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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位 于江 河 源 头达 日县的不 同退化程度 小 离苹 、 高寒草句 年 的封 育研 究
,

结 果

表明 围栏封育对不 同退化程度小 离草高寒草句草场 的总盖度及不 同经济类群植物 的盖度
、

总地上 生物 黄
、

不 同经济类样植物 的地上 生物 及其组成
、

退化祥落对 未退化群落 原生植被 的相似性 系数均有显 著的影

响
。

经过 年的封育后
,

草地植被总盖度
、

总地上 生物
、

禾 本科和 莎草科植物 的 盖度和地上 生物
、

样 落

的相似性 系毅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

轻度退化草地封 育 一 年后
,

草地 的优 良软草及 可食杂类草不 论是

盖度还是地上 生物 均高且 占绝对优势
,

草地 即可得到恢复 中度退化草地要幸封 育恢 复雷要的 时 间 可能

会更长一 些 , 重度和极度 黑 土 滩 退化草地
,

必 须 通过建植人工草地
、

结 合补播
、

施肥
、

毒杂草防除 等其它措

施改 良
, 以 治本的工程措施为主

。

关位佣 江 河 源 头 退化 小 离革高寒苹句 地上 生物 贵 盖度 相似性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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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型
、

藏篙草 草地型
、

线叶篙草 一 ℃
,

最冷月 月 的均 温 为 一 ℃
,

最

乞, 草地型
、

金露梅 ‘ 、 一 矮 热月 月 的均 温 为
,

℃的积 温 为

生篙草草地型等
。

然而
,

由于长期不合理 的放 ℃
,

℃的积 温 为 ℃
,

生 长 季为

牧利用
、

不科学管理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图
,

优 良 个月 左 右
,

无绝 对 无 霜 期
。

年均 降 水 量

牧草的生长发育受阻
,

繁殖能力衰退
,

于是逐渐从
,

多集中在 一 月
,

年蒸发量
,

植被 中消失
,

适 口性差的杂类草或毒杂草侵入
,

导 雨热同季
,

有利 于 牧草 生 长
。

土 壤 为高 山草甸

致草地退化
,

最终形成
“

黑土滩
” 。

土
,

草地 为 已 发生 退 化 的小 篙草 高寒

培育退化草地 的方法很 多
,

如 围栏封育
、

补 草甸
。

播
、

施肥
、

松耙
、

除芳以及灭 鼠治虫等
,

尤其围栏封 测 定指 标及方 法

育已成为国内外培育天然草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 地上生物童的测定 每年 月中旬在不同

措施 ,
一

川
。

这些研 究结果 表 明 围栏 封育往 往使 退化程度草地的围栏封育区 内随机取样
,

取样面

植被层 的高度
、

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增加
,

使草地 积
,

次重复
。

按照 经 济类群 禾

生态系统进 入 良性 循 环
。

然 而
,

这 些 研究 均 局 本科
、

莎草科
、

可食杂类草和不可食杂类草 齐地

限于对不 同退化阶段 的 种或 种类型
,

缺乏对 面剪草
,

带 回实验室在 ℃下烘 干至恒 重
,

测定

不 同退 化 程 度 草地 封 育的详细 研究
。

为此
,

于 不同经济类群植物的地上生物量
。

一 年对达 日县窝赛乡不同退 化程度 的 植物盖度的测定 在测定地上生物量的同

退化草地 进 行 了调 查 研 究
,

旨在掌握 不 同退 化 时用 目测法测定各植物经济类群的分盖度和草地

阶段草地 封 育效果
,

为今后 草地 封 育工 作提 供 植被的总盖度
。

依据
。

退化草地的分级标准及封育原理

材料与方法 退化草地的分级标准 根据江河源区草地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选在青海省达 日县的 现状初步拟定 了适 应江河 源 区 的草地分级标 准

