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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次生裸地的植物群落特征

及土壤水分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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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恢复和改造高寒地区严重退化的草地!基于对黄河首曲玛曲县"水蚀型#次生裸地植被和土壤水分的调

查!研究了其植物群落特征及土壤水分的季节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水蚀型#次生裸地植物群落以杂草类为主!

结构简单!种类单一!盖度低!分布稀疏!群落的垂直结构分层不明显!地面芽植物占优势%"水蚀型#次生裸地土壤

水分随着降水变化而呈现季节性变化!

4

!

77

月
"

!

6"

和
6"

!

#"9:

土层土壤水分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最大值出现在
8

!

;

月!最小值出现在
4

月和
77

月$"水蚀型#次生裸地由于土壤松散&植被覆盖低!其土壤

保水效果远不及轻度退化草地$

关键词!玛曲%"水蚀型#次生裸地%植物群落%土壤水分

中图分类号!

0746'8

$

<3#;'74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7""7=">63

#

6"7!

%

"#="#34=">

""

!!

玛曲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最重要

的水源涵养地&

7

'

!也是阻挡高原风沙东迁的绿色屏

障!对我国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该县是甘肃省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

一&

6

'

!草地畜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

'

(然而!近年

来!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

#

'

!导致该地区

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草地退化)沙化加剧!各种

类型的次生裸地面积不断蔓延和扩大!并呈加速形

成的趋势(不断蔓延的各种类型的次生裸地严重威

胁着我国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安全!对当地人类的

生存)畜牧业的发展以及民族地区社会的安定团结

产生消极影响!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次生裸地#

0?9%@ABC

D

EBCC?@

%是指原有植被被

破坏!而原有植被影响下的土壤条件仍然存在或受

到很少破坏!甚至还残留原有植被的种子或繁殖体

的裸地&

4=>

'

(李广宇等&

8

'根据次生裸地形成的主要

驱动因子和景观特征的不同!将玛曲的次生裸地划

分为沙化型次生裸地)黑土滩型次生裸地)盐碱化次

生裸地)迁弃牧居点)废弃牧道和矿区)公路沿线
>

种类型(陈文业等&

;

'认为*水蚀型+次生裸地是盐碱

化次生裸地的表现型之一(所谓*水蚀型+次生裸地

是指玛曲高寒草甸由于气候旱化!地下水位下降!原

来季节性积水或常年积水的地域逐渐干涸形成的次

生裸地!其特征是土壤盐化!植被稀疏!物种单调(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玛曲高寒草地的植物群落

特征)多样性以及*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植物量与土

壤水分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77

'

!但对*水

蚀型+次生裸地植物群落特征及其土壤水分季节变

化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拟通过对玛曲县*水蚀型+次

生裸地植被和土壤水分的调查!分析其植物群落特

征及土壤水分季节变化规律!旨在为高寒地区退化

草地的恢复和改造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概况
!

试验地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大水种畜场!距玛曲县城
6>F:

!地理位置为

7"6G78H#!I2

!

!!G""H6#I(

!海拔
!#!":

!土壤类型

主要为亚高山草甸土&

76

'

(该地区长冬无夏!气候严

寒!年均气温
7'7J

!极端低温
563'!J

!最高气温

6!'> J

!月均最低温
577 J

#

7

月%!月均最高温

77'8J

#

8

月%(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

"

收稿日期,

6"76=">=68

!!

