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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部植物地区的区系结构
来

盛 恒 武素功

8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9

提 要

本文分析了西藏东部植牡地区的区系结构业划分两个亚地区
,

指出本地区是东亚植物 区系的

重耍的物种分化中心
。

西藏东部植物地 区包括巴青
、

林周
、

桑 日以东
、

察隅
、

墨脱以北的森林地区
。

在植物区

系上属于泛北极植物区内的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 〔幻 8图  9

本地区地势高峻
,

山脊多在海找 : , ; ;; 米以上
,

河流和山脉走向大都先东西后 南北
,

山

图  西藏植物区系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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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 年 % 月∃ ∃ 日收到
,  ! : 年 。月 Ε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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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吴征槛教授在百忙中加以修改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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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谷谍
,

垂直差异显著
。

∃ ∀ 叨米以下发育着干旱河谷所特有小叶灌丛
,

侧柏灌丛等
Ν ∃ ∀ ; 。一

: ; ; 米常见高 山松林
,

黄栋灌丛至黄栋林
Ν 8 ∃ ; 8Ο一 9 : 。。一 # 9〔川 8 一 # 名。8Ο9 米的地带 多为

云杉
、

冷杉
、

红杉等裸子植物组成的纯林或混交林
Ν # 叫米至 # ; 。米往往是以杜鹃

、

柳等属

为主的的高山灌丛和高山草旬
,

再往上则为稀疏的垫状植被过渡到零线
。

西藏东部地区共有种子植物 ∃  ∀ 种 8表 39
,

占西藏全部野生种 子植物 的## Π! Θ
,

其

区系丰富程度仅次于西藏喜马拉雅南部植物地区
,

区系结构如表 3 与喜马拉雅南部 地 区 不

同
,

这里温带植物区 系占有主导地位
。

古老的 水生 植 物睡莲 7 夕, Ρ≅ΒΑ Β 份打Β>
2
Γ5Χ

,

沼生植

物豆瓣 菜 7 Β Ε , 5 Λ Δ=2 Φ 2 ΓΓ=Σ =2 Β 3。
,

水马齿 . Β 33艺ΔΛ =Σ ≅。 Ρ Β 3, ΕΔ Λ =Λ ,

高 山 草 本 植 物 柳 兰

? Ε Μ

表  西截东邵植物地区区系结构

< 32 Ι =Ε Δ=Α 0 ΔΙ 5 Α Δ 5 Ι Α 2 Γ ∋ Β Ε Δ Τ =Χ Β 6 > Ι Α > =2 6

分 布 类 型

广布种

全热带

旧世界热带

热带亚洲至热带澳洲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热带东南亚

全东南亚

Μ 热带喜马拉雅至瓜哇

热印
、

热带喜马拉雅至中南半岛

Υ 藏东南
、

缅甸和斯里兰卡间断

北温带

北温带

Μ 中亚至亚洲东北部和北美

北极高山

Υ 北滥带和南温带间断

旧世界温带

旧世界温带

Μ 欧亚温带和南非或澳大利亚间断

温带亚洲

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

中亚

中亚至西藏东部

Μ 中亚至喜马拉雅

中亚东部至西藏

东亚

中国特有

西藏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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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Β Α 2 Α ,  ; , Β 2 > 5 ΕΔ玄Γ2 3=5二
,

