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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序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起昆仑，南至喜马拉雅，西自喀喇昆仑，东抵横断山

脉，幅员辽阔，地势高亢。其绝大部分位于我国境内，面积约为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海

拔一般超过四千米，比周围的平原、盆地高出三千米以上。这样一个举世无双，雄伟壮

观的高原却又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其最高耸的部分——喜马拉雅山地，直至四千万年前

的第三纪初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是什么力量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把它抬升到了今天的高

度?这个大高原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它的存在又对自然界和人类活动带来了什么样

的影响?⋯⋯这些自然界的奥秘，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中外的科学家们。

青藏高原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块宝地。几

千年来，繁衍生息在这里的藏族同胞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通过生产实践，不断认识、利用

和改造着这块土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进一

步沟通了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青藏高原宝藏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然而，近百

年来由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富饶美丽的青藏高原也备受

蹂躏，宝贵的资源任凭掠夺，任其荒芜。有多少爱国的科学家曾渴望着为认识和开发祖国

的这块宝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是在旧中国，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空想而已，只有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国的科学家们才如愿以偿了。

解放之初，在西藏交通、供应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就组织了科学家们去西藏考

察。其后，在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次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都把青藏高原科

学考察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科学院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先后组织了四次综合科

学考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考察的地区和专业内容都比较局

限。因此，到七十年代初，我们对这个高原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不少地区在科学上仍处

于空白状态。
’

为了适应青藏高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迅速改变这个地区科学考察的落后状况，遵

照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于1972年专门制订了《青藏

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要求对整个高原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积累基本

科学资料，探讨有关高原形成、发展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并结合青藏高原经济建设的需

要，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然灾害的防治提出科学依据。

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组成并开始了新阶段的考察工

作。考察队员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六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包括地球

物理、地质、地理、生物、农林牧业等方面的五十多个专业共四百多科学工作者。至1976

年，历时四年首先完成了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野外考察(部分专业的考察到1977年结

束)o广大的科学工作者胸怀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雄心壮志，在西藏

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山高氧缺、风雪严寒、交通不便等困难，跋山

涉水，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野外考察任务，搜集了大量的珍



贵科学资料o 1977年开始，转入室内总结。参加资料分析、鉴定、整理、总结工作的单位

又扩增到七十四个，组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

现在和读者见面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就是1973年至今七年多来参加西藏野

外考察和室内工作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血结晶。

本《丛书》包括西藏地球物理场与地壳深部结构、西藏地层、西藏古生物、西藏南部沉

积岩、西藏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西藏南部花岗岩地球化学、西藏第四纪地质、西藏地热、

西藏地质构造、西藏自然地理、西藏气候、西藏地貌、西藏冰川、西藏泥石流、西藏河流与湖

泊、西藏盐湖、西藏土壤、西藏植被、西藏森林、西藏草原、西藏作物、西藏野生大麦、西藏家

，畜、西藏农业地理、西藏植物志、西藏孢子植物、西藏哺乳类、西藏鸟类志、西藏昆虫、西藏

鱼类、西藏水生无脊椎动物、西藏两栖和爬行动物等三十二部专著。至于青藏高原其它地

区考察研究成果，今后还要陆续出版o

，我们试图通过《丛书》比较系统地反映考察所得的资料和观点，希望《丛书》能够对我

国的地学，生物科学的发展，对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一点作用。同时，我们也殷切地

希望读者对《丛书》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指正。我们深深感到，现在对青藏高原的考察

研究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该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愿意和更多的科学工作者一道为进

一步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青藏而继续努力，争取对于人类做出较大

的贡献!

，一 ．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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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雨量充沛，从而形成了高差悬殊而又各有特色的植被垂直带

谱。北部和西北部是地势高亢、面积辽阔、湖泊星罗棋布，并有许多宽谷盆地的高大山原，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雨量稀少，气候寒冷干旱。

本区的地史较为年轻，随着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始新世以来开始陆续露出海面，后又

经过几次强烈的抬升，才成为目前的面貌。 。

西藏的植物区系就是在上述复杂的自然条件和较新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种类之

复杂、丰富多彩，超过了我国的大部分省区。

对西藏植物种类的研究和利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约在公元753年，主要由西

藏藏族医生编著的《据悉》(或称四部医典)中，就收载了植物药209种，并且按木、草、有无

香味进行了分类。约在1668年为该书绘制的彩色附图，保存到现在仍色泽鲜艳，绘制精

细，形象逼真，甚至根据某些图就能够鉴定到属种o 1840年由旦增平措编著的《晶珠本

草》，其中收入植物药774种，计树木类182种，草类264种，作物类40种，芳香类146种，

其它142种，这说明在很久以前，对当地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830--1832年，藏族喇嘛仁增加措在山南一带进行了植物标本的采集，可以说是当

