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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哈巴雪山和金沙江———“三江并流冶自然景观位于青藏高原南延部分的横断山脉纵谷地区,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
及其流域内的山脉组成。 它地处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
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哈巴雪山在金沙江左岸,与玉龙雪山隔江相望。 图片反映的
是金沙江的云南香格里拉段,远处为哈巴雪山。 哈巴雪山主峰海拔 5396 m,而最低江面海拔仅为 1550 m,山脚与山
顶的气温差达 22. 8益,巨大的海拔差异形成了明显的高山垂直性气候。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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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野生多伞阿魏生境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微生物

付摇 勇,庄摇 丽*,王仲科,刘摇 鸯,李勇冠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新疆生成建设兵团绿洲生态鄄农业重点实验室,石河子摇 832003)

摘要:对新疆准尔盆地南缘的野生多伞阿魏(Ferula ferulaeoides (Steud. ) Korov)生境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微生物进行了研

究。 结果表明:阿魏土壤的 pH 值范围在 8. 50—10. 38 之间;含水率 1. 94%—4. 33% ;速效氮(碱解氮)含量在 7. 18 到 38. 01
mg / kg 之间,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迅速递减;速效磷的含量在 1. 65 到 7. 79 mg / kg 之间,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迅速递减;速效钾

含量在 140. 72 到 363. 78 mg / kg 之间;有机质含量在 5. 47 到 13. 89 g / kg 之间。 在各样地每克土中土壤微生物的平均数量分别

为:细菌为 1. 75伊105,放线菌为 1. 04伊105,真菌为 2. 65伊103。 细菌主要生活在 0—10 cm 的表层,10 cm 以下数量变化不大;而放

线菌和真菌则主要分布在中间两层,即 10—20 cm 和 20—30 cm。
关键词:多伞阿魏;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生物;准噶尔盆地

On the physical chemical and soil microbial properties of soils in the habitat of
wild Ferula in Xinjiang
FU Yong,ZHUANG Li*,WANG Zhongke,LIU Yang,LI Yonggu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hihezi University / Key Laboratory of Oasis Eco鄄agriculture,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China

Abstract: Wild Ferula, a rare wild medicinal plant in Xinjiang, are declining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with some species
even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known human causes ( such as a large number of land clearing, over鄄
excavation, etc. ), we want to know whether it is relat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ence in this paper, taking wild Ferula
growing in the southern Jungga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hysical, chemical and soil microbial properties of soils in
its habitats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wild Ferula was very poor. The soil pH was high and varied from 8. 50 to
10. 38, belonging to alkaline and strongly alkaline soil, which is very unfavorable for nutrients absorption.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s were very low, from1. 94% to 4. 33% , so that water may be a very important ecological factor limit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soil nutrient was very poor in wild Ferula忆s growth habitat. Some essential elements of Ferula were deadly
short and most of them varied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areas and soil layers. The available nitrogen contents were between
7. 18 and 38. 01mg / kg, decreasing rapidly with the soil depths. The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s were between 1. 65 and
7. 79mg / kg, also de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depth. The topsoil ranks level 4, phosphorus deficient soil; 10—20cm
layer is more phosphorus deficient, and below 20cm is even worse. The available K contents were from 140. 7 to
363郾 78mg / kg, with the top layers as a K rich layer. The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were between 5. 47 and 13. 89g / kg, Most
of the plots belong to relatively shortage range, with some below the standard of lacking. Bacteria were dominant species,
about 1. 5 to 2 times more than actinomycetes and 60 to 80 times more than fungi. The average numbers of microb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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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ms per gram were: bacteria 1. 75伊105, actinomycetes 1. 04伊105, fungi 2. 65伊103 . Most bacteria lived in surface soil
layer (0—10cm). There is hardly any change below 10cm. However, most of actinomycetes and fungi lived in middle soil
layer (10—20cm and 20—30cm). All of these showed that Ferula, a valuable and rare medicinal plant, gradually became
a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mainly because of its poor habitat, in addition to human factors.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study whether it is related to the plants themselves.

