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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西藏高原高寒草地 3种植被类型(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样线法、 

样方法和巢式样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记录每条样线上或每个样方内出现的所有物种，并分物种刈割样方内地上部 

分，通过统计分析比较不同高寒草地群落植物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监测方法 ，以阐明西藏高原高寒草地不同植被 

类型的最小取样面积和最少样方数或样线长度。结果显示 ：(1)就物种丰富度而言，400 1TI样线法观测到的高寒草 

甸、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的所有物种数分别占3种方法调查到的总物种数的 55 、71 和 5O ；8 m 巢式样 

方法调查到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的总物种数占所有 3种方法观测的物种总数的57．5 和 57 ，而8 m 的巢式样方 

对高寒荒漠草 原的调查 监测到的物种数最多 ，其 中 2 m。观测 到的物种 数就 达到所有 可能 出现物种 的 83 ；2O个 

样方法监测到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的物种数最多 ，占3种方法观测到总物种数的 78 和 86 ，所以对物种丰富度 

的调查高寒草甸和高寒典型草原至少需要 2o个样方，高寒荒漠草原需要最小面积不少于 2 m。的2个样方。(2)就 

地上生物量而言，由地上生物量与物种数之间的变异关系得出最小样方数为 7～11个 ，而由地上生物量的变异系 

数可知，在变异系数小于等于 5 的前提下，高寒草甸的最小取样面积不小于 0．25 1TI ，高寒典型草原和高寒荒漠 

草原的最小取样面积不少于 1 m 。研究表明，对于生产力的监测方法而言，高寒草甸采用 1O个 0．5 m×0．5 m的 

样方，而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采用 1O个 1 m×1 m的样方为宜；而对于物种丰富度的监测方法而言，高寒草甸 

以2O个 0．5 rn×0．5 in的样方和高寒草原 2O个 1 1TI×1 rn的样方为宜，高寒荒漠草原采用 2个不小于2 rrl。样方面 

积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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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ree alpine meadow vegetation types of Tibetan Plateau(alpine meadow，alpine steppe and 

alpine desert steppe)as research obj ects，we made a fact—finding through the sample line method，quad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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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nest quadrat method，respectively．Afterwards，we recorded al1 species of each transect line or 

per quadrat and mow the aboveground part of the quadrats．By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lpine grassland 

plant diversity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monitoring methods via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we derived the 

minimum sampling area and the number of quadrats or transect length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lpine grasslands．The results show that：in terms of species richness，400 m line transects 

observed the number of species accounts for 55 ，71 ，5O of all three methods’investigation of alpine 

meadow，alpine steppe and alpine desert steppe，8 m。nest quadrats observed the number of species accounts 

for 5 7．5 and 5 7 of all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of the alpine meadow and alpine steppe separately， 

And 8 m nest quadrats monitor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species of the alpine desert steppe．of which 2 m 

number of observed species reached 83 in all possible species．The 20 sampling methods monitored lar— 

gest number of species of the alpine meadow and alpine steppe，accounting for 78 and 86 of total num— 

ber of species observed of three methods．Therefore，investigation of species richness is not less than 2O 

plots in alpine meadow and alpine steppe．alpine desert steppe required minimum area is not less than 2 m 

of the two plots．J ust in terms of aboveground biomass，the minimum number plots is not less than 7～11 

deriv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between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the species，but 

by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 shows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s less than 

5 of such premise．The sampling area of alpine meadow is not less than 0．25 m ；alpine steppe and alpine 

desert steppe is not less than 1 m ．It can be drawn a conclusion that considering monitoring method of pro— 

ductivity．it will show great advantage for the alpine meadow to use 10 quadrates of 0．25 m (0．5 m ×0．5 

m)，but for the alpine typical steppe it will be better to choose 10 quadrates of 1 m (1 m× 1 m)．However， 

for species richness of monitoring method，we obtain that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alpine meadow to chooses 

2O quadrates of 0．25 m (0．5 m ×0．5 m)and for the alpine desert steppe the data should be accept 20 quad— 

rates of 1 m。(1 m ×1 m)．Additionally，for alpine desert grassland it is prior to select 2 quadrates of 2 m ． 

