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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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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丰富西藏高原植物区系地理研究资料ꎬ深入开展该区域植被生态学研究、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ꎬ该研究通过野外调查、标本采集以及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ꎬ对西藏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统计

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植物种类较贫乏ꎮ 佩枯错共有种子植物 ３１ 科 ７７ 属 １１５ 种ꎬ仅占西藏种子植物的

１８.９０％、６.７３％、２.１７％ꎮ 其中裸子植物 ２ 科 ２ 属 ２ 种ꎬ被子植物 ２９ 科 ７５ 属 １１３ 种ꎻ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

有 ２３ 科 ５８ 属 ９１ 种ꎬ单子叶植物 ６ 科 １７ 属 ２２ 种ꎮ (２)优势科明显ꎬ单种科占绝对优势ꎮ 所有科中有 ５ 个科

至少含有 ７ 种种子植物ꎬ占该研究区总种数的 ３９.１３％ꎬ是该区系的主要组分ꎻ同时科数中有 １１ 科仅含 １ 种

植物ꎬ该类科占一定优势ꎮ (３)种子植物的区系成分较复杂ꎬ划分为 ３ 个科分布区类型和 １０ 个属分布区类

型ꎬ其中温带成分占绝对优势:温带分布科、属分别占总数的 ２９.０３％和 ７７.９２％ꎬ表明本区系具有明显温带

性质ꎮ (４)科属特有现象不明显ꎬ没有中国特有科分布ꎬ仅有 １ 个中国特有属分布ꎬ说明佩枯错植物区系的

特有化程度极低ꎬ表现出寒旱化与高山、高原特化综合而成的高寒植物区系的年轻性ꎮ
关键词: 佩枯错ꎬ 种子植物ꎬ 区系ꎬ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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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较为独特ꎬ湖区周边地形复杂ꎬ自然植被

类型多样ꎮ 由于佩枯错独特的水热环境ꎬ为多种

植物种类的孕育提供了良好条件ꎮ 有关西藏自治

区植物区系的研究近年来陆续有报道(朱万泽和

范建容ꎬ２００３ꎻ罗建等ꎬ２００３ꎻ周家福等ꎬ２００７ꎻ陈林

等ꎬ２０１６ꎻ屈兴乐等ꎬ２０１６)ꎮ 对于西藏湖泊、河流

流域的植物区系研究有拉萨河流域野生种子植物

区系研究(罗建等ꎬ２０１２)、尼洋河河漫滩种子植物

区系研究(段代祥等ꎬ２０１０)、澜沧江(西藏段)流

域种子植物区系研究(王孙高等ꎬ２００８)ꎮ 由于佩

枯错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ꎬ从而为从事相关研究

的学者所关注ꎬ但涉及该区域植被生态相关的研

究至今尚未见有报道ꎮ
本研究在该区植物种类及其生态地理分布全

面调查的基础上ꎬ对植物区系地理成分进行统计

分析ꎬ讨论其所属区系性质及与其他区系之间的

联系ꎬ目的在于丰富西藏高原植物区系的相关研

究ꎬ为深入开展该区域植被生态学研究、生物资源

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参考依据ꎬ为推进西藏生态

文明建设、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佩枯错位于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与吉隆县

的交界处ꎬ雅鲁藏布江上游ꎬ介于喜马拉雅山与冈

底斯山之间ꎮ 地理坐标为 ８５°３５′Ｅꎬ２８°５０′Ｎꎬ湖面

海拔 ４ ５９０ ｍꎮ 佩枯错是西藏南部主要的内陆咸

水湖ꎬ湖泊类型为堰塞湖ꎬ总面积 ３００ ｋｍ２ꎬ湖水主

要依靠冰川融水和降水补给( Ｌｅ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德吉

央宗等ꎬ２０１６ꎻ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ꎻ戴玉凤等ꎬ２０１３ꎻ赵
瑞等ꎬ２０１６)ꎮ 研究区域属高原半干旱气候区ꎬ夏
季降水集中ꎬ干湿季分明ꎬ日照较充足ꎮ 年日照时

数达到 ２ ７２３. ５ ｈꎬ年均温 ３. ８ ℃ ꎬ年降水量约

３８０.６ ｍｍ(德吉央宗等ꎬ２０１６)ꎮ 植被类型为高山

草原ꎬ主要植被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ꎬ盖度较

大ꎬ没有乔木ꎬ灌木的高度一般不超过 １ ｍꎮ 土壤

养分贫乏ꎬ但均含石砾ꎬ透水性较强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研究区展开植被调查ꎮ 沿环湖

