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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野生花卉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谢晓蓉 , 陈 叶 , 刘金荣
(河西学院 生物系 ,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　要: 对祁连山野生花卉资源的种类、分步、长生环境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祁连山野生花卉植物

共 34科 , 80属 , 103种。 并对野生花卉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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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Flowers Resource and Its Utilization in Qilian Mts.

XIE Xiao-ro ng , CHEN Ye, LIU Jin-ro ng
(Botanic Department of Hex i College , Zhangye City 734000, Gansu Prov ince , China)

Abstract: The va riety, distribution, g rowing envi ronment and o rnam enta l character of w ild flo w ers are

inv estigated and researched in Qilian M ts.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re are 34 fami lies, 80 genera and 103

species in the a rea. Some sugg estions on utili zation and protection o f wi ld f low ers reso urce in Qi lian M ts.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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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祁连山野生花卉资源概况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干旱区著名的一大山系 ,地处

青藏、蒙新、黄土 3大高原交汇地带 ,有其独特的自然

环境。 地理位置北纬 36°30′— 39°30′,东经 93°30′—

130°,林区总面积 2. 65× 10
6

km
2
,林区蕴藏着十分丰

富的植物资源 ,维管束植物 1 000多种。其中 ,拥有较

多的花卉植物资源。据近期调查初步统计 ,林区有一

定观赏价值的花卉植物 103种 ,分属于 80属 , 34科。

祁连山具有典型的寒温带大陆性气候 ,生长着多

种耐寒花卉。野生花卉植物具有花期长、种类多、适应

性强、分布广等特点 ,如蔷薇科的金露梅 5月末始花 ,

9月末末花 ;瑞香狼毒 5月末始花 , 8月中旬末花。野

生花卉植物以优美的形姿、艳丽的花朵、丰硕的果实、

形态各异的枝叶 ,给人以美的享受 ,从而丰富人们的

生活。 祁连山林区的野生花卉资源处于自生自灭状

态 ,亟待人们开发利用 ,对于提高林区人民的生活质

量 ,发展商品生产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祁连山野生花卉植物的生境分布

2. 1　山坡、林下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山坡、林下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有:高山扇羽阴

地蕨 〔Botry chium lunaria ( L. ) sw . var . alpinaria

( L. ) kryl.〕、 银 粉 背 蕨 〔 Aleuritopteris argentea

( Gmel ) Fee.〕、卷耳 (Cerast ium arvense L. )狭叶草

原 霞 草 ( Gerastium dahurica Turcz. ex. v ar.

angust ifolia f enz l . )、 尖 叶 丝 石 竹 ( Gerastium

acut ifolia Fisch. )、兴安繁缕〔 Stel luria chevalieriae

( Fisch ) Willam us.〕、繁缕 ( Stelluria. sp. )、耧斗菜

( Aquilegia v iridi f lora Kitag )、 密 花 翠 雀

( Delpginium densi f lorum Dutnie et Huth)、兰白翠

雀 ( Delpginium sp. )、天山花楸 ( Sorbus t ianschanica

Rupr)、尼泊尔老鹳草 ( Geranium nepalense Sweet )、

红花忍冬 (Lonicera syringantha Maxim )、高山绣线

菊 ( Spiraea alpina Turcz)、细叶沙参 ( Adenphora

paniculata Na nnf )、百里香杜鹃 ( Rhododendron.

thymi folium Maxim. )、钝裂银莲花〔Anemone geum

( Lev l. )〕、黄精 ( Polygonatum sibiricum Redoute. )、

甘青铁线莲〔Clematis tangut ica( M axim. ) Ko rsh.〕等。

2. 2　河岸及草地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麦瓶草 ( Silene conoidea )、女娄菜〔Melandrium

aqetalum ( Turcz. ) Rohrb.〕、高山唐松草 ( Thal ictrum

alinum. L )、 草 玉 梅 ( Anemone rivularis Buch-

Ham. )、遏蓝菜 ( Thlasqi arvense )、小丛 红景天

〔Crassulaceae dumulosa ( Franch) Fu.〕、二裂委陵菜

( Potentil la bif urca L. v ar. canescena )、 金露 梅

( Dasiqnora fruticosa Rydb )、 西 北 沼 委 陵 菜

〔 Comarum saleaovianum ( Steph. )〕、 灰 枸 子

( Cotoneaster acuti folius Turcz. )、 高山黄花

( Thermoqsis alqina Ledeb ) 、 狼 毒 ( Stel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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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aejasme )、 烈 香 杜 鹃 (Rhododendron

thymi fol ium Max im )、海乳草 (Glaux maritma L)、
黄花补血草〔Limonium aureum ( L. ) Hil l .〕、东方草