林下腐生植物水晶兰 Ψ ; ; ; Δ, 2 +Β Λ 二 =Γ32 Λ Β ,

毛松下兰 , , +2 +万才梦“

Δ6 2 , 2 忿, 2 Ρ Β Ζ Β Ι
≅Γ, Ε , ΔΒ

,

宅旁路边常见的杂草龙葵 02 3Β Λ 5 二 6 => Λ 5。 等等凡 Π : 种为北温带成

分
。

−日世界温带成分计∀ 一种
,

如核桃 −Λ > 3Β 6 Ε , 。> =Β
,

狗 筋蔓 . 5 Α , ΜΒ 3Λ : ΜΒ Α Σ ‘ΓΑ Λ ,

升麻 . =二卜

Σ Ξ厂5 > Β Γ2 Α Δ =Υ Β ,

沙棘 , =夕户。乡≅Β Α 下人Β Φ Λ 2 =Υ Α Ε ,

高山露水草 .
Λ Λ Σ Β Α Β Β 3乡=6 Β ,

华西 忍冬 / 2 6 [

=Α Α , Β ∴ 亡卜Μ=Β 6 Β ,

天名精 Α Β , Α Ε=5 Φ Β Μ Λ 2 ΔΒ , 2 =Υ Α Ε
等

。

温带亚洲成分计  ; 种
,

其中有落 叶乔

木 一3Ι杨 + 2 Ρ 5 3夕: Υ Β , =Υ =Β , Β ,

白桦 ϑ Α Δ5 3Β Ρ 3Β 云窗Ρ ≅梦33Β
,

高山流石滩上常见的鸦拓花 2 Η 封> Λ Β +≅Γ“

> 3Β Α =Β王 : ,

拟楼斗菜 + Β 3 Β召5 =3Α > =Β 抓 =Σ 2 +≅红−3Β
,

林绿灌丛中的灰拘子 . 2 才。 Λ Α Β Ε , Α Λ Β Α川 =Γ2 3=5 Λ ,

金露梅 + 2 Δ。Λ Δ=33Β > 3Β ΜΙ Β ,

常在高山草甸中占显著地位的小叶金 露 悔 + 2 ΔΑ 6 Χ, 33Β +Β Λ Λ 3[厂2 3=Β ,

喉 毛花 . 2 Φ Β Ε , 2 Φ Β +2 3Φ 2 Λ Β Λ =5 Φ 等
。

热带成分在本地区 的影响显然减少
。

这里全热带分布的 汉有 : 科 ∀ 属 ∀ 种
,

如羡辈 ? Λ Λ Μ
[

Λ 35 Ε , Α Λ 3 Α Δ]=Ε 等草本植物
、

3日世界热带成分有栗寄生 ⊥ 2 , Λ ≅Β Υ Ε Α 33Β 2 +如Δ =Β ,

砖 子苗 Ψ Β朽 Ε [

。5Ε 翎Φ ΒΔ 冲二比 等 Π 种 Ν 分布区扩大到热带亚洲一热带澳洲的有戟叶茧菜 价 23 Β 白。Δ26 化=厂23 沁

等 种 假楼梯草 / Α Σ Β 6 , ≅Λ : +ΑΥ Ν 二 Α5 3Β Ι =Ε ,

多枝婆婆纳 1 Α Λ 2 Λ =Σ Β 挤Β Ν Β 2 =Σ Β
等 ! 种桓物是从

热带亚洲分布到热带非洲的 Ν 热带东南亚成分有白而带麻 ϑ 2Α ≅Α 。。Β 。石ΥΑ Φ 沁艺Υ 。 Λ ,

火 炭 缈

Ρ 2 3夕! ; 。。州 Α ≅Κ二Α 6 Ε Α ,

绢毛悬钩子 ) 5右5 Λ 3万6 Α Β Δ Κ‘Ε ,

波 −4十   虫马蝗 _ Α Ε二 2 Υ Λ 5 二 Ε Α口Λ Β Η 等 # ∀ 种

总之
,

这里的热带戍分以草本植物和灌木为主
,

很少成为森林植物群落的建群种
。

不过
,

他

们的存在至少能说明本植物地区 与各热带地区在区 系上有一定的联系

东亚区 系成分 有Π :种
,

占本地区全部种类的  Π 。Θ
。

作为温带区系的
‘

部分
,

