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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阿尔泰山脉地处亚洲中部!斜跨中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四国国境!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资源丰富'

本文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野外实地调查!比较了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及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野生种

子植物的种类(组成及其分布区类型的差异!分析了四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结果显示$

"

#

#四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资源丰富!按丰富度大小依次为$俄罗斯阿尔泰山
#

蒙古阿尔泰山
#

中国新疆阿尔

泰山
#

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

!

#含
#

种和
!

"

#"

种的科和属在四地阿尔泰山的科和属种都具有绝对优势'

"

%

#四地阿尔泰山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均以世界分布型和北温带分布型为主&在属级水平上!以北温带分布

型(旧世界温带分布型(世界分布型和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型为主'"

'

#四地阿尔泰山种子植物科和属的相似

性系数都超过了
$"<

!说明四地阿尔泰山的亲缘关系密切'研究表明!四地阿尔泰山种子植物区系存在一定的差

异!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对整个阿尔泰山的各个植物区系的接触(混合和特化起桥梁作用'

关键词$阿尔泰山&植物区系&分布区类型&相似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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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是指某一地区或分类单元所有植物的

总和'它是植物界在一定历史自然环境中长期发展

演化而成的结果!也是自然地理环境变迁的重要鉴

证和依据)

#

*

'不同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异质

性!植物区系也有明显区别)

!+1

*

'山区由于地质地貌

复杂多变!海拔高度变化大而引起气候分异!从而导

致各山系的植物区系差异较大)

*+#!

*

'对不同地区植

物区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入

认识区域古地理环境演变和现代地理环境特征!并

且能够揭示物种的古老性(复杂性(独特性和多样

性)

#%+#(

*

'

阿尔泰山横亘亚洲中部!斜跨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中国和蒙古四国'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

!"""93

!南北宽
!$"

"

%$"93

!平均海拔
#$""

"

%"""3

'阿尔泰山是西西伯利亚生物地理区的主

要山脉!是亚洲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最重要的动植

物起源地(生物多样性中心和生态系统的起源中

心)

#&

*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处于阿尔泰山南坡!是西

伯利亚(泛北极(欧亚(北极
)

高山和蒙古等多种生

物区系成分的唯一交汇区'特殊的植被类型与植物

地理区系组成和完整的植被垂直带!具有重要的科

研价值和保护价值'不少学者对阿尔泰山不同片区

的植物区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

!然而对阿尔泰

山不同片区植物区系之间的关系尚无较系统的研

究'笔者对中国新疆阿尔泰山(蒙古阿尔泰山(俄罗

斯阿尔泰山以及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植物区系的组

成及其地理成分等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了四地阿

尔泰山植物相似性!以期为中国新疆阿尔泰山生物

多样性的全球价值的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

!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9,9

!

研究区概况

本文所研究的中国新疆阿尔泰山"

'$_

"

'*_E

!

1(_

"

*'_2

#处于阿尔泰山的中段南坡!西起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边境!东部延伸至新疆木垒县与蒙古接

壤!北部连俄罗斯!南抵北塔山'全长约
&$"93

!平

均宽度
("

"

#'"93

!东部余脉宽约
!"93

'中国新

疆阿尔泰山自西北向东南斜跨了
1

县
#

市$吉木乃

县(哈巴河县(布尔津县(阿勒泰市(福海县(富蕴县(

青河县(奇台县(木垒县'受北冰洋(大西洋冷湿气

候和西伯利亚
)

蒙古高压干燥反气旋的双重影响!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年

平均气温为
)",!`

!极端最高和极端最低气温分

别为
%%,%`

和
)$#,$`

!最热
&

月和最冷
#

月月

平均气温分别为
#$,*`

和
)#(,"`

'中国新疆阿

尔泰山是新疆的多雨中心!降水量随海拔升高而增

加!同时随山体的走势降水从北向南!从西向东逐渐

减少!并且垂直地带性分布特征明显!低山带为

!""

"

%""33

!中山带
%""

"

(""33

!高山带
(""

"

#"""33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土壤类型(性状及土

壤的垂直带结构等方面在中国新疆山地土壤中均具

有代表性!土壤垂直带谱结构最为完整'海拔从低

到高依次分布有山麓平原棕钙土
)

山地棕钙土
)

山

地栗钙土
)

草甸沼泽土
)

山地黑钙土
)

山地棕色针

叶林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甸土
)

山地冰沼土

和高山原始土壤'本区自然条件复杂!水热条件差

异大!加之复杂的地形地貌特征!为多种野生植物的

生存和繁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9,:

!

研究方法

9,:,9

数据来源
!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根据
!"#!

"

!"#'

年在中国新疆阿尔泰山进行植

物资源和植被调查资料!二是对前人文献资料的收

集'文献资料包括$"

#

#新疆植物志(苏联植物志(蒙

古植物志(哈萨克斯坦植物志&"

!

#四地的科学考察

和相关学术期刊(论文中对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

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植物群落描述和样方调查资

料)

!!+%#

*

'

9,:,:

植物名录的建立
!

将野外调查和相关文献资

料相结合!并根据植物拉丁名(中文名以及采集标本

信息等相关数据!核实物种接受名及异名!去掉同种

异名的名称!建立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

坦阿尔泰山植物名录'

9,:,;

!

分布区类型划分
!

科的分布区类型根据吴

征镒的,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述-(,世界种子植物科

的分布区类型系统-及其修订确定'

属的分布区类型根据王荷生的,植物区系地

理-(,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中国种子植物属的

分布区类型-等文献确定)

%!+%'

*

'

9,:,<

!

相似性系数计算
!

四地植物区系的相似程

度依据
?\B6R407X/9.#*#%

年提出的公式计算
U6a

)

!!

%"

"b#

#*

c#""<

!式中的
!

为两地共有科(共

有属或共有种的数量!

"

为甲地植物科"属(种#的数

目!

