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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与环境因子关系 

的初步研究 

刘 庆 周立华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 0041)^ (中国'f4q"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 810001) 

f4摘要依据对青海湖北岸 个群落的样方 i 署．于 喜 据．用主分量分析 排序技术和 
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湖滨平原植物群落在空间地理上的分布格局， 及群落结构特征和环境梯度之间的 

关系。结果表明：植物群落的类型分布主要决定于环境中的土壤水分舍量及土壤全盐古量 。代表植物群 

落结构特征的生物多样性(x )和生态优势度 ( )分别与环境梯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但是 ，这两个指 

标和第一主分量排序轴(土壤水分度 ，y)的二元线性 回归关系显著，回归模型为：Y=一 ．85+ 1 47X 

+ 10． IX2(P < 0．O1)。 

关 排序：数学模型；生物多样性；生态优势度：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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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ighteen plant communities were surveyed by quaduats in the north shore of 

Qinghai Lake．The communities were analyzed using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rdination and regression procedure to determ in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the p[ant eom 

munki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lant com munities were clo~ly retated  to the moisture 

and salt content of soil．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ies diversity or ecological dom inance of 

the communities and gradien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was not significant．but the two in— 

dexes of community showed  multivarient lin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 

nent． or the gradient of soil water．and the regression model as be low：Y 一 —— 4．85 + 

1．47X】+ 10．71X2 ，尸 < 0．01)． 

Key words Qinghai Lake；Plant communitie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rdination； 

M athematical model：Species diversity：Ecological dom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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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和环境因子的关系是植物生态学的一个中心议题 ，主要通过直接梯度分 

析和间接梯度分析的方法进行定量描述和解释。排序是梯度分析的一个主要技术 ，极点 

排序(PO)、相互平均 法(RA)、主分量分析 (PCA)、典范对应分析(CCA)和无倾向对应分 

析 (DCA)等排序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植被的梯度分析中 。 近年来 一关于排序结果的 

环境解释进一步发展 r植物群落学的分析手段。目前．排序分析通常多对群落数据矩阵进 

行 所得到的组合排序轴一般能反映某些真实的环境要素的组合 ，但这种排序实际上是 

在种空间来划分样地或群落类型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要从这个排序空间中找出可以 

解释的假想环境变量往往带有主观性。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是我国最大的高原内 

陆微咸水湘 ]。近年来 ，科技工作者对该地区的植被类型、分布规律、植被图、群落数量分 

类、群落特征和植被演替趋势等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 ，但缺乏对植被与环境关 系 

的数量分析研究。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研究用环境空间来描述植物群落之间．以及 

群落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用群落结构特征的定量指标来分析群落与环境因子之 间的 

关系。这种植被数量分析的研究，必将更加充实该地区植被的研究内容．为生产实践和探 

讨该地区的环境变迁提供基础资料。 

1 研究地区的自然概况 

1．1 自然条件概况 

青 海 湖 地 区 位 于 青 海 省 祁 连 山 南 麓．地 理 范 围 为 36。15 ～ 38。2O N， 

97。50 ～101。20 E。湖盆北面有大通山，东面有 日月山，南面有青海南山等高山环绕。全区 

有布哈河等 5o余条大小河流分布 本文所称青海湖北岸指青海湖盆地西 自鸟岛至东面 

的海晏湾以北、大通山以南的广大潮滨平原地区。 

青海湖北岸地貌分带明显，从湖边到大通山前有湖积平原、冲积平原、洪积平原、风积 

沙丘等。本研究主要限于海拔 3200~3320 m的湖滨地区 由于其相对高差为 1 2O m左 

右，没有明显的气候垂直分异，因此，与中、小地形差异相关的土壤、水、盐等状况成为决定 

该区植物群落分异的主导因素。主要土壤类型有沼泽草甸土、栗钙土 黑钙土 、风砂土和盐 

渍土等。土壤呈中性至碱性反应，pH值 7．3～9．2，含水量变化范围大(1_3 ～4o )．全 

盐量较高 (O．O9 ～1．8 )。 

青海湖北岸湖滨地区具有湖盆所在地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气候寒冷干 

旱。以湖滨地区的刚察县为例。全年以西北风和西风为主，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 ，年平均 