接受日期,

6"76=7"="3

基金项目,林业公益性行业项目#

6"7""#"#4

%

作者简介,张继强#

73;"=

%!男!甘肃会宁人!工程师!本科!现从事自然保护和生态学研究(

2=:BK&

,

L

MNO

PQ#

76>'9%:

通信作者,陈彬#

73;6=

%!女!甘肃会宁人!助理工程师!本科!现从事自然保护和生态学研究(

2=:BK&

,

L

MNO

PQ#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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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降水量
>74'4::

!年均蒸发量
7!4!'#::

(

年均日照时数约
64;"O

!年均无霜期
73A

!最长
!8

A

!最短
!A

!属典型的高寒湿润型气候(

研究区植被属于高寒沼泽化草甸!主要优势种

为鹅绒委陵菜#

!"#$%#&''((%)$*&%(

%!亚优势种为褐

鳞苔草 #

+(*$,-$)&.(#(

%和高山嵩草 #

/"0*$)&(

123

4($(

%!常见伴生种有马先蒿#

!$5&.6'(*&)"$7

5$*&

%)毛茛#

8(%6%.6'6)

9

(

1

"%&.6)

%)西伯利亚蓼

#

!"'

23

"%64)&0&*&.64

%等!偶见种有狼毒#

:#$''$*(

.;(4($

9

()4$

%)龙胆#

<$%#&(%().(0*(

%)防风#

:(7

1

");%&="-&(5&-(*&.(#(

%等(

!'"

样地布设
!

选择植物生长均匀)微地形差异

较小)集中连片的*水蚀型+次生裸地为研究对象(

在试验区布设
>

个
4":R4":

的典型样地(并按

照*五点法+!在每个样地内设置
4

根直径
4"::

!

深度
6'":

的土壤水分测定管(

!'#

植被调查方法
!

采用样方法!在每个典型样

地中心和
#

个角各设置一个
7:R7:

的小样方!

每个样方
!

次重复&

7!=7#

'

(记录每个样方内的植物种

类)高度#用随机抽样法!用直尺测量!然后求平均

值%)多度#数株统计%)盖度#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实

测%)密度#

7:

6 中某种植物个体的数量%等指标(

在
6"77

年
3

月上旬植被生长旺盛的时期对植物群

落特征进行调查(

!'$

土壤水分测定
!

土壤水分采用
-(-4"!E

#

S*

%新型智能中子水分仪测定(按
"

!

6"

和
6"

!

#"9:

深度分层测定(每个样地每层测定
4

个样

点!取其平均值作为样地该次该层的土壤含水量(

从
6"77

年
4

月到
77

月每
74A

测定一次(降雨后

加测
7

次(

!'%

数据处理方法

重要值#

>?

%

T

#

8+U8@U8AU8B

%"

#

&

7#774

'

$

土壤平均含水量#

C

D

%

T

#

#

D

&

%"

!"

(

式中!

8@

表示相对频度!

8+

表示相对盖度!

8B

表

示相对密度!

8A

表示相对高度!

D

&

表示第
&

层的

土壤水分(

!'&

数据分析
!

采用
2V9?&

和
0)0074'"

进行数

据整理)制图)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

!

结果与分析

"'!

植物群落种类组成特点
!

通过样方调查发

现!*水蚀型+次生裸地具有植物群落结构简单)种类

单一)分布稀疏)植物地表盖度低等特点!其中以莎

草科#

-

DW

?CB9?B?

%)蔷薇科#

*%MB9?B?

%)菊科#

-%:=

W

%MKXB?

%植物为主(试验地植物种类主要由
7#

种植

物组成!隶属
7"

科!

7#

属(其中!莎草科种数最多!

有
!

种!占总数的
67'#!Y

!其次为菊科!有
6

种!占

总数的
7#'63Y

!二者共占总数的
!4'86Y

!其他为

玄参科#

09C%

W

OZ&BCKB9?B

%)蓼科#

)%&

DL

%@B9?B?

%)毛

茛科#

*B@Z@9Z&B9?B?

%)豆科#

/?

L

Z:K@%MB?

%)瑞香科

#

,O

D

:?&B?B9?B?

%)龙胆科#

[?@XKB@B9?B?

%)伞形科

#

.:\?&&K]?CB?