#

为乙地植物科"属(种#的数目'

!

!

结果与分析

:,9

!

植物种类组成分析

:,9,9

!

四地阿尔泰山植物区系的物种丰富度比较

!

由图
#

可知!中国新疆阿尔泰山有维管束植物

#('#

&

期 曹秋梅!等$阿尔泰山南坡种子植物区系特点分析



图
#

!

四地阿尔泰山维管束植物的组成

#

,

俄罗斯&

$

,

中国新疆&

%

,

蒙古&

&

,

哈萨克斯坦

Z.

I

,#

!

WRB673

T

7/.O.707HQ4/6A54N

T

540O/7H>5O4.K7A0O4.0.0H7AN

T

546B/

#

,YA//.4

&

$

,?R.04M.0

-

.40

I

&

%

,K70

I

75.4

&

&

,[4\49R/O40

#"$

科(

$%"

属(

#'*'

种&俄罗斯阿尔泰山共有维管

束植物
##$

科(

$$&

属(

#**"

种&蒙古阿尔泰山共有

维管束植物
1&

科(

'!&

属(

#$%"

种&哈萨克斯坦阿

尔泰山共有维管束植物
&*

科(

%!'

属(

1"$

种'由此

可以看出四地的野生植物资源丰富!按丰富度降序

排序依次为俄罗斯(蒙古(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阿

尔泰山'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四地

阿尔泰山的蕨类植物均较少!分别占四地维管束植

物总数的
!,"1<

(

!,&#<

(

",&!<

(

%,!!<

&四地的裸

子植物均较匮乏!分别占四地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

(

",&$<

(

",&1<

(

#,%&<

'四地的被子植物

均占当地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

以上!被子植物在

四地均占有绝对的优势'

:,9,:

!

四地种子植物科的组成分析
!

从科级大小

统计结果"表
#

#来看!含
!

"

#"

种的科在中国新疆(

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中

最多!分别为
'1

(

'*

(

%1

(

'"

!占四地种子植物总科数

的
$",$<

(

'*,"<

(

'(,*<

(

$',1<

&含
#

种的科位

居第二!分别为
!#

(

!"

(

!"

(

#$

!占总科数的
!!,#<

(

!","<

(

!',&<

(

!",(<

'含
##

"

!"

种的科数在中

国新疆阿尔泰山位居第三!而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

坦阿尔泰山位居第四!在蒙古阿尔泰山却最少!仅占

总科数的
',*<

'含
!#

"

$"

种的科!在中国新疆(

俄罗斯阿尔泰山中最少!仅占总科数的
$,%<

和

(,"<

&而在蒙古和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明显增多!

占总科数的
#!,'<

和
#%,&<

'含
$"

种以上的大科

在四地阿尔泰山科的组成中均占有一定比例'由此

可以看出四地植物区系均以含
!

"

#"

种的科占优

势!而在四地种子植物科中各类别的数量和其百分

率均有一定差异'

四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的优势科组成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表
!

#'其中菊科"

>/OBN46B4B

#(禾本

科"

JN43.0B4B

#(豆科"

Z4;46B4

#等
#"

个科为四地共

有优势科'优势科所包含的属(种数分别占四地总

属(种数的
(!,&<

(

(%,%<

(

&",%<

(

$1,"<

和

$#,'<

(

(1,%<

(

&',#<

(

(1,%<

'表明四地野生种

子植物区系的种类均仅集中在少数较大的科中!区

系的优势现象均十分明显'与中国新疆阿尔泰山相

比!玄参科在其俄罗斯和蒙古阿尔泰山植物区系中

的作用减弱!而伞形科和百合科(杨柳科(龙胆科在

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植物区系中的作用却增

强'充分显示出了四地野生种子植物优势科的组成

存在差异'各优势科所含的属数(种数在四地野生

种子植物区系中也显示出了差异性!四地阿尔泰山

各优势科所包含的属数和种数按俄罗斯(中国新疆(

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的顺序依次递减!更进一

步表明了
'

个区域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的差异性'

:,9,;

!

四地种子植物属的组成分析
!

表
%

显示!在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卷



属级水平上!含
#

种的属在中国新疆(蒙古(哈萨克

斯坦阿尔泰山野生植物属中占绝对优势!分别占总

属数的
$!,"<

(

'1,$<

和
$",%<

&而俄罗斯阿尔泰

山以含
!

"

#"

种的属占绝对优势!占总属数
'*,%<

'

在四地阿尔泰山种子植物属中与
#"

种以下的属相

比而言!含
##

"

!"

种的属次之&含
!#

"

$"

种的属相

对不发达!含
$"

种以上的属仅偶见于俄罗斯和蒙古

阿尔泰山'这表明四地阿尔泰山种子植物属的分化

较大!含
#"

种及
#"

种以下的中小属非常丰富&含

##

"

!"

属和含
!"

种以上的大属较少!却十分发达!

占有较多的种'

:,:

!

地理成分分析

:,:,9

!

四地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

从表
'

可

以看出!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

山野生种子植物科的地理分布可分别划分为
(

(

(

(

(

(

$

个分布区类型和
&

(

(

(

$

(

'

个变型&其中世界分

布的科在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

泰山"

$%

科(

$&

科(

'&

科(

''

科#最多!其次是北温带

分 布 型 "

!!

科(

!'

科(

!"

科(

#1

科!

$!,'<

(

$$,1,"<

(

$1,*<

(

(!,"<

#和泛热带分布型"

#!

科(

#%

科(

*

科(

1

科!

!1,(<

(

%",!<

(

!(,$<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旧世界温带

分布和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的科在四地阿尔泰

山也有一定比例'综上可知!从科的分布类型来看!

新疆阿尔泰山的最丰富!其次是俄罗斯和蒙古阿尔

泰山!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的最少'四地阿尔泰山

野生种子植物区系中世界分布型占有主要地位!充

分体现了四地植物区系是泛北极植物区系的组成部

分!具有相似的区系形成和演变过程'其次北温带

分布型的科也占有一定较大的比例!说明四地阿尔

泰山植物区系均属于温带性质'

:,:,:

!

