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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植被⁃生物结皮的分布
格局

王一贺１，３，赵允格１，２，∗，李　 林２，高丽倩１，３，胡忠旭２

１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 西北农业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高等维管束植物恢复的同时，生物结皮大面积发育。 然而，两者共同发育下的分布格局及

空间变异却鲜有报道。 通过野外调查，研究了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上植被盖度、维管束植物斑块面积、个数，生物结皮

组成、盖度及其空间变化。 结果表明：１）在黄土高原降水量 ２５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的退耕地及自然荒坡上，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

共同存在，呈镶嵌分布。 生物结皮多呈连续分布，可视为被镶嵌体，维管束植物多以斑块状存在，可视为镶嵌体。 ２）黄土高原

生物结皮盖度变化于 ８０．８％—５５．１％之间，在不同降雨量带之间差异显著，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降雨量带生物结皮平均盖度（７７．８％）

显著高于 ３５０—５００ ｍｍ 降雨量带（６０．３％），但不同类型生物结皮盖度差异显著性不同。 ３）黄土高原地区不同降雨量带维管束

植物冠层盖度变化于 １０．０％—５８．７％，随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物结皮的发育和演替，两者表现出了“此消

彼长”的关系。 ４）随着降雨量的增加，高等维管束植物茎基斑块间的距离逐步减小，维管束植物覆被增加。 研究结果数量化的

揭示了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上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的镶嵌式分布格局及其空间变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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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ｉｎ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Ｙｉｈｅ１，３， ＺＨＡＯ Ｙｕｎｇｅ１，２，∗， ＬＩ Ｌｉｎ２， ＧＡＯ Ｌｉｑｉａｎ１，３， ＨＵ Ｚｈｏｎｇｘｕ２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７１２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７１２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ｓ （≥２５°）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ｉｘ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５０ ｍｍ ｔｏ ５５０ ｍ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ｌａｎｄ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ｍｏｓａ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ｉｔｅ， ｗｈｉｌ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ｔｃｈｙ ｍｏｓａｉｃｓ． ２）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５．１％ ａｎｄ ８０．８％．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 ｗａｓ ７７．８％，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３５０—５００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 （ ６０． 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０．０％ ｔｏ ５８．７％．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４）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ａｓａｌ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ａｓａｌ ｒａｄｉｉ ＜ ０．１ ｃｍ）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地区最严重的生态问题［１⁃２］。 植被是防止水土流失的积极因素［１］。 大量研究表明，
植被类型、盖度、枯枝落叶层、根系等均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３⁃５］。 近年来，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

（草）生态修复工程实施，维管束植物盖度逐渐增加［６⁃８］，一方面增加拦截降雨量，降低降雨侵蚀力。 另一方

面，维管束植物枯枝落叶可以保护土壤免受或减轻雨滴的直接打击以及对土壤的剥离，有效拦截地表径流，减
缓其流速，降低其剥蚀能量，减少细沟或切沟侵蚀发生的机会［９］。 维管束植物还能够改善表土的土壤结构、
物理化学和水文性质［１０］以及微地形等，进而影响水土流失。

生物土壤结皮（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 简称生物结皮，是由隐花植物如蓝绿藻、地衣、苔藓类和土壤中的微

生物，以及相关的其它生物体通过菌丝体、假根和分泌物等与表层土壤颗粒胶结形成的十分复杂的复合体，是
干旱半干旱荒漠地表景观的重要组成之一［１１⁃１３］。 退耕还林（草）实施后，生物结皮成为黄土丘陵区退耕地上

普遍存在的地被物，盖度可以达到 ６０％—７０％［１４］，与维管束植物同时演替，共同存在，共同影响退耕地的水土

流失。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关注了黄土高原地区退耕地的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的恢复、演替及其对坡地水

土流失的影响，但已有的研究多将两者分别研究，一方面，很多研究关注了退耕后维管束植物的恢复、演替及

分布，认为植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均有上升趋势［１５⁃１８］。 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研究关

注了该区退耕后生物结皮的演替、分布及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发现生物结皮较裸地增加了径流量，增加了土壤

抗蚀性［１４，１９］，减少土壤流失，降低了土壤容重、增加了田间持水量和表层土壤粘结力［２０］、增加表层土壤的贮

水保水能力等［２１］。
自然条件下，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共同存在，呈镶嵌式分布。 维管束植物和生物结皮对地表覆被的差

