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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断 山 区 植 被 分 区

余有德 刘伦辉 张建华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生 态 研 究 所 )

提 要 横断山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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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地势高亢
,

山川相间作南北向平行排列
,

高差 2 0 0。一 3。。。 米
.

区内具有从亚热带至冰雪

带的不同 自然景观
.

植被的地域分异十分显著
.

植被分布呈现出山原植被垂直带规律
.

据此
,

将本区植被划分为 2 个植被区域
,

3 个植被地带
,

11 植被地区
.

关键词 横断山区 植被分区 植被分布

横断山区是在青藏高原东南部
,

川滇藏境内山川南北纵贯的广大地区
。

各家对横断

山区的具体位置定得尚不够一致二‘〕
。

本文所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
:

云南省的怒江州
、

迪

庆州
、

大理市
、

楚雄州和丽江地区
,

四川省的甘孜州
、

阿坝州
、

攀枝花市
、

凉山州和雅安

地区
,

西藏区的昌都地区东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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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

区土地面积约 40万平方公里
。

境内山川相间作南北向平行排列
,

岭谷高差2 00 0一3 000米
。

横断山区西部的梅里雪山海拔 670 0 米
,

而怒江江面海拔仅 2 000 米
,

高差达470 0米
,

这是

世界闻名的纵谷区
。

本区生物
一

气候条件复杂
。

横断山区具有从亚热带到冰雪带的不同自然景观
,

这为世

界所罕见
。

在诸自然地理要素的综合作用下
,

植被 的她域分异十分明显
。

一
、

植被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横断山区属亚热带
一

与青藏高原间过渡地带
,

故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高原高寒植被
。

在 ((中国植被》 〔2 、一书中
,

将 满断山区南北两段的植被分别划入
: “

亚热带 (半湿性 )

常绿阔叶林亚区域
”

的北缘
,

以及
“

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 。

本文基本
_

L采用该书中的植

被分区原则和系统
。

过去的研究二. 〕大多认为
,

横断山区植被具有垂直带规律
; 而近期的观点〔‘ ’ “ ) ’ ‘)认

为
,

横断山区具有水平地带性规律
,

不过它又有别于平原区的植被水平地带
,

并被称之

为
“

山原植被垂直带谱结构
” 。

横断山区由南到北
,

气温
、

湿度递减
,

地势逐级
一

L升
; 而纬度的增加和海拔的上升

,

并

没有使各级高原面具有山地垂直带的气候特征
,

却增强了气候的水平分异
,

这表现为 区内

不同水平地带的植被垂直带潜结构各异
。

如横断山区海拔 3 10 0 米以下山地
,

南段植被组

合为
:

干热河谷落叶阔叶灌丛草坡 (海拔 180 0 米以
一

「)
,

亚热带半湿性学绿阔叶林与云南

1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

灼 77
,

西藏植被的高原地带性及西藏植被区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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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 ( 180 0一 260 0 米)
,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 26 00一3 10 0 米 ) ; 而北段则为另一种植被组

合
: 干早河谷小叶灌丛 (220 0一2 800 米 )

,

山地稀树小叶灌丛 (280 0一 3100 米 )
。

这两种截

然不同的植被组合
,

正是山地植被垂直带分布模式受当地水平气候带影响的结果
,

亦作

为划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与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的主要依据
。

横断山区植被的经向变化
,

主要受海洋性暖湿气流所左右
。

整个纵谷 区以金沙江谷

地 ( 90
0

30 产 E )为中心
,

由干早 (干热)向东西两侧逐渐变为湿润
。

由此而呈现三种植被系

列〔
‘〕: 1

.

湿润系列 (怒山以西 )
,

基带植被为湿性常绿阔叶林 ; 2
.

半湿润系列 , 3
.

