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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高山流石滩植物多样性 

邓 敏，周浙昆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通过多次对滇西北高山流石滩野外实地考察、标本鉴定并查阅有关文献，建立数据库 

统计得到流石滩种子植物共计29科、103属、519种。其中中国特有植物 295种，占总数的 

56．8％，滇西北特有植物54种，占10．4％。有 10种属的分布区类型 (包括7个变型)，北温带 

分布类型最多，占总属数的47．5％。在整个高山流石滩中，草本有455种，占总数的87．7％， 

其中多年生草本421种。流石滩植物中具有多种生态、生理适应方式 ，低矮平卧状植株、莲座 

状、垫状、极矮小草本、密集丛生是植物的重要适应方式。根茎及发达的肉质根或木质根是 

典型流石滩上的主要适应方式，分别占植物总数的 19．7％，31．0％。果实中干果共计 518 

种，其中蒴果298种。由于流石滩处于生态脆弱区，人为干扰易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本文 

对流石滩种子植物多样性组成分析，为合理保护和利用流石滩植物资源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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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Plant Diversity On Screes from North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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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ed plant dive~ity of 8crees of northwest Yunnan has been studied at present paper based on 

herbarium and literature record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There are 519 seed-plants found on the 8elt'ee8 in 

northwest~unnar1．Those lams aIe grour~ into 103 genera and 29 families．The areal—types of genera 

have been analy'Lea．47．5％ genera belong to the north temperate distribution pattern based on Wu’s dis— 

tribution pattern．And 56．8％ species aIe endemic to China induding 10．4％ are endemic to northwest 

YIlIlIlan．The eeoclimatic adaptationin bothmorphology and physiology ofthe 8el'~ lantswas alsoinvesti— 

gated．Herbs aIe dominant in alpine sa陀es including421 perennial herbs．Low andtrailing plant，rosette 

form， 出reⅡIe low herb，and cluster plants，rhizoma，well developed tie,by Or ligneous root8 and domi— 

nartt dehiscentfruits 8．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s ofthetypic alpine screeswhich demonstrate the well c0ev- 

olution betweenthe lants and environment．Meanwhile，the use ofthe reSOtll'Ce8 on sc艄 has been 

discussed．Some advices on col'k~l'vation of the ecosystem of alpine 8crees and using the plant l"e— 

SO1．U'Ce8 properly has been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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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石滩是高山特有的生态系统，通常是指海拔 4 000 nl以上的高山地带，由于冰 

川剧烈作用及寒冻强烈风化，将地表岩石剥落成大量大小不等的砾石，在山脊的平坦处形 

成许多垄岗状岩屑堆积的特殊生态景观 (吴征镒和朱彦承，1987)。这种流石碎屑带常高 

20—200 m(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97)，而在其发达地段其长度也可达 

到500—1 000m，宽约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 (闫海忠等，2000)。在这一地区气温低、空气 

