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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1:3000000植被图及其说明书
冰

周立华 彭 敏 陈桂琛 赵 京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藏高原是举世瞩 目的地区 ,青海省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对本省的植被研究工

作开展得不够充分,所获资料也不够完整和系统。为了能使大家了解青海省的植被现状 ,

我们编制了青海省 1:3000000植被图 ,以便反映青海省植被类型与分布现状 ,为 当地植物

资源保护、利用 ,维护生态平衡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青海植被以前作为专题考察的时间不多,分别从森林、草场、农垦角度进行过调查 ,资

料相当零散 ,专 题论著也为数极少。近年来 ,我们对青海省的植被进行了补点调查,在以

往植被、森林、草场等专业调查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工作 ,积累了不少资料。并参考了侯

学煜教授主编的 《1:4000000中 国植被图》、吴征镒教授主编的 《中国植被》及所附的 1:

10000000中 国植被有关青海部分和本省森林、草场资料、图件 60多份D,本 图是在上述资

料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青海省 1:3000000植被图是一幅小比例尺现状自然植被图。本图植被分类单位和图

例设计是根据本地区植被的实际情况编制而成的。图斑界线的确定 ,基本上经过了卫星

图片和部分地区航片的校正。错误之处 ,请批评指正。

一、青海省的自然概况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介于北纬 31° 39′ -39° 09′ ,东经 89° 20′ -103° 05′。东部

与甘肃、四川两省相临 ,西部与新疆、西藏接壤。南部以唐古拉山与西藏分界,北 部以祁连

山和阿尔金山与甘肃河西走廊相隔。幅员广大 ,地势高亢,气候寒冷、干燥。本区面积达

72万平方公里,东部(黄 )河 、湟(水 )地区海拔 1800-1900米 ,为本省最低的地方。中部

环湖地区(青海湖地区),海拔约 3200米。柴达木盆地海拔 2500-3100米 ,青南高原一般

海拔 3500-4500米。年平均温度除河湟地区、班玛、囊谦、玉树和柴达木中部等小部分地

区的低平地在 2℃ -8℃ 外 ,其它广大地区年平均温度在 0℃ 以下。年平均降水量从东南

到西北逐渐减少。位于东南隅的久治降水量最多,达 700毫 米。班玛约 600毫米。袭谦、

杂多、达日、甘德、玛沁、河南一带约 500毫米。治多以东地区和同德、贵南、同仁一带约

400毫 米。温泉、治多、曲麻莱、兴海以及河湟地区、环湖地区和祁连山中段、东段约 300

·植被图承张鹏云、卓正大教授和孙世洲、辽匠二日、魏振铎等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1)感谢青海省林业勘察设计院、青海省草原总站和陈汝丰、丁长生、黄荣福、梁演芳等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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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托托河、五道梁、扎陵、鄂陵湖、玛多、乌兰一带约 200毫米。 香 日德、都兰一带约

150毫米。大柴旦一带约 75毫米。诺木洪一带约 SO毫 米。格尔木、察尔汗、阿拉尔 2,一

30毫米。鸟图美仁、冷湖地区则在 25毫 米以下。

由于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 ,本区植被类型较为复杂 ,呈现出多样性。现存的植被按

形态可划分为:针叶林植被,高寒灌丛植被 ,高寒草甸植被、草原植被、高寒草原植被、荒

漠植被和高寒荒漠植被。全省境内 ,已知维管束植物约 3000种。青海省植物分布有四个

比较密集的地区:即囊谦、玉树地区 ,班玛 、久治地区,循化孟达、泽库麦秀一关秀地区和

祁连山东段的门源、互助北山地区。

青海省地域广大辽阔,地跨北亚热带、暖温带和寒温带三个气候带Q并 由于地势高

耸 ,东部边缘地区地形复杂,同时受到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两大气流的影响与控制,自 然

条件具有明显的地区分异。 由东南向西北气候则表现 出:温暖湿润一寒冷半湿润一寒冷

半干旱一寒冷干旱的变化。由于植物适应能力各有不同,则反映到植被的分布上也具有

一定的规律性。植被分布的总趋势是:从东南向西北种类逐渐减少 ,优势种也随着发生

相应的更替变化现象。

二、植 被 简 介

本省植被的水平分布规律因受制于地理条件 ,既不与纬度地带性相符合 ,也不与经度

地带性相一致 ,而 仅是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出地带性的水平变化。依次相应呈现出森林、草

