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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概况和区系特征ꎬ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和相关资料记载ꎬ对该地区野生种

子植物的物种组成、生活型、区系成分、垂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ꎬ并将该地区野生种子植物与横断山脉白马雪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嘎山、高黎贡山和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种子植物进行比较ꎮ 结果表明:沙鲁里山系野

生种子植物共有 １５６ 科 ９４１ 属 ４ ８７２ 种(含种下等级ꎬ下同)ꎬ包含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６４ 种、极危和

濒危植物 ７７ 种、极小种群植物 ４ 种ꎮ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生活型包括常绿乔木、落叶乔木、灌木、半灌木、一
二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含竹类植物)、木质藤本和草质藤本 ８ 个类型ꎬ其中ꎬ草本植物占比最大(６８.０％)ꎮ 统计

结果显示:随着海拔升高ꎬ沙鲁里山系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种数均先逐渐增多后逐渐减少ꎬ但不同生活型种

数达到峰值的海拔存在明显差异ꎮ 区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在科水平上以热带成分为主

(占比 ５３.６％)ꎬ在属水平上以温带成分为主(占比 ６６.６％)ꎬ同时ꎬ富含中国特有属(３０ 属)和中国特有种(２ ２８０
种)ꎬ尤其是横断山脉特有种(８１６ 种)ꎮ 比较发现ꎬ沙鲁里山系、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嘎山、高黎贡山和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种子植物共有科有 １１６ 科ꎬ共有属有 ３７２ 属ꎬ共有种有 ３１６ 种ꎮ 从相似性系数看ꎬ沙
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与上述 ４ 个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的科相似性较高(均在 ８０％以上)、种相似性偏低(均在 ５０％
以下)ꎬ并且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相似性最高、与贡嘎山的属和种相似性最高ꎮ 综上所述ꎬ沙鲁里山

系野生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高ꎬ垂直分布特征明显ꎬ区系成分丰富ꎬ特有现象明显ꎬ并且ꎬ该区域可能是横断山脉野

生种子植物的重要分化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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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ꎬ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ｉｃｈ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ꎬ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ｆｌｏｒａꎻ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植物区系是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所有植物种类

的总和ꎬ能够反映当地植物起源和进化历史以及自然

地理环境的时空演变[１]ꎮ 植物区系研究对于探究区

域植物的起源和演化、资源清查和利用、生态与物种

保护有重要意义[２]ꎮ 吴征镒等[３－４]ꎬ[５]１０９－１１５将中国种

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划分为 １５ 个分布型和 ３６ 个

变型ꎬ将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为 １５ 个分布型和 ３５ 个

亚型ꎬ为中国植物区系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随着国家及

各地区植物科学考察相继实施ꎬ国内研究者已经完成

全国范围及大部分地区植物志的编研工作ꎬ并对东

北、西北、华北、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等区域的植物区

系进行了系统研究ꎬ基本揭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组成

和特征及地理分布格局[６]ꎮ
在 ３ ０００ 万年前ꎬ横断山脉(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开始隆起ꎬ开启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高山植物群进化历

程ꎮ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势复杂[７]ꎬ横断山脉

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生物多样性起源与演化的热点

地区之一[８]ꎮ 目前ꎬ整个横断山脉的种子植物种类、
区系组成和地理分布格局已基本厘清[９－１５]ꎮ 然而ꎬ近
年来随着分子系统学的飞速发展ꎬ研究者们发表了一

些新种ꎬ部分分类系统发生了变动ꎬ致使横断山脉原

有的植物区系成分发生了明显改变[６]ꎬ其内部相对

独立的地理区域的植物区系特征也缺乏深入研究ꎬ因

此ꎬ有必要对横断山脉及其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的植

物区系特征进行系统研究ꎮ
沙鲁里山系(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主要位于四川省

内ꎬ为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ꎬ属于横断山

脉的腹心地带[１６]ꎬ植物多样性丰富[１７]ꎮ 沙鲁里山系

与新世纪冰期后的植物避难所存在重叠[１８]ꎬ为新世

纪冰期古老植物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ꎬ留存了一些

古老的特有种和孑遗种ꎮ 然而ꎬ迄今为止ꎬ尚未见学

者将沙鲁里山系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进行植物

区系研究ꎬ区域内植物组成及区系特征尚不清楚ꎮ 鉴

于此ꎬ本研究对沙鲁里山系的野生种子植物种类组

成、生活型、区系成分、垂直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ꎬ并
将该地区野生种子植物与横断山脉其他 ４ 个地区的

野生种子植物进行了比较ꎬ以期明确沙鲁里山系野生

种子植物的概况和区系特征ꎬ为探究高原植物区系形

成和演化提供重要启示ꎬ并为后期该地区的野生种子

植物研究和资源利用保护提供重要依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沙鲁里山系是金沙江和雅砻江的分水岭[８]ꎬ主
要由雀儿山、海子山和格聂山等山体构成ꎬ面积约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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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０００ ｋｍ２ꎬ地理范围为东经 ９８°５８′ ~ １０２°０４′、北纬

２７°０６′~３０°４３′ꎮ 该地区以高山峡谷和高原为主ꎬ海
拔 １ １９０~６ ２０４ ｍꎮ 区域气候整体为典型高原季风气

候ꎬ但在金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为典型的干旱河谷气

候ꎮ 依据四川理塘、巴塘、稻城、木里和盐源的气象站

数据ꎬ年均温９.２ ℃ꎬ最冷月(１ 月)均温 １.１ ℃ꎬ最暖

月(７ 月)均温 １５.７ ℃ꎬ年均降水量 ６９５.９ ｍｍꎬ年均日

照时数 ２ ４８７.８ ｈꎬ年均空气相对湿度 ５４.５％ꎮ 该区域

植被的垂直地带性特征明显ꎬ从河谷到山顶依次分布

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山

地针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亚高

山硬叶常绿阔叶灌丛、亚高山常绿针叶灌丛、高山草

甸和高山稀疏植被等[１９]ꎮ
１.２　 研究方法

以沙鲁里山系范围内的县级行政区划为调查单

元ꎬ于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在高原植物生长季(即每年

的 ５ 月至 １０ 月)进行多次野外调查ꎮ 选取保护较好

且具代表性的山体布设调查样线ꎬ采取徒步行走方式

开展野外调查ꎬ重点调查得荣下拥自然保护区、得荣

嘎金雪山、乡城佛珠峡自然保护区、稻城海子山自然

保护区、盐源泸沽湖、木里恰朗多吉自然保护区和雅

江格西沟自然保护区等区域ꎮ 调查时ꎬ随时记录沿途

发现的野生种子植物的种类、分布、生境等信息ꎬ同
时ꎬ采集植物标本ꎬ拍照记录植物形态及生境ꎬ并记录

调查样线轨迹ꎮ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濒危植

物集中分布地布设样方ꎬ重点调查ꎮ 共设置 ４０ 条调

查样线ꎬ包含 ５７ 个乔木样方(２０ ｍ×２０ ｍ)、１７１ 个灌

木样方(５ ｍ×５ ｍ)和 １７１ 个草本样方(２ ｍ×２ ｍ)ꎬ总
计 ６ １６２ 个样点ꎬ共采集 ８９８ 份植物标本ꎮ

依据四川省植物资源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ｐｒｉ.
ａｃ.ｃｎ / ｍｐｌａｎｔ / ＃! / ｌｉｓｔ / ＺｗｋＰｔｚｗ / ０ / ０)、«中国植物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ｆｒｐｓ ) 和 «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ｆｏｃ)对标本和照片进行鉴定ꎬ
初步确定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名录(简称名录)ꎻ根
据中国植物图像库(ｈｔｔｐ:∥ｐｐｂｃ.ｉｐｌａｎｔ.ｃｎ)、中国数字

