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２０１８， ２７（１）： ７０－７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
分布状况及保护策略

姜　 洁ａ， 阎　 平ａ，①， 杨淑萍ｂ，①， 徐文斌ａ， 刘　 鸯ａ， 黄　 刚ａ， 杜珍珠ｃ

（石河子大学： ａ． 生命科学学院， ｂ． 师范学院， ｃ． 分析测试中心， 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摘要： 采取线路调查法，对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种数、习性、分布特征及濒危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

析。 结果显示：该区域共有珍稀濒危植物 ６７ 种，隶属 ３１ 科 ４０ 属，其中，蕨类植物 １ 科 １ 属 １ 种，裸子植物 ２ 科 ２ 属

１３ 种，被子植物 ２８ 科 ３７ 属 ５３ 种；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有 ２５ 科 ３２ 属 ４８ 种，单子叶植物有 ３ 科 ５ 属 ５ 种。 景天

科（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的红景天属（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和麻黄科（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的麻黄属（Ｅｐｈｅｄｒａ Ｔｏｕｒｎ ｅｘ Ｌｉｎｎ．）种类均较

多（１０ 种以上）。 从习性看，多年生草本和灌木种类较丰富（分别为 ３１ 和 ２６ 种），乔木、寄生植物和一年生草本种

类依次有 ７、２ 和 １ 种。 从垂直分布看，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的海拔分布范围为 １ ５００～ ５ ６００ ｍ，种数随海拔升高呈

先增后减的趋势；从水平分布看，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叶城县为中心向北或向东，珍稀濒危植物种类渐

少；集中分布区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叶城县西南山区海拔 ２ ０００～ ４ ５００ ｍ 的中山带、亚高山带和高山带。
在这些珍稀濒危植物中，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Ⅱ（２０１３ 版）收录的种类仅小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Ｌ．） Ｒ． Ｂｒ．〕１ 种；属于《中国植物红皮书》收录的种类有裸果木（Ｇｙｍｎｏｃａｒｐｏ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和
胡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Ｏｌｉｖ．）；属于《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的种类有 ４６ 种，包括极危种 ２ 种、濒危种 ５ 种、易危

种 ８ 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录的种类有裸果木和昆仑方枝柏（Ｓａｂ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Ｋｏｍ．）；
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收录的种类有 ４３ 种，其中，新疆Ⅰ级、Ⅱ级和Ⅲ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分别有 ３１、１０ 和 ２ 种。 总体上看，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较为丰富，但由于生境和气候恶劣，
加之部分种类的种群规模减小并具有间断分布的特点，这些种类面临较高的灭绝风险。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扩大

自然保护区范围、增加保护强度、优先保护受威胁种类及注重孑遗种的科学研究等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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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ｂａ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ｐｉｂｉｏ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区内复杂的自然环境孕

育出独特的植物区系，其中的 ８０ 余种植物被列为优

先保护物种和中国濒危重点保护植物［１］。 西昆仑山

与帕米尔高原交接地区为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区域［２］，该区域内的珍稀濒危植物在生物基因与

遗传工程育种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应受

到高度重视［３］。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主要指中国帕

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和西昆仑山，地处新疆南部，地
域广阔、地形地貌丰富，为青藏高原、克什米尔、天山

和兴都库什山等众多植物区系交汇处，植物区系成分

复杂、种质资源独特。
植物学家刘慎谔于 １９３０ 年起在昆仑山和喀喇昆

仑山考察，对山地植被垂直带划分、植被演替方向、新
疆植物区系性质和荒漠植被的形成等进行了探

讨［４］，随后，中国科学院新疆和西藏综合考察队先后

对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的自然地理和植

物区系等进行了考察［５］３，为该区植物资源的利用和

保护积累了宝贵的基础性研究资料。 目前，帕米尔高

原种子植物组成、喀喇昆仑山与西昆仑山地区的禾本

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十字花科（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以及红景天属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等［６－１１］ 已被陆

续报道。 本项目组自 ２０００ 年起对中国帕米尔高原、
喀喇昆仑山和西昆仑山的植物区系、物种多样性及植

物资源等［１２－１９］进行了研究，但对该区域的珍稀濒危

植物未有系统的整理和报道。 鉴于此，在项目组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整理、鉴定该区植物标本，结
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

