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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 要 本文研竟了陕北黄土高原森#区和森林草原地带分布面积广、在群落演替过程中其明显地位的 

妊杆蒿群落生物量，谢定了地上和地下生钧量的季节、空问和地带性变化。结果表明，妊杆蒿群落生钮量 

季 节动 态明显 ．9月 下旬地上 和地下 生钧 t均选峰 值 -分别 为 241 94g，m 和 1860．46g／m ，地下 生物 t 6 

月出现负值，这与檀物生长发育阶段的物质运转 有关 森林草原由于术备件的限制．地上和地下生物t均 

低于森林 区 ． ． 
J 

美键调 ：铁杆蒿胖落-生钧量-动态 。 
-'--一 ----- 

铁杆蒿(Artenlisia gmelimi)系暖温性中旱生半灌木 ，在我国由东北南部经华北和黄土高 

原一直至青海东部。陕北黄土高原是其分布区几何中心和多度中心，因此对这里铁杆蒿群落生 

物量研究最有代表性，生物量测定在生态系统具重要意义，为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供基本资 

料，并为草场合理利用，制定适宜载畜量提供重要依据。铁杆蒿系中等牧草，牛马羊均采食．骆 

驼四季喜食。 

铁杆蒿群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草原 、森林草原和落叶闶叶林区都有分布(图 1)，自然状态 

下，它主要是在森林草原地带形成优势背景 ， 

也可伸入到落叶阔叶林区，成为森林破坏后的主要次生类型 目前在秦岭及其以北黄土区，次 

生裸地植物群落演替中占有重要地位。_‘ ，森林区先期为多年生蒿类群落，多年生禾草群落在 

后；森林草原地带先期是多年生禾草群落，多年生蒿类群落在后。 。秦岭低山地带多年生蒿 

类群落主要是艾蒿(Artemisia argyi)、牛尾蒿(A．sudbigiata)等几个典型中生蒿类为优势，铁 

杆蒿群落仅出现在干燥瘠薄地段 。。 {黄土高原森林区以耐旱铁杆蒿和茭蒿 (A．giraidii)为优 

势” 。森林草原地带铁杆蒿已不能适应干旱瘠薄的次生裸地，前期以旱生多年生禾草如长芒草 

(Stipa g ”n)、大针茅(s．grandis)、硬质早熟禾(Poa sphon lodes)等占优势。森林区多年 

生禾草是中生性的，待旱中生铁杆蒿对基质有一定改造后方能定居 ，但森林草原地带需经旱生 

多年生禾草群落对基质改造后，铁杆蒿才能定居 这种情况表明，铁杆蒿群落生物量的研究，不 

仅可以反映这里森林草原地带生物量状况，也反映了森林区次生裸地先期阶段植物群落生物 

量的特点 。 

1 研究方法 

该项研究在黄龙县北部蔡家川和安塞县北部的镰刀湾进行(图 1)。前者为落叶闶叶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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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1 陕北黄土高原上眷林与草原的范围 

Fig．1 The Tange of forest ~teppe o[I the loe~s 

plat~ u of⋯ thern part in shanxi province 

l草 原区 

T(1)干草原地带 Dry~teppe zo订c； 

T(2)森林草原地带 For~qt—steppe舢 } 

II落叶阉叶林区 Deciduous『 broad forest⋯ ； 

II(1)崾温 带北部 Warm 加ne north} 

II(2)暧温带南部 Warm⋯ e sou~h； 

后者地处森林草原地带 ，因此两地铁杆蒿群 

落生物量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研究铁杆蒿 

群落生物量的季节动态变化，森林区(蔡家川) 

