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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地区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

及其影响因素

钟泽兵1，2，杨路存1，刘何春1，2，宋文珠1，李 璠1，周国英1*

( 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西宁 810008;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 以青海玉树地区主要灌丛鲜卑花群系、百里香杜鹃群系、细枝绣线菊群系和山生柳群系为研究对象，采用

样方收获法研究其地上生物量分配特征。结果表明: 5 种类型的灌丛地上生物量在 21． 6 ～ 34． 33 t /hm2 之间，地上

生物量最大的是细枝绣线菊群系，最小的是金露梅群系，5 种灌丛群落地上生物量平均是 29． 64 t /hm2，不同层次生

物量大小顺序是: 灌木层 ＞ 草本层 ＞ 凋落物层，各自生物量占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分别是 73． 35%、14． 27%、12．
35%。5 种灌丛类型建群种生物量大小依次是: 细枝绣线菊群系 ＞ 金露梅群系 ＞ 百里香杜鹃群系 ＞ 鲜卑花群系 ＞
山生柳群系。影响玉树地区灌丛地上生物量的主要因素是海拔、群落盖度、灌丛高度及放牧。灌丛地上生物量随

着海拔的上升而下降，随着群落盖度和灌木高度的增加而增加。放牧对灌木地上生物量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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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主要指的是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所积累

的生活有机质质量［1］，同时也是反映群落或生态系

统功能强弱的重要指标，其是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

循环的基础数据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以

及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数量特征。生物量不仅可以反

映区域植被的生长状况以及区域的环境变化，同时

可以为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测定、生态系统能量平衡

和养分循环的变化规律提供基础支持［2 － 4］。由此，

生物量的测定成为研究陆地生态系统植被群落结构

和功能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灌丛作为主要植被

类型之一，其较强的抗逆性以及特殊的形态特征使

其在全球陆地内有着广泛的分布，是森林生态系统

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5 － 6］，对灌丛

植被类型的生物量的研究是森林生态系统生物量研

究的指标与基础［3，7］。因此，开展灌丛生物量方面

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国内外已经对灌木群落

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做了些相关研究，Whittaker 对美

国大烟山灌丛的净生物量和生产力进行了研究［8］，

Olson 等对华盛顿中部的洋松林的灌丛和 草本生物

量进行了调查［9］; Cerrillo 等对西班牙南部的灌丛群

落地上生物量做了估测［10］，Shoshany 等运用遥感影

像估测了以色列一些干旱区域的灌丛生物量［11］。
Foroughbakhch 等用数量分析法对墨西哥东北部的

15 种灌木的生物量的进行了研究［12］。国内关于灌

木林的生物量研究也比较多，如对山西太岳山典型

灌木林的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3］，岷江干旱河谷

主要灌丛类型的地上生物量的分布规律研究，发现

灌丛生物量随海拔升高而增加［13］; 胡会峰等估算了

中国主要灌丛植被的碳储量［14］。高寒灌丛是由耐

寒的中 生 或 旱 生 灌 木 为 优 势 种 而 形 成 的 一 类 植



被［6］，是青藏高原植被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当地的优势植被类型之一［15］。于应文等［16］对金露

梅的生产力及生物量做了详细的研究，雷蕾等［5］研

究了祁连山高山灌丛生物量的分配规律。但关于青

海玉树地区的灌木植被的生物量研究却鲜有报道。
该地区的灌木林面积有 2. 98 × 105 hm2，灌丛资源的

分布范围和面积非常大，是本地区主要的林业资源

之一。因此，系统研究该地区高寒灌丛群落结构与

功能及生物量的分配特征，可以为玉树地区灾后灌

丛植被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其综合效益提供

理论依据和积累基础资料。

1 研究区域概况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属青藏高原

腹地，平均海拔 ＞ 4 200 m，最低点 3 510 m，最高点

6 621 m，地理位置大致介于 89°35' ～ 97°55'E，27°
35' ～ 36°35'N。全州气候只有冷暖之别，无四季之

分，全年冷季 7 ～ 8 个月、暖季 4 ～ 5 个月，没有绝对

无霜期。气候寒冷而干湿不均，年平均气温 － 5. 6 ～
－ 3. 9℃，年最低气温 － 42℃，最高气温 28℃，年相

对湿度为 55. 2%，年平均降水量 463. 7 mm，年降水

量 246. 3 ～ 658. 5 mm，年蒸发量 1 698. 1 ～ 1 155. 4
mm。年日照时数为平均 ＞ 2 500 h，阳光辐射总量达

623. 5 ～ 674. 7 kJ /m2。空气含氧量要比海平面空气

含氧量低 1 /3 ～ 1 /2。灾害性天气多，大雪、早霜、低
温、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严重制约着本地区植被

