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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陵湖、鄂陵湖地区的植被类型

及其分布规律
冰

彭  敏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扎陵湖、鄂陵湖地区是世界注目之地。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人到此考察。解放后,也

有许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 1952年和 1978

年分别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两次黄河源考察(温存智,1982;崔海亭,1982;景可等 ,

1982)。 但有关该地区植被较为系统和详细的报道还未见到。 为进行百万分之一青海省

植被图编绘过程中的补点工作,我们于 1984年 7-8月 间对两湖地区进行了短期的植被

考察。现据前人资料和野外调查情况总结并讨论于后,以期有利于青藏高原植被分布规

律和区划等方面的深人研究。

一、自 然 概 况

扎陵湖、鄂陵湖地区介于北纬 34° 14′-35° 26′ ,东经 97° 00′-98° 00′ 。地处巴颜喀拉

山与布青山之间海拔约 4300米的宽谷中,是黄河上游两个最大的淡水湖 (图 1)。 南面和

北面分别为巴颜喀拉山(主峰海拔 526⒍ 8米 )和布青山 (主峰海拔 5400· 3米 )。 在两湖周

围有不少海拔约 4500-4600米的低山丘陵,但它们的相对高差一般只有 100-200米或

更低。湖的西面和南面有海拔约 4300-4500米的大面积沼泽和滩地。布青山南坡,有一

逐渐向南倾斜的冲积洪积带。海拔约 4300-4800米 ,宽约 20公里。整个湖区地形呈两

湖低、南北高的趋势。该区河流和湖泊较多。但在布青山以南、两湖以北地区主要有一些

季节性河流分布。土壤类型主要有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沼泽土和高山寒漠土。

该区气候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高寒气候。其特点是:气温低、寒冷季节长、气候变化

剧烈、多风雪。据玛多县气象站 1971-1980年的资料 (图 2),最热月 (8月 )平均气温

7.4℃ ,最 冷月(1月 )平均气温一 17.3℃ 。≥0℃的积温为 737· 9℃ ,)5℃ 的积温为 37⒈ 3℃ ,

>lO℃的积温为 51.6℃ ,≥ 15℃ 的积温为零。年平均无霜期只有 14天 ,有些年份根本没

有无霜期。年蒸发量 (132⒎9毫米)是年平均降水量的 4倍多。但湖区年平均目照时数

·本文承周立华先生指导,杨 永昌、刘尚武、何廷农、潘锦堂、吴珍兰、卢生莲等先生帮助鉴定标本。参加考察工作

的还有陈桂琛、吴玉虎、林海珍及杜志红等同志。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 1986年 4月 1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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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扎陵湖、鄂陵湖地区地貌类型图(根据最可、尤联元,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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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玛多县气候图解

「ig. 2 Cliinatic diagraln oI 卜‘|adoi County

横坐标:月 份(1-12月 ); Abs““a:months(January-Deccmber)

纵坐标:一洛=lO℃ 或 20毫米降水; ord△n atc:one di““°°=lO℃ °r20 mm prccipiaoon
a=气象站  a=;mtion
b=海拔高度  b=height above sca-kvel
c==持续观翮年数i  c duration.of observauon.s ia years
d=年亚均温度(℃ )  d=mean amual temperaturc u,℃
c=年平均降水茧(毫米)  e=mean annual precipia0° n in i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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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⒉ 5小时)和 日照百分率 (63%)较 高,并 且水热同季,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 L述气候条件和自然状况下 ,小 嵩草 (Ko沙
`品

〃

`昭

仞″绍)、 矮嵩草 (K· 乃″″″订)、 线叶

嵩卓 (K· 吧〃″/°砌 )、 紫花针茅 (s`‘ p″ p〃唧 四)、 早熟禾 (Po'spp.)等 适应 的植 物

在两湖地区得到良好的生长和发育。以这些植物为优势种所构成的各类植被就成为该地

区的主要植被类里。在湖区严酷的佳境条件下 ,也 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垫状植被。同时 ,庄