物的种数、习性、分布特征以及濒危状况进行了研究

和分析，以期补充新疆南部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基础

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为该区域

植物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保护区规划管理提

供基础数据。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位于新疆西南部，与西藏接

壤，并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交界；区
域面积约 １０×１０４ ｋｍ２，其行政区域主要涉及新疆的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和阿克陶县）、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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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莎车县和叶城县）、
和田地区（皮山县、和田县、策勒县、于田县和民丰县

等）以及西藏的阿里地区（日土县）。 区域内高山峻

岭、河流纵布，主要包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和西

昆仑山，且自西向东分布有喀拉其库尔河、塔什库尔

干河、叶尔羌河和安迪尔河等。
该区域属极端大陆性气候，受西伯利亚—蒙古反

气旋控制，加之高大山体的阻挡，气候呈现高寒干旱

的特征。 年均温低于 ５ ℃，气候寒冷、热量不足，冬季

漫长寒冷、夏季温和，全年可分为冷暖两季。 降水较

少，年均降水量 ５０ ～ １００ ｍｍ，主要集中在春季和夏

季。 地势高差大，降水分布不均匀，全年蒸发量高，空
气稀薄，气压低，辐射强烈［５］３２－３７。 高寒干旱的气候、
极高的昼夜温差加之强烈的寒冻风化作用，使得本区

域大部分山地自然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受外界干扰

较少，故生态系统基本保持原始状态。 该区域地跨暖

温带荒漠、温带荒漠和高寒荒漠［５］６９，土壤类型主要

为棕漠土、棕钙土和栗钙土等。
该区域植被以高寒荒漠、高山草原、草甸和山地

荒漠为主，分布的植物群落有高寒荒漠成分的葶苈

（Ｄｒａｂａ ｓｐ．）和西藏亚菊〔Ａｊａｎ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Ｔｚｖｅｌ．〕等群落，高山草原和

草甸成分的紫花针茅（Ｓｔｉｐ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Ｇｒｉｓｅｂ．）和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ｓｐ．）等群落，以及山地荒漠成分的驼绒藜

〔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ｌａｔｅｎｓ （Ｊ． Ｆ． Ｇｍｅｌ．） Ｒｅｖｅａｌ ｅｔ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
和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ｓｐｐ．）等群落。

研究区北起新疆乌恰县，南抵西藏日土县，西起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东至新疆民丰县；东
西长约 １ １３０ ｋｍ，南北宽约 １００ ～ ２６０ ｋｍ， 面积约

７×１０４ ｋｍ２，海拔 １ ５００～５ ６００ ｍ。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项目组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夏季先后 ８ 次

采用线路调查法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考察和标本采集，
并同步进行 ＧＰＳ 定位；在考察过程中详细记录采集

时间、地点以及植物的主要形态特征和生境并同步拍

摄图片，共采集植物标本约 ５ ０００ 号 １７ ０００ 份，凭证

标本均保存于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ＳＨＩ）。 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ＰＥ）、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

本馆 （ ＨＮＷＰ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

（ＷＵＫ）以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

馆（ＸＪＢＩ）等单位保存的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植物标

本进行鉴定和分类。
依据《中国植物志》 《内蒙古植物志》 《西藏植物

志》《青海植物志》 《新疆植物志》等相关工具书进行

种类的鉴定，并且借助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信息系统

（ｈｔｔｐ：∥ｒｅｐ．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ｐｒｏｔｌｉｓｔ）确定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Ⅱ（２０１３ 版）、《中国植

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以及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收录种类。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种数及其分布特征分析

２ １ １　 种数及组成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塔里木盆

地西南山区共有珍稀濒危植物 ６７ 种，隶属 ３１ 科

４０ 属，其中，蕨类植物 １ 科 １ 属 １ 种，裸子植物 ２ 科

２ 属１３ 种，被子植物 ２８ 科 ３７ 属 ５３ 种；被子植物中，
双子叶植物有 ２５ 科 ３２ 属 ４８ 种，单子叶植物有 ３ 科

５ 属５ 种。 含种类较多的科有景天科（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１ 种）、 麻黄科 （ 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 ） （ １０ 种）、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４ 种）和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 种）；
含种 类 较 多 的 属 有 红 景 天 属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
（１１ 种）、麻黄属（Ｅｐｈｅｄｒａ Ｔｏｕｒｎ ｅｘ Ｌｉｎｎ．） （１０ 种）和
圆柏属（Ｓａｂｉｎａ Ｍｉｌｌ．）（３ 种）。 根据植物的习性，可将