在植物的生长季 5—9月每月按时测定。由于生 

物量研究的工作量极其繁重，在森林草原地带 

(镰刀湾)仅于植物最旺盛生长期 6、7两月进行 

对比测定，研究生物量的空间(地带性)变化。因 

人力限制，不能同时同步观测 ，时间相差了 5一 

lO d，尽管如此，但明显可以看 出铁杆蒿群落在 

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地带生物量的地带性差别。 

在每个观测点选择地形具一定代表性、铁 · 

杆蒿群落结构比较典型地段，安排测定样地。为 

研究地上生物量和生产结构特点 ，采用分层刈 

割法，在 5—9月生长季节内，每月取 2个 lm× 

2m样方，按种由地面每隔 10cm 进行收割，分 

出立枯部分及茎、叶、花、果实，分别称取鲜重风 

干‘ 铁杆蒿群落根系大量密集于 30cm的表土 

中，因此每次挖取(20X20X 30)cm 土柱。为研 

究地下生物量结构特点，每隔 [0cm分层采样， 

用 2ram孔径的土筛流水i巾洗收集，称重后 风 

干。地上和地下风干后的材料，在烘箱中烘干至 

恒重，后称重，生物量以干重计，单位为 g／m 

2 研究结果 

铁杆蒿群落生物量与群落的种类组成 ，群落结构、主要种群的季节性节律以及生态因子等 

方面密切有关。 

2．1 地上生物量及其季节动态 

经按上述方法测计 ，铁杆蒿群落地上生物 量及季节动态特征见表 l一 
．  

表 1和 2中重量 比率是单种每平方米重量(干重)与每平方米全部重量之比率。表中重要 

值按下式计算； 

一 (D’+ 仉厂+ H + F‘)÷ 4 · 

上式中D。为相对密度，即该种植物之密度与整个群落中最大密度值之比。H，为相对鲜重， 

H。为相对高度，F 为相对频度 ，求法都与 D。同 。表 1—2中不同月份的种类成分均不完全一 

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生物量测定样地面积小于铁杆蒿群落种类组成的表现面积。 

对铁杆蒿群落生物量有一定影响的植物如表 l一2所示，森林地带约 45种左右，森林草原 

地带 30种左右。可以看出，铁杆蒿群落在森林地带种类组成明显比森林草原地带丰富，占总数 

的 61．42 ，森林草原地带仅为 38．58 。 

· 7月因暴雨交通终断未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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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森林区铗杆蒿群落地上生物量有关特征 
Table 1 The relevant problem of ahovegrouud biomass ia Arl#misia grafliaii of for~ t region 

重 要 值 单 种 重 (g／m ) 干壹羊重 比率 ( 】 重 量 比率 ( ) 牧 草 
Proportion of dry 檀 物 名 

Importance value Weight of species and fresh weight Proportion of wight 等 级 
Gfade 

Nm  of plam 5月 6月 8月 9月 5月 6月 8月 9月 5月 6月 8月 9月 5月 6月 8月 9月 

M ay June Aug Sept． M ay June Aug- Sept· May June Aug． Sept． M ay June Aug- Sept． 

65．96 94 54 l 45 5 ．5t 41．22 {0．79 52．77 43 " 64．32 

O 2．8{ 5 4 巾 

2．5l 0 18 低 

1．05 l_38 

3．39 18．1 0 ll 0S 

8．84 5．47 0 l 2 

3 1．31 0．5l 

l 68 2．Id l 6S 优 

5 2 Z．59 1．15 良 

l 1B 1．22 ．Og 中 

慨 

0 5 0 15 良 

{7．20 44 7 47．41 

』·55 Z．92 0．“ 1．32 慨 

6． 22 63 

4IkI3 43．05 

4 s1 23 “ ．4Z 44 95 

55．8(I 6．03 33 S4 

44 4 Z 7． 35．27 

35 l0 Z7．Z6 42．32 

40 05 3g Z6 4{． 

5}26 9 ¨ ‘9．4l 

24 85 l0 78 

0 Dg 6．27 l【 

』

5

77

，2 

Z9 ∞ 26．07 22．85 

3 14 0 {l 

2．蛆 3．1 2 

8．9l 3g 89 25．49 

1I ns lZ 哳 0 9 

{ 24 2 84 t l? 

