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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高原区湿地植物区系特征及湿地

群落调查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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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西北高原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长江、黄河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区。本区湿地包括草本沼泽、灌木沼
泽、沼泽化草甸、河流、湖泊等多种类型，发挥着涵养水源、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净化水质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等重

要生态功能。基于在该区域调查积累的数据，本文整理出川西北高原区湿地维管植物共３４科８６属２５２种，湿地植
物群落有３个植被型组、７个植被型和４９个群系，区内湿地种子植物区系带有明显的温带性质，这些结果有助于川
西北高原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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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人 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具有涵养水源、调节径



流、净化水体、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

及环境教育等重要生态功能。沼泽湿地是四川省湿

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面积共计１１７５９万 ｈｍ２，占四
川省湿地总面积的６７２８％，集中分布于四川省西
北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

原区域，作为长江和黄河流域源头区域的重要湿地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四川省沼泽湿地包括

草本沼泽（面积３６５９４８ｈｍ２，占四川省沼泽湿地的
０３１％，下 同）、灌 丛 沼 泽 （１１９０６７６ ｈｍ２，
１０１３％）、森林沼泽（１７９４ｈｍ２，００２％）、沼泽化
草甸 （１０５３００８．１７ｈｍ２，８９５５％）、地 热 湿 地
（２２１９ｈｍ２，０００２％）５个湿地型［１～２］。川西北高

原区湿地是长江、黄河流域上游源头区生态屏障，在

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区内广泛

分布的沼泽化草甸、草本沼泽、灌木沼泽发挥着重要

生态功能。近年来我国学者利用遥感技术对该区湿

地退化及草地沙化进行监测［３～７］，通过选择典型样

地对该区退化、沙化草地群落的生物量、多样性及土

壤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８～１０］，但对这一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湿地植物区系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关于该

区的湿地植物种类和群落类型及特征仍需要大量系

统的研究工作。

２０１７年笔者对本区草本沼泽、灌木沼泽、沼泽
化草甸、河流和湖泊的湿地植物物种、湿地植物群落

及湿地动物进行了重点调查，并结合四川省第二次

湿地调查资料及若尔盖、新路海、卡莎湖、曼则塘、喀

哈尔乔、察青松多、长沙贡玛、亿比措、海子山、霍尔

章谷湿地、爱情海湿地、拉龙措湿地、无量河湿地等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的科考或调查资料，初步整理

出川西北高原区的主要湿地维管植物名录及湿地群

落类型及结构特征，以期为这一区域开展相关保护

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１　川西北高原区概况

本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总面积约 １２３万
ｋｍ２，约占四川省国土总面积的２５．３６％，主要包括
阿坝州的若尔盖县、红原县、阿坝县、壤塘县、松潘县

及甘孜州的石渠县、德格县、甘孜县、炉霍县、色达

县、白玉县、新龙县、道孚县、康定市、泸定县、雅江

县、理塘县、巴塘县和稻城县的高原区（图１），海拔
３０００ｍ以上，平均海拔约４０００ｍ，区内广泛分布我
国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湿地，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

要水源涵养区。

图１　川西北高原区位置及湿地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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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区海拔高、地势平坦，１１月至次年４月受西
伯利亚和蒙古冷空气控制，５月至１０月受西南季风
控制，气温低、日照强、昼夜温差大。本区最北端的

石渠县年均温 －１６℃，最冷的 １月平均气温 －
１２８℃，最热的 ７月平均气温 ８７℃，年均降水量
５９６ｍｍ；最南端的稻城县年均气温４１℃，１月平均
气温 －５９℃，７月平均气温１２１℃，年降水量６１８
ｍｍ；最东端的若尔盖县年平均气温０７℃，１月平均
气温－１０７℃，７月平均气温 １０７℃，年均降水量
６５６８ｍｍ；本区域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冰雹和大风。

２　调查方法

２．１　样线法和样方法
本文使用了２０１７年调查及近年积累的共２７条

调查样线、１１９个典型调查样方资料。样线调查法
是建立植物名录的经典方法，也是植物群落调查的

重要手段。在川西北高原区设置水平和垂直方向具

有代表性的典型调查样线，贯穿研究区的全部生境

类型、海拔梯度及主要湿地分布区，并在夏季（６月
～８月）集中开展调查以保证调查到所有生境中的
植物种类和植被类型。样方法是植被调查中最常使

用的方法，本研究灌木群落样方规格为５ｍ×５ｍ，草
本群落样方规格为１ｍ×１ｍ或２ｍ×２ｍ，样方的大
小和形状选择取决于所研究群落的性质及地形条

件；群落样方记录海拔、坡位、坡向、坡度，灌木层盖

度、树种、株（丛）数、平均高度，草本层盖度、平均高

度、干扰等指标，填写样方调查表。

２．２　湿地植物界定、鉴定及区系分析
湿地植物是指在生态上能适应或长期适应湿地

环境，能在湿地环境中自行繁殖的植物物种，繁殖方

式可以是种子繁殖或无性繁殖［１］。列入本调查区

的湿地植物包括：①只在湿地中出现的植物；②在同
一区域既能在湿地中又可在非湿地中生长的植物；

③在一些地区仅见湿地，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可同时
出现在湿地或非湿地中的植物。调查中能野外现场