Key words：Tibetan plateau；alpine grasslands；plant diversity；biomass；minimum sampling areas；minimum 

sampling number 

在草地生态学研究中，为了了解草地群落的基 

本特征，通常会对该区域草地群落选取样本，通过对 

样本的分析来推断总体特征，因此，采用的监测方法 

是否合理是能否准确反映该群落特征的关键口 ]。 

监测方法的基本要素包括最小样方面积、最少样方 

数以及样方的空间分布 ，在野外实际监测工作中，人 

们往往在这些要素之间进行取舍和权衡 ]。如是利 

用较大的取样面积和较少 的样方个数 ，还是利用较 

小的样方面积和较多的样方个数进行监测?哪一种 

取样方法更能反映该群落特征?在物种丰富度监测 

中，样线法和样方法哪种方法更准确?能否利用样 

线法监测某一个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多长的样线较 

为合适(即最短样线如何)?由于野外工作的时限 

性 ，特别是青藏高原野外环境更为恶劣，如何既能有 

效获取准确的草地群落特征数据，又能节省人力和 

物力，是每一位野外工作者必然考虑的问题。一方 

面，种一面积曲线主要描述的是某一区域内植物物种 

数量随面积增加而变化的规律，是确定取样面积大 

小的有效方法 ]。但 由于物种 的空间分布特征与 

地上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能不一致 ，因此 ，所需 

要的最小样方面积会随监测的内容而不同L6]。另一 

方面 ，在确定了最小取样面积后 ，要更准确地了解群 

落基本特征，最少样方数的确定也同样重要。理论 

上，所监测指标(如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等)随着样 

方数的增加其变异系数会随着降低，在置信区间 

95 和取样精度 10 的前提下所需求的样方数 即 

为最少样 方数 ]。因此 ，在不增加原始取样数 的 

基础上，可 以利用再取样 (Re—sampling)技术，通过 

不断重复随机取样模拟计算就可以达到判断最少样 

方数的目的。 

西藏高 寒草地 有 5种类 型 ，总面 积 7 708万 

hm ，占全区草地面积的 95％左右。其中高寒典型 

草原类 ，分布于藏北羌塘高原内陆湖盆内、藏南山原 

湖盆、宽谷区和雅鲁藏布江 中游河谷区，面积约 

3 160万 hm ，占全区草地总面积 的 39 左右；高寒 

草甸类，全区各地市都有较大面积的分布，面积约 

2 540万 hm ，占全区草地总面积的 31 左右 ；高寒 

荒漠草原类 ，主要分布于阿里和那 曲地 区，面积约 

870万 hm ，占全区草地总面积 的 11 左右。通过 

对西藏高原高寒草甸、高寒典型草原、高寒荒漠草原 

群落植物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监测方法 的 比较研 

究 ，拟回答 以下科学问题 ：(1)不同高寒草地群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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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种丰富度如何随样线长度和面积大小而变化? 

