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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高原的植被不同于一般的“水平地带 ”植被
,

也不同于山地的 “垂直带 ” 植被
。

它是

属于“准平原式 ”的垂直带植被 , 可称之为“ 高原地带 ”植被
。

西藏植被的成带现象自东南向西北变化如下 森林一草甸一草原一荒漠
。

这些高原地

带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高原巨大幅度的隆升及其所引起的特殊的大气环流状况
。

潮湿的西南

季风乃是西藏东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山地森林发育的基本因素
。

高原面处在西风环流和 “ 青藏

高压 ”控制下
,

在这种大陆性高原的气候条件下
,

形成了高寒草甸
、

草原和荒漠植被
。

地球上最雄伟巨大和最年青的山原隆起 —青藏高原
,

自新第三纪以来发生了一系

列沧桑巨变 拔地人云的山原隆升
,

古海西撤
,

山地冰川反复进退和大气环流易轨改道

等
。

山地高原上的植物区系和植被也随之经历了严酷的 自然选择和进化过程
,

发生过大

规模的迁徙和交流而形成高原特有的年青植被
,

也保留了一些古老植被
。

然而
,

西藏的植

被性质和分布规律如何 影响它们的基本生态因素是什么 这些都是在植被学和地理学

上引人瞩目的问题
,

对于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的植被资源和发展农牧业生产也具有一定意

义
。

因此
,

我们根据近年来的考察
,

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简要的阐明
。

一
、

关于高原的植被地带性

有关西藏植被地带性的论述从刘慎愕 〔 、

钟补求 和 沙 ” 的 著 作 以 及

的综述中可以找到
。

近来
, ,

又分别论及西藏西北部植被地理性质及喜马

拉雅山系植被的三向地带性
。

关于西藏植被具有水平地带分异的论点为张经炜 , , ,和王金亭 所提出
。

他们指出在

西藏高原上植被由东南向西北向的递变为 草甸草原带一高原草原带一荒漠草原带一高

原荒漠带
。

郑度等 「 亦提出了关于西藏高原主要取决于水分状况差异的东南一西 北 向 的

水平地带变化规律
。

这些论述对于本题都具有先导性或重要的参考意义
。

只是首先应当对地带性的基本

术语做一些商榷
。

对景观和植被地带性提出了“三向性 ” 的概念
,

即 南北向的依

地理纬度的变化
,

东西向的依环流形势的变化
,

以及由低及高的垂直高度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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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种变化综称为
“
水平地带性 ” ,

