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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初步观察

张 娜$3梁一民!3
5$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3北京 $""$"$6!2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3陕西杨凌 7$!$""8

基金项目9: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资助项目安塞试区专题 <#=">="?=">@
收稿日期9$<<A=$!=$A6修订日期9$<<<=$"=!"
作者简介9张 娜5$<7BC 83女3新疆人3博士@主要从事生物量D生产力及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

摘要9对大旱之年白羊草5EFGHIJKHLFMJNKHMOPQP8群落的上壤水分状况和地上部的生长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3白羊

草群落在整个生长期都处于水分严重亏缺状态3植物生长被大大地抑制3种类少而单调@群落地上生物量D高度和盖度受

上壤水分的影响沿升R降R升R降的方向变化@地上年净初级生产量仅为 ABSATUV!3比正常年份低 !C>倍@干物质含

量则显著高于正常年份@
关键词9白羊草群落6群落地上生物量6群落高度6群落盖度6群落干物质含量6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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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草5EFGHIJKHLFMJNKHMOPQP8群落是我国暖温带森林草原区有代表性的植被 类 型3也 是 落 叶 阔 叶

林区森林破坏后出现的次生植被类型3有关它的分布D生长状况的研究还很缺乏3有些尚未定论@$<<7年

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安塞生态系统定位站对白羊草群落在大旱之年地上部的生长状况进行了观测3受干旱

的影响3白羊草群落在季相D结构D生物量D生产力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E 材料与方法

ESE 试验区和样地概况

安塞试验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安塞县真武洞镇3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3位于东经 $"<F$BGBBH3
北纬 B#F>$G><H@年平均均气温 ASAI3年平均降水量 ?B$S>VV3$<<7年为 !A>27VV@年际间降水量差异

极大3年内分布也不均37DAD<三个月降雨量占年降水量的 #"JCA"J3且多暴雨@平均水面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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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水量的 &!’倍%一般为 (!’倍)境内地形破碎%梁峁起伏)地带性土壤为黑垆土%因长期

侵蚀而流失%现仅零星分布%主要土壤类型为黄绵土%占总面积的 **+,-)水土流失严重)植被地带属暖温

带落叶阔叶林区向暖温带草原区的过渡带..森林草原区)灌木呈零星分布%形成以中旱生草本植物群落

占 绝 对 优 势 的 植 被%天 然 森 林 己 全 遭 破 坏)荒 坡 主 要 为 铁 杆 蒿/01234565784395:55;<长 芒 草/=25>7

?@:837:7;<白 羊 草 /AB2C15DC9B756DC734@4;<菱 蒿 /01234565785179E55;<达 乌 里 胡 枝 子 /F36>3E3G7

E7C@15D7;<菊叶委陵菜/HB23:2599727:7D325IB957;等组成的处于不同演替阶段的草灌植物群落)多数荒坡因

过牧成为退化草地)
进行观测的白羊草群落位于梁峁半阳坡%坡向 JK"#L%海拔 M*($)草地不同部位的坡度不一致%平均

为 &,L%有几条羊肠小道)土壤为红胶土%质地中粘N土层中多料姜石%土壤硬实<干燥)

O+P 研究方法

从 (月 ,#日牧草返青时开始调查和测定%每一个半月 ,次%直至生长末期/,,月上旬;%共测 Q次)

O+P+O 群 落 调 查 在 第 一 次 作 试 验 之 前%首 先 调 查 和 测 定 样 地 的 立 地 条 件%如 海 拔<坡 度<坡 向<土 壤 类

型<质地等)每次试验时调查群落的季相<植物种类组成<种的频度<植物生长状况<物候期<生活型<草地利

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等)