%!各
7

种!各占总数的
8'7#Y

(将种

按照重要值的大小排列#表
7

%!前
4

位依次是鹅绒

委陵菜#

4>'4#Y

%)褐鳞苔草#

!8'#4Y

%)高山嵩草

#

!8'"8Y

%)马先蒿#

6;'3>Y

%和毛茛#

6>'>6Y

%(

"'"

群落结构
!

群落的垂直结构主要指群落的分

层现象&

7#

'

(陆生群落的分层结构是不同高度或不

同生活型的植物在空间上垂直排列的结果!它显著

提高了植物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

74

'

(本研究区是

以鹅绒委陵菜)褐鳞苔草和高山嵩草等为优势种组

成的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垂直结构分层不明显!大体

分为两层(第
7

层平均高度为
#

!

>9:

!最高者可

达
7"9:

!盖度
7Y

!

6Y

!以蓼科#西伯利亚蓼%)莎

草科#高山嵩草%和瑞香科#狼毒%为主!第
6

层平均

高度为
7

!

!9:

!盖度
"'4Y

!

!'6Y

!主要以莎草科

#褐鳞苔草%)菊科#风毛菊和火绒草%)龙胆科#龙

胆%)豆科#甘肃棘豆%毒杂草为主(

"'#

植物群落的生活型
!

生活型是植物对环境

条件适应后在其生理)结构!尤其是在外部形态上的

一种具体反映&

74=73

'

(研究植物群落生活型既可以发

现控制和影响群落的主要气候因素!以及植物群落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又可以了解群落组成种的外貌

特征随地理位置或生境而发生的改变&

6"=66

'

(本研究

采用
*BZ@FKB?C-

&

7#

'对植物生活型系统的划分方

法!将其划分为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

物)地下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
4

种生活型(结果表

明!本研究样地中只有地面芽和地下芽植物(其中!

地面芽植物种类最多!是该群落中处于优势地位的

生活型!共有
7"

种!主要包括莎草科)菊科)玄参科

和龙胆科的一些种类!占总物种数的
87'#Y

!其次

为隐芽植物!共
!

种!占总物种数的
67'#Y

(地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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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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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学 #第
!"

卷
"#

期%

表
!

!

玛曲"水蚀型#次生裸地主要植物组成及特征值

'()*+!

!

',+-(./

0

*(/123-

0

34.1.3/(/52,(6(21+6.41.27(*8+3/9(

:

84+23/5(6

;

)(6+*(/5

植物

)&B@XM

W

?9K?M

高度

?̂K

L

OX

"

9:

盖度

-%_?CB

L

?

"

Y

密度

S?@MKX

D

"株
W

&B@X

-

:

56

重要值

1:

W

%CXB@X_B&Z?

"

Y

鹅绒委陵菜
!"#$%#&''((%)$*&%( 7'88̀ "'"4?] !'66 764'77̀ 3'76B 4>'4#

褐鳞苔草
+(*$,-$)&.(#( 7'""̀ "'">

L

O 7'"" 6#'""̀ 7'";9 !8'#4

高山嵩草
/"0*$)&(

123

4($( 4'>8̀ "'>>B 7'"" #'""̀ "'">

L

!8'"8

马先蒿
!$5&.6'(*&)"$5$*& 6'#;̀ "'#8A 7'7" 7"'#"̀ 7'"!A? 6;'3>

毛茛
8(%6%.6'6)

9

(

1

"%&.6) "'3#̀ "'"#O 7'66 47'4>̀ #';3\ 6>'>6

西伯利亚蓼
!"'

23

"%64)&0&*&.64 4'""̀ "'#>B\ 7'"" #'>"̀ "'##

L

6!'#>

风毛菊
:(6))6*$(

9

(

1

"%&.( 7'""̀ "'"!O 7'"" 76'""̀ 7'>;A 66'>"

甘肃棘豆
E,

2

#*"

1

&)=(%)6$%)&) 6'4"̀ "'48A 7'"" #'""̀ "'67

L

O 6"';8

火绒草
F$"%#"

1

"5&64('

1

&%64 7'64̀ "'77

L

O 7'78 76'""̀ "';7A 78'7"

狼毒
:#$''$*(.;(4($

9

()4$ #'""̀ "'669 7'"" #'8"̀ "'>8

L

74'4#

防风
:(

1

");%&="-&(5&-(*&.(#( 6'7"̀ "'73A? "'4" #'!"̀ "'4!