2．10 5 2 3 7Z 

6．6Z 5．7I 2．6u 

． 9 2．衢 l6 蚍  

鼓 杆 蒿 91 50 100 100 l00 

』．43 0 63 0 3Z 

Art~ isia gmelJ'aii 

披什苔 {7
， 90 14 1 5 l5．25 2t)帅  

硬毛棘豆 
Ox21tropis hirta 14 43 5．9 

委 密莱 
． l7．6 l8．66 P

otcnlilla sp 

紫 云英 
Astragai~ sp 4．5 

菱 蒿 56 90 35
． 39 “．90 蚰．执 ^ 

删 “ giraidii 

达乌 里胡柱子 
恤  f锄 dauurica 26．O0 32．38 37．00 7 96 

阿尔 搴狗哇 花 9 10 3D 20 2l lD 16 31 
Hetempappn5 att~icas 

白羊草 
Bt~hrhaVtloraiscK~sm 20．Z0 1 7．54 41 10 Z11I) 

柴 胡 
0 ⋯ chⅢc·"" 6．蚴 40．66 29．7 31 37 

长 芒草 
st‘6n bungeana 4．7 船 ．72 2l O 8 Bl 

山萝花 
M~l~ i,yrm ⋯  ．47 

玄参科一种 
Scrophulariacea~ 0．20 

野 慧 0
． 47 L9嬲 l5．40 

马 蔺 
lris hatt⋯  r 3l 29 8l l9．4O l 5．99 6S 0 7 3．I)5 

火城草 

Leontopodi 0 76 ● 0．40 0 氍 
leontopodioides 

疏枝 唐梧草 蛮 20 6
． B 0 50 0 60 8 97 l 7．14 0．40 0．03 蠢 Tha／iar~ Sq⋯ ∞ 

细叶 百合 
Lili n § ni／um l2{0 10． 0 9 60 42 0 23 0 ll 30 58 3Z 5 8．49 0．34 0．1 L 0．05 

蒲科一种 
Compositae 8．63 0．36 30 00 2．2B 

西 伯刺亚 远志 
P~ygala 5ibirica 21 57 l 2 90 1I D7 0．呻 ．柚 D 0l 20．43 45 0 8．00 O．06 0．2B 0．0l 

堇 菜 
Viola叩“ina 5 02 9O 0． 0 22 80 7 5 02 0 l0 良 

黄 岑 
Scuze~aria icalensis 29．73 I 8．3 l‘．13 3 5 3 l 8 1．76 53，41} {8 89 52．5 Z 8 L 3．81 0．64 低 

徭果 胡 柱子 
Lespede~ r“ 删 4 28 23 ：t3．7 l B． 2 4 Z4 l ．06 2．79 4B 5 44．59 53 1 3．39 4 55 1．2l 

臆子 草 
Kengia hancei 28 58 3l 20 7 7 7 55 48．弛 5 ．26 6．22 43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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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表 1 

