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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高山冰缘带植物新记录

徐　 波１ꎬ 陈光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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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山冰缘带是陆地上海拔最高的植被带ꎬ自然条件恶劣ꎬ难以到达ꎮ 滇西北高山冰缘带植物区系

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ꎬ特有性高ꎮ 该文对滇西北高山冰缘带进行植物多样性调查ꎬ通过采集标本、查阅植

物志及模式标本等参考资料进行了形态特征研究ꎮ 结果表明:发现云南新记录属 １ 个ꎬ即囊种草属

( Ｔｈｙ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Ｆｅｎｚｌ)ꎻ新记录种 ５ 个ꎬ即囊种草 [Ｔｈｙ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ｏｓｕｍ (Ｃａｍｂ.) Ｓｃｈｉｓｃｈｋ]、红萼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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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ａｓｔ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ꎮ 这些新发现一方面丰富了滇西北高山冰缘带的植物区系资料ꎬ另
一方面说明了高山冰缘带的植物多样性调查仍然存在不足ꎮ 针对青藏高原高山冰缘带特别是植物多样性

调查薄弱及空白地区ꎬ细致和深入的调查工作亟待开展和完善ꎮ
关键词: 滇西北ꎬ 高山冰缘带ꎬ 多样性调查ꎬ 区系ꎬ 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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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的生物多样性编目工作做得较好ꎬ先
后完成了«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云南植物志»等

编研工作ꎬ基本阐明了云南植物多样性及分布规

律、植物区系特征ꎮ 陈丽等(２０１３)对云南省高等

植物多样性与分布状况的研究表明ꎬ对该地区特

别是历史上调查不足的区域开展深度调查仍然十

分必要ꎮ 在滇西北的横断山区高山带ꎬ由于海拔

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缺氧以及细致的植物多

样性调查工作难度大ꎬ不仅导致植物标本采集匮

乏ꎬ逾半数植物标本采集量少(为 １ ~ ２ 号标本)ꎬ
而且海拔越高平均标本采集量越少(张大才和孙

航ꎬ２００８)ꎮ 高山冰缘带位于山地垂直植被带顶

端ꎬ海拔更高ꎬ气候条件更加残酷ꎬ交通不便ꎬ难以

到达ꎬ植物多样性调查更加薄弱ꎬ从而影响了人们

对高山冰缘带植物多样性的认识ꎮ
为此ꎬ徐波等(２０１４)在参考«横断山区维管植

物»«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 «青海植物志»及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等文献资料基础上ꎬ查阅了国内横

断山区主要馆藏标本ꎬ结合大量的高山冰缘带考

察ꎬ完成了«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ꎬ分析了

横断山高山冰缘带植物组成及区系特征ꎬ并证实

该植物区系具有丰富的种子植物多样性ꎬ特有性

非常高ꎬ植物特殊适应结构和资源类型多样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高山冰缘带不是一个连续分布的植

被带ꎬ山系内各个山峰相互隔离ꎬ形成特殊的“天

空岛” ( ｓｋ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ꎮ “岛上”的气候、植被及物种

与其周边低海拔地区不同 ( Ｈｅａｌｄꎬ １９５１ꎻ Ｈｅ ＆
Ｊｉａｎｇꎬ ２０１４)ꎮ 同时ꎬ低海拔异质的生境对高山冰

缘带物种的迁移扩散形成障碍ꎬ导致冰缘带的特

有物种呈现狭域分布格局ꎬ甚至局限在某一个特

定山头ꎬ如十字花科丛菔属(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罂
粟科紫堇属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等植物 (徐波等ꎬ２０１４)ꎮ
高山冰缘带存在较多狭域分布的特有种ꎬ因此需

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ꎮ
尽管之前的冰缘带植物多样性调查覆盖了横

断山大部分地区ꎬ但由于调查时间、调查山体坡

向、调查人员植物分类能力差异等原因ꎬ该地区本

底调查仍存在遗漏ꎬ诸多偏远山区难以到达ꎬ部分

山系冰缘带调查力度不足ꎬ甚至空白ꎮ 近几年横

断山高山冰缘带仍有不少新类群发表ꎬ如云南省

德钦县国道 ２１４ 公路边的白马雪山发现的白马山

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ｂａｉｍａｅｎｓｅ) (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和轮

叶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 (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天宝雪山发现的天宝山

丛菔(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ｔ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云南省香格里拉市格咱乡大雪山发现的孙航

雪莲(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ｓｕｎｈａｎｇｉｉ) (Ｒａａｂ￣Ｓｔｒａｕｂｅꎬ ２０１７)ꎬ四
川省小金县国道 ３１８ 路边巴郎山垭口发现的巴郎山

雪莲(Ｓ. ｂ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等ꎮ
特别强调的是:高山冰缘带植物生长季较短 ( ６
月—１０ 月)ꎬ导致野外科考窗口期短暂ꎻ植物花期