鉴定的物种记录物种名称、生境、丰富度、海拔等信

息；若无法现场识别的则采集标本并编号，带回实验

室查阅《中国高等植物图鉴》［１１］、《中国植物志》［１２］

等专著鉴定或邀请植物分类专家鉴定。通过调查记

录的植物种类及区域历史调查资料编制湿地植物名

录，依据吴征镒《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１３］

对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２．３　湿地群落划分和描述
参照《中国湿地植被》［１４］、《中国湿地资源·四

川卷》［１］的湿地群落划分方法，并结合本研究积累

的调查资料，按植被型组 －植被型 －群系的３级分
类系统对川西北高原区湿地群落进行划分。通过整

理和分析调查样方表，对湿地群落的分布海拔、地理

范围、盖度、高度、优势种、主要伴生种等基本特征逐

一描述。

３　川西北高原区湿地植物区系特征

３．１　维管植物种类
依据调查统计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川西北高

原区湿地共有维管植物３４科８６属２５２种（含种以
下分类单元），其中蕨类植物两科两属７种，采用秦
仁昌分类系统，被子植物３２科８４属２４５种，采用恩
格勒分类系统（表１）。

表１　川西北高原区湿地维管植物数量统计及与四川、
中国湿地植物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ｃｈｅｏｐｈｙ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ｗｉｔｈ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类群
分类
阶元

川西北
高原区

四川［１］
占四川省
比例（％）中国

［１５］ 占中国
比例（％）

蕨类植物 科 ２ １５ １３．３３ ２７ ７．４１
属 ２ １７ １１．７６ ４２ ４．７６
种 ７ ２４ ２９．１７ ７０ １０．００

裸子植物 科 ０ １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属 ０ ２ ０．００ ９ ０．００
种 ０ ２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被子植物 科 ３２ ７８ ４１．０３ １３０ ２４．６２
属 ８４ ３３１ ２５．３８ ６２５ １３．４４
种 ２４５ ９４５ ２５．９３ １９１９ １２．７７

合计 科 ３４ ９４ ３６．１７ １６１ ２１．１２
属 ８６ ３５０ ２４．５７ ６７６ １２．７２
种 ２５２ ９７１ ２５．９５ ２００９ １２．５４

川西北高原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形和气

候共同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湿地植物以草本物种为

主，共 ２２６种，占该区湿地维管植物总数的
８９６８％。其他２６种为灌木，来自柳属（Ｓａｌｉｘ）、委
陵菜属（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鲜卑花属（Ｓｉｂｉｒａｅａ）、绣线菊属
（Ｓｐｉｒａｅａ）、沙棘属（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水柏枝属（Ｍｙｒｉｃａｒ
ｉａ）、柽柳属（Ｔａｍａｒｉｘ）和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本区湿地植物中无乔木物种。

本区湿地蕨类植物仅分布木贼属（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和水韭属（Ｉｓｏｅｔｅｓ）等７种，分别占四川省和全国湿

３７２期 唐明坤，等：川西北高原区湿地植物区系特征及湿地群落调查初报 　　



地植物种类的２９１７％和１０％。本区无湿地裸子植
物分布。湿地被子植物科、属、种分别占四川省的

４１０３％、２５３８％ 和 ２５９３％，分 别 占 全 国 的
２４６２％、１３４４％和１２７７％。本区湿地蕨类植物、
被子植物种数及湿地植物总种数均达到四川省的

１／４和全国的１／１０及以上，表明湿地植物多样性较
丰富。

经统计，区内有中国特有湿地植物２３种，占湿
地维管植物总种数的９１２％，中国特有种较丰富，
分别为阿坝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ｂａｅｎｓｉｓ）、木里苔草（Ｃａｒｅｘ
ｍｕｌｉｅｎｓｉｓ）、川滇苔草（Ｃ．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藏苔草（Ｃ．ｔｈｉ
ｂｅｔｉｃａ）、雅江苔草（Ｃ．ｙａ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狭叶垂头菊
（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褐毛垂头菊（Ｃ．
ｂｒｕｎｎｅｏｐｉｌｏｓｕｍ）、稻城垂头菊（Ｃ．ｄａｏ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ｅ）、条
叶垂头菊（Ｃ．ｌｉｎｅａｒｅ）、红花条叶垂头菊（Ｃ．ｌｉｎｅａｒｅ
ｖａｒ．ｒｏｓｅｕｍ）、长柱柳叶菜（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ｂｌｉｎｉｉ）、臧北嵩
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ｉ）、高原嵩草（Ｋ．ｐｕｓｉｌｌａ）、四川
嵩草（Ｋ．ｓｅｔｓｃｈｗａｎｅｎｓｉｓ）、西藏嵩草（Ｋ．ｔｉｂｅｔｉｃａ）、美
头火绒草（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ｃａｌ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侧茎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ｐｌｅｕｒｏｃａｕｌｉｓ）、褐花雪莲（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ｐｈａｅａｎ
ｔｈａ）、杨叶风毛菊（Ｓ．ｐｏｐｕｌｉｆｏｌｉａ）、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川甘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ｌｕｇｕｂｒｅ）、灰果蒲
公英（Ｔ．ｍａｕｒｏｃａｒｐｕｍ），上述苔草属、垂头菊属、嵩
草属、风毛菊属、蒲公英属的特有物种较常见，一些