该区域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分为一年生草本、多年生

草本、寄生植物、灌木和乔木 ５ 类，各类植物的种类名

称、濒危分级、习性及分布特征（采集地、生境和海

拔）分别见表 １ 和表 ２。
由表 １ 可见：在该区域的珍稀濒危植物中，草本

植物（包括寄生植物）有 ３４ 种，其中，一年生草本仅

耳叶南芥（Ａｒａｂ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ｍ．）１ 种，占该区域珍稀

濒危 植 物 总 种 数 的 １ ５％； 多 年 生 草 本 有 甘 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ｃｈ．）、刚毛葶苈（Ｄｒａｂａ ｓｅｔｏｓａ
Ｒｏｙｌｅ）、苣叶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ｐｅｒｓｓｏｎｉｉ Ｐｉｌｇｅｒ）和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 （Ｒｏｙｌｅ） Ｊｏｈｎｓｔ．〕等 ３１ 种，占该区

域珍稀濒危植物总种数的 ４６ ３％；寄生植物有锁阳

（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Ｒｕｐｒ．） 和 盐 生 肉 苁 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ｓａｌｓａ （Ｃ． Ａ． Ｍｅｙ．） Ｇ． Ｂｅｃｋ〕２ 种，占该区

域珍稀濒危植物总种数的 ３ ０％。
由表 ２ 可见：在该区域的珍稀濒危植物中，木本植

物有 ３３ 种，其中， 灌木种类有塔里木沙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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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草本植物（含寄生植物）的濒危分级和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ｈｅｒｂ ｐｌａ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分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Ａ１） Ｂ２）

习性
Ｈａｂｉｔ

采集地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阴地蕨科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扇羽阴地蕨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ｌｕｎａｒｉａ

ＬＣ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６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０００－３ ８００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阿克赛钦雪灵芝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ａｋｓａｙ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６，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４ ０００－４ ５００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狭叶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ＬＣ Ⅱ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 石质山坡
Ｒｏｃｋｙ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２ ０００－５ ６００

喀什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ａ

ＣＲ Ⅱ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２，３，６，８ 石质山坡
Ｒｏｃｋｙ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２ ６００－３ ２００

柱花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ｓｅｍｅｎｏｖｉｉ

ＤＤ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３ 沼泽草甸
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６００－３ ６００

大花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

ＥＮ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７ 山坡草地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 ８００－５ ６００

异齿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３ 高山岩缝
Ａｌｐｉｎｅ ｂｏｌｔ

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

长鳞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ｇｅｌｉｄａ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６，９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６００－４ ２００

直茎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ｒｅｃｔｉｃａｕｌｉｓ

ＤＤ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６ 高山草地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 ８００－４ ５００

黄萼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ｔｗｉｎｏｗｉｉ

ＤＤ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４，８，９ 高山石坡
Ａｌｐｉｎｅ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７００－４ １００

帕米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ｐａｍｉｒｏ⁃ａｌａｉｃａ

ＬＣ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６ 石质坡地
Ｒｏｃｋｙ ｓｌｏｐｅ

２ ４００－４ １００

四裂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３００－５ １００

西藏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ＥＮ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４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４ ０００－５ ４００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ＬＣ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 山前带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ｂｅｌｔ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准噶尔金莲花
Ｔｒｏｌｌｉｕｓ ｄｓｃｈｕｎｇａｒｉｃｕｓ

ＶＵ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３ 山地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 ０００－３ １００

淡紫金莲花
Ｔｒｏｌｌｉ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ＶＵ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６００－３ ５００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刚毛葶苈
Ｄｒａｂａ ｓｅｔｏｓａ

ＮＴ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 高山草地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４ ０００－４ ５００

耳叶南芥
Ａｒａｂ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Ⅰ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３ 山前带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ｂｅｌｔ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塔什库尔干藏荠
Ｈｅｄｉｎｉａ ｔａｘｋｏｒｇａｎｉｃａ

Ⅱ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５００－４ ０００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苣叶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ｐｅｒｓｓｏｎｉｉ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５，６ 山坡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２ ６００－３ ２００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黄花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ｇｕｔｔａｔａ