部分低湿地区则分布着沼泽植被。 大部分是以藏嵩草 “ 汕″扬 ‘r乃 @印。j洳‘)为建群种

或优势种的高寒沼泽草甸植被。在一些局部洼地水泊地段和湖岸浅水处还生长有由篦齿

眼子菜 (Po″″ogc`o刀

`叼

J刀

`栖 )、 穿叶眼子菜 (P·

`研

。′初”)、 小眼子来 (P· p绡″′″。)、

杉叶藻 (″,pp″″‘彬
`g″

,‘ )、 狐尾藻 (My″op幻″“″ fpic″仍仞)、 毛柄水毛茛 (B刃弼 历“仞

`″

‘乃o`匆
``勿

仞)等 组成的水生植被。在两湖南面的局部地区,可以看到少量散生于河流两

侧和高寒草甸群落中的金露梅 (Po″
`9`9″'f叨

汤“)、 高山柳 (s曰

`‘

ro″″印肠)、 西藏沙棘

(田

`pop乃

″
`尼

切彻″″)和匐匍水柏枝 (af” .“·
'pr汩

r″四)等灌丛。 但这些灌丛的生长

都十分低矮。抹高一般仅有 10-30厘米左右,有 些只有几厘米高。

二、主要植被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一 )分布规律

两湖地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有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山垫状植被和高山流石坡稀疏植

被 4大类,形成以高寒草甸植被占优势的整体植被景观。在分布上,因湖区地形局部变化

较大,土壤、水分等条件也相应变化较大,从而使上述植被类型表现出相应的分布格局(图

3)。 山地阳坡多为高寒草原和草原化草甸;山地阴坡多为高寒草甸;河谷低湿滩地上为高

寒沼泽草甸;垫状植被分布在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下部和湖周围部分海拔约 4400-4600

米的低山丘陵顶部;雪线以下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具体来说,在湖西面的卡日曲、约

古宗列曲及星宿海一带和湖南面的河流两侧低湿滩地上 ,大面积分布着藏嵩草沼泽草甸 ;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分布有小嵩草草甸;矮嵩草草甸;线叶嵩草草甸;小 嵩草、紫花针茅草原

化草甸和垫状植被。在两湖中问的巴颜朗马山上,主要分布着矮嵩草草甸和紫花针茅草

原。在湖的东面 ,主要分布着小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和早熟禾 (Po心pp· )、 扇穗茅

(△″
`″

油″/`″″@‘
')、

碱茅 (P够 c‘‘″″该 spp.)草甸及垫状植被。 在湖北面,布青山以

南,呈东西向带状分布着紫花针茅草原和线叶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从这个分布

￡=最冷月的平均最低温度  Iˉ mean m““mum tc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month

g=极 端最低温度  g=lo“ .c“ temperature recordcd

h一 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  h-mean maximum tempcrature of the Warme“
month

i=极端最高温度  i=highes tcmperature recorded

i=平均日温差  j=mcai dally tempermure var!auons
k=月 平均温度曲线  k=curve of mean monthty temperature
l=月 平均降水曲线  1=curve ot ineao monthly prec〗 pitaucn

m=相 对湿季(垂直阴影)  m=rclauvc hu llid season(ver“cal shading)

n=平 均最低温度低于 0℃ 的月份  n=1了】oaths with mean mi“ mum
tcmperaturc bclow O℃

o(斜线阴影)=晚霜或早霜的出现时间  o(diagonal shad1o8)=latc or early
fi〈 ,sts occur

p=平 均无箱期  p=mean duration of frosrfrce pe0od in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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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扎陵湖、鄂陵湖地区植被类型图

rig. 3  .rhe n1ap of vegelation typcs and distribution in thc

area of C· yarit,g Lake and N.gonng Lake

1· 小嵩草草甸 Form· Ko防“J'pyg沏″夕;

2.矮嵩草草甸 Form,Ko加“初 加彻
``纟

‘;

3· 线叶蒿草草甸 Fonn.知历
`'‘

杨 c'p‘〃J”z‘ 夕
;

4· 早熟禾、扁穗茅、踉茅草甸 ;r。rm.P。'spp.+‘切
`'2'7''/`″ `,。

‘夕+P“泓 ″r″汤 spp”

5· 小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 Form.K汕 /“昭 pyg`,:`‘·召‘″p夕 p″/p“″
';

6· 线叶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 Form.蜘加“
`'‘ `″

″
`/。

′:`-s″夕饣 p″
`p″ `“

;

