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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Q }} 

释躲多j9i高碌地址t强性草席与荒漠的：迁谴地爱， 檀键地带分异规律嚼显．奉文在蜣甘分析气t和 

植唧群落教据的基碡上，讨论丁地带性擅蕞，抄地植被和摄墨越拉蕞与生盛因子前相互美景． 并搜之披 

量化a分析过程包括l (1)运用相互平均排序，冉檀钧群蒋的空间分布概括翻排序曲雨十主薹向量上， 

(2)主要气候日子与竖鹿，纬度，牟拄曲相关和墨步回归母析． 簌稃任一样方的气候指标I (毒)聋 

过相关和连步回归分析·攒述捧序得丹与主要生态固予的柑*性，从而披量袭选檀蕞分布与环境曲美景． 

培幂寰嘲t年平均阵水量和 10 的积置=臣髟喃高原檀拉母布时主导生杏日予． 低温地植蕞罐羹大气蕞 

的髟睛，土壤垒盐量为主导因子。 

关-珥t!塑苎塑苎堡 ．苎苎 堑!l‘A捧序，皇鸯亘于t 元分折· 

前 言 

用于植被研究的多元分析技术包括梯度分析和数量分类，在植物群落研究中很受重视。 

在讨论植被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时，梯度分析尤其重要。Ramensky(1930)，Gau~e(1939) 

首创直接梯度分析，而活跃的研究工作始于1950年前后⋯ 。由于它要求预先确定 环 境，工 

作量巨大，后来被间接梯度分析(即排序)取代。早期的排序技术如加权平均和极点排序，计 

算简单，但主观性强。到60、70年代，主分量分析(PCA)占统治地位“，。然而， 它要求严 

格的 性数据特点常与事实不符，故易导致。马蹄形 畸变，严重影响了排序结果的表达“-|I。 

7O年代后期，特征向量排序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相互平均 (RA)排序经Gauch (1977)， 

Whittaker和WentWorth(1977)的检验为生态学家共知⋯ 。实践证明，多数情况下RA优 

于PCA，尤其是对于较复杂的数据和较长的梯度更适用，但仍存在畸变。删I1(1979)、丑iu和 

Gauch(1980)发展了RA，剖造出无趋势对应分析(DCA)。它适用于线性和非线性结构的数 

据，是迄夸较为完善的排序技术⋯ 。当前，多元分析技术仍在发展，如Ca]o，J．F．terBraak 

(1985)设计出无趋势典范对应分析(DCCA)，使群落排序同环境解释有机地结合起来，克 

服了以往技术在结果解释上的主观性⋯ 。 

在国内，张新时 (1986)分析青藏高原的植被，在应用多元分析技术上具有代表性 。 

在鄂尔多斯高原，前人对主要植物群落的类型、分布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基本上阐明了高 

原植被的区域分异规律 。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傲到植被分布与环境对应关系的数 量 

表达。 

车文=毫牛建研在冉囊古太学完成的磺±浩文的一揶分．参加野井工作的还有高玉宝，括 劫，± JII， 张 可辱再 

言，并肇堆世稿教授．崔海亭教授审嘲，特此致谢． 

车立于l口01年 4月2O日收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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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区域的自然特征 

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接河套平原，南邻黄土高原，处于北纬37。35 24 一40。51 40 ， 

东经106。42 40 一ll1。27 20 。东西长约400kin，南北宽 约340kin。地势由南，北向中部隆 

起，主要地貌类型有；梁地、高平原、黄土丘陵、沙地和桌子山山地。 

本区年平均温度5．5—9．VC，最冷月 1月均温为一13．7一一8．9~C，最热月7月的均温是 

21．3—25．4℃，i>10"(3积温为2500--3645~C。诸气温指标以东胜架地和桌子山山地最低，外 

围高于 中心，西部普遍高于东部 

本区年平均降水量由东向西从400mm c,最高达450ram)降为150ram或更低，年平均蒸发 ． 

量却相反，东部2000--2500mm，西部 2500--3000mm。表现在水热组合的综合作用上，东 

西向变化更加突出。东部湿润系数为0．4，向西由0．23过渡蓟0．1，甚至更低。 ● 

与气候相适应，植被从东向西依次为典型草原地带，以本氏针茅 (Stlpa bnngeana)和 ' 