Key Words: Ferula;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soil microbiology; medicinal plants; Junggar Basin

阿魏是伞形科阿魏属 Ferula L. 植物,约有 150 余种,主要分布于地中海、中亚及其邻边地区,我国约有 26
种 1 变种,主产于新疆。 阿魏味辛、温,有理气消肿、活血消疲、祛痰和兴奋神经的功效,其药用历史已有一千

多年。 维吾尔医还用来驱虫、治疗白癜风、胃病、关节炎等[1]。 最近由于发现其中具有植物雌激素活性成分

和抗癌物质而倍受人们关注[2]。 但是近年来由于大量开荒,破坏了该类植物的生长地,以及对资源的过度采

挖,导致新疆阿魏资源储量急剧下降,部分阿魏品种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3]。 因此对阿魏的研究已经迫在眉

睫。 然而以往对阿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魏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4鄄5]、生殖生物学[1]、营养器官的解剖学[6鄄7]

及分类学[7鄄13]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植物阿魏野外的生态环境(例如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生物等)的研究,罕
见报道。

土壤是植物生长发育的载体,土壤理化性质是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14鄄15]。 土壤的理化性质可以分为土

壤物理性质和土壤化学性质,土壤物理性质包括土壤 pH 值,含水率,电导率等;土壤化学性质则包括土壤中

各元素的含量,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就是土壤中 N、P、K 这 3 大养分。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鄄植被系统中比

较活跃的组成成分,是土壤中物质循环的主要动力。 土壤微生物既是土壤有机质和养分转化与循环的动力,
又可作为土壤中植物有效养分的储备库[16],因此,它对植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7]。 而且,土壤微生物对环境

变化非常敏感,是土壤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18],所以微生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土壤环境状况。 然而对阿魏

来说,这些方面的报道还极其罕见,因此本文对其原生境的土壤剖面和阿魏分布区过渡地带的理化性质进行

对比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对了解该种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性有重要作用,而且可以为阿魏进一步研

究提供重要的数据和理论支持,为探索阿魏种群缩小是否除了人为因素外还与其本身的生存环境的情况有关

提供一定依据,为保护我国珍稀药用植物阿魏的人工繁殖,迁地和就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概况

本实验样地设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石河子南山的野生阿魏分布区(44毅17忆N,86毅01忆E),海拔高度为

443—468 m,年均气温 7. 8 益,年绝对温度-33. 5—38. 7 益,年蒸发量为 1054 mm,年降水量为 215. 9 mm,年日

照时长 2884. 4 h,年均无霜 182 d,年积温 3750 益。 新疆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北部,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及西部诸山间。 盆地南缘与源出天山的冲积、洪积扇缘相接,构成了天山北坡

至盆地自然垂直带的基带,是新疆野生阿魏植物主要分布区域。 该区域以阿魏为主要植物种群,其次还有少

量骆驼蓬(Peganum harmala L. ),猪毛菜(Salsola collina Pall),角果黎(Ceratocarpus arenarius Linn),球果群心

菜(Cardaria chalepensis (L. ) Hand. Mazz),蝎尾菊(Koelpinialinearis Pall. ),涩介(Malcolmiaafricana (L. ) R.
Br. ),虫实(Corispermum hyssopifolium L),灰蒿(Artemisia glauca Pall)等。
1. 2摇 研究方法

1. 2. 1摇 野外土样的采集

2009 年 6 月,在石河子南山的野生阿魏分布区(44毅17忆N, 86毅01忆E)的边缘过渡地带选取 3 块不一定连续

的 10 m伊10 m 的样地,3 块样地连线尽量与分布区边缘垂直,分别标记为 A(阿魏分布的密集区),B(阿魏分

布的边缘线上,即阿魏分布较少),C(分布区外没有阿魏的地方)。 如果 B 区较宽则 A,B,C 就不一定连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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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的 a,b,c;如果 B 区不是很宽,尽量选取连续样地如 a1,b1,c1。 本文从乡村路到山脉一次选取这样