半干旱

系列 (大江大河沿岸 )
。

横断山区植被的坡向变化
,

在南北两大植被区域也完全不同
。

横断山区南部亚热带植被区城植被的坡向变化
,

受控于季风来向
。

如在西南季风控

制区 (怒山以西 )
,

西坡迎风湿润
,

基带植被以湿性常绿阔叶林为主
,
东坡背风干燥

,

基

带植被为云南松林和半湿性常绿阔叶林
。

而在东南季风控制 区则相反
。

在横断山区北部高寒植被区域
,

海洋性气候向北逐渐减弱
,

大陆性气候则渐趋增强 ,

南坡为阳坡
,

北坡是阴坡
,

因而植被的坡向变化转为南北对应
,

呈现 出三种植被系列〔
’) :

1
.

阴坡系列
,

生境湿润 ; 2
.

阳坡系列
,

生境干燥 ; 3
.

半阴坡半阳坡系列
,

生境半湿润半干燥
。

高级植被分 区单位应反映地带性的自然地理条件
,

即要考虑温度
、

湿度的水平地带性

变化与植被类型分布之间的关系
。

如横断山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其属高级植被分

区单位)
,

用地带性植被类型—
半湿性常绿阔叶林作为主要依据

,

以体现水平地带性的

热量
、

水分等综合自然地理特征
。

中低级植被分区单位则应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特征
,

因它们与地貌
、

土壤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关系较为密切
。

因此 自然地理因素在植被分区中也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
,

即光
、

热
、

水
、

土等亦要作为植被分区的主要指标
。

山地植被垂直带谱结构受水平气候带控制
,

呈现 出各级植被分 区的群落学特征
。

因此

植被垂直带谱结构常作为划分植被地带或植被地区 (两者分别为中低级植被分区单位 )

的一种依据
。

各地栽培植被的特点有所不同
,

它在植被分区中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植被分区还应考虑组成植被的植物区系成分
。

尤其是不同植被类型的建群种
、

优势

种
,

甚至优势属
、

优势科
,

它们都有特定的分布区域
,

如云南松 尸f , u : y 。朋洲
。
二 i:

与

高山松 尸
.

d。。 : at a
分别在横断山区南段与北段 (或较低处与较高处 )呈替代现象

。

据前所述
,

将横断山区植被分区分为四个级别
:

第一级为植被区域
,

命名式
:
热量带

十 占优势的地带性植被型或亚型及植被组合 十 “区域
” 一词 ; 第二级是植被地带

,

命名

式
:

区域内热量分异带 + 地带内植被亚型 + “
地带

” 一词 , 第三级系植被地区
,

命名式
:

地名 + 群系组 + “地区” 一词 , 第四级乃植被小区 (略 )
。

二
、

植 被 分 区概 述

横断山区植被分区计有 2 个植被区域
,

3 个植被地带
,

11 个植被地区 ( 附图 )
。

现对

植被区域和植被地带作如下叙述
。

1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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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横 断 山 区 植 被 分 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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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工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I 忿
.

南部亚热带半涅性常绿阔叶林地带
: 工又(t 〕

.

攀枝花一元谋

山地云南松林地区
,

1 1 (幻
.

沪水一云龙山原高山拷
、

云南松林地区 ; I t
、

北部亚热带去南松

林与湿性常绿 阔叶林地带
: I : (: )

.

碧江一贡山河谷况性常绿阔叶林地区
,

I : (公
.

丽江一维

西云南松
、

落叶栋混交林地区
,

1 2〔s)
、

西昌一木里云南松
、

丽江云杉林地 区
,

1 : (习
,

沪定

一石棉常绿阔叶
、

落叶混交林地区
。

止
.

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 兀 :

.

高原东南部寒温性常绿针叶林地带
: l 玫(几)

.

德钦
一一

乡城油

麦吊杉
、

长苞冷杉林地区
,

亚 , (幻
.

乾宁一雅江高山松
、

川西云杉林地区
, 皿1 (:) 昌都一白

玉川西云杉
、

鳞皮冷杉林地区
,

l : (劝
.

