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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高山草甸主要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分布格局的研究结果表明, 矮嵩草草甸植物群落的丰

富度最大, 隶属18科, 43属45种, 呈多优势种植物群落; 小嵩草草甸居中, 隶属11科, 30属35种, 小嵩草

(K obresia py gm aea)为优势种;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最小, 隶属9科, 21属23种, 藏嵩草 (K. tibetica) 为优势

种。其中, 有9个种群为3个群落中的共有种, 分别占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总种数

的20100%、25171% 和39113%。它们在水分资源位上的生态位宽度较大。3个植物群落类型的种2面积关

系呈对数曲线分布, 群落的最小样方面积为0125m 2或015m 2较适宜。种2多度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 其分

布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S (R ) = S 0e- (a2R 2)

关键词　高山草甸　结构特征　分布格局　种2面积曲线　对数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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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嵩草 (K obresia ) 草甸是高山和高寒气候的产物, 为典型的高原地带性和重要的

山地垂直地带性植被类型 (张新时, 1978; 周兴民, 1982)。在我国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

及周围山地, 北起青海省东北部的祁连山东段, 经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至喜马

拉雅山, 呈弧形环绕在高原的东半部。海拔3 200～ 5 200m 的滩地、阶地、山地及山麓潜水

溢出带、低湿地和沼泽地, 分布地区的生态环境严酷, 太阳辐射强烈, 日照长, 年温差和日

温差大, 风力强劲, 气候变化剧烈。年平均气温0～ - 2℃, 年降水量约400～ 700mm。高山

嵩草草甸优势种植物是长期适应高山生态环境而形成的耐寒中生植物。它具有草质柔软、

营养丰富、热值含量较高等特点, 是青海省主要的可更新草地资源。仅青海省有可利用草

甸草场1 640124万公顷, 约占全省可利用草场的49103% , 在青海草地畜牧业生产中占有

重要地位。

以往有关高山草甸植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矮嵩草草甸植物群落, 而

且定性分析的研究较多 (周兴民, 1982; 周兴民等, 1994; 陆国泉等, 1984; 1986; 王启基等,

1991) , 而对小嵩草草甸、藏嵩草沼泽化草甸以及各植物群落之间比较研究的报道较少。因

此, 深入系统、定量地进行高山草甸主要植物群落类型结构、功能的比较研究, 对揭示高山

草甸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结构特征、生态适应性以及高寒环境协迫条件下动植物的适

应机理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并为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优化管理和持续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

1　自然环境与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于1989～ 1993年, 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山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进行。地

处北纬37°29′～ 37°45′, 东经101°12′～ 101°33′, 祁连山东段冷龙岭南麓, 青海省门源县风

匣口地区。海拔3 200～ 3 250m 之间。气候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点, 冷季漫长, 暖季

短暂, 年平均气温为- 117℃, 1月平均气温为- 1418℃, 极端最低气温可达- 3512℃。7月

平均气温为918℃。极端最高气温可达2317℃。年平均降水量约600mm , 主要降水量集中

在夏半年, 约占年降水量的80% , 蒸发量约1 16013mm。主要植被类型有高山草甸 (A lp ine

m eadow )、高山灌丛 (A lp ine sh rub)和沼泽化草甸 (Sw amp m eadow )。土壤为高山草甸土、

高山灌丛草甸土和沼泽土。

该研究以高山草甸生态系统中的主要植物群落类型: 矮嵩草 (K obresia hum ilis) 草

甸、小嵩草 (K. py gm aea)草甸和藏嵩草 (K. tibetica) 沼泽化草甸为对象, 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地段分别设置面积为 (30m ×30m ) 的固定样地。当植物全部返青后 (6～ 7月) , 采用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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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常用的巢式样方法测定不同植物群落类型的种2面积分布, 以1215cm 2为最小样方, 逐

