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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四川省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格西沟保护区野生草
本植物区系特征。结果表明：１．四川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本植物多样性较高，类型丰富，保护区内有草本植
物５６科，３０５属，７９４种；２．格西沟自然保护区内草本植物地理分布类型较为丰富，涉及种子植物所有属的分布类型
（１５个），其中温带分布类型所占比例最大，占总属数的６４９１％，其次为世界成分和热带成分，分别占１６７２％和
１１８０％；从科的分布类型来看，本保护区草本植物涉及种子植物１２个科的分布类型，其中温带分布和世界广布占
比最大，各占总科数的１４２９％，其次为泛热带分布和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型，各占总科数的１２５０％和１０７１％，
体现了该保护区草本植物较为明显的温带性质；３．保护区内草本植物除所含单种科属较多外，还含有大量的特有
种和特色草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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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江格西沟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地带，植
被具有横断山脉特征［１］。保护区属北亚热带气候，

在青藏高原的影响下，主要表现为大陆性季风高原

型气候特征，具有日照多、辐射强和光能高的特性。

但由于海拔高，热量条件差，无明显夏季，且降水量

少，干、湿季节分明，海拔落差较大，气候类型多样，

保护区植被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变

化［１］。

草本植物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的能流、物流和生产力等，

都与草本植物的种类、数量及分布格局密切相关。

在格西沟保护区内，从高山草甸到阔叶林，不同植被

带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草本植物。它们根系发达，分

布均匀，盖度较大，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草本植物的组成和特点，极

大地丰富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２］。为了进一

步掌握保护区的自然资源状况，更好地促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本文对该保护区草本植物区系作了初步

分析，旨在为格西沟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管理和重要

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西部甘孜藏

族自治州雅江县河口镇境内，地处雅砻江中游右岸、

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带。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１００°５１′１５″～１０１°００′１３″，北纬 ２９°５２′３０″～３０°０５′
３０″之间。保护区内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垂直高度差
近 ２０００ｍ。
１．２　研究方法

由于保护区涉及面积较广，部分区域交通极不

方便，调查时采用样线为主、样地为辅、并在特殊区

域重点调查的方法。在保护区各个方位各选取合适

攀登处，自上向下，徒步行走，记录沿途所见植物种

类，拍摄照片并采集标本以供植物鉴定；由此获得格

西沟种子草本植物名录。

根据吴征镒关于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类型和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３～６］，结合植物区系地

理理论和方法［７～８］，划分格西沟种子草本植物科、属

的分布区类型，统计分析其植物区系成分及特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本植物种类组成
经调查，雅江格西沟保护区草本植物共有 ５６

科，３０５属，７９４种（包括亚种、变种和变型）。双子
叶植物 ４６科 ２４１属６５７种，单子叶植物 １０科 ６４
属 １３７种。从科的水平来看，格西沟自然保护区大
多数科内的属数目较少，主要在 ２～４属，占
４２８６％，科内仅有 １属的科有 １５个，占比约为
２６７９％。而含有属数大于２０的科有４个，占总科
数的７１４％，分别为毛茛科含２０属７３种、伞形科
含２０属３０种、菊科含３７属１１５种、禾本科含２４属
４５种；属数在１０－２０之间的科有７个，占总科数的
１２５％，有石竹科含１１属２９种、十字花科含１１属
２４种，紫草科含１１属１７种，唇形科含１９属４３种，
玄参科含１１属５０种，百合科含１３属３６种，兰科含
１１属１６种（见表１）。因此，格西沟保护区内种子
植物中科的优势现象比较明显。

表１　格西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内属的组成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ｉｎ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ｏｆｈｅｒｂａｎｇｉ

ｏｓｐｅｒｍｓｉｎＧｅｘｉｇ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科内含属数 科数 占总科数／％ 属数 占总属数／％
#