O+P+P 地上部数量指标的测定 沿样地的对角线系统取样%共取 ,#个 #+’$R#+’$的样方%在各样方内

记录种的高度<盖度<多度和样方总盖度)盖度用目估法测)将每个样方内白羊草的株丛分成高<中<低三

等%对每个等级测定 ,!&个株丛的伸长长度作为其高度%并数各等级株丛的数量%用加权平均法求样方内

白羊草的高度%对其它草类和灌木测定每株的高度%用算数平均法求其在样方内的高度N最后用加权平均

法求样方内植物的平均高度)对白羊草等根茎型干草从根茎基部贴地面剪下地上部分%对其它草类和灌木

则从茎基部离地面约 ,S$处剪下地上部N然后将它们全部装入纸袋%立即称其鲜重N带回室内在 T#U恒温

下经 ,"V烘至恒重%然后在电子天平/精度过 #W#,;上称取干重)对 ,#个样方的地上部数量指标求平均%
换算成样地值)需指出的是%这里的地上生物量是指地上现存量%不包括枯枝落叶部分和立枯部分)

O+P+X 土壤水分的测定 沿样地的对角线等距选取坡上<坡中和坡下各一处%用直径为 ’S$的土钻取土

样)每 "#S$一层%深至 ,"#S$%&次重复)称湿重后在 ,#’U下烘干 ,#V至恒重%称其干重)最后计算干土

重的土壤水分含量Y/湿土重Z干土重;[干土重R,##-)

P 结果与分析

P+O 草地的土壤水分状况

图 , ,MM,年和 ,MM*年安塞降水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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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ck,MM*

.R. ,MM* .l. ,MM,

,MM*年是本区有记录的 (#‘以来最干旱的 ,
年%总 降 水 量 为 "T(+*$$%大 大 低 于 多 年 的 平 均

水 平/’&,+($$;%其 中 Q!M月 的 降 水 量 仅 为

,M’+"$$),MM,年总降水量为 ’((+Q$$%与多年

平 均 水 平 基 本 持 平%其 中 Q!M月 的 降 水 量 为

&#(+M$$)总的来说%除 ,MM*年 *月的降雨量略

高 于 ,MM,年 外%其 它 各 月 的 降 水 量 均 较 ,MM,年

低%尤其 ’<Q月春夏之交时/图 ,;)在此%以多年平

均 降 水 量 为 标 准%将 降 水 量 差 额 在m,#-平 均 量

以 内 的 年 份 定 为 平 水 年%差 额no,#-或pZ

,#-平 均 量 的 年 份 分 别 定 为 丰 水 年 和 欠 水 年q,r)

,MM*年 降 水 量 与 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的 差 额 仅 为Z(Q+(-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故 可 将 ,MM*年 视 为 极 旱 年%而

,MM,年为平水年)
受降水的控制%土壤含水量在不同的年份也表现出不同的季节变化规律)本次试验测定了植物生长季

/(!,,月;#!,"#S$土层土壤水分的状况%将测得数据列成表)从表 ,可见草地 #!,"#S$土层的平均含

水量变化平缓)根据其变化%划分为 &个明显的阶段Y春夏强烈蒸发阶段/(月上旬!*月上旬;<夏秋蓄水

’QMQ期 张 娜等Y干旱气候对白羊草群落土壤水分和地上部生长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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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墒阶段!"月中旬#$月下旬%&秋季缓慢蒸发阶段!’(月上旬#’’月上旬%)包括两个下降阶段和一个回

升阶段*从表 ’还可看出)草地土壤剖面水分分布的总规律是自上而下水分变化幅度由大到小)由此可将

剖面划分为交换活跃层!(#+(,-%&次活跃层!+(#.(,-%和相对稳定层!.(#’+(,-%*
表 / 白羊草草地 0#/1023上层含水量的季节变化!’$$"年)4%

56789/ :96;<=68>6?@6A@<=;<B;<@83<@;AC?9D@AE@=0#/1023;<@886F9?<=GHIJKLMJNHOLPMJOQRSRT?6;;86=U!’$$"%

层次!,-% 日期 VWXY !Z[\X]̂_W‘% 平均 标准差

a[bccW‘Yd .̂e f̂+( "̂+ ĝg $̂+h ’’̂f ZYW\ ij
(#+( fk’ ek" ekh ’.kh ’ek$ .k" "kh +k’+
+(#.( gk" fk$ hk’ hk+ "k$ hk’ hkg (k.g
.(#h( ’(k( "k( "ke hk. fk$ "k+ "ke (kf$
h(#g( ’’k+ gk+ gkh gk( "kf gk. gk" (kf.
g(#’(( ’’k. $kh $k. $ke gk. gk" $kf (k..
’((#’+( ’+k+ ’(k( $kf ^ $k$ gkh ’(k’ (kf$