原和荒漠三个基本类型。因东部为高原边缘峡谷地带 ,地势陡峻复杂 ,植被的水平分布则

是在广阔的高原面上展开的。这样就使水平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交织在一起,则体现出

了
“
高原地带性

”
。 如青南高原东南部的囊谦、玉树和班玛地区,则 以川西云杉 (P″印

`四
`昭

F″‘
`‘

v ar.沙〃
`/o'腕

″
')和大果圆柏 (s汕氵″″石拓彷

`)为主的寒温针叶林。 随着地势

的抬高 ,这些地区的山地阴坡和半阴坡 ,则逐渐发展而形成了百里香杜鹃 (R乃o洳洳″汾o″

`匆
″加′9`‘私)、 毛枝山居柳 (动加 。汀″印杨)和金露梅 (D加p切 /夕 /「″

`‘

@抑)为主的高寒

灌丛。中部杂多、治多、曲麻莱一带则发展形成了以嵩草属 (Κo沙″‘,')为主的高寒草甸。

在扎陵、鄂陵湖以西则发展形成以大紫花针茅(s功
'p″

`″

r″ var.″彻口‘口)为主的高寒草

原。在东昆仑山中部地区以西则发展形成了以蒿叶猪毛菜(s法 o切 汕
`o`〃

″o氵

'“
)、 垫状驼绒

藜 (C″
'`o″

召f co″ p″″)为主的高寒荒漠。这样就形成了新老植被结合的现象 ,并且这

些植被的优势种很明显。例如其中的高寒草甸则广泛分布在排水良好的高亢地带 ,只有

少数高寒沼泽草甸植物才分布在局部的低洼地段上 ,这样的生境和水热条件,是与高原

气候状况相适应的 ,并且通过高寒草甸嵩草属的形态解剖证明多数嵩草为中生植物。既

或是具有季节性的潮湿环境 ,由 于受地下冻土的影响 ,则形成生理干旱现象。由于青藏高

原自然条件特征及其稳定性和进展性,则使这些新植被的出现反映了自然条件三度空间

的综合变化,同时也反映了高原隆起对自然过程的深刻影响。 因此表现这一地区环境特

点的高寒草甸是具有地带性意义的类型。

青海省内高山耸立 ,随着山地海拔高度的变化 ,气温的差异 ,太 阳辐射的强弱 ,土壤类

型的不同,植被垂直分布规律非常显著。由于本省地域广阔 ,气候差异明显 ,各区山地垂

直带谱的结构形式也有所不同。从东到西则随着气候干旱性增强 ,越向西垂直结构越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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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各垂直带也逐渐抬高。现以东部的阿尼玛卿山和西部位于格尔木南面的昆仑山地区

为例比较如下 :

阿尼玛卿山

山地阴坡

3200-3600米为以青海云杉 (P,cF口 ‘
`'“

加砌)和紫果云杉 (P.`″
`″

印)为主的寒温

针叶林 ,森林较密 ,树高达 20-30米。

3600-4000米 以百里香杜鹃、积石山柳 (s耐r日″″
`″ '|湘

印“)为主的高寒灌丛。

4000-4500米 以嵩草属为主的高寒草甸 ,伴生种有 20-30种。

4500-4700米 为高山垫状植被和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4700米以上为冰雪带。

山地阳坡

3800-4000米 以大果圆柏为主的寒温性针叶林 ,生长稀疏 ,一般高 5-15米。

4000-4800米 以嵩草为主的高寒草甸。

4800-5000米 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5000米以上为冰雪带。

格尔木南面之昆仑山地段(可可赛极门吝峰 )

山地阴坡

3000-3800米 以合头草 (s'″

`昭

仞四″g酣i)、红砂 (R叼″″″″
'‘

oo″ go”“)为主的荒漠植

被。

3800-4000米 以合头草、蒿叶猪毛菜为主的荒漠植被。

4000-4300米 以大紫花针茅为主的高寒草原。

4300-4700米 以嵩草为主的高寒草甸。

4700米 以上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山地阳坡

4000-4700米 以嵩草为主的高寒草甸。

4700米以上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三、各植被类型的简要叙述

为了说明植被图上各制图单位的性状和分布,则按图例系统简要叙述如下:

1.落叶阔叶林

(1)山杨林: 山杨 (P°

`″

切
`'。

`汤
'`,口

)林为云杉 (P切
'spp)采伐破坏后的次生

林 ,常 与云杉林混生,并相互演替。分布于本省东部地区 ,东起民和县的古部,西至兴海县

的切木曲,南 自河南县的宁木特 ,北 至祁连县的黄藏寺,分布于各林区阴坡,海拔 1800-

3600米 ,高 5-15米 ,胸径 14-18厘米,郁闭度 0.6-0,8。 林下灌木有陕甘花楸 (so`哆 “‘

尺。汕″印
`:口

)、 甘青锦鸡儿 (C″
`驷

″
``'`9g″

J“ )、 陇塞忍冬 (L·o″切 /￠

`印
g“

`,“
)、 灰枸子

(C。
`o″

御 ‘″

''励
亻 0″

`‘

‘)、 直 穗 小 檗
(B″ 乡。汀 ‘ ′〃眇 砌 汕 尸 )、 峨 嵋 蔷 薇

(Rof。 o御油 ″亦 )和

银露梅 (D'JP加r'gJ汕 r口)等。覆盖度 15-80%,高 1-2米。草本植物有披针叶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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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o`幽 )、光叶黄华 C‰
'″

op“ 防御汤刀〃)、三褶咏紫菀('助
`'黑

″
'`o氵

′“)、 升麻
(C‘ 7冫,访彻g口 加″记

')、
蛛毛蟹甲草 (C￠ c磁夕r。沙。ro″钛″)、 掌叶橐吾 (‘ g“

`四

r氵″Prz′ ″油t】 )、

直红獐牙菜 (s″‘/`切 ″

``乃
`o访

″)、 番唐松草 (T杨
``'″

“″ ∫o″f沏″)和轮叶黄精 (Po`名 oˉ

刀
``″

叨 ″″″″切″″)等 ,覆盖度 40-80%。
(2)白桦林:白 桦 (B″刃

```〃`y`匆
′′四)林 ,分布较广。 在我省东部的盂达林区、北

部的茫扎林区(祁连山中段),西部、南部可分布于澜沧江流域的结曲林区。大部分生长在

海拔 2200-37oo米的阴坡和半阴坡。 白桦是针叶林迹地上发展起来的天然次生林。 下

部与草原基带相接,上部多与云杉林或糙皮桦 (B″″口仍
`:泌

)林相连。常与山杨、油松
(P`″″‘

`汕
“切 /o/`,,订 )、 青海云杉、青杆 (P切口历

`oo″

】)、 川西云杉、紫果云杉和鳞皮冷杉
('历“ ‘″御 ″口)混生或与山杨、红桦 (B″“助

'炻
@-,`,`″“)共同组成单层同龄纯林。郁

闭度 0.4-0.7(o.9),高 6-15米 ,胸 径 8-18厘米。
(3)红桦林:红桦林为我省重要的次生林,主要分布于大通河、湟水、隆务河和黄河

两岸的林区,在长江流域和马可河林区也有零星分布 ,主要集中分布于大通河林区。多呈
块状分布于阴坡和半阴坡,海拔 2400-3400米 ,上部多与糙皮桦林相连。郁闭度 0.5-
o.7,高 10-14(18)米 ,胸 径 12-20厘米。

⒉常绿针叶林

(4)川西云杉林:川西云杉林是青海南部分布于长江、澜沧江和怒江上游的高山峡
谷地区的江西、叱扎、东中、娘拉和吉曲等原始林区,海拔 3500-39oo米 ,在阴坡呈片状分
布,而在 40o0-4300米之间尚有零星分布。 4300米 以上为高寒灌丛,下限多与河谷阶
地的草原或草甸相连。 在边缘地带常混生有少数白桦。 川西云杉高 18-35米。林下灌
木有越桔忍冬 (Loniccra myrtila)、 冰川茶蔗子 (Ri拓‘g`印油 )等 ,覆盖度 5%,高约 1

米。草本植物主要为祁连苔草 (臼厂贺
'〃

`″

〃 “),覆盖度达 70%,高 15-25厘米。
(5)紫果云杉林:紫果云杉林主要分布于班玛县马可河、多柯河和泽库县的隆务河

两岸林区,最北面在平安县的夏宗寺尚有零星分布,北部常与青海云杉林的南界相接。海
拔 2900-42oo米 ,但主要集中分布于 3100-4ooo米的阴坡或半阴坡。常与川西云杉、鳞
皮冷杉、青海云杉组成混交林。 郁闭度 0.8-0.9,高 20-25厘米,胸径一般约 25厘米。
林下灌木较少,零星生长有忍冬、山柳和茶藤子等,覆盖度 5-10%。 草本植物多生于林
间空地,有卫东嵩草 (Ko汾绚￠″沏

`‘

四)、 鹿蹄草 (P`'o杨
'o`″

″