物种为湿地群落的优势种或建群种。

３．２　区系成分类型
本区湿地种子植物仅包括５个分布区类型７个

变型。

表２　川西北高原区湿地种子植物属级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ｒａｏｆ

ｓｅｅｄ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

分布区类型 属数
比例
（％） 种数

比例
（％）

１．世界分布 ２２ ２６．１９ ８６ ３５．１０
８．北温带分布 ３１ ３６．９０ ９２ ３７．５５
　８－１．环北极分布 １ １．１９ １ ０．４１
　８－２．北极－高山分布 ３ ３．５７ ６ ２．４５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１１ １３．１０ ２７ １１．０２
　８－５．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 １ １．１９ ３ １．２２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１．１９ ２ ０．８２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５ ５．９５ １０ ４．０８
　１０－１．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
间断分布

１ １．１９ １ ０．４１

　１０－３．欧亚和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
洲）间断分布

１ １．１９ １ ０．４１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２ ２．３８ ３ １．２２
　１４－１．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５ ５．９５ １３ ５．３１
合　计 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１　世界分布类型
世界分布类型的属内物种遍布世界各大洲，一

般无明显分布中心。本区共计２２属８６种，占川西
北高原区湿地种子植物属、种比例分别为２６．１９％
和３５．１０％。分别为银莲花属（Ａｎｅｍｏｎｅ）、水马齿属
（Ｃａｌｌｉｔｒｉｃｈｅ）、碎米荠属（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苔草属、龙胆
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甜茅属（Ｇｌｙｃｅｒｉａ）、鼠

'

草属（Ｇｎａｐｈａ
ｌｉｕｍ）、杉叶藻属（Ｈｉｐｐｕｒｉｓ）、灯心草属（Ｊｕｎｃｕｓ）、水
茫草属（Ｌｉｍｏｓｅｌｌａ）、车前属（Ｐｌａｎｔａｇｏ）、早熟禾属
（Ｐｏａ）、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眼子菜属（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毛茛属（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酸模属（Ｒｕｍｅｘ）、草属（Ｓｃｉｒ
ｐｕｓ）、泽芹属（Ｓｉｕｍ）、繁缕属（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水麦冬属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和狸藻属（Ｕ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３．２．２　温带分布类型

包括４个分布区类型７个变型，共计６２属１５９
种，分别占本区湿地种子植物属、种比例为７３．８％
和６４．９％，可见温带分布类型的属在本区种子植物
区系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北温带分布类型含 ４个变型，共计 ４７属 １２９
种。其中北温带分布包括嵩草属（Ｋｏｂｒｅｓｉａ）、风毛菊
属（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虎耳草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绣线菊属、柳
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Ｐｒｉｍｕｌａ）、蒲公英属（Ｔａ
ｒａｘａｃｕｍ）等共 ３１属；环北极分布变型有冰沼草属
（Ｓｃｈｅｕｃｈｚｅｒｉａ）１属；北极 －高山分布变型含金莲花
属（Ｔｒｏｌｌｉｕｓ）、兔耳草属（Ｌａｇｏｔｉｓ）和冰岛蓼属（Ｋｏｅｎｉ
ｇｉａ）；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变型含驴蹄草属
（Ｃａｌｔｈａ）、无心菜属（Ａｒｅｎａｒｉａ）、水毛茛属（Ｂａｔｒａｃｈｉ
ｕｍ）、柳叶菜属（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等１１属；欧亚和南美温
带间断分布变型含火绒草属（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北温
带分布类型的属种是川西北高原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嵩草属、水毛茛属、柳属、杜鹃花属的物种在群

落中常为优势种或建群种。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包括１属两种，为粉条
儿菜属（Ａｌｅｔｒｉｓ）。

旧世界温带分布包括１个变型共７属１２种，分
别为橐吾属（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水柏枝属、扁穗草属（Ｂｌｙｓ
ｍｕｓ）、沙棘属（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和柽柳属，另有地中海区、
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变型的鲜卑花属和

欧亚和南部非洲间断分布变型的苜蓿属（Ｍｅｄｉｃａ
ｇｏ）。

温带亚洲分布共 ２属 ３种，分别为大黄属
（Ｒｈｅｕｍ）和鸭跖草属（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东亚分布类型仅包含中国－喜马拉雅分布变型
的５属共计１３种，分别为矮泽芹属（Ｃｈａｍａｅｓｉｕｍ）、
肉果草属（Ｌａｎｃｅａ）、独一味属（Ｌａｍｉｏｐｈｌｏｍｉｓ）、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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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属（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和垂头菊属（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
ｕｍ），其中以垂头菊属物种分布最广且一些物种能
在群落中形成优势。

