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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地理成分及分布特征

王永刚１ꎬ①ꎬ 叶　 强２ａꎬ①ꎬ 王艺菡２ｂꎬ 崔大方２ａꎬ②

(１.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ꎬ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ꎻ
２. 华南农业大学: ａ.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ꎬ ｂ. 资源环境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 根据 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统计分析了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组

成ꎬ并对这些植物的分布区类型以及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表明: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共有 ５６ 种 ２ 变种ꎬ隶属于 ２０ 科 ２６ 属ꎮ 在科水平上ꎬ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ꎬ有 ２３ 种 １ 变种ꎻ在属水平上ꎬ
郁金香属(Ｔｕｌｉｐａ Ｌｉｎｎ.)和贝母属(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种类较多ꎬ分别有 １４ 种 １ 变种和 ８ 种ꎮ 从分布区类型看ꎬ新疆分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属水平有 ５ 个分布型和 ８ 个亚型ꎬ在种水平有 ６ 个分布型和 １４ 个亚型ꎻ温带成分在

属和种水平上均占有绝对优势ꎬ分别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７０.８％和 ９４.８％ꎻ在种

水平上ꎬ特有成分有 １４ 种 ２ 变种ꎬ其中 ８ 种 ２ 变种为新疆特有分布ꎮ 从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水平

分布特征看ꎬ天山地区、阿尔泰地区和准噶尔地区(准噶尔西部山地亚地区和准噶尔盆地亚地区)分布的种类较多ꎻ
其中天山地区分布的种类最多(３７ 种)ꎬ占新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６３.８％ꎬ且多数种类为重要经济植

物资源ꎮ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垂直分布特征明显ꎬ在山地森林、山地草甸和山地草原分布的种类

较多ꎬ尤其集中分布在海拔 １ ６００~２ ８００ ｍ 的山地森林和山地草甸中ꎻ贝母属植物主要分布在山地草原和山地草甸

中ꎬ大部分郁金香属植物分布在草原和低山地带ꎮ 研究结果显示: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明显的

温带特征ꎬ并具有一定的特有成分ꎻ这些植物主要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和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山地森林、山地草甸

和山地草原垂直带中以及准噶尔盆地边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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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Ａｌ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ꎻ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ꎻ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ꎬ具有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和内陆干旱环境ꎬ并形成“三山夹两盆”的复杂地形

地貌[１]ꎮ 新疆的景观格局和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ꎬ
其中阿尔泰山和天山是中国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地区[２ꎬ３]ꎮ 据文献报道ꎬ新疆有高等植物 ４ ０８１ 种(包
括 ２２９ 亚种、变种与变型)ꎬ隶属于 １６１ 科 ８７７ 属ꎬ并
且单种科、单种属、寡种属、短命及类短命植物种类丰

富[４]ꎻ新疆的特有植物较多ꎬ达 ４００ 余种ꎬ并在高海拔

山地(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和准噶

尔盆地边缘相对丰富[５]ꎮ Ｈｕａｎｇ 等[６] 通过物种丰富

度和系统发育多样性分析鉴定出 ８ 个新疆种子植物

热点区域ꎬ但大多数热点区域的中心并不在现有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内ꎮ 总体来看ꎬ新疆的生态系统结

构较简单ꎬ生态稳定性较脆弱ꎬ生态形势严峻(如河

流湖泊干涸、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草甸退化、生物多

样性下降等) [４]ꎮ 更为糟糕的是ꎬ新疆重要的野生农

业植物种质资源大多分布在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区

域ꎬ致使其发展空间受限、分布区域狭小、个体数量稀

少ꎬ部分植物还会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变为濒

危种[７]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农业农村部于 ２０２１ 年共同

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８] (简称«名
录»)ꎮ 同年ꎬ王艺菡等[９] 对«名录»中分布在新疆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现状和保护策略进行了研究ꎬ
发现这些植物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ꎮ
虽然这些植物的分布和生境在«新疆植物志简本» [１０]

均有记载ꎬ但并未见关于这些植物物种地理成分组成

以及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的系统研究报道ꎮ 鉴于此ꎬ
作者对«名录»中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进行了相关分析ꎬ以期明确这些植物的地理成分和分

布特点ꎬ为新疆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新疆远离海洋ꎬ由大气环流带来的海洋水分较

少ꎬ加上四周环绕高山ꎬ仅有少量湿润的海洋气流通

过某 些 缺 口 输 入ꎬ 降 水 量 较 少ꎬ 年 均 降 水 量 约

１５０ ｍｍꎬ降水量较多地区的年均降水量近 ９００ ｍｍꎬ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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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较少地区的年均降水量不足 １０ ｍｍꎮ 由于气

温高、空气湿度小、风速大ꎬ新疆全年最大蒸发量可达

１ ０００~ １ ８００ ｍｍꎮ 新疆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ꎬ冬
季长且严寒ꎬ夏季短且炎热ꎬ春、秋两季气温变化剧

