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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部松萝属地衣生态分布 

与地理区系成分分析 

文雪梅1，2，阿地里江 ·阿不都拉1，热衣木 ·马木提1， 

阿不都拉 ·阿巴斯1，艾尼瓦尔 ·吐米尔1 
(1．新疆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2．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 ，拉萨 850001) 

摘 要：根据多年的实地调查资料和前人研究资料，对新疆北部松萝属地衣的种类以及它们的分布区、区系 

特征和垂直分布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松萝属地衣共有 22种，主要分布在天山和阿 

勒泰山，生长在树皮、树枝和朽木上。根据它们对环境的适应特征和选择性，将新疆北部松萝属地衣的主要地 

理成分分为环极北极及北方成分 、北美 一欧洲成分、世界广布种、北美成分、环极低北极及北方成分、欧洲成 

分、东亚一北美成分等7种。研究还发现分布在阿勒泰山和天山的松萝属地衣的垂直分布有明显的差异。阿 

勒泰山的地衣分布海拔比较高，分布范围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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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many years of the spot investigation data and research materials of the other researchers’pre- 

lirninary research，the species diversity，distribution area，flora characteristics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snea lichens in northern Xinjiang of China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re were 22 lichens Usnea spe— 

cies distributing in northern Xinjiang and they mainly distributed on the tree bark．tree branch and decayed wood of 

the tay Mountain and Tianshan Mountain．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1i— 

chens Usnea distribution area，they wer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seven geographical groups，Circumpolar arctic and bo— 

real species ；North America-Europe species；Cosmopolitian component；North America component；Circumpolar low 

arctic and boreal component；European component；East Asia-North America compenent．It had also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 verticaI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snea in Akay Mountain and Tianshan Mountain were ver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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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萝属地衣 Usnea Dil1．ex Adans．属于子囊菌 

门(Ascomycota)，子囊菌纲(Ascomycetes)，茶演衣 

目(Lecanorales)，松萝科 (Usneaceae)，该属地 衣多 

数种类的分布比较广泛 ，形态特征高度变化 ，因此 ， 

被认为大型地衣中分类 比较难 的属。国外已有大量 

关于各地区松萝属地衣的报道(Zhu，1935；Motyka， 

1936—1938；Clerc 等，1997；Clerc，1997，1998； 

Halonen，1997，1998，1999，2000；Pekka，2000； 

TOrra等 ，2007)，据统计 ，全世界已发现 了 600多种 

松萝属 地衣 (文 雪梅 等 ，2007)。Motyka(1936～ 

1938)把 松 萝 属 地 衣 分 为：Protousnea Motyka； 

Neuropogon(Nees & Flot．)Motyka~Lethariella 

Motyka；Chlorea(Ny1．)Motyka；Eumitria(Stirt．) 

Motyka和 Euusnea Jatta等 6个亚属(Halonen， 

2000)。 

有关新疆地衣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文 

献见于俄国地衣学家于 1901年所发表的“俄国及其 

东部边界的地衣”一文(Elenkin，1901)。随后刘慎 

谔(1934)王先业 (1985)、魏江春(1981，1986)、吴继 

农(1997)、吴金陵(1985)、赵继鼎(1982)等对新疆地 

衣的种类研究上有所报道 。有关新疆松萝属地衣的 

记载最早是 1935年 Tchou报道了新疆松萝属的一 

个种 ，即角松 萝(U．ceratina Ach．)(Tchou，1935)。 

此后至 1951年有关于U．hirta的报道(阿不都拉 · 

阿巴斯等，1998；Abdulla等，2001，2002；文雪梅等， 

2007)。2O世纪 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对天 

山托木尔峰地区的科学考察，报道了在此地区的山地 

针叶林带中 comosa的分布(王先业，1985)。另外， 

吴金陵也记载了新疆有 U．florida的分布(吴金陵， 

1985)。努尔巴衣 ·阿不都沙勒克等在研究新疆地 

衣植物的生态特征时，以哈纳斯 自然保护区为例，对 

此地区的采集到的部分地衣种的生态特征以及生态 

因子进行 了分析 ，其 中包括 松萝属 的 U．subflori— 

dana，U．ceratina和 U．hirta(努尔 巴衣 ·阿不都沙 

勒克等，2000)，但是对新疆松 萝属地衣植物 的生态 

分布方面尚未见报道 。由于新疆北部山脉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多种多样，地衣的分布比较广 

