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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木本植物区系形成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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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新疆木本植物区系 37 科、105 属、436 种进行区系地理学分析, 探讨区系的来源和发展,

结果表明: (1)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种的区系成分是多元的, 区系发生成分主要有安加拉成分、古北

极成分、古地中海成分、新疆本土成分和华夏成分; (2) 发生时间在各个地区是不同步的, 除准噶尔

外, 新疆的荒漠区系起源较古老, 于早第三纪时就已基本形成, 而准噶尔荒漠则形成于第四纪; 新

疆的山地植物区系相对年轻, 它们的区系形成均不早于第三纪; (3) 整体上新疆现代木本植物区系

是在古地中海退却后得到繁衍的, 自第三纪以来就一直处于干旱气候控制之下, 在第四纪进一步

旱化, 并且这一进程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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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 73°32′～ 96°21′E, 34°32′～ 49°31′N , 面积 166 多万 km 2, 约占全国

土地面积的 1ö6。根据多年来的野外调查和相关报道资料, 作者在系统地研究新疆木本植物区

系的组成、特点及性质的基础上, 探讨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成分与邻近地区和国家植物区系成分

的联系, 进而分析其起源和发生。

1　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部, 四周距海洋遥远, 在大气环流过程中从海洋带来的水分, 因距离

远而减弱, 加上新疆的四周都为高山环抱, 除某些缺口尚能通过少量湿润的海洋气流外, 不可

能形成较多的降水, 全疆年降水量平均约 150 mm , 多的地区近 900 mm , 少则不足 10 mm , 由

于气温高、湿度小、风速大, 故蒸发势极大, 最大蒸发量全年可达 1 000～ 1 800 mm , 为降水量

的 6～ 20 倍。

新疆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冬季长、严寒, 夏季短、炎热, 春秋季变化剧烈。年平均气温南

疆为 10 ℃, 北疆准噶尔盆地为 510～ 715 ℃, 阿勒泰、塔城地区为 215～ 510 ℃, 至于山区与盆

地差异更为显著。新疆光热资料丰富, 太阳辐射总量全年为 130～ 155 K2Cal·cm - 2, 仅次于青

藏高原; 年日照时数 2 550～ 3 500 h, 居全国首位。日平均气温≥10 ℃的积温南疆多在 4 000

℃以上, 北疆从南到北为 3 700～ 2 600 ℃, 吐鲁番盆地可达 5 500 ℃; 无霜期南疆为 180～ 220

d, 北疆为 140～ 185 d; 山区气温呈垂直变化。所以, 新疆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干旱区, 它与地球



上同纬度地方的年降水量相比是较少的。在这一干旱地区所发育的木本植物, 都受到干旱的影

响, 并表现在植被分布和结构、覆盖度及生物量、区系的组成等方面。

2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和种的地理成分分析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组成 (按恩格勒系统) 共有 37 科、105 属、436 种 (含种下分类单位) ,

其中裸子植物 3 科、6 属、22 种, 被子植物 34 科、99 属、414 种。根据种的分布范围和特点, 其地

理成分组成主要有下列类型:

211　温带成分

占较高的比例, 共有 45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10132%。其中: 北温带成分, 如

金老梅[P en tap hy lloid es f ru ticosa (L. ) O. Schw arz ]、刺蔷薇 (R osa acicu la ris L indl. )、石生悬

钩子 (R ubus sax a tilis L. ) ; 旧世界温带成分, 如新疆圆柏 (J un ip erus sabina L. )、欧山杨 (P op u2
lus trem u la L. )、疣枝桦 (B etu la p end u la Ro th. )、多刺蔷薇 (R osa sp inosissim a L. )、黑果悬钩

子 (R ubus caesius L. )、黑果　子 (Cotoneaster m elanoca rp us L odd. )、蓝果忍冬 (L on icera

caeru lea L. ) 等; 亚洲温带成分, 如西伯利亚刺柏 (J un ip erus sibirica L. )、木贼麻黄 (Ep hed ra

equ isetina Bge. )、地蔷薇[Cham aerhod os a lta ica (L axm. ) Bge. ]、刚毛忍冬 ( L on icera h isp id a