(2)不 同高寒草地群落植 物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 

量如何随样方面积大小和个数变化而变化?在此基 

础上，发展不同高寒草地类型适宜的群落特征监测 

方法。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方法 

于 2011年 8月在西藏高原选取那曲高寒草甸 

(N31。17．071 ，E92。05．074 ，海拔 4 416 m)、纳木错 

高寒草原 (N30。46．240 ，E90。57．882 ，海拔 4 740 

m)和阿里 日土高寒荒漠草原(N33。23．990 ，E79。 

48．674 ，海拔 4 360 m)为研究对象 ，对不 同高寒草 

地群落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进行实地详细 

调查。首先选取地形相对均一的典型群落类型，然 

后利用下列样线法、样方法、巢式样方法口 分别进 

行相关指标的监测。 

1．1．1 样线法 主要用 于植 物物种丰富度监测 。 

在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样地中，将两条带有间隔 1 m 

刻度的 100 m样线按东西、南北方 向呈十字交叉状 

或 间隔 40 m 的平行线进行设置 ，然后从样线一端 

开始 ，记录样线上每 1 m节点上所接触到的所有植 

物(包括样线垂直投影所接触到的植物)，重复 2次 。 

1．1．2 样方法 主要进行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地上 

生物量的监测。首先设置两条相交(如坡地)或平行 

(如平坦地)的 100 m样线，每隔 10 m设置 1个样 

方，共监测 20个样方，其中高寒草甸的样方面积为 

0．25 m。(0．5 m×0．5 m)，而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 

草原的取样面积为 1 m (1 m×1 m)。记录每个样 

方所出现的所有物种，同时分种刈割地上部分，带回 

实验室在 65℃下烘干称重。 

1．1．3 巢式样方法 主要用于植物物种丰富度和 

地上生物量的监测。对于高寒草甸而言，从 0．25 

m (0．5 m×0．5 m)的小样方开始，随后逐渐成倍扩 

大样方面积，包括 0．5、1、2、4和 8 m ；对于高寒草 

原和高寒荒漠草原而言，从 1 m (1 m×1 m)开始， 

分别扩大到 2、4和 8 m 。重复 2次。记录每个大 

小的样方内出现的所有物种，并分种刈割地上部分， 

带 回实验室在 65℃下烘干称重。 

1．2 数据分析 

1．2．1 样线法 在 Re—sampling stats for excel软 

件中将样线法测得的 400个 1 m线段进行随机排 

列，对新产生的序列从 1～400进行编号，然后在 

Excel中按照等距抽样，抽取 X个相邻编号的X m 

长的线段的所有组合，统计每个组合内所出现的物 

种数，然后计算所有 X m长样线组合中所出现的物 

种数的平均值，取 1、2、4、8、16、32、64、100、128、 

200、250、300、350、400 m 的样线长度，例如样线长 

度为 4 m 的所有组合的编号为 1～4、2～5、3～6 

⋯ ⋯ 397~400。最后制作种一样线长度曲线，估计最 

短样线长度[5 ]。 

1．2．2 样方法 利用 Re—sampling stats for excel 

软件中的s(混排)程序，先将 20个样方(每个样方 

已编号，分别为 1、2⋯⋯20)随机排列，对新产生的 

排列用 R(取样)程序抽取 n(1≤n≤20)个样方，将 

抽取的 n个样方作为一个样本 ，用 RS(重复取样)程 

序对这个样本 进行 100次重复取样 ，得到 100个 n 

个样方的样本。统计每个样本的物种丰富度，求出 

这 100个样本的平均物种丰富度和标准误，并对结 

果做种一样方数曲线。类似地，地上生物量则是应用 

Re—sampling stats for excel软件中重取样功能在2O 

个现有样方数据中随机取 n(2≤n≤20)个值，求出 

这 n个数据的平均数 x，然后对 x重复计数 1 000 

次 ，计算这 1 000个结果的平均值和标准误 ，最后求 

出它们的变异系数，做出样方数与变异系数的曲线。 

1．2．3 巢式样方 统计各个不同面积的样方中所 

出现的物种数，然后将 1与 2合并，1、2、3合并，1、 

2、3、4合并、1、2、3、4、5合并，统计合并后的样方的 

所有物种数，并求出合并后样方与合并前巢式样方 

中等面积样方的物种数的平均值(图 1)。最后对所 

求平均值与样方面积的关系做种一面积曲线。 

1．2．4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软件(16．0版本)中 

的最小显著差数法 (LSD)进行方差分析，将不 同处 

理的平 均 数从 小 到大 排列，计算 出 LSD 和 

LSD。．。 ，将两两平均数的差数与 LSD。．。 和 LSD。．。 

比较 ，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种丰富度取样的最小样线长度 、面积以及样 

方数 

2．1．1 种一样线长度关系 图 2表明，样线法所观 

测到的物种数随着样线长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样 

1 I 2 I __1 
． ．．． ．．．．． ．．．．． ．．．． ．

J．．．．．．一  6 

图 1 巢式样方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nest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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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长度与物种数之间呈对数关系。那曲高寒草甸样 

线法所观测到的物种数为 22，在样线长度为 100 in 

和 200 iTI时计算机处理得到的物种数分别为 15．2、 

19．6，分 别 占 400 1TI样 线所 观 测 的 总物 种 数 的 

69 、89 ；纳木错高寒草原的样线法观测到 25种 

植物，其中 100 m和 200 In的样线长度计算机处理 

分别得到 17．4、21．3种 ，占该方法观测总物种数 的 

70 和 85 ；而 日土高寒荒漠草原在样线法下观测 

到 2种物种 ，在 100 In和 200 In 长时计算机处理得 

到1．6和2种 ，占该 方法400 In样 线观测 物种 总数 

黎 
}  
*  

3O 

◆ 高寒草甸Alpine meadow 

◆ 高寒典型譬厦Alpinetypical steppe 
士 高寒荒漠草原 Alpine desert steppe 

， 

R％0．97,

餐P<0．01 _q 

r0 100 200 300 40 

图 2 物种丰富度一样线长度 曲线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richness and sampling line length 