稀薄、13照辐射强烈、温度变差剧烈，且常受大风袭击。地表覆盖有大量的砾石层，表面 

土壤稀少，仅存在于20—50 om的老砾石层中①，具有典型的高寒荒漠特征。 

流石滩地带植被稀少，多呈块状、簇状、零星分布。植物群落呈现绿褐色调，为明显 

的高寒荒漠特征，只有在夏季生长期时植物才呈现明显的绿色。流石滩的许多植物大多生 

长于石缝中，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流石滩气候相适应的生理、生态特征，植株低 

矮、花色艳丽、形体娇小，垫状、肉质、多毛等，较为奇特。调查研究表明滇西北高山流 

石滩至少有200至300种花卉植物，其中许多是极具开发价值的种类，是现代园林设计、 

园艺观赏、种植的好材料，如 “云南八大名花”中的报春 (Primula)、杜鹃 (Rhododen． 

dron、绿绒蒿 (Meconopsis)、龙胆 (Gentiana)和百合 (Lilium)在高山流石滩均有分布， 

以报春属和绿绒蒿属尤其丰富。其它著名高山花卉如拟耧斗菜 (Paraqulegia microphylla)、 

乌头属 (Aconitum)、翠雀属 (Delphinium)、紫堇属 (Corydal~)、葶苈属 (Draba)、丛菔 

属 (Solms-Laubachia)、景天属 (Sedum)、红景天属 (Rhodiola)、虎耳草属 (Saxifraga)、 

无心菜属 (Arenaria)、蝇子草属 (Silene)、火绒草属 (Leontopodium)、雪莲属 (SoAK~／／／'ea) 

等在高山流石滩也有分布 (管开云，1998)。此外高山流石滩蕴藏着极为特殊的珍贵药用 

植物资源，如贝母属 (Fritillaria)、雪莲属、红景天属等。 

前人曾对西藏、青海、喜马拉雅、西北高加索、中喜马拉雅地区高寒植被进行了分类 

(Ram&Arya，1991)、极端环境下植物的生态适应 (Onipehenko等，1998；Komer，1999)、 

放牧及人为干扰对及高寒植被的影响 (Rikhari等，1993；Zhao&Zhou，1999；Prakash& 

Singh，1999；Onipchenko&Martin，2000)进行过研究，然而高山流石滩大都分布于人迹罕 

至的海拔在4 000 nl以上地带，为研究带来困难。吴征镒和朱彦承 (1987)对云南的流石 

滩群落进行初步划分、1965年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室对丽江玉龙雪山流石滩调查①以 

及王崇云 (1994，2000)、欧晓昆 (2000a，2000b)、闫海忠等 (2000)也对滇西北部分地 

区的流石滩进行了生态、样方及资源利用调查。但是流石滩的植物物种组成的系统资料仍 

较为缺乏。 

高山流石滩处于生物圈与岩石圈的特殊地带，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高寒生态系统之 

一

，
除具有分布于高山草甸耐受性较强的植物外，还分布有多种高山流石滩特有植物。由 

于植物的种群数量较小，生物量极低，高山流石滩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目前人为干扰在流 

石滩中的增加及环境变迁等诸多因素，已使得一些流石滩植物种群数量下降乃至濒危，因 

而对其植物多样性状况、分布与种群数量的普查是保护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的首要举措。 

① 朱维明，姜汉侨，1965．玉龙山流石滩植物生态的初步观察．云南大学生物系学生玉龙山实习手册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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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滇西北高山流石滩植物种类组成、分布的研究，旨在提供滇西北高山流石 

滩植物多样性的基本资料，为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理范围与方法 

本次研究范围设定于滇西北地区。滇西北不是严格的地理学概念，而是一种行政区划，包括大理州 

的云龙、大理、洱源、剑川I、鹤庆、宾川，丽江地区的丽江、宁蒗、永胜，迪庆州的中甸、德钦、维 

西，怒江州的兰坪、泸水 、福贡、贡山等 l6个县。北达北纬 29~15 附近，南约达 27。15 ，属于青藏高原 

的一部分。在这一区域高山、峡谷相间，并列作南北向延伸，从西向东计有伯舒拉岭一高黎贡山、澜沧 

江、宁静山一云岭山脉、金沙江、沙鲁里山山脉等，平均海拔4 000m左右，海拔在4 200m左右的山峰 

很多，超出5 000m的山峰有20多座。这些地区尽管不是一个自然的地理区，由于它们有相同的地理特 

征，因而在地理区划上归属于关系极为密切的滇西横断山脉和寒温带高原地带 (杨一光，l99o)。 

本次编制的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种子植物名录的主要参考文献有：《云南植物志》1—8卷；《云南植物 

