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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育年限对高寒草甸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刘晓琴１，张　 翔１，张立锋１，李英年２，赵　 亮２，徐世晓２，李红琴２，马荣荣１，牛　 犇１，
高玉葆１，古　 松１，∗

１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２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８

摘要：高寒草甸在青藏高原畜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气候和人为活动的干扰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
虽然封育是被广泛采用的草地恢复有效措施之一，但封育年限对群落组分和多样性的影响一直是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探明这一

问题对高寒草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了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的高寒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草甸的群落

组分和物种多样性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不同封育年限影响物种多样性的可能原因。 结果表明：１）随封育年限延长，群落上层禾

本科植物的总体重要值明显增加，其中异针茅（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最为显著，其重要值封育 ２ 年（１３．８７％）＜ 封育 ７ 年（２１．７６％）＜ 封育

１７ 年（２３．９５％），而豆科植物总体重要值显著降低，莎草科和杂类草植物变化不明显；２）α 多样性：随封育年限延长，高寒草甸群

落物种丰富度指数（Ｐａｔｒｉｃｋ 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然而物种多样性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和种间相遇机

率指数）及均匀度指数（Ａｌａｔａｌｏ 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均表现为封育 ２ 年 ＞ 封育 ７ 年 ＞ 封育 １７ 年，且封育 ２ 年与封育 ７ 年、１７ 年呈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３）β 多样性：Ｃｏｄｙ 指数和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相似指数的变化表明，封育 ２ 年与封育 ７ 年、１７ 年之间的物种差异

较大，而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之间的物种差异较小；４）封育后凋落物的覆盖时间及其分解引起的土壤养分变化是导致物种多样性

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土壤碳氮比（Ｃ ／ Ｎ）与物种均匀度指数（Ａｌａｔａｌｏ 指数）和多样性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种间相遇机率指数）
均呈显著性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说明土壤养分元素之间的耦合效应对物种多样性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说明，虽然物

种丰富度指数随封育年限的延长没有变化，但物种均匀度和多样性指数均降低，且封育前期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大于后期，就
物种多样性而言，该高寒草甸不宜进行长期封育。 该研究以期为高寒草甸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及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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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Ｃ ／ 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ａｔａｌｏ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 ＜ ０．０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β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青藏高原的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保护基地。 其中高寒草甸是最主要的植被类型，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异常敏感［１］。 高寒草

甸不仅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区域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

源 ／汇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２］。 然而，由于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在气候变化、超载放牧和生物

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导致高寒草甸的退化，并引起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改

变以及生产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态问题［３］。 据统计，高原上约有 ０．４５×１０８ ｈｍ２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占
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的 １ ／ ３，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４］。 因此，保护高寒草甸

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服务功能已引起科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围栏封育作为恢复草地生态系统最主要的措施之一而被广泛采用［５］，封育不仅可以改变草地群落的覆

盖度、生物量等数量特征，同时也改变了其土壤理化性质和外界环境特征［６］。 物种多样性是评价草场封育效

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封育可以避免外界干扰，使退化草场植物在一定时间内得以繁衍，使物种多样性增加，植
物群落逐渐恢复［７］。 但是，封育在草地恢复过程中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封育本身也是一种人为干扰，消除

了大型食草动物对草地的采食和践踏，切断了封育草地与外界生态系统能量与物质交换的通道［８］。 因此，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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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封育对草地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已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这对于准确评估封育年限效果

与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封育年限是影响草地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变化的重要因子，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报

道［９⁃１３］，但由于草地类型、气候、土壤等差异，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对我国温性草原的研究表明，随围封年限的

延长物种多样性呈逐渐增加趋势［９］；但也有研究指出，物种多样性随封育年限的延长呈“增加→降低→增加”
或“降低→增加→降低”的变化 ［１０， １１］。 对温带沙化草地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围封年限的增加，呼伦贝尔沙

化草地的群落结构逐渐趋于合理，物种丰富度、群落均匀性和多样性均呈增加趋势［１２］；而科尔沁沙化草地的

物种多样性指数则随封育时间延长呈现下降趋势，即封育不利于物种多样性的维持 ［１３］。 因此，封育年限对

草地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复杂，不仅表现在不同类型草地之间的差异，即使对同一类

型草地也有不同的结果。
在高原极端环境影响下形成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对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非常敏感［１］。 然而，

就封育年限对高寒草甸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虽然近年有一些关于围封对高寒草地群

落影响的报道［１４⁃１７］，但其中大多以短期封育为主。 青藏高原幅员辽阔，草地和气候类型迥异，结果也不尽相

同，更缺少长期封育对高寒草甸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 本研究在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的中国科学院高寒草

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对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的高寒草甸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凋落物和土壤养分等进行了