级成倍扩大样方面积, 直至群落的最大样方面积。即 (01125m ×01125m )、(01125m ×

0125m )、(0125m ×0125m )、⋯⋯ (32m ×64m )、(64m ×64m ) 等。并在植物生物量增长的

高峰期 (8月底) , 分别测定不同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及其特征值 (频度、盖度、密度、株高和

个体生物量) , 同步测定土壤含水量等环境因子。在计数时将 (50cm ×50cm ) 的样方分成

(10cm ×10cm ) 的25个小样方记数, 2次重复, 共计50个小样方。并计算每个种在群落中的

重要值①、生态位宽度② (Jhon & Jam es, 1990) 等参数, 并建立不同植物群落种2多度分布

模型③ (M ay, 1975; 1981;W h it taker, 1965) , 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① 重要值=

相对频度 (% ) + 相对盖度 (% ) + 相对密度 (% ) + 相对株高 (% ) + 相对生物量 (% )
5

② B i=
1

∑P ( i, j ) 2

③ S (R ) = S 0e- (a2R 2)

式中: B i 为生态位宽度; P ( i, j )为第 i 种在 j 资源位上的相对多度

S (R )为第R 个倍频程种的数目; S 0为众数倍频程上种数的估计值;

e 为自然对数; a 为参数

2　结果与分析

211　种类组成及其数量特征

青藏高原的历史年轻, 而环境条件又十分严酷, 气候寒冷, 限制了植物种系的发生和

发展 (吴征镒, 1979)。青海省海北地区主要有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草

甸, 其优势种植物以耐低温的嵩草、苔草 (Ca rex )等高山植物为主。这些种类主要是世界分

布或北温带分布属中的北极2高山、中国2喜马拉雅或青藏高原特有成分。其中小嵩草、矮

嵩草、线叶嵩草 (K. cap illif olia ) 为中国2喜马拉雅或中亚高山成分; 藏嵩草为青藏高原特

有成分。由于小嵩草草甸、矮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所处生境条件的差异, 其群落

组成和分布格局具明显的差异 (表1)。

由表1可知, 矮嵩草草甸植物群落种的丰富度最大, 主要由45种植物组成, 隶属18科43属,

种的分布较均匀, 很少见到最丰富的种, 群落组成中相对重要值在015%～ 410% 的植物有

38种, 占总种数的84145%。稀有种有2种, 占4144% , 较丰富的种有5种, 占11111% ; 小嵩草草

甸的丰富度居中, 主要由35种植物组成, 隶属11科30属, 群落组成中最丰富的种有1种, 占

总种数的2186% , 频度为98% , 重要值为20、318, 很少见稀有种。相对重要值在110%～

410% 的植物有26种, 占74129% ;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的丰富度最小, 主要由23种植物组成,

隶属9科21属, 群落组成中最丰富的种有1种, 占总种数的4135% , 频度为100% 重要值为

35、611。稀有种有2种, 占8170% , 其余种分布较均匀, 重要值在015%～ 810% 之间。若以主

要科属的重要值计, 矮嵩草草甸中, 禾本科 (22192) > 菊科 (15148) > 龙胆科 (12163) > 豆

科 (11102) > 莎草科 (9147) > 蔷薇科 (6173) > 毛茛科 (6101) , 其余7科10属11种植物的

重要值为13174。其中, 紫羊茅 (F estuca rubra) 的重要值最大 (71738) , 其次为美丽风毛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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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山草甸主要植物群落组成及重要值分布

Table 1　The compo se and distribu tion of impo rtan t value in the m ain comm unitites of alp ine m eadow

