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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干旱河谷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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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灌丛是岷江干旱河谷主要的植被类型3也是该区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类型H基于岷江干旱河谷主要

灌丛大量的样地调查和实验3研究了其地上生物量及分布规律H结果表明=76<该地区的 #个灌丛的地上生

物量存在较大差异3对节刺灌丛的地上生物量最大3达 6699>u!vLwMIx!3其次是 子栎灌丛和绣线菊灌

丛3分别为 ;6>>u;vLwMIx!和 ;!6"u6vLwMIx!3而滇紫草灌丛的平均地上生物量最小3仅为 6>$;u!vL

wMIx!3其余类型介于它们之间3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3如群落的优势种D物种组成D海拔D坡向D土壤

水分等等:7!<灌丛地上生物量都随海拔升高而增加3并呈现出良好的相关性H7"<干旱河谷中土壤水分也

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加H在干旱河谷过渡区3灌丛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水分间呈现很好的相关性:但是3在其核

心区3灌丛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水分之间的相关性反而不显著H这主要是由于在干旱河谷的低海拔地区3B焚

风C作用相对较强3其土壤水分条件较差3灌丛的生长受到抑制3随着海拔的升高3B焚风C作用不断降低3土

壤水分条件逐步得到改善3灌丛的生长状况较好H而在干旱河谷核心区内B焚风C作用较强3其影响的海拔

范围更大3因而3导致土壤水分非常低H由此可见3土壤水分是干旱河谷灌丛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H此

外3低海拔地区灌丛植被受人类干扰活动的频度较大3也是导致其地上生物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H
关键词=地上生物量:灌丛:岷江:干旱河谷: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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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IG世纪 qG年代开始实行国际生物学计划@9rsB以来(生态系统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一直是生态

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tA(Iuv进入到 IG世纪 oGwDG年代(生物量研究又赋予

了新的内容(即与全球碳循环和全球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t‘(Euv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系统

中tAxEu(对于其他生态系统类型(尤其是灌木生态系统类型的关注非常少tSxFuv地球上生态系统类型复杂多

样(而作为陆地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之一的灌丛(既有自然演化形成的类型(也有人类活动干扰而形成的类

型(其分布范围从南至北遍布各地(是地球上分布面积最为广泛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之一v由于气候类型

的差异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我国是世界上灌丛面积分布较大的国家之一(而很多地区的灌丛发展成为相

对稳定的群落(对于区域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灌丛生物量进行研究十分必要v

y 研究区域概况

研 究 区 域 位 于 四 川 省 茂 县 石 大 关 和 飞 虹 两 乡 岷 江 干 流 河 谷 山 地(东 经 AG‘zEA{Gq|xAG‘zEE{IF|_北 纬

‘AzEo{x‘AzSE{SS|v该 地 气 候 属 于 干 旱 河 谷 气 候(年 平 均 温 度 为 AGxAA}左 右(~AG}的 年 积 温 为

EGFAHS}(年降水量 EDG’’左右tou_研究区由于河谷深切(焚风效应显著(形成干旱谷地气候(按干旱河谷

类型划分(属于典型的干温河谷tDu(调查区域分别位于该干温河谷的过度区和核心区v干旱河谷内植被类

型主要是以中生性耐旱植物为主的适应干旱河谷气候的干旱灌草植被类型(植物种类大多数具有多刺w多

毛w叶小以及肉质等特征(以适应干旱环境v主要类型有莸@!RW[OZXVWYPB灌丛w白刺花@TOWZ]OWR"W\Y#ÔYRB
灌 丛w羊蹄甲@$R%]YNYRB灌丛w川甘 亚 菊@&’RNYRZOXRNYNYYBw对 节 木@TRUVWVXYRZ[\NOZ][̂ R̂5"-,!*0Bw滇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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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山 蚂 蝗!*+%&$,-.&(等/草 本 种 类 繁 多/有 须 芒 草!0-%1’#23.%%-#+#%-%4567899:()黄 背 草