名录》(上、下册)(吴征镒，~9s3)；《中国植物志》16卷第1册、20卷第2册、25卷第 1册、26卷、27 

卷、28卷、32卷、33卷、34卷第 1、2册、35卷第 1册、37卷、44卷、55卷第 1、2册、62卷、64卷第 

2册、68卷、67卷第2册、 卷、73卷第2册；《西藏植物志》1—5卷；《横断山区维管束植物》(上、 

下册)(王文采，1993)；《中国种子植物数据库 (光盘)》(吴征镒和丁托亚，1999)；《云南高山花卉》 

(管开云，1998)；《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方震东，1994)。以多次野外考察所采集并鉴定的流石滩 

植物标本为主要依据，并查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KuN)标本记录编制成植物名录，建 

立了数据库。数据库的字段包括：植物名、植物学名、属名、属的学名、科名、科的学名、分布地区、 

产地、分布最高海拔、分布最低海拔、生活习性、花期、花色、果期、受威胁状况、保护等级、特有 

性、凭证标本号、种下分类群等字段组成。利用数据库统计出科、属、种及特有性等数据，并依据吴征 

镒 (1991)方法确定植物区系成分。此外依据多次野外调查对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种子植物生态适应、植 

物资源利用与保护进行分析及总结。 

2 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的自然概况 

滇西北的高山流石滩上接高山雪线，下与高山草甸相邻。低温、大风、强紫外线等一系 

列极端气候条件是流石滩的主要特征。同时流石滩还具有独特的地形、土壤因子，如海拔、 

岩石性质 (玄武岩、石灰岩)、石砾大小、形状、坡度对植物的分布和数量有强烈作用。 

滇西北处于青藏高原区域、东亚季风区域、南亚和中南半岛热带季风区域结合部，每 

年都具有西风环流和西南季风进退和更替 (吴兆录，20o0)。每年 10月至次年5月，由于控 

制欧亚大陆的西风带南移，在青藏高原的影响下而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控制滇西北地区，并由 

于具有温暖干燥的热带大陆气团特征：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风速大，降水少，湿度小，使这 

段时间滇西北地区为干季。5月后，西风带北移，来自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强大西南季风向云 

南推进，并带有大量的水汽，5—10月成为滇西北地区的湿季 (吴兆录，2OOO)，日照少、云量 

多、降水集中、湿度大。由于上述气候和地形因素，也使得流石滩呈现明显的干湿两季，降水 

多集中于6 9月，并常在3 m以上的高山上部出现云雾天气 。此外，滇西北南北走向的 

高山峡谷对西南季风有阻挡作用，也使滇西北西部偏湿，东部偏干 (吴兆录，2I)0o)。 

根据德钦 (海拔 3 588．6m)、丽江 (海拔 2 393．2m)台站 1957～19~o0年的记录，其年均 

温分别在4．1 5．3~E和12．1 13．I~E，月均最高温在12．4—12．8~C和19．3—18．6~C，月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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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在 一3．3一一4．3℃和 4．0—4．9cc，适于生长的季节集中于5 10月，气温约在 5．9 

11．7℃ (国家气象局气象中心气候资料室，1985)。由于流石滩多位于海拔 4 000 m以上的 

高山地带，随海拔的升高，气温进～步递减。以白马雪山为例，白马雪山主峰 (5 429 m) 

年均气温为一7．4℃，年降水量由于坡面的不同而有差异，年均降水量在 400 600 m【n②。 

玉龙雪山年降水量为600 700 r舯①。 

3 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滇西北高山流石滩上的种子植物本次研究统计共 519种，分属于29科、103属 (表 

1)。其中双子叶植物最丰富，有 23科 94属 487种，占流石滩种子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百分比分别为 79．3％、91．3％、93．8％，单子叶植物4科 7属 28种次之，分别占 13．8％、 