周边设置典型群落样地ꎬ在每一类型的典型群落

中设置 ５０ ｍ 长的样线或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大样方进

行调查ꎮ 样线每间隔 １０ ｍ 设 １ ｍ×１ ｍ 的草本样

方ꎬ相邻草本样方在样线的两侧ꎻ大样方采用对角

线交点和四角布设 １ ｍ×１ ｍ 草本小样方进行调

查ꎮ 调查记录灌木和草本的种类、高度、盖度等ꎬ
记录样方的海拔、经纬度等信息ꎮ 另外ꎬ再通过全

面踏查记录群落调查样方内没有记录到的植物ꎬ
将所有采集的植物标本带回西藏农牧学院高原生

态研究所标本室ꎬ由植物分类专业人员对照«中国

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进行鉴定ꎬ确定植物学

名ꎮ 根据植物标本鉴定结果进行分类统计名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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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吴征镒先生对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

进行归类统计(吴征镒等ꎬ２００３ꎻ吴征镒ꎬ１９９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区系的基本组成

在佩枯错调查到种子植物 ３１ 科 ７７ 属 １１５ 种ꎬ
种属比为 １.４９ꎬ其中裸子植物 ２ 科 ２ 属 ２ 种ꎬ被子

植物 ２９ 科 ７５ 属 １１３ 种ꎮ 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

有 ２３ 科 ５８ 属 ９１ 种ꎬ分别占本研究区种子植物科、
属、种总数的 ７４. １９％、７５. ３２％、７９.１３％ꎬ最为丰

富ꎻ其次为单子叶植物 ６ 科 １７ 属 ２２ 种ꎬ分别占科、
属、种总数的 １９. ３５％、２２. ０８％、１９. １３％ꎮ 从区种

子植物区系与西藏自治区植物区系比较来看ꎬ本
区种子植物的科、属、种分别占西藏自治区种子植

物(吴征镒ꎬ１９８３—１９８７)的 １８.９０％、６.７３％、２.１７％ꎮ

数据的分析说明佩枯错种子植物的种类组成相对

贫乏ꎬ这与其所处高海拔区域和湖盆特殊的水热

环境条件有关ꎮ 但其在藏南区域植物区系地理中

的地位和作用仍具有不可替代性ꎮ
２.２ 科的区系成分分析

将佩枯错的 ３１ 科植物按照所含种数的多少划

分为 ４ 个等级(表 １)ꎬ其中有 ５ 个科至少含有 ７ 种

以上种子植物ꎬ依次是菊科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ꎬ７ 属 １３
种ꎬ图版Ⅰ:ＡꎬＢꎬＣ)、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ꎬ９ 属 １０
种)、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ꎬ４ 属 ８ 种)、唇形科(Ｌａｂｉａ￣
ｔａｅꎬ５ 属 ７ 种)、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ꎬ６ 属 ７ 种)ꎬ
占研究区总种数的 ３９. １３％ꎬ是该区系的主要组

分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植物科

数中有 １１ 科仅含有 １ 种植物ꎬ占植物总科数的

３５.４８％ꎬ虽然不是研究区系中的主要组分ꎬ但也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佩枯错的植物区系成分ꎮ

表 １　 佩枯错种子植物科内属、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ｉｋｕ Ｃｏ

级别
Ｇｒａｄｅ

科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占总科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占总属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７ ５ １６.１３ ３１ ４０.２６ ４５ ３９.１３

４~ ６ １０ ３２.２６ ２８ ３６.３６ ４８ ４１.７３

２~ ３ ５ １６.１３ ７ ９.０９ １１ ９.５７

１ １１ ３５.４８ １１ １４.２９ １１ ９.５７

　 　 参照吴征镒(１９９１)、吴征镒等(２００３)的划分

标准ꎬ将佩枯错的 ３１ 个种子植物科、７７ 个种子植

物属、１１５ 个物种按地理分布类型进行划分 (表

２)ꎮ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通常能够说明区系间的

历史渊源(罗开文等ꎬ２０１２)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按
吴征镒等(２００３)的 １５ 个科划分的分布区类型中ꎬ
佩枯错共有 ３ 个类型ꎬ世界分布的科有 １９ 个ꎬ占
６１. ２９％ꎬ 主 要 有 菊 科、 禾 本 科、 伞 形 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ꎬ３ 属 ３ 种)、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ꎬ２ 属 ５
种)等ꎻ科级水平上温带性质的有 ９ 个科ꎬ占总科

数的 ２９. ０３％ꎬ主要有柏科 (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ꎬ１ 属 １
种)、罂粟科 (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ꎬ １ 属 ２ 种)、杨 柳 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ꎬ１ 属 １ 种)等ꎻ热带性质的有 ３ 科ꎬ占