Pall. )等; 北极高山成分, 如北极柳 (S a lix a rctica Pall. )、仙女木 (D ry as oxy od on ta Juz. )、北极

果[A rctous a lp inus (L. ) N ied. ]及越橘属 (V accin ium )等; 亚洲2北美间断分布, 如灰蓝柳 (S a l2
ix g lauca L. )和皱纹柳 (S. vestita Pu rsch. ) (均产阿尔泰山地)。

212　泛天山成分

共 52 种, 占 11190% ; 在各类成分相对较为丰富, 原因是天山是亚洲巨大山系之一, 也最

富生物多样性的地区, 若加上天山东段的新疆特有分布 11 种, 总计 63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

系的 14145%。代表种有: 天山纯针叶林成分, 雪岭云杉 (P icea sch renk iana F isch. et M ey. ) ; 天

山落叶阔叶林 (野果林) 成分, 野苹果 [M a lus sieversii (L db. ) Roem. ]、野杏 (A rm en iaca vu l2
g a ris L am. )、天山樱桃 (Cerasus tianschan ica Po jark. ) , 以及密叶杨 ( P op u lus ta lassica

Kom. )、银柳、(S a lix a rgy racea E. W o lf)、天山柳 (S. tianschan ica R gl. )、天山桦 (B etu la tians2
chan ica R up r. )、卫矛 (E uonym us sem enov ii R gl et H erd. )、天山绣线菊 (S p iraea tianschan ica

Po jark. )和天山花楸 (S orbus tianschan ica R up r. )等; 山地草原灌丛成分, 蔷薇属 (R osa)和锦鸡

儿属 (Ca rag ana )多种。

213　地中海成分

相当于《中国植被》的地中海—西亚—中亚分布, 共有 45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总种数

的 10132%。如: 分布在准噶尔盆地的蛇麻黄 (Ep hed ra d istachy a L. )、白垩假木贼 (A nabasis

cretacea Pall. )、刺木蓼 (A trap hax is sp inosa L. )、扁果木蓼 (A . rep lica ta L am. . )、芒柄花 (O no2
n is a rvensis L. )、多刺芒柄花 (O. an tiquorum L. ) , 它们是新疆荒漠中古地中海发生的典型代

表; 属于古地中海区系孑遗成分的, 如盐节木[H a locnem um strobilaceum (Pall. ) B ieb. ]、盐穗

木 [H a lostachy s casp ica (M. B ieb. ) C. A. M ey. ]等单种属, 以及胡杨 (P op u lus eup h ra tica O 2
liv. )等。

214　中亚荒漠成分

共计 92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2111%。在各类成分中数量最多, 且特色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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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荒漠占全疆土地面积的绝大部分, 除山地和某些局部地域的隐域植被外, 几乎全为荒漠所

占居, 因此中亚荒漠成分便成为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尤其是准噶尔的中亚荒漠

成分和联系哈萨克斯坦、吐兰的中亚荒漠成分, 在发生上有重要的区系地理意义。代表植物有:

梭梭 [H a loxy lon am m od end ron (C. A. M ey. )Beg. ]、白梭梭 (H . p ersicum Bge. ex Bo iss. et

Bub se)、里海盐爪爪 [K a lid ium casp icum ( (L. )U ng. 2Sternb. ) Grub. ]、心叶驼绒藜 [Cera2
toid es ew ersm ann iana (Stscheg1. ex L o sin sk. )Bo tsch. et Ikonn. ]、小蓬[N anop hy ton erinaceum

(Pall. ) Bge. ]、木本猪毛菜 (S a lsola a rbuscu la Pall. )、囊果碱蓬 (S uaed a p hy sop hora Pall. )、合

头草 (S ym p egm a reg elii Bge. ) , 以及柽柳属 (T am a rix )、枸杞属 (L y cium )、猪毛菜属、盐爪爪

属、假木贼属 (A nabasis)、沙拐枣属 (Ca llig onum )、木蓼属 (A trap hax is)等的大部分种类。

215　亚洲中部成分

包括塔里木盆地的亚洲中部荒漠区, 该成分主要是以旱生性质为特征, 含有许多荒漠植被

建群种和优势种, 共计 34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种总数的 718%。代表植物有: 白榆 (U lm us

p um ila L. )、沙拐枣 (Ca llig onum m ong olicum T u rcz. )、蒿叶猪毛菜 (S a lsola abrotanoid es