6．8％、5．4％；裸子植物 2科 2属 4种，所占比重最小，分别是6．9％、1．9％、O．8％。 

表 1 流石滩种子植物统计 

Table1 Statistics of seed plants ON alpine sc 

科名 Family n帅  属数／种数 Genera／Species 科名 Family ha／he 属数／种数 Genera／Species 

虎耳草科 Sa)d 印ceae 3／70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1／12 

菊科 Ca~ tae 14／60 ． 蓼科 Pdygonacea~ 4／10 

杜鹃花科 Eriaceae 4／42 桔梗科 Campanttlaceae 2／9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11132 灯心草科 ．1uncaceae 1／9 

龙胆科 Gentianaeeae 3／27 紫草科 B0蹲liI1aceae 5／7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7／26 罂粟科 Cholranthaceae 1／5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7／26 唇形科 Labiatae 5／5 

报春花科 lhilmdaeex~ 2／25 百合科 Lihaceae 3／5 

伞形科 Umbelliferae 9／24 柳叶菜科 Onagraeeae 3／5 

石竹科 cary0phⅡaoeae 2／23 柏科 Cupressaceae 1／3 

紫堇科 Fumariaceae 1／21 莎草科 Cyperaceae 2／2 

蔷薇科 Rosaceae 2／18 紫葳科 Bi~toniaceae 1／1 

豆科 I明lIl】inosae 4／17 麻黄科 Ephedraceae 1／1 

杨柳科 Saliaceae 1／17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1／1 

景天科 ~ aee,ae 2／16 合计 ：29科 103／519 

由科的统计上可看出：虎耳草科、菊科、杜鹃花科等温带分布大科占有极大的比例。 

虎耳草科物种数最多，共70种，约占流石滩植物总数的13．5％。其中虎耳草属植物最为 

丰富 (表2)，共63种，占总种数的12．1％。菊科属数最多，有 14属，种数也居第 2位。 

此外，毛莨科 (Ranunculaceae)、玄参科 (Scmphulariaceae)、伞形科 (Umbelliferae)、报春 

花科 (Primulaceae)等北温带为主的大科在流石滩上占有明显优势。由属、种的统计可看 

出66．5％的物种主要集中分布于北温带分布型的 5个属中。 

根据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 (吴征镒，1991)，流石滩种子植物可分为 10 

个分布区类型 (包括7个变型)，其中以北温带分布和东亚分布中的中国喜马拉雅变型所 

占比例最大，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30．1％，55．5％和 16．5％，9．1％，北温带和南温 

②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01．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计划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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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间断分布、世界分布、旧世界温带分布、温带亚洲分布成分也占相当比例；中亚分布及 

中国特有分布型数量较少。热带成分 (2～7)共计有 3属，占总属数的 2．9％，即 2个泛 

热带分布属麻黄属 (Ephedra)和大戟属 (Euphorbia)及 1个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属白珠属 (Gaultheria)。麻黄属的分布主要位于亚洲、美洲、欧洲东南部及非洲北部等 

表 2 滇西北高山流石滩超过 10种以上的属及分布类型 

Table 2 The genera with more than 10 speci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alp。ine 8cro~ of NW Yunnan 

表3 流石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The areal—types of genera on sc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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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和温带荒漠地区。大戟属的分布区类型是以属的分布区类型为基础来确定的，但其种 

类繁多，变异性大，并不能完全反映该属所有种的分布区类型。在流石滩分布的种类主要 

为乳浆大戟亚属Subg．Esula植物，这一亚属植物以欧亚大陆为分布中心，广布于欧亚大 

陆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白珠属主产北美，并有一些种类在东亚、中亚地区分布，在流石 

滩上分布的仅一种即矮小白珠 (C,aultheria nana C．Y．Wu et T．Z．Hsu)，这一分布式样 

可能与新生代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有关。温带、亚热带成分 (8～14)共有 87属，占总属 

