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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青海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

西宁

摘 要 青海省隆务河流域为青海省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之一
。

本文根据遥感影像资料 以

为主 并结合对该区的野外调查
,

研究并综合分析了隆务河流域的森林
、

灌丛植被
。

该区

具有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森林分布的一些重要特征
,

并据此提出了有关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保护意见
。

根据本区的森林资源状况及分布特征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与森林生存密切联系的生

境条件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本身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

关键词 青海省 隆务河流域 森林植被 遥感解译

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森林资源遥感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尤其是在三北防

护林调查及黄土高原森林调查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效 〔‘ , 一“ 。

遥 感 技 术在调查森林资源的

空间分布
、

利用现状
、

数量动态以及质量评价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 〕。 青海 省隆务河

属黄河一级支流
,

该区为青海省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之一
。

本文根据遥感影像资料并结

合对该区的野外调查
,

研究并综合分析了青海省隆务河流域的森林
、

灌丛植被特征
,

并据

此提出了有关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意见
。

。

自然环境特征

青海省隆务河流域位于
“ ,

一
“ 产 、 “ 尹

一
“ 尹 。

该区地处西倾山

北麓
,

北以黄河干流为界
,

西南靠西倾山
,

东接秦岭的西部边缘地区
。

地势南高北低
,

隆务

河纵贯全境
,

地形复杂
。

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
,

即河谷盆地和四周山地
。

流域总面积约
“。

海拔一般为 一
,

最低海拔在入黄河 口处
,

为
,

最高海拔扎马

日根为
,

境内高差达
。

本区气候夏半年受东南
、

西南季风影响
,

冬半年受西风环流的控制
。

具有高原大陆性

气候特征
,

气候寒冷
、

干燥
、

气温 日较差大
、

降水少
、

多风
。

盆地河谷相对干旱暖和
,

如地处

河谷的同仁
,

年平均温度为 ℃
,

月平均温度为 ℃
,

℃ 积温为 ℃
。

年降

水量为
,

集中于 一 月份
,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帕
,

蒸发量为
。

山

地随海拔升高
,

温度相应减少
,

降水增加
。

中上游的麦秀林场年平均温度 ℃
,

年降水量

约
。

本区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点
,

在山地阴 坡
,

由 低 而 高 依 次有灰钙土

本 文 于 年 月 收到
,

年 月 收到 修改 稿
。

, 野外调查及验证工作得到青海省麦秀林场的帮助和支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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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

