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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蒿种群在不同放牧强度胁迫下构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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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在 中 国 科 学 院 草 原 生 态 系 统 定 位 研 究 站 的 羊 草 草 原 放 牧 退 化 系 列 上3选 定 无 放 牧7已 围 栏 保 护 了 !$5的 羊 草 样

地8B轻度放牧B中度放牧B重度放牧的不同牧压梯度地段3采用样方法调查冷蒿的构件数量特征A结果表明9冷蒿的营养

枝数B不定根数B匍匐茎长在 C个梯度上均有显著差异3而且都随牧压增大而增加3但不定根间的平均距离7匍匐茎长D不

定根数8与营养枝数D不定根数两项却不随牧压变化而变化A就生物量而言3各构件干重在 C个梯度间也有显著差异3而

且随牧压增大而增加A在相应梯度上所做的 !>EFG!>EFG"$EF土体根量数据亦有相似的规律A
关键词9冷蒿?构件?牧压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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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蒿72x{zyw%ws!xwqwus8是 菊 科 的 一 种 小 半 灌 木3耐 啃 食3耐 践 踏3返 青 早3凋 落 晚3牲 畜 在 夏 天 不 喜

食3所以是牧场冬春季牧草缺乏时的主要优良牧草3在放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A"BA以冷蒿为建群种的

冷蒿草原多数是在过度放牧或强烈风蚀等因素影响下3由其它草原类型演替而来3例如大针茅草原和羊草

草原在持续放牧的压力下退化3都趋同于冷蒿草原A李永宏等人将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放牧退化的程度

分为 C级A!3#B3各级的种类组成变化为9轻度退化7羊草 9zry’%n(wtzt%w%B大针茅 |{w~sqxst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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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冷蒿和冰草 "#$%&’$%()$*+,-,./等小禾草比例增加0!中度退化1冷蒿成为优势种2但仍保留有较大部

分羊草和大针茅种群0!重度退化1原生种大半消失2冷蒿3星毛萎陵菜 4%,5(,*66--)-.6*+和小禾草占绝对优

势0!极度退化1植被消失或零星分布星毛萎陵菜及 7年生杂类草08不难看出2冷蒿种群的行为在群落中非

常特殊2它伴随着演替退化的各个阶段2其数量也随之变化2这种变化对群落的结构与功能发生着重要影

响2也是群落演替过程的显著标志之一8
冷蒿因其营养繁殖旺盛2生根萌蘖的再生生长能力很强2所以使草场在强度利用的情况下2尚可保持

一定的生产力水平8冷蒿群落就像一个9坎:阻碍了群落的进一步退化2是草原退化的阻拦者;<=8冷蒿草原

一方面可能向禾草草原恢复2另一方面也可能继续退化2并最终导致植被消失8如在轻度退化阶段围封2自

然恢复较快!在中度退化阶段围封2可自然恢复!在重度退化阶段2自然恢复虽然困难2但施以改良措施2仍

可缓慢恢复8已有的研究表明2冷蒿草原在草原畜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2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冷蒿种群

的生物学特性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8
本文对在不同牧压梯度上冷蒿的营养繁殖及构件数量;>=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统计2包括 匍 匐

茎长3营养枝数3不定根数3不定根间平均距离3构件干重等项目2以此分析冷蒿种群随退化程度无性繁殖

的匍匐枝条分化的动态变化2说明不同牧压下冷蒿匍匐性枝条分化生长的可塑性变化3根系部分的可塑性

变化2为冷蒿种群的再生生长能力3耐啃食3耐践踏机理从形态发生学方面提供理论上的解释8

? 研究地点概况及研究方法

?@? 研究地点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2地理位置 A>BCBBD2E77FC>GD2海 拔 7<GG

H7<IGJ2年均温KGL>CM27月份均温K<<LBCM2N月份均温 7OLOCM2年降水量 BIGJJ2主要集中于 FHP月

份2占全年降水的 OGQ2但其季节和年度变化差异很大8蒸发量约为降水量的 >倍8地带性土壤为栗钙土2
在羊草样地内为暗栗钙土8研究工作在羊草草原退化系列上进行8由于从羊草围栏样地到附近居民点在多

年的放牧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退化梯度2所以选取从长期禁牧的羊草围栏样地到居民点间的 >个牧