调查与测定，其主要目的是：１）揭示不同封育年限下的高寒草甸群落组分及物种多样性状况；２）探讨封育年

限对高寒草甸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及其主要原因，以期为保护高寒草甸在围栏封育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畜

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实验地位于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简称海北站），地理位置为 ３７°２９′—３７°４５′Ｎ，１０１°
１２′—１０１°２３′Ｅ，海拔 ３２００—３６００ ｍ，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祁连山北支冷龙岭东段南麓坡地的大通河河谷。 该

区位于亚洲大陆腹地，属明显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东南季风及西南季风微弱。 受高海拔条件影响，该区辐射

强，气温低，无明显四季之分，仅有冷暖季之别，干湿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 －１．７ ℃，降水量约 ５６０ ｍｍ，其中降

水量的 ８０％以上集中在植物生长季的 ５—９ 月，年均实际日照时数为 ２４６７．７ ｈ，可照日照时数为 ４４３４．７ ｈ［１８］。
实验区地势开阔平坦，植被类型为高寒矮嵩草草甸，物种分布均匀，在垂直结构上一般分上下两层［１９］，上

层包括禾草类和较高类杂草，优势种有异针茅（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山地早熟禾（Ｐｏａ ｏｒｉｎｏｓａ）、羊茅（Ｆｅｓｔｕｃａ ｏｖｉｎａ）
等；下层包括莎草类和较低类杂草，优势种为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麻花艽（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等，土壤为

草毡寒冻雏形土（Ｍａｔ－Ｃｒｙｉｃ Ｃａｍｂｉｓｏｌｓ）。
１．２　 研究方法

在海北站高寒矮嵩草草甸选取 ３ 块试验样地进行封育，至 ２０１３ 年底，封育年限分别为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
面积分别为 ６５０ ｍ２、６０００ ｍ２和 ９００ ｍ２，样地之间相隔约 ３００ ｍ。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在不同封育年限样地的观

测区内随机选取 ５ 个 ５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 的样方，将样方分为 １００ 个 ５ ｃｍ × ５ ｃｍ 小方格，采用针刺法测量样方内

各植物种的高度和盖度，再将样方内植物分种齐地面剪掉，并收集各样方内凋落物，分别放入纸袋，带回实验

室烘干称重，统计各物种的生物量。 然后清除样方内表层土，使用直径 １．５ ｃｍ 土钻分别对不同封育年限样地

０—１０ ｃｍ 土壤进行取样（每个样地 ５ 个重复），放入自封袋保存，带回实验室风干，分别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半微量凯氏定氮法和硫酸⁃高氯酸消煮法测定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全氮（ＳＴＮ）和全磷（ＳＴＰ）含量。
１．３　 计算方法

本文计算物种重要值、α 和 β 多样性，其中 α 多样性包括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β 多样

性包括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指数、Ｃｏｄｙ 指数和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相似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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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物种重要值［２０］

ＩＶ ＝ （ＲＢ ＋ ＲＣ ＋ ＲＨ） × １００ ／ ３
其中，ＲＢ 为相对地上生物量，即单种植物地上生物量占所有物种地上生物量和的比例；ＲＣ 为相对盖度，

即单种植物盖度占所有物种盖度和的比例；ＲＨ 为相对高度，即单种植物自然高度占所有物种自然高度和的

比例。
（２） α 多样性指数［２１， ２２］

１） 丰富度指数

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Ｒ）：
Ｒ ＝ Ｓ′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Ｍａ）：
Ｍａ ＝ （Ｓ′ － １） ／ ｌｎ （Ｂ）

２） 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

Ｈ′ ＝ － ∑
ｓ′

ｉ ＝ １
ｐｉ ｌｎ （ｐｉ）

种间相遇机率指数（ＰＩＥ）：

ＰＩＥ ＝ ∑
ｓ′

ｉ ＝ １
［（Ｎｉ ／ Ｎ） （Ｎ － Ｎｉ） ／ （Ｎ － １）

３）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Ｊｓｗ）：
Ｊｓｗ ＝ Ｈ′ ／ ｌｎ（Ｓ′）

Ａｌａｔａｌｏ 指数（Ｅａ）：

Ｅａ ＝ ［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

－１ － １］ ／ ［ｅｘｐ （Ｈ′） － １］

其中，Ｓ′为样地样方的平均物种数；Ｂ 为群落的总生物量；ｐｉ为第 ｉ 种物种的相对重要值；Ｎｉ为物种 ｉ 的重

要值；Ｎ 为物种 ｉ 所在样方的各个种的重要值之和。
（３） β 多样性指数［２３］

１）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１９６０）指数（βｗｓ）
βｗｓ ＝ Ｓ ／ ｍａ － １

