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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草原碱茅(Puccinellia tenu沪ora)热值和
能量动态的研究

郭继勋，王若丹’
〔东北师范大学草地研究所，长春 1300241

摘要:孩茅植株热值的季节变化出现3个蜂值，井依次降低 最人值在5月初。茎、叶、碑和立枯休热值的季节变化不规则.茎和叶

最大值均在5月初，最小值茎在?月初，叶在6月初.协处大值在?月中旬，最小值在6月初书立枯体最大值在8月初,1&小值在

7月中旬.在整个生长季表现为抽热值>叶>茎>立枯体。戮茅种群地上部能a现存A的季节变化，呈单峰曲线，峰值出现在9

月初，为6967. 75kJ/m: 不同季节能a在各器官中的分配比率为，5月份为叶>茎16月份为茎>叶17月初至中旬为茎>叶>

.)立枯休，8月初至9月初为茎>叶>立枯体>移.9月中旬为立枯体>叶>茎)翻.能t现存ft垂直结构地上部为从饱表

至20c.高度逐渐增加，.大值在10--20cm层占地上部能R现存a的36. 13%,;"S后逐渐下降。地下都的变化规律为随粉探度

增加能值逐渐减小，最大值在。~l0cm层占地下部能A现存a的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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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lorific value and energy dynamics of Puccinellia tenui-

刀ora in Songnen grassland
GUO Ji-Xun, WANG Ruo-Dan   (1nrta- of Gsnrstand Scterce, Nartheatt N-al Univera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Seasonal changes of Puccinellia tenui.flora shoot calorific values have three peaks which reduced

grogresivdy and the greatest value appeared in early May. The calorific values of stem. leaf, inflorescence

and dead standing were irregular in growth season. The greatest values of and leaf appeared in early May,

inflorecenc in the middle July and dead standing in early August. The lowest values of stem and inflore-

cence appeared in early July,leaf in early June,and dead standing in the middle July. In whole growth sea-

son, the calorfic values were inflorecence>leaf >stem >dead standing. The seasonal changes of energy

standing crop presented single peak curve on the parts of above ground in Puccinellia tenuiJlara population

and the peak value was 6967. 75kj/m' in early September. The distribution ratio of energy were leaf>stem

in May ;stem>leaf>in June, stem>leaf>inflorescence>dead standing from early to middle in July,stem

>leaf> dead standing>inforecence from early in August to early Septetnbertdead atanding>Ieaf>stem>

inforescence in middle September. The inverse structrue of energy in the parts of above ground was that

the enery value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surface to 20cm high and the greatest value was in 10--20cm high

layer which made up 36. 13% of energy standing crop on the parts of above ground, and after that decreas-

ing. In the parts of under ground.the change law of energy value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with degree of

depth and the greatest value was in 0̂-10 cm depth layer which made up 69. O1% of energy standing crop

on the parts of under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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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牧草热值和能量的研究，无论涉及到提高牧草的光合效率、能量的转化及其利用和评价牧草的营养价

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盘义。关于牧草热值和能量的研究国内外已做过许多工作，不同草地类型主要植物的热

值的侧定，及其不同物侯期和季节变化〔，一sl能最生产结构和含能产品的空间配置(,-,1本文对碱茅(Puccinellia

tenui刀ar")热值的季节动态和能量的时空分布及其在各器官的分配进行了研究。孩茅群落是草原盐俄化过程中

出现的一种盐生植物群落，广泛分布在低湿地上[DI.它具有一定的饲用价值，同时还是改良盐碱化草地的优良草

种。

1 研究地区自然派况和研究方法

L1 自然概况

    研究地区位干吉林省长岭县境内，地理位it为东经123044'一123047'，北纬44040，一44045'。气候为典型大

陆性气候，据30a气象资料统计，年均降M$为470. 6m.，多集中在6.9月份，年燕发盆为1600. 2.m。年平均

气沮4. 9'C，最映月出现在7月份，平均气沮为23. 2'C，最冷月出现在1月份，平均气沮为一16.40,该区植被

类型为草甸草原，以羊草(Anturolepidium chinense)群落占优势.由于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出现一些次生的盐孩

植物群落与羊草群落镶嵌分布。形成植被复合体[s]

LZ研究方法
    选择典型林茅群落地段作为取样地点，5-6月份间隔一个月取样，7-9月份间隔半个月取样。设置lm,样

方，侧取地上部分，5次重复.样品带回实脸室，由样品基部至顶端每loan为一层切割，每层样品按茎、叶、称、立

枯体分开.8月初在地上部分取样后的样方空地上，取地下生物童.深度为50-，每10- 为一层，用水冲净样

品，烘干称重。所有样品用TA-2000塑热量分析仪仪侧定热值.然后根据碱茅种群生物量计算出能量现存量.

2 摘果与分析

2.1喊茅热值的季节变化
    喊茅4月上旬返青，到5月初茎和叶的热值最高，整体植株也体现高热值.进人6月初，孩茅开始抽招开花，

由于受生殖生长的竞争，茎、叶热值急剧下降，植株整休热值水平也随之下降。从6月初至7月中旬，随着生殖器

官的发育，稼的热值逐渐升高，到7月中旬，出砚峰值。此时，由于生殖生长占优势，茎、叶和植株整体热值保待在

低水平上。到8月初，种子羞本发育成熟，营养生长再次占主要地位，茎、叶和植株整体热值出现第2次峰值，穆

的热值基本呈下降趋势,8月中旬，孩茅第2萌发.消耗掉一部分含能物质，使茎、叶和植株热值再次降低,8月下

旬至9月初，由于嫩草生长发育，茎、叶和植株整体热值相继提高。到9月中旬，进人生长末期，含能物质从地上

部向地下部转移，地上部分逐渐枯死.各部分热值下降，植株整体热值出现最低值。立枯体热值水平与其它器宫

相比较低，季节变化不规则，立枯体从了月初出现，热值最大值出现在8月初，最小值出现在了月中旬.从整体生

长季来看是秘热值>叶>茎>立枯休，植株整体热值出现3次蜂值，并依次降低‘表4),

                                      衰t 砚葬热值(Ilg1的攀节变化

                              Table 1  The calorific values of Puceinellia fenailora，能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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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碱茅种群能It季节变化及其在各器官中的分配