平均 ZYW\ $kg "ke hk" gk. gkf "k+ gk(
剖面梯度 lfk" l.k. l.kh m"k+ mhk( lek’ l(k$

nd[obcYpdW_bY\X

!’%春夏强烈蒸发阶段q.月上旬由于融冻水的作用)造成一个短暂的土壤返润时期)土壤水分含量在

全生长季最高)这与前年秋冬季!g#’’月%的降水量较大有关)且牧草植物幼小)需水量小*h月间因降雨

量 小)随气温增高和植物蒸发&蒸腾水量剧增)土壤水分含量也持续极显著!本文中r极显著s指在 (t(’水

平上的显著)r显著s指在 (t(f水平上的显著%下降*尤其 h月是安塞有记录的 .(W以来同期最干旱的)降雨

量仅为 et.--)与 ’$$’年同期!"gt’--%无法相比)也大大低于多年同期平均!hete--%*虽然这时地上部

受干旱影响生长衰败)蒸腾耗水量很小)但由于土壤蒸发强烈)又缺少水分补给)土壤水分含量在 h月中旬

降到了最低值 ht"4)时间上与降水量基本同期*这期间活跃层土壤耗水很强)含水量显著低于下层*相对

稳定层中随土层加深)含水量不断增加)但相邻土层含水量的差异不显著*

!+%夏秋蓄水增墒阶段q"月降雨量达到全年最高值 "gtg--)"&g&$三月累计降水 ’$’tg--)虽然无

法与丰水的 ’$$h年相比!’$$h年仅 "月降雨量就达 +e$t.--%)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保证了植物

的后期生长*雨热同期的到来使植物生长十分旺盛)耗水量增大)降水补给超过了植物需水和地面蒸发&土

壤 含水量处于回升阶段)但增加不显著)由 hk"4到 gtf4)仍远远低于调 萎 湿 度!’hth4)’t+-土 层 内 约

+e(th--u+v%*土壤含水量在 $月上旬出现一个峰值*活跃层受降水的影响土壤含水量增加显著)由 "月上

旬的 eth4上升到 g月上旬的最高值 ’.th4*次活跃层是个过渡层)雨季该层土壤含水量持续缓慢增加*相

对稳定层的含水量则持续不显著降低*由此可推测雨季白羊草群落地上部生长十分旺盛)耗水量大*

!e%秋季缓慢蒸发阶段q’(月至 ’’月上旬降水量较少)植物多数生长衰退)但气温仍较高)蒸发耗水

多&土壤含水量缓慢下降*活跃层和次活跃层受气象条件影响含水量分别降低 $t+4和 ’tg4*.(#’((,-
土 层含水量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土层含水量变化不同)经过雨季的持续增加后)这 时 有 所 下

降)可能是雨季植物生长对 .(#’((,-土层水分消耗过大)在生长末期 这 种 影 响 延 伸 至 ’((,-以 下 的 土

层*说明 .(,-土层以下的水分受群落地上部生长的影响很大*
总的来说)各层次在整个生长季土壤水分含量均低于凋萎湿度)连 g月上旬含水量最大的活跃层也不

例外)说明在极端干旱年份)白羊草草地土壤始终处于水分严重亏缺状态)供水能力很差*
与之相对照的是 ’$$’年该草地的土壤水分状况w*由图 +可见)’$$’年该草地土壤含水量的季节变

化不仅与极旱的 ’$$"年很不同)而且与一般年份也很不一致)在 h月初到 g月底这段时间本是黄土丘陵区

天然草地蓄水增墒阶段)土壤含水量呈上升趋势)但在 ’$$’年的这段时间里土壤含水量逐渐下降)直至 g

hh$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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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白羊草草地土壤含水量的季节变化"#$$#年%