大风日数为 53．1 d。年平均气温为一0．5 C，相对极端最低温可达一31℃。年降水量为 

370．3 mm，且集中于 6～9月份 。年蒸发量为 1502 mm。由于巨大的青海湖的存在，形成 

该湖滨地带特有的气候变化：湖滨地 区的年均气温较周边地区高，气温 日较差减少，无霜 

期延长，太阳辐射强烈，湖滨地区降水量较周围山地减少，蒸发量较大 ，通常 白天多湖风 ． 

而夜晚多陆风 。 

1．2 植被特点 

青海湖北岸的地带性植被为温性草原-“]，以芨芨草 (Achnathet~m spte~lens)和短花 

针茅(Stipa breuiftora)等形成的群落为主，在湖滨呈环带状分布 。由于湖滨地区特殊的 

气候，以及土壤、水、盐等生态因子的差异性，形成丁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植被类型 湖水退 

缩后的盐碱地上发育着以星星草(Puccinettia tenriflora)、赖草(I．．eymus secalinus)和西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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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禾(Poa tibetica)等为主的盐碱地植被 ；湖滨及河流两侧的低洼滩地上，有 水生或湿生 

植物华 扁穗草 (Btysmus sinr~'ampressus)、水麦冬 (7’rigloctJin palusttre)和马蔺 (Iris “ d 

var．chine sis)等为主的沼泽草甸和草甸；在地形宽阔平坦的湖滨平原 由冰草(Agropyron 

cristat“ )、芨芨草和短花针茅等优势种形成温性草原 另外 ，在青海湖东北部的风积沙丘 

及西北部湖水退缩后的沉沙裸地 上还发育着 圆头沙蒿(Artewlisia sphaerocephalu)、刺叶 

柄棘A(Ozytropis aciphytta)等为优势种的部分抄生植被 本研究的 18个植物群落限 

于该区的前 3个主要植被类型 由湖边至湖岸阶地的湖滨地 区，植被依次分布为：沼泽草 

甸一草甸(或盐碱地植被)一温 性草原。 

2 研 究 方 法 

2．I 样地调查 

于 1990年 8月．对青海湖北岸湖滨平原的 l8个典型植物群落样地 进行样方调 查 

取样 ．每个样地分别随机设置 l m×l rfl的样方 1o个 ，测定样方内各种植物的数量、盖 

度、多度 高度和总盖度等 ．并根据样方数 目计算出各物种的频度。同时 ，测定样地的海拔 

高度和土壤石灰反应(用 HC1溶液滴测，视产生 CO：气泡情况分为强、中、弱和无共 4级 ． 

用数值表示为 4、3、2和 1级)；在样地中分别取 2个 0～20 cm深的土壤样品，实验室内测 

定土壤水分、全盐量及 pH值等 ]。 

2．2 数据分析 

2．2．I 重要值 

／V = (C 一 F )／2 × l00 (1) 

式中，c 为相对盖度 ， 为相对频度。 

2．2．2 物种多样性 根据 Shannon—Wiener指数测定物种多样性 。 

D一一∑( )l0g( ) (2) 

式中m 为第 i个种群的重要值(／3／)，N 为该群落中所有 s个种群的总重要值 ． 为群 

落中的种群个数。 

2．2．3 生态优势度 依据 Simpson公式计算 

C一> ( ．／N)z (3) 

式中^ 及 Ⅳ 含义同公式 (2) 

2．2．4 植物群落的排序 用群落的环境因子数据原始矩阵(表 1前 5项)进行PCA排序 

分析，程序用拉德维格等编制的 PCA．BAS⋯-在 AST486微机上进行计算 

2．2．5 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对环境梯度的数学模型 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 ，分别以各 

群落的 PCA的 Ax．和 排序值为因变量(y ，y )，以各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优势度 

(x ，X。)为自变量 ，用 PCREG．BAS程序 “ 在 AST486微机上进行运算 ．分析植物群结 

构特征对环境梯度的相关与回归，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3 结 果 和 分 析 

3．I 植物群落的 PCA排序 

采用表 1中前 5项环境因子数据，对青海湖北岸 18个植物群落进行 PCA二维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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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的环境因子殛群落数据 
Table l Comm unity data and~n~ ronm enta]factor characters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north shore of Qinghai Lake 

群藩编号 上壤水分 『上壤pH 皇盐量 高程 石灰厦应 多样性 生志优势度 
Community Soilmomture。 s0 I pH S0l【salt A Ltitude I Ecolo~dcal 