异性以及二者对土壤抗侵蚀性及水分入渗的影响，必然造成维管束植物和生物结皮对坡面降雨产流产沙的影

响方式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的相关研究尚不能揭示维管束植物与

生物结皮共同影响下坡面水土流失规律。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明晰坡面维管束植物和生物结皮的空间分

布格局。 为此，本文通过野外调查，对比分析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生物结皮与维管束植物的盖度、维
管束植物斑块个数与面积等，揭示研究区退耕地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互动关系，为科学

评估退耕还林后植物及生物结皮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位于 ３２°—４１°Ｎ， １０７°—１１４°Ｅ 之间，宏观地貌类型有丘陵、高塬、阶地、平原、沙漠、干旱草原、
高地草原、土石山地等，其中山区、丘陵区、高塬区占 ２ ／ ３ 以上。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春季受极地干冷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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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寒冷干燥多风沙；夏秋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印度洋低压影响，炎热多暴雨。 黄土高原地区全年≥
１０ ℃的积温 ２３００—４５００ ℃，无霜期 １２０—２５０ ｄ，日照时数 １９００—３２００ ｈ。 降水地区分布很不平衡，降雨量总

的趋势是由东南向西北、由山地向平地递减［２２］。 全区植被稀疏，覆盖率低，天然次生林和天然草地面积很少。
近年来，由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植被覆盖度增大，据水利部黄委会遥感监测中心对陕西延安、榆林地

区的监测结果表明，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到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年间，该地区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８．４５％；据宁夏隆德县水利

局水保站的观测结果，坡耕地退耕还林（草）后，土壤侵蚀模数比退耕前降低了 １４００ ｔ ／ （ｋｍ２ ａ）。 自 １９９９ 年

开始，到 ２００３ 年末，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面积达到 １７３．８ 万 ｈｍ２，加上宜林荒山荒坡造林（草）面积 ２２９．１ 万

ｈｍ２，黄土高原还林（草）面积已达 ４０２．９ 万 ｈｍ２［２２］。
按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提出的中国气候区划（１９８４），黄土高原分属 ３ 个气候区，即南

部和东部为暖温带亚湿润气候区，北部为中温带亚干旱气候区和西部为中温带干早气候区。 黄土高原年降雨

量为 １５０—７５０ ｍｍ。 位于本区东南部的汾渭盆地和晋南、豫西黄上丘陵区，年降雨量为 ６００—７５０ ｍｍ，是区内

降雨量最丰沛的地区；位于西部和西北部的宁夏、内蒙古黄河沿岸地带、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甘肃靖远⁃景泰⁃
永登一线，年降雨量为 １５０—２５０ ｍｍ，是区内降雨量最稀少的地区。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样地选择

在降雨量 ２００—６００ ｍｍ 之间的地区，以降雨量等值线图为基准［２３］，按年降雨量 ５０ ｍｍ 的梯度，从东南到

西北，将研究区划分为 ８ 个降雨量带，选择其中的 ６ 个连续的降雨量带，分别为 ２５０—３００ ｍｍ（宁夏回族自治

区盐池县县城北）、３００—３５０ ｍｍ（陕西省定边县盐场堡乡）、３５０—４００ ｍｍ（陕西省定边县杨井乡）、４００—４５０
ｍｍ（陕西省吴起县新寨乡）、４５０—５００ ｍｍ（陕西省吴起县杨青沟）、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陕西省志丹县永宁镇），调
查生物结皮物种组成及盖度，高等植被盖度和群落特征等。 研究区土壤主要有风沙土（２００—３００ ｍｍ 降雨量

带）和黄绵土（３００—６００ ｍｍ 降雨量带）。 调查样地主要为退耕撂荒地，特殊情况下选择 １０ ａ 以上封禁荒坡或

封禁人工林。 由于黄土高原退耕地生物结皮的发育和演替具有其特殊的规律，一般在排除人为重复干扰的情

况下，退耕 １—４ ａ 为生物结皮快速形成期，以藻结皮为主，５—８ ａ 为快速发育期，此时，阳坡依旧以藻结皮为

主，只是发育程度更为完善，阴坡藓类植物盖度快速增加，退耕 １０ ａ 以后，生物结皮盖度及组成基本达到一个

相对稳定的状态［２４］，因此，在每个研究点，选取 ３—５ 个退耕撂荒 １０ ａ 以上的样地，兼顾阳坡、阴坡、梁峁顶、梁
峁坡等不同的坡向、坡位，坡度选择依据研究地点的典型坡度，样地间距除个别受地形影响稍小外，其余的均