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ｖｈ.ｏｒｇ.ｃｎ)、全球生物多样

性信息网络(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横断山区维管束

植物» [１４－１５] 等对名录进行补充ꎬ并剔除栽培种ꎻ依据

中国植物物种名录(２０２２ 版)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ｃｎ)对名录进行修正ꎻ依据最新的分子系统学和

分类修订结果将名录中的种类进行排列ꎬ其中ꎬ裸子

植物按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系统排列[２０]ꎬ被子植物按目前应

用最广泛的 ＡＰＧ Ⅳ(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Ｇｒｏｕｐ Ⅳ)
系统进行排列[２１]ꎬ最终建立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

物基本信息数据库ꎮ 植物保护级别数据来自 ２０２１ 年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１－０９/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６３６４０９. ｈｔｍ)ꎻ
植物红色名录等级数据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ꎻ极小

种群数据来自极小种群 (狭域分布) 保护物种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ｉｉ.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１７ / ｍｉｎｇｌｕ)ꎮ
依据吴征镒等[５]１０９－１１５对种子植物科和属的分布

区类型进行统计分析ꎬ并将中国特有种按照李锡文

等[９]划分的横断山脉特有种分布小区进行统计分

析ꎮ 选取横断山脉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
嘎山、高黎贡山、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 个典型区

域ꎬ计算这些区域野生种子植物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

子植物的相似系数(Ｓｃ)ꎬ计算公式为 Ｓｃ ＝ 〔２Ｃ / (Ａ＋
Ｂ)〕 ×１００％[２２－２３]ꎬ式中ꎬＡ 和 Ｂ 分别为甲、乙两地植

物的数量ꎬＣ 为两地共有植物的数量ꎮ ４ 个典型区域

野生种子植物名录数据来源于中国植物图像库、中国

数字植物标本馆等网站以及«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２４]、«察青松多 竹巴龙 贡嘎山生物多样性

调查报告» [２５]、«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 [２６]、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

告» [２７]ꎬ以上数据皆剔除栽培种ꎬ分类标准与沙鲁里

山系一致ꎮ
１.３　 数据处理和统计

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３６５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ꎬ使用 Ｒ ４.１.０
软件中的 ｇｇｐｌｏｔ２ 包完成数据可视化ꎬ使用 Ｒ ４.１.０ 软

件中的 ＬＰＳＣ 包整理植物名录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有 １５６
科 ９４１ 属 ４ ８７２ 种(含种下等级ꎬ下同)ꎬ其中ꎬ裸子植

物有 ４ 科 １３ 属 ５３ 种ꎬ被子植物有 １５２ 科 ９２８ 属

４ ８１９ 种ꎮ 在科水平ꎬ包含 ５０ 种以上的科有 ２４ 个(表
１)ꎬ共３ ４６０ 种ꎬ占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总种数

的 ７１.０％ꎻ 其 中ꎬ 包 含 ２００ 种 以 上 的 科 有 菊 科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蔷 薇 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毛 茛 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
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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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中 ５０ 种以上的科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５０５ １０.４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３０４ ６.２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５１ ５.２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２４９ ５.１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２２５ ４.６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２２０ ４.５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１８４ ３.８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３７ ２.８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２８ ２.６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１２８ ２.６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２４ ２.５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０６ ２.２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０３ ２.１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９８ ２.０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９５ ２.０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９２ １.９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８９ １.８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７０ １.４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６７ １.４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６１ １.３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８ １.２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５７ １.２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５７ １.２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２ １.１

　 　 根据属包含的种数(ｎ)ꎬ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

物的属分为超大属(ｎ≥１００)、大属(５０≤ｎ≤９９)、多
种属(１０≤ｎ≤４９)、少种属(２≤ｎ≤９)和单种属(ｎ ＝
１)５ 个等级(表 ２)ꎮ 超大属有 ２ 属 ２１７ 种ꎬ占该区域

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０.２％和４.４％ꎬ其中ꎬ
马 先 蒿 属 (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 和 杜 鹃 花 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的种数分别为 １１５ 和 １０２ 种ꎮ
大属有 ９ 属 ６００ 种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和

总种数的 １. ０％ 和 １２. ３％ꎬ其中ꎬ龙胆属 〔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 Ｔｏｕｒｎ.) Ｌｉｎｎ.〕、 柳 属 ( Ｓａｌｉｘ Ｌｉｎｎ.)、 风 毛 菊 属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ＤＣ.)、报春花属(Ｐｒｉｍｕｌａ Ｌｉｎｎ.)、虎耳草

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Ｔｏｕｒｎ. ｅｘ Ｌｉｎｎ.)、薹草属(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
翠雀属(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紫菀属(Ａｓｔｅｒ Ｌｉｎｎ.)和小

檗属(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Ｌｉｎｎ.)的种数分别为 ８４、８１、７６、７３、７１、
５５、５４、５４ 和 ５２ 种ꎮ 多种属有 １１３ 属 ２ ０８８ 种ꎬ占该

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１２.０％ 和

４２.８％ꎮ 少种属和单种属共有 ８１７ 属 １ ９６７ 种ꎬ占该区

域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８６.８％和 ４０.４％ꎮ
对沙鲁里山系分布的 １２７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的保护和濒危等级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见表 ３ꎮ
从保护等级看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仅有西藏

表 ２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属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属分级
Ｇｅｎｕｓ ｇｒａｄｅ ｎ１)

属　 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超大属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ｇｅｎｕｓ ｎ≥１００ ２ ０.２ ２１７ ４.４
大属 Ｌａｒｇｅ ｇｅｎｕｓ ５０≤ｎ≤９９ ９ １.０ ６００ １２.３
多种属 Ｍａｎ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１０≤ｎ≤４９ １１３ １２.０ ２ ０８８ ４２.８
少种属 Ｆｅｗ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２≤ｎ≤９ ４１８ ４４.４ １ ５６８ ３２.２
单种属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ｎ＝１ ３９９ ４２.４ ３９９ ８.２

　 １) ｎ: 属包含的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ｇｅｎｕｓ.

