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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处于中亚荒漠与内亚5亚洲中部:荒漠之间的过渡2其气候虽以干旱少雨M蒸发强烈M多风M日照

强M温度变化剧烈的大陆性荒漠气候为特点2但由于降水季节分配较均匀2冬春有一定雨雪2植被相对较为茂密2以固定

和半固定沙漠为主2共采集记录到 !#6种高等植物2"6个植物群落类型2""类植物生活型A植物多样性还包括下列一般

特点;区系地理成分多样2但中亚成分占优势8有少量古老种2特有现象微弱2藜科植物占明显优势8旱生植物为主8长营

养期 "年生植物有一定比例8短命和类短命植物获得发育等A
由于近几十年来的过牧5牲畜的N冬窝子O:和滥采滥挖燃料及有经济价值的植物2植物多样性受破坏严重A当前的紧

迫任务是加强保护2对有些物种还须采取措施2进行抢救A
关键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8植物多样性8短命植物8类短命植物8濒危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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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下简称古漠#座落于北疆准噶尔盆地中央低洼部分>面积 "Bee万 f4:>是全国第

二大沙漠!图 @#y经纬度位置是 ""z@@{|"‘z:w{F>e"z=@{|Awzww{gy周围还有许多面积大小不等>零星分布

的沙漠或沙地}@~y
由于盆地深居内陆>距海遥远>四周又有高山围绕>海洋湿润气流难以进入y同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

处于蒙古高压控制之下>气流下沉>成雨机会很少y因之>干旱多风>降水稀少>蒸发强>日照长>温度变化剧

猛的大陆性荒漠气候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气候的总特点y但是>尽管降水很少>但由于季节分配较均匀>冬

春有一定雨雪>使短命和类短命植物获得一定发育y沙漠中小半乔木群落广泛分布>植被较内亚其它荒漠

茂密>整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固定和半固定沙漠}@|=~y

!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自然因素对生物多样性有最明显的影响y

!B! 干旱少雨>温差大>蒸发强>但降水季节分配较均匀>冬春有一定雨雪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区年均温 ‘|@w">最热月均温为 :"|:d">极端最高 "w"以上>#@w"的活动

年积温可达 =www|=<ww"v空气相对湿度平均 <wC|‘wC><|e月份通常在 "<C以下>个别情况下出现零

记录v年降水量普遍不超过 @<w44>沙漠腹地仅有 dw|@ww44>而蒸发量却高达 :www44以上>是降水量

的 :w|=w倍>干燥度很大!表 @#y因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气候属于典型温带内陆荒漠性质y植物生长期

间>所需水分供应显著不足>只有那些能忍受极端干旱的植物才能获得生存>旱生性是这里绝大多数植物

最显著的基本特征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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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置图

"#$%! &’()*#’+’,-./0)+*.+$$.*1)+234565/*78#+9#)+$
古漠环境中水分虽然显著不足7但热量仍较充分7特别在夏季:
古漠中的年降水量虽然只有 !;;<!=;>>7但季节分配却较内亚其它沙漠均匀:位于沙漠西南部的莫

索湾 !=;团场7年平均降水量为 !!?@AB>>7年内各季及每个月降水分配见表 !:
表 C 莫索湾 CDE团场气象站 CFDF<CFGH年各季和每月的降水量分配IJK

LMNOPC QPMRSTMOMTUVSTWXOYUZRW[ZN\WZSTS][MZT]MOOU\[ZT̂ CFDF<CFGHS]_SRS\‘MT

春 1a/#+$ 夏 1.>>5/ 秋 b.*.>+ 冬 c#+*5/
月份 d’+*e f ? = g h A B !; !! !i ! i

全年

j’*)k
年平均降水量lm>>nA%fB !f%=i!?%=g!;%?h!g%B?!i%gf h%?! B%!! h%fA =%h; ?%;f ?%h= !!?%AB
季节分配ompn f!%h f?%B i;%A !i%g !;;

l b++.)k>5)+/)#+,)kkqo 15)6’+)k/)#+,)kk2#6*/#0.*#’+

表 H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莫索湾治沙站 CFFH年 r月至 CFFJ年 CE月的降水量m>>nI=K

LMNOPH sMZT]MOOU\[ZT̂ t\TPCFFHMTUuvWSNP[CFFJS]_SRS\‘MT

年份

w5)/

月份 d’+*e
!!<f ? = g h A B !;

全年

j’*)k

!BBi h%= !h%i !g%! i?%B B%i h?%B g<!;
!BBf fh%f ?%; !;%f !i%? i;%h gf%f !;%! =%i !gf%f
!BB? ?A%A ff%i !!%? g%! ig%g ih%? i%g !A%g !h?%h