百里香(Thymus monoolious)群落为代表}荒淡化草原地带l以戈壁针茅(Stlpa gobica)、 

短花针茅(Sti．Oa breniflora)，狭叶锦鸡儿(Caragana stenophylla)、藏锦鸡儿 (Caragana 

tibetiaa)群落为主}草原化荒漠地带l代表的建群种有红-砂 (Reaumuria soongo~ca)、四 

合木(Tetraena mongolica)、绵静J(P otaninia mongo~ca)、半日花(Helianth日f，I m soong— 

orlcum)、珍珠(Salsofd passerina)、沙冬青 (Ammopiptan蚋 s mongollcns)等。同时，隐 

域性植被也具有东西向变化的特点。草原带的低湿地为典型草甸和盐化草甸，荒漠带则为盐 

生植被。沙地植被以油蒿(A~emida ordosiaa)占优势，但随地带变更，仍有不同的地带植 

物渗入，成为重要的伴生种。 

二、 研究方法 

野外取样以路线考察为主。取样时，先根据忱势种确定植物群落类型，然后 在地 形 一 

致，植物分布均一的地段上随机设置样方。通常， 草本植物群落的取样面 积 l x l m。，小 

灌木 半灌木、灌木和高大丛生禾草群落为2×2 m 。本项工作于1986年和 1987年 7月先 

后取样方176个，一次取土样64个。 

为了获取数量指标，参考 Braun-Blanquet和Domin·Krajina的盖度·多度级，又将颤 
1 

度划分为6级，结合高原植被特点，采用综合指标=盖度一多度级 +寺嘲 度级。实践证明， 

该指标能准确描述高原群落中种的数量特点，突出了建群种和优势种，提高了主要常见种的 

地钕。对于区域植被分析，取得了较好效果。 

同时，统计了高原及邻近地区23—31个气象台站的气候资料(50—8O年代)，将主要气候 

指标与地理因子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折，以便得到每一个样方相应的指标 。 

关于群落与主要生态因子的多元分析包括t (1)植物群落的RA排序， (2)气候指 

标与地理因子的相关和回归分析I (3)排序结果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和回归分析，建立多元 

回归方程，确定主导因子。 

三，地带性植被分析 

1．群落排序 

●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2期 牛建明等 鄂尔多斯高原植被与生态因子的多元分析 107 

应用RA排序技术处理49个样方(如图 1)。 

虽有明显的畸变，但在反映群落的分异上仍是 

成功的。 
一

般地，排序的前两轴具有重要的生态学 

意义。如图 1所示，其第 1轴表现了植被的东 

西分布规律，其第 2轴较为复杂，虽有基质变 

化的一些反映，但因畸变，不能准确进行数量 

描述。 

2．主要气候指标(生意因子)与地曩因子 

昀相关和圊归分折 

本文用于分析的气候指标有 年平均降水 

量、年平均温度、最热月平均温度，最冷月平 

均温度、~IO~G积温和湿润系数。地理因子是 

经度，纬度和海拔。其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由表1，年平均降水量、湿润系数与经度 

相关极显著，方程如下： 

P = 一5234．36—32．8425LAT +61．1255LOG 

+0．1461ALT( =0．963) 

挥 崔 
羹量 

羞 

第 t排序轴 
TheIst ax 

图 l地带接留群落的RA捧 序置 

Fig．1 The RA ordination of zona lvegetation 

臣中l A 奉黄针茅群幕 s却 口6“n哪甜I口Commu— 
nities 

B 茭{|群幕 Artemlsla giredii C． 

C 戈壁什茅群落 S却 口gob~ca C． 

D短花针茅群落 sf 口brevfflora c． ， 
E 藏辅蔫儿群幕 Caragana tibetica C． 

F 阜 日花群落 Hellanthemum soongoricum C． 

K= 4104-o．04LAT+o．O747LOG 姜 
+o．OO091ALT( =0．942) I螽芏群落 zygo助 m xanthoxblon c． 

寰 1 地理因子与主薹生巷眉子曲扫关系救裹 
Table 1 Coocelation ceetficlentJ begween cite f~ctorB and ecological facto[$ 