表 ３　 沙鲁里山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及濒危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Ｇ１) ＥＧ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Ｇ１) ＥＧ２)

西藏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Ⅰ ＥＮ
斑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ｃｅｕｍ Ⅱ ＥＮ
丽江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Ⅱ ＥＮ
榆中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ｙｕｚｈ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Ⅱ ＥＮ
冬麻豆 Ｓａｌｗｅｅｎｉａ ｗａｒｄｉｉ Ⅱ ＥＮ
大花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 Ⅱ ＥＮ
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Ⅱ ＥＮ
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Ⅱ ＥＮ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Ⅱ ＥＮ
毛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ｉｒｅｉ Ⅱ ＥＮ
玫瑰 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Ⅱ ＥＮ
金铁锁 Ｐｓａｍｍｏｓｉｌｅｎｅ ｔｕｎｉｃｏｉｄｅｓ Ⅱ ＥＮ
甘松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Ⅱ ＣＲ
五小叶槭 Ａｃｅｒ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Ⅱ ＣＲ

水母雪兔子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ｍｅｄｕｓａ Ⅱ
绵头雪兔子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ｌａｎｉｃｅｐｓ Ⅱ
具柄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ｖａｒ.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Ⅱ
花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Ⅱ
杏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Ⅱ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三刺草 Ａｒｉｓｔｉｄａ ｔｒｉｓｅｔａ Ⅱ
黑紫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ｔｒａｔｕｓ Ⅱ
短柄鹅观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Ⅱ
云南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长鞭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Ⅱ
四裂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 Ⅱ
喜马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ｉｓ Ⅱ
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Ⅱ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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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Ｇ１) ＥＧ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Ｇ１) ＥＧ２)

西藏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 Ⅱ
紫点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ｇｕｔｔａｔｕｍ Ⅱ
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ｂｕｌｂｏｃ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Ⅱ
红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Ⅱ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Ⅱ
丽江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 ｒｏｃｋｉｉ Ⅱ
甘肃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Ⅱ
光核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ｍｉｒａ Ⅱ
川桑 Ｍｏｒｕｓ ｎｏｔａｂｉｌｉｓ Ⅱ
滇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Ⅱ
桃儿七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Ⅱ
红花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ｐｕｎｉｃｅａ Ⅱ
乳头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ａｐｉｌｌｉｆｅｒｕｍ Ⅱ
川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ｃｉｒｒｈｏｓａ Ⅱ
尖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 Ⅱ
狭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Ⅱ
黑籽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Ⅱ
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Ⅱ
油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ｌｏｎｇｅ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Ⅱ
澜沧黄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Ⅱ
梭砂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Ⅱ
岷江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Ⅱ
芒苞草 Ａｃａｈｏｃｈｌａｍｙｓ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Ⅱ
三蕊草 Ｓｉｎｏｃｈａｓｅａ ｔｒｉｇｙｎａ Ⅱ
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ｒｏｓｅａ Ⅱ
圣地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ｓａｃｒａ Ⅱ
云南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黄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ｌａｖｕｍ Ⅱ
西南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ｉｓ Ⅱ
春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Ⅱ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Ⅱ
华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西康天女花 Ｏｙａｍ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Ⅱ
疙瘩七 Ｐａｎａｘ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ｕｓ Ⅱ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Ⅱ
楠木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 Ⅱ
大叶假百合 Ｎｏｔｈｏｌｉｒｉｏｎ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ＥＮ
黄洼瓣花 Ｌｌｏｙｄ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ＥＮ
豹子花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ａｒｄａｎｔｈｉｎｕｍ ＥＮ
总序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ｐａｕｌｉａｎａ ＥＮ
丽江铃子香 Ｃｈｅｌｏｎｏｐｓｉｓ ｌｉ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木里冠唇花 Ｍｉｃｒｏｔｏｅｎａ ｍｕｌ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
大叶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短翼黄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ｂｒｅｖｉａｌａｔｕｓ ＥＮ
滨海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ｌｉｔｏｒａｌｉｓ ＥＮ
苞叶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ＥＮ
纯白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ｗａｒｄ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ｒａｌｂｕｍ ＥＮ
盐源野青茅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ｙａ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ＥＮ
变光软毛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ｍｏｌｌｉｃｕｌ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ａ ＥＮ
小果蜡瓣花 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ＥＮ

镰座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ｃｅｌｉａｅ ＥＮ
冰川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ｓｉｎｏｇｌａｃｉａｌｅ ＥＮ
丽江鳔冠花 Ｃｙｓｔ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ＥＮ
滇西青冈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ｏｂｂｉｉ ＥＮ
裂唇虎舌兰 Ｅｐｉｐｏｇｉｕｍ 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ＥＮ
云南鸟足兰 Ｓａｔｙｒｉ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ＥＮ
小巧玉凤花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ｄｉｐｌｏｎｅｍａ ＥＮ
黄花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ｏｃｈｒａｃｅａ ＥＮ
短距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ＥＮ
小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ＥＮ
五角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 ＥＮ
贯叶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ＥＮ
短柄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ｕｍ ＥＮ
丽江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ＥＮ
木里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ｍｕｌｉｅｎｓｅ ＥＮ
圆齿鸦跖花 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ｉ ＥＮ
黄毛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ＥＮ
黄毛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ＥＮ
槭叶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苹果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ＥＮ
赛莨菪 Ａｎｉｓｏｄｕｓ ｃａｒｎｉｏｌｉｃｏｉｄｅｓ ＥＮ
短管瑞香 Ｄａｐｈｎｅ ｂｒｅｖｉｔｕｂａ ＥＮ
丽江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西藏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ｔｉｂｅｔｅｎｓｉｓ ＥＮ
异萼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ａｎｉｓｏｃａｌｙｘ ＥＮ
黄山药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ａｎｔｈａｉｃａ ＥＮ
小花盾叶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ｉｎｏ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ＥＮ
毛胶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ｕｂｃａｌｖａ ＥＮ
鳞皮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ａ ＥＮ
云南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ＥＮ
广南槭 Ａｃｅｒ ｋｗａ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ｅ ＥＮ
粉叶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ｅｍａ ＥＮ
银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ｍａｉｒｅｉ ＥＮ
山紫茉莉 Ｏｘｙｂａｐｈ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ｓ ＥＮ
黄波罗花 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 ｌｕｔｅａ ＥＮ
巴蜀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ＣＲ
木里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ｍｕｌ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长柱石莲 Ｓｉｎｏｃｒａｓｓｕｌａ ｌｏｎｇｉｓｔｙｌａ ＣＲ
二型叶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Ｒ
禄劝花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ｌｕｑ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帚状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ＣＲ
贡噶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ｈｕｉ ＣＲ
美国白梣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ＣＲ
三分三 Ａｎｉｓｏｄｕｓ ａｃｕｔａｎｇｕｌｕｓ ＣＲ
三分七 Ａｎｉｓｏｄｕｓ ａｃｕｔａｎｇｕｌｕｓ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ｕｓ ＣＲ
光亮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ｎｉｔｅｎｓ ＣＲ
三角叶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ＣＲ
柔毛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ＣＲ
裂叶波罗花 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ｆｏｌｉｏｌａ ＣＲ