四地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

表
$

显示!

在属级水平上!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分别可划分为
#!

(

#!

(

#"

(

*

个分布区类型和
#*

(

#*

(

#1

(

#&

个变型'由此看出中

国新疆(俄罗斯阿尔泰山的种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

最丰富'

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四地阿尔

泰山野生植物属区系成分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

!"$

属!

'$,$<

&

!!(

属!

'1,(<

&

#(1

属!

'$,'<

&

#'$

属!

$$,(<

#'北温带分布型属在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

种子植物区系中的比重高于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

的'其次旧世界温带分布型属在四地阿尔泰山也占

有很大比例"新疆
#"%

属!

!!,1<

&俄罗斯
#"&

属!

!%,"<

&蒙古
&*

属!

!#,%<

&哈萨克斯坦
((

属!

!$,!<

#'世界分布型在四地阿尔泰山属的分布区

类型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新疆
((

属&俄罗斯
(*

属&

蒙古
$#

属&哈萨克斯坦
$#

属#'地中海(西亚至中

亚分布型属在四地阿尔泰山所有属的分布类型中所

占比重位居第三"

($

属!

#','<

&

$(

属!

#!,"<

&

''

属!

##,*<

&

!!

属!

1,'<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

布型属在中国新疆阿尔泰山种子植物区系中的比重

高于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的'在中亚分布类

型中!中国新疆(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

表现出了较大差异"

(,!<

(

%,$<

(

&,"<

(

#,*<

#'

在温带亚洲分布类型中!四地也表现出了较大差异

"

$,#<

(

(,"<

(

*,$<

(

%,$<

#'同时泛热带分布型(

热带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型(旧世界热带分布型(

热带亚洲分布型(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型(东亚分布

型属在四地阿尔泰山种子植物区系中也占有一定的

比例!但是所占比例均较小'

通过上述科(属的地理成分分布类型的分析可

知$四地阿尔泰山植物区系种类丰富!但分布不均(

且区域差异较大'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在科和属的水

平上其地理分布区类型都最丰富!其与地中海(西亚

至中亚分布型的交流明显多于其他三地阿尔泰山

的!其与温带亚洲分布型(中亚分布型的交流多于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而低于其蒙古的'这充分反映

了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由西北向东南欧洲
)

西伯利亚成分减少!一些温带亚洲成分和中亚成分

逐渐增多'中国新疆阿尔泰山是阿尔泰山多种区系

成分汇集(混杂和过渡的区域'

:,;

!

植物区系相似性分析

:,;,9

!

四地植物科的相似性
!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

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共有野生种子

植物
1(

科(

&(

科和
&%

科!因此中国新疆阿尔泰山

与这三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科的相似性系

数分别为
11,!<

(

1(,'<

和
1(,*<

'俄罗斯阿尔泰

山与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共有
&&

科和
&!

科!

三地植物区系科的相似性系数为
1$,#<

和
1%,!<

'

蒙古和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共有
(%

科!两地植物区

系科的相似系数为
1#,1<

'表明在科级水平上!四

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区系关系密切'中国新疆

阿尔泰山与其他三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的

关系比其两两之间的要密切'可见中国新疆阿尔泰

山对阿尔泰山各坡间植物区系的交流(混合和特化

具有重要的作用'

:,;,:

!

四地植物属的相似性
!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

%('#

&

期 曹秋梅!等$阿尔泰山南坡种子植物区系特点分析



书书书

表
!

!

四
地
阿
尔
泰
山
种
子
植
物
科
的
数
量
特
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0
1
2
2
"
3
+
$
+
%
0
1
2
0
%
%
4

5

$
"
)
*
0
+
)
2
1
(
/

5

$
"
-
%
0
1
2
6
$
*
"
+
7
1
(
)
*
"
+
)

科
分
级

8
"
3
+
$

9
:

/
"
4
%

中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
.
+
)
"
<
+
)

=

+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3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

%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山

A
(
0
0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3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

%

蒙
古
阿
尔
泰
山

7
1
)

:

1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3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

%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尔
泰
山

B
"
C
"
D
.
0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3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

%

含
&

种
的
科

8
"
3
+
$

9

-
1
)
*
"
+
)
+
)

:

&
0

5

%
-
+
%
0

E
&

E
E
F
&

E
G

E
G
F
G

E
G

E
H
F
I

&
J

E
G
F
K

含
E

!

&
G

种
的
科

8
"
3
+
$

9

-
1
)
*
"
+
)
+
)

:

E
L
&
G
0

5

%
-
+
%
0

H
M

J
G
F
J

H
N

H
N
F
G

O
M

H
K
F
N

H
G

J
H
F
M

含
&
&

!

E
G

种
的
科

8
"
3
+
$

9

-
1
)
*
"
+
)
+
)

:

&
G
L
E
G
0

5

%
-
+
%
0

&
&

&
&
F
K

&
E

&
E
F
G

H
H
F
N

K
M
F
E

含
E
&

!

J
G

种
的
科

8
"
3
+
$

9

-
1
)
*
"
+
)
+
)

:

E
&
L
J
G
0

5

%
-
+
%
0

J
J
F
O

K
K
F
G

&
G

&
E
F
H

&
G

&
O
F
I

含
J
G

种
以
上
的
科

8
"
3
+
$

9

-
1
)
*
"
+
)
+
)

:

3
1
/
%
*
.
"
)
J
G
0

5

%
-
+
%
0

&
G

&
G
F
J

&
O

&
O
F
G

N
&
&
F
&

E
E
F
I

合
计

!
1
*
"
$

N
J

&
G
G
F
G

&
G
G

&
G
G
F
G

M
&

&
G
G
F
G

I
O

&
G
G
F
G

表
"

!