在本地

区各种植物群落中都占有重耍地位
。

具有东喜马拉雅分布格局的种类尤 为 突出该计 % 8Ξ科  :Π 属

  种 子Λ 不少荚美花序植物
,

如 西 藏杨 + 2 +2 3Λ‘: > 3Β 5 Α Β ,

双柱柳 0Β 3=Η Μ =Ε匆 3Β
,

尼泊尔栏

木 且−6 5 Ε 2 Α +Β 3Α , :  :
,

亚高山冷水花 + =3Α Β Λ Β Α Α执2 ΕΒ 等 Ν
在高山垫状灌丛草地上可以见到 成片

的岩须 . Β Ε ΕΓ2 Ρ 。 Ε Α3Β > =2 2 =Υ Α Ε ,

多花杉 「Ν Ο杜 _ =Ρ3Β Λ Α ≅Α 扭5 3Δ=Γ32 Λ Β 。

属于这一分布型的至少 子Ν

 种虎耳草
,

水,种杜鹃
, ∃ # 种报春

,

 ; 种龙胆
, % 种马先高生长在本地区的 亚 高 山和高山 地

带
、

东亚分布类塑中的全喜马拉雅成分在此有  !: 种
,

包括 ! 种寥
,  。种马 先 篙

, ! 种虎耳
[

草以及 刺茶席子 )=[ Μ。Λ 。3+。 Λ 打。 等高 山植物
,

也 包括 习见于海拔 Λ Π 。。米以下的干旱河谷小叶

灌达中的 刮筋板 ∋灯2Α ΣΒ 汀 Β ΒΣ 己对尹23 =Β 等
。

喜马拉 雅至 口本 分 布的 有鱼 腥草 , 25 ΔΔ坷。Β

Λ 2 , Υ Β ΙΒ 延龄草 ? Λ    艺5。 , ΕΑ ≅; ; ; Ε⎯=艺等 Π # 种
。

短柱 Γ丝3勺金 盏花 ∗ Υ 2 6 =Ε Μ , Α Λ =Ε Δ]3Β 等Π 种 是 从

喜马拉雅分布到华北
、

东北 Ν 绵毛金腰 . ≅勺Ε 2 Ε+3Α 6 落5 2 3Β Λ 5 > =6 2 Ε5 Φ 等生。种是从喜马拉雅分

布到华中
、

华东的东亚成分
。

东亚其它类型的种类在本地区都为数不 多

与 =午多国外学者的推论相反
,

作为西藏的
一

部分
,

藏东地区 的植物区系和中亚 的关系拜

不密切 属于中亚分布塑的仅有毛叶小拘子 . 2Δ 。二ΒΕ Δ。 Λ Ε , Μ。 Λ 3Δ 川
。。 Λ  种由中亚经青藏

、

新疆以至华北
,

也绝于本地区 Ν 属于中亚到喜马拉推这一分布亚型的有簇生柔子草 ∃
’

≅川ΒΣ
[

2 Ε+Α , 。 Λ Φ 。Β 。Ε+Λ  ; : Λ 仇 等之∃种 Ν 不α−为中亚 与青藏高原所 共 有 的 计莎蓬 ∗ , > Λ Γ+≅鲜335二 Λ 母Λ Λ [

” 2Ε 2 Φ 等 ! 种
。

如此 类中亚成分共计也不过 ∃种
,

仅为藏东地区 种子植物的  ∀ Θ
,

如果与

本地区 中幼东亚区系成分相比 8  Π Θ 9
,

又是多么不足道
。

对西藏 各地区 的植物 进行分

析之 后
,

我们可以进 一 步知道
,

不仅是藏东
,

即使是藏北的羌塘地区
,

或者是藏西的阿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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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中亚成分仍然未能居于核心地位
。