９.６８％ꎬ并且以泛热带分布存在ꎬ有荨麻科( Ｕｒｔｉ￣
ｃａｃｅａｅꎬ１ 属 ２ 种)、凤仙花科(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ꎬ１ 属 １
种)、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ꎬ１ 属 １ 种)３ 个科ꎮ 从科的

分布区类型可以看出ꎬ佩枯错植物科的地理成分

以世界分布为主ꎬ且大多数是温带地区的世界性

大科ꎬ如菊科、禾本科、龙胆科(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ꎬ３ 属 ６
种)、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ꎬ２ 属 ５ 种)等ꎬ可见该区

以温带性质为主ꎮ 温带分布在科级水平上占有显

著优势ꎬ表现出较强的温带性质ꎮ 本研究区内没

有中国特有分布科ꎮ
２.３ 属的区系成分分析

采用与科同样的分析方法ꎬ对 ７７ 个属进行分

布区类型划分 (表 ２)ꎬ 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可划分

０３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２　 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Ａ 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ｉｋｕ Ｃｏ

分布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占总科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属
Ｇｅｎｅｒａ

占总属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１. 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９ ６１.２９ １３ １６.８７ ２ １.７４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２ ６.４５ ３ ３.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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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２３ — — —

３.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
Ｔｒｏｐ. ＆ Ｓｕｂｔｒ. Ｅ. Ａｓｉａ ＆ (Ｓ.)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 — —

４. 旧世界热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 — — — —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

— — — — —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 — — — —

７. 热带亚洲(即热带东南亚至印度－马来ꎬ太平洋诸岛)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Ｔｒｏｐ. ＳＥ. Ａｓｉａ＋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Ｔｒｏｐ. Ｓ. ＆ ＳＷ.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

— — — — —

８. 北温带
Ｎ. Ｔｅｍｐ.

３ ９.６７ ２５ ３２.４７ １０ ８.７０

８－２. 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ｅ－Ａｌｐｉｎｅ

— — ２ ２.６０ １ ０.８７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１２.９０ ７ ９.０８ ２ １.７３

８－５.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Ｔｅｍｐ.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３.２３ — — —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１ １.３０ —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Ｔｅｍｐ. Ｅｕｒａｓｉａ

— — ６ ７.７９ １ ０.８７

１０－２. 地中海和喜马拉雅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２ ２.６０ —

１０－３. 欧亚和南美洲间断(有时也在澳大利亚)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ｓ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３.２３ １ １.３０ １ ０.８７

１１. 温带亚洲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 — ３ ３.９０ ９ ７.８３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 — １ １.３０ １ ０.８７

１３. 中亚 Ｃ. Ａｓｉａ — — １ １.３０ ５ ４.３５

１３－２. 中亚东部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
Ｅ. Ｃ. 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 ＳＷ. Ｃｈｉｎａ

— — ２ ２.６０ ４ ３.４８

１３－３. 西亚至喜马拉雅和西藏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Ｗ.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 Ｔｉｂｅｔ

— — — — ４ ３.４８

１３－４. 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分布
Ｃ. 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Ａｌｔａｉ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１ １.３０ —

１４. 东亚 Ｅ. Ａｓｉａ — — ２ ２.６０ —

１４－１. 中国－喜马拉雅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 — ５ ６.４９ ５６ ４８.６９

１４－２. 中国－日本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 — １ １.３０ —

１５.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 １ １.３０ １９ １６.５２

１３４１１１ 期 郭文文等: 西藏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为 １０ 个类型ꎮ 热带性质属共计 ３ 个ꎬ温带性质的

属共计 ６０ 个ꎬ各占温带和热带二者总属数的

９５.２４％和 ４.７６％ꎬ二者属数比值(Ｒ / Ｔꎬ即热带属

数 /温带属数)为 ０.０５ꎬ在属级水平ꎬ西藏佩枯错种

子植物区系温带性质表现极其明显ꎬ同时亦反映

出该植物区系联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ꎮ
世界分布的属有 １３ 个ꎬ共计 ２５ 种ꎬ隶属于 １２

科ꎬ占该区总属数的 １６.８８％ꎬ以草本植物为主ꎬ如
苔草属( Ｃａｒｅｘꎬ３ 种)、藜属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ꎬ２ 种)、
早熟禾属(Ｐｏａꎬ１ 种)、灯心草属( Ｊｕｎｃｕｓꎬ１ 种)、水
麦冬 属 (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ꎬ １ 种)、 猪 毛 菜 属 ( Ｓａｌｓｏｌａꎬ １
种)等ꎮ