　 １) ＰＧ: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Ⅰ: 一级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ꎻ Ⅱ: 二级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２)ＥＧ: 频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ＥＮ: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ＣＲ: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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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Ｚｕｃｃ.)１ 种ꎬ分布在盐源县

泸沽湖镇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鸭嘴自然保护区、
巴丁拉姆自然保护区、乔瓦镇、卡拉乡、博窝乡、博科

乡及白碉乡等地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６３
种ꎬ以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景天科(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藜
芦科(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和蔷薇科种类为主ꎬ分别有 １２、
７、７ 和 ５ 种ꎮ 从濒危等级看ꎬ濒危植物有 ６１ 种ꎬ极危

植物有 １６ 种ꎬ并且ꎬ这些植物以兰科、毛茛科、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和景天科种类为主ꎬ分别有 １２、８、
６ 和 ５ 种ꎮ 另外ꎬ沙鲁里山系还分布有 ４ 种极小种群

植物ꎬ分别是斑叶杓兰 (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ｃｅ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丽江杓兰 (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Ｓ. Ｃ.
Ｃｈｅｎ)、澜沧黄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Ｃｒａｉｂ)、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Ｄｅｃｎｅ.)ꎮ
２.２　 生活型分析

生活型分析结果(表 ４)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

子植物的生活型有常绿乔木、落叶乔木、灌木、半灌

木、一二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含竹类植物)、木质

藤本和草质藤本 ８ 个类型ꎬ分别有 １１５、２４４、１ ０１１、
４１、５８２、２ ７３３、９７ 和 ４９ 种ꎬ其中ꎬ多年生草本种类占

比最高(５６.１％)ꎬ灌木种类占比次之(２０.８％)ꎬ一二

年生草本种类占比(１１.９％)排第 ３ 位ꎬ其余生活型种

类占比均不超过 ５％ꎬ且半灌木占比最低(０.８％)ꎮ
由表 ４ 还可见ꎬ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中ꎬ草本植

物(包括一二年生草本和多年生草本) 占比最大

(６８.０％)ꎻ 灌木 (包括灌木和半灌木) 占比次之

(２１.６％)ꎻ乔木 (包括常绿乔木和落叶乔木) 占比

７.４％ꎬ且落叶乔木种类占比约为常绿乔木种类占比

的 ２ 倍ꎻ藤本植物(包括木质藤本和草质藤本)占比

最小(３.０％)ꎮ

表 ４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生活型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常绿乔木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ｔｒｅｅ １１５ ２.４
落叶乔木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ｔｒｅｅ ２４４ ５.０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 ０１１ ２０.８
半灌木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 ４１ ０.８
一二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ｒ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５８２ １１.９
多年生草本１)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１) ２ ７３３ ５６.１
木质藤本 Ｗｏｏｄｙ ｖｉｎｅ ９７ ２.０
草质藤本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ｖｉｎｅ ４９ １.０

　 １)含竹类植物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３　 垂直分布格局分析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总种数垂直分布格局

分析结果(图 １)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总种

数随着海拔升高呈现先逐渐增多后逐渐减少的趋势ꎬ
其中ꎬ海拔 ３ ０００ ｍ 左右区域分布的野生种子植物总

种数最多ꎬ接近 ２ ０００ 种ꎮ
对沙鲁里山系不同生活型野生种子植物的垂直

分布格局进行分析ꎬ结果(图 １)表明:该区域乔木、灌
木、草本和藤本植物种数也随着海拔升高呈现先逐渐

增多后逐渐减少的趋势ꎬ但不同生活型种数达到峰值

的海拔明显不同ꎬ其中ꎬ乔木种数在海拔 ２ ２００ ｍ 左

右达到峰值ꎬ灌木种数在海拔 ２ ６００ ｍ 左右达到峰

值ꎬ草本种数在海拔 ３ ３００ ｍ 左右达到峰值ꎬ藤本种

数在海拔 ２ １００ ｍ 左右达到峰值ꎮ

: 乔木 Ａｒｂｏｒꎻ : 灌木 Ｓｈｒｕｂꎻ : 草本 Ｈｅｒｂꎻ : 藤本 Ｖｉｎｅꎻ :
总体 Ｔｏｔａｌ.

图 １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垂直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２.４　 区系成分分析

２.４.１ 　 科区系成分分析 　 科区系成分的分析结果

(表 ５)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

型包括 １２ 个分布型和 １２ 个变型ꎮ 世界广布型有 ４６
科ꎬ以菊科、蔷薇科、毛茛科、豆科、禾本科、唇形科等

为典型科ꎬ包含种数均大于或等于 ２００ 种ꎮ 热带成分

共有 ５９ 科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不包括世界广布

型ꎬ下同)总科数的 ５３.６％ꎮ 其中ꎬ泛热带分布型及其

变型科数最多(４２ 科)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科

数的 ３８.２％ꎻ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

布型科数次之(１０ 科)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科

数的 ９.１％ꎮ 温带成分共有 ５１ 科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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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总科数的 ４６.４％ꎮ 其中ꎬ北温带分布型及其变型

科数最多(３５ 科)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３１.８％ꎻ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型科数次之(７ 科)ꎬ占
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６.４％ꎮ
２.４.２ 　 属区系成分分析 　 属区系成分的分析结果

　 　 　

(表 ５)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

型包括 １５ 个分布型和 １３ 个亚型ꎮ 世界广布型有 ６７
属ꎬ其中ꎬ龙胆属、薹草属、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铁
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Ｌｉｎｎ.)、黄耆属(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Ｌｉｎｎ.)、鼠
尾草属(Ｓａｌｖｉａ Ｌｉｎｎ.)等为典型属ꎬ包含种数均大于或

　 　 　
表 ５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区系成分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１)

属　 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１)

１. 世界广布 Ｗｉｄｅ ｓｐｒｅａｄ ４６ ６７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３４ ３０.９ １２７ １４.５
　 ２－１. 热带亚洲 －大洋洲和热带美洲 (南美洲或 / 和墨西哥) 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Ｓ. Ａｍｅｒ. ｏｒ /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１ ０.９ １ ０.１

　 ２－２.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南美洲) 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Ｔｒｏｐ. Ａｆｒ.￣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Ｓ. Ａｍｅｒ.)