``/°

′J')等 ,覆盖度 85-
95%。

(6)青海云杉林:青海云杉林分布于阿尼马卿山及其以北的山地。 在祁连 山的 东
段 ,柴达木盆地东部的乌兰,循化的孟达等地均有分布,为 青海广泛分布而适应高寒、干旱
的特有种。一般生长于海拔2400— 35oo米的阴坡和半阴坡。多为纯林 ,郁闭度 0.6-0,8,
高 15-25米 ,胸径 30-50厘米。常有山杨、红桦混生。灌木有金露梅、刺毛忍冬(乙o″c″〃
赫pi沏 )、 鬼箭锦鸡儿 (C印￠g'″夕

`沥

″″)、 冰川茶廉子 (R切‘g`″纟
'``)和柳 (s″坛 sp.)

等。覆盖度可达 20%。 草本植物有珠芽蓼 (Po`名 o″“〃 〃
`p`P″ '″ )、 金翼黄芪 ('s″喈″

``‘

,

o加”op″的)、藓生马先蒿 (Pr拓″J口,“ ″“府。切)、 粗喙苔草(c″
`鳄

‘c扬
`打

″订)、 披针叶黄
华 (r拓

`·

″。

`“ `'″

“。′
'`c)和歪头菜 (乃‘

`'″
″初 g四)等 ,覆盖度可达 30%。

(7)大果圆柏林:大果圆柏林分布于阿尼玛卿山以南的山地,在囊谦、玉树、久治、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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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称多、玛沁、班玛等地的山谷阳坡和半阳坡 ,海拔 3600-4100米 。郁闭度 0· 2-0.4,

一般高度 10-18米 ,胸径 10-30厘米。 林下灌木层稀疏,常见的灌木有窄叶鲜卑木

(s历″″ 勿″驷御拗)、置疑小檗 (B″扔·订扬砌 )、 细枝绣线菊 (s`″″″勿”″″历洳‘)、 木香薷

(E泓oh杨 /r″ ″ @″ )和 川 青 锦 鸡 儿 (C印〃弘 刀″ 方加 ″ ‘)、 短 叶 锦 鸡 儿 (C″〃g刃″四 乃
`励/沈″)

等。覆盖度 20-60%,高 1-1.5厘米。草本植物有粗糙苔草 (c″″ cr扬饣)、 普氏苔草

(C,Pr″″法″
`)、

线叶嵩草 (Ko3/“切m`朗〃。′
`〃

)、 丝颖针茅 (s″″ ″

`″

肪印)和糙野青

茅 (D刃 y幽历日‘c汤″●″″f)等。覆盖度 20-70%,高 2-80厘米。

(8)祁连圆柏林:祁连圆柏 (s砌″″

`r脚
法定″)林分布于祁连山东段,河湟地区 ,

西部可分布到柴达木盆地的乌兰、都兰等地的山地阳坡。生于海拔 2000-3600米 ,多为

纯林,平均高度约 10米 ,平均胸径约 15厘米,郁闭度约 0.5。 林下灌木有金露梅、银露梅、

柳、鲜黄小檗 (Bcr拓府
`扬 ``7'″

口)等 ,覆盖度 10-30%,高 1-3米。草本植物有细叶苔

(C印″ J″″o`幻′′
`)、

致细柄茅 (P″

`￠

g啷泌 r。″‘△
`,仞

)等 ,覆盖度 50-70%。

3· 落叶阔叶灌丛

(9)川青锦鸡儿灌丛:川 青锦鸡儿灌丛主要集中分布于海南地区,面积不大,介于草

原与荒漠分布区之间。

4.温性草原

(10)长芒草、赖草、猪毛蒿草原:主要分布于本省东北部,大 部分已开垦为农田。一

般分布于 1750-3200米的山地阳坡和半阳坡 ,覆盖度 20-50%。

(11)沙生针茅草原:沙生针茅 (s'`″ g`″ /啷四)草原主要分布于贵南一带,生长良

好 ,伴生种有大针茅 (s″″ g,·″″″:`)和长茅草 (s万

`″

彻″g″
`,勿
)等。

(12)疏花针茅草原:疏花针茅 (s```″

`￠

研 Jo″)草原主要分布于祁连山西北部的山

坡谷地 ,生长稀疏 ,伴 生种较少。

(13)短花针茅草原: 短花针茅 (s`9`″ 3″〃
`/`o阳

)草原主要分布于青海湖东面、共

和东北、同德西部和兴海东部一带。覆盖度 30-50%。

(14)西北针茅草原 西北针茅 (s`″ 欠r,′ o。

``)草
原主要分布于海南地区,覆盖度

20-50彡滋’。

(15)紫花针茅草原:紫花针茅 (s`9p″

`〃`咿

四)草原主要分布于青南高原扎陵、鄂

陵湖附近及其以东的地区,在祁连山西段的高山地区也有分布 ,覆盖度 30-60%,伴生种

有紫羊茅 (FF、

`盯