C1 7 06 l 8．10 0．674 3200 3 00 l_943 0．1S6 

C2 4．O7 l 8 06 O 437 3210 i．630 0．22D 

1 952 0 187 

2 463 O．1 32 

2．676 0．079 

2．660 0 O81 

2．362 0．11 5 

2 ∞ 7 0．1】2 

1．38B 0．53l 

1 j粕 0．248 

C3 3．31 l 8．1 5 0 066 3245 

0

O0 

1 547 0．。52 

C4 of124 321 5 

C5 9 36 8 1 3 O 414 3200 

C6 0 049 3205 

C7 2 48 J 8．12 0 022 3240 

C8 2 82 l 7．93 0．050 32,90 

C9 65．32 l 8 94 0．081 3210 

C10 1 5．22 l 8．76 0．079 322C 

C11 1 7．58 f 8．36 0 078 3225 

C1 2 1 34 8．82 0 01 7 3Z30 2．403 O 104 

C1 3 2．03 8．20 0．0鲫 3240 50 2．407 0 ll6 

1．991 0．1 75 

2 1 77 0．1 33 

2 1】1 0．164 

C1 4 1 9．73 l 8．11 0 81 4 3245 

7

75 

2． 0 121 

C1 5 1．72 l 8 47 0．016 3255 

C1 6 2．28 l 7．99 0．023 3265 

Cl 7 ．57 I 7 47 0 049 32ZO 

C18 8 68 { 8 73 O．1 65 3260 1．843 0．1 01 

c5渡伐早熟禾+青藏苷草+拄针叶黄华群落；c6瞢草+秒蒿群落；c7．赖草一获叶青蒿群落；c8．矮生嵩草__紫 
花针茅+沙蒿群l落 ；c9．刚毛荸荠群藩}C10．水麦荨+华扁穗草+太花嵩草群落；C11．华扁穗草+荸荠+斑唇马 

先蒿群蒋；C1 2．鹅缄委陵菜+镰形棘豆群落；C1 3．草甸雪兔子+毕扁撼草群落；c1 4．马蔺+小药大麦群落；C1 5． 

冰草+二裂委睦苹群落 C1 6．芨蔓草+猪毛蒿十高l[j瞢草群落；c1 7．紫花针茅+波伐 熟禾群落 Cl8．短花针茅 
群落 。 

c1．Comm． Pm-c6~lha f 们 ／ Gla*~ 州 舢 {C2．Comm．Cf M ￡ tangutica·C3 C0rr曲 ． ⋯ secal 4- 

Th删 ⋯  n⋯ I C4．Comm．P。乜tt t嘲 一 Potentdla⋯ n眦 I C5．Comm．P poophagor~ ?一Carex ⋯ 0f| — 

Thermops~ta~-agata；C6．Comm Carex spp．__^r弹⋯ de．~rtorum{C7．Comm P 蚶 + Art~ 23qa dr⋯  

(Ⅱ如 ；C8．Comm．Kobresia h~nih}+ p盯机 + Artemi~ia d⋯  m；C9 Comm
． ￡tem-baHs删 c 讲nl C10 

Comm 7 h m̂ paluare+ Bgysmu~sinc~ lpress~ + Kobre~ia ⋯ ~antha：C11．Comm Blysm~ pres~ + 

E{ 呲h 恤q删，f讲n+ Pedicu&ris tcmgift~a t m ；CI2 Comm．Pr~ tgla∞ 盯m口+Oxyiro脚 lca~aI 

C13 co一 ．Saussurea thoroldii+Blysmus sittocompress~ ；C】4．Comm Irls l~tea var 郴 + 。“f 肿 哪 lu~uzi- 

；C1 5．c Agropyr~ cr~tatum+Patent~la bifurca；C1 6 Corrm~．Achnathe~m slgendens+Ar~misia— parb~一 