大于 ５００ ｍ。 每个样地上布设 ４ 个 ５ ｍ×５ ｍ 的样方，调查生物结皮盖度、组成，维管束植物盖度、植物种类数，
枯落物和裸土盖度。 样方按“之”字形布设，样方间距除个别因地形原因略小外，其余均大于 ２０ ｍ。 每个 ５ ｍ
×５ ｍ 样方中，按“品”字形或沿对角线布设 ３ 个 １ ｍ×１ ｍ 的样方调查植物斑块的个数和大小。 各样点基本情

况如表 １ 所示。
１．２．２　 调查指标及方法

样地环境信息：调查并记录每个样坡向、坡度、记录海拔、地貌部位等。
生物结皮盖度及组成调查：于设定的 ５ ｍ×５ ｍ 的样方中用 ２５ 点样方法（即样点截取法，样框大小为 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在样框的边上每 ５ ｃｍ 向对边拉线，共将样框分为 ２５ 个 ５ ｃｍ×５ ｃｍ 的正方形，在每个正方形相同位

置的顶点处，用针状物垂直扎向地面，记录落点处的地表物［２５］。）重复 １０ 次，调查生物结皮及其组分盖度，同
时测得枯落物盖度、植物茎基盖度以及裸土斑块盖度。

维管束植物调查：采用 ５ ｍ×５ ｍ 的样方调查维管束植物（绝大部分为草本植物，少量灌木）的种类、总盖

度、每种草本植物的平均高度、盖度和多度。 完成后，在 ５ ｍ×５ ｍ 的样方中，采用 １ ｍ×１ ｍ 样方调查维管束植

物的株数（即斑块数），采用椭圆相似法［２６］（用一系列不同半径的圆片对照或用直尺测量植物茎基的半径，所
测量的半径均为区间值，最小值设为 ０．１ ｃｍ，半径不足 ０．１ ｃｍ 的按 ０．１ ｃｍ 统计。）估算植物茎基（假设植物被

贴近地表剪除后的剩余部分）的面积作为植物斑块面积。

３　 ２ 期 　 　 　 王一贺　 等：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植被⁃生物结皮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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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样带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

降雨量 ／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植物群落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坡度 ／ （ °）
Ｓｌｏｐｅ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 Ｏｎｅ ２５０—３００ 盐池县城北　 风沙土

沙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ｅｓｔｅｒｏｒｕｍ ﹤ ５ —

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 ５ —

柠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 ５ —

﹤ ５ —

２ Ｔｗｏ ３００—３５０ 盐场堡乡 风沙土

苦豆 Ｔｒｉｇ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ｅｎｕｍ⁃ｇｒａｅｃｕｍ ﹤ ５ —

沙蓬 Ａｇ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 ５ —

胡枝子 Ｌ． ｂｉｃｏｌｏｒ ５ —

７ —

３ Ｔｈｒｅｅ ３５０—４００ 杨井镇 黄绵土

茵陈蒿 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１０ 西偏北

百里香 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１５ 西

长芒草 Ｓｔｉｐ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２０ 东

２５ 西

４ Ｆｏｕｒ ４００—４５０ 铁边城⁃新寨 黄绵土

百里香 Ｔ．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 ５ 东偏北

长芒草 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２０ 东偏北

铁杆蒿 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２５ 东偏南

３０ 北

５ Ｆｉｖｅ ４５０—５００ 杨青合沟 黄绵土

铁杆蒿 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５ 南

长芒草 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１５ 东偏北

狭裂白蒿 Ａ． ｋａｎａｓｈｉｒｏｉ ２５ 西

３０ 东

６ Ｓｉｘ ５００—５５０ 永宁镇 黄绵土

白羊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１５ 西

长芒草 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２０ 西

狭裂白蒿 Ａ． ｋａｎａｓｈｉｒｏｉ ２５ 西

为了描述描述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的分布格局，参照景观生态学中斑块⁃廊道⁃基质模式，以生物结皮

（将裸土认为是强烈扰动的生物结皮）为基质，以植物为斑块，参考景观生态学相关特征指数的定义，计算植

物斑块的密度指数、数量破碎化指数、植物分离度指数等指标，计算植物斑块及其破碎化指标［２７⁃２９］方法如下：
（１）斑块数：植物的株数或者丛数，即植物茎基个数，单位：个。
（２）研究基底面积：研究基底面积设定为样地中调查的样方总面积，即每个样带选择样地后调查植物斑