３．３　区系特征
川西北高原区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变化不大，

区内各地生境条件相似，总体而言区系成分简单，由

世界分布和温带分布构成，无热带分布区系成分，温

带成分的属种优势地位十分明显。本区以草本植物

为优势，珍稀保护物种较少，仅有国家Ｉ级保护野生

植物高寒水韭（Ｉｓｏｅｔｅｓｈｙｐｓｏｐｈｉｌａ）１种。本区湿地植
物区系以本地原生物种为绝对优势，群落优势种、建

群种均为本土物种，入侵现象不明显。

４　川西北高原区湿地群落类型及特征

４．１　湿地植被分类系统
川西北高原区湿地群落划分结果见表３，包含３

个植被型组、７个植被型和４９个群系。

表３ 川西北高原区沼泽湿地植被分类系统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

植被型组 植被型 群　　　系
灌丛湿地植被 Ⅰ落叶阔叶灌丛 １．杯腺柳群系，２．山生柳群系，３．迟花柳群系，４．沙棘群系，５．西藏沙棘群系，６．窄叶鲜卑花

群系，７．金露梅群系，８．具鳞水柏枝群系
Ⅱ常绿阔叶灌丛 １．北方雪层杜鹃灌丛，２．隐蕊杜鹃灌丛，３．多枝杜鹃灌丛

草丛湿地植被 Ⅲ禾草湿地植被 １．?草群系，２．水甜茅群系，３．草地早熟禾群系，４．高原早熟禾群系，５．毛颖早熟禾群系

Ⅳ莎草湿地植被 １．青藏苔草群系，２．木里苔草群系，３．无脉苔草群系，４．华扁穗草群系，５．西藏嵩草群系，６．
喜马拉雅嵩草群系，７．高原嵩草群系，８．矮生嵩草群系，９．草群系

Ⅴ杂草湿地植被
１．灯心草群系，２．葱状灯心草群系，３．展苞灯心草群系，４．小花灯心草群系，５．长苞灯心草群
系，６．珠芽蓼群系，７．圆穗蓼群系，８．水蓼群系，９．问荆群系，１０．三裂碱毛茛群系，１１．云生毛
茛群系，１２．斑唇马先蒿群系，１３．褐毛垂头菊群系，１４．黄帚橐吾群系，１５．北水苦荬群系

浅水湿地植被 Ⅵ 浮叶湿地植被 １．两栖蓼群系，２．沼生水马齿群系，３．浮叶眼子菜群系

Ⅶ沉水湿地植被 １．毛柄水毛茛群系，２．水毛茛群系，３．黄花水毛茛群系，４．穗状狐尾藻群系，５．杉叶藻群系，
６．菹草群系

４．２　湿地植被群落特征及分布
Ⅰ落叶阔叶灌丛
１．杯腺柳（Ｓａｌｉｘｃｕｐｕｌａｒｉｓ）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５００ｍ以上的河滩湿地生境，若尔盖县、阿坝县、红
原、色达、石渠等县常见。灌木层盖度３０％ ～４０％，
草本层盖度６０％以上，常见伴生种类山生柳（Ｓ．ｏｒｉ
ｔｒｅｐｈａ）、窄叶鲜卑花（Ｓ．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高山绣线菊（Ｓ．
ａｌｐｉｎａ）、西藏嵩草（Ｋ．ｔｉｂｅｔｉｃａ）、无脉苔草（Ｃ．ｅｎｅｒｖ
ｉｓ）等。
２．山生柳群系：广布于河岸、湿润草地。灌木层

盖度２０－５０％，山生柳高度一般不超过１ｍ，草本层
盖度５０％ ～８０％，伴生有沙棘（Ｈ．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金
露梅（Ｐ．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银露梅（Ｐ．ｇｌａｂｒａ）、腹毛柳（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杯腺柳、窄叶鲜卑花、蕨麻（Ｐ．ａｎｓｅｒｉ
ｎａ）、早熟禾（Ｐ．ａｎｎｕａ）、线叶嵩草（Ｋ．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等。

３．迟花柳（Ｓ．ｏｐｓｉｍａｎｔｈａ）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７００ｍ～４３００ｍ的沼泽湿地、河岸阶地及湿润草
坡，调查见于石渠县洛须保护区、德格县阿须湿地等

地。灌木层盖度约５０％，草本层盖度不低于５０％，
伴生有山生柳、杯腺柳、西藏嵩草、线叶嵩草等。

４．沙棘群系：广布于海拔 ３０００ｍ以上的河岸、
河滩、湿润草坡等。灌木层盖度可达７０％，常见伴

生物种有金露梅、窄叶鲜卑花、高山绣线菊、四川嵩

草（Ｋ．ｓｅｔｃｈｗａｎｅｎｓｉｓ）、高原嵩草（Ｋ．ｐｕｓｉｌｌａ）、矮地榆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高原毛茛（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等。
５．西藏沙棘（Ｈ．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群系：多分布于海拔