泛，因此，研究新疆北部山脉的松萝属地衣，对于了 

解新疆北部山脉的地衣植被种类组成和为新疆地衣 

的生态和地理学研究提供数据 ，以及今后的地衣生 

态地理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因此，我 

们以 1996年以来在新疆北部采集的地衣标本为基 

础 ，对松萝属地衣生态地理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 。 

1 自然地理概况 

阿勒泰山位于新疆最北部 ，同蒙古接壤，属于欧 

亚草原 的一部分 ，这里气温较低 ，年均温度在一2℃ 

左右，极端最高气温 33．3℃，极端最低气温在一51．5 

℃以下 ，平均海拔 2 500～3 500 m，最高峰达 3 876 

m，本区年降水量随海拔升高以每百米 30～80 mm 

递增，在低山带为 200～300 mm；中山带 300～500 

mm；高山区年降水量可达 600～8OO mm，年蒸发量 

1 500 mm左右，夏季多雨，冬有积雪，这一地区的气 

候地貌和植被垂直带分带明显，具有多种植被带类 

型，包括 ：山地荒漠带 、山地草原带、针阔混交林带、 

针叶林带、亚高山草甸带、高山草甸和高山甸状植被 

带等(新疆地理学会，1993；袁国映，1998)。 

天山的气候属于大陆性北温带干旱气候，四季 

分明，夏秋短，冬春长。年平均气温 7．4℃，1月平 

均温度一11．2℃ ，7月份平均气温 21．1℃，无 霜期 

142～150 d，年降平均水量为 300～700 mm。天山 

山地的年降水量，同一山坡tl西到东，逐渐减少。天 

山北坡的年均降水量多在 500 mm 以上 ，其 中以西 

段的中山森林带最多 ，达 1 139．7 mm。冬季最大降 

水带在海拔 1 500~2 000 m，夏初开始向上迁移，到 

7、8月份升到海拔 5 000 m的极高山带。研究区域 

的的气候地貌和植被垂直带分带明显，具有多种植 

被带类型，包括：山前草地、山地阔叶林带、针阔混交 

林带、针叶林带、亚高山草甸带、高山草甸带等(新疆 

地理学会 ，1993；袁国映，l998)。 

2 研究方法 

对新疆北部的地衣资源进行调查时，在分布于 

天山西部、阿勒泰山、阿勒泰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等区 

域内的共 16个样点(青河林场 昆歌特、青河卡拉布 

拉、青河冬布哈林 、富蕴县达热沟、大桥林场、福海科 

尔奇也特、福海小乌图布拉克、福海沙库尔布拉克、 

阿勒泰大河林场、布尔津县贾登峪、白湖、欧勒根河、 

哈纳斯、月亮河、禾木乡、三十八林班、土克拜、哈班白 

峰脚下、白哈巴、吐白别克、阜康天池、米泉哈熊沟、乌 

鲁木齐八一林场、东白杨沟、西白杨沟、塔城巴尔鲁 

克山、塔城托里县、沙湾鹿角湾、察布查尔山、新源巩 

乃斯林场、巩留模合尔、库尔德宁乡、博里巴达一、哈 

板巴衣 、昭苏木扎特、夏塔温泉、卡音德、巴里坤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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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8个样地)(图 1)，采集地衣标本 380余号。 

鉴定地衣标本时 ，除对其外部形态与内部解剖 

特征进行观察外，还对一些在分类鉴定中具有意义 

的地衣酸进行了测定。地衣化学的分析测定方法首 

先是分别使用 KOH、Ca(C10) 、对苯二胺及碘在地 

衣体不同部位进行显色试验，再对少数标本采用显 

微化学结晶法(MCT)、薄层色谱法(TLC)等方法进 

行测定，综合分析以确定某种地衣酸的有无。最后 

根据观察到地衣的形态特征，并结合测定所含化学 

成分进行分类鉴定(Mason，1983；Halonen，2000)。 

研究中所用的标本保存于新疆大学地衣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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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取样地点的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ing site 