的生长和发育［8 － 9］。
本文研究的几种主要灌丛类型: 鲜卑花( Sibi-

raea laevigata ( Linn. ) Maxim． ) 群系、百里香杜鹃

(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 群系、细枝绣线

菊( Spi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 群系、金露梅( Poten-
tilla fruticosa Linn． ) 群 系、山 生 柳 灌 丛 ( Salix orit-
repha Schneid． ) 群系。研究地区样地的基本情况如

表 1。

2 研究方法

2. 1 野外调查

2011 年 7 月至 8 月植被生长最旺盛的季节，对

灌丛群落进行分类，选择代表性样地，进行群落学调

查，并采用样方收获法测定群落地上生物量。针对

不同灌丛类型，分别布设样地，每块样地设置 3 个重

复。灌木样方面积为 5 m ×5 m，分别记录样方内灌

木层群落学参数: 株丛数、高度、盖度和多度等; 记录

样方周围的环境因子状况，如坡度、土壤水分、干扰

情况、海拔和地理坐标等，共设置灌木样方 30 个。
在每个样方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灌丛设置 1 m ×1 m

表 1 研究地区样地基本情况

Table 1 Outline of plots in study sites

群系类型 采样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 坡度 土壤湿度

Shrub type Sample position Longitude Latitude Altitude /m Slope /° Moisture /%

Ⅰ 玉树县国营牧场 33°02'23． 20″N 96°51'45． 49″E 4 053 39 湿润

Ⅱ 玉树县国营牧场 33°02'05． 04″N 96°50'13． 83″E 4 195 45 中

Ⅲ 玉树县国营牧场 33°02'52． 90″N 96°51'15． 46″E 4 002 48 中

Ⅳ 玉树县国营牧场 33°02'08． 11″N 96°50'44． 15″E 4 132 30 中

Ⅴ 囊谦县白扎林场 31°52'33． 92″N 96°35'01． 54″E 4 128 28 干

Ⅵ 囊谦县白扎林场 31°52'40． 89″N 96°53'08． 83″E 4 034 35 中

Ⅶ 杂多县萨呼腾镇 32°53'28． 01″N 95°17'55． 24″E 4 114 45 中

Ⅷ 称多县称文镇 33°19'41． 39″N 97°07'00． 93″E 4 156 43 中

Ⅸ 称多县称文镇 33°19'19． 68″N 97°07'15． 03″E 4 296 39 湿

Ⅹ 称多县称文镇 33°21'19． 40″N 96°59'16． 72″E 3 715 31 湿

注:Ⅰ． 鲜卑花群系;Ⅱ． 百里香杜鹃群系;Ⅲ． 细枝绣线菊群系 ;Ⅳ金露梅群系． ;Ⅴ． 百里香杜鹃群系;Ⅵ． 鲜卑花群系;Ⅶ． 山生柳群系;Ⅷ． 百里

香杜鹃群系;Ⅸ． 山生柳群系;Ⅹ． 细枝绣线菊群系。Notes:Ⅰ． Sibiraea laevigata ( Linn． ) Maxim． ;Ⅱ．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Ⅲ． Spi-

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Ⅳ．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Ⅴ．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Ⅵ． Sibiraea laevigata( Linn． ) Maxim． ;Ⅶ．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Ⅷ．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Ⅸ．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Ⅹ． Spi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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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样方，采用收获法，对其地上生物量进行测定，