L

74'67

矮草
:.&*

1

6)

1

64&'6) 7'4"̀ "'"4

L

7'"" #'""̀ "'74

L

O 7#'47

乳白香青
C%(

1

;('&)'(.#$( 7'7"̀ "'"8

L

O "'4" ;'""̀ "'#;] 7!'3"

龙胆
<$%#&(%().(0*( 6'";̀ "'64? 7'"" 7'""̀ "'"8K 7"'""

注,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4

%(

(%X?

,

$B&Z?MBC?:?B@M̀ 02'SK]]?C?@X&%a?C9BM?&?XX?CMK@AK9BX?MK

L

@K]K9B@XAK]]?C?@9?MBX"'"4&?_?&

#

SZ@9B@

.

MX?MX

%

'

芽植物占总数的比例高!说明该群落所在地冬季严

寒漫长!夏季较短!气候寒冷湿润(这与当地的气候

特征一致(

"'$

土壤水分季节变化
!

天然降水是甘南地区

草地植被土壤水分的主要来源!降水和蒸腾共同作

用导致该地区土壤水分出现季节性变化(通过单因

素方差分析#图
7

%可知!在研究期内!*水蚀型+次生

裸地和轻度退化草地土壤水分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规律!*水蚀型+次生裸地
"

!

6"9:

土壤水分季节性

变化总体表现为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最高值出现

在
8

月!为
73';Y

!最低值出现在
4

月!为
7"';Y

!

均值为
7"'4Y

(轻度退化草地
"

!

6"9:

土壤水分

季节性变化总体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最高值

出现在
8

月!为
66';Y

!最低值出现在
4

月!为
7>'"Y

!

图
!

!

<

!

"<2-

土层土壤水分变化

=.

>

?!

!

@,(/

>

+43A43.*-3.4186+./<B"<2-*(

;

+6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4

%(下同(

(%X?

,

SK]]?C?@X&%a?C9BM?&?XX?CMK@AK9BX?MK

L

@K]K9B@XAK]]?C?@9?MBX"'"4&?_?&

#

SZ@9B@

.

MX?MX

%

',O?MB:?\?&%a'

83#



)*+,+-./,.*+/0-12(-2

#

$%&'!"

!

(%'"#

%

"#

"

6"7!

均值为
7;';Y

(

!!

*水蚀型+次生裸地和轻度退化草地
6"

!

#"9:

土壤水分的季节变化与
"

!

6"9:

土壤水分季节变

化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即总体表现出先增

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图
6

%(*水蚀型+次生裸地和

轻度退化草地土壤水分最高值均出现在
8

月!分别

为
67'#Y

和
66'4Y

!最低值均出现在
77

月!分别为

74'#Y

和
7;'8Y

!均值分别为
7;'7Y

和
6"'8Y

(

4577

月
"

!

6"

和
6"

!

#"9:

土层土壤水分季

节性变化整体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最高值

出现在
8

月!最低值分别出现在
4

月和
77

月#图
7

)

图
6

%(从
4

月开始!随着雨季的来临!降水量大幅

增加!土壤水分也随着上升!在
8

月降水量达到全年

的最大值!土壤水分也达到一年中的最高值#图
!

%(

从
;

月开始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降水量小于植物

蒸腾和土壤蒸发量!土壤水分呈降低趋势(进入
3

月!大部分植物由于完成了整个生育周期而基本停

止生长!此时土壤水分的消耗主要以土壤蒸发为主(

由于温度的降低和地表枯落物的堆积!减缓了土壤

水分的蒸发!增加了土壤蓄水能力!土壤水分呈升高

趋势(从
77

月开始雨季结束!降水量明显减小!土

壤水分也随之降低!达到最低值(这与王彦龙等&

6!