群落类型
Pattern of
comm unity

小嵩草草甸
K. py gm aea

m eadow

矮嵩草草甸
K. hum ilis
m eadow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K. tibetica sw amp

m eadow

重要值范围
Ranges of

Ì

种数
N o. of
species

重要值
Ì

平均值
A verage

种数
N o. of
species

重要值
Ì

平均值
A verage

种数
N o. of
species

重要值
Ì

平均值
A verage

0～ 015 0 - - 2 0. 928 0. 464 2 0. 790 0. 395

015～ 1 4 2. 910 0. 740 11 8. 272 0. 748 4 2. 846 0. 712

1～ 2 14 21. 607 1. 543 13 17. 128 1. 318 5 7. 183 1. 437

2～ 4 12 31. 664 2. 638 14 40. 635 2. 903 4 9. 874 2. 469

4～ 8 3 15. 125 5. 078 5 33. 037 6. 616 6 32. 025 5. 337

8～ 16 1 8. 216 8. 216 0 - - 1 11. 691 11. 691

16～ 32 1 20. 318 20. 318 0 - - 0 - -

32～ 64 0 - - 0 - - 1 35. 611 35. 611

合　计
To tal

35 100. 00 2. 857 45 100. 00 2. 222 23 100. 00 4. 341

(S aussu rea sup erba, 61583)、矮嵩草 (61545)、异针茅 (S tip a a liena , 61170) 和垂穗披碱草

(E lym us nu tans, 61056) , 为该群落的优势种植物。主要伴生种有矮火绒草 (L eon top od ium

nanum )、麻花艽 (Gen tiana stram inea )、兰花棘豆 (O xy trop is ochocep ha lla )、雪白委陵菜

( P oten tilla n ivea) 等; 小嵩草草甸中, 莎草科 (24190) > 禾本科 (22112) > 菊科 (20147) >

龙胆科 (9107) > 豆科 (6177) > 玄参科 (5134) , 其余5科9种植物的重要值为11133。其中, 小

嵩草的重要值最大 (201320) , 为该群落的主要组成成分。次优势种依次为异针茅 (81216)、

美丽风毛菊 (51718)、紫羊茅 (51080)、垂穗披碱草 (41436)、麻花艽 (31778)等; 藏嵩草沼泽

化草甸中, 莎草科 (56184) > 菊科 (18147) > 禾本科 (14145) > 龙胆科 (3134)。其余5科6种

植物的重要值为6181。其中, 藏嵩草的重要值最大 (351611) , 其次为星状风毛菊 (S aus2
su rea stella , 111691)、华扁穗草 (B ly sm us sinocom p ressus, 71783)、二柱头镳草 (S cirp us

d istigm a ticus, 51960)、黑褐苔草 (Ca rex a tro2f usca , 51107)。主要伴生种有微约羊茅 (F es2
tuca n itid u la )、青海风毛菊 (S. kokonorensis) 和垂穗披碱草等。其中, 黑褐苔草、垂穗披碱

草、洽草 (K oeleria crista ta )、青海风毛菊、兰石草 (L ancea tibetica )、高山唐松草 (T ha lic2
trum a lp inum )、线叶龙胆 (G. f a rreri)、獐牙菜 (Sw ertia tetrap tera)、湿生扁蕾 (Gen tianop 2
sis p a lud osa) 等9个种群为3个群落中的共有种。它们分别占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和藏

嵩草沼泽化草甸总种数的20100%、25171% 和39113%。说明这些种在水分资源位上的生

态位宽度较大 (B i> 2100) , 不仅能适应土壤水分含量较小的小嵩草草甸, 而且也能适应土

壤水分含量较大的藏嵩草沼泽化草甸。此外, 有些植物水分资源生态位宽度较小 (B i=

1100) , 如小嵩草、披针叶黄花 (T herm op sis lanceola ta )、四叶律 (Ga lium bung ei) 等多生长

在较干旱的小嵩草草甸中; 又如藏嵩草、华扁穗草、星状风毛菊、斑唇马先蒿 (P ed icu la ris

long if lora )、天山报春 (P rim u la sibirica) 等植物仅生长于沼泽化草甸或土壤水分较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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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滩地。

212　种2面积分布曲线

根据测定资料所作出的种2面积曲线 (图1)表明, 随着样方面积的增大, 样方内的种数

随之增多, 样方面积在0125m 2前种数增加明显, 其曲线斜率较大, 样方面积大于015m 2后

种数增加不明显, 曲线较平滑。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

化草甸的种数和样方面积间的关系可用对数曲线表示, 其表达式分别为:

S kh= 42. 9804+ 2. 3904 L nX (r= 0. 9320　n= 17　p < 0. 01)

S kp = 31. 3488+ 3. 0554 L nX (r= 0. 8855　n= 15　p < 0. 01)

S k t= 20. 2427+ 2. 2913 L nX (r= 0. 8937　n= 16　p < 0. 01)

式中: S kh、S kp和 S k t分别为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的种数。

X 为样方面积 (m 2)。

图1　高山草甸主要植物植物群落种2面积曲线

F ig. 1　T he curve of p lan t species and samp le

area of m ain comm unities in alp ine m eadow

h: 矮嵩草草甸　K obresia hum ilis m eadow

　　p: 小嵩草草甸　K. py gm aea m eadow

t: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K. tibetica sw amp m eadow

根据实测的结果, 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

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可能出现的种数分别为

57、42 和 31 种。当 样 方 面 积 为 010625m 2、

0125m 2、015m 2时, 矮嵩草草甸出现的种数分别

为 36、43、45 种, 约 占 总 种 数 的 63116%、

75144%、78195% ; 小嵩草草甸出现的种数分别

为 18、32、38 种, 分 别 占 总 种 数 的 4216%、

76117%、90148% ;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出现的种

数分别为8、22、25种, 分别占总种数的25181%、

70197%、80165%。当样方面积为0125m 2时, 3种

群 落 类 型 所 出 现 的 种 数 可 达 70197%～

76117% , 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全部出现。当样

方面积扩大到 015m 2, 所出现的种数可达

78195%～ 90148% , 所增加的种数明显减少。如果样方面积扩大到1m 2或更大, 则有少数

稀有种或者是特殊生境 (鼠害或人为破坏的秃斑地)下侵入的一年生植物或退化草地的先

锋植物出现。由此可见, 在高山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的最小样方

面积为0125m 2或015m 2较为适合。

213　种2多度分布模型

M ay (1975; 1981)和 Giller (1984)的研究指出, 种2多度关系可由对数正态分布定量的

描述, 在这些模型中可以通过参数的不同性和相似性很容易地比较各种群落。为了比较小

嵩草草甸、矮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植物群落结构及种2多度分布格局, 将观察的

相对重要值数据按0～ 015, 015～ 1, 1～ 2, 2～ 4, 4～ 8, 8～ 16, 16～ 32, 32～ 64等几个区间划

分为多度等级, 并将观测的数据处理为频度分布的形式, 计算出每个多度级或倍频程上种

的数目。采用LO GNORM. BA S 程序 (Jhon et a l. , 1990) , 在A ST 2386微机上运行, 并用不

同的 a 和 S 0反复迭代到公式 S (R ) = S 0e- (a2R 2)中, 参数 a 和 S 0近似值由下式给出:

a= Q S R ( (L nS (0) öS (R m ax) ) ö(R 2
m ax) )

S 0= e L nS (R ) + a2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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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0为众数倍频程上种数的观测数目, S (R m ax)为距离众倍频程最远的倍频 (R m ax)表示

种的观测数目L nS (R ) 为每个倍频程上种观测数目对数的平均值, Rϖ2为R
2的平均值。

根据这些倍频程上的观测值和期望值之间的离差值最小的原则拟合的种2多度分布

模型如下:

S kp (R ) = 11e- (0. 250R 2) (X 2= 2. 69　n= 6　p > 0. 05)

S kh (R ) = 13. 5e- (0. 244R 2) (X 2= 2. 18　n= 6　p > 0. 05)

S k t (R ) = 5e- (0. 101R 2) (X 2= 4. 79　n= 8　p > 0. 05)

式中: S kp (R )、S kh (R )、S k t (R ) 分别为小嵩草草甸、矮嵩草草甸、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第R 倍