包括叶和枝干，然后在样方的四角分别设置 4 个 1
m ×1 m 的草本小样方，对其生物量进行收获，共设

置 90 个样方。并在样方内设置一个 1 m ×1 m 的样

方，收集灌木凋落物( 包括枝、叶、树皮等碎屑) 的生

物量。各部分鲜重之和即为样方地上生物量，3 个

样方地上部分的生物量平均值即为灌木群落地上生

物量。
2. 2 室内处理及分析

将野外采回的样品带回实验室，在 85℃的条件

下烘至恒重，用电子天平秤量，求出样品的干鲜比，

将各器官的鲜生物量换算成干质量，根据样方资料

换算单位面积生物量。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灌丛类型群落特征

鲜卑花灌丛主要优势种有鲜卑花，伴生种有山

生柳、金露梅等，群落盖度 40% ～ 65%，灌木层高

0. 78 ～ 1. 20 m。百里香杜鹃灌丛的优势种有百里香

杜鹃，伴生种有鬼箭锦鸡儿、山生柳等，群落盖度

68% ～72%，灌木层高 0. 41 ～ 0. 71 m。细枝绣线菊

灌丛 的 优 势 种 有 细 枝 绣 线 菊，群 落 盖 度 30% ～
80%，灌木层高 0. 65 ～ 1. 78 m。金露梅灌丛主要优

势种有金露梅，群落盖度 55% ～ 62%，灌木层高

0. 31 ～ 0. 53 m。山生柳灌丛主要优势种有山生柳，

伴生种 有 鬼 箭 锦 鸡 儿、百 里 香 杜 鹃 等，群 落 盖 度

45% ～60%，灌木层高 0. 39 ～ 1. 20 m。该地区灌木

层下方草本层主要以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 ( C．
A． Mey． ex Trautv． ) Sergiev) 、苔草( Carex tristachya
Thunb． ) 、线叶嵩草( Kobresia capillifolia ( Decne． ) C．
B． Clarke) 、珠芽蓼( Polygonum viviparum Linn． ) 等

高寒草本植物为建群种。
3. 2 不同类型的灌丛地上生物量及其分配

灌丛地上生物量包括灌木层地上生物量、草本

层地上生物量和凋落物层地上生物量。从表 2 中可

知，不同类型的灌丛地上生物量的分配差异较大。
在本文分析的 5 种灌丛类型中，细枝绣线菊灌丛地

上部分生物量最大为 34． 33 t /hm2，金露梅灌丛的地

上生物量最小为 21． 61 t /hm2，地上生物量平均在

21． 61 ～ 34． 33 t /hm2。按照地上部分生物量大小排

列，依次是: 细枝绣线菊灌丛 ＞ 鲜卑花灌丛 ＞ 山生柳

灌丛 ＞ 百里香杜鹃灌丛 ＞ 金露梅灌丛。
该地区灌丛属于高寒灌丛，无乔木分布，不同类

型的灌丛其地上部分生物量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灌木

层，而灌木层下的草本层和凋落物所占有的比例相

对较 小。细 枝 绣 线 菊 灌 木 层 的 生 物 量 最 大，为

29. 29 t /hm2，占灌木层总地上生物量的 85. 33% ; 金

露梅灌丛灌木层的地上生物量最小，为 11. 36 t /
hm2，占金露梅灌丛总地上生物量的 52. 55%。整体

上，所选取的 5 种灌丛类型灌木层平均地上生物量

是 21. 74 t /hm2，占灌丛地上部分生物量的 73. 34%。
从几种类型的灌木层生物量占灌丛类型总地上生物

量的比例可以看出，灌木层是灌丛地上生物量垂直

分布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在灌丛生物量分配

格局上占主导地位。按各灌木层生物量大小排列依

表 2 研究样地植被组成基本情况

Table 2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in study plots

群系类型
灌木层 Shrub type

优势种 伴生种
盖度 草本层

Shrub type Dominant species Auxiliary species coverage /% Herb layer dominant species

Ⅰ 鲜卑花 山生柳，金露梅等 65． 32 线叶嵩草 Kobresia capillifolia ( Decne． ) C． B． Clarke

Ⅱ 金露梅 60． 66 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 ( C． A． Mey． ex Trautv． ) Sergiev

Ⅲ 百里香杜鹃 金露梅等 77． 67
矮嵩草、珠芽蓼 Kobresia humilis ( C． A． Mey． ex Trautv． ) Sergiev、

Polygonum viviparum Linn．

Ⅸ 山生柳 百里香杜鹃，鲜卑花等 69． 83
矮嵩草、二柱头藨草 Kobresia humilis ( C． A． Mey． ex Trautv． )

Sergiev、Scirpus distigmaticus ( Kukenth． ) Tang et Wang

Ⅹ 细枝绣线菊 68． 33
嵩草、早熟禾 Kobresia myosuroides ( Villars) Foiri、Poa nemoralis

Linn． subsp． Nemoralis

注:Ⅰ． 鲜卑花群系;Ⅱ． 金露梅群系;Ⅲ． 百里香杜鹃群系 ;Ⅳ山生柳群系． ;Ⅴ． 细枝绣线菊群系。Notes:Ⅰ． Sibiraea laevigata ( Linn． ) Maxim． ;

Ⅱ．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Ⅲ．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Ⅳ．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Ⅴ． Spi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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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 细枝绣线菊灌丛 ＞ 鲜卑花灌丛 ＞ 百里香杜鹃

