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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与
植被的 指标对柴达木地区植被

气候关系的初步分析

周绮玲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所

,

兰州
,

周立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摘要 我们以张新时用 植被的 可能蒸散 指标所作出的可能蒸散的多元回归模

型和他对 的修正系统对柴达木地区的植被一 气候关系初步分析
,

二者在柴达木地区植

被一气候相关性规律较好
,

这两种方法基本上适用于柴达木地区的 自然条件
。

二者相 比较
,

只是用

的方法所估算的可能蒸散 要 比实际中的较小一些
,

的方法相对 比较

精细一些
。

关键词
, ,

柴达木
,

植被一气候关系
,

可能蒸散
。

引 言

,

估算可能蒸散 〔 〕的方法在美国最著名且得到最广泛的应用
,

它 已被

气候学家
、

植物生态学家在气候分类与联系植被一 气候的定量相互关系时大量应用
,

已具有国

际性意义
。

在我国对 方法应用最早者应首推陶诗言在其中国气候分区中的应

用 〔 〕,

并得到国内学者的承认
。

但因其计算繁杂和 国内缺乏供其应用的专门计算表而未能广泛

应用
。

近年来张新时所研究的 方法的计算机程序 〔 〕,

使其在我 国普遍使用成为

可能
。

在可能蒸散计算方法与植被一 气候分类系统中
,

的生命地带

分类 〔 〕及其拟定的生物温度 和可能蒸散率
,

因其与植被类型联系密切而被广泛应

用
,

但未被我国有关学者普遍了解而 尚得不到推广
。

张新时等近年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对

该系统的指标界限作了正确的修正 〔 〕,

为我 国在这项工作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
。

我们根据多年来对柴达木地区植被的实际调查工作
,

并应用当地已有的气象站资料对青

海省柴达木地区植被一 气候关系进行对 比分析
,

以便为今后深人研究该地区植被 气候分类

工作提供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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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与 的修正分类系统在柴达木地区

植被一气候关系分析中的应用

柴达木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高海拔内陆山间盆地
,

位于青海省的西北部
。

东部同青海省境

内的青海湖盆地
、

共和盆地相连
,

西部同新疆的南疆相邻
,

南部为东昆仑山
,

北部为阿尔金 山与

西祁连山
,

隔山与甘肃河西走廊相连接
。

盆地内海拔 。。一 恤
,

一般约
,

四周的山地

以上
,

终年积雪
,

形成冰川
,

最高峰可达 以上
。

盆地东西长约
,

南北宽约
,

面积 万
,

是我国第三大内陆盆地
,

是一个典型的封闭高原盆地
。

是青藏高原内

特殊的沉陷地块
,

在地质构造上是青藏高原整体的一部分
。

在盆地内自晚中生代到新生代
,

出

现了深厚的沉积层
,

仅新生界厚达 。。 可能包括白噩纪在内
。

根据柴达木地区 个气候观测站的地面气候资料
,

并应用张新时以
,

计算 与气候分类方法对我国 个气候台站资料计算分析结果得出的可能蒸散地理回归

模型 〔“和他对 的修正系统 〔 〕,

计算统计柴达木地区主要植被类型 包括植被型
、

群系

及群系结合体或复合体 分布地区的可能蒸散值
、

湿度指数
、

生物温度
、

可能

蒸散率 和生命地带
。

地理回归模型

一 一 一

式中 为可能蒸散值
,

为纬度
,

为经度
,

’ 为海拔高度
。

根据全年各月的湿润与干旱指标计算当年的湿度指标 一 一 。

式中 一 一

为降水量 大于可能蒸散时的水分盈余 为降水量 小于可能蒸散时的水分亏

缺

一 一

的可能蒸散率公式

一

式中 为生物湿度 限定于植物营养生长范围内
,

一般为 。℃一 ℃

根据周立华等 万青海省植被图‘

生要植被类型通过上述计算分析结果如

下

落叶阔叶林

胡杨 林分布地区的 为
,

为一 为 ℃
,

为
,

年降水量
。

属于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亚高山荒漠生命地带
。

常绿针叶林

青海云杉 林分布地 区的 为
,

为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中温中湿型气候
,

为山地草原生命地带
。

祁连圆柏 林分布地区的 为
,

为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山地森林生命地带
。

草 原

沙生针茅 草原分布区的 为 写 一
,

为一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中 低 湿气候
,

为山地草原生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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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草
、