数的84．5％，其中大部分为温带分布属。但缺少分布类型中4～7(属于热带的分布区类 

型)，说明构成滇西北流石滩植物区系地理成分较为单一。 

从科大小的排序看，种类最多的科都是世界性的大科，并以北温带分布为主。属的分 

布类型也以北温带分布类型占绝对优势，整个流石滩植物区系呈现极强的温带性质。许多北 

温带分布的大属在这一地区的种类也较多 (表 2)，如杜鹃、马先蒿、紫堇、风毛菊、报春、 

虎耳草、委陵菜等属部分适应于流石滩环境的种类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并高度分化。 

2．2 滇西北流石滩植物的特有性分析 

在整个横断山地区共有种子植物 7 954种，中国特有属 72个，中国特有种 5 079种 

(李锡文，1994)。滇西北地处中国3个特有中心之一的横断山地区，植物特有现象也十分 

丰富。但滇西北高山流石滩上的特有水平远低于横断山平均水平，特有属较少，仅有环根 

芹属 (Cyclorh~)、半脊荠属 (Hernilophia)、合头菊属 (Syncalathium)、蛇头荠属 (Dim． 

僦)、舟瓣芹属 (Sinolimprichtia)(王崇云，1994)5个中国特有属 (蛇头荠为横断山地区 

特有属)，占横断山特有属总数的6．9％。调查地区有中国特有种 295种 (包括 54种滇西 

北特有种)，占高山流石滩植物的总数的 56．8％，低于横断山地区特有种平均水平 

(63．9％)。流石滩植物特有性较低与在极端环境下产生的随机突变受到强烈定向选择而难 

以发生大的突变有密切关系 (表 4)。 

由表4可看出，特有种大量集中在虎耳草、杜鹃花、紫堇、无心菜、龙胆等少数几个 

属。分布类型中，北温带分布类型占主导地位，世界广布型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一分布 

模式表明流石滩植物区系中北温带分布类型植物在这一区域得到较大发展，并高度特化， 

形成多个特有种。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横断山地区在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形成显著的相对高 

差、呈现丰富而连续的气候带谱有密切的关系。对于横断山地区古冰川的研究表明，更新 

世时在这一地区并没有发生过广泛的冰盖，因而其自然景观应与现代类似。近来的研究表 

明在横断山地区经历了4次冰期 (刘淑珍等，1986)。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冰川的进退在 

这一地区只引起自然带的垂直位移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97)。第四 

纪冰期北方受大陆性冰川的作用，北方植物向南方迁移。横断山地区的山系与河川的形势 

有利于北方成分沿山脊南下，进入横断山海拔较低、温暖的谷地。伴随持续的造山运动， 

在此后多次冰期和间冰期冷、暖气温的反复作用下，这些植物可通过繁殖体在不同海拔适 

合生长的区域迁移并得以保存、延续，重新分化形成新分类群，因而，这些特有种大都为 

新特有种，而非孑遗分布形成的古特有 (《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1983)。然而在流 

石滩地区，由于环境相对单一，而其所在地滇西北地区由于整个地区环境复杂多样，使得 

流石滩特有种比例低于滇西北地区特有种比例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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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5—9种 风毛菊属 Sarssurea 9 