不同步ꎬ有些类群 ６ 月份开花(如十字花科等)ꎬ有
些直到 ９ 月份才开花(如龙胆科、伞形花科等)ꎻ同
一时间、同一山体的不同坡向ꎬ物种的差异很大ꎮ
高山冰缘带的特殊性给野外工作和植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增加了不少难度ꎮ 目前虽然不知道高山冰

缘带还有多少物种没有被发现ꎬ未来又如何开展

冰缘带植物多样性调查ꎬ但是作者坚信只要对调

查薄弱和空白地区的高山冰缘带开展细致且深入

的调查研究ꎬ就一定会有新的发现ꎮ 因此ꎬ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作者一直坚持围绕青藏高原高山冰缘带

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研究ꎮ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高山冰缘带是高山带上部生态系统向冰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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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Ｎａｇｙ ＆ Ｇｒａｂｈｅｒｒꎬ２００９)ꎮ 高山冰缘带植

物区系是高山垂直带谱中位居最高ꎬ与冰雪带相

邻接的植被带中植物种类的总称 (李渤生等ꎬ
１９８１ꎻ徐波等ꎬ２０１４)ꎮ 横断山区纬度较低ꎬ不少山

峰没有永久积雪ꎬ但在山顶附近ꎬ由于寒冻及强烈

风化ꎬ地表岩石剥落成大小不等的砾石ꎬ石隙中有

少量的土壤ꎬ基质贫瘠ꎬ植被稀疏ꎬ这类生境也归

入高山冰缘带(图 １:Ａ)ꎮ 高山冰缘带植被是陆地

上海拔最高的植被带ꎬ其所处的生境是陆地植物

多样性分布的极限环境ꎬ这里空气稀薄、年均温

低、昼夜温差大、强风、日照辐射强烈、气候变化剧

烈ꎬ在数小时内可经受强风、暴晒、雨雪或冰雹的

袭击ꎬ这样严酷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大多数物种的

生存ꎬ只有少数具有特殊生物学特性的物种才能

定居于此ꎮ 高山冰缘带植物区系是植物适应极端

或极限生存环境的产物ꎬ其植物区系组成主要是

由适应冰雪或严寒生境的寒旱生或寒冷中旱生的

多年生轴根性草本及垫状植物组成ꎮ 其主要特点

是植被极度稀疏、盖度低、种群小、群落结构简单ꎬ
植物生长季节短ꎬ常呈斑块状不连续分布ꎬ具有先

锋群落性质和呈小聚群分布的特征(李渤生等ꎬ
１９８１ꎻ刘伦辉等ꎬ１９８４ꎻ吴征镒等ꎬ１９８７)ꎮ

滇西北位于横断山区南部ꎬ孕育了全球最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ꎬ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

性热点地区之一的印度－缅甸区中物种最为丰富

的区域(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ꎻ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
同时也是高山冰缘带植物多样性异常丰富的区

域ꎮ 大雪山垭口(面向四川方向ꎬ左侧)高山冰缘

带ꎬ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格咱

乡ꎬ市区以北直线距离约 ８４ ｋｍꎬ省道 ２１７ 公路边

左侧约 ２ ｋｍ 处ꎬ海拔 ４ ２９５ ~ ４ ８７９ ｍꎬ所在地无气

候观测站ꎮ 巴拉格宗垭口高山冰缘带位于迪庆藏

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ꎬ市区西北直线距离

约 ７０ ｋｍꎬ海拔 ４ ３１４ ~ ４ ６８７ ｍꎬ所在地无气候观测

站ꎮ 住古雪山高山冰缘带ꎬ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

龙纳西族自治县鸣音镇ꎬ市区以北直线距离约 ６２
ｋｍꎬ海拔 ４ １２５ ~ ４ ３１２ ｍꎬ所在地无气候观测站ꎮ
这三个调查地点均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植物

多样性调查薄弱、植被稀疏ꎬ均为高山稀疏砾石草

甸及流石滩ꎬ均属高山冰缘带植被ꎮ

２　 研究方法

在植物多样性野外调查过程中ꎬ重点关注偏

远且调查不足地区的高山冰缘带ꎬ强调回访调查ꎮ
在同一地点开展高山冰缘带植物多样性调查ꎬ秉
承同一时间和不同坡向、不同时间和不同坡向多

次开展ꎬ兼顾花期及果期开展多次调查的原则ꎮ
选择长势良好、有花或有果的个体采集标本ꎬ同时

收集种子及分子材料ꎬ以备后期开展相关的细胞

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ꎮ 用报纸压制ꎬ配合瓦楞纸

及暖风机烘烤制作标本ꎮ 参考«云南植物志» «横
断山区维管植物» «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
«中国植物志» «西藏植物志»及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进

行物种初步鉴定ꎬ同时利用数据库 (如 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ｓｔｏｒ.ｏｒｇ)查阅模式标本ꎬ进行形态学比较研

