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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
被生态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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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多维度探索排矸平台区植被恢复与重建初期植物群落稳定性、系统自组织能力、环境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构

建费省效宏的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提供技术支撑。 以排矸场平台区 ４ 种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乔灌

草（Ｍ１）、灌草（Ｍ２）、观赏型灌草（Ｍ３）和灌木林（Ｍ４））为研究对象，以人工播种（柠条、沙蒿、苜蓿）后未采取任何保育措施的近

自然恢复模式（ＣＫ）为对照，利用普通生态学方法分析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群落组成、物种重要值、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分析恢复初期植被群落结构特征，利用能值法分析各配置与保育模式的系统环境经济效益。 结果表明：①４ 种植物配置与保育

模式植物种类组成均增加，表现出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其中，Ｍ３＞Ｍ１＞Ｍ２＞Ｍ４＞ＣＫ；②购买能值在能值投入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４ 种模式的可更新资源利用程度均低于 ＣＫ（９９．８６％）；Ｍ１的不可更新资源利用率最高，为 ２９．５２％；③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

能值指标相比，Ｍ１的净能值产出率（ＥＹＲ）和能值自给率（ＥＳＲ）高于其他模式，在生产效率方面具有最大优势，独自发展能力较

强。 Ｍ３的能值投资率（ＥＩＲ）和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ＥＩＳＤ）高于其他模式，环境负载率（ＥＬＲ）低于其他模式，表明 Ｍ３的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低，产生的压力较小，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④从群落特征结构、系统经济发展水平、对环

境产生的依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考虑，Ｍ３为最优模式；从对生产效率、独自发展能力方面考虑，Ｍ１为最优模式。
关键词：能值分析；配置与保育模式；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可持续发展能力；西北干旱荒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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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１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煤炭开采在提供国民经济发展所需基础能源的同时，也会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变异、生态过程阻断、生态功

能退化和稳定性减弱，对区域协调发展与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１］，阻碍了矿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２］。 国家规划的 １４ 个大型煤炭基地中的神东和宁东基

地位于我国最典型的脆弱生态区—西北干旱荒漠区，该区煤炭资源开发影响大，地表挖损与塌陷加剧了植被

退化和土地荒漠化，系统自维持力和自调控功能弱，恢复能力低［３⁃４］。 煤矿区生态修复以边采边复为基本原

则，包括自然修复、生物修复、土壤改良、矿井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边坡稳定性研究［５⁃７］ 等。 植被作为表

征生态环境变化的综合指示器，可以较好的反映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变化状况，对恢复初期人工植被的群落

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掌握植被的生长状况和演替进展，也是评价生态恢复成效的重要途经和依据［８］。 合理

的植被配置模式可改善煤矿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当地不平衡的产业结构，有学者在煤矿区土地复垦模式、植被

恢复植物种的筛选［９］、典型植物水肥耦合调控技术筛选［１０⁃１１］、沙尘防控［１２］、迹地新土体构建（异地取土复垦、
煤矸石新型种植基质等） ［１，１３］、营养物覆盖方法［１４］、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人工修复是煤矿区修复研究的主体，
但人工措施始终面临成本与收益的权衡［１５⁃１６］，推行各种人工措施进行生态恢复的同时，若忽略了生态资源成

本的投入，煤矿区生态恢复的可持续发展力也必将受到影响。 目前，关于煤矿区生态修复生态经济效益的研

究较少［１７］，往往也忽略了生态成本的投入，使得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未得到有机的统一和联系。 因

此，综合评价生态系统重建与恢复过程中的资源、生态成本投入与生态经济效益的产出，对生态系统恢复及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能值法作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生态足迹

法、体现能核算法等），它从禀赋价值视角评估每个资源，更注重资源、环境等自然属性及保育、经营管理、市
场因素等经济属性［１８⁃１９］。 目前，将普通生态学与能值分析法相结合多维度分析煤矿区植被群落稳定性及可

持续发展力的研究鲜见报道，应用能值分析法评估西北干旱荒漠区典型煤矿区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下的

投入、产出及可持续性研究也鲜见报道。 因此，本研究将普通生态学与能值分析法相结合，以西北干旱荒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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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矸平台典型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乔灌草、灌草、观赏型灌草、灌木林模式）为研究对象，对不同重建植被配

置与保育模式群落基本结构特征、投入及产出进行分析，多维度评估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下的群落稳定

性、系统自组织能力、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力，以期为优化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

及构建费省效宏的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宁东镇羊场湾排矸平台区（３７°９９′ Ｎ，１０６°５９′ Ｅ），是西北干旱荒漠区

宁东煤炭基地典型代表区（图 １）。 该区海拔 １３６５ ｍ，属于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日照时数 ３０３５．１７ ｈ，年降

雨量 ２２３．９７ ｍｍ，年均温 ９．９℃，平均风速 ２．３ ｍ ／ ｓ，无霜期 ２１６ ｄ 以上。 属荒漠、半荒漠地带，土壤类型为风沙

土、灰钙土和少量新积土，有机质含量低，土质贫瘠［２０］。 原地表植被分布稀少且不均匀，主要以草本植物、旱
生或超旱生灌木、半灌木为主［２１］。 该区为煤矸石与土混排后覆土，形成覆土平台区，覆土深度约 ５０ ｃｍ。 于

２０１８ 年栽植木本植物（白榆（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沙枣（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紫穗槐（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柠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黄刺玫（Ｒｏｓａ ｘａｎｔｈｉｎａ）、蒙古扁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羊
柴（Ｃｏｒｅｔｈ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ｇｎｏｓｕｍ）；沙地柏 （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ｓａｂｉｎａ））；撒播草种 （冰草 （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蜀葵（Ａｌｃｅａ ｒｏｓｅａ）、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进行植被建植，布设微喷灌设施灌溉，人工植

被恢复一年后，植被生长状况良好，盖度达 ４５％—６０％（图 ２）。

图 １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植物群落学特征调查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排矸场覆土平台区设置调查样地（图 １），选取 ４ 种植被配置与保育类型，即，乔灌草模