甘孜一炉霍云杉
、

冷杉林地区
,

亚 : (。)
.

金川一康定

云冷杉混合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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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东南西 二面为横断山区之区界
,

北接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第 I 区域 )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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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包括云南省的怒江州

、

丽江地区全部和迪庆
、

大

理
、

楚雄三州市的部分
,

四川省的甘孜州
、

凉山州
、

雅安地区的部分
,

以及攀枝花市
。

本区域大部分在 云南省境内
。

以 云岭一点苍山一线为界
,

界线之西
,

山川南北纵贯
,

高差2 500米左右
,

当地为典型 的高 山峡谷 区
; 界线之东

,

高原盆地海拔大多在 1500一25 00

米
,

河谷下切至海拔 80 0 米左右
,

山高谷深
,

地势较为崎岖
。

本区域东北部为川西高原之

南部
,

山原海拔常在30 00 米左右
,

江面海拔大多在 500 一80 0 米
,

地貌以中山峡谷为主
。

区域内主要受南亚季风影响
,

兼有东亚季风余波
。

5一 10 月的夏半年当地主要受孟加

拉湾暖湿气流所控制
,

空气湿度大
,

阴天多
,

降雨大
,

日照少
,

湿润
; 11 月至翌年 4 月

的冬半年当地主要受西风南支急流所左右
,

天气晴朗
,

降水少
,

日照多
,

千燥
。

该区域众多高原盆地的年均温 12 一 16 ℃
,

) 10 ℃积温 30 00一5 500 ℃
。

各地年降水量

800一 12 00毫米 (局部地区除外 )
,

年干燥度 1
.

0一 1
.

5
。

与我国东部同纬度地区相比
,

当地

湿润程度较低
,

属半湿润地区
,

这就是形成半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气候背景
。

本区域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分布海拔 1 5 0 0一 260 0 米
;
东西两侧的常绿阔叶林

分布上限降至 2 200一 240 0 米
。

森林上层是常绿阔叶种类
,

它以拷属 C as t。 , 。 P: i : 、

青 冈

属 C 夕e lo b a la n o P s‘s
、

石栋属 L ‘rh o e a r P“ s 等树种为优势
。

区域内云南松林和松栋混交林分布广泛
,

前者分布上限达海拔 3 20 0 米
,

而后者多见

于阴坡上或湿润沟谷内
。

在海拔 300 0 米以上
,

高山松则代替了云南松
。

云南松林的广泛

分布既是本区域植被地理 的一大特点
,

又是本 区域与第 I 区域相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
。

在基带植被以上
,

由石栋属的喜湿种类组成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

分布
_

!二限达海拔

2 800 米左右
, 2 70 0一32 00 米为铁杉或含铁杉的针阔叶混交林 ; 3200一4 20 0 米有寒温性针

叶林广泛分布 , 40 00米 以上为亚高山杜鹃灌丛和草甸
。

切入高原面的河谷具 有特殊的干热生境
,

海拔 1 8 00 米以下发育着干热 (千早 )河谷稀

树灌木草丛等植被
。

本区域植被的植物区系成分相当复杂
,

古热带区系与泛北极 区系作奇妙的混合
,

这充

各类植被中都 有表现
f ‘

· 。

当地植物区系成分的特点是
:

1. 有一系列优势种替代现象
,

如云

南松代替 了马尾松 尸 i。。 , 。 。: : 。 。 i。。。 等
; 2

.

有许多特有属种
,

如金沙江河谷内的护菊

木 夕。
u e l‘a i” 5 1夕n is 、

高山拷 C a sta n o 户5 15 d e la o a 夕i 等
; 3

.

硬叶常绿栋类树种特别发

达
,

)一泛分布于滇西北
、

川酉南
,

常成大面积森林
。

由此可见
,

本区域植被种类成分反映 出

近代生境特点
,
并在区系发生史上与邻区有联系

。

据区域内各类植被的组合差异
,

本区域可划分为 下列 2 个植被地带
。

I
: .