块特征所统计的 １ ｍ×１ ｍ 小样方的总面积。 对应于 １—６ 样带依次为 ４８、３６、４８、４８、４８、４８ ｍ２。
（３）植物斑块密度指数：植物斑块个数与其面积之比，比值越大，破碎化程度越高，公式为：

ＰＤ ＝ ∑Ｎｉ ／ Ａ

式中：ＰＤ（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植物斑块密度指数，∑Ｎｉ —研究区植物斑块总数或景观斑块类型的数目，Ａ—研

究区总面积或植物斑块的面积，ＰＤ 值越大，表明破碎化程度越高。 本文∑Ｎｉ 选取各降雨量带植物斑块总数，
Ａ 选取研究基底面积。

（４）景观斑块数量破碎化指数：指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公式为：
ＦＮｉ ＝ ＭＰＡ· Ｎｉ － １( ) ／ ＴＡ

式中：ＦＮｉ（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第 ｉ 类景观斑块类型的景观破碎度指数，ＭＰＡ（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整个景观的平均斑块面积，Ｎｉ—第 ｉ 类景观斑块类型的斑块数目，ＴＡ（Ｔｏｔ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ｅａ）—景观总

面积。 ＦＮｉ∈（０， １），０—景观完全未被破坏，１—景观被完全破坏。 这里 ｉ 的取值为 １，只有植物斑块这一种类

型，ＴＡ 用研究基底面积代替。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５）景观分离度指数：分离度是指某一景观中不同斑块个体空间分布的离散（或集聚）程度。 公式为：

Ｎｉ ＝
Ａ
２Ａｉ

· ｎ
Ａ

式中：Ｎｉ—景观类型 ｉ 的分离度指数，Ａ—研究区总面积，Ａｉ—景观类型 ｉ 的面积， ｎ—景观类型 ｉ 的斑块数。
这里 ｉ 的取值为 １，只有植物斑块这一种类型。 分离度用来分析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分离度越大，表示

斑块越离散。 斑块之间距离越大。
１．３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和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及组分盖度、植物斑

块的茎基面积和斑块数分别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与转换，之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ＬＳＤ 法进行多重比较，显著

性水平设定为 Ｐ＜０．０５。 对藻结皮和藓结皮盖度、生物结皮和维管束植物盖度分别进行相关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地表覆被

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地表覆被如表 ２ 所示，其中生物结皮、枯落物、维管束植物茎基、裸土均在

地表表层，构成整个地表的覆被，呈连续式分布。 维管束植物，特别是其茎基，以不连续的斑块式镶嵌于以生

物结皮覆被为主的地表。 维管束植物茎基盖度先增大后减小，但均小于 ２０％，植物茎基本身多成圆形、散点

式分布于地面，为非连续体，生物结皮盖度变化于 ８０．８％—５５．１％之间，随降雨量的增加，先减小后趋于稳定，
均大于 ５０％，连续分布于地面，枯落物盖度呈增大趋势，与散点状分布的植物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因此盖度虽

然能达到 ２０％以上，但无法接连起来形成连续体。 裸土盖度先减小后增大，这与动物活动有关，如蚁穴、动物

足迹等，即使盖度达到 １０％，其分布也是随机的、散点的。

表 ２　 样带地表覆被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样带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

植物茎基盖度 ／ ％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生物结皮盖度 ／ ％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枯落物盖度 ／ ％
Ｌｉｔ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裸土盖度 ／ ％
Ｂａｒ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 Ｏｎｅ １．７±０．４ ｃ ７４．７±３．８ ａｂ １１．７±２．４ ｂｃ １１．９±３．９ ａ

２ Ｔｗｏ １．７±０．８ ｃ ８０．８±２．６ ａ ９．１±３．１ ｃ ８．４±１．０ ａｂ

３ Ｔｈｒｅｅ ９．５±２．９ ｂ ６７．０±３．５ ｂｃ １５．０±２．４ ａｂｃ ８．４±０．４ ａｂ

４ Ｆｏｕｒ １１．４±１．９ ａｂ ５９．３±５．８ ｃ ２３．８±５．３ ａ ５．６±１．０ ｂ

５ Ｆｉｖｅ １６．８±０．５ ａ ５９．６±１．６ ｃ ２０．１±１．６ ａｂ ３．４±０．８ ｂ

６ Ｓｉｘ ９．８±３．３ ｂ ５５．１±４．７ ｃ ２３．２±３．１ ａ １２．０±１．７ ａ

２．２　 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组成及分布特征

研究区生物结皮的盖度随降雨量增加而呈递减趋势（表 ２），以 ３５０ ｍｍ 降雨量线为界，分为两个等级，样
带 １ 和 ２ 的生物结皮盖度平均为 ７７．８％，样带 ３—６ 中盖度平均为 ６０．３％，而在样带 １ 和 ２ 与样带 ３—６ 内生物