２ １.８ １ ０.１

　 ２Ｓ. 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５ ４.５ — —
３.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 Ｅ. Ａｓｉａ ａｎｄ ( Ｓ.)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０ ９.１ １８ ２.１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２ １.８ ４２ ４.８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２ １.８ ２７ ３.１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１ ０.９ ３０ ３.４
７. 热带亚洲(即热带东南亚至印度－马来ꎬ太平洋诸岛)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 ＳＥ. Ａｓｉａ

ｔｏ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Ｔｒｏｐ. Ｓ. ａｎｄ ＳＷ.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
２ １.８ ４４ ５.０

　 ７－１. 爪哇(或苏门答腊)ꎬ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 Ｊａｖａ (ｏ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ꎬ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ｔｏ Ｓ.ꎬ ＳＷ. Ｃｈｉｎａ

— — ２ ０.２

８.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９ ８.２ １６８ １９.２
　 ８－１. 环极(环北极ꎬ环两极)分布 Ｃｉｒｃｕｍｐｏｌａｒ (Ｃｉｒｃｕｍ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ｐｏｌａｒ) ２ １.８ １ ０.１
　 ８－２. 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１ ０.９ １０ １.１
　 ８－３. 北极至阿尔泰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 Ａｌｔａｉ ａｎｄ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 — —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ａｎｄ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７ １５.５ ３２ ３.７
　 ８－５.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ｅｍｐ.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１.８ ２ ０.２
　 ８－６.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智利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Ｅ. Ａｓｉａꎬ Ｎ. Ｚ.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Ｃｈｉｌ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２.７ １ ０.１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７ ６.４ ５３ ６.１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２ １.８ ９６ １１.０
　 １０－ １. 地中海区ꎬ至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Ｗ. Ａｓｉａ (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３ ０.３

　 １０－３. 欧亚和南非(有时也在澳大利亚)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 Ａｆ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ｓ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１ ０.１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 — ２０ ２.３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１ ０.９ １６ １.８
　 １２－１. 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和 / 或大洋洲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

Ａｆｒ. ａｎｄ / 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 — —

　 １２－２. 地中海区至西亚或中亚和墨西哥或古巴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Ｗ.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ｏｒ Ｃｕｂ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 — —

１３. 中亚分布 Ｃ. Ａｓｉａ — — １８ ２.１
　 １３－２. 中亚东部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部分布 Ｅ. Ｃ. 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ａｎｄ ＳＷ. Ｃｈｉｎａ — — ３ ０.３
１４.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３ ２.７ ４４ ５.０
　 １４－１.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 — ６７ ７.７
　 １４－２. 中国－日本分布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１ ０.９ １７ １.９
１５.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 ３０ ３.４

　 １)计算时不包括世界广布型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ｔｙｐｅ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无数据 Ｎｏ ｄａｔｕｍ.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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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３０ 种ꎮ 热带成分共有 ２９２ 属ꎬ占该区域野生种

子植物(不包括世界广布型ꎬ下同)总属数的 ３３.４％ꎮ
其中ꎬ泛热带分布型及其亚型属数最多(１２９ 属)ꎻ热
带亚洲分布型及其亚型属数次之(４６ 属)ꎻ接下来依

次为旧世界热带分布型、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型、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以及东亚(热带、
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型(含亚型)分别有 ４２、
３０、２７ 和 １８ 属ꎮ 温带成分共有 ５８２ 属ꎬ占该区域野

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６６.６％ꎮ 其中ꎬ北温带分布型及

其亚型属数最多(２１４ 属)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

属数的 ２４.５％ꎬ马先蒿属、杜鹃花属等超大属均属于

该分布型ꎻ东亚分布型及其亚型属数次之(１２８ 属)ꎬ
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１４.６％ꎻ旧世界温带

分布型及其亚型属数较多(１００ 属)ꎬ占该区域野生种

子植物总属数的 １１.４％ꎮ
２.４.３ 　 中国特有植物分布小区分析 　 统计结果显

示:沙鲁里山系的中国特有属有 ３０ 属ꎬ总计 ４８ 种ꎬ其
中ꎬ 毛 冠 菊 属 ( Ｎａｎｎ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Ｍａｘｉｍ.)、 羌 活 属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Ｈ. Ｂｏｉｓｓｉｅｕ) 均有 ５ 种ꎬ 秦岭藤属

(Ｂｉｏｎｄｉａ Ｓｃｈｌｔｒ.)、翅茎草属 (Ｐｔｅｒｙｇｉｅｌｌａ Ｏｌｉｖ.) 均有

３ 种ꎬ 双 盾 木 属 ( Ｄｉｐｅｌｔａ Ｍａｘｉｍ.)、 弓 翅 芹 属

(Ａｒｃｕａｔｏｐｔｅｒｕｓ Ｍ. Ｌ. Ｓｈｅｈ ｅｔ Ｒ. Ｈ. Ｓｈａｎ)、环根芹属

(Ｃｙｃｌｏｒｈｉｚａ Ｍ. Ｌ. Ｓｈｅｈ ｅｔ Ｒ. Ｈ. Ｓｈａｎ)、舟瓣芹属

( 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 Ｈ. Ｗｏｌｆｆ )、 半 脊 荠 属 ( Ｈｅｍｉｌｏｐｈ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鹭鸶草属(Ｄｉｕｒａｎｔｈｅｒａ Ｈｅｍｓｌ.)均有 ２ 种ꎻ
其余属均为单种属ꎬ 包括细穗玄参属 ( Ｓｃｒｏｆｅｌｌａ
Ｍａｘｉｍ.)、四棱草属(Ｓｃｈｎａｂｅｌｉ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冬麻豆

属(Ｓａｌｗｅｅｎｉａ Ｂａｋｅｒ ｆ.)、芒苞草属(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ｈｌａｍｙｓ Ｐ.
Ｃ. Ｋａｏ)、 三蕊草属 ( Ｓｉｎｏｃｈａｓｅａ Ｋｅｎｇ)、 虎榛子属

( Ｏｓｔｒｙｏｐｓｉｓ Ｄｅｃｎｅ.)、 苞 叶 姜 属 〔 Ｐｙｒ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ａｇｎｅｐ.) Ｔ. Ｌ. Ｗｕ ｅｔ Ｚ. Ｙ. Ｃｈｅｎ〕、岷江景天属

(Ｏｈｂａｅａ Ｖ. Ｖ. Ｂｙａｌｔ ｅｔ Ｉ. Ｖ. Ｓｏｋｏｌｏｖａ)、复芒菊属

(Ｆｏｒｍａｎｉａ Ｗ. Ｗ. Ｓｍ. ｅｔ Ｊ. Ｓｍａｌｌ)、栌菊木属(Ｎｏｕｅｌ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长冠苣苔属(Ｒｈａｂｄｏｔｈａｍｎｏｐ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独
花 兰 属 (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Ｓ. Ｓ. Ｃｈｉｅｎ )、 喜 树 属

