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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海北不 同类型高寒草地的克隆植物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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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选 择 中科 院海北站矮嵩草⑶必作^ /^ ; ^ …草 甸 濂嵩草 ⑶ .
础扣

+

o O 草 甸 等 6 类典型草地 为研究对象 , 采


用样方调查法分析其群落 中 克隆植物 的分 布及在 群落 中 的 重要 性 , 并结合 多 元相关 分析法 , 揭示 克隆植物 对土壤


湿 度 的 响应趋势 。 结 果表 明 : 海北站取样 K 域 内 , 克隆植物 占植 物种 数 ( C / 朽 ) 的 5 2
. 5 %

;
克隆植 物 的生活 型 以 多


年 生 、 密 集 型 为 主 》 高寒草 甸地 区禾 本科 和莎草科植物 全 为 克 隆植物 , 其种 数分 别位 于 全部 植物科 的 前 2 位
;
克隆


植 物 以根 茎 型最多 , 共 2 3 种 , 占 克隆 植物 种 数 的 5 4
.

7 6 % , 其 次是 分蘖 型 为 1 1 种 , 占 2 6 .  1 9 % 。 在群 落 水平 上 ,


C / P f 的 大 小依 次是 : 藏嵩草 草 甸 群落 ( 0
.

6 7 ) 〉 沼 泽 化帕 米尔 薹 草 舛 m —找仏 ) 草 甸 群落 (
0

.
6 3

) 〉矮 嵩草 草


甸 群落 (
0

.  5 8 ) 〉 金餺梅 f r u t i c o s a  ) 潲丛 ( 0 .  4 9
) > 8 & 鼠 ( ^ /

3
^ 如 /口  / o n / a m e r i

 )
土 丘次 生演替群 落 ( 0

.
 4 4

)


〉 小嵩 草 ( K .	草甸 群落 (
0

.
4 2

) ; 克 隆植物 的相对重 要值 (
A O 在 沼泽化 帕米尔 薹草草甸 最 大为 9 9

.
0 9 % ,


其次 为 藏嵩草草 甸 , 均 显 著大 于 其他群落 ( P < 0 .  0 5 〉 , 鼢 鼠 土丘次生演 替群 落 的 最小 。
C / P

r 与 土 壤含 水量 成显 著


正 相关 ( P < 0
.  0 5

) , 克隆植物地上 生物量 、 相 对重要性与 土壤含 水量成极 显 著 正相关 ( P < 0 .  0 0 1 〉
; 非 克隆 植物地上


生 物量 、 相 对重要性 与土 壤含水量成显 著 ( P < 0
.  0 5

) 或极显 著 ( P < 0
.  0 0 1 ) 负 相 关 。 表 明 土壤 水 分显 著影 响 着 髙 寒


草 地克 隆植物与 非 克隆植 物的分配 与重要性 , 即 高寒草地上
, 克 隆植物在土 壤水分较 高的生 境 中出 现频率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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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t e d  w i t h  s o i l  m o i s t u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P < C 0 .  0 5 )
.  T h e  a b o v e g r o u n d  b i o m a s s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h a d  h i g h l y  
s i g

?


n i f
i c a n t  p o s i t i v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w i t h  s o i l  m o i s t u r e  ( P < 0 .  0 0 1 ) , w h i

l e  t h e  a b o v e g r o u n d  b i o m a s s  o f  n o n
-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h a d  s i g n i f i c a n t  n e g a t i v e  o n e  ( P 〈 0 .  0 5 ) . T h e  I V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a l s o  h a d  h i g h l y  s i g n i f i c a n t  p o s i t i v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w i t h  s o i
l  m o i s t u r e ,  w h e r e a s  t h a t  o f  n o n

-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h a d  s i g n i f i c a n t  n e g a t i v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 P <


0
.
 0 0 1 ) .  T h e r e f o r e

,  i
t  w a s  f o u n d  t h a t  s o i l  m o i s t u r e  a f f e c t e d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r o

l e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a n d  n o n -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i n  a

l p i n e
 g r a s s l a n d .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w e r e  a b u n d a n t  a n d  p l
a y e d  a  p r o m i n e n t  r o

l e


i n  t h e  r e l a t i v e l y  h u m i d  h a b i t a t s .


K e y  
w o r d s

:  C
l o n a l

 p l a n t
;  I m p o r t a n c e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  G r o w t h  f o r m ;  L i f e  f o r m

?  S o i
l  w a t e r  c o n t e n t


克 隆植物 是指 自 然 生 境 条件下 , 能通 过 营 养繁	统研究站各种类 型 的草地和干 扰迹地 为对 象 , 探讨


殖产生 与其
“

母性
”

个体在基 因 上 完全一 致的新 个体	克隆植物在 不 同 草地 群落 类型 和不同 分类单元 的分


的植 物⑴
。 根 据克 隆植 物 克 隆器官 起源 的 不 同 , 将	布和 配置 , 说明 克 隆植物在 不 同 草地 类 型 中 的 重要


克隆植物分成具有根 起源 克隆生 长器 官的植物和具	性 , 讨论与海拔 、 降 水 量 、 均 温 和土 壤 水 分 等 因 子 之


有 枝起 源 克隆生 长器 官的植 物 [
2

]

