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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禾本科野生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禾本科植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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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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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亚种!

"

变种"其中
*)+

!

*(+

为植物群落中的建群种或优势种"

('#'+

的种类为优良牧草!是该地区

野生动物和家畜生存的重要食物来源"作物近缘种有赖草属#

!"

#

$%&

$和披碱草属#

'(

#

$%&

$植物约
""

种"防

风固沙植物资源有芨芨草属#

)*+,-.+"/%$

$%拂子茅属#

0-(-$-

1

/2&.3&

$%赖草属等约
!)

种"水土保持植物资

源有早熟禾属#

42-

$%碱茅属#

4%**3,"((3-

$等约
",

种"高海拔地区和北方冷季型草坪草资源有早熟禾属%羊

茅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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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
洽草属#

62"("/3-

$等约
(

种&

关键词!中国喀喇昆仑山"禾本科"资源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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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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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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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喀喇昆仑山位于西昆仑山与西北喜马

拉雅山之间"平均海拔约
*&&&0

"核心区平均海

拔约
,&&&0

%

'(12

以西山脉呈现西北
3

东南

走向"为我国与克什米尔的界山"以东地段被若干

断陷盆地隔离"呈东西走向"断续延伸于平均海拔

)*&&

!

*&&&0

的羌塘高原西北部&

!

'

%调查涉及

的地区具体包括我国新疆境内的塔什库尔干县西

南部喀拉其库尔河两侧及南部叶尔羌河以南的地

区"叶城(皮山(和田三县
"!(

国道西南部及西藏

阿里地区日土县西北部的地区"山体长约
!!&&

40

"宽
!&&

!

""&40

"考察区海拔主要集中在

%,&&

!

**&&0

%该地区冰川发育规模巨大"冰

川面积占到山体总面积的
%'+

"是极地以外冰川

发育最集中的地方&

"

'

%由于高海拔和周边高大山

系对湿润气流的阻挡"该地区气候具有极端寒冷

干旱的特点%降水量随着海拔差异变化很大"北

翼喀拉喀什河谷地的康西瓦年降水量仅
%'00

"

雪线以上的降水量可达
$&&

!

")&&00

"以东降

水量则依次减少%河流均以冰雪融水补给"为季

节性河流"且日变化明显%土壤发育较为原始"土

层浅薄"缺乏腐殖质层"有机质含量小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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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以旱生的荒漠植被类型为主"兼有高寒草原和

高寒草甸"植被类型独具特色%

禾本科植物是人类重要粮食和牲畜的主要饲

草"又是建筑(纤维(药用的原料"在水土保持"防

风固沙等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喀喇昆仑

山地区气候恶劣"植被类型相对较少"但草地面积

比例较高"禾本科植物具有分布广(储量大等特

点"在该地区起着巨大的经济和生态作用%通过

调查该地区禾本科植物种质资源"做出总结与评

价"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畜牧业(草业等方面的作

用"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该地区的植物资源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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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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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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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

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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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下旬对中国喀喇昆仑山西北端塔什库

尔干县西南部的克克吐鲁克(卡拉其古(明铁盖(红

其拉甫等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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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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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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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上旬至

下旬对研究区主体部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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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西南部的叶城

县提热艾力(麻扎(热斯卡木"皮山县的和平桥(古

里巴扎(康西瓦(神仙湾"和田县的大红柳滩(甜水

海(岔路口(红山头和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的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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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空喀山口(松西(多玛(班公湖等地区进行了系

统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对石河子大学植物标

本馆!

?H@

$收存的该地区相关标本的仔细鉴定"并

查阅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

H8I9

$(新疆生态地理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JK/

L@

$(新疆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

JK.

$收存的相关

标本"开展系统的分类学研究"确定资源种类%由

于研究区自然环境极其严酷"植物分布很不均匀"

野外群落调查采用路线调查(典型抽样的方法"利

用
M9?

进行样地定位"在植物生长较为良好的地

区选择面积为
*0N*0

的样方"在样方内调查禾

本科植物种类"并做详细的记录和拍照%

在形态分类学的基础上"根据野外实地调查

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

%/!)

'

"对中国喀喇昆仑山地

区禾本科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进行初步分析"对

其资源利用价值做出初步评价"具体包括牧草(作

物近缘种(防风固沙(水土保持(草坪草(药用等具

有开发利用前景的资源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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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中国喀喇昆仑山野生禾本科植物资源

!