Bge. )、裸果木 (Gym noca rp os p rz ew a lsk ii M ax im. )。

216　西伯利亚成分

主要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出现, 是山地针叶林和河谷阔叶林的重要组成, 共有

28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11101% , 如: 阿尔泰山的西伯利亚泰加林树种, 西伯利亚

冷杉 (A bies sibirica L db. )、西伯利亚落叶松 (L a rix sibirica L db. )、西伯利亚云杉 (P icea obova2
ta L db. ) 和西伯利亚红松 (P inus sibirica D u Tou r. ) ; 山地落叶阔叶林树种, 直穗柳

( S a lix rectiju lis L db. ex T rau tv. )、萨彦柳 (S . sajanensis N as. )、蔓柳 (S . tu rcz an inow ii

L ak sch. )、小叶桦 (B etu la m icrop hy lla Bge. )、圆叶桦 (B . rotund if olia Spach. ) ; 额尔齐斯河流

域的阔叶树, 如银白杨 (P op u lus a lba L. )、黑杨 (P. n ig ra L. )、白柳 (S a lix a lba L. )、耳柳 (S.

au rita L. )、油柴柳 (S. casp ica Pall. )、灰毛柳 (S. cinerea L. )、三蕊柳 (S. triand ra L. )等。

217　泛西伯利亚2天山成分

包括西伯利亚2天山成分 18 种; 欧洲2西伯利亚2天山分布 21 种; 西伯利亚2天山2沿喜马拉

雅分布 16 种; 总计有 55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总种数的 12161%。代表植物有: 新疆方枝柏 (J u2
n ip erus p seud osabina F ish. et M ey. )、苦杨 (P op u lus lau rif olia L db. )、西伯利亚小檗 (B erberis

sibirica Pall. )、刺醋栗 [G rossu la ria acicu la ris (Sm ith ) Spach ]、新塔花 (Z iz ip hora bung eana

Juz. )、大果　子 (Cotoneaster m eg a loca rp us M. Pop. )、欧杞柳 (S a lix caesia V ill. )、小叶忍冬

(L on icera m icrop hy lla W illd. )、新疆忍冬 (L . ta ta rica L. )、欧洲荚　 (V ibu rm um op u lus L. )

等。泛西伯利亚2天山分布, 通过阿尔泰山、天山将新疆木本植物区系与安加拉 (西伯利亚)植物

区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彼此相互交汇、渗透的区系过渡区特点。

218　新疆2喜马拉雅成分

有 23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5128% , 占有较低的比例, 但它反映出新疆木本

植物区系与华夏植物区系的联系。代表植物有: 喀什方枝柏 (J un ip erus tu rkestan ica Kom. )、雌

雄麻黄 (Ep hed ra f ed tschenkoae Pau ls)、阿富汗杨 [ P op u lus af g han ica (A itch. et H em sl. )

Schneid. ]、帕米尔杨 (P. p am irica Kom. )、密穗柳 (S a lix py crostachy a A nderss. )、垫状驼绒藜

(Cera toid es com p acta T sien et C. G. M a)、变色锦鸡儿 (Ca rag ana versicolor Ben th. ) 及水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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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M y rica ria)的大部分种类。

219　新疆特有成分

有 42 种, 占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9163%。其中准噶尔特有 7 种, 如疏齿柳 (S a lix

serru la tif olia var. subin teg rif olia Ch. Y. Yang)、额河木蓼 (A trap hax is j rty schensis Ch. Y.

