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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雪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 

李宏伟，赵元藩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 650051) 

摘 要：通过多次对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标本鉴定并查阅有关文献，运用吴征镒 

植物地理学的原理与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保护区植物区系，用计算机数据库程序建立 1个有 1 674种植物地 

理成分数据库，植物区系统计分析均在数据库中进行。经统计保护区有种子植物135科，565属，1 674种。经 

分析，保护区植物区系是温带山地性质，并兼有丰富的亚热带成分；区系成分新老兼备，分化复杂，以年轻成分 

为主；替代现象明显、特有现象显著；与北温带联系紧密，高山花卉和现代松柏类植物多样化中心；是中国低纬 

度高海拔地区植物资源保存比较完整而原始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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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diversity of Baimaxue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LI Hong-W ei。ZHAO Yuan-Fan 

(Yunnan Institute of Forestry Inventory and Planning，Kunming 65005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multiple on-th~spot investigations in the field and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relevant 

d~uments consultation。the flora of Baimaxueshan Nature R~erve w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y using the theory& 

appr0ach of Wu Zhengyi plant geography；and a database with 1 674 plant geographic elements，in which flora statis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was set up by computer database progr a~ Thee are 135 families，565 genera and 1 674 spe— 

des of seed plants in the reserve by statistics．The flora was ana l~ed as both temperate mountain characteristics and 

abundant sub-tropical elements．The flor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 th old and new elements，complicated differen— 

tiation，young  elements mainly，obvious substitution and endemism phenomena．It is the center of alpine flowers and  

current diversified pine and cypress plants．Moreover，it is the primitive region，in which plant resources of low lati— 

tude and high elevation preserved integrated． 

Key words：Ba imaxueshan~nationa l nature reserve；diversity of seed plant 

白马雪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腹 

地，山高谷深，山川相间，植物区系绚丽多彩，长期以 

来受到中外植物学界的极大关注。从 2O世纪初至 

50年代，先后有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 George 

Forrest、英国军官出身的 F．Kingdon Ward、奥地利 

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H．Handel-Mazzetti、美 

国的J．F．Rock以及中国的植物学家王启无、俞德 

浚和冯国楣等先生多次到德钦(旧称阿墩子)白马雪 

山进行考察，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新 

种。尤其是 1939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卢山森林植物 

园设工作站于丽江，从事滇西北植物的调查，对保护 

区植物作了较详尽的采集。8O年代以来，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科考队和迪庆州科委高原生物所等单位 

的科技工作者，又对 白马雪山保护区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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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明教授组织的梅里雪山植物资源考察队，于 

1993年和 1994年间4次到本区进行较深入的考察。 

1995年 7月，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考察团植被 

资源考察组，共采集植物标本 507号 4l1种，摄制了 

102张植物群落及珍稀、观赏和药用植物的照片。 

研究地理范围与方法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 

过渡的横断山脉中部，地理座标介于 98。57 ～99。 

25 E，27。24 ～28。36 N 之间。保护 区总面积 281 

640 hm2，仅次于高黎贡山和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区， 

为云南省自然保护区面积第三位，是以保护滇金丝 

猴为主的珍稀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区。被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列为全球 24个重点生物地理 