!;3+&+,’2<-’#,<’()羊 齿 天 门 冬 !=%>’<’?.%@-A-1-#.%BCD:EFG:GH5()垫 状 卷 柏 !I+A’?-#+AA’

>.AJ-#’2’()金 色 狗 尾 草!I+2’<-’?A’.1’!K:(L7CMN:()三 芒 草!=<-%2-,’’,%1+#%-$#-%K:(和 异 颖 芨 芨 草

!=13#’23+<.&-#’+O.-?A.&+P75Q:(等RS/TUVW研究区域内的土壤类型以山地棕壤和山地褐土为主RTTVX

Y 研究方法

YZ[ 样带及样地的设计

为更加详细和全面地了解区干旱河谷内主要灌丛类型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分别在茂县石大关和

飞虹两乡境内沿岷江干流河谷两边山坡的山脚至山顶设置一条 \型样带/在样带上沿海拔梯度的间隔并

结合不同的灌丛类型/分别设置了 ]̂ 和 T]个样地/样地面积为 _D‘ _DX其中/飞虹乡境内的样带属于

干旱河谷核心区/石大关乡境内的样带为干旱河谷过渡区X在调查中/对样地内所有的灌木和草本进行测

量/测定的要素有灌木的基径)高度)盖度)株数)冠幅和地上生物量以及草本物种多度)高度和盖度等/此

外/还测定了海拔)坡度)坡向和土壤水分等环境因子X

YZY 生物量的测定

生物量的调查时间为 a月下旬/是当地植物生物量达到最大的时候X由于该区山高坡陡)干旱少雨)土

壤瘠薄)环境恶劣/植被难于恢复/为了避免使当地经长期演化恢复而相对稳定的植被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因此/生物量的测定采用标准株/即对样地中每一个灌木物种选取 bc_株不同径级的标准株/进行收割/
称量其鲜重/同时/测量其基径和高度/然后取样带回实验室/在 aUd通风干燥箱内烘至恒重/测定其干重/
按照不同的径级取其平均值/然后进行群落地上生物量的计算X土壤水分的测定是用便携式土壤水分测定

仪!也称时域反射仪/eGfX型号ghK]i/产地g英国/精度gj]k(测定X

l 结果和讨论

lZ[ 干旱河谷主要灌丛的群落学特性

通 过 对 ]条 \型 样 带/共 bm个 样 地 的 调 查/结 果 表 明g岷 江 干 旱 河 谷 的 灌 木 主 要 有 子 栎!n.+<1.%

1$11-@+<$-,+%()马 鞍 羊 蹄 甲!o’.3-#-’@’p+<-()小 花 滇 紫 草!"#$%&’@’<<+<--qHr59s:()兰 花 莸!t’<u$>2+<-%

-#1’#’hvw:()粉背黄栌!t$2-#.%1$??u?<-’J’<:?A’.1$>3uAA’x:y:zM()叶底珠!I+1.<-#+?’%.@@<.2-1$%’

{+3,:()圆 叶 山 蚂 蝗!*+%&$,-.&>$,$1’<>.&Gx:()美 丽 胡 枝 子!|+%>+,}’@A$<-p.#,’LM5Q7()白 刺 花

!I$<>3$<’J<1-@$A-’()野花 椒!~’#23$!uA.&%-&.A’#%BC5"7()小 黄 素 馨!#’%&-#.&3.&-A+|-##:()美 蔷 薇

!{$%’p+AA’f7r6:7szv$9:()对节刺)翠蓝绣线菊!I>-<’+’3+#<u-B7D9$:()白叶莸)三花莸!t:2+<#-@A$<’

hCFvD:()杭子梢!t’&>uA$2<$>-%&’1<$1’<>’!LQ7:(f7r6:()岷 江 瑞 香!*’>3#+>+#-1-AA’2’f7r6:()黄 蔷

