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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

结构特征及其生物量

王启基 周兴 民 张堰青 沈振西
中国科学 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

,

西 宁

摘 要 小 篙 草 人七 ’ 草原 化 草甸的主要植物有 种
,

隶属 科
,

属
。

小篙草为优势种
,

次优势种有异针茅 夕 论
、

美丽风毛菊 夕
、

紫

羊茅 、 阳 等 生活型以地面芽植物为主 多
,

其次为地下芽植物 多

地上
、

地下部分生物量垂直分布呈典型的金字塔模式
。

地上
、

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一

冠层和土层中
,

分别占地上
、

地下总生物量的 拓和 多 每个植物类群生物量季节变

化可由 模型表示

平 一 〕

枯枝落叶生物量变化呈
“ ”

型曲线
。

在生长季各类群生物量绝对增长速率具明显 的 差

异
,

平均每天每平方米可生产干物质
,

年地上净生产量为 馆
。

所固定太阳能值为

,
,

其中莎草类占 拓
,

禾草类占 多
,

杂类草 占 巧终
,

枯 枝 落 叶 占

万
。

光能利用率为 形

关键词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 结构特征 生物量动态

小篙草 口 草原化草甸是青藏高 原 主 要 草 场 类 型 之 一 周 兴 民
,

,

它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海拔 。一 的山地阳坡
、

半阳坡
、

滩地
、

宽谷阶地和

挥圆山顶部
。

在寒冷多风
、

辐射强烈等环境 因子的综合影响下
,

该群落种类组成较少
,

结

构简单
,

植株低矮
,

生产力水平低
。

但是
,

饲用价值较高
,

其优势种和次优势种不但营养丰

富
,

热值含量高 杨福囤等
, ,

而且草质柔软
,

适 口 性良好
。

植物根系发达
,

在 。一

的土层 中交错盘结形成密集的草皮层
,

虽然通透性较差
,

但富有弹性
,

耐牧性强
,

是理想的

放牧型草地
,

在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为揭示小篙草草原 化 草 甸

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
,

数量特征和物质积累过程以及它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的 作 用 和

地位
,

我们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
,

以便为该类型草地的开发利用
、

综合改 良及提高 其 光 能

利用率和能量转换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于 年的 一 月在中国科学院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 地 区 进

行
。

地处北纬
“ ‘

一
“ ‘ ,

东经 一
“ 。

海拔
。

气候属典型的大

本 文于 年 月 收到
,

年 月 收 到修改稿
。

中国科 学 院重大项 目‘ 我 国不 同类型 生 态 系统结构
、

功能及生物生产力途径模式 研究
”和 海 北开放站基 金课

题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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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性气候特点
,

冷季漫长
,

暖季短暂
。

年平均气温为 一 ℃
,

月平均气温为 一 ℃
,

极

端最低气温可达 一 ℃
,

月平均气温为 ℃
,

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
。

年 降水 量

约
,

主要降水量集中在夏半年
,

约 占年降水量的 帕
。

主要植被 类型 有高寒草甸

户 , 。 、

高寒灌丛 和沼泽化草甸 。 。

土壤为高

山草甸土
、

高 山灌丛草甸土和沼泽土
。

试验样地设在定位站附近的浑圆低山南坡
,

样地面

积为
“ 。

试验期间禁牧
,

其它时间正常放牧
。

在植物生长期 一 月 每月月底

测定地上生物量
,

样方面积 “ ,

并按禾草类
、

莎草类
、

杂类草和枯枝落叶分类
,

称

取鲜重后在 ℃的恒温箱烘干至恒重
。

在测定植物生物量的同时
,

同 步测定土壤含水量

等环境因子参数
。

在植物生物量高峰期 月底 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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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
“