２）Ｃｏｄｙ 指数（１９７５）（βｃ）
βｃ ＝ ［ ｇ（Ｈ） ＋ Ｉ（Ｈ）］ ／ ２

３） 经 Ｗｏｌｄａ（１９８３）改进的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指数（ＣＭＨ）

ＣＭＨ ＝ ２∑
Ｓ

ｉ ＝ １
（ａ ｐｉ × ｂｐｉ） ／ （ｄａ ＋ ｄｂ） × ａＳ × ｂＳ

ｄａ ＝ ∑
ｓ

ｉ ＝ １
（ａ ｐｉ） ２ ／ ａ Ｓ２

ｄｂ ＝ ∑
ｓ

ｉ ＝ １
（ｂ ｐｉ） ２ ／ ｂ Ｓ２

其中，Ｓ 为各封育样地出现的物种总数，ｍａ 为各样方的平均物种数；ｇ（Ｈ）是沿生境梯度 Ｈ 而增加的物种数，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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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是沿生境梯度 Ｈ 而失去的物种数；ａｐｉ和 ｂｐｉ为 ａ 和 ｂ 样地中第 ｉ 种植物的相对重要值，ａＳ 和 ｂＳ 为 ａ 和 ｂ
样地出现的物种总数。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在 Ｐ ＝ ０．０５ 显著水平上，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和 ＬＳＤ 分析

方法进行差异性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法进行相关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封育年限的群落组分变化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的植物群落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表 １ 和图 １）。 封育 ２ 年样地共有 ４４ 种

植物，分属于 ３９ 个属、１７ 个科；封育 ７ 年样地有 ４４ 种植物，分属于 ３９ 个属、１５ 个科；封育 １７ 年样地则 ４１ 种

植物，分属于 ３５ 个属、１５ 个科。 从功能群组成来看，在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的群落上层，禾本科植物

（Ｇｒａｓ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占绝对优势，总体重要值分别为 ３５．０２％、３４．２３％和 ４０．９９％（图 １）。 封育 ２ 年与 ７ 年之

间的群落物种数和禾本科植物的重要值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与封育 ２ 年和 ７ 年相比，封育 １７ 年群落物种数

降低了 ６．８１％，禾本科植物重要值分别增加了 １７．０５％和 １９．７５％。 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育 ２ 年的样地中，异针

茅（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与山地早熟禾（Ｐｏａ ｏｒｉｎｏｓａ）的重要值分别为 １３．８７％ 和 １０．５３％，而在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

中，异针茅的重要值分别增加到 ２１．７６％（Ｐ＜０．０５）和 ２３．９５％（Ｐ＜０．０５），山地早熟禾则分别降低到 ３．９２％（Ｐ＜
０．０５）和 ５．７０％（Ｐ＜０．０５），即随封育年限延长，群落上层逐渐由共优势种的异针茅和山地早熟禾变为单优势种

的异针茅。
莎草科植物（Ｓｅｄｇ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的总体重要值随封育年限延长而降低，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分别

为 １０．３２％、１０．１１％和 ８．３６％（图 １），没有显著变化。 下层优势种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的重要值封育 ２ 年、
７ 年和 １７ 年分别是 ６．７１％、６．４３％和 ７．０６％，未发生显著变化，即不受封育年限的影响。

图 １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群落功能群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图中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豆科植物（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的总体重要值

在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分别是 ５．７７％、４．８２％和

３．２３％，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分别比封育 ２ 年样地降低了

１６．４６％和 ４４．０２％（Ｐ＜０．０５）（图 １）。
杂类草植物（Ｆｏｒｂ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的总体重要值封

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分别是 ４７．９６％、５１．４９％和 ４９．５３％
（图 １），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但其中的几种植物重要值

却发生了较大变化。 例如， 鹅绒委陵菜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的重要值为封育 ２ 年（５． ２３％） ＞ 封育 １７ 年

（ ２．１０％ ） ＞ 封 育 ７ 年 （ ０． ５１％）； 摩 苓 草 （ Ｍｏｒ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重要值为封育 １７ 年（６．８７％） ＞ 封育 ７ 年（４．
０３％） ＞ 封 育 ２ 年 （ ２． ７６％）； 黄 帚 橐 吾 （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在封育 ２ 年样地中的重要值为 ２．７１％，但没有

出现在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中；箭叶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的重要值为封育 ２ 年（３． ４０％） ＞ 封育 ７ 年

（２．６８％）＞ 封育 １７ 年（０．２１％）；西伯利亚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的重要值在封育 ２ 年和 １７ 年样地中分别为

１．８７％和 １．１３％，而没有出现在封育 ７ 年样地；美丽风毛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重要值为封育 ７ 年（５．２２％）＞ 封

育 １７ 年（２．０７％）＞ 封育 ２ 年（０．６０％）；线叶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ｆａｒｒｅｒｉ）的重要值是封育 １７ 年（１．９４％）＞ 封育 ７ 年