莓 ( Fragaria oriental is Lo zinsk. )、 刺 玫 ( Rosa

davurica Pall. )、 地 蔷 薇 〔Chamaerhodos

erecta( F. ) Bum ge〕、 珍 珠 梅 〔Sor- baria

k irilowi i ( Reg el ) Maxim〕.、 疗 齿 草 〔Odont ites

serotina ( Lam. ) Dum.〕、红花忍冬 (Lonicera syring-

antha Maxim. )等。

2. 3　五花草甸上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黄花菜 ( Hemerocal lis minor Mill. )、细叶白头翁

(Pulsat il la turczaninovi i Kryl. )、山韭 ( Allium sene-

scens L. )、 柳 兰 〔Chamaenerion. angusti folium、

( L. ) Sco p.〕、 报 春 (Primula sp. )、 鳞 叶 龙 胆

(Gent iana squ- arrosa Ledeb. )、 风花菜 〔Rorippa

islandica ( Oeder. ) Bo rbas.〕、华蒲公英 ( Taraxacum

sinicum Kitag )、 黄 芪 ( Astragalus scoparius

Sch renk)、 旋覆花 (Lnula bri tani ca v ar.chinehsis

Regel . )等。

2. 4　草甸草原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兰 白 翠 雀 (Delpginium sp. )、 黄 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Rrdo ute. )、 狼毒 ( Stel lera

chamasme L. )、 瓦 松 〔Orostach ys

f imbriatus ( Turcz. ) Berg er.〕、 麻 花 艽 ( Gentiana

straminea M ax im. )、蒙古白头翁 ( Pulsati lla Adans.

Ambigua Turcz . ex Pri tz . )、兰侧金盏花 ( Adonis

coerulea Max im )、瞿麦 (Dianthus superbus L. )、山杏

( Armeniaca ansu Ko m. )、达乌里龙胆 ( Gen - tiana

dahurica Fisch)、兰石草 (Lancea tibetica Hook . f. et

Thoms tibet ica. )、荆芥 ( Nepeta cataria L. )、阿尔泰

狗哇花〔Hetaropap pus al taicus (Wil ld. ) Less.〕等。

2. 5　湿草地及沼泽草甸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蒙古绣线菊 ( Spiraea mongol ia Maxim. )、绶草

( Spiranthes sinensis Ames. )、 三 叶 马 先 蒿

(Pedicularis ternate M axim. )、马先蒿 ( Pedicularis

sp. )、斜生龙胆 ( Gentiana decumbens L. )、匙叶龙胆

(Gent iana spa- thul i f ol ia Kusnez)、 毛果婆婆纳

(Veronica eriog yne H. winkl )、 薄 荷 ( Mentha

haplocal yx Briq)、高乌头 (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 粗 叶 黄 芪 ( Astra - galus scaberrimus

Bung e)、粗根老鹳草 ( Geranium dahuricum DC. )、毛

茛状金莲花 ( Troll is eanuncu- loides Hemsl. )、泡沙
参 ( Adenophora potanii M axim. )、 报春 ( Primula

sp. )、 天山报春 ( Primula sibirica Jacq. )、山丹花

(Lil ium pumilum DC. )等。

2. 6　林缘及路旁草地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紫花地丁 (Viola yedonsis Nakino. )、菊叶委陵菜

( Potentil la tanacet i f olia Willd. )、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a Ho utt. )、 沙 旋 复 花 ( Lnula salsoloides

Turcz. ostenf . )、 蒲公英 ( Taraxacum mongol icum

Hand. -M azz. )、大刺儿菜 (Cirsium arvense Scop)、

马蔺 ( Iris ensata Thunb. ) 、狗哇花 ( Hetaropappus

hispidus Less. )等。

2. 7　干燥的岩石缝或贫瘠碎石坡上分布的主要花

卉植物

鲜黄小檗 (Berberis diaphana M ax im. )、美丽茶
镳 子 ( Ribes pulchellum Turcz. )、 甘 青 虎 耳 草

