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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地列出了亚洲中部荒漠区的 "$ 个植物特有属或近特有属———绵刺属、沙冬青属、

四合木属、百花蒿属、革苞菊属、河西菊属、喀什菊属、紊蒿属、连蕊芥属、钝基草属、合

头藜属、戈壁藜属、霸王属。这些属都是单种属或双种属，分类上属于孤立的类群；演化系

统上是既起源古老而又进化的类群；生态上都是旱生植物，绝大多数是荒漠种，其生活型灌

木和半灌木占优势；地理分布上阿拉善荒漠区是其特有属的分布中心；起源上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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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中部荒漠区本文系指准噶尔（包括中国的准噶尔和蒙古的准噶尔戈壁）、塔里木、

天山（包括中国的东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南天山）、中央

戈壁（包括中国的东疆、河西走廊玉门以西地区、额济纳和蒙古的外阿尔泰戈壁）、柴达

木、阿拉善（包括中国的河西走廊的中部和东部、阿拉善、西鄂尔多斯和蒙古的阿拉善戈

壁）。其植物区系地理分区相当于吴征镒教授的中亚荒漠东部亚区（吴征镒和王荷生，

"&($；吴征镒和武素功，"&&(）。

有关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特有属前人（吴征镒和王荷生，"&($；雍世鹏和朱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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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党荣理和潘晓玲，$##!）做过一些研究。本文系统地列出了亚洲中

部荒漠区植物的特有属或近特有属，并对其区系分类、生态地理分布做了分析。

! 特有属或近特有属

特有属是指只分布在亚洲中部荒漠区内的植物属，近特有属是指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

荒漠区内而略延伸到邻近地区的植物属。

!"! 绵刺属（蔷薇科 %&’()*(*）
!"#$%&%&$ +(,-./ -0 1233 / 4)(5/ 6)- / 67 / 8*7*9’: / $;：<=> / !??!；@*A B(’)/ 83 /

+&0C&3 / !<" / !"?$；D3 / %*-E2:/ 8&E/ 6-0 / F;：<>> / !"?>；D3 / G079(.&0C&3 / *5 / ’*)205/
F：!#F / !"?" /

属模式：! H "#$%#&’() +(,-./
单种属，强旱生小灌木，生于覆沙戈壁，可形成以绵刺为建群种的荒漠植物群落。分

布于蒙古的湖谷东南部、戈壁 I 阿尔泰东部、东戈壁、阿拉善；内蒙古的西鄂尔多斯、阿

拉善；甘肃的河西走廊。为亚洲中部荒漠区阿拉善 I 东戈壁特有属（图 F：F）。

!"# 沙冬青属（豆科 J*C2.-0&’(*）
’((")&)#$%#*+, KL*0C M / -0 N&290/ 1&7 / O%66 <<（!#）：!F?! / !">"；83 / 4’-( K*079 /

?(：!; / !"??； D3 / G079(.&0C&3 / *5 / ’*)205/ F： !?? / !"?" / D3 / %*-E2:/ 8&E/ 6-0 / <$
（$）：F"< / !""? /

属模式：* H "#$%#&’(+,（+(,-./ *, @&./）KL*0C M /
双种属，另一种为 * H $)$+,（+/ 8&E/）KL*0C M / （N&290/ 1&7 / O%66 <<（!#）：!F?< /

!">"），均为强旱生常绿灌木，生于沙质、沙砾质或砾石质山坡，在亚洲中部的旱生植物

区系中它们是古老的残遗种，蒙古沙冬青可成为荒漠群落的建群植物。分布于蒙古的戈壁

I 阿尔泰东南部、阿拉善、东戈壁西部；内蒙古的西鄂尔多斯、阿拉善；甘肃的河西走廊

东部；新疆的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河一带）；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天山地区。为亚洲中部荒

漠区喀什 I 阿拉善间断分布的特有属（图 !：$）。

!"$ 四合木属（蒺藜科 PAC&ELA33()*(*）
-.#/$.%$ +(,-./ Q002./ D3 / +&0C&3 / !$" / !??"； D3 / G079(.&0C&3 / *5 / ’*)205/ F：