南部亚热带半湿性常绿阔叶林地带

该地带位于横断山区南段
,

东起横断山区东界
,

南同
“

滇中高 原盆谷滇青冈
、

元江拷
、

云南松林亚区
” 红’乃北界大致相当

,

西止漾澳江
, : !匕接北部亚热带云南松林与湿性常绿阔

叶林地带 (第 I
:

地带 ) ; 包括德昌一永胜一洱源一线与大理一大姚一元谋一线之间的地

区
。

本地带的地貌以中山峡谷为主
,

其间夹有少量宽谷盆地
。

江河面海拔一般 50 0一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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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山地海拔多在 1700一30 00 米
,

因而生境的垂直变化明显
。

由于地势较为崎岖
,

各地气候差异就很大
。

年均温 13
.

5一2 1
.

8℃
,

最冷月均温 6
.

8

一 14
.

5 ,C
,

最热月均温 19
.

1一2 7
。

o oC
,

) 10 ℃积温 40 00一 8000 ℃ ; 年降水量 75 0一 1157

毫米
,

但元谋
、

宾川等地仅 600 毫米左右
,

多数地区在 100 0 毫米上下
,

9 0 %的年降水量集

中于 5一10 月 ,
年 日照时数 2 10 0一2 700 小时

,
年千燥度 l

。

0一2
。

8
。

地带内上壤的垂直分布亦较明显
,

主要土类有红壤
、

褐红壤
、

红棕壤等
。

地带的基带植被为半湿性常绿阔叶林
,

是高原山地上的代表性植被类型
,

其分布海拔

在 1500一260 0米处
。

基带植被的种类成分以山毛样科 F a g a c e a e 为主
,

茶科 T h e a e e a e 次

之
,

木兰科 M a g n o h a c e a e 、

樟科 L a u r a c e ae 等的喜湿种类很少
,

故称其为常绿栋类林
。

森林上层主要是滇青冈 C y e lo b a la n o p s i: 夕la 。。o id es 、

黄毛青冈 C
.

d ela v a y茗
、

、

元江

拷 C a sta o o P s‘5 o r tha e a o tha 、

高lIJ 拷等种类
,

常有滇石栋 L fth o e a r P u s d ea lb a to s
、

光叶石栋 L
.