４０００ｍ以上的宽谷河滩地，调查见于雅砻江上游源
头区的石渠、色达、德格、甘孜等县境内。灌丛盖度

３０％～７０％不等，西藏沙棘高度不超过６０ｃｍ，伴生
窄叶鲜卑花、沙棘、山生柳、西伯利亚蓼（Ｐ．ｓｉｂｉｒｉ
ｃｕｍ）、西藏嵩草、播娘蒿（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ｓｏｐｈｉａ）、银叶
委陵菜（Ｐ．ｌｅｕｃｏｎｏｔａ）等。
６．窄叶鲜卑花群系：分布于宽谷河岸及河边阴

湿山坡，调查见于理塘、稻城、石渠、德格、阿坝、红

原、若尔盖等湿地区或近湿地区域。灌丛盖度４０％
～８０％，常伴生高山绣线菊、金露梅、山生柳、早熟
禾、条叶银莲花（Ａ．ｔｒｕｌｌｉｆｏｌｉａ）、西藏嵩草、青藏苔草
（Ｃ．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ｉ）等。
７．金露梅群系：广布于本区域的河边、湖边、沼

泽边缘、山坡等多种生境，灌丛盖度２０％ ～５０％，平
均高度约 ５０ｃｍ，常见银露梅、山生柳、杯腺柳、沙
棘、窄叶鲜卑花、高山绣线菊、早熟禾、四川嵩草、无

脉苔草、喜马拉雅嵩草（Ｋ．ｒｏｙｌｅａｎａ）等伴生种。
８．具鳞水柏枝（Ｍ．ｓｑｕａｍｏｓａ）群系：多见于本区

海拔３０００ｍ以上的河流两侧湿润河岸带及高山湖

５７２期 唐明坤，等：川西北高原区湿地植物区系特征及湿地群落调查初报 　　



泊周边。灌木层盖度约 ６０％，具鳞水柏枝优势明
显，其他灌木种类可见沙棘、金露梅、腹毛柳、杯腺柳

等；草本层盖度３０％ ～６０％，可见垂穗披碱草（Ｅｌｙ
ｍｕｓｎｕｔａｎｓ）、川滇苔草（Ｃ．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毛颖早熟禾
（Ｐ．ｐｕｂｉｃａｌｙｘ）、川西獐牙菜（Ｓｗｅｒｔｉａｍｕｓｓｏｔｉｉ）、条叶
银莲花、条裂委陵菜（Ｐ．ｌａｎｃｉｎａｔａ）、藏蒲公英（Ｔａ
ｒａｘａｃｕｍ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ｍ）等。

Ⅱ常绿阔叶灌丛
１．北方雪层杜鹃（Ｒ．ｎｉｖａｌｅｓｕｂｓｐ．ｂｏｒｅａｌｅ）灌

丛：广布于 ３２００ｍ以上河流宽谷沼泽湿地、湖泊边
缘、草地及山坡，调查见于稻城、理塘、巴塘、雅江、德

格、甘孜、石渠、白玉、色达等。灌木层植株低矮、多

枝稠密，盖度一般６０％ ～９０％，常见伴生隐蕊杜鹃
（Ｒ．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ｕｍ）、金露梅、窄叶鲜卑花、高山绣线菊、
西藏嵩草、线叶嵩草、华扁穗草、喜马拉雅垂头菊

（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ｉ）、黄帚橐吾（Ｌ．ｖｉｒｇａｕ
ｒｅａ）、草地早熟禾（Ｐｏａ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等。
２．隐蕊杜鹃灌丛：分布于海拔３５００ｍ以上的

潮湿沟谷灌丛及高山草甸中。灌木层盖度一般

６０％以上，常见金露梅、高山绣线菊、四川嵩草、西藏
嵩草、无脉苔草、高原早熟禾（Ｐｏａａｌｐｉｇｅｎａ）、肋柱花
（Ｌｏ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ｕｍｃａｒｉｎｔｈｉａｃｕｍ）、康定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
ｌａｔａｔｓｉｅｎｌｕｅｎｓｉｓ）、毛茛（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条叶
垂头菊、花葶驴蹄草（Ｃ．ｓｃａｐｏｓａ）等伴生。
３．多枝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ｐｏｌｙｃｌａｄｕｍ）灌丛：分

布于海拔 ３０００ｍ以上的沼泽地、高山草地边缘。
灌木层盖度３０％ ～６０％，伴生物种有金露梅、银露
梅、苞叶大黄（Ｒｈｅｕ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ｅ）、珠芽蓼（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垂穗披碱草、美头火绒草（Ｌｅｏｎｔｏｐｏ
ｄｉｕｍｃａｌ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等。

Ⅲ禾草湿地植被
１．?草（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ｉａｓｙｚｉｇａｃｈｎｅ）群系：多分布于

河流或湖泊边缘浅水地带或湿湿草地，调查见于若

尔盖县花湖、德格县珠姆湿地、阿坝县多美林卡湿地

等。群落盖度可达８０％，伴生物种有杉叶藻（Ｈｉｐｐ
ｕｒｉ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水甜茅（Ｇ．ｍａｘｉｍａ）、草地早熟禾、两
栖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ａｍｐｈｉｂｉｕｍ）、西伯利亚蓼、华扁穗
草等。