<$? / !"?"；D3 / %*-E2:/ 8&E/ 6-0 / <F（!）：!<< / !""? /
属模式：- H "#$%#&’() +(,-./
单种属，强旱生小灌木，生于覆沙戈壁，见于草原化荒漠带，常形成以四合木为建群

种的草原化荒漠植物群落。分布于内蒙古的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贺兰山北部）。其范

围狭小，为亚洲中部荒漠区东阿拉善 I 西鄂尔多斯特有属（图 !：!），亦为中国特有属。

!"% 百花蒿属（菊科 K&.E&’-7(*）
0#&1)%"1.)&, @9(’)L/ -0 R&7 / 6A’7 / S*9:/ G0’7 / 1&7 / 4)(5/ 6)- / O%66 "：$#" / !"<=；

D3 / %*-E2:/ 8&E/ 6-0 / ;=（!）："; / !"?F；D3 / G079(.&0C&3 / *5 / ’*)205/ <：>;? / !""F /
属模式：. H (/$0’1&#2)（+(,-./）@9(’)L/
单种属，二年生沙生旱生草本，常生于流动沙丘下部和边缘及沙丘间平地。分布于甘

肃的河西走廊；宁夏的北部；陕西的北部（榆林）；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阿拉善南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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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中部荒漠区南阿拉善 ! 鄂尔多斯特有属（图 "：#），亦为中国特有属。

我国不少文献中有关百花蒿在蒙古的分布记载，均属误记（赵一之，$%%&）。

图 $ 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特有属分布区（一）

$ ’ 四合木属；"’ 沙冬青属；#’ 连蕊芥属；(’ 紊蒿属；)’ 合头藜属

*+,’ $ -./ 01/02 304 56 /78/3+9 ,/7/10 56 8/:/1; 1/,+57 +7 </7;102 =:+0

$ ’ !"#$%"&%；" ’ ’(()*+*#%&#,-.；#’ /0&.#"()&；(’ 12%3,%&#,"(-(；)’ /0(*"4(%

!"# 革苞菊属（菊科 <5345:+;0/）
!"#$%&’()&$ >2?+7 +7 @A22 ’ B018 ’ @5; ’ C1+79 ’ DEFF "G：#)G ’ $%"H；*2 ’ E/+4AI’ C54’

F+7 ’ G)："(H ’ $%G%；J0 KAL9.A07 +7 =9;0 C.M;5;0N ’ F+7 ’ $H（"）："$G ’ $%HO；*2 ’ >7;10357L
,52 ’ /8 ’ :/9A78’ (：GO( ’ $%%# ’

属模式：! P ()&4)2+3% >2?+7
双种属，另一种为 ! P )5%#+6)2+%（Q+7, /; J0）K’ R’ R.05（=9;0 @5; ’ @51/02LS99+8/7; ’

F+7 ’ "O（)）：HG# ’ "OOO），均为强旱生多年生草本，具肥大粗根，生于荒漠带和荒漠化草

原带的低山石质丘陵坡地及沙砾质地，局部可形成小群聚。分布于蒙古的湖谷东南部、戈

壁 ! 阿尔泰东部、东戈壁南部、阿拉善；内蒙古的阿拉善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西部。为

北阿拉善 ! 桌子山 ! 贺兰山分布的特有属（图 "：(），亦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近特有属，

向东渗入蒙古高原的荒漠化草原区。

!"$ 河西菊属（菊科 <5345:+;0/）
*(++&,(-.%&$ T/:: +7 @2A66 /; *+7,/1.’ <534’ *2 ’ U/3’ /8’ $（"）：#O) ’ $H") ’ ———

7"8+&+% V’ Q’ K07, +7 *2 ’ W/:/1; ’ E/+4AI’ C54’ F+7 ’ #：()% ’ +7 =88/78’ (G" ’ $%%"；*2 ’
X+7?+07,’ )：(O# ’ $%%% ’

属模式：9 P *)20:+3,)#)(%（S:;/76 ’）>2?+7 +7 @A22 ’ F/9; ’ EAII/1LC158A9’ C2 ’ J5:95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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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1-+ .23)4 5-6*)， !%（ %）： 7$ #
"$77 # ———/ 8 *#(+%’,"#-#.)（’()*+, #）0# 9# :;+< -+ => # ?*(*@) # A*-B36# C2B# .-+ # %：