o a ir e i
、

灰背栋 Q o e r e u s s。。e s e e o s 、

落叶和硬叶的栋属 Q
. sp p

, 、

冬青属

Ile x s p p
. 、

银木荷 Sc h io a a r 夕e n tea
等伴生种类

。

林下种类多见水红木 犷 ib u r 。“。 e y
-

lin d r ie u 。
、

珍珠花 L 夕。 , ia o o a li / o ! ia
、

珊瑚冬青 11。“ e o r a llin a v a r . a b e r r a n s 、

梁

王茶 N o rh o Pa n a 二 d e la v a夕 i
、

厚皮香 T 咨r n s tr o e o fa 夕y m ”a n th e : a 、

光叶铃木 E u r 夕a

” itid a
等

。

本地带干热河谷 内土壤主要为燥红土
,

分布在海拔 150 0 米以下
,

生境于旱燥热
,

发

育有稀树灌木草丛和千热河谷灌丛等植被
。

干热河谷的稀树灌木草丛多分布在海拔 70 0一 150 0 米处
。

其间乔木种类主要是木棉

B o o b a x e e￡b a 、

红谏子 T o o n a s u r e , ‘
、

余甘子 P h夕Ila ”th o s eo b l‘e a 、

山黄麻 T r e o a

o r ie n ta li: 、

酸角 T a m a , in d u s ‘n d ie a
等 ; 灌木主要种类有清香木 P ‘: ta e ia w e fn o a n n i -

f
o lia

、

番石榴 P s id iu 。 夕u a ja o a 、

车桑子 D o d o n a o a o is e o s a 、

羊蹄甲 B a u hi n 了a M
a ir o i

等 ; 草本层盖度约 80 %
,

常以黄茅 H o te r o 户。夕o n e o n to r t“ s
为优势

。

河谷干旱小叶灌丛
,

亦是干热河谷内的一个主要植被类型
,

其优势种为 白刺花 s o P
-

h o r o v fc l’‘f
o l‘a

、

马鞍叶羊蹄甲 B a u h‘。‘a fa b e r i
、

清香木
、

车桑 子
、

华南小石积 O ste o -

m 己Ie : s e h二 。r ‘n a 。、

香茶菜 R a b d o s ia sp
.

等 ; 干热河谷下段
,

还见有以仙人掌 O p 。 ”tfa

。 o n ac 。n *ha 、

霸王鞭 E u P ho r b ia a o tfq u o r u 。 等为主的肉质多刺灌丛
,

牡荆 犷‘t
亡二 s p p

.

及云南山妈蛾 D o s o o d iu 。 夕 u n n a n 。”s‘s
等灌丛

。

硬叶常绿栋类林在金沙江
、

雅奢江等河谷两 岸的山地有断续分布
,

优势种为硬叶常绿

高山栋类
,

多以单种优势组成的群落
。

本地带南部金沙江峡谷两岸海拔 1600 一200 0 米的

碳酸盐岩山地
,

常见由铁橡栋 Q u o r e u s e o e e l’f
e r o ‘d es

或法氏栋 Q
.

j
r a o e h etfi为优势

组成的矮林或高灌丛及其他栋类灌丛
。

云南松林和松栋混交林是地带内分布广泛的次生植被
,

不仅为现存森林的优势类型
,

也是本地带植被的重要特征之一
,

主要分布在海拔 1600一2 800 米处
。

林下灌木常见珍珠

花
、

乌鸦果 厂a e e ‘, 1u o f
r a夕ile 、

多种杜鹃 R ho d o d e n d r o n s p p
. 、

水红木等
。

松栋混交

林多生长在温湿的沟谷 内
,

由云南松与黄毛青 冈
、

高山拷
、

滇青冈等组成
。

以包斗栋 L it ho e a r 户“ 5 c r a ib ia ”u s 或多变石栋 L
. v a r io lo s u S

为优势组成的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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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性常绿阔叶林
,

在当地植被中占显著地位
,

分布上限的海拔约 28 00 米
,

如大姚县大 白

草岭和米易县 白坡 山等即是
。

该地带海拔 260 0一4 0 00 米处
,

为温性常绿针叶林和亚高山寒温性针叶林
。

这就是说
,

海拔 3 200 米以下的 阴坡 上或沟谷内为铁杉林
,

其主要种类有云南铁杉 T : 。

ga du m os
。 、

华铁杉 T
. e h‘。 e , s f.s ,

并伴生冷杉 A b ie s s p p
. 、

械 A e e r s p p
.

和桦 B e tu la s p p
.

等 ;

海拔 320 0 米以上为寒湿性针叶林
,

优势种有长苞冷杉 A b f。 :
ge or ge f

、

急尖 长 苞 冷 杉

A
.

夕尸o r夕e￡ v a r . s o ft h ff
、

JI!滇冷杉 A
.

fo r r e s寸fi
。

本地带栽培植被有
:

海拔 16 00一2 500 米处
,

为一年两熟制
,

大春以水稻
、

玉米为主
,

小春主要是小麦
; 海拔 250 0 米以上处

,

是一年一熟制
,

粮作有青棵
、

马铃薯
、

荞麦等
。

地

带内经济作物中
,

棉花
、

甘蔗
、

花生
、

烟草栽培较多 ;柑桔
、

芭蕉
、

香蕉
、

芒果等热带亚热带果

木发展较快
;
发展 反季蔬菜潜力很大

。

本地带发展大农业的限制因素是水分条件欠佳
。

本地带有 2 个植被地区
,

即
:

I
, 了 , )

.