重 耍 值 单 种 (g／m ) 干鲜置 比率( ) 重量比率( ) 牧草 
Proportion dry 植 物 名 

Importance Value Weight of Species and fresh ight Proportion。f wight 等级 
G⋯d 

N⋯ 0f plant 5月 6月 8月 9月 5月 6月 8月 9月 5月 B月 8月 9月 5月 6月 8月 9月 

May Ju．e Aug Sept Mav June A g． Sept M ay June Aug． Dt． M av June Aug一 m． ∞s“n 

山苦卖 
Ixe~*c ⋯ III l 30 4 70 0 18 0 03 3I 2S 0．0l 中 

防 风 
Le& ~ ricgga "kide5 l5 l】 I 1 7 

阴行 草 
sjp̂ 。̂ c a chichi* 89 0D 3 78 3t．46 l 71 中 

角盘 兰 17
． 9D 8．66 0．25 0．2＆ 4 Il 30．05 0 l2 0．12 蠢 Ⅲ 协  

石抄参 
Ade~pfiora~4yantha 25 00 3 g6 5 8．S0 l B6 

白茎 雅蒽 
s⋯ *· lcmn l2 0 48 3 7．55 船 

腺尊 亚麻 
I m stcller~idn I6．80 D．95 48 B7 0．45 

鹅 冠单 
R ⋯ ⋯ mfm 22 50 I2 4l 4Z 0 06 良 

远 志 
Polygalatenaifotia 7 70 0．71 46 71 0．“ 

窄臃棘豆 
O ⋯ u nd 9 ∞ 0 6” 37 50 u 2目 

短柄 小檗 
Ber6eris brm'hylu~ga 7 30 0 I 7 4 42 0 55 一 

牡 蒿 l8
． 80 2 跚 8．42 1 27 A

rtemisia ponica 

小 苗 6 0 0S 0 U 03 

细叶 米 口袋 
c tdea§tneoctia 2 5 0． 37 0．1D 良 
steNophyita 

狼紫草 
b ,'opsi~⋯  dm 4／}0 0 06 38 0 0 

粗糙紫 云英 4 80 0 l8 3t 9I 0 D8 
Astragal~l scaberrlmu~ 

茜草 
Rabia~'ordifol& I 80 0 al ∞．48 0 01 低 

细叶 韭 
^ilium tenuissimum 2D 6l 2 32 5 44 l 02 良 

伞 形科一 忡 
Urebelllier；Le 2D．04 4．67 41 04 2 07 

铁杆蒿群落地上生物量季节变化明显，生物量增长速度和高峰的出现，与水条件变化呈正 

相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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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 

发育节律 。铁杆蒿群落地上生物量不仅表现明显季节性变化 ，也表现明显地带性变化 。森林草 

原地带 6月的生物量尚低于森林区5月 ，森林草原地带 7月生物量和森林 区 6月基本相当。形 

成这种差异虽与地带性综合生态因素有关．但主导因素是水条件，森林草原地带 7月的降水量 

仅为森林区的 63．43％；森林草原地带大气相对湿度 比森林区低 5％；森林草原地带土壤 自由 

水和吸湿水含量分别为 1．09％和 6．12％．森林 区分别是 2．O4％和 8．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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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森林草原地带铁杆蒿群落 地上生物量有关特征 
Table 2 The~eievant problem 。f mbovegroumd bi哪n舢 in Arttmisia _ of[ore~t$1eppe zole 