热带分布的 ６ 种类型(２ ~ ７ 类型)在佩枯错只

有第 ２ 种类型ꎬ即泛热带分布ꎬ共有 ３ 个属ꎬ共计 ３
种ꎬ隶属于 ３ 个科ꎬ占该区总属数的 ３.９０％ꎬ如凤仙

花属 (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ꎬ １ 种)、狼尾草属 (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ꎬ １
种)、麻黄属(Ｅｐｈｅｄｒａꎬ１ 种)ꎮ 本研究区的热带属

成分比例很小ꎬ可以看出热带分布属在佩枯错种

子植物区系中处于从属地位ꎬ从仅有的 ３ 个属的

分布范围来看ꎬ分布范围都从热带地区延伸到温

带区域ꎬ说明本区系虽然与热带植物区系有联系ꎬ
但联系程度已经很小ꎮ 在本研究区低温、多风、高
辐射的生态环境条件下ꎬ虽有部分热带性质的植

物分布于此ꎬ但很难有更多种热带性质的植物在

此分布ꎮ
温带分布的 ７ 种类型(８ ~ １４ 类型)在佩枯错

有 ６ 种类型ꎬ共 ６０ 个属ꎬ计 ８７ 种ꎬ隶属于 ２５ 个科ꎬ
占该区总属数的 ７７.９２％ꎮ 在佩枯错种子植物区

系中占主要优势ꎬ是该区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组

成部分ꎮ 其中:(１)北温带分布和旧世界分布是温

带分布的主要类型ꎬ前者在该研究区有 ３４ 个属ꎬ
含 ５４ 种ꎬ分别占该区总属数和种数的 ４４.１６％和

４６. ９６％ꎬ 如 报 春 花 属 ( Ｐｒｉｍｕｌａꎬ ２ 种)、 棘 豆 属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ꎬ２ 种)、针茅属(Ｓｔｉｐａꎬ２ 种)等ꎻ后者有 ９
个属ꎬ 含 １２ 种ꎬ 分 别 占 该 区 总 属 数 和 种 数 的

１１.６９％和 １０. ４３％ꎬ 如 青 兰 属 (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ꎬ ２
种)、香 薷 属 (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ꎬ ２ 种)、 芨 芨 草 属 ( Ａｃｈ￣
ｎａｔｈｅｒｕｍꎬ１ 种) 等ꎮ ( ２) 东亚及其变型共有 ８ 个

属ꎬ含 ９ 种ꎬ占该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１２.５０％ꎬ东亚

分布区是被子植物早期分化的一个关键区域(路

安民ꎬ１９９９)ꎬ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喜马拉雅成

分ꎬ共有 ５ 个属ꎬ含 ５ 种ꎬ占东亚类型总属数和总

种 数 的 ６２. ５０％ 和 ５５. ５６％ꎬ 如 川 木 香 属

(Ｄｏｌｏｍｉａｅａꎬ１ 种)、肉果草属( Ｌａｎｃｅａꎬ１ 种)、微孔

草属 (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ꎬ １ 种 )、 独 一 味 属 ( Ｌａｍｉｏｐｈｌｏｍｉｓ
ｋｕｄｏꎬ１ 种)、穗花韭属(Ｍｉｌｕｌａꎬ１ 种)ꎮ

我国特有属(１５ 类型)仅 １ 个ꎬ为小果滨藜属

(Ｍｉｃｒｏ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ꎮ 占该区非世界属数的 １.５６％ꎬ
可见在该植物区系中中国特有属极为缺乏ꎬ表现

出寒旱化与高山、高原特化综合而成的高寒植物

区系的年轻性ꎮ
２.４ 种的区系成分分析

种的区系成分能够体现某一地区的具体区系

特征ꎬ是研究植物区系分析的最基本单元ꎮ 根据

«西藏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ꎬ将佩枯错的 １１５
种植物划分为 ８ 个分布区类型ꎬ见表 ２ꎮ

该区世界广布种有 ２ 种ꎬ隶属于 ２ 科、２ 属ꎬ均
为草本植物ꎬ占该区总种数的 １. ７４％ꎬ为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杉叶藻(Ｈｉｐｐｕｒｉ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ꎮ
温带 分 布 类 型 共 有 ９４ 种ꎬ 占 总 种 数 的

８１.７４％ꎮ 其中北温带分布的有 １３ 种ꎬ草本植物是

主要组成ꎬ如珠芽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ｏｖｉｎａ)、蕨麻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等ꎮ 东