Care~kz~naorae；C17．Comm．S~ipa purpurea+ P∞ poophag~ n；C18 Comm & ipa ， ． 

结果见图 1。群落环境因子 PCA排序分析的前二个主分量占原始数据信息的 64．I ，其 

中第一主分量占40．5 ，第二主分量占 23．6 Gauch指出，如果前三个主要特征向量的 

方差占总方差的 40 以上．则排序效果是满意的【”]。因此 ，该二维排序结果能反映 18个 

群落在环境空间的分布规律。第一主分量的特征值为 2．024，第二主分量的特征值为 1． 

181(表 2)。由表 2可见-第一主分量上海拔高度(高程)、石灰反应和土壤水分的作用较 

大。由于青海湖水位的逐年下降 “ ，在湖盆地区的湖滨平原．从湖边至大通山麓，随着 

海拔的升高 ，造成水分的递减趋势，表 2数据(第一主分量的 0．469和 0．562)也显示了 

土壤水分与高程的负相关关系 因此 ，第一主分量主要反映群落沿土壤水分梯度的变化规 

律。对第二主分量作用最大的是土壤全盐量(O．825)。第二主分量主要反映了群落沿全盐 

含量梯度的变化规律 第二主分量值递增的方向也是土壤全盐含量递增的方向，其间的关 

系是 正的。 

由图 1可 见，青海湖北岸的植物群落中，处于土壤含水量最高的群落是刚毛荸荠 

(EleocharisvMleculosa)群落(C9)，其m，排序值为1．827，同时 ，它也是全盐量最低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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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分量分析的环境园子负荷量矩阵 
Table 2 Loading matrix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PCA 

环境时f 第 主分量 第 一t丹量 第三主分量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first component The second compo nent The tb．ird componem 

十壤水 分 Soil wa 0 469 0．187 0．470 

上壤 pH Sull pH 0 424 0．351 0．484 

垒盐 嚣 Soil sall 0．087 0．852 0．334 

高程 Altkude 0．5 62 —0．389 0．280 

灰反应 】_ime reaction 0．526 0．102 0 572 

{_E值 Eiffenvalue i 2．024 1 181 

信息百分比 Percentage l 40．5，6 23．6 21 6 

落，其 A 排序值为 0．74l；处于土壤 含水 

量 最 低 的 群 落 是 紫 花 针 茅 (Stipa 

purpurea)+波伐 早熟 禾 (P∞ poophagc~ 

rum)群落(C1 7)，它的 值为 0．346：处 

于全盐量最高的群落是星星草+海乳草 

(Glaux maritima)群落(C1)，它的 A 值为 

1．539 另外，盐碱地植被 (SV)位于 PCA 

排序图的最上部，A 排序值为 0．8～1．6． 

反映其环境的全盐含量最高；而沼泽草甸 

一 草甸植被 (sM)位于图中的最右部 ，A 

排序值为 0．8～1．8，说明其环境的土壤水 

分含量最高，这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因 

此，PCA二维排序图直观地反映了植物群 

落在环境空 间中的位置与相 互之间的关 

系。 马 蔺 + 小 药 大 麦 (Hordeum 

roshez~zii)群落 (C14)处于一个相对独立 

的位置，其土壤含盐量相对较高，作为草甸 

植被类型，与另外的群落有较大的环境差 

异，说明褶泽草甸一草 甸植被在青海湖北 

岸的分布环境异质性较大 。图 1显示了青 

§ 
< 

“  

撂 
‘l 
垛 

PCA第一轴 PCA l 

图 l 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的主分量分析 
SM．沼泽草甸一草甸 ；SV 盐 碱地植被 ；TS．温 

性草原 ；1～18对应于表 1中 C1～c18 
Fig 1 PCA of plant Com munities in the north 

shore of Qinghai Lake 

SM ．Swearf~p m eadow~ meadow {SV Saline vege 

tafion； TS．Tem perate stteppe； 1～ l8． CorTe 

spondinR tO C 1～ C18 of table 1 

海湖北岸湖滨平原的主要植物群落随生态梯度的分布规律如下； 

3．1．1 盐碱地植被 该植被主要分布在湖边到湖岸阶地上，其海拔变化不太大，是在湖 

水退缩后的盐碱地上形成的植物群落，它同时受到土壤水分和土壤含盐量的影响 在土壤 

水分含量由高到低的梯度上 ，即沿 PCA第一轴(A )由右至左 ，依次分布着波伐早熟禾+ 

青藏苔草(Carex moorcroftii)+披针叶黄华(Thermopsis lanceolata)群落(C5)、星星草+海 

乳草群落(CI)、西藏早熟禾+鹅绒委陵菜(Potentilla anserina)群落(C4)、苔草(Carex 

spp．)+莎蒿 (Artemisia desertorum)群落 (C6)、唐古特铁线莲 (Clematis tangulica)群 落 

(C2)、赖 草 + 百 蕊 草 (Thesium chinensis)群 落 (C3)、赖 草 + 狭 叶 青 蒿 (Artermsia 

dracu~wulus)群落 (c7)和矮生嵩草(Kobresla humilis)+紫花针茅+沙蒿群落(c8)。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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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分含量由高到低的梯度上，即 PCA第二轴 ( )由上到下．依次分布着 cl—c2一c5一 