的样方分成 “ 的 个子样方 记数
,

次

重复
,

计 个子样方
。

同时测定植物地上 每 为 层
、

地下 部 分 每 为 层
,

至 深 生物量垂直分布特征
,

并计算重要值
‘ ’ 考克斯

, 了
、

分布系数方差 与

平均值 的比值 姜恕等
,

和群聚度指数 ’ , ,

以分 析它们在

群落中的分布格局
、

地位和作用
。

结果与分析

种类组成及其数量特征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的外貌较单调而整齐
,

层次分化不 明显
。

组成该群落的

植物以旱中生植物为主
,

并大量侵入旱生植物
。

优势种小篙草的植株矮小
,

密集丛生
,

是

典型的耐寒旱中生植物
,

次优势种异针茅 孔 ‘ “ 为旱生植物
,

杂类草的种 类较典
型草甸为少

。

种的饱和度一般在 一 种
“ ,

总覆盖度 一 肠
。

组成该区小篙草草

原化草甸的主要植物有 种 表
,

隶属 科 属
。

若以主要科属的重要值计
,

它们

依此为莎草科 禾本科 菊科 龙胆科 豆科 玄

参科 蔷薇科 毛莫科
。

其余 科的 种植物的 重 要 值 为
。

以

种的平均值计
,

它们依次为莎草科 禾本科 菊科 龙 胆 科

玄参科 豆科 蔷薇科 毛莫科
。

其余 种植物 的 平 均 值 为
。

在 个种群中
,

小篙草的重要值最大
,

为该群落的主要组成成分
。

次 优 势

种和伴生种依次是异针茅
、

美丽风毛菊 ‘“ 。户
、

紫羊茅 “ 劝
、

垂

穗披碱草 夕 “ 、

麻花儿 , 、

青海风毛菊 及。互。 , 、

柔

软紫莞
、

异叶米 口 袋 , 等
。

其余 种植物

的重要值均小于种的平均值
,

在整个群落组成中占次要地位
,

而且多为有毒有害或

植株矮小不易被家畜采食的杂类草
。

群落的层片结构

重要 值
相对频度 拓 相对盖 度 男 相对密 度 男 十 相对株 高 男 相对生物量 男

群聚度指数
每个小 区 的平均密度

大小 相 同的频 度 用小 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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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禽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种类组成及特征值
日

,

‘ 夕夕 饥

“ 明 葱

一 二

夕明 ‘ 几

召 ‘

“ “

尹, ” ‘

名

否 “ 已 ‘尹

泥 ” 石吕

, ‘

夕 , ‘ 。‘ 云

几 夕 艺“ 仍 ” 泥刀饥

犯 护 艺

, 饥 叨 。几夕 ‘ “ 仍

“ 升 葱

云 , 艺

少 葱 滩 ‘ 兀 坛

夕 “ 尹 夕 “

夕 仍 。尹 艺 升

升 ‘

云 月 “ 刀 公

‘ 云 夕”

兄名诬 云”

”‘ ￡几

云 “

叨 。花 “ 诬 尹

“切 刃玄几“仍

夕 几 泣

艺 , , 云

饥 艺刀

功 艺 刃

感 犯 。夕 刃 越

艺 爪 夕 刀 左仍

艺“ 越 云

艺 葱刀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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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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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夕 艺“ 仍 ” 泥刀饥饥 ’· ·· “ · · ”· “ ·
扭 “ ·

犯 , 艺 “ ·

签
。·

一一 “ · “ · ”·
,

】
· , ,

’

劣口 份饥 叨 几 口 乙弓 臼仍 一一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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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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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嚣廿廿甘 口召升 名口仑压乙乞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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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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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叮叮 乞 已 吕 洛 ‘乞

⋯⋯⋯
“ ·

, “ · ’·
。” ⋯⋯⋯

·
,,

义义
’

艺 滩巴 ‘ 以 左已兀 口 “ · 了 ”
·

‘

一
“

·

。

⋯⋯⋯
”

·

”
·

⋯
’·

月月 乙 口 口‘毯 刀 乙万 比毯

燕 ⋯⋯
”·

一
“ ·‘ , ’

燕 ⋯⋯
⋯

“
· 。

义义
’

左已 仍 刀 乞 升 已 口 口

忿 ⋯⋯
”

·

“ · ‘ ’·

⋯
’· 。

石石口升 口 名泌 口

岸 ⋯⋯
’

·

⋯⋯
”· , “ · 。魂

。

犷犷日压多 双 口 多 口月 扭仑刀 艺 。

”· ”
·

忿 ⋯⋯
“ ·

,
。

砚‘ 口 已 忿 口即几口 。 ·

。·
,

忿
’

