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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

马莉贞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青海 西宁

"!''!8

$

摘要!通过文献和标本记录分析得到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种数!并尽可能得到它们在青海省的具体分布

地!结合
*9:;0/

的手段!进一步了解并核实这些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青海省各州"市#县$的分布情况%结果表

明!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全省各州"市$均有分布!物种丰富度最高的是玉树州!有
<#

种!占总物种数的

='>

&物种丰富度最低的是海西州!有
$8

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全省各县的分布差异很大!其中玉树县有
=<

种!而甘德县只有
=

种%本研究可为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地理分布&青海省

中图分类号!

?3&"@$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A'8$3

#

$'!$

$

!$A!"#$A!'

"!

!!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指分布地狭小%野外种群数

量不增加%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受到国家相关法律

保护的植物&一种植物的灭绝"会引起相关的
$'

多

种生物的灭绝'

!

(

&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
$''

种植

物灭绝'

$

(

"因此"研究生物多样性的丰度和空间地理

分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是可行的有效途

径&随着
;0/

技术和地理统计学的发展"许多学者

利用
;0/

技术结合保护生物学开展了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的地理分布信息及部分省#市$重点保护植物

的分布%数量和保护现状等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大量

成果'

#A!=

(

&这些研究为了解我国各地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的地理分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7!

自然环境概况
!

青海省地处我国青藏高原

东北部"全省平均海拔在
#'''

"

='''B

"西高东

低&青海省地貌复杂多样"地形差异显著&地貌上

分为东北部的祁连山山地%西北部的柴达木盆地%南

部的青南高原三区&青海的气候属典型的高原大陆

气候"季节分明"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太阳辐射强

烈%日照时数位居全国第二&青海还是长江%黄河%

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复杂的地形地貌%独特的

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青海省复杂而特殊

的植物资源&

!7"

研究内容和方法

!7"7!

数据来源和研究内容
!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主

要参考以下名录)

!3"<

年*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名录+#第一册$

'

!8

(

"

!333

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第一批$

'

!<

(和待公布的第二批"

$''&

年*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

'

!"

(

&参考*中国植物志+%

*青海植物志+#第一卷
%

第四卷$等植物志以及中国

植物物 种 信息数据库%中国数字植 物 标 本 馆

#

,4C

$%青海省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等数据库资料

进行比对"另外"在*

,0+1/

附录
#

"

$

"

%

+%*红色

名录+%*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第二批$中均把兰

科的全部植物列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从以上数据

来源总结出青海省共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8

种"

隶属于
$

门
#8

科
<<

属,裸子植物
#

科
8

属
!3

种"

被子植物
##

科
<!

属
!$<

种"无蕨类植物"其中兰科

植物有
&<

种"其他植物有
33

种&

!7"7"

研究方法
!

首先通过大量文献统计分析#从

$'

世纪
8'

年代至
$'!!

年$得到青海省珍稀濒危保

护植物的种类"并尽可能得到它们在青海省的具体

分布地"利用
*9:;0/

的手段"主要利用
;0/

中的

*9:DE

F

程序"结合现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青海

分布的资料"进一步确定这些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

青海省各州#市%县$的分布和数量等情况&

"

!

结果与分析

"7!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州#市级分布概况

!

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全省各州#市$均有

分布"除海西州外"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各州#市$的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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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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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州"市级分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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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对均衡#表
!

和图
!

$&物种丰富度在
8'

种

以上#含
8'

种$的有果洛州%西宁市%海东地区和玉

树州"其中玉树州占总种数的比例达到了
='>

"是

青海省珍稀濒危物种分布最为丰富的地区,物种丰

富度在
&'

"

=3

种的为海南州%黄南州%海北州"占总

种数的
##7=8>

"

#=78$>

,物种丰富度最低的为海

西州"只有
$8

种"占总种数的
!<7"'>

&从州#市$

的分布来看"其中玉树州和果洛州分布的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共有
!##

种"占总种数的
3!7!'>

,从地理

位置来看"玉树州和果洛州又是三江源地区的主干

地区&所以"三江源地区的确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

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3A$'

(

&

!!