２０ ４ ７．１４ １ ０．３３
１０～２０ ７ １２．５０ １１ ３．６１
５～９ ６ １０．７１ ３０ ９．８１
２～４ ２４ ４２．８６ １０６ ３４．７５
１ １５ ２６．７９ １５７ ５１．４８
合计 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２　草本植物区系分析
２．２．１　草本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吴征镒先生等［６］将我国种子植物科种类

分为１５个大的分布区类型的观点，对格西沟自然保
护区分布的草本被子植物５６科进行进行统计（见
表２）。由表２可见，世界广布型和北温带分布科类
型最多，分别有８个科，各占本区草本被子植物总科
数的１４２９％，其次是泛热带分布（７科）和东亚及
北美间断分布型（６科），各占本区草本被子植物总
科数的１２５０％和１０７１％，这４种分布型占比之和
占到本区草本植物总科数的５０％以上，这与全国种

５８４期 张小芳，等：四川省格西沟国家自然保护区草本植物区系研究 　　



表２ 格西沟草本植物科的具体区系组成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Ｈｅｒｂ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ｆｌｏｒ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ｔｆａｍｉｌ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ｅｘｉｇ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百分比／％
１．广布（世界广布） ８ １４．２９
２．泛热带（热带广布） ７ １２．５０
３．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 １ １．７９
４．旧世界热带 ３ ５．３６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 １．７９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２ ３．５７
７．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 ５ ８．９３
７－１．瓜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 １ １．７９
７－４．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１ １．７９
８．北温带 ８ １４．２９
９．东亚及北美间断 ６ １０．７１
９－１．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１ １．７９
１０．欧亚温带 ３ ５．３６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１ １．７９
１２－１．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和／或大洋洲间断分布 １ １．７９
１２－３．地中海至温带－热带非洲，大洋洲和／或北美南部至南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１．７９
１４．东亚分布 １ １．７９
１４（ＳＨ）．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５ ８．９３
总计 ５６ １００

子植物科的分布组合情况基本一致［４，６］。热带亚洲

分布科和中国－喜马拉雅分布科也各占到本区草本
植物总科数的８９３％；其余各分布类型则占较低的
比例。

２．２．２　种子草本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参考吴征镒的《世界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系统》的划分［３］，可将格西沟自然保护区草本植物

３０５属分属全部１５个分布区类型，可见格西沟自然
保护区内草本植物区系成分极为丰富，具体的植物

属的区系成分调查统计结果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格西沟草本植物属区系组成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Ｈｅｒｂ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ｆｌｏｒ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ｘｉｇｏｕ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区系成分 区系类型代码 属数 所占比重／％
世界分布 １ ５１ １６．７２
热带成分 ２、３、４、５、６、７ ３６ １１．８０
温带成分 ８、９、１０、１１、１４ １９８ ６４．９１

地中海、泛地中海成分 １２、１３ １２ ３．９３
中国特有成分 １５ ８ ２．６２

合计 — ３０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４ 格西沟草本植物属的具体区系组成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Ｈｅｒｂ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ｆｌｏｒ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ｔｇｅｎｕ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ｅｘｉｇ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分布区类型 属数 种数 所占总属数百分比／％ 所占总种数百分比／％
１．广布（世界广布） ５１ １６４ １６．７２ ２０．６５
２．泛热带（热带广布） １８ ３０ ５．９０ ３．７８
２－２．热带亚洲、非洲和中、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２ ０．３３ ０．２５
３．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 ２ ２ ０．６６ ０．２５
４．旧世界热带 ２ ２ ０．６６ ０．２５
４－１．热带亚洲 、非洲和大洋洲间断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５ ５ １．６４ ０．６３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３ ３ ０．９８ ０．３８
７．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７－１．瓜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７－２．热带印度至华南 ２ ２ ０．６６ ０．２５
８．北温带 ８０ ２８９ ２６．２３ ３６．４０
８－２．北极－高山 ５ １５ １．６４ １．８９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２３ ７２ ７．５４ ９．０７
８－５．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 １ ４ ０．３３ ０．５０
９．东亚及北美间断 ８ １３ ２．６２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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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分布区类型 属数 种数 所占总属数百分比／％ 所占总种数百分比／％