灌丛 ＞ 山生柳灌丛 ＞ 金露梅灌丛。
不同灌丛类型的草本层生物量分配也有着差

异，草本层植物由于灌木的遮挡，光照不足，生物量

相对较小［18］，其大致的范围在 2. 21 ～ 6. 73 t /hm2 之

间，平均为 4. 23 t /hm2。金露梅灌丛种草本层生物

量最大，为 6. 73 t /hm2，占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的

31. 15%，这也间接的导致了金露梅灌木层在灌丛类

型地上生物量种所占的比例较其他类型的灌丛低。
5 种灌丛类型的草本生物量占灌丛地生物量的比例

在 6. 44% ～17. 35%。不同灌丛类型的草本层生物

量按大小顺序排列依次是: 金露梅灌丛 ＞ 山生柳灌

丛 ＞ 鲜卑花灌丛 ＞ 百里香杜鹃灌丛 ＞ 细枝绣线菊灌

丛。
凋落物层地上生物量在 2. 82 ～ 4. 65 t /hm2，平

均为 3. 66 t /hm2，占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在 8. 23% ～
16. 30%。其中，金露梅灌丛中，凋落物生物量所占

比例最大，为 16. 30%。灌木凋落物层生物量按大

小顺序排列依次是: 百里香杜鹃灌丛 ＞ 鲜卑花灌丛

＞ 金露梅灌丛 ＞ 山生柳灌丛 ＞ 细枝绣线菊灌丛。
3. 3 不同类型的灌丛建群种生物量及其分配特征

建群种是群落中盖度最大，多度也大的植物种，

在群落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种占据重要的地位。玉树

地区几种主要灌丛群系建群种生物量分配的特征如

表 3 所示。从表 4 中可以分析出，各个灌丛类型的

建群种的地上生物量的分配特征。5 种灌丛类型各

建群种的地上生物量在 11. 36 ～ 29. 29 t /hm2。最大

的是细 枝 绣 线 菊 灌 丛，其 建 群 种 地 上 生 物 量 是

29. 29 t /hm2。最小的是金露梅灌丛，其建群种地上

生物量是 11. 36 t /hm2。按大小顺序排列依次为: 细

枝绣线菊 ＞ 鲜卑花 ＞ 金露梅 ＞ 山生柳 ＞ 百里香杜

鹃。5 种灌丛类型各建群种地上生物量占灌木层生

物量的比例在 89% ～ 100%。其中，细枝绣线菊和

金露梅占细枝绣线菊灌丛和金露梅灌丛地上生物量

的比例最大，为 100%，因为，在这两类灌丛中，除了

建群种外，没有其它的伴生种。山生柳占山生柳灌

丛生物量的比例最小，为 89. 26%。5 种灌丛类型建

群种地上生物量占各自灌丛灌木层地上生物量的比

例按大小顺序排列为: 细枝绣线菊 ＞ 鲜卑花 ＞ 百里

香杜鹃 ＞ 山生柳 ＞ 金露梅。在不同类型的灌丛中，

各建群种的枝干生物量均大于叶的生物量，枝干生

物量是叶生物量的 3 ～ 11 倍。5 种灌丛类性建群种

枝干生物量按大小顺序排列是: 细枝绣线菊 ＞ 鲜卑

花 ＞ 百里香杜鹃 ＞ 山生柳 ＞ 金露梅; 而叶生物量按

大小顺序排列是: 鲜卑花 ＞ 百里香杜鹃 ＞ 山生柳 ＞
细枝绣线菊 ＞ 金露梅。

4 讨论

高寒灌丛是由耐寒的中生或旱生灌木为优势种

而形成的植被，是青藏高原植被类型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玉树地区分布的几种

主要灌丛植被类型的地上生物量在 21. 61 ～ 34. 33
t /hm2，群落生物量在 31. 23 2 ～ 55. 18 t /hm2。根据

相关研究报道［19 － 23］，青藏高原主要灌木林生物量为

20 ～ 40 t /hm2，平均为 35. 166 t /hm2。玉树地区灌丛

群落生物量明显要比先前的研究结果高出许多，原

因可能与灌丛群落的年龄结构、演替规律及外界气

候因子有关。王启基等［20］对青海、海北地区的研究

结果表明，在 8 月底金露梅的群落生物量达到最大

值，为 25. 878 t /hm2，明显的小于玉树地区的金露梅

生物量的积累。吴宁［24］对川西北窄叶鲜卑花研究表

表 3 不同灌丛类型建群种生物量及分配

Table 3 The biomass of and distribution of dominant specie in different shrub types

灌丛类型

shrub type

生物量 biomass / ( t /hm2 )