究ꎬ进一步鉴定物种ꎮ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３. １. １ 新 记 录 属———囊 种 草 属 ( Ｔｈｙ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Ｆｅｎｚｌ) 　 图 １:Ｂ

囊种 草 Ｔｈｙ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ｏｓｕｍ ( Ｃａｍｂ.)
Ｓｃｈｉｓｃｈｋ. ｉｎ Ｓｃｈｅｄ. ａｄ Ｈｅｒｂ. Ｆｌ. Ｒｏｓｓ ９: ９０. １９３２ꎻ
西藏植物志 １:７０４. 图版 ２２４:７－１２. １９８３ꎻ横断山

区维管植物 (上): ４１４. １９９１ꎻ中 国 植 物 志 ２６:
２５１. １９９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 ４０－４１. ２００１ꎻ横断山

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 ２４０. ２０１４ꎮ
主要特征:多年生垫状草本ꎬ常呈球形ꎬ直径

达 ３０ ｃｍ 或更大ꎬ全株无毛ꎮ 茎基部强烈分枝ꎬ木
质化ꎮ 叶排列紧密ꎬ呈覆瓦状ꎬ叶片卵状披针形ꎬ
长 ２ ~ ４ ｍｍꎬ宽约 ２ ｍｍꎬ顶端短尖ꎬ质硬ꎬ有光泽ꎮ
花单生茎顶ꎬ几无梗ꎻ萼片披针形ꎬ长约 ２.５ ｍｍꎬ宽
约 １ ｍｍꎬ顶端钝或渐尖ꎬ具 ３ 条绿色脉ꎻ花瓣 ５ 或

４ꎬ卵状长圆形ꎬ顶端稍圆钝ꎬ基部稍狭ꎬ全缘ꎻ花盘

圆形ꎬ肉质ꎬ黄色ꎻ雄蕊 １０ꎬ短于萼片ꎻ花柱 ３ 或 ２ꎬ
线形ꎬ常伸出萼外ꎮ 蒴果球形ꎬ直径 ２.５ ~ ３ ｍｍꎬ黄
色ꎬ具光泽ꎬ６ 或 ４ 齿裂ꎻ种子肾形ꎬ直径约 １. ５
ｍｍꎬ具海绵质种皮(Ｌｕ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２００１)ꎮ

６２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分布于中国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南至木

里、稻城)、西藏(东达类乌齐、八宿)ꎮ 生于海拔

(３ ６００ ~ )４ ３００ ~ ６ ０００ ｍ 的山顶流石滩、岩石缝

和高山垫状植被中ꎮ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印度

西北部、尼泊尔、印度(锡金)也有分布ꎮ 模式标本

采自印度西北部(Ｌｕ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２００１)ꎮ
中国云南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徐波等 ＳｕｎＨ￣

０７ＺＸ￣３５３０(ＫＵＮ)ꎻ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ꎬ徐波、罗冬

ＸＵ Ｂｏ￣５１７(ＫＵＮ)ꎻ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徐波、叶法

志、吕圣林、周嫒婷、李东 Ｔｓｕｉ￣１０２４(ＫＵＮ)ꎻ云南

省香格里拉市格咱乡大雪山垭口左侧ꎬ海拔 ４ ３６５
ｍꎬ高山流 石 滩ꎻ地 理 位 置 为 ９９° ４８′ ２３. ９３″ Ｅ、
２８°３４′１７.４６″ Ｎꎮ 伴生种主要有梭沙韭 (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香青属 １ 种 (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ｓｐ.)、灰岩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紫茎垂头菊( 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ｕｍ)、孙航雪莲(Ｒａａｂ￣Ｓｔｒａｕｂｅꎬ２０１７)、维西

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ｓｐａｔｈｕｌｉｆｏｌｉａ)、旱生丛菔( Ｓｏｌｍｓ￣
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ｘｅｒｏｐｈｙｔａ)等ꎮ
３.１.２ 蝇子草属 (Ｓｉｌｅｎｅ Ｌ.) 新记录种 图 １:Ｃ

红萼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 ｒｕｂｒｉｃａｌｙｘ (Ｍａｒｑ.) Ｂｏｃｑｕｅｔꎬ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ａ ２２: １５. １９６７ꎻ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上):
４２２.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２６:３２２－３２３. １９９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 ９２ － ９３. ２００１. —Ｍｅｌａｎｄｒｉｕｍ ｒｕｂｒｉｃａｌｙｘ
(Ｍａｒｑ.) Ｐａｘ ＆ Ｈｏｆｆｍ.ꎬ西藏植物志 １: ７２４. １９８３ꎮ