并列的 6 个样带,分别为 A1,A2,A3,A4,A5,A6,B1,B2,B3,B4,B5,B6,C1,C2,C3,C4,C5,C6。 其中只有 A2,
B2,C2 和 A5,B5,C5 的 2 个样带连续。 在各个样地中分别采用五点采样法挖坑采土,每个样坑分 4 层取样:
0—10 cm,10—20 cm,20—30 cm,30—50 cm。 对应第一个样带第一个分布区内的第一个样坑土样编号为

A111,A112,A113,A114,对应第一个样带第一个分布区内的第二个样坑的土样编号为 A121,A122,A123,
A124。 以此类推。 土样均分为 2 份,一份用装入铝盒,另一份用装入灭菌过的牛皮纸袋。

图 1摇 各样地示意图

Fig. 1摇 Schematic diagram of polts distributed

1. 2. 2摇 土样处理和分析

采集的土壤样品被立即带回实验室, 每个灭菌牛皮纸袋中的样品在无菌室中经挑拣杂物和过筛后,把每

个样地的 5 个样点的土壤等量混合,一部分保存于 4益冰箱中,用于微生物数量的测定(在 1 周之内测完)。
其余部分经风干后备土壤化学性质分析用。 铝盒中的土壤样品用于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1. 2. 3摇 土壤微生物数量的测定

土壤微生物各类群数量的测定,采用稀释平皿涂布培养计数法[19]。 微生物的三大类群各做 3 次重复,选
3 个适合的稀释度,分别接种后置于无菌培养室培养,2—10 d 内分别对不同种类群进行计数。 细菌采用牛肉

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 放线菌采用改良的高氏一号培养基(每 300 mL 培养基中加 3%重铬酸钾 1 mL, 加 3%
重铬酸钾的目的是抑制非目标菌(主要是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长的,使得目标菌(放线菌)得到选择性生

长),真菌采用 PDA 培养基(每 100 mL 培养基加 1%链霉素溶液 0. 3 mL,加链霉素的目的是抑制非目标菌的

生长的,使得目标菌(真菌)得到选择性生长) 。
1. 2. 4摇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速效 N 含量用扩散法测定;土壤速效 P 含量用碳酸氢钠浸提鄄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速效 K 含量

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20]。 土壤含水量用烘干法测定; pH 值和电导率分别用雷磁 pHS鄄 3C 型 pH 仪和雷磁

DDS鄄3307 型电导仪测定, 测定的水土比为 1颐1。 重复 3 次。
1. 3摇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Excel2003 和 SPSS13. 0 软件进行系统分析。
2摇 实验结果

2. 1摇 土壤含水率,pH 值,电导率的变化

由表 1 可以看出阿魏土壤含水率很低,为 1. 94%—4. 33%之间,而且在各个样地之间还有较大的差异;
各样地各层土壤的电导率有一定波动,无明显规律。 因为土壤的电导率和土壤全盐有直接相关。 所以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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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魏各样地各层土壤的全盐含量有一定波动,无明显规律;阿魏土壤 pH 值在各区和各土层间没有明显的变

化,土壤 pH 偏高,范围在 8. 50—10. 38 之间。

表 1摇 各样地的 pH、含水率和电导率(滋S / cm)的变化

Table 1摇 Changes of the pH、moisture content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样地分区
Plots

partition
指标 Indicator 样带 1

Transect 1
样带 2

Transect 2
样带 3

Transect 3
样带 4

Transect 4
样带 5

Transect 5
样带 6

Transect 6

A pH 9. 10依0. 37 9. 04依0. 38 8. 90依0. 24 8. 66依0. 19 9. 41依0. 19 10. 07依0. 52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3. 45依1. 14 3. 37依2. 12 2. 99依1. 42 1. 94依0. 93 3. 48依1. 45 3. 05依1. 55

