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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红碱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资源(并进行区系地理分析(以探明保护区植物的分

布规律(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方法+利用植物生活型和区系地理学原理(采用野外样线样方调查法(

选取
M

条样线
GD

个样点(对保护区的种子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结合查阅资料(对保护区种子植物生活型和植物区系特

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红碱淖自然保护区有野生种子植物
%!%

种(隶属于
LG

科
#L"

属(其中裸子植物
G

科
L

属
"

种(被子植物
L$

科
#L#

属
%GD

种)生活型和区系地理分析结果表明(保护区内植物可分为乔木,灌木,亚灌木,多年生草

本,一年生和两年生草本等
D

种生活型)科的分布区类型有
!

种分布型和
%

变型(属的分布区类型有
#G

种(其中有
#$!

属为温带分布型(占总属数的
L%<%M̂

(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保护区水生,湿生及植物种类多样(且发育良

好)耐盐,耐旱植物种类较多)*结论+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生物多样性较低(生态平衡脆弱(亟待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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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碱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北部榆林市

神木县境内(地处陕蒙交界处(黄土高原西北(毛乌

素沙漠的东南缘(地理坐标为
GMj#Gg

$

G&j%"g/

(

#$&j!%g

$

##$jD!g?

(湖面海拔高程
#%$$K

)保护区

总面积
#$"LM1K

%

(其中湖水面积
!#M$1K

%

(草本

沼泽面积
#$M$1K

%

(固定半固定沙地及农田面积

!LLD1K

%

)红碱淖是一个年轻的内陆湖泊(只有
M$

年历史(系沙区凹地汇聚地下水渗水及天然降水形

成的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淡水湖泊%

#C!

&

)整个保护

区内除了宽阔的水面外(环湖四周还分布有
"

条河

流(成为沙湖的重要水源补充%

%CD

&

)沿湖分布有湿

地,草甸,草原,沙丘以及农田等多种自然或人工植

物群落(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较高的保护价

值%

!CL

&

(同时也是世界濒危鸟类遗鸥的重要栖息地和

繁殖地%

"

&

)

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植物体系(研究

植物多样性的变化可以了解区域微环境的改变)目

前(尚未见有关红碱淖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的研

究报道)为此(本研究在种子植物资源野外调查的

基础上(采用植物生活型,生态型以及区系地理学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自然保护区内种子植物的多样

性和区系特征进行分析(旨在揭示保护区的植物物

种多样性和地理区系特点(为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的

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

研究方法

#<#

!

野外采集样线,样点设置及标本收集

根据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现有植被的分布状况(

采用线路普查与特殊生境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野外调查)沿红碱淖环湖公路设
#

条主要样线(

沿样线两侧各
#IK

范围内徒步采集植物标本(对

沿湖周边典型沙丘,湿地等处进行重点采样)在红

碱淖周围
"

条河流入湖口向上延伸
GIK

处各设置

#

条样线(共
"

条样线(沿河两岸采集植物标本(同

时对河流两岸比较典型的湿地,沙丘,山坡进行重点

采样)对自然保护区内的东葫芦素,西葫芦素以及

尔林兔草原等湿地和草原进行全面调查并采集标

本)野外调查共设置
M

条样线(

GD

个样点(以保证

调查覆盖整个保护区(区内栽培的农作物!包括粮食

作物,蔬菜,果树和花卉植物"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

年
L

月进行为期
%

周的全面调查和采集(

%$#!

年
M

月和
%$#D

年
D

月(对保护区内不同开花季节的

植物进行补充采集(以保证标本收集的完整性)野

外调查陆续收集植物标本
M$$

余份(获取影像资料

D$$

余幅(采集的植物标本均通过查阅植物志及相

关资料%

MC##

&进行鉴定)

#<%

!

植物标本分析

植物生活型和生态型分析采用吴征镒等%

#%

&的

分类方法进行(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采用王荷

生%

#G

&

,吴征镒等%

#!C#L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

型的划分方法进行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保护区种子植物的基本组成

调查结果表明(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现有野生种子

植物
%!%

种!含种下分类群(下同"(隶属于
#L"

属
LG

科!表
#

")其中裸子植物!

W

;

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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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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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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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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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被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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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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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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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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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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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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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3̀43*:3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

松科

Q9+,>3,3

松属

D*)69

油松

D*)691,I6$,%

'

#2+*9

GL

报春花科

Q*9K)-,>3,3

海乳草属

P$,6N

海乳草

P$,6N+,2*1*+%

云杉属

D*.%,

白
!

D*.%,+%

3

%2*

G"

蓝雪科

Q-)KX,

[

9+,>3,3

补血草属

H*+#)*6+

金色补血草

H*+#)*6+,62%6+

%

柏科

R)

J

*344,>3,3

侧柏属

D$,1

3

.$,/69

侧柏

D$,1

3

.$,/69#2*%)1,$*9

GM

龙胆科

W3+09,+,>3,3

芇菜属

!

3

+

M

;#*/%9

芇菜

!

3

+

M

;#*/%9

M

%$1,16+

圆柏属

-,I*),

圆柏

-,I*),.;*)%)9*9

G&

萝摩科

54>-3

J

9,@,>3,3

鹅绒藤属

"

3

),).;6+

紫花合掌消

"

3

),).;6+,+

M

$%N*.,6$%

叉子圆柏

-,I*),86$

&

,2*9

牛皮消

"

3

),).;6+,62*.6$,16+

刺柏属

V6)*

M

%269

杜松

V6)*

M

%2692*

&

*/,

华北白前

"

3

),).;6+;,).#.Q*,)6+

G

麻黄科

?

J

13@*,>3,3

麻黄属

=

M

;%/2,

草麻黄

=

M

;%/2,9*)*.,

地梢瓜

"

3

),).;6+1;%9*#*/%9

9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表
#

!续"

!