· 。

’ 乙 兄乙 乙‘口 刃 口 ”
· 吕 “ ·

“ “
·

“
·

‘ 。

’ 几 乞几口 。· “
·

“
·

‘ · 。

艺寸胜 口 。
·

“
·

“ · ”·

‘
。

忍 已叨 花日 咎 忿 刀召 。

⋯⋯ ⋯⋯茸 ⋯⋯拭 ⋯⋯
。

义义
’

左口‘ 切 乙刀乞几臼仍 。· “ ·
,

· · 。

月月 乙忍 刃日 乙巴 毯 佗 几 口 ”
·

”· “ ·
‘

。

廿廿 巴刀 乞口兄口 口 召 乞 “
·

。· ‘ “
·

乙 口饥 乞刀日口 ”· ”·
, ’

·

‘
。

心心 功已 艺口 乙 刀乙 · ·

’
·

仃仃 已 几 乙乞 犯 刀 名 刀口 乙越已 口 ‘ · 。

乙乞左爪 扩口刀召左仍
·

了

‘乞衫仍 越忍 口口 乞 」」」」」」」」

卫卫 “ ‘ “ ‘刀 ,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的层片结构较为简单
,

以地面芽植物为主
,

其次为地下芽

植物
,

分另 占群落总种数的 帕和 肠 表
,

其层片组成分述如下

地面芽植物层片

密丛禾草层片
,

由耐寒的旱中生和中旱生禾本科植物组成
,

由于该类型土壤有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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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禽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生活型谱
一 七日 ‘口

, 岁 仍 口召

不刃哥黔禹于膏豁离妇 ,‘ 一 , 七‘ 炜 代个 七理 。 。叩 几 严
不 ,‘

一⋯ ⋯一⋯一 ⋯
一

⋯ ⋯ ⋯一·

户
’

】 “ ” ” ’

一

警箕兰 ⋯—⋯—⋯—⋯—⋯—⋯一一 ⋯—一
· ”

·
了 ”

·

”
·

”
· 了 艺·“

二竺三竺卫竺竺生

——
合计 拓

, ·

的生草层
,

通气
、

透水性能不 良
,

一些耐旱并以营养繁殖为主的密丛型禾草能 在 这 种环境

条件下生长和繁殖
,

如异针茅
、

紫羊茅等
。

莲座状植物层片
,

由耐寒的中生或旱中生双子叶植物组成
,

这类植物数量较多
,

它

们的茎极短
,

根出叶簇生或莲座状丛生而铺于地面
,

如线叶龙胆 “
、

麻 花

尤
、

美丽风毛菊
、

蒙古蒲公英 , 、

花首猎 , 。”

直立茎植物层片
,

由耐寒的中生或旱中生植物组成
,

种类较多
,

但都零散分布在群

落之中
,

为该群落的辅助层片
,

如青海风毛菊
、

柔软紫莞
、

湿生扁蕾 ‘ ““那 “ 口

等
。

地下芽植物层片

短根茎密丛莎草层片
,

由耐寒的旱中生或中生植物组成
,

其根茎极短
,

常形成稠密

的草丛
,

如小篙草
,

矮篙草 等
。

根茎疏丛莎草层片
,

由耐寒的湿中生或 中生植物组成
,

如黑褐苔草 , “

‘ 等
。

根茎疏丛禾草层片
,

此类植物适应于原生植被破坏之后
,

土壤较疏松的环境中生长

发育
,

为该群落的辅助层片
,

如垂穗披碱草
、

普草 , 等
。

根茎植物层片
,

由中旱生或中生植物组成
,

此类植物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
,

适应在

通气 良好的疏松土壤中生长
,

多为退化草地的先锋植物
,

如矮火绒 草 “ ’ ,

、

细叶亚菊 夕” 、

兰石草 , 等
。

由此可见
,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生活型及其生物
一

生态学特性是长期适应高寒气候

的结果
,

也是植物在演化过程中对高寒环境的适应对策之一
。

群落的垂直结构与水平结构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结构简单
,

层次分化不 明显
,

冠层平均高度约
,

株

高小于平均值 的植物有 种
,

约 占总种数的 肠
。

虽然禾本科植物和少数杂类 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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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较高
,

但数量很少
,

分布不均
,

不能构成明显的层次
。

这种结构可从地上 生物量 的 垂

直分布规律 图 得到证实
。

八曰

︵日习

印

一一一一

尧誉月工目。一﹄。剑健侧嘲

地下生物贵
沁

图 小篙草草原 化草甸地 上
、

地 下 部分生物量垂 直 分布

‘ 夕梦 仍

由图 可以看出
,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地上和地下部分生物量的垂直分布呈典型的金