式（Ｍ１）、灌草模式（Ｍ２）、观赏型灌草模式（Ｍ３）、灌木林模式（Ｍ４），以通过撒播灌、草种，未采取人工保育措施

（无灌溉）的近自然恢复模式（ＣＫ）为对照区，每个样地的面积大于 ０．２ ｈｍ２（图 ２），样地基本情况见表 １。 采用

样方法，于植物生长旺期进行植物群落学特征调查，各模式根据物种组成、生境及群落结构等的代表性随机设

置 ９ 个样方，根据样方最小面积经验值［２２］ 选择乔木样方为 １０ ｍ×１０ ｍ，灌木样方为 ２ ｍ×２ ｍ，草本样方为

１ ｍ×１ ｍ，记录各样方内植物种类、数量、盖度、生物量等。

１３７８　 ２３ 期 　 　 　 姚丽霞　 等：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被生态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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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区植被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表 １　 样地基本情况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配置模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植物种类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建方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保育措施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重建时间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乔灌草模式（Ｍ１）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白榆＋柠条＋冰草＋草木樨；
白榆＋沙枣＋柽柳＋紫穗槐＋
冰草＋草木樨；沙枣＋柠条＋
冰草＋草木樨

灌草模式（Ｍ２）
Ｓｈｒｕｂ ｇｒ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柽柳＋紫穗槐＋柠条＋冰草＋
草木樨；柠条＋冰草＋草木
樨；紫穗槐＋冰草＋草木樨

观赏型灌草模式（Ｍ３）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ｈｒｕｂ ｇｒ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黄刺玫＋柽柳＋柠条＋蜀葵＋
草木樨 ＋冰草；蒙古扁桃 ＋
柽柳＋柠条＋蜀葵＋草木樨＋
冰草；羊柴＋柽柳＋柠条＋蜀
葵＋冰草＋草木樨

灌木林模式（Ｍ４）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沙地柏＋黄刺玫

种植量及方式：乔木、灌木
（穴植） ３０００ 株（穴），草本
植物（点播）１６ ｋｇ 左右。
苗木规格：乔木为 Ｄ ＞ ０． ８
ｃｍ；灌木为 Ｄ ＝ ０． ３—１． ０
ｃｍ；多为裸根苗木 （ 一年
生）。
种植比例：乔木 ∶ 灌木 ∶ 草
本＝ １∶２∶３；灌木∶草本 ＝ ２∶３；
灌木 ∶ 观赏型草本 ∶ 草本 ＝
２ ∶１ ∶３；灌木∶灌木＝ ２∶２。
株行距：乔木：２ ｍ×２ ｍ；灌
木：１ ｍ×１ ｍ；草本植物：０．３
ｍ×０．３ ｍ。

灌溉方式为微喷灌
灌溉水类型：中水
木本植物年均灌溉量：
乔木：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ｍ３ ／ ｈｍ２

灌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ｍ３ ／ ｈｍ２

草本植物年均灌溉量：
豆科：９００—９５０ ｍ３ ／ ｈｍ２

禾本科：７２０—９００ ｍ３ ／ ｈｍ２

杂类草：９００—９４０ ｍ３ ／ ｈｍ２

木本植物灌溉次数： ２—３
次 ／ 月；草本植物灌溉次数：
３—４ 次 ／ 月。
每年灌溉 ５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近自然恢复模式（ＣＫ）
Ｎｅａ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柠条、沙蒿、苜蓿

采用条播，播种量为 ２２．５—
３０ ｋｇ ／ ｈｍ２ 无任何保育措施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Ｄ：地径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２．２　 能值分析理论

系统界定

模式边界：研究区 ４ 种群落类型面积为 ２ ｈｍ２，对照区（ＣＫ）面积为 ０．３５ ｈｍ２，各植被配置与保育方式见

表 １。
资源分类：系统投入部分：可更新环境资源（Ｒ）：太阳能、风能、雨水化学能和雨水势能；不可更新环境资

源（Ｎ）：表层土损耗能；可更新有机能（Ｔ）：灌溉水、劳力和种苗；工业辅助能（Ｆ）：灌溉设施。 系统产出部分

（Ｙ）：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包括防风固沙、固土保肥及固碳释氧（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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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系统能值流动图

Ｆｉｇ．３　 Ｅｍｅｒｇｙ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３　 资料收集与数据计算方法

环境资源：查阅文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７—２０１９）收集。 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年

均太阳辐射量：６７６７． ９ ＭＪ ／ ｍ２ ［２３］；年均降雨量：２２３． ９６ ｍｍ；年均风速：２． ３ ｍ ／ ｓ；土壤侵蚀速率：２． ２４６ × １０４

ｋｇ ／ ｈｍ２ ［２４］；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２．４ ｇ ／ ｋｇ［２５］。
工业辅助能：访问该区域负责人并计算获取，灌溉设施成本：０．８９９ 元 ／ ｍ２。
可更新有机能：访问该区域负责及管护人员并计算获取。 其中，种苗单价为 Ｍ１：０．０９２ 元 ／ ｍ２、Ｍ２：０．０９７

元 ／ ｍ２、Ｍ３：０．８２２ 元 ／ ｍ２、Ｍ４：０．１９２ 元 ／ ｍ２。 灌水量为：Ｍ１：４．０８５×１０３ ｔ ／ ｈｍ２、Ｍ２：２．９８５×１０３ ｔ ／ ｈｍ２、Ｍ３：１．７３５×

１０３ ｔ ／ ｈｍ２、Ｍ４：１．２５０×１０３ ｔ ／ ｈｍ２、建植及管护人工成本为 ０．４５０ 元 ／ ｍ２。
生态服务功能：通过查阅文献及调查测定获取。 其中，无林地风蚀模数为 ３９０２ ｔ ／ ｋｍ２、有林地风蚀模数为

１９５３ ｔ ／ ｋｍ２ ［２４］；植物表土层能量折算比率为 ６．７８×１０２ Ｊ［２６］，土壤潜在侵蚀总量为 ７９．９５ ｔ ａ－１ ｈｍ－２ ［２７］、土壤现实