亚分布共有 ５６ 种ꎬ占该区总种数的 ４８.７０％ꎬ全部

为中国－喜马拉雅分布ꎬ多数为草本层的优势种或

建群种ꎬ如西藏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ꎬ图版Ⅱ:
Ｄ)、笔直黄耆 (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ｓｔｒｉｃｔｕｓ)、硬叶柳 ( Ｓａｌｉｘ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蓝翠雀花(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ｍ)、穗
花韭 (Ｍｉｌｕｌ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拉萨狗娃花 (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ｇｏｕｌｄｉｉꎬ图版Ⅰ:Ａ)等ꎬ表明佩枯错植物区系与东

亚联系较为紧密ꎮ
中国 特 有 分 布 共 有 １９ 种ꎬ 占 总 种 数 的

１６.５２％ꎬ种数仅次于东亚分布类型ꎬ均为草本植

物ꎬ如西藏白苞芹(Ｎｏｔｈｏｓｍｙｒｎｉｕｍ ｘｉｚａｎｇｅｎｓｅ)、圆
齿褶龙胆 (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ｏｔｒｕｎｃａｔａ)、丝颖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ｃｅａ)、西藏荨麻(Ｕｒｔｉｃ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青海

刺参(Ｍｏｒｉｎ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螃蟹甲(Ｐｈｌｏｍｉｓ ｙｏｕｎｇｈｕｓ￣
ｂａｎｄｉｉ Ｍｕｋｅｒｊ)、长花滇紫草(Ｏｎｏｓｍ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藏麻

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ꎬ图版Ⅱ:Ｃ)、藏白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ｉｉꎬ图版Ⅰ:Ｂ)、密叶翠雀花(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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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菊科植物　 Ａ. 拉萨狗娃花ꎻ Ｂ. 藏白蒿ꎻ Ｃ. 小球花蒿ꎮ 玄参科植物　 Ｄ. 鹬形马先蒿ꎻ Ｅ. 甘肃马先蒿ꎻ Ｆ. 管状长花马先蒿ꎮ
Ｎｏｔｅ: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ｇｏｕｌｄｉｉꎻ Ｂ.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ｉｉꎻ Ｃ. Ａ.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ａｎａ.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Ｄ.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ꎻ Ｅ. Ｐ.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ꎻ Ｆ. Ｐ.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图版 Ⅰ　 西藏佩枯错部分菊科和玄参科植物
ＰｌａｔｅⅠ　 Ｓｏｍｅ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ｉｋｕ Ｃｏ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ꎬ图版Ⅱ:Ｂ)等ꎮ

３　 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比较分析

植物区系能够反映植物的时空分布和在特定

环境中的发展演化过程ꎮ 由于植物区系能够为历

史环境变迁提供理论证据ꎬ反映现代自然地理条

件ꎬ因此可以将植物区系的地理分布作为比较不

同地区植物区系亲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李健

星等ꎬ２０１６)ꎮ 为了进一步认识佩枯错植物区系在

西藏自治区植物区系中的性质、地位ꎬ以及与相邻

地区植物区系之间的亲疏关系程度ꎬ分别选择邻

近的阿里西部地区(周家福等ꎬ２００７)、米拉山区

(罗建等ꎬ２００３)、拉萨河流域(罗建等ꎬ２０１２) ３ 个

地区进行比较ꎮ
３.１ 属分布区类型比较

按照吴征镒属的 １５ 种分布类型划分方法ꎬ并
参照相关研究资料ꎬ对西藏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

与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米拉山区、拉萨河流域三个

地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３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西藏佩枯错植物区系属数的Ｒ / Ｔ值

(０.０５０)高于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的植物区系属数

的Ｒ / Ｔ值(０.０４９)ꎬ而低于米拉山区植物区系属数

的 Ｒ / Ｔ 值(０.１５０)和拉萨河流域植物区系属数的

Ｒ / Ｔ 值(０.１４６)ꎬ表明研究区植物区系属的温带性

质低于阿里西部地区ꎬ但明显高于米拉山区和拉

萨河流域ꎮ
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的温带性质是最强的ꎬ其

位于佩枯错的西北部ꎬ热带性质的属分布极少ꎬ因
而温带性质最为显著ꎻ米拉山区地形复杂ꎬ山地小

气候类型多样ꎬ自然条件较为特殊ꎬ造就了有特色

的各类植物的分布和生长ꎬ穿越了山地温带、亚高

山寒温带和高山寒带三个气候区ꎬ热带性质的属

较多于佩枯错和阿里地区西部ꎻ拉萨河流域地处

西藏中南部ꎬ有着特殊的水热环境ꎬ以温带高原季

风半干旱河谷以及寒冷半湿润高原气候为主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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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小叶棘豆ꎻ Ｂ. 密叶翠雀花ꎻ Ｃ. 藏麻黄ꎻ Ｄ. 西藏铁线莲ꎻ Ｅ. 藏蒲公英ꎻ
Ｆ. 披针叶野决明ꎻ Ｇ.西藏鼠耳芥ꎻ Ｈ. 锥花黄堇ꎻ Ｉ. 吉隆蝇子草ꎮ