（０．６２％）＞ 封育 ２ 年（０．０１％）。 该结果表明，虽然杂类草植物总体重要值随封育年限延长未出现显著性变化，
但封育对其群落内部物种的组成及重要值产生了较大影响。

５　 １６ 期 　 　 　 刘晓琴　 等：封育年限对高寒草甸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表 １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群落物种组成和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功能群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植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 ％
封育年限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２ ７ １７
禾本科 异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 １３．８７ ±１．１８ ２１．７６ ±１．８０ ２３．９５ ±２．１７

Ｇｒａｓ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山地早熟禾 Ｐｏａ ｏｒｉｎｏｓａ １０．５３ ±１．５２ ３．９２ ±１．０２ ５．７０ ±１．１７

垂穗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 ３．７０ ±１．０４ ２．５８ ±１．０１ １．７９ ±１．００

洽草 Ｋｏｅｌｅｒｉａ ｃｒｉｔａｔａ ３．４５ ±０．９６ ２．３２ ±０．２２ ３．８４ ±０．９３

发草 Ｄｅｓｃｈａｍｐｓｉａ ｃａ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１．９６ ±０．２ ２．１８ ±０．１１ ２．３２ ±０．５４

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ｏｖｉｎａ １．５１ ±０．６３ １．４７ ±０．７２ ３．３９ ±０．４１

莎草科 矮嵩草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 ６．７１ ±０．９５ ６．４３ ±０．４５ ７．０６ ±０．６５

Ｓｅｄｇ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苔草 Ｃａｒｅｘ ｓｐｐ． ２．７９ ±１．１８ ２．８８ ±１．２１ １．３０ ±０．５２

二柱头藨草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ｄｉ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ｕｓ ０．８２ ±０．４４ ０．８０ ±０．４１ －

豆科 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ｓｐｐ． ２．０６ ±０．４８ １．６２ ±０．５４ １．７６ ±０．２３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异叶米口袋 Ｇｕｅ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１．７２ ±０．４８ １．１５ ±０．５４ ０．６３ ±０．２６

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ｓｐｐ． １．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 ０．９９ ±０．６３ ２．０４ ±０．３４ ０．８４ ±０．５３

杂类草 瑞苓草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ｎｉｇｒｅｓｃｅｎｓ ８．３４ ±０．７２ １２．２１ ±２．１６ ８．３０ ±０．７３

Ｆｏｒｂ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鹅绒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５．２３ ±０．６５ ０．５１ ±０．２６ ２．１０ ±０．５０

箭叶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 ３．４０ ±１．５８ ２．６８ ±２．６８ ０．２１ ±０．２１

摩苓草 Ｍｏｒ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７６ ±０．４２ ４．０３ ±０．５２ ６．８７ ±０．７６

黄帚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 ２．７１ ±１．６８ － －

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ｐｐ． ２．５９ ±０．３９ １．９７ ±０．２ １．３３ ±０．１９

麻花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２．４７ ±１．１４ ２．４４ ±０．９１ １．７８ ±０．８９

高山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ａｌｐｉｎｕｍ ２．２６ ±０．２５ ２．３０ ±０．５１ ２．７９ ±０．８１

柔软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ｓ ２．０３ ±０．５６ ３．０２ ±０．４５ ３．１２ ±０．７６

西伯利亚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１．８７ ±０．３２ － １．１３ ±０．５０

雪白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ｎｉｖｅａ １．８６ ±０．５１ ０．７８ ±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３３

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ｌａ ｓｐｐ． １．８２ ±０．１４ ０．６３ ±０．２９ １．５１ ±０．５１

直梗高山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ａｌｐｉｎｕｍ ｖａｒ． １．７２ ±０．３５ ０．９２ ±０．２７ ０．７６ ±０．４６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１．５０ ±０．１６ ０．９３ ±０．４８ ０．８５ ±０．２６

细叶亚菊 Ａｊａｎｉａ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１．０８ ±０．５８ １．２１ ±０．４３ １．３２ ±０．３６

蓬子菜 Ｇａｌ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０．８９ ±０．３８ － ０．４５ ±０．４５

兰石草 Ｌａｎｃｅ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０．８３ ±０．３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１．３１ ±０．２６

银莲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ｓｐｐ． ０．７８ ±０．４６ － －

宽叶羌活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ｆｏｒｂｅｓｉｉ ０．６７ ±０．４２ ０．７５ ±０．２３ ２．０３ ±１．７１

蓝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ｍ ０．６６ ±０．１７ ０．８４ ±０．３４ １．１９ ±０．５９

小米草 Ｅｕｐｈｒａｓ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０．６４ ±０．２７ ０．６７ ±０．１８ １．６１ ±０．１５