( Saxi f raga tangutica Eng l. )、 掌叶大黄 ( Rheum

palmatum L. )、 银 老 梅 〔Dasiqnora dahurica

( Nestl ) Kom. et Klo b- Alis.〕、地稍瓜〔Cynanchum

thesioides ( Freyn. ) K. Schum.〕、鳞毛蕨 (Dryopteris

sp. )、中亚紫菀木 ( Asterothamnus central i-asiaticus

Nov opo kr. )、 百 花 蒿 〔St ilpnolepis cent i f lora

( Maxim ) Krasch.〕、小兰雪花〔Plumbago micrentha

( Ledeb. ) Spach〕、黄头韭 ( Allium chrysocephalum

Reg el. )、水照子 (Cotoneaster acuti folius Turcz. )等。

2. 8　小溪中分布的主要花卉植物

泽泻 ( Alisma taceae Gmelin )、窄叶香蒲 ( Typha

angust i f olia L. )、角果藻 (Zannichell ia palustris )、

眼子菜 ( Potamogeton puai- llus L. )等。

3　祁连山林区野生花卉植物的开花期

林区花卉植物由于生物学特性不同 ,花卉植物的

开花期也不同。据多年野外观察记录 ,林区主要花卉

植物开花规律如下。

3. 1　早春及晚春主要开花的花卉植物

蓝侧金盏花、细叶白头翁、蒙古白头翁、莓叶委陵

菜、千里香杜鹃、天山报春、报春、狼毒、天山堇菜、东

方草莓、蒲公英、裸茎金腰子、点地梅等。

3. 2　夏季主要开花的花卉植物

山丹花、金莲花、刺玫、蔷薇、翠雀、柳兰、耧斗菜、

黄精、阿尔泰狗哇花、旋复花、马先蒿、斜生龙胆、条叶

龙胆、金露梅、黄头韭、银露梅、粗根老鹳草、马蔺、高

山鸢尾、打碗花、橘梗、粗毛黄芪等。

3. 3　夏末秋初主要开花的花卉植物

龙胆、绶草、蓝刺头、慈菇、马先蒿、阿尔泰狗哇

花、草玉梅、狗哇花等。

4　保护和开发利用

4. 1　开发利用

由于祁连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丰富的

野生植物种类及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茂密的森林生态

系统孕育着极其丰富的野生花卉种类 ,但大部分野生

花卉植物资源还没有得到利用 ,因此 ,应采取有效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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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保护和开发祁连山野生花卉植物资源 ,使资源得

到永续利用。

( 1)建立负责保护和统一协调开发利用的管理

机构 ,制定保护和管理花卉植物资源的条例 ,制定以

保护为基础的发展规划。

( 2)详细调查开发地区野生花卉植物的种类、分

布、蕴藏量等 ,建立技术档案 ,为制定今后开发的初步

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 3)进行野生花卉地被植物的引种驯化研究 ,挖

掘当地花卉地被植物的潜力。野生变家植 ,是扩大资

源来源和保护资源的重要措施。植物资源由于受本身

生物学特性的限制 ,数量和产量都有一定的局限。在

适宜的土地上栽培繁育 ,不仅能增加其资源数量 .还

能使其充分利用优良的生境条件 ,增加生长量。 对开
发利用后经济效益好、野生资源分布和贮量较少且易

遭破坏的种类进行引种驯化研究 ,尽早培育出河西地

区甚至是我国特有的适应性强 ,观赏性好的新品种。

( 4)利用林区丰富野生花卉植物资源进行杂交

育种 ,以培养出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强、成本低、市场

竞争能力强的新品种 ,占领林区鲜花、切花市场 ,以满

足人们的需求。

( 5)成立野生花卉植物资源开发公司 ,负责花卉

植物资源的试验栽培、引种驯化、品种筛选、技术推

广、生产销售、信息收集及技术引进工作 ,使林区花卉

资源开发利用成为一项新兴产业。

4. 2　保持生态平衡 ,防止水土流失

野生花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包括野生花卉植物

的人工栽培和作为种质资源的利用 2个方面。在引种

驯化过程中 ,应注意以下事项。
( 1)必须注意保持生态平衡 ,防止水土流失。以

人工栽培的形式引种时 ,只能少量间断移植 ,切不可

成片大量滥采乱挖。

( 2) 保证移植引种的野生花卉植株种类和数量

适当 ,注重引种后的栽培技术 ,特别是繁殖技术和研

究工作 ,通过人工繁殖来扩大种群数量 ,从而避免野

生种群灭绝。

( 3)引种时 ,要根据所引野生花卉植物的生态环

境 ,选择适宜的移栽环境和条件。

( 4)选择生长健壮 ,无病虫害 ,应用品质明显的

植株。

( 5) 引种繁殖方式要视所引野生花卉植物的生

殖特性和引种量而定 ,可采用种繁、分株、分根、移栽、
扦插和嫁接等方法 ,建议使用种子繁殖。

( 6)野生花卉植物适应性强 ,可作为种质资源培

育新的花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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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不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强化降水入渗效用

不同 ,等高耕作作用最为显著 ,其次是人工掏挖和人

工锄耕。在相同的降雨条件下 ,等高耕作土壤稳渗速

率和产流历时> 人工掏挖> 人工锄耕> 对照直线坡。

在中小雨强情况下 ,这种效果更为显著。

( 3)对影响土壤入渗的多因子综合分析得出 ,土

壤物理性质和耕作管理措施对土壤入渗影响效用最

大 ,因而改良土壤物理性质和改变表面微地形是增加

黄土高原坡耕地土壤入渗 ,减少水土流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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