    孩茅种群地上部能里现存It的季节动态取决于地上部生物量和热值的时间变化，能盆现存量等于生物t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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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值的乘积。喊茅种群地上部能量现存量的季节变化，呈单峰曲线，从5月至8月能量现存量随着时间的进程而

逐渐增加，峰值出现在8月末9月初，为6967.75kj/m'.峰值后迅速下降(图1).能量现存量的季节变化，主要

受地上部生物量的制约，其变化规律与地上部生物量的变化相一致。热值的变化对其影响程度较小，因为在整个

生长季内，植株热值的变化的差异远小于地上部生物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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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生长季内 能量在同一器官构件中的分配比率

存在一定差异。能量在茎的分配比率,5月到6月初呈急

剧上升趋势，出现最大值占地上部能量现存量的59.

37 ，从7月初至8月中旬，分配比率保持相对稳定，变

化在46%--48%之间，8月末出现第2次峰值为49.

12%，到9月中旬迅速下降到22. 40% .能盘在叶中分配

比率.最大值出现在5月初占地上部能t现存量的72.

27%.然后急剧下降，从6月初至8月末在31%.-39%之

间波动，到9月中旬再次急剧下降其比率为23.08纬。能

t在抽中分配比率呈单峰曲线 从6月初到?月初达到蜂

值为13.67%峰值后逐渐下降，到9月中旬其比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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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彼茅种群能f的季节变化

Fig. 1   The seasonal change of Paecmellia

1.30%.能量在立枯体中分配比率，从7月初至8月底基:rnnifora population

︵.
︼
勺
县

.

.
七
五
﹁
州
纽

︵.
︶
勺.
“.

自
﹁占
卜
月

本上呈增加趋势.9月份之后，由于植物的死亡加快，能量

转移到立枯体的比率剧增.9月中旬达到53. 22%。不同

季节能t在各器官中的分配比率也存在着差异，5月份为

叶)茎16月份为茎>叶;7月初至中旬为茎>叶>扭>

立枯体;8月初至9月初为茎>叶>立枯休>移;9月中

旬为立枯体>叶>茎>抽(图ll

2.3 喊茅种群能f空间垂直结构

    能t的垂直结构是指能量现存量在地上和地下部空

间的配!情况。选择8月初，植物生长旺季，分析喊茅种群

能t垂直结构。该时期碱茅种群地上部能量现存量为

4197. 33k]/m0，从地表按每loan为一层，其地上部能a

垂直结构共分为6层。其分布规律是。一1 Ocm层占地上

部能2%存f的34.43%.能量现存里最高值出现在10

一20e.层为1516.29kJ/mt，占地上部能量现存t的

36. 13%。从20--60cm能量现存量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减
小.20~  30cm,30-40cm,40-50cm,50-60cm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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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孩茅种群能t垂直结构

Fig. 2  The energy inverse structruess of Purcinellia

tmuiflom population

占地上部能f现存量的18. 83%,8.22% ,1. 60%和。.79%。在。一loan层主要是茎和立枯体，10--20cm层

主要是茎和叶，20-40cm高度叶占主要地位，40--60cm高度只有艳(图2),

    地下部能2现存2为11821. 06kJ/m̀，占总能量现存量的73.80 ，其分布规律是随着深度的增加能量现

存&A渐减小.能里集中分布在地下。一10- 层，其能量值为8158. 09k,I/m'，占地下部能量现存量的

69. 01 %，因为该层是碱茅根系密集分布区。地下10̂-20-, 20-30-, 30̂-40- , 40-50cm层，能量值分别

占地下部能a现存金的22.49%,4.67%,2.80%和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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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与政策》

        (生态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第四卷)介绍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blems and Policies)
    索书号:57,1941/B615/1995/Y

    作者:C. A. Perrings英国约克那大学

    K. -G. maler瑞典斯德哥尔康大学，经济学院

    本书是琐士皇家科学院生态经济学Beijier国际协会生物多样性纲领和适应形势发屁的许多政策的111要载

休。纲要将经济学和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关注以下问题: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对社会的价值、生物多样

性保护所偏要的政策、生物多样性资颐的利用等问题。本书适合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公园管

理者、资浮评估者等相关研究人员参考.本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组织问烦

    1.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政策间题;2.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问题，局部和全球范围。

    第二部分 对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理解

    3.种群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危机i4.波罗的海与渔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5.区域生态学:生物多样性管

理变革书6.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和生态调节‘7.生物多样性应用价值:产品功能应用处理模型, 8.生态和徽观

经济学的‘结合物，伶.热带溯湿土城的价值和环境功能;10.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管理.

    第三部分 发生在伯茨瓦纳经济政策的冲突

    11.政府政策的环境影响和外部冲突:可估价的综合的均衡处理;12.动力估价综合均衡开发Costa Rica

鹿林模型;13.通过热带森林砍伐、木材生产和贸易而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14.亚热热带森林的应用。

    第四部分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优先权

    15.传统的生态学知识、生物多样性、恢复和评价;16.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发展权利转换概念，

17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局部发展，18.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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