区之一。 

集中考察有：1993年的维西萨马阁林区、1995 

年的德钦范围内的考察与 2000年为编制自然保护 

区总体规划的补充调查，加之广泛搜集了自然保护 

区建立之前的零星科学考察资料，进行核对与验证。 

此项研究采用了长时间、多学科、多手段、广采 

集的方法进行。实施植物标本的采集、鉴定、编制自 

然保护区高等植物名录，运用吴征镒植物地理学的 

原理与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保护区植物区系，进行 

区系分析，确定植物地理成分。 

2 自然概况 

保护区内的山地属横断山脉东部云岭的一部 

分，由白马雪山主山脊东西两侧和南部、格里雪山东 

北部组成。平均海拔均在 4 000 m 以上 ，白马雪 山 

的主峰扎拉雀尼海拔 5 429 m，北段人子雪山主峰 

也在 5 000 m以上，这些雪山山巅终年积雪。山地 

两侧分别被澜沧江与长江上游金沙江河谷所包围， 

河谷底部切割很深，谷底海拔 2 000 m左右。从 白 

马雪山山巅到金沙江谷底高差近 3 500 m，属深切 

峡谷类型(图 1)。 

保护区属高原(寒温带)山地季风气候，主要受 

西南季风的控制，北部山地受青藏高原气团的影响。 

据气象部门的资料，以德钦县城为界，以北属西藏高 

原气候型，年均降水量约 600 mm 以南部分的霞若 

较温湿，年均降水量在 850 mm以上；维西塔城柯那 

较湿润，年均降水量 1 200 1 500 mm 金沙江坡面 

图 1 研究区示意 图 

Fig．1 The simply location map of research sites 

的奔子栏、申达又属干旱河谷气候型，年降水量 400 

mm左右。保护区约 5～1O月间，日照少，云量多， 

降水集中，形成湿季；l1月至翌年 4月，天气晴朗， 

日照充足，风速较大，降水少，湿度小，气温差较大， 

是为干季，形成千湿季分明。每年 1O月下旬山上部 

初雪开始，l1月以后大雪封山，德钦至奔子栏公路 

交通中断时间长达 4、5个月之久 。 

3 区系分析 

3．1区系构成 

经统计，白马雪山保护区有种子植物 135科 

565属 1 674种，占横断山区种子植物科总数的 

8O ，属总数的 42．5 ，种总数的21．2 。 

3．1．1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型统计 保护区世界分布 

型科有 26科。热带分布型科有 63科，占保护区种 

子植物科总数的 54．8 9，6(不包括世界分布科，下 

同)；温带分布型科有 5O科，占科总数的 43．5％；中 

国特有科有 2科，占科总数的 1．7 。在热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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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科中，泛热带分布型科有 53科(占46．1 )占首 