由表 !可以看出7当地的降水量以夏季最多7春季虽稍次于夏季7但冬春两季的降水量则高达 ??@fp:
以 月论7h月份较高7而春季的 ?x=月份7可占到全年总降水量的 iB@;p7属y春雨型z降水7对改善沙 层 水

分状况x提高春季土壤墒情具有重要意义7故春旱现象不明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状况及其时间上

的分配格局7给早春短命x类短命植物的发育7提供了有利的水分条件7丰富了植物多样性的物种组成7也

是该沙漠植物多样性区别于国内其它沙漠的显著特色之一:
上述莫索湾 !=;团场气象站的数据是 i;世纪 =;年代末到 A;年代初的记录7后该站撤销:到 i;世纪

B;年代初7在距原 !=;团场气象站约 i;{>处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治沙站重又进

行了一段时期的气象观测m表 in:
表 i数字表明7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 i;世纪 B;年代7降水量有所增加7而且增加的幅度不小m仅 !BBf

和 !BB?两年7平均增加了 =?@!!>>n:这一降水量增加的趋势无疑会对古漠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其情

=iB!!!期 张立运等|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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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地表径流缺乏%潜水深埋

准噶尔盆地是一个三面被山地包围的半封闭性荒漠盆地&降水量有限&加之地表物质粗砺%松散&产流

条件极不发育!源于周边山地的河流&或汇入外流水系&或流出山口后立即消失于山前洪积扇&或短距离流

至沙漠边缘而消失&故该沙漠基本上是一个缺乏地表径流%无天然水体%水系网不发育的干旱内陆沙漠!
特别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沙漠外部进行农业开垦&并在河川上中游截流或构筑水库&致使一些

毗邻或分布于沙漠外围的水体或湿地&因补给无源而干涸&如玛纳斯湖%东道海子的干涸即是例子!
由于缺少河流深入沙漠腹地&地表径流极不发育&沙漠区的潜水埋藏很深!沙漠边缘的潜水位虽高些&

通常也在 ’(以下&沙漠腹地则深逾 )*(!这种潜水一般植物根本无法利用&是制约潜水中生植物在多样性

组成中没有得到显著发育的关键性因素+*,!

"#- 砂基质构成植物生长发育的特殊生态条件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发育于第四纪的粘土与细砂层构成的古老冲积平原上&砂基质主要由中细砂组成!
在风力吹扬下易于流动&且养分贫乏&干砂层一般 ’./01(&温度剧烈变动&对植物生长不利!但砂层透水

性好&少量的降雨&立即渗入砂层&为适砂植物提供了水分保证!另外&准噶尔盆地西部与哈萨克斯坦之间

的界山海拔多在 /000(以下&其中有多个缺口&西来湿润气流能够长驱直入&给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带来一

定的冬春雨雪&因之沙漠中植物覆盖较好&且沙丘2地3表面常有生物结皮现象&增加了表面的粗糙度&有助

于降低近地表的风沙活动强度&使该沙漠 4’5以上的沙丘%沙地处于固定%半固定状态!沙丘的固定或半固

定又为其它砂生和耐砂植物以及相连系的动物的侵入创造了条件!
生活在这里的植物&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砂生或耐砂的种类!只在沙丘间的低地有盐化粘土壳分布的地

方才有盐生和耐盐植物分布+6,!长期生存和进化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极端条件下的这些植物&它们也成功

地发展了对干旱和恶劣风砂环境胁迫的许多适应机制&它们在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繁殖行为以及种间关

系等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有别于其它荒漠类型中的植物&这是形成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独具特色的植物多

样性的基础!

$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根据 /000年 7月份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最近的一次野外考察并参考多年来的有关资料&总结出以下

8个该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 物种丰富度相对较高

与内亚其它沙漠2塔里木%柴达木%阿拉善等3比较起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种类是比较丰富的&
即它的物种丰富度29:;1<;9=<1>?;993较高!该沙漠共有高等植物 /04种&分属于 60科和 )/6属!其中&多样

性 组 成 最 丰 富 的 科 依 次 是 藜 科2/@属&’6种3%十 字 花 科2)*&//3%菊 科2)’&/03%豆 科24&)43%禾 本 科2)/&

)63%蓼科26&))3%蒺藜科2@&43和 柽 柳 科2/&43!上 述 4科&共 含 4@属%)’6种&分 别 约 占 该 沙 漠 总 属 数 的

*45和植物总种数的 7@5!
此外&含种类较少的科有A麻黄科2)&63%杨柳科2)&)3%石竹科2@&’3%毛茛科2/&/3%小檗科2)&)3%罂粟

科2)&)3% 牛儿苗科2)&)3大戟科2/&/3%胡颓子科2)&)3%锁阳科2)&)3%伞形科2/&@3%荚竹桃科2/&/3%蓝雪

科2)&/3%旋花科2)&/3%紫草科2’&43%唇形科2/&63%茄科2/&/3%列当科2/&@3%车前科2)&)3%莎草科2/&/3%
百合科26&*3%鸢尾科2)&)3!

