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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要 

作者于1987--1988年对黄龙县蔡束川在畜牧韭生产中有重要意义的黄背草进行了生翱量穗定· 并研 

究丁生暂量曲季节和空硒变化．培果袁明 黄背革群藉生曲量季节骑态较明显， 7月中旬选峰值} 地下 

生暂量在生长旺抽偏低．枯黄期最高，连同檀暂生长发育茸r废的曲质遥转有关． 落研究为了解生橱量积 

|l袖毒，蔓十罴辘曲曲质循环和龃量鞋动提供了基础强科． 

关t■t黄背草群藉，生橱量 动杰． 

一

、 前 言 

生物置是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数量特征之—，地上和地下生 物量季节变化规律的研究，对 

草场管理与合理利用有重要意义。我国对草地生物量 研究 有 过许 多报 道 。黄背 草 

(Themedtr triandra，0r．japonica)系 良好牧草，以它为优势群落宜作割草场，放牧场。 

‘ 

二、研究地区环境条件及研究方法 

1．研究地窟环境条件 
’

黄背草群蓓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分布北限，大致与夏绿阔叶林相当，一般不超出森林的北 

限(图1) ，广泛分布于延安以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海 拔 1000--1600m，相对高差不超 

过 200m。年平均气温8～10℃，最高 34～38℃，最低 一2O一 一24℃。年降水量55O一60 6 

mm，土壤以在深厚的黄土母质上发育起来的褐色土为主。黄背草群落土壤水及营养状 况见 

表1，与广布于本区的禾 草群落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情况 ⋯ 。 、 

囊 1 冀臀草舜薯±壤水量营养状况 

Toblo 1 if,oil water and nu~ien~condition of m e血 T~mdra Vat．衄 m  c community 

、  

有 机 菔 古 水 量 全 氟 全 磷 
pH 

‘m ) ＼  ( ) ( ) ‘ ) (ppm) 

2．8— 3．n  “ ．8一 l7．5 8．10 0．i9m 0．22 3．O一 3．i4 

1．05m 2．2B 14．9---15．5 8．i4 0．07一 O．“  2．27m 2．52 

2．研究方法 

该项研究选在生态条件及黄背草群落的结构、发育有代表性的黄龙县蔡家川，划定 8个 

* 国家自嚣辩学基垒 赘助最题．崔 建参加都丹野外工作。 

车文于1990年 {月lab收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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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l 陕北黄土高原上彝林草原的范围 

F{g．1 The rt．~ge of foreSt-steppe zone 012 

theIoess p te_ of north时 Ⅱ p̂ rt i 

Sh_ xi pr 丑。e 

I草原区一I(1)千草原地带} I(2)森林草赢地带 

I幕叶闷叶林区l I(1)■翟带南部J I(2)暖强带 

北部 

1×2 RI 的样方 ，于1978～ 1 988年进行测定。 

为研究地上生物量和生产结构，采用分层 

刈害4法，在 6 一9月 |挺季节，定期每月中旬 

取2个 l×2m 样方，按植物种收割，分出立 

枯部分及茎、叶、花、果实，分别称取鲜重并 

风干。黄背草群落根系大量密集于 30cm的表 

土层中，地下生物基测定每次挖取2个20×20 

×30cm 土柱。为说明地下生物量配置特点， 

每隔 lOcm分层采样，用2ram孔径土筛流水冲 

洗收集，称重后风干。风干后的植物材料烘至 

恒重再称重，生物量以干重计。 。 

三、研究结。果 ． 
I 

黄背草群落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部分) 

