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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明青海省甘蒙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Ｎａｋａｉ）群落植被的区系特征，对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

古树林群落的古树资源基本特征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该古树林群落及同德县班多村和贵德县曲卜藏村甘

蒙柽柳幼树林群落的科属组成、生活型和区系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保

护策略。 调查结果显示：在然果村古树林群落中，胸径大于 １ ４０ ｍ 的甘蒙柽柳百年古树有 ２０３ 株，最高植株的株

高、胸径和地径分别为 ２２ ８５、１ ７８ 和 ３ ３９ ｍ；群落中小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Ｃａｒｒ．）百年古树有 １５ 株，最高植株的

株高和胸径分别为 ２５ ００ 和 ４ １８ ｍ。 在垂直结构上，然果村古树林群落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３ 个层次，其
中，草本层包括多年生丛草层和一年生杂草层 ２ 个层次；在水平结构上，甘蒙柽柳均匀散布在群落内，小叶杨呈带

状聚集分布，大部分灌木呈丛状分布，草本植物则呈小丛或单生态分布。 然果村古树林群落有种子植物 ８ 科 １８ 属

２１ 种，班多村幼树林群落有种子植物 １０ 科 １８ 属 ２０ 种，曲卜藏村幼树林群落有种子植物 ８ 科 １２ 属 １２ 种。 区系分

析结果表明：在科水平上，３ 个甘蒙柽柳群落均以世界分布型为主；在属水平上，然果村古树林群落和班多村幼树林

群落均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的 ３７ ５０％和 ４３ ７５％，而曲卜藏村幼树林群落则以世

界分布型为主，中亚分布型次之。 比较结果表明：３ 个群落的甘蒙柽柳植株大小差异明显，物种组成和区系成分也

有一定差异。 综合考虑认为，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保护应采取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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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Ｎａｋａｉ；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ｙｏｕ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甘蒙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Ｎａｋａｉ）隶属

柽柳科（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柽柳属（Ｔａｍａｒｉｘ Ｌｉｎｎ．），产于

青海（东部）、甘肃（秦岭以北、乌鞘岭以东）、宁夏、内
蒙古（中南部和东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
部）及河南等省（区），生于盐渍化河漫滩和冲积平原

以及盐碱沙荒地和灌溉盐碱地［１］。 目前，研究者们

已经对甘蒙柽柳的解剖、繁殖、耐盐抗旱和扦插育苗

技术等多个方面［２－７］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关于甘蒙柽

柳群落特征的研究却缺乏系统性。 已有研究涉及的

甘蒙柽柳多为灌木或小乔木，树径约 ２０ ｃｍ，树径在

３０ ｃｍ 以上的植株极为罕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吴
玉虎［８］在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然果村黄河岸边发现

大面积甘蒙柽柳林，林中的甘蒙柽柳大多为高大乔

木，推断其树龄多在百年以上，遂将其鉴定为甘蒙柽

柳古树林［８］。 但遗憾的是，该甘蒙柽柳古树林即将

被规划中的水电站库区淹没。
为了清楚了解甘蒙柽柳群落植被的区系特征，作

者采用样方调查法对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

古树林群落的古树资源基本特征和结构特征进行了

分析，并对该古树林群落及同德县班多村和贵德县曲

卜藏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的科属组成、生活型和区

系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甘蒙柽

柳古树林群落的保护策略，为深入研究和保护柽柳属

古树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甘蒙柽柳古树林位于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然果