频程上的种数。

图2　高山草甸主要植物群落种2多度及

个体数分布格局

F ig. 2　T he distribu tion pattern of species2

abundance and individual num ber of m ain

comm unities in A lp ine m eadow

——　种数　N o. of species　　

222　个体数　Individual num ber

由图2可知, 小嵩草草甸、矮嵩草草甸、藏嵩草沼

泽化草甸种2多度分布均呈对数正态分布, 符合种2
多度关系正态分布的假说, 但分布格局具明显的差

异。其中, 小嵩草草甸的种数为11, 群落种数实测值

为35, 期望值为37186。根据公式: S
3 = 1. 77 (S 0öa )

(Jhon & Jam es, 1990) 的计算, 可以观测到种的理论

值 (S 3 ) 为38194; 矮嵩草草甸的种数为1315, 群落种

数实测值为45, 期望值为46132, 理论值 (S
3 ) 为

48137;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的种数为5, 群落种数实测

值为23, 期望值为25177, 理论值 (S 3 ) 为27190。其结

果表明, 实测值期望值和理论值基本相近, 每个群落

仅有2～ 3个种没被观察到。每个倍频程上种的个体

总数随着种的丰富程度的增大而增加 (图2) , 小嵩草

草甸、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种的个体数分别由少数最

丰富的小嵩草种群和藏嵩草种群组成, 它们的个体

数分别占群落总个体数的55171% 和74139% , 而矮

嵩草草甸没有明显的优势种, 是一个多优势种群落,

群落个体数主要由这些优势种共同组成。

214　高山草甸不同植物群落类型的环境特征

由于小嵩草草甸、矮嵩草草甸和藏嵩草沼泽化

草甸植物群落所处地形、地貌的不同, 其生态环境具

明显差异 (表2)。小嵩草草甸的土壤坚实度最大, 矮

嵩草草甸居中,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最小。而土壤含水量则与土壤坚实度相反, 并随着土壤

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地表温度依次为小嵩草草甸> 矮嵩草草甸>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冠层

湿度依次为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矮嵩草草甸> 小嵩草草甸。若按不同冠层水平上太阳总

辐射强度的日平均值分析, 小嵩草草甸植物群落在10cm、20cm、50cm 层次上所接受的太

阳总辐射强度最大, 其次为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矮嵩草草甸最小。其反射辐射依次为小嵩

草草甸>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矮嵩草草甸。太阳辐射强度和反辐射强度的这种变化规律

与植物群落所处的地形、坡向和植物的盖度、密度、株高等结构特征有关。气温和植物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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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依次为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小嵩草草甸> 矮嵩草草甸。经相关分析表明, 土壤坚实度

与土壤含水量和冠层湿度呈显著负相关 (r= - 0. 9583, r= - 0. 9960) , 而与地表温度呈正

相关 (r= 0. 9297)。土壤含水量与冠层湿度呈正相关 (r= 0. 9431) , 与地表温度呈显著负相

关 (r= - 0. 9962)。由此可见, 环境条件和植物生理2生态特性的差异是形成植物群落种类

组成和种2多度分布格局不同的主要原因。小嵩草草甸由于土壤坚实度大, 含水量小, 多处

在阳光充足的滩地和山地阳坡, 以中旱生、旱生植物为主, 而且由植株矮小的莎草科和密

丛短根茎禾本科植物为优势种, 如小嵩草、异针茅、紫羊茅等, 这些植物以营养繁殖为主,

一般植物的种子不容易入土生根发芽。而藏嵩草沼泽化草甸则相反, 由于土壤含水量大,

地表常有季节性或终年积水, 土壤透气性差, 其群落组成以湿生或湿中生植物或具有特殊

通气根的植物为主, 一般植物不宜存活, 仅在草丘上零星分布有一些禾草, 因此藏嵩草草

甸植物群落结构简单, 外貌整齐, 优势种藏嵩草处于明显地位。矮嵩草草甸的土壤坚实度、

含水量和相对湿度等环境条件介于小嵩草草甸和藏嵩草草甸之间, 土壤较疏松, 通气、透

水性较好, 能适应多种植物的生长和繁殖, 群落的种类组成较丰富, 优势种不明显。

表2　高山草甸主要植物群落的环境因子

T able 2　T he environm ental facto rs of m ain comm unities in A lp ine m eadow

小嵩草草甸
K obresia py gm aea m eadow

矮嵩草草甸
K obresia hum ilis m eadow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K obresia tibetica

sw amp m eadow

土壤坚实度

H ardness of so il (kgõcm - 3) 17. 39 8. 34 2. 99

土壤深度 土壤含水量

So il dep th W ater con ten t of so il (% )