侵蚀总量为 ５．６２ ｔ ａ－１ ｈｍ－２ ［２４］。 土壤养分含量：氮：０．６７９ ｋｇ ／ ｈｍ２、磷：０．３６６ ｋｇ ／ ｈｍ２、钾：４．３７８ ｋｇ ／ ｈｍ２、有机质：
１７８．４０４ ｋｇ ／ ｈｍ２。 生物量为：Ｍ１：３．９０６ ｔ ／ ｈｍ２；Ｍ２：３．２５２ ｔ ／ ｈｍ２；Ｍ３：７．６２３ ｔ ／ ｈｍ２；Ｍ４：８．１７０ ｔ ／ ｈｍ２；ＣＫ：０．４１５
ｔ ／ ｈｍ２。

本研究采用国际最新能值基准 １２．０×１０２４ ｓｅｊ ／ ａ［２８⁃３０］，太阳能值转换率参考 Ｏｄｕｍ［３１］、蓝盛芳［２６］、孙洁

斐［３２］的研究结果，并按照新的能值基准转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外的各项成本基础数据得到的投入能值

核算结果难以反映中国实际。 Ｙａｎｇ［３３］等对中国经济能值分析结果进行估算，应用该研究结果可提高评价的

科学性。 能值货币比参考 Ｙａｎｇ［３３］等的研究结果并按照最新能值基准转换，为 ７．４６×１０１２ ｓｅｊ ／元；２０２０ 年人民

币 ／美元汇率 ７．０９４ 元 ／ ＵＳ ＄ ；能值投入部分计算公式均参考蓝胜芳［２６］等的研究结果；能值产出部分计算公式

参考《荒漠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 （ＬＹ ／ 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３４］ 及欧阳志云［２７］ 等人的研究结果。 将收集的原始

数据转化为能量或物质数据（单位为：Ｊ、ｇ、元 ／ ｈｍ２），通过能值转换率转换为统一的单位面积的能值数据（ｓｅｊ ／
ｈｍ２），编制能值分析表，建立能值指标体系［２５］。

能值理论相关计算公式如下［２５］：

３３７８　 ２３ 期 　 　 　 姚丽霞　 等：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被生态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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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值 ＝ 原始数据 × 能值转换率 　 　 　 　 　 　 　 　 　 　 　 　 　 　 　 　 　 　 　 　 　 　 　 　 　 （１）
能值 － 货币价值 ＝ 太阳能值 ／ 能值货币比率 （２）
能值自给率（ＥＳＲ） ＝ 环境资源能值（Ｒ ＋ Ｎ） ／ 能值总投入（Ｕ） （３）
净能值产出率（ＥＹＲ） ＝ 总产出能值（Ｙ） ／ 购买资源能值（Ｆ ＋ Ｔ） （４）
环境负载率（ＥＬＲ） ＝ 不可更新资源能值（Ｆ ＋ Ｎ） ／ 可更新资源能值（Ｒ ＋ Ｔ） （５）
能值投资率（ＥＩＲ） ＝ 购买资源能值（Ｆ ＋ Ｔ） ／ 环境资源能值（Ｒ ＋ Ｎ） （６）
能值交换率（ＥＥＲ） ＝ 购买资源能值（Ｆ ＋ Ｔ） ／ 总产出能值（Ｙ） （７）
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ＥＩＳＤ）＝ 净能值产出率（ＥＹＲ） × 能值投资率（ＥＩＲ） ／ 环境负载率（ＥＬＲ） （８）

物种多样性分析：本研究物种多样性分析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 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Ｍａ） ［３５⁃３６］。
Ｍａ ＝ （Ｓ － １） ／ ｌｎＮ （９）

Ｈ ＝－ ∑ Ｐ ｉ ｌｎ ｐｉ （１０）

Ｅ ＝ Ｈ ／ ｌｎＳ （１１）
乔木层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优势度） ／ ３ （１２）

灌木层（草本层）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盖度） ／ ３ （１３）
式中，Ｓ 为群落物种总个数（个），Ｎ 为调查样方内所有物种个体总数（个）；Ｐ ｉ为第 ｉ 种植物的重要值。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 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图表构建，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ＬＳＤ 法检验植被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间的差异，显著性水平 Ｐ＝ ０．０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被群落结构特征分析

３．１．１　 重建植被群落组成

从表 ２ 可知，４ 种模式群落中共现 ２６ 个植物种，隶属 １１ 科，其中，单种科为 ７ 种，占 ６３．６４％，ＣＫ 中共现 ８
个植物种，种类单一且植株低矮，为单层结构，主要为灌木、半灌木、半灌木状草本、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
根据植物群落生活型组成可分为 ６ 类，分别为乔木 ２ 种、灌木 ８ 种、半灌木 １ 种、半灌木状草本植物 １ 种、一年

生草本植物 ８ 种、两年生草本植物 ２ 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４ 种。 Ｍ３和 Ｍ１野生植物种类最多，均为 ７ 种，其次为

Ｍ４、ＣＫ 和 Ｍ２，分别为 ５ 种、４ 种和 １ 种。 分析植物的重要值发现，Ｍ１中人工种植植物的重要值均较高，说明该

模式下植被生长状况优于其他模式。 Ｍ２中羊柴、Ｍ３中蒙古扁桃、沙地柏重要值相对较低，Ｍ２中草木樨和冰草

的重要值均较高，分别占群落重要值的 ２２．９４％、１６．９１％，Ｍ４中天人菊、拂子茅重要值占群落重要值的 １９．６６％、
１５．５６％。 由于恢复年限较短暂（１ 年多），植物群落主要以人工植物为主，伴生种多为半灌木、一年生或多年

生草本植物，包括禾本科的狗尾草、虎尾草和拂子茅、藜科的藜、菊科的沙蒿等。 与近自然恢复区相比，４ 种模

式外来植物的种类组成与数量均有明显的增加，表明在矿区排矸场植被恢复中，合理的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

是加速群落演替的有效方式。
３．１．２　 物种多样性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物种多样性存在明显差异（表 ３），４ 种模式植物群落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Ｍａ）均显著高于 ＣＫ（Ｐ＜０．０５），表现为 Ｍ３ ＞ Ｍ１＞Ｍ４＞Ｍ２＞ＣＫ；各模式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