村黄河岸边，分布在海拔 ２ ６６０ ｍ 以上的河滩潮湿沙

地上，整个古树林面积 ７８ ５ ｈｍ２，核心区面积约 １６ ０
ｈｍ２。 黄河两岸的周边地区均属于干旱的荒漠草原

地带，洪水发生时，河滩常有河水漫上，致使原始林地

被浸泡。
同德县巴沟乡分布有甘蒙柽柳古树林和幼树林，

地形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巴曲水自东向西流经然果

村，并在班多村汇入黄河，黄河在巴沟乡境内全长 ３８
ｋｍ。 该县年均温 ３ ４ ℃，年均降水量 ３９５ ２ ｍｍ，平均

海拔 ２ ８９７ ｍ，日照时间长，辐射量大，气候温暖，雨热

同期。
贵德县分布有甘蒙柽柳幼树林，地处黄河谷地及

两侧山地，南北高、中部低；黄河由西向东横贯贵德

县，在该县境内长达 ７４ ７ ｋｍ。 该县属高原大陆性气

候，年均温 ７ ２ ℃，年均降水量 ２５２ ｍｍ，平均海拔

２ ２００ ｍ，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
１ ２　 研究方法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在青海省同

德县巴沟乡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中划分 ３ 个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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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５０ ｍ×５０ ｍ 的样方，分别编号为 Ｐ１、Ｐ２ 和 Ｐ３，
其中，Ｐ１ 样方位于东经 １００°１８′０９″～１００°１８′５４″、北纬

３５°３５′４７″～３５°３６′２５″，海拔 ２ ６７０ ～ ２ ６９３ ｍ；Ｐ２ 样方

位于东经 １００°１５′４１″ ～ １００°１６′１４″、北纬 ３５°３４′０７″ ～
３５°３４′４８″，海拔 ２ ６６５ ～ ２ ６７２ ｍ；Ｐ３ 样方位于东经

１００°１６′５５″～ １００°１７′２５″、北纬 ３５°３４′４１″ ～ ３５°３５′２１″，
海拔 ２ ６７１～２ ６８６ ｍ。 同时，在同德县巴沟乡班多村

和贵德县拉西瓦镇曲卜藏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中

分别划分 １ 个面积 ５０ ｍ×５０ ｍ 的样方，依次编号为

Ｐ４ 和 Ｐ５， 其中， Ｐ４ 样方位于东经 １００° ２８′ ３１″ ～
１００°２９′０７″、北纬 ３５°３０′０８″ ～ ３５°３０′３８″，海拔 ２ ７１６ ～
２ ７２３ ｍ；Ｐ５ 样方位于东经 １０１°３１′１２″ ～ １０１°３２′０３″、
北纬 ３６°１２′２１″～３６°１３′０４″，海拔 ２ ２４４～２ ２５６ ｍ。 调

查中，用红色油漆对 Ｐ１、Ｐ２ 和 Ｐ３ 样方内的 ３６５ 株甘

蒙柽柳进行逐一编号，并对 ３ 个样方内胸径大于

２ ００ ｍ（估计树龄在百年以上） 的小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Ｃａｒｒ．）进行编号。

采用 Ｂｒａｕｎ－Ｂｌａｎｑｕｅｔ 学派典型样地记录法［９］ 在

每个样方中沿对角线在两端和中间各选取 １ 个面积

１ ｍ×１ ｍ 的小样方，即每个样方设置 ３ 个小样方。
详细记录每个样方和小样方内所有种子植物的

种类、株数和株高等信息，样方用于统计乔木和灌木，
小样方用于统计草本和藤本。 参照《中国植被》 ［１０］分

析群落中种子植物的生活型，并参考相关文献［１１－１４］

对群落中科和属的区系组成进行分析。 植物标本均

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原生

物标本馆（ＱＴＰＭＢ）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标本馆（ＸＪＢＩ）。
１ ３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古树资源的基本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在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