R(+09+)3@0,X-3#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

杨柳科

=,-9>,>3,3

杨属

D#

M

6$69

山杨

D#

M

6$69/,8*/*,),

萝雐属

4%1,

M

$%N*9

萝雐

4%1,

M

$%N*9

F

,

M

#)*.,

小叶杨

D#

M

6$699*+#)**

!$

旋花科

R(+:(-:)-,>3,3

打碗花属

",$

3

91%

&

*,

打碗花

",$

3

91%

&

*,;%/%2,.%,

河北杨

D#

M

6$69;#

M

%*%)9*9

旋花属

"#)8#$86$69

旋花

"#)8#$86$69,28%)9*9

柳属

-,$*N

垂柳

-,$*NI,I

3

$#)*.,

刺旋花

"#)8#$86$6912,

&

,.,)1;#*/%9

乌柳

-,$*N.;%*$#

M

;*$,

银灰旋花

"#)8#$86$69,++,))**

旱柳

-,$*N+,196/,),

菟丝子属

"69.61,

菟丝子

"69.61,.;*)%)9*9

沙柳

-,$*N

M

9,++#

M

;*$,

!#

紫草科

V(**,

[

9+,>3,3

琉璃草属

"

3

)#

&

$#996+

大果琉璃草

"

3

)#

&

$#996+/*8,2*.,16+

D

榆科

8-K,>3,3

榆属

7$+69

榆

7$+69

M

6+*$,

鹤虱属

H,

MM

6$,

东北鹤虱

H,

MM

6$,+

3

#9#1*9

L

桑科

](*,>3,3

草属

56+6$69

草

56+6$699.,)/%)9

砂引草属

4%99%29.;+*/*,

砂引草

4%99%29.;+*/*,9*I*2*.,

"

荨麻科

8*09>,>3,3

荨麻属

721*.,

宽叶荨麻

721*.,.,)),I*)*9

附地菜属

?2*

&

#)#1*9

附地菜

?2*

&

#)#1*9

M

%/6).6$,2*9

M

檀香科

=,+0,-,>3,3

百蕊草属

?;%9*6+

百蕊草

?;%9*6+.;*)%)9*9

!%

唇形科

S,K9,>3,3

青兰属

C2,.#.%

M

;,$6+

香青兰

C2,.#.%

M

;,$6++#$/,8*.,

&

蓼科

Q(-

;[

(+,>3,3

蓼属

D#$

3&

#)6+

蓄

D#$

3&

#)6+,8*.6$,2%

益母草属

H%#)6269

益母草

H%#)6269,21%+*9*,

酸模叶蓼

D#$

3&

#)6+$,

M

,1;*

'

#$*6+

细叶益母草

H%#)62699*I*2*.69

西伯利亚蓼

D#$

3&

#)6+9*I*2*.6+

脓疮草属

D,)<%2*,

脓疮草

D,)<%2*,,$,9.;,)*.,

两栖蓼

D#$

3&

#)6+,+

M

;*I*69

黄芩属

-.61%$$,2*,

黄芩

-.61%$$,2*,I,*.,$%)9*9

水蓼

D#$

3&

#)6+;

3

/%2#

M

*

M

%2

水苏属

-1,.;

3

9

毛水苏

-1,.;

3

9I,*.,$*)9*9

酸模属

K6+%N

皱叶酸模

K6+%N.2*9

M

69

夏至草属

H,

&

#

M

9*9

夏至草

H,

&

#

M

9*996

M

*)%

巴天酸模

K6+%N

M

,1*%)1*,

!G

茄科

=(-,+,>3,3

天仙子属

5

3

#9.

3

,+69

天仙子

5

3

#9.

3

,+69)*

&

%2

#$

藜科

R13+(

J

(@9,>3,3

沙蓬属

(

&

2*#

M

;

3

$$6+

沙蓬

(

&

2*#

M

;

3

$$6+9

@

6,22#96+

枸杞属

H

3

.*6+

枸杞

H

3

.*6+.;*)%)9*9

轴藜属

(N

3

2*9

轴藜

(N

3

2*9,+,2,)1;#*/%9

茄属

-#$,)6+

龙葵

-#$,)6+)*

&

26+

藜属

";%)#

M

#/*6+

灰绿藜

";%)#

M

#/*6+

&

$,6.6+

!!

玄参科

=>)*(

J

1)-,*9C

,>3,3

疗齿草属

B/#)1*1%9

疗齿草

B/#)1*1%99%2#1*),

刺藜

";%)#

M

#/*6+,2*91,16+

婆婆纳属

0%2#)*.,

北水苦荬

0%2#)*.,,),

&

,$$*9L,

@

6,1*.,

白藜

.;%)#

M

#/*6+,$I6+

阴行草属

-*

M

;#)#91%

&

*,

阴行草

-*

M

;#)#91%

&

*,.;*)%)9*9

尖头叶藜

";%)#

M

#/*6+,.6+*),16+

母草属

H*)/%2)*,

陌上菜

H*)/%2)*,

M

2#.6+I%)9

菊叶香藜

";%)#

M

#/*6+

&

$,6.6+

!D

紫葳科

V9

[

+(+9,>3,3

角蒿属

S).,28*$$%,

角蒿

S).,28*$$%,9*)%)9*9

杂配藜

";%)#

M

#/*6+;

3

I2*/6+

!L

列当科

B*(X,+>1,>3,3

列当属

B2#I,).;%

列当

B2#I,).;%.,%26$%9.%)9

小藜

";%)#

M

#/*6+9%2#1*)6+

黄花列当

B2#I,).;%

M3

.6#91,.;

3

,

东亚市藜

";%)#

M

#/*6+62I*.6+

!"

狸藻科

S3+09X)-,*9,>3C

,3

狸藻属

712*.6$,2*,

狸藻

712*.6$,2*,86$

&

,2*9

虫实属

"#2*9

M

%2+6+

绳虫实

"#2*9

M

%2+6+/%.$*),16+

!M

车前科

Q-,+0,

[

9+,>3,3

车前属

D$,)1,

&

#

平车前

D$,)1,

&

#/%

M

2%99,

软毛虫实

"#2*9

M

%2+6+

M

6I%26$6+

车前

D$,)1,

&

#,9*,1*.,

雾冰藜属

E,99*,

星状刺果藜

E,99*,/*8,2*.,16+

!&

茜草科

)̀X9,>3,3

茜草属

K6I*,

茜草

K6I*,.#2/*

'

#$*,

地肤属

G#.;*,

地肤

G#.;*,9.#

M

,2*,

D$

菊科

5403*,>3,3

蒿属

(21%+*9*,

艾蒿

(21%+*9*%,2

&3

*

盐角草属

-,$*.#2)*,

盐角草

-,$*.#2)*,%62#

M

,%,

黄花蒿

(21%+*9*,,6)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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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R(+09+)3@0,X-3#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猪毛菜属