攀枝花一元谋山地云南松林地 区
; I

, 、
、 .

沪

水一云龙山原高山拷
、

云南松林地区(见附图)
。

I
: .

北部亚热带云南松林与湿性常绿阔叶林地带

这东起横断山区东界
,

南接南部亚热带半湿性常绿阔叶地带 (第 I
;

地带 )
,

西 正中缅

国界
,

北与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第 l 区域 )相接
。

带内东西侧的纬度偏北
,

中部偏南
。

本地带的东部 为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
,

地势北高南低
。

大渡河河面

海拔约 80 0 米
,

而其西岸的贡嘎山海拔为 7 556 米
,

地貌呈典型的高山峡谷
,

向南至西 昌

一带地势较低
;
中部为金沙江谷地

,

江面海拔 8 00二 1600 米
,

而玉龙雪山海拔 5 59 6 米
,

高差 40 00 米以上
;
西部为横断纵谷 区

。

地带内自然景观的垂直分异显著
。

地带中气候的特点是
,

干湿季分明
, “

四季无寒暑
,

一雨便成冬
” 。

大多数高原盆地年

均温 1 1
.

0一 18
.

0℃
,

最热月均温 17
.

0一2 0
.

0 ℃
,

最冷月均温 5
.

0一 10
,

0 ℃
,

极端最低温
一 3

.

3一 一 9
.

7 oC
,

> 1 0 ℃积温 350 0一5 850 ℃
,

无霜期 2 10 一30 0 天 ;
年降水量 70 0一 100 0

毫米
,

由东西两侧向中
,

合减少
。

各地气候差异较大
。

本地带的植被主要有高原季风亚热带北部的地域特征
,

兼有向青藏高原植被过渡的

特点
。

作为南部亚热带地带性植被类型的半湿性常绿阔叶林已在本地带内很少见
,

而
一

云

南松林的分布却相当广泛 (怒江中段除外 )
。

这是本地带植被分布的显著特征
。

据考察和

资料分析结果表明
,

这里为
“

云南松的分布中心
旅〔”〕和起源 中心

。

因此 可将木地带大面积

分布的云南松林
,

视为亚热带北部的代表性植被类型
。

云南松林分布海拔 16 00一 30 00 米
,

并往往与常绿或落叶的栋类树种组 成各类松栋混

交林
。

这乃是本地带植被组合的一大特点
。

1
2

地带的植被具有以下过渡性特点
:

1
.

组成植被的植物区系成分
,

既有亚热带西部

偏干性常绿阔叶林的种类
,

又有亚热带东部偏湿性种类
,

如云南松
、

马尾松
、

旱冬瓜 A I”。 :

, 己p 。I。。: i : 、

恺木 月
. 。。。。。对。g y 。 。

等
; 2

.

南段植被 向滇中高原植被过渡
,

如 云南松林

下的植物大多属滇中高原林下偏湿冷性种类
,

即野拨子 E I: hol t抓。 : 。9 0 105
。 、

小铁仔

M y : : i。 。 。
f

, l’c 。 , 。
等 ; 3

.

在植被类型
、

植被垂直带谱结构及植物区系成分上冰地带西

北部 向青藏高原过渡
,

如各类高山栋林
、

亚高山针叶林
、

高山灌丛草甸及云南松
、

高山松之



1 期 佘有 德 等
:
横 断 山 区 值 被分 区

间的替代等
。

本地带的植被垂直带谱结构完整
,

从低处向高处呈现为
:

云南松林及常绿阔叶林带

一温性常绿针叶林带一寒温性常绿针叶林带一高山灌丛草甸带一流石滩植被及亚冰雪植

被带
。

在植被类型
_

L
,

硬叶常绿栋类林集中分布于本地带
,
且类型众多

。

这又是本地带

植被组合的一大特点
。

; 水地带可分为 4 个植被 地 区 (见附图)
:

I
: 、 1 〕

.