四
地
阿
尔
泰
山
种
子
植
物
优
势
科
的
比
较

!
"
#
$
%
E

!

;
1
3

5

"
/
+
0
1
)
1
2
4
1
3
+
)
"
)
*
2
"
3
+
$
+
%
0
1
2
0
%
%
4

5

$
"
)
*
0
+
)
2
1
(
/

5

$
"
-
%
0
1
2
6
$
*
"
+
7
1
(
)
*
"
+
)

中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
.
+
)
"
<
+
)

=

+
"
)

:

6
$
*
"
+
7
1
(
)
*
"
+
)

科

8
"
3
+
$

9

属
数

P
%
)
(
0

)
(
3
#
%
/

种
数

Q

5

%
-
+
%
0

)
(
3
#
%
/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山

A
(
0
0
+
"

6
$
*
"
+
7
1
(
)
*
"
+
)

科

8
"
3
+
$

9

属
数

P
%
)
(
0

)
(
3
#
%
/

种
数

Q

5

%
-
+
%
0

)
(
3
#
%
/

蒙
古
阿
尔
泰
山

7
1
)

:

1
$
+
"

6
$
*
"
+
7
1
(
)
*
"
+
)

科

8
"
3
+
$

9

属
数

P
%
)
(
0

)
(
3
#
%
/

种
数

Q

5

%
-
+
%
0

)
(
3
#
%
/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尔
泰
山

B
"
C
"
D
.
0
*
"
)

6
$
*
"
+
7
1
(
)
*
"
+
)

科

8
"
3
+
$

9

属
数

P
%
)
(
0

)
(
3
#
%
/

种
数

Q

5

%
-
+
%
0

)
(
3
#
%
/

菊
科

6
0
*
%
/
"
-
%
"
%

K
J

&
K
E

菊
科

6
0
*
%
/
"
-
%
"
%

K
G

E
H
H

菊
科

6
0
*
%
/
"
-
%
"
%

J
&

E
O
I

菊
科

6
0
*
%
/
"
-
%
"
%

H
G

&
G
N

禾
本
科

P
/
"
3
+
)
%
"
%

H
J

&
E
I

豆
科

8
"
#
"
-
%
"
%

E
E

&
M
E

豆
科

8
"
#
"
-
%
"
%

&
H

&
K
O

禾
本
科

P
/
"
3
+
)
%
"
%

O
E

M
K

豆
科

8
"
#
"
-
%
"
%

E
O

&
G
K

禾
本
科

P
/
"
3
+
)
%
"
%

H
O

&
I
E

禾
本
科

P
/
"
3
+
)
%
"
%

O
N

&
J
E

石
竹
科

;
"
/

9

1

5

.

9

$
$
"
-
%
"
%

&
E

H
N

石
竹
科

;
"
/

9

1

5

.

9

$
$
"
-
%
"
%

&
K

I
G

十
字
花
科

R
/
"
0
0
+
-
"
-
%
"
%

H
K

&
&
&

十
字
花
科

R
/
"
0
0
+
-
"
-
%
"
%

H
K

N
O

豆
科

8
"
#
"
-
%
"
%

&
&

H
H

唇
形
科

S
"
3
+
"
-
%
"
%

E
&

I
G

莎
草
科

;

9
5

%
/
"
-
%
"
%

I
N
H

蔷
薇
科

A
1
0
"
-
%
"
%

&
H

K
H

莎
草
科

;

9
5

%
/
"
-
%
"
%

J
O
H

毛
茛
科

A
"
)
(
)
-
(
$
"
-
%
"
%

&
N

K
N

毛
茛
科

A
"
)
(
)
-
(
$
"
-
%
"
%

&
N

M
O

毛
茛
科

A
"
)
(
)
-
(
$
"
-
%
"
%

&
N

K
E

唇
形
科

S
"
3
+
"
-
%
"
%

&
K

O
E

十
字
花
科

R
/
"
0
0
+
-
"
-
%
"
%

O
I

K
K

石
竹
科

;
"
/

9

1

5

.

9

$
$
"
-
%
"
%

&
M

M
G

石
竹
科

;
"
/

9

1

5

.

9

$
$
"
-
%
"
%

&
I

J
M

蔷
薇
科

A
1
0
"
-
%
"
%

&
I

O
G

莎
草
科

;

9
5

%
/
"
-
%
"
%

&
G

K
K

蔷
薇
科

A
1
0
"
-
%
"
%

E
&

I
J

玄
参
科

Q
-
/
1

5

.
(
$
"
/
+
"
-
%
"
%

&
&

J
I

蓼
科

@
1
$

9
:

1
)
"
-
%
"
%

I
E
N

藜
科

;
.
%
)
1

5

1
4
+
"
-
%
"
%

E
N

K
&

唇
形
科

S
"
3
+
"
-
%
"
%

E
K

K
J

莎
草
科

;

9
5

%
/
"
-
%
"
%

I
J
K

毛
茛
科

A
"
)
(
)
-
(
$
"
-
%
"
%

&
E

E
I

蔷
薇
科

A
1
0
"
-
%
"
%

&
N

J
K

藜
科

;
.
%
)
1

5

1
4
+
"
-
%
"
%

&
I

K
G

唇
形
科

S
"
3
+
"
-
%
"
%

E
&

J
G

杨
柳
科

Q
"
$
+
-
"
-
%
"
%

E
E
I

玄
参
科

Q
-
/
1

5

.
(
$
"
/
+
"
-
%
"
%

&
&

J
G

伞
形
科

T
3
#
%
$
$
+
2
%
/
"
%

O
G

J
H

伞
形
科

T
3
#
%
$
$
+
2
%
/
"
%

E
K

H
K

百
合
科

S
+
$
+
"
-
%
"
%

N
E
J

紫
草
科

R
1
/
"

:

+
)
"
-
%
"
%

E
E

H
N

蓼
科

@
1
$

9
:

1
)
"
-
%
"
%

N
J
E

藜
科

;
.
%
)
1

5

1
4
+
"
-
%
"
%

&
N

H
H

龙
胆
科

P
%
)
*
+
"
)
"
-
%
"
%

I
E
E

蓼
科

@
1
$

9
:

1
)
"
-
%
"
%

I
H
H

紫
草
科

R
1
/
"

:

+
)
"
-
%
"
%

E
G

J
&

蓼
科

@
1
$

9
:

1
)
"
-
%
"
%

&
E

O
J

紫
草
科

R
1
/
"

:

+
)
"
-
%
"
%

&
&

&
M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卷



书书书

表
!