ＶＵ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２，３，６ 石质山坡
Ｒｏｃｋｙ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

ＥＮ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３，８ 石质山坡
Ｒｏｃｋｙ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双花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３，６ 高山草甸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０００－３ ８００

锁阳科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ａｃｅａｅ

锁阳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ＶＵ Ⅰ 寄生植物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１，２，６ 荒漠草原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２ ０００－２ ７００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达乌里秦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８ 干旱草原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２ ０００－４ ５００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喀什牛皮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ｋａｓｈｇａｒｉｃｕｍ

Ⅱ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５，８，１１ 山地荒漠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藏沙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ｗｅｌｌｂｙｉ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４ 高山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４ ５００－５ ３０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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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分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Ａ１） Ｂ２）

习性
Ｈａｂｉｔ

采集地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西藏亚菊
Ａｊａｎ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６ 山坡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４ ５００－５ ２００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盐生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ｓａｌｓａ

ＥＮ Ⅰ 寄生植物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２，６ 盆地边缘
Ｂａｓｉｎ ｅｄｇｅ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乌恰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ｆｅｒ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３ 山地灌丛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ｒｕｓｈ

２ ５００－３ １００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斑叶兰４）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４）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６ 山地草原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２ ０００－３ ８００

阴生红门兰
Ｏｒｃｈｉｓ ｕｍｂｒｏｓａ

ＮＴ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２，３，６ 亚高山草甸
Ｍｉ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黑紫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ｔｒａｔｕｓ

ＬＣ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７ 高山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３ ６００－３ ９００

美丽早熟禾
Ｐｏａ ｃａｌｌｉｏｐｓｉｓ

Ⅰ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６，８，９ 山地草原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１）Ａ：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Ｒ：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ＶＵ：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ＮＴ：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ＬＣ：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ＤＤ： 数据缺乏 Ｄａｔｕｍ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２） 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３） １： 乌恰县 Ｗｕｑ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 ２： 阿克陶县 Ａｋｅｔ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３：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Ｔａｊｉｋ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Ｔａｘｋｏｒｇａｎ； ４： 日土县 Ｒｕｔｏ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 莎车县 Ｙａｒｋ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ｙ； ６： 叶城县 Ｙｅ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７： 皮山县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８： 和田县 Ｈｅ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９： 策勒县 Ｑｉｒａ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０：
于田县 Ｙｕ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１： 民丰县 Ｍｉｎ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Ⅱ（２０１３ 版）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Ⅱ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２０１３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ｒｏｂｏｒｏｖｓｋｉｉ Ａ． Ｌｏｓ．）、多枝柽柳 （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
Ｌｅｄｅｂ．）和新疆枸杞（Ｌｙｃｉｕｍ 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ｍ Ｐｏｊａｒｋｏｖａ）等
２６ 种，占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总种数的 ３８ ８％；乔木

种类有昆仑方枝柏（Ｓａｂ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Ｋｏｍ．）、胡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Ｏｌｉｖ．）和白柳（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等
７ 种，占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总种数的 １０ ５％。
由此可见，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分布的珍稀濒危植

物以多年生草本和灌木种类为主，一年生草本种类

最少。
２ １ ２　 分布特征分析 　 调查结果（表 １ 和表 ２）显

示：从垂直分布看，该区域的珍稀濒危植物分布在海

拔 １ ５００～５ ６００ ｍ，种数随海拔升高呈先增后减的趋

势。 在海拔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山前带的山前荒漠和石

质荒漠分布有 ９ 种，包括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
Ｌｉｎｎ．）、喀什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ｖａｒ．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ａ
（Ｆｅｄｔｓｃｈ． ｅｔ Ｂｏｂｒ．） Ｃ． Ｙ． Ｃｈｅｎｇ〕、甘草和大叶白麻

〔Ｐｏａｃｙｎｕ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Ｈｏｏｋ． ｆ．） Ｗｏｏｄｓ．〕 等种类。
在海拔 ２ ０００～４ ５００ ｍ 的中山带、亚高山带和高山带