″/沥 /仍 )、 羊茅 (F· o历″￠)和垂穗鹅观草 (Ro鸭

`9召

厂扬 ″″犯钙)等。

(16)青海固沙草、短花针茅草原:青海固沙草 (o″″钙 天。和″。
'切

)、短花针茅草原主

要分布于海南地区,青海湖周围也有零星分布。

(17)冰草、紫花针茅草原:冰草 (犭 gr。 pyr。刀c/订″
`仍

彻)、 紫花针茅草原面积不大,主

要分布于祁连山西段。

(18)芨芨草草原:友芨草 ('扬彻 杨/笏
`99 fp`c`,拓

″‘)革原为青海省特有的草原,主

要分布于海南及青海湖周围。在柴达木东部、湟水流域也有分布。

(19)高 山苔草草原:高 山苔草 (C″″ ‘
'″

op幻′′曰)草原面积不大,主要分布于海南

南部。

· 223 ·



6.小半灌木荒漠

(25)圆头沙蒿荒漠: 圆头沙蒿 ('r″″
`Δ

,″ ‘

`肠

″oC印杨切)荒漠主要分布于柴达木

盆地东部,生于半固定沙丘地带。
(26)蒿叶猪毛菜砾漠:蒿叶猪毛菜砾漠在柴达木盆地分布较为广泛 ,以 东部地区较

多。多生长在山前冲积扇、河谷高阶地、低山丘陵及昆仑山北坡的平坦地区。
(27)合头草砾膜: 合头草砾膜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南侧昆仑山地阴坡和小河流

两侧高阶地。株高 20-70厘 米,覆盖度 50-60%。

(28)驼绒藜砾膜:驼绒藜 (C″″历洳‘切御‘)砾膜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西部和南

北两侧的昆仑山北坡和祁连山西段的南坡。前者分布于海拔 2900-38oo米 ,后者分布于

海拔 3000-3800米。株高 60-100厘米,冠幅直径约 50厘米 ,覆盖度 35-40%。
(29)细枝盐爪爪、盐爪爪 盐漠: 细 枝盐爪爪 (K勿 J```″膨 gr″加)、 盐爪爪 (K.

f口切彬勿)盐漠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盐湖周围含盐量较低的风积沙丘上。株高 15-60厘米 ,

一般生长稀疏 ,但发育良好。

(30)蒿叶猪毛栗、驼绒藜、红砂、中麻黄低山岩漠:蒿叶猪毛菜、驼绒藜、红砂 (R“笏-

移″″″‘oo″驷r′ r口 )、 中麻黄 (Ep乃″
'″

`″

御移″o低 山岩膜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南、北两

面的裸露低山地带。

7.蒿寒灌丛

(31)头花杜鹃、百里香杜鹃灌丛:头花杜鹃 (R切
`o洳

移枷o″ ″

`切
`钐

勿)、 百里香杜鹃
灌丛分布于祁连山东段、黄南的河南、泽库、同仁、尖扎 ,久治,玉 树 ,囊谦等地。生于山地阴
坡和半阴坡 ,海拔 3000-4ooo米 ,高 40-80(9o)厘米。伴生种有金露梅、鬼箭锦鸡儿、积
石山柳和高山绣线菊 (s″ r″m刃

`丿

掘)等 ,覆盖度 70— 80%。 草本层有喜马拉雅嵩草
(Κ泌rc。 f″ r。 y炻〃

`,″
)和短轴嵩草 (K.p呦历)等 ,覆盖度约 20%。

(32)金露梅灌丛:金露梅灌丛为本省分布最广泛的灌丛,主要分布于东部山地 ,覆盖

度 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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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灌木和小灌木荒漠

(20)膜果麻黄砾漠:膜果麻黄 (E脚汾￠pr留″油天″)砾漠分布于柴达木盆地北部、

东部和南部的砂砾质戈壁带 ,株高约 30厘米 ,覆盖度在 10%以下。
(21)唐古特白刺荒漠:唐古特白刺 (M″″

`″ `″`,召 `矽 `0'砑

解)荒漠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

地的西南部。

(22)短穗柽柳、多枝柽柳荒漠: 短穗柽柳 (r￠″″r加 切砌)、 多枝柽柳 (r四励口而

/四彬o氵“切口)柽柳荒漠主要分布于柴达木西南部。
(23)翠枝柽柳荒漠:翠枝柽柳 (r'″刃

'〃
gr励

`订