!

四
地
阿
尔
泰
山
种
子
植
物
属
的
数
量
特
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0
1
2

3

%
)
%
/
"
1
2
0
%
%
4

5

$
"
)
*
0
+
)
2
1
(
/

5

$
"
-
%
0
1
2
6
$
*
"
+
7
1
(
)
*
"
+
)

属
分
级

8
%
)
(
0

3

/
"
4
%

中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9
.
+
)
"
:
+
)

;

+
"
)

3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山

@
(
0
0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蒙
古
阿
尔
泰
山

7
1
)

3

1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尔
泰
山

A
"
B
"
C
.
0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含
D

种
的
属

8
%
)
(
0
-
1
)
*
"
+
)
+
)

3

D
0

5

%
-
+
%
0

E
F
G

H
E
I
J

E
K
J

K
H
I
D

E
J
K

K
G
I
H

D
H
L

H
J
I
&

含
E

!

D
J

种
的
属

8
%
)
(
0
-
1
)
*
"
+
)
+
)

3

E
M
D
J
0

5

%
-
+
%
0

E
E
G

K
&
I
N

E
F
H

K
N
I
&

D
N
E

K
H
I
F

D
K
F

K
F
I
G

含
D
D

!

E
J

种
的
属

8
%
)
(
0
-
1
)
*
"
+
)
+
)

3

D
J
M
E
J
0

5

%
-
+
%
0

D
F

&
I
D

E
J

&
I
L

D
K

&
I
&

L
E
I
E

含
E
D

!

H
J

种
的
属

8
%
)
(
0
-
1
)
*
"
+
)
+
)

3

E
D
M
H
J
0

5

%
-
+
%
0

H
D
I
J

L
D
I
&

N
E
I
D

E
J
I
L

含
H
J

种
以
上
的
属

8
%
)
(
0
-
1
)
*
"
+
)
+
)

3

=
1
/
%
*
.
"
)
H
J
0

5

%
-
+
%
0

J
J

&
J
I
F

E
J
I
H

J
J

合
计

!
1
*
"
$

H
D
L

D
J
J

H
&
K

D
J
J
I
J

K
E
D

D
J
J
I
J

&
D
E

D
J
J
I
J

表
"

!

四
地
阿
尔
泰
山
野
生
种
子
植
物
科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对
比

!
"
#
$
%
K

!

9
1
=

5

"
/
+
0
1
)
1
)
"
/
%
"
$
*

O
5

%
0
1
2
2
"
=
+
$
+
%
0
1
2
0
%
%
4

5

$
"
)
*
0
+
)
2
1
(
/

5

$
"
-
%
0
1
2
6
$
*
"
+
7
1
(
)
*
"
+
)

分
布
区
类
型

6
/
%
"
$
*

O
5

%

中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9
.
+
)
"
:
+
)

;

+
"
)

3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山

@
(
0
0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蒙
古
阿
尔
泰
山

7
1
)

3

1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尔
泰
山

A
"
B
"
C
.
0
*
"
)

6
$
*
"
+
7
1
(
)
*
"
+
)

数
量

<
(
=
#
%
/

百
分
率
!

>

?
%
/
-
%
)
*
"

3

%

D
I

世
界
分
布

9
1
0
=
1

5

1
$
+
*
"
)

H
&

M
H
L

M
K
L

M
K
K

M

E
I

泛
热
带
分
布

?
"
)
*
/
1

5

+
-

D
D

E
G
I
F

D
E

&
J
I
E

G
E
F
I
H

L
E
L
I
F

!

E
M
E
I

热
带
亚
洲

"
非
洲
和
中
至
南
美
洲
间
断

!

!
/
1

5

I
6
0
I

#

6
2
/
I
P

9
*
1
Q
I
6
=
%
/
I
R
+
0

;

(
)
-
*
%
4

D
D

D
D

K
I

旧
世
界
热
带
分
布

S
T

!
/
1

5

D
E
I
K

D
E
I
&

D
E
I
N

D
&
I
H

G
I

北
温
带
分
布

<
I
!
%
=

5

I
D
J

H
E
I
K

D
J

H
H
I
G

G
H
G
I
N

N
F
E
I
J

!

G
M
D
I

环
极

$
环
北
极

%

9
+
/
-
(
=

5

1
$
"
/

$

9
+
/
-
(
=
"
/
-
*
+
-

%

D
E

D
D

!

G
M
K
I

北
温
带
和
南
温
带
间
断

$
泛
温
带

%

!

<
I
!
%
=

5

I
P

Q
I
!
%
=

5

I
R
+
0

;

(
)
-
*
%
4

D
D

D
E

D
D

G

N
I

东
亚
和
北
美
间
断
分
布

U
I
6
0
I
P

<
I
6
=
%
/
I
R
+
0

;

(
)
-
*
%
4

D
E
I
K

J
J

J
J

J
J

D
J
I

旧
世
界
温
带
分
布

S
T

!
%
=

5

I
E

L
I
D

D
K
I
L

D
E
I
N

D
F
I
N

!