特有种的属 葶苈属 Draba 8 

G∞em of More 岩须属 Gass／ope 6 

Than 5 Endemic 点地梅属 h／ld4ro~lce 5 

Species(16 genera 景天属 Sedum 5 

104 species) 乌头属 Acon／tum 5 

柳属 Sa／／x 9 

垂头菊属 Cremaathod／um 8 

葱韭属 A／l／urn 6 

黄耆属 Astragalus 5 

毛茛属 RalllJil~tta 5 

马先蒿属 Pediadaris 9 

棱子芹属 Pleurospermum 8 

翠雀属 DB枷 l堋 6 

丛菔属 Solms-~ ia 5 

委陵菜属 Potentilla 5 

3 高山流石滩植物的生态适应 

高山流石滩是高山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是垂直分布的特殊地带。日照辐射强、气候 

极端严寒，温度变差剧烈、经常出现霜冻，雪雹和强风，植被相当稀疏，并且缺氧、土壤 

较瘠薄，表面的砾石层疏松，在重力作用下不断下滑等特点为植物的定居造成很大的困 

难。植物生长缓慢，一年中适于生长的时间仅 3—4个月①。植物具有多种适应策略，常 

形成块状、零星、单株分布，植株低矮。木本植物分布常不超过4 800 m，在4 800 m以上 

全部为草本植物，并且为多年生地上芽，半地上芽，地下芽、二年生植物；一年生植物常 

分布海拔较低 (Komer，l999)。 

流石滩适于生长季节短的植物，常利用宿存叶 (如莲座叶)和其它宿存凋落物对新生 

组织进行保护，在有限的适宜生长期内迅速完成生长、繁衍。冬季时植物的地上部分大都 

枯死，仅留下根状茎、块根、块茎和鳞茎等在土壤中休眠。因而，流石滩植物的生活型以 

多年生植物为主占植物总数的93．4％，并以草本为主，占87．7％，灌木种类较少，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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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刺柏属 (Sabina)、麻黄属 (Ephedra)、白珠属 (Gauhheria)、杜鹃花属、岩须属 (Cas— 

siope)、杉叶杜鹃属 (Diplarche)6个属。 

植物对于流石滩特殊环境的适应主要是围绕保水、防止寒害和冻害来进行的。在流石 

滩环境下，植物易发生由于寒冷所导致的生理性干旱。此外，土壤基质的砾石层的保水能 

力较差，风大同样易造成植物的物理性干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上层乔、灌层的荫蔽作 

用，流石滩植物直接暴露于强光下，因而流石滩植物在形态上具有明显的旱生性，常具有 

较厚或是革质的叶，并具有多种附属物来避免水分的丧失。此外，紫外线对植物生长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也使流石滩植物地上部分矮小，同时也减少了强风的伤害和水分的丧失。 

流石滩植物的地下部分发达，根冠比明显大于高寒草甸植物，有利于植物体固着并从石 

砾层下吸收、贮藏水分和营养物质。80％流石滩植物具有发达的根部，地下根系常为地上植 

物体长度的3 8倍。根形态多样，发生了许多有趣的适应特化，最为常见是发达的肉质或 

木质直根，这一根系类型占流石滩植物总数的 31．O％ (表 5)。这种根在砾石流动性最大的 

典型流石滩上所占比例更大，约占85％。在风毛菊、虎耳草、红景天、绿绒蒿属、垫状点地 

梅 (Andro$ace tapete)、无心菜属多种、垂头菊 (Cremanthodium spp．)、齿冠紫堇 (Coryda／／s 

bu／／eyana)及多种伞形科等植物中极为常见，可穿行于石砾缝之间，长达 50—80 cm。在根外 

还常具鳞片等多种保护性附属结构，如绿绒蒿。须根类的形态更为多样。约6．7％的植物具 

有细长密集的须根，它们可穿过石隙伸入较深的土壤中固着并吸收养分，如葶苈属的种类。 

2．1％的植物的多条须根还形成类萝卜形膨大的肉质须根或是成束棒状或纺缍状的肉质增粗， 

如钩距紫堇 (Coryda／／s hamata)、密穗黄堇 (Coryda／／s densispica)等。具有发达的地下部分是 

流石滩植物，特别是砾石不完全固定的典型流石滩上生长的植物的主要适应方式。发达的地 

下部分不但可以为植物在非生长期内提供养料，另一方面在砾石没有完全固定的地带，植 

物还面l临被表面下滑砾石覆盖的可能，因而植物体需要一段时间在阴暗的石砾缝隙间不断 

伸长、生长，重新露出地表，发达的地下部分是对这一特殊环境的良好适应特征。 

表5 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种子植物地下部分的特殊形态特征 

Table 5 Special underl~ tm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plants on alpine SCl'{~S ofNW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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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松动的典型流石滩上的植物常具有与坡面相平行、向上生长的根。根的大部分 