字塔模式
,

其地上部分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一 冠层中
,

约 占地上总生物量的 肠
,

一 冠层中占 肠 ,

即 一 冠 层 中 的生物量占地上总生物量的 肠
。

以上冠层中的生物量仅 占地 上 总 生 物 量 的 肠
。

其中
,

一
、

一
、

一 和大于 冠层中的生物量 分 别 占地上总生物量的 肠
、

肠
、

肠
、

和 。 帕 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一 的 草皮层中
,

约 占地下总生物量的 肠
,

以下土层中仅占 帕
,

其中 一
、

一
、

一 土层中的生物量分别 占地

下总生物量的 帕
、

帕
、

帕
。

地下
、

地 上生物量的比值为
。

这种生物量垂

直分布格局 是高寒草甸植物适应环境的结果
。

从种的水平分布格局来看
,

优势种小篙草的频度 肠
、

盖度 肠
、

密度 枝
“

在群落 个种群中最大
,

方差 均值
,

呈集中分布格局
,

并形成较大的斑块 周

兴民
, ,

其组成成分较单纯
,

很少有其它种侵入
。

次优势种异针茅的频度 肠
、

密

度 了 枝 较大
,

而盖度 肠 较小
,

方差 均值 二 ,

紫羊茅的频度 。帕 和 盖

度 肠 较小
,

密度 枝 较大
,

方差 均值 二 。

又如矮篙 草 方 差 均 值 二

、

青海风毛菊 方差 均值
、

垂穗披碱草 方差 均值 二 、

异叶米 口 袋 方差

均值 二 等植物的方差 均值大于
,

均为集中分布
,

经 才值显著性检验
,

差异极显著

时
, 尸 。

。

其余大部分植物的频度和密度都很小
,

零星分布在小篙 草斑块的

周 围
,

如塔草
、

摩芬草 ” 、

鹅绒委陵菜 , , 、

线叶龙胆等
。

此外
,

从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种群的群聚度指数分析
,

也可证实上述的分布规律
,

如小

篙草的群聚度指数最大
,

所形成的斑 块 最 大
。

其次 是 紫 羊 茅 和 异 针 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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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火绒草
、

乳白香青
、

矮篙草
、

草地早熟禾
,

和

垂穗披碱草 等种群的群聚度指数居中
,

其余大部分植物的群聚度指数均小于
,

这

些植物的分布无 明显规律
。

地上
、

地下生物量季节动态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一般从 月 日左右开始返青
,

干物质即从植物返青开始积

累
,

并随植物生长发育节律和气温升高
,

降水量 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

其峰值 一般 出现在

月底或 月初
。

在生长季
,

主要植物类群地上生物量季节动态具明显的差异 图
,

其干

物质积 累过程不尽相同
,

各类群地上生物量 和时 间 , 之 间的动态函数可用 。加 ‘

方程表示
,

其通式为
‘ ‘ ‘ 一 “ 〕

式 中
, ‘

各类群地上生物量 “ , ‘为自 月 日起的生长天数 ‘ ,

凡为各

类群地上生物量可能最大值
,

为代表植物群落及各类群 ’
, , , ,

瓜 和 ‘为常数
。

产‘
·

︵日竺门已。。,﹄,。刀

喇娜州叫裂

生长期

】

图 小篙草草原 化 草甸地 上生物量季节动态

主 ‘

尹即 七

群 落 莎 草类

禾草类 杂类草

经计算
,

各植物类群生物量生长曲线的回归数据如表 所示
。

由图 可知
,

在植物返青期杂类草的生 物量 比 重 较 大
,

约 占总 生 物 量 的 一

帕 此时
,

莎草类植物正是开花季节
,

干物质积 累相对缓慢
,

生物 量 比 重 为 一

帕
,

禾草类植物的生物量比重为 一 肠
。

植物生长旺盛期 了月份 杂 类 草

植物的生物量比重有所下降 肠
,

莎草类的比重明显增加 帕
,

禾草类的比重

增加较少 肠 在生物量高峰期 月底
,

杂类草的比重最大 帕
,

莎草类居中

帕
,

禾草类最小 肠
。

在植物生长季
,

枯枝落叶生物量的变化呈
“ ”