匀度指数（Ｅ）也均高于 ＣＫ（Ｐ＜０．０５），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为：Ｍ３＞Ｍ１＞Ｍ４＞Ｍ２＞
ＣＫ；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表现为 Ｍ３、Ｍ１、Ｍ４、Ｍ２大于 ＣＫ，分别为 ＣＫ 的 １．８７、１．７２、
１．５７、１．５６ 倍。 总体来看，物种多样性表现为 Ｍ３＞Ｍ１＞Ｍ４＞Ｍ２＞ＣＫ，说明合理的人工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提高

了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４３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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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与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所属科、属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Ｃ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白榆 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榆科榆属 ６６．１３

沙枣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胡颓子科、胡颓子属 ３３．８７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柠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豆科锦鸡儿属 ５６．４１ ３３．９３ ３０．４６ ２３．３３

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柽柳科柽柳属 ２２．３８ ２５．７３ ２３．８５ ２４．７９

紫穗槐 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豆科紫穗槐属 ３１．８１ ３４．６５ ６．６１

羊柴 Ｃｏｒｅｔｈ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ｇｎｏｓｕｍ 豆科岩黄芪属 １１．０６ １９．４２

蒙古扁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蔷薇科桃属 ６．２５

黄刺玫 Ｒｏｓａ ｘａｎｔｈｉｎａ 蔷薇科蔷薇属 １０．９６ ３１．１７

沙地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ｓａｂｉｎａ 柏科圆柏属 ６．４８ ３０．２９

沙拐枣 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蓼科沙拐枣属 ２３．７４

半灌木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 沙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ｅｓｅｒｔｏｒｕｍ 菊科蒿属 ７．５７ ８．６９ ２２．９２

半灌木状草本
Ｓｕｂｓｈｒｕｂ ｈｅｒｂ 铁杆蒿 Ｔｒｉｐｏｌｉｕｍ ｐａｎｎｏｎｉｃｕｍ 菊科蒿属 ２０．１５

一年生草本植物 天人菊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菊科天人菊属 ６．６２ ６５．７４ ４３．６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 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 菊科秋英属 ５９．７１

碱蓬 Ｓｕａｅｄａ ｇｌａｕｃａ 藜科碱蓬属 ６．５９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禾本科虎尾草属 ９．２３ ９．６５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禾本科狗尾草属 １２．２０ １５．００

亚麻 Ｌｉｎｕｍ ｕｓｉ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亚麻科亚麻属 １６．３７ ４５．９３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藜科藜属 １４．３５ １５．５５ ５．２９

无芒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ｉ 禾本科稗属 １８．１５

二年生草本植物 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豆科草木樨属 ４０．１１ ５１．９９ ２６．０９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蜀葵 Ａｌｃｅａ ｒｏｓｅａ 锦葵科蜀葵属 １２．２７

多年生草本植物 沙打旺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ａｄｓｕｒｇｅｎｓ 豆科黄耆属 １３．３８ ４４．４４ １４．４３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紫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豆科苜蓿属 １３．４３ ８．５６ １００．００

冰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禾本科冰草属 ３２．６４ ３８．３４ １６．８８

拂子茅 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ｅｐｉｇｅｉｏｓ 禾本科拂子茅属 １５．５０ ５２．０２
　 　 Ｍ１：乔灌草模式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Ｍ２：灌草模式 Ｓｈｒｕｂ ｇｒ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Ｍ３：观赏型灌草模式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ｈｒｕｂ ｇｒ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Ｍ４：灌木林模式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ＣＫ：近自然恢复模式 Ｎｅａ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表 ３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配置与保育类型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Ｍａ）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
Ｐｉｅｌｏｕ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１ １．３５６±０．２２４ｂ ２．６６５±０．３２５ｂ １．２３９±０．０８６ａｂ
Ｍ２ ０．９９２±０．２４２ｃ ２．００４±０．３２７ｂ １．１２０±０．０８３ｂ
Ｍ３ ２．４７１±０．４６０ａ ３．５２７±０．３５０ａ １．３４２±０．０５１ａ
Ｍ４ １．３１１±０．２２１ｃ ２．０２５±０．０２０ｂ １．１３０±０．０１１ｂ

ＣＫ ２．７３４±０．０５９ｄ １．０５６±０．１８１ｃ ０．７１９±０．０５８ｃ
　 　 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２　 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被能值分析

３．２．１　 能值投入产出结构分析

在能值投入中，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能值投入密度不同（表 ４），与 ＣＫ 相比，各模式能值投入密度

分别增加了 １．８７７ × １０１７（Ｍ１）、１．９０４ × １０１７（Ｍ２）、２．４２２ × １０１７（Ｍ３）、１．９５０ × １０１７（Ｍ４），主要为工业辅助能和

可更新有机能投入均与ＣＫ相比同步增加。各模式的可更新有机能投入较ＣＫ相比分别增加了３．０５（Ｍ１ ） 、

５３７８　 ２３ 期 　 　 　 姚丽霞　 等：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被生态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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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
同
植
被
配
置
与
保
育
模
式
能
值
投
入
产
出
表