)荒漠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东

南部。

(24)梭梭荒漠: 梭梭 (H'`o卿
`o″

四″勿。洳″
`/o″

)荒漠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宗

家、巴隆、大、小灶火、托素湖和达布逊湖北岸 ,德令哈和查查香卡等地,海拔 2750-3000

米。



(33)小叶金露梅灌丛: 小叶金露梅 (D洳

`助

r'`″″:/。切)灌丛主要分布于柴达木

盆地北部山地 ,生长较为稀疏、低矮。

(34)毛枝山居柳灌丛:毛枝山居柳灌丛在本省分布较广,祁连山地、河湟地区、果洛

和玉树等地的山地阴坡和山顶平坦地带均有分布。海拔 3000-4500米 ,一般高 40-100

厘米。在阴坡常伴生有鬼箭锦鸡儿 (C″昭″″″
`功

″″)等 ,草本植物比较丰富。

(35)匍匐水柏枝灌丛: 匍匐水柏枝 (ary″砌 切

`厂

00r″″)灌丛分布于昆仑山北坡

高山宽谷和平缓山坡。

⒏高寒草甸

(36)高山嵩草草甸:高山嵩草 (Ko3r“拓

`名

″四″)草甸分布于玉树、果洛、黄南、海

南和海北等地 ,海拔 4000-4400米 ,覆盖度 60-70%,伴生种有美丽风毛菊 (s印“″“

‘l″ P``助 )等。

(37)矮嵩草草甸:矮嵩草 (Ko3/四
'乃

″″伐 )草甸广布全省高山地区,海拔 3200-

4500米 ,株高 5-15厘米,覆盖度 70-80%,草质较好。伴生有高山嵩草等植物。

(38)线叶嵩草草甸:线叶嵩草 (Ko多″弼 c″″″′∫。′9`)草甸分布于治多、杂多、囊谦、

玛沁、河南和祁连等地,海拔 3200-4500米 ,一般覆盖度 60-80%。 伴生有高山嵩草和

矮嵩草等植物。

(39)嵩草草甸:嵩草 (Κo3/四〃拓J′″/滋)草甸主要分布于祁连山西段的高山地区 ,

在哈拉湖北部青甘交界的山地较为集中,一般草质较好,覆盖度较大。

(40)青海早熟禾、扇穗茅草甸: 青海早熟禾 (Po四 ro“拓/g,彻口)、扇穗茅 (L:```c拓 切

`￠

″″0阳 )草甸主要分布于扎陵、鄂陵湖一带、昆仑山高山宽阔地带和治多以西的可可西

里地区,分布于海拔 4500米以上较低湿的地段。

(41)高山嵩草、针茅草原化草甸:主要分布于海西的天峻、果洛西部和玉树的西北

部 ,海拔 4000-4600米 的平坦地带。在海北地区亦有小面积的分布。

(42)线叶嵩草、大紫花针茅草原化草甸:主要分布于果洛扎陵、鄂陵湖西南一带的

平坦地区 ,海拔 4500米 以上 ,是一种过渡类型。

(43)西藏嵩草沼泽草甸: 西藏嵩草 (Ko3/召朔 ‘c乃 oc″ o`拓‘)沼泽草甸主要分布于本

省青南高原比较低洼的地带 ,海拔 3200-4800米 ,生长良好 ,覆盖度 50-75%,伴 生种有

华扁穗草 (B`”″″‘9″°
'@″

Pr弼”)`海韭菜 (rr愆切历″仞
'″

石″仍″)等。

(44)藏北嵩草沼泽草甸:藏北嵩草(Ko多昭蹈′氵
``注

扬历)沼泽草甸主要分布于唐古拉

山北麓平坦低洼的地区,海拔 4500米左右。伴生种有粗壮嵩草 (Ko沙″wr。拓w)等 ,覆

盖度 50-80%。

(45)沙生风毛菊、矮风毛菊草甸:沙生风毛菊 (s弼“″田 卿″″
')、

矮风毛菊 (s口“-

“″四召opyg″″印)草甸主要分布于哈拉湖南面平坦开阔地带,海拔 4000米以上,多 为沙质

低湿地。

9.南寒草原

(46)大紫花针茅草原:大紫花针茅草原主要分布于青南高原花石峡以西的地区,在

祁连山西段的高山地区也有分布。覆盖度 30-60%,伴生种有紫羊茅和羊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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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青藏苔草草原: 青藏苔草 (C″″ ″oo`c/0/″
`)草原分布于昆仑山南坡,海拔

4700米左右的地段。生长较为稀疏,覆盖度 15-40%,株高 8-15厘米,伴生种有藏芥
(H磁″初万励 “)和粗壮嵩草等。

(48)冷蒿草原:冷蒿 (局咿″石口/硇|砌 )草原主要分布于德令哈北面、哈拉湖南部