(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Ｄｅｃｎｅ.)、 罂 粟 莲 花 属 〔 Ａｎｅｍｏｃｌｅｍ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Ｗ. Ｔ. Ｗａｎｇ〕、藤山柳属 ( Ｃｌｅｍａｔｏｃｌｅｔｈｒａ
Ｍａｘｉｍ.)、 马 蹄 黄 属 ( Ｓｐｅｎｃｅｒｉａ Ｔｒｉｍｅｎ )、 滇 芹 属

(Ｓｉｎｏｄｉｅｌｓｉａ Ｈ. Ｗｏｌｆｆ)、金铁锁属(Ｐｓａｍｍｏｓｉｌｅｎｅ Ｗ. Ｃ.
Ｗｕ ｅｔ Ｃ. Ｙ. Ｗｕ)、栾属(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Ｌａｘｍ.)、长蕊斑

种草属(Ａｎｔｉｏｔｒｅｍ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ꎮ
从种来看ꎬ沙鲁里山系的中国特有种有 ２ ２８０

种ꎬ其中ꎬ横断山脉特有种有 ８１６ 种ꎬ占该区域野生种

子植物总种数的 １６.７％ꎬ占该区域中国特有种总种数

的 ３５.８％ꎻ非横断山脉特有种有 １ ４６４ 种ꎬ占该区域

野生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３０.０％ꎬ占该区域中国特有种

总种数的 ６４.２％ꎮ 对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中横

断山脉特有种进行分布小区分析ꎬ结果(表 ６)表明:
在 １４ 个分布小区中ꎬ滇西北川西南小区种数最多

(４０４ 种)ꎬ占该区域中国特有种总种数的 １７.７％ꎻ而
川西南、川西南川西北、川西北藏东南、川西南川西北

藏东南、滇西北川西南川西北和滇西北川西北藏东南

小区种数较少ꎬ均在 １０ 种以下ꎮ
２.５　 与横断山脉相邻地区植物的比较

对横断山脉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嘎

山、高黎贡山、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 个地区的野

生种子植物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显示:白马雪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有 １３４ 科 ６３４ 属 ２ １４６
种ꎬ贡嘎山野生种子植物有 １３４ 科 ７０１ 属 ２ ７０３ 种ꎬ高
黎贡山野生种子植物有 ２０３ 科 １ ３０６ 属 ５ １３６ 种ꎬ卧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有 １６７ 科 ８４８ 属

２ ６９９ 种ꎮ 将沙鲁里山系及上述 ４ 个地区的野生种子

植物进行科、属、种分布韦恩图分析ꎬ结果见图 ２ꎮ 结

果表明:５ 个地区的共有科有 １１６ 科ꎬ其中ꎬ高黎贡山

的特有科最多(３６ 科)ꎬ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特

有科次之(１２ 科)ꎬ沙鲁里山系的特有科较少(３ 科)ꎬ
而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无特有科

(图 ２－Ａ)ꎻ５ 个地区的共有属有 ３７２ 属ꎬ其中ꎬ高黎贡

山的特有属同样最多(４２８ 属)ꎬ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特有属次之(１０４ 属)ꎬ沙鲁里山系的特有属居中

(８６ 属)ꎬ而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的

特有属较少ꎬ分别只有 １６ 和 １４ 属(图 ２－Ｂ)ꎻ５ 个地

区的共有种有 ３１６ 种ꎬ其中ꎬ高黎贡山和沙鲁里山系

的特有种较多ꎬ分别有 ２ ８１１ 种和 １ ６７９ 种ꎬ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特有种居中(７６５ 种)ꎬ而白马雪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的特有种相对较少ꎬ分别有

３０７ 和 ３７４ 种(图 ２－Ｃ)ꎮ
相似性分析结果(表 ７)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

子植物与横断山脉其他 ４ 个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的科

相似性系数均在 ８０％以上ꎬ其中ꎬ与白马雪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科相似性系数最高(８８.３％)ꎬ与高黎贡

山的科相似性系数最低(８４.１％)ꎻ与 ４ 个地区野生种

子植物的属相似性系数均在 ６０％以上ꎬ其中ꎬ与贡嘎

山的属相似性系数最高(７２.７％)ꎬ与高黎贡山的属相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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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系数最低(６３.８％)ꎻ与 ４ 个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的

种相似性系数偏低ꎬ均在 ５０％以下ꎬ其中ꎬ与贡嘎山

的种相似性系数最高(４８.９％)ꎬ与高黎贡山的种相似

性系数最低(３２.２％)ꎮ

表 ６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中横断山脉特有种的分布小区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分布小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

科数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 滇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３５ ６１ ９７
ｂ. 川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 ７ ７
ｃ. 川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５ ２３ ３０
ｄ. 藏东南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２５ ４０ ５９
ｅ. 滇西北川西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８ １９３ ４０４
ｆ. 滇西北藏东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２７ ３６ ４１
ｇ. 川西南川西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３ ３ ３
ｈ. 川西南藏东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２１ ３２ ３４
ｉ. 川西北藏东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２ ２ ２
ｊ. 滇西北川西南藏东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１０ １３ １３
ｋ. 川西南川西北藏东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１ １ １
ｌ. 滇西北川西南川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５ ５ ５
ｍ. 滇西北川西北藏东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２ ２ ２
ｎ. 全区 Ｗｈｏｌｅ ａｒｅａ ４０ ８４ １１８

ＳＬＬ: 沙鲁里山系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ＢＭ: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Ｂａｉｍａ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ＧＧ: 贡嘎山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ＧＬＧ: 高黎贡山 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ＷＬ: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Ｗｏｌ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图 ２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与横断山脉其他 ４ 个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的科(Ａ)、属(Ｂ)、种(Ｃ)分布韦恩图
Ｆｉｇ. ２　 Ｖｅｎ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ꎬ ｇｅｎｕｓ (Ｂ)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表 ７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与横断山脉其他 ４ 个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的相似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地区１)

Ｒｅｇｉｏｎ１)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相似性系数 /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ｗｉｌ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Ｍ Ｅ９８°４７′－９９°２１′ Ｎ２７°２５′－２８°３６′ ２ ０１１－５ ３６６ ２ ８２５ ２ １４６ ８８.３ ６９.０ ４０.３
ＧＧ Ｅ１０１°２９′－１０２°１２′ Ｎ２９°０１′－３０°０５′ １ ５１３－７ １４３ ４ ５１６ ２ ７０３ ８６.２ ７２.７ ４８.９
ＧＬＧ Ｅ９８°０８′－９８°５２′ Ｎ２４°５６′－２８°２２′ １ １７４－５ １６７ ３ ２４３ ５ １３６ ８４.１ ６３.８ ３２.２
ＷＬ Ｅ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２４′ Ｎ３０°４５′－３１°２５′ １ １６８－６ １３２ ２ １１９ ２ ６９９ ８６.７ ６７.３ ３６.７

