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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犁天山野果林区系表征地理成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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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伊犁天山野果林表征植物的组成、特点及性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探讨野果林的来源和发展 ,结果表

明 :野果林区系成分是多元的 ,各类成分在此相互渗透 ,分布区重叠 ,使野果林区系没有绝对的本地特色。其中温带

成分占有最高的比例 (33. 33% ) ;西伯利亚 2天山过渡成分 (17. 54% )是野果林植物区系连接北方安加拉 (西伯利

亚 )植物区系的桥梁 ;天山 2沿喜马拉雅成分 (10. 53% )又把野果林与华夏植物区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疆的大部分

地区过去曾是特提斯海 ( Tethys)的一部分 ,所以现代野果林植被仍保留有古地中海成分的残迹 (5. 25% ) ;天山是新

疆境内植物属种最为丰富的地区 ,天山成分在各分布区类型中的比值也最高 (33. 33% ) ,尤其是东天山特有的成

分 ,则代表着野果林的土著部分 ,这一成分无疑是本地发生的适生种。野果林的区系发生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安加

拉成分、古北极成分、古地中海成分、华夏区系成分和新疆本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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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general study was made on the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 and nature of the dom inant p lants in the wild

fruit forest in Tianshan Mountains to discus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ild fruit forest.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floristic elements of the wild fruit forestwere comp lex. Owing to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floristic elements and

the overlap of distribution, the wild fruit forest had no absolute native feature. Among them , the temperate elements

were dom inator ( 33. 33% ) , and the Siberian2Tianshan Mountains transition elements ( 17. 54% ) joint the wild

fruit forest to the northern Angara flora, and H imalayas elements (10. 53% ) also connected the wild fruit forest to

Cathaysian flora. The majority area of Xinjiang was ever one part of the Tethys Sea, and some remains of floristic el2
ements (5. 25% ) from O ld Mediterranean could still be found. Tianshan Mountains was one of the richest areas

possessed of p lants in Xinjiang area and its ratio of constituents (33. 33% ) was upmost.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eastern Tianshan Mountains rep resent the native part of the wild fruit forest and which should be local origin. The

origin of the wild fruit forest was various, including the floristic elements from Angara, O ld A rctic, O ld Mediterra2
nean, Cathaysian and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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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犁天山野果林 (下称“野果林 ”)位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州境内 , 80°31′～84°00′E,