。 克隆植物在 植物	间 的关系 , 为 高寒 草地 生 物 多样 性保 护 和稳定 性维


界是广泛存 在 的 , 高 等植物 中 几乎所有 的苔 藓植物 、	持策 略的 制定 提供科学依据 。


绝 大 部 分蕨 类 植 物 和 许 多 被 子 植 物 都 是 克 隆 植


物u ]

。 大部分 的克隆植 物既 可进行 有性 生殖 又 可进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行无性繁 殖 ( 即 克 隆繁殖 ) , 因 此 , 在环境 资源不 同 的


生境 , 克 隆植物 对 m 身 繁殖 类 型 存在 一种 权 衡 。 无	i
.

i 研究地概况


论其生境受到 何种 扰动 , 这种 权衡都能使 克隆植物	本研究在 中 国科 学院海北高寒草 甸生 态系 统开


做 出较优化 的选择 , 在 植被 演 替过 程 中 发 挥着 重 要	放实 验站 ( 简 称海北 站 ) 执行 。 地 处 N  3 7

。

3 6

'

1 2 .  7

"


的 作用 [
1 _ 4

]

。	
?

3 7

。

3 6

'

3 9
.

6
"

,  E  1 0 1

。

1 6

'

?

1 0 1

。

1 9

'

, 海拔 高 度 在


不 同 生 态 系 统 中 克 隆植 物 的 丰 度 和 重 要 性不	3 1 9 0
?

3 2 6 6  m 。 年 平均气温
一

 1
.
 7

*

C  ,  1 0 月 平 均 气


同 , 揭示克隆植 物 在 不 同 类 型 生 态 系统 中 的重 要性	温
一

0
.
 9

。

C 左 右 [
K I

、 年平 均 降 水量 6 0 0  m m , 降 水


及其 与 环境 因 子 间 的 关系 是 克隆植物生态 学研究的	量主要 集 中 在 5
—

9 月 的 暖 季 , 约 占 年 降 水 量 的


重要 内 容
m

。 据宋 明 华 等
m 的 研究报 道 , 在不 同 类	8 0 % , 蒸发 量 1 1 6 0

.
 3  m m

1 .

1 0
。 主要 植 被类 型 有 高


型草 地 中 克 隆 植 物 的 优 势 度 分 别 为 典 型 草 原 区	寒 草甸 ( a l p
i n e  m e a d o w )

、 高 寒 灌 丛 ( a l p i n e  s h r u b )


( 7 3 .  9 % ) 〉 荒 漠 草 甸 区 ( 7 1
.
 5 % ) 〉 农 作 物 区	和沼泽 化草甸 ( s w a m p y  m e a d o w ) , 干扰 迹 地 主要 有


( 4 8 . 3 % ) 〉 草甸 草原 区 ( 4 1
.  0 % ) 。 相 较于非 克隆植	紛鼠土丘 次 生 演 替 群 落 、 高 原 鼠兔 ( O c / i o Z o n a  c

.

M r
-


物 , 克隆植物偏 好遮荫 生境 , 在低 氮 土 壤 中 出 现 的	z o n h e ) 破坏地
、
蚁塔 等 。 土 壤 为 高 山 草 甸 土

、 高 山


频率较高 ,
入侵 能 力非常 强 , 在高 海拔地 区 占 主导	灌 丛草甸土 和沼泽 土 。


地位 [
2

〕

。 高寒 草甸 、 高寒 灌 丛和 高寒湿地草 甸是 广


布 于青藏高 原 的主要植被类型 [
6 7

]

, 该地 区水分相对	1
.

2 数据调 查与 分析


充足 , 年均 温低 , 多 年 生植 物 占 优势 , 植物 克隆 繁殖	选取海北 站 最具代表性 的 6 个群 落类 型 : 矮嵩


的适合度 高 , 具有进 化上 的优 势 。 多年来 , 对青藏高	草 ( K o b r e s i a 草 甸 、 沼 泽 化 帕 米 尔 薑 草


原高 寒草 地植物种 群 克隆 繁殖 特性 的 研 究 报道较	 { C a r e x ) 草 甸 、 藏 离 草 ( K .
 t i b e t i c a ) 阜


少 [
8 !

^
, 其研究范 围也 只 涉及一些根茎类 和匍 匐茎类	甸

、 小嵩 草 ( K . 草 甸 、
二年 生 鼢 鼠 土丘次


无性系材 料 , 大规 模的深 入研究 尚 未展开 , 尤其 是对	生 演 替 群 落 、 金 露 梅 ( P o t e n t i l l a  f r u t i c o s a  ) 灌 丛 。


不 同草地 类型中 克 隆植物 的 重要性与群落 各个环境	取样地 的 群落特征如 表 1 所示
。


因 子的关 系研究还 甚少
。 不同 生物群落 的地理气候	用 G P S 确定 6 个群 落 的经 纬 度 和海 拔 。 植物


状况 、 土壤养分有 效性的 差异 , 必将对不 同克 隆植物	生长盛期 ( 8 月 下 旬 ) 进行常 规群落 调查 和分析 , 每


种 的生 态适应 策 略产 生影响 。 但此类研究侧 重对植	个样地设 置 6 个 采样 样方 ( 5 0  c m X 5 0  c m ) 进行 植物


物群落结构 和功能 等 方 面 的研究 对群 落 中 克	群 落调查 , 调 查参数包括样 方 内 植物 群 落 的 高度和


隆植物种群 繁殖特性 的 影 响 研究 相对 较少 , 特别 是	盖 度 , 然 后 齐 地 面 分种剪 草 , 烘 干 称重 。
2 0 0 3 年 8


在高寒草地 。 本研究 以 中科院海北高寒 草甸 生态系	月 下旬在 各样地 内 采 集 0 ?
2 0  c m 表层 土壤 ,

4 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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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 取 混合样 , 土壤容重用 H Y -