压梯度8

?@R 调查时间与方法

7PPO年 O月2分别在 >个牧压梯度上用样方法做群落调查8每个梯度做 >个 7JS7J的样方2记录群

落的种类组成3种群特征和地上生物量8冷蒿则是连根一起取样2分别统计它的营养枝数3不定根数3匍匐

茎长以及根3茎3叶各构件的干重8其中长度单位是TJ2重量单位是U2枝条的数目是一级分支的数目8由于

冷蒿的营养繁殖特性2在调查时其单株个体很不易区分2而且常有匍匐茎断裂的个体存在2所以按单位面

积统计植株数目是不可取的2改为统计营养枝条数目8此外还在 >个梯度上取 <ITJS<ITJS7GTJ的土体

进行根量测定8

R 结果与分析

R@? 冷蒿种群构件数目的变化规律

R@?@? 冷蒿营养枝数3不定根数3匍匐茎长的变化规律 方差分析表明2随着牧压的加重2冷蒿种群的营

养枝数3不定根数3匍匐茎长都有相应的变化8下面列出统计项目的原始数据及方差分析的结果8
从表中可以看出2虽然相同牧压下 >个样方的数据也存在有差异2反映出小生境的不均匀性2但显示

更明显的是2营养枝数3不定根数3匍匐茎长随牧压增大而增加的趋势2各梯度间有十分显著的差异8例如2
营养枝条在每个梯度上的平均值分别为 7OLI37G<LG37OOLG3NNGLB2其值随牧压增加而增加2重度放牧大约

是无牧的 >7倍8
牧压增加2啃食和践踏造成土壤紧实2不利于禾草及其它一些草本植物的生长2死地被物日趋稀少2裸

地 比 例 增 大2从 而 加 强 了 土 壤 的 干 燥 程 度2促 使 土 壤 理 化 性 质 发 生 改 变2土 壤 有 机 质3氮 和 磷 的 含 量 下

降;I=2伴随着土壤环境的变化2冷蒿却由于在放牧践踏倒伏后的半匍匐型枝条上形成不定根2刺激了更 新

芽的生根及萌蘖2所以在一定的牧压范围内2践踏会使冷蒿长出更多的枝条3更多的不定根3更长的匍匐茎

来扩大种群的范围2并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建群种而形成冷蒿草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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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统计项目的原始数据

"#$%&! ’()*)+#%,#-#./0-#-)0-)1#%)-&20

退化梯度

345464789:;4

<45744

样 方

=>8<789

营养枝数

?454989:;4

9:@@476>AB47

不定根数

C<;469:9:D>E

7DD96>AB47

匍匐茎长

F9D@46

@4659G

根干重

HDD9<7I

J4:5G9

茎干重

F94A<7I

J4:5G9

叶干重

K48L<7I

J4:5G9

地上干重

C47:8@<7I

J4:5G9

无放牧M从

NOPQ年围封

RD6S578T:65

N O U PVP QVW QVX QVY NVQ

Z ZX NQ YVZ QVO QVP NVZ ZVN

X O O ZQVQ NVP QVU NVX ZVQ

[ XX [ [VQ NVZ NVQ NVZ ZV[

平均 \486 NPVW UVW OVP NVN QVU NVN NVO

轻度放牧

\:@<578T:65

N WY NU N[VX NVO QV[ NVN NVW

Z NXO XO WOVQ [VX NVN XVZ [VX

X NXO XY XPVO [VQ NVN ZVW XVY

[ U[ Y PVX ZV[ QVP NVW ZVX

平均 \486 NQZVQ Z[VW XQVN XVZ QVO ZVN ZVO

中度放牧

\D<47894

578T:65

N NWN YU YZVN PVO ZVZ WVP PVN

Z ZYX UX UNVN NYVQ ZVY PVP NNV[

X ZQO UY PNVY OVZ XVN PVN NNVX

[ NZO XZ [OVQ WVX NVU [VX YVQ

平均 \486 NPPVQ YZVQ YYVQ OVO ZV[ YVP OVZ

重度放牧

]48;I578T:65

N UUO [YQ WYYVQ WYVW NXVX ZOVU [XVX

Z U[Y [WQ W[QVU [QVW NNVN ZWVP XUVX

X WOU XQW XQ[VO XOVW UVP NWVQ ZZVP

[ OWO YPZ P[YVP [OVW PVX ZNVY XQVZ

平均 \486 UUQVX [U[VX WY[VY [YVW NQVN ZXVQ XXV[

表 ^ 方差分析结果

"#$%&̂ _#()#+1&#+#%‘0)0(&0a%-0

调查项目 b6;4E9:589:;4:94A cdeLL4f9 gheLL4f9 ide77D7 ghe77D7 j kS@4;4@

营养枝数
?454989:;49:@@47

6>AB47
X NOPZ[PVU NZ YZNYVUX XNVPPOY QVQQQQQQl

不定根数
C<;469:9:D>E7DD9

6>AB47
X ZPZXWXVY NZ NZWQNV[Q ZZVWPWQ QVQQQQXZl

匍匐茎长 F9D@46@4659G X [Y[WOOVO NZ YOXOVXN YYVOYNO QVQQQQQQl

m̂!m̂ 冷蒿不定根间平均距离及营养枝数n不定根数所反映的规律 匍匐茎长n不定根数的比值说明的

是不定根之间的距离M它不随牧压梯度变化M始终维持在 NVZfA左右的水平上o表 Xpq这个结果与李永宏rZs

所做的研究相符合M它说明冷蒿是以增加营养枝条数目和不定根数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营养物质和生