Ｔａ
ｂｌ
ｅ
４　

Ｅｍ
ｅｒ
ｇｙ

ｉｎ
ｐｕ

ｔ⁃ｏ
ｕｔ
ｐｕ

ｔｔ
ａｂ

ｌｅ
ｏｆ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ｖｅ
ｇｅ
ｔａ
ｔｉｏ

ｎ
ｃｏ
ｎｆ
ｉｇ
ｕｒ
ａｔ
ｉｏ
ｎｓ

ａｎ
ｄ
ｃｏ
ｎｓ
ｅｒ
ｖａ
ｔｉｏ

ｎ
ｍ
ｏｄ

ｅｌ
ｓ

类
别

Ｃａ
ｔｅｇ

ｏｒｙ

能
值

转
换

率
Ｅｍ

ｅｒｇ
ｙ

ｃｏｎ
ｖｅｒ

ｓｉｏ
ｎｒ

ａｔｅ

原
始

数
据

Ｒａ
ｗ

ｄａ
ｔａ

太
阳

能
值

Ｓｏ
ｌａｒ

ｅｍ
ｅｒｇ

ｙ／
（ｓ

ｅｊ／
ｈｍ

２ ）
能

值
—

货
币

价
价

值

Ｅｍ
ｅｒｇ

ｙ⁃ｍ
ｏｎ

ｅｔａ
ｒｙ

ｖａｌ
ｕｅ

／（
＄

／ｈｍ
２ ）

Ｍ １
Ｍ ２

Ｍ ３
Ｍ ４

ＣＫ
Ｍ １

Ｍ ２
Ｍ ３

Ｍ ４
ＣＫ

Ｍ １
Ｍ ２

Ｍ ３
Ｍ ４

ＣＫ

可
更

新
环

境
资

源
（Ｒ

）
Ｒｅ

ｎｅｗ
ａｂｌ

ｅｎ
ａｔｕ

ｒａｌ
ｒｅｓ

ｏｕｒ
ｃｅｓ

４．０
０×

１０
１４

４．０
０×

１０
１４

４．０
０×

１０
１４

４．０
０×

１０
１４

４．０
０×

１０
１４

７．５
５

７．５
５

７．５
５

７．５
５

７．５
５

太
阳

能
Ｓｏｌ

ａｒ
ｅｎｅ

ｒｇｙ
／Ｊ

１．０
０ｓ

ｅｊ／
Ｊ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Ｊ／ｈ
ｍ２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Ｊ／ｈ
ｍ２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Ｊ／ｈ
ｍ２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Ｊ／ｈ
ｍ２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Ｊ／ｈ
ｍ２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６．７
７×

１０
１３

１．２
８

１．２
８

１．２
８

１．２
８

１．２
８

风
能

Ｗｉ
ｎｄ

ｅｎｅ
ｒｇｙ

／Ｊ
４．７

３×
１０

２
ｓｅｊ

／Ｊ
６．３

３×
１０

８
Ｊ／ｈ

ｍ２
６．３

１×
１０

８
Ｊ／ｈ

ｍ２
６．３

１×
１０

８
Ｊ／ｈ

ｍ２
６．３

１×
１０

８
Ｊ／ｈ

ｍ２
６．３

１×
１０

８
Ｊ／ｈ

ｍ２
２．９

８×
１０

１１
２．９

８×
１０

１１
２．９

８×
１０

１１
２．９

８×
１０

１１
２．９

８×
１０

１１
５．６

４×
１０

－ ３
５．６

４×
１０

－ ３
５．６

４×
１０

－ ３
５．６

４×
１０

－ ３
５．６

４×
１０

－ ３

雨
水

化
学

能
Ｒａ

ｉｎｆ
ａｌｌ

ｃｈｅ
ｍｉ

ｃａｌ
ｅｎｅ

ｒｇｙ
／Ｊ

１．１
７×

１０
４
ｓｅｊ

／Ｊ
１．１

１×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１

１×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１

１×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１

１×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１

１×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３

０×
１０

１４
１．３

０×
１０

１４
１．３

０×
１０

１４
１．３

０×
１０

１４
１．３

０×
１０

１４
２．４

５
２．４

５
２．４

５
２．４

５
２．４

５

雨
水

势
能

Ｒａ
ｉｎ

ｐｏｔ
ｅｎｔ

ｉａｌ
／Ｊ

６．７
５×

１０
３
ｓｅｊ

／Ｊ
３．０

０×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３．０

０×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３．０

０×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３．０

０×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３．０

０×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２．０

２×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
１０

１４
３．８

２
３．８

２
３．８

２
３．８

２
３．８

２

不
可

更
新

环
境

资
源

（Ｎ
）

Ｎｏ
ｎｒｅ

ｎｅｗ
ａｂｌ

ｅ
ｎａｔ

ｕｒａ
ｌｒ

ｅｓｏ
ｕｒｃ

ｅ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９

表
层

土
损

耗
能

Ｅｎ
ｅｒｇ

ｙｌ
ｏｓｓ

ｏｆ
ｓｕｒ

ｆａｃ
ｅｓ

ｏｉｌ
／Ｊ

４．７
４×

１０
４
ｓｅｊ

／Ｊ
１．２

２×
１０

９
Ｊ／ｈ

ｍ２
１．２

２×
１０

９
Ｊ／ｈ

ｍ２
１．２

２×
１０

９
Ｊ／ｈ

ｍ２
１．２

２×
１０

９
Ｊ／ｈ

ｍ２
１．２

２×
１０

９
Ｊ／ｈ

ｍ２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５．７

７×
１０

１３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９

工
业

辅
助

能
（Ｆ

）
Ｉｎｄ

ｕｓｔ
ｒｉａ

ｌ
ａｕｘ

ｉｌｉａ
ｒｙ

ｅｎｅ
ｒｇｙ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０．０
０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０．０
０

灌
溉

设
施

Ｉｒｒ
ｉｇａ

ｔｉｏ
ｎ

ｆａｃ
ｉｌｉｔ

ｉｅｓ
／元

７．４
６×

１０
１２

ｓｅｊ
／元

９．０
０×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９．０
０×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９．０
０×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９．０
０×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０．０
０元