群落中，胸径大于 ０ ３０ ｍ 的植株有 ６６６ 株，其中，胸
径大于 １ ００ ｍ 的植株有 ３１４ 株。 根据样方内 １ 株已

经被人砍伐的甘蒙柽柳古树的检测结果，其树龄为

１０２ ａ，胸径约 １ ４５ ｍ，由于该古树树干不规则，故将

标记的 ３６５ 株甘蒙柽柳中胸径大于 １ ４０ ｍ 的植株定

为百年古树，共 ２０３ 株。 这些百年古树的平均株高为

９ ７２ ｍ， 最高可达 ２２ ８５ ｍ （胸径 １ ７８ ｍ， 地径

３ ３９ ｍ）；平均胸径为 １ ９４ ｍ，最高可达 ８ ０５ ｍ（合
生）；平均地径为 ２ ５４ ｍ，最高可达 ８ ２０ ｍ（合生）。

调查结果还显示：该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中有

１５ 株小叶杨百年古树，平均株高 １９ ３４ ｍ，最高可达

２５ ００ ｍ（胸径 ４ １８ ｍ）；平均胸径 ３ ４１ ｍ，最高可达

５ ８２ ｍ。 其中，最大的 ４ 株小叶杨株高均在 ２０ ００ ｍ
以上，胸径分别为 ５ ８２、４ ５０、４ ３１ 和 ４ １８ ｍ。
２ ２　 甘蒙柽柳古树林和幼树林群落的科属组成及生

活型分析

调查结果（表 １）表明：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

树林群落共有种子植物 ８ 科 １８ 属 ２１ 种，包括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６ 种，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５ 种，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４ 种，蒺藜科（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２ 种，柽柳

科、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和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各 １ 种。 在该古树林群落中，一年生

草本种类所占比例最大，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５２ ３８％；其次为多年生草本种类，约占群落植物总种

数的 ２３ ８１％；再次为灌木种类，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

的 １４ ２９％；乔木种类所占比例最小，约占群落植物总

种数的 ４ ７６％。 另外，该古树林群落中的甘蒙柽柳

为乔木或大灌木，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４ ７６％。
总体来看，该古树林群落中，甘蒙柽柳、小叶杨、宁夏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Ｌｉｎｎ．）、唐古特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Ｂｏｂｒ．） 和 西 北 小 檗 （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ｖｅｒｎａ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的生长较好。

调查结果（表 ２）表明：同德县班多村甘蒙柽柳幼

树林群落共有种子植物 １０ 科 １８ 属 ２０ 种，较然果村

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增加了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和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３ 科，但无蒺藜

科。 班多村甘蒙柽柳该幼树林群落与然果村甘蒙柽

柳古树林群落的共有植物有 １０ 种，分别为甘蒙柽柳、
小叶 杨、 宁 夏 枸 杞、 西 北 小 檗、 芦 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Ｃａｖ．） 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ｔｅｕｄ．〕、小画眉草（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 Ｈｏｓｔ）、虎尾草 （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Ｓｗ．）、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ｓｐ． １）、阿尔泰狗娃花〔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
（Ｗｉｌｌｄ．） Ｎｏｖｏｐｏｋｒ．〕 和 苦 苣 菜 （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ｉｎｎ．）。 在班多村甘蒙柽柳该幼树林群落中，多年生

草本种类所占比例最大， 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３５ ００％；其次为一年生草本种类，占群落植物总种数

的 ２５ ００％；灌木（包括半灌木）种类所占比例也较

高，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２０ ００％；乔木种类占群落植

物总种数的 １０ ００％；藤本种类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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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中种子植物的种类及生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Ｎａｋａｉ ａｔ Ｒａｎｇｕ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柽柳属 Ｔａｍａｒｉｘ 甘蒙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乔木或大灌木 Ａｒｂｏｒ 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ｒｕｂ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小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乔木 Ａｒｂｏ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属 Ｌｙｃｉｕｍ 宁夏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灌木 Ｓｈｒｕｂ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西北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ｖｅｒｎａ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蒺藜科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白刺属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唐古特白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骆驼蓬属 Ｐｅｇａｎｕｍ 多裂骆驼蓬 Ｐｅｇａ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ｕｍ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芨芨草属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醉马草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ｉｎｅｂｒｉａｎ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芨芨草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虎尾草属 Ｃｈｌｏｒｉｓ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画眉草属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小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刺藜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菊叶香藜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ｉａｎ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杂配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猪毛菜属 Ｓａｌｓｏｌａ 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ｓｐ． １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猪毛菜（多毛）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ｓｐ． ２ （ｈａｉｒｉｎｅｓｓ）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滨藜属 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西伯利亚滨藜 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狗娃花属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阿尔泰狗娃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苦苣菜属 Ｓｏｎｃｈｕｓ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栉叶蒿属 Ｎｅｏｐａｌｌａｓｉａ 栉叶蒿 Ｎｅｏｐａｌｌａｓ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表 ２　 青海省同德县班多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中种子植物的种类及生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Ｎａｋａｉ ａｔ Ｂａｎｄｕ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１）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柽柳属 Ｔａｍａｒｉｘ 甘蒙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乔木或大灌木 Ａｒｂｏｒ 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ｒｕｂ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小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乔木 Ａｒｂｏｒ