１０．欧亚温带 ２５ ５９ ８．２０ ７．４３
１０－１．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０－２．地中海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２ ５ ０．６６ ０．６３
１０－３．欧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 ２ ３ ０．６６ ０．３８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１１ ２５ ３．６１ ３．１５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３ ３ ０．９８ ０．３８
１２－３．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２－４．地中海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３．中亚分布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３－１．中亚东部（亚洲中部）分布 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３－２．中亚至喜马拉雅 ５ １０ １．６４ １．２６
１４．东亚分布 １１ １８ ３．６１ ２．２７
１４（ＳＨ）．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２７ ４６ ８．８５ ５．７９
１４（ＳＪ）．中国－日本分布 ２ ２ ０．６６ ０．２５
１５．中国特有 ８ １２ ２．６２ １．５１
总计 ３０５ ７９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世界分布属：世界分布属共计５１个，占该
区系总属数的１６７２％，常见的属有蝎子草属（Ｇｉ
ｒａｒｄｉｎｉａ）、荞麦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２）泛热带分布：泛热带分布的有１９属，占比
６２３％。如：凤仙花属（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大戟属（Ｅｕｐｈｏｒ
ｂｉａ）、叶下珠属（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此外，包含热带亚
洲、非洲和中、美洲间断分布型一属，为雾水葛属

（Ｐｏｕｚｏｌｚｉａ）。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本类型在

保护区有两属，占总属数的 ０６６％ ，包括裸柱菊属
（Ｓｏｌｉｖａ）和砂引草属（Ｍ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ｉａ）。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有３属，
占总属数的０９８％ ，有天门冬属（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香茶
菜属（Ｉｓｏｄｏｎ），热带亚洲 、非洲和大洋洲间断类型１
属，为飞蛾藤属（Ｐｏｒａｎａ）。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本类型在保
护区有 ５属，占总属数的 １６４％ ，常见的有荛花属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通泉草属（Ｍａｚｕｓ）、旋蒴苣苔属
（Ｂｏｅａ）等。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本类型在格西
沟自然保护区有 ３属，占总属数的 ０９８％ ，有蝎子
草属（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ｉａ）、六棱菊属（Ｌａｇｇｅｒａ）和荩草属（Ａｒ
ｔｈｒａｘｏｎ）。

（７）热带亚洲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有４属，占
总属数的１３１％ ，包括犁头尖属（Ｔｙｐｈｏｎｉｕｍ）和亚
型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分布 １属假糙苏属
（Ｐａｒａｐｈｌｏｍｉｓ），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杯菊属（Ｃｙａ
ｔｈｏｃｌｉｎｅ）和独蒜兰属（Ｐｌｅｉｏｎｅ）。