／ｈｍ
２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６．７
１×

１０
１６

０．０
０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３

０．０
０

可
更

新
有

机
能

（Ｔ
）

Ｒｅ
ｎｅｗ

ａｂｌ
ｅ

ｏｒｇ
ａｎｉ

ｃｅ
ｎｅｒ

ｇｙ
１．６

０×
１０

１７
１．６

３×
１０

１７
２．１

４×
１０

１７
１．６

７×
１０

１７
３．９

５×
１０

１６
３．０

２×
１０

３
３．０

８×
１０

３
４．０

５×
１０

３
３．１

６×
１０

３
７．４

６×
１０

２

劳
动

力
Ｌａ

ｂｏｒ
／元

７．４
６×

１０
１２

ｓｅｊ
／元

２．０
５×

１０
４
元

／ｈｍ
２

２．０
５×

１０
４
元

／ｈｍ
２

２．０
５×

１０
４
元

／ｈｍ
２

２．０
５×

１０
４
元

／ｈｍ
２

４．０
０×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１．５
３×

１０
１７

１．５
３×

１０
１７

１．５
３×

１０
１７

１．５
３×

１０
１７

２．９
８×

１０
１６

２．８
９×

１０
３

２．８
９×

１０
３

２．８
９×

１０
３

２．８
９×

１０
３

５．６
４×

１０
２

灌
溉

水
Ｉｒｒ

ｉｇａ
ｔｉｏ

ｎｗ
ａｔｅ

ｒ／Ｊ
１．１

７×
１０

４
ｓｅｊ

／Ｊ
２．０

４×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４

９×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１．３

３×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６．２

５×
１０

９
Ｊ／ｈ

ｍ２
０．０

０Ｊ
／ｈｍ

２
２．３

９×
１０

１４
１．７

５×
１０

１４
１．５

５×
１０

１４
７．３

１×
１０

１３
０．０

０
４．５

１
３．３

０
２．９

３
１．３

８
０．０

０

种
子

Ｓｅｅ
ｄ／

元
７．４

６×
１０

１２
ｓｅｊ

／元
３．１

３×
１０

２
元

／ｈｍ
２

３．１
３×

１０
２
元

／ｈｍ
２

７．８
１×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０．０
０元

／ｈｍ
２

１．２
９×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２．３
３×

１０
１５

２．３
３×

１０
１５

５．８
３×

１０
１６

０．０
０

９．６
２×

１０
１５

４．４
１×

１０
１

４．４
１×

１０
１

１．１
０×

１０
３

０．０
０

１．８
２×

１０
２

苗
木

Ｓｅｅ
ｄｌｉ

ｎｇｓ
／元

７．４
６×

１０
１２

ｓｅｊ
／元

６．０
３×

１０
２
元

／ｈｍ
２

９．７
５×

１０
２
元

／ｈｍ
２

４．１
５×

１０
２
元

／ｈｍ
２

１．９
２×

１０
３
元

／ｈｍ
２

０．０
０元

／ｈｍ
２

４．５
０×

１０
１５

７．２
８×

１０
１５

３．０
９×

１０
１５

１．４
３×

１０
１６

０．０
０

８．５
０×

１０
１

１．３
８×

１０
２

５．８
５×

１０
１

２．７
０×

１０
２

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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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
别

Ｃａ
ｔｅｇ

ｏｒｙ

能
值

转
换

率
Ｅｍ

ｅｒｇ
ｙ

ｃｏｎ
ｖｅｒ

ｓｉｏ
ｎｒ

ａｔｅ

原
始

数
据

Ｒａ
ｗ

ｄａ
ｔａ

太
阳

能
值

Ｓｏ
ｌａｒ

ｅｍ
ｅｒｇ

ｙ／
（ｓ

ｅｊ／
ｈｍ

２ ）
能

值
—

货
币

价
价

值

Ｅｍ
ｅｒｇ

ｙ⁃ｍ
ｏｎ

ｅｔａ
ｒｙ

ｖａｌ
ｕｅ

／（
＄

／ｈｍ
２ ）

Ｍ １
Ｍ ２

Ｍ ３
Ｍ ４

ＣＫ
Ｍ １

Ｍ ２
Ｍ ３

Ｍ ４
ＣＫ

Ｍ １
Ｍ ２

Ｍ ３
Ｍ ４

ＣＫ

总
投

入
能

值
（Ｕ

）
Ｔｏ

ｔａｌ
ｅｍ

ｅｒｇ
ｙｉ

ｎｐ
ｕｔ

２．２
８×

１０
１７

２．３
０×

１０
１７

２．８
２×

１０
１７

２．３
５×

１０
１７

３．９
９×

１０
１６

４．３
０×

１０
３

４．３
５×

１０
３

５．３
３×

１０
３

４．４
４×

１０
３

７．５
４×

１０
２

产
出

能
值

（Ｙ
）

Ｏｕ
ｔｐｕ

ｔｅ
ｍｅ

ｒｇｙ
３．９

５×
１０

１５
３．８

９×
１０

１５
４．２

９×
１０

１５
４．３

５×
１０

１５
３．３

０×
１０

１５
７．４

６×
１０

１
７．３

４×
１０

１
８．１

１×
１０

１
８．２

１×
１０

１
６．２

３×
１０

１

防
风

固
沙

Ｓａｎ
ｄｆ

ｉｘａ
ｔｉｏ

ｎ／
ｇ

５．６
１×

１０
４
ｓｅｊ

／ｇ
１．３

２×
１０

１０
ｇ／

ｈｍ
２

１．３
２×

１０
１０

ｇ／
ｈｍ

２
１．３

２×
１０

１０
ｇ／

ｈｍ
２

１．３
２×

１０
１０

ｇ／
ｈｍ

２
９．２

９×
１０

９
ｇ／

ｈｍ
２

７．４
２×

１０
１４

７．４
２×

１０
１４

７．４
２×

１０
１４

７．４
２×

１０
１４

５．２
１×

１０
１４

１．４
０×

１０
１

１．４
０×

１０
１

１．４
０×

１０
１

１．４
０×

１０
１

９．８
５

固
持

土
壤

Ｔｈ
ｅｆ

ｕｎ
ｃｔｉ

ｏｎ
ｏｆ

ｓｏｉ
ｌｆｉ

ｘａｔ
ｉｏｎ

／Ｊ
５．６

１×
１０

４
ｓｅｊ

／Ｊ
５．０

４×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５．０

４×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５．０

４×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５．０

４×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４．８

５×
１０

１０
Ｊ／ｈ

ｍ２
２．８

３×
１０

１５
２．８

３×
１０

１５
２．８

３×
１０

１５
２．８

３×
１０

１５
２．７

２×
１０

１５
５．３

４５
× １

０１
５．３

４×
１０

１
５．３

４×
１０

１
５．３

４×
１０

１
５．１

５×
１０

１

养
分

固
持

氮
Ｎｕ

ｔｒｉｅ
ｎｔ

ｈｏｌ
ｄｉｎ

ｇ
ｎｉｔ

ｒｏｇ
ｅｎ

／ｇ
３．５

０×
１０

９
ｓ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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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Ｍ２）、４．４３（Ｍ３）、３．２４（Ｍ４）倍，主要为灌溉水、劳力（种植、日常管理）和种苗的投入，劳力（种植、日常管