结皮盖度差异不显著，这可能与样带 １ 和 ２ 为风沙土，样带 ３—６ 为黄绵土有关。
从图 １（ａ）可见，随降雨量的变化，不同类型生物结皮的盖度亦有所差异。 藻结皮盖度在样带 １—６ 中差

异不显著。 藓结皮盖度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及土壤质地由风沙土变为黄绵土先少量增加后减小，样带 １ 和 ２ 中

藓结皮盖度显著大于样带 ４—６，样带 １ 与样带 ３ 中藓结皮盖度差异不显著。 地衣结皮的盖度整体很低，但样

带 ５ 中地衣结皮盖度显著高于其他样带。
图 １（ｂ）为研究区藻结皮、藓结皮占生物结皮百分比的变化，随降雨量及土壤质地的变化，藻结皮所占生

物结皮的百分比在样带 １ 和 ２（风沙土，较低的降雨量）显著低于样带 ６（黄绵土，高降雨量），但与样带 ３、４、５
（黄绵土，较高降雨量）无显著差异，样带 ６ 与样带 ３、４、５ 无显著差异，即在同为黄绵土的情况下，降雨量的增

加并没有显著改变生物结皮中藻结皮所占的百分比，在降雨量为 ２５０—５００ ｍｍ 之间时，土壤由风沙土变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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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土，藻结皮所占的百分比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在该降雨范围内，土壤质地并不决定生物结皮各组分的百分

比；藓结皮所占生物结皮的百分比在样带 １、２ 显著高于样带 ６，与样带 ３、４、５ 无显著差异，样带 ６ 与样带 ３、４、
５ 无显著差异，表现规律和藻结皮的相同。

对藻结皮和藓结皮进行相关性分析（ ｒ ＝ －０．７４９，ｎ ＝ ２２）结果表明研究区藻结皮和藓结皮盖度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即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图 １　 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生物结皮、藻结皮、藓结皮、地衣结皮）分布

Ｆｉｇ． 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ｃｒｕｓｔ， ｍｏｓｓ ｃｒｕｓｔ， ｌｉｃｈｅｎ ｃｒｕ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ｚｏｎｅ

２．３　 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维管束植物群落特征

研究区各样带的维管束植物群落特征如表 ２ 所示。 植物种类数（大样方中平均植物种类数，下同）随着

降雨量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再减少的波动状态。 维管束植物盖度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先减小后增

大，维管束植物冠层由散点状分布到连续分布，样带 ４—６ 中维管束植物盖度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样带

１—３，样带 ２ 中植被盖度最低，且与其余样带差异显著。 植被高度随降雨量的增加呈波动变化，除样带 ６ 以白

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具有较高的植被高度外，其余降雨量带中的植被高度相差不大。

表 ３　 调查研究点的维管束植物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ｓ

样带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

植物种类数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维管束植物冠层盖度 ／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维管束植物高度 ／ ｃｍ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１ Ｏｎｅ ７．３±０．６ ｃ ２７．０±８．３ ｂ １５

２ Ｔｗｏ ８．８±０．４ ａｂ １０．０±１．０ ｃ １０

３ Ｔｈｒｅｅ ８．７±０．３ ａｂ ２８．８±５．２ ｂ １０

４ Ｆｏｕｒ ９．２±０．３ ａ ４５．３±４．１ ａ １５

５ Ｆｉｖｅ ９．６±０．２ ａ ４４．８±４．０ ａ １５

６ Ｓｉｘ ８．１±０．３ ｂｃ ５８．７±３．２ ａ ６０

　 　 植物种类数为 ５ ｍ×５ ｍ 样方中统计到的，植被高度为研究样带中所调查的所有植被高度的众数。

２．４　 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镶嵌分布特征

研究区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盖度随着降雨量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图 ２），维管束植物

盖度变化范围为 １０．０％—５８．７％，生物结皮盖度为 ５５．１％—８０．８％，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的盖度在样带 １—６
中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ｒ＝ －０．６８８，ｎ ＝ ２３），说明维管束植物冠层盖度的增加，显著减缓了生物结皮的发