烈ꎮ 南疆年均气温 １０ ℃ꎬ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年均气

温 ５.０ ℃ ~７.５ ℃ꎬ北疆的阿勒泰和塔城地区年均气

温 ２.５ ℃ ~ ５. ０ ℃ꎻ山区与盆地的年均气温差异较

大ꎮ 新疆光热资源丰富ꎬ太阳辐射总量在 ５ ０００
ｋＪｍ－２ａ－１以上ꎬ仅次于青藏高原ꎻ 年日照时数

２ ５５０~３ ５００ ｈꎬ居全国首位ꎮ 日平均气温≥１０ ℃积

温在南疆多在 ４ ０００ ℃ 以上ꎬ在北疆从北到南为

２ ６００ ℃ ~３ ７００ ℃ꎬ在吐鲁番盆地达 ５ ５００ ℃ꎮ 南疆

无霜期为 １８０~２２０ ｄꎬ北疆无霜期为 １４０~１８５ ｄꎻ山区

气温呈垂直变化ꎮ
１.２　 研究方法

结合相关学者[１１－１５]对新疆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

分方案ꎬ依据«新疆国土资源» [１６]、«新疆植物志简

本» [１０]、«新疆植被及其利用» [１７]、«天山维管植物名

录» [１８]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数据库(ＧＢＩ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记录的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及其分布区域ꎬ确定其物种分布区类

型ꎬ并对其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分析

根据«名录»确定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共有 ５６ 种 ２ 变种ꎬ隶属于 ２０ 科 ２６ 属ꎮ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ꎬ共 ２３ 种 １ 变种ꎬ其中郁金香属

(Ｔｕｌｉｐａ Ｌｉｎｎ.)有 １４ 种 １ 变种ꎬ即准噶尔郁金香(Ｔ.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Ｒｏｔｈ)、伊犁郁金香(Ｔ. 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Ｒｅｇｅｌ)、新疆

郁金香(Ｔ.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Ｍ. Ｍａｏ)、天山郁金香(Ｔ.
ｔｈ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ｅｇｅｌ )、 异 瓣 郁 金 香 (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ｅｔａｌａ
Ｌｅｄｅｂ.)、阿尔泰郁金香(Ｔ. ａｌｔａｉｃａ Ｐａｌｌ. ｅｘ Ｓｐｒｅｎｇ.)、
单花郁金香〔Ｔ.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ｉｎｎ.) Ｂｅｓｓｅｒ ｅｘ Ｂａｋｅｒ〕、毛
蕊郁金香〔Ｔ. 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ｎ (Ｒｅｇｅｌ) Ｒｅｇｅｌ〕、垂蕾郁金香

(Ｔ. ｐａｔｅｎｓ Ａｇａｒｄｈ. ｅｘ Ｓｃｈｕｌｔ.)、 迟 花 郁 金 香 ( Ｔ.
ｋｏｌｐａｋｏｗｓｋｉａｎａ Ｒｅｇｅｌ )、 四叶郁金香 ( Ｔ.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
Ｒｅｇｅｌ)、塔城郁金香(Ｔ. ｔａｒｂａｇａｔａｉｃａ Ｄ. Ｙ. Ｔａｎ ｅｔ Ｘ.
Ｗｅｉ)、柔毛郁金香(Ｔ.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ａｓ)、异叶郁金香〔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Ｒｅｇｅｌ) Ｂａｋｅｒ〕 和赛里木湖郁金香 ( Ｔ.
ｔｈ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ｓａｉｌｉｍｕｅｎｓｉｓ Ｘ. Ｗｅｉ ｅｔ Ｄ. Ｙ. Ｔａｎ)ꎻ

贝母属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 有 ８ 种ꎬ即裕民贝母 ( Ｆ.
ｙｕｍｉｎｅｎｓｉｓ Ｘ. Ｚ. Ｄｕａｎ )、 伊 贝 母 ( Ｆ. 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新疆贝母(Ｆ. ｗａｌｕｊｅｗｉｉ Ｒｅｇｅｌ)、阿尔泰贝母

( Ｆ. ｍｅｌｅａｇｒｉｓ Ｌｉｎｎ.)、 黄 花 贝 母 ( Ｆ.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额敏贝母(Ｆ. ｍｅｌｅａｇｒｏｉｄｅｓ Ｐａ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ｃｈｕｌｔｅｓ
ｅｔ Ｊ. Ｈ. Ｓｃｈｕｌｔｅｓ)、托里贝母(Ｆ. ｔｏｒｔｉｆｏｌｉａ Ｘ. Ｚ. Ｄｕａｎ
ｅｔ Ｘ. Ｊ. Ｚｈｅｎｇ ) 和 砂 贝 母 〔 Ｆ. ｋａｒｅｌｉｎｉｉ ( Ｆｉｓｃｈ.)
Ｂａｋｅｒ〕ꎻ百合属( Ｌｉ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仅 １ 种ꎬ即天山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 Ｎ. Ａ. Ｉｖａｎｏｖａ ｅｘ Ｇｒｕｂｏｖ)ꎮ 禾