后者即“ 垂直带性 ”。

我们认为
, “ 水平地带 ”或 “ 水平地带性 ” 不仅是一个铺展在地球水平面上的植被实体

及其分布规律
,

而应有绝对海拔高度的限制
。

水平地带主要与 “ 地带性地境 ” 或 “ 显域地

境 ” 概念相联系
,

即主要由获得该纬度 及海陆位置 海平面或一定高度范围内

的光热与水分条件的地位生境上的植被所形成
。

水平地带的高度界限至今还没有公认的

标准
,

如依 。‘ , 定为海拔 米以内
,

仅适于北纬
。

以北的高纬度地区
。

则一般地确定为 英尺 约 米
。

在热带
,

尤其是大陆性地区
,

这一界限可提高至
,

米或稍过之
,

而仍保持在水平地带的基本水热指标范围内
。

当海拔高度在
,

一
,

米以上时
,

气候
、

植被与整个 自然景观随高度递变的垂直成带现象就显著发生
,

而形

成与水平地带有差异的垂直带性植被
。

巨大隆起的青藏高原
,

平均海拔高度在
,

米以上
,

约 占对流层的一半
,

氧分压约为

平原的 一
,

其热量 积温
、

夏温
、

生长期等 显著比同纬度海拔
,

米以下的平原

或低山为少
,

大气环流
、

降水状况与水热关系也有很大变化
,

其植被主要由适应高寒的高

山的
、

山地的或部分高纬度的种类所构成
,

而与毗邻的平原植被有显著差异
。

因而西藏的

高原与山地植被基本上都是垂直带性的
,

超过了水平地带植被的范畴和界限
,

高原上实际

不存在低海拔的“ 水平地带 ”植被
。

然而
,

青藏高原的植被显然又不能笼统地归之于山地垂直带植被
。

它们在生态和植

被外貌方面与一般的山地植被相比有以下特点

热量丰富
,

植被分布界限高 由于高原强烈的加热作用
,

夏季整个对流层温度都是

高原比四周高
,

加以太阳辐射强
,

较干旱而蒸发耗热少等原因
,

高原上的有效热量较同

纬度与同高度的山地丰富
,

植被的高度界限远较同纬度孤立的或较小的山地为高
。

以四

的大雪山‘ 和云南的玉龙雪山‘ , 与西藏高原内部的山地相比
,

则后者的植被上限一 般

要比前二者高出 一
,

米
,

雪线的高度高出 一
,

米
。

大陆性强
,

植被的旱生性增加 由于高原一般较自由大气层与高山空气中含水气

少而较干燥
,

高原的加热作用则在上空形成巨大的“青藏高压 ” ,

而使气候的大陆性增强
,

加以高原受到周围高山尤其是南部喜马拉雅山系的雨影作用
,

降水大为减少
,

因而以旱生

性的草原植被占较大优势
,

广布的高寒草甸植被也以具有寒旱生外貌的小篙草草甸为主
,

并广泛分布耐寒旱的垫状植被
,

在藏西北甚至形成了极端贫乏的高寒荒漠植被
。

高原上

的这些大陆性高寒植被类型为在同纬度的亚热带山地所未见
。

植被带幅度宽广 众所周知
,

山地植被垂直带幅度较窄
、

过渡迅速
,

并由于山地地

貌切割多变而使植被带有间断性和组合性强的特点 高原面上的植被带由于地形平缓
,

在

水平方向上的幅度很大
,

可达数百公里
,

且内部具有较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

过渡缓慢
。

在这一方面
,

高原植被却与水平地带植被有相似之处
。

在高原的各个植被地带内隆起的山地上又形成各自独特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
,

而

以高原的地带性植被为其基带
。

因此
,

青藏高原上的植被既不宜称为水平地带
,

而具有垂直带性
,

又与一般的山地植

被垂直带有重大差别 它们是水平地带性与垂直带性相结合的结果
,

是具有平面形式的

植被垂直带
,

借用地貌学的术语来说
,

是“ 准平原 ”式的植被垂直带
。

我们建议把这样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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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带称为“ 高原地带 ” ,

