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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种子库是指存在 于土壤上层凋落物和土壤 中全部 存活种子 的总和。土壤种 子库 理论作为群 落生 

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是退化生态系统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植物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土壤种子库是对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有助于对植被更新和植被演替动态的了解．对于植 

被重建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指导生产实践。草地土壤种子库作为潜在的植物群落，是种群的定 

居 、生存、繁衍 和扩散 的基础 ．是草地未来地 上植被发 生的源泉 。从 草地尤其是 高寒草地土壤种 子库 的研究 

方法、研究 内容 、意义及存在 的问题等方 面进行 系统的总结并展 望 了未来的研究趋 势。以期 为将 来高寒草地 

土壤 种子库的研 究提供 一些理论基础．并为高寒草地的植被 重建和恢复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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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子成熟后，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传播， 

最终都会散落到地面上，它们中的一部分由于被 

捕食者摄取或破坏，以及自然原因等而丧失萌发 

能力 ，从而失去活力。另一部分在适 宜的环境中 

萌发，形成所谓的土壤种子库。土壤种子库是指 

存在于土壤上层凋落物和土壤中全部存活种子的 

总和[̈。Darwin[2]在《物种 起源》一 书中描述 了 

存在于湖底淤泥中种子 的存在情况，这可能是关 

于种子库的最早报道 。目前对土壤种子库的研究 

已成为国际恢复生态学和保育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和前沿【3]，以及植物生态学研究 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国内外在不同生境开展的研究和大量的文献 

不断涌现L4J。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 

最大、类型最为独特的草地生态系统。高寒草地 

生态系统是否稳定不仅对我国的东部和西南部的 

气候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对北半球甚至全球 

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高寒草地植被也是“世 

界第三极”地区重要的碳库，对该地 区生态系统的 

碳源一碳库的平衡起着一定调节作用。近年来， 

随着放牧活动等因子的影响，加上 日益明显的暖 

干化气候，青藏高原草地退化严重，已成为重大的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5-~3。对高寒草地土壤 

种子库进行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首先可以为揭示植物种群和群落时空动态提供基 

础。作为一个植物种群或群落类型要在自然界长 

期存在下去，其繁殖更新是关键，而土壤种子库是 

植被天然更新的物质基础L7]，因此研究它有助于 

对植被更新的了解和有效估测；同时土壤种子库 

也是植物种群基 因多样性 的潜在提供者L8]，所 以 

土壤种子库在维持种群和群落的生态多样性和遗 

传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实践上来 

说 ，了解土壤种子库的组成 和多度可以帮助预测 

草地的生产量、生产质量及承载量Lg]。同时，土壤 

种子库中的种子能够直接参与地上植被的更新和 

演替，研究土壤种子库的组成、动态以及它在植被 

恢复和演替中的作用，将有助于对高寒草地尤其 

是退化草地的管理 ，有助于在草地的恢复和重建 

方面采取正确有效的恢复治理措施。 

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研究报道 

相对较少，只有邓自发等[10-12]、尚占环等E133、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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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等【1 做过初步研究。目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青海大 

学等单位的不同研究组在三江源果洛地 区、青海 

海北地区、甘肃玛曲县和天祝县等高寒草地分布 

区先后开展相关研究 ，有望对高寒草地土壤种子 

库的时空模式和分布规律获得进展，为退化草地 

恢复治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然而结合高寒草甸 

退化演替阶段及其恢复调控策略进行的土壤种子 

库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土壤种子库的变化过程及其 

影响机理的研究很少 ，高寒草甸的退化和恢复调 

控与其土壤种子库之间的关系不清楚 ，江河源区 

大规模 的退化草甸恢 复治理缺乏相应的理论依 

据。因此本文拟通过对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研 

究综述，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方向，并为 

退化高寒草地的治理、恢复及重建提供理论依据。 

1 土壤种子库研究方法 

1．1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方法 对于取样方法 

的选择 ，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 ，一般来说 ，野外取 

样方法 主要有随机法、样线法 、小支撑 多样点法 

等 。 

随机法，就是在研究的样地上随机的取一定 

土样的方法。此方法简单且易操作，但对微地形 

要求较高。周国英等 ]、徐志伟 H 的研究采用了 

此方法。 

样线法，就是在研究的样地上设置一条样线， 

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样线上每隔几米设置一个小样 

方，在小样方内取土的方法。此方法能保证取样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被 国内外大多数人所采 