7· 葳嵩草沼泽草甸 「or m.K汕
'“

杨 ‘汕oo″∝″“;

8· 紫花针茅草原 Form.s`JP'p“
'p“

″
';

9· 垫状点地梅、风毛菊垫状植被 Form~″刀
`'o,'r饣 `'″ `矽

△ s夕
`‘

““
`″

‘pp.

lO· 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subnival vegetauon

格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湖的西面和南面比较湿润 ,发育着以中生植物为主的高寒

草甸植被。而北面和东面比较干旱,主体植被是以旱中生和中旱生植物占优势的高寒草

原和草原化草甸。从鄂陵湖南北方向植被分布的断面示意图中 (图 4)看 出:由湖岸向两

侧的山地,随海拔的逐渐升高,植被的垂直分布有明显的变化。南面从湖边到巴颜喀拉山

顶部,植被类型的垂直变化依次为;藏嵩草沼泽草甸 (4270-4350米 )—小嵩草、紫花针

茅草甸(4300-4500米 )一小嵩草草甸和矮嵩草草甸 (4500-4800米 )一高山流石坡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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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鄂陵湖南北方向植被分布断面示意图

r1g. 4  .rhe diagram of vegetatlon distributioll from south to north around Ngo△ ing r.'akc,

1,小 啬草草甸 Ko防
'‘`'p`g`,,`幽

neaddW

2· 小嵩草草甸十矮嵩草草甸 Ko加“昭 p'g锣″'meadow+K汕 `“
杨 乃″″,″订 neadow

3· 小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 K汕
`打'pyg`,:`“

‘
`‘

p`p“ rp仍″
'steppe meadow

4· 早熟禾、扇穗茅、碱茅草甸 P“ spp.+L‘
``r饣

2刃“ /'c召
`刀

o‘

`+P〃″″‘;``拓 spp.meadow

5· 线叶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 K汕
`纟

“
`“

p″ :,/。 砀 -s`′P'p“ /p″″
'steppe meadow

6· 藏啬草沼泽草甸 Ko助饣‘:'‘‘乃Ⅱ″α拓‘swamp meadoW

7· 紫花针茅草原、s`:p召 p“
`p″

″口steppe

8· 垫状植衤挨:Cushion vegetatioa
9· 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sub“ val vegetation

植被和永久冰雪带 (4800米 以上);而在湖北面,从湖边到布青山顶,植被类型的垂直变化

是:线叶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 (4300-4500米 )一紫花针茅草原 (4500-4800米 )

一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4800米以上)。

(二 )主要植被类型摒述

I.高寒草甸

1.小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主要分布在巴颜喀拉山北坡的中上部。 海拔约 4$00-

4800米。群落层次分化不明显,一般高 3-6厘米左右。植被总盖度 70-90%。 优势种

是小嵩草。 其分盖度可达 40-60%。 群落的种类组成相对比较丰富,主要伴生有矮嵩

草、嵩草 (Κ°勿“J″ 拓″″〃,,)、 早熟禾 (Po刃 spp,)、青海苔草 (C″α J阴″。″″)、 二柱头蘼草

(s″ P″‘
`订

″g″ ,″

`,‘

″‘)、 羊茅 (F形″″ 。″纟″四)、 紫羊茅 (F~9· f`3阳 )、 致细柄茅 (P″场g`。 ,`9‘

‘0″‘
`刀

″四)、 矮火绒草 (L∞
`9`Opo`砌

″ ″
'刀
″仍)、 密丛棘豆 (o锣″o`“ 汤″“)`长喙棘豆 (o.