42°40′～44°30′N之间的东天山西部山地。从伊犁

河上游的特克期河、巩乃斯河及喀什河等三条支流

的两岸山地 ,至伊犁河流域海拔 1 000～1 800 m的

中、低山带 ,野果林呈断带状分布 ,并沿伊犁河由东

向西延伸 ,直至分布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天山山区。野果

林是具有海洋性气候特征的落叶阔叶林群落 ,生长

在雪岭云杉 ( P icea schrenk iana Fisch. et Mey. )林带

的下线 ,建群植物由较耐阴且气侯要求温和湿润的

阔叶树种组成 ,构成独立的落叶阔叶林垂直带 ,在较

干旱的草原化山地 ,它们仅生长在峡谷的阴坡。这

里春季湿润 ,夏季凉爽 ,并受山脉屏障保护 ,它们能

获得较大的年降水量而又免于寒流侵袭 ,因此成为

珍贵的天山野果林植物群落 [ 1 ]
,是我国特殊的阔叶

林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多样性特殊地区之

一 [ 2 ]
,并被列入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名录 [ 3 ]。20

世纪 50年代中后期 ,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

考察新疆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时 ,也涉及到了野果

林的一些内容但并不系统 [ 4 ]。1986—1990年 ,作者

参加了《伊犁地区野果林的综合研究 》课题 ,对野果

林植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的采集和调查 ,鉴定标本分

别存于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和伊犁地区果

树研究所的植物标本室。统计表明 ,组成野果林植

物区系的野生维管植物有 441种 ,隶属于 64科 242

属 ;其中蕨类植物 4科、5属、6种 ,裸子植物 3科、3

属、5种 ,被子植物 57科、234属、430种 [ 5 ]。考虑到

前人的研究多侧重于植物资源和群落方面 ,而在植

物区系方面未见系统报道 ,本文将着重阐述野果林

的表征植物地理成分及其起源与发展途径 ,为进一

步研究野果林的植物区系问题提供参考。

1　野果林表征植物地理成分

野果林有木本植物 29属 57种 ,分别占野果林

植物属、种总数的 12. 2%和 13. 1%。其中乔木 12

种、小乔木 6种 ,灌木 31种 ,小灌木 8种 ,这类植物

是构成伊犁地区海洋性气候特征的落叶阔叶林的主

要成分 ,且成为独立的山地落叶阔叶林垂直带。在

野果林中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 ,有 208属 ,占总属数

的 87. 8% ,共含有 378种 ,占种总数的 86. 9% ,但它

们在野果林的地带性植被构成中不起主要作用 ,所

以本节只对野果林木本植物的地理成分进行分析。

1. 1　表征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野果林的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 ,建群植物种

类优势现象明显。本文在比较和综合吴征镒 [ 6 ]、刘

建国 [ 7 ]、崔大方 [ 8 ]等学者的划分方案后 ,根据野果林

木本表征植物种类的分布范围 ,总结出 11个种的分

布区类型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野果林表征植物分布区类型统计

分布区类型 分布范围 表征植物 种数 所占比例 /%

天山分布

(含特有分布 )

整个天山 (含原苏联

中亚山地 )

雪岭云杉、野苹果 (M alus sieversii (Ldb. ) M. Roem. )、野杏 (A rm eniaca vul2
garis Lam. )、野樱桃 (Cerasus tianschanica Pojark. )、樱桃李 ( Prunus divarica2
ta Ldb. )、欧洲李 ( P. dom estica L. )、密叶杨 ( Populus talassica Kom. )、银柳

(Salix argyracea E. Wolf)、天山卫矛 ( Euonym us sem enovii Rgl. et Herd. )、天

山花楸 (Sorbus tianschanica Rup r. )及天山毛花楸 (S. tinschanica Rup r. var.

tom entosa Yang et Han)、天山茶藨子 (R ibes m eyerMaxim. )、梨果栒子 ( Coto2
neaster roborow skii Pojark. )、毛叶栒子 ( C. subm ultiflorus M. Popo. )、腺毛蔷

薇 (R osa fed tschenkoana Rgl. )、宽刺蔷薇 (R. pla tyacantha Schrenk)、新疆锦

鸡儿 (Caragana turkestan ica Kom. )、阿特曼忍冬 (Lonicera altm annii Regel et

Schmalh. )和小花忍冬 (L. m icrantha Trautr et Rgl. )

19 33. 33

北温带 (泛北极 )

分布

广泛的欧、亚、北美

温带地区

刺蔷薇 (R osa acicu laris L indl. ) 1 1. 75

旧世界温带分布 广泛的欧、亚中 2高
纬度温带和寒温带

新疆圆柏 ( Sabina vulgaris Antoine)、欧山杨 ( Populus trem ula L. )、小叶桦

(B etula m icrophylla Bge. )、疣枝桦 (B. pendula Roth. )、黑果栒子 ( Cotoneas2
ter m elanocarpus Lold. )、欧洲稠李 ( Padus avium M ill. )、樟味蔷薇 ( R osa cin2
nam om ea L. )、多刺蔷薇 (R. spinosissim a L. )、树莓 ( Rubus idaeus L. )、兔儿

条 (Spim ea hypericifolia L. )、药鼠李 ( Rham nus cathartica L. )、长序水柏枝

(M yricaria alopecuroides Schrenk)、沙棘 ( H ippophae rham noides L. )、蓝果忍

冬 (Lonicera caerulea L. )

14 2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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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分布区类型 分布范围 表征植物 种数 所占比例 /%

亚洲温带分布 原苏联中亚至东西

伯利亚、东北亚洲 ,

南至喜马拉雅

木贼麻黄 ( Ephedra equisetina Bge. )、白榆 (U lm us pum ila L. )刚毛忍冬 (Lon2
icera hispida Pall. ex Roem. et Schult. )和小叶忍冬 (L. m icrophylla W illd. ex

Roem. et Schult. )

4 7. 02

欧洲 - 西伯利亚 -

天山分布

欧洲、西伯利亚至天

山山区 (含原苏联中

亚山地 )