紫花针茅 草原分布地区的 为
,

为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冷温度荒漠生命

地带
。

友友草 草原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一 为 ℃
,

为
,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冷温带荒漠灌丛生

命地带

灌木及小乔木荒漠

膜果麻黄 砾漠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一 为 ℃
,

为 “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生命地带
。

唐古特白刺 、 、

毛叶白刺 荒漠分布地区的

为
,

为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北方荒漠

生命地带
。

短穗怪柳 驻
、

多枝怪柳 荒漠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冷

温带荒漠生命地带
。

翠枝怪柳 荒漠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北方荒漠生命地带
。

梭梭 荒漠分布地区的 为
,

为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冷温带荒漠灌丛生命地带
。

么 小半灌木荒漠

圆头沙篙 沙漠分布地 区 的 为 一
,

为 一

—
一 。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低湿型气候
,

为山地草原生命地

带
。

篙叶猪毛菜 砾摸分布地 区 的 为 一
,

为 一

—
一 。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生命地

带
。

合头草 砾漠分布地区 的 为
,

为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生命地带
。

驼绒黎 砾漠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生命地带
。

细枝盐爪爪
、

盐爪爪 盐漠分布地 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

山地荒漠生命地带
。

黄毛头 。‘ , 、

红砂 荒漠分布地

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为
,

年降水
。

属低

温低湿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灌丛生命地带
。

篙叶猪毛菜
、

驼绒黎
、

红砂
、

中麻黄 低山岩漠地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为
,

年降水 乓
。

属低温干早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生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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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灌丛
金露梅 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

为
· ,

年降水
,

属中 低 温湿润型气候
,

为亚高山森林生命地带
。

小叶金露梅 灌丛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一

—一 。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山地荒漠灌丛生命地

带
。

毛枝山居柳 灌丛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亚高山森林生命地带
。

高寒草甸

矮篙草 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

为 。
,

年降水
。

属低温 寒冷 湿润型气候
,

为高山高寒草甸生命地带
。

线叶篙草 草甸分布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高山高寒草甸生命地带
。

篙草 草甸分布 区的 为 一
,

为 一
,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亚高山森林生命地带
。

沙生风毛菊
、

矮风毛菊 草甸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高

山高寒草甸生命地带
。

高寒草原

大紫花针茅 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
,

为 。 ,

年降水
。

属寒冷湿润型气候
,

为高山高寒草原生命地带
。

高寒荒漠

垫状驼绒黎 高寒荒漠分布地区的 为
,

为
,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早型气候
,

为高山高寒荒漠生命地带
。

唐古特红景天 高寒荒漠分布地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为
,

年降水
。

属寒冷干旱气候
,

为高

山高寒荒漠生命地带
。

高山垫状植被

该植被类型主要为甘肃雪灵芝
、

垫状点地梅
、

簇

生柔子草 垫状植被
,

分布区的 为
,

为 为

℃
,

为 。 ,

年降水
。

属寒冷湿润型气候
,

为高山高寒草甸生命地带
。

·

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该植被类型主要为水母雪莲
、

雪灵芝
、

唐古特红景天高山流石坡稀疏

植被
。

分布地 区 的 为 一
,

为 一 为
,

为
,

年 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高山高寒草甸生命地带
。

草甸

马蔺 草甸分布地区 为
,

为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湿润型气候
,

为北方荒漠生命地带
。

赖草 草甸分布地 区的 为
,

为
,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北方荒漠生命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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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 草甸分布区的 为 一
,

为一

—
一

为 ℃
,

为
,

年降水
。

属低温干旱型气候
,

为北方荒漠生命地带
。

分析讨论

经过对 比分析
,

就方法本身而言
,

虽然在 与 计算可能蒸散的方

法上有所差异
,

但就可能蒸散指标来说
,

都涉及到了热量与水分两个重要的生态因子
,

因此根

据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可能蒸散进行植被一气候分类则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

与

击记 方法在柴达木地区植被一 气候分类的应用中
,

其相关规律性都较好
,

这两种方法基

本上适用于柴达木地区的 自然条件
。

通过实际应用正如 〔 〕所说的那样
,

方法估算的可能蒸散要 比实际 的小一些
。

比较而 言
,

的方法较精细些
。

记 的修正分类系统在柴达木地区的应用中
,

与本地区的植被分区相 比较
,

柴达木地区

的生命地带与植被分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

各相应的生命地带与植被的分布具有很明显的对

应性
。

柴达木地区盆地 内的海拔高出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约
,

而低于青藏高原面将近
,

似为温带荒漠平原向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阶梯
。

从 与 击 植被的

可能蒸散 指标对柴达木盆地内的植被一 气候关系分析来看
,

盆地内部的植被为塔里木盆

地和河西走廊荒漠的连续分布
。

但因海拔高
,

温度低而又稍不同
,

在东部由于多少受东南季风

和西南季风的影响
,

而 比相邻的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要湿润一些
,

具有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

的性质
。

在盆地 内具有特有成分如 柴达木沙拐枣 和柴达木猪毛菜
。 。 〔 〕等

。

除四周的中高山植被一 气候类型大部分属于青藏高原的植被类型

外
,

盆地内则属于荒漠植被一 气候类型
,

这一点除了用 和 的方法得

到证实外
,

也可从盆地内植物群落的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的区系成分进一步核实
。

如 盆地内

属于地中海一 中亚区系成分的有驼绒黎
,

中亚荒漠广泛分布成分有胡杨
、

白刺
、

怪柳
。

亚洲 中部

荒漠成分有膜果麻黄
、

唐古特白刺
、

篙叶猪毛菜
、

合头草
、

盐爪爪等
。

中亚成分有梭梭
、

红砂
。

温

带亚洲成分有赖草
。

北温带成分有冰草等
。

荒漠草原种的友友草也
,

分布较广
。

由上述各种情

况来看
,

柴达木盆地内的植被划为荒漠区当无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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