奶 o弼o磁 )、 青 海 黄 芪 (孔″鸭
'J″

‘彻″:仍
`‘

r” )、 二 裂 委 陵 菜 (Po砌刀助 哆9∫〃 c″ )、 丛 生 钉 柱

委陵菜 (P.‘弼″洳
`·

澎″四var.″“″炳″)`白 花蒲公英 (r￠r、r″叨″ J幽″″
`杨

″)、 星状风

毛 菊 (s弼”″ 即 ‘″′′
`)、

高 山 唐 松 草 (r肠 扔 ″私 刃J`氵″移彬 )、 龙 胆 (C御 砌 ″勿 spp.)等 。

2.矮嵩草草甸: 矮嵩草草甸主要分布在巴颜喀拉山北坡和两湖间的山地上。 海拔

4500-4800米 。群落结构简单,一般只有一层,高 4-10厘米。群落总盖度 80%左右。

优势种为矮嵩草。主要伴生种有小嵩草、喜马拉雅嵩草 (Ko协山″/°,汤仞)、 甘肃嵩草

(K.私″‘″
`9c打

)、 青海苔草、黑褐苔草 (C″″ ″″or”″)、 羊茅、早熟禾 (P°″spp.)、 矮火

绒草、星状风毛菊、高山唐松草、二裂委陵菜、多裂委陵菜 (Po″
`9`;″'移

励和扬)、 石生黄芪

('″ /四弘 ′仍‘ ‘″ o/″ 彻 )、 圆 齿 龙 胆 (G御
`,″

″
'c″

弼 沏 0-力 仍″″ 勿 )、 麻 花 艽
(C.‘

`″
枋 ″四 )、

毛葶苈 (Dr汤″
`”

°

`@汤
)、 单子麻黄 (E脚洳″彬°彳o‘p″′冫’四)等。在某些局部鼠害破坏严

重的地方 ,可以见到以披针叶黄华 (T拓 /移 opJ‘ J″刀“o切勿)占优势的小片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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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叶嵩草草甸:线叶嵩草草甸分布面积很小,仅小片出现在扎陵湖西南面。海拔

4500-4700米。以线叶嵩草为优势种。层次分化不明显,一般高 5-10厘米。植被总盖

度 80-85%,局部可达 95%。 伴生种有小嵩草、矮嵩草、喜马拉雅嵩草、紫羊茅、青海苔

草、二裂委陵菜、多茎委陵菜 (Po″ ″″″″勿″
``″

膨
`订

)、 鹅绒委陵莱 (P.`″″″
`9勿

)、 珠芽蓼
(Po`冫驷″″彻 您′扬

`″

钐仞)、 迭裂银莲花 (/″召力9o″
`'″

加砌 )等。

4.早熟禾、扇穗茅、碱茅草甸:主要分布在黄河两侧低阶地和两湖及哈江盐池、隆

热错、阿涌贡玛错等湖泊周围的低阶地和河滩上。在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分布。海拔一般