黑果茶蔗子 (R ibes nigrum L. )、新疆忍冬 (Lonicera ta tarica L. )、大果栒子

(Cotoneaster m egalocarpus M. Pop. )、天山槭 (Acer sem enovii Regel et Herder)

4 7. 02

欧洲 - 西伯利亚 -

远东、东亚分布

欧洲、西伯利亚至远

东、东亚

单子麻黄 ( Ephedra m onosperm a J. G. Gmel. ) 1 1. 75

西伯利亚 (阿尔

泰 ) - 天山分布

西伯利亚、阿尔泰

山、准噶尔西部山

地、天山 (含中亚山

地 )

黄果山楂 (Crataegus chlorocarpa Lenne et C. Koch. )、红果山楂 (C. sanguin2
ea Pall. )、黑果小檗 ( B erberis heteropoda Schrenk )、疏花蔷薇 ( Rosa laxa

Retz. )、库车锦鸡儿 (Caragana cam illi - schneideri Kom. )

5 8. 77

天山 - 沿喜马拉雅

(含沿喜马拉雅 )

分布

天山至帕米尔、昆仑

山、青藏高原、伊朗、

阿富汗

伊犁柳 ( Salix iliensis Rgl. )、胡桃 ( Juglans regia L. )、红果小檗 ( B erberis

numm ularia Bge. )、甜栒子 (Cotoneaster suavis Pojark. )、准噶尔山楂 ( Cratae2
gus songorica K. Koch. )和黑果悬钩子 (R ubus caesius L. )