D
J
M
&
I

欧
亚
和
南
部
非
洲
间
断

U
(
/
"
0
+
"

P
Q
I
6
2
/
I
R
+
0

;

(
)
-
*
%
4

D
D

J
D

D
E
I

地
中
海

"
西
亚
至
中
亚
分
布

7
%
4
+
*
I

#

T
I
6
0
I
*
1
9
I
6
0
I

J
L
I
D

D
L
I
J

D
G
I
G

J
J

!

D
E
M
D
I

地
中
海
至
中
亚
和
南
部
非
洲

"
大
洋
洲
间
断

!

7
%
4
+
*
I
*
1
9
I
6
0

P
Q
I
6
2
/
I

#

6
(
0
*
/
"
$
+
"
R
+
0

;

(
)
-
*
%
4

D
J

J
J

!

D
E
M
E
I

地
中
海
至
中
亚
和
墨
西
哥
至
美
国
南
部
间
断

!

7
%
4
+
*
I
*
1
9
I
6
0

P
7
%
V
+
-
1
*
1
Q
I
W
Q

R
+
0

;

(
)
-
*
%
4

D
D

D
J

!

D
E
M
&
I

地
中
海
至
温
带

M

热
带
亚
洲

"
大
洋
洲
和
南
美
洲
间
断

!

7
%
4
+
*
I
*
1

!
%
=

5

I
X
!
1

5

I
6
0
I

#

6
(
0
*
/
"
$
+
"

P
Q
I
6
=
%
/
I
R
+
0

;

(
)
-
*
%
4

D
D

D
J

合
计

!
1
*
"
$

N
H

D
J
J
I
J

D
J
J

D
J
J
I
J

G
D

D
J
J
I
J

L
&

D
I
J
J

$('#

&

期 曹秋梅!等$阿尔泰山南坡种子植物区系特点分析



书书书

表
!

!

四
地
阿
尔
泰
山
野
生
种
子
植
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对
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1

2

%
.
%
+
"
(
1
-
%
%
3

*

$
"
.
/
-
,
.
1
(
4
+

*

$
"
5
%
-
(
1
6
$
/
"
,
7
(
4
.
/
"
,
.

分
布
区
类
型

6
+
%
"
$
/

0
*

%

中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
8
,
.
"
9
,
.

:

,
"
.

2

6
$
/
"
,
7
(
4
.
/
"
,
.

数
量

;
4
)
#
%
+

百
分
率
!

<

=
%
+
5
%
.
/
"

2

%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山

>
4
-
-
,
"

6
$
/
"
,
7
(
4
.
/
"
,
.

数
量

;
4
)
#
%
+

百
分
率
!

<

=
%
+
5
%
.
/
"

2

%

蒙
古
阿
尔
泰
山

7
(
.

2

(
$
,
"

6
$
/
"
,
7
(
4
.
/
"
,
.

数
量

;
4
)
#
%
+

百
分
率
!

<

=
%
+
5
%
.
/
"

2

%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尔
泰
山

?
"
@
"
A
8
-
/
"
.

6
$
/
"
,
7
(
4
.
/
"
,
.

数
量

;
4
)
#
%
+

百
分
率
!

<

=
%
+
5
%
.
/
"

2

%

B
C

世
界
分
布

'
(
-
)
(

*

(
$
,
/
"
.

D
D

E
D
F

E
&
B

E
&
B

E

G
C

泛
热
带
分
布

=
"
.
/
+
(

*

,
5

B
B

G
C
H

F
G
C
G

&
B
C
I

D
G
C
H

!

G
E
B
C

热
带
亚
洲

"
大
洋
洲
和
中
至
南
美
洲
间
断

!

!
+
(

*

C
6
-
C

#

6
4
-
/
+
"
$
,
"

J
'
C
/
(
K
C
6
)
%
+
C
L
,
-

:

4
.
5
/
%
3

B
M

M
B

!

G
E
G
C

热
带
亚
洲

"
非
洲
和
中
至
南
美
洲
间
断

!

!
+
(

*

C
6
-
C

#

6
1
+
C
J

'
/
(
K
C
6
)
%
+
C
L
,
-

:

4
.
5
/
%
3

M
B

M
M

N
C

热
带
非
洲
和
热
带
美
洲
间
断
分
布

!
+
(

*

C
6
-
C
J

!
+
(

*

C
6
)
%
+
C
L
,
-

:

4
.
5
/
%
3

B
M
C
G

G
M
C
I

B
M
C
N

M
M

I
C

旧
世
界
热
带
分
布

O
P

!
+
(

*

C
N

M
C
F

G
M
C
H

G
M
C
Q

G
B
C
G

!

I
E
B
C

热
带
亚
洲

"
非
洲
和
大
洋
洲
间
断

!

!
+
(

*

C
6
-
C

#

6
1
+
C
J

6
4
-
/
+
"
$
,
"
L
,
-

:

4
.
5
/
%
3

B
B

B
B

H
C

热
带
亚
洲
分
布

!
+
(

*

C
6
-
C

B
M
C
G

B
M
C
G

M
M
C
N

M
M
C
I

!

H
E
I
C

越
南
至
华
南

R
,
%
/
.
"
)
/
(
K
C
'
8
,
.
"

M
M

B
B

Q
C

北
温
带
分
布

;
C
!
%
)

*

C
Q
I

I
&
C
&

B
M
N

I
Q
C
D

D
N

I
&
C
I

&
I

&
&
C
D

!

Q
E
B
C

环
极

$
环
北
极

%

'
,
+
5
4
)

*

(
$
"
+

$

'
,
+
5
4
)
"
+
5
/
,
5

%

N
G

G
N

Q
E
G
C

北
极

E

高
山

6
+
5
/
,
5
S
"
$

*

,
.
%

B
G

B
G

Q
Q

!

Q
E
N
C

北
极
至
阿
尔
泰
和
北
美
洲
间
断

!

6
+
5
/
,
5
/
(

6
$
/
"
,

J
;
C
6
)
%
+
C
L
,
-

:

4
.
5
/
%
3

M
B

B
M

!