1 0 0 0  土 壤容重仪测	可 用下式表示 :


定 , 土壤含水量 的测 定用 A Z S
-

2  土壤 水分探测 仪 ,	
= m / M X 1 0 0 %


每个样地 内 重复测定 6 次 。 通过观察植物是否 能在	式 中 ,
J V c 为克隆 植物 相对重 要值 ,

m 是取样


自 然条件下实现无性繁 殖的营养生长 , 即 克 隆生 长 ,	样方克隆植物的地上干重生物量 ,

M 是取样样方群


如通过形成根状茎 、 匍匐茎 、 珠芽 、 块状茎等 营 养 器	落 的地上总干重生物量 [
1 8

]

。


官 形成新个体
[

5
]

, 来判断是 否 为 克隆 植物 。 而 只 能	用方差分析 ( A N O V A ) 的方法 比较 了 克隆 植物


通 过种 子繁殖产 生新个体的 植物 即 是 非 克 隆 植物 。	和非 克隆植物 的 物 种 丰 富 度 、 相 对物 种丰 富度 , 用


根 据 《 中 国高 等植物 图鉴 》 、 《 青 海 植 物志 》 及 相 关文	D u n c a n 法进行数据间 的 多 重 比 较 。 运 用 多元 相关


献
〔

1 5 1 7
〕

, 确定 所调査 到植物 的生长 型 和克 隆生 长 类	性方法分析克隆植物在海北站 的分布及其重要性与


型 。 本 研究将群 落 中每 种植物 的地上 生物量 占群落	环境 变 化 的 关 系 。 数i 据 处 理 采 用 S A S  9 .  2 软 件


地上总 生物量的 百 分数表示 为 植物 的相 对 重 要 值 ,	进行 。


表 1 取样地点 的主要特 征


T a b l e  1 M a
i
n  f e a t u r e s  o f  s a m

p l i
n

g  
s

i
t e s


草地类型	纬 度	经度	海拔 土壤类型	土 壤与 植被状况


G r a s s l a n d  t y p e s	L a t i t u d e L o n g i t u d e A l t i t u d e / m  S o i l  t y p e s	S o i
l  a n d  v e g e t a t

i o n  c o n d i
t

i o n s


分 布在平缓 旳 滩地 , 土壤较疏 松 , 草皮层发 育较弱 , 全年


矮嵩草草甸	N 3 7

。

3 6

'

3 9 . 6

"

 E 1 0 1

°

1 6

'

4 2 .  3

"

 3 2 6 6	 , 
±

平 均土壤 湿度在 3 0 % ?

5 5 % 间 , 土壤 表层有 机质 含量 丰

A l p i n e


K .  h u m i t i s  m e a d o w	 ,	富 》 以矮嵩 草 ( 义 “ / m / O 为 建群种 , 主要优 势种 为异针

m e a d o w  s o i l


茅 等… ]

。 群落总 盖度 1
0 0 % 。


主 要分布 在 土 壤通 透性差 的河畔 、 湖 滨 . 盆地 ,
以及 坡麓


藏粜 荦 草 甸	。
, ? 。

, ?	沼 泽化土壤 潜 水溢 出 和 商 山 冰笱 下缘 等地带… ]
, 全年 平均土 壤 湿度


N 3 7

°

3 6  2 9
.  3  E 】

0
1

。

1 9  1 .  6

'

 3 1
9 0


K . t i b e t i c a  m e a d o w	S w a m p  s o
i

l 为 5 0 % ?

8 0 % 。 群落 是 以 湿生 椬 物为 建群 种 的 植 被类


塑 。 总盖度 约 9 7 % 。 藏粜草 < K .  t i b e t i c a ) 为优势 种 。


俗称
“

乱海 子
”

, 是 一个 山 间 凹 地 , 地下 水 餺 头 汇 集 于 中


央 , 上游 2  k m 处 为 一

面 积 约为 3  k m
2 的 湖 泊 , 常 年 有地


沼泽化帕米尔蟇草 草 甸	如
表径流水的 补给 。 其植物群 落的组成较单一

, 结构 简单 ,


沼 泽化 十 S


S w a r m p y  C a r e x  N 3 7

°

3 6

'

3 0 .  2

"

 E 1 0 1

°

1 9

'

2 1 .  3

"

 3 1 9 5	总 蛊度 可达 9 0 % 左 右 。 其 中 央地带 植物群 落更 为单 一

、


S w a m p  s o i l


p a m i r e n s
i s  m e a d o w	

*

 简 单 , 主要 植物优势种 与边缘地带不 同 , 中 央地带 以 帕米


尔薑草 ( C . 卹m i r 枕 为 主 要植物建群 种 , 而边 缘 地带


以藏嵩草 为 主要建群种 [ 1 9 ]

。


+  ,  #  属 于高 寒灌丛 , 分 布在 山 地 阴 坡 ( 北坡 ) 地带 。 土 壤 湿度

高 山灌丛


^	 , 很高 ; 群落层 次较 为明 显 , 上层 为金露梅 ( P . / n ^
_

⑶ ?似
) 潴


金 A S 梅海 [ 丛 草甸	草 甸土

N 3 7

°

3 6

'

1 2 . 7

"

 E 1
0

1

°

1 9

'

0 . 3

"

 3 2 3 4	丛 ? 其 多年生殖条 砗达 4 0 ?