碧江一贡 山河谷湿性常绿阔叶林地

区 ; 1
2 〔: )

.

丽江一维西云南松
、

落叶栋混交林地区 ; 1
2 (。 一 西昌一木里云南松

、

丽江云杉

林地区 ; 1
2 (‘ 飞 .

沪定一石棉常绿阔叶
、

落叶混交林地区
。

1
.

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该植被区域在横断山区仅有 1 个植被地带
。

l
: .

高原东南部寒温性常绿针叶林地带

该地带东起邓睐山
,

南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第 I 区域)
,

西止昌都一八宿一伯

舒拉岭一线
,

北为横断山区北界
,

即2 7
“

4 5
‘

一32
0

2 0
‘
N

,
9 7

0

0 0
产

一 102
“

4 0
‘
E

。

地带内地形复杂
,

地势起伏较大
,

山岭海拔大于 50 00 米
,

江河面海拔约 13 00 米
,

高

差 300 0 米以上
,

地貌呈高山峡谷
。

西部海拔多在 3 000 米以上
,

山原面较完整
,

主要呈山原

地貌
,

但在金沙江
、

澜沧江与怒江三江纵谷区河流深切
,

地形破碎
,

高耸险峻
,

举世闻名
。

本地带千湿季分明
:

冬半年空气干燥
,

日照强烈
,

气温日较差大 , 夏半年雨 日多
,

湿

度大
,

气温不高
。

地带内气候垂直地带性较亚热带气候水平地带性明显
,

并具有地域差异
。

纵谷区
,

气温较高
,

降水偏少
,

如海拔 2 70 0 米的巴塘
,

年均温 12
.

4℃
,

> 10 ℃积 温 3印 0℃
,

年降水量 560 毫米 ; 而高原面上
,

气温偏低
,

降水较充沛
,

冬季严寒 又漫长
,

如地处 山原面
_

L海拔 39 50 米的理塘
,

年均温仅 3
.

0℃
,

》 10 ℃积温 3 45 ℃
,

年降水量 785 毫米〔
7 )

。

由此
,

l : 地带的植被垂直分异明显
。

基带植被为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

此向

上依次为亚高山针叶林一高 山灌丛草甸一流石滩植被等
。

本地带是横断山区亚高山针叶林的集中分布区
。

亚高山针叶林在 区内亦属典型的植

被类型
,

其中以川西云杉 p ie e a 11左ia n g e n s is v a r .

ba lj
o u r ￡a n a

林
、

鳞皮冷杉 A b fe s

sq “a川 a ta
林

、

高山松林为主
。

:

海拔 3 00 0 米以下的植被以干旱河谷灌丛为主
,

代表类型有白刺花
、

小马鞍叶羊蹄甲

B 。 。h‘。 i。 f
。b 。; ‘ v a r .

o ie r o p h y lla 、

对节木 s a 夕e r o tia p y e n o p h〕
,
lla
等

。

南北两段

的灌丛种类成分差异较大
:
南段多热带亚热带成分

,

如 白刺花
、

羊蹄 甲
、

金合欢 A Ca 。:’a

s p
. 、

清香木
、

小叶香精 厂ite 二 。e 夕u n d o v a r .

o ie r o Ph夕lla 、

草 沉 香 E x e o e e a r ia a c e -

r if
o lfa 、

黄茅等
; 中北段主要是金露梅 p o 才e ”tflla

f
r u tfC o s a 、

高 山绣线 菊 s户fr a e a

a lP in a 、

锦鸡儿 C a r a夕a n a sp p
. 、

JI!甘亚菊 A ja n ia P o ta n i , : ‘i等多种亚高山灌丛成分
。

本地带南部的阴坡上或沟谷内
,

保存有常绿与落叶阔 l子卜混交 林
,

主 要 种类 有 油樟

C i , : 。 a , 。o 。: : ,二 lo n 夕ip a n ie :‘la tu m
、

Jll桂 C
.