主要特征:多年生草本ꎬ高 ５ ~ １５ ( ~ ２０) ｃｍꎮ
根粗壮ꎬ木质ꎬ常具匍匐茎ꎮ 茎疏丛生ꎬ直立ꎬ不分

枝ꎬ密被紫色腺柔毛ꎮ 基生叶叶片匙形或狭倒披

针形ꎬ长 ２.５ ~ ５ ｃｍꎬ宽 ７ ~ １３ ｍｍꎬ顶端急尖或近急

尖ꎬ下面中脉明显ꎬ被柔毛ꎻ茎生叶 １ ~ ２ 对ꎬ较小ꎬ
叶片椭圆形ꎬ长 １ ~ ２ ｃｍꎮ 花 １ ~ ３ 朵ꎬ微俯垂ꎬ花后

直立ꎬ花梗长 ２.５ ~ ３ ｃｍꎬ被腺柔毛ꎻ苞片披针形ꎬ被
腺毛ꎻ花萼钟形或筒状钟形ꎬ膜质ꎬ呈囊状ꎬ长 １３ ~
１７ ｍｍꎬ宽 ８ ~ １０ ｍｍꎬ口张开ꎬ果时膨大ꎬ密被腺柔

毛ꎬ纵脉褐色或紫黑色ꎬ萼齿宽三角形ꎬ长约 ４
ｍｍꎬ被细柔毛ꎬ边缘具缘毛ꎻ雌雄蕊柄长约 ３ ｍｍꎬ
被绵毛ꎻ花瓣露出花萼约 ７ ｍｍꎬ爪外露 ２ ~ ３ ｍｍꎬ
楔形ꎬ长 １３ ~ １４ ｍｍꎬ宽 ５ ~ ６ ｍｍꎬ上部具三角状卵

形耳ꎬ淡红色ꎬ瓣片开展ꎬ轮廓宽卵形ꎬ长约 ５ ｍｍꎬ
紫色或深紫色ꎬ４ 裂ꎻ雄蕊微露花冠喉部ꎬ花丝基部

被柔毛ꎮ 蒴果球形或椭圆形ꎬ比宿存萼短ꎬ５ 齿裂ꎻ
种子近球形ꎬ微压扁ꎬ长约 １.５ ｍｍꎬ褐色ꎬ光亮ꎬ脊
具不明显小瘤(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分布于中国西藏东部(察隅、墨脱)、四川(西
南)ꎮ 生于海拔 ３ ４００ ~ ３ ６００( ~ ４ ３００) ｍ 的高山

草甸矮柳丛ꎬ石灰岩石砾中ꎬ花岗岩陡坡岩隙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中国云南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徐波等 ＳｕｎＨ￣

０７ＺＸ￣３５４３( ＫＵＮ)ꎻ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徐波、陈
光富、张煜坤、王洪斌 Ｔｓｕｉ￣３１１( ＫＵＮ)ꎻ云南省香

格里拉市格咱乡大雪山垭口左侧ꎬ海拔 ４ ３３５ ｍ 的

流石滩ꎻ地理位置为 ９９°４８′２３.１２″ Ｅ、２８°３４′１２.８３″
Ｎꎮ 伴生种主要有梭沙韭、红指香青 (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ｒｈｏｄ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 灰 岩 紫 堇、 马 鞭 草 叶 马 先 蒿

(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ｖｅｒｂｅｎａｅｆｏｌｉａ )、 杜 鹃 花 属 １ 种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柳属 １ 种( Ｓａｌｉｘ ｓｐ.)、维西风

毛菊等ꎮ
３.２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新记录种　 图 １:Ｄ

丛菔 属 (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Ｍｕｓｃｈｌ.) 狭 叶 丛 菔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Ｊ. Ｐ. Ｙｕｅꎬ Ａｌ￣Ｓｈｅｈｂａｚ ＆
Ｈ. Ｓｕｎ ｉｎ Ａｎｎ.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９５(３): ５３２. ２００８ꎻ
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 ２１０－２１１. ２０１４ꎮ

主要特征:多年生ꎬ簇生草本ꎬ高 ２ ~ ６ ｃｍꎻ茎
基部被宿存叶柄ꎮ 基生叶莲座状ꎻ叶片线形ꎬ长
２.０ ~ ７.７ ｃｍꎬ宽 ０.３ ~ １.３ ｍｍꎬ无纤毛ꎬ正面具沟槽ꎬ
疏被软毛ꎬ边缘全缘ꎻ叶柄 ０.４ ~ １.５ ｃｍꎬ增厚ꎬ不具

纤毛ꎻ无茎生叶ꎻ花蓝紫色ꎬ芳香ꎬ宽椭圆形、阔倒

卵形ꎻ果梗单生于基部叶丛ꎬ长 １ ~ １.７ ｃｍꎻ子房有

１４ ~ ２２ 枚胚珠ꎮ 果实ꎬ线形至狭椭圆形ꎬ长 １.６ ~
４.８ ｃｍꎬ宽 ４ ~ ８ ｍｍꎬ光滑ꎬ具不明显的网状脉ꎻ隔
膜完整ꎻ花柱 １ ~ １.６ ｍｍꎻ柱头全缘至轻微 ２ 裂ꎻ种
子两列ꎬ阔卵形至近圆形(Ｙｕ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分布于中国四川西南部(木里、稻城)ꎮ 生于