育。 两者的盖度（即双层覆被，地面上层即维管束植物冠层覆被，地面表层即生物结皮覆被，未除去重叠部

分）之和，在样带 ６ 达到最大值 １１４％，在样带 ２ 中最小，为 ９１％。
研究区植物茎基面积的最小值均为 ０．０３ ｃｍ２；极差与降雨量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平均值与降雨量间有

很好的一致性，随着降雨量的增加，植物平均茎基面积不断增大（表 ４）；从众数可知，研究区各降雨量维管束

植物均已半径不超过 ０．１ ｃｍ 的细小植物占优势；由中位数和较大四分位数变化趋势可看出，植物个体茎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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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随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 （图 ３），在样带 １—３ 中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降雨量大于 ４００ ｍｍ 时，有很明显的

增长趋势，但植物斑块面积在样带 １—５ 中差异不显著，并显著低于样带 ６。 植物斑块数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先

增加后减少，样带 １、２ 及样带 ６ 的植物斑块数显著低于样带 ３—５。 对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与斑块数做

相关性分析（ ｒ＝ －０．４１６∗，ｎ＝ ２３），结果表明两者显著负相关。

表 ４　 维管束植物斑块茎基面积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样带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

维管束植物茎基斑块面积 ／ ｃｍ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极差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众数
Ｍｏｄｅ

中位数
Ｍｅｄｉａｎ

第三四分位数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３

１ Ｏｎｅ ７８．５０ ０．０３ ７８．４７ １．５９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０

２ Ｔｗｏ ７．０７ ０．０３ ７．０４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３

３ Ｔｈｒｅｅ ５０．２４ ０．０３ ５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８

４ Ｆｏｕｒ １０１７．３６ ０．０３ １０１７．３３ ２．６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１．１３

５ Ｆｉｖｅ ６１５．４４ ０．０３ ６１５．４１ ５．５０ ０．０３ ０．０７ ３．１４

６ Ｓｉｘ １６６１．０６ ０．０３ １６６１．０３ ５３．２６ ０．０３ ７．０７ ２８．２６

　 　 第三四分位数 （Ｑ３），又称“较大四分位数”，等于该样本中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后第 ７５％的数字。

图 ２　 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与植被盖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图 ３　 单位面积中植物斑块面积与斑块数随降雨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ｅｒ

在景观生态学景观尺度和景观斑块尺度上，破碎化指数主要反映嵌块分离程度，除斑块数、斑块面积、平
均斑块面积外，还可用表 ５ 所示指数进行表示。

表 ５　 维管束植物茎基斑块的景观破碎化指数随降雨量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样带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

斑块密度指数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斑块数量破碎化指数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分离度指数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１ Ｏｎｅ ０．６３ ０．００ ６．００

２ Ｔｗｏ ２．７８ ０．００ ２３．９３

３ Ｔｈｒｅｅ ２．２６ ０．００ １４．６６

４ Ｆｏｕｒ ０．３８ ０．０２ ２．３２

５ Ｆｉｖｅ ０．１８ ０．０３ １．１９

６ Ｓｉｘ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２２

维管束植物的景观斑块密度指数在样带 ２、３ 中较大，表明该区植物斑块的破碎度大于其余样带，植物斑

块的破碎度在样带 ６ 中最小；６ 个样带的维管束植物景观数量破碎化指数均接近于 ０，表明选择的样地均未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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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或强烈干扰，呈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维管束植物的景观分离度指数随降雨量的增加呈明显减小趋

势，说明降雨量的增加，使得植物斑块间的距离逐步减小，即维管束植物覆被越来越大。

３　 讨论

１）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盖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盖度达 ５５．１％—８０．８％，平均盖度为 ６６．０％。 与之前我

们在黄土丘陵区退耕地上生物结皮盖度可以达到 ６０％—７０％的研究结果相符［１４］。 生物结皮盖度在年降雨量

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地区与 ３５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差异显著。 在年降雨量为 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的地区，生物结皮盖度为

７４．７％—８０．８％，均值为 ７７．８％；在年降雨量 ３５０—５５０ ｍｍ 的地区，生物结皮盖度为 ５５．１％—６７．０％，均值为

６０．３％。 第 １、２ 降雨量带的土壤类型为风沙土，降雨量较低，维管束植物稀疏，地表枯落物较少（表 ２），为生物

结皮发育提供了空间［３０］。 藻结皮的分布主要受坡向影响，其盖度在调查区差异不显著，藻结皮在生物结皮中

所占的百分比随降雨量的增加有增加趋势，在年降雨量 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地区显著低于年降雨量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这种趋势并不与降雨量或土壤质地呈简单的正负相关关系；藓结皮盖度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先少量增加