的高低与群落的种类组成、群落结构、主要种 

群所处的物候期、环境因子等密切相关。 

1．黄背草群落地上生物量夏其有关特征 

如表2所示，对黄背草群落生物量有～定 

影响的植物多迭18科39属，其中最多为菊科， 

占9属12种。表中不同月份的种类成分不完全 
一 致的原闼在于t由于所取生物量测定样地面积，小于黄背草群落种类组成表现面积，极个 

别种决定于tl身的生长发育节律，例如北京隐子草主要出现于生长季中后胡。植物群落中对 

生物量起主要作用的种类称为主要植物，从表2重量比率可以看出，该群落主要植物是黄背 

草，大油芒、披针苔，铁杆蒿、丝胡技子。 

黄背草群落地上生物量季节动态变化非常明显，其生物量的增长速度和高峰的出现，与 

水热条件变化呈正相关(表3)。在此过程中水、热条件的综合起主导作用，其次决定于群落 

中主要植物生长发 育节律。 

按牧草学研究的方法” ，把有饲用价值的种类划分为优等、良等、中等和 低 等四个 

级，不同等级植物生物虽见表4。可见，黄背草群落中，以良等牧草生物量占优势，其次为 

中等牧草。低等牧草和非饲用植物生物置很低，非饲用植物中，还有很少对家畜有 毒 的植 

物，它们的生物量大多在5kg／ha以下，最高8kg／ha左右。从畜牧利用角度出发，把组成黄 

背草群落的种类划分为禾草类、苔草类、豆科牧草和杂类草四类。群落中的禾草全为良等牧 

草，以高杆(40crn以上)禾草为主，宜于割草或放牧，苔草类虽花枝可达 15—2Ocm，但其叶 

丛主要在 15cm以下，宜于放牧采食}豆科牧草生物量很少，畜饲作用也小，杂类草除个别 

为优良牧草外，大多为低或中级牧草以及非饲用植物，根据表2统计，各类型牧草的生物量 

见表 5。禾草的生物量高于其它各类草几倍至几十倍。据表4和表5的测定 结果，可 以 看 

出，黄背草群落草场质量属良级牧场。 

由表2、表5可知，黄背草群藩干鲜重比率总趋势是在生活周期的前期都偏低，后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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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冀臂簟群薯地上生鞠■有关特征 
Table 2 The rele3mntpzoblem of&boveKroumdbiomu siⅡTh d口 

dm par·，如Imnica community Cd 

单 种 重 吐W／~S) 
重量比率 ) 

植 物 名 称 6 月 7 月 8 月 J 9 月 
蚌重 j干重 衅置 』千置 蛘重 l千重 辫重 千重 6月 7月 8月 9月 

46．： 4O．c 

1．7】 t． 

8．2j l0． 

1．43 3．们  

3． 1．77 

1．2g 

O．Ol 1．68 

I．0E O．8． 

5．5d T．8 d 

0．07 O．3 4 

0．02 

0．22 

0．I 6 

● 

囊 13．6 

黄 背 草 Thernedo．tri∞drB lO52．E 368．3 2OO7．‘ 703．‘ {197d
．{ 61日·一 I681．： 796．】 41．1l 

t加 ponica 

太 Spodiopogon ~birl’ 574．1 225．C 口l1-I 243·】 一 83．j B2．1 

∞  

大 披 针 蔷 Cave；：lanceolata 231．E 1O0． 92 ·C 51 J．日 271．： 115·E l55- 230． l1．∞ 

棉 Anemone 枷  0HB iI ．C ”．E 27O．c 85．‘ 48．{ 20·： I57．j 63．2 4．9C 

北京 电子 草 C~ ogene$hancei 84-‘ 42·C 92- 5I．】 58． 35．1 

异 叶 艘 蕾 Pat~ ia heterophylla 235．{ 75．‘ 

蔓茎要童莱 Poten~Ila flageEarla 24．日 10．6 I2．‘ 5．日 61．1 18．‘ I．I 8 
火 城 草 Leontopod~gm leon。 5．5 2．0 25-C J 0·C 1．c I-： 108．E 35．， 0．2j 