（８）北温带分布：在保护区属于本类型的有

１０９属，占总属数的 ３５７４％ ，常见的有何首乌属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葶苈属（Ｄｒａｂａ），此
外，北极－高山分布的有５属，占比１６４，如山蓼属
（Ｏｘｙｒｉａ）、金莲花属（Ｔｒｏｌｌｉｕｓ）、紫堇属（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的有２３属，占比７５４，包
含如卷耳属（Ｃｅｒａｓｔｉｕｍ）、无心菜属（Ａｒｅｎａｒｉａ）、蝇子
草属（Ｓｉｌｅｎｅ）等；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的 １
属，占比０３３％，为火绒草属（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有
８属，占总属数的２６２％ ，如黄水枝属（Ｔｉａｒｅｌｌａ）、野
决明属（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钩毛草属（Ｋｅｌｌｏｇｇｉａ）等。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有 ３０
属，占总属数的 ９８４％ ，如狗筋蔓属（Ｃｕｃｕｂａｌｕｓ）、
鹅肠菜属（Ｍｙｏｓｏｔｏｎ）、扁果草属（Ｉｓｏｐｙｒｕｍ）等，地中
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的１属，为天仙子属（Ｈｙｏｓｃｙａ
ｍｕｓ），地中海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有两属，为滇紫
草属（Ｏｎｏｓｍａ）和刺续断属（Ｍｏｒｉｎａ），欧亚和南非洲
（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有两属，为苜蓿属（Ｍｅｄｉｃａ
ｇｏ）和莴苣属（Ｌａｃｔｕｃａ）。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本类型保护区有１１属，占
总属数３６１％，包含如大黄属（Ｒｈｅｕｍ）、孩儿参属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鸦跖花属（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等。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本类型在保
护区有５属，如薄蒴草属（Ｌｅｐｙｒｏｄｉｃｌｉｓ）、角茴香属
（Ｈｙｐｅｃｏｕｍ）、狼紫草属（Ｌｙｃｏｐｓｉｓ），另含地中海区至
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１属，为?牛
儿苗属（Ｅｒｏｄｉｕｍ），地中海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
断分布有１属，为翼首花属（Ｐｔ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１３）中亚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共有 ７属，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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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属数的 ２３０％ 。包含迷果芹属 （Ｓｐｈａｌｌｅｒｏ
ｃａｒｐｕｓ），中亚东部（亚洲中部）分布脓疮草属（Ｐａｎｚｅ
ｒｉａ），中亚至喜马拉雅 ５属，如瘤果芹属（Ｔｒａｃｈｙｄｉ
ｕｍ）、角蒿属（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假百合属（Ｎｏｔｈｏｌｉｒｉｏｎ）
等。

（１４）东亚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共有４０属，占
总属数１３１１％ ，包括斑种草属（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莸属（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和山莨菪属（Ａｎｉｓｏｄｕｓ）等；中国 －
喜马拉雅分布的有２７属，包含星叶草属（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
ｅｒ）、秃疮花属（Ｄｉｃｒａｎｏｓｔｉｇｍａ）和石莲属（Ｓｉｎｏｃｒａｓｓｕ
ｌａ）等，中国－日本分布的仅有两属，分别为鬼灯檠
属（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和半夏属（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共有 ８
属，占总属数２６２％，如独叶草属（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马蹄
黄属（Ｓｐｅｎｃｅｒｉａ）、羌活属（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等。

３　讨论

３．１　区系成分多样性较高，地理成分较为复杂，古
老和特有成分较多，应加强资源调查

格西沟自然保护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复杂

的气候条件，孕育了这一区域极其丰富的特色草本

植物。保护区有草本植物５６科，３０５属，７９４种，其
中双子叶植物 ４６科 ２４１属６５７种，单子叶植物 １０
科 ６４属 １３７种。由于本研究仅调查草本植物，对
于科内属和种数目少，也属于正常现象。此外，格西

沟保护区内区域单型科和区域单型属较明显，１属
的科有１５个，占比２６７９％，单型属共计１５７个，占
比约５１４８％。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ｈｔｔｐ：／／ｒｅｐ．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ｐｒｏｔｌｉｓｔ／）［９］中纳入的国家Ｉ级保护植物该区有４
种，包括独叶草（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ｕｎｉｆｌｏｒａ）、毛杓兰（Ｃｙｐｒｉ
ｐｅｄｉ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无苞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ｂａｒｄｏｌ
ｐｈｉａｎｕｍ）和西藏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国家
ＩＩ级保护植物 ２２种，如：桃儿七（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手参（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ｃｏｎｏｐｓｅａ）、山莨菪
（Ａｎｉｓｏｄｕｓ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和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ｂｕｌｂｏｃｏ
ｄｉｏｉｄｅｓ）等；药用植物多达４４１种，如：何首乌（Ｆａｌｌｏ
ｐｉａ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红景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ｒｏｓｅａ）、川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ｃｉｒｒｈｏｓａ）、羌活（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ｉｎｃｉｓｕｍ）
等［１０－１１］；蜜源植物１６种，如：西南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ｕｌｇｅｎｓ）、荠（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东方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柳兰（Ｃｈａｍａｅｎｅｒｉｏｎ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