5 5  c m , 下层 为线 叶 满 萆 ( / C .


P . f r u t
i
c o s a  s h r u b	 A l p i n e  s h r u b


l u p i l l
i f o l

i u ) 、 有舉 ( C u r e j r  .s p . ) 及 其 他草本 植物层 , 高度

m e a d o w  s o i l


在 2 0  c m 左 右 。 群落 总覆 盖度达 5 0 % ?
9 0 % 。


★ , ^  浦 W /
j

、 酵 力賴 总 M 麟 9 7 % , # 細找就

高 山 草甸 土


小满草草甸	 ,	 , H	A  香 靑 ( l a c t e a l  ) 、 摩 零 草 ( M o r i n a  c o u l t e r i

-


N 3 7

°

3 6

'

3 5 . 7  E 1 0 1

°

1 9  8 . 2

"

 3 2 2 3 A l p i n e


K .  p y g m a e a  m e a d o w	u w a 〉 、 垂穂 披械 草 ( E Z y m u s  r m f a rt s ) 、 羊 茅 ( ■ F e W w c a  o v f
-


m e a d o w  s o i l


n a  ) 、 针茅 c a p i
l l a t a 、 等 。


鼢鼠土丘次生演替 群落 是由 于鼢鼠 的 摄食 、 挖掘 土 体等


鼢 鼠土丘次生演替群落	*  , ,	
—系 列 活动使得该地形成含有许多 鼠洞 的 土丘这 一特殊


高山 草甸土

S e c o n d a r y  s u c c e s s i o n	 .

	群落 。 盖度 2 0 % ? 4 0 % 。 杂类 萆 花首 蓿 ( M e d i c c
i g o r u

-


N 3 7

。

3 6

'

3 4 . 6

"

 E 1 0 1

。

1 8  2 2 . 2

"

 3 1 9 2 A l p i n e


c o m m u n i
t
y  

o f	t h e n i c a  ) 、 兰. 石卑 ( L a m
'

e a  t i b e t i c a  

"

) 、 糖线委疲菜 ( P o t e n t i !
-


m e a d o w  s o i

l


B a i
l e y  m o u n d s	 l a  a n s e r i n a  

>
、 老 教 草 ( G e r a n i u m  s i b i r i c u m  ) 、 异 叶 米 口 袋


( . G u e l d e n s
t
a e cJ t i s  d

i v e r
s i  f o l i a  ) 是 主要优势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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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北站取样 区域 内 的 8 0 种植 物 中 , 有 克 隆植 物


4 2 种 , 非克隆植物 3 8 种 。 克 隆植 物 的 生 活 型 以 多年


2 . 1 海 北站地 区 克 隆 植物 的类 群 、 生活 型和 克 隆 生 生 、 丛生型 为 主 , 多年 生草本 中 克隆植 物 占 9 5 . 2 4 % ;


长 型	而 只有 婆婆纳 ( V m w /ra  p o l i t a ) 是 1 年 生草 本 克隆植


海 北站取样 区 域 内 共 有 8 0 种植 物 , 分别 属 于	物 。 克隆植 物 中 , 根 莲 型植 物最 多 为 2 3 种 ’ 其 次是


2 2 科 5 7 属
。

其 中 克 隆 植 物 为 4 2 种 分 别 属 于 1 4	分蘖 型植物 1  ! 种 ? 匍 匐茎型植物 居第 3 位 ’ 珠 芽 型 与


科 ,
3 2 属 , 分 别 占 所 有 植 物 种 的 5 2

.
 5 ^ o , 科 的	球茎 型植 物 最 少 , 苔 藓 植 物 ] 种 , 也 将 其 归 为

一 类


6 0 . 8 7 % , 属 的 5 5
.
 1 7 % 。 非 克 隆植 物 为 3 8 种 分别

( 图 丨 ) 。 高寒草甸地 区 的禾 本科 和莎草科植 物全 为 克


属 于 1 4 科 ,
2 8 属 ’ 分 别 占 所有 植物种 的 4 7

.
 5 % ’ 科	隆植物 , 分别 占 克隆植物总数 的 3 0

.
 9 5 % 和 2 3

.
8 1 % , 分


的 6 0
.

8 7 % , 属 的 4 8
.

