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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藓植物能适应多种环境，裸露的岩石、干热的沙漠、寒
冷的极地、各种类型的森林、沼泽和各种水体均有分布，同时

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成分，与森林演替密切相关［１－２］ 。
苔藓植物对环境变化敏感，在植被变迁、水土保持、环境监测

和森林更新等方面有重要指示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环
境不断恶化，苔藓植物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许多特有

属明显衰减，苔藓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受到极大关注［３－７］ 。
西藏色季拉山广泛分布原始森林和苔藓植物，为研究亚

高山寒温带苔藓植物多样性提供了平台。 本研究调查了色季

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以期丰富西藏苔藓植物本底资

料，并为该区苔藓植物的后期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色季拉山位于西藏东南部林芝市境内，是念青唐古拉山

余脉与喜马拉雅山东部向北发展的山系结合部，主峰海拔在

５ ２００ ｍ 以上；山体（含毗邻地区）位于北纬 ２９°１０′～３０°１５′、东
经 ９３°１２′～９５°３５′。 色季拉山是藏东南主要林区之一，地貌类

型多样，山体上部有各类冰川地貌，西有开阔河谷，东有高峡

谷，下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８］ ，具有多种类型气候带区。
在该地区的森林建群层片中，针叶层片以急尖长苞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ｉ ｖａｒ． ｓｍｉｔｈｉｉ （Ｖｉｇｕｉé ｅｔ Ｇａｕｓｓｅｎ）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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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Ｌ． Ｋ． Ｆｕ）等为主，其中，急尖长苞冷杉是构成群落外貌的主

要建 群 种。 灌 木 层 片 有 裂 毛 雪 山 杜 鹃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ｇａｎｎｉｐｈｕｍ ｖａｒ． ｓｃｈｉｚｏｐｅｐｌｕｍ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Ｔ． Ｌ． Ｍｉｎｇ〕、
红点杜鹃（Ｒ． ｔａｎａｓｔｙｌｕｍ ｖａｒ． ｌｉｎｇｚｈｉｅｎｓｅ Ｆａｎｇ ｆ．）、硬毛杜鹃（Ｒ．
ｈｉｒｔｉｐｅｓ Ｔａｇｇ）、雪层杜鹃 （Ｒ． ｎｉｖａｌｅ Ｈｏｏｋ． ｆ．）、鳞腺杜鹃 （Ｒ．
ｌｅｐｉｄｏｔｕｍ Ｗａｌｌ． ｅｘ Ｇ． Ｄｏｎ）、 西 南 花 楸 （ Ｓｏｒｂ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Ｋｏｅｈｎｅ）、杯萼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ａ Ｂａｔａｌ．）、川滇高山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 、 冰川茶藨子（ Ｒｉｂ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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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ａｃｉａｌｅ Ｗａｌｌ．）和直立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ｓｔａｎｓ Ｆｏｃｋｅ）等。 草本层

片有风毛菊 〔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Ｔｈｕｎｂ．） ＤＣ．〕、红嘴薹草

（ Ｃａｒｅｘ ｈａｅｍａｔｏｓｔｏｍａ Ｎｅｅｓ）、 岩 白 菜 〔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Ｅｎｇｌ．〕、长鞭红景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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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ｄ．⁃Ｍａｚｚ．〕、宽 叶 薹 草 （ Ｃａｒｅｘ ｓｉｄｅｒｏｓｔｉｃｔａ Ｈａｎｃｅ ）、 繁 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 Ｌｉｎｎ．） Ｃｙｒ．〕、长梗蓼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Ｈｏｏｋ． ｆ．）、 香 根 芹 〔 Ｏｓｍｏｒｈｉｚ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 ｅｔ
Ｙａｂｅ〕、光蔓茎堇菜 （ Ｖｉｏｌａ ｄｉｆｆｕｓｏｉｄｅｓ Ｃ． Ｊ． Ｗａｎｇ）、翅柄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Ｓａｍ．）、长柱鹿药〔Ｓｍｉｌａｃｉｎ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 Ｂａｋｅｒ ）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卷 叶 黄 精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 Ｗａｌｌ．） Ｒｏｙｌｅ〕、 贡山肋毛蕨 （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ｆｅｎｇｉａｎａ
Ｃｈｉｎｇ）、腋 花 扭 柄 花 （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ｕｓ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Ｄ． Ｄｏｎ）、 水 栒 子