c6一c3一c7一c4一c8。这一结果已显示出．该区盐碱地植被随着土壤水分和含盐量的变 

化 ．其植物群落最后都为 c8，该群落具有温性草原特征，出现向该地 区地带性植被(温性 

草原 ) 。” 演变的趋势 

3．1．2 沼泽草甸一草甸 在土壤水分由高到低的梯度上(4 轴由右至左)，依次分布着 

刚毛荸荠群落(c9)、水麦冬+华扁穗草+大花嵩草(Kobresia macrantha)群落(c10)、鹅绒 

委陵菜+镰形棘豆(Oxytropis falcata)群落(C1Z)、华扁穗草十荸荠(Eb,ocharis quinque／ 

ra)+斑唇马先蒿(Pedicularis tongiflora var．tubiformis)群落(c11)、马蔺+小药大麦群落 

(C14)和草甸雪免子(Sa~zssurea thorotdff)一华扁穗草群落(C13) 在土壤盐分含量的梯度 

( )上，除了群落 C14的盐分含量较高外．其余群落的土壤全盐量变化不大 ， 排序值 

为 0．6～0．8．而且含量都较低 

3．1．3 温性草原 在土壤水分 由高到低的梯度上( 轴由右至左)，依次排列着冰草+ 

二裂委睦菜(P bifurca)群落(C15)、芨芨草十猪毛蒿(Artemisia scoparia)+高山苔 

草(Carex ivano~ae)群落 (C16)、短 花针茅群落 (c1 8)和紫花 针茅 +波伐早熟 禾群落 

(C17)。在土壤盐分含量梯度 ( )上，该植被类型的土壤全盐量变化范围也很接近．其 

A 排序值 为 0．8～ 1．0。 

3．2 植物群落结构特征与生态梯度的关系 

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生态优势度．是定量描述群落的结构和功能的两个生 

态学指标 ’”’” 因此 ，为了进一步数量化地揭示植物群落和环境的关系+本研究选择了 

物种多样性与生态优势度这二个指标 ．研究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与生态梯度的关系 由 

l8个群落 PCA排序的 A ．和 轴主分量对相应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优势度的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 3。 

表 3 植物群落的圭分量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优势度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among principal components values— 

species 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dominance of plant communities 

主丹 量 田 回归 系数 
Regr~ ion coefficients 测定系数 统计量 自由度 

Com[3onent lndexes df 
B 嚣 

h  、 O．763 一O．3帆 O 1 71 — ．819 】6 

y】 2 — 0 471 2 867 O 343 2．888 16 

y 】 — 0．203 0．097 0 021 O 586 l 6 

y 2 0 1l8 0．712 ’0．036 — 0．777 16 

= 一 4．85+ 1．47X1～ 】0．7】 2 R-'一 0．586 一 1 5 

= 0．97— 0．28X1～ 2．24X2 R = O 052 df 1 5 

R0 0E一 0．574； 一 0．677{X1物种多样性{ 2生态优势度 ；rI第一主分量{y2．第一：主分量 
Xt．Species d Nty{X z Exological donfnan~ Y L．The first component#y The second eom~ nent 

由PCREG．BAS输出的 m 和 A 回归到物种多样性 ( )和生态优势度( )上的结 

果表明，每个分量分别和群落结构特征的这两个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的一元线性关系 由表 

3测定系数 ，分别给出的 ，都很低且不显著 说明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与 

土壤水分梯度之间、以及生态优势度与土壤水分梯度之间不呈线性相关 同样地，群落的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优势度分别沿土壤全盐量梯度也不呈线性变化规律。 

盏 
彗 
舴 

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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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见，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的PCA排序的 A (y一)和 A !(yz)分别与物种多 

样性和生态优势度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测定系数分别为 0．586和 0．052·由它们给出的 r分 

别为 o．765和 0．228．表明青海湖北岸土壤水分梯度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优势度二元指 