经崖(L0G' 纬度(LAT' 毒羲(ALT， 

Longitude Latitude PAtitude 

- 

年平均降术 量(P' 0
．
85B ● 一0．S3e 0．S5 

Annual me~．iI precipitation 

年平均温庄 (T) 一O
．

464" 一0．226 一O．555-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10"C积强(AT' 
一 0．308 —0．107 一0．73 5． 

Accumulated temperature(：>101G) 

鼍热月平均 崖(WMT' 
— 0．5$q~m 5．37$ 一0．74EI41~Ht 

the w armest mOnth m ean tempe ratture 

最狰月平均沮庄 (CM T) 一 0．527o~ 0．S S 一0．,t83w,ut 

rhe ~ ldest mOOth meal3 tem perature 

湿璃系 数 (K' 0
．
口O7m  一 0．040 0．272 

Hum iditY index 

表中i (p<0．05)相差，抖(p<0．0I)显著相凳，‘ ( 0·001)概显著相关· 

而温度指标与海拔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与经度有一定的负相关。至于纬度，由北向南由于海 

拔升高，其作用被削弱，所以与温度的相关不明显，远低于温度与海拔的相关性 方程为t 

T =85．559—0．777LAT一0．377LOG一0．O057ALT( =O．8) 

AT =19110．6—115．868LAT一86．81 77 0G 一1．7576ALT( =0．84) 

一 

． 

。

显瞬 

一 L 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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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8 8．222—0．3409LAT一0．4025LOG 一0．00685ALT(R；0．84) 

CJ T =88．5867—1．1 471L r 一0．4717L0G 一0．002685ALT(R =0．77) 

综上所述，尽管高原地形中部隆起影响了水热的再分配，但气候的东西变化仍是十分清 

楚的，水分梯度成为高原的重要落境梯度。而且主要生态因子与地理因子有重要 的 相 关 关 

系，从而使通过经度、纬度，海拔，利用回归方程获得任一样方 的诸生态因子的 值 成 为 可 

能，为进一步的群落梯度分析奠定了基础。 

3．排序轴同主要环骢园子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此分析提供了植被分布客观、数量化的环境解释。据相关分析，排序第1轴与经度、降水 

囊 2 地带篮物肆藩RA排序轴与环境园子相关幂t囊 
T-hle 2 CorrelIttOn coeffictents between envtro- 

me~ al factors and RA ●，【e0 of zon_l 

vegetation 

第 1轴 (AX1) 第2轴(AX2) 

The 1st axis The =rid aXiS 

盅 (LAT， 0
．22口 0．426̈  Latit

ude 

髭度 (L0G) 
一 0．8B84~ , 0．036 L

ongitude 

蠢拄(ALT， 一 0．266 —0．180 AIt
．~tude 

年平均降柬 量(P) 
Annualm e~-i —0．9B-̈  —0．1I‘ 

preciDn ti0n 

年平 均矗度 (T) 
Annual m esh 0．51 一0．080 

tem perature 

t热胃平 均 弧度(W MT， 
The w&rm ~Bt mortth 0．671 0．04 

m ean temperature 

t辟胃平均温度(CM T) 
The coldest month 0．582~~t 

m ~q．n temperature 

l0℃积 强 (AT， 
Accumulated tempera- 0．606**- 0．0I8 

ture( 10℃) 

蔗搁 系数 (五 ， 一0
．
95@~ Q —0．000 

Humidity indes 

袭中l’ p<o．os)相关l¨( 0．oi)相黄显著l 

。。 p<o．001)相关掘显著． 

量和湿润系数呈极显著的负相关，与温度 

的正相关亦极其显著 (见表2)。其中，第 

1排序轴与诸相关因子的逐步 回归结果如 

下 ： 

1=219．892—0．4325P 

一 0．01 62AT(R=0．93) 

可见，年平均降水量和积温是主导因子。 

更进一步，在表达植被分布与生态因 

子的相 互关系时，年平均降水量和湿润系 

数尤其有说服力。方程如下： 

X ，=165．487—0．4017P 

(r= 一0．96，n=49) 

1=123．855—337．715K 

(r= 一0．96，n=49) 

