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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地区主要植被类型有三类
,

即温性草原
、

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
。

温性草原主要分布于

研究地区东段湖滨平原上 高寒灌丛分布于山地一定海拔范围内 一 高寒草甸

主要分布于海拔 一 之间
。

群落中优势种的重要值沿海拔梯度呈
’

钟形
”

或近似的
“

钟形
”

变化趋势
,

即优势种在沿海拔梯度分布上有一最适区
,

但不同种群其最适区彼此分离

而优势种在其分布区边缘则常常相叠
,

表明群落之间并无明显界限
,

这与物种的独立性原则

和群落连续性原则相吻合
。

另外
,

群落 。 多样性及 俘多样性沿海拔梯度都呈近似的
’‘

钟形
”

变

化曲线
,

其在海拔 左右均有最大值
,

而且在海拔较低地段
,

群落多样性指数变化急骤
,

而在海拔较高地段
,

多样性指数变化相对平缓
。

初步分析
,

水
、

热条件及其组合状况可能是造

成植被区植被分布及群落多样性变化的直接环境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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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微咸水湖泊
。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对周围环境的

深刻影响
,

历来受到各界学者和专家的瞩 目
。

自晚冰期末期以来
,

湖区的气候经历了冷

暖干 暖湿 凉湿 温干 冷干等几个时期
,

植被类型也随气候的变化而发生 了较大的

变化 ,
·

〕。

植被受环境条件的影响
,

同时植被也会影响环境
。

近百年来
,

由于全球性气候

转暖
,

青海湖水位持续下降而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

诸如鸟岛连续
、

土地沙化
、

草场退化

等
,

从而使该地区植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

本文对青海湖湖盆南部

的植被与海拔梯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

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的植被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提供一些参考
。

关于该地区的 自然地理概况和取样方法
,

作者已有报道川
。

为节省篇幅
,

在此不作赘

述
。

植被类型及其沿海拔梯度的分布规律

青海湖地区的植被与其相邻的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的植被相 比
,

有其独特

性 〕。

主要植被类型有温性草原
、

高寒草甸
、

高寒草原
、

高寒灌丛
、

高山流石坡植被
、

沼泽

草甸和沙生植被
。

青海湖湖盆南部
,

主要植被类型包括温性草原
、

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三

大类
,

局部地方亦有沼泽草甸和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的分布
。

东
、

西两个样带中
,

植被的垂直分布有所差别
。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
,

东段样带中植被

类型依次为华扁穗草
, , 沼泽草甸 约 左右 一扁穗冰草

扔
,

镰形棘豆 勺 草原
、

艾发草 ‘ ,卜

草 原 和 短 花 针 茅 ’ 草 原 一 一 矮 篙 草

草 甸 一 金 露 梅 灌 丛
、

山 生 柳

灌丛和鬼箭锦鸡儿 灌丛 一 矮篙草 发草

草甸和高山篙草 草甸 一 一高

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以上 而西段样带为 华扁穗草沼泽草甸 约 垂穗

披碱草 ‘ ,

人工草地 约 左右 矮篙草草甸 一 金露

梅 山生柳灌丛
、

山生柳 金露梅 鬼箭锦鸡儿灌丛和金露梅灌丛 。一 矮

篙草 高山篙草草甸 一
。

优势种与海拔梯度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
,

每种植物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生态适应空间
,

在此空间内
,

物种按

其 自身的生理
、

遗传特征和对影响它们的环境因子的反应而分布着川
。

为了探求植物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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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拔梯度之间的关系
,