后减小，与生物结皮总盖度变化趋势一致，但其在生物结皮组分中的百分比随降雨量的增加呈减小趋势，在年

降雨量 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地区显著高于年降雨量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这可能与更好的水热条件带来的维管束植

物更好的萌芽、发育、枯落物有关，使之减缓了生物结皮的演替［３０］；地衣结皮的盖度整体很低。
研究区退耕地维管束植物恢复已有许多研究结果，如温仲明等［３１］发现，黄土高原退耕地区的维管束植物

自然演替经过 ４０—５０ 年的时间，分布较多的仍是长芒草、铁杆蒿、白羊草、大针茅和达乌里胡枝子等群落类

型。 许智超等［３２］ 在研究吴起县退耕十年维管束植物恢复的变化时发现维管束植物盖度在 ３０％—４５％、
４５％—６０％的面积比从最初的 ０．７５％、０．０８％增长到十年后的 ４８．０１％、３９．９５％。 本调查结果表明，在降雨量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样带的主要植物种是白羊草、长芒草、狭裂白蒿，４５０—５００ ｍｍ 的是铁杆蒿、长芒草、狭裂白蒿，
４００－４５０ ｍｍ 的是百里香、长芒草、铁杆蒿，３５０—４００ ｍｍ 的是茵陈蒿、百里香、长芒草，３００—３５０ ｍｍ 的是苦

豆、沙蓬、胡枝子，２５０—３００ ｍｍ 的是沙蒿、胡枝子、柠条。 其中 ２５０—３００ ｍｍ 中的柠条为人工栽种。 本研究在

吴起县（年降雨量 ４００—４５０ ｍｍ、４５０—５００ ｍｍ）的两个样地维管束植物盖度为 ４５．３％和 ４４．８％，与前人的结果

基本一致，说明调查所选样地典型，能代表当地的维管束植物状况。 样带 １、２ 为人工封禁地，但样带 ２ 中维管

束植物盖度出现异常，可能是所选样地离高速公路较近，恢复时间短，尚未达到自然状态，样带 １ 人工封禁已

有 １０ 年以上，基本恢复至自然状态。
在这些地区，生物结皮是地表覆被物中盖度最大的组分。 Ｆｏｒｍａｎ［３３］ 认为，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底模

式中，面积上的优势、空间上的高度连续性和对景观总体动态的支配作用这些结构和功能特征是识别基底的

３ 个基本标准。 显然，生物结皮满足面积上的优势和空间上的高度连续性两个标准，虽然生物结皮并未对景

观总体动态起到支配作用，但就景观镶嵌体格局而言，可以认为生物结皮是被镶嵌体，单株植物则以大小不一

的斑点状镶嵌在生物结皮上。
２）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与维管束植物镶嵌式分布格局

调查区域中，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 １２—９８５ ｃｍ２ ／ ｍ２，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单位面积的植物斑

块个数 １９—６７ 个，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在年降雨量 ２５０—３００ ｍｍ 地区，土壤为风沙土，常见植

物有沙蒿、胡枝子、柠条，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和个数均处于较低，但不是 ６ 个样带的最小值，斑块密度指

数与分离度指数均为 ６ 个样带中等水平，表明破碎化程度与植物斑块间距均适中。 在年降雨量 ３００—３５０ ｍｍ
地区，土壤由风沙土向黄绵土转变，该区常见植物有苦豆、沙蓬、胡枝子，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变化不显

著，单位面积的维管束植物个数变化亦不显著，斑块密度指数与分离度指数增大，表明该区域植物斑块破碎度

增大、斑块间距增大，维管束植物较前一样带稀疏。 随着降雨量的继续增加，在 ３５０—４００ ｍｍ 的地区，常见植

物为茵陈蒿、百里香、长芒草，沙生植物消失，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变化不显著，个数显著增加，斑块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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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减小，表明破碎化程度减小，分离度指数亦减小，即植物斑块间距不断减小，维管束植物由稀疏向茂盛发

展。 在 ４００—４５０ ｍｍ 地区，常见植物为百里香、长芒草、铁杆蒿，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和个数变化均不显

著，但斑块密度指数大幅减小，表明破碎化程度大幅减小，分离度指数减小，植物斑块间距减小，维管束植物越

来越茂盛。 在年降雨量 ４５０—５００ ｍｍ 地区，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面积和个数均变化不显著，斑块密度指数与