Ⅱ阳方程并结合图 1上各群落类型的第 1 

轴得分不难得出。鄂尔多斯高原典型草原 

的年平均降水量为 300--450mm，湿润系 

数0．23—0．43 J荒漠化草原的上述 2指标 

分别是200--300ram，0．13一O．23I草原化 

荒摸为160--200mm，湿润系数小于 0．13。 

这样，植被的空问分布和生态因子的变化 

通过方程对应起来。 

四、沙地植被分析 

沙地生境遍布鄂尔多斯高原，主要包括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带、河东沙地以及各种沙 

化土地。因地处不同的自然地带，加之沙地生境本身的特点，使得沙生植物群落多种多样。 

1．群落排序 
图 2是对55个沙地植物群落样方进行RA排 序的结果。显然， 各亚地带内的沙地植物群 

落类型被截然分开 。以第 1排序轴为例，得分低于55的群落属典型草原带}介于55到9O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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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群落为荒漠化草原带J草原化荒漠带的沙地植物群落的得分则大于9O。可见，第 1排序 

轴仍是一个经向梯度，反映了高原沙地植被的东西分异。第 2排序轴表现了沙地群落的空间 

演替系列：随得分递增，由固定沙地植物群落经半固定沙地到流动沙地先锋植物群聚。因篇 

幅所限，不再做详细分析及定量描述。 

囊 5 涉地擅物群落排序轴与环境固平相关系数 

Table 5 Correlation’~efticlents of RA axe| 0l 

sandland vegetation with envlronmentel 

factors 

h  篡 第2轴(̂X 2) The 2nd ax 
t~  ( L

a

A

。T’ l-o．tes 一0．O0l 
nlⅡe 

1 
’ 

一  一0．083 

A
~
lⅡ伽

(A
d
L

e

T) 0
． 159 0．1I 9 

水量

m ea n p I-o．。 * —0．O65 0．O65

硅热月 平均温 度 (W M T)
rhewa rmest 

ndex~

o． “1*̈ I — mont h
mean tem per ature

鼍睁月平均强度 (CM r)
the co ldest 

o·051

O．527~ * ’ m ont h

m ean tem per ature 

Io'C积 温(Ar)
Accum u lated tem 

0o0 18

O．3 l̈ 。 一 pera—

ture( IO℃ 

赶润 

0o058

— 0． 87l*̈ 一 景 救fK)
Hu midRy i 

袭中· (p<o．o5)相关， (p<o．01 相燕豆著 

¨ (p<0．001)相关袄显著 

_萱 

耋 

圈 2挣地植物群落的RA排序目 

Fjg．2 The RA ordlnation of sandland 

vegetation 

圉中I A 油蒿群幕 Artem~eia Or证0sic口 

Commun~ies 

B 抄旭先锋植物辩橐 Pioneer aggregations of 

sandland 

C 油蔷，甘草群落 Artem~sia ordo．d；a· 

GlgcyrrM za“r 阱 s 3 C． 

D 油蓠、廓冀群幕 Artem~st=ordosica， 

E 鲥 r口 s~nica C． 

E 油蓠，旱蒿群幕 Ar$eraisia orosica 

A．xerophytica C． 

F 油苗．曩王，瞳音木群幕 且 em 口ordosica 

Zyflophtfllum xanthoxylon Tetraena 

mongolica C． 

2．排序轴与主要环境园子的相关和回扫分析 

相关分析详见表 3。第 1排序轴与经度、年平均降水量和湿润系数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与温度指标呈正相关。逐步回归分析建立方程为t 

-=1357．18—0．2845P 一11．8011工OG( =0．80) 

因此，沙地植被的经向分布突出，年平均降水量成为其东西分异的主导气候因子。 

湿润系数在反映这种梯度关系时最为理想，它同第 1排序轴的回归方程为： 

． L：187．791—374．7K (r；一O．87， ：55) 

从而，分布在典型草原带的沙地植被，其湿阔系数为0．22—O．37；荒漠草原为0．13—0．22 J 

草原化荒漠为0．1 0一O．I 3。与地带植被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五、低湿地植被分析 

鄂尔多斯高原的低湿地生境主要有滩地、湖盆洼地、湖淳低地、河漫滩、风蚀洼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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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问低地，类型复杂，发育了草甸、沼泽和盐生植被 