理）投入能值最高（图 ４）。 从能值投入结构来看，Ｍ１、Ｍ２、Ｍ３、Ｍ４和 ＣＫ 的能值投入结构相似，购买能值投入在

总投入能值中占主导地位，４ 种模式的可更新资源利用程度均低于 ＣＫ（９９．８６％）。 Ｍ１的不可更新资源利用率

最高，为 ２９．５２％。 因此，能值总投入为：Ｍ３＞Ｍ４＞Ｍ２＞Ｍ１＞ＣＫ，工业辅助能投入为：Ｍ１、Ｍ２、Ｍ３、Ｍ４＞ＣＫ，可更新

有机能投入为：Ｍ３＞Ｍ４＞Ｍ２＞Ｍ１＞ＣＫ。
由表 ４ 可知，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能值产出密度均高于 ＣＫ，分别为 ＣＫ 的 １．１９（Ｍ１）、１．１８（Ｍ２）、

１．３０（Ｍ３）、１．３２（Ｍ４）倍。 ４ 种模式在防风固沙和固土保肥方面无明显差异。 固定 ＣＯ２和释放 Ｏ２的能力分别

为：Ｍ４＞Ｍ３＞Ｍ１＞Ｍ２＞ＣＫ。 能值产出结构中，固土保肥功能价值在各模式能值产出密度中所占比例最高，分别

为 ７１．９７％（Ｍ１）、７３．１０％（Ｍ２）、６６．１６％（Ｍ３）、６５．３８％（Ｍ４）。 其次为固碳释氧，分别为 １８．７９％（Ｍ１）、１９．０８％
（Ｍ２）、１７．２７％（Ｍ３）、１８．８１％（Ｍ４），防风固沙最低，分别为 ９．２４％（Ｍ１）、７．８１％（Ｍ２）、１６．５７％（Ｍ３）和 １７．５５％
（Ｍ４）。

通过能值⁃货币价值对各模式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比较分析（表 ４），结果表明：Ｍ３成本投入最高，其次为

Ｍ４、Ｍ２、Ｍ１，较 ＣＫ 相比增加了 ６．０７、４．８８、４．７７、４．０７ 倍。 Ｍ４、Ｍ２、Ｍ１模式的成本投入变化幅度不大。 在产出方

面，各模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价值较低，但均高于 ＣＫ，其中，Ｍ４产出价值量最高，其次为 Ｍ３、Ｍ１和 Ｍ２。

图 ４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可更新有机能值投入

Ｆｉｇ．４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ｅｍｅｒｇｙ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图 Ａ 为灌溉水的能值投入

３．２．２　 能值指标分析

能值自给率（ＥＳＲ）是指本地环境资源能值投入占总投入能值的比率，表征系统自我维持力高低的指

标［３７］。 分析表明（表 ５），４ 种模式的能值自给率均低于 ＣＫ（１．１５×１０－２），其自我维持力分别为 ＣＫ＞Ｍ１ ＞Ｍ２ ＞
Ｍ４＞Ｍ３，表明灌水量、劳力及种苗等外援输入是能值自给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能值

投资率（ＥＩＲ）与 ＣＫ 相比，增幅分别为 ４．７６、４．８３、６．１４、４．９４ 倍，表明 Ｍ１、Ｍ２、Ｍ３及 Ｍ４均具较强经济活力。 各

模式净能值产出率（ＥＹＲ）均低于 ＣＫ，但差异较小，系统的能值利用效率为 Ｍ４ ＞Ｍ３ ＞Ｍ１ ＞Ｍ２。 环境负载率

（ＥＬＲ）表征不可再生资源投入对环境造成的负荷程度［２５，３７］。 各模式环境负载率（ＥＬＲ）为：Ｍ１＞Ｍ２＞Ｍ４＞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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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Ｋ，因此，对环境造成的负荷程度 Ｍ１最高，Ｍ３最低。 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ＥＩＳＤ）为兼顾系统社会经济效益

与生态环境压力的系统可持续发展力的复合指标［２６］。 ４ 种模式的能值交换率分别为 Ｍ１：５．１３×１０１、Ｍ２：５．１９×

１０１、Ｍ３：６．３６×１０１、Ｍ４：５．２９×１０１、ＣＫ：１．２０×１０１，所以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ＥＩＳＤ）为 Ｍ１＜Ｍ２＜Ｍ４＜Ｍ３＜ＣＫ，表明

系统各模式均具有较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Ｍ３在可持续发展力上低于 ＣＫ，但优于 Ｍ１、Ｍ２和 Ｍ４。

表 ５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能值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ｍｅｒｇ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能值指标 Ｅｍｅｒｇ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ＣＫ

能值自给率（ＥＳＲ）
Ｅｍｅｒｇｙ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９９×１０－３ １．６２×１０－３ １．９５×１０－３ １．１５×１０－２

净能值产出率（ＥＹＲ）
Ｅｍｅｒｇｙ ｙｉｅｌｄ ｒａｔｉｏ １．７４×１０－２ １．６９×１０－２ １．５２×１０－２ １．８５×１０－２ ８．３５×１０－２

环境负载率（ＥＬ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ａｄ ｒａｔｅ ４．１９×１０－１ ４．１２×１０－１ ３．１３×１０－１ ４．０１×１０－１ １．４５×１０－３

能值投资率（ＥＩＲ）
Ｅｍ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４．９６×１０２ ５．０２×１０２ ６．１６×１０２ ５．１２×１０２ ８．６３×１０１

能值交换率（ＥＥＲ）
Ｅｍｅｒｇ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５．１３×１０１ ５．１９×１０１ ６．３６×１０１ ５．２９×１０１ １．２０×１０１

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ＥＩＳ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３９ ２．４３ ３．２０ ２．５０ ６．９０×１０２

４　 讨论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过程中，适宜植物种选择，合理的配置模式与保育技术可缩短植物群落演替周