顺着坡度生长，根端指向坡的上部，或与坡面平行地水平生长，根的尖端部分几乎垂直于 

坡面生长。造成这种特殊生长方式的原因是由于砾石向下滑动时将生长于石隙中的植物向 

沿坡脚一侧掩埋，植物只有通过地下茎不断生长，而再次露出于原固着地一部分的砾石层 

中，从而形成这种特殊的着生方式。这种着生方式与石砾的流动速度，坡度的大小有密切 

的关系，当坡度加大时，主根与地面平行生长的现象越明显，而当坡度减小时主根的生长 

也就恢复了向下生长的习性。体现出植物与流石滩环境的高度适应性 (吴征镒和朱彦承， 

1985)。这一系列多样化的根系为植物在流石滩寒冷、干旱季节仍能存活和生长创造了条 

件。有的根还具繁殖作用，通过根萌方式产生新的植株。 

除发达的根系外，流石滩植物的地下茎也十分发达，19．7％的流石滩植物具有这一特征。 

其具有营养物质和固着和兼营养繁殖的作用。其形态多样，19．7％的植物具有发达的 

根状茎，块茎、鳞茎所占比例较小，分别为 0．8％和 1．7％。各种茎均具有特殊的生态适 

应。根状茎可向四面蔓生成丛，不但有利于植物在石砾中固着，而且当地下茎因流石的滑动 

而断裂时，根茎中的腋芽也可重新生成新个体。在繁殖成功率较低的地区，这种营养繁殖方 

式对种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如委陵菜。块茎在流石滩的马先蒿属植物中较为常见。鳞茎形 