'

在黄河源区黑土滩垂穗披碱草#

G'

2

46)%6#(%)

%栽

培草地土壤水分的研究及叶冬梅等&

6#

'在乌兰布和

图
"

!

"<

!

$<2-

土层土壤水分变化

=.

>

?"

!

@,(/

>

+43A43.*-3.418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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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试验区平均降水量及气温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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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沙漠流动沙地土壤水分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结论

*水蚀型+次生裸地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在

自然和人力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草地退化的极

端形式!是特殊环境与特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
>

个样地中!共记录植物
7#

种!隶属
7"

科
7#

属!

其中!莎草科物种数最多!优势物种为鹅绒委陵菜)

高山嵩草和褐鳞苔草(群落结构简单!种类单一!盖

度低!分布稀疏!垂直结构分层不明显!大体分为两

层(地面芽植物所占比例最大!共
7"

种!占总数的

87'#Y

(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水蚀型+次生裸地土壤

水分随着降水变化而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4

!

77

月
"

!

6"

和
6"

!

#"9:

土层土壤水分均呈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最高值出现在
8

月!最高值为

67'#Y

!最低值出现在
4

月!最低值为
7"';Y

!最高

值约是最低值相的
6

倍(

*水蚀型+次生裸地由于土壤松散)植被覆盖低!

远不及轻度退化草地的保水效果(各个时期土壤各

层含水量均为*水蚀型+次生裸地
$

轻度退化草地

#图
7

!图
6

%(

4

!

77

月!

"

!

#"9:

*水蚀型+次生裸

地土壤含水量均值为
7#';Y

!轻度退化草地土壤含

水量均值为
73'#Y

!轻度退化草地土壤持水能力是

*水蚀型+次生裸地的
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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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

年
#

月国际市场主要饲料与畜产品价格分析

美国玉米)大豆)高粱)豆粉)棉籽饼市场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7Y

)

6'"Y

)

4'#Y

)

!'7Y

)

4'"Y

$菜

籽价格与上月持平$豆粕)苜蓿粉市场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Y

)

7';Y

(

国际畜产品价格涨跌互现(瘦肉猪价格环比下降
4'3Y

$育肥牛价格涨幅明显!环比上涨
7!'!Y

$

欧盟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3Y

$美国鸡肉价格环比上涨
7';Y

$美国牛肉价格环比下降
;'7Y

$新西兰羊

肉)羊羔肉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3Y

)

!';Y

(

表
!

!

"<!#

年
#

月国际市场主要饲料与畜产品平均价格

饲料 价格 畜产品
!!

价格

玉米
6;>'"6.0S

-

X

57 瘦肉猪
7'88.0S

-

F

L

57

大豆
4!3'64.0S

-

X

57 育肥牛
!'">.0S

-

F

L

57

高粱
6#6'#!+.S

-

X

57 猪肉"

6'78.0S

-

F

L

57

豆粕
##3'84.0S

-

X

57 鸡肉""

6'6#.0S

-

F

L

57

菜籽
>!6'87-+S

-

X

57 牛肉""

!'3;.0S

-

F

L

57

豆粉
#63'4>.0S

-

X

57 羊肉"""

7'44.0S

-

F

L

57

棉籽饼
!68';>.0S

-

X

57 羊羔肉"""

!'"7.0S

-

F

L

57

苜蓿粉
!4"'"".0S

-

X

57 牛奶""

"'!4.0S

-

F

L

57

注,

"

表示欧盟!

""

表示美国!

"""

表示新西兰(

!

月参考汇率为
7-(e

#人民币%

T"'7>7.0S

#美元%

T"'744

+.S

#澳元%

T"'7>#-+S

#加元%

T"'7">[E)

#英镑%(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

王迎新%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