以 上总共 60科 )/6属&/04种!但一山2天山3之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2以下简称塔漠3&面积为 66#7*
万 B(/&是古漠的大约 7倍&但植物种类却只有它的 )C/#*!古漠每万 B(/中有多于 @/种植物&塔漠只有稍

高于 /种植物的饱和度&仅相当于古漠的 )C/0!因此&孤立地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并不

高&但与同为沙质荒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比较&显然丰富得多!

$#$ 区系地理成分较多样&但中亚成分占优势

前人研究表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有内亚2亚洲中部3成分%中亚成分%地中海成

分%东北非D内亚成分和欧亚成分&表现出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多样性!其中&中 亚 成 分 最 丰 富&如 白 梭 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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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角 果 藜 !3*+#4%.#+)/,#+*(#+-/,12对 节 刺 !"%+#(%5-#/$-.-(#12中 亚 胡 芦 巴

!6+-7%(*$$#4*(*$$#12弯果胡芦巴!68#+./#4#12地白蒿!9+4*0-,-#4*+#*:#$;#*12苦艾蒿!98,#(4%$-(#12木本

猪毛菜!<#$,%$##+;/,./$#12荒地阿魏!=*+/$#,’+*-4,.>-?%@--12沙地粉苞苣!3>%(A+-$$##0;-7/#12沙地阿魏

!=8A/;B-#(,?--12红 皮 沙 拐 枣!3#$$-7%(/0 +/;-./(A/012白 皮 沙 拐 枣!38$*/.%.$#A/012盐 生 假 木 贼

!9(#;#,-,,#$,#12樟 味 藜!3#0)>%+%,0#0%(,)*$-#.#12四 齿 芥!6*4+#.0*C/#A+-.%+(-,12长 齿 四 齿 芥!68

+*./+@#4#12小车前!D$#(4#7%0-(/4#12东方旱麦草!E+*0%)’+/0%+-*(4#$-,12莎苔!3#+*&)>’,%A*,12短生大

戟!E/)>%+;-#4/+.F#(-(%@--12螺喙芥!<)+-+%++>’(.>/,,#;/$%,/,12叉毛蓬!D*4+%,-0%(-#,-;-+-.#1等G这使得

刘瑛心HIJKL得出关于准噶尔盆地的植物区系M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亚植物区系的特色N和M该区是由中亚

植 物区系发展而来N的结论J这结论也适用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G内亚成分也有一定数量J如白茎盐生草

!"#$%7*4%(#+#.>(%-A*/,12沙 蓬!97+-%)>’$$/0 ,C/#++%,/012多 根 葱!9$$-/0 )%$’++>-F/012沙 葱!98

0%(7%$-./012沙 生 针 茅 !<4-)#7$#+*%,#12木 霸 王 !O’7%)>’$$/0 &#(4>%&’$%(12膜 果 麻 黄 !E)>A+#

)+F*5#$,?--12短叶假木贼!98;+*@-P%$-#12沙蒿!9+48#+*(#+-#1等即其代表G这两种地理成分的共同出现J
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区系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质HQLG

RST 有一些古老种J特有现象微弱J但在我国境内仅分布于该沙漠的种类不多

中国西北沙漠都是古地中海!UVWXYZ[V\1退却后形成的J其植被都是古地中海沿岸干热植物区系的后

裔G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所座落的准噶尔盆地J古地中海退却最晚J植物区系是第四纪形成的J在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这块形成较年青的沙质环境中J虽然也有不少古老的高级系统分类群J但古老种并不多J现已知

仅有梭梭!"8#00%A*(A+%(12短叶假木贼2盐生假木贼2木本猪毛菜2盐爪爪!]#$-A-/0P%$-#4/012盐穗木

!"#$%,4#.>’,.#,)-.#12盐 节 木!"#$%.(*0/0 ,4+%;-$#.*/012木 霸 王2膜 果 麻 黄2木 本 补 血 草 !̂ -0%(-/0