（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Ｂｇｅ．） 和 苇 叶 獐 牙 菜 （ Ｓｗｅｒｔｉａ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ｉｐｈｙｌｌａ Ｔ． Ｎ． Ｈｏ ｅｔ Ｓ． Ｗ． Ｌｉｕ）等。

本研究区位于色季拉山（西坡）海拔 ３ ６００～４ ３８７ ｍ，作者

所在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对该区进行了详细的植物

标本采集，共采集地面生藓类植物标本 １ ２５９ 份。
１ ２　 研究方法

以不同海拔梯度带地面生藓类植物作为研究对象，每隔

垂直高度 １００ ｍ 设置 １ 个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样地进行调查，
各样地的基本信息见表 １。 采用系统取样方法，各样地内每隔

２ ｍ 设置 １ 个面积 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 的样方，每个样地 ２５ 个样方，
共 ２２５ 个样方。 样方内地面生藓类植物用铁网筛划分 １００ 个

面积 ２ ｃｍ×２ ｃｍ 的小格进行取样，计算每种地面生藓类植物

在小格交叉处出现的次数，记为盖度。
在野外考察以及标本采集和整理的基础上， 对标本进行

表 １　 色季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样地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ｙｇｅｒ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ｅｓｔ ｓｌｏｐｅ）

编号
Ｎｏ． ＶＴ１） ＳＴ２）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坡向３）

Ａｓｐｅｃｔ３）

１ ＡＳ ＡＭＳ Ｎ２９°３７′５４″ Ｅ９４°４２′１０″ ４ ３８７ ＷＳ
２ ＲＦ ＧＦＳ Ｎ２９°３８′１６″ Ｅ９４°４２′１３″ ４ ３００ ＷＳ
３ ＡＧＳＦ１ ＭＦＤ Ｎ２９°３８′１３″ Ｅ９４°４２′２２″ ４ ２００ ＷＳ
４ ＡＧＳＦ２ ＭＦＤ Ｎ２９°３８′３８″ Ｅ９４°４２′５２″ ４ １００ ＷＳ
５ ＡＧＳＦ３ ＭＦＤ Ｎ２９°３８′２８″ Ｅ９４°４２′３０″ ４ ０００ ＷＳ
６ ＡＧＳＦ４ ＭＦＤ Ｎ２９°３８′３８″ Ｅ９４°４２′３７″ ３ ９００ ＷＳ
７ ＡＧＳＦ５ ＡＢＳ Ｎ２９°３８′３９″ Ｅ９４°４２′４７″ ３ ８００ ＷＳ
８ ＡＧＳＦ６ ＡＢＳ Ｎ２９°３８′４４″ Ｅ９４°４２′１２″ ３ ７００ ＷＳ
９ ＰＬＬＦ ＭＤＢＳ Ｎ２９°３８′５４″ Ｅ９４°４２′５０″ ３ ６００ ＷＳ

　 １）ＶＴ：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ＡＳ： 高山灌丛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ＲＦ： 杜
鹃林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ｐ．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ＳＦ１， ＡＧＳＦ２， ＡＧＳＦ３， ＡＧＳＦ４，
ＡＧＳＦ５，ＡＧＳＦ６： 急尖长苞冷杉林 Ａｂｉ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ｉ ｖａｒ． ｓｍｉｔｈｉｉ （Ｖｉｇｕｉé
ｅｔ Ｇａｕｓｓｅｎ）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Ｌ． Ｋ． Ｆｕ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ＬＦ： 林芝云杉林
Ｐｉｃｅａ 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ｌｉｎｚｈｉ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Ｌ． Ｋ． Ｆｕ ｆｏｒｅｓｔ．