中国特有种分布到本地区的有 Π :Π 种
,

占全西藏本类型的 % ; : % Θ
,

占本地区 全部种子植

物的 ∃ % % Θ
,

其中钧Θ 是炭断 ,
一

β脉南段 8藏东
,

川丙
,

淇西北 9 的区 系成分
,

计 %# 科  ∀ #属

Π  种
。

其中黄果冷杉 ∗Μ =Α Ε 。Λ 。 Α Ε ,   
,

川淇冷杉 ∗ Γ2 Λ , Α Ε ΔΚ =
,

大果红杉 / Β Λ =Η +2 ΔΒ 2 =6 ==
,

油麦吊云杉 + =Α Α Β Μ Λ Β Α≅夕Δ夕3Β Ζ Β Ι Σ 2 Φ Ρ3Β 6 , Β ,

黄果云 杉 + 3=⎯=Β 6 > Α 6 Ε=Ε 1 Β Ι 。

≅=Λ ΔΑ 33Β
,

高山松 += 65 Λ Υ 2 Ε川Β
等是本地区 山地针叶林的主耍成员

Ν 有  % 种 柳 属 经常 出现于林绿
、

河滩及 高 山 灌 丛 中 Ν
藏 川杨 Ρ 2 Ρ5 35 Ε Ε之Α Σ ≅ Λ Β Λ =Σ Β Ζ Β Ι Δ =ΜΑ Δ=Α Β ,

云 南 鹅 耳 杨 . Β , +=。“0

二
。 Λ Μ。=> =Β 二

,

细齿樱 Ρ 2 Φ 5Ε Λ 己。。3Β 等是次生林中的常见落叶成分
,

在不同 海拔的山坡灌

丛件 有西康 蔷蔽 ) 2 Ε Β Ε=⎯Β 6 > Α 6 Ε =Ε , % 种花揪 8: ; 汤5 Ε 9
,  ; 种小璧 8ϑ Α汤 Α Λ  : 9

, 一(种杜鹃

8) ≅2 Υ2 ΥΑ 6Υ ?2 的
。

横 断 3力脉南段还分化了许许 多多的高山草本植物
,

诸如弯蕊荞 / 2Η 2Ε 3[[

。 Α 2 6 Υ Α 3Β Λ Β 召= ,

巴塘景天 0 ΑΥ Λ 。 Ο‘Α Σ ⎯ Α 3Λ Λ , Λ 种虎 耳 草 8ΕΒ Η =Γ, Β > Β , Λ  ! Λ Β ΙΒ 。ΔΑ 9
, 。种

黄 茂 8∗ Ε Ι3 Β > Β 3Λ , Ε Α Λ Λ Α Ε Δ== Α ΔΑ 9
, % 种 岩 黄 蔑 8万 ΑΥ 夕ΕΒ , 5 爪 Α =Δ3 =, 5 2 Α ΙΑ 9

,  # 种 报 春

8+ Ι =Φ , 3Β , Α Λ 6 =Α 2 Ε Β , + Δ , Κ 32 Υ Β Α ΙΑ 9
,

粗 茎 龙 胆 & Α 6 Δ乞Β 6 Β Σ Λ Β Ε Ε Ν Σ Β Ν 3Ν Ε , ∃ 种 马 先 篙

8+Α Υ =Α 2 3Β Λ  : 9 等

中国特有种中
,

不少种为横断山脉北段 8藏
、

淇
、

川
、

占
、 一

甘9的区系成分
,

其中有巧 ∀

种分布到本地区
。

裸子植物有大果圆柏0ΒΜ =6Β 3, ΜΑ Δ=ΣΒ
,

方枝柏: ΕΒ3 翔。=Β
,

杨柳科 的 山柳

ΕΒ 3Λ Η 2 Λ Λ Λ Λ Α +≅Β ,

椅杨 尸2 +5 35 Ε ∴ =3Ε 2 6 ==
, 。种紫茧 8. 2 Λ , Υ Β 3=Ε Σ 5 , Λ =Γ32 , Β Α ΔΑ 9

, : 种虎月
[

草 80Β Η =Γ, Β > Β Α > Λ Α > =Β Α Δ Α 9
, Χ 。种龙胆 8& Α 6 Ι Λ Β Λ Β Α ≅ Λ 。> Λ 云Α 了Α 9 ,  〔9种马先 篙 8+ ΑΥ Λ Α 5 [