重要值 单种重 干喜!}重比率 置量比率 
fmportan~e Weight of Prvportion of P'ropo~ion 牧草 

檀物名 dry and fresh of weight 等级 
(g／m ) weight( ) ( ) Gr d 

N㈣ of plant or 

6月 7月 6月 7月 6月 7月 6月 7一月 
ne JuIv J⋯  July June July June Jvly 

铁杆蒿 Artemisia gmLllm'i 1O0 89．0 55．95 90．82 36．44 39 65 76．86 72．O0 由 

地 椒 ， 卅甜 mongolicus 33 78 I4．00 7 52 l 56 3 ．04 39 58 10．33 1 23 由 

火城草 Leontopodlum Laomopodiolde~ 36 50 l2．30 2．25 0 88 27 63 30．82 3 09 0．70 低 

风毛 菊 ⋯ r衄 p删 n 10 58 0．43 0．i4 0 58 低 

达鸟里胡柱子 L~spede=a davurlca 10．45 1l 70 D．18 0．18 29 16 56．59 0．24 O．14 由 

目‘ ⋯ ckin~nsis 23 84 ‘．6O O e7 O．10 32．92 44．18 l{．1l 1．1B 盐 

拖茎苦卖菜 l：r~erls ronchifoila 26．13 0 53 i6．63 D．72 由 

华 北兰盆 花 Scablo~Ⅱtachllie~xls 9 20 (}．2O i2．00 0 Z7 由 

硬 毛辣 豆 O~ytropls hirta 17 47 0．06 24(m 0 08 低 

远 春 Folygala“ 帕  fd 20 36 l2．40 0．1l 0 l5 23 69 43．13 0 14 0．11 由 

石抄 参 Adenophiora polyantha l3 94 ()33 i6 58 0 44 由 

细叶 韭 A／lium “ ⋯  l5．72 {)．17 23．56 0．23 良 

翠崔花 De／phiniam grandiflorum 6．02 【l l 9 i8．68 0．Z5 毒 
● 

连姣草 Gl*choma longituba ．B0 0 l2 14 8I 0 i5 低 

硬质早熟禾 Poa sphondorl~des 34 55 10 90 1．63 0 04 39 93 54．66 2 20 0．03 良 

多扦鹅冠草 R~gneria mglt~culmis l0 41 0 02 i4 1l 0．03 良 

中国委陵菜 Pote~tllla chi~ensis 10．61 0 02 0．03 由 

菊科小苗 Compos Etae 3 3l 9 7 (}3 0．07 i0．鹊 0 37 0．44 0 05 —— 

大针 茅 Stlpa grand~s 30．12 1 30 56．30 i 87 由 

阿尔辜狗哇花 Heteropappun d l1．O0 0 4 6I．44 D．37 由 

菱 蒿 Arto．1sia giraldii 40 l0 zl_ 3§ 79 I7 l6 由 

堇 菜 Viola sp 9 10 0．06 l?ZT 0 04 良 

m I chineⅫ 5 l1 50 D．03 48 2l 0 02 由 

二裂姜 睦蒜 P“E till口  ̂“n l0．60 2，56 46．78 2．02 由 

歪头菜 ViciaⅫ ga 10 40 (1 07 46．66 0．05 优 

长芒草 S／ipa bungeana 2 70 2．32 53 g5 l 83 由 

粗糙隐 子草 Ke．gla squarrosa 24 00 S．87 4l 68 3 05 良 

表 3 铁杆蒿群落生物量季节和地带性变化 
Table 3 The㈣ Î c~ange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the c~ange 

its∞ in Attemisia gmdi．ii㈣ udẗ  

月 份 Monte 8 

降雨量 T rainfall 森林区” 一 l34．8 148．0 89．2 

of H⋯ r(mTn) 森林草原地带 40 5 95．4 l28 6 82．6 

气 温‘C) 森林区 lg 4 21．8 2O．6 14 5 

Air temperatur 森林草原地带 Z0 l 22．1 19 g l4．1 

生物 量(g／m ) 森 林区 l25．1 209 l 225 6 

Biom~ms 森林 草原地带 J 73．8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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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值既表示种在群落中的特点和地位，还可标志该种生物量状况，一般同种植物重要值愈 

大，生物量亦越多，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各别次的测值，也表现与平均重要值的关系，这是总的 

趋势，很少情况下也有例外。类似现象也出现于本区黄背草(Themeda trindraⅦr-japonica) 

群落“ 和大油芒 (Spodiopogon sibiricus)群落 植物群落中对生物量影响大的称重要植物 ，从 

表 1中重量比率可看出，这些种类在森林区为铁杆蒿、披针苔、茭蒿和达乌里胡枝子{森林草原 

地带除铁杆蒿外，尚甫地椒、火缄草和硬质早熟禾，它们平均重要值都在 2D以上 重要植物表 

现明显地带性特征，森林区主要是耐旱中生植物，森林草原地带多为旱生植物。 

按牧草学家分类法。 ，把有饲用价值种类划分为优等、良等、中等和低等，不同地带各类 

等级生物量见表 4。从表 4看出，铁杆蒿群落中中等牧草生物量最高，森林区 5、6、8、9各月中 

等牧草分别占 97．19 、77．88 、88．61 、93．61 }森林草原区 6、7两月分别为 92．14 、 

95．22 ，优等、良等和低等共占 2．81 22．21 ，该现象既表现在月份，亦表现在不同地带。从 

畜牧利用角度出发，把组成铁杆蒿群落的种类划分为禾草类、豆科牧草、苔草类和杂类草 4类。 

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带都以杂类草为主，禾苔草和豆科牧草占极少数(见表 5) 根据表 4和表 5 

的事实，如果对草场质量进一步评价，铁杆蒿群落则属于中级牧场。 

表 4 不同地带备粪等级牧草地上生物量 

't~hle4 The abo~ground biomass or h grades of herbage in differeltt ZO]le(gfm ) 