2 8 %
。	别位 于全部植物科第 1 位和第 2 位 ( 表 2 )

。


2  3 8 y

3 8

\  y

2 ' 3 8 %	Q 	根革型  R h i
z o m a t o u s :

 p l a n t s


1 1	囚 分蘭祖 丁 i l l e r i n
g  p

l a n t s


,

押?  S t o l o n i f e r o u s
 p

l a n t s


H 	珠 芽吧 B u
l

b i l  p
l a n t s


2 6 . 1

“ °

 □ 蘭  B r
y

o
p

h
y

t e


图 1 海 北 站克 隆 植 物不 同 克 隆 生 长 型 的 比例 分 配 图


F i

g
.  1  P r o

p
o

t i
o n  o f  d i

f f e r e n t  t
y p

e s  i n  c
l
o n a

l  g
r o w t h  f

o r m s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i

n  H a i b e
i  S t

a
t

i o n


表 2 海 北 站克 隆植 物 及 不 同 克 隆 生 长 类 型 的 克 隆 植物 在各 科 中 的分 布 比例


T a b l
e  2  P r o

p
o r t i o n s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a n d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c l o n a
l  g

r o w t h  f o r m s  i
n


i n d i v i d u a
l  f a m i

l i
e s  a

t  H a i b e i  S
t

a t io n


H  F a m i l y	P t / i f	C / F t / %	R / %	T / %	S / %	B + T / %


禾 本科 P o a c e a e	 1 3	 1
0 0

.
0 0	 1 5 . 3 8	 7 6

. 9 2	7 . 6 9	0
.

0 0


莎  0 : 科  C y p e r a c e a e	 1 0	 1 0 0 . 0 0	9 0 . 0 0	 1
0 . 0 0	0

.

0 0	 0 .  0 0


S 科 L c g u n i i n o .s a e	 4	 2 5 . 0 0	2 5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菊 科 A s t e r a c e a e	 9	 4 '
1 .  4 4	\ A .

 
4 4	0 . 0 0	 0 . 0 0	 0 . 0 0


將薇科  R o s a c e a e	4	 2 5 . 0 0	 0 . 0 0	0
.

0 0	 2 5 . 0 0	 0 . 0 0


玄参科  S c r o p h u l a r i a c e a e	 5	 4 0
.
0 0	 4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罂粟科  P a p a v e r a c e a e	 1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龙胆科  
G e n t i a n a c e a e	 6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毛贯科  R a n u n c u l a c e a e	 7	 4 2 . 8 6	0 . 0 0	0 . 0 0	4 2 . 8 6	 0 . 0 0


# 科  P o l y g o n a c e a e	2	 1 0 . 0 0	5 0 . 0 0	0 . 0 0	0 . 0 0	5 0
.

0 0


弗 草科 K u b i a c e a e	2	 5 0 . 0 0	5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报 存花科  P r i m u l a c e a e	2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石竹 科 C a r y o p h y l
l a c e a e	2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虎耳 草科  S a x i f r a g a c e a e	 1
	 1 0 0 . 0 0	 1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百合科  L i l i a c e a e	1
	1 0 0 . 0 0	1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十字花科  C r u c
i

f e r a e	 4	 2 5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2 5 . 0 0


忍冬科  C a p r
i

f o l
i
a c e a e	 1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伞形科  U m b e l l i f e r a e	 1	1 0 0 . 0 0	1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唇形科  L a b i a t a e	1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刺参科  M o r i n a c e a e	 1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荇藓  B r y o p h y
t a	1	 1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注 : P t : 植物总数 ;
C / P l

: 克降拊 物占 桢物 总数 百分 比 ; R : 根茎型 占 植物总数百 分比 ; T : 分晓 铟 占 棺物总 数 □
?

分 比 ;
B + T : 珠 芽和 球茎型 占


桢物 总 数 C
f 分 比 ;

S : 匍饲苍型 占
?

植物 总数 C ( 分比


N o t e :  P i
:
 N u m b e r  o f  p l a n t s

;  C / P t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
 R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r h i z o m a t o u s  p l a n t s

;
 丁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e a r t h  t
i

l l e r i n g


p l a n t s
;  B + T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t u b e r  a n d  b u l b

i
l  p l a n t s

; S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s t o l o n
i

f e r o u s  p l a n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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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不 同 群落 的环境 因子 、 克隆植物 及其重要性间	最小 , 都为 2 4 种 ; 群 落 中 克 隆 植物种 类 数在矮嵩草


的关 系	草甸 达到最大 , 为 2 2 种 , 小嵩草 草甸 中 克隆植物 种


6 个群落的土壤 、 植被 、 气候等
一 系 列环境 条件	类数相对较其 他群落 少 , 为 1 4 种 。 克隆植物种 数占


如表 1 所示 , 这 6 个群落地处海北站试验站 , 在局部	植物种数的 比 例从大 到小依 次 是 : 藏嵩 草草甸 群 落


区域 , 假设气温 、 土壤养分等因 子无差 异 , 水分 因 为	 ( 0
.
 6 7 ) 〉沼泽 化帕米 尔薑草草甸群落 ( 0 .  6 3 ) 〉 矮嵩


地理地 形差异而有区别 。	草 草甸群落 ( 0
.
 5 8 ) > 金 露梅灌丛 ( 0

.
 4 9 ) 〉 鼢 鼠 土


群落 中 出 现植 物 物种 总数最多 的 是金 露梅 灌	丘次 生演替 群落 ( 0
.