用 ̈  Ⅲ]。 

小支撑多样点法，即在大样方内分小样方依 

次形成多级样方，然后在每个小样方内取样的方 

法 。此方法较为复杂，野外实施较为困难，应用较 

少 。 

由于种子在土壤中的分布极不均匀，因此减 

少取样的随机误差 ，提高取样的精确性 ，是野外取 

样的首要目标，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根据 

试验地的环境状况以及试验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合 

适的方法。 

1．2土壤种子库的取样大小 通常种子在土 

壤中的垂直和水平分布极不均匀，因此取样深度 

极为重要 。现有研究资料的取样深度有 5 cm的， 

分为 2层 ，即 0～2和 2～5 cm，也有 10 cm 的，分 

为 3层 ，即 0～2，2～5和 5～i0 cm l_j引。土芯的 

直径没有统一标准，通 常有 1．85，3．2，5，7，8 cm 

等 ，5个或 1O个土芯混合成 1个样方的取样方法 

最为常见Il 删 。但到目前为止，取样大小仍无统 

一 标准。通常采用 的方法有大数量小样方 、小数 

量大样方和大单位内子样方再分亚单位小样 

方[2。。。Bigwood等l2 研究发现，采集大量的小样 

本来估算种子数量要比少量的大样本的准确性高 

得多，因此此方法应用也较广泛。具体的取样数 

目还应根据研究 目的和研究群落的特点确定[2 。 

1．3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时间 取样时间是该 

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受时空、物种类型以 

及试验目的等的影响，Carol等 指出许多研究 

中的土壤取样是在大多数物种的种子散布之后而 

萌发之前进行。Warr等 ]认为在多年生或夏季 

一 年生植物占优势的群落中，判定持久种子库的 

土样应在夏天采集，若要土样中包含持久和短暂 

种子库的综合，应在冬天或早春取样；在冬季一年 

生占优势的植物群落中，判定持久种子库的土样 

应在冬天或早春采集；在具有夏季和冬季一年生 

植物的群落中，冬季一年生植物应在冬季或早春 

取样 ，夏季一年生植物应在夏季或早秋取样 。周 

显辉[2 在进行高寒草甸土壤种子库研究时为了 

获得持久土壤种子库，在夏季(7月)采样。 

同时 Thompson[。。]认 为一般研究 经过冬季 

休眠后新种子产生前 的有生活力的种子时，应在 

每年的 4～5月取样 ，而研究新的种子雨补充后的 

土壤种子库时，应在每年的 l0月左右取样 。邓 自 

发等【1 在研究高寒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和 

小嵩草K．pygmaea草甸时就采用在 5月上旬和 

9月底分 2次进行采样。周国英 ]在青海湖地区 

芨芨草 Achnatherum splenden草地土壤种子库 

的初步研究中的取样时间为 4月。因此在研究中 

必须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的需要来确定取 

样时间。 

1．4土壤种子库物种组成的鉴定方法 当 

土壤样品采集且分离出种子后，对土壤种子库物 

种组成的鉴定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常用的鉴 



草 业 科 学(第 26卷 2期) 41 

定方法通常包括物理分离法和种子萌发法【2 。 

物理分离法，即将种子从土壤中挑拣出来，鉴定和 

统计种子库物种组成和数量的方法。常用的有水 

漂法和筛选法∞ 。邓自发等[1 ]在高寒草甸的 

研究中就采用水漂法。种子萌发法 ，即将土样经 

过适当的处理后 ，置于温室 中，控制适当的光、温 、 

湿等条件 ，使土壤中存在的种子尽可能全部萌发， 

鉴定、统计萌发 的幼苗的方法 。由于不同种子萌 

发所需要的条件和时间不 同，因此整个试验过程 

必须持续到土样中不再有种子萌发为止。而对萌 

发后幼苗的鉴定是既困难 又相 当关键 的一步，常 

用的方法有幼苗 形态特征法 以及 观察 幼苗的颜 

色、气味等[_293。尚占环等[1钉在黄河源区的高寒草 

甸相关研究中就采用了幼苗形态特征法。 

在实践操作中，物理分离法和种子萌发法各 

有利弊。高寒草地 ，种子相对较小 ，通过物理方法 

进行种类鉴定的难度很大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和 

物力 ，而且准确性较低，因此很少用到。但此方法 