4280— 4350米 ,有些地方可达 4500米。群落的主要优势种是早熟禾 (Pm spp.)、 扇穗茅

和碱茅 (P″。″
```'spp.)。  由于地形及其它条件的变化,该植被类型的优势种和种类组

成相对比较复杂,在不同的地方有一定的差异。有些地方以早熟禾占优势;有的地方早熟

禾和碱茅组成占优势种;有些地方则以扇穗茅占优势。主要伴生种有赖草 (助

'勿

″‘
'”

y-

‘
`″

品,s)、垫状点地梅('″

'ro‘

″c`印幽 )、黑紫披碱草(EJ,彻″‘″″奶 )、 草甸雪兔子 (s砌‘-

f〃 r叼
`乃

o/幽励)、 瑞苓草 (s,历g网″钌)、 短穗兔耳草 (I偕o访 哆
`·

″匆‘
`″

匆‘)、 海乳草
(C`″附

`99'″`纟

″lO、 车 前 叶 垂 头 菊 (Cr御
'″ `乃

@历饬彬 P`夕″′绍 彡″御 ′’’)、 南 山 蒿 (/″砌 △切

`9`″
‘枷 ″氵″ )、 西 伯 利 亚 蓼 (Po`昭 o″″仞 扬 历

'″
″ )、 垫 状 棱 子 芹 (P拓咿 o‘

`″

勿叨勿 拓 历″′,)、 唐

古特红景天 (R乃 o″杨
`刃

″
`歹`″

var.`勿 g仍

`9″
)、 镰叶韭 (刀

`,`‘

勿 c″/0′莎
`9,〃 `,仍

″)等。群落的

层次分化比较明显,第 1层为禾草层,高 10-20厘米;第 2层为杂类草 ,高 5厘米左右。群

落总盖度 40-90%。

5,小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小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主要分布在鄂陵湖东

南面的黑河、赫那曲等河流域海拔较高的阶地上以及布青山顶部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以

下的地方。一般分布海拔为 4300-4500米 ,在布青山可达 5000米左右。群落的层次分

化较明显,禾草层高 12-30厘米;嵩草层高 3-6厘 米。群落总盖度 70%左右,有些地方

可达 90%以上。优势种为小嵩草,次优势种是紫花针茅。伴生有矮嵩草、紫羊茅、羊茅、

胎生早熟禾 (Po″ ‘,″″″″笏″彻 v ar.”仍

`″

口)、 青海早熟禾 (P.r。“拓/留J彻″)、 矮火绒草、

青海苔草、二裂委陵菜、毛葶苈、甘肃棘豆 (o″
`'@`“

加柳 刀访)、 石生黄芪、圆齿龙胆、藓

状雪灵芝 (''御研″勿夕o`匆切 )、 垫状点地梅、芸香叶唐松草 (r切″‘
``仍

″ r″

`″
f。′

'″

″)

等。

6.线叶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线叶嵩草、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在湖北面呈东西

向的带状分布,海拔 4350-4500米。其上限和高寒草原相连。优势种为线叶嵩草,次优

势种为紫花针茅。层次分化明显,第一层以禾草占优势,高约 20-25厘米;第二层以嵩
草和杂类草占优势,高约 5-15厘米。群落总盖度约 70-75%。 伴生种小嵩草、嵩草、矮
嵩草、狭穗针芽 (s``P″ r鸭乡′′劬￠)、落草 (Ko晶″″c″‘

`'`')、
早熟禾 (Pm spp.)、 白花蒲公

英、二裂委陵菜、多裂委陵菜、鹅绒委陵莱、阿尔泰紫菀 (4″ /曰
````c泌

)、星状风毛菊、甘青
鸢尾 (r`犭 s po勿

``,`9,多
)、鸟足毛莨 (R夕

`,″

″c″

`”

彡
`口`拓

?防访)、龙胆 (G幽
`J夕

″'spp.)等。
7.藏嵩草沼泽草甸:藏嵩草沼泽草甸分布于巴颜喀拉山北麓、湖南面、勒那曲、尕拉

曲、多曲等河流域和扎陵湖西面的卡 日曲、约古宗列曲及星宿海等地区。海拔 4275-435o

米。在靠近巴颜喀拉山的河流两侧 ,它 的分布海拔可达 4500-460o米。藏嵩草作为优势

种而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它的分盖度可达 70%左右。群落中伴生有喜马拉雅嵩草、矮

嵩草、短轴嵩草 (Κ砌·劬
'p``磁 )、 糙喙苔草 (c″锣 ‘″3`,/of″订)、 长花野青茅 (Dcy御 r‘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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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o`o、
小金莲花 (rr。″湘 p″

`,,‘

励 )、 花葶驴蹄草 (c曰

``励

‘‘7Po‘″)、 青海马先嵩

(P龆″″
`″

邢 p'z膨〃J攻方)、 斑唇马先嵩(P.Jong,∫

`。

/'var.`汤和/″打)、 川藏蒲公英 (T`″ -

F″″″ 御刃″/0″r`衫勿 )、 龙 胆 (G幽
`J‘

z刀￠ spp.)、 沼 地 毛 茛 (R″″″″“ J″‘ r'苈cc″‘)、 披 针 毛 莨

(R.口″″F″‘:o)、 风毛菊 (s仰“”〃 spp.)等。群落高度一般为 15厘米或更低。群落总

盖度 85%左右,最 高可达 95%以上。该类植被在湖区的分布面积较大。

据 1976年《青海省果洛地区天然草场考察报告》报道,目 前该处的沼泽植被有自然疏

干的迹象,呈现向草甸化演替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沼泽植被趋于自然疏干,水分减少 ,