Q
E
I
C

北
温
带
和
南
温
带
间
断

$
泛
温
带

%

!

;
C
!
%
)

*

C
J

K
C
!
%
)

*

C
L
,
-

:

4
.
5
/
%
3

F
N

F
I

Q
B

D
F

!

Q
E
&
C

欧
亚
和
温
带
南
美
洲
间
断

!

T
4
+
"
-
,
"

J
!
%
)

*

C
K
C
6
)
%
+
C
L
,
-

:

4
.
5
/
%
3

B
N

B
I

B
N

B
B

F
C

东
亚
和
北
美
间
断
分
布

T
C
6
-
C
J

;
C
6
)
%
+
C
L
,
-

:

4
.
5
/
%
3

D
B
C
N

B
N

N
C
M

D
B
C
D

G
M
C
Q

!

F
E
B
C

东
亚
和
墨
西
哥
美
洲
间
断
分
布

!

T
C
6
-

C
J

7
%
U
,
5
(
(
+
'
C
6
)
%
+
C
P

C
V
C
L
,
-

:

4
.
5
/
%
3

M
B

M
M

B
M
C

旧
世
界
温
带
分
布

O
P

!
%
)

*

C
H
H

G
G
C
Q

H
Q

G
N
C
M

D
B

G
B
C
I

I
F

G
I
C
B

!

B
M
E
B

地
中
海

"
西
亚
和
东
亚
间
断
分
布

!

7
%
3
,
/
C
P

C
6
-
C
J

T
C
6
-
,
"
L
,
-

:

4
.
5
/
%
3

D
Q

I
&

!

B
M
E
G

地
中
海
和
喜
马
拉
雅
间
断

7
%
3
,
/
C
J

C
W
,
)
"
$
C
L
,
-

:

4
.
5
/
%
3

I
&

I
B

!

B
M
E
N
C

欧
亚
和
南
部
非
洲
间
断

T
4
+
"
-
,
"

J
6
1
+
C
L
,
-

:

4
.
5
/
%
3

B
D

B
D

B
M

B
B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卷



书书书

!
!

续
表

!

!

"
#
$
%
&
$
'
(
)

*
+
,
-
(
!

分
布
区
类
型

.
/
(
+
-
%

0
1

(

中
国
新
疆
阿
尔
泰
山

"
2
&
$
+
3
&
$

4

&
+
$

5

.
-
%
+
&
6
#
'
$
%
+
&
$

数
量

7
'
8
,
(
/

百
分
率
!

9

:
(
/
;
(
$
%
+

5

(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山

<
'
=
=
&
+

.
-
%
+
&
6
#
'
$
%
+
&
$

数
量

7
'
8
,
(
/

百
分
率
!

9

:
(
/
;
(
$
%
+

5

(

蒙
古
阿
尔
泰
山

6
#
$

5

#
-
&
+

.
-
%
+
&
6
#
'
$
%
+
&
$

数
量

7
'
8
,
(
/

百
分
率
!

9

:
(
/
;
(
$
%
+

5

(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尔
泰
山

>
+
?
+
@
2
=
%
+
$

.
-
%
+
&
6
#
'
$
%
+
&
$

数
量

7
'
8
,
(
/

百
分
率
!

9

:
(
/
;
(
$
%
+

5

(

A
A
B

温
带
亚
洲
分
布

*
(
8

1

B
.
=
B

C
D

!
B
A

C
E

F
B
G

D
!

H
B
!

H
D
B
!

A
C
B

地
中
海

"
西
亚
至
中
亚
分
布

6
(
)
&
%
B

#

I
B
.
=
B
%
#
"
B
.
=
B

!
F

A
J
B
J

J
J

A
C
B
G

D
C

A
A
B
H

A
F

E
B
J

!

A
C
K
A
B

地
中
海
至
中
亚
和
南
部
非
洲

"
大
洋
洲
间
断

!

6
(
)
&
%
B
%
#
"
B
.
=

L
M
B
.
N
/
B

#

.
'
=
%
/
+
-
&
+
O
&
=

4

'
$
;
%
(
)

J
!

F
C

!

A
C
K
C
B

地
中
海
至
中
亚
和
墨
西
哥
至
美
国
南
部
间
断

!

6
(
)
&
%
B
%
#
"
B
.
=
B
L

6
(
P
&
;
#
%
#
M
B
Q
M

O
&
=

4

'
$
;
%
(
)

A
A

A
A

!

A
C
K
D
B

地
中
海
至
温
带

K

热
带
亚
洲

"
大
洋
洲
和
南
美
洲
间
断

!

6
(
)
&
%
B
%
#

*
(
8

1

B
R
*
#

1

B
.
=
B

#

.
'
=
%
/
+
-
&
+

L
M
B
.
8
(
/
B
O
&
=

4

'
$
;
%
(
)

A
D

D
A

!

A
C
K
!
B

地
中
海
至
北
非

"
中
亚

"
北
美
西
南

"
南
部
非
洲

"
智
利
和
大
洋
洲
间
断

!

6
(
)
&
%
B
%
#
7
B
.
N
/
B

#

"
B
.
=
B

#

M
I

B
7
B
.
8
(
/
B

#

M
B
.
N
/
B

#

"
2
&
-
(
+
$
)

.
'
=
%
/
+
-
R

&
+
O
&
=

4

'
$
;
%
(
)

C
C

A
A

!

A
C
K
F
B

地
中
海
至
中
亚

"
热
带
非
洲

"
华
北
和
华
东

"
金
沙
江
河
谷
间
断

!

6
(
)
&
%
B
%
#
"
B
.
=
B

#

*
/
#

1

B
.
N
/
B

#

7
B
L

S
B
"
2
&
$
+

#

T
&
$
=
2
+

4

&
+
$

5

<
&
U
(
/

V
+
-
R

-
(

0

O
&
=

4

'
$
;
%
(
)

A
A

A
A

A
D
B

中
亚
分
布

"
B
.
=
B

A
W

F
B
C

H
D
B
J

A
C

W
B
G

J
A
B
H

!