中国喀喇昆仑山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植物种类

较少%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和室内鉴定"以及查阅

其他标本室部分相关标本"整理出该地区禾本科

植物共有
!$

属"

'(

种"

)

亚种"

"

变种"植物名录(

牧草等级及其在群落中的作用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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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以看出该区禾本科植物多种属!

,

种以上$有羊茅属(早熟禾属(碱茅属(披碱草属(

赖草属(拂子茅属(针茅属
'

属"共
,'

种"占总属

数的
%$#(+

"总种数的
'$#$+

#寡种属!

"

!

*

种$

有雀麦属(大麦属(三毛草属(

艹
洽草属(发草属

*

属"共
!"

种"占总属数的
"'#$+

"总种数的

!)#!+

#单种属有芦苇属(旱禾属(看麦娘属(芨芨

草属(固沙草属(狼尾草属
,

属"共
,

种"占总属数

的
%%#%+

"总种数的
'#!+

%在该区植物群落中"

禾本科植物常占有一定优势"有
"$+

!

%!+

的种

类为建群种或共建种"有
",+

!

"$+

的种类为优

势种或亚优势种"两者约占
*)+

!

*(+

%

"#"

中国喀喇昆仑山禾本科植物资源评价

"#"#!

牧草资源
!

中国喀喇昆仑山禾本科植物

中"优良牧草资源丰富"优等牧草
%!

种"占总种数

的
%,#*+

#良等牧草
*"

种"占总种数的
,!#"+

"

共计
('#'+

%早熟禾属有
!%

种
!

亚种"多为优

等牧草"其草质柔软"适口性好"有很强的再生能

力"耐践踏"整个生长期内家畜都喜食"尤其以西

藏早熟禾为代表的植物具有优良的适应性和耐牧

性"野生动物和家畜终年喜食%羊茅属植物有
,

种"均为优等牧草"具有较高的粗蛋白质和粗脂

肪"牛羊均喜食"食后有易上膘(膘情好(毛质好等

特点%三毛草属(

艹
洽草属(发草属共计

'

种植物"

都具有茎叶细嫩"柔软适口"粗蛋白含量高的特

征"均为优等牧草%针茅属植物有
$

种
!

亚种"叶

量丰富"适口性好"冬季枝叶残存好"均为优等牧

草"但放牧期应在针茅属植物未成熟时"由于颖果

成熟后具有非常尖锐的基盘"较为常见的沙生针

茅(荒漠镰芒针茅(紫花针茅等种芒柱和芒针上具

有长羽状毛"动物吃时很容易粘在其毛上"基盘易

刺入家畜皮内"引起家畜的不良反应并影响肉质

和皮质"严重时可危及生命%披碱草属植物有
!)

种及
!

变种"均为良等牧草"其产草量大(分蘖能

力强(耐践踏"适时刈割可调制优质干草"也可调

制青贮饲料"是缺草季节贮草的首选%赖草属植

物有
,

种"

!

亚种"植株高大"产草量大"但由于其

抽穗期适口性下降"均为良等牧草%碱茅属有
!&

种植物"其草质柔软"适口性好"但是由于其种子

小"牛抢食时经常发生阻噎现象"均为良等牧草%

拂子茅属有
,

种植物"叶量丰富"产草量大"但抽

穗后茎秆变硬"适口性降低"均为良等牧草%芨芨

草是旱生密丛型高禾本"秆具髓"开花后茎叶粗

糙"但其产量大(分布广"缺草季节其残存好"为良

等牧草%

"#"#"

作物野生近缘种
!

披碱草属植物以草丛高

大(有效分蘖多(穗大(花多为特征"是小麦和大麦

的近缘种"异花或自花授粉"在遗传上具有
?HO

染色体组%其适应性强(品质优良(产草量及种子

产量高"抗寒耐牧性较强"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常被作物育种家选作麦类作物远缘杂交的对象"

进行转基因研究"是丰富麦类植物和牧草遗传多

样性的基因资源库%该属在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

共有
!)

种及
!

变种"其中耿氏鹅观草为昆仑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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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中国喀喇昆仑山禾本科植物资源名录

编号 属名
!!!!!

种名 牧草等级 群落中的作用

!

芦苇!

4+/-

1

$3."&

$ 芦苇 !

47-%&./-(3&F

P

#-%&./-(3&

$ 良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

羊茅!

5"&.%*-

$ 穗状寒生羊茅!

57283,-F

P

#&

9

+-

1

,3*2(-

$ 优等 优势种

寒生羊茅!