tolmd2oides 

野 薷 (苗) D themD p． 46．j J8-O 96．C 30-‘ I．34 

自 芷 Angelica 僦  s-拮 20．‘ 5一日 

蚕 琏 棠 Po~e)rhT,a ddnens~s 3．E l-d 238．‘ 口5．C 37· 15．日 38．日 17．C O．11 

铁 杆 蒿 Artemisia cm m 55．j 2I-e 26．C 10．C 201-f 77．E 443．5 Ie5．a 2．12 

田 旋 花 Conoo~oubLs arvensis 20．C 7-日 

面 志 P啊 teau[yot~a 3．3 I．2 J90．日 61．日 7．c 2- J4．O 6．g 0．13 
白 茎 雅 蕴 Scorzonera 蝴 ∞ i4．O 3-5 39．日 I2-6 I．2 0．{ 0．耵 

瓜 子 叠 po％~a s西 37．C 1‘．0 l 0-l 3．2 
细 叶 重 A班 m 拓m麻戚m“m 95． I3．3 6．0 2●0 I．48 

辽 京 棵 (苗) 鼬  rc淞 0衄n- ,20·8 Il·0 4．c 2．3 

岫  

野 翦 花 Dendranthema l8．3 I1．8 29．0 9．a I．3l 

t加 出 瑚 mn 

燕 草 Detp~niura m 9．e ．4 口．日 3·0 0．38 

m  

太 m 花 Erodi~m B口． 8-t 2．0 

鹅 观 草 Roeffaer／a s ∞ · i．5 J．0 88．0 45．0 24．2 10．2 0．11 

s缸 如【 

柴 胡 I p m chlnensfs 2．日 0．9 42
．

0 20．O 3l·| I3．0 16．4 T
．
3 O．I 0．口2 0．a5 

独花山牛蒡 Rhapont~cum un~ylo- 68．0 26-4 72．0 I8．0 2．97 
r m  

丝 胡 杖 子 Lespedeza 蹦  eata 3l0．2 l47．1 l7
．

0 21．0 I3．1 5-7 174．5 92．g l8．58 0
． 35 4．1 

山 萝 花 Melampyrum J2 5．8 29,0 92·8 J9．8 229． 74．4 3．26 I．41 5．33 

n m  

选乌里胡 技=~Lespedeza davurica 0 l8 0．3 3．5 】．7 0．02 0．08 

6．83 祁{jll漏芦Stemmacantha J 30．0 3 a．3 28． 9·1 508．7 J41．I 3．T5 ? ．1 玎f。r口 )．8l 硬毛棘豆OxSrop~s {什口 0．D e．4 2．3 1．5 O．Ol 朝阳青茅Kenya hackeli 25．8 J4．1 I．58 太丁草Gerbera anandda 29．8 7
．
2 28．1 1

．

8· e0．3 2B．2 0．81 )．5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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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2) 

单 种 置 (kg／'am) 
重量比率( ) 