切 11 5 0 : if
、

多种樟 L i , Zd e r a s p p
. 、

漆树

天h “: S p p
.

等

海拔300 0一 4 0 0 0米的阴坡和半阴坡上为亚高 山针廿十林
,

其中以川西云杉林分布最广
,

鳞皮冷杉林次之
,

森林上限在藏东南可达海拔 4 4 0 0 米
。

长苞冷杉
、

丽江冷杉分布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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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东南部
,

常与川西云杉
、

鳞皮冷杉混交成林
。

在 亚高山针叶林分布区的阳坡或半 阳坡

上
,

生长有大面积高山栋林
。

在本地带南部
,

高山松林取代云南松林
,

并呈成片纯林 (这是本地带植被分布的显著

特征之一 )
,

分布海拔 30 00一36 00 米
,

主要伴有川滇高山栋 Q u e r e u s a g u if
o lio id 。s 、

JI}

西云杉
、

白桦 B e tu la P ia t夕P h夕Ila
、

杨 P o P u lu : 、

华山松 P in u s a r o a n d i i等
。

海拔约 4000米阴坡或半阴坡上见落叶松林
。

南北种类有异
:

南段为大果红杉 L ar :’x

p of an i”“ v a r .

胡ac
r
oc

“犷p a
林

,

北段为红衫 L
.

p ot 勃 i川i 林
。

两者都分布在冷衫林
、

云杉林之上
,

呈窄带状或零星生长
。

此 外
,

华 山松林常跨带分布于阴湿沟谷 内
。

铁杉林在阻坡或半阴坡上多有生长
。

海拔 30 00一4000 米的阳坡或半阳坡上 以灌丛为主
,

再上则为高山灌丛草甸植被
,

种

类多为川滇高山栋
、

矮高山栋 Q o e r e u s o o n i , o tr ie ha 、

多种杜鹃
、

锦鸡儿
、

山柳 S a lix

sPp
. 、

窄叶鲜卑花 S ib i r a e d a n g u : ta ta
、

金露梅
、

华西银露梅 P o to n tilla g lo b r a
、

高

山绣线菊等
。

海拔 38 00一4 4 00 米处为高山草甸植被
。

海拔 4 400 米至雪线处为风毛菊 Sa u 、s :‘r e 。 、

虎耳草 Sa xl’j
; a g a 、

地衣等组成之高山流石滩植被
。

本地带的植被区系成分有如下特点
: 卜热带亚热带区系成分与温带区系成分作奇妙

的混合
,

两者均分布在海拔 30 00 米以下
,

结合在同一类型中
; 2

.

第三纪孑遗植物
、

我国

西部特有种和高山植物区系
,

种类多
,

数量大
,

分布广
。

该地带植被有下述特征
:

1
.

与西部相比
,

东部群落类型
、

种类成分及结构等要复杂

些 ; 2
.

植被的坡向变化显著
,

并常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 3

.

植被分布具有明显
“

倒

置
”

现象
,

如川西云杉林生长在冷杉林之上⋯ ⋯

地带内的栽培植被分三种类型
:

1. 海拔 22 0 0 米 以下为一年两熟
,

可种植水稻
、

小麦
、

豆类等
; 2

.

220 0一2 600米处为两年三熟 , 3
.

2 600一33 00 (3800) 米处为一年一熟
,

作物主

要有小麦
、

青棵
、

马铃薯等
。

本地带可划分成 5 个植被地区(见附图 )
:

I , ( l
)

.

德钦一乡城油麦 吊杉
、

长苞冷杉林

地区 , I
, 。2 )

.

乾宁一雅江高山松
、

川西云杉林地区
; l

, (。 )
.

昌都一白玉川西云杉、鳞皮地

冷杉林区 , I , (‘ )
.

甘孜一炉霍云杉
、

冷杉林地区 ; I
:
(
。 )

.

金川一康定云冷杉混合林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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