表 1 不同取样 方法所观测物种数 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Table 1 Analysis of varianceon the number of species 

observed in the different sampling methods 

0．25 

0．5 

巢式样方 1 
Nest method 

／m2 2 

8 

样方数 
No．of 

22．84d 

23．85c 

24．81b 

25．22b 

26．22a 

26．69a 

注：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差异显著性。 

Note：The normal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 

的 8O 和 100 。对于所有高寒草地类型而言，200 

In样线法所观测到 的物种数显著大于其他样 线长 

度所观测到的物种数(表 1)。 

2．1．2 种一取样面积关系 图 3所示 ，随着取样面 

积的增加 ，观测到的物种数也不断增多，并且物种数 

曲线开始时快速上升 ，而后水平延伸趋 于稳定。那 

曲高寒草甸采用 8 In 巢式样方法所观测到的物种 

数为 23，巢式样方在 0．5 In 和 1 In 的样 方面积 

下 ，可观测到 16．75、20个物种，分别为 8 m 巢式样 

方观测到物种总数的73 和 87 。纳木错高寒草 

原 3种不同监测方法比较下 ，8 In 巢式样方法观测 

到的物种数只有 2O种，而巢式样方在 1 In。和2 In 

取样面积下分别观测到 15、17种，分别 占 8 In 巢式 

样方观测到物种总数的 75 、85 。日土高寒荒漠 

草原采用 8 m 巢式样方法可观测到 4种物种，而巢 

式样方在 1 m 和 2 In 时可观测到 2．5和 3．3种， 

在样方面积达到 4 m。时可观测到 4种 ，分别 占巢式 

样方法观测物种总数的 63 、83 、100 。 

对于高寒草甸而言，1 In。面积大小的样方所观 

测到的物种数显著大于 0．25 In 与 0．5 In 面积所 

观测到的物种数，但与 2 In 与 4 In。所观测到的物 

种数差异不显著，而显著少于 8 rn 大小所观测到的 

物种数(表 1)；对于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而言， 

当巢式样方面积增加到 2 m。时所观测到的物种数 

随着取样面积继续增加差异不明显(表 1)。 

2．1．3 种一样方数关系 如 图 4，种一样方数 曲线最 

初快速上升 ，而后 近水平延伸 。那 曲高寒草甸采用 

样方法所观测到的物种数为 31，样方法在 5个样方 

和 1O个样方时 ，得到的结果为 20．4、24．77个物种 ， 

占20个样方法观测物种总数的66 、80 ；纳木错 

氟 
}  
*  

样方 面积 
The sampling area／m 

图 3 物种丰富度一取样面积曲线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 of 

species and the samp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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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原在 20个样方法监测下观测到 的总物种数 

为 3O，5个和 10个样方 的观测到 22．84和 26．69种 

植物，分别占 2O个样方法观测总物种数的 76 和 

89 。日土高寒荒漠草原采用 20个样方法观测到 

3种物种 ，样方 法在 5个 和 1O个 时能观测到 2．87 

和 2．98种植物 ，占 2O个样方法观测总数的 97 和 

i00 ；对于高寒草甸，10个样方的物种数显著大于 

其他样方数所观测到 的物种数 ；但对于高寒 草原和 

荒漠草原，8～9个样方所观测到的物种数与 10个 

样方所观测到的物种数差异不显著(表 1)。 

3种方法所观测到的那曲高寒草甸、纳木错高 

寒草原和日土高寒荒漠草原总的物种数分别为 4O、 

35和4。但由于取样方法的不同以及偶见种的影响 

而使不同取样方法所监测到的物种数不 同[6]。 

表 1中的方差分析是在 SPSS软件 中选取最小 

显著差数法(LSD)，将不同处理的平均数从小到大 

排列，计算出 LSD。．。 和 LSD ，将两两平均数的差 

数与 LSD 和 LSD 比较，做出统计推断，通过对 

不同方法所观测物种丰富度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 

得知，高寒草甸随样线长度的增加，差异也显著性增 

大，显然 200 m满足统计上的要求；随着 20样方法 

的样方数增加所观测到的物种数也显著增加，10个 

样方的物种数显著大于其他样方的物种数；巢式样 

方中 0．25 m 与 0．5 m 存在显著性差 异，0．5 m。 

与 1 m。存在显著性差异 ，当巢式样方面积增加到 2 

m 时随着面积继续增加差异不 明显。高寒典型草 

原样线法各样线长度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100 

m 与 128 m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与 200 

m存 在极显著差异 (P<0．01)，因此100 m样线长 

}  

样方数 
Number ofsamples 

图 4 物种丰富度一样方数曲线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richness and number of samples 