栗钙土 一
、

黄钙土 一
、

山地草甸土 一
、

灰褐土 一
、

高山灌丛草甸土 一
、

高山草甸土 一
、

高 山寒漠土 以上 等
,

阳坡往往不发育灰褐土和高山灌丛草甸土
,

栗钙土分布

海拔 上升
。

植被与青藏高原面上的高寒植被和黄土高原上的植被类型 均 有一定的联系
。

主要植被类型有森林
、

高寒灌丛
、

草原 局部地区可发育荒漠化草原
、

高寒草甸
、

高寒流石

坡植被等
。

森林
、

灌丛主要发育于本区四周 山地
。

本区为青海省森林主要分布区之一
,

计

有麦秀
、

兰采
、

西 卜沙
、

双朋西等林区
。

森林及灌丛分布海拔为 一
。

森林
、

灌丛植被遥感解译综合分析

遥感解译的特点是以遥感影像为基础 资料
。

本研究使用的遥感卫星资料以 为主

年 月 日
、 一

和 年 月 日
、 一

的假彩色相片
,

部分地区

则使用标准假彩色合成的 影像
。

图像具有较高的空 间
、

光谱和辐射分辨率
,

提高

了地物特征的分类精度
。

在影像特征方面具有色彩鲜艳
、

层次丰富
、

立体感强
、

易于判读等

特点
。

森林
、

灌丛植被的遥感解译程序如下 准备阶段 资料收集整理
、

工作地理底图

确定 调查解译 窒 内预判读
、

初拟分类系统
、

野外调查
、

建立解译标志 解译分析

图斑勾绘
、

确定分类系统
、

综 合分析成图 总结分析 清绘 图斑
、

面积量算
、

研究总结
。

森林植被的遥感解译采用综合分析法
。

主要是以遥感 影 像 特征
,

如影像的色调
、

纹

理
、

形状
、

大小等直接解译标志为基础
,

同时依据森林
、

灌丛植被的分布规律
、

环境特征等

间接解译特征进行综合判另分析
。

森林及灌丛在纹理
、

色调等特征上是与其周围地区的

植被类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明显的界线
。

在解译过程中
,

把判读标志与区域内的森林
、

灌丛植被实际调查结合起来考虑
,

并充分参考前人的调 查 研 究工作和资料
,

进行综合分

析
,

从而提高判读解译的精度
。

本区森林
、

灌丛植被解译标志见表
。

主要森林
、

灌丛植被类型及其群落特征

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
,

结合地面调查
,

把本区主要森林
、

灌丛植被类型及其群落特征

阐述如下

针叶林

温带常绿针叶林

主要分布于黄河干流边缘山地以及兰采
、

双朋西海拔 一 的山地阴坡
、

半

阴坡或阳坡
。

呈零星小片分布
。

以油松 “ 为建群种
。

森林郁闭度为

一
。

林下灌木层植物种类有束柏 户
、

匙叶小璧 丑 吞。 , 。

彻 等
。

草本植物有苔草
·

等
。

苔醉层不发育
。

寒温性常绿针叶林

为本区典型森林类型之一
,

主要分布于海拔 一 的河流两侧的山地
。

集中

分布于麦秀
、

关秀
、

兰采
、

西 卜沙
、

双朋西等林区
。

不同树种在分布
、

海拔
、

生境特征等方面

有所差异
。

青海云杉 林分布于上述地区海拔 一 的山地阴

坡
。

紫果云杉 。。 林则见于海拔 一 的山地阴坡
。

这两种森林类型

郁闭度为 一
。

不同地段林下灌木种类组成有所差异
。

常见有扁刺蔷薇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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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青海省隆务河流域主要森林
、

