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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高寒植被的若干理论问题
·

彭 敏 陈桂琛 黄荣福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810001〉

摘   要

随着青苡高原的强烈隆升,高原上发生和发展形成一系列高寒植被类型。本文就高寒植被

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较为深人的讨论。作者认为:①高寒植被在高原上表现出水平地带分布格

局,具有明显的地带性意义,② 南寒垫状植被的生态特性本质上近似于高寒草原或介于南寒草

原与高寒荒漠之同,并存在具有地带性意义的可能性;③高寒植被具有相对一致的起源成因,

均为高原隆升后形成的特殊产物,并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地带性分布规律,从而有别于温性植

被、北极植被和北半球其他山地的高山植被。

关键词: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分布格局;地带性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青藏高原大福度抬升,成为地球上最高、最大、最年轻的高原

(李吉均等 ,1979)。 青藏高原面积约占中国总面积的 1/4(李炳元,1987),平 均海拔4000

米以上,被称为
“
地球第三极

”
。它以其本身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景观特点而为世人瞩目,

对青藏高原有关问题的深人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高原隆升过程中气候和生

态环境的演变,高原植被也相应分化和形成适应高原独特生境条件的一系列高寒植被类

型,并在高原上广泛分布。它们作为青藏高原隆升后的特殊产物而表现出独立特性。对

高寒植被的深人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其自身的形成和演变规律,而且有助于探讨植被与

全球变化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探讨高寒植被的有关问题,以起

抛砖引玉之效。

一、高寒植被的分布格局及地带性意义

青藏高原复杂多变的地形和生境条件,导致高原内部出现温性植被与高寒植被共存

· 所长择优基全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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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一般来讲,高原内部的山地和高海拔夷平面上高寒植被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海

拔较低的盆地和谷地内则以温性植被相对占据优势 (彭敏等,1989,1993;陈桂琛等 ,

1993)。 本文主要讨论高原上占主导地位并具有地带性意义的高寒灌丛、高寒草甸、高寒

草原、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荒漠等高寒植被类型。高寒流石坡植被 (即高山流石坡稀疏

植被)虽然多以垂直带形式出现,并分布于不同水平地带内的山地顶部。但它是青藏高

原隆升过程中分化演变而成的特殊产物,已成为高原上流石坡生境中广泛分布、具有稳

定特性的群落类型 (李渤生等,1981;中国植被编委会,1980;周兴民等 ,1987)。 一定

意义上讲,它具有明显的景观指示意义。故此,也作为高寒植被在此讨论。各类高寒植

被的群落组成、结构及分布已有很多报道 (中国植被编委会,1980;中国科学院植物所

等,1988;四川植被协作组,1980;周立华等,1987,1990;周 兴民,1982;周兴民等 ,

1987;彭敏,1987;王金亭等,1980;李渤生等,1981,1985;Huang,1987)。 不再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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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分布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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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可见,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为高寒植被所占据,温性植被则主要集中于青

藏高原东北部和东部并与高寒植被呈交错分布。青藏高原是高高隆起在欧亚大陆内部的

巨大地块,由于受欧亚大陆整体地势格局和高原大气环流形势的综合影响,形成大致由

东南相对暖湿向西北寒旱递变的高原气候格局。这种水热组合和环境因子的递变趋势,对

高寒植被的整体分布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高寒植被由东南向西北呈现有规律的分

布 (张新时,1978;郑度等,1979;王金亭,1988)。

学者们对青藏高原上高寒植被分布的地带性规律有不同看法。或者认为属垂直地带

性分布 (刘华训,1981;张经纬等,1980);或认为其分布虽具有垂直带的性质,但主要

表现为水平地带分异 (郑度等,1979;王金亭等,1980;张新时·1978)。 植被分布规律

性表现为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垂直地带性取决于局部海拔高程的垂直变化。水平

地带性包括取决于南北方向上热量条件变化所形成的纬向地带性和由东西方向上水分条

件变化形成的经向地带性。若不考虑某一地区植被分布的局部影响因素,我们可以把植

被的水平地带性分布格局理解为由一极端寒冷干旱中心 (或极端温暖湿润中心)沿一定

方向 (水热渐变方向)呈梯度外展分布的同心弧带状格局 (图 2),各植被类型所占带宽

取决于分布方向上水热条件的变化幅度和各植被类型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自然界植被的