柳属 Ｓａｌｉｘ 柳树 Ｓａｌｉｘ ｓｐ． 乔木 Ａｒｂｏ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属 Ｌｙｃｉｕｍ 宁夏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灌木 Ｓｈｒｕｂ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西北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ｖｅｒｎａ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甘青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藤本 Ｌｉａｎａ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天门冬属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戈壁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ｇｏｂｉｃｕｓ 半灌木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兴安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 半灌木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

野决明属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披针叶野决明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芦苇属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画眉草属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小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虎尾草属 Ｃｈｌｏｒｉｓ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猪毛菜属 Ｓａｌｓｏｌａ 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ｓｐ． １∗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雾冰藜属 Ｂａｓｓｉａ 雾冰藜 Ｂａｓｓｉａ ｄａｓｙｐｈｙｌｌａ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狗娃花属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阿尔泰狗娃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白莲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ａｃｒｏｒｕｍ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猪毛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还阳参属 Ｃｒｅｐｉｓ 弯茎还阳参 Ｃｒｅｐｉｓ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苦苣菜属 Ｓｏｎｃｈｕｓ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１）∗： 表示与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共有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ａｔ
Ｒａｎｇｕ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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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００％。 另外，该幼树林群落中的甘蒙柽柳也为乔木

或大灌木，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５ ００％。
调查结果（表 ３）表明：贵德县曲卜藏村甘蒙柽柳

幼树林群落与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植物种

类有明显差别，共有种子植物 ８ 科 １２ 属 １２ 种，较然

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增加了豆科和白花丹科

（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２ 科，但无茄科和禾本科。 该幼树

林群落与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共有植物有

６ 种， 分别为甘蒙柽柳、 小叶杨、 藜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ｉｎｎ．）、西北小檗、阿尔泰狗娃花和猪毛菜，占
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５０ ００％。 在该幼树林群落中，多

年生草本种类和灌木（包括大灌木和半灌木）种类所

占比例最大，均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３３ ３３％；其次

为一年生草本种类，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２５ ００％；乔
木种类较少，仅小叶杨 １ 种。 与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

林群落相比，该幼树林群落的灌木种类缺少宁夏枸杞

和唐古特白刺，草本植物增加豆科和白花丹科种类，
还有霸王〔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ｘ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ｏｎ （Ｂｕｎｇｅ） Ｍａｘｉｍ．〕
和合头草（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ｒｅｇｅｌｉｉ Ｂｕｎｇｅ）等典型荒漠建群

种类。 此外，样方外还有红砂〔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ｏｎｇａｒｉｃａ
（Ｐａｌｌ．） Ｍａｘｉｍ．〕和细枝岩黄耆（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等荒漠植物。