&’()! *+,-./,01,2’,3’./.4-.’05.’-362+

7./3+/3.489:;<=>;?9@=A>;@BCDC(2,--0,/E"#$$#%

月 !F日降到最低值 #FGHIJ而最高值"!FGFI%出现在

K月底 H月初L这是因为 #$$#年的 KMH月份降雨偏多J
其总和比偏旱的同期平均高出 HKG#55NOMP月份降雨

偏少J其总和比 多 年 同 期 平 均 低 O#GO55J而 这 时 群 落

蒸腾和蒸发耗水最为强烈L这充分说明了春夏干旱和

湿润两种气候条件对天然草地土壤水分季节变化的影

响完全不同L

#$$#年该草地土壤水分变化的活跃层在 FQHF75
中J比 #$$O年要深得多L说明降水量越大J受降水入渗

和植物蒸腾影响较大的层次也越深L在整个生长季J土

壤含水量均接近或远远超过田间稳定湿度N其中 RMKMH
三月的土壤含水量接近或超过凋萎湿度J!5深的土壤

中有将近 $F55的有效水可供植物利用J但在 H月底以后土壤含水量均低于凋萎湿度J土壤处于水分亏缺

状态L
与该区处于梁峁半阴坡的铁杆蒿S长芒草群落和处于沟谷阴坡的长芒草S铁杆蒿群落 #$$O年土壤

水分比较J白羊草草地的土壤水分状况最差L这是因为白羊草草地地处梁峁半阳坡J地面接受的光热辐射

强J土壤蒸发强N而且该草地的红胶土质地中粘J比质地为壤土的黄绵土在干旱条件下更加硬实M干燥L

TGT 群落的季相和植物组成状况

白羊草群落的草类分布不均匀J尤其次优势种铁杆蒿"U<:BC=A=@VCB?=W==%和茭蒿"U<:BC=A=@V=<@?X==%
多成丛生长J分布很不均匀L白羊草是典型的根茎下繁草植物J连片覆盖地面J它的盖度决定着群落的盖

度N在整个生长季多度均为 7.YZ"很 多%J频 度 均 在 $KIQ#FFI之 间N但 是 高 度 不 超 过 #F75J盖 度 不 超 过

!KIJ远远低于正常年份 ZFQRF75的高度和 HFIQOFI的盖度[L除夏季雨期外J白羊草生长衰弱J尤其

旱期枝叶大多枯黄J地面覆盖较多灰色枯落物L群落种类少而单调J春季返青期最多J为 #K种N其它时期在

#F种左右变化L伴生种 主 要 有 二 色 棘 豆"\]̂:<9_=A‘=>9?9%M长 芒 草"a:=_@‘DWVB@W@%M达 乌 里 胡 枝 子"bBAc

_BXBd@X@;D<=>@%M阿尔泰狗哇花"eB:B<9_@__DA@?:@=>DA%M白刺花"a9_;9<@f=>==g9?=@%M细叶远志"h9?̂V@?@

:BWD=g9?=@%等J在整个生长季都以根茎禾草层片为主J优势生活型为地下芽L
与正常年份相比J群落植物的个体发育大大地受到抑制J植株普遍发育得矮小M瘦弱J植被外貌显得较

低矮M稀疏和枯黄L这是植物对环境变化的反馈作用J根茎型的白羊草根系较浅J对土壤水分变化的反应敏

感J水分只要少量减少J气孔就开始关闭J增大气孔阻力J以减少蒸腾失水N受旱时叶片大多萎蔫M脱落J以

减少蒸腾表面N地面枯枝落叶多J可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土壤蒸发J增加上壤蓄水量J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水分胁迫L