薇!{$%’3.?$#-%B7D9$:()铁扫帚!%#,-?$@+<’p.#?+’#’&’A>:(等/并形成以下几个主要类型X

lZ[Z[ 子栎灌丛 该灌丛类型是 子栎林长期破坏后形成的灌丛类型/由于受水分条件的限制/很难

恢复成 子栎林X该灌丛分布范围比较窄/主要分布在干旱河谷过渡区中山地上部阴坡或半阴坡区域/其

海拔范围为 TaUUc]_UUD左右X组成该群落的灌木以 子栎为主/其他伴生种类随海拔的变化而有所差

异/主要有叶底珠!I+1.<-#+?’%.@@<.2-1$%’f7r6:()美丽胡枝子!|+%>+,+}’@$<&$%’!\HQ:(PH7r57()粉背

黄 栌)美蔷薇)马鞍羊蹄甲)圆菱叶山蚂蝗)莸!t’<u$>2+<-%9’’:()小花滇紫草)小黄素馨)白刺花!I$<>3$<’

J<1-@$A-’()黄刺玫!{$%’!’#23-#’Kv56$:(和野花椒等/群落高度为 TaUc]]U"D/盖度为 _mkcmbkX群落

中 草 本 种 类 主 要 有g唐 松 草!;3’A-12<.& 9’’:()各 种 蒿!=<2+&-%-’9’’:()须 芒 草!0-%1’#23.%%-#+#%-%

4567899:()毛叶荩草!=<23<’!$#><-$#$,+%!(s7M6:(GC56)()野青茅!*+u+.!-’’<.#,-#’1+’!K:(L7CMN()
小 苜蓿!0+,-1’?$&-#-&’*8M+,:()瓜子金!-$Au?’A’.’>$#-1’BHMss:()绵枣儿!I1-AA’%1-AA$-,+%Kv56$:()
四 川 千 里 光!I+#+1-$%+213.+#%-%/8C5"r:()四 脉 金 茅!0.A’A-’O.’,<-#+<J-%!BC"1:(PM5s27()马 尾 柴 胡

!o.>A+.<.&&-1<$1+>3’A.&Gv7$9(以及金色 狗 尾 草!I+2’<-’?A’.1’!K:(L7CMN:(等/草 本 层 的 高 度 为 TUU

cT]U"D/盖度为 bUkcmUkX

l:[ZY 莸灌丛 该类型是该地区典型的干旱河谷灌丛/主要分布在干旱河谷核心地带海拔 TaUUc]TUUD
的阳坡)半阳坡和半阴坡X在不同的地方和海拔/组成该灌丛的主要种类分别有兰花莸)香莸!t:$,$<’2’!G:

S_3TS期 刘国华等g岷江干旱河谷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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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花莸等,其它伴生种类有-小花滇紫草.小马鞍羊蹄甲.小黄素馨.白刺花.
甘肃瑞香.黄蔷薇等,群落高度为/0120034,盖度为50617869群落中草本种类主要为阴地蒿:;<=>?@A@B

ACDEB=@FBGHI*4&$.歧茎蒿:;&@JK@B<@BGHI*4&$.大籽蒿:;&A@>E><A@BKBL*MMN&$.毛叶荩草.四脉金茅.金

色狗尾草.野荞麦:OBJPQC<R?J<BF@D@Q>A:ST4+M&$!H#NU$.四川香茶菜:VAPWPKA>=AFXYBK>KA@A$.四川千里光

:Z>K>F@PA>=FXR>KA@A[\H#3]&$等9草本层高度 701 8̂34,盖度变化幅度较大,在 _261/86之间9

‘&ab‘ 滇 紫 草:cKPA?B+dd&$灌 丛 该 灌 丛 是 岷 江 干 旱 河 谷 主 要 类 型 之 一,主 要 分 布 在 海 拔 2e001

55004的山坡上,组成灌丛的种类以小花滇紫草为主,其他伴生种类有小马鞍羊蹄甲.兰花莸.白刺花等,
群落高度为 _018034,盖度为 5861_86,群落中草本层的种类主要有黄背草:fX>?>WB=<@BKW<B$.灰枝

紫 菀 :;A=><QPD@P=XB?KRA!*TM+&$.小 舌 紫 菀 :g&HM)T+3T#T:!h&$SH#N&iGHjj&$.黄 茅 :k>=><PQPJPK