3Β , ΓΛ 。≅Α二 2 Α ΑΡ≅Β 3Β 。ΔΑ 9
, ∃ ∃种篙 8∗ , Δ。饥 =Ε 5 Β Λ Ν 。Α 6 Ε Λ Ε 。ΔΑ 9

,   种凤毛菊 80 Β 5 ΕΕ 5 , Α Β ; ∃ [

> ?Α ΕΣ 。 ,‘Λ 。ΔΣ 9 等等
,

它们大都是高 山植物
·

可见
,

横断山脉的特有成分在本地区 区系结构中占有最大的比重
,

同时
,

在不同垂直带

的植物群落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

很明显
,

它们应当都是 中国喜马拉雅区 系的特征成分
,

只可能在青藏高原隆升过程 中从原来的横断山区 区系的基础上重新活化而形成的
。

仅见于西藏境 内的特有种在本地区有# ∃ : 种
,

比喜马拉雅南坡地区的 ! :: 种少得 多
。

这些

特有种 中的亚东柏 + 2 Ρ Λ 35 Ε ]Β , Λ 。> Α 6 Ε=Ε ,

纳木拉无心荣 Ψ Α 3Β 6 Υ Λ =Λ 二 。Β Φ 3Β Α 2 ΕΑ ,

西 藏 八 角

莲 _ 夕Ε 2 ΕΦ Β ΙΕ Β 窗Λ、Α Λ : ∃ : ,

光果卫矛 ∋ 2 2
卿

, 6 Λ , Λ +Ε Α Λ‘Υ 2 一 Ε 2 2 ΔΑ+Α , :  :
等 ∃ :种为本地区和喜 马 拉

雅南部地区的高 Οχ地带所共有
。

节枝柳 0。八Η Υ Λ 3、Λ > Α6Ε , Λ ,

切县虎耳草 0Β Η= Γ2 >Β 加 > Η= “6 [

ΑΛ Λ , Λ 、

刺栖雀儿舌头 . 人Α Λ Λ Α万Β ΕΡ=Λ 2 Λ Β ,

拉康龙胆 & Α儿, 艺Β 6 Β 3≅Β ⎯ Β 6 > 2 6 Ε=Ε 等 # % 种分 布 在 本

地区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
Ν 小念珠芥 ? 2 , 5 3Β Λ =Β 乡Β 3 Λ 5 3Β

,

多头萎 陵菜 Ρ 2 Δ Α 6 3=33Β 扭 Λ −Δ泛ΑΑ +Ε

等   种是西藏各地 区 4
‘ 一

布的植物
。

银誉龙胆 & Α6 3 Λ“二 Β3 Μ3 2Β3 鲜 间断分布于亚东和芒康! 创
[

往宇 Ο,米的高 山草甸上
,

说明两地在较近期可能 曾有的厉史联系

藏东植物地区有 # 。种地区特有种
,

比喜马拉雅南部地区稍少
,

但远远超过西藏 其 它地

区 它们分属于#! 科  “属
,

主要是草本植物
,

有少部分灌木和乔木  !! 种即 : ∀ : Θ 集 中

在表 忿所列举的科内
,

显示了本地区特有种的高山性质
。

本地区植物区系内部存在较大差异
。

在念青宫古拉山脉以西的特 有 种 此 以 东 地 区 为

多
,

前者属雅鲁藏布江流域
,

后者为横断山脉和三江 河谷
。

根据特有种边界的重叠
,

可划分

为两个亚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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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西藏东那桓物地区具 ; 种以上特有种的科

? Β Μ ∃ 0 Α Ι =Β 3 Β Ι ΙΒ 6 > Α Φ Α 6 Δ 2 Γ ΓΒ Φ =3= Α Ε ∴ =Δ≅ 2 Ζ Α Ι  ; Α 6 Υ Α Φ =Α

Ε +Α Α =Α Ε =6 ∋ Β Ε Δ Τ =Χ Β 6 > Ι Α > =2 6

科 名 属 数 种 数

卷

菊 科 . 2 Φ + ; Ε=Δ Β Α

蔷薇科 ) 2 Ε Β Σ Α Β Α

禾本科 & Ι Β Φ =6 Α Β Α

毛蓑科 ) Β 6 5 5 Σ 5 3Β Σ Α Β Α

龙胆科 & Α 6 Δ=Β 6 Β Σ Α Β Α

紫胆科 Ρ Β + Β Α Ι Β Σ Α Β Α

玄参科 0 Α Ι 2 Ρ ≅ 5 3Β Ι =Β Σ Α Β Α

豆 科 / Α > 5 Φ =6 2 Ε Β Α

百合科 /−3=Β Α Α Β Α

虎耳草科 0 Β Η =Γ Ι Β > ““Α “Α

莎草科 . ]+ Α Ι Β Σ Α Β Α

3Π

 3

3

3 Ω

之

:

Π

#

艺

: (

∃ 3

∃ ;

3∀

工Π

 %

 

 ∃

 ∃

 ;

 ;