　 ２） ＳＴ：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ＡＭＳ： 高山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ＧＦＳ： 灰色森林土 Ｇｒａ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ＭＦＤ： 山地漂灰土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ｄｕｓｔ； ＡＢＳ： 酸性棕壤 Ａｃｉｄ ｂｒｏｗｎ ｓｏｉｌ； ＭＤＢＳ： 山地暗棕壤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ｓｏｉｌ．

　 ３）ＷＳ： 西坡，平均坡度 ２５° Ｗｅｓｔ ｓｌ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２５°．

解剖观察，并结合 《中国苔藓志》 ［９－１６］ 和 《西藏苔藓植物

志》 ［１７］进行鉴定。
１ ３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物种组成分析

对色季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 １ ２５９ 份标本的鉴定

结果显示：该区共有地面生藓类植物 １５ 科 ４７ 属 ８２ 种，包括

曲尾藓科 （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７ 属 １１ 种、真藓科 （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６ 属

１９ 种、丛藓科 （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６ 属 ８ 种、灰藓科 （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６ 属 ６ 种、 金 发 藓 科 （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 ４ 属 ７ 种、 塔 藓 科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ｃｅａｅ）４ 属 ４ 种、青藓科（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３ 属７ 种、
提灯藓科（Ｍｎｉａｃｅａｅ）３ 属 ６ 种、羽藓科（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２ 属 ２ 种、
棉藓科（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４ 种、锦藓科（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属 ３ 种、 泥 炭 藓 科 （ Ｓｐｈ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 １ 属 ２ 种、 壶 藓 科

（Ｓｐｌａｃｈｎ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１ 种、柳叶藓科（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１ 种

及珠藓科（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１ 种。
２ ２　 优势科、优势属和优势种组成分析

２ ２ １　 优势科的组成　 色季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共

有优势科（含种数大于等于 ６）７ 个，真藓科含种数（１９ 种）最
多，其后依次为曲尾藓科、丛藓科、金发藓科、青藓科、灰藓科、
提灯藓科（表 ２）。 这 ７ 个优势科共含 ３５ 属 ６４ 种，分别占该区

地面生藓类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７４ ５％和 ７８ １％。 其中，
真藓科和曲尾藓科所含种数均超过 １０ 种，共占该区地面生藓

类植物总种数的 ３６ ６％。 从属的角度来看，曲尾藓科含属数

（７ 属）最多；真藓科、丛藓科和灰藓科含属数次之，均为 ６ 属。
这 ４ 个 科 所 含 属 数 共 占 该 区 地 面 生 藓 类 植 物 总 属 数

的 ５３ ２％。
该区单属科有 ６ 个，分别为锦藓科、棉藓科、壶藓科、柳叶

表 ２　 色季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的优势科组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ｙｇｅｒ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ｅｓｔ ｓｌｏ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真藓科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２ ８ １９ ２３ ２
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４ ９ １１ １３ ４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２ ８ ８ ９ ８
金发藓科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４ ８ ５ ７ ８ ５
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６ ４ ７ ８ ５
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２ ８ ６ ７ ３
提灯藓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６ ４ ６ ７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５ ７４ ５ ６４ ７８ １

　 １）优势科的属（种）数占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总属（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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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科、珠藓科和泥炭藓科，共占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总科数和

总属数的 ４０ ０％和 １２ ８％。 单种科有 ３ 个，分别为壶藓科、柳
叶藓科和珠藓科，共占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总科数和总种数

的 ２０ ０％和 ３ ７％。
２ ２ ２　 优势属的组成　 色季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共