表 ３　 青海省贵德县曲卜藏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中种子植物的种类及生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Ｎａｋａｉ ａｔ Ｑｕｂｕｚ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１）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柽柳属 Ｔａｍａｒｉｘ 甘蒙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大灌木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ｒｕｂ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小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乔木 Ａｒｂｏｒ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西北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ｖｅｒｎａ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蒺藜科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霸王属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霸王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ｘ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ｏｎ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蒺藜属 Ｔｒｉｂｕｌｕｓ 蒺藜 Ｔｒｉｂｕｌｕｓ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黄耆属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黄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白花丹科 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补血草属 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二色补血草 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猪毛菜属 Ｓａｌｓｏｌａ 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ｓｐ． １∗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合头草属 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合头草 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ｒｅｇｅｌｉｉ 半灌木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
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狗娃花属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阿尔泰狗娃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顶羽菊属 Ａｃｒｏｐｔｉｌｏｎ 顶羽菊 Ａｃｒｏｐｔｉｌｏｎ ｒｅｐｅｎｓ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 表示与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共有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ａｔ
Ｒａｎｇｕ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２ ３　 甘蒙柽柳古树林和幼树林群落的区系组成分析

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区系组成

分析结果表明：在科水平上，世界分布型最多，包括茄

科、禾本科、藜科和菊科 ４ 科；北温带分布型次之，包
括杨柳科和小檗科 ２ 科；旧世界温带分布型和泛热带

分布型最少，分别只有柽柳科和蒺藜科各 １ 科。 在属

水平上， 北温带分布型最多， 包括杨属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 枸 杞 属 （ Ｌｙｃｉｕｍ Ｌｉｎｎ．）、 小 檗 属 （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Ｌｉｎｎ．）、狗尾草属（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 Ｂｅａｕｖ．）、滨藜属（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Ｌｉｎｎ．）和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 ６ 属，占总属数（不包

括世界分布型）的 ３７ ５０％；其次为欧亚温带分布或

旧世 界 温 带 分 布 型， 包 括 柽 柳 属、 芨 芨 草 属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Ｐ． Ｂｅａｕｖ．）和苦苣菜属（Ｓｏｎｃｈｕｓ Ｌｉｎｎ．）
３ 属，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的 １８ ７５％；地中

海－西亚－中亚分布型包括骆驼蓬属（Ｐｅｇ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

和白刺属（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２ 属，泛热带分布型包括虎

尾草属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Ｓｗ．） 和画眉草属 （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Ｗｏｌｆ）
２ 属，中亚分布型包括刺藜属（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Ｒ． Ｂｒ．）和栉

叶蒿属（Ｎｅｏｐａｌｌａｓｉａ Ｐｏｌｊａｋ．） ２ 属，各占总属数（不包

括世界分布型） 的 １２ ５０％；世界分布型包括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和猪毛菜属（Ｓａｌｓｏｌａ Ｌｉｎｎ．）２ 属；
温带亚洲分布型最少，仅狗娃花属 （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Ｌｅｓｓ．） １ 属， 占 总 属 数 （ 不 包 括 世 界 分 布 型 ）
的 ６ ２５％。

同德县班多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的区系组成

分析结果表明：在科水平上，世界分布型最多，包括茄

科、禾本科、藜科、豆科、毛茛科和菊科 ６ 科；北温带分

布型次之，包括杨柳科、小檗科和百合科 ３ 科；旧世界

温带分布型最少，仅柽柳科 １ 科。 在属水平上，北温

带分布型最多，包括杨属、柳属（ Ｓａｌｉｘ Ｌｉｎｎ．）、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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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小檗属、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Ｌｉｎｎ．）、蒿属和还阳参

属（Ｃｒｅｐｉｓ Ｌｉｎｎ．）７ 属，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
的 ４３ ７５％；其次为欧亚温带分布或旧世界温带分布

型，包括柽柳属、雾冰藜属（Ｂａｓｓｉａ Ａｌｌ．）和苦苣菜属

３ 属，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的 １８ ７５％；泛热

带分布型包括虎尾草属和画眉草属 ２ 属，东亚－北美

间断分布型包括胡枝子属（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Ｍｉｃｈｘ．）和野决

明属（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Ｒ． Ｂｒ．）２ 属，各占总属数（不包括世

界分布型） 的 １２ ５０％； 世界分布型包括芦苇属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ｄａｎｓ．）和猪毛菜属 ２ 属；旧世界热带分