以与植被水平地带和山地植被垂直带相区别
。

在高

原面上的草甸
、

草原和荒漠地带之间的递变关系并不是垂直递变的系列
,

而是在高原面上

呈平面方向更替的高原地带系列
,

可称为植被的“ 高原地带性 ” 。

二
、

决定西藏植被高原地带性的大气环流因素

西藏植被的高原地带性也具有“ 三向性 ” ,

即 南北向
、

东西向和垂直向的变化
。

但它

们都是在高原面上展开的
,

只有边缘的山地与毗邻的水平地带相联系
,

二者具有不同的
“
基础

, , 。

毫无疑问
,

地球一宇宙 光热 因素所造成的纬度地带性仍是决定高原上植被地带南北

向变化的根本规律
。

一方面
,

巨大的海拔高度使热量的纬度差异趋于缩小 另一方面
,

高

原西北高
、

东南低的地势又使这种差异叠加了热量垂直梯度的影响
。

因而
,

在高原的南部

尤其东南部 分布有热带
、

亚热带的森林
,

中部 —中温型的草原和荒漠植被
,

北部 尤其

西北部 为高寒型的草原和荒漠植被
。

但是
,

就高原植被地带性更替的性质来看
,

它们在

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分状况或水热对比关系
,

即根据高原上从东南到西北
,

自潮湿一湿润

一干旱一极干旱的趋势
,

呈现出由森林一草甸一草原一荒漠的植被地带更替
。

在这方面

高原特殊的大气环流形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青藏高原的崛起
,

除了由于它隆起的巨大幅度和规模超过了水平纬度地带气候的范

畴和界限
,

而形成不同高度水平上的“ 高原地带 ”之外
,

其影响更深刻
、

更广泛和更重要的

作用也就在于它的出现
,

成为耸立在对流层中部的巨大中流砒柱和“ 热岛 ” ,

引起了第四

纪地球大气环流的巨大变化
,

从而对高原本身及其周围的气候和植被地带带来重大变革
。

其根本的机制
,

在于高原隆起的尺度大于与地球 自转相适应的行星风系的临界尺度
,

大

气环流适应于高原加热作用造成的温度场
,

形成特殊的环流形势 高原上空生成“ 青藏高

压 ” ,

其北方形成蒙古一西伯利亚高压
,

南侧引起西南季风 其气候特点为 南部边缘多雨
、

高原少雨
、

北方极端干旱 在高原内部则东南潮湿
、

西北干旱
。

因此在高原的东南边缘出

现了世界上降水最丰富的阿萨姆一东喜马拉雅山地
,

热带在这里几乎达到了北纬
。

的最

北极限 在它的北部却形成了特别偏北 —
达到北纬

。

的极端干旱的亚洲中部荒模 不

同于地球上其他地区在这一纬度 一
。

之间由干而湿的南北递变规律
。

因而
,

东亚 中

国 大陆的植被水平地带由东南向西北表现为 森林一草原一荒漠
,

上述青藏高原本身的

植被高原地带也具有同一趋势的变化
。

但是
,

与其说是青藏高原的植被分布服从于东亚

植被水平变化的总规律
,

不如说是高原的横空出世破坏或改变了北半球的水平地带性
,

形

成了东亚植被的特殊分布图式
。

青藏高原上的大气环流受到两大基本气流的影响
,

即夏半年的印度 洋 热 带 海 洋 季

风
—

西南季风
,

它主要湿润西藏的东部
,

尤其东南部
,

向高原内部和西北部减弱 以及冬

半年控制高原面的西风环流
。

在高原上空则为强大的高压中心 —青藏高压
,

它本身就

是一个巨大的环流系统
。

喜马拉雅山南侧与横断山东南部
,

在夏季迎向湿润的西南季风
,

降水丰盈
。

冬季仍属

低压辐合区 ,

温暖潮湿
,

又因北部山脉与高原的屏障作用较少受干冷西风和很少北方寒流

的影响
,

具有热带
、

亚热带典型海洋性山地气候
。

西南季风尚可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与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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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江 谷地伸入高原的东南部
。

这些地区繁茂而多样的山地森林植被

就是湿润海洋季风的鲜明标志 在地貌上它们则集中于高原边缘的峡谷与南侧 山坡
,

并沿

河谷向高原内部渗透
,

而从不见于高原面上
。

因而森林表现为明显的“

嫌高原性 ”