实际水平分布往往并不单纯决定于水分条件或热量条件的变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水

热组合状况的支配,同时受其他因素 (如局部地形、土壤等)的综合影响,它们共同作

用的结果决定着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分布格局。从青藏高原上各类高寒植被的实际分布格

局来看 (图 1),大致形成由西北向东南方向依次出现不同高寒植被带的总体变化趋势。在

高原西北部是适应极端寒旱生境的高寒荒漠。随着水分和热量的增加,依次分别出现高

寒草原、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等所构成的近似于弧状分布的高寒植被带。这种分布格局 、

符合植被水平地带性的分布规律。因此,笔者认为青藏高原高寒植被的地带性分布格局

应属植被水平地带性的范畴。此外,这些高寒植被类型也充分反映了一定的水热组合状

况及变化规律,已与其分布地区的其它相关因素构成有机统一体,应看成是具有地带性

意义的植被类型。由于青藏高原的巨大海拔高程和广阔面积,以及高原本身大气动力学

和热力学作用的影响,高寒植被所表现出来的水平地带性分布规律已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仅形成多种新的高寒植被类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分布

格局。也就是说,低海拔地区的植被水平地带性呈受二维变量 (水分和热量)制约的平

面格局,而青藏高原高寒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则受三维变量 (水分、热量和海拔高程)共

同作用的立体格局。如果把低海拔地区的植被水平地带性看成是
“
原生

”
地带性的话,则

可把青藏高原上高寒植被所表现出来的水平地带性看作是在另一高层平面内特化形成的
“
次生

”
地带性,可以认为两者对揭示各自植被的地带性规律具有基本等同的指示意义。

张新时 (1978)提 出
“
高原地带性

”
的概念来论述高原上特殊的植被地带性。他把

高原植被所表现出来的地带性规律归结为水平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相结合的结果。
“
高原

地带性
”

的概念正确地揭示出海拔高程 (实际是强烈隆起后的高原环境)对植被地带性

的显著影响。这种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应当承认,这也是笔者提出上述看法的基本指导

思想,建议沿用
“
高原地带性

”
的术语表示青戒高原上特化形成的植被水平地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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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垫状植被的性质及其地带性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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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想模拟状态下植被水平地带分布格局示意图

F.ig, 2  
·
rhe pattern diagran1 of vcgetatio:lal llorizorltal d.istribution.u【 lder simulated.cond.itioils

(a)完全受降水变化支F Controlled only by precipitation changc;(b)完 全由温度变化控

舸 Controlled only by temperature change;(c)水热条件等同作用 Contro11ed equally by

prcchation and temperature;A-E表 示不同的植被类型 indicates diffcrent vegetau。 nal

types

垫状植物广布于喜马拉雅山、我国青藏高原、中亚、南美高山以及北极地区的部分

植被类型中 (中国植被编委会,1980;Pysek et a1,,1991;Kirkpatrick et a1.,1985)。 但

多数种类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毗邻高山地区。据统计,青藏高原及其毗邻的中亚高山所

分布的垫状植物种数占到全球垫状植物种数的 73%以 上;其中绝大多数为青藏高原特有

成分或青藏高原一喜马拉雅成分 (黄荣福等,1991)。 在青藏高原之外的部分地区,垫状植

物也可成为群落中的先锋种 (Benedict,1989)和主要构成成分 (Roxbrugh et a1.,1988;

Lough et a1.,1987)。 但以耐寒、耐旱的垫状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优势种所构成的商寒垫状