TGi 群落地上部生长的季节变化

由图 Z可见J白羊草群落的地上生物量M高度M盖度的季节变化趋势十分相似J在 $月下旬之前均呈双

峰型J沿升j降j升j降的方向变化J在春季返青期和夏季雨期为正增长J而在夏季干旱期和秋季 生 长 末

期 则为负增长N峰值和最大生长速率出现的时期相近L群落地上生物量与高度的相关系数为 FG$$#F"k

k%J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和高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FGOKKP和 FGZOHPL三者均不按 l.(’-3’7曲线形式变化L

R月 #F日测定时草类刚发芽J大多低矮M幼嫩L群落呈土黄色J老枯死物很多J与新生幼芽混生L除二色

棘豆处于始花期外J其它大多数处于营养期LR月中旬到 K月中旬地上生物量M高度和盖度增长很迅速J并

在 K月中下旬达到第一个峰值J这与该期气温回升较快和土壤底墒较好有关L但是草类生长并不旺盛J尤

其白羊草虽然盖度较大J但生长矮小M衰弱N铁杆蒿和茭蒿生活力较强J多聚集成丛J分布极不均匀J群落多

枯枝落叶J呈现干枯景象L
在接下来的极旱季节里J地上生物量M高度和盖度的增长速率均为负值J说明这时土壤水分对生长的

限制作用更强N同时地上生物量和高度下降不显著J又说明这时群落植物本身的生长发育节律仍对生长起

OH$H期 张 娜等m干旱气候对白羊草群落土壤水分和地上部生长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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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白羊草群落地上部生长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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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高度 IA<J:9 GKG 盖度 L8MA;?JA

GNG 地上生物量 ?O8MA2J;8CPQO<8B?@@

着较弱的促进作用R但盖度下降极显著R干旱对

盖度的影响比对地上生物量和高度更大S这时

白羊草多数枯黄R地面覆盖大量灰色枯死物S唯

有茭蒿T白刺花T铁秆蒿等直根系和深根系的植

物 表 现 出 较 大 的 优 越 性R在 枯 黄 的 草 丛 中 显 出

比较翠绿和旺盛的景象S说明茭蒿T白刺花T铁

杆蒿等植物的耐旱性均较白羊草强S
雨 季 土 壤 水 分 含 量 增 加 并 不 大R但 地 上 生

物量S高度和盖度的增长速率却在 U月上旬VW
月上旬达到最大值R绝对值分别为 XYZU$[EZ\

4T]%X!DE[4T]%̂_[4S这 一 时 期 是 水 分 临 界

期‘!aR这 时 的 土 壤 水 分 状 况 决 定 以 后 地 上 生 物

量积累的多少及峰值的高低S因此在这之前实

施 灌 溉T施 肥 等 措 施 会 收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RU月 份 共 降 雨 UWYWEER虽 然 低 于 同 期 多 年 平 均 降 雨

XXUYZEER但极大地缓解了旱情R草类生长旺盛R于 W月中旬达到第二个峰值R分别为 W!YW$[EZ和 X]Y]DE
左右b盖度则在 U月底 W月初达到最高峰值 ZU_左右S这与前面分析 c月下旬相对稳定层含水量比前期低

这一现象时得出的结论一致R即雨季地上部生长十分旺盛R需水量很大S
峰值期至 c月下旬地上生物量和高度略有回落R盖度极显著下降S这时白羊草生长全面衰败R单叶顶

端变干枯R部分变为紫色叶d茭蒿和铁杆蒿都处于果熟期R生长态势减弱b群落开始呈现衰败景象S值得注

意的是R在 c月下旬之后R虽然地上生物量已经降低R但群落高度却呈现出增加趋势S这与 XX月上旬测量

高度时使用的方法有关SXX月上旬时白羊草己结束生长期R叶子几乎无绿意R大多枯黄或叶尖至叶中发暗

红R测量高度时测量的是从其根茎基部到叶尖的伸长长度R包括这些枯黄或暗红的部分R使得测出的高度

值较大R与地上生物量的变化有出入S

图 e 白羊草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e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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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上 所 述R在 极 旱 的 XccU年R由 于 植 物 生 长 季