能分离出土样中的全部种子包括活的、死的、休眠 

的和非休眠的。种子萌发法可以得到更可靠和更 

有效的估计，提高试验的准确性，因此目前应用较 

为广泛~13-14]。 

2 土壤种子库的研究内容 

2．1土壤种子库的大小 土壤种子库的大小 

是 指单 位面 积 土壤 内所 含 的有 活力 的种子 数 

量[3。。。由于取样方法的不同和鉴定技术本身并 

不能完全准确测定种子库中的种类及数 目，因此 

所得到的种子库的大小也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张志权 叩在土壤种子库的研究中指出大部 

分森林土壤中的种子含量为 1O ～1O。粒／m。，草 

地土壤 中为 1O。～1O 粒／m。，耕作 土中为 1O。～ 

lO。粒／m。。而一般而言，土壤种子库的大小由于 

植物群落、取样时间、退化程度 以及研究 目的的不 

同存在极大差异，如对高寒草地的研究表明，矮嵩 

草草甸种子库种子数量为 19 907粒／m ，小嵩草 

草甸种子库的种子数量在返青期和枯黄期分别为 

10 550和 13 815粒／m。[1o-12]。周国英等[8 研究表 

明围栏内外的含量也不相同，分别为 3 660和 

2 460粒／m。。草地退化对种子库大小影响极大， 

种子库密度随退化开始减小，但在物种组成上没 

有显著差异 ]。但尚占环m 研究青藏高原黄河 

源区4种不同退化程度高寒草地的土壤种子库在 

实验室条件下萌发的种子数量时发现种子库密度 

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强而增多。 

2。2土壤种子库的类型 土壤种子库的类型 

是土壤种子库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3 姑]。根据种 

子在土壤中存留时间的长短，主要有如下几种分 

类方法。Thompson等在 1979年通过研究英国 

草地土壤种子库后，对土壤种子库提出了一个等 

级的分类系统【3 ，将土壤种子库分为 2种类型， 

即瞬时土壤种子库和持久土壤种子库。瞬时土壤 

种子库是指种子在土壤 中存活不超过 1年，而持 

久土壤种子库是指种子在土壤中休眠期至少 1 

年。具体来说，土壤种子库可分为4种类型，即在 

干旱和被干扰的生境能很快就萌发的一年生和多 

年生禾草种子库；在早春时节，移植植被间隙的一 

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种子库；在大部分种子很 

快萌发后 ，维持在秋天萌发的一年生和多年生的 

草本植物种子库；具有大量的一年生、多年生草本 

植物和灌丛种子的种子库，前 2种为瞬时土壤种 

子库。Hodgson等[3 把土壤种子库也分为 3类： 

瞬时土壤种子库，即种子在土壤中存留不超过 1 

年就萌发；短期土壤种子库，即种子在土壤中的存 

留期超过 1年，但小于 5年；长期土壤种子库，即 

种子在土壤中的存留期超过 5年。 

NakagoshiC蚓研究日本温带森林土壤种子库 

时，将植物种群的土壤种子库分为 3类：在生长季 

节种子全部萌发的土壤种子库；在生长季节因种 

子萌发而仅存在少量有萌发能力种子的土壤种子 

库；全年保持着基本恒定 的种子数 目的土壤种子 

库。 

以上几种分类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于高 

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分类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种 

子在土壤中存活的时间长短以及休眠和萌发类型 

对于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分类也非常重要，随 

着对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广度以及深度的研 

究，尤其是持久种子库的研究，肯定会有更合理、 

更完善的分类系统出现。 

2．3土壤种子库动态及时空分布模式 土 

壤种子库的动态包括种子库的输入和输出[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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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库的输入主要来 自种子雨，而输 出包括动物的 