美丽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０．６０ ±０．３８ ５．２２ ±０．６４ ２．０７ ±０．８１

湿生扁蕾 Ｇｅｎｔｉ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０．３７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７３ ±０．４７

海乳草 Ｇｌａｕｘ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 ０．３１ ±０．１８ ０．２９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２２

尖叶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０．２２ ±０．２２ １．４７ ±０．４３ ０．７９ ±０．３５

杂类草 紫红假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５８ ±０．３４ ０．１６ ±０．１６

Ｆｏｒｂ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高原鸢尾 Ｉｒｉｓ 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ｉ ０．１４ ±０．１４ １．４６ ±０．６０ －

乳白香青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８８ ±０．６５ ３．６９ ±１．６９

肋柱花 Ｌｏ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ｕｍ ｒｏｔａｔｕｍ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

线叶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ｆａｒｒｅｒｉ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２ ±０．６２ １．９４ ±０．８４

香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０．０１ ±０．０１ － －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续表

功能群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植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 ％
封育年限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２ ７ １７
矮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 － ２．４０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１

三脉梅花草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ａ 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ｓ －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３７ ±０．２６

甘肃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 ０．３６ ±０．２２ ０．１５ ±０．１１

报春花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ｍａｌａｃｏｉｄｅｓ － ０．０１ ±０．０１ －

猪殃殃 Ｇａｌｉｕｍ ａｐａｒｉｎｅ － ０．９２ ±０．２７ －

　 　 表中“－”表示该种植物不存在

图 ２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群落物种重要值排序

　 Ｆｉｇ．２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由物种重要值的大小排序可以发现（图 ２），不同封

育年限的物种重要值变化大致从第 １０ 个物种开始趋于

重合，而前 ９ 个物种占整体重要值的比例较大，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分别为 ５８．０２％、６２．１５％和 ６５．９２％。
此外，不同封育年限之间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封育 ２
年样地降低速率最为缓慢，且趋势线最平滑；封育 ７ 年

样地降低速率加快，但波动很小；而封育 １７ 年样地不仅

降低速率加快且趋势线波动最大，其主要原因是随封育

年限增加异针茅重要值迅速增加，而山地早熟禾则呈相

反变化。
随封育年限的延长，凋落物量呈下降趋势，但差异

不显著（图 ３Ａ）；群落上层重要值最大的异针茅相对高

度变化由封育 ２ 年的 ６．１１％增加到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的 ８．１３％和 ７．４６％（Ｐ＜０．０５）（７ 年与 １７ 年之间不显著）
（图 ３Ｂ）。

图 ３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凋落物量（Ａ）和异针茅相对高度（Ｂ）

Ｆｉｇ．３　 Ｌｉｔｔｅｒ ｆａｌｌ （Ａ）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 （Ｂ） ｆｏｒ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图中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封育年限的物种多样性

２．２．１　 不同封育年限的 α 多样性

在不同封育年限样地中，表示物种丰富度的 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Ｒ）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Ｍａ）（图 ４Ａ）均未发生显著

性变化，３ 个封育年限样地的 Ｒ 和 Ｍａ 分别在 ３４ 和 ７．７ 左右，说明封育年限对物种丰富度并未造成明显影响。
然而，表示物种均匀度的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Ｊｓｗ）和 Ａｌａｔａｌｏ 指数（Ｅａ）（图 ４Ｂ）均为封育 ２ 年 ＞ 封育 ７ 年 ＞ 封育 １７
年。 其中，封育 ２ 年与封育 １７ 年样地之间的 Ｊｓｗ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封育 ７ 年与另外两样地的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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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 则随封育年限延长呈显著性降低（Ｐ＜０．０５）。

图 ４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群落 α多样性

Ｆｉｇ．４　 α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图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示物种多样性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图 ４Ｃ）和种间相遇机率指数（ＰＩＥ）（图
４Ｄ）均为封育 ２ 年＞ 封育 ７ 年＞ 封育 １７ 年，而封育 ２ 年样地显著高于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Ｐ＜０．０５），但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２．２．２　 不同封育年限的 β 多样性

不同封育年限的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ＣＭＨ）指数和 Ｃｏｄｙ（βｃ）指数表明（表 ２），封育 ２ 年和 ７ 年样地的 ＣＭＨ值居

中（０．８５），βｃ 值最大（５．０），封育 ７ 年较封育 ２ 年增加和减少的物种数均为 ５；封育 ２ 年和 １７ 年的 ＣＭＨ值最小

（０．８３），βｃ 值居中（４．５），封育 １７ 年较封育 ２ 年增加和减少的物种数分别为 ３ 和 ６；封育 ７ 和 １７ 年 ＣＭＨ值最大

（０．９４），βｃ 值最小（３．５），封育 １７ 年较封育 ７ 年增加和减少的物种数分别为 ２ 和 ５，说明封育 ２ 年与 ７、１７ 年样

地之间的物种差异较大，而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之间的物种差异相对较小。
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样地的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βｗｓ）指数分别为 ０．２６、０．３３ 和 ０．２１（图 ５），说明封育 ２ 年样地群