DE$ # -+ F11*+1# DG7 # "$$7 #
单种属，强旱生多年生草本，生于荒漠带的平坦沙地、沙地边缘、沙丘间低地、戈壁

冲沟等处。分布于甘肃的河西走廊；新疆的东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为河西 H 环塔里

木分布的特有属（图 7："）。亦为中国特有属。

据《中国植物志》（I&（"）："!& # "$$G）记载河西菊的学名应为 0 8 *#(+%’,"#-#.)（’(J
)*+, #）K>L-+，因此 /12’’$’) 0# 9# :;+< 系晚出异名。

图 7 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特有属分布区（二）

"# 河西菊属；7# 喀什菊属；%# 百花蒿属；D# 革苞菊属

=-<# 7 54* ;@*;> M;B 2, *+1*M-N <*+*@; 2, 1*(*@) @*<-2+ -+ O*+)@;> F(-;

" # 0#((’3#41&’)；7# 5)6,"7)&’)；%# 8-’(*$#(1*’6；D# 9:7)&’$#;’)

!"# 喀什菊属（菊科 O2MB2(-);*）
!"#$%&"’(" C2>L;P# -+ Q2) # .R() # 0*@6# K+() # FN# .N # SA.. I：7I% # "$EG；=> # SA..，

7!：D7D # "$!"；=> # A*-B36# C2B# .-+ # G!（"）："7$ # "$I%；=> # T-+L-;+<# E："D7 # "$$$ #
属模式：5 8 <&),")$-"1.#’%16（U-+P> #）C2>L;@P #
双种属，另一种为 5 8 3#.)&#;’’（V@;(N4# *) # Q# A36)W #）C2>L;P# （Q2) # .R() # 0*@6#

K+() # FN# .N # SA..，I：7I% # "$EG），均为强旱生半灌木，生于低山丘陵坡地或冲蚀沟。

分布于新疆的准噶尔、中天山、东疆、塔里木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喀什），哈萨克斯坦东

部的近塔尔巴斯台和阿拉套、斋桑。为准噶尔 H 喀什间断分布特有属（图 7：7），亦为亚

洲中部荒漠区的近特有属；向西渗入哈萨克斯坦东部的荒漠区。

!"$ 紊蒿属（菊科 O2M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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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1 ( 2"# ( 34（3）：45 ( 3678；9: (
)%";<=( -0;( 2"# ( 74（3）：67 ( 3685；9: ( >#&?,@0#$0: ( %A ( B%+<#A( C：D83 ( 3665 (

属模式：! E "#$%"&’$()（9?,#+.(）!"#$ %& ’( )( !"#$
单种属，一年生中旱生草本，见于荒漠和荒漠化草原，为夏雨型一年生草本的层片的

主要成分之一。分布于蒙古的杭爱南部、蒙古 F 阿尔泰东部、大湖盆、湖谷、戈壁 F 阿尔

泰、外阿尔泰、东戈壁、东蒙古西部；内蒙古的额济纳、阿拉善、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北

部；宁夏的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新疆的东部（伊吾）。为戈壁 F 蒙古特有属（图 3：

C），亦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近特有属，向北和东部渗入蒙古高原的荒漠草原区。

!"# 连蕊芥属（十字花科 G?<+"H%?,%）
+,&-’().& I0&B+.( "# J0<?#( I0& ( K)22 CC（3L）：3C87 ( 36D6；9: ( )%";<=( -0;( 2"# (

55：C5D ( 3687；9: ( M%B%?& ( )%";<=( -0;( 2"# ( N：DC ( 3687 (
属模式：* E +,$%-."" I0&B+.(
双 种 属， 另 一 种 为 * E /,0,%$"&-1(0 ’( O( O.,0（*+&, -./&0&,1 ( 2"# ( 54（C）：575 (