分布有 ５５ 种，是珍稀濒危植物的集中分布区，其中，
在中山带的荒漠和半荒漠带中分布有典型的旱生、超
旱生植物蓝枝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Ｒｅｇｅｌ）、木贼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ｎａ Ｂｇｅ．）、 唐 古 特 白 刺 （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Ｂｏｂｒ．） 和 五 柱 琵 琶 柴 （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ａ Ｒｕｐｒ．）等种类，在亚高山带的草地和草

原中分布有准噶尔金莲花 （ Ｔｒｏｌｌｉｕｓ ｄｓｃｈｕｎｇａｒｉｃｕｓ
Ｒｅｇｅｌ）、刚毛葶苈、昆仑方枝柏 （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Ｋｏｍ．）和黑紫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 ａｔｒａｔｕｓ （Ｎｅｖｓｋｉ）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等种类。 在海拔 ４ ５００ ～ ５ ６００ ｍ 高山带的河

谷、草原、山坡、草甸和草地分布有 ３ 种，包括匍匐水

柏枝（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ｅｔ Ｈｏｏｋ． ｆ．）、藏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ｗｅｌｌｂｙ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Ｐｅａｒｓ．
ｅｘ Ｄｅａｓｙ） 和西藏亚菊 〔 Ａｊａｎ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Ｔｚｖｅｌ．〕，红景天属中生态幅

较宽 的 狭 叶 红 景 天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 Ｒｅｇｅｌ ）
Ｍａｘｉｍ．〕、四裂红景天〔Ｒ． 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 （Ｐａｌｌ．）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大花红景天〔Ｒ．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 （Ｈ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Ｈ． Ｏｈｂａ 〕 和 西 藏 红 景 天 〔 Ｒ．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 Ｈ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Ｓ． Ｈ． Ｆｕ〕的分布也延伸于此，上界至海拔

５ ６００ ｍ。 从生境看，该区域的珍稀濒危植物在山前

带的山前荒漠和石质荒漠、中山带的荒漠和半荒漠、
亚高山带的草原和草地以及高山带的草原和草甸等

生境中均有分布，且在中山带至亚高山带分布的种类

最多。
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的水平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从北到南，乌恰县、阿克陶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和日土县山区依次分布有珍稀濒危植物 １７、１５、４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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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木本植物的濒危分级和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分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Ａ１） Ｂ２） Ｃ３）

习性
Ｈａｂｉｔ

采集地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４）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昆仑方枝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Ⅱ Ⅰ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１，２，３，５，６，７ 高山草原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２ ６００－３ ６００

新疆方枝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ｂｉｎａ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２ 高山河谷
Ａｌｐ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昆仑圆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ｊａｒｋｅｎｄｅｎｓｉｓ

Ⅰ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２，５，６ 高山河谷
Ａｌｐ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２ ５００－３ ３００

麻黄科
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

木贼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ｎａ

ＮＴ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 干旱石坡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中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ＮＴ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５，６ 石质荒漠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日土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ｒｉｔｕｅｎｓｉｓ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４，７ 石质荒漠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３ ５００－４ ０００

膜翅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６，７，１０，１１ 石质荒漠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５００－３ ３００

喀什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ｖａｒ．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ａ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２，６ 石质荒漠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西藏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５，６，８，１１ 干旱石坡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９００－４ ２００

雌雄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ｆｅｄｔｓｃｈｅｎｋｏａｅ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６，８ 干旱石坡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０００－３ ８００

蓝枝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２，６，７，８，９ 干旱石坡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单子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ｍｏｎｏｓｐｅｒｍａ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３ 干旱石坡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０００－２ ７００

细子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ｒｅｇｅｌｉａｎａ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２，３，６ 干旱石坡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２ ０００－３ ２００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绿叶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ｅｔａｇｌａｕｃａ

ＣＲ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 高山石缝
Ａｌｐｉｎｅ ｃｒｅｖｉｃｅ

２ ５００－３ ０００

胡杨５）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５）
ＬＣ Ⅲ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３ 河流沿岸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ａｓｔ
２ ０００－２ ４００

帕米尔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ａｍｉｒｉｃａ

Ⅰ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２，３ 河流沿岸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ａｓｔ

２ ０００－２ ４００

白柳
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ＥＮ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３ 河流沿岸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ａｓｔ

２ ０００－３ １００

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天山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ＬＣ Ⅰ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３，６ 河岸阶地
Ｒｉｖｅｒ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塔里木沙拐枣
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ｒｏｂｏｒｏｖｓｋｉｉ