标之间呈极显著二元线性相关 ，统计数学模型为： 

Y 一 4．85一 1 47X + 10．71X2 

该模型中，物种多样 陆( ．)对 A ．轴的贡献率为 35．1 ．生态优势度对  ̂．轴 的贡献 

率为 64．9 说明生态优势度在数学模型中对每一主分量的作用最大 第二主分量与群 

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优势度二元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的二元线性相关关系·即青海湖北 

岸土壤全盐量梯度与这两个指标描述的植物群落的特征不呈线性相关。 

上述结果表明，青海湖北岸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或生态优势度单个指标和群落的 

生境关系不明显 ；相应地 ．单独的物种多样性指标或生态优势度指标不能很好地描述该地 

区植物群落的特征 ，将这两个指标结合才能较好地反映群落的组成结构特征 同时，用 

这两个指标通过数学模型 ．可预测或推断群落相应的土壤含水量．并对植物群落与生态梯 

度进行环境解释 。 

4 讨 论 和 结 语 

4．1 青海j胡北岸植物群落沿生态梯度的排序分析结果与群落的实际分布情况是相吻台 

的，这一研究结果说明．采用群落的环境 囤子数据 ．对植物群落进行间接梯度排序分析．不 

仅可 直观地反映植物群落的分布特征，以及群落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客观地找出决定 

群落类型及格局的主要生态囤子 ，即排序轴所表现的生态梯度，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常 

由群落数据得到的排序结果进行群落与环境关系分析时的缺陷，即克服了对排序轴对应 

的环境变量假设的主观性 因此．在生态空间获得的群落排序结果是比较满意的，并为进 

一 步深入分析群落特征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打 F了可靠的基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 

慎重地选取可能对植物群落有影响的环境因子．以免忽略那些对植物群落分异起着主导 

作用的生态因素 。 

4．2 在青海湖北岸湖滨平原地区，海拔相对高差不大 ，无明显的气候垂直差异、造成植物 

群落在空间地理分布上的变化，主要决定于环境中的土壤水分含量及土壤全盐含量。研究 

结果表明，由于近几十年来湖水的退缩 ，该研究地区的高程与土壤含水量之间呈负相关 ， 

即从湖边到湖岸．随着高程的增加，土壤含水量逐渐降低。这种土壤水分含量在青海湖盆 

北岸及环湖地区的环带状分布．正是陈桂琛和彭敏 报道的该区植被带状分布的原因 

4．3 芨芨草为盐生旱中生丛生禾草，《中国植被≥一书将芨芨草群落放在盐生草甸植被类 

型中u ，主要指生长于排水良好、地下水位较高的低洼地周围的中度盐渍化草甸土上的 

芨芨草群落 。而在青海湖北岸湖演平原干旱的环境下生长的芨芨草群落也很茂盛 ．其土壤 

地下水位深(2 m以下)，土壤为淡票钙土 ．土壤剖面不存在潜育层，地表面也无盐结皮 ．土 

壤沙性大，排水好 ，与典型的芨芨草盐生草甸的环境有所不同 图 l也显示了芨芨草 

群落(C16)位于草甸植被 (SM)的左边，在土壤水分梯度(Ax)上处于土壤含水量较低的 

位置．更接近于温性草原植被 (Ts)．这一排序结果表明该区芨芨草群落与典型的盐生草 

甸芨芨草群落不同。因此，本研究结果支持周立华等的观点“ ，将青海湖地区的芨芨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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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作为温性草原的一个类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4．4 描述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特征常用物种多样性或生态优势度这两个指标是有效的。 

但是 ，将它们用于群落的环境解释表明，这两个指标分别与环境梯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 

性相关 ，而它们与环境梯度呈显著的二元线性关系．因此，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生态 

优势度的结合才是描述群落特征的更有效的指标 ，它们不仅能够描述群落的组成结构 ．而 

且能同时揭示群落所在的环境状况。植被是环境特征的综合反映．一定的植物群落对其生 

境梯度具有一定的指示性 ，过去常用群落的某些指示种来定性地描述生境特征，本研究定 

量分析了群落组成结构的数量特征与其生境梯度的关系，结果进一步表明，用物种多样性 

与生态优势度这两个指标对群落排序主分量(生态梯度)进行 回归分析，其数学模型可用 

于推断群落相应的环境梯度 ．并描述群落在环境空间中的分布格局 ，以及解释群落和生境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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