Yang et Y. L. H an)、精河沙拐枣 (Ca llig onum ebinu ricum Ivanova ex So sk. )、吉木乃沙拐枣

(C. j im uana icum Z. M. M ao )、奇台沙拐枣 (C. k lem en tz ii A. L o s. )、三列沙拐枣 (C. trif a rium

Z. M. M ao)、柱筒枸杞 (L y cium cy lind ricum Kuang et A. M. L u) 等; 塔里木盆地特有 10 种, 如

新疆沙冬青 [A m m op ip tan thus nanus (M. Dop. ) Cheng f. ]、库尔勒沙拐枣 (Ca llig onum kuer2
lese Z. M. M ao )、英吉沙沙拐枣 (C. y ing isa ricum Z. M. M ao )、喀什霸王 ( Zy g op hy llum

kaschg a ricum Bo riss. )、塔克拉玛干柽柳 (T am a rix tak lam akanensis M. T. L iu )、民丰琵琶柴

(R eaum u ria m inf eng ensis D. F. Cu i)、疏花蔷薇[R osa lax a var. kaschg a rica (R up r. ) H an ]等;

阿尔泰 (山地与额尔齐斯河谷) 特有 11 种, 如额河杨 (P op u lus j rty schensis Ch. Y. Yang)、盐桦

(B etu la ha lop h ila Ch ing)、布尔津柳 (S a lix bu rg inensis Ch. Y. Yang)、绿叶柳 (S. m etag lauca

Ch. Y. Yang)、绢柳 (S. neolapp onum Ch. Y. Yang)等; 东天山特有 11 种, 如白刺锦鸡儿 ( Ca ra2
g ana leucosp ina Kom. )、乌什锦鸡儿 [C. tu rf anensis (K rassn. ) Kom. ]、天山蓼 (P oly g onum

tianschan icum Ch. Y. Yang)、毛花楸 (S orbus tianschan ica var. tom en tosa Yang et H an)、北疆

茶　子 (R ibes m ey eri var. p ubescens L. T. L u) 等; 塔尔巴哈台山特有 2 种, 即塔城柳 (S a lix

ta rbag a ta ica Ch. Y. Yang)和中国丽豆 (Ca lop haca ch inensis Bo riss. ) ; 东疆荒漠特有, 如小沙拐

枣 (Ca llig onum p um ilum A. L o s. )等。

3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发生成分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主要由温带成分、古地中海成分、新疆本土成分以及华夏成分组成, 至

于其他成分所占比例极低, 纯粹的热带成分没有。

311　温带成分

从区系起源的角度出发, 温带成分应该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来源于安加拉古陆 (A n2
go la) 的安加拉植物区系成分, 主要包括现代地理成分中的亚洲温带分布型的大部分; 另一部

分是来源于古北极区即欧洲2北美古陆 (Eu ram crica) 的古北极植物区系成分, 它主要是指现代

地理成分中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31111　安加拉区系成分　新疆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都与安加拉相邻地区相近, 而且新疆准

噶尔以北部分本身就属于安加拉的一部分。因此, 区系中有大量的安加拉成分。

31112　古北极 (欧洲2北美) 成分　由于欧洲2北美古陆、安加拉古陆及其南面的华夏等古陆在

三迭纪时期曾形成统一的劳亚古陆, 因此, 其植物区系成分相互渗透是必然的。新疆的准噶尔

以南属华夏等古陆部分, 以北由从准噶尔兴安海槽隆起的阿尔泰山系与安加拉古陆相连, 同时

亦与欧洲2北美古陆相邻。所以, 在新疆植物区系中, 古北极成分占有相当的比例, 许多古北极

成分侵入新疆后, 大多数栖息在高山地区, 并繁衍其种系。

312　古地中海成分

古生代泥盆纪早期, 新疆除了塔里木古陆和准噶尔古陆外, 其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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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仓海槽区渐渐隆起成陆地, 使唐古拉古陆与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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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古陆连为一体, 同时准噶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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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第三纪中期才强烈地隆升成雄伟山地。吴舜卿等 (1986)在天山东部 (海槽

区) 早侏罗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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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植物群非常

相似[1 ]。因此, 以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及吉尔吉斯斯坦等构成的中亚地区本身就是古地中海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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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生的。白垩

纪末海退大范围地发生, 以前的海浸区逐渐成陆且气候变得干燥, 许多旱生种类在当地的干旱

环境中发展起来。例如中亚荒漠重要的表征科——藜科 (Chenopodiaceae)的许多属: 盐爪爪属

(K a lid ium ) (全世界 5 种, 新疆均产) , 还有盐节木属 (H a locnem um )、盐穗木属 (H a lostachy s)、

合头草属 (S ym p egm a)、戈壁藜属 ( I lj in ia) 及新疆藜属 (A ellen ia) 等单种属, 它们均产新疆且分

布中亚地区和地中海至亚洲中部地区, 这些属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还有不少种类同时分布