青海省分布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有
&#

种为中

国特有植物#图
$

$"其中有
&

种为国家
#

级保护植

物&所有州#市$均有国家特有植物的分布"其中玉

树 州的分布较多"为
$=

种"占青海省所有国家特有

图
"

!

中国特有植物在各州"市的分布情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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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等级的保护植物在各州"市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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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县级分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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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

门源县
DIJ

K

LEJ

"

$7

海晏县
CEG

K

EJ

"

#7

大通县
MEN5J

O

"

&7

互助县
CLPQL

"

=7

湟源县
CLEJ

OK

LEJ

"

87

乐都县
.IRL

"

<7

平安县

(GJ

O

-

EJ

"

"7

湟中县
CLEJ

O

PQ5J

O

"

37

民和县
DGJQI

"

!'7

化隆县
CLE65J

O

"

!!7

贵德县
;LGRI

"

!$7

尖扎县
SGEJPQE

"

!#7

循化县
TLJA

QLE

"

!&7

贵南县
;LGJEJ

"

!=7

同仁县
+5J

O

9IJ

"

!87

泽库县
UIVL

"

!<7

同德县
+5J

O

RI

"

!"7

河南县
CIJEJ

&下同
+QIWEBIXI65Y

&

植物的
="7!&>

&其次为海东地区"

$#

种"西宁市为

$$

种&

根据
!333

年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第一

批%第二批$"青海省有
<

种
#

级保护植物"

"&

种
$

级保护植物"另有
==

种未列入#图
#

$&青海省
#

级

保护植物分布最多的为海东地区"分布有
#

级保护

植物
=

种"占青海省所有
#

级保护植物的
<!7&#>

&

"7"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县级分布概况
!

根

据资料的分析"将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县级

的丰富度分为
&

个等级#图
&

$&最高的为
&'

"

8'

种"分别为海东地区的循化县和互助县%海北州的门

源县%玉树州的囊谦县和玉树县%西宁市的大通县"

其中玉树县的物种数
=<

种"居青海省各县级的物种

数之首&物种丰富度第
$

位的为
$'

"

#3

种"分别为

共和县%杂多县%久治县%湟中县%河南县%称多县%班

玛县%祁连县%泽库县%民和县%兴海县%乐都县%同仁

县%玛沁县,物种丰富度第
#

位的为
"

"

!3

种"有天

峻县%海晏县%乌兰县%达日县%平安县%刚察县%尖扎

县%贵南县%治多县%贵德县%曲麻莱县%都兰县%玛多

县%湟源县%同德县,排在最后少于
"

种植物分布的

是甘德县和化隆县&

"7>

每个物种的分布地情况"县级$

!

青海省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青海省的分布地普遍偏少"有

<8

个物种在青海省的县级分布数量少于
=

个"占总

物种数的
=$7'=>

"其中分布地只有
!

个县的物种

数达
#'

种"占总物种数的
$'7==>

,分布地有
$

个

县的物种数达
$8

种"占总物种数的
!<7"!>

,另有

=

种保护植物无县级分布"分别为胡杨%肉苁蓉%裸

果木%香荚
!

和植物分布地不详的大果红景天&

"7?

青海省特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县级分

布
!

大通报春%荨麻叶报春%南山龙胆%久治绿绒

蒿%短柄鹅观草%青海以礼草%青海固沙草%华躈花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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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青海省特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县级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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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物'

$!A$$

(为青海省分布的
!&8

种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中的特有植物#图
=

$&其中久治绿绒蒿的分布

地仅为久治县"大通报春%荨麻叶报春和华躈花分布

在两个县"其余的
&

种植物在青海省的分布地相对

较广&

>

!

小结

青海省复杂的地形和地貌导致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的地理成分复杂独特,青海省的种子植物有
3'

科

='"

属
$$"=

种'

$#A$&

(

"其中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别占

总科数的
&'>

%总属数的
!=7!8>

和总种数的

87#3>

&中国特有植物种
&#

种"占青海省所有珍稀

濒危保护植物总种数的
$37&=>

"在青海省的各州

#市$均有分布,青海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全省各

州#市$均有分布&从州#市$级水平上看"除海西外"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各州#市$的分布相对均衡,从

县级水平上看"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各县的分布差

异非常大"玉树县分布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种类

是甘德县的
!!

倍&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兰州大学冯虎

元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和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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