植被则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上 (中 国植被编委会,1980;李渤

生等,1985)。

对高寒垫状植被的基本属性及地带性归属问题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无公开报道

认为高寒垫状植被具有高原水平地带意义。对高寒垫状植被是否作为垂直植被带则存有

不同看法。或将高寒垫状植被看作独立存在的高原植被垂直带类型 (刘华训,1981);或

认为仅是某种局部地形和环境条件的产物,不足以构成植被垂直带谱中的独立环节 (李

渤生等 ,1985)。 在此,作者将根据多年的实地调查并参考已有文献资料,就有关问题提

出部分看法。垫状植物及其群落因其区系种类多样而具有较大的生态适应福度,广泛分
布在青藏高原上除高寒灌丛之外的各类高寒植被类型中。一般认为,垫状植物及其群落
主要混生于高寒草甸或高寒草原之中,其基本生态特性介于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之间,属

中生一旱生生态型 (王金亭,1988,中 国植被编委会 ,1980)。 但在高寒植被的实际分布中,

高寒垫状植被虽可分布于高寒草甸上部而成为狭窄的垂直带,但在相对湿润的高寒草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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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并不十分发育 (李渤生等,1985)。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山地上部,尽管高寒草甸中

有垫状植物伴生,但并不构成高寒垫状植被带 (彭敏等,1989;陈 桂琛等,1993,

1994)。 相比之下,垫状植被则更多地作为主要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混存于高寒草原和高

寒荒漠中 (黄荣福等,1991,黄荣福,1994;张经纬,1963)(图 1)。 在高寒草原中常形

成明显的垫状植物层片 (王金亭等,1982;潘锦堂等,1979)。 在青廒高原中西部与高寒

荒漠分布区接壤的青海可可西里西部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则是垫状植物及其群落分布较

为集中的地区 (郭柯,1993;黄荣福,1994;潘锦堂等,1979),往往成为广域的纯垫状

群落。有报道认为高寒垫状植被是高寒草甸或高寒草原演化发展过程中的先期产物,具

有高山先锋群落的性质 (中 国植被编委会 ,1980)。 但根据垫状植被本身的分布情况和作

者的初步观察,高寒垫状植被的生态特性本质上似乎更近似于高寒草原或介于高寒草原

与高寒荒漠之间,并对特定生境有一定的指示意义。从图 1中可以看到,高寒垫状植被

似乎在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之间形成有一条相对独立的植被带。尽管现时尚缺乏是够的

观测资料和分析数据来充分论证高寒垫状植被是否属于具有高原水平地带意义的植被类

型,但作者认为存在高寒垫状植被具有地带性意义的可能性。鉴于本文篇福所限,不再

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笔者希望今后能就此问题开展较为深人细致的研究工作,并另行成

文讨论高寒垫状植被的有关问题。

三、高寒植被的部分独立特性

在长期适应青藏高原高寒生境的过程中,高寒植被中的组成种类经过变异、遗传和

自然选择形成了许多在温佳植被中所不具备的适应特性。一般表现为植株矮小或呈垫状、

莲座状,根系发达且与地面平行展开,生长期短,植物多营无性繁殖。有些还形成植物

体 表角质化、革质化,缩小叶面积,体表密被棉毛或绒毛等特殊适应结构 (Huang,

1987)。 此外,植物的内部组织、细胞结构也具有明显的特异性 (王为义,1985),如通

气组织发达、湿地植物内部结构
“
旱生化

”
、草本植物支持结构发达等。这些均为高原植

物长期适应高寒生境的结果 ,其中某些特性与北极和其它地区的高山植物相同或相似

(Billings,1974)。 与此同时,高寒植被还形成某些不同于温性植被、北极植被和北半球

其它高山植被的独立特性。

(1)具有相对一致的起源成因,均为青苡高原隆升后的产物。青眩高原的大幅度强

烈抬升导致形成高原上特有的高寒生境,对高原植被带来巨大影响。在高原生境逐渐寒

旱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适应这种变化的植物种类得以发生和发展,不适种类则逐渐消