灌丛类型的遥感影像特征 丁

七

七

,

森林类型 影 像特征 建群种 分 布和生境

针 叶林 褐红 色或 深红 色色调为主 ,

纹理密集成层
,

立体感强 ,

边 缘界线清晰
,

具有一定几 何

形态和坡 向性
,

呈 片状结构

沿沟谷或 山坡 分 布
,

一

阔叶林 呈深 红 色或红 色 , 色调 有一 定的过渡特征
,

绞理有一定的立体感

沿沟谷或山坡 分布
,

七 一

针阔叶棍交林 色调界于 阔叶林和 针 叶林 之 间 , 呈红 色至

暗 红 色 , 边 缘界线不 甚清晰 , 有过渡特征 ,

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 有时难 以 和针叶林分

青海云 杉
、

紫果云

杉
、

祁连圆柏
、

油

松

山杨
、

白桦
、

糙皮

桦

山杨
、

白桦
、

青海

云杉
、

紫果云杉

分 布于 山麓
、

沟谷
,

一

开

二
二

⋯⋯

疏林 呈红 色至暗红 色 , 有时单纯依 色调亦不 好

区分

祁 连圆柏

高寒灌丛 红 色或浅褐色
,

纹理立体感弱 ,

但明显 区

别于 草甸类型 所表现 出来的红 色或浅红 色

均匀色调
,

界线较为清楚

百里香杜鹃
、

头花

杜鹃
、

毛枝 山居柳
、

鬼见锦鸡儿
、

金璐

山地 阳坡 或半 阳坡
,

地形 陡峨
,

一

沟谷 , 山坡 ,

一

⋯
二 二 梅 二

一
—人工林 深红 色或红 色

,

绞理有一 定立体感
。

图斑

较小 时亦难 以从 防护林网分 出

青杨 沟谷
,

河流两侧或村

庄周 围 , 常 与农 田 耕

地相伴随
,

一

防护林网 红 色或深红 色
,

有一 定的几 何形状 , 常 为

淡 白色调 的条形结 构所切割

青杨 河流两侧滩地或沟谷
,

山地 阴坡下部
,

与耕

地相伴随

, ,
、

冰川茶蕉子 。 等
。

草本植物有祁连苔 草 , , 、

醉生马先篙 “ “ 了 、

东方草每 等
。

苔醉层发育
。

祁

连圆柏 , 。 彭 林则是构成本区重要森林景观 类 型之一
,

主要分布于海拔

。。一 。。 的山地阳坡或半阳坡
,

该种具有适应半干早和耐膺薄生境特点
。

一般生长

缓慢
,

树干低矮
。

在一些山地阳坡
,

由于生境干旱
、

岩石裸露
、

坡度大
、

土层浅等立地条件
,

多呈疏林状态
。

灌木有水拘子 , “ “ 等
。

草本植物有苔草
、

乳白香青 , ‘ 等
。

苔醉层发育 不 良
。

阔叶林

以 山杨 , 、

白桦
、

红 桦
一 , 。 、

糙

皮桦 “ ’行 等为建群种的温带落叶阔叶林分布于本区海拔 。一 的山地阴

坡
、

坡麓及沟谷地带
。

糙皮桦分布海拔较高
,

可达森林上限
。

同时在局部河滩谷地可形成

小面积的青杨 、 夕 林
、

小叶杨 林以及冬瓜杨

林
。

森林郁闭度一般为 一
。

灌木种类有陇塞忍冬 , , , 、

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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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口 。 , 等
。

林下草本植物有东方草薄等
。

苔辞层多发育不 良
。

针阔叶混交林

针阔叶混交林是原始针叶林破坏之后形成的具有一定次生性质的森林类型
。

主要分

布于海拔 一 的山地阴坡
、

半阴坡
,

以山地沟谷及山坡中下部为常见
。

针叶树

种主要有青海云杉
、

紫果云杉
、

油松
,

而阔叶树则有山杨
、

白桦
、

红桦等
。

森林郁闭度一般

为 一。
。

林下灌木种类及草本植物以组成上述两种森林类型植物为常见
。

人工林

人工林是人类活动影响的森林类型
。

以青杨为主
,

其它树种还有小 叶杨
、

柳
·

等
。

分布于河流两侧谷地
、

村落附近或山地阴坡中下部
。

由于人工 林整体面积较小
,

往往与农田林网呈片状镶嵌结构
,

在遥感影像上有时难以从防护林区中区分出来
。

灌丛植被

灌丛为青海省东南边缘山地的重要景观类型
。

在分布面积
、

特征及其所具有的生态作

用上
,

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以锦鸡儿
· 、

沙棘
、

忍冬
·

等组成的温性灌丛 由于多分布于河谷及坡麓地区的林缘
、

林间空地及局部山地坡麓
,

面积

较小
。

而构成本 区的典型灌丛群落则是高寒灌丛
。

主要包括以下典型灌丛群落
。

高寒常绿革叶灌丛

主要分布于流域南部林线以上海拔 一 的山地阴坡
。

以百里香杜鹃 口

, , 夕
、

头花杜鹃 为主要建群种
。

灌木多密集连片生

长
,

灌木层分盖度 一 帕
。

其它常见的伴生灌木有陇蜀杜鹃 。留 。 形
、

裂香杜

鹃
、

鬼箭锦鸡儿 , 等
。

草本植 物常见有粗缘苔草
。 、

垂穗鹅冠草 , ‘ 等
。

群落总盖度 一 肠
。

高寒落叶灌丛主要分布于本区海拔 。一 的山地阴坡 及沟 谷地带
。

群落

优势种有毛枝 居柳
、

鬼箭锦鸡儿
、

金露梅 “ 等
。

在

不同地段
、

地形地貌及海拔高度上
,

种的数量组合有所变化
。

它们也可各自为优势形成群

落类型
。

毛枝山居柳及鬼箭锦鸡儿多占据山地阴坡及高海拔地区的沟谷地带
,

金露梅则

可在滩地及山地缓坡形成优势群落
,

其植株高度相对矮小
,

群落稀疏
。

常见的伴生植物有

高山绣线菊 , 等
。

草本层常见有线叶篙草
、

黑揭苔

草 “ 、

粗嚎苔草
、

珠芽寥 夕 , “ , “ 、

圆穗寥

等
。

群落总盖度 一 肠
。

森林
、

灌丛植被的基本特征

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存在导致和形成了众多的生态界面或地理边缘 , 从而引起复杂交