—不
能生长在高原的高寒与大陆性气候条件下

。

处在喜马拉雅山北侧背风带的雅鲁藏布江谷地
,

降水远较南侧山地减少
,

相差约 。

倍
,

冬季受西风下沉作用
,

为低压区
,

十分晴燥温和
,

但夏季仍可受到沿河谷西进的西南季
风影响及高原季风造成的天气系统而产生一定降雨

。

这一地带植被以山地旱生灌丛草原

为主
,

由于河谷切下高原面
,

海拔较低
,

气温较高
,

尤其冬暖
,

故草原中多中温成份
。

高原的主体部分高空受西风带控制
,

在冬季存在冷高压
,

具明显大陆性气候
,

干燥
、

晴

朗
、

寒冷
,

气温年
、

日较差大
。

夏季却由于高原地面加热作用而形成热低压
,

使近地面气流

向高原内部辐合
,

冬季则辐合减弱或辐散
,

形成特殊的 “ 高原季风 ” ,

它对形成高原降水的

作用有明显的东西差异
。

羌塘高原的中部 以改则为中心 夏季因高原辐合线存在而产生

一定降水
,

但风大而冬季严寒
,

寒旱生的高寒草原植被几乎铺展在整个广阔的高原面上
。

高原西部 —
阿里西部地区由于兴都库什

、

西北喜马拉雅等高大山系的阻滞
,

所获水气甚

微
,

这里是夏季热低压的中心
,

是高原面上夏季最热和最干旱的区域
,

虽存在气流的辐合

上升运动
,

但因水气微少很难形成降雨
,

而以荒漠植被为表征
。

与此相反
,

在高原东部的那曲一带
,

接近长江黄河源的高原夏季湿润的低压中心
,

在
北纬

。

附近气流辐合
,

造成这里夏季多冰雹和雷暴天气而较湿润
,

尤其是孟加拉风暴可
以影响到这一带

,

更带来较多降雨
。

冬季严寒
、

多雪
。

这里是西藏高原面上最潮润的地区
,

塔 里 木 一 柴 达 木
温 带 荒 漠

横断山

士戒扣
,

裹篷产岔噩爵件书 黑里西鬓未洲 香寒草膺卜与 辈瞥纂遗二二一争 刽
‘一一刁户一一一一 ,

一 一一 ‘一币尸一一一 ,

‘奋一一门一止 滇
个 、 ’ 、

‘ 北
、 口 】 心门民

、、 口 榔、 ,

“ 、‘ 二二 】。二 东
月 、 」刃皿 去甲二 了

二
刁一

】
,

一土一几
。 ,

尸丝一上口 洲

⋯ ⋯
西

熙缪卜瞥浮卿
】 具育

一
宁

一
‘一一一一 一一司

喜马拉雅山

一 一 曝薰涵丫
一

西藏高原植被地带性图解

热量
。

湿度
。 十 增加

。 一 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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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中生的高寒草甸与灌丛植被
。