海拔 ３ ８００ ~ ５ ２００ ｍ 的砾石草甸、流石滩、峭壁

(Ｙｕ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徐波等ꎬ２０１４)ꎮ
中国云南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徐波、彭建生等

Ｔｓｕｉ￣８３４(ＫＵＮ)ꎻ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巴拉格

宗垭口ꎬ海拔 ４ ３１４ ｍ 的砾石草地ꎬ流石滩ꎻ经纬度

７２８１１２ 期 徐波等: 滇西北高山冰缘带植物新记录



Ａ. 滇西北高山冰缘带生境ꎻ Ｂ. 囊种草ꎻ Ｃ. 红萼蝇子草ꎻ Ｄ. 狭叶丛菔ꎻ Ｅ. 圆齿鸦跖花ꎻ Ｆ. 密垫火绒草ꎮ
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ｕｂｎｉｖａｌ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Ｂ. Ｔｈｙ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ｏｓｕｍ (Ｃａｍｂ.) Ｓｃｈｉｓｃｈｋꎻ Ｃ. Ｓｉｌｅｎｅ ｒｕｂｒｉｃａｌｙｘ (Ｍａｒｑ.) Ｂｏｃｑｕｅｔꎻ
Ｄ.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Ｊ. Ｐ. Ｙｕｅꎬ Ａｌ￣Ｓｈｅｈｂａｚ ＆ Ｈ. Ｓｕｎꎻ Ｅ. 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ｉ (Ｗａｌｐ.) Ｂｅｎｎｅｔ ＆ Ｓ. Ｃｈａｎｄｒａꎻ Ｆ.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ａａｓｔ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图 １　 新记录种及滇西北高山冰缘带生境
Ｆｉｇ. １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ｕｂｎｉｖａｌ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为 ９９°２６′４９.３３″ Ｅ、２８°２３′５６.３８″ Ｎꎮ 伴生种主要

有穗花粉条儿菜( Ａｌｅｔｒｉ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 ｋｈａｓｉａｎａ)、
香青属 １ 种(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ｓｐ.)、川滇雀儿豆(Ｃｈｅｓｎｅｙａ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ｏｉｄｅｓ)、高山大戟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ｓｔｒａｃｈｅｙｉ)、裹

盔马 先 蒿 (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ｅｌｗｅｓｉｉ)、 柳 属 １ 种 ( Ｓａｌｉｘ
ｓｐ.)、堇菜属 １ 种(Ｖｉｏｌａ ｓｐ.)等ꎮ
３.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新记录种　 图 １:Ｅ

鸦跖花属 (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Ｂｕｎｇｅ) 圆齿鸦跖花

８２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ｉ (Ｗａｌｐ.) Ｂｅｎｎｅｔ ＆ Ｓ. Ｃｈａｎｄｒａ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ｅｒ １０８: ３７４. １９８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
４３４. ２００１. —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ｏｌｙｐｅｔａｌａ Ｊ. Ｄ. Ｈｏｏｋｅｒ ＆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Ｆｌ. Ｉｎｄ. ２７. １８５５ꎻ中国植物志 ２８:３３１ －
３３４. １９８０ꎻ西藏植物志 ２:１０９－１１１. １９８５ꎮ

主要特征:植株高 ４ ~ ８ ｃｍꎬ簇生ꎮ 须根长ꎮ
基生叶 ２ ~ ５ 片ꎬ光滑ꎻ叶片近纸质ꎬ圆形ꎬ肾形或卵

形ꎬ长 ５ ~ ２０ ｍｍꎬ宽 ７ ~ ２２ ｍｍꎬ基部近心形或截

形ꎬ边缘有 ５ ~ １３ 个浅圆齿ꎬ顶端钝或圆钝ꎻ叶柄长

３ ~ ５ ｃｍꎬ基部有膜质宽鞘ꎮ 花葶 １ ~ ４ 条ꎬ长于 １.５
ｃｍꎬ果期延长可达 ６ ｃｍꎬ光滑ꎻ苞片 １ 枚或不存在ꎬ
线形或倒卵状楔形ꎬ全缘或 ３ 浅裂ꎻ花单生ꎬ直径

１.２ ~ ２ ｃｍꎻ萼片 ５ꎬ光滑ꎬ近革质或厚纸质ꎬ卵形或

椭圆形ꎬ长 ３ ~ ８ ｍｍꎬ果后增大ꎬ宿存ꎻ花瓣黄色或

表面白色ꎬ１０ ~ １５ 枚ꎬ长圆状匙形ꎬ长 ６ ~ １０ ｍｍꎬ宽
１.２ ~ ４ ｍｍꎬ顶端尖ꎬ基部渐狭成爪ꎬ蜜槽呈杯状凹

穴ꎻ花药椭圆形ꎬ长约 ０.５ ~ ０.８ ｍｍꎻ花托无毛ꎮ 聚

合果卵球形ꎬ直径 ８ ~ １０ ｍｍꎬ有多数密集光滑的瘦

果ꎻ瘦果菱状楔形ꎬ长约 ２ ｍｍꎬ宽约 １ ｍｍꎬ有 ４ 条

纵肋ꎬ顶端有长约 ０. ５ ｍｍ 的直喙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分布于中国西藏南 部 (亚 东)ꎮ 生 于 海 拔

