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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青淘森林植物群落是经过长期环境变迁后残留下来的森林群落粪 型，具有适应环境的特殊机制 运用群落演替 

与相关分析相结台的方法分析了群落的稳定性 在大青沟地区．以水 曲柳为主的群落在长期的 自然演替过程中已达到与 

生境条件相互适应的动态平衡过程 ．它仅仅是一种小生境蕞件作用下的隐域性稳定植被系统 蒙古栎为主的群落在当 

地址于稳定状态．并与当地 的大气候蕞件相适应 其它群落类型则址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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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tract：Daqinggou forest plant community is a special type which endures long term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has a typical mechanism to adapt the environment．Based on the succession mcdeI and correlation anal— 

ysis the stability of community is the studied．The which Fraxinus mandshuri n 1s dominant 

are adaptable to micro—environment in the long term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ic changes，and they are sta 

hie at equilibrium states The communities which Quercus ra~ongolica is dominant are adapted to the envi 

ronment in a large scale and exhibit characters of a stable community．The others communities are not sta 

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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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以森林对沙地环境强大改造功能为依据营造的相当数量的防风固抄林，由于缺乏稳定性的 

研究 ，出现 了不稳定的现象 ，严重者正趋衰败 ]，防风 固沙的效益难 以持续 ，因此 ，从根本上揭示沙地森林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规律 ，进而提出营造沙地生态系统的科学对策 ，对于我国正在兴起的大规模防沙治抄工 

程及现有防风固沙林的经营都是十分必要的 。 

1 调查区自然环境概况 

大青沟森林植物群落分布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 ．地理位置为东经 122。13 ～122 15。，北纬 42。45 ～42 

48 。保护医内有大小两条深沟 ，大青沟长 20km+淘深 40~50m，沟宽平均 250m，沟坡平均 36。。小青沟长 

10km，沟深 5O～70m，沟宽平均 200~300m，坡度平均 28。 两沟汇合后流入御河。水面宽 2～4m，水深不超 

过 lm。海拔高度淘上 225~253m，沟下 173～200m(海拔最低)。沟外沙丘一般高度在 lOm 以下 。大青沟森 

林植物群落具有明显改善沙地局地小气候的特殊作用 。 

大青沟周围地 区属东北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向内蒙古温带半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地带 。年降水量 500mm 

左右 ，主要集中在 6～8三十月 ，约占全年降水量总量 的 70 以上 沟内年平均相对湿度 比淘外大 20 ～ 

25 。降水年变率也较大。热力资源丰富，日照时数>28ooh，年总辐射13ox 4．186～14o×4．186KJ／cm · 

a。晟高气温 29℃+晟低气温 30C。年平均气温 6℃左右。日平均气温>1O℃的年积温在 3200~以上，无霜 

期 1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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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野外调查 在各类型群落的每个样地 内找出主要优势树种进入主林层和主要伴生树种进入相应最 

高层次的植株+将林冠大小的投影用小绳圈出其范围，两槭冠联接处间隙小于 10m +则平分归入其相邻林 

冠．大于 l 就作为林间空地处理 记录调查林木种名、胸径 、树高 。用生长锥钻取不同种、不同径级 的样 

木 ．计算树木年龄。接逐个林冠投影范围记录 下层术(dbh>7．6cm)、抽树 (dbh2．j～7．5cm)、幼苗(dbh< 

2．5cm)种名、高度 、胸径 。 

2 2 稳定性研究方法 车研究建立在马尔柯夫群落演替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阳古熙先 生提 出的方法 确 