　 １)ＢＭ: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Ｂａｉｍａ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ＧＧ: 贡嘎山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ＧＬＧ: 高黎贡山 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ＷＬ: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Ｗｏｌ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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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和结论

３.１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多样性

中国是全球种子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ꎬ根
据中国植物物种名录(２０２２ 版)统计ꎬ中国共分布有

种子植物 ２８２ 科 ３ ４１０ 属 ３８ ８４４ 种ꎮ 笔者在野外调

查时发现ꎬ在沙鲁里山系海拔 １ １９０~６ ０００ ｍ 区间内

皆有植物分布ꎬ低海拔区域以干旱河谷灌丛植被种类

为主ꎬ物种数量较少ꎻ中海拔区域分布有针阔混交林

和亚高山暗针叶林ꎬ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ꎻ而在海

拔 ４ ５００ ｍ 以上高海拔区域的高山流石滩和永久冰

雪带植被稀少ꎬ仅零星散布低矮的草本种类ꎮ 与横断

山脉其他地区相比ꎬ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丰富

度明显高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嘎山和卧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但略低于高黎贡山ꎮ 总体来

看ꎬ沙鲁里山系是横断山脉野生种子植物较为丰富的

典型区域之一ꎬ共有野生种子植物４ ８７２ 种ꎬ隶属于

１５６ 科 ９４１ 属ꎬ包含裸子植物 ４ 科 １３ 属 ５３ 种、被子植

物 １５２ 科 ９２８ 属 ４ ８１９ 种ꎬ该区域裸子植物的科、属、
种数量占整个横断山脉裸子植物科、属、种总数[１３] 的

８０.０％、８１.２％、６８.０％ꎬ占青藏高原地区裸子植物科、
属、种总数[１３]的 ５７.１％、９２.９％、６４.６％ꎬ占四川省裸子

植物科、属、种总数 〔数据来自中国植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２ 版)〕的 ５７.１％、４１.９％、３２.９％ꎬ占全国裸子植

物科、属、种总数〔数据来自中国植物物种名录(２０２２
版)〕的４０.０％、２８.９％、１３.１％ꎻ该区域被子植物的科、
属、种数量占整个横断山脉被子植物科、属、种总

数[１３]的８４.９％、７２.２％、５７.７％ꎬ占青藏高原裸子植物

科、属、种总数[１３] 的 ７８.０％、５９.３％、４０.１％ꎬ占四川省

被子植物科、属、种总数〔数据来自中国植物物种名

录(２０２２ 版)〕的 ８１.３％、６０.１％、４２.５％ꎬ占全国被子

植物科、属、种总数 〔数据来自中国植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２ 版)〕的 ５５.９％、２７.６％、１２.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中超级

大科(包含种数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优势明显ꎬ包含 ５０
种以上的科共３ ４６０ 种ꎻ该区域的少种属和单种属众

多ꎬ共有 ８１７ 属ꎬ占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８６.８％ꎬ表现出明显的特有现象ꎮ 另外ꎬ沙鲁里山系

分布有众多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６４ 种)、极危和

濒危植物(７７ 种)、极小种群植物(４ 种)ꎬ表明该区域

野生种子植物种类复杂、多样ꎬ这可能与该区域存在

一些高山流石滩、高寒草甸等狭窄的特殊生境有关ꎮ
鉴于该区域野生种子植物的上述分布特征ꎬ笔者认为

沙鲁里山系可能会成为未来横断山脉植物保护研究

的一个热点区域ꎮ
３.２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垂直分布格局

笔者在野外调查时发现ꎬ沙鲁里山系的海拔多在

３ ０００ ｍ以上ꎬ物种数量随海拔升高呈现先增多后减

少的变化趋势ꎬ并且这一分布趋势在乔木、灌木、草
本、藤本上皆有体现ꎬ但不同生活型野生种子植物种

数达到峰值的海拔区间存在差异ꎬ这些研究结果与横

断山脉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类似[１０ꎬ１３ꎬ２８]ꎮ 说明沙鲁

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垂直分布特征明显ꎬ海拔可能是

导致其垂直分布特征的主要原因ꎮ
在沙鲁里山系海拔 ２ ２００ ｍ 左右ꎬ乔木种类多样

性最高ꎬ且大部分乔木种类为北温带成分ꎬ其中ꎬ常绿

乔木主要为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ｎｎ.)、刺柏属(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Ｌｉｎｎ.)、云杉属(Ｐｉｃｅａ Ａ. Ｄｉｅｔｒ.)、冷杉属(Ａｂｉｅｓ Ｍｉｌｌ.)
等属的种类ꎬ落叶乔木主要为李属(Ｐｒｕｎｕｓ Ｌｉｎｎ.)、槭
属( Ａｃｅｒ Ｌｉｎｎ.)、 杨 属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 山 茱 萸 属

(Ｃｏｒｎｕｓ Ｌｉｎｎ.)等属的种类ꎮ 该区域灌木种数的峰值

分布在海拔 ２ ６００ ｍ 左右ꎬ主要由蔷薇科、杜鹃花科、
豆科、 小 檗 科 (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 唇 形 科、 忍 冬 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等科的种类组成ꎮ 草本植物是沙鲁

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主要生活型ꎬ占比达 ６８.０％ꎮ
从科来看ꎬ菊科、毛茛科、豆科、禾本科、唇形科、伞形

科(Ａｐｉａｃｅａｅ)等世界广布科是沙鲁里山系野生草本

植物的绝对优势科ꎻ而从属来看ꎬ马先蒿属、龙胆属、
风毛菊属、虎耳草属、报春花属、薹草属、翠雀属、紫堇

属(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Ｃ.)、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Ｌｉｎｎ.)、紫菀属

等温带属占比较高ꎬ且属下物种大多呈现高山寒带特

征ꎮ 研究发现ꎬ海拔对植物的分布具有限制和过滤作

用[１２]ꎬ植物为了适应环境会呈现不同的海拔偏好和

适宜海拔范围[２９]ꎬ这可能是沙鲁里山系乔木、灌木、
草本分布的海拔峰值和海拔上限依次升高ꎬ以及在流

石滩和永久冰雪带仅零星散布一些低矮草本种类的

主要原因ꎮ 除铁线莲属外ꎬ该区域绝大多数藤本植物

隶属于热带属ꎬ如马兜铃属(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Ｌｉｎｎ.)、赤瓟

属(Ｔｈｌａｄｉａｎｔｈａ Ｂｕｎｇｅ)、千金藤属(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Ｌｏｕｒ.)
等ꎬ加之藤本植物的攀援性和缠绕性特征ꎬ沙鲁里山

系的藤本植物主要分布在低海拔的干旱河谷灌丛以

及针阔混交林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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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区系特征