本科 ( Ｐｏａｃｅａｅ) 种类有 ６ 种ꎬ即沙芦草 (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Ｋｅｎｇ)、青海仲彬草〔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
( Ｋｅｎｇ) Ｊ. Ｌ.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短柄鹅观草 〔 Ｅｌｙｍｕ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 Ｋｅｎｇ ) Ｓ. Ｌ. Ｃｈｅｎ 〕、 新 疆 鹅 观 草 ( Ｅ.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 Ｆ. Ｃｕｉ )、 阿 拉 善 鹅 观 草 〔 Ｅ.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Ｋｅｎｇ) Ｓ. Ｌ. Ｃｈｅｎ〕 和黑紫披碱草 〔Ｅ.
ａｔｒａｔｕｓ (Ｎｅｖｓｋｉ)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ꎮ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种类有 ５ 种ꎬ即新疆野苹果〔Ｍａｌｕｓ 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 (Ｌｅｄｅｂ.)
Ｒｏｅｍ.〕、矮扁桃(Ｐｒｕｎｕｓ ｔｅｎｅｌｌａ Ｂａｔｓｃｈ)、樱桃李(Ｐ.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Ｅｈｒｈａｒｔ)、杏(Ｐ.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Ｌｉｎｎ.)和小檗叶

蔷薇(Ｒｏｓａ ｂｅｒｂ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Ｐａｌｌ.)ꎮ 伞形科(Ａｐｉａｃｅａｅ)种

类有 ３ 种ꎬ 即阜康阿魏 ( Ｆｅｒｕｌａ ｆｕｋ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麝香阿魏 〔Ｆ.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Ｈ. Ｒｅｉｎｓｃｈ) Ｋｏｓｏ￣
Ｐｏｌｊａｎｓｋｙ〕和新疆阿魏(Ｆ.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ꎮ
景天科 (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种类有 ２ 种ꎬ即四裂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 (Ｐａｌｌ.)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和红景天

(Ｒ. ｒｏｓｅａ Ｌｉｎｎ.)ꎮ 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种类有 ２ 种ꎬ即胀

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ｉｎｆｌａｔａ Ｂａｔａｌ.)和甘草(Ｇ.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ｃｈ.)ꎮ 列当科(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种类有 ２ 种ꎬ即肉

苁蓉 (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Ｍａ) 和管花肉苁蓉 ( 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Ｂｅｃｋ)ꎮ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种类有 ２ 种ꎬ即
雪莲〔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Ｋａｒ. ｅｔ Ｋｉｒ.) Ｓｃｈ.￣Ｂｉｐ.〕
和 阿 尔 泰 雪 莲 ( Ｓ. ｏｒｇａａｄａｙｉ Ｋｈａｎｍｉｎｃｈｕｎ ｅｔ
Ｋｒａｓｎｏｂｏｒｏｖ)ꎮ 睡 莲 科 (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 锁 阳 科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ａｃｅａｅ)、半日花科 ( Ｃｉｓｔａｃｅａｅ)、瓣鳞花科

(Ｆｒａｎｋｅｎｉａｃｅａｅ)、报春花科 (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紫草科

(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 茄 科 (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 木 犀 科

(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 泽 泻 科 ( 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 藜 芦 科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和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种类各有 １ 种ꎬ
分别为雪白睡莲(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Ｃ. Ｐｒｅｓｌ)、锁阳

(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Ｒｕｐｒ.)、 半 日 花

(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Ｓｃｈｒｅｎｋ )、 瓣 鳞 花

( Ｆｒａｎｋｅｎｉａ ｐｕｌｖｅｒｕｌｅｎｔａ Ｌｉｎｎ.)、 羽 叶 点 地 梅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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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 ｆｉｌｉｃｕｌａ Ｍａｘｉｍ.)、 软 紫 草 〔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 ( Ｒｏｙｌｅ ) Ｊｏｈｎｓｔ.〕、 黑 果 枸 杞 (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Ｍｕｒｒａｙ )、 天 山 梣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ｓｏｇｄｉａｎａ
Ｂｕｎｇｅ)、浮叶慈姑(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Ｐａｌｌ.)、四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ｑｕａｄ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和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ｃａｌｃｅｏｌｕｓ
Ｌｉｎｎ.)ꎮ 杨柳科 (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仅 １ 变种ꎬ即额河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ｉｒｔｙｓｃｈ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Ｙａｎｇ)
Ｃ. Ｓｈａｎｇ〕ꎮ
２.２　 分布区类型分析

２.２.１　 属的分布区类型　 对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属的分布区类型有 ５ 个分布型和 ８ 个亚型ꎮ 世界分

布有 ２ 属ꎬ 即睡莲属 (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Ｌｉｎｎ.) 和慈姑属

　 　 　
表 １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７ ２９.２
　 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１ ４.２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泛温带)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Ｐａｎ￣Ｔｅｍｐ.)
２ ８.３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４ １６.７
　 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Ａｓｉａ (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２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 ＆
Ｈｉｍａｌ.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２

　 欧亚和非洲南部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３ １２.５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
美洲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 ｔｏ Ｔｅｍｐ.－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２

　 地中海区至北非洲、中亚、北美洲西南部、
非洲南部、智利和大洋洲间断分布(泛地
中海)Ｍｅｄｉｔ ｔｏ 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 Ａｓｉａꎬ ＳＷ. Ｎ.
Ａｍｅｒ.ꎬ Ｓ.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ｈｉｌｅ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Ｐａｎ￣Ｍｅｄｉｔ.)