57:/

#

(283-,-

$ 优等 优势种

毛稃羊茅!

57/%;3-&%;&

9

$ 优等 优势种

矮羊茅!

57*2"("&.3&

$ 优等 建群种

短药羊茅!

57;/-*+

#9

+

#

((-

$ 优等 建群种

微药羊茅!

57,3.3<%(-=.-

9>

$ 优等 伴生种

%

早熟禾属!

42-

$ 天山早熟禾!

47.3-,&*+-,3*-

$ 良等 伴生种

克瑞早熟禾!

47:/

#

(2833

$ 优等 伴生种

高原早熟禾!

47-(

9

3

1

",-

$ 良等 主要伴生种

羊茅状早熟禾!

47

>

"&.%*23<"&F

P

#

>

"&.%*23<"&

$ 良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昆仑羊茅状早熟禾!

47

>

"&.%*23<"&F

P

#:%,(%,",&3&

$ 良等 常见种

准噶尔疏穗早熟禾!

47(3

9

&:

#

3F

P

#<&*+%,

1

-/3*-

$ 优等 伴生种

昆仑早熟禾!

47(3.?3,2?3-,-

$ 优等 建群种

美丽早熟禾!

47*-((32

9

&3&

$ 良等 主要伴生种

红其拉甫早熟禾!

47

9

23

9

+-

1

2/%$QAR#+%,*@3(-

9

",&3&

$ 优等 建群种或主要伴生种

密穗早熟禾!

47&

9

3*3

>

2/$(&

$ 优等 伴生种

西藏早熟禾!

47.3;".3*-

$ 优等 优势种或伴生种

草地早熟禾!

47

9

/-.",&3&

$ 优等 伴生种

渐狭早熟禾!

47-..",%-.-

$ 优等 伴生种

雪地早熟禾!

47/-,

1

:%(",&3&

$ 优等 伴生种

)

旱禾属!

'/"$2

9

2-

$ 新疆旱禾!

'7&2,

1

-/3*-

$ 良等 伴生种

*

碱茅属!

4%**3,"((3-

$ 高山碱茅!

47+-*:"(3-,-F

P

#+-*:"(3-,-

$ 良等 伴生种

裸花碱茅!

47,%<3

>

(2/-

$ 良等 伴生种

多花碱茅!

47

>

(2/3<-

$ 良等 伴生种

星星草!

47.",%3

>

(2/-

$ 良等 主要伴生种

碱茅!

47<3&.-,&

$ 良等 亚优势种

帕米尔碱茅!

47

9

-$3/3*-

$ 良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克什米尔碱茅!

47:-&+$3/3-,-

$ 良等 伴生种

斯碱茅!

47&*+3&*+:3,33

$ 良等 伴生种

阿尔金山碱茅!

47-/

A

3,&+-,",&3&

$ 良等 伴生种

喜马拉雅碱茅!

47+3$-(-3*-

$ 良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

雀麦属!

B/2$%&

$ 雀麦 !

B7

A

-

9

2,3*%&

$ 良等 伴生种

直芒雀麦 !

B7

1

"</2&3-,%&

$ 良等 伴生种

'

披碱草属!

'(

#

$%&

$ 垂穗披碱草!

'7,%.-,&

$ 良等 优势种或伴生种

老芒麦!

'7&3;3/3*%&

$ 良等 亚优势种

圆柱披碱草!

'7*

#

(3,</3*%&

$ 良等 伴生种

黑紫披碱草!

'7-./-.%&

$ 良等 伴生种

岷山鹅观草!

'7&*("/%&

$ 良等 亚优势种

喀什鹅观草!

'7:-&*+

1

-/3%&

$ 良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芒颖鹅观草!

'7-/3&.3

1

(%$3&

$ 良等 伴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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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编号 属名
!!!!!

种名 牧草等级 群落中的作用

毛稃鹅观草!

'7-(-.-83*%&

$ 良等 伴生种

耿氏鹅观草!

'7:",

1

33

$ 良等 伴生种

扭轴鹅观草!

'7&*+/",:3-,%&

$ 良等 伴生种

垂穗鹅观草!

'7

9

&"%<2,%.-,&

$ 良等 伴生种

曲芒鹅观草!

'7.&*+3$

1

-,3*%&QAR#.&*+3$

1

-,3*%&

$ 良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光穗曲芒鹅观草!

'7.&*+3$

1

-,3*%&QAR#

1

(-;/3&

9

3*%(%&

$ 良等 伴生种

马格草!