电导率
Conductivity 208. 75依38. 10 152. 25依34. 00 159. 00依20. 15 109. 25依15. 61 192. 75依25. 22 184. 50依4. 21

B pH 8. 96依0. 15 9. 04依0. 38 8. 78依0. 12 8. 62依0. 18 9. 25依0. 25 9. 33依0. 13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3. 95依1. 33 2. 78依1. 11 2. 56依0. 98 2. 87依1. 41 4. 32依1. 36 3. 36依1. 56

电导率
Conductivity 163. 00依51. 33 187. 25依28. 11 114. 25依18. 03 109. 25依15. 61 192. 75依25. 22 160. 50依6. 56

C pH 8. 80依0. 14 9. 04依0. 47 8. 74依0. 11 8. 83依0. 22 9. 24依0. 34 9. 57依0. 49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3. 58依1. 44 2. 46依0. 89 2. 54依1. 32 3. 09依1. 16 3. 21依1. 32 2. 98依1. 18

电导率
Conductivity 122. 00依10. 80 128. 25依15. 28 107. 75依5. 97 132. 00依38. 55 181. 75依33. 24 178. 00依35. 19

2. 2摇 土壤养分测量结果

由图 2 可以看出阿魏土壤剖面的速效氮的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含量呈递减趋势,而且上面两层即

0—10 cm 和 10—20 cm 的两层土壤差距较大,而下面两层差距较小。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差异显

著性分析表明,0—10 cm 的土层与下面 3 层都有极显著差异(注意:本文中差异极显著是指 P<0. 01,差异显

著是指 P<0. 05,而 P>0. 05 则是差异不显著),10—20 cm 与 20—30 cm 土层有显著差异而与 30—50 cm 有极

显著差异,最后 2 层间差异不显著。 从阿魏分布数量不同的区域来看,在上面 3 层没有阿魏分布的 C 区,速效

氮含量明显高于有阿魏分布 A,B 区域,而且这种差距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少。 而阿魏分布较多的 A 区在上

面 3 层速效氮含量都与阿魏分布较少 B 区相差不大,有的要略高。 但是在最下面一层,A 区的速效氮含量且

低于了 B 区和 C 区。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各层 3 个区域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由图 3 可以看出,速效磷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呈现递减趋势,而且最上面一层与下面的 3 层间差距

很大,而下面 3 层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除了 20—30 cm 和

30—50cm土层间差异显著外,其余各层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从阿魏分布横向来看,只有0—10cm的

图 2摇 各样地的速效 N 的变化

Fig. 2摇 Changes of the available N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图 3摇 各样地的速效 P 的变化

Fig. 3摇 Changes of the available P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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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区速效磷含量高于 A 区的,其余各层均是 A 区速效磷含量最高。 而在上面两层 B 区速效磷最低,而在下面

两层则是 C 区最低。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各层 3 个区域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由图 4 可以看出,速效钾的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递减而且在 20 cm 以下减少的速度变慢。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虽然下面几层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各层间的差异都达到

了极显著。 从阿魏分布横向来看,A、B、C 各区除了 20—30 cm 层,C 区比 B 区略高但低于 A 区外,其他各层

速效钾含量均是 A 区>B 区>C 区。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在各层 3 个区域均没有

显著性差异。
由图 5 可以明显看出,阿魏各样地有机质的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递减而且在表层含量明显高于下

面几层。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表层与下面各层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10—
20 cm 与 30—50 cm 之间差异显著,其余各层差异都不显著。 从阿魏分布横向来看,除了 20—30 cm 层的有机

质含量 C 区>B 区>A 区外,其他各层上有机质的含量均是 B 区>C 区>A 区。 而且样带 2 各区的有机质含量

非常接近。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在 0—10 层 A 区与 B 区有显著性差异,而 C 区

与 B 和 A 区都没有显著差异。 其余各层 3 个区域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图 4摇 各样地的速效 K 的变化