失或退居次要地位,从而导致高寒植被类型及其组成成分在发生、发展与演化方面表现

出相对一致性和特殊性。

杜鹃属植物广布于欧、亚和北美的温带地区高山,中国一喜马拉雅地区则是其现代的

最大分布中心;其起源中心为横断山区,一些适应高寒生境的种类逐渐在高原上分化发

展起来 (闵 天禄等 ,1979),并成为构成部分高寒灌丛植被的建群种和优势种。嵩草属植

物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中占主导地位。其发生和发展中心为横断山脉 (李沛琼,1988),

绝大部分种类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中亚高加索等地。据统计 ,喜马拉雅和青

藏高原分布的种类约占全属种数的 90%,其中有 80%为特有种 (李沛琼 ,1988)。 该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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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形成于上新世或不早于上新世,是 由其原始祖先自然向着适应寒旱生境的演化过程

中,逐渐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D。

高寒草原是青藏高原隆升后的寒旱气候条件下发生、发展

起来的 (周兴民,1980;张经纬,1963),其区系组成和发生是温性草原的高寒变体 (中

国植被编委会 ,1980)。 由于适应寒旱生境的结果,高寒草原在群落组成和群落结构上均

不同于温性草原。例如,高寒草原植被中部分组成种类可形成特殊的生态学适应特征以

及存在蛰状层片和嵩草层片 (王金亭等,1980;1982)。 构成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荒漠植

被的主体成分— 垫状植物本身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植物长期适应高寒生境的结果,为适

应生境特化而成 (王为义等,1990;黄荣福等,1991)。 所以,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荒漠

的形成必然也是高原隆升后生境趋于寒旱的产物。高寒流石坡植被不仅是高原隆升过程

中分化演变而成的特殊产物,而且与高原上经强烈的寒冻、风蚀和融冻等物理风化和冰

川作用所形成的流石坡生境有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这些高寒植被类型的形成都和青

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有密切关系,是适应高寒生境的产物,具有相对一致的起源成因。

高寒植被具有相同起源成因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组成种类中青藏高原特有成分、中亚

高山成分和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由于陆地相连、相似的寒旱气候及冰

期的物种迁移等诸多原因,高寒植被类型难免会在群落的区系组成上与周围地区的温性

植被、北极冻原植被和北半球其他地区的高山植被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和相似性。但

青藏高原上的植物区系作为整体有独立发展和进化的趋势 (吴征镒,1979;Love et a1,,

197逐 )。 现有各类高寒植被的群落组成均以中亚高山成分、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和青藏高原

特有成分为主,群落建群种和优势种中不少是青藏高原特有成分。高寒灌丛中的百里香

杜鹃 (R切幽幽ヵdro`,吨
'句

切rz″ )、 头花杜鹃 (R讫.凹Ⅱ勿切0、 理塘杜鹃 (R肛

J0勿ヵ
'西

召)、 毛枝山居柳 (sd汾 onz`Ⅱ妒杨)等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种。高寒草甸中的短轴

嵩草 (K扬啷妇 p″″J2)、 藏北嵩草 (K.J`磁幽历 )、 西藏嵩草 (K.历扬历m)等为青藏

高原特有成分;高 山嵩草 (K.p,g″么幽〉、矮嵩草 (K.△″冫,zzJas)、 线叶商草 (K,

c矽0JJ:/° Jz夕 )、 喜马拉雅嵩草 (K.r。畅 犯)等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并作为优势种

和建群种构成青藏高原上独特的高寒草甸植被。高寒草原中的优势种紫花针茅 (s″p色

pzrp″幽)、 大紫花针茅 (s.夕弘r`,叨涩 var.@rt9ヵo跑 )、 羽柱针茅 〈s,扬 sz夕

`切

″9°‘口)、 青

藏苔草 (C口″多勿oorcrom′z1)、 藏籽蒿 (^″纟″,sz口 s么Js0Jo:Jes var.tt溯b0等 均为青苡高

原特有种;高寒草原群落组成以青藏高原特有成分或以青藏高原为主要集中分布中心的

植物种占显著地位 (王金亭等,1980)。 高寒垫状植被群落组成中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占