 横断山脉亚地区 包括南北向或近南北 向的高山纵谷地区
,

基本上以念青唐古拉

山脉东段与波密一加查亚地区为界
。

这里山峦重迭
,

陡峻 Ν 水系发育
,

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

江上游支流繁多
,

切割较剧
,

由于西北部受到一定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喜干冷的植物区

系较东南部更为显著
,

森林面积也就 由东南向西北减少
,

植被垂直带 =并上以河谷小叶灌丛和

高山灌丛草甸为主
。

本亚地区 的特有种有 ∃  科Π 属%# 种
,

没有裸子植物的特有种
,

出 现在 针叶林 下的特有

灌木种类有光叶巴 朗 柳 0Β 3‘Η Ε少≅Β Α , 2 6 , Φ Ρ人2 =Υ Α Ε ,

昌都杨 Ρ 2 夕5 3Λ : 2 Β , , , Υ 2 Α 6 Ε‘Ε
,

毛序 小 璧

ϑ Α劝Α ,  : , , =Α ≅访Β ΔΒ ,

短穗小璧 ϑ Μ二 Σ ≅夕Ε , Β Σ ≅万Ε ,

弯果小璧 刀 Α Β Φ +夕32 Δ Λ 2 +Β 等
。

林 下 几 乎

没有草本特 有种
。

高山灌丛中出现的特有种有洛隆紫 董 . 。坷ΥΒ3 =Ε Κ≅2? 。
叮Α6 Ε3δ Λ ,

红 瓣 虎 耳

草 0Β Η 艺Γ翔 > Β 3Λ Υ 32 留  
,

藏南拘子 . 2 Δ2 6 Α Β Ε ΔΑ Λ Λ Β 鲜32 Ι ==
,

短序棘豆 ( Η 封, 2 +ΕΓΕ Ε 5卜+2 Υ 2 32 ΜΒ
,

腺序点地梅 ∗ 6 Υ Λ 2 ΕΒ Α Α Β Υ Α 6 2 Α Α+人Β 3Β ,

靛兰穗花报春 Ρ Λ =Φ 2 3Β 。, Β Δ Ε 2 6 =￡等
。

高 山草甸中有 八

宿雪灵芝 ∗ Λ Α 6 Β , =Β ΜΒ Η 2 ΓΑ 6 Ε =Ε
,

腺尊蝇子草 0 =3Α Λ Α Β Υ Α 6 2 Α Β 3, Η ,

倒心形 翠 雀 花 _ 。−+≅Γ爪 Λ 二

2 右Σ 2 Λ Υ Β Δ=3乞Φ 否Λ 。
,

细距黄节 . 2勺 ΜΒ 3ΓΕ ΔΑ 6 5 =Α Β 3Α Β Λ Β 3Β ,

银叶 棘豆 ( Η 夕, 2 Ρ ΓΕ Β Λ > ] Λ 2 Ρ人夕33Β
,

密

叶棘豆 2 Υ。Λ
3Γ−

。二
,

肾叶棘豆 ; 介6= Γ。, Φ 行等
。

高山流石滩 则出现卷 耳状无心菜 ∗二 6 [

Β Λ =Β 。Α Λ Β Ε ,   
一

Γ2 , Φ =Ε ,

鲜叶黄 笔 . 2印 Υ Β 3艺Ε 乙Λ 3Μ=ΓΑ , Β ,

鸟状棘豆 ( Η 夕Λ 2 ΡΓΕ Β , =Ε2 ΓΥ Α Ε
等特有草

本植物
。

横断山脉亚地区特有单种属冬麻豆 0Β3 留ΑΑ 6= Β ∴ 2 Υ3’ = 是保留在昌都
、

八宿一带海拔 8〕;于

; 。米的沙砾地上
,

属于豆科的原始族一槐族 02 +≅
。介ΒΑ

。

十分可能是古雨大陆热带 区系成

分的一分子
。

第三纪以来
,

就在怒江和澜沧江中游河谷找到了避难所而残存 下来的
。

∃ 波密一加查亚地区 包括嘉黎
、

墨竹工卡
、

工布江达
、

加查
、

朗县
、

米林
、

波密这

一片
,

主耍为雅鲁藏布江 中游地段
。

因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较 多
,

气候较横 断 −4− 脉 亚

地区温和湿润
。

在植被垂 3直带 谱上以常绿针叶林为主
。



∃ 期 西藏东部植物地 区的区系结构

本亚地区的特有种有% 科!; 属 ∃ Π% 种
,

种数为横断山脉亚地区的 # 倍 多
,

特 有 种中 有不

少木本植物
,

如通麦栋 χ2 Α Λ Α 5 Ε , Β 6 > 2 Β =Α 6 2 =Ε ,