度满足不了统计 的需求 ，至少要将样线延长 到 200 

m；20样方法中样方数达到 9个时，再增加样方数也 

无显著差异；而巢式样方法中样方面积增加到 2 m。 

时满足需求。同样的，高寒荒漠样线法两两之间也 

存在显著性差异，所 以选择 200 m作为最短样线是 

合适的；20样方法中 8～1O个样方显著多于 5～7 

个样方；巢式样方中当面积增加到 2 m。时物种数随 

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显著 。由以上各监测方法可 

知，在监测物种丰富度时，高寒草甸最短样线为 200 

m，最少样方数为 10个，最小面积为2 m。；高寒典型 

草原最短样线为 200 m，最少样方数为 9个，最小面 

积为2 m ；高寒荒漠最短样线为200 m，最少样方数 

为 8个 ，最小面积为 2 m 。 

2．2 生物量的最小取样面积和最小样方数 

2．2．1 生物量的最小取样面积 采用巢式样方法 ， 

不断增加取样面积，不仅能消除样方面积的影响，还 

能反映不同空间尺度 的特征以及与微环境变化的关 

系[5]。图 5是不同取样面积下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的变异系数变化。图 5表明，高寒草甸、高寒典型草 

原、高寒荒漠草原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1 ，说明随面 

积的增加 ，地上生物量 的变化不大 ，基本上趋 于稳 

定 。所 以以生物量作为主要特征 的高寒草甸、高寒 

典型草原、高寒荒漠草原的最小取样面积分别为 

0．25 m 、1 m 、1 m 。 

2．2．2 生物量的最小样方数 由图 6可以看 出，在 

样方数小于 5时，曲线下降较快，说明天然草地存在 

着较强的异质性。当样方数大于 5时，曲线下降显 

著减缓。而当样方数大于 10时，变异系数的变化不 

＼ 

眯 

样方面积 
The sampling area／m 

图 5 3种植被类型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随 

样方面积增加的变异系数变化 

Fig．5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per unit areaof three vegeta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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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数 