１ ４.２

　 地中海区至中亚、热带非洲、华北和华东、
金沙江河谷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 ｔｏ Ｃ. Ａｓｉａꎬ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 ＆ Ｅ. Ｃｈｉｎａꎬ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２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４.２

　 １)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
型) 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ꎻ中国特有分布仅羽叶点地梅属

(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 Ｍａｘｉｍ.)ꎻ有 １７ 属为温带分布型和亚型ꎬ
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属数(不包

括世界分布型ꎬ下同)的 ７０.８％ꎻ有 ６ 属为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分布型及亚型ꎬ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总属数的 ２５.０％ꎮ
温带成分中ꎬ北温带分布有 ７ 属ꎬ分别为百合属、

仲彬草属(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 Ｃ. Ｙｅｎ ｅｔ Ｊ. Ｌ. Ｙａｎｇ)、苹果属

(Ｍａｌｕｓ Ｍｉｌｌ.)、蔷薇属 ( Ｒｏｓａ Ｌｉｎｎ.)、杨属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梣属(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Ｌｉｎｎ.)和杓兰属(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ꎻ北 极—高 山 分 布 仅 红 景 天 属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ꎬ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泛温带)有披碱草

属(Ｅｌｙｍｕｓ Ｌｉｎｎ.)和枸杞属( Ｌｙｃｉｕｍ Ｌｉｎｎ.) ２ 属ꎮ 旧

世界温带分布有 ４ 属ꎬ分别为贝母属、郁金香属、风毛

菊属(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ＤＣ.)和重楼属(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ꎻ地中海

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仅李属(Ｐｒｕｎｕｓ
Ｌｉｎｎ.)ꎬ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仅软紫草属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Ｆｏｒｓｓｋ.)ꎬ欧亚和非洲南部间断分布仅冰草

属(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Ｇａｅｒｔｎ.)ꎮ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有 ３ 属ꎬ分别为锁阳属(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Ｌｉｎｎ.)、半日花属

(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Ｍｉｌｌ.) 和 肉 苁 蓉 属 (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ｓ. ｅｔ Ｌｉｎｋ)ꎻ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
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仅甘草属(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Ｌｉｎｎ.)ꎬ
地中海区至北非洲、中亚、北美洲西南部、非洲南部、
智利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泛地中海) 仅瓣鳞花属

(Ｆｒａｎｋｅｎｉａ Ｌｉｎｎ.)ꎬ地中海区至中亚、热带非洲、华北

和华东、 金沙江河谷间断分布仅阿魏属 ( Ｆｅｒｕｌａ
Ｌｉｎｎ.)ꎮ
２.２.２　 种的分布区类型　 对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２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种的分布区类型有 ６ 个分布型和 １４ 个亚型ꎬ其中ꎬ温
带成分占有绝对优势ꎬ除瓣鳞花和管花肉苁蓉(可分

布至印度和非洲等地)以及软紫草(可分布至西亚)
外ꎬ其温带物种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总种数的 ９４.８％ꎮ
在各种温带成分中ꎬ北温带分布有 ６ 个亚型ꎬ包

含种类最多ꎬ有 １３ 种ꎬ其中欧洲—西伯利亚—天山分

布有雪白睡莲、砂贝母和矮扁桃ꎬ西伯利亚 (阿尔

泰)—天山分布有伊贝母和单花郁金香ꎬ西伯利亚—
天山—中亚分布有额敏贝母和雪莲ꎬ欧洲—阿尔泰山

分布仅阿尔泰贝母ꎬ北极—高山分布有四裂红景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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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种(变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１)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０ ０.０
　 欧洲—西伯利亚—天山分布 Ｅｕｒｏｐｅ －

Ｓｉｂｅｒｉａ－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３ ５.２

　 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分布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Ａｌｔａｉ)－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２ ３.４

　 西伯利亚—天山—中亚分布 Ｓｉｂｅｒｉａ －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 Ａｓｉａ

２ ３.４

　 欧洲—阿尔泰山分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ｌ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 １.７

　 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２ ３.４
　 欧洲—西伯利亚—远东分布 Ｅｕｒｏｐｅ －

Ｓｉｂｅｒｉａ－Ｆａｒ Ｅａｓｔ
３ ５.２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０ ０.０
　 黑海、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ꎬ

Ｃ. Ａ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８ １３.８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１ １.７
　 西伯利亚—阿尔泰—蒙古高原分布

Ｓｉｂｅｒｉａ－Ａｌｔａｉ－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１ １.７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４ ６.９

　 地 中 海 区—非 洲 北 部—中 亚 分 布
Ｍｅｄｉｔ.－Ｎ. Ａｆｒｉｃａ－Ｃ. Ａｓｉａ

２ ３.４

　 黑海—东地中海分布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 Ｅ.
Ｍｅｄｉｔ.