摄食、死亡和萌发等，这种输入和输出受时空分布 

的影响，因为每个种子库在时间上具有季节动态 

和年际变化，在空间上具有水平及垂直分布格局 。 

植物的不同生长规律 ，比如萌发 、开花、结实、 

种子脱落等以及气候的变化 (如降水 、温度等)都 

会影响到土壤种子库的动态变化 。于顺利等 认 

为在北温带地区，土壤种子库的最大值应该在晚 

秋的 9月和 10月 ，最小值应该在 6月和 7月。而 

对于高寒草地来说 ，这种动态也许会有所不同，这 

种不同应该主要表现在最小值方面，但具体的结 

论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不同的年份也许会由 

于各种条件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动态变 

化。 

土壤种子库的空间分布反映了种子在土壤中 

的初始分布和以后的运动状态。种子水平分布越 

广，说明其传播能力越强，有利于种子找到适宜的 

生存环境 ，这对于促进草原尤其是高寒退化草地 

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土壤种子库在垂直方向 

上具有递减的规律 ，这影响着种子库中种子的留 

存、萌发，从而影响着原有植被的恢复 。 

2．4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关系 地上 

植被与土壤种子库中的植物种类组成有着密切的 

关系：一方面，地上植被是土壤种子库中种子的来 

源；另一方面，土壤种子库中的种子能够直接参与 

地上植被的更新和演替。所以，土壤种子库及其 

与相应地上植被间的相似性成为近年来人们争论 

的又一生态学问题。Whipple[3。 将土壤种子库与 

地上植被的关系分为：种子和植 株都存在或都不 

存在，只有种子 没有植株或只有植株没有种子。 

而现有研究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关 系，主要 

有两种结论 ，即不相似性和相似性。周显辉[2 对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种子库研究时发现种子库 

和地上植被不具有明显相关性(相似性系数为 

40 左右)；随着退化，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相似 

性增强(相似性系数为 62 )，同时也发现种子库 

和地上植被在物种组成上具有明显差异 ，种子库 

在物种组成上没有显著差异。而周 国英等L】 对 

青海湖地区芨芨草草地土壤种子库的研究发现围 

栏内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的组成相似性程度(相似 

系数为 0．634)要高于围栏外自由放牧的草地(相 

似系数为0．581)，表明放牧降低了地上植被与土 

壤种子库的相似性 。而造成上述结果差异的原因 

也许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是由于试验方法的不同 

如取样、萌发试验等；二是微环境以及种子自身的 

特性不同；三是干扰条件和干扰强度的不同等；四 

是草地类型有所差异。因此，在具体的试验操作 

中，要结合以上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2．5土壤 种子库 与种 子雨之 间的关 系 种 

子雨是种子库的主要来源，二者在物种组成上有 

一 定的相似性 ，因此种子雨的变化极大程度的决 

定了种子库的大小和组成。种子雨的来源取决于 

各种植物的种子产量，种子雨的大小和降落格局 

又因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环境因素而异，而不同 

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史对策及其种子的生 

物、物理特性各有不同，包括繁殖策略、种子产量、 

种子大小、外部特征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植物 

物种在种子雨中的地位和比例，进而影响其在土 

壤种子库中的分布。 

2．6影响土壤种子库的因素 影响土壤种子 

库的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如种子的形态、动物摄食 

的方式以及放牧等)和非生物因素(如水分、土壤 

条件以及风力作用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 

土壤种子库的格局和命运【4 ∞]。 

2．6．1种子形态和土壤条件 种子形态包括种子 

质量、种子大小、种子形状等特征，而种子的大小 

和形状在 土壤种子库 中起着 重要 的作用L3 。 

Weiher等[4阳认为种子质量和形状与种子的传播 

距离、种子库寿命等有密切关系。重力 以及一些 

动物的拖动和埋藏使种子进入土壤，从而为后来 

的萌发提供了条件。从理论上说个体较大的种子 

重力较大易进入 土壤 中，但实际上 由于土壤缝隙 

较小等物理结构又阻止了大种子的进入。因此土 

壤种子库受种子大小、形状等形态特征以及土壤 

理化性质的综合影响。 

2．6．2水分条件 对高寒草地来说，水是植物生 

长的限制性因素之一。植物要尽可能最大限度的 

利用稀少的水分，种子的萌发过程尤其如此。只 

有水分条件适宜种子才会萌发，才有可能形成更 

大的种子库，为将来植被的恢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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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气候变化 由于大气中 COz等温室气体 