A
D
K
A
B

中
亚
东
部

S
B
"
B
.
=
B

F
C

A
A

A

!

A
D
K
C

中
亚
至
喜
马
拉
雅
和
华
西
南

"
B
.
=
B
*
#

X
&
8
+
-
B
L

M
I

B
"
2
&
$
+

J
J

D
G

!

A
D
K
D
B

西
亚
至
喜
马
拉
雅
和
西
藏

I
B
.
=
B
%
#

I
B
X
&
8
+
-
B
L

*
&
,
(
%

A
G

G
G

!

A
D
K
J
B

中
亚
至
喜
马
拉
雅

K

阿
尔
泰
和
太
平
洋
北
美
间
断

!

"
B
.
=
B
*
#

X
&
8
+
-
B
R
.
-
%
+
&

L
:
+
;
&
N
&
;
7
B
.
8
(
/
B
O
&
=

4

'
$
;
%
(
)

G
A

G
G

A
J

东
亚
分
布

S
B
.
=
B

A
G
B
H

C
G
B
J

G
G
B
!

G
G
B
D

!

A
J
B

$

M
X

%

B

中
国

K

喜
马
拉
雅

M
&
$
#
R
X
&
8
+
-
B

A
G

G

!

A
J
B

$

M
T

%

B

中
国

K

日
本

M
&
$
#
R
T
+

1

+
$

C
G

C
A

合
计

*
#
%
+
-

!
A
W

A
G
G
B
G

!
D
J

A
G
G
B
G

J
C
A

A
G
G
B
G

D
A
C

A
G
G
B
G

&('#

&

期 曹秋梅!等$阿尔泰山南坡种子植物区系特点分析



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共有野生种子

植物
'#%

属(

%%"

属和
!(%

属!因此中国新疆阿尔泰

山与这三地阿尔泰山野生植物属的相似性系数分别

为
&1,(<

(

&",'<

和
(%,$<

'俄罗斯阿尔泰山与蒙

古(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共有
%!&

和
!$"

属!其三地

属的相似性系数为
(1,$<

和
$*,#<

'蒙古和哈萨

克阿尔泰山斯坦共有
!"(

属!两地属的相似性系数

为
$(,!<

'在属级水平上!四地表现出了密切的亲

缘关系'然而各地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存在差异!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与其另外三地阿尔泰山野生种子

植物区系属的关系比两两之间的要密切&且中国新

疆阿与俄罗斯阿尔泰山属之间的密切度最高&蒙古

与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属之间的密切度在四地之间

最低'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在阿尔泰山

各植物区系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

!

结论与讨论

四地阿尔泰山由于所处经纬度不同!从而导致

四地的气温(日照(热量(降雨量等存在显著差异'

加之四地阿尔泰山各山的地貌类型多变(地形高差

显著!形成了多变的局部小气候'四地阿尔泰山野

生种子植物受自然地理环境异质性的影响!植物的

种类及其组成(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特征以及区系特

征均表出了明显差异'

#

#四地阿尔泰山的野生种子植物资源丰富'按

丰富度降序排序依次为$俄罗斯(蒙古(中国新疆(哈

萨克斯坦阿尔泰山'阿尔泰山位于世界自然基金会

全球
!""

生态区中的.阿尔泰
)

萨彦山地森林/生态

区'其中俄罗斯占其面积的
(!<

!蒙古占
!*<

!哈萨

克斯坦占
$<

!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占
'<

'因此造成

四地植物野生种子植物丰富度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四地阿尔泰山的面积不同'加之
!"

世纪初!中国新

疆阿尔泰山的的无序开发和大力发展旅游业!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而蒙古阿尔泰山多处于军

事边境区!仅有一些部落分布于此!当地的山地景观

受人为干扰较小仍保持原生态!哈萨克斯坦则由于其

干旱的气候限制了许多西伯利亚成分在该区域的生

存'

!

#含
#"

种以下的科和属均在四地阿尔泰山占

有绝对优势'由于阿尔泰山特殊的地貌地形(土壤

以及气候条件的高度异质性导致了四地阿尔泰山单

种和寡种科(属的优势现象'且四地阿尔泰山植物

科属的组成在数量和种类上存在差异'

%

#从科(属的地理成分分析上来看$四地阿尔

泰山植物科均以世界分布为主!其次是北温带分布'

而四地植物属均以北温带分布类型为主!其次是旧

世界分布型'从科的分布区类型到属的分布区类

型!四地阿尔泰山的温带成分均升高'旧世界温带

分布(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温带亚洲分布(中亚

分布和东亚分布也在四地植物区系中占有一定比

例'充分体现了四地植物区系的多域性'而各科属

的分布类型在四地阿尔泰山中所占比例存在差异'

新疆阿尔泰山在科和属的水平上其地理分布区类型

都最丰富!是阿尔泰山多种区系成分汇集(混杂和过

渡的区域'这是由中国新疆阿尔泰山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独特气候环境同步作用导致的结果'

'

#尽管四地阿尔泰山处于不同的国家!地理位

置相距较远!但四地阿尔泰山的野生种子植物区系

科属的组成及其分布类型上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

性'在科和属级水平上!四地阿尔泰山植物区系之

间的相似性系数都超过了
$"<

!表明了四地阿尔泰

山野生种子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较大'各区域虽然

处于阿尔泰山的不同坡段!然而在阿尔泰山整体的

大背景下!共同处于古北界的阿尔泰山地生物地理

省!植物在后期的演化过程中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异

质性影响逐渐分化出了相应的植被'中国新疆阿尔

泰山与其另外三个坡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科(属的关

系比其它三个坡两两之间的要密切!充分证明了中

国新疆阿尔泰山对整个阿尔泰山各植物区系的交流

与特化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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