-,$9#$,

猪毛菜

-,$9#$,.#$$*),

茵陈蒿

(2%1+*9*,.,

M

*$$,2*9

碱蓬属

-6,%/,

碱蓬

-6,%/,

&

$,6.,

差不嘎蒿

(21%+*9*,;,$#/%)/2#)

角果碱蓬

-6,%/,;%1%2#

M

;

3

$$,

甘肃蒿

(21%+*9*,

&

,)96%)9*9

盐地碱蓬

-6,%/,9,$9,

黑沙蒿

(21%+*9*,#2/#9*.,

滨藜属

(12*

M

$%N

滨藜

(12*

M

$%N

M

,1%)9

白沙蒿

(21%+*9*,9

M

;,%2#.%

M

;,$,

西伯利亚滨藜

(12*

M

$%N9*I*2*.,

鬼针草属

E*/%)9

柳叶鬼针草

E*/%)9.%26,

##

苋科

5K,*,+01,>3,3

苋属

(+,2,)1;69

反枝苋

(+,2,)1;692%12#

'

$%N69

狼把草

E*/%)912*

M

,21*1,

#%

石竹科

R,*

;

(

J

1

;

--,>3,3

蝇子草属

-*$%)%

女娄菜

-*$%)%,

M

2*.,

飞廉属

",2/669

飞?

",2/669.2*9

M

69

蔓茎蝇子草

-*$%)%2%

M

%)9

蓟属

"*29*6+

刺儿菜

"*29*6+9%

&

%16+

麦瓶草

-*$%)%.#)#*/%,

大刺儿菜

"*29*6+9%1#96+

麦蓝菜属

0,..,2*,

王不留行

0,..,2*,9%

&

%1,$*9

蓝刺头属

=.;*)%

M

9

砂蓝刺头

=.;*)%

M

9

&

+%$*)**

#G

马齿苋科

Q(*0)-,>,>3,3

马齿苋属

D#216$,.,

马齿苋

D#216$,.,#$%2,.%,

狗哇花属

5%1%2#

M

,

MM

69

阿尔泰狗哇花

5%1%2#

M

,

MM

69,$1,*.69

#!

金鱼藻科

R3*,0(

J

1

;

--,>3,3

金鱼藻属

"%2,1#

M

;

3

$$6+

金鱼藻

"%2,1#

M

;

3

$$6+/%+%296+

旋覆花属

S)6$,

旋覆花

S)6$,

F

,

M

#)*.,

#D

毛莨科

,̀+)+>)-,>3,3

碱毛茛属

5,$%2

M

%91%9

水葫芦苗

5,$%2

M

%91%9.

3

+I,$,2*,

蓼子朴

S)6$,9,$9#$#*/%9

长叶碱毛茛

5,$%2

M

%91%9261;%)*.,

苦荬菜属

SN%2*9

山苦荬

SN%2*9.;*)%)9*9

水毛茛属

E,12,.;*6+

水毛茛

E,12,.;*6+I6)

&

%*

抱茎苦荬菜

SN%2*99#).;*

'

#$*,

铁线莲属

"$%+,1*9

芹叶铁线莲

"$%+,1*9I6)

&

%*

莴苣属

H,.16.,

蒙山莴苣

H,.16.,1,1,2*.,

灰绿铁线莲

"$%+,1*9

&

$,6.,

蹳菊属

B$

&

,%,

鳍蓟

B$

&

,%,$*6.#

M

;

3

$$,

黄花铁线莲

"$%+,1*9*)12*.,1,

风毛菊属

-,69962%,

草地风毛菊

-,69962%,,+,2,

毛茛属

K,)6).6$69

茴茴蒜

K,)6).6$69.;*)%)9*9

盐地风毛菊

-,69962%,9,$9,

毛茛

K,)6).6$69

F

,

M

#)*.69

苦苣菜属

-#).;69

苣荬菜

-#).;69,28%)9*9

石龙芮

K,)6).6$699.%$%2,169

鸦葱属

-.#2<#)%2,

叉枝鸦葱

-.#2<#)%2,/*8,2*.,1,

唐松草属

?;,$*.126+

瓣蕊唐松草

?;,$*.126+

M

%1,$#*/%6+

蒲公英属

?,2,N,.6+

白花蒲公英

?,2,N,.6+$%6.,)1;6+

短梗箭头唐松草

?;,$*.126+9*+

M

$%N

华蒲公英

?,2,N,.6+I#2%,$*9*)%)9%

#L

小砨科

V3*X3*9@,>3,3

小砨属

E%2I%2*9

细叶小砨

E%2I%2*9

M

#*2%1**

蒲公英

?,2,N,.6++#)

&

#$*.6+

#"

罂粟科

Q,

J

,:3*,>3,3

角茴香属

5

3M

%.#6+

角茴香

5

3M

%.#6+%2%.16+

泥胡菜属

-%22,16$,

伪泥胡菜

-%22,16$,.#2#),1,

#M

十字花科

R*)>9.3*,3

沙芥属

D6

&

*#)*6+

沙芥

D6

&

*#)*6+.#2)616+

碱菀属

?2*

M

#$*6+

碱菀

?2*

M

#$*6+86$

&

,2%

荠属

",

M

9%$$,

荠菜

",

M

9%$$,I629,L

M

,91#2*9

苍耳属

A,)1;*6+

苍耳

A,)1;*6+9*I*2*.6+

独行菜属

H%

M

*/*6+

独行菜

H%

M

*/*6+,

M

%1,$6+

多榔菊属

C#2#)*.6+

阿尔太多榔菊

C#2#)*.6+,$1,*.6+

析属

?;$,9

M

*

菥

?;$,9

M

*,28%)9%

千里光属

-%)%.*#

额河千里光

-%)%.*#,2

&

6)%)9*9

播娘蒿属

C%9.62,*)*,

播娘蒿

C%9.62,*)*,9#

M

;*,

D#

香蒲科

U

;J

1,>3,3

香蒲属

?

3M

;,

水烛

?

3M

;,,)

&

691*

'

#$*,

糖芥属

=2

3

9*+6+

小花糖芥

=2

3

9*+6+.;%*2,)1;#*/%9

小香蒲

?