布型和温带亚洲分布型最少， 分别仅天门冬属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Ｌｉｎｎ．） 和狗娃花属各 １ 属，各占总属数

（不包括世界分布型）的 ６ ２５％。
贵德县曲卜藏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的区系组

成分析结果表明：在科水平上，世界分布型最多，包括

豆科、白花丹科、藜科和菊科 ４ 科；北温带分布型次

之，包括杨柳科和小檗科 ２ 科；欧亚温带分布或旧世

界温带分布型和泛热带分布型最少，分别只有柽柳科

和蒺藜科各 １ 科。 在属水平上，世界分布型最多，包
括黄耆属 （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Ｌｉｎｎ．）、 补血草属 （ 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Ｍｉｌｌ．）、猪毛菜属和藜属 ４ 属；其次为中亚分布型，包
括霸王属（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ｉｎｎ．）、合头草属（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Ｂｕｎｇｅ）和顶羽菊属（Ａｃｒｏｐｔｉｌｏｎ Ｃａｓｓ．） ３ 属，占总属数

（不包括世界分布型）的 ３７ ５０％；北温带分布型包括

杨属和小檗属 ２ 属，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
的 ２５ ００％；欧亚温带分布或旧世界温带分布型、泛热

带分布型和温带亚洲分布型最少，分别仅柽柳属、蒺
藜属和狗娃花属各 １ 属，各占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

布型）的 １２ ５０％。
２ ４　 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结构分析

２ ４ １　 垂直结构分析　 从垂直结构看，若不考虑地

表苔藓且以种子植物为准，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

树林群落主要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３ 个层

次，其中，草本层包括多年生丛草层和一年生杂草层

２ 个层次；并且，群落的优势树种明显。 在乔木层，甘
蒙柽柳和小叶杨占有绝对优势，且均为长寿命树种；
在灌木层，宁夏枸杞、西北小檗和唐古特白刺为优势

种；草本层植物种类复杂多样。 总体来看，由甘蒙柽

柳和小叶杨组成的乔木层属于建群层，由唐古特白

刺、宁夏枸杞和西北小檗组成的灌木层属于共建层，
而由芨芨草〔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Ｔｒｉｎ．） Ｎｅｖｓｋｉ〕、
醉马草〔Ａ． ｉｎｅｂｒｉａｎｓ （Ｈａｎｃｅ） Ｋｅｎｇ ｅｘ Ｔｚｖｅｌ．〕、多裂骆

驼蓬〔Ｐｅｇａ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ｕｍ （Ｍａｘｉｍ．） Ｂｏｂｒ．〕、阿尔泰

狗娃花和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等种类组成的多年生丛草

层则属于从属层，由虎尾草、狗尾草 〔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ｉｎｎ．） Ｐ． Ｂｅａｕｖ．〕、小画眉草、猪毛菜、菊叶香藜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ｉａｎａ （Ｒｏｅｍ． 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西伯利亚滨藜（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Ｌｉｎｎ．）、
杂配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Ｌｉｎｎ．）、苦苣菜和栉叶

蒿〔Ｎｅｏｐａｌｌａｓ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Ｐａｌｌ．） Ｐｏｌｊａｋ．〕等种类组成

的一年生杂草层属于伴生层。
２ ４ ２　 水平结构分析　 从水平结构看，甘蒙柽柳均

匀散布在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内；小叶

杨呈带状聚集分布；大部分灌木呈丛状分布；醉马草、
虎尾草和多裂骆驼蓬等草本植物呈小丛分布，而阿尔

泰狗娃花和栉叶蒿等草本植物则呈单生态分布。
根据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单位面积各物种数量