1．群藩捶序 

高原的低湿地植被同样表现出东西向变化的趋势。对52个低湿地植物群落样方 RA排序 

表时，随第 1排序轴得分增加，群落类型由典型草甸到盐化草甸，最后是盐生植被。同时， 

植被地带也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如图 3>。第 2排序轴与土壤基质变化有关。随得分递减，土 

壤沙质化加强，群落中根茎禾草增加，并出现了一些沙生植物。 

釜 ， 。 

2。} ／ 

田 a低强地植翰群落的RA排序目 

Fig．3 The RA 0rdlnation 0置b~vland 

vegetation 

田中l A 拂子茅群蓓 CalamaOro~is eplgeos 

CommuI1i恤嚣 

B 寸草首，奠茅群落 Cnr群 妇 粗sc IⅡ 

Pucclnell妇 d~ ans C． 

C 奠茅群善 PuccinelUa dlstans C． 

D 奠羞群善 Suaeda sp．C． 

E 假苇拂予茅群# Caiama~'ostis pseudo础 卜 

agmi~es C． 

P 蔓燕草群落 ,t~hnatherum splende~ C． 

G 盐角草拜落 SaI~cornta Dpeee C． 

H 盐爪爪群落 Kalidium sp C． 

I 西怕轲重 白村群落 Ni打aria sibi~ica C． 

袭 4 彘盈地蕾精群藩排序轴与耳麓目子相关曩t 襄 

Table 4 Correlllloa cOelfl‘i|n1．b0twNn●lLTit姐 - 

menlII fa~#ors and RA -1eI of Iowlend 

vegete~lon 

项 日 第1轴(̂ XI) 第2轴Î X2) 

Item The kt∞妇  Tha and B  

嚣 o．o。e 0．2‘7 
墅L ) B0目̈ -
on tuo m e ⋯ ～ 

’ 
- 0．28 —0．62I● 

年平均降水量(P) 
~-Hluai m ean precipita一’ 一0．日‘日H 
tion 

毕平均温室(T) 
Annual m ean tem pera一 0

．

407●¨  0．g78" 

ture J 

最热月平均温度(唧 T) I 

the warmest month 1 0．548̈ - 0．105．̈ 
m ean temperature 

臣痔月平均温度(CMT) 
Phe coldest 111011th 0． 65̈ ’ 

mean temperature 

10℃取 韫 (̂ T) J 

Accumulated tempera—1 0．526·̈  
ture( 1o℃) J 

躲 dex l_。．e 一 一0．049 
裹中I (p<0．os)相关，̈ ‘p<0．oI)豆著相美 

H(p<0’0oi)韫量著相关． 

2．排序轴与主要环境因子的相关和回归分折 

相关分析的结果证明，第 1排序轴与经度，年平均降水量和湿润系数相关显著，与温度 

指标呈正相关(见表4)。即低湿地植被分布的经向梯度存在。逐步回归方程为： 

．  l=l 337．36一O．2057P 一8．674L0G( ：0．45) 

反映水热综合作用的湿润系数与第 1排序轴的回归结果 

． l=89．947—233．268K (r= 一O．64，"=52) 

但是，上述两个方程的代表意义并不强，即气候因子不是决定低湿地植被东西分异的主导 

因子。进一步分析证明，土壤全盐量是主导因子，但同时又与诸气候因子密切相关(见表5)， 

各因子相互结合控制着主导因子的变化，从而决定植被的分布 。反映在第 1排序轴上，回归 

方程是l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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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麓 牛建明等t鄂尔多斯高原植被与生态园子的多元分析 “I 

囊 5 低担墙馘 ±壤田平(0~40cm)与耳 

TaMe 5 Correl-tlon toeHIclents 0I soil|aetorI 

(0-- 4 m from surface)’rnh environ· 

m nt●I feofore end with RA - e● Of 

lowI-nd vege~tlon 

项 目 ±董垒盐量(TEC) 土壤pH僧 

IteM Total BaIt content PH valu‘ 

度(LAT) 
~atitude 0．2̈  0．305 

皇蛊(I DG) 
一 0．7“ ●-． 0．j66 

~ongitude 

●拔(ALn 
％lfitude 一0．日B2．．- 0．026 

亭平均啐承量 (P) 

tnnuel mean precipjfa· 一0．7O3●● 缸On —0．O0f 

平背温蛊(T) 
nua1 mean tempera· 0．49‘ 

一 0．474# tufa 

I热胃平均强度(W砒T， 
?haw armestmonth 0．7554"~ 

一 0．∞6 nlean tem perature 

I持月平均越崖(CMT) 
e∞ Idest month 0．1O4 —0-509 
mean temperature 

：，口℃瑕基(且T) 
Lccumuhted temper． 0．7l ●● —0．1 Sl 
ature( l0℃) 