１ １.７

　 图兰—哈萨克斯坦—亚洲中部分布
Ｔｕｒａｎ－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Ａｓｉａ Ｍｅｄｉａ

１ １.７

中亚分布 Ｃ. Ａｓｉａ ０ ０.０
　 中亚—天山分布 Ｃ. Ａｓｉａ－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１０ １７.２
　 中亚—喜马拉雅分布 Ｃ. Ａｓｉａ－Ｈｉｍａｌ. １ １.７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６ １０.３
　 新疆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１０ １７.２

　 １)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天和红景天ꎬ欧洲—西伯利亚—远东分布有浮叶慈

姑、四叶重楼和杓兰ꎮ 旧世界温带分布只有黑海、中
亚和东亚间断分布亚型ꎬ包含种类有 ８ 种ꎬ分别为黄

花贝母、准噶尔郁金香、伊犁郁金香、天山郁金香、异
瓣郁金香、阿尔泰郁金香、垂蕾郁金香和黑果枸杞ꎮ
温带亚洲分布仅甘草ꎻ西伯利亚—阿尔泰—蒙古高原

分布也仅有 １ 种ꎬ即阿尔泰雪莲ꎮ 地中海区、西亚至

中亚分布有 ４ 种ꎬ分别为杏、樱桃李、小檗叶蔷薇和半

日花ꎻ地中海区—非洲北部—中亚分布有瓣鳞花和管

花肉苁蓉ꎬ黑海—东地中海分布仅柔毛郁金香ꎬ图
兰—哈萨克斯坦—亚洲中部分布也仅有 １ 种ꎬ即沙芦

草ꎮ 中亚分布有 ２ 个亚型ꎬ包含种类较多ꎬ有 １１ 种ꎬ

其中中亚—天山分布有 １０ 种ꎬ分别为新疆贝母、毛蕊

郁金香、迟花郁金香、四叶郁金香、异叶郁金香、锁阳、
胀果甘草、新疆野苹果、天山梣和麝香阿魏ꎬ占新疆分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１７.２％ꎻ中亚—
喜马拉雅分布仅软紫草ꎮ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ꎬ特有成分

占有一定比例ꎬ共 １４ 种 ２ 变种ꎬ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２７.６％ꎮ 其中ꎬ中国特有分

布有 ６ 种ꎬ分别为阿拉善鹅观草、黑紫披碱草、短柄鹅

观草、青海仲彬草、羽叶点地梅和肉苁蓉ꎻ新疆特有分

布有 ８ 种 ２ 变种ꎬ分别为裕民贝母、托里贝母、天山百

合、新疆郁金香、塔城郁金香、新疆鹅观草、阜康阿魏、
新疆阿魏、赛里木湖郁金香和额河杨ꎮ
２.３　 水平分布特征分析

　 　 对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水平分

布进行区划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３ꎮ 由表 ３ 可见:新疆

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水平分布区域有

３ 个ꎬ分别为泛北极区、古地中海区和东亚区ꎮ 其中ꎬ
泛北极区有欧亚森林亚区和欧亚草原亚区 ２ 个亚区ꎻ
古地中海区仅中亚荒漠亚区ꎻ东亚区仅青藏高原亚

区ꎮ 上述 ４ 个亚区涉及 ６ 个地区ꎬ分别为阿尔泰地

区、天山地区、蒙古阿尔泰草原地区、准噶尔地区、喀
什噶尔地区及西藏—帕米尔—昆仑地区ꎮ 准噶尔地

区包含 ２ 个亚地区ꎬ分别为准噶尔西部山地亚地区

(伊犁和塔城地区的低山丘陵及山麓地带的草原和

草原化荒漠上的沙壤土或沙地)和准噶尔盆地亚地

区(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ꎬ中部为古班通古特沙

漠ꎬ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准噶尔盆地的南北两缘)ꎻ
西藏—帕米尔—昆仑地区也包含 ２ 个亚地区ꎬ分别为

东昆仑—阿尔金山亚地区(南靠高大的青藏高原的

羌塘高原)和帕米尔—喀拉昆仑—昆仑亚地区(北为

塔里木盆地ꎬ南靠高大的青藏高原)ꎮ 喀什噶尔地区

仅 １ 个亚地区ꎬ即喀什噶尔亚地区(天山和昆仑山之

间的广阔区域ꎬ中央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ꎮ
　 　 从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平分布

特征来看ꎬ天山地区、阿尔泰地区以及准噶尔地区

(准噶尔西部山地和准噶尔盆地亚地区)分布的种类

较多ꎮ 其中ꎬ天山地区分布的种类最多ꎬ有 ３７ 种ꎬ占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６３.８％ꎬ
该地区分布的新疆野苹果、杏、樱桃李、伊贝母、新疆