'7

1

(-%*3

>

2(3-6",

1

$ 良等 伴生种

低株鹅观草!

'7

A

-*

C

%"$2,.33

$ 良等 伴生种

$

大麦属!

D2/<"%$

$ 短芒大麦草!

D7;/"83&%;%(-.%$

$ 良等 主要伴生种

布顿大麦草!

D7;2

1

<-,33

$ 良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糙稃大麦草!

D7.%/:"&.-,3*%$

$ 良等 伴生种

(

赖草属!

!"

#

$%&

$ 皮山赖草!

!7

9

3&+-,3*-

$ 良等 伴生种

毛穗赖草!

!7

9

-;2-,%&

$ 良等 建群种或常见种

褐穗赖草!

!7;/%,"2&.-*+

#

%&

$ 良等 伴生种

伊吾赖草!

!7

#

3%,",&3&

$ 良等 伴生种

宽穗赖草!

!728-.%&

$ 良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赖草!

!7&"*-(3,%&F

P

#&"*-(3,%&

$ 中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短毛叶赖草!

!7&"*-(3,%&F

P

#

9

%;"&*",&

$ 中等 亚优势种

!&

三毛草属!

E/3&".%$

$ 绿变穗三毛
E7&

9

3*-.%$F

P

#83/"&*",&

$ 优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蒙古穗三毛!

E7&

9

3*-.%$F

P

#$2,

1

2(3*%$

$ 优等 伴生种

!!

艹
洽草属!

62"("/3-

$

艹
洽草!

67*/3&.-.-QAR#*/3&.-.-

$ 优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芒艹洽草!

67(3.83,2?33

$ 优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

发草属!

F"&*+-$

9

&3-

$ 穗发草!

F7:2"("/323<"&

$ 优等 伴生种

发草!

F7*-"&

9

3.2&-QAR#*-"&

9

3.2&-

$ 优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小穗发草!

F7*-"&

9

3.2&-QAR#$3*/2&.-*+

#

-

$ 优等 伴生种

!%

看麦娘属!

)(2

9

"*%/%&

$ 喜马拉雅看麦娘
)7+3$-(-3*%&

$ 良等 伴生种

!)

拂子茅属!

0-(-$-

1

/2&.3&

$ 拂子茅!

07"

9

3

1

"32&

$ 良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突厥拂子茅!

07.%/:"&.-,3*-

$ 良等 建群种或伴生种

短毛野青茅!

07-,.+2G-,.+23<"&

$ 良等 主要伴生种

天山野青茅!

07.3-,&*+-,3*-

$ 良等 优势种

假苇拂子茅!

07

9

&"%<2

9

+/-

1

$3."&

$ 良等 伴生种

高原野青茅!

07*2$

9

-*.-

$ 良等 伴生种

!*

针茅属!

=.3

9

-

$ 东方针茅!

=72/3",.-(3&

$ 优等 优势种

座花针茅!

=7&%;&"&&3(3

>

(2/-F

P

#&%;&"&&3(3

>

(2/-

$ 优等 建群种

羽柱针茅!

=7&%;&"&&3(3

>

(2/-F

P

#;-&3

9

(%$2&-

$ 优等 亚优势种

昆仑针茅!

=7/2;2/2?&:

#

3

$ 优等 优势种或伴生种

紫花针茅!

=7

9

%/

9

%/"-F

P

#

9

%/

9

%/"-

$ 优等 建群种或共建种

荒漠镰芒针茅!

=7*-%*-&3*-F

P

#<"&"/.2/%$

$ 优等 建群种或优势种

喜马拉雅针茅!

=7+3$-(-3*-

$ 优等 常见种

沙生针茅!

=7

1

(-/"2&-

$ 优等 建群种或共建种

短花针茅!

=7;/"83

>

(2/-

$ 优等 常见种

!,

芨芨草属!

)*+,-.+"/%$

$ 芨芨草!

)7&

9

(",<",&

$ 良等 建群种

!'

固沙草属!

H/3,%&

$ 固沙草!

H7.+2/2(<33

$ 良等 亚优势种或伴生种

!$

狼尾草属!

4",,3&".%$

$ 白草!

47*",./-&3-.3*%$

$ 良等 伴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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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马格草为西藏特有种#喀什鹅观草为新疆特

有种#曲芒鹅观草和光穗曲芒鹅观草为中国新疆

仅分布种"这些种都是今后引种驯化和基因改良

的重要资源%

!!