Fig. 4摇 Changes of the available k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图 5摇 各样地的有机质的变化

Fig. 5摇 Changes of the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2. 3摇 土壤微生物数量测定结果和分析

由图 6 可知,阿魏各样地的细菌数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递减而且在表层数量明显高于下面几层,而
下面几层数量比较接近。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表层土壤细菌数量与 10—20 cm
土层差异达到了显著,而与其他各层达到了极显著,其余各层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 从阿魏分布横向来看,在
表层和最底层,均表现出明显的 C 区>B 区>A 区,而中间两层 3 个区之间无明显规律且数量接近。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虽然各层中各区有所差别但都未达到显著差异。
摇 摇 Aa由图7可以看出,阿魏各样地的放线菌数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表现为中间两层多,表层和底层较

图 6摇 各样地的细菌数量的变化

Fig. 6摇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bacteria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图 7摇 各样地的放线菌数量的变化

Fig.7摇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Actinomycetes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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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摇 各样地的真菌数量的变化

Fig. 8摇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Fungi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少。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
虽然各层中各区有所差别但都未达到显著差异。 从阿

魏分布横向来看,各层均表现为 B 区最少,A 区和 C 区

数量比较接近。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

性分析表明,只有在 20—30 cm 的土层 B 区与 C 区差异

达到了显著差异,其余各层的各区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由图 8 可以看出,阿魏土壤的真菌数量中间 2 层

(10—20 cm 和 20—30 cm)的数量明显高于表层(0—10
cm)和深层(30—50 cm),而且在 20—30 cm 土层真菌

数量。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

明,中间两层间和表层与底层间的差异都显著,而 10—
20 cm 土层与底层达到显著差异,与底层差异则到达极显著。 20—30 cm 的土层与表层和底层的数量差异都

达到了极显著。 从阿魏分布横向来看,真菌数量的最大值的 A 区和 B 区是在 20—30 cm 土层,而 C 区则是出

现 10—20 cm 土层,并且最大值数量 A 区>B 区>C 区。 通过 SPSS 的 LSD 和 S鄄N鄄K 进行显著性分析表明只有

10—20 cm 土层 C 区与 A,B 区达到了显著差异。 其余各层的各区之间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3摇 结果与讨论

3. 1摇 由阿魏的 pH 值和含水率看以看出,阿魏生长的物理环境相当恶劣

首先来看 pH 值,阿魏土壤 pH 值在 8. 50 到 10. 38 之间,这意味着阿魏生长的土壤为碱性土和强碱性

土[21]。 土壤的 pH 值对土壤养分的利用有直接的影响。 比如有机物中氮的矿化以 pH 值 6. 0—8. 0 时最好,
有效的供应最多[22],在 pH 值 6. 0 以下时,固氮菌的活动降低。 磷在 pH 值 6. 5 以下时,随着 pH 值的降低,其
有效性也随之降低[23]。 土壤 pH 值过大的危害主要有两个: 一是影响土壤养分的有效性,不利于土壤微生物

活动,抑制土壤有效养分的形成。 二是不利于植物的成活和生长发育。 因此,在保护野生阿魏时是否可以适

当引种一些降 pH 值的植物来降低阿魏生长环境的 pH 值从而提高阿魏幼苗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促进阿魏

土壤微生物的活动,提高阿魏对生境有效养分的形成。 能够降低 pH 值的植物有醋柳、草木樨、紫穗槐等,可
以尝试参考栽种。

其次,再看阿魏土壤含水率。 土壤按其水分含量分级为:极干( <5% )、干( 5%—10% )、潮(10%—
15% )、润(10%—20% )、湿(20%—25% )。 一般来讲,土壤含水率低于 10% ,就会影响造林成活率和树木生

长[21]。 而我们测定的阿魏含水率为 1. 94%—4. 33% ,属于极干类型。 阿魏生境土壤这种极低的水分含量,很
有可能严重影响了阿魏幼苗的成活和生长发育,因此不管是保护野生阿魏还是进行阿魏的人工繁殖都应注