分离度指数减小，表明该区域植物斑块破碎度减小、斑块间距减小。 在年降雨量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单位面

积的植物斑块面积显著增加，达到 ９８５ ｃｍ２ ／ ｍ２，是 ６ 个样带的最大值，单位面积的植物斑块个数显著减小，低
至 １９ 个，是 ６ 个样带的最小值，块密度指数与分离度指数均为 ６ 个样带中的最小值，表明其植物斑块破碎度、
斑块间距均是最小的，这与该区优势种为白羊草有关。 白羊草是禾本科孔颖草属植物，丛生、具匍匐茎的多年

生暖季型牧草，属 Ｃ４ 植物［３４］，形成的植株个体巨大。 因此，单位面积上的株数少，斑块的间距较小。
随降雨量增加，单个植物斑块的面积整体呈增大趋势（表 ４），其中数量上占优势的始终是半径小于 ０．１

ｃｍ 的植物，但第三四分位数的变化表明随着降雨量的增加，植物的个体在不断增大，这是因为常见植物的变

化，从沙生植物沙蒿、沙蓬过渡到铁杆蒿、长芒草再过渡到 Ｃ４ 植物白羊草，植物的本身决定了其株体的潜在

大小，另外在常见植物相似的地区，如样带 ３、４、５，降雨量的增多，地理位置的南移，使植物获得了更好的光温

水条件，植物个体也就偏大一些。
３）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与维管束植物的动态变化

在调查区，生物结皮与维管束植物共同存在，两者的盖度随降雨量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此消彼长”的现

象。 在年降雨量 ２５０—３００ ｍｍ、３００—３５０ ｍｍ 地区，维管束植物稀疏，但生物结皮发育良好，以藓结皮为优势

组分，藻结皮次之，地衣结皮最少。 在年降雨量 ３５０—４００ ｍｍ 地区，维管束植物盖度显著提高，生物结皮盖度

显著下降，维管束植物盖度依然小于生物结皮盖度，降雨量的增加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改善，使维管束植物获得

更好的发育条件，植物斑块数、斑块面积均有增加，因而维管束植物盖度增加，相应的生物结皮盖度就减少，由
于植物生长及枯落物对地表的覆盖，藓结皮的盖度下降，藻结皮的盖度上升，两者达到基本相等的状态，表明

生物结皮盖度与发育程度均受到了维管束植物的抑制。 年降雨量 ４００—４５０ ｍｍ、４５０—５００ ｍｍ 地区，生物结

皮盖度与维管束植物盖度保持在相对的稳定状态，无显著变化，生物结皮各组分盖度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藻
结皮盖度开始高于藓结皮盖度，表明该区降雨量并不是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发育的限制因子，即使有较大

的降雨量年际变化，也不会造成自然荒坡维管束植物格局的显著变化。 在年降雨量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出现

了维管束植物盖度高于生物结皮盖度的情况，且藻结皮盖度明显高于藓结皮盖度，表明降雨量的进一步增加，
使维管束植物获得更好的发育条件，维管束植物更好发育限制了生物结皮的发育，盖度变小，发育程度降低。
随着降雨量的继续增加，光热条件更好，维管束植物的盖度会进一步增大，生物结皮的盖度会进一步降低，到
一定程度后，生物结皮可能会从地表消失或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４　 小结

１）在黄土高原降雨量 ２５０—５５０ ｍｍ 地区退耕地及自然荒坡上，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共同存在，呈镶嵌

分布，生物结皮可视为被镶嵌体，植物为镶嵌体。 维管束植物与生物结皮的盖度在 ２５０—５５０ ｍｍ 降雨量带中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２）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盖度差异显著，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 降雨量带生物结皮盖度显著高于 ３５０—

５００ ｍｍ 降雨量，盖度均值为 ６６．０％。 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皮各组分盖度差异不显著。
３）黄土高原地区不同降雨量带维管束冠层盖度变化于 １０．０％—５８．７％，随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生物结皮的发育和演替，两者表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关系。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植物种类数呈波

动状态，除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降雨量带中以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具有较高的维管束植物高度外，其余降雨量带

下维管束植物高度相差不大。
４）植物斑块的破碎度随降雨量增加而降低，在降雨量 ３００—４００ ｍｍ 样带最大，在降雨量 ５００—５５０ ｍｍ 样

９　 ２ 期 　 　 　 王一贺　 等：黄土高原不同降雨量带退耕地植被⁃生物结皮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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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最小，维管束植物的景观分离度指数随降雨量的增加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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