3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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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R(+09+)3@0,X-3#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

景天科

R*,44)-,>3,3

瓦松属

B2#91,.;

3

9

瓦松

B2#91,.;

3

9

'

*+I2*,169

D%

眼子菜科

Q(0,K(

[

30C

(+,>3,3

眼子菜属

D#1,+#

&

%1#)

小眼子菜

D#1,+#

&

%1#)

M

,)#2+*1,)69

%$

蔷薇科

(̀4,>3,3

萎陵菜属

D#1%)1*$$,

鹅绒萎陵菜

D#1%)1*$$,,)9%2*),

浮叶眼子菜

D#1,+#

&

%1#)),1,)9

朝天萎陵菜

D#1%)1*$$,96

M

*),

角果藻属

:,))*.;%$$*,

角果藻

:,))*.;%$$*,

M

,$6912*9

萎陵菜

D#1%)1*$$,.;*)%)9*9

DG

水麦冬科

')+>,

[

9+,>3,3

水麦冬属

?2*

&

$#.;*)

水麦冬

?2*

&

$#.;*)

M

,$6912%

多茎委陵菜

D#1%)1*$$,+6$1*.,6$*9

D!

泽泻科

5-94K,>3,3

泽泻属

($*9+,

泽泻

($*9+,#2*%)1,$%

地蔷薇属

";,+,%2;#/#9

地蔷薇

";,+,%2;#/#9%2%.1,

慈姑属

-,

&

*1,2*,

慈菇

-,

&

*1,2*,9,

&

*1*

'

#$*,

地榆属

-,)

&

6*9#2I,

地榆

-,)

&

6*9#2I,#

''

*.*),$*9

DD

花蔺科

V)0(K,>3,3

花蔺属

E61#+69

花蔺

E61#+696+I%$$,169

%#

豆科

S3

[

)K9+(4,3

黄芪属

(912,

&

,$69

直立黄芪

(912,

&

,$69,/962

&

%)9

DL

禾本科

W*,K9+,3

赖草属

()%62#$%

M

*/*6+

赖草

()%62#$%

M

*/*6+/,9

3

91,.;

3

9

草木樨状黄芪

(912,

&

,$69+%$*$#1#*/%9

冰草属

(

&

2#

M

2#)

沙芦草

(

&

2#

M3

2#)+#)

&

#$*.,

岩黄耆属

5%/

3

9,26+

塔郎

5%/

3

9,26+$,%8%

芨芨草属

(.;),1;%26+

芨芨草

(.;),1;%26+9

M

$%)/%)9

花棒

5%/

3

9,26+W.#

M

,2*6+

醉马草

(.;),1;%26+*)%I2*,)9

米口袋属

(+I$

3

#12#

M

*9

米口袋

(+I$

3

#12#

M

*9+6$1*

'

$#2,

剪股颖属

(

&

*#91*9

华北剪股颖

(

&

*#91*9#$,8,1,

山黧豆属

H,1;

3

269

山黧豆

H,1;

3

269

@

6*)

@

6%)%28*69

三芒草属

(2*91*/,

三芒草

(2*91*/,,/9.%)*#)*9

锦鸡儿属

",2,

&

,),

柠条锦鸡儿

",2,

&

,),Q#29;*)9Q**

拂子茅属

",$,+,

&

2#91*9

假苇拂子茅

",$,+,

&

2#91*9

M

9%6/#

M

L

;2,

&

+*%1%9

胡枝子属

H%9

M

%/%<,

多花胡枝子

H%9

M

%/%<,

'

#$#2*I6)/,

拂子茅

",$,+,

&

2#91*9%

M

%

&

%

F

#9

苜蓿属

4%/*.,

&

#

天蓝苜蓿

4%/*.,

&

#261;%)*.,

马唐属

C*

&

*1,2*,

止血马唐

C*

&

*1,2*,*9.;,%+6+

草木樨属

4%$*$#169

草木樨

4%$*$#16996,8%#$%)9

隐花草属

"2

3M

9*9

隐花草

"2

3M

9*9,.6$%,1,

棘豆属

BN

3

12#

M

*9

砂珍棘豆

BN

3

12#

M

*9

&

2,.*$$*+,

虎尾草属

";$#2*9

虎尾草

";$#2*98*2

&

,1,

小花棘豆

BN

3

12#

M

*9

&

$,I2,

隐子草属

"$%*91#

&

%)%69

糙隐子草

"$%*91#

&

%)%699

@

6,22#9,

刺叶柄棘豆

BN

3

12#

M

*9,.*

M

;

3

$$,

披碱草属

=$

3

+69

肥披碱草

=$

3

+69%N.%$969

槐属

-#

M

;#2,

苦豆子

-#

M

;#2,,$#

M

%.62#*/%9

画眉草属

=2,

&

2#91*9

大画眉草

=2,

&

2#91*9.*$*,)%)9*9

狼牙刺

-#

M

;#2,8*.**

'

#$*,

大麦属

5#2/%6+

紫野麦草

5#2/%6+8*#*,.%W+

苦马豆属

-

M

;,%2#

M

;

3

9,

苦马豆

-

M

;,%2#

M

;

3

9,9,$96$,

白茅属

S+

M

%2,1,

白茅

S+

M

%2,1,.

3

$*)/2*.,$

野决明属

?;%2+#

M

9*9

披针叶野决明

?;%2+#

M

9*9$,).%#$,1,

白草属

D%))*9%16+

白草

D%))*9%16+

'

$,..*/6+

米口袋属

P6%$/%)91,%/1*,

狭叶米口袋

P6%$/%)91,%/1*,91%)#

M

;

3

$$,

芦苇属

D;2,

&

+*1%9

芦苇

D;2,

&

+*1%9.#++6)*9

%%

?牛儿苗科

W3*,+9,>3,3

?牛儿苗属

=2#/*6+

?牛儿苗

=2#/*6+91%

M

;,)*,)6+

早熟禾属

D#,

硬质早熟禾

D#,9

M

;#)/

3

$#/%9

%G

蒺藜科

a

;[

(

J

1

;

--,>3,3

蒺藜属

?2*I6$69

蒺藜

?2*I6$691%22%912*9

沙鞭属

D9,++#.;$#,

沙鞭

D9,++#.;$#,+#)

&

#$*.,

骆驼蓬属

D%

&

,)6+

骆驼蓬

D%

&

,)6+;,2+,$,

碱茅属

D6..*)%$$*,

碱茅

D6..*)%$$*,/*9

'

,)9

%!