FPK=P<=RA$.疏 花 早 熟 禾:lPBFXBDB<BK=XB$.毛 叶 荩 草:;<=X<BmPKQ<@PKPW>A:noTpNH&$!H#NU$.猪 毛 菜

:ZBDAPDBFPDD@KBqHMM&$等,草本层高度为 r01_0,盖度为 7061/069

‘&a&s 羊蹄甲:tBRX@K@B+dd&$灌丛 该灌丛在干旱河谷主要分布在海拔 2/00155004的阳坡和半阳坡

上,组成群落的优势种以小马鞍羊蹄甲为主,其他伴生种类有美丽胡枝子.粉背黄栌.白刺花.兰花莸.圆菱

叶山蚂蝗:u>A?PW@R?QPWPFB<QR?!h&$等,群落高度一般为 280150034,盖度为 8861786v群落中草

本 植 物 主 要 有 野 荞 麦:OBJPQC<R? J<BF@D@Q>A:ST4+M&$!H44T\$.毛 叶 荩 草.羊 齿 天 门 冬:;AQB<BJRA

w@D@F@KRASH4&xI!&!"#$.金色狗尾草:Z>=B<@BJDBRFB:’&$%THpy&$.各种蒿.瓜子金:lPDCJBDBzBQPK@FB

S"poo&$.四 脉 金 茅:{RDBD@B|RBW<@K><E@A:SH3}&$~p#ojT$及 松 潘 拉 拉 藤:!BD@R?ARKJQBK>KA>hp"&$等,草

本层高度为 200125034左右,盖度为 50615869

‘&a&# 川甘亚菊:;zBK@BQP=BK@K@@$灌丛 该灌丛是岷江干旱河谷主要的灌丛类型,分布面积较大,常分布

在 干 旱 河 谷 2800150004左 右 的 阳 坡 或 半 阳 坡,由 黄 花 亚 菊 组 成 灌 丛 单 优 势 种,或 与 胡 枝 子:$>AQ>W>%B

+dd&$.莸:&B<CPQ=><@A+dd&$.小花滇紫草等组成两种或多种优势种群落9灌丛中主 要 伴 生 种 类 还 有 白 刺

花.小 马 鞍 羊 蹄 甲:tBRX@K@BwB’><@yH\&?@F<PQXCDDB$.黄 花 蒿:;K=>?@A@BBKKRB$.多 花 木 蓝:VKW@JPw><B

B?’DCBK=XBh\H*)&$.甘肃瑞香:uBQXK>=BKJR=@FBGHI*4&$等v群落高度 r018034,盖度 70617869群落

中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在不同的样地中出现达到主要种类有绵枣儿:ZF@DDBAF@DDP@W>A:’*#NM&$.紫花野青茅

:&BDB?BJ<PA=@AQR<QR<>B:(\*#&$(\*#&$.多 种 景 天:Z>WR?+dd&$.虎 尾 草:&XDP<@AE@<JB=Bn)&$.虱 子 草

:f<BJRA’><=><PK@BKRAn3]pMo&$.垫 状 卷 柏:Z>DBJ@K>DDBQRDE@KB=B$.多 种 苔 草:&B<>m+dd&$.疏 花 早 熟 禾