湿度不断下降,从而使适应于湿润生境的禾草植物侵人,杂类草的数量也增多。植被便向

草甸化的方向演替。但是,也有一部分沼泽植被在自然疏手后,由于牲畜践踏等原因,植

被遭到破坏,致使沼泽泥炭层出露,形成烂泥滩。表现出退化演替的趋势。

II.高寒草原

8.紫花针茅草原:紫花针茅草原主要在布青山阳坡及其下部的洪积冲积丘陵地段呈

东西向的带状分布,在湖东面的一些地方也有分布。海拔 4400-4800(5000)米 。在玛多

县城周围的滩地和丘陵上,它的分布海拔要低一些。群落总盖度一般 70-80%,少数地

方可达 90%以上。分布地区的土壤比较干燥,含有粉沙和小砾石。优势种是紫花针茅 ,

株高约 10-20厘米,覆盖度 30-50%。 主要伴生种有早熟禾 (Po'spp.)青 海苔草、大

花嵩 (彳″召仞订杨 ″″ o″

`切

J″ )`矮风毛菊 (s'″“″r“ F。 p夕g移″
')、

矮火绒草、二裂委陵

菜、多裂委陵菜、藓状雪灵芝、多裂叶独活 (Fr″″
`″

″ ″J″″o`,`″ )、 粗状嵩草 (K。沙rF9口

ro莎”沏)、 沙生风毛菊 (s膨“″“
``口

″
`切

)、 毛葶苈、阿尔泰紫菀、丛生黄芪 (4″″g'′“‘

co″ f″奶 )、 密花黄芪 (左 洳″‘9∫Jor`)、 长喙棘豆、密丛棘豆、披针叶黄华等。在紫花针茅

草原群落中某些局部低洼处,我们还看到小面积以镰形棘豆 (or”r印j‘
/四切″)为优势

种的群落。

III,高 山垫状植被

9.垫状点地梅、风毛菊垫状植被:垫状植被主要分布在高山流石坡下部和湖周围部

分海拔 4400-4600米 的低山丘陵顶部。土壤多沙质,石灰反应强烈。由于生境条件差 ,

高山垫状植物得到良好的生长和发育,构成以垫状点地梅和风毛菊属植物 (s卵“″″ “-

助
`'`c,s.spp.)为

优势种的垫状植被。植被低矮、稀疏,优势种一般高 3-7厘 米。据实

测,风毛菊的丛径,较大的可达 80厘米以上。群落中优势种的比例及种类组成在不同地

区有一定差异,但基本上是以垫状点地梅和风毛菊 (s犯“″″
'spp.)占 据优势。在群落

中还生长有早熟禾 (Po″ spp.)、 矮火绒草、穗三毛 (r府砌仞 ‘

`切

砌″)、 矮野青茅 (D←

y″ri`奶痂 var.Pr饣″油久”)、 青海苔草、镰形棘豆、喜山葶苈 (D/汕
`。

叨拓‘)、 苞序葶

苈 (D,勿匆珈79‘ )、 毛莲嵩 (/r|c″‘‘
`'″

“′切)、 细叶亚菊 ('`日″拓
`印

″9∫o切 )、 多裂委陵

菜、紫花针茅、丛生黄芪、苔藓状蚤缀 ('″仞”口仞猢‘9∫0/″订)、 垫状驼绒藜 (C″″。′”

co″ p″
`')、

多裂叶独活等。群落总盖度约 40-50%,有些地方只有 20%左右。

1V.高 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10.高 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分布在巴颜喀拉山和布青山顶部的

平缓地带,海拔在 4800米以上。由于分布地区海拔高,生境条件极为严酷,多 数植物根本

无法生长。分布植物十分低矮、稀疏。株高一般 3-5厘米左右,植被总盖度在 5%以下。

在这种环境下 ,发 育着由垫状点地梅、团状雪灵芝 ('″″
`,‘``。

′,′′’‘乃oj`四 )、 水母雪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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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F沏“)、 鼠曲风毛菊 (s.驷印杨
`@洳

‘)、 毡毛风毛菊 (s.″幽历″四)、 昆仑风毛
菊 (s.`c`‘

`″
g““)、黑毛雪兔子 (s.匆

`‘

,`‘ 9′口)、 红叶雪兔子 (s,P印叼″″)、 云状雪兔子
(s.四″)等植物镶嵌分布而构成的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讨  论