ｕｍ）等［１２－１３］；观赏植物３６７种，如：翠雀（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总状绿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ｒａｃｅｍｏｓａ）、酢
浆草（Ｏｘａｌｉｓ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天仙子（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ｎｉｇｅｒ）
等［１１，１４－１５］；有毒植物２３种，如：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狼毒（Ｓｔｅｌｌｅｒａ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乳浆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ｓｕｌａ）、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ａ）等［１６］。

保护区内植物区系成分复杂，其所含种分属所

有的１５个区系类型。其中北温带分布所占比例最
大，其次为世界广布类型和东亚分布类型。有许多

古老的成分，如：小檗科、毛茛科、罂粟科等，这些科

的物种绝大多数起源于白垩纪初期至晚期，如此丰

富的古老成分可能与格西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系；格西沟位于横断山脉地带，此处特殊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特征使得这里的植被具有横断山脉特征［１］。

中国特有成分较多，共有 ５科 ８属，占总属数的
２６２％，如独叶草属、马蹄黄属、羌活属等，这些特有
成分的存在也进一步证明格西沟保护区内草本植物

成分的复杂性。

草本植物作为林分的最底层，是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碳的

循环速率、水资源的保持和再分配等方面都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７－１９］。格西沟高山草本层植株丛

低矮密集，茎叶繁茂，能够形成紧贴地面、覆盖严实

的草被，一方面可以拦截并保留充足的水分，减少雨

水的直接侵蚀，减少地表径流；另一方面本地草本层

的凋落物与木本植物的枯枝落叶增加了土壤的有机

物含量，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２０］。再次，

草本层对逆境具有较强的耐受性，能够适应持久和

强烈的干扰，对整个格西沟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

起到基础性保护作用［２１］。

虽然格西沟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丰富，但

这些植物资源的分布范围、生活习性、丰富程度等还

了解不多，加强全保护区范围内各种植物资源的深

入调查，形成对整个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一个详细

而又全面的掌握，为今后一些野生资源的保护打下

坚实的基础。

３．２　保护区管理和草本资源开发利用，应加强宣传
和科技人才培养

丰富的野生草本资源不仅为当地的藏族人民提

供了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我们所熟知的虫草、松茸、以及羊肚菌、鸡蛋菌、

猴头菌（又称猴头菇）等各种食用菌类在这一地区

广泛分布，格西沟所在的雅江县更有“中国松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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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美誉［２２］。此外，格西沟广阔的高山草本植物

作为高山草甸和牧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当地家畜

（如牦牛、马、羊等）提供了丰富的饲料来源，逐水草

而居的半野生放牧方式，原始自然的生长使得当地

的牦牛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且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

量特别低，被誉为“肉牛之冠”［２３］。由此可见，格西

沟自然保护区丰富的野生草本资源对当地的农牧产

业和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资源的开发和藏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味着格西

沟保护区受人为影响的程度将会增大，因此，必须加

大格西沟保护区野生资源的保护工作；首先，应该加

强当地居民和旅游团队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大家

保护自然的意识。其次，要科学全面的规划，做到统

一布局，不仅要以保护格西沟自然资源发展生产为

目的，还不能破坏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打造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旅游。最后，要及时建

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和管理制度，倡导格西沟保护区

周边社区人员加入巡护，让当地居民真正参与到自

然资源的管理中来。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已经有

少数的野生植物被开发，但如此丰富的药用、蜜源、

观赏等植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因此，保

护区在大力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必须培养一批具

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研究开发人员，壮大研究队伍。

其次，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和科研合作，从而为格西沟

的各种草本资源的开发和转化提供合理、有效且可

行的技术方案，使得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有

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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