:lPBFXBDB<BK=XB$.金色狗尾草:Z>=B<@BJDBRFB:’&$%THpy&$.三芒草:;<@A=@WBBWAF>KA@PK@A’&$.异颖芨芨

草:;FXKB=X><R?@KB>|R@JDR?>~T#*&$等,草本层高度 501_034,草本植物稀疏,盖度一般为8612069

‘&a&+ 绣线菊:ZQ@<B>B+dd&$灌丛 该 灌 丛 是 干 旱 河 谷 主 要 的 灌 丛 类 型 之 一,主 要 分 布 在 干 旱 河 谷 海 拔

2e00152004的阳和半阳坡9在本地区以翠蓝绣线菊和长芽绣线菊:Z&DPKJ@J>??@AGHI*4&$为主,群落

中还伴生有小花 滇 紫 草.粉 背 黄 栌:&P=@KRAFPJJCJ<@ByH\&JDBRFPQXCDDBh&,&Lp$.水 子:&P=PK>BA=><

?RD=@wDP<RA%*T&$.白刺花.三花莸.黄蔷薇.岷江瑞香.杭子梢等9群落高度为 28012/034,盖度为 /061

r̂6v草 本 种 类 有 黄 茅:k>=><PQPJPKFPK=P<=RA$.草 状 繁 缕:Z=>DDB<@BJ<B?@K>B’&$.野 菊:u>KW<BK=X>?B

@KW@FR?:’*##&$!T+G"pM&$.膜 叶 茜 草 :-R’@B?>?’<BKBF>B!*TM+&$.长 叶 火 绒 草 :$>PK=PQPW@R?

DPKJ@wPD@R? ’&$.野 豌 豆:.@F@BA>Q@R? ’*##&$.多 茎 景 天:Z>WR? ?RD=@FBRD>LHMM&$.黄 花 邪 蒿:Z>A>D@

@KF@APiW>K=B=R?~&(&[p$.瘦叶荛花:/@0A=<P>?@B?PW>A=B:(T]N&$!"4}T$等,草本层高度为 r018034,
盖度为 7061/069

除 以 上 各 种 分 布 较 广 的 灌 丛 类 型 外,还 零 星 分 布 有 胡 枝 子 灌 丛.对 节 木 灌 丛 以 及 华 北 驼 绒 藜

:&><B=P@W>AB<’P<>AF>KA:’"+*#+}&$(+*T#Toh&1&GH$灌丛等9

‘&2 干旱河谷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

通过取样烘干分析,测定了岷江干旱河谷各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表 2和表 5分别列出了两条样

带所有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及其相关因素的结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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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岷江干旱河谷不同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样带 #

$%&’()*+

,-./0! 1.230452678.92:-;;2<89<<0507=;>56.;97

?97@9-74A5BC-//0B"DE(FGHIHGJK#$%&’()*+

灌丛类型

LMFHNO
P’QRI

海拔

SGJTJRUH
"(+

土壤水分

DNTG
(NTPJRQH
"V+

坡度W
坡向

DGNFHX
HYFNPRQH

地上生物

量 SINZHK
%QNR[U
ITN(EPP

子栎灌丛

\]̂_‘]a
‘b‘‘cd̂_bcêa
P’QRI

*#fg #*hig jgX阴坡 RIEk ljj#hm

*gig #fh*l jgX阴坡 RIEk fjmghi

*glg #jhfg j#X阴坡 RIEk ilf#hi

平均值

SZHQE%HZEGRH
n#jjhn

莸灌丛

op_qbrŝ_ca
P’QRI

*#ng ##hlnm*X阳坡 EUQHJ ltj#hf
#itg #lhil jgX阴坡 RIEk *#*nh*
#img ##h#t miX阴坡 RIEk ltgjhn
*gil **hijmmX阳坡 EUQHJ *gtmht
*gnl #nh*jmlX阳坡 EUQHJ t*fhn
*gng #mhnnm*X阳坡 EUQHJ ijfhi
*gll #jhng*tX阳坡 EUQHJ #lmjhg
*gjf #*hgim*X阳坡 EUQHJ nmnhj
*g#g #jh#i*tX阳坡 EUQHJ mgjh*
*ggl #mhtmmmX阳坡 EUQHJ l#ght

平均值

SZHQE%HZEGRH
*gn#hn

滇紫草灌丛

uvbawp
P’QRI

#tmg ihtl jgX阴坡 RIEk jm#hi
#nig #*hj* jgX阴坡 RIEk mf#h*
*#ml mhjl mgX阳坡 EUQHJ #mjjhm
*#*g #jhml m*X阳坡 EUQHJ *jtfhm
*#gl #fh#g m*X阳坡 EUQHJ mttih*
#inl #jh#j *lX阳坡 EUQHJ *j#h#
#ijg thmt mtX阳坡 EUQHJ #gifh*