远志科

Q(-

;[

,-,>3,3

远志属

D#$

3&

,$,

远志

D#$

3&

,$,1%)6*

'

#$*,

鹅观草属

K#%

&

)%2*,

鹅观草

K#%

&

)%2*,Q,+#

F

*

%D

大戟科

?)

J

1(*X9,>3,3

大戟属

=6

M

;#2I*,

乳浆大戟

=6

M

;#2I*,$%96$,

针茅属

-1*

M

,

沙生针茅

-1*

M

,

&

$,2%#9,

甘遂

=6

M

;#2I*,Q,)96*

长芒草

-1*

M

,I6)

&

%,),

地锦草

=6

M

;#2I*,;6+*

'

69,

狗尾草属

-%1,2*,

狗尾草

-%1,2*,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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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R(+09+)3@0,X-3#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科
7,K9-

;

属
W3+3*,

种
=

J

3>934

地构叶属

-

M

%2,)9Q*,

地构叶

-

M

%2,)9Q*,16I%2.6$,1,

金色狗尾草

-%1,2*,

&

$,6.,

%L

鼠李科

1̀)K+,>3,3

枣属

:*<*

M

;69

酸枣

:*<*

M

;69

F

6

F

6I, :,*<9

M

*L

)#9%,

D"

莎草科

R

;J

3*,>3,3

苔草属

",2%N

寸草苔

",2%N/,2*6N.6$,

%"

锦葵科

],-:,>3,3

锦葵属

4,$8,

圆叶锦葵

4,$8,2#16)/*

'

#$*,

走茎苔草

",2%N2%

M

1,I6)/,

木槿属

T9X94>)4

野西瓜苗

5*I*9.6912*#)6+

莎草属

"

3M

%269

碎米莎草

"

3M

%269*2*,

%M

柽柳科

U,K,*9>,>3,3

柽柳属

?,+,2*N

柽柳

?,+,2*N.;*)%)9*9

莎草

"

3M

%2692#16)/69

%&

堇菜科

A9(-,>3,3

堇菜属

0*#$,

紫花地丁

0*#$,

3

%/#%)9*9

荸荠属

5%$%#.;,2*9

牛毛毡

5%$%#.;,2*9

3

#Q#9.%)9*9

早开堇菜

0*#$,

M

2*#),)1;,

草属

-.*2

M

69

草

-.*2

M

6912*

@

6%1%2

G$

胡颓子科

?-,3,

[

+,>3,3

沙棘属

5*

MM

#

M

;,%

沙棘

5*

MM

#

M

;,%1;,+)#*/%9

水葱

-.*2

M

691,I%2),%+#)1,)*

G#

千屈菜科

S

;

01*,>3,3

千屈菜属

H

3

1;26+

千屈菜

H

3

1;26+9,$*.,2*,

DM

天南星科

5*,>3,3

菖蒲属

(.#269

菖蒲

(.#269.,$,+69

G%

柳叶菜科

B+,

[

*,>3,3

柳叶菜属

=

M

*$#I*6+

光华柳叶菜

=

M

*$#I*6+.%

M

;,$#91*

&

+,

D&

浮萍科

S3K+,>3,3

紫萍属

-

M

*2#/%$,

紫萍

-

M

*2#/%$,

M

#$

3

22;*<,

沼生柳叶菜

=

M

*$#I*6+

M

$6912%

L$

灯心草科

')+>,>3,3

灯芯草属

V6).69

拟灯心草

V6).699%1.;6%)9*9

GG

小二仙草科

T,-(*,

[

9@,>3,3

狐尾藻属

4

3

2*#

M

;

3

$$6+

穗状狐尾藻

4

3

2*#

M

;

3

$$6+9

M

*.,16+

小灯心草

V6).69,21*.6$,169

狐尾藻

4

3

2*#

M

;

3

$$6+ 8%21*.*$$,L

16+

L#

百合科

S9-9,>3,3

葱属

($$*6+

小根蒜

($$*6++,.2#91%+#)

G!

杉叶藻科

T9

JJ

)*9@,>3,3

杉叶藻属

5*

MM

62*9

杉叶藻

5*

MM

62*99

M

*2,$*9

蒙古韭

($$*6++#)

&

#$*.6+

GD

伞形科

5

J

9,>3,3

阿魏属

J%26$,

硬阿魏

J%26$,I6)

&

%,)6+

萱草属

5%+%2#.,$$*9

黄花菜

5%+%2#.,$$*9.*12*)9

水芹属

B%),)1;%

水芹

B%),)1;%

F

,8,)*.,

L%

鸢尾科

F*9@,>3,3

马蔺属

S2*9

马蔺

S2*9%)9,1,

毒芹属

"*.61,

毒芹

"*.61,8*2#9,

LG

兰科

B*>19@,>3,3

绶草属

-

M

*2,)1;%9

绶草

-

M

*2,)1;%99*)%)9*9

表
%

!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科属种的数量统计

U,X-3%

!

R(K

J

(4909(+(.433@

J

-,+049+013T(+

[H

9,++,(/,0)*3 3̀43*:3

类群

R,03

[

(*

;

科
7,K9-

;

数量

/(<

比例$
^

Q3*>3+0,

[

3

属
W3+3*,

数量

/(<

比例$
^

Q3*>3+0,

[

3

种
=

J

3>934

数量

/(<

比例$
^

Q3*>3+0,

[

3

裸子植物
W

;

K+(4

J

3*K G !<"L L G<D& " %<&$

被子植物
5+

[

9(4

J

3*K L$ &D<%! #L# &L<!# %GD &"<#$

合计
U(0,- LG #$$<$$ #L" #$$<$$ %!% #$$<$$

%<#<#

!

科水平的统计分析
!

红碱淖保护区种子植

物隶属于
LG

个科(其中含
#$

属以上的仅有禾本科

!

W*,K9+,3

(

%%

属",菊科!

5403*,>3,3

(

#&

属",豆科

!

S3

[

)K9+(4,3

(

#G

属"和藜科!

R13+(

J

(@9,>3,3

(

#$

属"等
!

科
L!

属(共占总科数的
L<GD̂

(总属数的

GM<G%̂

)含
%

$

&

属的有唇形科!

S,K9,>3,3

(

L

属",十字花科!

R*)>9.3*,3

(

L

属",毛茛科!