贝母、阿尔泰郁金香、毛蕊郁金香、伊犁郁金香、软紫

草等种类均为重要的经济植物资源ꎻ准噶尔地区分布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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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较多(３０ 种)ꎬ占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总种数的 ５１.７％ꎬ包括分布在准噶尔西部山地

的 １９ 种植物和分布在准噶尔盆地的 １１ 种植物ꎻ阿尔

泰地区分布的种类也较多(１８ 种)ꎬ占新疆分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３１.０％ꎮ 上述研究结

果表明: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区系与泛

表 ３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水平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区
Ｋｉｎｇｄｏｍ

亚区
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

地区１)

Ｒｅｇｉｏｎ１)

植物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种(变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泛北极区
Ｈｏｌａｒｃ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欧亚森林亚区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

欧亚草原亚区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

Ｒ１ １８ 伊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ꎬ阿尔泰贝母 Ｆ. ｍｅｌｅａｇｒｉｓꎬ黄花贝母 Ｆ.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ꎬ额敏贝母 Ｆ. ｍｅｌｅａｇｒｏｉｄｅｓꎬ砂贝母 Ｆ. ｋａｒｅｌｉｎｉｉꎬ异瓣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ｅｔａｌａꎬ阿尔泰郁金香 Ｔ. ａｌｔａｉｃａꎬ单花郁金香 Ｔ.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ꎬ柔
毛郁金香 Ｔ. ｂｉｆｌｏｒａꎬ 沙芦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ꎬ 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ꎬ矮 扁 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ｔｅｎｅｌｌａꎬ 额 河 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ｉｒｔｙｓｃｈｅｎｓｉｓꎬ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ꎬ雪莲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ꎬ阿尔泰
雪莲 Ｓ. ｏｒｇａａｄａｙｉꎬ浮叶慈姑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ꎬ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ｃａｌｃｅｏｌｕｓ

Ｒ２ ３７ 伊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ꎬ 新 疆 贝 母 Ｆ. ｗａｌｕｊｅｗｉｉꎬ 额 敏 贝 母 Ｆ.
ｍｅｌｅａｇｒｏｉｄｅｓꎬ天山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ꎬ伊犁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ｉｌｉｅｎｓｉｓꎬ
新疆郁金香 Ｔ.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ꎬ天山郁金香 Ｔ. ｔｈ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ꎬ异瓣郁金香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ｅｔａｌａꎬ赛里木湖郁金香 Ｔ. ｔｈ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ｓａｉｌｉｍｕｅｎｓｉｓꎬ单花郁
金香 Ｔ.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ꎬ毛蕊郁金香 Ｔ. 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ｎꎬ垂蕾郁金香 Ｔ. ｐａｔｅｎｓꎬ迟花
郁金香 Ｔ. ｋｏｌｐａｋｏｗｓｋｉａｎａꎬ四叶郁金香 Ｔ.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ꎬ柔毛郁金香 Ｔ.
ｂｉｆｌｏｒａꎬ异叶郁金香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ꎬ阿拉善鹅观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ꎬ新
疆鹅观草 Ｅ.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ꎬ胀果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ｉｎｆｌａｔａꎬ甘草 Ｇ.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ꎬ
四裂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ꎬ红景天 Ｒ. ｒｏｓｅａꎬ新疆野苹果 Ｍａｌｕｓ
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ꎬ杏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ꎬ樱桃李 Ｐ.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ꎬ半日花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ꎬ瓣 鳞 花 Ｆｒａｎｋｅｎｉａ ｐｕｌｖｅｒｕｌｅｎｔａꎬ 羽 叶 点 地 梅 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
ｆｉｌｉｃｕｌａꎬ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ꎬ黑果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ꎬ天山梣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ｓｏｇｄｉａｎａꎬ 肉 苁 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ꎬ 管 花 肉 苁 蓉 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ꎬ雪莲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ꎬ阜康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ｆｕｋａｎｅｎｓｉｓꎬ麝香阿
魏 Ｆ.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ꎬ新疆阿魏 Ｆ.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Ｒ３ ９ 沙芦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ꎬ阿拉善鹅观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ꎬ单花郁
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ꎬ锁阳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ꎬ胀果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ｉｎｆｌａｔａꎬ甘草 Ｇ.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ꎬ瓣鳞花 Ｆｒａｎｋｅｎｉａ ｐｕｌｖｅｒｕｌｅｎｔａꎬ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ꎬ四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ｑｕａｄｒｉｆｏｌｉａ