平均值

SZHQE%HZEGRH
#jgnh*

羊蹄甲灌丛

xp]ycvcp
P’QRI

*ggg #lhml jgX阴坡 RIEk n*ijhl

#ttg #ghmm miX阴坡 RIEk jntht

平均值

SZHQE%HZEGRH
mttfhn

驼绒藜灌丛

ô_psbcêa
P’QRI

#ing ihtt miX阳坡 EUQHJ #inihm

#ifl nhig mtX阳坡 EUQHJ **tlhf

平均值

SZHQE%HZEGRH
*#m*hl

图 # 样带 #灌丛地上生物量随海拔梯度的变化"SK整

个样带XzK阳坡X{K阳坡+

|T%h# {’E[%HPNOP’QRIEINZH%QNR[UITN(EPPT[

PE(FGHIHGJK#"SKJ’H}’NGHPE(FGHIHGJXzKEUQHJX{K

RIEk+

从表 #和表 *可知X岷江干旱河谷中不同灌丛类型的地上生物量差别较大X在两条样带所有 i个灌丛

类型中X对节刺灌丛的地上生物量为最大X达到 ##llj~*$%&’()*X该灌丛具有适应干旱环境生长的特点X
如叶小W具皮刺等X因此X其生长状况良好X但该灌丛类型在样带中仅有一个样地!其次是 子栎灌丛和绣

线菊灌丛X其平均地上生物量分别为 n#jj~n$%&’()*和 n*#m~#$%&’()*X前者主要分布在干旱河谷过

渡区海拔较高的阴坡和半阴坡X后者则分布在干旱河谷中海拔较高的阴坡和半阴坡X从调查情况来看X两

者的生境条件都相对较好X而且很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川甘亚菊灌丛的平均地上生物量为 jt#i~t$%
&’()*!羊蹄甲灌丛的平均地上生物量为 mttf~n$%&’()*!莸灌丛和华北驼绒藜灌丛的平均地上生物量

分别为 *gn#~n$%&’()*和 *#m*~l$%&’()*!而滇紫

草 灌 丛 的 平 均 地 上 生 物 量 最 小X仅 为 #gjn~*

$%&’()*"导 致 不 同 类 型 地 上 生 物 量 差 异 的 主 要 原

因是不同灌丛类型间的建群种和优势种的不同"地上

生 物 量 较 高 的 灌 丛 类 型 的 建 群 种 或 优 势 种 往 往 是 大

灌木X如对节刺W绣线菊W 子栎W羊蹄甲和胡枝子等X
而 地 上 生 物 量 较 低 的 灌 丛 类 型 的 建 群 种 或 优 势 种 往

往 是 小 灌 木 或 半 灌 木X如 莸W小 花 滇 紫 草 和 华 北 驼 绒

#fn#i期 刘国华等#岷江干旱河谷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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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岷 江 干 旱 河 谷 不 同 灌 丛 类 型 地 上 生 物 量"样 带 #

$%&’()#*

+,-./! 0-12/341567-819,::1;78;;/4/6<:=45-:86

>86?8,63@4AB,../A"CD(EFGHGFIJ#$%&’()#*

灌丛类型

KLEGMN
O’PQH

海拔

RFISIQTG
"(*

土壤水分

CMSF
(MSOIQPG
"U*

坡度V
坡向

CFMEGW
GXEMOQPG

地上生物

量 RHMYGJ
%PMQZT
HSM(DOO

川甘亚菊灌丛

[\]̂_]
‘ab]̂_̂__
O’PQH

cd#e fghf ijW阳坡 DTPGI kd#ege
clle dg#h ijW阳坡 DTPGI jkhfgh
clke hgc# ijW阳坡 DTPGI k##cgl
clee hgel ilW阳坡 DTPGI hdkkgj
cfje kg#f idW阳坡 DTPGI kf##gl
cf#e kgie ijW阳坡 DTPGI hil#g#
cjfe hgd# ihW阳坡 DTPGI #eldgl