1．青河县}2．富蕴县；3．福海县}4．阿勒泰大河林场；5．布尔津 

县；6．天池；7．哈熊沟；8．乌鲁木齐南部山区；9．巴尔鲁克山； 

lO．塔城托里县}11．沙湾县；12．察布查尔县；13．巩乃斯林场； 

14．巩留县；15．昭苏县；16．巴里坤县。 

1．Qinghe；2．Fuweng；3．Fuhai；4．Akay dahe forest；5．Buer- 

qin；6．Tianehi；7．Haxionggou；8．Northern mountain of Uru— 

mqi；9．Barluk mountain；10．Tacheng tuoli；11．Shawan；12． 

Chabuchaer mountain；13．Gongnaisi forest；14．Gongliu；15． 

Zhaosu；16．Balikun． 

3 结果 

3．1新疆松萝属地衣种类 

本研究把地衣形态学特征和地衣化学分析相结 

合进行物种鉴定，结果表明，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松萝 

属地衣共有22种，主要分布在天山和阿勒泰山。松 

萝属地衣种类、分布区和采集地点、海拔高度见表 1。 

3．2新疆松萝属地衣的区系地理成分 

3．2．1松萝属地衣的地理分布类型 新疆地衣植物 

在区系成分上以环北极成分为主，这主要是跟新疆 

的地理位置 、高大的山系、地质历史有关系。本研究 

根据阿不都拉 ·阿巴斯等(1998)对新疆地衣的分布 

区划分标准，把新疆松萝属地衣植物分布区域分为 

2个亚 区 ： 

I．欧亚森林植物亚区：①阿勒泰地区：(1)包括 

Usnea arizonica；U．cavernosa；U．ceratina；U．cot— 

nuta；U．esperantiana；U．filipendula；U．fulvore— 

agens；U．hesperina；U．1ongissima；U．rubicanda； 

U．trichodea；U．fragilescens；U．glabrata；U．gla— 

brescens；U．hirta；U．scabrata等种类，分布哈纳斯、 

贾登玉、欧勒根河、白哈巴、禾木乡、月亮湾、福蕴大 

桥林场、福海科尔奇也特、富海小乌图布拉克、富蕴 

县达热沟等地。②天山地区：包括 Usnea arizoni- 

ca；U．barbata；U．diplotypus；U．fragilescens；U． 

glabrata；U．glabrescens；U．hirta；U．1apponica；U． 

scabrata；U．s 6floridana； substerilis等种类，分 

布天山地区：南山八一林场、东白杨沟、天池、昭苏卡 

音德、昭苏夏塔温泉、昭苏木扎特、米泉哈熊沟、巩留 

县模合尔、巩留县哈板巴衣、巩留县德尔库宁乡、巴 

里坤黑沟、巩留县博里巴达一等地。 

Ⅱ．亚洲荒漠植物亚区：包括 UsTtea lapponica； 

U．fragilescens；U．barbata；U．coFnuta等种类。分 

布在中亚西部地 区、塔城、塔城拖里老风 口、塔城巴 

尔鲁克山、青河林场、青河昆歌特和圣布哈林、沙湾 

县鹿角湾、察布查尔山等地。 

3．2．2松萝属地衣的地理 区系 一个地区的植物种 

类组成可按它们的地理分布特征划分为若干地理成 

分。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是根据植物种或科属的现 

代地理分布而确定的。松萝属是世界广布属，各大 

陆均有出现。一般来说，松萝属地衣种类在干旱区 

和两极分布较少，而在中纬度比较潮湿的地区分布 

较多(Ha／onen，1999，2000)。Halonen(1999，2000) 

研究 Fennoscandian和 British Columbia的松萝属 

地衣时发现，该地区松萝属地衣区系不仅包括北半 

球广布种，同时还包括一些世界广布种。 

本文参照吴征镒(1991)对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 

的划分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詹选怀等，2008；王一峰 

等，2009；熊源新等，2008)，将新疆北部松萝属地衣 

的 22种划分人 7个地理成分 ：(1)环极北极及北方 

成分(Circumpolar arctic and boreal species)：Usnea 

cavernosa；U．glabrata；U．hirta；U．subfloridana； 

U．substerilis；U．cornuta；U．diplotypus；U．fili— 

pendula；U．1apponica；U．rubicunda。(2)北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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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成分 (North America—Europe species)：U．sc口一 

brata。(3)世 界 广 布 种 (CosmopoLitian compo- 

nent)：U．ceratina；U．1ongissima；U．wirthii；U．es— 

perantiana；U．fragilescens；U．glabrescens；U．hes— 

perina。(4)北美成分(North America component)： 

U．arizonica。(5)环极低北极及北方成分(Circum— 

polar low arctic and boreal component)：U．barba— 

ta。(6)欧洲成 分 (European component)：U．ful— 

voreagens。(7)东 亚 一北 美成分 (East Asia—North 

America compenent)：U．trichodea。 

表 1 新疆松萝属地衣种类 

Table 1 Species of lichens Usnea in Xinj iang 

3．3松萝属地衣的生态类型 

由于地衣是真菌与绿藻或蓝细菌共生的生命支 

撑系统，而这种生命支撑系统所带来的对环境的适 

应性，尤其是抗旱性和耐旱性使它在物种分布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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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方面发挥着作用。因此，地衣的生态适应范围 

