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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航研究员主持开展的“高山植物

多样性的研究”，历时 8 载，从宏观形态到微观分子水平对我国西南高

山地区的高山植物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及其东南

部横断山区高山区域植物区系成分的起源、演变和适应机制。在高山植

物区系起源与进化研究方面，项目综合古植物学、地质历史、植物系统

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分析等学科理论和实验手段，结合最新的分子系统

学资料，揭示了古地中海植物区系是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区现代植

物区系的重要源头之一。另一方面，项目对青藏高原特有及东亚 - 北

美间断的植物类群，如丛菔属、角蒿属、钩毛草属、透骨草属等开展的分

子系统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证实，隔离分化和迁移分化是横断山区植

物区系形成的重要机制，劳亚大陆、白令路桥路线在该区域植物区系形

成历史中有重要作用。此外，项目对横断山植物区系垂直和水平梯度的

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海拔 3000—4200 米生境为横断山区

植物多样化最丰富的地段，植物的进化行为（杂交、突变等）多发生这

里，此海拔带为横断山植物区系形成的核心；而北纬 29 度线则是横断

山区植物区系的重要南北分界线。在基础材料收集方面，项目对滇西

北、川西、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的高山开展了数次植物区系调

查，共采集植物区系标本 6000 余号，24 000 余份；到目前为止发现新

属 1 个，新种 8 个，填补了特殊或薄弱地区植物区系调查采集的空白，

为植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数据。
“高山植物多样性的研究”项目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原创

性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极大的关注，为全面深入理解高山植物区系

乃至北温带植物区系的起源和适应进化机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为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全面揭示高山植

物的起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探讨植物多样性的演变过程、形成时

间、新种产生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确立

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种类及区域以及植物资源的发掘、引种驯化等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高

山植物多样性的研究”
共得到一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和一项云南

省基金的资助，项目开

展期间共计发表学术

论文 49 篇，其中 SCI
收录期刊 33 篇。2009
年，“高山植物多样性

的研究”获得云南省科

学技术厅颁发的云南

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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