Ｎｏｔｅ: Ａ.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ꎻ Ｂ.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ꎻ Ｃ.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ꎻ Ｄ.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ꎻ Ｅ.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ｍꎻ
Ｆ.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ꎻ Ｇ.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ꎻ Ｈ.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ꎻ Ｉ. Ｓｉｌｅｎｅ ｇｙｉｒ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图版 Ⅱ　 西藏佩枯错部分种子植物
ＰｌａｔｅⅡ　 Ｓｏｍｅ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ｉｋｕ Ｃｏ ｉｎ Ｔｉｂｅｔ

带性质的属少于米拉山区ꎬ因此热带性质低于米

拉山区ꎮ
３.２ 佩枯错和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

关系

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与米拉山区、拉萨河流

域、阿里西部地区植物区系均有密切的关系ꎬ但是

与后者的关系最为密切ꎮ 两者之间的距离最短ꎬ
因此两者之间的科、属、种在各个不同分类等级上

具有较强的共有性ꎮ 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中的科

几乎都在阿里西部地区有分布ꎬ但其中的紫堇科

(Ｆｕｍａｒｉａｃｅａｅ)、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牻牛儿苗科(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角茴

香科(Ｈｙｐｅｃｏａｃｅａｅ)等在阿里西部常见的一些科均

不见于佩枯错ꎮ
两地种子植物区系的属有较强的共有性ꎬ如

蒿属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肉果草属 ( Ｌａｎｃｅａ)、委陵菜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芨芨草属(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蓼属(Ｐｏｌｙｇ￣
ｏｎｕｍ)、针茅属( Ｓｔｉｐ)、苔草属(Ｃａｒｅｘ)、锦鸡儿属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等ꎬ其大多属都属于温带性质的分

布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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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佩枯错与邻近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ｉｋｕ Ｃｏ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属分布区类型 Ａ 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热带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温带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 / Ｔ

佩枯错 Ｐｅｉｋｕ Ｃｏ １ １３ ３ ６０ ０.０５０

阿里西部地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ｇａｒｉ ０ ３１ ６ １２２ ０.０４９

米拉山区 Ｍｉ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７ ４４ ３３ ２２０ ０.１５０

拉萨河流域 Ｌｈａｓａ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７ ４９ ３１ ２１３ ０.１４６

４　 结论

通过对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调查及其科、属
进行分布区类型统计ꎬ得出佩枯错种子植物区系

如下特点ꎮ
４.１ 植物种类较贫乏

佩枯错共有种子植物 ３１ 科、７７ 属、１１５ 种ꎬ其
中裸子植物 ２ 科、２ 属、２ 种ꎬ被子植物 ２９ 科、７５
属、１１３ 种ꎮ 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有 ２３ 科、５８
属、９１ 种ꎬ其次是单子叶植物 ６ 科、１７ 属、２２ 种ꎬ从
研究区种子植物区系与西藏植物区系比较ꎬ本研

究区种子植物的科、属、种分别占西藏种子植物的

１８.９０％、６.７３％、２.１７％ꎮ
４.２ 优势科明显ꎬ单种科占绝对优势

所有科中有 ５ 个科至少含有 ７ 种种子植物ꎬ占
该研究区总种数的 ３９. １３％ꎬ是该区系的主要组

分ꎬ在生态系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同时科

数中有 １１ 科仅含 １ 种植物ꎬ占该区植物总科数的

９.５７％ꎬ该类科占一定优势ꎮ
４.３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较复杂

研究区内 ３１ 个科的地理成分可划分为 ３ 个分

布区类型ꎬ７７ 个属的地理成分可划分为 １０ 个分布

区类型ꎬ温带分布科和温带分布属是该区植物区

系的主体ꎬ反映出区系明显的温带性质ꎮ 虽然热

带性质的成分很少ꎬ甚至是唯一的代表种来体现

的ꎬ亦表明该区系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

与热带相联系的历史渊源ꎮ

４.４ 科属的特有现象不明显

没有中国特有科分布ꎬ仅有 １ 个中国特有属分

布ꎬ为小果滨藜属(Ｍｉｃｒｏ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小果滨藜(Ｍｉ￣
ｃｒｏ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ꎮ 有 １９ 个中国特有种ꎬ说
明佩枯错植物区系的特有化程度极低ꎬ表现出寒