比高等植 物广泛 (Mason，1983)。Halonen(1999； 

2000)研究 Fennoscandian和 British Columbia的松 

萝属地衣时发现，在东 Fennoscandian地区分布在 

岩面上的松萝属种类 比较多 ，但在 British Columbia 

发现只有 U．subfloridana生长在岩石上 。Clerc等 

(1997)在北极 ，南极和北美南部地区也发现 了生长 

在岩石上的岩面生松萝属地衣种类 因此，他们认 

为多数松萝属地衣种类是适湿和适光的，在潮湿和 

开阔环境中分布的比较多(Halonen，2000；Clerc等 

(1997)。本研究结果为，分布在新疆的22种松萝属 

地衣，其中树皮及树枝生种类有 19个，占总数的 

86．37 ，朽木生种类有 3个 ，占总数的 13．63 。 

(1)树皮或树枝生地衣种：U．barbata；U．caver— 

nO5fZ；U．ceratina；U．cornuta；U．esperan tiana；U． 

filipendula；U．fragilescens；U．fuvoreagens；U． 

glabrata；U．glabrescens；U．hesperina；U．hirta；U． 

1apponica；U．1ongissima；U．rubicunda；U．scabra— 

ta；U．substerilis；U．trichodea；U．wirthii。(2)朽木 

生地衣种 ：U．arizonica；U．diplotypus；U．subflo— 

ridana。 

Halonen(2000)研究 Fennoscan djan和 British 

Columbia松萝属地衣时发现，该地区松萝属地衣的 

分布跟树种和树皮的性质，比如pH值有关，一般适 

应开阔和半干旱地区的树种上松萝属地衣种类比较 

多。本研究发现，树生松萝属地衣数量和树木年龄 

有相关性。比如 ，随着树木年龄的增大，其生长在树 

皮和树枝上的松萝属地衣种类和个体数量明显增 

多。一般比较年轻的树上很少生长该属地衣。另 

外，不同树种上生长的松萝属地衣种类和数量也出 

现差异。以上研究结果跟 Halonen(2OOO)的研究结 

果较为一致。 

3．4松萝属地衣的垂直分布规律 

本文所研究的400多个松萝属地衣标本绝大多 

数采自西天山和阿勒泰山，研究发现分布在阿勒泰 

山和天山的松萝属地衣的垂直分布特征有明显的差 

异。松萝属地衣在天山最高分布海拔为 3 000 m， 

最低海拔为950 m，而阿勒泰山的最高分布海拔为 

3 600 m，最低海拔为 1 100 m(表 2和图 2)。阿勒 

泰山的分布范围比天山广泛，这表明，松萝属地衣种 

类对所生长的基物有非常高的适应和选择性，同时 

它们的分布还受到分布区微环境的制约。结合表2 

和图2分析新疆松萝属地衣分布规律，此属分布的 

平均海拔比较高。分布区为气候较湿润的地区分布 

的种较多，采集点也较多。 

表 2 新疆松萝属地衣在天山及阿勒泰山分布海拔 

Table 2 Distribution altitude of Usnea lichens 

in Tianshan and Altay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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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点 0ol Iect；On cite 

图 2 松萝属地衣在天山和阿勒 

泰山的垂直分布 

Fig．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Usnea lichens 

in Tianshan and Altay Mountains 

4 小结 

(1)本文初步对新疆天山、阿勒泰山的松萝属地 

衣的生态地理特征进行 了研究。经过形态、解剖以 

及结合化学方法，对采 自天山以及阿勒泰山地区的 

400余份标本进行鉴定，初步鉴定出的松萝属地衣 

有 22种 ，U．barbata；U．cavernosa；U．fragilescens； 

U．fulvoreagens；U．glabrata；U．glabrescens；U． 

1ongissima；U． rubicunda；U． scabrata；U．tri— 

chodes；【，．arizonica；U．cornuta；U．diplotypus；U． 

esperantiana；U．filipendula；U．hesperina；U． 

1apponica；U．substerilis；U．wirthii。(2)本文参照 

吴征镒(1991)的划分标准，将新疆北部松萝属地衣 

的22种划分为以下 7个成分：环极北极及北方成 

分、北美一欧洲成分、世界广布种、北美成分、环极低 

北极及北方成分、欧洲成分、东亚一北美成分。(3) 

新疆北部的松萝属地衣主要采自阿勒泰山以及天山 

地区，海拔分布相对较高，但分布区内气候湿润。 

(4)新疆北部的松萝属地衣中树皮及树枝生种类比 

例大，占总种类的 86．37 ，其次为朽木生、树生混 

0 O 0 O 0 0 0 O O 枷 ㈣ 。 加 ∞ ∞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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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说明松萝属地衣对基物要求较高 ，并且生态 

类型很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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