古地中海区
Ｔｅｔｈｙｓ
ｋｉｎｇｄｏｍ

中亚荒漠亚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

Ｒ４ １９ 伊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ꎬ裕民贝母 Ｆ. ｙｕｍ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黄花贝母 Ｆ.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ꎬ额敏贝母 Ｆ. ｍｅｌｅａｇｒｏｉｄｅｓꎬ托里贝母 Ｆ. ｔｏｒｔｉｆｏｌｉａꎬ砂贝母 Ｆ.
ｋａｒｅｌｉｎｉｉꎬ准噶尔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ꎬ阿尔泰郁金香 Ｔ. ａｌｔａｉｃａꎬ垂蕾
郁金香 Ｔ. ｐａｔｅｎｓꎬ四叶郁金香 Ｔ.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ꎬ塔城郁金香 Ｔ. ｔａｒｂａｇａｔａｉｃａꎬ
异瓣郁金香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ｅｔａｌａꎬ柔毛郁金香 Ｔ. ｂｉｆｌｏｒａꎬ单花郁金香 Ｔ.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ꎬ沙芦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ꎬ矮扁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ｔｅｎｅｌｌａꎬ新疆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ꎬ 阿 拉 善 鹅 观 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ꎬ 四 叶 重 楼
Ｐａｒｉｓ ｑｕａｄｒｉｆｏｌｉａ

Ｒ５ １１ 锁阳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ꎬ小檗叶蔷薇 Ｒｏｓａ ｂｅｒｂｅｒｉｆｏｌｉａꎬ黑果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ꎬ 肉 苁 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ꎬ 管 花 肉 苁 蓉 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ꎬ新疆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ꎬ异瓣郁金香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ｅｔａｌａꎬ
单花郁金香 Ｔ.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ꎬ异叶郁金香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ꎬ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ꎬ阜康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ｆｕｋ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６ ７ 雪白睡莲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ꎬ毛蕊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ｎꎬ青海仲彬草
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ꎬ胀果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ｉｎｆｌａｔａꎬ甘草 Ｇ.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ꎬ黑果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ꎬ管花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东亚区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青藏高原亚区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

Ｒ７ ３ 羽叶点地梅 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 ｆｉｌｉｃｕｌａꎬ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ꎬ短柄鹅观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Ｒ８ ６ 黑紫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ｔｒａｔｕｓꎬ青海仲彬草 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ꎬ软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 ｅｕｃｈｒｏｍａꎬ 甘 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ꎬ 四 裂 红 景 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ꎬ黑果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１)Ｒ１: 阿尔泰地区 Ａｌｔ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Ｒ２: 天山地区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Ｒ３: 蒙古阿尔泰草原地区 Ａｌｔａｉ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ꎻ Ｒ４: 准噶尔地区(准
噶尔西部山地亚地区)Ｊｕｎｇｇ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ꎻ Ｒ５: 准噶尔地区(准噶尔盆地亚地区)Ｊｕｎｇｇ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ꎻ Ｒ６: 喀什噶尔地区(喀什噶尔亚地区)Ｋａｓｈｇ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ａｓｈｇａｒ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ꎻ Ｒ７: 西藏—帕米尔—昆仑地区(东昆仑—阿尔金山亚地
区)Ｔｉｂｅｔ－Ｐａｍｉｒ－Ｋｕｎｌｕ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ａｓｔ Ｋｕｎｌｕｎ－Ａｌｊｉｎｓｈａｎ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ꎻ Ｒ８: 西藏—帕米尔—昆仑地区(帕米尔—喀喇昆仑—昆仑亚地区) Ｔｉｂｅｔ－
Ｐａｍｉｒ－Ｋｕｎｌｕ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ａｍｉｒ－Ｋａｒａｋｕｎｌｕｎ－Ｋｕｎｌｕｎ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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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欧亚温带植物区系和古地中海中亚荒漠植物区

系联系紧密ꎬ并与东亚植物区系存在一定的联系ꎮ
２.４　 垂直分布特征分析

新疆山地植被垂直带发育完整ꎬ自下而上依次为

荒漠带、山地荒漠草原带、山地草原带、山地森林－草
甸带、高山－亚高山草甸带、高山稀疏植被带ꎮ 统计

结果显示: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垂直

分布特征明显ꎮ 如锁阳、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等 ７ 种

植物生长在低海拔沙地上ꎻ裕民贝母、额敏贝母和天

山郁金香分布在海拔 ８００~１ ６００ ｍ 的山地草原ꎻ伊贝

母、新疆贝母、软紫草、托里贝母、迟花郁金香、黑紫披

碱草、新疆披碱草、阜康阿魏、麝香阿魏及四叶重楼等

１６ 种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 ６００ ~ ２ ８００ ｍ 的山地森

林和山地草甸ꎻ雪莲、阿尔泰雪莲、红景天和四裂红景

天则分布在海拔 ２ ８００~３ ７００ ｍ 的高山砾石带ꎻ羽叶

点地梅则主要生长在海拔 ３ ０００ ~ ４ ５００ ｍ 的高山草

甸和河滩砂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中贝母属种类最多(１４ 种 １ 变种)ꎬ且主要分布在

山地草原和山地草甸地带ꎻ 郁金香属种类较多

(８ 种)ꎬ大部分种类分布在草原和低山地带ꎬ仅毛蕊

郁金香和异叶郁金香生长在高山、亚高山地带且多生

长于砾石质山坡ꎮ 另外ꎬ新疆特有种多属于狭域分布

或狭生态幅植物ꎬ如塔城郁金香、雪莲、阿尔泰雪莲、
阜康阿魏、新疆阿魏、赛里木湖郁金香和额河杨等ꎮ

３　 讨论和结论

地理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属水平还是种水

平来看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温带成

分都占有绝对优势ꎬ具有明显的温带特征ꎮ 从属水平

看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中国特有分

布比例(４.２％)明显低于中国植物区系中特有成分的

比例(７.６％) [１１]ꎻ从种水平看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中的特有成分较多(１４ 种 ２ 变种)ꎬ其
中新疆特有植物有 ８ 种 ２ 变种ꎬ推测可能与新疆特殊