地区的山间宽谷平滩,海拔 3600-3900米 。伴生种有沙生针茅、沙生风毛菊和镰形棘豆
(ory″ oP‘ /油砌 )等。覆盖度在 10%以下。

10· 高骞荒涣

(49)垫状驼绒藜荒漠:垫状驼绒藜荒漠主要分布于哈拉湖周围和可可西里、唐古拉

地区。林高约 5厘米 ,垫状体直径 10-20厘米,覆盖度 12-23%,常见的伴生种主要有

硬叶苔草 ,总盖度 15-35%。

(50)唐古特红景天荒漠:唐古特红景天 (R乃o油切
``g″ `v ar.``刀 弘

`′ '″
)荒漠主要

分布于祁连山西段哈拉湖周围的缓坡和平坦的砂砾质滩地。

I1· 高山垫状植被

(51)甘肃雪灵芝、垫状点地梅、簇生柔籽草垫状植被: 甘肃雪灵芝 ('r召
`’

仞口加一
″“″“)、垫状点地梅 (/″

`/o‘

ccc印四0、 簇生柔籽草 (r幻
`'c。

,p″〃刃″ r″“
`,`o朔

″)垫
状植被主要分布于本省高山顶部,流石滩以下的平缓地段,海拔 3800-50o0米。

12· 自山流石坡稀晓植被

(52)水母雪莲、甘肃雪灵芝、唐古特红景天流石坡稀疏植被:水母雪莲 (s″”‘″″
″c沏“)、 甘肃雪灵芝、唐古特红景天流石滩稀疏植被分布于高山顶部雪线以下的地带 ,生

长稀疏。

13· 车甸

(53)马蔺草甸: 马蔺 (rr,cp召

`氵

”方var.r乃 J″“c)草甸主要分布于海南等地草原区
的河谷低阶地、河漫滩和冲积扇的下部地带。

(54)赖草草甸: 赖草 (&夕″印‘Fc″

`J″

”)草甸主要分布于柴达木西部较湿的轻度
盐渍化土壤上。

(55)芦苇草甸:芦苇 (P加昭″
`'‘

r。仞″″″,‘)草甸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南部盐渍
化土壤上。芦苇与赖草混生往往形成很密的群落,覆盖度可达 75%,植株高达 70-80厘
米。植株的高低、群落的疏密则与土壤含盐量的多少有密切关系。

14· 栽培植物

本省绝大多数地区的作物为一年一熟。东部河谷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主要
作物为小麦、豌豆、洋芋。海北、环湖地区主要为青稞、油菜。玉树东部地区除囊谦县的娘
拉乡种植小麦外,其他地区的农田仅能种植青稞、莞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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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ILATION OF VEGETATION MAP OF QINGˉ
HAI PROVINcE(1:3,000,000)AND ITS ILLUsTRATION

zhou Lihau Pcng Min Chcn G· uichcn zhao Jing
(Ⅳ o```,″“

`PJ`‘
召夕″

`刀

“‘
`″ `ro/B`dog','‘

夕
`'``,`'s|″

ir')

Qinghai Province is locatcd in the northcast of Qinghai-Xizang Platcau, at
31° 39′ -39° 09′ N and 89° 2o′ -1o3。 o5' ∶E. It is boundcd on thc cast by Gansu
pr。 vince and sichuan iProvincc and on thc wcst by VTygur Autonornous iRcgion 

°f

Xinjiang and Xizang Autonomous Rcgion.On thc south Qinghai is separatcd froⅡ 〗
by the ·

ranggula Rangc and on thc north it is scpcratcd from thc Hcxi Corridor,

thc northwcst rcgion of Gansu Provincc, by Qilian Mi。 untain and Altun Mountain.
Qinghai has a vast tcrritory and a high贪ltitudc, 