4 4 ) 〉小 嵩草 草 甸群 落 ( 0 . 4 2 )


丛 , 为 4 3 种 , 藏嵩草 草 甸 和 沼 泽 化帕米 尔薹草 草甸	 ( 表 3 ) 。


表 3 海北站不 同 群落类型克隆植 物特征


T a b l
e  3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i n  d i
f f e r e n t  c o m m u n

i
t

i
e s  a t  H a i b e

i  S t a t
i
o n


群落名称  C o m m u n i
t
y  

t
y p e s	C	P t	C / P t C I V	N C I V


矮嵩草 草甸  K . A w m / 仏
■

 m e a d o w	 2 2	 3 8	0
. 5 8	8 6 . 2 2 % 	1 3 . 7 8 %


藏 草苹甸  K . m e a d o w	1 6	 2 4	 0 . 6 7	9 7 . 3 6 % 	2 . 6 4 %


沼泽化帕米尔甚草萆甸 S w a r m p y  C . p a m
i
r e n s i s  m e a d o w	 1 5	 2 4	0 . 6 3	9 9 . 0 9 % 	0

. 9 1 %


金 露梅癯丛草甸  P .  f r u t
i
c o s a  s h r u b	2 1	4 3	0 . 4 9	4 9 . 8 8 % 	5 0 . 1 2 %


小嵩草 草甸 / C . p y g m a e a  m e a d o w	 1 4	3 3	0 . 4 2	8 3 .  6 7 % 	1 6 . 3 3 %


粉 鼠 土丘次生演替群落 S e c o n d a r y  s u c c e s s i o n  c o m m u n i t y  o f  B a i l e y  m o u n d s	1 5	3 4	0
. 4 4	4 9 . 7 1  % 	 5 0 . 2 9 %


注 : c : 克隆植物种数 ;
P t : 植物总数 ; c / P t

: 克隆植物占植物总数百分比 ; a v : 克隆植物相对重要值 ;
n c i v : 非克隆植物相对重要值


N o t e
:
 C

:
 N u m b e r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t  P t j  N u m b e r  o f  p l a n t s
;  C / P t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  C I V
:  R e l a

t
i v e  i m p o r t a n c e  v a l u e  o f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  N C I V
:  R e l a

t
i v e  i m p o r

t
a n c e  v a l u e  o f  u n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克隆植物 的克 隆 生 长型 包括根 茎 型 ( R h i z o m a
-	起源生长 型 。 这 与宋 明 华等 [

5
]

的论述相 一致 。 根茎


t o u s ) 、 分 蘖 型 ( T i l l e r i n g ) 、 匍 匍 茎 型 ( S t o l o n i f e r
-	型 克隆植物 除了 在藏嵩草草甸 出 现频率 次于分蘖 型


o u s )
、 珠芽 和球茎 型 ( B u l b i

l o u s T u b e r ) 等 , 克隆	克隆植物 , 在 其他群落 出 现频率都是最 高的 ( 表 4 ) 。


植物在 高寒 草 甸 各 个群 落 中 均 有 分布 。 高 寒 草 甸	但分蘖 型克 隆植 物广 泛存在于 禾本科植物中 。 莎草


中 , 克隆植物全都是枝源型 克隆植物 , 即生长 型为茎	科植物大 多 以根 茎生长 ( 表 3 ) 。


表 4 海北 站不 同群落 中 克隆植物克 ? 生长型 的分布


T a b l
e  4  C l o n a l p

l a n t s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c l o n a l g

r o w t h  f o r m s  i
n  d

i
f f e r e n t  c o m m u n

i
t

i
e s  a t  H a

i b e
i  S t a t

i o n


根茎型 分鵡 型 匍匐 茎型 珠芽型 球茎型 苔藓植物


克 隆生长型 C l o n a l  g r o w
t h  f o r m s	R h i z o m a t o u s  T i l l e r i n g  S t o l o n i f e r o u s B u l b i l	T u b e r B r y o p h y t e


p l a n t / 种 p l a n
t / 种 p l a n t / 种 p l a n t / 种 p l a n t / 种	/  种


矮 ft 草草甸

9	8	 4	0	 0	 1


K .
 h u m i l i s  m e a d o w


觐寓萆萆 甸	e	。	。	A


6 8 2 0 0 0


K
.  t i

b e
t

i c a  m e a d o w


沼 泽化帕米 尔薹草草甸	。	。	。	,


8	2	3	 1	 0	 1


S w a r m
p y  C .  p a m i r e n s i s  m e a d o w


金 餺梅灌丛 草甸	。	 ,


1 0	7	2	 1	 0	 1


P . f r u t i c o s a  s h r u b


小嵩草萆 甸

9	3	 1 1 0	0


K .  p y g m a e a  m e a d o w


鼢 鼠土丘次生演 替群落

9	3	2	 0	 1	0


S e c o n d a r y  s u c c e s s i o n  c o m m u n i
t

y  o f  B a i
l e y  m o u n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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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典型 草地中 克隆植物 的相 对 重要 值存 在显	植物的相对重要值在 0 .  0 5 水平上 都具 有显 著 性差


著差异 ( P < 0 . 0 5 ) ( 表 5 和图 2 )
。 由 表 5 可 知 , 克隆	异 ( 表 5 )