植 钉 名 称 e 月 T 月 8 月 9 月 

衅重 千重 舒 置 千重 鲜重 千 置 鲜重 千重 6月 T月 8月 

盱 凡 Ledebourfet 船 se· 47．5 1T．0 72．O 23．0 4e·e 14．8 I．91 I．e a 

船 s 

马 先 蓠 Pedicular~ sp． 3．1 0．5 0．06 

白 头 翁 PuL~atilla chlne~ds 1．3 0．4 l2．4 3．4 0．0 3 O．24 

唐 格 草 Tha~ m sp． 1 0．3 4．3 9．8 0．3 0．22 

齄 草 Le~ us ddnen~s lT．4 5．3 86‘4 40．2 0．3 

0．a 

5．2 0．54 

0．6I 

20．6 

4．O 

0．3 

O．4 

O．4 

48．3 

O．2 

黄 臆 香 青 d船加 洳 aureopu l8．4 4．3 

223

T。·g

： 
4O．4 

nda缸  

腺 萼 亚 廓 Li”"m stelleroides l 3．8 5．4 

山 野 豌 豆 V m∞ 肼 口 2：．8 8．6 

野 蔼 AIIi批 ch en~is 

E ‘ks印 ． 

棘 豆 0 rop讧 IdcoZor 

石 竹 D蛔  舳 chine~ s 

草木棹状黛云美 

m 口0“s删 妞 增 s 

毛 籀 观 草 脚  c~iaris 

球 果 堇 菜 Vfok coE~a 

Ir IddeB Ⅲr． 19．3 4．3 24．5 T．2 

妇  s{s 

裹 5 lt青蕈■藩地上生韵■与水热 
条件摹节劝密关系 (kg／ha) 

Table S The relmtlonshIp On the seRsonR[ 

dyn~nlc of biom ess belween Thtrcwda 

州 ∞dm Vat．扣pD ∞ community and 
the w ater-he-t 

有不同程度偏高，苔草和豆科草偏高，杂类 

草偏低，旱生植物及具一定耐早能力的植物 

偏高，中生植物偏低。这些现象中，有的与 

生活周期的不同阶段有关 ，有的是植物生理 

生态特征所决定的，例如豆科草中，除个别种 

外，主要是植物体少水 的中旱生或早中生植 

物，杂类草植物千鲜重比率所表现的趋势， 

主要与这里基本属 于中生的生态条件以及适 

应于这种生态条件具体的植 物种联系着。如 

囊 4 各羹等级牧葺地上生袖■ (kg／ha) 
Table 4 The aboyegrouad biomass of each grades of herbage(kg／ht) 

月份 9 

每级 俳重或干置 蚌 千 鲜 千 鲜 千 鲜 I 干 

优 等 0 O O O 32．8 3．6 

良 等 117 8 337． 231 ．5 1 032 30 36．8 g74．3 3I45．B 940．3 

巾 等 66．1 3I B．3 1379．5 434．3 靴0．I 2们．0 

低 等 2l8．e 61．7 l25 37 伯9．2 33．4 431．1 I 150．7 

非 饲 用 植 钉 335．T 1 03．1 309．3 39 219r8 8I．5 859．5 l 37O．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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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5 鲁羹簟摹地上生情量．(k~／ha) 

Tsble 5 The abovesroand biomsss of each Jdnd of be llbsge Ckg／ha) 

、 。：～ f
t ～ 月堡_ 口 

类稿 粤警'蛊 鲜 千 蚌 千 辨 千 鲜 千 

禾 草 1 07g．9 383．4 2 ,53．B 1 015．0 6g ．1 942．0 

瞢 草 231．5 100．T 口21．0 511．0 2 1．2 115．5 250．T 

豆 科 草 342． 148．0 47．0 21．0 48．5 25．8 104．2 

杂 耍 草 740．2 249．6 1404．3 472．3 T09．8 231．8 638．6 

果把内蒙古大针茅草原 ，和该群落 8月的干鲜重比率作一比较 <表 6)可以看出，内蒙大针 

茅草原群落干鲜重比率总的趋势是略低于黄土区黄背草群落，这是由于黄背草群落中，植物 

体少水的偏旱生性种类较多的原因，虽然黄背草群落所在地降水量 (600ram)明显高于大针 

茅群落所在地降水量 (350ram)“”，但 黄 背草群落是形成于次生裸地，出现在多年生禾草 

阶段的初期，尚存留不少偏旱生性植物。 

襄 6 冀霄草粤藩与大针幕群藩不同干蚌重比率种数 

Table 6 The number of spectes of dry and fresh different proportion 

between Themeda Triandra Vat．扣ponica and stipm grandls community 

＼ l坚 l 1 0--20 l 21--3 0 l 31--40 l 41--50 l 51--60 l 61--70 l 71--80 

背 *1 数 ，f。0 l。。1．128}28 l 1 7i85 l l百势数《璺‘)l o l 3g． 1 ．B7 1 ． 1 l I 
兰： 21 4 2 ：4 35 L14 2 l i1 Lo— 0 l百丹蕺( ) ． 1 1． 1 ．T 1 ． { T． 1 j 