位，其次是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型科有 4 

科(占 3．5 )；旧世界热带分布型科有 3科 (占 

2．6 )；热带亚洲分布型科有 2科(占 1．7 )；热带 

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科有 1科(占0．9 )。在 

温带分布型科中，主要是温带分布型科有 34科(占 

29．6 )；其次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型科有 7科(占 

6．1 )；东亚分布型科有 6科(占5．2 )；旧世界温 

带分布型科有 2科(占 1．7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 

亚分布型科有 1科(占0．9 )。 

3．1．2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型统计 根据 吴征镒《中 

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保护区世界分布型属 

有 46属。热带分布型属有 162属，占保护区种子植 

物属总数的 3O．3 (不包括世界分布属，下同)；温 

带分布型属有 353属，占属总数的 66．1 ；中国特 

有属有 19属，占属总数的 3．6 。温带分布型属 

中，北温带分布型属有 162属(占3O．3 )占首位， 

其次是东亚分布型属有 79属(占 14．8 )；东亚和 

北美间断分布型属有 46属(占8．6 )；旧大陆温带 

分布型属有 46属(占8．6 )；温带亚洲分布型属有 

12属(占2．3 )；中亚分布型有 5属(占0．9 )；地 

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型属有 3属(占0．6 )。热 

带分布型属中，主要是泛热带分布型属有 69属(占 

12．9 )；其次是热带亚洲(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型 

属有 24属(占4．5 )；旧大陆热带分布型属有 22 

属(占4．1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型属有 21 

属(占 3．9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属有 

16属(占3．0 )；热带美洲及热带亚洲间断分布型 

表 I 白马雪山保护区种子植物科(5种以上)的大小顺序 

Table 1 Family size order of seed plants in Baimaxueshan Nature Reserve 

注：(属数 ：种数)。 Note；With the number of genus and species in parentheses． 

属有 1O属(占 1．9 9，6)。 

3．1．3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统计 根据统计分析得 

出，保护区中国特有植物共有 883种，占保护区种子 

植物总数的 51．8 。其中：(1)白马雪山特有植物 

11种(占 1．3 )，如：白马山虎耳草、白马山黄芪、无 

毛白马山黄芪、白马山粗子芹、白马小檗、迪庆乌头、 

疏叶乌头、云岭乌头、奔子栏乌头、白马山荛花等； 

(2)滇西北特有 125种(占14．2 )，如：云南榧树、 

同色小蘖、侏儒花楸、钻叶火绒草、暗紫橐吾、密花橐 

吾、弯苞橐吾、缘毛杨、德钦杨、美丽小蘖、同色小蘖、 

道孚小檗、茨开乌头、草黄乌头、显柱乌头、钟花龙 

胆、流苏龙胆、绵头雪莲花、紫白凤毛菊等；(3)横断 

山区特有 425种(占48．1 )，如：苍山冷杉、云南黄 

果冷杉、中甸冷杉、JIJ滇冷杉、长苞冷杉、急尖长苞冷 

杉、大果红杉、垂枝香柏、油麦吊云杉、丽江云杉、林 

芝云杉、JIJ滇杜鹃、棕背川滇杜鹃、毛嘴杜鹃、紫玉盘 

杜鹃、亮叶杜鹃、黄杯杜鹃、永宁杜鹃、重齿凤毛菊、 

长叶雪莲、美龙胆、露萼龙胆、丝株龙胆、阿墩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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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康定五加、毛独花报春、紫花报春、橙黄灯台报 

春、山丽报春、毛蕊草报春、大苞报春、冰川报春、脉 

花党参、丽江黄钟花、束花蓝钟花、黄紫大萼蓝钟花、 

金黄马先蒿、腋花马先蒿、俯垂马先蒿、惠兰等；(4) 