,/PP+/4-.%,/012琵琶柴!_*#/0/+-#,%%(7%+-.#12胡杨!D%)/$/,*/)>+#4-.#1等J远少于塔里木盆地G这些种类

多出现于沙漠边缘的砾石质戈壁2盐化土壤或地表径流能达到的地境J无疑是周边植物区系的侵入种G
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特有现象十分微弱J艾比湖沙拐枣!38*;-(/+-./01是现知仅形成于该沙漠西部

的唯一特有种G
特有现象虽然微不足道J然而J在我国仅分布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植物种类却很多G艾比湖沙拐

枣2沙地紫罗兰!‘#44>-%$#,4%AA#+4-12螺喙芥2扭果芥!6%+/$#+-#4%+/$%,#12沙大戟!3>+%F%)>%+#,#;/$%,#12
短 生 大 戟2莎 苔2异 翅 独 尾 草 !E+*0/+/,#(-,%)4*+/,12簇 花 芹 !<%+#(4>/,0*’*+-12倒 披 针 叶 虫 实

!3%+-,)*+0/0$*>0#((-#(/012早 熟 猪 毛 菜!<#$,%$#)+#*.%&12准 噶 尔 无 叶 豆!E+*0%,)#+4%(,%(7%+-./012
茧 荚 黄 芪!9,4+#7#$/,$*>0#((-#(/,12速 生 黄 芪!98#+)-$%;/,12尖 果 黄 芪!98%&’7$%44-,12小 花 角 茴 香

!"’)*.%/0)#+@-P$%+#12沙 滨 藜!94*+-)$*&A-0%+)>%,4*7-#12尖 翅 地 肤!]%.>-#%A%(4%)4*+#12粗 糙 沙 拐 枣

!38,C/#++%,/012白皮沙拐枣2褐色沙拐枣!38.%$/;+-(/01等即其代表G

RSa 藜科植物在多样性组成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J藜科植物有 bc属2de种J分别占该沙漠植物区系组成总属2种数的 fQSdg和

bdSdgJ远 高 于 十 字 花 科!fegJfhSig12菊 科!fbSbgJQSig12豆 科!iSdgJKSig12禾 本 科!QSKdgJ

dSeg1等优势科的属2种份额G显而易见J藜科丰富的属2种在古漠植物种类多样性组成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地位G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藜科植物J不仅种类多J群落的成员型地位也十分重要G该沙漠中最具景观意

义 和代表性的白梭梭荒漠2大面积分布的梭梭荒漠2驼绒藜!3*+#4%-A*,$#4*(,1荒漠及木本猪毛菜荒漠2短

叶假木贼荒漠2无叶假木贼!98#)>’$$#1荒漠J即是由藜科植物为建群种所构建的G
若与邻近的沙漠相比J藜科植物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中的地位则更加一目了然G例如J塔

克拉玛干沙漠中的藜科植物有 fb属 fi种J属数仅相当于古漠的 fjbJ种数略高于 fjeJ且零星分布J群落成

员型地位也多为伴生种G
在哈萨克斯坦的沙漠中J组成植物区系的优势科依次是蓼科2豆科2菊科2禾本科和藜科G其中J蓼科有

大量的种和最多的植物群落类型J而藜科的重要性则较小HQLG

IbQfff期 张立运等k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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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生类型的植物占绝对优势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干旱气候笼罩之下$加之地下水深埋$地表径流缺乏$在这里能生存下来的植物

绝大多数都是旱生类型$只在沙漠周围或内部极少数低洼部分地下水位较高或有地下水出露的地方$有个

别 中生或湿生性的植物生长$如胡杨%芦苇&’()*+,-./012,,34-05%芨芨草&61(4*.(/)3,078/49/405等$下

面将要谈到的短命和类短命植物$它们逃避干旱$也具有中生结构:
表 ; 按科分布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生活型多样性

<=>?@; <A@B?=CD?EF@FGHIJEK@HLEDM=NNGHJECODGF=IE?MJELDHE>PDEGCLGFQPH>=CDPCOOPDR=CJMS@L@HD

科 名T
属

数U

占总

属数V

W

种

数X

占全

部种

数YW

乔

木Z

小半

乔木[

灌

木\

半灌

木]

小半

灌木_̂

轴根

植物‘̂

根状

茎植

物â

丛生

草类b̂

类短

命植

物ĉ

d年生

短命

植物ê

d年生

长营

养期

植物f̂

麻黄科ĝ d hd i hj i
杨柳科k̂ d hd d hd d
蓼科l̂ i hi dd hm dn d
藜科o_ jp hdq ri hjm j i j s p ip
石竹科o‘ p hp r hi d i d
毛茛科oa j hj j hd d d
小檗科ob d hd d hd d
罂粟科oc d hd d hd d
十字花科oe dm di jj hdd j ds j
豆科of s ht ds hq d i s d r