3668），均为一年生旱生草本，生于低山丘陵坡地或山前冲积平地上。分布于中国的贺兰

山、贺岗山、龙首山、兴隆山。为亚洲中部荒漠区阿拉善南缘低山丘陵分布的特有属（图

3：5），亦为中国特有属。

安争夕（3683）发表的条叶连蕊芥 * E 1"#,’%"2-1"(0 O( P( *#，经核对模式，实为无腺

花旗竿 3-#$-0$,)-# "#$,4%"2-1"(0（!(）G( *( Q%/( R,?E ,41’#/(1-0(0（MG(）S<?+T (（赵一之，

3668）。

!"!$ 钝基草属（禾本科 U?,@"#,%）
/0).*10# )0B.%R( "# 9: ( *B",& ( )0BB ( 3N：375 ( 3634；9: ( *B", G%#&? ( C：58 ( 3648；

9: ( )%";<=( -0;( 2"# ( 6（5）：53L ( 3687；9: ( >#&?,@0#$0: ( %A ( B%+<#A( D：N36 ( 366C；

9: ( P"#V",#$( 4：5N3 ( 3664 (
属模式：5 E 0’+-06#"7-."" )0B.%R(
单种属，旱生多年生草本，生于荒漠区山地草原带的砾石质坡地。分布于内蒙古的西

鄂尔多斯（桌子山）、阿拉善（狼山西部、贺兰山、龙首山）、中央戈壁（马鬃山），甘肃

的河西走廊（龙首山、祁连山北坡、阿尔金山东部），青海的东部（鄂拉山、拉脊山），新

疆的天山（中天山、南天山）、东疆、喀什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天山。为亚洲中部荒

漠区山地的特有属（图 5：N）。

钝基草的模式标本采自中亚中天山的萨里德热斯河。文献中本种产于蒙古的记载，实

际上是在阿拉善的贺兰山，蒙古并没有分布。

!"!! 合头藜属（藜科 G.%#0;0A",+%,%）
+,)2(3)# I<#$% "# I<:: ( *+,A( 2+" ( -%&%?B=( ND：573( 3876；9:( W,T,X.B& ( 5：536(

364L；-: *B", G%#&?( N：338( 3644( 9: ( )%";<=( -0;( 2"#( ND（N）：3DN( 3676；W%/ Y,B+( -: (
Q0#$0: ( 67( 368N；9:( >#&?,@0#$0: ( %A( B%+<#A( N：ND5( 366L；9:( P"#V",#$( N（3）：8L( 366C(

属模式：* E %,4,1"" I<#$%
单种属，强旱生半灌木，生于荒漠区的低山丘陵坡地、冲积扇等处，为山地荒漠群落

的建群种之一。分布于蒙古的蒙古 F 阿尔泰、大湖盆、湖谷、东戈壁、戈壁 F 阿尔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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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外阿尔泰、阿拉善；内蒙古的西鄂尔多斯、阿拉善、额济纳；宁夏的西北部；甘肃

的河西走廊；青海的东部及柴达木；新疆的准噶尔、天山、东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

哈萨克斯坦的准噶尔 ! 阿拉套、阿拉木图；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天山。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

近特有属（图 "：#）。本种几乎遍布亚洲中部全区，向西渗入哈萨克斯坦荒漠区的东部。

!"!# 戈壁藜属（藜科 $%&’()(*+,-&,&）
!"#$%$& .(/(01 +’ 23 1 4566 7：899 1 ":;7；23 1 .,<,=%>? 1 ;：;@; 1 ":7@；A3 1 B>+, $&’C

?/ 1 D：""@ 1 ":77；23 1 5&+)EF1 A()1 6+’ 1 D#（D）："#G 1 ":9:；.&H I,>-1 A3 1 J(’K(3 1 :9 1
":8D；23 1 L’?/,M(’K(3 1 &* 1 >&-E’*1 D：D## 1 "::@；23 1 N+’O+,’K1 D（"）：8; 1 "::G 1