横断山脉是青藏高原野生种子植物最丰富的区

域ꎬ虽然热带、亚热带、温带以及高山寒带植物在横断

山区皆有分布ꎬ但统计结果显示温带属比例显著高于

其余区系成分属[９]ꎬ其中北温带成分和喜马拉雅成

分与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

动导致的横断山脉隆起密切相关[８]ꎮ 相关调查研究

发现ꎬ横断山脉的野生种子植物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２２６ 科

１ ３２５ 属 ７ ９５４ 种[９]变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８４ 科 １ ２７３ 属

８ ４３９ 种[１３]ꎬ这种变化不仅是资料不足、信息缺乏导

致的统计误差ꎬ更是分子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中的广泛

应用导致的部分科、属、种分类系统变动(如新种发

表ꎬ原种修订ꎬ以及科和属的拆分、归并和独立) [３０]ꎮ
因此ꎬ沙鲁里山系部分科和属的区系成分发生改变ꎮ
例如:芒苞草(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ｈｌａｍｙｓ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Ｐ. Ｃ. Ｋａｏ)由
中国特有科芒苞草科(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ｈｌａｍｙｄａｃｅａｅ)归入翡

若翠科(Ｖｅｌｌｏｚｉａｃｅａｅ)ꎬ因此ꎬ原属于热带非洲－热带

美洲间断分布型的翡若翠科出现亚洲性质[４]ꎬ区系

特征呈现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南美洲)分
布变型特征[３１－３２]ꎻ 被子植物八纲系统中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的通泉草属(Ｍａｚｕｓ Ｌｏｕｒ.)和肉果

草属(Ｌａｎｃｅａ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ｏｎ)ꎬ在 ＡＰＧ Ⅳ系统中

均被划分为通泉草科(Ｍａｚａｃｅａｅ) [３３－３４]ꎬ因此ꎬ玄参科

和新独立的通泉草科的区系类型皆需要重新认定ꎻ藏
莓草属 ( Ｄｒｙａｄａｎｔｈｅ Ｅｎｄｌ.)、 吴黄木属 ( Ｖｕｈｕａｎｇｉａ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Ｒａｊｕꎬ Ｍｏｌｉｎａｒｉ ｅｔ Ｍａｙｔａ)等新属的区系类型

也需要确立ꎮ
统计结果显示: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区系成

分在科水平以热带成分为主ꎬ在属水平则以温带成分

为主ꎬ表明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受热带植物区系

影响较深ꎮ 同时ꎬ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特有现

象明显ꎬ拥有中国特有属 ３０ 属、中国特有种 ２ ２８０
种ꎬ其中横断山脉特有种有 ８１６ 种ꎬ表明沙鲁里山系

野生种子植物具有明显的温带区系特征ꎬ在科、属、种
水平上温带成分依次递增ꎬ由此推测ꎬ沙鲁里山系野

生种子植物在分化过程中热带成分向温带成分过渡ꎮ
并且ꎬ该区域具有丰富的单种属ꎬ如芒苞草属[３２]、冬
麻豆属、鹭鸶草属、桃儿七属(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 Ｓ.
Ｙｉｎｇ) [３５]、狼毒属(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Ｌｉｎｎ.) [３６] 等ꎬ表明沙鲁里

山系野生种子植物的区系特征具有古老性和孑遗性ꎮ
系统发育和地质研究结果也表明:新世纪冰期和气候

振荡期植物的避难所出现在横断山脉东南边缘区

域[３７]ꎬ南横断山脉亚地区被认为是横断山区植物区

系的核心[５]８７ꎬ该地区与沙鲁里山系存在一定的地理

重叠ꎬ使得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的孑遗种类芒苞草、
中华黏腺果〔Ｃｏｍｍｉ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Ｈｅｉｍ.〕、
冬麻豆(Ｓａｌｗｅｅｎｉａ ｗａｒｄｉｉ Ｂａｋｅｒ ｆ.)、独尾草(Ｅｒｅｍ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ｅｄｔｓｃｈ.)、 星 叶 草 ( 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Ｍａｘｉｍ.)等[９]被保留下来ꎬ表明沙鲁里山系植物区系

是在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后ꎬ随着青藏高原隆升、古
地中海退缩、古热带植物汇入ꎬ并经过适应及特化而

形成的ꎮ
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物中的横断山脉特有植

物以包含滇西北区域的占比较大ꎬ说明沙鲁里山系与

滇西北植物类群关联密切ꎮ 与横断山脉其他地区野

生种子植物相似性对比发现ꎬ沙鲁里山系与距离较近

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的野生种子

植物相似性较高ꎬ而与距离较远的高黎贡山和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种子植物相似性较低ꎬ反映出

横断山脉野生种子植物的不连续分布特征[３８]ꎮ 比较

而言ꎬ高黎贡山和沙鲁里山系的特有种较多ꎬ这可能

与地理隔离导致高黎贡山和沙鲁里山系在横断山脉

形成了分化中心或特有中心有关[１１ꎬ３９]ꎮ 例如:沙鲁

里山系存在原始的东俄芹属(Ｔｏｎｇｏｌｏａ Ｈ. Ｗｏｌｆｆ)和环

根芹属(Ｃｙｃｌｏｒｈｉｚａ Ｍ. Ｌ. Ｓｈｅｈ ｅｔ Ｒ. Ｈ. Ｓｈａｎ)ꎬ由此推

测该区域可能是中国伞形科特有属的起源和分化中

心[４０]ꎻ分子生物学证据表明红景天属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 [４１]、龙胆属[４２]的起源地在喜马拉雅－横断山脉

地区ꎬ而沙鲁里山系拥有中国近 １ / ３ 的红景天属(２４
种)和近 １ / ３ 的龙胆属(８４ 种)种类ꎬ由此推测沙鲁里

山系可能是横断山脉野生种子植物的重要分化中心ꎮ
３.４　 结论

以沙鲁里山系为单独地理单元进行野生种子植

物调查分析ꎬ结果表明:该区域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１５６ 科 ９４１ 属 ４ ８７２ 种ꎬ包括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６４ 种、极危和濒危植物 ７７ 种、极小种群

植物 ４ 种ꎻ该区域植物生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ꎬ且该

区域野生种子植物的垂直分布格局明显ꎬ乔木、灌木、
草本、藤本植物均随着海拔升高呈现先逐渐增多后逐

渐减少的趋势ꎬ但不同生活型种数达到峰值的海拔存

在明显差异ꎮ 综合分析认为ꎬ沙鲁里山系野生种子植

物物种多样性高ꎬ垂直分布特征明显ꎬ区系成分丰富ꎬ
特有现象明显ꎬ并且ꎬ该区域可能是横断山脉野生种

子植物的重要分化中心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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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１)受限于

野外调查ꎬ文中涉及的野生种子植物中约 ２ / ３ 的种类

来源于志书记载和电子标本ꎬ这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

出现误差ꎬ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ꎻ２)本研究仅分析了

中国特有种在横断山脉的亚区划分ꎬ在非中国特有种

的分区上存在欠缺ꎬ有待后续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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