平均值

RYGPD%GYDFQG
klcdgl

对节刺灌丛

m]nopob_]
‘qr̂a‘sqtt]
O’PQH

cdjh fgdf keW阴坡 QHDu cchhkg#

绣线菊灌丛

m‘_p]o]
O’PQH

cdh# lgfc ilW阴坡 QHDu cc#fkgd
cdk# dghc i#W阴坡 QHDu jch#gj
clf# lgle keW阴坡 QHDu k#ccgf

平均值

RYGPD%GYDFQG
f#cigc

胡枝子灌丛

vow‘oxoy]O’PQH
cd#k cegec keW阴坡 QHDuljecgj

图 # 样带 #灌丛地上生物量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zS%g# {’DZ%GOMNO’PQHDHMYG%PMQZTHSM(DOOSZ

OD(EFGHGFIJ#

藜等|物种间的这种差异不仅决定了其单株重量有较

大的差别W而且也导致其干重和鲜重之间的比例有很

大的不同|
此外W表 c和表 #也表明W对于相同的灌丛类型W

其地上生物量的变化幅度也较大W如莸灌丛的地上生

物量的变幅为 iek}#~hlkc}j$%&’()#!滇紫草灌丛

地上生物量的变化幅度为 #kc}c~illd}#$%&’()#!
这主要是由于群落的组成结构V年龄V物种的丰度V环

境 因 子"如 所 处 的 海 拔V坡 向V土 壤 水 分 等*以 及 人 类

活动干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干旱河谷灌丛地上生物量的分布规律

群落的生物量不仅取决于群落本身的特征W如群

落 的 物 种 组 成V结 构 以 及 物 种 的 丰 度 等W而 且 还 受 群

落生存的环境因子的影响W如降雨V温度V海拔V地形V
地貌以及土壤等因素|因此W探讨各环境因子对灌丛

地上生物量的影响W对于了解上干旱河谷灌丛地上生

物量的分布规律W进而推断更大大尺度上干旱河谷灌

丛地上生物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岷 江 干 旱 河 谷 属 于 川 西 北 高 山 峡 谷 地 区W因 此W

该 地 区 地 形 和 海 拔 对 植 物 群 落 的 分 布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W尤 其 是 在 海 拔 梯 度 上W各 种 群 落 类 型 进 行 错 落 有

致 的 分 布W形 成 一 个 立 体 的#多 层 饼$W而 人 类 活 动 也

受这一垂直分布规律的影响|那么W作为群落功能测

度的主要指标之一W地上生物量在海拔梯度上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对两条样带的调查分析表明W
岷江干旱河谷灌丛的地上生物量随海拔梯度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线形递增关系"图 c和图 #*|但对于干旱

河谷过渡区"样带 c*和核心区"样带 #*其相关性有所差别|在干旱河谷过渡区W对于整个样带来说W灌丛地

上生物量与海拔的相关性较好"图 cJRW&’e}eh*W而分别对阳坡和阴坡的样地进行分析发现W其相关性也

较强"图 cJ(W&’e}eh!图 cJ{W&’e}eh*|而在干旱河谷核心区W对于整个样带来说W灌丛地上生物量随

海拔的变化都呈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图 #W&’e}ec*|
灌丛地上生物量与海拔梯度的这种规律性分布是由不同海拔梯度上群落本身的特性所决定W还是受