的降水严重不足R特别是 月̂中旬至 h月底的极旱R
白 羊 草 群 落 植 物 的 生 长 始 终 处 于 抑 制 状 态R地 上 生

物量T高度和盖度在达到峰值前都出现下降趋势R在

整 个生长季形成两个峰值S而在平水的 XccX年R群

落地上生物量在 c月 X]日左右达到峰值前一直呈上

升 趋 势R其 变 化 过 程 符 合 i*$#)/#D曲 线 方 程f图 egb
峰 期 比 极 旱 年 晚 近 一 个 月b最 大 绝 对 增 长 速 率 出 现

在 h月 X]VZ]日R其值达 eYXU$[EZ\4R显著高于极

旱年出现在 U月上旬VW月上旬的最大值 XYZU$[EZ

\4S若 以 极 大 现 存 量 法 计 算 草 地 地 上 净 初 级 生 产

量R则 极 旱 年 该 值 为 W!YW$[EZR比 平 水 年 的 生 产 量

ZUe%c$[EZ低 Z%ZW倍S朱志诚等‘ea在 Xcc]平水年对陕北黄土高原白羊草群落的研究表明R群落地上生物

量的峰期出现在 c月R峰值达 !XeYU$[EZR而且在达到峰值前一直呈上升趋势R同孙力安的研究结果相符S
由于本项试验是在硕士期间所作R时间有限R只作了一年的测定R没有在不同年份对同一样地作对比试验R
而且缺乏丰水年白羊草群落地上生物量的试验数据R故所得的结论仅是初步的R尚有待今后验证S

考虑到群落地上生物量对水分因子的时滞效应R采用土壤含水量和降水量的累加值分析地上生物量

与水分的关系S相关分析f表 Zg表明R降雨量和各层土壤含水量的累加值与群落地上生物量和高度多呈极

显著正相关关系R而与群落盖度则呈不显著正相关关系S据此初步建立群落地上生物量和高度与水分因子

的回归方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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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生物量 !""#$%&&’()%*+,-.(+%/&,-(01#*%23(04#&5%)/)06#*%*(*/+7

高 度 8#.2%*)’(%*(6.*%*(6(.&%((,-’*%*(),-(01#&%***04#&2)2%&3&06#

*9*&/*)7

上式中 !""表群落地上生物量08表群落高度0,-:,-(和 6的含义见表 (;
可以用这些方程来估测某个时期群落的地上生物量和高度;需指出的是0这些方程是从具体的群落中

得出的;但根据环境的生物学等值理论0完全有理由认为0这样建立的以环境状况计算生物量的方程也适

于大气候条件相同的所有同类群落;当然0还需用不同年份的测定数据进行验证;
表 < 白羊草群落地上部生长与降水量和不同土层含水量的相关关系=&22/年>

?@ABC< DEFFCB@GHIHGJEK@AEICLMFENOPMFEQGREKSTUVWXTYVZT[X\YV[]̂ _̂ ‘EaaNOHGJ@OPQ@GCFK@‘GEFb=&22/>

项目 cdefg 6 ,- ,-& ,-( ,-) ,-+ ,-$ ,-3

地上生物量 !""=hif(>*%2)(*77 *%)&*77 *%2*2+7 *%2(+)77 *%2(2377 *%2(2577 *%2(2*77 *%2(3)77

高度 jekhld=mf> *%235)77 *%2$/377 *%2+3*77 *%2$*577 *%2$))77 *%2$+)77 *%2$$&77 *%2$))77

盖度 nopeqrhe=s> *%(3/$ *%&/$3 *%&/5$ *%&+22 *%&5(/ *%&5() *%&2+* *%&5*$

6表示月降水量的累加值=ff>;,- 表示平均土 壤 含 水 量 的 累 加 值=s>0,-&t,-3分 别 表 示 *t(*mf:(*t

+*mf:+*t3*mf:3*t5*mf:5*t&**mf:&**t&(*mf各土层含水量的累加值=s>

uvwqexqegeydgdlermmzfz{rdkpepr{zeo|xqemkxkdrdkoy=ff>}u,-wqexqegeydgdlermmzfz{rdkpepr{zeo|rpeqrhegok{

fokgdzqemoydeyd=s>%u,-&wtu,-3wqegxemdkpe{~qexqegeydgdlermmzfz{rdkpepr{zeo|gok{fokgdzqemoydeydky*t