窝赛乡
,

位于北 纬
‘

’’
,

东经
‘ ” ,

表
,

根据这一标准将 江河源 区退 化草地分为

海拔 在 以 上
,

气 候 寒 冷
,

年 均 温 为 轻度
、

中度
、

重度和极度退化 类山
。

衰 江河谏区退化草地评价等级标准

不同退化程度 植被盖度 产草量比例 可食牧草比例 可食牧草高度变化 草场质量

原生植被 标准

轻度退化 一 一 下降 等

中度退化 一 一 下降 等

重度退化 一 一 下降 等

极度退化 黑土滩 以下 几乎为零 极差

退化草地的封育原理 草地生态系统在人 荷的
、

不 可逆 的山 〕。

而草地 封 育就 是把草地 暂

为或 自然因素的干扰下
,

所产生 的逆行演替即为 时封闭一段时期
,

使之 自然恢复并达到系统的初

退化
。

生态学家把系统受到干扰
,

使原有生 态平 始状态 顶 极或亚顶极植 被 的过程
。

在此期 间

衡状态发生位移
,

而导致其结构和其功能发生变 不进行放牧或割草
,

使牧草有一定休养生息的机

化和障碍
,

形成破坏性波动或恶性循环 的生态 系 会
,

积 累足够 的营养物质
,

逐渐恢复草地生 产力
,

统称 之 为 受 损 生 态 系统
。

并使牧草有进行结籽或营养繁殖 的机会
,

进 而促

受损生态系统恢复一般为 种途径 一种是 自然 进草群的 自然更新
。

恢复使之达到系统的初始状态
,

另一种是在人类 试验结果

的干预下使之 重建或改建
。

前者生 态 系统 的受 植被盖 度 的 变化 从 表 可 以 看 出
,

未

损情况是不超 负荷的
、

可逆 的 后 者是受损超负 退化草地封育后
,

植被 的总 盖度接 近
,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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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牧草的盖度明显增加
,