森林 区 
， 嚣 等级 0re t region 

Grade 5月 6月 8月 月 6月 7月 

May June Aug． Sept- Ju．e July 

优 等 Excellent 0．69 2．10 5 32 3 72 一 0．07 

良好 Good 1．17 15 05 13．7(1 5 55 2 79 07 

中 等 Medium 7Z{0 96 56 l8 ．55 207．00 66．23 l19 83 

低 等 Low 0．23 ． 1(1 3Z {56 4 8Z 2．86 0．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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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分析生物量的形成过程。根据 5 9月的测定(见表 6)，5 6月同化器官主要集中在 

0 20cm高度 ，森林区 5月占同化器官总量 85 以上 ，6月占 67 左右 森林草原地带 6月 

0—2Dcm 占同化 器 官 总量 的 99．15 ，0—10cm 占 同化 器 官总 量 的 78．14 (森 林 区为 

1 9．84 )}森林草原地带 7月 0 20cm占同化器官总量的 87．37 ．0一l0cm占 55．1 。可见 

表 5 不同地带各粪牧草地上生物量 

Table 5 The aboveground hiomass 0f each kind or herbage in different zoRe(g／m ) 

森林区 森林草原地带 
娄 型 Forest region Forest—steppe— e 

Class1f‘ f_DR 5耳 6筲 8月 9月 6月 7片 

M av June Ang Sept． Junc July 

禾草 Gras 2 76 1I 26 15．64 21)．22 30．04 6．23 

苜草 Sedge 9 (}7 (1 09 6．Z7 11．80 —— — 

豆科草 Legume 3．(}B 18．43 Z3．12 3．60 (}24 0 25 

杂 娄草 Forber 61．85 56．28 104．78 l9(I．∞ 6 ．12 l18．62 

森林草原地带同化器官配置明显低于森林区。其后由于铁杆蒿、茭蒿、丝胡枝子、达乌里胡枝 

子、隐子草、柴胡等一些中高草植株的伸展，同化器官位置也相应升高，至 8月森林 区 20— 

50cm高度，占同化器官总量约 6O ，50cm 上约 1．5 ；9月 3D 60cm高度，占同化器官总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3期 朱志诚等 ：陕北黄土高原铁杆蒿群落生物量初步研究 

量的 50．38％．60cm 以上占 0．75 。 

表 6 不同地带铁杆篙群落地上生物量空问变化(g／m ) 
'l'sble 6 The spaeilll 0f ehlmlle J／-~VellrouHd bioma~ in A,rtrlis~a gr,telinii eotamunily of different 口ne 