属模式： ! P "#$#%&&（QE’K&）.(/(01
单种属，强旱生半灌木，生于荒漠区极端荒漠地带的山间、丘间谷地、洪积扇、盐渍

低地边缘，常单独形成稀疏的荒漠群落，有时也进入其它荒漠群落。分布于蒙古的准噶

尔、外阿尔泰戈壁；内蒙古的额济纳；甘肃的西北端；新疆的准噶尔、东疆、塔里木（西

北和东北部）；哈萨克斯坦的塔尔巴哈台、阿拉套、阿拉木图。为中戈壁 ! 准噶尔 ! 喀什

特有属（图 ;："），亦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近特有属。本种主要分布于本区的西半部，故

有人称“西戈壁种”，向西渗入哈萨克斯坦荒漠的东部。

图 ; 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特有属分布区（三）

"1 戈壁藜属；D1 钝基草属；;1 绵刺属

2+K1 ; R%& ,/&,3 M,) (S &’*&M+- K&’&/, (S *&>&/? /&K+(’ +’ $&’?/,3 B>+,

" 1 !%’&(&)；D1 *&+,-"&)；; 1 .,/)(&(&)

!"!$ 霸王属（蒺藜科 THK()%H33,-&,&）
’&()*+,-$./ QE’K& +’ U+’’,&,，"9：9 1 "8G;；23 1 5&+)EF1 A()1 6+’ 1 G;（"）：";: 1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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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模式：霸王 ! ! "#$%&’"()’$ "#$%& ’$ (’$$)&)，*+：+ , *-./；01 , 2&’3#4, 563, 7’$ ,
./（*）：*/8 , *88- , ———*(+’,&())-. "#$%&’"()’$（"#$%&）9):’;, <$#;, 51 , 96$%61 *=. ,
*--8；01 , >&?&@A , 2&’3#4, 563, 7’$ , =：/*8 , *8-+；01 , B$A@);6$%61 , &C ?&D#$C, /：.=* ,
*8-8 , ———* ! "#$%&’"()’$（"#$%&）9):’;, E)@ , /01+#$0$20 >@64, ’$ 7F&C’? )C G&@4, 01 ,
26??, -：*-. , *8== , ———* ! "#$%&’"()’$（"#$%&）9):’;, ?#4?3, /01+#$0$20 5636E ’$ "#11 ,
H$’E , I?’& J&$@A , *=：**- , *8=K , ———* ! /01+#$0$20（>@64,）"6@’?? , ’$ 7DF’?DFL, &A "64@ ,
01 , H277 *.：*-. , *8.8 , ———* ! 3#24&+#154-. "6@’?? , ’$ 7DF’?DFL, &A "64@ , 01 , H277 *.：

+=- , *8.8； 01 , >&?&@A , 2&’3#4, 563, 7’$ , =： /*- , *8-+ , ———!#14’6(+5-. 3#24&+#154-.
（"6@’?? ,）M, N, (’6# ’$ 01 , 2&’3#4, 563, 7’$ , ./（*）：*.= , *88- , ?O$, $6E,

单种属，强旱生灌木，生于荒漠、草原化荒漠及荒漠化草原带的戈壁覆沙地、石质残

丘坡地、固定与半固定沙地、干河床边、沙砾质丘间平地、戈壁红层冲沟、黄土陡壁等

处，可成为建群种形成群落。

分布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西北部、乌兰察布北部、西鄂尔多斯、阿拉善、贺兰山、龙

首山、额济纳，甘肃的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安西、玉门、酒泉、肃南、高台、民勒），宁

夏的西北部（石嘴山、陶乐、平罗、同心、中宁、中卫、甘塘），青海的东部（尖扎、同

仁、贵德、西宁、乐都、民和、化隆、循化、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新疆的准噶尔盆地东缘

（富蕴、奇台），东疆盆地（乌鲁木齐、吐鲁番、托克逊、鄯善、哈密以及东北部的伊吾和巴

里坤地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喀什、乌洽、疏附、温宿、拜城、库尔勒、和硕）；吉尔吉斯

斯坦南天山的费尔干纳山；蒙古的蒙古 P 阿尔泰、大湖盆、湖谷、东戈壁、戈壁 P 阿尔泰、

准噶尔戈壁、外阿尔泰戈壁、阿拉善戈壁。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近特有属（图 =：Q）。