活空间M而不是靠伸长节间长度来实现其保持一定生产力水平q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M超过 WfA以上的匍

匐茎比较少见M多数是半匍匐状态的枝条生出不定根q营养枝数n不定根数的比值在 [个梯度间没有差异M

UQ[X期 杨 持等t冷蒿种群在不同放牧强度胁迫下构件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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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虽然不能说明每个不定根所生出的营养枝数无变化!因为许多不定根上就不生长出营养枝条!但

至少可以说明!营养枝和不定根是以同等的程度增加的"
表 # 匍匐茎$营养枝与不定根变化的方差分析

%&’()# *&+,&-.)&-&(/0,012.3&-4)012051()-0!
05)+,()’+&-.3)0&-6&67)-5,5,180+1150

调查项目

9:;<=>?@A>?;<
?><B

CD
EFF<G>

HI
EFF<G>

CD
EJJKJ

HI
EJJKJ

L MNO<;<O

匍匐茎长P
不定根数

Q>KO<:O<:@>RP
AS;<:>?>?KT=
JKK>:TBU<J

V WXWY ZY WXZ[ WXW\\]WX\̂][

营养枝数P
不定根数

_<@<>A>?;<
>?OO<J:TBU<JP
AS;<:>?>?KT=
JKK>:TBU<J

V ZZX‘] ZY aX]] ZX‘̂[‘WXYâ[

bcb 冷蒿种群构件生物量的变化规律

分 别 统 计 各 构 件 的 生 物 量d表 Ze!随 着 牧 压 的

增大!各构件的干重都增加的很快!方差分析显示出

各梯度间有显著差异d表 ‘e"
根的干重在重度放牧压力下比无放牧地段增加

了 ‘Y倍!这 与 前 面 提 到 的 不 定 根 数 的 增 加 相 对 应"
地 上 部 分 和 地 下 部 分 生 物 量 的 增 加 速 率 是 不 一 样

的!根干重的增长比地上部分干重增长的要快"不定

根数和根干重的快 速 增 加!使 冷 蒿 能 从 更 广 更 深 的

土壤里获取营养!维持种群的生存"

# 结论

#cf 营养枝数$不定根数$匍匐茎长!根$茎$叶的干

重等值都随牧压的 增 大 而 增 加!梯 度 之 间 的 差 异 极

显著"仅以营养枝数为例!无牧和重牧就相差 ‘Z倍"

#cb 不定根间的平均距离$营养枝数P不定根数的比值不随牧压变化而变化!始终保持在 ZXYGB左右的水

平"这说明冷蒿是以增加营养枝条数目和不定根数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营养物质和生活空间!而不是靠

伸长节间长度来实现"
表 g 各构件生物量变化的方差分析

%&’()g *&+,&-.)&-&(/0,012h168(&+’,1h&00.3&-4)0

调查项目

9:;<=>?@A>?;<?><B
iDEFF<G> HIEFF<G> CDEJJKJ HIEJJKJ L MNO<;<O

根干重 jKK>SJkl<?@R> V Z]WVXW\ ZY YZX̂] ]VX̂[[̂ WXWWWWWWm
茎干重 Q><BSJkl<?@R> V a\X\̂ ZY ZXa] ‘‘Xa\‘[ XWWWWWZm
叶干重 n<AFSJkl<?@R> V ‘ZVX̂^ ZY ZZXYY V[X]̂‘[ WXWWWWWYm

地上部分干重 o<J?AOSJkl<?@R> V ][aX‘‘ ZY YZX]a V\X[aW‘ WXWWWWWYm
地上干重P根干重 o<J?AOSJk

l<?@R>PJKK>SJkl<?@R>
V ZXWY ZY WXW\ ZZXVZY[ WXWWW]YZm

#c# 地上地下生物量的比值随牧压的增大而下降!说明随着牧压的增加!根干重的增长比地上部分快!因

而能从更广更深的土壤中获取营养!维持种群的生存"

#cg 上述变化都充分说明!由于牲畜的啃食与践踏!原来群落的建群种因不耐践踏而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裸地比例增大!土壤干燥程度增加!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而抗旱性强又耐啃食耐践踏的冷蒿却能适应这种

条件!发挥生根及萌蘖能力强的特性!维持冷蒿种群的旺盛生长!在一定限度内抵抗牧压!阻碍草场进一步

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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