森 林 区 Fore~ region 

高度 Height 5月 Mj B月 June 8月 Aug． 

t
．cm) 叶 茎 花 时 茎 花 果 叶 茎 花 立枯 

Leaf Sta】k Flower Leaf Stalk Flower Fruit Leal StaIk FIower w ithered 

B0— 90 

1) 13 O．13 0．10 

60一 ?1) 《)23 0 l7 0．26 

50— 60 1 1Z 1．03 0．88 

40-- 51) 0 46 0．g8 0．Zl 0．12 1)0l 5 79 2 08 1．04 

l ll 2 7Z 】．86 l 26 (}(}8 l8．62 7 47 l 30 

2I)-- 3c】 2．90 5 77 l5．94 7 (I8 32．85 22 6 l}．45 

8 98 l2．80 Z6 64 2．2．61 0 l5 33．S5 31)．68 (}．09 

l6．22 26．18 l0．99 38．38 l5． 7 44．35 

森林区 Forest region 森林草原地带 For~t—stepp~∞ 

高度 9月 Sept
． 6月 June 7月 July H

eight 

t
．cm) 叶 茎 果 立枯 叶 茎 花 果 叶 茎 花 

Leaf Stalk Fru_l W ；thered Leal Sfalk Flower Fruit L f Sta】k Flower 

0．03 0．I)4 0—03 

0．I)4 0．08 0 17 
● 

6~)m 70 0．75 ” 25 O-25 

_ 5om 60 8 88 1 54 0．49 ’ rI 40 {)16 0 O1 

l8．5(I 7．56 I)·49 1．2(} 0 64 (}08 

30— 40 28．o．5 1 Z 15 I) 39 I1．0{ I)()l {)．1)6 Z，70 2 10 0．15 

2c卜 30 21．铀 22 56 c)．55 1．0S 0．Z9 1)o8 0 (15 5．74 3．儿 0．40 

l(卜一Z0 16．96 26 76 0·0l 4．79 7．16 3 48 0 30 25 7 c) 8．Z0 0．O3 

l5．07 45 18 7．76 26 63 35．14 0 01 0．115 {3．7t) 32 30 0．0l 

铁杆蒿群落非同化器官生物量垂直空间分布也很明显，5—6月主要集中在 O一2Ocm高 

度，5月占 80．45 ，6月占 87．96 。8—9月非同化器官仍集中在 O一20cm。8月 0—20cm占 

69．1 ，2O一4Ocm占 22．18 ；9月 O一20cm占 61．95 ，20—40cm占 29．88 ． cm 以上占 

8．15 。以 6月测计数据 ，说明不同地带铁杆蒿群落地上部分生物量的 组成状况见表 7 

植物群落同化器官生物量(F)与非同化器官生物量(c)的比例关系．是群落光合生产的重 

要特征，用净生产量(△P )／总生产量(△P )之比值作为衡量光台物质生产效应率的指标之一。 

△P ／△P 比值越高 ，生产效应越高。因为净生产量是扣除了呼吸消耗(zXR)的余差 ．即 △，】 一 

△P 一△R．而 △R又与 C的生物量成 正相关性，所 以 F／C愈太 ，表示 较小，则相对的使 

Ap ／△P 提高 。根据表 7统计 ，6月森林区铁杆蒿群落的 F／C为 0．789．森林草原地带铁杆 

蒿群落的 F／C为 0．871。这里铁杆蒿群落所表现的这种生产效率特点 ，与典型草原相反 ，内蒙 

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 F／C分别为 1．22和 】．19 ，比这里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地带铁杆蒿群 

落均高。与干草原群落相 比，F／C值显著偏低的现象．是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地带各类群落的特 

点．现存量的绝对值虽高一但生产率却较低。从铁杆蒿群落生产力方面这些事实表明，测定地区 

属典型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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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铁杆蒿群落6月地上生物量组成 

Table The$[ructure of aboveground biomass of̂ ，̈ m- gmelinii community in June(g／m ) 

地 带 生物量和 百分 比 同化器官 
Zon AssimiI ling 

茎 STalk 花 Flower 墨 Frui c 

森林区 生物量 Biom~,ss 55．G4 G9．45 0．09 0 l5 

Forest region 百丹 比 Percentage 44．5l 55．3O 0．07 0．12 

森林草原地带 生物量 Bioma~s 3 4 I)8 38．70 0．42 0．05 

Forest—sleppe 百丹比 Ptr⋯  g 46．Z6 52．42 0 56 0 06 

3．2 地下生物量及其季节动态 

地下生物量也是主要了解生物量的时间和空间(垂直分布)变化规律，这种规律对于认识 

群落第一性生产、群落与土壤的关系以及群落利用改造(地下配置)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在森 

林区铁杆群落地下生物 量最 高峰值 在 9月(见表 8)，由 8月至 9月变化最 明显 ，增加了 

568．06glm ，生长季后期比前期多 2—3倍，6月处于最低值。由于优势种铁杆蒿 7月中前 ，大 

部分时间累积的物质用于建造营养体．仅在生活周期的中后期，营养器官生长缓慢的情况下， 

迅速在地下累积约 5o％以上的物质 ，供来年营养体萌发 ，因而净生产率 8—9月远高于其它月 

份，5—6月净生产量为 5．55g／m ·d．6—8月为 10．39fi／m ·d，8—9月为 18．93fi／m d。 

表8 不同地带铁杆蒿群落地下生物量季节变化 

Fable 8 1 e seasonal change of underoground biomass and the change of ils zone iⅡArler~iz[a m曲 (g／m1) 