下面对群落中优势种的重要值沿海拔梯度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和讨论
。

重要值依下列公式计算

。。。。。二一恻哪阁
式 中

, 、
为种 群

户
’‘ ‘

在群落中的重 要值
,

式

和
、

分别为 在群落中的相对频度和相对

盖度
。

温性草原群落中优势种的重要值随海

拔梯度的变化

温性草原主要分布于东段样带中的湖滨

平原上
,

优势种为扁穗冰草和短花针茅
。

其重

要值沿海拔梯度的变化如图 所示
。

扁穗冰

草在海拔 左右
,

重要值达到最大 而

短花针茅重要值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左右
。

离开此海拔高度
,

它们的重要值均呈下

降趋势
。

高寒灌丛中优势种重要值随海拔梯度

的变化

高寒灌丛在研究地 区 的各种植被类型

图

海拔 、

温性草原中优势种的

重要值与海拔梯度

。匀
,

中
,

占有很大 比例
。

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有金露梅
、

山生柳和鬼箭锦鸡儿
,

其重要值沿海拔

梯度的变化情况见图
。

虽然在两条样带中三种植物的重要值沿海拔梯度的变化不太一

致
,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

即分别在某一特定海拔高度上
,

它们的重要值有最大值
,

而离开此

海拔高度
,

重要值亦呈下降趋势
。

巧

一罗。吕﹂。已工玛豁侧
吕

海拔 海拔
。

。。、。吕。︸﹄三玛豁侧

图 高寒灌丛中优势种的重要值与海拔梯度

东段样带 西段样带
一

尸 少

矮篙草的重要值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矮篙草是高寒草甸的主要建群种之一
,

也是矮篙草草甸中的优势种
。

高寒草甸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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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较广
,

矮篙草在整条样带中都有分布
。

图 为两条样带中矮篙草的重要值沿海拔

梯度的变化情况
。

东
、

西样带中
,

矮篙草的重要值沿海拔梯度的变化大致相同
,

都在一定海

拔高度上出现了最大值
,

但东段峰值所对应的海拔高度均较西段为高
。

群落多样性与海拔梯度

植物群落作为植物种群对环境梯度反应的集合体
,

其本身的特征随组成群落的种群

变化而发生变化图
。

群落多样性是反映群落内种群组成状况的一个指标
。

下面重点讨论研

究地区群落的 多样性和 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情况
。

多样性与海拔梯度
多样性是反映植物群落内种群数量大小的一个指标

,

一般以群落内出现的种群数

来表示
。

图 为东
、

西两样带中植物群落 多样性随海拔梯度的变化情况
。

」

六之
、

刀刁
么广“‘心

、 ·

令
、

二汉、了

公﹃的﹄。﹁担址姚
。

吕︶聋。。祠。
﹄。日工玛廊侧

,

海拔

图 矮篙草的重要值与海拔梯度

东段样带 西段样带

,

,

海拔

图 群落 多样性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东段样带 西段样带

日多样性与海拔梯度

俘多样性是反映相邻植物群落间种群组成差异大小的一个指标
。

俘多样性的计算公式

较多
,

这里我们采用 和 」日多样性计算公式

。一 旦二丝 土三二丝

式中 夕为海拔 处群落的 月多样性指数
,

为新增加的种群数
,

为失去的种群

数 相对于海拔 处样方相邻的低海拔样方而言
,

为海拔梯度
,

舀为所有样方中出现

的种群数的平均值
。

月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所示
。

讨 论

就青海湖地区的气候因素而言
,

东
、

西部也呈现一定的差异
,

年 平 均 温 度 由东 向

西 逐 渐 降低 海晏
,

刚察一
、

,

天峻一 它
,

年平均降雨量也逐渐降低 海晏
、

刚察
、

天峻分别为
、 、 ,

而且由于地形因素的影响
,

西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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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
。工。邑塑耸镜巴

形雨丰富
。

所 以东
、

西段样带中植被的垂直分

布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
。

在湖盆南部的

两个样带中
,

温性草原仅分布在东段湖滨地

带
,

而西段样带中
,

高寒草甸却 占有相当大 比

例
。

群落中的优势种
,

其重要值随海拔梯

度均呈现 出一定 的变化规律性
,

但其变化基

本上呈渐变形式
。

在相邻两个群落之间
,

没有

明显界限
,

这可 以从相邻群落中优势种 的重

要值沿海拔梯度变化趋势看 出
,

即相邻群落

中优势种的重要值并非在两群落之间的过渡

区突然降低为零
。

但由于东
、

西两样带所处的

气候条件略有不 同
,

所 以 即使同一类型 的群

落
,

其优势种在海拔梯度上均呈现 出一定程

度的差异
,

如鬼箭锦鸡儿在东段 左右

海拔

俘多样性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东段样带 西段样带

图

重要值达到最大
,

而在西段
,

其重要值最大值出现在 左右
。

但总的来说
,

群落中优

势种的重要值在海拔梯度上均有一最大值
,

离开此海拔高度
,

重要值呈下降趋势
。

另外
,

从图
、 、

中明显可以看出
,

不同植物重要值的最大值所对应的海拔高度均不

相 同
,

这无疑避免了物种之间的竟争
,

这也是植物长期适应外界环境 包括生物和非生物

环境 的结果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多样性指数在东
、

西两样带中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
,

即随着

海拔高度的升高
,

多样性也随之增大 到达一定海拔高度后
,

多样性又随着海拔高度升

高而下降
。

多样性在整个样带中随海拔梯度呈近似的
“

钟型
”