牛儿苗科og d hd d hd d
蒺藜科ok p hp s hp j p d d
大戟科ol j hj j hd j
柽柳科u_ j hj s hp t d
胡颓子科u‘ d hd d hd d
锁阳科ua d hd d hd d
伞形科ub j hj p hj p
夹竹桃科uc j hj j hd j
蓝雪科ue d hd j hd d d
旋花科uf d hd j hd d d
紫草科ug r hr s hp s
唇形科uk j hj i hj d j
茄科ul j hj j hd d d
列当科v_ j hj j hd p
车前科v‘ d hd d hd
菊科va dr hdi jn hdn i s j m d
禾本科vb dj hdn di ht p i i i
莎草科vc j hj j hd d d
百合科ve i hi m hi p d j
鸢尾科vf d hd d hd
合计 wxyz{ dji | jns | j j jq i dm iq m i dd rr pj

T}z~!{" U#$%&’%&~($) V#$%&’*$)+$%yz,$ X-*$+!$’%&~($) Y-*$+!$’*$)+$%yz,$ Z.)(x) [-~z{{/
’$~!z)(x) \-0)&( ]-$~!’0)&( _̂-~z{{/’$~!’0)&( ‘̂.1!z{)xxy*{z%y â20!3x~zy!+*{z%y b̂w&4y$5*{z%y
ĉ6*0$~$)x!5$’ ê6*0$~$)z{*{z%y f̂.%%&z{’7!y0{x%,*$)!x5x4%x&)!’0~$%y ĝ6*0$5)z+$z$ k̂-z{!+z+$z$ l̂
8x{",x%z+$z$ o_90$%x*x5!z+$z$ o‘9z)"x*0"{{z+$z$ oa2z%&%+&{z+$z$ ob:$)($)!5z+$z$ oc8z*z;$)z+$z$ oe
9)&+!4$)z$ of<$,&~!%x’z$ og#$)z%!z+$z$ ok=",x*0"{{z+$z$ ol6&*0x)(!z+$z$ u_wz~z)!+z+$z$ u‘6{z$z,%z+$z$
ua9"%x~x)!z+$z$ ub>~(${{!4$)z$ uc.*x+"%z+$z$ ue8{&~(z,!%z+$z$ uf9x%;x{;&{z+$z$ ug:x))z,!%z+$z$ uk
<z(!zyz$ ul-x{z%z+$z$ v_?)x(z%+0z+$z$ v‘8{z%yz,!%z+$z$ va9x~*x’!yz$ vb#)z~!%$z$ vc9"*$)z+$z$ ve
<!{!z+$z$ vf@)!5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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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梭梭群落是该沙漠旱生群落的代表!它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半固定和半流动沙丘"沙地!形成大面积

连片的荒漠植被景观!成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最具景观意义和代表性的植物群落类型!也是仅在我国境内

仅有出现的一大片白梭梭荒漠#

$%& 生活型多样

植物生活型!是植物对生态因素综合影响长期适应的结果!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遗传多样性的状

况#根据初步整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生活型可划分为 ’’类(表 )*#根据各类生活型所含植物种数!
其中占优势的生活型主要是 ’年生短营养期植物(即 ’年生短命植物!++种*和 ’年生长营养期植物(,-*!
以上两类生活型的植物共 ./种!占全部植物的 ,/0#其次为轴根植物()1*"灌木(-.*和小半灌木(’2*#

$%3 长营养期 ’年生植物有一定比例

’年生植物以种子休眠的方式渡过不利的季节!其植物种群的更换完全依靠新个体的出现得以实现#
荒漠地区有限的降水!通常只能润湿土壤表层!对许多深根系植物的生态作用不显著!但对浅根系 ’年生

植物的生长和分布!却具有重要生态意义#因此!’年生植物普遍出现于荒漠地区!成为荒漠地区植物区系

的重要成员#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除去生活期短促的春季短命植物外!长营养期的 ’年生植物有 ,-种!而面积

比它大 /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共有 ’.种#前者远高于后者#这是由于古漠各季降水比较均匀!有一定的

冬雪春雨!不仅能满足春雨型的 ’年生短命植物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也能满足夏雨型 ’年生长营养期植

物生长发育的需要!故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有较多的 ’年生植物!成为植物多样性的一个显著特色#构成