于新疆和中亚细亚, 如胡杨、灰杨 (P op u lus p ru iosa Sch renk)、白榆、驼绒藜 [Cera toid es la tens

( I. F. Gm el. ) R eveal et Ho lm gren ]、木地肤 [K och ia p aostra ta (L. ) Sch rad. ]、沙拐枣 ( Ca l2
lig onum m ong olicum T u rcz. )等, 这些均为古地中海的孑遗种。它们在第三纪便发生于古地中

海地区, 在第四纪气候变得愈加干旱时又有所分化, 形态结构和生理特性都发生变化而更加适

应于愈来愈严峻的气候环境。

313　华夏成分

华夏成分是指发源于华夏古陆及邻近地区的植物区系成分。新疆木本植物区系与喜马拉

雅区系的关系, 实质上就是与华夏区系的联系。沿喜马拉雅分布有 23 种, 对说明与华夏关系有

重要意义。喜马拉雅是因亚洲板块受到印度板块的撞击, 在第三纪后从地槽里隆起的, 地质历

史远比华夏古陆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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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华夏区系

的直接后裔 (张宏达 1984) [2 ]; 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属种也远比华夏植物区系贫乏, 缺少中国丰

富的古老孑遗科属; 因此喜马拉雅成分, 包括喜马拉雅2天山的种类, 如镰叶锦鸡儿 (Ca rag ana

au ran tica Koehne)、野核桃 (J ug lans reg ia L. ) 等, 是中国植物区系 (即华夏区系) 逐渐向西扩

展形成的; 对于新疆植物区系中的针叶植物 (松科 5 种和柏科 6 种) 的起源, 据张宏达 (1984,

1994)的论证认为, 它们也是亚洲亚热带山地起源的, 属于华夏区系成分[2～ 4 ]。

314　新疆本土成分

新疆特有的成分, 包括准噶尔特有、塔里木盆地特有、阿尔泰山地 (与额尔齐斯河谷)特有、

天山 (新疆东天山)特有、塔尔巴哈台山特有及东疆荒漠特有, 是代表着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土

著成分, 该成分无疑是本地发生的适生种。

4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性质

根据地史资料, 渐新世以前的新疆气候温暖, 树种丰富,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新疆木本植物

区系发展的重要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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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新

疆木本植物区系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随着天山山系的隆起, 气候的进一步旱化, 限制了物种

的多样化和繁衍, 加之巨大冰期的作用, 致使新疆木本植物至今仍较为贫乏 (37 科、105 属、436

种)。然而环境条件的恶化, 虽然淘汰了一些树种, 也会形成一些更加适应特殊生境的新物种,

因而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成分, 既有多元的一面, 也有特殊的一面。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 436 种中, 种的区系成分组成是多元的, 有北温带、天山、地中海、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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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亚洲中部、西伯利亚等成分, 各类地理成分所占的比例为: 中亚荒漠成分占最高比例

(2111% ) , 其次为泛天山成分 (14145% ) , 西伯利亚成分 (11101% ) , 温带成分 (10132% ) , 地中

海成分 (10132% ) , 特有成分 (9163% )。

各区域的地理成分分析还表明, 天山山区是以天山成分占优势, 欧洲2西伯利亚2天山成分

占相当比重; 阿尔泰山是以西伯利亚2阿尔泰成分、欧洲2西伯利亚 (阿尔泰) 成分占优势; 塔里

木盆地是以亚洲中部成分占优势; 准噶尔盆地是以中亚荒漠成分占优势, 其吐兰2准噶尔、哈萨

克斯坦2准噶尔成分则以准噶尔盆地为其分布的东界; 新疆荒漠区是以地中海2亚洲中部成分

联系着古地中海区系。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发生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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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北缘以北地区 (阿尔泰山区系成分) , 以安加拉和古北