落内物种更替程度居中，封育 ７ 年样地物种更替程度最大，样方间种类组成相似性最小；封育 １７ 年则物种更

替程度最小，样方间种类组成相似性最大。 β 多样性指数综合结果说明，物种多样性对封育年限的响应程度

在封育前期（封育 ２ 和 ７ 年之间）大于封育后期（封育 ７ 和 １７ 年之间），这与 α 多样性的结果相一致。

表 ２　 不同封育年限之间高寒草甸 Ｃｏｄｙ 指数（βｃ）和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ＣＭＨ）相似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ｄ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封育年限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指数（ＣＭＨ）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ｄｙ 指数（βｃ） Ｃｏｄｙ ｉｎｄｅｘ

增加的物种数 ｇ（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减少的物种数 Ｉ（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ｄｙ 指数（βｃ）
Ｃｏｄｙ ｉｎｄｅｘ

２ 和 ７ ０．８５ ５ ５ ５．０

２ 和 １７ ０．８３ ３ ６ ４．５

７ 和 １７ ０．９４ ２ 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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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指数（βｗｓ）

　 Ｆｉｇ．５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２．２．３　 不同封育年限的物种多样性相关性

丰富度指数（Ｍａ）与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指数（βｗｓ）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图 ６Ａ），多样性指数（Ｄ、Ｈ′和 ＰＩＥ）
随均匀度指数（Ｊｓｗ和 Ｅａ）的增加呈显著性上升趋势（Ｐ＜
０．０５）（图 ６Ｂ－Ｃ－Ｄ）。
２．３　 不同封育年限的土壤养分与物种多样性相关性

封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的 ＳＯＣ、ＳＴＮ、ＳＴＰ 含量以及

土壤氮磷比（Ｎ ／ Ｐ）均表现为封育 １７ 年 ＞ 封育 ２ 年 ＞
封育 ７ 年，土壤碳氮比（Ｃ ／ 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表
３）。 ＳＯＣ、ＳＴＮ、ＳＴＰ 含量与 α 和 β 多样性指数的相关

性均不显著，土壤 Ｃ ／ Ｎ 与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呈

负相关关系，其中均匀度指数（Ｅａ）和多样性指数（Ｄ 和

ＰＩＥ）与 Ｃ ／ Ｎ 均达到显著关系（Ｐ＜０．０５）（图 ７Ａ－Ｃ－Ｅ），

图 ６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群落物种多样性相关性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物种均匀度和多样性指数随土壤 Ｎ ／ Ｐ 的增加呈降低趋势（图 ７Ｂ－Ｄ－Ｆ）。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凋落物对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凋落物的积累与分解是影响植被群落组分和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因子，包括凋落物的量和覆盖时

间两方面［２４，２５］。 凋落物量增加是草地封育初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随封育年限延长，凋落物量呈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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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封育年限高寒草甸群落土壤养分比与多样性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图中没有标明 Ｐ 值表示相关性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３　 不同封育年限之间高寒草甸土壤养分含量（ｇ ／ ｋｇ 和养分含量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封育年限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土壤养分含量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 ／ ｋｇ）

土壤有机碳（ＳＯＣ）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土壤全氮（ＳＴＮ）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土壤全磷（ＳＴＰ）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土壤碳氮比（Ｃ ／ Ｎ）
Ｓｏｉｌ Ｃ ／ Ｎ ｒａｔｉｏ

土壤氮磷比（Ｎ ／ Ｐ）
Ｓｏｉｌ Ｎ ／ Ｐ ｒａｔｉｏ

２ ５４．５０±０．９０ｂ ４．７７±０．１３ａ ０．７９±０．０３ａ １１．４５±０．２５ａ ６．６０±０．１９ｂ

７ ５０．４６±１．２５ｂ ４．２９±０．２０ｂ ０．６９±０．０２ｂ １１．７８±０．３２ａ ６．４８±０．２３ｂ

１７ ７１．３４±１．２５ａ ５．９５±０．１８ａ ０．８０±０．０２ａ １２．０１±０．２９ａ ７．８９±０．２４ａ
　 　 表中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势［２６， ２７］，然而也有相反结果的报道［２８］。 本研究与左万庆等［２６］和康博文等［２７］研究结果一致，即随封育年限的

增加凋落物量呈下降趋势（图 ３Ａ），但由于 ３ 个不同封育年限样地之间的凋落物量差异并不显著，故认为不同

封育年限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改变与凋落物量无明显关系。 Ｘｉｏｎｇ 等［２５］也指出凋落物覆盖的时间越长，
对物种多样性的负效应越大，而凋落物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研究中，凋落物覆盖对不同功能群植物的影响