ＬＣ Ⅱ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２，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砾质荒漠
Ｓｔｏｎ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裸果木科
Ｐａｒｏｎｙ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裸果木５）

Ｇｙｍｎｏｃａｒｐｏ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５）
ＬＣ Ⅰ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３ 砾质荒漠

Ｓｔｏｎ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０００－３ １００

蒺藜科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帕米尔白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ｐａｍｉｒｉｃａ

ＶＵ Ⅱ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２，３，５，６，９ 高山荒漠
Ａｌｐｉｎｅ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３００－３ ５００

唐古特白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ＬＣ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７，８，１０，１１ 荒漠带
Ｄｅｓｅｒｔ ｂｅｌｔ

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矮小鼠李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ｍｉｎｕｔａ

Ⅱ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 高山山坡
Ａｌｐｉｎｅ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白花丹科
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浩罕彩花
Ａｃａｎｔｈｏｌｉｍｏｎ ｋｏｋａｎｄｅｎｓｅ

ＶＵ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３ 山地荒漠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
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

ＬＣ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５ 冲积平原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ｐｌａｉｎ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大叶白麻
Ｐｏａｃｙｎｕ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２，３，６，８ 冲积平原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ｐｌａｉｎ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帕米尔金露梅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ｄｒｙａｄ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ＬＣ Ⅱ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６，７ 石质坡地
Ｒｏｃｋｙ ｓｌｏｐｅ

３ ８００－４ ５００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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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分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

Ａ１） Ｂ２） Ｃ３）

习性
Ｈａｂｉｔ

采集地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４）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五柱琵琶柴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ａ

ＶＵ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３ 石质荒漠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多枝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

ＬＣ Ⅲ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７，９，１１ 平原荒漠
Ｐｌａ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０００－２ ６００

匍匐水柏枝
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ＮＴ Ⅰ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９ 高山河谷
Ａｌｐ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４ ５００－５ ２００

宽苞水柏枝
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ＬＣ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３，６，７，８，１１ 砾质河滩
Ｇｒａｖｅｌｌｙ ｂｅａｃｈ

２ ０００－３ ３００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尖果沙枣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ｏｘｙｃａｒｐａ

ＬＣ Ⅱ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８ 田边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新疆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ｍ

Ⅱ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１０ 山前荒漠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０００－２ ７００

　 １）Ａ：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Ｒ：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ＶＵ：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ＮＴ：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ＬＣ：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２）Ｂ：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
　 ３） 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４） １： 乌恰县 Ｗｕｑ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 ２： 阿克陶县 Ａｋｅｔ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３：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Ｔａｊｉｋ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Ｔａｘｋｏｒｇａｎ； ４： 日土县 Ｒｕｔｏ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 莎车县 Ｙａｒｋ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ｙ； ６： 叶城县 Ｙｅ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７： 皮山县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８： 和田县 Ｈｅ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９： 策勒县 Ｑｉｒａ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０：
于田县 Ｙｕ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１： 民丰县 Ｍｉｎ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 《中国植物红皮书》收录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ｄ Ｂｏｏｋ．

和 ５ 种；自西向东，莎车县、叶城县、皮山县、和田县、
策勒县、于田县和民丰县山区依次分布有珍稀濒危植

物 ９、３２、１１、１５、８、４ 和 ７ 种。 由此可见，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和叶城县为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

濒危植物的集中分布区；自该中心向北或向东，珍稀

濒危植物种类渐少。
２ ２　 濒危状况分析

对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分布的珍稀濒危野生植

物进行分级，结果（表 １）显示：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Ⅱ（２０１３ 版）收录的种类

仅小斑叶兰〔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Ｌ．） Ｒ． Ｂｒ．〕１ 种，主要

分布于叶城县南部山区海拔 １ ５００ ～ ３ ８００ ｍ 的山地

草原。
被《中国植物红皮书》收录的种类有 ２ 种，隶属

２ 科２ 属，为裸果木（Ｇｙｍｎｏｃａｒｐｏ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
和胡杨。 裸果木主要分布于乌恰县和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南部山区海拔 ２ ０００ ～ ３ １００ ｍ 中山带的

砾质荒漠，因该种类可作薪材，故被采伐破坏严重；胡
杨主要分布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海拔