1.湖区地处青南高原 ,地势高亢,气候寒冷。整个青藏高原冬半年基本上为高空西风
气流所支配,形成晴朗、干燥、多风的气候特点。夏半年主要受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西
南季风和东南季风的影响 ,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湖区因海拔高 ,辐射较强和多
风等因素导致蒸发量加大,气候寒冷、干旱。从本区植被形成过程中看出,本 区植被有趋
于旱化的现象。 如藏嵩草沼泽草甸植被逐渐向草甸化方向演替。 另从两湖面积不断缩
小、水位下降、湖水 pH值分别由 1966年的 8.35和 8,05改 变为 1978年的 8,50和 8.40

(景可等,1982)等 方面也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2.青藏高原植被的水平分布由东南向西北依次出现森林一高寒灌丛、草甸一高寒草原一

高寒荒漠。该区植被是青藏高原植被连续分布的一部分。对这一地区的地带划分,存有
不同意见。郑度等(1979)把该区划人

“
青南高寒草原地带

”
;而《中国植被》中把该区划人

隶属高寒灌丛、草甸地带的
“
那曲一玛多高原 ,高寒草甸区

”(吴征镒 ,1983)。 笔者认为湖区
植被很可能是高寒草甸向高寒草原的过渡地带。理由如下:(1)该区植被景观主要由紫
花针茅高寒草原和高寒嵩草草甸组合构成。这既不同于以高寒草原 (主要优势种为紫花
针茅、青藏苔草 “切″ ″oorr/@`访)等 )和 高山垫状植被(主要优势种为垫状点地梅、襄种
草 (r匆

`￠

c。,`″勿″″ c铆印
'`o‘

伤″)等 )为主体植被,而高寒草甸很不发育的高寒草原地带
景观;又不同于一般阳坡主要分布高寒嵩草草甸和阴坡主要分布高寒灌丛或阴阳坡均为
高寒草甸所 占据的高寒灌丛、草甸地带景观。(2)湖区虽有一定面积的高寒草原植被出
现 ,但局限分布在相对干旱的山地阳坡 ,而该区的主体植被是以嵩草属植物 占优势的各类
高寒嵩草草甸。(3)青藏高原的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升高。湿度也由东南向西北逐渐
变小。这样 ,生境条件相应地渐趋寒冷和干旱 ,植被也将由高寒草甸逐渐向高寒草原过
渡,并最终被高寒草原所取代。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该区植被具有高寒草甸向高寒草
原过渡的特点。但由于该区主体植被仍是高寒草甸。所以,在具体区划上 ,将该区划归高
寒草甸地带比划归高寒草原地带可能更为合适。

3.该区植被有明显的垂直分布。基带为高寒草甸。植被的垂直带谱虽在阴阳坡上有
一定差异,但基本上是高寒草甸一高寒草原一高山垫状植被一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一永
久冰雪带。

4.不 同生境导致植被分布变化的规律 ,在该区植被中也有明显表现。如河谷低湿滩
地为藏嵩草沼泽草甸,阴坡为嵩草草甸 ,阳坡为高寒草原 ,垫状植被和高山流石坡稀疏植
被则分布在山体顶部。

5.该区植物以嵩草属植物为主 ,它们在区系组成上是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和青藏高原
特有成分。由于该属植物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其形态和生态学特性等都和青藏高
原寒冷、干旱的气候有一定的关系。

嵩草属植物均为多年生的密丛型短根茎植物。在外部形态上 ,具有植株低矮、叶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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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或线状、叶表面角质层较厚,小坚果为闭合成果囊状的先出叶所包被等耐寒早的特征

(杨水昌,1976)。 虽然这些植物分布的有些地方比较潮湿,但由于温度低、地下水多以固

态形式存在,使植物对水分的利用十分困难而导致生理干旱。同时,由于高原低层气候的

湿润性,生长季有较多降水,土壤水分较多等原因,使这些植物在解剖形态上具有中生结

构,成为适应高寒生境的中生植物(周兴民,1979)。 以这些植物为优势种所构成的高寒草

甸植被就成为具有高原特点而区别于典型草甸植被的高原地带性植被。

6.嵩草属植物不仅具有较高的营养成分和适口性,而且适应能力强,耐 践踏。湖区以

嵩草为主的植被,形成水草丰美的放牧地 ,也是青海省的主要牧地之一。由于过去片面强

调存栏数 ,草场放牧过度,加上鼠害破坏,该区草场中有些地方现已出现退化。如植被稀

疏甚至成为不毛的沙地和烂泥滩,杂草和毒草的数量增加等。为避免该区草场的进一步

退化,维护生态平衡,提高生产效益,在此提出几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1)应根据该区草场的实际载畜能力,合理利用草场。在生产中注重提高出栏率和