的持续增加，全球 日益变暖的趋势已成事实 ，随着 

全球的变暖，降水量也可能出现变化，土壤种子库 

也会产生相应变化。但全球气候变化对未来的土 

壤种子库产生怎样的影响，产生影响的大小如何， 

土壤种子库对此做 出怎样 的反应 ，对高寒草地来 

说这种变化和影响也许更加重要，目前 没有相关 

文献报道，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2．6．4放牧等人类活动以及动物行为等干扰因素 

干扰影 响土壤 的种子库动态。研究 发现干扰 

(动物放牧和人类干扰)能降低土壤种子库 的密 

度，并且能改变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组成[41-423。放 

牧影响了种子库 的质量和数量组成 ，不 同的放牧 

强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但是 ，对于放牧如何 

影响种子库，由于研究时的环境条件 、气候条件以 

及放牧强度标准等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 

的观点。目前主要存在以下 3种观点：放牧提高 

了种子密度L4 ；放牧降低了种子密度【4 ；放牧对 

种子密度无显著 影响【4 。未封禁 的过度放牧草 

地，土壤种子库的物种数量远低于封禁草地，且多 

为杂类草，并无明显的优势种，这说明放牧和人为 

活动的长期干扰可降低土壤种子库的物种密度， 

严重影响地上植被的 自然更新与种群组成[4 。 

动物(包括鸟类 和啮齿类小动物，如松 鼠、高 

寒草地生境中的高寒 鼠兔、高原鼢鼠等)的摄食 、 

移动以及埋藏等行为对种子库产生重要的影响。 

种子落到地表后 ，动物会对其进行移动、埋藏 、摄 

食等，种子移动的远近，埋藏的深浅以及摄食的程 

度与种子的大小 、形状 、营养物质含量等许多因素 

有关 ，因此不 同的种子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从而使 

种子库具有不同的分布格局。不同退化高寒草地 

的土壤种子库的大小和分布格局有所不同[̈]，这 

与高寒草地的退化过程伴随一些啮齿类小动物的 

侵入后产生的干扰效应不无关系。 

3 土壤种子库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在我国，虽然种子库的研究在最近 1O来年得 

到蓬勃发展，但是土壤种子库的理论并不成熟，还 

有待继续发展和完善。现在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取样时间和取样大小以及取样深度等 

的不一致；第二、取样方法的不当造成取样数量的 

不精确；第三、进行萌发实验时，如何打破休眠以 

及萌发时间和萌发条件的控制问题；第四、土壤种 

子库的分类问题以及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关 

系问题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等。高寒草地 

土壤种子库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今后高 

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 究尺度的拓展 

针对不同的生境如何取样 ，取样大小和深度以及 

种类的鉴定还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进行 

萌发实验时，如何打破休眠以及萌发时间和萌发 

条件如何控制，是今后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研究 

的重点之一。同时现在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的研 

究主要集 中在嵩草草甸 、芨芨草草原 等为数不多 

的几种植被类型，研究的范围有待拓展，尤其是不 

同的土壤种子库随着时空格局如何变化应引起足 

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为高寒草地植被的恢复提供 

更好的理论基础 。 

3．2微生境与土壤种子库 土壤种子库与地 

上植被的关系一直是土壤种子库研究的热点问 

题。在高寒草地不同的群落和生态系统中，微生 

境如何影响土壤种子库的分布，它们与土壤种子 

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高寒草地在不同的水平 

梯度和海拔梯度上土壤种子库的分布变异如何， 

尤其是同一高寒草地类型在不 同的海拔梯度上种 

子库的分布有何不同更应该引起注意 ，同样也可 

以为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因为 

土壤种子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尤其是有些植物的种子在土壤中可休眠几年、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成为了持久土壤种子库，而持 