不同，莎草科植物受影响最小，豆科植物则最大，这与王长庭等［２９］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亦表明，均匀

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随封育年限延长而下降，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凋落物覆盖时间有关。 通常，覆盖的时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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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凋落物阻止种子到达土壤表面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抑制种子萌发和幼苗建植［３０］，降低物种多样性。 另外，
凋落物覆盖极大地消弱了群落底层的光照强度，导致一些喜光植物随封育年限延长，其生存空间逐渐缩小而

被淘汰，而光竞争能力强或耐荫的物种得以存留。 因此，由于凋落物覆盖时间的负效应影响，最终导致群落组

分发生变化、物种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随封育年限延长而降低。
然而，物种丰富度指数并没有随封育年限增加发生显著变化，这可能与该高寒草甸存在一定的物种冗余

有关，因为该群落存在许多重要值特别低（表 １）且对初级生产力贡献很小的物种［３１］，并且研究样地在 ０．２５
ｍ２样方内平均物种数目是内蒙古贝加尔针茅群落、大针茅群落、克氏针茅群落和小针茅群落物种数［３２］ 的 １．
８８—４．６７ 倍。 根据“冗余种假说”，该生态系统可能存在一些物种能够适应因封育而改变的微环境。 例如，群
落下层优势种矮嵩草，不同封育年限之间并没有显著变化；另外，美丽风毛菊较耐荫，单位面积叶片的叶绿素

含量和 ＰＳⅡ有效光化学量子产量要高于其它植物［３３］，叶片在地表伸张使其在与其它植物的竞争中占据更多

的地表空间，其重要值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均显著大于封育 ２ 年（Ｐ＜０．０５）。
３．２　 光竞争对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光照条件对草地植物群落的生长有重要作用［３４］，物种对光资源的竞争是影响植被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变

化的因素之一［２５］。 根据 Ｔｉｌｍａｎ［３５］的资源比例假说，草地植物群落结构的改变与透光率有关，低透光率导致

低的物种存活率。 虽然本研究没有对群落内的光照强度进行观测，然而植株高度是反映植物对光资源竞争能

力重要的代表性指标之一［３１］。 在本研究中，随封育年限的延长，群落上层重要值最大的异针茅相对高度变化

由封育 ２ 年的 ６．１１％增加到封育 ７ 年和 １７ 年的 ８．１３％和 ７．４６％（Ｐ＜０．０５）（７ 年与 １７ 年之间不显著）（图 ３Ｂ）。
由于异针茅的光竞争能力较强［３６］，其重要值（表 １）和相对高度随封育年限延长而增加，减弱其群落下层的光

照，遮蔽了其他物种，其最终结果导致即长不高又不耐荫的物种被排除掉，使物种多样性下降，这与 Ｃｈａｐｉｎ
等［３７］报道的结果一致。
３．３　 土壤养分对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土壤养分是维系地上和地下生物活动最基本的营养元素，也是影响群落组分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

子［３８］，而封育后改变了地上植物与土壤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多数研究表明，土壤养分随封育年限的延长而

增加［３９，４０］，然而文海燕等［４１］则指出，不同封育年限之间的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差异均不显著。 本研究中，封
育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 ＳＯＣ、ＳＴＮ 和 ＳＴＰ 含量均表现为封育 １７ 年 ＞ 封育 ２ 年 ＞ 封育 ７ 年（表 ３），这与邱莉萍

等［４２］报道的半干旱地区的结果相似，其原因可能是草地封育后随外界干扰的消失，植被加速了对原有土壤营

养的利用，导致土壤养分降低［４２］，但随封育时间的延长，由于凋落物的累积与分解导致土壤养分含量逐渐增

加，因为土壤养分供应和养分循环的正反馈作用是通过凋落物的累积而加强［４３］。
然而，土壤养分与群落组分和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因为不同功能群植物对土壤养分变化的

响应不同［４４］。 杨晓霞等［３６］和沈振西等［４５］的研究表明，Ｎ 和 Ｐ 元素均是高寒草甸植物生长重要的限制性营养

元素，因此植物对土壤养分资源的竞争强度大，不同封育年限间土壤养分的变化必定引起群落组分的改变。
本研究不同功能群总体重要值的变化表明，禾本科植物变化较大，如异针茅、羊茅对土壤养分变化的响应较为

敏感（表 １），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对养分利用率较高的原因［４５，４６］；莎草科和杂类草植物变化不明显；而豆科植

物却显著降低。 土壤养分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亦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随土壤养分的增加，物种多样性降低，
但也有先增加后降低，或二者之间没有相关性的报道［４４］。 本研究表明， ＳＯＣ、ＳＴＮ、ＳＴＰ 含量与 α 和 β 多样性