·
rhc wcathcr is cold and dry, lt

covcrs an arca of about 72o,oo0krn2. IIchuang Arca, thc rcgion of drainagc basin of

Ycllow· Rivcr a11d H·uangshui Rivcr l。 catcd in thc cast of Qinghai, lics bctwccn
1,800-1,9o0m, abovc sca lcVc1. Huanhu Arca, thc rcgion surrounding Qinghai Hu
(Qinghai Lakc)about 3,200m. Qaidam Basin bctwccn 2,500-3,1oom.Qingnan Platcau

in thc south of Qinghai bctwccn 3,500-4,50o m.

Thc vcgctation map of Qinghai Provincc (1:3,000,0o0) is a currcnt natura1 vc~

gctation at small scalc. 1′ hc classificatioil units of vcgctatioil and thc arrangcmcnt of

lcgcnd systcnl in thc map arc compilcd according to thc rcal situation of vcgctation.
·
rhc b。 undarics of vcgctation typcs arc chcckcd by thc photographs oF LAs1′

 and
somc acrial photos.

Conditioncd by natural circurnstanccs, thcrc is a complcx and 
、̀arious vcgctation

in Qinghai.According to thc physiognomy of plant comrllunitics,thc prcscnt vcgcta-

tion can bc classificd into conifcrous forcst, frigid alpinc shrub,frigid alpinc incadow.,

stcppc, frigid alpinc stcppe, dcscrt and frigid alpinc dcscrt.  In Qinghai thcrc arc

about 3,ooo spccics of vascular plants kno、vn.

tJndcr thc gcographica1 conditioning tllc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vcgctation

is idcntical with.ncithcr latitudinal zonality, nor longitudina1.  ·
rhc distribution o￡

Vegctation is a coinbinatiorl of horizontal zonality and vcrtical onc On thc platcau

planc, having t11c charactcristics of “
Platcau z.onality”  and changing horiz。 ntality

from southcast to northwcst. Bcing forcst-stcppc~dcscrt.

1·hcrc arc fifty six basic lcgcnds and fivc symbols in thc nlap, sh。
“̀ing bricfly

thc nlain rcgularity of gc。 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vcgctation in Qinghai P.rovi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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