久种子库在物种和群落的保护和重建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L4。 引，因此今后应加强土壤种子库与高寒 

草地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 。同时在全球变化的 

大环境下，气候环境 因子如温度、降水等不可避免 

的会发生变化，土地利用方式也随之改变 ，高寒草 

地对其会有特殊的敏感性和反馈模式。全球变化 

将对土壤种子库产生怎样的影响，土壤种子库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它对地上植被的分布格局是否 

会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方 

法进行研究。 

3．3干扰对土壤种子库的影响 干扰影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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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种子库的动态，对高寒草地来说，这种研究更为 

重要。放牧强度指标的确定以及不同的放牧强度 

对土壤种子库产生怎样的影响，是降低还是升高 

还是没有影响，这对草场的优化管理和退化植被 

的恢复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加强对动物尤其是高 

寒草地生境中的啮齿类哺乳动物(如高原鼠兔、高 

原鼢鼠和喜玛拉雅旱獭)和鸟类(如角百灵 、朱顶 

雀等)如何影响土壤种子库的大小、分布格局和时 

空动态等的研究。 

目前，在各种干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尤其是 

气候 变 化 和超 载过 牧 ，致 使 高 寒 草 地 退 化 严 

重[5 ]，但恢复治理效果不明显 。鉴于土壤种子 

库研究在植被恢复中的作用 ，所以应加强土壤 

种子库与高寒草地退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高寒草 

地土壤种子库研究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退化 

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退化土地的治理提供理 

论依据。而且在搜集与评价现存天然植物种质资 

源的同时开展土壤种子库 的鉴定与分类研究 ，也 

可为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提供更多的植物材料。 

探明高寒草地不同退化程度土壤种子库的规模以 

及与地上植被的关系，评价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 

中不同植物物种或功能群对生态 系统恢复 的贡 

献 ，明晰不 同退化阶段草地植物群落土壤种子库， 

以进一步论证和提出恢复的理论和技术，是当务 

之急。所以，从植被的潜种群阶段——土壤种子 

库人手，研究不同退化程度高寒草甸及其恢复治 

理策略与土壤种子库的关系，搞清相互之间的作 

用机理 ，活化土壤种子库，恢复生草土壤的生态承 

载力 ，达到治本 目的。 

鉴于土壤种子库研究在高寒草地植被恢复中 

的作用重大 ，建议加强土壤种子库研究 ，系统集成 

各研究单位、各研究区域的研究成果，为建立高寒 

草甸土壤种子库的动态模型提供基本参数；丰富 

土壤种子库理论，为高寒草地退化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为恢复不同退化程度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奠 

定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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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ce and prospect of soil seed bank in the alpine grassland 

DUAN Ji-chuang ，ZHOU Hua—kun ，WANG Shi—ping ，ZHAO Xin-quan ， 

WANG Xin-chuan。．LI Fa—lu。，NIU Jian-wei。 

(1．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Xining 810001，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Beijing 100049，China； 

3．Qinghai Provincial Forages and Seed Increase Pasture，Tongde 813201，China) 

Abstract：Soll seed bank indicates the total amount of survived seeds in the litter of upper strata and in 

the soil．The theory of soil seed bank is regarded as the basic theory of community ecology and resto— 

ration ecology，an important component for natural regeneration in degraded ecosystems，and has be— 

come a hot issue in plant ecology．The st udy of soil seed bank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biodiver— 

sity research，helps to understand vegetation regeneration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vegetation evo— 

lution，and is indispensable for vegetation reconstruction，recovery and operation practice．As the po— 

tential community，grassland soil seed bank is the base of settling，survival，reproduction and sprea— 

ding of plant populations，the origin of plants in grassland ecosystem．This paper reviewed the meth— 

odology，contents and signification of the studies on grassland soil seed bank，especially in alpine re— 

gion．The problems and future study on soil seed bank we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toration and reclamation of degraded vegetation，the study on the soil seed bank can provid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theory for vegetation regeneration in alpine region． 

Key words：alpine grassland；soil seed bank；plant ecology；vegetation regeneration；vegetation re— 

generation；vegetation 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