6 10. 53

黑海 - 东地中海

分布

伊朗、阿富汗至中

亚、西伯利亚

细叶水柏枝 (M yricaria squam osa Desv. ) 1 1. 75

黑海 - 古地中海

分布

欧洲南部、高加索至

中亚、西伯利亚

灌木蓼 (A traphaxis fru tescens (L. ) Ewersm. ) 1 1. 75

吐兰 - 哈萨克斯坦

- 亚洲中部分布

吐兰、哈萨克斯坦经

新疆至青海、蒙古

中麻黄 ( Ephedra in term edia Schrenk exMey. ) 1 1. 75

合计 57 100

1. 2　野果林表征植物的地理成分

从表 1可以看出 ,在野果林表征植物地理成分

中 ,天山分布类型占居首位 ,共 19种 ,占表征植物总

种数的 33. 33% ,是组成天山单纯针叶林、落叶阔叶

林和山地草原灌丛的主要建群种 ,反映了该地森林

群落的基本面貌。温带成分也占有较高比例 ,包括

北温带、旧世界温带和亚洲温带 3个分布类型 ,合计

有 19种 ,其中旧世界温带分布最多有 14种。西伯

利亚 -天山的过渡成分 ,共计 10种 ,是野果林通往

阿尔泰山与安加拉植物区系紧密联系的桥梁 ,包括

欧洲 -西伯利亚 - 天山分布 ,西伯利亚 (阿尔泰 ) -

天山分布和欧洲 - 西伯利亚 (阿尔泰 ) - 远东、东亚

分布等 3个分布类型 ,其中后者仅为 1种。天山 -

沿喜马拉雅分布类型 (包括沿喜马拉雅分布 )在地

理上它包含从天山 - 昆仑山、帕米尔、青藏高原、克

什米尔、阿富汗等地分布的种 ,在野果林区系中有 6

种 ,占表征植物总种数的 10. 53% ,尽管所占比例并

不高 ,但这一成分却很有意义 ,它反映出野果林区系

与华夏植物区系的联系。因为喜马拉雅是由于亚洲

板块受印度板块的撞击 ,在第三纪后从地槽里隆起

的 ,其地质历史远比华夏古陆年轻 ,植物区系种类也

远比华夏植物区系贫乏 ,缺少中国富有的古孑遗科

属 ,而现代植物区系成分又都包括在中国植物区系

中 [ 9 ]。野果林的地中海成分相当于《中国植被 》中

的地中海 -西亚 - 中亚分布 ,地理上指地中海沿岸

经西亚 (含小亚细亚 )至中亚、西伯利亚和新疆准噶

尔盆地 ,有些种类还可以向东进入蒙古、青海和甘肃

的荒漠。在野果林内 ,属于这一成分的只有 2种 ,分

别属于黑海 - 东地中海分布和黑海 - 古地中海分

布 ,占表征植物总种数的 3. 5%。中亚荒漠成分在

野果林仅有 1种 ,属于吐兰 - 哈萨克斯坦 - 亚洲中

部分布 ,占野果林表征植物总种数的 1. 75%。

2　从表征植物地理成分来探讨野果林

的起源和发展
野果林早在第三纪已经形成 ,属第三纪温带落

叶阔叶林成分 ,但由于该区在第四纪时经历过 3次

冰期作用 ,在中更新世冰期极盛时代 ,巩乃斯河冰川

抵达海拔 1 800 m以上的阿尔先沟 ,但阿尔先沟两

侧山坡和西边 2 300 m向西倾斜 ,并一直延伸到那

拉提的夷平面上没有冰川作用 ,给野苹果林的发育

提供了避难所 [ 10 ]。野果林的整个古植物水平图谱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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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随着冰川的进退 ,在广阔的中亚平原 ,包括伊犁谷