２．水甜茅群系：分布于河滩地、湖泊周边或沼泽
湿地，调查见于若尔盖县花湖、炉霍县卡莎湖等地。

群落盖度４０％～７０％，伴生有?草、杉叶藻、草地早
熟禾、泽地早熟禾（Ｐｏａ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花葶鹿蹄草、华扁
穗草等。

３．草地早熟禾群系：分布于本区海拔４０００ｍ以
下的沼泽地、湿润草甸及草坡，调查见于若尔盖、红

原、阿坝、壤塘、理塘、色达、甘孜、德格、石渠、康定等

地。群落盖度６０％以上，伴生条叶垂头菊、狭叶垂
头菊（Ｃ．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美头火绒草、星状风毛菊
（Ｓ．ｓｔｅｌｌａ）、川甘蒲公英（Ｔ．ｌｕｇｕｂｒｅ）、云生毛茛（Ｒ．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ｒ．ｎｅｐｈｅｌｏｇｅｎｓ）、华扁穗草等。
４．高原早熟禾群系：分布于本区海拔３５００ｍ以

下的沼泽、湿润草甸、河边滩地。常见有毛脉柳叶菜

（Ｅ．ａｍｕｒｅｎｓｅ）、华扁穗草、褐毛垂头菊（Ｃ．ｂｒｕｎｎｅｏ
－ｐｉｌｏｓｕｍ）、三裂碱毛茛（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等伴生
物种。

５．毛颖早熟禾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０００ｍ～
４８００ｍ的沼泽地、湿草地及高山草甸，调查见于德
格、石渠、阿坝、红原等地。群落盖度６０％以上，主要
伴生草地早熟禾、褐毛垂头菊、红花条叶垂头菊（Ｃ．
ｌｉｎｅａｒｅｖａｒ．ｒｏｓｅｕｍ）、重齿风毛菊（Ｓ．ｋａｔｏｃｈａｅｔｅ）等。

Ⅳ莎草湿地植被
１．青藏苔草群系：分布于海拔３４００ｍ以上的

湖边草地、低洼湿地、草甸等生境，调查见于石渠、新

龙、红原、若尔盖等地。群落盖度约４０％，伴生华扁
穗草、垂穗披碱草、花葶驴蹄草、四川嵩草等。

２．木里苔草（Ｃ．ｍｕｌｉｅｎｓｉｓ）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４００ｍ以上的沼泽地、河岸积水洼地，调查见于稻
城、若尔盖、红原等地。常伴生条叶垂头菊、钟花垂

头菊、花葶鹿蹄草、三脉梅花草（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ａ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ｓ）、
睡菜（Ｍｅｎｙａｎｔｈｅ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等。
３．无脉苔草群系：分布于海拔４５００ｍ以下的

沼泽地、湿润草地，调查见于红原县、若尔盖县和阿

坝县。常伴生华扁穗草、云生毛茛、高原毛茛、小鸦

跖花（Ｏ．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三脉梅花草、钟花垂头菊等。
４．华扁穗草群系：分布于海拔４０００ｍ以下的沼

泽地、湿润草地及河边湿润坡地，调查见于若尔盖、

红原、石渠、德格等。主要伴生线叶嵩草、蕨麻、长柔

毛委陵菜（Ｐ．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ｖａｒ．ｖｅｌｕｔｉｎａ）、藏蒲公英、高
原毛茛、毛茛状金莲花（Ｔ．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ｏｉｄｅｓ）、灰果蒲公
英（Ｔ．ｍａｕｒｏｃａｒｐｕｍ）等。
５．西藏嵩草群系：分布于海拔３０００ｍ以上的

河滩地、湿草地及高山草甸，调查见于石渠、德格等

地。群落盖度可达９０％，主要伴生线叶嵩草、矮生
嵩草（Ｋ．ｈｕｍｉｌｉｓ）、华扁穗草、蕨麻、三脉梅花草、条
叶垂头菊等。

６．喜马拉雅嵩草群系：分布于海拔３７００ｍ以
上的河滩地、湿草地及高山草甸，调查见于稻城。伴

生物种有西藏嵩草、矮生嵩草、蕨麻、葱状灯心草（Ｊ．
ａｌｌｉｏｉｄｅｓ）、重齿风毛菊、车前状垂头菊（Ｃ．ｅｌｌｉｓｉｉ）等。
７．高原嵩草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２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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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００ｍ高山草甸或沼泽，调查见于石渠、甘孜、阿
坝、红原、若尔盖等地。群落盖度６０％ ～８０％，伴生
线叶嵩草、矮生嵩草、扁囊苔草（Ｃ．ｃｏｒｉｏｐｈｏｒａ）、藏
蒲公英、银叶委陵菜、华扁穗草等。

８．矮生嵩草群系：分布于３４００ｍ～４２００ｍ沼
泽、水边洼地及湿润草地，调查见于阿坝、若尔盖、红

原、石渠、色达等地。群落盖度７０％ ～９０％，主要伴
生毛茛状金莲花、矮地榆、发草（Ｄｅｓｃｈａｍｐｓｉａｃａｅ
ｓｐｉｔｏｓａ）、珠芽蓼、高原毛茛、条叶银莲花等。
９．草（Ｓ．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５００ｍ