３ ６００~ ５ ０００ ｍ 的高山草甸或林缘ꎮ 不丹、印度北

部、尼泊尔、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北部也有分布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中国云南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ꎬ徐波、罗冬 ＸＵ

Ｂｏ￣５２６(ＫＵＮ)ꎻ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徐波、叶法志、
吕圣林、周嫒婷、李东 Ｔｓｕｉ￣１０２２(ＫＵＮ)ꎻ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徐波、王俊伟、刘云 Ｔｓｕｉ￣１２８９(ＫＵＮ)ꎻ云
南省香格里拉市格咱乡大雪山垭口ꎬ生于海拔

４ ３５５ ｍ 的 砾 石 草 地、 流 石 滩ꎻ 地 理 位 置 为

９９°４８′２６.１０″ Ｅ、２８°３４′１６. ３２″ Ｎꎮ 伴生种主要有

西藏无柱兰(Ａｍ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银莲花属 １ 种

(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ｓｐ.)、 宽 翅 碎 米 荠 (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ａ)、美丽蓝钟花(Ｃｙａｎ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ｕｓ)、
台氏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独一味(Ｐｈｌｏｍｉｓ
ｒｏｔａｔａ)、维西风毛菊、旱生丛菔等ꎮ
３.４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新记录种　 图 １:Ｆ

火绒草属(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Ｒ. Ｂｒｏｗｎ) 密垫火绒

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ａａｓｔ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ｉｎ Ｂｅｉｈ. Ｂｏ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 ４４(２): ８４. ｐｌ. ＩＩꎬ
７. １９２８ꎻ 西藏植物志 ４:６７６. １９８５ꎻ横断山区维管

植物(下):２０１３. １９９４ꎻ中国植物志 ７５:１１５. １９７９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７７８－７８１. ２０１１ꎻ横断山高山

冰缘带种子植物 ３４３. ２０１４ꎮ
主要特征:多年生草本ꎬ形成紧密垫状ꎬ直径

可达 １０ ｃｍꎮ 根状茎细长ꎬ多分枝ꎮ 根出条多数ꎬ
高 １.５ ~ ３ ｃｍꎬ叶丛密集覆瓦状ꎬ基部具宿存老叶ꎬ
整体呈短圆柱状ꎮ 叶匙形或椭圆形ꎬ２ ~ ６ × １ ~ ２
ｍｍꎬ基部紧贴ꎬ薄ꎬ干膜质ꎬ背面疏被蛛丝状毛ꎬ叶
上端平展ꎬ加厚ꎬ草质ꎬ密被灰色绒毛ꎬ顶端圆ꎮ 头

状花序单生ꎬ雌雄异株ꎬ或多数为雌花ꎬ直径 ３ ~ ４
ｍｍꎻ苞叶不存在ꎬ头状花序隐没于根出条顶端的

叶丛中ꎬ无花序梗ꎮ 总苞披针形至倒披针形ꎬ４ ~ ６ ×
０.６ ~ ２ ｍｍꎬ顶端急尖或圆钝ꎬ花冠长 ３ ~ ４ ｍｍꎮ 瘦

果长约 １.２ ｍｍꎬ有乳突或光滑ꎻ不育的子房光滑或

疏被柔毛ꎮ 冠毛白色ꎬ长约 ４ ｍｍ(Ｃｈｅｎ ＆ Ｂａｙｅｒꎬ
２０１１)ꎮ

分布于中国西藏(定结、浪卡子、亚东、措美等

地)、四川(木里)ꎮ 生于海拔 ４ ３００ ~ ５ ３００ ｍ 的高

山砾石草甸ꎬ流石滩ꎬ雪线附近瘠地和岩石上、冰
川冲积地ꎮ 不丹、印度(锡金)、尼泊尔也有分布

(Ｃｈｅｎ ＆ Ｂａｙｅｒꎬ２０１１)ꎮ
中国云南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徐波、叶法志、

吕圣林、周嫒婷、李东 Ｔｓｕｉ￣１００５(ＫＵＮ)ꎻ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ꎬ徐波、王俊伟、刘云 Ｔｓｕｉ￣１３９９(ＫＵＮ)ꎻ云南