变化曲线
,

只是在海拔较低

的地段
,

多样性随海拔高度的升高急剧增大
,

但在海拔较高地段
,

多样性随海拔高度的

增加而呈现出较缓慢的下降趋势
。

不同地区群落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表现 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

研究大烟 山
、 ,

塞斯克由山 及卡塔林那 山

群落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变化情况时发现
,

在大烟 山
,

草本和

灌丛种的多样性与海拔无明显相关性
,

而在其它两处
,

草木植物多样性沿低海拔向中海拔

逐渐升高
,

而后又随海拔的上升而下降图
。

后者与我们的结论相近
。

青海湖地区海拔均在

以上
,

属典型的大陆性 中纬度高海拔寒冷半干旱气候
。

处于这种气候条件下
,

水
、

热组合就成为影响植被和组成植物群落的植物种群的主要环境因子
。

一般情况下
,

沿海拔

梯度降雨量升高
,

温度下降
。

在整个样带的低海拔地段
,

一些旱中生植物 占据优势地位
,

中

海拔地段降雨量有所增加
,

加之气温下降使一些耐寒种类大量进人植物群落中 巨大湖体

在此海拔地段也常常产生
“

冷湖
”

效应
,

多样性呈现出最大状态 随着海拔高度的继续

升高
,

一些耐寒程度较低的植物逐渐消失
,

使 多样性呈现出较平缓的下降趋势
。

俘多样性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样带中相邻群落取样间的差异程度
,

如相邻的两个植

物群落在种类组成上相差较大
,

俘多样性就越大 反之 母多样性就越小
。

图 中
,

东
、

西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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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中群落 俘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具有 比较一致的变化规律
,

即在约 一 之间
,

多样性 曲线随海拔升高而上升
,

到 之后随着海拔的升高而下降
,

但在下降过程

中
,

黑马河一塔温山样带中 日多样性呈较平滑的下降趋势 而青海湖渔场一龙保欠 山样带

中
,

高寒草甸 俘多样性则呈波动式下降
,

这些变化趋势与两样带中群落类型有关
。

在黑马

河一塔温山样带中
,

高寒草甸的分布范围很大
,

所以 日多样性曲线相对平滑
。

一

,

之间
,

华扁穗草草甸
、

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
、

矮篙草甸和金露梅灌丛依次更替
,

而且三

类群落在组成上差异较大
,

俘多样性在此范围处于上升状态 。。一 之间
,

为高寒

灌丛分布带
,

即使优势种随海拔的升高而有所变化
,

但群落内伴生种的变化不大
,

日多样

性在相应的海拔范围内呈现出下降趋势 在 一 。。 之间
,

为高寒草甸所 占据
,

虽

然随着海拔的升高群落内种群组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但其变化与不 同群落类型之间的

过渡相 比
,

有本质的区别
,

所以在此海拔高度上
,

俘多样性呈缓慢下降状态
。

东段样带中
,

低海拔地段以温性草原为主
,

中海拔地段及高海拔地段分布着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
,

不同

类型的群落其种群组成上一般差异较大
,

故群落类型的改变也会引起 俘多样性的升高
。

海拔梯度是一复合梯度
,

随着海拔梯度的变化
,

其它一些环境因子
,

如降雨量
、

气

温
、

土壤理化性质等也相应发生 了变化
。

从我们对土壤的部分性质的初步测定结果来看
,

土壤水分
、

有机质含量均随海拔梯度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
。

山地气候随海拔升高
,

降水

量有所增加
,

温度则相应下降
。

根据降雨量和气温沿海拔梯度的变化情况
,

整个样带大

致可划分为三段
,

即低海拔地段 一
、

中海拔地段 一 和高海拔

地段 以上
。

低海拔地段温度相对高
,

降雨量小 中海拔地段具有适中的温度和降

雨条件 高海拔地段降水量大增
,

但气温却相应下降
。

由植被类型沿海拔梯度的分布可以

看出
,

在研究地 区
,

水
、

热条件及其组合状况是影响该地 区植被分布
、

特征的主要环境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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