指数的相关性均不显著，与左小安［４７］ 的研究结果相同。 然而，土壤 Ｃ ／ Ｎ 与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呈负相

关关系，其中均匀度指数（Ｅａ）和多样性指数（Ｄ 和 ＰＩＥ）与 Ｃ ／ Ｎ 均达到显著关系（Ｐ＜０．０５）（图 ７Ａ－Ｃ－Ｅ），说
明物种多样性主要是通过养分因子之间的耦合效应起作用，可能与土壤矿化作用有关，这与 Ｓｍａｌｌ［４８］ 的研究

结果一致。 另外，本研究表明物种均匀度和多样性指数随土壤 Ｎ ／ Ｐ 的增加呈降低趋势（图 ７Ｂ－Ｄ－Ｆ），可能原

因是 Ｎ 元素的增加导致优势植物快速生长，进而对其它物种竞争排斥，导致物种多样性降低，这与 Ｒｏｅｍ ［４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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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其他因素的可能影响

影响群落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因子非常复杂，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些影响因子主要分为生物

因子和环境因子，如光照、温度、水分、养分、干扰以及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群落生境差异可能是影响多样

性的主要原因，当前研究最多的环境因子是土壤因子和光照因子［５０］。 围封年限的不同对其生境的改变亦不

相同，对于天然草地，围封后凋落物量、覆盖时间及其分解对土壤因子和光照因子的改变是影响群落生境最显

著的因素，前文对此行了探讨。 然而，围封引起的其他因子变化也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如土壤水分、
温度以及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等。

水分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子，尤其是在干旱地区［５１］。 本研究 ３ 个围封样地相邻，
降水量相同，但封育样地中的凋落物覆盖可能通过截留部分降水、或减少土壤蒸发而改变水分收支和土壤水

分［３０］。 然而，该研究样地年均降水量达 ５６０ ｍｍ，特别是生长季中水分相对丰富，有研究指出水分不是该生态

系统的限制因素［５２］。 另外，３ 个样地间凋落物量无显著差异（图 ３Ａ），故可认为凋落物对降水的截留不会成

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原因。
温度是控制植物生理活动和生化反应最重要的生态因子之一，能限制植物的分布，从而影响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暖对全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着显著影响［５３］，特别是受低温条件控制的高山生态系统对气

候变暖的响应尤为敏感［５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尺度或较大的区域尺度上。 围封后由于凋落物覆盖而

改变群落底部温度等微环境，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但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报道。 本研究的 ３ 个样地温度

背景相同，且样地间凋落物量无显著差异（图 ３Ａ），但对于不同封育年限，凋落物覆盖是否可导致样地间的温

度差异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极限相似性理论认为物种间相互作用可引起群落性状趋异的构建模式［５５］，从而影响群落物种多样性。

封育后，凋落物的增加，牲畜采食、践踏等干扰的排除，都是引起群落结构和土壤理化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因

素，很多研究也报道了围封对群落结构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６，９⁃１５］。 总之，围封引起群落结构和土壤性质的

改变使原有种间关系发生变化，也改变了群落中共存物种对资源的利用状况，最终可能导致物种多样性的改

变。 然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非常复杂，欲探明其种间关系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还需长期的、更深入的实

验数据提供依据。
３．５　 结论

本文探讨了 ２ 年、７ 年和 １７ 年不同封育年限对青藏高原东北部高寒草甸群落组分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封育年限的延长，禾本科植物的总体重要值增加最明显，特别是异针茅最为显著，成为 １７ 年封育

样地中群落上层的单优势种；而豆科植物总体重要值显著降低；莎草科和杂类草植物变化不明显，说明封育对

群落的物种组成及重要值具有较大影响。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随封育年限的延长呈下降趋势，且
封育前期（２ 年与 ７ 年之间）变化大于后期（７ 年与 １７ 年之间）。 凋落物的存在影响植物的种子萌发、幼苗定

居以及物种间的相互关系，但 ３ 个样地间凋落物量的差异并不显著，说明不同封育年限样地间物种多样性的

差异与凋落物量无关，而与凋落物覆盖时间有关。 随封育年限的延长，凋落物分解参与调节的土壤养分含量

及其比例发生改变，其中土壤 Ｃ ／ Ｎ 和 Ｎ ／ Ｐ 与群落物种多样性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土壤养分之间的耦合作用影

响高寒草甸群落组分及其物种多样性。 本研究说明，封育虽然是草地恢复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就封育年限对

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而言，该地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不宜进行长期封育，可采取适度的放牧或轮牧管理措施，保
护其物种多样性。 由于影响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因子非常复杂，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封育年限

对群落结构及其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生态学机制，同时加强封育年限及其生物多样性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影响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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