(*mf0(*t+*mf0+*t3*mf03*t5*mf05*t&(*mfgok{{r~eq=s>

<%! 群落干物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图 $ 白羊草群落干物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kh%$ #ergoyr{prqkrdkoygo|$q~frddeqmoydeydo|

"%&’()*’+%,)-*’,./0/moffzykd~

如果将生物量增长期间各个时期的干重与鲜

重相比0求出干物质之百分数0可以绘出一 条 干 物

质含量的变化曲线;由图 $可见0白羊草群落的干

物 质 含 量 在 整 个 生 长 季 形 成 明 显 的 高 峰 和 低 谷0
有 一 个 由 低1高1低1高 的 变 化 过 程0在 生 长 末

期出现最高峰值;$月下旬之前干物质含量随时间

递 增 迅 速0在 $月 下 旬 达 到 第 一 个 峰 值0略 高 于

+&92s;$月中旬到 3月底是生长季中旱情最严重

的 时 期0草 地 土 体 硬 实0白 羊 草 吸 水 困 难0吸 水 量

很 小0而 地 上 部 则 多 数 枯 萎0生 长 衰 败0干 物 质 量

的 降 低 速 率 大 大 高 于 吸 水 量 的 降 低 速 率0致 使 干

物质含量极显著下降;/月份进入雨水期0在气温逐步升高的情况下0植物的生长速率自 /月初开始迅速增

加0此时植物的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均达到一年当中最大的强度;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0植物必然

要大量地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矿质营养元素0因此0在生长旺盛季节0植物体容纳了比其它

时期更多的水分0相应地0使单位重量的干物质降低很多;另外0白羊草在生长旺期强大的需水量也为满足

它的贮存需要0以备干旱期体内有较多的可利用水;

5月上旬立秋以后气温下降0降水量减小0大部分植物处于生殖期0虽然土壤含水量仍较高0但植物所

需水分减少0干物质积累有所回升;特别是 2月底之后干物质积累很快0到 &&月上旬时已达 /+95s;
直接决定干物质含量多少的是群落对水分的需要0它们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干物质含量的多

少与植物的生理生态特征有关0即与群落中所含旱生:旱中生:中旱生或中生植物的多少有关}同时也与植

物生活周期的不同阶段有关;一般生长旺期需要更多的水分0干物质含量较低0而在生长初期和末期需水

较少0干物质含量较高;旱生植物及具有一定耐旱能力的植物偏高0中生植物偏低;据陈安仁等测定2$30在

降 水 量 为 $$*ff的 白 羊 草 群 落 中0植 物 的 含 水 量 占 绝 对 干 物 重 的 3s以 上0而 本 次 试 验 测 定 在 极 旱 的

2323期 张 娜等4干旱气候对白羊草群落土壤水分和地上部生长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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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值不到 $%#&’可见干旱对植物需水状况的严重影响’

( 小结

(%) 极旱年白羊草草地具有很强的持水能力*但供水能力很差*整个生长期土壤都处于水分严重亏缺状

态’而在平水年*整个生长期土壤含水量均接近或远远超过田间稳定湿度’

(%+ 极旱年白羊草群落植物的个体发育大大地受到抑制*种类少而单调*植物 外 貌 显 得 低 矮,稀 疏 和 枯

黄-群落高度和盖度显著低于平水年’

(%( 极旱年白羊草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峰值为 ./%.012$*比平水年峰值 $#3%"012$低 $%$.倍’平水年地

上生物量在达到峰值前持续增加*按45067869曲线形式变化-极旱年地上生物量,高度和盖度受土壤水分的

影响沿升:降:升:降的方向变化’

(%; 极旱年白羊草群落的干物质含量在整个生长季形成明显的高峰和低谷*其值显著高于平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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