到总种数的 71%;建群种中除簇生柔籽草 σ圯拢co矽
`″

9″″c″sp洳助″)为喜马拉雅高

山一中亚高山成分外,均为青藏高原特有成分 (李渤生等,1985)。 高寒荒漠的群落组成以

青藏高原特有成分为主;群落优势种垫状驼绒藜 (C臼蚀庇防 c″ap。 c`@)、 唐古特红景天
(R杨历o助 口JgJ扬 var.勿刀g″|c夕 )和藏亚菊 (月力历么″扬莎z‘ 口)等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种。高

寒流石坡植被中,青藏高原特有成分占总种数的 70%以上;以青藏高原为分布中心的种

占20%以上;而分布于青藏高原,同时又出现在环北极地区和欧亚高山的种不到总种数

的2%(李渤生等,1981)。

(2)具有相对独立的地带性分布规律。有如前述,青藏高原上的高寒植被显示出特

l)扬永昌,1980,潜草居植物的初步研究 .〈 手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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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高原水平地带分布规律。高寒植被类型已成为青藏高原上的地带性植被,其分布很

好地反映出高原生境的规律性变化。就整体而言,高寒植被已与高原生境形成统一体,对

高寒生境具有明显的指示作用。受青藏高原环境特性及高寒植被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高

寒植被的高原地带性明显不同于邻近低海拔地区温性植被、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冻原植被、

以及北半球其他山地高山植被所表现出来的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

高原周边的低海拔地区植被也表现出有规律的水平地带性分布格局。就中国大陆而

言,温性植被的地带性变化由东南向西北依次为森林 (落叶阔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

草原 (草甸草原、典型温性草原或荒漠草原)—荒漠 (草原化荒漠或典型温性荒漠)(中

国植被编委会 ,1980)。 高寒植被的水平地带性 (高原地带性)不仅改变了中国大陆整体

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分布格局 ,而且已脱出温性植被水平地带性的范畴而表现出明显差异。

这主要表现在:0具有更为复杂的水平带谱结构,高寒植被由东南向西北依次分布的地

带性植被类型为高寒灌丛—高寒草甸一高寒草原一 (高寒垫状植被)—高寒荒漠;②相

似的地带性植被类型具有差异明显的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和群落外貌,高寒草原中的垫

状植物层片及高寒荒漠以垫状植物为主体等特点都是温性草原和温性荒漠所不具备的 ;

③两种不同的植被水平地带性系列揭示出不同的生境条件及其变化规律
'

北半球寒温带到北极的植被也呈水平地带性分布格局,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为北方针

叶林一森林冻原一冻原,其分界线分别为林线和树线 (Payette,1983)。 在北极和亚北极

地区,苔藓和地衣在植被组成中占有显著地位。许多植物种可以分布在明显不同的生境

和植被类型中,这给冻原植被地带的准确划分带来困难 (Bliss et a1.,1973)。 尽管已有

人根据植被盖度和种类组成的变化划分出冻原植被的水平地带 (Polunin,1960;B△ss et

a1.,1973;Ives et a1.,1974;Alexandrova,1991),但 这些冻原植被地带的变化主要表

现为组成种类 (特别是维管植物)数量由南向北的逐渐减少 (Bliss et a1.,1973;Pierre

et a1.,1983),而 不是不同植被类型的规则替代。与之相反,高寒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则明

显表现为不同植被类型有规律地依次替代分布。青苡高原地处温带和亚热带范围内,高

原上具有强烈的光辐射和更高的热量条件。就整体而言,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和北极冻原

植被均受到寒冷和干旱 (含生理干旱)生境的显著肜响。但相对而言,高寒植被主要受

水分条件的制约,而北极冻原植被则受热量条件的支配。

青藏高原狂盖了巨大的面积。高原内的几大主要山系 (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祁连

山)均大致为东西向排列,并通过高原夷平面和各山系的分支山体彼此相连,使青藏高

原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正是这种原因使青藏高原上不同类型的植被带得以在

水平方向上展开,高寒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在高原面上得到完全的表达,从而充分地反映