霸王的模式标本产地《中国植物志》（./（*）：*.R , *88-）记载“产于青海”。经查

本种的 SO3#? 现存巴黎（5），B?6AO3#? 现存圣彼得堡（(<），系 *-/* 年 "#$%& 返回俄国途

中，经由张家口到恰克图之间，在二连附近的锡林霍都格和宝劳津采到的。"#$%& 本人从

来没有去过青海，因此，《中国植物志》的记载是有误的。

我们完全赞同《中国沙漠植物志》（/：/*8 T /=R, *8-+）和《中国植物志》（./（*）：*.R
T *.=, *88-）把 * ! /01+#$0$20（>@64）"6@’??, 并入 * ! "#$%&’"()’$ "#$%&，但是 * ! 3#24&+#154-.
"6@’?? 与 * ! "#$%&’"()’$ "#$%& 的区别仅仅是蒴果的形状（连翅在内）为狭卵形或倒卵形，而

且较小。然而我们多年在野外观察中发现，不仅在一般情况下，我国荒漠区东部的霸王蒴果

大，越向西部逐渐变小，而且在同一植株上也有果大果小的连续变异，一般未完全成熟的蒴

果较小且顶端稍尖，完全成熟的蒴果较大且顶端呈圆形。因此，我们主张将 * ! 3#24&+#154-.
"6@’?? 也并入 * ! "#$%&’"()’$ "#$%&。于是 *(+’,&())-. 属中植株为灌木，花 . 数，蒴果通常具

/翅，偶有 . 翅，叶仅 * 对的类型就只有 * 种了。它与植株均为草本，花 Q 数，蒴果具 Q 棱

或 Q 翅，叶 * T Q 对的驼蹄瓣类型明显区别。因此，我们也赞同《中国植物志》恢复 !#14’6(7
+5-. "#$%& 属名，并将 / 种合为 * 种，使该属成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 * 个特有单种属。

! 区系生态地理分析

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的特有属或近特有属共有 */ 个，其中主要是双子叶植物，有 *=
个属，单子叶植物只有 * 属。*/ 个特有属包括在 + 个科中，其中菊科最多，有 Q 个，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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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藜科和蒺藜科，各有 ! 个。其它十字花科、蔷薇科、豆科、蒺藜科、禾本科各有 " 个，

这充分反映了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区系科属组成的基本特征。"# 个特有属，都是单种属

（$ 个）或双种属（% 个）。

"# 个特有属中有 % 个灌木或小灌木属，# 个半灌木属，# 个多年生草本属，# 个一、

二年生草本属。因此，从生活型组成来看，灌木和半灌木属和种占有优势，这也是亚洲中

部荒漠区植物生活型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对水分的生态适应类群来看，"# 个特有属全部是温带干旱地区的强旱生或旱生植

物，是长期适应自然干旱环境的产物。

从生境类型来看，生于砾石质低山丘陵坡地有 & 个属，生于沙质、沙砾质戈壁的有 ’
个属，生于沙地的有 ! 个属。

从植被的群落成员型性质来看，除钝基草是荒漠区山地草原种外，其它 "! 属植物都

是典型的戈壁荒漠植物种，其中合头藜、戈壁藜、绵刺、蒙古沙冬青、四合木、霸王、喀

什菊等还可以成为亚洲中部荒漠植被的建群种，紊蒿、百花蒿可形成沙地夏雨型一、二年

生草本层片。

表 ! 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特有属地理分布统计表

()*+, " (-, ./)/0./01 /)*+, 23 4,245)6-01)+ 70./50*8/029 23

6+)9/ ,97,:01 4,9,5) 23 7,.,5/ 5,4029 09 ;,9/5)+ <.0)

特有属 =97,:01 >,9,5) " ! # % ’ &
!"#$%&%&$ ?
’((")&)#$%#*+, ? ?
-.#/$.%$ ?
0#&1)%"1.)&, ?
-+2$/&%"3&$ ?
4"11&5$6./&$ ? ? ?
7$,8*2$/&$ ? ? ?
91$8*$%#*.(+( ? ?
0:%,#.("% ?
-&("+/&$ ? ? ?
0:().2($ ? ? ? ? ? ?
;1<&%&$ ? ? ?
0$/8"=:2&+( ? ? ? ? ? ?
(2/)+ % ’ % @ ! ""