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鸣音镇住古雪山ꎬ海
拔 ４ ２２９ ｍ 的流石滩ꎻ地理位置为 １００°１７′５５.５０″
Ｅ、２７°２４′５２.０６″ Ｎꎮ 伴生种主要有花叶点地梅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ａｌｃｈｅｍｉｌｌｏｉｄｅｓ)、大花福禄草 (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ａ)、多柱无心菜( Ａ. ｗｅｉｓｓｉａｎａ)、秀丽绿绒

蒿 (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ｖｅｎｕｓｔａ)、 拟 耧 斗 菜 ( Ｐａｒ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丛菔属 １ 种(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ｓｐ.)等ꎮ

４　 讨论

生物分类依赖于分类学家、野外考察、标本采

集和分类研究(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０４)ꎮ 通过研究确定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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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 ( Ｔｈｙ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ｏｓｕｍ)、 红 萼 蝇 子 草

( Ｓｉｌｅｎｅ ｒｕｂｒｉｃａｌｙｘ )、 狭 叶 丛 菔 (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圆齿鸦跖花(Ｏｘｙｇｒａｐｈｉｓ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ｉ)和

密垫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ａａｓｔｉｏｉｄｅｓ) ５ 种高山冰

缘带发现的植物均为云南省新记录种ꎮ 其中ꎬ红
萼蝇子草、圆齿鸦跖花为横断山高山冰缘带植物

区系新记录ꎮ 根据文献及馆藏标本ꎬ结合新分布

记录ꎬ可以确定囊种草分布区类型为中亚－横断山

分布ꎬ红萼蝇子草为东喜马拉雅－横断山南部分

布ꎬ狭叶丛菔为横断山南部特有分布ꎬ圆齿鸦跖花

为中、西喜马拉雅－横断山间断分布ꎬ密垫火绒草

为中喜马拉雅－横断山间断分布ꎮ 以上云南新记

录(１ 个新记录属ꎬ５ 个新记录种)ꎬ采自滇西北三

座偏远的高山冰缘带ꎬ扩大了以上物种的分布区

范围ꎬ说明高山冰缘带植物多样性调查不足ꎬ需要

持续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ꎮ
囊种草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之一(Ｌｕ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２００１ꎻ徐波等ꎬ ２０１４)ꎬ同时也是世界上最

耐旱、耐寒的典型高山垫状植物( ｄｅ Ｂ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Ｙａｎｇ(２０１０)研究表明ꎬ垫状植物不仅能够

很好地适应高山生境ꎬ而且其特化形态结构还可

对其 他 非 垫 状 植 物 具 有 “ 护 理 效 应 ” ( ｎｕ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ꎮ 部分植物只有着生于垫状植物表面或周

围才能在高山生境内生存或繁殖ꎬ因此垫状植物

对维持高山植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Ｃａｖｉｅｒ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囊种草具有两种表型:一种是平坦且

松散的垫状ꎻ另一种是圆顶形且紧密的垫状ꎮ 平

坦且松散的类型相较于圆顶形且紧密的类型对周

边高山植物的 “护理作用” 更强 ( Ｄｖｏｒｓ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Ｍｉｃｈａｌｅ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从区系成分上讲ꎬ囊
种草属为中亚分布型ꎬ能够分布到横断山南部ꎬ说
明中亚区系成分在横断山冰缘带植物区系中仍占

有一席之地(吴征镒等ꎬ ２００６)ꎮ 类似的例子如高

山熏倒牛(Ｂｉｅ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ｉａ ｏｄｏｒａ)ꎬ该种最初记载仅分

布到西藏西部阿里至中亚地区ꎬ其后在横断山区

的左贡县也有发现(徐波等ꎬ ２０１４)ꎮ
本研究中ꎬ云南新记录的红萼蝇子草采自海

拔 ４ ３３５ ｍꎬ比植物志记载的海拔高 ７００ ｍꎬ可以分

布到高山冰缘带ꎬ«横断山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
未收录到ꎬ该种亦为高山冰缘带新记录种ꎮ 此外ꎬ

云南新记录的圆齿鸦跖花在横断山区无标本记

录ꎬ且新记录的标本采自高山冰缘带ꎬ«横断山高

山冰缘带种子植物»亦未收录到ꎬ该种为横断山高

山冰缘带新记录种ꎮ 狭叶丛菔花期早ꎬ为 ２００８ 年

发表的新物种(Ｙｕ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ꎬ发表时未见到

有花的标本ꎮ 我们 ６ 月份开展的高山冰缘带植物

多样性调查首次采集到花期标本ꎬ确定其花色为

蓝紫色ꎬ完善了该种的形态学特征描述ꎮ 形态上

狭叶丛菔与旱生丛菔(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ｘｅｒｏｐｈｙｔａ)
相似ꎬ叶片狭窄ꎬ叶上具有沟槽ꎬ叶柄增厚ꎮ 区别