旱化与高山、高原综合作用所造成的高寒植物区

系的年轻性ꎮ
致谢　 参加外业调查的有张新军、潘朝晖老

师、陈锋师兄ꎻ帮助进行标本鉴定的郑维列、罗建

老师ꎻ植 物 名 录 订 正 的 汪 书 丽 老 师ꎬ在 此 一 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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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西藏佩枯错种子植物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ｌｅ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ｅｉｋｕ Ｃｏ ｉｎ Ｔｉｂｅｔ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名
Ｇｅｎｕｓ ｎａｍ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标本号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ｏ.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黄精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穗花韭属 Ｍｉｌｕｌａ

粗根韭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３４

青甘韭 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ｎ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１

卷叶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４

穗花韭 Ｍｉｌｕｌ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Ｐｒａｉｎ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５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刺柏属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高山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４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点地梅属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报春花属 Ｐｒｉｍｕｌａ

海乳草属 Ｇｌａｕｘ

垫状点地梅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ｔａｐｅｔｅ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４

钟花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０

西藏报春 Ｐ.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７

海乳草 Ｇｌａｕｘ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１１－１ａ

川续断科 Ｄｉｐｓａｃａｃｅａｅ 刺续断属 Ｍｏｒｉｎａ 青海刺参 Ｍｏｒｉｎａ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４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独一味属 Ｌａｍｉｏｐｈｌｏｍｉｓ

青兰属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荆芥属 Ｎｅｐｅｔａ

香薷属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糙苏属 Ｐｈｌｏｍｉｓ

独一味 Ｌａｍｉｏｐｈｌｏｍｉｓ ｒｏｔａ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２

白花枝子花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１

甘青青兰 Ｄ.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２

蓝花荆芥 Ｎｅｐｅｔａ ｃｏ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６

毛穗香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ｅｒｉ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３６

密花香薷 Ｅ. ｄｅｎｓ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２

螃蟹甲 Ｐｈｌｏｍｉｓ 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８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狼毒属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狼毒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１０

灯心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灯心草属 Ｊｕｎｃｕｓ 喜马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５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锦鸡儿属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棘豆属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黄耆属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野决明属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变色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６

小叶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７

毛瓣棘豆 Ｏ. ｓｅｒｉｃｏｐｅｔａｌ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１

蒺藜叶黄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６

藏新黄耆 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７

毛柱黄耆 Ａ. ｈｅｙｄｅ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３２

笔直黄耆 Ａ. ｓｔｒｉｃｔｕ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８

披针叶野决明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０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凤仙花属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槽茎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ｓｕｌｃａ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６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固沙草属 Ｏｒｉｎｕｓ

芨芨草属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披碱草属 Ｅｌｙｍｕｓ

针茅属 Ｓｔｉｐａ

早熟禾属 Ｐｏａ

羊茅属 Ｆｅｓｔｕｃａ

狼尾草属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鹅观草属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落芒草属 Ｏｒｙｚｏｐｓｉｓ

固沙草 Ｏｒｉｎｕｓ ｔｈｏｒｏｌｄ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５

芨芨草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９

麦薲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７

紫花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８

丝颖针茅 Ｓ. ｃａｐｉｌｌａｃｅ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５

西藏早熟禾 Ｐｏ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４

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ｏｖｉｎ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６

白草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８

光花芒颖鹅观草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ａｒｉｓｔｉｇｌｕｍ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６

落芒草 Ｏｒｙｚｏｐｓｉｓ ｍｕｎｒｏ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２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红景天属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异鳞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ｓｍｉｔｈ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０

异齿红景天 Ｒ.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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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名
Ｇｅｎｕｓ ｎａｍ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标本号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ｏ.

菊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狗娃花属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川木香属 Ｄｏｌｏｍｉａｅａ

刺头菊属 Ｃｏｕｓｉｎｉａ

牛膝菊属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黄鹌菜属 Ｙｏｕｎｇｉａ

蒲公英属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细裂叶莲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６
臭蒿 Ａ. ｈｅｄｉｎ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９

牡蒿 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３

小球花蒿 Ａ.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ａｎ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２

藏白蒿 Ａ. 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３５

藏沙蒿 Ａ. ｗｅｌｌｂｙ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９

拉萨狗娃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ｇｏｕｌｄ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１

美叶川木香 Ｄｏｌｏｍｉａｅａ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７

毛苞刺头菊 Ｃｏｕｓｉｎｉ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５

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８

无茎黄鹌菜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ｒｉｘ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９

细梗黄鹌菜 Ｙ.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９

藏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３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猪毛菜属 Ｓａｌｓｏｌａ

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驼绒藜属 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小果滨藜属 Ｍｉｃｒｏ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