地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内的范围里发生多次

往返迁移 ,直至发展成现今的野果林区系。这意味

着 ,野果林自第三纪以来一直未遭受过覆灭的结局 ,

但在多次迁移过程中 ,其植物地理成分显然发生了

变化。根据系统发育植物地理学原理 ,分析得出野

果林种子植物属种的地理分布 ,发现野果林表征植

物区系的起源是多方面的 ,并且是不同步的 ,发生途

径也是多元的。从发生上看主要有劳亚古陆 (古北

大陆 )来源、古地中海 (特提斯海 )起源、华夏植物区

系来源和天山本地起源 4类。

2. 1　劳亚古陆 (Laurasia)来源与发展

野果林表征植物中的温带成分 ,无论在属级水

平 (占 73. 94% )还是在种级水平 ( 33. 33% )都占优

势。从区系起源的角度来看 ,现代分布区类型的北

温带分布和亚洲温带分布的大部分成分是来源于劳

亚古陆的安加拉 (Angala)植物区系成分 ,而现代分

布类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的类群是来源于

劳亚古陆的古北极区 ,即欧洲 - 北美古陆 ( Euram ri2
ca)的古北极植物区系成分。

古时候伊犁地区野果林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

都与安加拉相邻 ,而新疆准噶尔以北的部分地区本

身就属于安加拉的一部分 ,因此野果林植物区系中

自然有一定的安加拉植物区系成分 ,如刺蔷薇、白

榆、刚毛忍冬和小叶忍冬等植物种类。另外 ,新疆准

噶尔以北地区由准噶尔兴安海槽隆起的阿尔泰山系

与安加拉古陆相连的同时 ,又和西伯利亚与欧洲 -

北美古陆相邻 ,因此 ,在野果林植物区系中古北极成

分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许多古北极成分侵入新疆

后 ,它们大多在高、中山地区寻找新的栖息地 ,并繁

衍其种系 ,例如伊犁地区野果林生长的新疆圆柏、欧

山杨、小叶桦、疣枝桦、黑果栒子、欧洲稠李、樟味蔷

薇、多刺蔷薇、树莓、兔儿条、药鼠李、沙棘和蓝果忍

冬等种类。古北极成分在欧洲、西伯利亚、新疆等地

植物区系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但与现代北美的

联系却不十分明显 ,这是因为北美大陆只与北极古

陆有过短暂的接触。早在侏罗纪时 ,它就从北极古

陆解裂出来向西漂去 ,现在则隔着白令海峡与欧亚

大陆相望 ,由于分离很早 ,北美大陆虽带有古北极的

植物区系成分 ,但已是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演化了。

2. 2　古地中海起源与发展

这一成分在属级水平上包括了地中海区、西亚

至中亚分布型和中亚分布型。古生代泥盆纪早期 ,

新疆除了塔里木古陆和准噶尔古陆外 ,其他广大地

区均为海槽区 ,即为古地中海的海浸区 ,直到泥盆纪

中期 ,昆仑海槽区渐渐隆起成陆地 ,使唐古拉古陆与

塔里木古陆连为一体 ,同时准噶尔兴安海槽也逐渐

隆升成陆 ,其中以南天山海槽区和喀喇昆仑海槽区

成陆最迟 ,直到第三纪中期它们才强烈隆升成雄伟

山地。

吴舜卿等 [ 11 ]报道在天山东部 (海槽区 )侏罗纪

早期地层中发现的植物群与北吉尔吉斯伊塞克库尔

盆地的早侏罗纪植物群非常相似。而且 ,以哈萨克

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等构成的中亚地

区其本身就是特提斯海的组成部分 ,且长期遭受海

浸直到白垩纪末期才发生海退 ,故中亚地区的植物

区系具有明显的次生性。当白垩纪末 ,海退大范围

发生后 ,以前的海浸区逐渐成为陆地且气候变得干

燥。许多旱生植物种类在古地中海沿岸的干旱环境

中发展起来。从旱生植物的分布来看 ,它们很多均

产于新疆且分布于中亚地区和地中海至亚洲中部地

区 ,这些植物类群从古地中海沿岸起源是不容置疑

的。这些在第三纪便发生于古地中海沿岸或遗迹上

的种类 ,在第四纪气候变得更加干旱的环境中又有

所发展。

伊犁地区野果林过去也曾是特提斯海的海浸

区 ,从属的地理成分来看 ,属于古地中海成分的有

40属 ,占野果林植物总属数的 20. 82% ,如十字花科

(Cruciferae)的一些属及麻黄、角果毛属 (Cera toceph2
a lus Mocench. )、烟堇 ( Fum a ria L. )、海罂粟 (Glauci2
um M ill. )、鹰嘴豆 (C icerL. )、糙草 (A sperugo L. )、菊

苣 (C ichorium L. )、蝎尾菊 ( Koelpin ia Pall. )、山羊草

(A egilops L inn. )、独尾草 ( E rem urus M. B ieb. )、鸢尾

蒜 ( Ix iolirion ( Fisch. ) Herb. )等属所具有的旱生或

带有一些盐生的性质 ,均能反应出其发生于古地中

海沿岸的历史渊源。从野果林表征植物的组成上来

看 ,属古地中海起源的仅有 3种 ,占表征植物总种数

的 5. 25% ,进一步也反映出野果林的干旱及盐化的

环境特点 ,如灌木蓼、中麻黄、细叶水柏枝。

2. 3　天山本土起源

天山是亚洲巨大山系之一 ,它包括西段的哈萨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等四国的中亚山地 (西天山 )和东段的中国新疆天

山。该山系植物区系十分丰富 ,在新疆 3 497种种

子植物中 ,天山就有 2 123种 ,属于泛天山分布的种

类就有 730种之多。就其伊犁地区野果林表征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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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区类型来看 ,天山成分也是占居首位的 ,而组