经济效益,避免单纯追求存栏数的错误倾向。同时 ,应 尽可能地向广大牧民进行这方面的

宣传教育,使 他们能理解并重视这一问题。

(2)对退化草场,可根据退化程度的轻重,分别采用轻牧或封育的措施,使 草场得以

恢复。由于该区生境条件恶劣,植被的天然恢复比较困难,对某些破坏严重的地段,应辅

以人工播种等手段,以加速植被的恢复演替。

(3)加强鼠害的防治工作。据考察所见,部分地方鼠害严重。据我们在局部鼠害严

重地段测定,100平方米的样地上有鼠洞 104个 ,最 密集处估计可达 200个以上。这对草

场植被无疑有很大的破坏力。因此,灭鼠工作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4)适当建立人工饲草基地。由于该区生长季节短,冬春季节缺草。加上对退化草

场的轻牧和封育,畜 草矛盾将会更加明显。若能选种一些适应当地生境的优良牧草,建立

一定面积的人工草场,无 疑对补充天然草场的不足,缓解畜草矛盾有一定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吴征镒主编,I9s3,中 国植被。科学出版社。

周兴民,1979,青 藏高原诸草煽— 八种植物的形态一生态生特性的初步研究。植物学报,21(2)∶ 135-142o

杨永昌,1976,青海的嵩草属植物。植物分类学报,14(1):41-50。

、张荣祖、杨勤业,19” ,试论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地理学报,“(1):1-11o

,1982,黄河源头地区卫星照片的植被解译。黄河源头考条文集,161-168,青海人民出版社。

、尤联元,I982,黄河源湖区地理考察。黄河源头考察文集,169-190’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黄河源头大事记。黄河源头考察文集,120-132,音 海人民出版社。

度

亭

可

智

海

 
存

郑

崔

聚

温

· 79 ·



VEGETATION TYPEs AND DISTRIBUTIONs AROUND
GYARING LAKE AND NGORI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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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cd on ficld 、vork, thc vcgctation typcs and thcir distributions in the arca of Cvaring

Lakc and Ngoring |1.akc arc describcd irl this papcr,  ·
rhc inain vcgeatation typcs in this arca

includc:

1.  Alpine n1cad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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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orm.K。 ar“杨‘c历。c″@沏竹 (4275-435o(4600)m)

2,  Alpine stc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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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pinc cushion vcgctat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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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bnival vcg.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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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s of vcgctation arc approxiinatcly: alpinc lncado呐

` on thc north slopc of
Bayan Kala Mountains; alpinc steppc and stcppc Incadow on thc south slopc of i·

;11qin Mountain;
sWanlp mcado、 v in thc valley and lo、 v~lying. tefracc an(1.beach; sllchion Vegctation on thc top

of hills and under thc subnival vcgctation; subnival vcgctation undcr thc sn0、
vlinc.

According t。 thc actual invcstigation and original bibliography, sornc problcIns arc discusscd

as follows:

1.  The vcgctation shows a tcndcncy to xcrophilization in the arca of Cyaring l'akc and

N·goring Lakc,

2.  In this arca, vcgctationa1 1andscapc is a transitioIlal f。
rm fronn alpinc lncado、v zonC

to alpinc stcp.pe· zonc.

3.  `Vith thc incrcasc of clcvation,thc vcrtical spcctrun△  of vcgetation is alptnc lncadow~
alpinc stcppc~alpinc cushion vcgctation~subnival vcgctation~nival zonc,

4.  
·
I·hc plants of gcnus J<氵 ar‘·

J`日
'forming thc main typcs of vcgctation in this arca,bavc thc

charactcristics of rcsisting frigid and drought c。 nditions and bclong tO Incsophytcs~  .rhc Vcgc-
tatioIl dominantcd by K。 莎/ef|J plants is a zonal onc On (2inghai~Xizang Plat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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