错的边缘效应 〔”〕。

高原边缘山地森林存在是边缘效应的产物
,

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地理边

缘效应的主要标志之一
。

青海省隆务河流域处在黄河谷地与青南高原的交接地带
,

与周

围地区的森林植被存在一定的联系
,

同时本区内部具有复杂多变的生境类型 气候
、

地貌

和土壤等
,

这对本区的森林
、

灌丛植被特征有不同程度影响
。

区域特征

本区森林分布的区域特征明显
。

本区以寒冷干燥为主要气候特征
,

加上境内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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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
,

致使水热状况
、

土壤等自然生态因子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垂直分布特点
。

由

于不同地段
、

海拔高度
、

坡向
、

坡度等
,

导致了水热条件的剧烈变化
,

从而引起一系列 自然

生态因素的重新组合
,

小气候明显
,

加上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
,

森林分布被限制在狭小的

空 间范围内
,

具有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森林分布的一些重要特征
。

例如
,

森林主要分布于山

地中下部及沟谷地带
,

呈片状分布或镶嵌复合分布
,

林地零碎分散
,

具有明显的坡向性和

山地森林类型性质
,

森林的次生性强
。

群落特征

本区是青海省森林类型南北交汇的典型地段
。

森林类型的种类组合及其分布有其变

化特点
。

主要分布于祁连山地区的青海云杉林在本区则分布于山地中下部
,

而山地中上

部则为紫果云杉林所替代
。

就总体而言
,

本区群落特征表现为树种组成单调
,

结构及组合

相对简单
。

有些树种树干低矮
、

生长缓慢
。

垂直分布特点

本区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

由低而高依次是荒漠化草原 以 下
一

草原 一
一

温带常绿针叶林
、

温带落叶阔叶林 。一
一

寒温性常绿针叶林及其针阔

混交林 一
一

高寒灌丛 一 一高寒草甸 一
一

高寒流石坡

植被 以上
。

森林及灌丛处在生境相对良好的中间地带
。

数量特征

本区的森林
、

灌丛植被覆盖率为 肠 含防护林农 田
,

其中乔 木林为 呱
,

灌

丛为 肠
,

人工林及农 田 具防护林网 为 肠
。

可见其森林
、

灌丛植被的覆盖率还是

较低的
,

而乔木林所占的比例就更低
。

森林
、

灌丛植被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针对本区森林
、

灌丛特征
,

特提出以下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
、

灌丛植被资源措施
。

封山育林

青海省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弧形湿润带上
,

不少森林
、

灌丛的

分布处于该植被类型和树种的极限分布高度 〔 。

其生境条件差
,

而森林
、

灌丛本身所表现

出的零散小片分布及结构简单等特点
,

说明其稳定性较差
,

同时考虑到本区社会经济条件

和 自然状况
,

封山育林是 目前保护
、

恢复和发展森林植被的最为现实可靠的重要手段
。

科学经营

根据本区 自然特点
、

森林的各种特征
,

采取相应的保护和经营措施
,

如严格控制采伐

量
、

人工抚育幼林
、

防治病虫害等
,

促进森林更新和恢复
。

重视以村落为中心及河谷地带人

工林及防护林网的建设
,

改善生态环境
。

保护生境

森林
、

灌丛植被是与其生存的生境条件 气候
、

地形 地貌
、

土壤
、

海拔 以及人类活动状

态等 存在相互依赖
、

相互制约的密切联系
,

并形成统一的动态整体
。

森林被采伐之后
,

生

态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
,

森林植物的生理生态 因素随生态环境 因 素 的 改 变 而发生了变

化
。

导致森林资源破坏
、

退化和消亡的主要原 因
,

一方面是对森林资源本身的直接破坏

人类因素
,

另一方面则是生境的改变 自然与人类综合作用
。

从本区森林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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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数量特点等方面分析
,

森林破坏之后
,

与之密切联系的生境条件往往也随之消失
。

另一方面生境本身的破坏
、

退化或恶化
,

致使森林退化
,

恢复困难
,

甚至于无法生存发展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保护森林赖以生存的生境条件与保护森林资源本身具有同等重要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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