意,在适当时候给予其适当的水分。
3. 2摇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将大量元素含量分为 6 级[24]

氮素是各种蛋白质的组要组成成分之一,不仅是对于阿魏,对于任何生物来说的是至关重要的。 而速效

氮是植物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有效氮。 由图 2 可以看出,阿魏土壤的速效氮(碱解氮)含量在 7. 18 到 38. 01
mg / kg 之间,速效氮含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迅速递减,而且除了表层 C 区的超过 30 mg / kg 的极缺等级外,
其他各层的均远低于碱解氮的最低标准。 另外,土壤磷素含量高低一定程度反应了土壤中磷素的贮量和供应

能力,而土壤速效磷作为磷素养分供应水平的指标[25]。 由图 3 可以看出,阿魏土壤速效磷的含量在 1. 65 到

7. 79 mg / kg 之间,速效磷含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迅速递减,表层土属于 4 级即缺磷土,10—20 cm 属于较缺

磷土,而 20 cm 以下则是极缺磷的土。 钾是植物重要的营养元素。 同样速效钾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有效

钾,对植物生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图 4 可以看出,阿魏土壤的速效钾含量在 140. 72 mg / kg 到 363. 78 mg / kg
之间,除了最下面的 30—50 cm 属于中等含钾量外,上面几层都是属于较丰富或者丰富。 土壤的 pH 较高也许

和钾盐的含量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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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是土壤肥力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土壤有机质不仅使土壤具有保肥力和缓冲性,从
而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而且土壤有机质还是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特别是 N、P 的重要来源。 由图 5 可知,阿
魏土壤生境中的有机质含量在 5. 47 到 13. 89 g / kg 之间,大部分属于较缺的范围,甚至有样地处于极缺标准以

下。 而且分布不均匀,差距较大。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阿魏生长极其缓慢,要经过多年的营养生长后才能转入最后的生殖生长,使种群得以

延续。 当然这也许与阿魏生长的水热分布有关,但是我觉得这种特殊生活习性与阿魏生境土壤养分的贫乏有

很直接的关系。 如果有条件的话,让我们为阿魏提供更合理的土壤养分,阿魏是不是会缩短营养生长的周期,
从而缩短阿魏的生活周期,从而更有利于阿魏种群得扩大和繁衍,更有利于阿魏的保护。 比如说,现在野生阿

魏在这种贫瘠的土壤要进行 4 年的营养生长才能使各个器官和组织发育成熟,那么如果我们提供适当营养元

素的配比,有机质含量等适当的条件,阿魏很有可能只需要 3a 营养生长就已经足够,这样就缩短了一年的生

长周期,相当于提高阿魏产生的数量和频率。 从而更有有利于阿魏种群数量的扩大。
3. 3摇 由阿魏土壤微生物的测定数据,得出阿魏土壤微生物的几个而特征

首先阿魏 3 大类微生物各区总量平均值如表 2。

表 2摇 3 大类微生物各区总量平均值测定结果

Table 2摇 Average of 3 categories of total microbial determination results in various regions

种类
Species

A 区(伊103 / g)
A region

B 区(伊103 / g)
B region

C 区(伊103 / g)
C region

平均值(伊103 / g)
Average

细菌 bacteria 158. 33 175. 67 192. 25 175. 41

放线菌 Actinomycetesin 113. 34 85. 16 112. 85 103. 78

真菌 Fungi 2. 55 2. 98 2. 42 2. 65

阿魏各区各类微生物总量平均值测定结果来看,细菌是优势种群约为放线菌的 1. 5 到 2 倍,约为真菌的

60 到 80 倍。 由表 2 可知,细菌数量:A 区﹤ B 区﹤ C 区,这就表明随着阿魏植株密度的增大,细菌的数量呈

递减趋势。 因为阿魏本来就是一种药用植物,而且在民间也用来驱蚊虫的作用,这也许说明了阿魏分泌的某

种或者某几种物质对细菌的生长繁殖有抑制作用。
在看放线菌的数量,A 区﹥ C 区﹥ B 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认为我们这里可以借用一个空