长营养期 ’年生植物多样性的主体是藜科植物!共 )1种!约占 ’年生植物的 ,40#

$%5 短命和类短命植物获得一定发育

短命植物(678696:;<=*和 类 短 命 植 物(678696:>?@6=*是 一 类A春 雨 型B的 短 生 长 期 植 物!它 们 逃 避 干

旱!利用冬春雨雪!短时期内完成其生活史#’年生的是短命植物!仅留下种子越冬C在地下留下根茎!次年

再萌发生长的多年生的是类短命植物#短命和类短命植物繁多是中亚荒漠的特点!古漠以外的其它内亚荒

漠则完全没有#这也说明古漠植物区系处于中亚荒漠和内亚荒漠之间的过渡#
在北疆!由于西部降水稍多!生物气候状况更加接近于中亚!所以北疆西部的短命和类短命植物较东

部更加丰富和茂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这两类植物虽然较北疆西部少些!但仍有 22种之多!占北疆短

命和类短命植物的 )-%+0和该沙漠植物总数的 )’%/0#另外!这两类植物还具有一定的群落学意义#在莫

索湾沙区白梭梭荒漠的植物区系组成中占 )+0!梭梭荒漠中占 ,+0!并分别占两种梭梭群落春季绿色产

量的 +10和 1)%)0#上述可见!短命和类短命植物的发育不仅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个显

著特色!也是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及我国其它沙漠不同的一个显著标志D,!’4E#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短命和类短命植物主要只生长于砂质环境!它们大多是专性砂生植物#毛祖

美D’4E指出北疆的短命植物中有 -+种(含少数类短命植物*只生长在沙丘"沙地!而不进入其它基质环境#如

短生大戟"旱熟猪毛菜"螺喙芥"沙大戟等即其例子#

$%F 植物群落类型丰富

在干旱区!水是影响植被分布与变化最积极"最活跃的生态因素!往往微小的变化都会在植被上表现

出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基质质地方面虽然比较均一!但随着小地形的变化以及丘间低地和个别旧河床

的存在!引起水盐状况的差异!沙漠中的植物群落类型(根据建群种或共建种确定*仍是多种多样的(表 ,*#

G 受破坏严重!急待保护和抢救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多样性近几十年来在强烈放牧和采挖下大多残破不堪!有些种类D例如肉苁

蓉(HIJKLMNOPQPJPRKINSTL*E已濒临灭绝境地#加强保护!刻不容缓#少数还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1-年!新疆林业勘测设计院航测调查显示!准噶尔盆地覆盖度在 ’40以上的荒漠灌木林面积为 -)/
万 89-!较 ’.+1年新疆综合考察队估算的数字减少了 21%,0#在奇台县!造成梭梭荒漠的分布范围向北退

缩 了 ’4U-4V9!密度减少了 +-0(奇台县农业区划!’.1)*C在木垒县北部!荒漠植被的面积由 -4世 纪 +4
年 代 初 的’’%+万89-减 少 到14年 代 初 的 不 足+%+万89-!覆 盖 度 也 由 原 来 的’+0降 低 到/%+0(木 垒 县

.-.’’’期 张立运等W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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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群落类型"生境及当前所受威胁

#$%&’! #(’)&$*+,-../*0+1+1)’23+(’04($%0+$+2$*5+(4’$+2+-+(’.)4’2’*+&1-67/4%$*+/*88/+9$*51:’2’4+

植物群落类型

;<=>?@ABBC>D?E
?EFGH

种类组

成数量

ICBJAK
HFG@DGH

盖度

LAMGN
OPQ

生 境

R=SD?=?

人为活动影响方式及

受威胁现状

;NGHG>?