地人民用近代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研究西藏植物的开始。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这种研究并没有继续下去，甚至直到解放前夕，我国植物学工作者想去西藏工作都难以实

现，只有刘慎谔到了其西北边缘，王启无到了察隅县的察瓦龙。一些外国人以探险家、博

物学家、旅行家、登山队等名义，从上世纪初直到解放前夕，多次多人到西藏采集了不少植

物标本、苗木、种子。在此基础上，本世纪初(1902年)Hemsley的《西藏(亚洲高地)植物

志》(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出版了，这是研究西藏植物的第一本比较系统而全面

的著作。此后有不少植物分类学方面的著述陆续问世，但均较零星分散，不是局限于某个

地区，就是局限于某些科属。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对西藏植物的研究才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1951年，中央文

化教育委员会组织的西藏工作队进藏，崔友文、钟补求、贾慎修即是我国第一批进藏的

植物学工作者。崔友文于1951年8月到昌都，在昌都附近采了706号标本。钟补求于

1952年6月进藏，1954年3月才返回北京，其路线西迄定结，南至亚东，共采标本2437号

(波密地区的标本系气象工作者肖前椿代采)o 1959年我国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峰，植物

学工作者王新光、梁崇志等人参加，采得标本700余号o

1960年武素功、吕春潮随中国科学院南水北调队进入察隅县的察瓦龙地区，也采得

标本300余号o



1960—1961年傅国勋、王金亭、张经纬在波密、拉萨、索县、错那、亚东等地共采标本

约2000余号。
‘

1963年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的杨金祥在安多、那曲一带采得标本800余号o

1965—1966年张永田、郎楷永先后在波密、拉萨、聂拉木、樟木以及珠峰绒布寺等地

进行了采集，拉萨至达孜间，聂拉木至樟木间采集较为详细，共采标本4472号。

1966年应俊生、洪德元在波密古乡、易贡一带采集标本1312号(由中国科学院泥石

流考察队组织)；王金亭、张经纬差不多在同地采得标本600余号；姜恕、赵从福从拉萨到

聂拉木采得标本1000余号o

1968年郎楷永、陈健斌在珠峰5000--6200米地带采得标本450号o

。1972年，王金亭、郎楷永、马成功、鲍显诚、张盍曾、杨永昌、黄荣福、杜庆等在西藏军

区后勤部组织下与当地医务工作者一道，在拉萨地区及日喀则地区各县，对西藏中草药进

行了调查，共采得标本3500余号o

从1973年开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西藏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其路

线西至狮泉河的什布奇，南达墨脱，北至昆仑山的喀拉木仑山口，考察的足迹几遍西藏各

地，参加的人员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年代。其中1973年有武素功、倪志诚，1974年增加

了郎楷永、陈书坤，何关福、程树志、顾立民、南勇以及西藏医院的洛桑西挠和西藏军区卫

生处肖水会等(部分人员系由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组织)，并且由杨永昌、黄荣

福、陶德定、臧穆等组成的补点组在山南地区进行了补点。1975年有倪志诚、武素功、郎

楷永。1976年倪志诚、武素功、郎楷永、黄荣福、陶德定又再次进藏并增加了尹文清、苏志

云。四年来共采得标本15000余号。我本人于1975—1976年也两次到西藏，先后同行的

有陈书坤、杜庆、臧穆、杨崇仁、管开云等，共采得标本4000余号。与此同时，’考察队的植

被组也采得标本14000余号，林业组采得标本4500余号，草场组采得标本2000余号(其

参加人员在各该专业的丛书中已有报道，这里不一一列举了)o· 一．_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自1973年以来郭本兆、潘锦堂、刘尚武、周立华、王

为义、徐郎然等也数次到西藏考察采集，采得标本万余号，并出版了《西藏阿里地区植物区

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肖培根、夏光成等在察隅、林芝、波密也采了标本2000

余号，四川灌县林校的易同培两次进墨脱，搜集了比较完整的竹类标本o，

本志就是对上述近70000号标本进行研究之后并参考了前人的一些报道的一个初步

总结，没有上述同志在野外冒着各种危险，克服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搜集来的大量材

料，要编著这本植物志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仅向上述诸同志以及在野外予以协助的当地

领导、驻军和藏族同胞、后勤人员等致以敬意o

1976年底，在青藏队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着手筹备本志的编写，并且确定本志的目的在于系统地总结以往获得的资料，

为开发西藏的野生植物资源，阐明西藏植物区系的形成演化提供科学依据。这一工作提

出后，很快即得到全国其他14个单位的积极支持，参加本志编写和绘图的人员达到了一百

余人o 、

1979年6月，全书书稿基本完成后，又组织了审稿，统稿小组，参加的人员先后有汤

彦承、李恒、李锡文、陈书坤、周立华、武素功、郎楷永、杨永昌、倪志诚、郭本兆等。两次分

别在北京、昆明集中审阅了原稿，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些意见都经作者考虑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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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还在规格上作了必要的加工和统一。