单翅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７

灰绿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４

菊叶香藜 Ｃ.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３

驼绒藜 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ｌａｔｅｎ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９

小果滨藜 Ｍｉｃｒｏ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０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细叶西伯利亚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５

叉枝蓼 Ｐ. ｔｏｒｔｕｏｓ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４

珠芽蓼 Ｐ. 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８

圆穗蓼 Ｐ.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６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柳叶菜属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沼生柳叶菜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ｐａｌｕｓｔｒｅ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３９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假龙胆属 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

龙胆属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肋柱花属 Ｌｏ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ｕｍ

黑边假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 ａｚｕｒｅ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０

蓝白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ｌｅｕｃｏｍｅｌａｅｎ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１１－１ｂ

圆齿褶龙胆 Ｇ.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ｏｔｒｕｎｃａ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９

麻花艽 Ｇ. 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３０

粗壮秦艽 Ｇ.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２

铺散肋柱花 Ｌｏ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ｕｍ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１

麻黄科 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 麻黄属 Ｅｐｈｅｄｒａ 藏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６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翠雀属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碱毛茛属 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唐松草属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蓝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０

密叶翠雀花 Ｄ.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５

三裂碱毛茛 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１１－１ｃ

西藏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２

芸香叶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ｒｕ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绣线菊属 Ｓｐｉｒａｅａ

委陵菜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拱枝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ａｒｃｕａｔ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５７

蕨麻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０１１－２

小叶金露梅 Ｐ.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７

多裂委陵菜 Ｐ.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４

二裂委陵菜 Ｐ. ｂｉｆｕｒ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３１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白苞芹属 Ｎｏｔｈｏｓｍｙｒｎｉｕｍ 西藏白苞芹 Ｎｏｔｈｏｓｍｙｒｎｉｕｍ ｘｉｚａｎｇｅｎｓｅ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８

柴胡属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窄竹叶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３３

前胡属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矮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ｎａｎ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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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名
Ｇｅｎｕｓ ｎａｍ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标本号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ｏ.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嵩草属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青藏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５
沙生薹草 Ｃ. ｐｒａｅｃｌａｒ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８

窄果苔草 Ｃ.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ｒｕｃｔｕ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４

长轴嵩草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ｃｈｉｎ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７

大花嵩草 Ｋ.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６

杉叶藻科 Ｈｉｐｐｕ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杉叶藻属 Ｈｉｐｐｕｒｉｓ 杉叶藻 Ｈｉｐｐｕｒｉ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１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大蒜芥属 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ｕｍ

高原芥属 Ｃｈｒｉｓｔｏｌｅａ

山萮菜属 Ｅｕｔｒｅｍａ

独行菜属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鼠耳芥属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异蕊芥属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垂果大蒜芥 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ｍａｌｌ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０

高原芥 Ｃｈｒｉｓｔｏｌ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１

线果高原芥 Ｃ. ｐａｒｋｅｒ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９０

三角叶山萮菜 Ｅｕｔｒｅｍａ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５９

头花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１９

西藏鼠耳芥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０８

腺异蕊芥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５０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蝇子草属 Ｓｉｌｅｎｅ 吉隆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 ｇｙｉｒ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９－１

云南蝇子草 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９－２

水麦冬科 Ｊｕｎｃ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水麦冬属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海韭菜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８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小米草属 Ｅｕｐｈｒａｓｉａ

马先蒿属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肉果草属 Ｌａｎｃｅａ

大花小米草 Ｅｕｐｈｒａｓｉａ 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３８

甘肃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１

鹬形马先蒿 Ｐ. ｓｃｏｌｏｐａｘ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２

管状长花马先蒿 Ｐ.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４２

肉果草 Ｌａｎｃｅ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３７

荨麻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荨麻属 Ｕｒｔｉｃａ 高原荨麻 Ｕｒｔｉｃａ 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８３

西藏荨麻 Ｕ.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３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柳属 Ｓａｌｉｘ 硬叶柳 Ｓａｌｉｘ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１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紫堇属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锥花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６３

皱波黄堇 Ｃ. ｃｒｉｓｐａ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２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鸢尾属 Ｉｒｉｓ 天山鸢尾 Ｉｒｉｓ ｌｏｃｚｙ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７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毛果草属 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ｙｕｍ

滇紫草属 Ｏｎｏｓｍａ

微孔草属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

毛果草 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ｙｕｍ 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０７３

小花毛果草 Ｌ. ｍｕｎｒｏ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５

长花滇紫草 Ｏｎｏｓｍ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０２３

团花滇紫草 Ｏ.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ｍ ２０１７０８２６１０４

微孔草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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