梭梭

TUVWXYVWZ
U[[W\]Z\̂WZ

_‘ab‘ c‘a_‘
分布于外部沙漠的固定沙丘"丘间

平沙地和盐化沙壤质或壤质土上3
地下水位通常在 da_B以下

樵 采"开 垦"放 牧"采 挖 中 草 药 和 工

程 行 为 等 影 响3使 该 群 落 现 已 处 于

受胁状态

白梭梭

TJe]̂fghi[
ab‘ j_ak‘

分布于流动"半流动或半固定沙丘

的顶部及向风坡的中上部

受樵采"放牧"鼠害和工程行为等方

面 的 影 响3该 植 物 群 落 现 已 处 于 濒

危状态

驼绒藜

l]̂UmWg\]fVUm]Zf
nb‘ c_ab‘

分布在沙漠的东北部3生境为缓起

伏的固定"半固定沙丘和平坦的沙

壤质土上3地下水位多在 _B以下

放 牧 活 动3尚 未 构 成 影 响 其 健 康 发

展的威胁

短叶假木贼

oZUpUfgfp̂]qgrWVgU
nj‘ j_ak‘

分 布 于 沙 漠 的 东 北 部 戈 壁 与 沙 漠

的 交 接 处3生 境 为 砾 石 质 戈 壁3或

戈 壁 上 覆 有 薄 沙3地 下 水 位 多 在

j‘B以下

人 为 活 动 影 响 较 轻3目 前 仍 保 持 良

好的自然状态

木本猪毛菜

sUVfWVUÛpifhiVU
aj‘ ac‘

奇 台 北 部 沙 漠 与 砾 石 质 戈 壁 的 结

合 部3地 表 覆 有 薄 沙3地 下 水 位 在

j‘B以下

人为活动基本上没有构成对这类群

落 的 威 胁3目 前 仍 保 持 良 好 的 自 然

状态3但面积有限

无叶假木贼

oJUetYVVU
uj‘ ak‘

分 布 于 沙 漠 西 南 缘 薄 层 沙 地 和 丘

间 龟 裂 地3粘 质 土3地 下 水 位 在

j‘B以下

有轻微的樵采3曾受开垦影响3目前

保存面积有限

琵琶柴

v]Ui[îgU
fWWZwŴghU

j‘ac‘ ak‘
沙漠南缘覆薄沙的丘间龟裂地3或

盐 化 土 壤 上3地 下 水 位 一 般 ka
_B3也有在 j‘B以下的地段

开垦和放牧是人为活动的主要影响

方式3现存面积较过去已大大缩小

东疆沙拐枣

lUVVgwWZi[
xVg[]Zmygg

j‘ac‘ ac‘ 沙漠东南部半固定沙丘的迎风坡
影 响 主 要 来 自 樵 采 和 放 牧3但 目 前

尚未构成严重威胁

红皮沙拐枣

lĴipghiZ\i[
aj‘ j_ac_

沙 漠 北 缘 的 半 流 动 沙 丘3风 蚀 强

烈3基质不稳定
轻微樵采活动3未构成严重威胁

蛇麻黄

zet]\̂U\gfmUhtYU
nj‘ k‘ab‘

固定"半固定沙丘的斜坡中下部及

丘间窝状沙地
放牧影响使该群落分布空间缩小

准噶尔无叶豆

ẑ][WfeÛmWZ
fWWZwŴghi[

j‘ac‘ c_ak‘
半 固 定 或 半 流 动 沙 丘 的 迎 风 坡 和

风蚀谷地侧坡

无 明 显 的 人 为 活 动 影 响3仍 保 持 自

然状态

地白蒿

ô m][gfgUm]̂ Û]{
UVpU]

nk_ k_ad_
缓 起 伏 沙 地 和 低 缓 沙 垄 向 平 地 过

渡的坡脚
放牧过度啃食对该群落构成威胁

沙蒿

ô m][gfgUÛ]ZÛgU
ak‘ c_ak‘ 半固定沙垄顶部和迎风坡中上部 放牧过度3使群落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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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植物群落类型

"#$%&’())*%+&,
&,-./

种类组

成数量

0*)1(2
/-.’+./

盖度

3(4.5
678

生 境

9$:+&$&

人为活动影响方式及

受威胁现状

"5./.%&

西伯利亚白刺

;<=>?><?@<A<><B?
CDE FGCHE

沙漠边缘高水位的低洼地周围I土

壤为草甸盐土或典型盐土I地下水

位 DJGCFJG)

地下水位下降I群落衰退I目前面积

已有缩小

混合柽柳

K$)$5+L/--1
MFE DGCGE 沙漠边缘高水位的低地

樵采和地下水位下降造成该类群落

衰 退I缺 乏 地 表 径 流 则 对 其 生 态 过

程形成严重威胁

芨芨草

NBOP?=OQ>RS
@TUQPVQP@

MDE WECGG
分布于奇台县城北部芨芨湖X土壤

为草甸盐土和盐化草甸土I地下水

位 DJGCFJG)

放 牧Y偷 割Y采 药 和 地 下 水 位 下 降I
是威胁该群落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芦苇

ZO>?[S<=Q@
B\SSRP<@

]DE DECHE
芨 芨 湖 边I盐 化 草 甸 土 或 草 甸 盐

土I地下水位 DJGCF)

地表水补给减少I地下水位下降I是
该群落生存的主要威胁

胡杨

Z\TRUR@QRTO>?=<B?
疏林群落

DECFE
EJDCEJF

郁闭度

3(4.5

见于沙漠南缘东道海子Y梧桐沟和

芨芨湖等地I地下水位 HCG)

人类樵采和补给水源断绝及湿地干

涸I使该群落目前已基本消失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ID̂_W8‘在莫索湾垦区的 DGE团场IFE世纪 aECbE年代I被砍伐的荒漠植物多达