有优势属（含种数大于等于 ４）４ 个，分别为丝瓜藓属（Ｐｏｈｌｉａ
Ｈｅｄｗ．）（１２ 种）、青藓属（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５ 种）、青毛

藓属 （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Ｓｃｈｉｍｐ．） （ ４ 种） 和 棉 藓 属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４ 种），分别占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

总种数的 １４ ６％、６ １％、４ ９％和 ４ ９％。
２ ２ ３　 优势种的组成 　 在色季拉山（西坡） ４ ３８７、４ ３００、
４ ２００、４ １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９００、３ ８００、３ ７００ 和 ３ ６００ ｍ ９ 个海拔梯

度带中，能在 ７ 个海拔梯度带出现的地面生藓类植物即为该

区的优势种。 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的优势种包括错那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ｚｏｎａｎｅｎｕｍ Ｃ． Ｇａｏ ）、 曲 背 藓 〔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Ｈｅｄｗ．） Ｂｒｉｄ．〕、长蒴丝瓜藓（Ｐｏｈｌｉ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ｅ Ｈｅｄｗ．）、泛生丝

瓜藓〔Ｐ． ｃｒｕｄａ （Ｈｅｄｗ．） Ｌｉｎｄｂ．〕、卷叶毛口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ｉｎｖｏｌｕｔｕｍ Ｂｒｏｔｈ．）、明角长灰藓〔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ａ （Ｂｒｉｄ．） Ｚ．
Ｉｗａｔｓ．〕、 大 灰 藓 （ Ｈｙｐｎｕｍ ｐｌｕｍａｅｆｏｒｍｅ Ｗｉｌｓ．）、 赤 茎 藓

〔Ｐｌｅｕｒｏｚｉｕｍ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ｉ （Ｂｒｉｄ．） Ｍｉｔｔ．〕、曲叶小锦藓〔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Ｓｃｈｗａｅｇｒ．） Ｆｌｅｉｓｃｈ．〕和赤茎小锦藓〔Ｂ．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Ｍｉｔｔ．） Ｆｌｅｉｓｃｈ．〕，共占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１２ ２％。
其中，曲背藓在 ９ 个海拔梯度带中均有分布，长蒴丝瓜藓、泛
生丝瓜藓、明角长灰藓和曲叶小锦藓在 ８ 个海拔梯度带中均

有分布。

３　 讨　 　 论

色季拉山地处中纬度亚热带的基带上，山体抬升造成垂

直地带性差异，加之峡谷和河谷地貌并存，湿润区至半湿润区

交汇及向半干旱地区过渡等生态环境特点，孕育了丰富的植

物资源。 在复杂多变的生境中，形成了一定类型的苔藓植物。
本调查结果表明：色季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共有 １５ 科

４７ 属 ８２ 种。 其中，真藓科、曲尾藓科、丛藓科、金发藓科、青藓

科、灰藓科和提灯藓科 ７ 个优势科共含 ３５ 属 ６４ 种，分别占该

区地面生藓类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７４ ５％和 ７８ １％，说明

这 ７ 个优势科构成了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的主体，且优势性

明显，在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中占主导地位。 丝瓜藓属、青藓

属、青毛藓属和棉藓属 ４ 个优势属共含 ２５ 种，占该区地面生

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３０ ５％。 错那曲尾藓、曲背藓、长蒴丝瓜

藓、泛生丝瓜藓、卷叶毛口藓、明角长灰藓、大灰藓、赤茎藓、曲
叶小锦藓和赤茎小锦藓 １０ 个优势种占该区地面生藓类植物

总种数的 １２ ２％。
由于本研究区地形地貌较复杂，给调查工作带来诸多困

难，甚至部分区域无法进行采集，因此，本研究仅集中在色季

拉山（西坡）地面生藓类植物，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扩大

调查面积和研究对象（树附生和腐木生藓类植物），为后期研

究提供基础资料。

致谢： 华东师范大学王幼芳教授对标本进行了鉴定，在此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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