中国特有 322种(占 36．4 )，如：山玉兰、三尖杉、 

刺柏、云南松、华山松、高原唐松草、大木通、总状绿 

绒蒿、全缘叶绿绒蒿、云南双盾木、五加、独叶草、三 

尖杉、轮叶绿绒蒿、西南鸢尾、金脉鸢尾、长葶鸢尾、矮 

紫苞鸢尾、鸢尾象南星、象头花、花南星、山珠半夏等。 

3．2区系特点分析 

3．2．1温带山地性质 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 

缘，与其邻接的藏东南及川西同属泛北极植物区中 

的横断山脉地区，温带、寒温带物种聚集，有许多寒 

温带种以此为分布的南界，有些种虽未到达最小纬 

度，但已到达其海拔的极限。 

(1)从科的分布型看：保护区较典型的温带科占 

29．6 ，如松科(6：16)、毛茛科(19：103)、紫堇科 

(2：24)、槭树科(1：19)、伞形花科(19：45)、杜鹃 

花科(8：92)、蓼科(5：33)、十字花科(14：38)、报 

春花科(4：4o)、龙胆科(6：4O)、柏科(4：8)、桦木 

科(2：5)、虎耳草科(7：41)等科少，属、种多。泛热 

带科占46．1 ，如樟科(4：5)、木通科(2：2)、防已 

科(1：2)、冬青科(1：12)、卫矛科(1：4)、壳斗科(2 

：14)、茜草科(6：8)、五加科(7：19)、茄科(7： 

13)、马鞭草科(5：6)等科多，属、种少。150种以上 

的大科有广布全球的菊科(49：153)；100～150种 

的科有温带分布的毛茛科(19：103)；40～100种的 

科有温带分布的杜鹃花科(8：92)、伞形花科(19： 

45)、虎耳草科(7：41)、龙胆科(6：4O)和报春花科 

(4：40)，有广布全球的蔷薇科(23：86)、禾本科(34 

：60)、玄参科(14：59)、唇形花科(25：59)和百合 

科(17：4O)，还有泛热带分布的兰科(29：56)和蝶 

形花科(2：51)，这 14个中、大科所含种数为 925 

种，占保护区种子植物总数的 54．3 ，超过保护区 

种子植物物种数一半以上。 

(2)从属 的 分布 型来看：北温 带分 布属 占 

30．3 ，是各分布区类型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类型。 

种类主要分布于亚高山和高山地带，是构成保护区 

高山植被和亚高山植被的优势成分。如冷杉属、云 

杉属、松属、落叶松属、柏木属、圆柏属、红豆杉属、乌 

头属、翠雀草属、小蘖属、绿绒蒿属、紫堇属、杜鹃花 

属、凤毛菊属、报春花属、栎属、槭属、马先蒿属、百合 

属等。其次是东亚分布属 占14．8 ，如侧柏属、猫 

儿屎属、波棱瓜属、四照花属、桃儿七属、垂头菊属、 

蓝种花属、珊瑚苣苔属、胡黄连属、垫紫草属、滇黄岑 

属等，从 河 谷 到 高 山 都 有 分 布。泛 热 带属 占 

12．9 ，如莲子草属、小石积属、羊蹄甲属、木蓝属、 

黄杨属、秋海棠属、马鞭草属等。从 15种以上的中、 

大属分布型来看，保护区有 11属，其中有 90．9 的 

属是北温带分布型属，如杜鹃花属(76种)、马先蒿 

属(39种)、报春花属(28种)、虎耳草属(26种)、乌 

头属(23种)、紫堇属(22种)、槭属(19种)、翠雀属 

(15种)等。仅有 1属即龙胆属(25种)为泛热带属。 

因此从科、属分布型和大、中科属分布型来看， 

保护区植物区系是温带山地性质，并兼有丰富的亚 

热带成分。 

3．2．2生物地理联系广 从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型来看： 

(1)北温带分布型占 30．3 ，它们是保护区暖 

温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寒温性针叶林以及高山 

亚高山草甸，最为重要的组成成分，欧亚高山植物属 

种几乎应有尽有。与欧洲、亚洲和北美洲温带地区 

的属种联系紧密，同起源于古北大陆，并和南温带有 
一 定联系。 

(2)东亚分布型属占 14．8 ，它们多数是中国 
一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典型属，大多是森林植 

物。包括 5个东亚单属特有科：星叶草科、领春木 

科、猕猴桃科、旌节花科和青荚叶科，同起源于第三 

纪古热带 。 

(3)泛热带分布型属占 12．9 ，多分布于河谷 

地带，是本区河谷灌丛的主要组成成分。与东、西两 

半球热带成分有联系，有 1个或数个分布中心，有不 

少属种广布于热带、亚热带甚至到温带，主要起源古 

南大陆。 

(4)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型属占8．6 ，一般 

分布在海拔 3 500 m以下的山地，多为温凉性针叶 

林的成分。古老残遗植物和寡型属多。寡型属中常 

有东亚、北美各有一种的对应现象，甚至有单型属间 

断分布于远隔重洋的东亚和北美洲，这说明东亚和 

北美洲在地史上的密切联系。 

(5)旧大陆温带分布型属占8．6 ，多分布在保 

护区海拔 4 000 m以下的亚高山和中山地带。如瑞 

香属、火棘属、水柏枝属、牛蒡属、益母草属、沙参属、 

香薷属、重楼属、萱草属、川续断属和糙苏属，多林下 

草本和灌木。与欧洲、亚洲高纬度温带和寒温带的 

属有联系，个别属延伸到北非及亚非热带山地。 

(6)与其他大洲的联系，热带亚洲(印度一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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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占4．5 )，旧大陆热带(占4．1 )，热带亚洲至 

非洲(占3．9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占3．0 )，温 

带亚洲(占2．3 )，热带美洲至热带亚洲(占1．9 ) 

有较少联系。与中亚(占 0．9 )，地中海区西亚至 

中亚(占0．6 )联系甚微。这可能是保护区从第三 

纪以来，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古地中海(特提斯海) 