赖草属植物具有花序粗长(穗多粒大(抗逆性

强等优点"是农牧业上良种繁育的重要基因资源"

也是大麦和小麦的近缘种"能进行异花授粉"在遗

传上具有
KJ

染色体组&

!*

'

%该属在中国喀喇昆仑

山地区有
,

种
!

亚种"其中皮山赖草(褐穗赖草(

伊吾赖草为新疆特有种#宽穗赖草和短毛叶赖草

为中国新疆仅分布种"这些种都是优良的种质资

源"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应该进行引种栽培"为

作物育种提供优良的基因来源%

"#"##

防风固沙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资源
!

昆仑

山地区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加之近年来人为

破坏"土壤沙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中国喀喇昆

仑山地区防风固沙植物资源丰富"拂子茅属(芨芨

草属(固沙草属(赖草属等
!)

种植物均具有发达

的根状茎或沙套"蔓延能力强"具有很有效的防风

固沙作用%早熟禾属(碱茅属(白草(雀麦等
",

种

植物都具有发达的须根系"并可形成连续的群落"

在该地区水土保持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应对

这些良好的资源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引种驯化

并扩繁显得尤为重要%

"#"#$

草坪草植物资源
!

中国喀喇昆仑山有着优

良的草坪草资源"如羊茅属的短药羊茅(矮羊茅(

寒生羊茅"早熟禾属的西藏早熟禾(昆仑早熟禾(

羊茅状早熟禾(红其拉甫早熟禾"

艹
洽草属的

艹
洽草(

芒艹洽草(

种植物"具有植株矮小(分蘖能力强(耐

践踏(抗寒(抗旱(耐贫瘠等特性"是作为北方和高

海拔地区冷季型草坪草的良好资源%

"#"#%

药用植物资源
!

该地区药用植物种类较

少"主要有白草"根茎入药"具有解毒利尿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泌尿系统感染#芦苇"根茎入药"具有

清肺胃热"生津止渴的功效%

"#"#&

合理利用
!

干旱地区是公认的敏感区"也

是自然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区"其中的某一环节

遭到破坏则整个系统即濒临解体&

!,/!'

'

%中国喀喇

昆仑山是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牧民的放牧

区"由于降水量少(气候干旱等特点"草地的再生

能力较差"草地一旦被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恢

复%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野生动

物正常繁衍#首先"必须保证放牧有计划地进行"

必须坚决控制过度放牧"减小草地压力"从而有效

防止草地退化#其次"建立野生禾本科植物种子生

产基地"对覆盖率较低的草地适时进行补种"缓解

植被恢复与重建过程中草地的压力"如夏季在高

寒牧区播种老芒麦和垂穗披碱草具有较好的效

果"种子成熟时易脱落"几年之内便可形成优势群

落#再次"进行羊茅属(早熟禾属等植物种子混播"

可提高草地的产量"并形成较为稳定的禾草群落%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的保护

与利用(放牧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实现该地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禾本科

野生植物共计
!$

属"

'(

种"

)

亚种"

"

变种%在该

区植物群落中"禾本科植物常占有一定优势"有

",+

!

"$+

的种类为优势种或亚优势种"有

"$+

!

%!+

的种类为建群种或共建种"两者约占

*)+

!

*(+

%

该区禾本科优等牧草共有
%!

种"占总种数的

%,#*+

"良等牧草共有
*"

种"占总种数的
,!#"+

"

两者共占
('#'+

"是该地区野生动物和家畜生存

的重要食物来源%

该区小麦族中赖草属和披碱草属共有
"&

种
"

变种"具有优良的耐寒和耐旱性"营养价值高"是

大麦(小麦的近缘种"在育种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

和价值%

芦苇属(拂子茅属(芨芨草属(固沙草属(赖草

属等
!)

种植物具有发达的沙套或根状茎#早熟禾

属(碱茅属(白草(雀麦等
",

种植物具有发达的须

根系"在该地区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方面具有很

重要的生态价值%

草坪草资源中羊茅属(早熟禾属(

艹
洽草属等(

种植物具有抗寒(抗旱(耐贫瘠等典型的北方和高

%'

&(

)

"&!&

草
!

业
!

科
!

学!第
"'

卷
&(

期$



海拔地区冷季型草坪草的特点"具有很好的开发

前景%

该地区气候极端"土壤贫瘠"生态脆弱"植物

的再生能力差"植被一旦破坏难以恢复"故应进行

有计划的放牧"对植被稀少地区适时进行补种"以

实现该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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