I捕幕教(Kl 一0．B9B●●● 一0．026 
【m idi订 index 

#序第zm(AXI) 
!he first axis of RA 0．8 l●-● —0．O42 
ordination 

}序第2轴Ĉ Xz' 
'he second “ is of RA 0． 76 —0．274 
0rdination 

衰中I (p<0．0”榴关’ (p<o．Of)显著捃黄’ 

。̈ (p<0．OO!)极显著相关． 

l= 一1882．42+18．3辐 l SC 

一 14．7044T +18．3264LOG 

(R=0．Be) 

可见，温度指标更具意义 

土壤全盐量与第 1排序轴 的 回归 方 

程l 

【=10．742I=12．2324TSC 

(r 0．84，∞≈16) 

据该方程和图 3，初步得出了几种主要低 

湿地群落类型的土壤全盐量值，高原寸草 

蔷(Carex durlusoula)、碱茅 (Pucofnel- 

lia distans)群落的垒盐量低于0．35 ， 

芨蔑草(．~chnatherum splende~s)群落的 

全盐量介于 0．35—2．8％ 之间，盐 爪爪 

( alidium ．)群落的全盐量刹 大于 

3．62％，有的还高达5．57 或更高。 

六、结 论 

1．鄂尔多斯高原气候区域 分 异 明 

显，水分梯度是高原最显著的环浣梯度， 

湿润系数的差异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梯度。 

2．与区域气候相适应，高原植被地 

带性突出。年平均降水量和≥10℃积温是 

主导因子，湿涓系数结出了这种分异的数 

量指标。由东向西，典 型草原地 带犬 于 

0．23，荒漠化草原地带为0．13—0．23，草 

原化荒漠地带则小于0．13。隐域性的沙地植被亦遵循这些指标，但年平均降水量更为重要。 

3．土壤全盐量是决定低湿地植被分布的主导因子，它同时又深受气候因子 的强 烈影 

响，年平均温度更具意义。通过分析，高原寸草苔、碱茅群落的全盐量低于0．35％，菱芨草 

群落为0．35—2．8％J盐爪爪群落则太于3．62 或更高 

●．本项工作证明，在分析植被区域分异规律，力求准确表达植被分布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确定主导园子时，植物群落的多元分析技术与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行之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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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ARIATE AN A|LYSIS OF VEGETAT10N AND EC0L0GICAL 

FACTOR~ ON THE ORDOS PLATEAU，INNER MONGOLIA 

Nlu 3iarr,．-1Ydng Li Bo 

(Grassland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Agricultural Scle*xce~，Huhhot，010010) 

The ordos plate~tu．where natural conditions are more complicated and 

vegetation zonati~es are clear．is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好om warm tempera- 

ture steppe to desert．Relations between eeolo-百cal factors and zonal vegeta- 

tion，sandian d vegetation，and lowlan d vegetation were discussed as wei1 as 

these relations were expressed quan titatively in the paper by means of staffs— 

tically anmy~ng data of environments an d of plant communities ．The principal 

analysls oontained three stepsl 1．t0 summarize the spati~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in two main feetrs of RA，2．to form equations between ecological 

factors an d lon tude，latitude，an d altitude by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 d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Iy~s in order to gain ecologlcal parameters of each 

sample，an d 3．to describe quantitatively corz~lations of ordination scores 

with ecological factors an d with vegetation dis雠 bufions ． Resets were that 

the  annual mean  preclpitation an d the accumulated ternperatura (≥1O℃ )ar e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vegetation distributions  Strongly．an d tha t the total 

salt content of soll is the key factor controlling the distribul：ion of lowlan d 

plant communities 。even though macro cljmate iS very importan t too． 

Key WO rdsl the  ordos plateau，vegetation analysis，RA ordination，ecolo‘ 

鲕 l factor，multivariate ana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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