２ ０００～２ ４００ ｍ 的中山带。
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的种类有 ４６ 种，隶

属 ２５ 科 ２９ 属，其中景天科（１１ 种）种类最多，柽柳科

和杨柳科种类分别也有 ４ 和 ３ 种，有 １６ 科仅出现

１ 种。 除因数据缺乏无法定级的 ３ 种外，无危种有

２３ 种，包括扇羽阴地蕨〔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ｌｕｎａｒｉａ （ Ｌｉｎｎ．）
Ｓｗ．〕、达乌里秦艽（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和多枝

柽柳等种类；近危种有 ５ 种，包括中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ｎ Ｓｃｈｒｅｎｋ ｅｔ Ｍｅｙ．）、匍匐水柏枝和阴生红门

兰（Ｏｒｃｈｉｓ ｕｍｂｒｏｓａ Ｋａｒ． ｅｔ Ｋｉｒ．）等种类；易危种有 ８
种，包括浩罕彩花（Ａｃａｎｔｈｏｌｉｍｏｎ ｋｏｋａｎｄｅｎｓｅ Ｂｕｎｇｅ）、
阿克赛钦雪灵芝（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ａｋｓａｙ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Ｌ． Ｈ． Ｚｈｏｕ）
和黄花软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 ｇｕｔｔａｔａ Ｂｇｅ．）等种类；濒危种

有 ５ 种，包括白柳、大花红景天、西藏红景天、软紫草

和盐生肉苁蓉； 极危种有 ２ 种， 即绿叶柳 （ Ｓａｌｉｘ
ｍｅｔａｇｌａｕｃａ Ｃｈ． Ｙ． Ｙａｎｇ） 和喀什红景天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ａ Ａ． Ｂｏｒ．）。 按照 ＩＵＣＮ（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的标准，濒危种意味着该物种在其分布的全部或

显著范围内有随时灭绝的危险，极危种及其野生种群

面临即将灭绝的几率非常高，故以上 ５ 种濒危种和

２ 种极危种均为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亟需保护的受

威胁种类。
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录的

种类有 ２ 种，隶属 ２ 科 ２ 属，包括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裸果木和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昆仑

方枝柏。
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收

录的种类有 ４３ 种，隶属 ２４ 科 ２９ 属，其中，麻黄科（１０
种）种类最多，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景天科、十字花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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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柽柳科种类分别有 ３ 种。 新疆Ⅰ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有 ３１ 种， 包括昆仑方枝柏、 昆仑圆柏

（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ｊａｒｋｅｎｄｅｎｓｉｓ Ｋｏｍ．）、 天 山 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ｕｐｒ．）和软紫草等种类；新疆Ⅱ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有 １０ 种，包括塔里木沙拐枣、帕米尔白

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ｐａｍｉｒｉｃａ Ｖａｓｓｉｌ．）、 矮 小 鼠 李 （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ｍｉｎｕｔａ Ｇｒｕｂ．） 和 尖 果 沙 枣 （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ｏｘｙｃａｒｐ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等种类；新疆Ⅲ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２ 种，即胡杨和多枝柽柳。

３　 讨论和结论

３ １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分布特征

及成因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分布有

珍稀濒危植物 ６７ 种，以多年生草本为主，灌木次之，
一年生草本最少，与该区域植物区系隶属温带性质，
受寒冷干旱气候影响有关。 从单位面积分布的种数

看，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每 １×１０４ ｋｍ２ 约分布有珍稀

濒危植物 ９ ６ 种，明显大于新疆全区（仅 １ １ 种［２０］ ）。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为：１）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是