生长季节不同时期 对地上部分进行分层刈割，可以反映同化器官与非同化器官的空间配 

置，了解群落光能利用，有助于生物量形成过程的分析<表7)。 

由表7可见， 6月中旬同化器官集中分布在 0—20cm，占同化器官总 量 的80．4 ，在 

20cm 左 右 急剧由4O％左右减少至14 。其后由于黄背草和其它几种高杆禾草植株的伸展， 

同化器官空问位置也相应升高，至 8月50cm 左右生物量达4．2 ， 8月下 旬至 9月黄背草虽 

然已处成果期，但叶可仍然正常存在并缓慢生长，这时 50cm左右及其以上同化器官生物量 

达8．3 。 

黄背草群落非同化器官生物量的垂直空间分布，各时期的变化也比较显著， 6月主要集 

中在 0～1Ocrn高度，占80．4 ， 8月10--50cm非同化器官已超过 38 ，花果仅占1．7 左 

右I 9月50--150cm 非同化器官生物量占13．7 ，果实占5．7 。8月下旬至9月除果实量 

增加外，黄背草的茎和叶一样，不但正常存在，还可缓慢生长，因而增至13．7％。 

黄背草群落9月中旬地上生物量组成状况见表8。立桔量主要出现在9月，位于0—50 

am，占8．9％。 

2．黄背草群落地下生物■ 

从草地群落第一性生产，群落与土壤的关系以及草场利用与改良<地下配置)等方 面出 

发，了解地下生物最时问和空间变化。测计结果表明，地下生物量季 节 动 态非 常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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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7 ’|臂簟辟薯地上主■■空闰奎化(kg，ha) 

Table 7 The sptcial change ol aboveground hi．mass in Th口KP Tdandrn 

"Car．japon~va commun／ty‘d珂 weight，kg／~) 

； g 立枯 
(c 、～～  叶 茎 花 叶 茎 花 果 叶 茎 花 果 

0．0： 0．0 

0．3 0．8 2．4 

0．8 2．2 15．1 

2．2 4．4 15．6 

3．2 8．‘ 16．1 

3．7 11．2 8．0 

4．7 11．8 3．3 

0．5 0．5 0．8 5
． 9 15．5 1．7 

2．5 2．0 2．0 8
．
9 21．1 7．0 

9．1 5．5 2．0 0．2 1‘
．
5 26．4 3．0 

8．0 1．8 32．4 1 0．7 1．5 42-
．
5 37．1 1 3．7 0．9 

1 

： ．0 3．t 7 ．9 22．2 3．3 08
． 5 61．0 2O．6 5．0 

80．7 10．1 178．2 56．2 3
． 2 2‘5．5 11‘．2 16．2 29．0 

248．1 47．9 0．01 301．5 128．2 0
． 2 353．4 198．6 07．2 62．2 

206．0 28O．‘ 257．8 341．3 262
．5 416．8 0．8 11 0．1 

6月是6707．8kg／ha，8月是8205．0kg／ha， 

9月为11874．2kg／ha。高峰值在 9月，8 

月中旬至 9月中旬变化明显，增加了3469．2 

kg／ha~ 6月 至 8月 两 月 仅 增 加 1497．2 

kg／ha，此现象是由于优势种黄背草在 8月 

中旬以前，大部分时间积累的物质，用于建 

造地上营养体和有性繁殖器官，仅在生活周 

期的后期，有性繁殖器官基本完成，地上营 

养器官生长缓慢的情况下，迅速在地下积累 

约42．3％的物质，供来年营养体的萌发，因 

而 6月中旬至 8月中旬的净生产量 为 24．95 

kg／m ·d， 8月中旬至 9月 中 旬为 113．6 

kg／m ·d，远高于其它月份。 

黄背草群落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0— 

30cm，集中分布的空间是O一1Ocm(表 9)，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生物量急剧减少，主要 