极成分为主; 天山以南 (塔里木盆地) , 则以亚洲中部和中亚荒漠成分占较高比例[5 ]; 而北疆荒

漠 (准噶尔盆地)以中亚和古地中海成分占相当比例。各类区系成分是相互渗透的, 存在分布区

重叠现象, 天山2西伯利亚成分 (12161% ) 是新疆木本植物区系连接北方安加拉 (西伯利亚) 区

系的桥梁; 沿喜马拉雅成分 (5128% )又把新疆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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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中海的一部分, 同时又经阿尔泰山与西伯利亚相连接, 因此,

新疆便成为众多的西伯利亚种 (11101% )和古地中海种 (10132% )的家园。新疆的荒漠占了全

疆土地面积的绝大部分, 是欧亚荒漠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亚 (伊朗2吐兰) 荒漠与亚洲中

部荒漠的过渡地区, 因此这两种成分的组成较多, 前者 92 种, 后者 34 种, 事实上准噶尔荒漠实

质为中亚荒漠的一部分, 而南疆荒漠更显亚洲中部荒漠的本色。第三纪才升起的天山[6 ] , 是新

疆境内植物属种最为丰富的地区, 并形成具广泛联系的泛天山成分; 新疆的特有成分, 则代表

着新疆木本植物区系的土著成分。

在发生时间上, 各区域、各类成分的发生是不同步的, 除准噶尔外, 新疆的荒漠区系起源较

古老, 早第三纪时就已基本形成; 而准噶尔荒漠则形成于第四纪; 新疆的山地植物区系相对年

轻, 形成均不早于第三纪。阿尔泰山虽很早便摆脱海浸隆起成陆地, 但由于受冰川的深刻影响,

故现代植物区系是在第三纪冰期后才发生的。整体上, 新疆木本植物区系是因古地中海退却后

在当地发展起来的, 自第三纪以来就一直处于干旱气候控制之下, 在第四纪进一步旱化, 并且

这一进程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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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tailed flo rist ic phytogeograph 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woody flo ra and vegetat ion of

X injiang w ere analyzed. T he m ain conclusion is as fo llow s: (1) T here are 436 species (belonging to

37 fam ilies and 105 genera) of the woody flo ra of X injiang. Among them , 22 species belonging to

3 fam ilies and 6 genera are the gym no spermous flo ra, and 414 species belonging to 34 fam ilies and

99 genera are the angio spermous flo ra. (2) F rom the po in t of nature geograph ical region view ,

X injiang consists of several parts, e. g. M t. T ianshan, M t. A ltai, T arim Basin, Zhungeer Basin,

and X injiang D esert R egion. T hey are differen t from each o ther in the flo rist ic p ropert ies, fo r ex2
amp le, M t. T iansha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 inant T ianshan elem ents and abundant Europe2
Siberia2T ianshan one ; M t. A ltai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 inant Siberia2A ltai one and Europe2
Siberia one; T arim by dom inant Center A sia one; Zhungeer by dom inant Center A sia desert one,

and X injiang D esert R egion by T ethys2Center A sia one w hich is related w ith T ethys flo ra. (3) T he

flo rist ic compo sit ion of the woody flo ra of X injiang is very comp licated. T heir o rigin is p luralist ic,

and the o rigin geo logical periods are also differen t among nature regions. A s fo r the o riginal ele2
m ents, they m ain ly include A ngo la, O ld N o rth Po le, T ethys and Cathaysian flo rist ic elem ents. In

the no rth of T ianshan, especial in A ltai and Zhungeer, they m aybe derive from the A ngo la and the

O ld N o rth Po le elem ents. In the so rth of T ianshan, especially in T arim Basin, there existe the dom 2
inan t desert elem ents com e from Center A sia; in the desert region of no rth X injiang, especially in

Zhungeer Basin, O ld T ethy and Center A sia elem ents are abundant. T he desert flo ra in X injiang is

mo re ant ique than the mountain flo ra. T he fo rm er could derive from the early T ert iary; the desert

flo ra in Zhungeer Basin could fo rm in Q uaternary, the lat ter could also fo rm in Q uaternary. A l2
though som e of X injiang mountains had risen free after O ld T ethys gone aw ay, they w ere affected

deep ly by glacier, and the p resent flo ra has been contro lled cont inuously by arid clim ate since T er2
t iary period, and it becam e mo re and mo re dry in Q uaternary.

Key words: the woody flo ra of X injiang; geograph ical elem ent; flo rist ic deve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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