在羌塘高原的北部
,

随纬度北移
、

地势升高
、

气流辐散
、

降水减少所造成的强度高寒
、

干旱的生态条件
,

终致形成高寒荒漠植被 图
。

这样
,

西藏植被的地带性变化从东到西是 亚热带山地针叶林一高寒灌丛与高寒草

甸一高寒草原一山地荒漠 从南到北是 热带山地森林一山地灌丛草原一高寒草原一高

寒荒漠
。

两个高原地带系列组合形成了西藏植被独特的高原地带综合体
。

三
、

西藏的植被地带

在西藏
,

根据植被地带的性质首先可分为两大植被地区 西南季风山地森林植被地

区与高原高寒草甸
、

草原
、

荒漠植被地区
。

其下再按水热条件所决定的植被
,

分为若干个

纬度地带与高原地带

一 热带
、

亚热带西南季风山地森林植被地区

包括西藏东南缘的山地森林区
,

向东与川西滇北的亚热带山地森林结成一片
,

向西沿

喜马拉雅南坡与不丹
、

锡金
、

尼泊尔和印度西部的森林连为一带
。

这里是受到西南季风强

烈湿润的高山峡谷区域
。

主要的植被组成是印度一马来成份和东亚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份
。

喜马拉雅南侧热带山地森林地带 东喜马拉雅海拔
,

米以下的前 山 地 带
,

年

平均温度在 ℃以上
,

年降水量在
,

毫米以上
,

仅有 一 个月的旱季 月降水在

毫米以下
。

这里发育着繁茂的热带山地河谷雨林和半常绿雨林 或称为“ 季节性雨林 ” ,

属

雨林类型
。

山麓河谷主要为龙脑香 刀 户纪 “ , , 。 、

橄榄 , , “ , 。 加“ 、

大叶木菠萝 左 , 户 人 对 动 。 、

四数木 , “。 , 。 、

第伦桃 , , 口

等多种印度一马来成份的常绿乔木构成的热带雨林 在海拔 一
,

米的低山上则为换

木 夕 , 、

千 果 榄 仁 , 夕 、

阿丁枫 , 梦 等

旱季半落叶乔木与下层丰富的常绿乔木构成的热带山地半常绿雨林
。

林内有板根
、

老茎

生花等现象
,

多藤本与附生植物
,

并出现树藤
。

由山麓以上顺序出现一系列的山地植被垂

直带
,

以墨脱的垂直带谱为例

热带低山雨林与半常绿雨林带
,

海拔
,

米以下
。

山地常绿阔叶林带
,

在
,

一
,

米之间 下部亚带以拷 , 户

为主
,

上部亚带以薄片稠 “ , 礴。 和木果柯 石 人 户“ “ , 为主
。

带

内十分潮湿
,

树干上与地面多苔鲜
,

可称为“苔醉林 ” 。

山地针阔叶混交林或针叶林带
,

海拔
,

一
,

米
,

主要为滇铁杉 孔 ‘

。 。 所组成
。

亚高山暗针叶林带
, ,

一
,

米
,

以墨脱冷杉
, 笋

·

, ‘“ “

为主
。

高山灌丛
、

草甸带
, ,

米以上
,

下部以杜鹃 , 灌丛为主
,

上

部发育茂盛绚丽的高山杂类草草甸
,

含有丰富多采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份
,

并出现发达的

鲜类层
。

高山上冬季积雪深厚
,

冷热季节交替明显
,

因而高山植被不具热带特点
,

而属亚

热带一温带类型
。

这样的高山温带类型与低山热带类型相组合的垂直带谱是热带北缘山地

植被带谱的特色
。

在不丹以西的中喜马拉雅南侧
,

旱季延长到 一 个月
,

米 以下以旱季落叶的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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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双 。。 。 , 。 构成的热带季雨林代替了东部的雨林和半常绿雨林
。