定转移概率 ．PO=种 t林冠下种 断面积之和／种 i林冠下全部种断面积之和 。对于线性演替 ．转移概率确 

定以后 ．需求出马尔柯夫链的 不动 点向量 ，即平衡时的物种组成比例。 

对于正则马尔柯夫链的转移矩阵 P有如下性 质：① ∞时 ．n 趋向于随机矩阵 "；@ 矩阵的每一行 

向量都相同m 称为 P矩阵的不动点 向量 ；③对于任何随机向量 x．x ·P 一 。 

上述三条性质适台于植橱群落的研究 ，在没有太大干扰的情况下群落都会向稳定的顶极群落发展。采 

用群落演替研究预测结果，将平衡时各种群所 占比倒与现状各种群所占比倒作相关分析 

以自由度 dr= 一2查相关系数检验表 ．如果大于临价值 ．可认 为现状群落分布状态接近于稳定时群 

落数量分布状态 ．则群落是豫定的；如果 r小于临价值．群落正处于演替过程的不豫定状态中。 

3 结果 

3．1 大青淘植物群落稳定性分析 从表 1可见，群落 l、2、7平衡时槭种组成比例与现状树种组成比列非 

常接近 t相关显著 ．表 明群落处于稳定状态 ：在大青掏地区 ．水曲梆(Fraxinus mandshurica)为主的群落在 

长期的自然演替过程 中已达到与生境条件相互适应 的动态平衡过程 但大青沟地区处于科尔沁沙地，大气 

候条件较为干燥，属于草原或森林草原地带，不适于水曲柳这类喜湿植物的生存。因此本地的水曲柳群落 

只是与小生境条件相适应 的一种水分或土壤顶极群落 ．因而应将水曲柳群落看作一种小生境条件作用下 

的隐域性植被系统。从动态角度来看，它 目前处于稳定状态。但作为_一种隐域性植被 ，一旦小生境消失，群 

落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对水曲柳群落的小生境条件应加以保护 

以蒙古栎(Quercus mongolicus)为主的群落 t其分布地段的小生境条件基本上与当地的大气候条件相 

适应 ，经过长期的 自然选择稳定地生存下来 ，说明巳对 当地的气候条件形成了某种适应机制 。 

其它类型的群落稳定时树种组成比例与现状组成比例作相关分析，除铁扦蒿(Artemisia sacrorum)+ 

羊 草(Lcymus chinensis)山里虹 (Crataegus pinnatifida)一大果榆(Ulmus macracarpa)群落外 ，相关均不显 

著 ，表 明群落处于不稳定状态。铁杆蒿+苹草一山里红一大果榆群落相关显著结果是由于线性相关系数 的自 

身缺陷造成的，二者差异较大，仍属于不稳定的群落类型 

3．2 大青沟植物群落稳定性的植被盖度证据 从描述 30a前群落状况的文献中 分离出盖度值，将文献 

中列出的水曲柳群落、蒙古栎群落、大果榆群落每个种在不同样地的盖度值隶平均值与调查盖度值作相关 

分析，其中主要以乔、灌木种为主，包括群落中部分有重要作用的草本植物。结果表明：水曲柳群落、蒙古栎 

群落、大果榆群落 30a前后变化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672、0．7692、0．7520，达到显著水平，30a前后 3类植 

物群落盖度基本一致 。蒙古栎与水曲柳群落的结果与前面演替结果分析一致，大果榆的分析结果则与前面 

相反，这主要是 由于盖度分析仅仅是群落稳定性分析的一个佐证，结果仍应 以演替综合分析为主。 

从相关系数的结果来看，蒙古栎群落的相关系数最大，水 曲柳次之 ，大果榆群落的相关系数最小。蒙古 

栎群落其结构特征及组成物种适应 中生偏干的生境 +因此能够在干旱、半干旱地 区稳定存在，变化幅度 较 

小 ；而球曲柳群落分布于沟底潮湿 的生境 ．淘底生境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水曲柳群落的盖度特征 

变化也较小}而大果榆群落则稳定性较差，如果生境条件改善到一定程度，大果榆群落有可能被蒙古栎群 

落取代，面在生境较差的地段，则又可能被山杏取代，因此，大果榆群落在动态上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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