,̀+)+>)C

-,>3,3

(

D

属",莎草科!

R

;J

3*,>3,3

(

!

属",玄参科

!

=>)*(

J

1)-,*9,>3,3

(

!

属",紫草科!

V(**,

[

9+,>3,3

(

!

属",蔷薇科!

(̀4,>3,

(

G

属",旋花科!

R(+:(-:)-,>3C

,3

(

G

属",柏科!

R)

J

*344,>3,3

(

G

属",伞形科!

5

J

9C

,>3,3

(

G

属",茄科!

=(-,+,>3,3

(

G

属",蓼科!

Q(-

;[

(C

+,>3,3

(

%

属",杨柳科!

=,-9>,>3,3

(

%

属"等
%%

科
LL

属(共占总科数的
G!<&%̂

和总属数的
G&<D%̂

)仅

含
#

属的有小二仙草科!

T,-(*,

[

9@,>3,3

",列当科

!

B*(X,+>1,>3,3

",香蒲科!

U

;J

1,>3,3

",榆科!

8-C

K,>3,3

",金鱼藻科!

R3*,0(

J

1

;

--,>3,3

",罂粟科!

Q,C

J

,:3*,>3,3

",柽 柳 科 !

U,K,*9>,>3,3

",胡 颓 子 科

!

?-,3,

[

+,>3,3

",杉叶藻科!

T9

JJ

)*9@,>3,3

",蓝雪科

!

Q-)KX,

[

9+,>3,3

",狸藻科!

S3+09X)-,*9,>3,3

",水麦

冬科!

')+>,

[

9+,>3,3

",花蔺科!

V)0(K,>3,3

",天南星

科!

5*,>3,3

",浮萍科!

S3K+,>3,3

"等
G"

科
G"

属(共

占总科数的
DM<"Ĝ

和总属数的
%%<#L̂

)统计结

果表明(各类群植物分布数量极不均衡(少数科含有

较多的类群(大多数科只含有极少种类)

%<#<%

!

属水平的统计分析
!

红碱淖保护区种子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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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共有
#L"

个属(其中含
D

种及以上的有藜属!

";%L

)#

M

#/*6+

(

M

种",蒿属!

(21%+*9*,

(

"

种"和蓼属

!

D#$

3&

#)6+

(

D

种"等(共
G

属
%$

种(仅占总属数的

#<M$̂

和总种数的
M<%L̂

)含
%

$

!

种的有萎陵菜

属!

D#1%)1*$$,

",柳属!

-,$*N

",碱蓬属!

-6,%/,

",杨

属!

D#

M

6$69

",蒲公英属!

?,2,N,.6+

"等(共
!G

属

#$#

种(占总属数的
%D<"D̂

和总种数的
!#<"!̂

)

仅含有
#

种的有松属!

D*)69

",榆属!

7$+69

"等(共

#%#

属
#%#

种(占总属数的
"%<!D̂

和总种数的

D$<$$̂

(大多数属在保护区内只分布有
#

种植物)

%<%

!

保护区种子植物的生活型和生态型

调查结果表明(红碱淖保护区内的
%!%

种种子

植物有着复杂的生活型)其中乔木有
##

种(占总种

数的
!<DD̂

'灌木和亚灌木共
#L

种(占总种数的

L<L#̂

'草本共
%#D

种(占总种数的
MM<M!̂

!表
G

"(

可知草本植物在保护区内占绝对优势)

表
G

!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内种子植物的生活型类型

U,X-3G

!

S9.3.(*K4(.433@

J

-,+049+013T(+

[H

9,++,(/,0)*3 3̀43*:3

指标

F+@3b

乔木

5*X(*

灌木
V)41

灌木

V)41

亚灌木

=)X41*)X

草本
T3*X

多年生

Q3*3++9,-

一年生$二年生

5++),-(*X93++9,-

合计

U(0,-

种数
/(<(.4

J

3>934 ## #! % #%L M& %!%

比例$
^ Q3*>3+0,

[

3 !<DD D<"M $<MG D%<$" GL<"" #$$

!!

按照水分因素(保护区内
%!%

种植物可分为
L

种不同的生态型)其中中生型植物有
#"M

种(占总

种数的
"G<DD̂

'由于保护区为干旱半干旱的环境(

旱生,旱中生植物共有
%"

种(占总种数的
##<#L̂

'

同时保护区内大小海子以及入湖河流形成的大小面

积不等的湿地和池塘沼泽(为湿生,水生型植物提供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区内这类植物共有
GG

种(占总

种数的
#G<L!̂

)湿中生型植物有
!

种(占总种数

的
#<LD̂

!表
!

")

表
!

!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生态型类型

U,X-3!

!

Y,03*3>(0

;J

34(.433@

J

-,+049+013T(+

[H

9,++,(/,0)*3 3̀43*:3

生态型

?>(0

;J

3

种数

/(<(.4

J

3>934

比例$
^

Q3*>3+0,

[

3

生态型

?>(0

;J

3

种数

/(<(.4

J

3>934

比例$
^

Q3*>3+0,

[

3

旱生
e3*(

J

1

;

09> #% !<&L

湿中生
Q1-3

[

K,09>CK34(

J

1

;

09> ! #<LD

旱中生
e3*(

J

1

;

09>CK34(

J

1

;

09> #D L<%$

湿生
Q1-3

[

K,09> #& "<MD

中生
]34(

J

1

;

09> #"M "G<DD

水生
5

P

),09> #! D<"&

%<G

!

保护区种子植物的区系组成

%<G<#

!

科水平的区系组成
!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分

布的
LG

科种子植物可分为世界广布型!

#

型",泛热

带分布型!

%

型",北温带分布型!

M

型"和旧世界温带

分布型!

#$

型"等
!

种类型!表
D

")

表
D

!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水平的区系组成

U,X-3D

!

5*3,-C0

;J

34(..,K9-934(.433@

J

-,+04

J

3>9349+013T(+

[H

9,++,(/,0)*3 3̀43*:3

分布区类型
5*3,-C0

;J

3

科数
/(<(..,K9-934

比例
^ Q3*>3+0,

[

3

#

世界广布
R(4K(

J

(-90,+ GL D"<#!

%

泛热带分布
Q,+0*(

J

9> & #!<%&

M

北温带分布
/<U3K

J

" ##<##

!

MC!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U3K

J

<6=<U3K

J

<@94

H

)+>03@ M #%<"$

!