在于:前者叶子长ꎬ叶柄及叶片光滑ꎬ果实狭椭圆

形至线形ꎻ后者叶子短ꎬ通常 ０.７ ~ ２ ｃｍꎬ叶柄具纤

毛ꎬ叶片被柔毛ꎬ果实披针形至线状披针形ꎮ 狭叶

丛菔发表时ꎬ仅有包含模式在内的 ８ 号标本ꎬ鉴于

其狭窄的分布范围及初步的保护评估ꎬ将该种定

为极危物种(ＣＲ) (Ｙｕ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此次新发

现扩大了该物种的分布区ꎬ为探讨十字花科丛菔

属系统演化提供了新材料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红萼

蝇子草、狭叶丛菔及圆齿鸦跖花花色艳丽ꎬ观赏性

极佳ꎬ均为有潜力的花卉资源ꎮ
密垫火绒草分布区较广泛ꎬ可能与该种具有

垫状结构、植株密被绵毛有关ꎮ 垫状结构和绵毛

结构为高山冰缘带植物区系重要的生态适应特

征ꎬ对冰缘带极端环境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徐波

等ꎬ２０１４)ꎮ 密垫火绒草为喜马拉雅中、西部－横断

山间断分布型ꎬ这种间断分布类型见于多种高山

冰缘带植物ꎬ如矮粉条儿菜(Ａｌｅｔｒｉｓ ｎａｎａ)、帕里韭

( Ａｌｌｉｕｍ ｐｈａｒｉｅｎｓｅ )、 四 川 无 心 菜 (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ｓｚｅｃｈｕｅｎｓｉｓ)、厚棉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ｐｒａｉｎｉｉ)、裂叶兔耳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ｐｈａｒｉｃａ)、扇叶垫柳 ( Ｓａｌｉｘ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ｒｉｓ) 等

(徐波等ꎬ２０１４)ꎮ 这些种最东分布到横断山高山

冰缘带ꎬ至西可分布到西藏日喀则地区ꎬ甚至西喜

马拉雅地区ꎬ但在西藏昌都、林芝、山南等地区却

多未见分布记录ꎬ原因是这些地区本底调查薄弱ꎬ
存在采集空白ꎮ 以昌都地区为例ꎬ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吴征镒先生率队开展的植物多样性调查ꎬ以及

２１ 世纪初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美国哈佛

大学联合开展的横断山区植物多样性联合考察

外ꎬ尚无其他大规模系统调查涉及高山冰缘带ꎮ
横断山区冰缘带种子植物多样性编目工作已基本

０３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完成ꎬ然而有越来越多的新种、新记录种被发现ꎬ
说明冰缘带调查仍然存在空白ꎬ针对高山冰缘带

的考察仍需加强ꎬ特别是对临近的青藏高原冰缘

带ꎬ强调同一地点不同坡向、不同季节多次回访的

植物多样性调查亟待开展和完善ꎮ
生物多样性编目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规划的

基础ꎬ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内容 ( Ｓｍｉｔｈ ＆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ꎬ ２０１０)ꎮ 详实的生物多样性数据有助

于识别亟待优先保护的区域和类群ꎬ有效获取生

物多样性分布数据是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决策的关

键(Ｓｏｕｓａ￣Ｂａｅ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加强青藏高

原高山冰缘带薄弱和空白区域的物种多样性调

查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意义重大ꎮ 生物多样

性分布不均匀ꎬ可用于保护的资源存在不足ꎬ因此

采取系统、科学的方式确定优先保护的类型和地

区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工作(马克平ꎬ２００１)ꎮ 目

前ꎬ许多国家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已根据不同的标

准开展了物种濒危等级的评价工作ꎬ用以确定优

先保护的物种ꎬ同时还开展了很多评估以及确定

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地区的相关研究ꎬ制定了保

护优先度的不同标准 ( Ｏｌｓｏｎ ＆ Ｄｉｎｅｒｓｔｅｉｎꎬ１９９８ꎻ
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ꎻ蒋志刚和罗振华ꎬ ２０１２)ꎮ

物种濒危状况评估被认为是实施生物多样性

优先保护的重要工具(Ｍａｃｅ ＆ Ｌａｎｄｅꎬ１９９１)ꎬ对制

订物种保护管理政策尤其重要ꎮ 因此ꎬ未来在完

成青藏高原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多样性编目工作

之后ꎬ可以根据物种的濒危状况(分布区大小和受

威胁程度)、特有性(冰缘带特有和中国特有)、特
殊适应结构(温室植物、绵毛植物、垫状植物等)、
药用资源、花卉资源、特殊抗逆种质资源、社区的

服务功能等ꎬ按照一定的标准确立优先保护物种ꎮ
同时ꎬ可以根据特有植物种数、物种多样性、群落

代表性、珍稀濒危植物种数、极小种群等确定优先

保护区域ꎮ 此外ꎬ未来在开展冰缘带植物多样性

调查时ꎬ应选择样点建立固定样方ꎬ作为植物多样

性监测的永久观测点ꎬ进行定期观测ꎬ获得动态数

据ꎬ形成地区乃至青藏高原高山冰缘带植物多样

性的监测网络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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