以下的沼泽地、河滩湿润地，调查见于道孚、色达、炉

霍、德格。常见伴生种西藏嵩草、矮生嵩草、川甘蒲

公英、三裂碱毛茛、蕨麻等。

Ⅴ杂草湿地植被
１．灯心草 （Ｊ．ｅｆｆｕｓｕｓ）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５００ｍ以下的溪边洼地、湖边洼地及沼泽湿地，调
查见于德格、甘孜、石渠、若尔盖、红原、阿坝等地。

群落盖度３０％～６０％，伴生西藏嵩草、无脉苔草、三
裂碱毛茛、条叶垂头菊、驴蹄草（Ｃ．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圆穗
蓼（Ｐ．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等。
２．葱状灯心草群系：分布于海拔４７００ｍ以下

的溪边洼地、湖边洼地及沼泽湿地，调查见于德格、

甘孜、石渠、若尔盖、红原、阿坝等地。伴生高原嵩

草、线叶嵩草、青藏苔草、狭叶垂头菊、喜马拉雅垂头

菊、驴蹄草、水葫芦苗（Ｈ．ｃｙｍｂａｌａｒｉａ）、珠芽蓼等。
３．展苞灯心草（Ｊ．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群系：分布于海拔

４３００ｍ以下的溪边洼地、湖边洼地及沼泽湿地，调
查见于德格、甘孜、石渠、若尔盖、红原、阿坝等地。

伴生高原毛茛、云生毛茛、珠芽蓼、斑唇马先蒿（Ｐｅ
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ｖａｒ．ｔｕｂｉｆｏｒｍｉｓ）等。
４．小花灯心草（Ｊ．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５００ｍ以下的河漫滩、溪边洼地、湖边洼地及沼泽
湿地。调查见于白玉、理塘、稻城等地。伴生无脉苔

草、条叶垂头菊、矮生嵩草、驴蹄草等。

５．长苞灯心草（Ｊ．ｌｅｕｃｏｍｅｌａｓ）群系：分布于海
拔 ４５００ｍ以下的河漫滩、溪边洼地、湖边洼地及沼
泽湿地。伴生无脉苔草、条叶垂头菊、矮生嵩草、驴

蹄草等。

６．珠芽蓼群系：广布于本区海拔 ３０００ｍ～
５１００ｍ的湿润草甸、沼泽及河滩。主要伴生蕨麻、
西藏嵩草、四川嵩草、华扁穗草、侧茎橐吾（Ｌ．ｐｌｅｕ
ｒｏｃａｕｌｉｓ）等。
７．圆穗蓼群系：广布于本区海拔 ３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ｍ的湿润草甸、沼泽及河滩。主要伴生沼生橐
吾（Ｌ．ｌａｍａｒｕｍ）、蕨麻、青藏金莲花（Ｔ．ｐｕｍｉｌｕｓｖａｒ．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云生毛茛、三脉梅花草、矮地榆、矮火绒
草（Ｌ．ｎａｎｕｍ）等。
８．水蓼（Ｐ．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５００ｍ以下的河滩、水沟边、浅水洼地，调查见于稻
城、理塘、德格、石渠等。伴生种有问荆（Ｅ．ａｒ
ｖｅｎｓｅ）、杉叶藻、穗状狐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
ｔｕｍ）、沼生水马齿（Ｃ．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等。
９．问荆群系：分布于海拔３７００ｍ以下的沼泽

地、湿草地，调查见于若尔盖。伴生种有华扁穗草、

矮生嵩草、三脉梅花草、条叶垂头菊、蕨麻、木贼（Ｅ．
ｈｉｅｍａｌｅ）等。
１０．三裂碱毛茛群系：广布于海拔 ３０００ｍ～

４３００ｍ的湿草地、沼泽地，调查见于若尔盖、红原、
阿坝、德格、石渠、色达、甘孜、壤塘等地。常见问荆、

花葶驴蹄草、灯心草、矮生嵩草、华扁穗草等伴生。

１１．云生毛茛群系：广布于本区５０００ｍ以下的
高山草地、河滩湖边及沼泽地。主要伴生种线叶嵩

草、侧茎垂头菊、灯心草、高原毛茛、蕨麻等。

１２．斑唇马先蒿群系：分布于本区５０００ｍ以下
的高山草甸、溪流旁，调查见于若尔盖、红原、阿坝

等。伴生蕨麻、线叶嵩草、长柔毛委陵菜、西伯利亚

蓼等。

１３．褐毛垂头菊群系：分布于本区海拔４３００ｍ
以下的沼泽、河滩草甸、水边。伴生星状风毛菊、华

扁穗草、木贼、四川嵩草等。

１４．黄帚橐吾群系：分布于本区海拔４７００ｍ以
下的河滩、沼泽、阴坡湿地，调查见于若尔盖、阿坝、

红原、白玉、理塘、甘孜、色达、德格、石渠等。群落盖

度一般６０％以上，主要伴生葱状灯心草、草地早熟
禾、缘毛紫菀（Ａｓｔｅｒｓｏｕｌｉｅｉ）、珠芽蓼、圆穗蓼、毛茛状
金莲花、小金莲花（Ｔ．ｐｕｍｉｌｕｓ）等。
１５．北水苦荬（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ａ）群