封育 年后其盖度较 度变化规律基本上和轻度退化草地 的变化一致
,

第 年增加 了 莎草科植物的盖度基本保 草地群落 年后基本上 能恢复到轻度退化草地

持不变 可食杂类草和不可食杂类草的盖度呈下 的水平
。

重度退化草地封 育 年后 植被总 盖度

降趋势
。

轻度退化草地 的总盖度 以及 禾本科牧 从 提 高 到
,

禾 本科 牧 草 的 盖 度 提 高

草的分盖度有 了明显提高
,

特别是禾本科牧草的
,

莎草科牧草盖度 的增加速度相对缓慢
,

可

盖度第 年较第 年增加 了
,

莎草科牧草 食杂类草和不 可食杂类草的盖度也有不 同程度

的盖度提高了
,

而可食杂类草和不 可食杂类 的提高
,

草地牧用价值仍然很低
。 “

黑土滩
”
草地

草的盖度分别下 降 封育 年后 轻度 退化 通过 年的封育
,

虽然总盖度提高
,

但禾本

草地的生产性 能基本上恢复到 了未 退化前的水 科和莎草科牧草的盖度增加缓慢
,

而可食杂类草

平
。

中度退化草地在 年的封育过程 中
,

群落盖 和不可食杂类草的盖度分别增加 和
。

裹 不 同程度退化草地封育后植被盆度变化情况

不同经济类群的分盖度
退化程度 封育年限 总盖度

禾本科 莎草科 可食杂草 不可食杂草

丹勺

未退化草地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匕﹄﹄口亡」

轻度退化草地

工口咋」

中度退化草地

重度退化草地

,二人﹄

匕︹吕八二匕

极度退化草地

黑土滩

地上 生物量及其组成的 变化 从表 可

以看出未退化草地封育后
,

地上生物量 以禾本科

为最高
,

占总生物量的
,

其次是莎草科植物

可食杂草与不可食杂草的生物量均较低
,

两者合

计为
。

此外
,

总生物量从第 年起不再增

加
,

除禾本科牧草生物量仍然增加外
,

其它植物类

群的生物量均趋下降趋势
。

轻度 退 化 草地 的总

生物量第 年较第 年增加 , ,

禾本

科牧草生 物量 占总 生物量 的 比例提 高
,

而莎草科牧草 和杂类草的 比例分别下 降

和
。

中度退化草地封育 年后
,

地上总生

物量从 , 提高到 , ,

禾本科和

莎草 科 牧 草 的 生 物 量 比 例 分 别 提 高 和

巧
,

而杂类草的比例下降
。

重度退化

程度封育 年后地上总生物量从 提高

到
·

, ,

但优 良牧草 禾本科和莎草科牧

草 的增加速度相 当缓慢
,

生物量从 增加

到了
,

优 良牧草 占地上 总生物量 的 比例

只 由 纬提高到 了
,

草地牧用价值仍然

很低
。 “

黑土滩
”

通过 年的封育
,

虽然总生物量



,

均有一定程度 的提 高
,

但优 良牧草的恢复速度更 为丰富度指标 “”与未退化小区的生物量 的

加缓慢
,

封育 年后 优 良牧草 占地上总生物量 的 最小值
,

对所有类群求和并除 以两组植物群落总

比例只达到
。

生物量
,

从 而 获 得 相 似性 系数
二 。

可 以 看 出
,

群落相似性 系数的 变化 相似性 系数采 “‘ 与
,

的最小值和两组植物群落的丰富度 名

用
一

的公式计算 ‘ , “ , ,

名
,

决定 了 的大小
。

显然
,

蕊
。

簇
。

,

名 “
。 , , ‘

名 “ , ‘

当 退化阶段草地的植物群落与未退化草地相

式中
, ,

表示相似性 系数
,

“‘ 表示 不 同退 同时
, 二 一

,

即草地 没有 退 化
。

若
。 一 。 ,

则表

化草地植物类群的丰富度
, ‘

为未退化草地不 同 明该退化草地植物群落与未退化草地相 比
,

在组

植物类群的丰富度
,

代表每一个植物类群 一 ,

成和丰富度两 方 面完全 改 变 了
。

因此
, 。

值下
, , 。

对于不同退化阶段的每一个植物类群
,

降表示群落相对变化增大
,

反 之
,

表示 群落相 对

取其在 不 同退化阶段 封育小区 的生物量 作 变化减小
。

衰 不 同程度退化草地封育后地上生物 组成

不同经济类群的分盖度

退化程度 封育年限
地上生物量

禾本科 莎草科 毒杂草

生物量 比例 生物量 比例 肠 生物
, 比例

未退化草地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

轻度退化草地

⋯
厅矛月,︵叮了啥公

中度退化草地

。

。

。

。

。

重度退化草地
。

,

极度退化草地

黑土滩

从表 可以看出
,

不 同程度退化草地 随封育

时间的延长
,

其群落的相似性系数均呈增大趋势
,

但轻度和中度退化草地群落的相似性系数增加幅

度较大
,

而重度 和极度退化草增加幅度不大
。

随

草地退化程度的加重
,

第 年群落的相似性 系数

较第 年分别增 加
、 、

和
。

这说明经过 年的封育
,

不同程度退化

草地植物群落都朝着接近对照组植物群落的方向

变化
。

由于相似性系数已去除了年度气候变化的

影响
,

可 以认为各放牧组植物群落的年度变化是

封育的结果
。

裹 不 同程度退化草地封育后群落相似性系橄的变化

时间 轻度 中度 重度 极度 黑土滩

第 年

第 年

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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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讨论

对于高寒草甸草地封育的效果
,

许多学者在

高寒草甸退 化 草场上 做 了一 定 的 研 究
· ’