Da万&以上I即相当于W万c)F的梭梭林被砍光X如此种种I使古尔通古特沙漠南缘HECGEd)范围内已无

原始梭梭林‘近几年间I沙漠南缘一带的肉苁蓉6e<@=?PBOQ@?U@?Ie1VQ@Q>=<B\U?8的种群数量显著减少I已难

觅见开花Y结种的植株I现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X有报道估计I不要 G$的时间I该植物在古漠即有完

全 绝 迹 的 可 能‘f阿 尔 泰 地 区 南 沙 窝 沙 质 荒 漠 草 场 平 均 产 草 量 由 D̂G_年 的 W_bdghc)F降 至 D̂_E年 的

HŴdghc)FI减少 F_JH7iDEj‘f位于沙漠南缘一带的蔡家湖Y东道海子Y青草岭子和白家海子I当年均是碧波

荡漾Y水草丰美的苇湖X尤其在东道海子和梧桐窝子一带生长的胡杨I从现存伐迹和风倒木看I很多胡杨胸

径可达 GE’)以上I足以说明当时这里胡杨生 长 密 茂 的 景 象I而 今 这 种 景 象 则 被 一 派 荒 漠 化 景 象 所 代 替X

f高大茂密的芦苇群落I现已退化成纤细Y低矮和稀疏的残破外貌I有些甚至大部分枯死I完全丧失了生产

力iGIDFj‘沙生阿魏和多伞阿魏在奇台北沙窝遭到滥采乱挖I现已不多见‘FE世纪 _E年代在莫索湾一带的丘

间低地还有一些沙枣树I到 Ê年代时即已绝迹‘FE世纪 _E年代在中科院莫索湾治沙站附近的流动沙丘上

还能见到露果猪毛菜6k?U@\U??TQ>=?8I此后再也见不到其踪影‘FE世纪 GE年代在沙漠南缘I沿着唐朝路两

侧I柽柳灌丛茂密I形成一道沙漠南缘的天然绿色屏障I早在 FE世纪 aECbE年代即已消失‘沙漠中生长的

独尾草Y多根葱和沙葱等种群数量亦在不断减少X以上现象告示人们I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多样性急

需进行保护X
当前应采取的保护和抢救措施是l

6D8由自治区制定和颁布m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nI五年内严禁在沙漠中樵采和挖药I对偷挖肉苁

蓉Y锁阳者I除没收产品外I还课以罚款X

6F8切实推行封沙育草和退牧还草I根据情况I封闭一些f冬窝子oI减少冬季在 沙 漠 中 放 牧 的 牲 畜 头

数X

6H8规定工程建设单位在沙漠中施工时对植被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的破坏必须进行生态补偿X

6W8增建以保护植物多样性为目的的保护区X如吉木萨尔县北部 FDa国道西侧沙漠中沙生和适沙植物

较多I应增建保护区X奇台北沙漠处于中亚和内亚之间的过渡I两方面的区系成分都有出现I现已建立区级

保护区I将来应提升为国家级X

DĤDDD期 张立运等l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万方数据



!"#分布于古漠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除梭梭%白梭梭%胡杨和肉苁蓉外$沙生阿魏!&’()*+

,)-./+0123/#%准 噶 尔 无 叶 豆%茧 荚 黄 芪!415(+6+*)1*’78+00/+0)1#%褐 色 沙 拐 枣!9+**/6:0)8;:*)-(/0)8#%
艾比湖沙拐枣%盐生肉苁蓉!9/15+0;7’1+*1+#%木本补血草!</8:0/)81)==()5/;:1)8#等种类$分布区都有限$
处于受胁!>7(’+5’0’,#或濒危状态$应提升为国家级或区级保护植物?其中茧荚黄芪和木本补血草的植株

在古漠边缘地区十分罕见$还须采取迁地保护措施$以资抢救?

@ 结论

@AB 在我国西北几片大沙漠中$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降水虽少$但由于季节分配较均匀$冬春有一定雨雪$
植被较其它沙漠茂密?以固定和半固定沙漠为主$植物多样性也相对较高?

@AC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植物多样性性质处于中亚沙漠到内亚!亚洲中部#沙漠的过渡$具有以下一般特

点D

E物种丰富度相对较高F

G区系地理成分多样$但中亚成分占优势F

H有一些古老种$特有现象微弱$在我国境内仅分布于该沙漠的种类较多F

I藜科植物在多样性组成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F

J植物以旱生类型为主F

K生活型多样$长营养期一年生植物有一定比例$短命和类短命植物获得发育F

L植物群落类型比较丰富?

@AM 该沙漠植物多样性受破坏严重$急需保护$有些物种还要采取措施$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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