图 6 3种植 被类 型地 上生物量 随样方效 

增加的变异系数变化 

Fig．6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aboveground 

hiomass of three vegetation types increased 

with the number of quadrats 

大，均在 2 ～5 。因此 ，为了减少 变异性而增加 

样方数 ，而 当样方数增加到一定数 目后继续增加样 

方数对变异性的影响不大，所以，在实际采样中一般 

选择曲线变化趋于平缓时的样方数作为最小样方 

数，这里选择 CV值小于等于5 时的样方数作为最 

小样方数 ]，由图 6可知，高寒草甸的最小样方数为 

9，而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的最小样方数分别为 

ll和 7。 

n 、 | 、 ^ 

国内对内蒙古草原及其他草原的取样方法研究 

较多 ，而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的取样方法研究较少。 

在草地生态系统研究中，不仅要调查物种丰富度，还 

要对生产力进行监测_6]。由于时间、空间和人力 的 

约束 ，选择一种合适 的取样方法显得尤 为重要 ]。 

本研究表明，无论是高寒草甸还是高寒草原或荒漠 

草原，如果利用样线法观测某一个群落的物种丰富 

度时，至少要利用 200 m 长的样线长度才能观测到 

400 m样线所观测到的总物种数的 8O 以上。而 

如果要利用样方法观测某一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时， 

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的最小样方面 

积分别为 1、1和 2 m ，但对于监测群落地上生物量 

而言 ，其最小样方面积分别为 0．25、1和 1 m 。 

采用巢式样方法，不断增加取样面积，不仅能消 

除样方面积的影响，还能反映不 同空 间尺度的特征 

以及与微环境变化 的关系 ]。为了减少变异性而增 

加样方数，而当样方数增加到一定数 目后继续增加 

样方数对变异性的影响不大，所以，在实际采样中一 

般选择曲线变化趋于平缓时的样方数作为最小样方 

数 ，这里选择 CV值小于等于 5 时的样方数作为最 

小样方数 ]，因此，由图 5可知，高寒草甸的最小样 

方数为 9，而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的最小样方 

数分别为 11和 7。 

值得注意的是 ，3种方法所观测到的那 曲高寒 

草甸、纳木错高寒草原和 日土高寒荒漠草原总的物 

种数分别为 4O、35和 4种。但由于取样方法的不同 

以及偶见种的影响而使不同取样方法所监测到的物 

种数不同 。如 400 m样线长度所观测到的高寒草 

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的所有物种数分别只有 

22、25和 2种 ，分别 占 3种方法调查到 的总物种数 

的 55％、71 和 5O ；8 m。巢式样方 法对高寒 草 

甸、高寒草原调查到的总物种数分别为 23和 20种， 

占 3种所有方法观测的物种总数的 57．5 和 57％， 

而 8 m。的巢式样方对高寒荒漠草原的调查监测到 

的物种数最多，其 中 2 m 观测到的物种数为 3．3 

种 ，占所有可 能出现物种 的 83 。而 2O个样方法 

监测到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的物种数最多，分别为 

31和 3o种，占3种方法观测到总物种数的 78 和 

86 。所以对物种丰富度的调查高寒草甸和高寒典 

型草原至少需要 2O个样方，高寒荒漠草原需要最小 

面积不少于 2 m 的 2个样方。由于 自然和人为因 

素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不大，对物种丰富度的调查 

可以选择 5～8年调查一次口 。由地上生物量与物 

种数之间的变异关系得出最小样方数为 7～11个 ， 

最小样方数要既能够充分反映植物群落的基本特 

征，又不会浪费人力、物力 ]，所以这里选择 10个样 

方作为地上生物量的调查方法；而由地上生物量的 

变异系数可知，在变异系数小于等于 5％的前提下， 

高寒草甸的最小取样面积不小于 0．25 m ，高寒典型 

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的最小取样面积不少于 1 。 

物种丰富度随样线长度的增长和取样面积的增 

大而显著增加，当取样单位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增 

加趋势变缓 ；样方个数 的增加也显著减少取样误差 

而使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趋于一个稳定值。由 

于样线法只能监测物种丰富度，而样方法可以同时 

监测物种和植物生物量。所以，建议在野外调查中 

适宜的取样方法是：生产力的监测方法为高寒草甸 

采用 l0个 0．25 m (0．5 m×0．5 m)的样方 ，而高寒 

典型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采用 1O个 1 m (1 m×1 

m)的样方；物种丰富度的监测方法分别为高寒草甸 

20个 0．25 m。(O．5 m×0．5 m)的样方 ，高寒典型草 

原 2O个 1 m (1 m×1 m)的样方，高寒荒漠草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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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积不少于 2 ITI 的 2个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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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植物学报》2012年刊载论文第一作者信息统计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2012年第 1～12期共发表论文 391篇(含英文 10篇)。从刊载论文第一作者信息统计 

看，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含在读博士和在读硕士)的共 350人，占89．5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含在读研究 

生导师——通讯作者)共 229人 ，占 58．6 9／6；从论文研究单位看 ，主要来 源于大学 (297篇 ，占 76．0 )和研究 

所(94篇，占24．0 ，其中中国科学院系统 21篇，占5．4 )；从年龄方面看，第一作者中40岁以下的占 91． 

6 。由此可以看出，《西北植物学报}2012年度刊发的论文作者具有厚实的学术研究底蕴，研究单位也具有 

可靠的条件支持 ，为保证研究论文的质量和水平以及创新性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 

1．第一作者学位状况 

博士 109人(其中博士后 1人)，占27．9 9／6；硕士 92人，占23．5 ；在读博士 42人，占 10．7 ；在读硕士 

107人 ，占 27．4 。 

2．第一作者职称状况 

正高 17人，占4．4 ；副高 66人，占16．9 ；中级 79人，占20．2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通信作者共 

146人。第一作者中在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通信作者)承担着对论文选题、实验设计、实验条件(包 

括经费)保障、具体实验指导等一系列工作，并对论文负有全部解释的责任，所以这部分论文的实质性作者应 

为研究生导师——通信作者。 

3．第一作者单位分布状况 

大学 297人 ，占 76．0 ；研究所 94人 ，占 24．0 9／6(其中中科院研究所 21人 ，占 5．4％)。 

4．第一作者年龄结构 

3O岁以下的 264人 ，占 67．5 ；30～40岁的有 94，占 24．0 ；40岁以上的 33人 ，占 8．4 。 

5．第一作者地 区分布状况 

西北地区 120篇，占30．7 ；西南地区54篇，占13．8 ；华北、东北地区 105篇，点 26．8 ；华东、华中、 

华南地区 112篇，点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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