一 。

周兴民等 认为 天然草地经过封育一个时期后
,

草地植被的生长发育
,

植被的种类成分和草地 的

生境条件都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
,

草地 生产力有很

大提高
。

李希来阁 的研究表明 高寒草甸在全封

育下
,

封育第 年优良牧草产量增加效果最明显
,

封育的第 年
,

其总根量明显增加
,

已接近未封育

前的水平
,

随着封育时间的延长
,

优良牧草的产量

不再继续增加
,

因此
,

高寒草甸草地在全封育下以

年为佳
,

封育 年会造成资源浪费
,

对草地本身

不利
。

周华坤等 ” 〕通 过对退化与未退 化矮篙

草草甸以及轻牧与重牧区金露梅灌丛连续 年的

封育研究表明 未退化矮篙草草甸的莎草和杂类

草地上生物量减少
,

禾草和优 良牧草的生物量 以

及总地上生物量增加
,

优 良牧草比例下降
,

而退化

矮禽草草甸禾草生物量增加
,

莎草
、

优良牧草的生

物量及总生物量增加
,

优 良牧草比例上升 封育后

轻牧与重牧区金露梅灌丛总盖度增加
,

轻牧 区金

露梅灌丛的莎草类
、

杂草类和金露梅的地上生物

量减少
,

禾草的生物量增加
,

优 良牧草比例下降
,

而重牧区金露梅灌丛的禾草及莎草生物量增加显

著
,

杂草生物量减少显著优 良牧草比例上升
。

而

周国英等 〕在青海湖地区高寒草原的研究表明

围栏封育可明显提高优良牧草的地上生物量
。

试

验结果表明 轻度和中度退化草地封育 年后
,

总

盖度
、

禾本科及莎草科植物的盖度上升
,

总地上生

物
、

禾本科及 莎草科植物的地 上生物量增 加
。

这是因为组成该地区草甸植被的禾本科牧草早熟

禾 子人犯
、

羊茅
、

披碱草 州 等丛生禾草
,

在整个生长发育阶段
,

由于封育没有受到牲畜啃食

和践踏
,

加之植株高处于植物群落的第 层
,

从而

得到了充分的生长和发育
。

莎草科的篙草
、

苔草

山 等以及杂类草组成了植被的第 层
,

相对禾

草而言
,

生长受到一定的抑制
,

特别是杂类草
,

在植

被群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

这与李青云
、

周华坤

等〔‘卜 , 〕在高寒草甸上
、

周国英等
’〕在高寒草原

、

杨

启成等〔‘ 〕在徨源县山地草甸上
、

马红杉等〔‘ 在宁

夏盐池县荒漠草原和千旱草原上的结论一致
。

对

重度和极度 黑土滩 退化草地而言
,

尽管它们的总

盖度和总地上生物量逐年增加
,

但禾本科和莎草科

植物的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增加甚微
,

草场的牧用价

值仍然很低
。

另外
,

相似性 系数的变化规律说明
,

经过 年的封育后
,

不同程度退化草地植物群落都

朝着接近对照组植物群落的方向变化
。

小结

围栏封育是培育草地 的有效措施
,

其封育对

象的确定至为重要
。

重度和极度 黑土滩 退化草

地
,

由于草地植物群落中优 良牧草几乎消失
,

其 自

然繁殖更新的能力极低
,

在全封育状态下
,

短时间

内草地植被不可能恢复为原始植被
,

也不 可能大

幅度提高可食牧草产量
,

因此此类退化草地 的恢

复仅靠封育措施短期内难 以恢复其生产力
,

必须

通过建植人工草地
、

结合补播
、

施肥
、

毒杂草防除

等其它改 良措施
,

以治本的工程措施为主
。

轻度

退化草地封育 年后
,

草地的优 良牧草及可食

杂类草不论是盖度还是地上生物量均高且占绝对

优势
,

草地 即可得到恢复 而 中度退化草地要靠封

育恢复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

因此 中轻度

退化草地进行围栏封育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

应

大力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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