在我国境内

的个别河谷地段
,

仅具有山地上半部的垂直带 常绿阔叶栋林带 以 “ , 邵 , 娜 二 ’
为主

,

滇铁杉的针阔叶混交林带
,

喜马拉雅冷杉 沽 , 与长叶云杉
。

, , 的亚高山暗针叶林带
,

还出现高山栋 “ 。 “ , 。。 ’’ 的硬叶常绿阔叶

林
,

以及高山杜鹃灌丛
、

草甸带
。

西部山地的内部谷地相当干旱
,

呈现出草原化的植被特

征
。

藏东南亚热带山地针叶林地带 包括切入高原东南部的雅鲁藏布 江 中 游 及 其 支

流 尼洋河
、

野贡曲与泊龙藏布
,

以及东部的三江 怒江
、

斓沧江
、

金沙江 峡谷与山地
。

这

些峡江状若劈裂着高原东南部的深切裂缝
,

印度洋 和部分南海 的潮湿季风通过它们渗

入高原的一隅
,

郁密的森林植被随之散布在河谷两侧山坡和支谷中
。

这里的降水已比喜

马拉雅南侧显著减少
,

年降水在 一 毫米之间
。

但在河流上游
,

海拔升高
、

内部湿

气减少
,

森林逐渐稀少而绝迹
。

本地带的植被全属山地垂直带植被
。

其基带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仅出现于受到湿

热气流直接达到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北的通麦谷地中海拔 一 米 处
,

由栋 类
, 、

沙刀 为主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富含东亚亚热带植物成份
。

一

米之间为针阔叶混交林带
,

分布有高山松林 二 , , 。 、

丽江云杉林 “ 了尽

幼 价 与巴郎栋林 口 ’’翻 等
。

海拔 米以上的暗针叶林在本地带中

分布最广
,

其上限高达 一 米
,

各地的树种组成不同
。

林带下半部为云杉林
,

东部

为 西云杉 了。“ , 、

西部为林芝云杉 认 , , 人 组成 林

带上半部为冷杉林
,

东部为鳞皮冷杉 卯 。 与中甸冷杉 。。。 、

西部为

喜马拉雅冷杉 甲 汤 , 和乌蒙冷杉 , ,
‘

“ 组成 林带上部的阳坡

出现较耐旱的大果圆柏 ,‘动 或密枝圆柏 林
。

巨柏 户, 。 , “ ,

梦 , 纪二
则在西部森林草原山坡上构成疏林

。

森林的主要组成都属于东亚森林 中国一喜

马拉雅 成份
,

在南部的针叶林中多少混有亚热带性质的下木和草类
,

在北部则较多呈现

出北方针叶林的特征
。

林限以上的高 植被主要为小叶型的高 杜鹃 尺人““ , ‘ , , , 。二“ 、 尺 , , 介

等 灌丛和矮篙草 , 。 夕 高山草甸
。

应当指出
,

在三江峡谷的干热谷底出现特殊耐旱的有刺灌丛
,

以 白刺花 人, 。 。‘ ,

。

或头花香薰 二 。 娜 , 。 为主构成
。

最南部还可见逸散野生的仙人掌
。

二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
、

草原
、

荒漠植被地区

在喜马拉雅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广阔高原具有相对不高的山脉与台原
、

湖盆
、

宽谷相间
的地貌

。

原面海拔高度东南部约为 米
,

西北部则在 米以上
,

仅南部与东南部的
谷地可下陷到 余米

。

高原冬半年为西风带所控制
,

具干燥寒冷的大陆性高原气候
,

其
上发育着高寒旱生的草原和高寒草甸植被

,

由东向西旱化加强
,

终致出现荒漠
。

其植物区

系组成在东部和南部的草甸与草原中多中国一喜马拉雅成份与青藏高原特有成份
,

在中部

与西部广大草原
,

荒漠中则以青藏成份与亚洲中部成份占优势
,

西部还有一些古地中海旱

生 成份
。

那曲高寒草甸
、

灌丛高原地带 山原面海拔高度一般在 一 米
,

虽切割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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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强烈仍保持较明显和完整的高原面
。