。 沼 泽化帕 米尔 薹 草群落 与 藏嵩草 草 甸 群


植物地上生 物量最大 的群 落是 沼泽化帕 米尔 薹草 草	落 的上 述 4 个指标都无显 著 性差异 , 矮 嵩草 草 甸 群


甸 , 每 5 0  c m X 5 0  c m 样方 内 达 到 9 6
.
 6 1  g , 克隆植物	落 的克 隆植 物相对重要 值与 小嵩草草甸 群落 的 克 隆


地上生物量最小的是 鼢 鼠 土丘 次生演 替 群落 。 克 隆	植物相 对重 要值 无显 著性 差异 , 金 露梅灌 丛群 落 和


植 物的 相对重要值在 沼 泽 化帕 米 尔 薹 草 草甸 , 最 大	鼢 鼠土 丘次 生演替 群 落 的克隆 植物相对重要 值无显


为 9 9
.
 0 9 % , 其次是藏 嵩草 草 甸 群落 , 藏嵩草 草 甸 和	著性差 异 。 就非 克 隆植 物相 对重要 值 而 言 , 鼢 鼠土


沼 泽化帕米 尔薹草群 落 的 克隆植物相 对重要值显 著	丘 次生 演替 群落 与 金 露 梅灌 丛 群落 无 显 著性 差 异 ,


大 于其他群落 ( P < 0 .  0 5 ) , 克隆 植物 的相 对重 要 值 而 这 2 个群 落 显著大 于矮嵩草 草 甸
、 藏 嵩草 草甸 、 沼


最 小 的是鼢 鼠 土丘次生演替 群落 ( 表 5 ) 。 而非 克 隆	泽 化帕米尔 薹 草 草 甸 、 小 嵩 草 草 甸 4 个 群 落 ( P <


植物地上生 物量最大 的 群 落是 金露 梅 灌丛 , 沼 泽 化	0
.

0 5 )
。 金 露梅灌 丛和 鼢 鼠土 丘 次 生演替 群 落 中 克


帕 米尔 薹草 群落非克 隆植物地 上 生物量最小 。 非克	隆 植物的相 对重要值与非 克隆植物 的 相对重 要值间


隆 植物相 对重 要值最 大 的 是鼢 鼠 土 丘 次 生 演 替 群	无 显 著差异 , 其他 4 个 群落 的 克 隆 植 物 的相 对 重 要


落 , 而非 克隆植物 相 对 重 要值最 小 的 是沼 泽 化 帕米	值都极 显 著 大 于 非 克 隆 植 物 相 对 重 要 值 ( P <


尔 薑 草群落 。	0 . 0 0 1 ) 。 本研究 中 , 克 隆 植物 相对重 要 值在 6 个 群


这 6 个 群 落 的克 隆植物地上生 物 量 、 克隆植物 落 中 的变化趋势与克 隆植 物种 数 占植物总种 数 的 比


的相对重要性 以及非 克隆植物 地上生物量 和非 克隆 例 的变化趋 势 基本一 致 , 除 了 小嵩草群 落有些 不 同 。


表 5 不 同 群落土壤含 水量 、 克隆植物 与 非克 隆植物地上 生物量 与 相对重要值 之 间 的 多■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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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 : 数值 为平均值 土 标准误 i 同列 不同字母 表示 在 0 . 0 5 水 f 七爸拜 显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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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


由 表 6 可 知 , 克隆 植物 占植物总数的百 分 比 、 非 克 隆植物 的 相 对重要 性都与土 壤含 水量成极 显 著相


克隆植物 地上 生 物 量 都与 土 壤 含 水量 显 著 相 关 ( P  关 (
P < 0

.  0 0 1 ) , 植 物 的地上 生 物量均 与 其相 对重 要


< 0 . 0 5 ) , 克隆植物地上生物 量 、 相 对重 要性 以 及 非 值成极显 著相 关 ( P < 0
.
 0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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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克隆特性及其与环境 因子之 间 的 相关 性


T a b l e  6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b e t w e e n  t h e  c l o n a l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c t o r s


克 隆植物占 植物

土壤含水量	克隆 植物相对重要性 非 克隆植物相对 重要性 克隆植物地 上生物量


海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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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3
.

2 克
I
S 植物 与环境因 子的关 系


克隆植物的 相对重要值及克隆植物 占总 植物 种


3
.

1 离寒車地 中 克隆植物 的分布规 律及其 重要性	数的百 分比 与土 壤含 水 量显著 相 关性 表 明 ( 表 6 ) ,


髙寒草 地 中 , 克 隆 植 物 种 数 占 总植 物 种 数 的	本试验在海北 站所选取的 6 个群 落 的土壤含水量是


5 3
.
 0 9 % , 高 于非 克隆植物 。 这 说明高 寒草地 生态 系	影响克 隆植物分布和 生长 的主要 因 子之一

。 对于 藏


统 , 同许多 其他 生 态 系 统 ( 如 冻 原 、 湿 地 、 水 域 )

一 嵩草草 甸和 沼 泽化帕 米尔薑 草草 甸这 2 种湿地类型


样 [
2 。

]