月 份 Month 8 

生物 量 矗 林 区 Forest region 835． 668 98 l292．40 1860．46 

Biomas~ 森 林草原地 带 ForcST吲 pppe z0n ——_ 37l 7 — 一 

表 8还表明，不仅森林草原地带铁杆蒿群落地上生物量低于森林区，而且地下生物量也显 

著低于森林区。虽然同种植物在森林草原地带的根系发育远大于森林区，但森林草原地带的个 

休数量远少于森林区，例如铁杆蒿在森林草原地带的绝对多度仅占森林区的 68 3 

铁杆蒿群落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0—3Ocm，20--30cm以下已很少，30cm以下来作测 

计。集中分 ．市 0一l0cm(表 9)．10--20cm深度急剧减少 6一lo倍以上 ，例如 6月森林区 O— 

loom深度是 89．4 ；森林草原地带 O— loom 为 88．9 ．1o一2Ocm是 8．3％，20—30cm仅占 

2．7‰。铁杆蒿群落地下生物量出现这种垂直配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类群落形成于水土强 

烈流失的黄土裸地 ，土层非常瘠薄，甚至大多在坚硬地黄土母质上形成发展起来，根系分布较 

浅 。 ● 

表 9 不同地带铁杆蒿群落地下生物量的空间变化 

"l'lble 9 The tpaeial change of underground bioma~s of Arlemisia gmelisii community in different 2011t~~(g／m ) 

地 带和探 度 5月 6月 月 8月 9月 
Zone and deph(cm 】 M ÿ 1⋯  Iy Aug． Sept． 

0 l0 7龃 95 597 78 ll48 40 l476 60 

森 林区 Forest region l0 20 l13 30 7l lI l44．00 249．G5 

2【】—-30 —  —— l34．2I 

5g1．70 

森林 草原地带 Te stepppe⋯  6l 2I》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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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4．1 陕北黄土高原是铁杆蒿分布的几何中心和多度中心，同时铁杆蒿在这里群落演替过程中 

具有明显地位，又可作为中级草场 ，因此这里铁杆蒿群落生物量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4．2 森林区铁杆蒿群落地上生物量具明显季节性变化，9月下旬是其峰值 ，为 225．57g／m ， 

因为主要植物生活周期大多至 9一l0月。 

4．3 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地带铁杆蒿群落地下生物量都明显高于地上生物量；森林区不同季节 

变化在 5—9倍以上，9月净生产量为 568．06g／m ，为同月地上净生产量的 33倍以上。 

4。4 森林区铁杆蒿群落地下生物量 5—6月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负值 ，仅 7月中以后才累 

积大量物质供来年萌发，8～9月每天净生产量为 18．93g／m d。 

4．5 由于水条件的变化，铁杆蒿群落生物量有明显地带性差别，一般森林草原地带地上和地 

下生物量均 明显低于森林区，地上生物量约低 1．?倍以上，地下生物量低 1．8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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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rM lNARY STUDY oN THE BIoM ASS oF 

Aj订’E村 ，S，A G L，Jv，，CoM M UNrTY IN THE LoESS 

PLATEAU AT NORTH SH ANXI PROVINCE 

Zhu Zhi—Cheng Jia Dong— Lin 

U t⋯ }。f Bhdo、g，，Nn th t L’ m ．xr 710~)69 

The presellt paper deals with the biomass of Artemisia gmehlnii which is widely spread 

and take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succession in the woodlands and 

forest steppe on the loess plateau at north Shanxi province The seasonal，spatial and ZOlla[ 

variations in both the ahoveground and undergroun c【biomasses of the above 6ommunity were 

examin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omass of Artemisia gmdbffi community has obviously 

seasonal dynamics with the peak biomasses of both the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parts 

reached ill the last days of September(241．94g／m and 1860 46g／m ．respectively)．A nega— 

tive value of the underground htomass happens ia J LtBe、and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the or_ 

ganic matter transport a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ges．Owing to the constraint in wa— 

ter conditions，the community
．

in forest steppe has both the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h1omasses Jess than that jn wood Jands． 

Key words：biomass—Artemisia gmelinii community．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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