气候寒冷而较湿润
,

年降水 一 毫米
,

夏

季多冰雹与雷暴
,

冬春积雪亦较丰厚
,

年平均温在 士 ℃之间
,

最热月均温 一 ℃
,

无霜

冻期 一 天
。

从植被带的位置来看
,

这一高原地带是前一森林地带上部垂直带在高原面上的扩展
,

在其东南部下切谷地的侧坡还出现片段的山地针叶林
,

但整个高原面上为以矮篙草 口

, 。 户夕 、 ,

了 为主
,

或与圆穗寥 夕 “ 户 , , 乃, “ 共建的高寒

草甸占优势
,

其东部由高寒草甸与常绿革质小叶的杜鹃 柳 。 , 、 “

“ 。 亚高山灌丛
,

以及柳 石 、

金露梅 , , 、

鬼箭锦鸡儿

。 。 等为主的落叶灌丛相结合
。

在河谷的沼泽化滩地则有较发育的大篙草 。

石。 ’ 俪 构成的塔头型高寒沼泽草甸
。

青藏高原上的篙草高寒草甸与北欧湿润温带阿尔卑斯型的双子叶草类高山草甸在组

成
、

生态与地理特征方面均有显著差异
,

也全然不同于西伯利亚的高山苔原
,

而是高寒干

旱的大陆性高原的形成物
,

应作为高山草甸的一种独特的生态地理类群
,

可称之为 “ 青藏

型 ”高寒草甸
,

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青藏高原及其邻近的大陆性山地的高山带
,

如天山
、

阿尔

泰山东南部
、

祁连山等
。

其建群种为篙草属
,

主要是中国一喜马拉雅的和青藏特有成份
,

以

及亚洲中部成份
。

雅鲁藏布江谷地灌丛草原高原地带 喜马拉雅山北麓的雅鲁藏布江谷地是一道下

陷的缝合线
,

纵贯于西藏高原南部
,

河谷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升高
,

约由海拔 一 米

以上
,

北侧 为冈底斯山与念青唐古拉山
。

由于喜马拉雅的雨影作用
,

谷地降水较少
,

年降

水一般在 一 毫米
,

且由东向西减少
,

在河源以西的普兰年降水已不足 毫米
。

谷地两侧山坡普遍发育灌丛草原植被
,

由于河谷比一级高原面约低 一 米
,

气

温较高
,

群落的建群种为中温型的草原禾草
,

如三刺草 , 。 、

长芒草
“ 。岁 , 、

白草 , , ‘ “ 。 、

固沙草 ’。“ ’ 与旱生灌木 西藏狼

牙刺 无, , 扭
、

薄皮木 厅户 , 与细刺蓝芙蓉

’ ’ 等
。

在海拔 米以上的山坡则过渡为以高寒旱生的紫花针茅

为主的高寒草原带
。

西部河源地区亦以紫花针茅的高寒草原 占优势
,

变色锦鸡 儿 。

“ 。贯价 灌丛则在山麓与山坡上广泛分布
。

东部在海拔 。一 。。米
,

西部在 一 米的山地与高原则为矮篙草高寒草

甸与苔状蚤缀 胡 。“ , , ’ 和垫状点地梅 耐。二 。
构成的垫状植被的

高山植被带
。

再向上为在岩屑坡上生有稀疏的高山草类
,

石面上满布斑烂的壳状地衣的

高山亚冰雪带
。

本地带西端的普兰谷地与神鬼湖盆地的草原植被已发生荒漠化
,

出现以亚洲中部成

份的沙生针茅 ’。 砂 。 和驼绒纂 。 ’ 为主的山地荒漠草原
,

表现了

向阿里西部荒漠高原地带的过渡
。

羌塘高寒草原高原地带 铺展在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广 阔 的 高

原面上
。 “羌塘 ” ,

在藏语中是 “ 北方大平原 ” 之意
。

这是一块 自第三纪末以来呈整体隆起

的高原
,

具有开阔坦荡
、

起伏平缓
、

湖泊罗布的高原湖盆地貌
。

原面自南部的 米至北

部缓升为 米
。

气候寒冷
、

干旱
、

多大风
。

年降水量约 一 毫米
,

自东南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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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
,