的大幅退却，从而与干燥的地中海、西亚和中亚逐渐 

缺少联系。但与此同时，保护区由于低纬度和复杂 

的山形，受第四纪冰川影响小，从而保存了大量的古 

老植物，冰川之后，它便成为北半球温带和寒温带地 

区植物发生的重要产地，因此它与北温带联系紧密。 

3．2．3高山花卉和现代松柏类植物多样化中心 保 

护区有黄杯杜鹃、夺 目杜鹃、团花杜鹃等杜鹃花 76 

种；管花马先蒿、华丽马先蒿等马先蒿 39种；流苏龙 

胆、大花龙胆等龙胆花25种；大萼蓝钟花、裂叶蓝钟 

花等蓝钟花 8种；碟花百合、紫花百合等百合花 1O 

种；丽花粉报春、春花报春等报春花 28种；暗绿紫 

堇、美丽紫堇等紫堇花22种f柴胡叶垂头菊、钟花垂 

头菊等垂头菊 14种；绿钟党参、西藏党参等党参 7 

种；多刺绿绒蒿、总状绿绒蒿等绿绒蒿 8种；世界著 

名的高山花卉在这里得到充分发展并分化。 

第四纪数度往复的大冰期过后，地球上起源古 

老的裸子植物分布区更加缩小。松科是现代松柏类 

中最大的一个科，广布于北温带至热带山地，全科有 

1O属 250种，云南有 7属 34种，保护区则占了6属 

l4种和两个变种，其中的长苞冷杉、川滇冷杉、中旬 

冷杉、油麦吊云杉、丽江云杉、大果红杉、云南铁杉、 

澜沧黄杉、高山松、云南松和华山松以及柏科的干香 

柏、侧柏、方枝柏、刺柏、高山柏和滇藏方枝柏等，都 

是起源古老而又在保护区植被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树 

种，是高山、亚高山森林植被的建群种、代表种和优 

势种 。 

3．2．4植物区系多样，特有现象显著 保护区地处 

横断山中部偏南，在地史上属于古北大陆(劳亚古 

陆)南缘 ，由于近南 北走 向的云岭 山脉 ，金沙江和澜 

沧江及其主要支流贯穿整个保护区，在漫长的岁月 

中，它促使北温带的高山植物区系成分沿山脊南下， 

而热带植物区系成分则顺江北上，南北物种在此汇 

集、融合、定居和繁衍，并在新的环境和气候中产生 

新差异、分化及适应。金沙江河谷，由于环境干热， 

不仅成了古热带植物的避难所，而且在漫长的地史 

变迁过程中又分化出了适于干热环境生存的特有种 

类，如小叶鹅绒藤、丽江山黄皮、小叶灰毛莸等；高山 

和亚高山带气候寒冷，使古老的北温带植物区系成 

分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形成了大量新特有属和特有 

种，如滇黄芩、德钦景天、金铁锁等。造成保护区植 

物物种以温带、寒带为主体，同时兼有亚热带、热带 

物种 。 

保护区东亚特有科分布有星叶草科、领春木科、 

猕猴桃科、旌节花科、青荚叶科、三尖杉科等 6科(占 

东亚特有科的 37．5 )，单型中国特有科分布有珙 

桐科和独叶草科 2科(占单型中国特有科的 5O． 

0 )，东亚特有科和单型中国特有科丰富。保护区 

有中国特有属 19属，除虎榛子属、双盾木属、珙桐属 

外，其余全为草本属。保护区不存在自身的裸子植 

物特有属。从 1O个原始科的特有属在这里分布情 

况看，仅分布有毛茛科的 3属(星果草属、铁破锣属 

和毛茛莲花属)和独叶草科的独叶草属。 

表 2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分布的中国特有属 (应俊生等 ，1994) 
Table 2 Chinese endemic genera distributed in Baimaxueshan Nature Reserve 

保护区有中国特有种子植物 883种(含变种)， 

分别属于 98个科、312个属，特有种多集中分布在 

温带分布的杜鹃花科(特有种 60)、毛茛科(特有种 

55)和广布型的菊科 (特有种 69)、唇形科(特有种 

44)中；其次，有 1O个以上特有种的属，多为温带分 

布的杜鹃花属(特有种 53)、马先蒿属(特有种 29)、 

报春花属(特有种 20)、乌头属(特有种 20)、紫堇属 

(特有种 18)、虎耳草属(特有种 16)、槭属(特有种 

13)、小蘖属(特有种 11)、囊吾属(特有种 11)、紫菀 

属(特有种 10)和泛热带分布的龙胆属(特有种22)、 

旧世界热带分布的香花茶菜属(特有种 1O种)，这 

12个属的特有种占整个保护区种子植物特有种的 

26．4 。在保护区分布的特有属种中以草本属种为 

主，尤其系统发育上较为进化的科如伞形科和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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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反映保护区植物区系较为年轻，植物区系分化 