0～ 10cm 35. 38 44. 50 63. 28

10～ 20cm 31. 84 40. 88 58. 45

20～ 30cm 27. 34 36. 72 59. 80

30～ 40cm 26. 27 - 50. 98

X 30. 21 40. 70 58. 13

垂直高度V ertical h igh 10cm 20cm 50cm X 10cm 20cm 50cm X 10cm 20cm 50cm X

太阳总辐射 (×10100L X)

So lar global radiation 852. 4 869. 5 890. 0 870. 6 771. 8 804. 7 779. 5 785. 3 779. 1 845. 5 855. 7 826. 8

反　　　射 (×10100L X)

Reflection 21. 9 23. 2 28. 6 24. 6 13. 4 23. 8 26. 8 21. 3 18. 4 23. 0 27. 1 22. 8

气　　　温 (℃)

A ir temperatu re 20. 2 18. 3 18. 0 18. 8 20. 1 18. 8 16. 7 18. 5 20. 6 19. 6 - 19. 7

叶　　　温 (℃)

L eaf temperatu re 21. 1 18. 2 - 19. 6 20. 6 18. 4 - 19. 5 20. 9 19. 6 - 20. 3

地表温度 (℃)

So il su rface tem. 23. 0 21. 9 19. 3

相对湿度 (% )

Relative hum idity 55. 2 48. 8 45. 6 49. 9 58. 0 53. 0 50. 3 53. 8 61. 8 55. 8 48. 7 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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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态学报》在京召开常务编委扩大会议

由中国植物学会主办的《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扩大会议, 于1998年2月27日在北京香山中国科学

院植物所召开。来自植物所、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等10位常务编委出席了会议。主编陈伟烈主持会议,

向编委汇报了四年来学报的工作与近况, 提出了希望大家讨论的议题。编委们踊跃发言, 气氛热烈, 对

《植物生态学报》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编委会五年来的工作总结

1993～ 1998年《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经历了自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一是经费紧张。其二是

编辑人员不足。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植物生态学报》仍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据出版局统计,

1997年全国500种科技期刊归在“生物口”的学报中的刊物影响因子我刊排名第一。1998年我刊又加入了

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入编了“中国信息网络资源系统 (电子期刊)”。同年, 又取得了出版

委出版基金的支持。这些都是广大作者各位编委和编辑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研讨了《植物生态学报》1998年改革的问题

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植物生态学报》将如何面对新的挑战。编委们一致认为, 质量是《植物生态学

报》的生命线。保证和提高学报质量是编辑和组稿工作中最重要的课题。围绕提高期刊质量, 编委们提出

了可以约请进行着植物生态学前沿问题研究的专家, 用新资料, 新观点, 新文献, 新工作进行研讨, 论述

当前生态学研究热点和动态, 活跃刊物的学术气氛, 增加期刊的时效性和质量。

会上, 生态中心、北大和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编委们介绍了改进和加强办刊的做法和设想。植物所

编委们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与会其它编委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建议, 力争每期刊登1篇论

述植物生态学前沿问题的综述或论文。

主编在最后发言中指出: 现在几乎所有学术期刊都有一个期望, 即进入 SC I(Science C ita t ion Inder)

的检索系统, 但这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我们希望《植物生态学报》的论文作者, 学报编委和编辑部共同努

力, 使学报质量进一步提高。待条件成熟时尽其自然。希望大家和编辑人员为此作出贡献。

(孙冬花　张丽赫)

343　4 期 王文颖等: 青海海北地区高山嵩草草甸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及其分布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