伞叶 五 加 ∗ Σ Β 6 Ι≅2 +Β 6 Β Η 2 Α , Δ‘Α Α 33Β Ι, Ε ,

糠批

柏那参 ϑ Λ Β Ε Λ Β艺2 ΡΕ=Ε ⊥ Β 3 Φ Β 3Β ΓΣ Β
等

,

拜有附生的岩生树萝 卜 ∗ > Β Ρ Α Δ。Ε Ρ Λ Β Α Σ 3Β Λ Β ,

通 麦白珠

&Β 动 ≅Α Λ =。 Δ Λ =。≅2Σ 3。 Υ 。 Ν 还有几种生长于林下的杜鹃
。

这些特有种的难成 表明本亚 地区 与喜

马拉雅南部地区在区 系上存在较明显的亲绿 关系
。

在河谷灌丛和高山灌丛中分化出了大量的灌木种类
Λ

柳属 0 Β3 ,双 # 9
,

杨属尸2+ 53 5Ε 8 ∃ 9
,

小桨9Ι# ϑ Α ε
·

ΜΑ Ι =Ε 8一# 9
, 一

十大功劳属 Ψ Β 人2 6 =Β 8 一9
,

季旬子属 . 2 , 2 , Α Β Ε , Α Λ 8 一9
,

蔷 薇 属

) 2 ΕΒ 8 ∃ 9
,

悬钩 子 属 ) 5 Μ5 Ε 8 Χ 9
,

锦 鸡 儿属 . Β Λ Β > Β 6 Β 8 Χ 9
,

杜鹃属 ) ≅2 Υ 2 Υ 2 6 Υ Ι 2 6

8” 9
,

瑞香属_ “+≅6 。 8 3 9 等
。

小璧属和杜鹃属在这里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

在高433地带的草旬和流石滩植被中
,

许多高山科属达 到了最 大的繁荣
,

出现 了大量的特

有种
Λ

它们 属于乌头属 ∗ Α 2 6 =, 。拼 8、Λ 9
,

紫 节属 . 2 Λ ]Υ Β 3Χ Ε 8  # 9 ,

虎 耳 草 属 0Β Η =Γ?Β > Β

8一Λ 9 ,

报春花属 + , =Φ 5 3Β 8 〔99
,

龙胆属 & Α 6 Δ Λ Β Λ Β 8 Χ , 9 ,

马先篙属 +Α Υ =Υ Λ ‘−Β Ζ=Ε 8一# 9
,

凤毛菊属 0Β 2 Ε Ε ,‘3 Α Β 8 % 9 等等
。

特有单种属翅果寥 + 2 Β+ Δ盯2+ 鲜。爪 八阮 Δ=2 Φ 保存在米林
、

朗县
、

加查 一带
,

这 是分

布于阿富=「等地的 八。?2 Ρ互。Φ 的对应属
,

它们源出于一个近期的祖先
,

是古地 中海植物 区

系的衍生物
。

换句话说
,

它们都是古地 中海沿岸的区系成分
,

随着
一

占地 中海的退却而分别残

留在巴基斯坦
、

伊 !94
、

伊拉克一带和雅鲁藏布江河谷
,

经过孤立分化而形 戍的两个属
。

波密一加查亚 地区的植物区系可能比横断 仁日脉亚地区较为年青
,

但因生 境 条 件 较为优

越
,

也成了西藏地区重要的物种分化中心之
一 。

藏东区系桓物 种类之丰富
,

除属于热带区 系范畴的喜马拉雅南坡 地区外
,

为西藏其它任

何植物地区所不及
。

温带区系成分在这个区 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

尽管藏东保存着第三纪

古热带柜物区系的 孔遗分子 8如冬麻豆 9 和古地中海亚系成分的衍生物 8如翅果寥9
,

但从

本地区的区系构结可以清楚地看出
,

与藏东区系血绿 最近的只能是东亚植物 区系
,

而不是 中

亚或地中海区系
,

也不是任何热带区 系
,

大量的特有成分的出现
,

特 别是横断山脉特有成分

的出现
,

意味着本地区连同邻近的淇西北
、

川西横断 3匀区 是东亚植物区系的一个极为重耍的

物种分化中心
,

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摇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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