型曲线
,

返青期较高
,

约 占地上总生物量的 肠
,

随着水热条件的好转和土壤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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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禽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类群生物量动态曲线的回归数据

七 七 ￡ 夕犷夕仍

植物类群

植 物群落

莎草类

禾草类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杂类草
。 。 一 。 。

分解活动的增强而减少
,

到 月下旬达最小 勺
,

约 占地上总生物量的 呱 此

后逐渐增加
,

到 月中旬最大
。

其动态变化可由二次方程表示 砂 二

二 一

式中
,

为枯枝落叶生物量
,

为自 月 日起的生长天数

地上生物量增长速率的季节动态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和主要植物类群生物量绝对增长速率季节动态 图 表

明
,

不同植物类群的生物量绝对增长速率各不相同
,

其高峰期均出现在营养生长期
,

而在

生殖生长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下
·

、已、理

三月妇。巴哥翎半势嘱葬州

灿层公。﹄公

由图 可以看 出
,

群落生物量增长

速率在植物生长季呈单峰式曲线
。

牧草

返青期
,

由于低温的影响
,

干物质积 累较

缓慢
,

此后随着气温的回升和降水量的

增加而增大
,

到 月底达到最大值
。

从

返青开始 月 日 到 月 日
,

平

均每天每平方米生 产 干 物 质
。

其

中
,

莎草类和禾草类植物的增长速率从

月底开始明显增大
,

高峰期在 月
,

其

峰值分另为
· 一 ‘ 和

“ · 一 , ,

从 月初逐渐下降
,

到 月中

旬出现负值
,

杂类草的增长速率呈双峰

曲线
,

第一个高峰期在 月 “

· 一 ’ 。

月因多数植物处在开花 期而

有 所 下 降 “ · 一 ’,

月 果后营

养期 有 所 回 升
“ 一 ‘ ,

到 月

初 出现负值
。

从生长季的动态可以看 出
,

一

图 小篙草草原 化草甸植物 生物量 增长速 率季节动态

七

落 , 犷 仍

—
群 落 七 一莎 草类

一
·

一禾草类

⋯ ⋯枯枝落叶 七

一 一杂类 草 扩

、

月份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生物量的增长速率最高
,

平均每天每平方米生产干物质
,

此间所积累的干物质为
“ ,

占地上净生物量的 肠
,

说 明小篙草草原化

草甸干物质积累主要在
、

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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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生 长 季 月 日一 月 日 ℃
、

》 ℃和 ℃的 积 温分别为
、

和 ℃
,

分别 占年积温的 肠
、

肠 和 肠
。

降水量约
,

占全年

降水量的 肠
,

平均每毫米降水在
“
草地上生产 干物质

。

经 相 关 分 析 表明

表
,

生长季妻 ℃
、

℃和 ℃的积温
,

日平均气温和降水量与生物量 增 长 速率呈

正相关
。

其中
,

莎草类
、

禾草类的增长速率与 ℃
、

℃和 日平均气温呈极显著的正相

关
,

而杂类草与其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

不同层次土壤含水量与莎 草 类
、

禾草

类的增长速率呈显著负相关
。

这是 由于莎草类植物的生殖生长期在
、

月
,

禾草类植物

的生殖生长期在 月份
,

而二者增长速率的高峰期在 月份
。

在这段时间内
,

虽然降水量

较大
,

但是气温较高
,

强烈的蒸腾蒸发使土壤含水量减少
,

突出了土壤与植物对 水 分 的供

求矛盾
。

杂类草植物的盛花期在 月份
,

增长速率的高峰期在 月份
,

刚好与土壤含水量

的动态变化基本一致
。

由此可见
,

降水和温度是制约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生长发育和

生物量的主导因子
。

表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生物量增长速率与生态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弓 七

七 玄 尹夕夕饥

群 落

七

禾 草 类 杂 类 草

℃积 温

℃

℃积 温

℃

℃积 温

》 ℃

平均气温

七 ℃

降水量

莎 草 类

‘

。

。 。 。

。

。

土壤 含 水量

拓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

。

。

。

植物群落和 各类群生物量相对增长速率在返青初期最大
,

植物群落
、

莎草类
、

禾草类

和杂类草的相对增长速率分别为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平均值为
· 一 ’。 、 、