在本志编写的整个过程中，由武素功、倪志诚同志负责日常的业务组织和行政工作。

本志中收载了一部分植物的藏文名称，这一工作是由张盍曾、黄荣福两同志利用以往

的资料以及黄荣福同志为此于1978年进藏，在翻译的协助下进行调查访问搜集到的资料

编辑的。

编写和审稿过程中，得到了全国有关单位，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

研究所的业务处、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本志实际编写的时间较短，编著者的业务水平有限，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少错误

和缺点。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o

吴征镒

197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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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1．本志系记载西藏自治区野生及习见栽培的高等植物的书籍，包括蕨类、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计208科1258属5766种，共分五卷出版。第一卷包括蕨类、裸子植物及被子植
‘

物从三白草科至石竹科；第二卷从睡莲科至豆科；第三卷从酢酱草科至龙胆科；第四卷从

夹竹桃科到菊科；第五卷为单子叶植物o

2．本书是一本集体创作的著作，基本上文责自负，因此各科、属的作者和绘图人员均

在适当的位置上予以注明，有些大科还有科的编辑o

3．本书的系统，蕨类植物乃按秦仁昌(1978)的系统，裸子植物乃按郑万钧《中国植

物志》第七卷的系统，被子植物乃按恩格勒(1936)的系统(有某些修正)，采用上述系统，．

只是为了应用上的方便，并不反映编著者的观点o

4．所记载的科、属、种均有中文和拉丁名称、形态特征、产地、生长环境、国内外分布，

部分属种有经济用途和有关问题的讨论。为了便于鉴定，除有科、属、种的检索表外，并附

有图版和插图。 ．

5．所有术语的中文名称和概念，是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种子植物外部形态学名称》

为基础，并参照《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书籍的有关形态术语部分o

6．正名一般采用通用的名称，一律不注明出处，少数种附有重要的别名。为了西藏

当地使用方便，搜集了一部分植物的藏文名称，为了便于排版，集中放在第五卷之后。

7．县以上地名的拼写以测绘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英汉

对照)为准。

8．属名一般不列异名，‘种名之后一般列举基名‘(basonym)及主要的异名。两者均

不列文献，但新组合名称．为取得命名上的合格发表，则列出文献及年代。

9．各科的重要的专门文献，均列出附于该科之后，全书通用文献则附于第五卷之后，

以供读者深入研究之用。

Io．在这次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新分类单位，有一部分在本志正文中发表，但

仅发表拉丁文特征集要，并列出模式标本的采集人姓名，采集号数及收藏地点。为节省

篇幅，通用HP代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Typus in Herb．Inst． Bot．Acad．Sin．

Consematlls)，HK代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Typus in Herb．Inst．Bot．Kunming，

Acad．Sin．Comervatus)，HQ代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Typm in Herb．Inst．

Bi01．Plat．Bor．Occ．Acad．Sin．Gonservatus)o

I 1．根据本书的资料写成的“西藏植物区系的起源及其演化”一文是我们对西藏植物

区系的认识，实际上也是本书的结论，放在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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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香蒲科Typhaceae·