注：" A 准噶尔 B-894),5；! A 天山 (0)9.-)9；#A 塔里木

()+0:8；% A 中央戈壁 ;,9/85)+C>2*0；’ A 柴达木 ;-)07):8；

& A 阿拉善 <+).-)9A

在地理分布上，从表 " 的统计中可以看

出，亚洲中部荒漠区的特有属和近特有属集中

分布于蒙古高原的阿拉善地区，有 "" 属；其

次是中央戈壁有 @ 属；天山地区、塔里木、准

噶尔地区分布有 % D ’ 属；柴达木地区最少，

仅有 ! 属。特有属总的分布规律是东部多西部

少，阿拉善荒漠区是亚洲中部荒漠区植物特有

属的分布中心。这一地区是古地中海旱生特有

植物的避难所。因此，阿拉善地区是研究亚洲

中部及蒙古高原植物区系的关键地区，对于阐

明亚洲中部植物区系的起源与演化及其迁移路

线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

从 "# 个特有属的演化起源来分析，它们

是以古地中海旱生植物区系为主的多元起源。

合头藜属和戈壁藜属起源于古地中海旱生区系

的猪毛菜类群 0$1,"1$ .E + A，河西菊属起源于古地中海旱生区系的粉苞菊属 >*"%?/&11$（杨

喜林，"$$!）；连蕊芥属起源于古地中海区系中的蒙古高原旱生区系的花旗竿属 @"%#",#.A
("%（赵一之，"$$@）；四合木属和沙冬青属的起源与热带或亚热带的南美古旱生植物金虎

尾科 F)+604-0)1,),（G+H09，"$’I）或古老常绿喜马拉雅成分黄华木属 !&)#$%#*+,（郑斯绪，

"$’$）和古老常绿非洲旱生植物 !"?$1:/&$ 属（J262K，"$#"）有关；霸王属 0$/8"=:2&+( 与

驼蹄瓣属 4:2")*:11+( 的亲缘关系最近，由于 4:2")*:11+( 的分布区包括古地中海地区（包

括北非、中亚和亚洲中部）、南非、澳大利亚、北美、南美，这种洲际分布格局充分证明

起源于冈瓦纳南古大陆（刘!心，!LLL），显然二者是同一祖型的属；百花蒿属、紊蒿属

与喀什菊属，前 ! 属是非常相近的姊妹属，甚至有人将其归入一属（石铸，"$I’），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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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它 们 都 是 起 源 于 北 方 劳 亚 古 陆 中 蒿 类 !"#$%&’&( !" # $ 的 原 始 类 群（%&’!()*+,++,-./，
0123），与女蒿属 )*++,-*#&( 和亚菊属 !.&(/&( 有相似的演化历史；钝基草属与落芒草属

0"*1,+’&’ 相 近 缘， 为 北 方 植 物 区 系 起 源； 而 革 苞 菊 属 和 绵 刺 属 又 分 别 起 源 于 东

亚 区 系 的 苍 术 属 !#"(2#*-,3$’（马毓泉，0145）和金露梅属的银露梅 4(’&+5,"( 6-(7"(
（赵一之等，待发表）。这些特有属与近特有属既有古老的起源历史，又有从第四纪以后，

随青藏高原的隆起，古地中海的退却，亚洲中部环境的旱化，为适应新的干旱环境而出现

的新的演化或分化，所以这些属的区系性质是古老而又年青的区系成分。

总之，06 个特有属和近特有属在区系上都是单种属和双种属；分类上比较孤立但全

部是被子植物中各个所属科中既起源古老而又进化的类群；在生态上绝大多数是荒漠种，

全部都是强旱生或旱生植物，而且砾石质、沙砾质、沙质戈壁荒漠植物占优势，它们的生

活型以强旱生的灌木和半灌木为主，充分体现了荒漠植被的特征；在地理分布上阿拉善荒

漠是其分布的中心；起源上是多元的，分别由古地中海、东亚、热带或亚热带、泛北极

（北方）和蒙古高原等植物区系成分演化而来，演化起源和迁移路线有本地、东、西、南、

北方向都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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