月的平均 值分另为
· 一 ‘、

一 ‘、 · 一 ‘。

说明高寒草甸植物生长效率在返青初营养生长期最大
,

此 后随植

物生长发育进程逐渐减少
。

经相关分析表 明
,

植物群落和各类群相对增长速率与生育时

间呈显著的负相关
。

枯枝落叶的生物量的变化速率在生长季呈双峰曲线
,

即在返青初期和枯黄期较高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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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青后期逐渐下降
, 、

月份呈负值 一 。
· 一 ’, 一 。 礼 一 ’ , 了月底开始回

升
,

高峰期出现在 月
· 一 ‘ 。

地上净生产量及能量分配

本项研究是在无放收采食条件下进行
,

因此
,

年地上净生产量为各类群生物量的增重

和枯枝落叶生物量之总和
,

也可用在单位时间
、

单位面积上所固定的 太 阳 能 值 表 示 表
。

由表 可知
,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地上净初级生产量为
· 一 ‘。

其中
,

杂类草

占地上净生产量的 帕
,

莎草类 占 帕
,

禾草类 占 帕
,

枯枝落叶占 肠
。

所

固定 的太阳能为
“ · 一 ’。

其中
,

莎草类 占所固定太阳能值的 肠
,

杂类草

占 肠
,

禾草类 占 肠
,

枯枝落叶占 肠
,

光能利用率为 肠
。

表 小禽草草原化草甸地上净生产量及能量分配

七 ￡ 尹即 仍

项 目 禾 草 类 杂 类 草 枯 枝 落叶

弘立
地 上 净生产量

, · 一 ’

干物质热 值

所 固定的太阳能

, · 一 ’

光能利用率

七

拓

莎 草 类

。 。 。 。 。

。 。 。

。 。 。 。

。

去灰分热值
一 。

分布特征及其开发利用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是高山和青藏高原隆起所形成的高寒气候的产物
,

在强烈太阳辐

射
,

蒸发甚剧
,

寒冷多风
,

生长季短暂等高寒生态环境条件下
,

长期适应
,

发育而形成的特

殊类型
,

属典型的高原地带性和重要的山地垂直地带性植被类型
。

其优势种小篙草等种

群为中国
一

喜马拉雅或中亚高山成分 周兴民
, 。

由于小篙草草原化草甸的分布地区

海拔较高
,

立地条件严酷
,

土壤坚实度较其它类型大
,

使植 物 根 系 发 育 不

良
,

严重影响了初级生产力的提高
。

虽然该地区生长季短暂
,

但在生长季内水热同期
,

为

牧草的生长发育创造了条件
,

生产潜力很大
。

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虽然植株矮小
,

产草

量较低
,

但是优势种小篙草的热值含量较高 干 重 热 值 为 了 ,

去灰 分 热 值 为
,

草质柔软
,

营养丰富 表
,

草皮层厚
,

富有弹性
,

耐牧性强
,

是高 原 特 有

品种藏羊和耗牛优 良的夏秋季放牧场
。

由于小篙草草原化草甸植物群落外貌整齐
、

结构简单
,

视野开阔
,

因而有利于高原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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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禽草草原化草甸植物营养成分含量 拓

丁 七 于 ‘

, 梦夕饥 七

项 目 粗 蛋 粗

地 上 部 分

地 下 部 分

。

粗月旨肪 粗 纤 维 无 氮浸 出 物 粗 灰 ”
⋯

⋯
一

⋯

卜望二三里竺竺
一

⋯一二些塑一一里里生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兔 口 ‘ 。 耐 的生存和繁衍
,

成为该类型草地的主要害鼠
。

目前因 超 载 过牧
、

鼠虫破坏和粗放经营的综合影响
,

草地退化 日趋严重
,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
,

植被的

自然恢复极其困难和缓慢
。

因此
,

防止草地退化及提高草地生产力综合 配套 技 术的示范

研究是维护草地生态平衡
,

提高草地畜牧业经济效益的首要任务
。

通过提高科学 管 理 水

平
,

确定适宜的草地利用率
,

围栏划区轮牧
,

积极开展生物防治鼠虫害的技术措施
,

减少环

境污染
,

保护天敌
,

并在退化较严重的地段进行松耙
、

补播和施肥等措施
,

为尽快使草地资

源得到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所必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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