多年生水生或沼生草本。具根状茎。茎直立，圆柱形。叶2列，线形，具平行脉，下部

鞘状，无柄。花极小，单性，雌雄同株，排成紧密的、圆柱状的穗状花序，下部为雌花序，上

部为雄花序；雄花无梗，有雄蕊2—7枚，花丝分离或合生，花药线形，花粉通常成四合体；

雌花有短梗，无花被，基部生出多数白色长毛，无小苞片或有小苞片，子房上位，1室，具长

柄，花柱细长，胚珠1枚。果实为小坚果；种子椭圆形。

仅l属，约18种，分布于热带至温带o

1．香蒲属Typha L．

形态特征与科相同。我国约有lo种，大部分种类产北方，西藏产1种o

1．宽叶香蒲图l
。

Typha[atlfolia L．

多年生沼生草本，直立，高l一2米。地下根状茎粗壮，有节。叶线形，下部的宽达2

厘米，往上渐窄，基部鞘状，抱茎。穗状花序圆柱状，雄花序与雌花序彼此相连；雄花序在

上，长达9．5厘米；雌花序在下，长9一10．5厘米，直径2．3厘米，带红褐色；雌花无小苞片，

有多数基生的白色长毛，毛较柱头短，花粉粒为四合体。

产察隅。生于河边浅滩和河滩阶地水边沼泽，海拔2 100米。分布于黑龙江、吉林、河

北、甘肃、新疆，陕西、四川、贵州；全世界北温带各地都有。

花药药用，称“蒲黄”，用于行瘀利尿，炒炭可收敛止血；雌花称“蒲绒”，作填充用。

参 考 文 献

Grsebaet，P．-1900．ryphaceae En91．Pflanzenr．IV·8，Heft 2(2)：1—18．

137．黑三棱科Sparganiaceae·

水生多年生草本，具根状茎。茎直立，不分枝或分枝。叶线形，互生，2列。花单性，

雌雄同株，密集成单性的球状花序，雄花序位于上方，雌花序位于下方；花被片3—6，膜

质，鳞片状，线形或匙形；雄花有3或较多的雄蕊，花丝丝状，花药长圆形或狭楔形，基着；

雌花有1个雌蕊，子房上位，通常1室，每室有1颗基生或下垂的胚珠，花柱不分裂或叉状

分裂，柱头生花柱的上部一侧。聚花果球形；果实不裂，基部变狭，外果皮海绵质，内果皮

骨质；种子有直的胚和丰富的粉质胚乳。

仅1属，约20种，在世界温带地区广布。

。作者：郎楷永(Author：Lsng Kal-yung)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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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宽叶香蒲Typha latifolia L-1．植株，2·雌花。(张春方绘)

1．黑三棱属$parganium L．

形态特征与科相同。约20种，分布于北温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国约lo种，分

布于西南、西北、华东、华北、东北，西藏产2种o

· 2 o

——1



分种检索表

1．叶宽8—16(一25)毫米；圆锥花序(即花序具2—5(一7)个分枝，每个分枝上均有2至数个头状花

序，顶端具雄性花序)；柱头l一2个，长常为3—4毫米⋯⋯⋯⋯⋯⋯⋯11．黑兰棱s．stolonifm-um

1．叶宽5—7毫米；总状花序(即头状花序贴生于花序轴上，仅下面的1—2个雌性头状花序具总花梗，

或有时具1个分枝)；柱头1，长不超过2毫米⋯⋯⋯⋯⋯⋯．．．⋯⋯2．短穗黑兰棱s·Ilomeratum

1．黑三棱图2

Sparganlum stoloniferum Buch．．Ham．

5．ramo$lzm Huds．subsp．aoloniferura Buch．一Ham．

‘～水生植物，地下有卵球形块茎。茎直立，高达110厘米，上部有短或较长的分枝。叶

线形，基生叶和茎下部叶长达90厘米，宽达2．5厘米，基部稍变宽成鞘，中脉明显，突起

成龙骨状，茎上部的叶渐小。花序为具2—5(一7)个分枝的圆锥花序，每个分枝上有2至

数个头状花序，顶端具雄性花序；雌花序1个生于最下部分枝顶端或l一2个生于较上部

分枝的下部，球形，直径约1厘米；雌花密集；花被片3—4，倒卵形，顶端钝；子房纺锤

形。雄花序数个或多个生于分枝上部和茎顶端，球形，直径达9毫米，雄花密集。聚花果

直径约2厘米；果实近陀螺状，长6—7毫米，基部尖塔状，或多或少具棱，顶端浑圆；柱头

1—2个，长常为3—4毫米。

产拉萨。生于水沟中，海拔3680米。分布于西北、江西、江苏、华北、东北；亚洲西部

至日本广布。

块茎去外皮供药用，能行气破血，消积止痛。

2．短穗黑三棱

Sparganium glomeratum Least．匹Beurl．
‘

水生植物，无毛，有根状茎。茎较纤弱，近直立或多少弯曲，高45—58厘米，不分枝．

叶线形，基生叶和茎下部叶长达40厘米，宽5—7毫米，基部稍膨大成鞘，中脉较明显，稍

突起成龙骨状，茎上部的叶渐变小。头状花序排成总状(即头状花序贴生于花序轴上，仅

下面的l一2个雌性头状花序具柄，或有时具1个分枝)，雌性花序2—5个生于总状花序

的中部和下部，球形，直径约6毫米；雌花密集，花被片极细长，线形，顶端尖；子房纺锤

形。雄花序少(1个，罕有2个)，生于总状花序的顶端、雌性花序之上，花密。聚花呆直径

约l厘米；果实纺锤形，具柄，顶端锐尖；柱头1个，长不超过2毫米。

产察隅(察瓦龙)o生于沼泽浅水中，海拔3600米。分布于黑龙江、辽宁、吉林、云南

西北部。

参 考 文 献

Graebner，P“1900．$parganiaceae En一．Pflanzenr．IV-lO，Heft 2(2)：l一26．

138．眼子菜科Potamogetonaceae毒

生于淡水或海水的多年生草本，通常有匍匐根状茎。茎分枝或不分枝；叶沉没水中或

·作者：郎楷永(Author：Lang Kai-yung)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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