期，是生态恢复与重建成功的关键［３８⁃３９］。 稳定性的研究将为合理的植被配置与保育方式提供依据。 群落物

种多样性作为反映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是决定植物群落主要生态功能和过程的关键因

素［４０］。 本研究表明，重建植被恢复 １ 年多后，４ 种模式样地共现植物种 ２６ 种，隶属 １１ 科，种类丰富且单种科

所占比例较高。 Ｍ１和 Ｍ３中野生植物种类最多，物种多样性指数也最高。 羊柴、蒙古扁桃和沙地柏重要值相

对较低，其他人工种植植物种及外来植物种（碱蓬、虎尾草、狗尾草、无芒稗、沙蒿、铁杆蒿等植物）重要值也相

对较高，说明在植被恢复初期，除人工植物种外，主要先锋植物为抗逆性较强的半灌木、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植物，也表明适度的灌溉能加速土壤种子库中种子的萌发。 张丽娜［４１］ 指出排土场土壤种子库中物种生活型

以多年生和一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羊柴、蒙古扁桃、沙地柏等植物在各自的配置模式中重

要值相对较低的原因可能为排矸场煤灰的沉降降低了植物叶片的水分利用效率，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及成

活［４２］。 赫容［４３］等在安太堡矿区多年植被动态研究中发现，人工种植单一物种逐渐会发展为复杂物种并趋于

动态平衡，使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一步协调。 因此，本研究区人工植被是否会呈现相同的趋势有待进一

步研究，但本研究表明科学恰当的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对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区植被重建区新物种的

增加和植物群落稳定性具有促进作用，朝着以本地野生植物为优势种的稳定植物群落趋势发展，对植被恢复

与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生态恢复与重建是利用系统的自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或使生态系

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但人工措施始终面临成本与收益的权衡［１５⁃１６］，若忽略了经济可行性，矿区生态恢复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将受到影响［４４］。 研究区各模式所处地理位置相同，地表植被覆盖度均较低且相似，因
此，各模式单位面积自然资源相同。 各模式能值投入密度不同的最主要差异体现在可更新有机能中，种苗及

劳力（苗木栽植、日常管理）、灌溉水的成本投入均为能值成本增加的最主要原因，Ｍ３在建植期种苗投入成本

最高，其次为 Ｍ２。 从保育期分析，各模式灌水量的投入差异最大，分别为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罗旭辉［４５］等在典型

桃园管理模式的能值分析中表明劳动力和化肥是能值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与本研究不符，主要原因是西北

干旱荒漠区降雨少、蒸发强烈，植被恢复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分资源，土壤水及降雨未能满足植被生长所需水

９３７８　 ２３ 期 　 　 　 姚丽霞　 等：西北干旱荒漠区排矸平台不同配置与保育模式重建植被生态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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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分成为限制植物生长的最主要因素。
宏观经济价值投入中可更新有机能投入占总投入经济价值的 ７０．３０％（Ｍ１）、７０．６５％（Ｍ２）、７６．０４％（Ｍ３）、

７１．２３％（Ｍ４）、９８．８５％（ＣＫ），但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管护成本的降低，其可更新有机能投入将逐渐较少。 能

值产出密度越高，表明经济效益更优［４６］。 植被重建初期部分生态服务功能未完全得到发挥，各模式能值产出

均较低，Ｍ４在能值产出方面整体最优，其次为 Ｍ３、Ｍ１和 Ｍ２。 王亚慧［４７］等以宁夏沙坡头保护区为研究对象，研
究中小尺度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中表明在固碳释氧及固持土壤等方面的能力为：林地＞灌丛＞草地，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的产投比小于 １，净收益小于 ０，主要原因为植被栽植年限短

（１ 年），主要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均未得到有效发挥，但按照资本运作的一般原理，生态资本在生产过程中

能够实现增值［４８］，因此，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其产投比与净收益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 种模式的能值自给率（ＥＳＲ）均较低，环境负载率（ＥＬＲ）均较高，表明各模式对当地环境资源利用率均

较低，产生的负荷较高。 主要原因是购买能值（种苗、灌溉设施）的投入较高，使得能值总投入相对较大，但根

据环境压力分级，当 ＥＬＲ＜３ 时，表明环境压力很小［４９］。 因此，各模式对当地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均较低，远未

达到当地的环境承载力。 这与齐拓野［５０］对宁夏彭阳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农林草复合生态系统能值分析关

于环境负载率的研究结果相似。 ４ 种模式能值投资率（ＥＩＲ）均较高，均具有更高的经济活力，能值利用率较

高，环境尚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ＥＩＳＤ）相差较小，近自然恢复模式的 ＥＩＳＤ 较高的原

因主要是工业辅助能及可更新有机能等购买能值投入较少，使得能值交换率较高，但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
Ｍ１、Ｍ２、Ｍ３及 Ｍ４的可更新环境资源投入（外援输入）将逐步减少，能值产出率将逐步增大，其对环境造成的负

荷将会逐渐减少，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会提高。

５　 结论

ａ）采煤迹地植被恢复与重建初期，４ 种模式样地的植物种类组成均有增加，表现出较高的物种多样性，Ｍ３

在物种多样性及外来植物种引进方面效果最优，在加快植被恢复方面效果显著。
ｂ）各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能值投入结构相似，购买能值在总投入能值中占主导地位，Ｍ１、Ｍ２、Ｍ３、Ｍ４的可

更新资源利用程度均低于 ＣＫ（９９．８６％）；Ｍ１的不可更新资源利用率最高，为 ２９．５２％。
ｃ）４ 种不同植被配置与保育模式中，Ｍ１的 ＥＹＲ 和 ＥＳＲ 高于其他模式，表明 Ｍ１在生产效率方面具有最大

优势，独自发展能力较强。 Ｍ３的 ＥＩＲ 和 ＥＩＳＤ 高于其他模式，ＥＬＲ 低于其他模式，表明 Ｍ３对环境的依赖程度

最低，对环境产生的压力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ｄ）从群落特征结构、系统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产生的依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考虑，Ｍ３为最优

模式；从对生产效率、独自发展能力方面考虑，Ｍ１为最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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