降水集中于夏季
。

年均温一 一 ℃
,

最暖月均温 一 ℃
,

一年中有 一 个月平

均温在 ℃以下
,

北部气温更低
,

有连续多年冻土存在
,

气温的年
、

日较差均大
。

高原上最广布的地带性植被是以羌塘高原为中心的紫花针茅高寒草原
,

其中常有垫

状植物 苔状蚤缀
、

垫状点地梅等 加入
。

但在北部随地势变高
,

气候的寒旱性加强
,

植被

趋向“
高寒荒漠化

, , ,

以青藏苔草 ‘ 与垫状驼绒菠 介 户 构

成的高寒荒漠草原占优势
。

大致在羌塘中部的改则湖盆以西
,

地势稍低
,

气候的干暖程度

稍增强
,

湖盆低地 出现亚洲中部荒漠草原成份的沙生针茅草原
,

表征着荒漠化的迹象
,

但

广大高原面上仍以紫花针茅的高寒草原占优势
。

羌塘高原上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结构相当简单
。

通常为紫花针茅的高寒草原基带在

上部被青藏苔草为主的高寒草甸草原所代替
,

形成高寒草原带的两个亚带
。

再向上则直

接过渡为高山亚冰雪稀疏植被带
,

仅在个别冰川积雪较发育的高山出现片段的矮篙草高

寒草甸
。

仅在羌塘东南部的冈底斯山北坡
,

高寒草原带以上分布着一带草原化的矮篙草

高寒草甸和垫状植被组成的高山植被带
。

过去由于缺乏调查而误以为羌塘大部是高寒荒漠植被的概念现已得到了纠正
。

这对

认识西藏的植被和 自然地理地带的规律性
,

以及牧业生产区划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

意义
。

阿里西部荒漠高原地带 在西藏的西端
,

西北喜马拉雅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内

部山地与宽谷 —
阿里西部

,

乃是西藏最干旱的
、

强度荒漠化的区域
。

谷地的海拔高度在

南部为 米
,

北部为 米
。

这里是高原上夏季热低压的中心
,

按订正到 米的

高度
,

这里是西藏高原上最热的地区 月均温 ℃
,

冬季却很冷
,

气温年较差达 ℃
,

年降水约 一 毫米或更低
,

干燥度 一 以上
,

在生长季中有 一 个月的干旱期
,

属

于温带草原化荒漠与荒漠气候
。

高原地带性植被是以古地中海成份的驼绒菠 ‘南 。
, 和亚洲中部成份的灌

木亚菊 街雌 召 。 为主的荒漠群落
,

常有较多的亚洲中部成份的沙生针茅
、

羽柱

针茅与短花针茅 ’’户
、 “ 二 仰

、 , , 等草原

禾草加入
,

使植被具有草原化荒漠性质
。

最干旱的核心出现于西北部的班公湖与斯潘古

尔湖周围的班公山与羌臣摩山
,

其植被基带为极度稀疏贫乏的驼绒菠石质荒漠
。

在羌臣

摩山
,

草原化的驼绒羹荒漠分布高达海拔 米
,

是世界上荒漠植被的最高纪录
,

远远超

过了昆仑山
、

帕米尔和南美安底斯等世界上最干旱的山地和高原的荒漠植被上限
,

这块高

原大陆性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

阿里西南隅的象泉河 萨特累季河 谷地低达 米
,

气候暖热
,

河谷中出现了一些

地中海亚热带成份
,

如鱼膘槐 坛纪 , 。 。 等
,

荒漠群落的建群种繁多
,

具有较浓

厚的古地中海与中亚细亚荒漠 色 彩
,

有篙子 。爪。 。 。、

, 。 、

鸦 葱
。。 、

驼绒藐
、

刺山柑
,

·
, , 、

地肤
、

寥 夕 。

加。即 习 与拟长舌针茅 仰
。

妙心 等
,

并有一些类短命和短命植物加入
,

如舟果

莽 人 , 等
。

山地植被具有荒漠型的垂直带谱结构 荒漠或草原化荒漠一荒漠草原一草原化高山

垫状植被一高山亚冰雪稀疏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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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荒漠草原主要由沙生针茅与驼绒萦所构成
,

向上为紫花针茅和青藏苔草的高寒

草原带
,

在南部山地有大量变色锦鸡儿形成灌丛草原或草原灌丛带
。

高山上缺乏高寒草

甸带
,

而为稀疏的草原化垫状植被
,

以苔状蚤缀与囊种草 抑 ,渺 , “ 。 ’ 为

主
。

各植被垂直带的位置均较东部为高
,

植被上限几可达 弓 一 米
。

农业种植上限

也很高
,

在北纬
。

处的喀喇昆仑山南坡
,

青棵田分布达 米
。

藏西北高寒荒漠高原地带 羌塘高原的西北部
,

位于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

山原和湖盆海拔高度在 米以上
。

气候最为高寒与干旱
,

年均温约 一 一一 ℃
,

月均

温在 ℃以下的有 一 个月
,

全年不存在无霜冻期
,

有大面积多年冻土层分布
。

年降水

仅 一 毫米
,

皆为固态降水
,

东部降水稍多
。

这里的高原地带性植被是由在高原隆升过程中形成 的 适 高 寒 旱 生 的 垫 状 小 半 灌

木 —垫状驼绒藐构成的稀疏高寒荒漠
,

并有大面积光裸的高原砾质戈壁与石质山坡
。

在

东经
。

以东的湖盆与山地
,

植被渐趋茂盛
,

宽坦的具永冻层和含盐的古湖相平原为垫状

驼绒藐高寒荒漠所占据
,

起伏的砂砾质地段和山麓坡积一洪积扇则为青藏苔草为主的高寒

荒漠草原
。

它们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植被类型
。

这一高原地带山坡上的植被垂直分带十分简化
。

在高寒荒漠与荒漠草原的基带以上

尚有一道狭窄的
、

垂直幅度不过 米的青藏苔草的高寒草原带
,

再向上即为有个别小雪

莲 “二。 , 卯 户 ’。 、

无瓣女娄菜 。击 “ 。 户 。 等高山草类与垫状植物分

布的高山亚冰雪稀疏植被带
,

雪线大致在 米 。

〔
, ‘, , 、 刀 〔, , ‘ , , 和 〔, , 〕等认为羌塘高原主要为高寒荒漠 植 被 所 覆

盖
,

他们将除喜马拉雅南侧以外的整个青藏高原划人“ 亚非荒漠区 ”内
,

认为它是荒漠区的

高原
。

现在看来
,

由于青藏高原植被高原地带性和植物区系成份复杂
,

把它作为一个与亚

非荒漠区
、

欧亚草原区和东亚森林区等水平植被地带区域并列的亚洲高原植被区也许更

为恰当
。

青藏高原如此突兀而巨大的隆起对地球水平地带性所造成的 大 规 模
“
中断 ”

和
“
变形 ” ,

及其本身特殊的高原生态环境和特有的高原植被
,

足以使它在地球植被中占有一

个独立的席位
。

这并不否认它与古地中海区的荒漠
、

草原
,

以及和东亚的亚热带森林与东

南亚的热带森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在植物区系方面密切的亲缘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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