MCD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49,6 U3K

J

<=<5K3*<E94

H

)+>03@ % G<#"

#$

旧世界温带分布
B-@Y(*-@U3K

J

< # #<D&

!!

由表
#

和表
D

可知(世界广布型!

#

型"在保护

区有
GL

个科(其中世界性大科菊科!

G%

种$
#&

属",

禾本科!

%L

种$
%%

属",豆科!

#M

种$
#G

属"等在保护

区种类较多'比较大的科如毛茛科!

##

种$
D

属",藜

科!

%#

种$
#$

属"等在保护区内也有较多种类)泛热

带分布型!

%

型"有萝雐科!

54>-3

J

9,@,>3,3

",大戟科

!

?)

J

1(*X9,>3,3

",蒺藜科!

a

;[

(

J

1

;

--,>3,3

",锦葵科

!

],-:,>3,3

",荨麻科!

8*09>,>3,3

",檀香科!

=,+0,-C

,>3,3

",紫葳科!

V9

[

+(+9,>3,3

",天南星科!

5*,>3C

,3

",鸢尾科!

F*9@,>3,3

"等共
&

科
#&

种)北温带分

布型!

M

型"有
#"

个科!含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以及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

个变型")旧世

界温带分布型!

#$

型"仅有柽柳科
#

个科)

%<G<%

!

属水平的区系组成
!

由表
#

和表
L

可知(红

碱淖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
#L"

个属可分为
#G

个分

布区类型)其中世界广布型!

#

型"有
!!

属(含
M#

种'藜属!

";%)#

M

#/*6+

"最多(有
M

种'其次是蒿属

!

(21%+*9*,

"有
"

种(鹅绒藤属!

"

3

),).;6+

"有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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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碱蓬属!

-6,%/,

",铁线莲属!

"$%+,1*9

",毛茛属

!

K,)6).6$69

"和旋花属!

"#)8#$86$69

"各有
G

种'车

前属 !

D$,)1,

&

#

",黄芪属 !

(912,

&

,$69

",苔草属

!

",2%N

"等
#G

属各有
%

种'远志属!

D#$

3&

,$,

",苍

耳属!

A,)1;*6+

"等
%!

属各有
#

种)这一类型中水

生或沼生植物居多(如眼子菜属!

D#1,+#

&

%1#)

",狐

尾藻属!

4

3

2*#

M

;

3

$$6+

",香蒲属!

?

3M

;,

",金鱼藻

属!

"%2,1#

M

;

3

$$6+

",角果藻属!

:,))*.;%$$*,

",芇菜

属!

!

3

+

M

;#*/%9

",草属 !

-.*2

M

69

",灯心草属

!

V6).69

",水麦冬属!

?2*

&

$#.;*)

"等)泛热带分布

型!

%

型"共有
#L

属
#&

种(全部为草本植物)芦苇

属!

D;2,

&

+*1%9

"是保护区内河流浅水处或池塘,沼

泽中常见的植物)三芒草属!

(2*91*/,

",虎尾草属

!

";$#2*9

",画眉草属!

=2,

&

2#91*9

",砂引草属!

(2

&

6L

9*,

",蒺藜属!

?2*I6$69

"则是保护区内草甸,草原以

及沙地,沙丘中常见的植物)东亚和热带美洲间断

分布型!

G

型"仅地榆!

-,)

&

6*9#2I,#

''

*.*),$*9

"

#

属

#

种'旧世界热带分布型!

!

型"仅百蕊草!

?;%9*6+

.;*)%)9*9

"

#

属
#

种'热带亚洲分布型!

"

型"仅苦荬

菜属!

SN%2*9

"

#

属
%

种)在保护区植物区系成分中

所占比重较小)北温带分布型!

M

型"共有
D!

属
M!

种(其中
G"

个属为典型北温带分布型(

#D

个属为北

温带南温带间断分布型!

ML!

型"(

#

个属!鹅观草属

K#%

&

)%2*,

"为环北极分布型!

ML#

型"(

#

个属!小砨

属
E%2I%2*9

"为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型!

MLD

型")这一类型中包含了保护区几乎所有的乔木属(

如松属!

D*)69

",云杉属!

D*.%,

",圆柏属!

-,I*),

",

刺柏属!

V6)*

M

%269

",杨属!

D#

M

6$69

",柳属!

-,$*N

"

和榆属!

7$+69

"等(这些乔木在保护区中常被作为

防风固沙和绿化树种种植)

表
L

!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内种子植物属水平的区系组成

U,X-3L

!

5*3,-C0

;J

34(.

[

3+3*,(.433@

J

-,+04

J

3>9349+013T(+

[H

9,++,(/,0)*3 3̀43*:3

分布区类型

5*3,-C0

;J

3

属
W3+3*,

数量
/(<

比例$
^ Q3*>3+0,

[

3

种
=

J

3>934

数量
/(<

比例$
^ Q3*>3+0,

[

3

#

世界广布
R(4K(

J

(-90,+ !! %L<GD M# GG<!"

%

泛热带分布
Q,+0*(

J

9> #L &<DM #& "<MD

G

东亚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U*(

J

<6=)X0*<?<549,6

!

=<

"

U*(

J

<5K3*<E94

H

)+>03@

# $<L$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B-@Y(*-@U*(

J

9>4 # $<L$ # $<!#

"

热带亚洲分布
U*(

J

<549, # $<L$ % $<MG

M

北温带分布
/<03K

J

D! G%<G! M! G!<"#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549,6 /<5K3*<E94

H

)+>03@

G #<M$ ! #<LD

#$

旧世界温带分布
B-@Y(*-@U3K

J

< %" #L<#" G$ #%<!$

##

温带亚洲分布
U3K

J

<549, L G<D& L %<!M

#%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3@90

(

Y<0(R<549,

D %<&& D %<$"

#G

中亚分布
R<549, D %<&& D %<$"

#!

东亚分布
?<549, G #<M$ G #<%!

#D

中国特有分布
?+@3K9>0(R19+, # $<L$ # $<!#

!!

在灌木植物中(沙柳,乌柳适于沙地沙丘生长(

是很好的防风固沙植物(也是保护区沙地沙丘常见

灌丛群落中的建群种和优势种植物)在草本植物

中(水生,沼生植物如花蔺属!

E61#+69

",水毛茛属

!