的平均值，在该群落的木本植物中，单位面积的甘蒙

柽柳数量最多，其次为宁夏枸杞和西北小檗，再次为

小叶杨和唐古特白刺；在该群落的草本植物中，单位

面积的菊叶香藜和藜数量最多，而单位面积的小画眉

草、猪毛菜、杂配藜和栉叶蒿数量则较少。 另外，除甘

蒙柽柳古树外，群落中还分布有许多不同树龄的次生

树苗，而且数量较多，但由于这些次生树苗并不在调

查的样方内，故未做详细统计。

３　 讨　 　 论

调查结果表明：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的甘蒙柽柳

古树林群落共有种子植物 ８ 科 １８ 属 ２１ 种，其中，木
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有 ５ 种，草本植物有 １６
种。 该群落中，乔木种类甘蒙柽柳和小叶杨以及灌木

种类宁夏枸杞、西北小檗和唐古特白刺具有明显优

势，由于这些种类均属中生植物，性喜水，因此，能够

在然果村生长。 该群落中，草本植物种数所占比例较

大，其中，藜科、菊科和禾本科等均为西北干旱荒漠区

种子植物的优势科，且这些科中的柽柳属、猪毛菜属、
藜属和白刺属等在西北荒漠种子植物区系中主要以

旱生和超旱生的灌木、小灌木和半木本植物种类为

主［１５］。 青海省同德县班多村和贵德县曲卜藏村甘蒙

柽柳幼树林群落的种子植物分别有 １０ 科 １８ 属 ２０ 种

和 ８ 科 １２ 属 １２ 种，分别与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

落有 １０ 和 ６ 种共有植物，并且甘蒙柽柳、小叶杨、西
北小檗、猪毛菜和阿尔泰狗娃花在 ３ 个群落中均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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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总体来看，这 ３ 个群落中的甘蒙柽柳植株大小差

异明显。
区系组成分析结果表明：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

群落及班多村和曲卜藏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的区

系组成在科水平上均以世界分布型为主，分别有 ４、６
和 ４ 科，但 ３ 个群落的区系成分在属水平上呈现一定

差异，其中，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和班多村甘

蒙柽柳幼树林群落均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分别占总

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的 ３７ ５０％和 ４３ ７５％，而
曲卜藏村甘蒙柽柳幼树林群落则以世界分布型为主，
中亚分布型次之。

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群落分布于甘肃

省的荒漠草原区，群落中虽然存在荒漠草原植物种

类，但是，由于其沿河而生，因此，该群落仍属于非地

带性河岸林植被。 推测该古树林群落保存至今的主

要原因如下：首先，该群落所处环境比较特殊，具备高

海拔、低气压、日照强、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并且，
在河岸阶地环绕下的河湾内可以避风，加上甘蒙柽柳

既能够适应极端干旱环境，又能够适应多水环境，即
使在雨季被洪水浸泡植株也能生长良好；其次，该群

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受人为破坏较少；再次，调查

中还发现当地藏民视甘蒙柽柳为“圣树”，大多藏民

在庭院门前栽植甘蒙柽柳，很少有人破坏甘蒙柽柳古

树林。
对野生甘蒙柽柳古树林开展系列研究对于探究

古气候、生态环境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均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

林群落进行保护。 目前，中国关于古树保护已有相应

的法规［１６－１７］，且关于古树保护对策和保护措施也有

一定的研究报道［１８－１９］。 结合野外实际调查结果及相

关媒体和专家观点［８，２０－２１］，建议采取就地保护和迁地

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对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古树林

实施保护策略。 就地保护是指在修建水库的同时，对
甘蒙柽柳古树林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不仅能够保

护甘蒙柽柳，而且能够保护群落内的其他物种，是物

种保护的最佳方法。 迁地保护是对就地保护的辅助

和补充，是指通过人为方式采集植物种质资源并将其

保存到种质资源中心。 相关研究结果［４，７］ 表明：甘蒙

柽柳的扦插成活率较高，且春季扦插的成活率高于秋

季，因此，建议采用无性繁殖（扦插）的方式对甘蒙柽

柳进行异地繁育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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