出高原生境的水平变化。相反,北半球其它高山往往彼此隔离而独立存在。在这些孤立

的高山地区,山地植被的分布主要决定于不同海拔高度上生境条件的垂直变化,相应的

植被类型则作为垂直带类型分布于山地,其分布格局无疑应归人垂直地带性的范畴。因

此,北半球其它山地上分布的高山灌丛、高山草甸等高山植被类型仅仅只能以垂直带类

型的形式出现,它们所反映的生境特点及变化规律与水平地带性植被类型有较为明显的

差异。

综上所述,青藏高原上的高寒植被均为高原隆升后生境趋于寒旱的适应产物,在区

系组成、群落结构和地带性分布规律等方面均表现出某些独立特性。随着青苡高原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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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抬升 (李吉均等,1979),高寒植被所具有的特性会随之增强。因此,对青藏高原高寒

植被的深人研究将对探讨植被科学理论以及全球变化等有关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高寒植被的名称和英译表达

高寒植被的不同中、英文名称已被用于众多研究文献中,这给青藏高原高寒植被研

究的交流带来诸多不便。鉴于
“
高寒

”一词作为不同高寒植被类型中文名称前缀的用法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应用,此前缀可继续延用并扩展到所有其它青藏高原的特殊植

被类型上,如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流石坡植被。建议今后的英译表达中,能将
“
高寒

”-
词统一译为

“
akifogetic’。该词为一新组合词。

“
alti-” 和

“
frig” 均源于拉丁语系,前者

意为
“
高的、高山上的

”:后者为
“
寒冷

”
之意;“ -etic” 为英语形容词后缀,其含义为

“
有⋯性质的,与⋯有关的

”
。组合词

“
altifrigetic” 可理解为

“
具有高寒特性的

”
之意。据

此,可将上述青藏高原上的高寒植被类型分别译为:altrrigetic shrub(高寒潜丛),al~

tifrigetic meadow(高寒草甸),altifrigetic steppe(高 寒草原),altlfrigetic cushion vegeta-

tion(高寒垫状植被),altifrigetic desert(高 寒荒漠)和 altifrigetic subnival vegetation

(高寒流石坡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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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Ⅵ∶E PROBLEMis ABOUT ALTIFRICETIC VEGETATION

OF QINGIAI-XIzANG PLATEAU

Peng Min, C.hen()uichen and Huang Ron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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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Xizang Platcau (QXP) is the highest, largest and youngest platcau in the

v`orld.It° ccupics n1ore than one-forth of、 vhole Chinese territory and with the mean ele-

vation of inore tban 4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1.`Vith thc strong uplifting of QXP.,a se~

ries of altifrigetic vegetational types llad occurred aild evolved ill the platcau. 'r1· le scien-

tific research about the vegetation of QXiP has been paid从 7idely attention in the world.1n

th~is papcr,sorne problen1s about altifrigetic vegetation(sonleone called alpine vegetation

or high-cold vegetation) of QiX.P.、 ve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on the bases of

carlier research、 vork.s and our investig· atio!1 in the field.A few collclusions wcrc suggcst-

ed by authors as follo、 vs.

(1)Altifrigctic vcgctation sh。 、vs a pattern of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in the plateau,

and llas an obvious sign~ificatio11 of veg· etation zonality.

(2) 'I′ he c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ltifrigetic cushion vegetation is silnilar to al~

tifrigetic steppe or betvveen altifrigetic steppe and altifrigetic descrt,a11d tl1.is typc of veg-

etation perh.aps is a k.ind of zonal vegetation type.

(3)1`.ltifrigetic vegctation has relatively identical cause of fornlatiorl and~they are all

thc Outcorllcs originatcd from the uplift of QXP. 'rhese altifrigctic vcgetational types

sho、v special zoilal distribution and sornc charactcristics. It n1akes t11.e altifrig· etic vcgcta~

tion obviously distinguishing frorn the ten1perate vcgctation, ~A~rctic tundra vegetation

and alpine vegetation in the other alpinc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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