成天山落叶阔叶林 (野果林 )的大部分种类都属于

这一成分 ,如野苹果、野杏、野樱桃、樱桃李、欧洲李、

密叶杨、银柳、天山卫矛、天山花楸、天山毛花楸等种

类。在野果林的山地草原灌丛中的常见种 ,如天山

茶藨子、梨果栒子、毛叶栒子、腺毛蔷薇、宽刺蔷薇、

新疆锦鸡儿、阿特曼忍冬和小花忍冬也属于天山当

地发生的种类。这些植物种类都代表着野果林区系

的土著成分 ,这一成分无疑是野果林本地发生的适

生种。

2. 4　华夏植物区系来源与发展

华夏成分是指发源于华夏大陆的植物区系成

分。中生代以后 ,燕山运动及印度支那运动连续出

现 ,迫使海水从华夏古陆之间退出 ,各陆块联成一

片 ,出现了一个新的华夏大陆。它的西北部包括准

噶尔盆地南缘的新疆广大地区 ,西部包括第三纪上

升起来的喜马拉雅山地 ,在这些地区都能找到古生

代华夏植物区系的化石。张宏达教授 [ 12～14 ]从现代

有花植物区系研究出发 ,兼顾古植物的研究 ,以大陆

漂移和板块学说为前提 ,从植物区系的系统发育出

发 ,把古生代的种子蕨类以及中生代由种子蕨演生

出来的原始被子植物 ,还有中生代以后的有花植物 ,

统归入华夏植物区系 ,赋予华夏植物区系以新的涵

义。华夏植物区系成分 ,从现代植物分布区类型来

看 ,它应包括以下几种分布区类型 :亚洲热带分布、

亚洲亚热带山地分布、中国特有分布、东亚和北美间

断分布及亚洲温带分布中的一些属 ,如伊犁地区野

果林中的卫矛属 ( Euonym us L1)就属于这一成分。

华夏区系成分在野果林表征植物中所占比例并

不高 ,而且这一成分在新疆的不同地区差别更大。

属于华夏大陆的准噶尔以南地区 ,特别是塔里木古

陆的许多本土成分无疑是华夏成分 ,而那些沿喜马

拉雅或喜马拉雅分布至天山的种类也应属华夏区系

的组成部分 ,如伊犁柳、胡桃、红果小檗、甜栒子、准

噶尔山楂等种类。如前所述 ,喜马拉雅是由于亚洲

板块受到印度板块的撞击 ,于第三纪才从地槽崛起

的 ,其地质历史远比华夏古陆年轻 ,植物区系种类也

远比中国区系贫乏 ,且缺乏中国富有的古老孑遗及

特有科属 ,而现代区系成分又都包括在中国植物区

系中。事实上 ,喜马拉雅植物区系是第三纪后从中

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华夏区系衍生发展而来的年轻成

分 ,距今不过约 4 000多万年的发展历史 ,是华夏区

系的直接后裔。因此存在于伊犁地区野果林区系中

的沿喜马拉雅至天山分布类型无疑是华夏区系的组

成部分。

3　讨论

成山于古生代海西运动的天山山区 ,曾在早第

三纪夷为准平原 ,当时气候温暖潮湿 ,加之坦荡低平

的地形因素 ,为落叶阔叶林的发育提供了最佳条件 ,

到中新世时 ,随着地史的变迁 ,物种的迁移 ,很多树

种进入新疆 ,这时野果林区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是随着动荡的“第三、四纪 ”的到来 ,天山山脉再

次抬升 ,气候进一步干旱化 ,限制了物种的形成和繁

衍 ,加之巨大冰期的作用 ,致使野果林往返迁移 ,树

种至今仍显贫乏 (18科 57种 )。环境条件的变化虽

然淘汰了一些树种 ,但也造就了一些更加适应这种

特殊生境的新树种 ,因而野果林表征植物区系的成

分 ,不仅有它多元的一面 ,也有它特殊的一面。从种

的分布区类型统计可以看出 ,虽然地理成分多样 ,但

在区系中起重要作用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成分。

野果林木本植物是构成中国天山具有海洋性气

候特征的落叶阔叶林的主要成分 ,且成为独立的落

叶阔叶林垂直带。对种的区系成分分析可得出组成

是多元的 ,有温带、天山、西伯利亚 - 天山的过度成

分、天山 -沿喜马拉雅成分、地中海成分及中亚荒漠

成分 ,其地理成分归纳为 11个分布区类型。其中天

山成分和温带成分占居首位 (各占 33. 33% ) ,它代

表着中国天山野果林的主体性质 ,其次为西伯利亚

-天山的过度成分 ( 17. 54% )、天山 - 沿喜马拉雅

成分 (10. 53% )、地中海成分 ( 3. 5% )和中亚荒漠成

分 (1. 75% )。

野果林木本植物区系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从发

生上看 ,主要有安加拉成分、古北极成分、古地中海

成分、华夏区系成分和天山本土成分 ;从来源上看 ,

区系成分多样 ,各类成分在此相互渗透 ,分布区重

叠。西伯利亚 - 天山过渡成分 ( 17. 54% )是野果林

植物区系连接北方安加拉 (西伯利亚 )植物区系的

桥梁 ;天山 - 沿喜马拉雅成分 ( 10. 53% )又把野果

林植物区系与华夏植物区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疆

的大部分地区过去曾是特提斯海的一部分 ,所以现

代野果林植被仍保留有古地中海起源的残迹

(5125% ) ;天山是新疆境内植物属种最为丰富的地

区 ,天山成分在各分布区类型中的比值也最高

(33133% ) ,尤其是中国天山特有的成分则代表着

野果林植物区系的土著部分 ,这一成分无疑是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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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适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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