间代替时间的概念。 即在没有阿魏生长区域(C 区),放线菌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能够很好的生存繁衍。 但当

阿魏的出现改变了放线菌原来的生境,同时阿魏是一种药用植物,可能分泌的某种或某几种物质,使放线菌对

这种环境不太适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魏种群的繁殖扩大,放线菌也渐渐的适应了这种环境的改变。
对于真菌来说,它们是 3 大类微生物中最少的。 而且呈现出 B 区最多的趋势。 因为阿魏有很强的特殊气

味,这其中可能包含某种物质,该物质在较低浓度可能对真菌有促进作用,当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反过来抑制真

菌的生长繁殖。
通过图 6—图 8,还可以看出细菌在表层分布较多,在 10 cm 以下数量趋向于稳定。 而放线菌和真菌则主

要分布在 10—20 cm 和 20—30 cm 的土层,表层和更深的下层分布较少。
总的来说,阿魏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偏低。 比如在王长庭[26] 等人研究的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上细菌数量达

到了 107,放线菌数量达到 105,真菌数量达到 104。 阿魏生境这种特殊的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比例,与阿魏这种

药用植物,阿魏生境土壤的贫瘠,特别是有机质缺少,还有高 pH 值有着密切的关系。
3. 4摇 部分阿魏品种濒临灭绝的原因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阿魏是一种重要珍稀药用植物资源,是维吾尔医常用药物之一,也是新疆早春荒漠上的重要牧草之一,但
是如今部分阿魏品种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过去人们只知道阿魏灭绝主要原因是人为原因,比如人为的过渡

采挖,过渡的放牧,以及把阿魏生长地开垦为耕地等。 但是通过本文可以看出,除了上述的人为原因外,阿魏

恶劣物理化学环境和相对简单微生物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可能和阿魏本身遗传特性以及繁育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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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境变化有关。 过去人们对阿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对阿魏药理药效的研究比较多,主要关注了如何去

开发利用。 但是本人认为现在应该更加注意阿魏的保护,更应该加强阿魏与其环境关系及阿魏本身繁殖系统

的研究。 开发利用做的再好,如果这种植物消失或者变得特别昂贵,那将使前者变得毫无意义。
阿魏的保护,首先要提高的人们意识,这要求政府和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尽量做到不要在阿魏生长地进行

过渡放牧以及采挖,不要在阿魏生长地开垦田地等破坏其生长地的行为。 其次可以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就地

保护,同时尝试人工繁殖进行异地保护。 最后就是积极进行相关研究,不仅要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更要研究如

何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珍稀资源,为前面两项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验数据的支持。
4摇 结论

(1)阿魏土壤的 pH 值较高,土壤含水率极低,生长的物理环境相当恶劣。 因此人们在就地保护野生阿魏

或者进行人工繁殖时一定要特别关注阿魏土壤的 pH 值和土壤含水率。
(2)阿魏生长环境的土壤养分比较贫瘠,部分必需营养元素到达了极缺,各养分在各样地各层分布有较

大差异。 因此人们在野外就地保护野生阿魏或者进行人工繁殖时一定要多注意阿魏土壤各养分的含量及其

比例,注意适时适当补充相应养分。
(3)细菌是优势种群约为放线菌的 1. 5 到 2 倍,约为真菌的 60 到 80 倍,而且各类微生物主要分布的土层

也有较大差异。 阿魏生境这种特殊的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比例,与阿魏这种药用植物,阿魏生境土壤的贫瘠,特
别是有机质缺少,还有高 pH 值有着密切的关系。

(4)作为一种重要珍稀药用植物资源和新疆早春荒漠上的一种重要牧草的阿魏,如今部分品种已经濒临

灭绝的边缘,除了人为原因(比如过渡采挖,过渡放牧等)外,与阿魏本身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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