其他生态环境因素所影响%考虑到干旱河谷的区域特点W选取土壤水分作为主要生态环境因子W探讨其与

灌丛地上生物量间的关系W结果表明)在岷江干旱河谷中W土壤水分随海拔的升高而呈增加趋势W并体现出

一定的 相 关 性"图 iR和 图 k*W尤 其 在 干 旱 河 谷 核 心

区W其相关性非常好"图 kW&’e}eh*|在样带 c中W阳

坡 上 的 土 壤 水 分 与 海 拔 间 的 存 在 着 良 好 的 相 关 性"图

iRW&’e}ec*W而阴坡上 土 壤 水 分 与 海 拔 间 的 相 关 性

不是很强"图 i(W&’e}#h*|分析灌丛地上生物量与土

壤水分间的关系发现W在干旱河谷过渡区W灌丛地上生

物 量 随 土 壤 水 分 的 增 加 而 增 加W并 具 有 较 好 的 相 关 性

"图 hRW&’e}ec*W但 是W在 干 旱 河 谷 核 心 区W虽 然 灌

丛地上生物量和土壤水分分别与海拔间呈现很好的相

关性"见图 #和图 k*W然而灌丛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水分

间的相关性似乎不强"图 h(W&’e}#h*W这可能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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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样带 "中土壤水分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整个样

带&’%阳坡&(%阳坡)

*+,-! .+/01+230+4546/4+7890:1;450:509745,970+03<:

,19<+:50+5/9=>7:2:70%"#$%0?:8?47:/9=>7:2:70&’%

9<1:0&(%329;)

图 @ 样带 A土壤水分沿海拔梯度的分布

*+,-@ .+/01+230+4546/4+7890:1;450:509745,970+03<:

,19<+:50+5/9=>7:2:70%A

图 B 灌丛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水分间的关系#$%样带 "&

’%样带 A)

*+,-B C?:1:790+45/?+>2:08::5/?132924D:,1435<

2+4=9//95</4+7890:1;450:50#$%/9=>7:2:70%"&’%

/9=>7:2:70%A)

因 为在干旱河谷核心区&土壤 水 分 非 常 低#见 表 A)&从

而 严 重 地 限 制 了 植 物 的 生 长E整 个 干 旱 河 谷 中&由 于

F焚 风G效 应 的 存 在&导 致 了 不 同 海 拔 上 土 壤 水 分 的 差

异&从而也对植物的生长也产生不同的差异E在河谷中

低 海拔的基带&F焚风G作用相对强烈&土壤水分条件较

差&灌 丛 植 被 生 长 受 到 抑 制&地 上 生 物 量 较 低H随 着 海

拔 的升高&F焚风G作用不断降低&土壤水分条件逐步得

到改善&从而有利于灌丛植被的生长&其地上生物量也

呈 增加的趋势&而在干旱河谷核心区&F焚风G效应所影

响的海拔幅度更大I"JKE由此可见&土壤水分条件是干旱

河谷中灌丛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之一E此外&在岷

江 河 谷 低 海 拔 地 区#山 脚)&人 类 对 植 被 的 干 扰 活 动 相

对 频繁#其它很多河谷L山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也

是造成低海拔处灌丛地上生物量较低的原因之一E因

为&干 扰 频 度 越 高&植 被 则 始 终 处 于 生 长 的 初 时 状 态&
生物量的积累较低I"AKE

M 结论

灌 丛 植 被 是 岷 江 干 旱 河 谷 主 要 的 植 被 类 型&通 过

对该地区两条样带&共 !N个样地&O个灌丛类型地上生

物量的调查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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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灌丛类型的地上生物量差异较大$在两条样带中%对节刺灌丛的地上生物量最大%达 ""&&’()

*+,-./)%其次是 子栎灌丛和绣线菊灌丛%分别为 0"’’(0*+,-./)和 0)"1("*+,-./)%而滇紫草灌丛

的平均地上生物量最小%仅为 "’20()*+,-./)%其余类型介于他们之间$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

灌丛类型的建群种或优势种不同%通常情况下%地上生物量高的灌丛类型的建群种或优势种为高大灌木%
而地上生物量小的灌丛类型的建群种或优势种则为小灌木或半灌木$

!)#在干旱河谷调查的两条样带中%灌丛的地上生物量都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加%呈现良好的相关性$

!1#干旱河谷中土壤水分也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加$在干旱河谷过渡区%灌丛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水分

间呈良好的相关性3而在干旱河谷核心区%虽然灌丛地上生物量和土壤水分分别与海拔间存在很好的相关

性%但它们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干旱河谷核心区内的土壤水分太低!小于 "24#%使

整个海拔梯度上的植物生长都受到抑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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