, 克隆植物在 其 中 占 据优 势地位 , 发挥着 举 足	的群落 , 其土壤 含水 量显 著高 于 其他 4 个群落 , 而


轻重 的作用 。	其克隆植物重要 性和 克隆植物 占植物总数 的百分 比


藏嵩草 草甸 和沼泽 化帕米尔薹草草 甸这 2 种湿	也显著高于其他群落 克隆 植物 的重要性 , 这进一步


地类型 的群 落 中 , 克隆植物 占 植物种 类数 的 6 7 % 和	反映 了 土壤水 分对克隆植物 生长 的作用 。


6 3 % , 与宋 明 华 等
⑴ ] 对中 国 湿地 中 克隆 植物 的 研究	鼢 鼠土 丘 次生 演 替群 落 、 金 露梅灌 丛群 落 中 的


中克 隆植物 占 6 6
.
 7 9 % 相 吻合 。 除金 露梅灌 丛和鼢	克 隆植物 与非 克隆植物 的 相对重 要值无 显著差 异 ,


鼠土 丘次生 演替群 落 中 克隆植物与 非克 隆植物 的相	并 且二者 的非 克隆植物相 对重要 值显 著髙 于其他 4


对重要值差异 不显 著 外 , 高 寒草 地 克隆 植物 的相 对	个群落 。 对鼢鼠土 丘次 生演替 群落 而 言 , 非 克 隆植


重要值都显 著高 于非克 隆植物相 对重要值 。 这 与东	物 的相 对克 隆值较高 , 主要原因 有 3 点 :

一是 由 于该


北样带 上草甸 草原 区 克 隆植物 相对重要值显著低 于	群落 是海北站上普遍存在 的 鼢 鼠过度 干 扰后 典型 的


非克隆植物相 对重要值研究 相反 [
Z 2

]

, 可能 原 因 是 在	 2 龄演替 土丘 , 处在演替初级 阶段 , 仍是植 物还未 完


高寒草地 中 , 海拔 高 , 年均温 较低 , 导致克 隆植物 占	全人侵 的新土丘
;

二是 因 为 鼢鼠土丘次生演替群落


优势 , 这与在 东北 样带上 典型草 原 和荒 漠 草原海 拔	的 土壤含水量较其他群落低 , 鼠害 造成该群落 的水


高 、 降水少等原因 是一致 的 , 导致 了克隆植物相对重	分和养分等环境 因子 对植物 的供 给相对 不足 [
2 3

_

2 4
]

;


要值高于非克隆植物相对重要值 。	三是因 为该群落土质疏松 , 孔 隙度大 , 适合于 种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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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此生 境 下繁 彳行 拓展 [
2 5

]

。 因 此 , 鼠土 丘次生 演	替规律的 数量分析 [ J ] . 植物生态学报 , 1 9 8 7 , 1 1 (
4

)  = 2 7 6
-

2 8 5


替群落不 利 于克 隆植物 的分布与 生长 。 但是 随着演	
[ 7 ] 李东 ’ 曹 广民 ’ 吴琴 ’ 等

. 高寒灌 丛草甸 生态系 统 《)
2 释放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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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的进 彳了 , 当 自 然 演 替 到 - 定 阶段 , 卩 环境 、 资源 等
[ 8 ] 絲红 , 細 , 紐岭 . ; p 同放 牧强度 鮮錢分 株种群


一 系列植物 生长发 育 所需 条件得到满 足之后 , ! & 鼠	的动态与 调节 [ j ]
. 生态学报 , 1 9 9 4 , 1 4 ( 1 ) : 4 (M 5


土 丘演替顶 级群落克隆植物 的数量和 相对重要值也	[ 9 ] 元武 , 李希来 . 矮离草克隆生长与繁殖的初步研究 [ J ] . 青海大


许会较次生演替群 落大大 增加 ; 人 为 增加 鼢 鼠土 丘	学学报 , 2 0 0 8 , 2 6 ( 1 )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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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隆植物数量 的措施 , 目 前还没有相关研究 , 鼠害 治	D 0 ]  $ 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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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 防治 工作需 从恢 复 生态学 的理论角 度 出 发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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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忠 , 李建东 , 高谅 . 松嫩平 原械化草地 角 减蓬群落水 分生


做进一步 的研究 调查 。	态的研究 [ J ] . 植物生态学报 ,
1 9 9 6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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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所示金 露梅灌丛 、 矮 嵩草 草甸 以 及小嵩 草	[ 1 2 ] 江小
■

? , 张卫 国 . 王 刚 . 不 同 干扰类型 对高 寒草甸群落结 构和


草甸 中 , 这 3 个群 落 的土壤含水量无显著差 异 , 但金	植物多样性 的影响 [ J ] . 西北植物学报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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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梅灌丛中 克 隆植物 的相对 重要值显 著小于 另 夕卜 2	 [ 1 3 ] 李英年 , 赵新全 . 脔广民 ’ 等 . 海 北商 寒草甸 生态 系 统定 位 站气


个群落 , 且金露棚丛 中 克隆 植物 与非 克 隆植物 的	
2 0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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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性没 有显 著差 异 ■> 这 主要是 由 于位 于阴 坡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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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梅灌丛 , 郁闭度 高 , 光照不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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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比 和 克隆 植物 的重要值 。 根据 宋 明 华等 [
2 1

] 的研	[ 1 5 ] 中 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 . 中 国 高等植物图 鉴 [ M ] . 北京 : 科学 出


究综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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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 董鸣 . 中 国生态系 统研究网 络现測与 分析标准方法 - 陆地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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