北方型和青藏型植物区系成分汇合的过渡地带，第四

纪以来冰期、间冰期的更替以及干旱化的不断发展，
使得该区的植物地理成分不断混杂、渗透和特化，植
物区系性质古老且来源广泛，部分物种得以保留并繁

衍生息；２）该区域大部分山体受流水或夏季洪水强

烈的切割，形成深谷、峡谷，致使山体沟壑纵横、支离

破碎，形成丰富的斑块状小生境，改善了物种的生境

格局，为物种多样性分布创造了条件；３）该区域为塔

里木盆地外缘重要的山地系统，群落及植被类型多

样，是珍稀濒危植物的庇护所。 另外，该区域珍稀濒

危植物种类较为丰富，与刘建国等［２］ 将西昆仑山与

帕米尔高原交接地区确定为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关

键区的结论相吻合。
从水平分布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叶城

县西南部山区，即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与西昆仑

山的交汇区，为珍稀濒危植物集中分布区。 形成这一

分布格局的原因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山

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广阔的山区属于地中海冬雨型

气候区，地形的阻塞作用使西风气流在高原西部形成

低压槽，将南来的湿润气流输送至山区，导致降水充

沛［５］１５；同时，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叶城县山

区境内有塔什库尔干河、塔合曼河及叶尔羌河等贯穿

其中，水分状况良好，气候较湿润；此外，早在 １９８６ 年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内就设立了塔什库尔干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野生动

植物的生存环境。 这些均为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的

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的数

量较新疆其他地区更为丰富。
３ ２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策略

调查结果显示：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

物分布不均，大部分集中分布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和叶城县西南部山区海拔 ２ ０００ ～ ４ ５００ ｍ 的中

山带、亚高山带和高山带，自该中心向北或向东，珍稀

濒危植物的种类渐少，因此，以珍稀濒危植物集中分

布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叶城县西南部

山区为核心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

保护的基础。 建议在已有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

然保护区基础上，向北延伸至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的塔合曼乡，向西延伸至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的科克吐鲁克，向东延伸至叶城县的麻扎，并以海拔

２ ０００～４ ５００ ｍ 的垂直带为关键地带；具体范围为沿

塔什库尔干河的达布达尔乡、提孜那甫乡和塔合曼

乡，沿喀拉其库尔河的吐拉、明铁盖、托克满苏和科克

吐鲁克以及沿叶城县境内 ２１９ 国道的提热艾力、色日

克达坂和麻扎。 将上述区域纳入保护范围，加强监管

力度，对大部分珍稀濒危植物加以保护，以期以较少

的投入保护更多的种类。
研究区内有 ７ 种珍稀濒危植物的野生种群面临

较高的灭绝危险，是亟待保护的受威胁种类。 调查结

果显示：这 ７ 种受威胁种类的种群空间分布不连续，
且具有极强的地带性，多分布在海拔 ２ ５００ ～ ４ ０００ ｍ
的高寒干旱区，生态环境恶劣，部分种类（如盐生肉

苁蓉和喀什红景天）因具有药用价值还存在人为盗

采的现象，加剧了这些受威胁种类的灭绝风险，因此，
应该优先保护这些受威胁种类并进行繁育研究，以期

维持这些种类的种群规模。
刘美等［２１］认为，在该区域还分布有孑遗种小沙

冬青〔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 ｎａｎｕｓ （Ｍ． Ｐｏｐ．） Ｃｈｅｎｇ ｆ．〕 （又
名新疆沙冬青）以及裸果木，小沙冬青在新疆的自然

分布范围的北界为乌恰县托云乡，南界至阿克陶县奥

依塔克煤矿附近，东界为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西界至

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２１］，其种群主要分布于海拔

２ ０００～２ ８００ ｍ 的山地［２２］。 但作者经过实地调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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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２１］记载的分布区内并未发现小沙冬青。 由

于小沙冬青作为荒漠植被，群落类型单一，主要分布

于高海拔、土壤贫瘠、降水较少的脆弱生态区，群落物

种丰富度低，易遭到破坏，据此推测该区域内小沙冬

青或已野外灭绝。 裸果木不连续分布于天山南麓的

轮台县、库车县、拜城县、温宿县、乌恰县和疏附县等

地区的冲积平原和洪积扇内［２３］，生境条件恶劣，种群

数量有限；而实地调查中发现该种仅在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及乌恰县海拔 ２ ０００ ～ ３ １００ ｍ 砾质荒漠

有分布，说明裸果木野生种群分布区可能在不断缩

小。 小沙冬青和裸果木均为第三纪孑遗种，具有重要

的科学和资源价值，因此，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这些

孑遗种的科学研究，了解其适生生境，掌握其生态适

应性及繁育特性，提高自然条件下种群数量和规模，
是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孑遗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利用的关键措施。
本研究以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种

类普查为重点，但缺乏对该区域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群

数量和规模、年龄结构及空间分布格局等特征的统计

和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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