态多样，如梭沙贝母 (Fritillaris delavayi)、尖果洼瓣花 (Lh,yd~a oxycarpa)的鳞茎卵形、较 

小，仅有 1．5～2 cm，由2～4个鳞片组成；卵叶韭 (Allium ovo2ifolium)的鳞茎单一，2～3枚 

聚生，近圆柱形，外皮为灰褐色，在鳞茎的最外层破裂形成纤维状，呈明显的网状，具有保 

护的作用。弯蕊荠 (Loxostemon spp．)中在匍匐的根茎下聚生有许多小的白色鳞茎。 

流石滩植物植株的地上部分常聚集成簇状或是斑块状。以草本植物为主 (表 6)，其 

中以多年生草本占主要地位，占植物总数的 81．1％。木本植物较少，共 63种，其主要适 

应方式是低矮平卧的植株，这一适应方式占木本植物的74．6％。垫状、莲座叶型、多个 

植物簇生型植株也是一种主要适应方式，占流石滩总数的43．1％，占典型流石滩植物的 

70％以上。这些特征常出现于同一种植物上。且它们常见的主要特征是茎极度缩短、叶紧 

密聚生，常在近地表处具多年宿存的枯死的茎、叶及叶柄，并多个植物株簇生，如滇西北 

点地梅，绿绒蒿属、虎耳草属、报春属、葶苈属等。半球形的垫状 (约占7．1％)；也可 

见由植物通过枝条反复密集、分枝或是可通过根茎反复分枝形成多个紧密簇生的个体。如 

垫紫草 (Chionocharis hooderi)等。最为典型的是无心菜属，如山生福禄草 (Arenaria 

oreophila)、盘状雪林芝 (Arenaria polytrichoides)和高原点地梅 (Androsace zambalensis)等。 

还有一类是莲座叶的特化类型，植物体呈圆柱形 (或是圆锥形)(约占4．4％)在风毛菊 

属分布于流石滩的种类中最为常见。它们的多个叶片在茎上密集着生，有的向下略弯曲、 

反卷，在叶上布有发达的毛被，为植物营造了良好的保温的内环境。此外还有肉质和极矮 

小，无特殊结构草本两种适应方区，分别占流石滩植物的7．1％和 16．2％。 

流石滩植物 86％具有发达的毛被。中型草本 (无特殊结构类)大多生长于流石滩与 

草甸的过渡地带，多为草甸物种，不具有典型流石滩植物特征。 

流石滩植物生殖器官也具有多样的适应方式。从花 (或花序)形态上看可分为具有特 

殊保护结构类和无特殊保持护结构类。前一类花中 (或花序)具有发达的萼片类的共有 

24种，如虎耳草 1种、大戟属 1种；还可形成发达的苞片状，保护花序类，共 8种，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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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风毛菊属，如苞叶雪莲 (Saussurea obovallata)。此外以叶演化出特殊的形态对花序 

保护类型的 l6种，如塔黄 (Rheum nobile)地上部分的叶特化，边缘下卷且覆瓦状排列， 

包裹着生于叶腋的花序，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在流石滩中的植物花序常具有发达的毛被 

等附属物密集包裹；而有花部无特殊保护类主要为生长于流石滩疏生草甸与草甸边界的植 

物，或是一年至二年生短命植物。其当年的生活周期在流石滩最适宜生长的5 9月迅速 

完成，因而特化的保护器官少，且多非流石滩特有种，以高山草甸种居多。 

表6 滇西北高山流石滩种子植物特殊的地上部分形态特征 

Table 6 Special over-ground morphologic characters of plants on alpine 921"q~8 of NW Yunnan 

植物地上 

部分形态 

Overground 

morphology 

植物生活型 

Plant ecotype 

流石滩的花期分三部分发生，早花期发生于雪初溶时，中花期处于流石滩植被最为繁 

盛的时期，晚花期发生于大部分营养生长近于停止时期。 

流石滩果实类型以干果占绝对优势，占99．9％。果实类型的多少依次为蒴果 (298 

种)、瘦果 (87种)、瞢荚果 (42种)、双悬果 (24种)、短角果 (22种)、小坚果 (18 

种)、荚果 (17种)、长角果 (1O种)、浆果 (1种)。果实轻，或是其中常有大量的轻而 

小的种子，常具有长的毛或绒毛，有利于物种的扩散。并且只有细小的种子或果实可以顺 

利穿过石砾间隙，与适合生长的土层接触，利于萌发，是植物对流石滩环境的适应。 

4 高山流石滩的植物资源及其保护 

滇西北流石滩地处生物圈极为特殊极端环境地带，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其中种子植物 

种群数量小、生物量低，但却蕴藏有许多具有潜在开发价值的植物资源。在流石滩的519 

种植物中，约有436种 (占总数的84．O％)具有一定的观赏和药用价值的植物资源。由于 

植株常矮小，具有发达的花冠或花序，体内含大量的色素类物质，花色艳丽、多样。花期 

做％ ．％ 一一～～一 嘛肿 噼 

一～一～ 呻 

一 

蔫 一 磊 一 

木 种 _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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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9月底约 5个月，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本次统计流石滩可作为野生花卉资源植物 

的有 350种，占总数的67．4％。世界著名花卉如报春、杜鹃、龙胆、绿绒蒿、乌头、垂头 

菊、蓝钟花等在流石滩均有分布。此外，经统计药用植物有83种，占总数的16．0％，其 

中很大部分为藏族民间用药。其中绵头雪兔子 (Saussurea laniceps)、苞叶雪莲、胡黄连 

(Neopicrhiza scrophulariiflora)、梭沙 贝母、甘青 乌头 (Aconitum tartgttticum)、狭距 紫堇 

(Coryda／／s kok／ana)、拟耧斗菜等具有较高药用价值。 

目前，人为干扰在流石滩中日益频繁，对这一区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植物数 

量在不断下降，乃至濒危。加之缺乏有效保护及过度开发，棱沙贝母、胡黄连、苞叶雪莲 

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因而应对流石滩植物的生理生态学、保护生物学、濒危物种的 

传粉、繁育、遗传结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只有掌握流石滩植物适应 

及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特性，采取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才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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