系：分布于本区海拔 ４０００ｍ以下的湖泊边缘、溪流
洼地、湿草地。主要伴生杉叶藻、毛柄水毛茛（Ｂ．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草、小灯心草（Ｊ．ｂｕｆｏｎｉｕｓ）、雅灯
心草（Ｊ．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等。

Ⅵ浮叶湿地植被
１．两栖蓼群系：分布于本区海拔３７００ｍ以下

的湖泊边缘、积水滩地、湿草地，调查见于若尔盖、红

原、阿坝等。主要伴生杉叶藻、狐尾藻（Ｍ．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
ｔｕｍ）、黄花水毛茛（Ｂ．ｂｕｎｇｅｉｖａｒ．ｆｌａｖｉｄｕｍ）、水甜
茅、北水苦荬等。

２．沼生水马齿群系：分布于本区３８００ｍ以下
的湖泊静水、沼泽水域或湿地中。主要伴生水马齿、

杉叶藻、狐尾藻、水毛茛（Ｂ．ｂｕｎｇｅｉ）、两栖蓼、?草等。

７７２期 唐明坤，等：川西北高原区湿地植物区系特征及湿地群落调查初报 　　



３．浮叶眼子菜（Ｐ．ｎａｔａｎｓ）群系：分布于本区海
拔 ３０００ｍ～３６００ｍ的湖泊静水及水流缓慢的溪
流，主要伴生杉叶藻、沼生水马齿、水毛茛、东北甜茅

（Ｇ．ｔｒｉｆｌｏｒａ）等。
Ⅶ沉水湿地植被
１．毛柄水毛茛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２００ｍ～

４３００ｍ的高原湖泊及平缓溪流中。主要伴生杉叶
藻、沼生水马齿、两栖蓼、浮叶眼子菜等。

２．水毛茛群系：分布于海拔３５００ｍ以下的高
原湖泊及平缓溪流中。主要伴生毛柄水毛茛、杉叶

藻、沼生水马齿、穿叶眼子菜（Ｐ．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ｓ）等。
３．黄花水毛茛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４００ｍ～

５３００ｍ的高原湖泊、沼泽及平缓溪流中，调查见于
若尔盖、阿坝、红原、色达、甘孜、石渠、德格等。主要

伴生杉叶藻、两栖蓼、水毛茛、沼生水马齿等。

４．穗状狐尾藻群系：分布于海拔 ３０００ｍ～
４５００ｍ的湖泊、溪流、沼泽等。主要伴生杉叶藻、黄
花水毛茛、穿叶眼子菜、两栖蓼等。

５．杉叶藻群系：广布于本区海拔 ３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ｍ的湖泊、溪流及河岸浅水带、沼泽等水湿生
境。主要伴生两栖蓼、沼生水马齿、三裂碱毛茛、驴

蹄草、黄花水毛茛、?草等。

６．菹草（Ｐ．ｃｒｉｓｐｕｓ）群系：分布于本区海拔
３０００ｍ～３８００ｍ的平缓溪流、积水沼泽及湖泊。
主要伴生杉叶藻、眼子菜、沼生水马齿等。

５　讨论与小结

分析湿地植物区系特征对探讨湿地植物分布、

起源和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湖北省均开

展过类似研究工作［１６～１７］。本文利用近年来在川西

北高原区开展的科考和调查工作积累的数据，整理

出湿地维管植物共计３４科８６属２５２种，由于研究
区海拔高、温度低，生境条件较为简单，湿地种子植

物区系成分简单，以温带成分属种占绝对优势；初步

统计本区湿地群落有３个植被型组、７个植被型和
４９个群系，其中草本群系达３８个，体现了本区草本
沼泽和沼泽化草甸广泛分布的特点。

川西北高原区为长江、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涵

养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地方经济的持续发
展面临的威胁和干扰不断增加，导致湖泊萎缩、湿地

退化、草地沙化，湿地生态功能削弱。邓东周等人把

川西北地区沙化成因归结为自然、生物、人为和政策

体制４大因素，并提出加大防沙治沙的工程治理力
度，建立大生态补偿机制，积极优化经济结构、大力

发展生态经济型产业，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大科技投

入等对策措施［１８］。保护地建设也对湿地资源保护

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川西北高原区已建成各级自然

保护区３８个，总面积约为３９万 ｋｍ２，约占该区国
土总面积的３１．７１％。近年来区内湿地公园、森林
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先后成立阿坝县多美林卡、炉霍

县霍尔章谷、巴塘县爱情海、白玉县拉龙措、若尔盖

湿地、鲜水河大峡谷等国家级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

以及石渠县邓玛、石渠县色须、石渠县扎曲、石渠县

普公坝、甘孜县雅砻林卡、德格县珠姆、德格县玉隆、

理塘县无量河、色达县果根塘等一批省级湿地公园，

使保护地布局更合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

增强湿地资源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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