的地貌和生境有关ꎮ
从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平分布

特征来看ꎬ天山地区、准噶尔地区和阿尔泰地区分布

的植物种类较多ꎬ其中天山地区分布的种类最多(３７
种)ꎬ特别是在天山野果林分布的植物以及以 “新

疆”、“天山”命名的植物(如新疆贝母、新疆郁金香、

新疆鹅观草、新疆野苹果、新疆阿魏、天山百合、天山

郁金香、天山梣等)ꎬ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ꎮ 天山野

果林位于天山北坡伊犁河谷地ꎬ这里春季湿润ꎬ夏季

凉爽ꎬ年降水量较大且无寒流侵袭ꎬ形成了具有海洋

性气候特征的林群落ꎬ是中国特殊的阔叶林森林生态

系统类型和生物多样性地区ꎬ也是世界栽培果树苹果

(Ｍａｌｕｓ ｓｐｐ.)、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ｓｐｐ.)、李(Ｐｒｕｎｕｓ ｓｐｐ.)
等的重要起源地[５ꎬ１９ꎬ２０]ꎮ 天山野果林中的新疆野苹

果、杏等均属于新第三纪温带残遗成分ꎬ既是天山山

地落叶阔叶林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中亚天山野果林

与新疆天山野果林密切联系的依据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原始的天山野果林是由多种野生果树和乔灌木植物

组成的混合林ꎬ但是受生态环境改变和人类活动的影

响ꎬ目前部分区域的天山野果林已经逐步发展或演变

成成分单一的“野苹果林”ꎬ与中亚天山野果林存在

较大差异[２１]ꎮ 然而ꎬ对于野生植物而言ꎬ单一化的群

落结构不利于植物抵抗病虫害ꎬ如苹果小吉丁虫

(Ａｇｒｉｌｕｓ ｍａｌｉ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２２]、苹果巢蛾(Ｙｐｏｎｏｍｅｕｌａ
ｐａｄ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 [２３] 及 镰 刀 菌 属 (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Ｌｉｎｋ ｅｘ
Ｆｒ.) [２４]已经对新疆天山野果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失ꎮ 因此ꎬ改善和恢复新疆天山野果林的自然生态环

境ꎬ将会有效保护野生植物ꎮ
新疆山地植被垂直带发育完整ꎬ区内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在各垂直带上均有分布ꎬ且分布在山地

森林、山地草甸和山地草原的种类较多ꎮ 一般来说ꎬ
山地草甸水热状况较适宜牧草生长ꎬ且草质良好ꎬ多
为优良的夏季牧场ꎻ山地草原属偏干、半湿润气候ꎬ以
冬、夏季牧场为主ꎻ山地荒漠草原较山地草原更加干

旱ꎬ是重要的春、秋及冬季牧场ꎮ 这些得天独厚的牧

场为新疆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ꎮ 然而ꎬ伴随过

度的牲畜啃食和人为采挖ꎬ分布在这里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ꎬ如今ꎬ贝母属

植物在低山带已难见踪影ꎬ仅在中山带的灌木丛中偶

有发现ꎮ 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很多

种类为传统而珍贵的中药材基原ꎬ当地政府或相关职

能部门应加强对这类植物的保护力度ꎮ 另外ꎬ还应该

加强新疆特有种和狭域分布、狭生态幅植物(如塔城

郁金香、雪莲、阿尔泰雪莲、赛里木湖郁金香和额河杨

等)的保护和濒危机制研究ꎬ特别是已有文献记载但

尚未在野外采集中发现的种类(如阿尔泰贝母和天

山百合[１０])和近期在阿尔泰山发现的新记录种(杓
兰[２５])ꎮ 在新疆荒漠中还分布有一定数量的耐寒、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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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耐盐碱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ꎬ如良好的固

沙植物黑果枸杞、额河杨、沙芦草和甘草ꎬ寄生植物锁

阳、管花肉苁蓉和肉苁蓉的寄主(柽柳、梭梭等)也是

良好的固沙植物ꎬ这些植物均能够适应荒漠地区严苛

的生存环境ꎬ发挥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良盐碱土等

作用ꎬ建议根据这些植物的分布特点进行专项保护ꎮ
综上所述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具

有明显的温带特征ꎬ并具有一定的特有成分ꎮ 总体来

看ꎬ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天

山山地、阿尔泰山地、准噶尔西部山地和准噶尔盆地

边缘ꎻ新疆山地植被垂直带发育完整ꎬ区内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山地森林、山地草甸和山

地草原ꎬ其中贝母属和郁金香属植物多分布在这些

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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