程度强烈。 

3．2．5替代现象明显 ，区系成分古老 从奔子栏洪 

积扇缘线(海拔 1 950 m)到白马雪山主峰(海拔 5 

430 m)，相对高差 3 480 m。另外从霞若(海拔 2 

160 m)到白马雪山顶，相对高差也有 3 270 m。因 

此，本区 自然环境垂直分异十分明显 ，植物物种的垂 

直替代现象也很明显。如云南松主要分布在珠巴洛 

河流域的中下段海拔 2 300~2 900 m地带，这里位 

于 28。3O N，是云南省云南松天然分布的北缘。茨 

卡通以上随地势的增高，气温递减，2 900 m以上云 

南松逐渐被高山松替代。此外杜鹃花属的大白花杜 

鹃、亮叶杜鹃、山育杜鹃和紫玉盘杜鹃分布在保护区 

海拔 4 000 m以下的中山和亚高山地带，而在海拔4 

000 m以上的高山带则被金黄杜鹃、樱草杜鹃、海绵 

杜鹃等代替 。 

在珠巴洛河谷下部海拔 2 400 2 600 m 处，多 

分布长穗高山栎；帽斗栎、光叶高山栎则分布在海拔 

2 700~3 200 m地带，而黄背栎和川滇高山栎则主 

要分布在海拔 3 200~3 900 m的亚高山地带。 

表 3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分布的单型属 (1属 1种) 

Table 3 Monotypic genus(1 genus with 1 species)distributed in the Reserve 

表 4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分布的寡型属 (1属含 2～5种) 

Table 4 Oligotypic genus(1 genus with 2～ 5 species)distributed in the Reserve 

注：(保护区种数 ：中国种数 t世界种数)． 

Note：With the number of species in the Reserve，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respectively in parentheses． 

在系统发育上，第三纪以前就存在的较孤立、古 

老、原始位置的单型属和寡型属，保护区单型属有 

21属，如绵参属、松下兰属、桃儿七属、金铁锁属、舟 

瓣芹属、狼毒属、星叶草属等；寡型属(每属含 2～5 

种)有 44属，如腺梗草属、石椒草属、山荷叶属、甘松 

香属、肾叶山蓼属、扭连线属、滇黄芩属、虎榛子属 

等，单型属、寡型属丰富。现代分类系统认为，被子 

植物中最原始的类型是多心皮类或柔荑花序类。在 

保护区，多心皮类有木兰科(1：2)、五味子科(1：2) 

和毛茛科(19：103)等。柔荑花序类在保护区内更 

有大量的科、属、种，例如壳斗科(2：14)、桦木科(2 

：5)、榛科(2：6)、杨柳科(2：17)、榆科(2：3)和桑 

科(4：6)等，形态上原始的类型丰富。 

4 结论 

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中部，这里地势高峻、冰川 

作用强烈，山高谷深。植物区系成分新老兼备，以年 

轻成分为主，同华中至日本这一带古老中国一日本 

(下转第 99页 Continue on page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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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 2天开始出现一条新的酶带，第 10天时该酶带 

消失，推测该酶带与甘蔗的病毒抗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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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温带、寒温带物种丰富， 

欧亚高山植物属种几乎应有尽有；区系成分多样，分 

化激烈，地理联系广泛，替代现象明显；高山花卉和 

现代松柏类植物的多样化中心；东亚特有科和单型 

中国特有科丰富，多古老、原始的单型属和寡型属； 

滇西北不可多得的高山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保护 

区植物在植物进化舞台上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 

是研究植物地理不可多得的好场所 。 

由于整个山脉呈南北走向，故使其成为南北物 

种汇集、迁移和扩散的主要通道，许多物种在迁移的 

过程中，在此定居下来，并在新的环境中产生分化， 

形成许多特有种，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就有 883种， 

占保护区种子植物总数的 51．8 。富含横断山区 

特有种和中国特有种，同时滇西北特有种也较丰富， 

但保护区自身特有种少。所有的特有种在地理分布 

上都有局限性，如果这些物种在该地区丧失，则意味 

着该分类单元在整个地球上的消失。因此，白马雪 

山自然保护区的特有物种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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