E,12,.;*6+

",泽泻属!

($*9+,

",杉叶藻属!

5*

MM

L

62*9

"以及耐盐性的植物碱毛茛属!

5,$%2

M

%91%9

"等

在保护区中都有很好的发育)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

布型!

&

型"仅有胡枝子属!

H%9

M

%/%<,

",野决明属

!

?;%2+#

M

9*9

"和芨芨草属!

(.;),1;%26+

"

G

属
!

种)

旧世界温带分布型!

#$

型"在保护区有
%"

属
G$

种(

其中柽柳属是以地中海至中亚荒漠为中心分布的植

物(在保护区常见于湖边沙地,沙丘等处(沙湖西侧

有长达十余公里的防风固沙人工柽柳林带'另一种

灌木类型沙棘属在保护区也较常见(并且与柽柳,沙

柳混生成为灌丛群落的建群种和优势种'常见的草

本植物有角茴香 !

5

3M

%.#6+%2%.16+

",蓝刺头

!

=.;*)%

M

9

&

+%$*)**

",旋覆花!

S)6$,

F

,

M

#)*.,

",香

青兰!

C2,.#.%

M

;,$6++#$/,8*.,

",北水苦卖!

0%L

2#)*.,,),

&

,$$*9L,

@

6,1*.,

"和疗齿草!

B/#)1*1%99%L

2#1*),

"等)温带亚洲分布型!

##

型"有锦鸡儿属

!

",2,

&

,),

",米口袋属!

P6%$/%)91,%/1*,

",狗哇花

属!

5%1%2#

M

,

MM

69

",蹳菊属!

B$

&

,%,

",地蔷薇属

!

";,+,%2;#/#9

"和轴藜属!

(N

3

2*9

"

L

属
L

种)地中

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型!

#%

型"有隐花草属!

"2

3M

L

9*9

",?牛儿苗属!

=2#/*6+

",阿魏属!

J%26$,

",骆驼

蓬属!

D%

&

,)6+

"和苦马豆属!

-

M

;,%2#

M

;

3

9,

"

D

属
D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种)中亚分布型!

#G

型"有角蒿属!

S).,28*$$%,

",脓

疮草属!

D,)<%2*),

",沙蓬属!

(

&

2*#

M

;

3

$$6+

",沙鞭

属!

D9,++#.;$#,

"和沙芥属!

D6

&

*#)*6+

"

D

属
D

种)

东亚分布型!

#!

型"在本区分布仅有萝雐属!

4%1,L

M

$%N*9

",瓦松属!

B2#91,.;

3

9

"和侧柏属!

D$,1

3

.$,L

/69

"

G

属
G

种)中国特有分布型!

#D

型"仅有地构叶

!

-

M

%2,)9Q*,16I%2.6$,1,

"

#

属
#

种)分布区类型中

缺少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型!

D

型"和热带亚

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型!

L

型"

%

种分布区类型)

G

!

讨
!

论

G<#

!

保护区种子植物的物种组成

红碱淖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其东南部黄

土高原的植被是从森林向草原和荒漠的过渡类

型%

#"C%$

&

)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植被为从温带干草

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类型%

%#C%G

&

)而红碱淖自然

保护区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和黄土高原之间(其植

被属于温带草原类型)本研究调查发现(保护区种

子植物的组成较为单一(含
#$

个属以上的科很少(

只有禾本科,菊科,豆科和藜科
!

个科)这
!

个科也

是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天然植被中比较重要的

科%

#"

(

%G

&

)可见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与黄土高原

以及毛乌素沙漠有一定的相似性)这
!

个科的属数

量和种数量占有明显优势(因此科数量虽然很少(却

包含了近一半的物种数(这些植物具有多种生态型(

分布在各种生态环境中(在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

和维持物种多样性中起着重要作用)

G<%

!

保护区种子植物的生活型和生态型

本研究中(草本植物在红碱淖保护区占有绝对

优势(而乔木种类仅占总种数的
!<DD̂

(灌木和亚

灌木种类仅占
L<L#̂

(保护区缺乏原生森林植被)

本研究中(红碱淖保护区植物的生态型以中生

和旱生为主(这与保护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环

境相一致)但由于保护区还有由沙漠湖泊和
"

条河

流形成的内陆湖泊生态系统(所以也有较多的湿生

和水生植物(保护区植物的生态型具有较为复杂的

多样性)

G<G

!

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组成

本研究中(从科水平分析(保护区植物区系组成

以世界分布型和北温带分布型为主(带有温带性质)

从属水平分析(温带分布型!

M

$

#D

型"在保护区共

有
#$!

属
#GM

种(占保护区植物总属数的
L%<%M̂

和总种数的
D"<$%̂

(表明温带属性是红碱淖自然

保护区植物区系的基本属性)世界广布型!

#

型"在

保护区有
!!

属
M#

种(是保护区重要的植物区系成

分(这一类型中水生,沼生植物以及耐盐耐旱植物发

育良好%

%!

&

(是保护区湿地植物群落,盐性沙地植物

群落以及干旱半干旱沙地,沙丘植物群落中的主要

成分)泛热带分布型!

%

型"在保护区分布的种类较

少(但本类型中的芦苇!

D;2,

&

+*1%9.#++6)

",三芒

草属!

(2*91*/,

",虎尾草属!

";$#2*9

",画眉草属!

=2L

,

&

2#91*9

",砂引草属!

(2

&

69*,

",蒺藜属!

?2*I6$69

"

等在保护区整个生态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结
!

论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区系除了具有与周边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环境相一致的特点之外(也具有

自身的一些特点)

#

"自然保护区内的植物区系成分具有明显的温

带性质)虽然在科水平上并不明显(但在属水平上

温带性质十分突出)

%

"由于淡水湖泊的存在以及沿湖周边河流的发

育(水生,沼生植物种类较多)

G

"红碱淖是一个典型的内陆淡水湖泊(但由于

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量较少(常年入湖河流补

水不足(地下水位浅(土壤盐渍化严重(保护区内出

现了大量耐盐,耐旱植物)

!

"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植物区系组成比较单

一(生态环境脆弱(自我修复能力较差)特别是近年

来湖面蒸发量增大(入湖河流径流量减小(有些河流

接近干涸(使得湖泊面积逐年萎缩(沿河湿地的水生

沼生植物生长正在受到威胁(亟待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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