襄 8 冀青草l 落 9月地上生物量状况 
Table 8 The structure of aboveground 

btomass in September of Themeda Triondra 

Vat·japonica community 

生~l(kg／ha 

百骨 比‘ ) f 45．2 

207．2 

裹 9 冀青草l 落地下生精■的空问变化 (kg，ha) 

Table 9 Tha  spatial change of undexground 

blom--0 in 彻tPd口 Tv缸nd' Vat． 

扣portico community 
{=’。。。 ‘‘‘———— ———————●————————一 一  

函卜、 月 i 6 f 8 i 9 

是由于黄背草系须根性禾草，根系分布很浅所致。 

四、结 论 

I．黄背草群落是陕北黄土高原南部具代表性的草本群落之～，按其重量比率是以黄背 

● 

● 

1  l  

柏 3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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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大油芒、大披针苔等组成的禾草一苔草群落。年生物量(9月中旬)为 i977．8kg／ha，(不 

包括繁殖器官和立枯量)，基本可以反映该地区草本群落的生产力状况。 

2．黄背草群落地上生物量有明显季节性变化，7月中旬是高峰，达2o2ikg／ha，因这 

时群落处于次优势种大披针苔生活周期的最盛期 ，再后就逐渐衰败。 

3．黄背革群落地下生物量，明显高于地上生物量，为地上生物量的 5．8倍，年生产量 

超~4966．4kg／ha日 来年生活周期开始时，有些植物，特别是大披针苔需要由地下供给大 

量物质。 

4．黄背草群落地下生物量 6— 8月增加很少，仅在 8月中以后迅速累积大量物质，供 

来年萌发之用。 8月中旬至 9月中旬，每天地上生物量向地下根部转移量为 6月中旬至 8月 

中旬的4．5倍以上。 

5．由于黄背草为颓根性多年生禾草，其群落地下生物县的分布，主要集中在 土 壤 表 

层，0一l0cm，约占地下生物量73．3—80．5％左右。 

6．根据黄背草群落生物量季节性动态规律，在畜牧业台理利用方面应该注意： 6月中 

下旬和 7月上旬是其次优势种披针苔生长发育最盛期，为放牧最佳时期， 7月中下 旬至 8月 

中旬是恢复期， 8月中下旬至 9月上旬为营养物质向地下大量转移期，不宜放牧或割草，否 

则由于根部物质贮存不足，必将影响来年牧草的生长发育I 9月中旬为高草 (黄背草，大油 

芒)最盛期，是最适割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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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B IOMASS OF THEMEDA 

TRIANDRA VAR
．

JAPONICA COMMUITY IN 

LOESS PLATEAU AT NORTH SHANXI PROVINCE 

Zhu Zhi-Cheng 

(Department 0，Bi0『0鲫， 

Jia Dong-Lin 

Nevrthwes~Univer~i堵，Xf an) 

This work was carried out in Caijiachuan of Huanglongxian County in 

1987-- 1988．Themeda trlandra liCiT．jal~onica community has not only a wide 

range of distribution in the woodlands on loess plateau at north Shanxi 

province，but also an excellent quality so that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anima1 husbandry．The study has focused 

on the seasonal and spatial changes in the biomass of aboveground part and 

underground part of the above commun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o— 

mass of Themeda triandra dr．jal~onica community has obviously seasonal 

dynamics with the peak value of biomass(202．1g／m) for the aboveground 

part re ached in mid—July．The underground part has a lower blomass during 

the flourishing period and the maximum value of biomass during the wi·- 

the ring  period．This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the organic matter transport 

、

a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ges． 。 

Key words：bjomass，Themeda triadra vat．jal~onica community， dyna— 

m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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