建群种 叶生物量 枝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总生物量

dominant specie leaf branch aboveground belowground total

Ⅰ 鲜卑花 5． 06 ± 1． 31 18． 99 ± 3． 55 24． 05 ± 4． 86 22． 03 ± 3． 27 46． 08 ± 8． 13

Ⅱ 细枝绣线菊 2． 43 ± 0． 13 26． 86 ± 1． 53 29． 29 ± 1． 66 25． 89 ± 0． 57 55． 18 ± 2． 23

Ⅲ 山生柳 3． 78 ± 0． 41 15． 24 ± 4． 27 19． 02 ± 4． 68 23． 15 ± 2． 78 42． 17 ± 7． 46

Ⅳ 百里香杜鹃 3． 96 ± 0． 28 16． 64 ± 0． 79 20． 59 ± 1． 07 22． 08 ± 2． 20 42． 68 ± 1． 09

Ⅴ 金露梅 2． 37 ± 0． 51 8． 99 ± 1． 09 11． 36 ± 1． 60 19． 87 ± 1． 10 31． 23 ± 3． 27

平均 Average 3． 52 ± 0． 53 17． 34 ± 2． 25 20． 86 ± 2． 77 22． 60 ± 1． 98 43． 67 ± 4． 44

186第 6 期 钟泽兵，等: 青海玉树地区主要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及其影响因素



表 4 不同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及分配

Table 4 The biomass of aboveground and its allocation

in different shrub types

群落名称

Community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 ( t /hm2 )

灌木层 草本层 凋落物层 合计

Shrub layer Herb layer Litter layers Total

Ⅰ 25． 42 ± 4． 86 3． 64 ± 0． 42 4． 26 ± 0． 54 33． 33 ± 5． 82

Ⅱ 21． 32 ± 1． 07 3． 47 ± 0． 58 4． 65 ± 0． 16 29． 44 ± 1． 81

Ⅲ 29． 29 ± 1． 66 2． 21 ± 1． 22 2． 82 ± 0． 54 34． 33 ± 3． 42

Ⅳ 11． 36 ± 1． 60 6． 73 ± 0． 49 3． 52 ± 0． 11 21． 61 ± 2． 20

Ⅴ 21． 3 ± 4． 68 5． 12 ± 1． 62 3． 07 ± 0． 32 29． 49 ± 6． 62

Average 21． 74 ± 2． 25 4． 23 ± 0． 87 3． 66 ± 0． 33 29． 64 ± 3． 97

注:Ⅰ． 鲜卑花灌丛; Ⅱ． 百里香杜鹃灌丛; Ⅲ． 细枝绣线菊灌丛; Ⅳ．

金露梅灌丛; Ⅴ． 山生柳灌丛 ( 下同) 。Notes: Ⅰ． Sibiraea laevigata

( Linn． ) Maxim． shrub; Ⅱ．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shrub;

Ⅲ． Spi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shrub; Ⅳ．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shrub;

Ⅴ． Salix oritrepha Schneid． shrub．

明，其群落生物量在 38. 99 ～ 47. 72 t /hm2，玉树地区

的鲜卑花灌丛群落生物量为 46. 08 ± 8. 13 t /hm2，与

其研究结果相一致。刘国华等［10］研究了岷江地区

灌丛的地上生物量，表明节刺灌丛的地上生物量最

大为 115. 54 t /hm2，刘性良等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对

川滇高山栎灌丛群落研究表明，其地上部分总生物

量为 25. 22 t /hm2。这两个地区灌丛的类型最大生

物量比玉树地区的灌丛地上生物量都要小很多，导

致各个区域灌丛生物量分配产生差异的原因有许

多，如群落的优势种、物种组成、海拔、坡向、土壤水

分等。
为了确定影响玉树地区主要灌丛地上生物量的

影响因子，我们在样方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灌木群

落群落特征、外界环境因子与灌丛地上生物量的关

系，如图 1 ～ 3 所示。研究发现，影响该地区生物量

的主要因子是海拔、群落盖度及灌木的高度; 土地利

用方式也是影响该地区植被生物量的重要因子，由

于资料限制，无法做出评估。玉树地区的灌丛地上

生物量随着海拔的上升而下降，随着灌木的高度及

群落盖度的加大而上升。

5 结论

1． 从所调查的结果分析来看，在玉树地区分布

的主要灌丛类型有鲜卑花灌丛、百里香杜鹃灌丛、细
枝绣线菊灌丛、山生柳灌丛和金露梅灌丛，伴生的草

图 1 海拔与灌木生物量间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itude and shrub biomass

图 2 群落盖度与灌木生物量间的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itude and shrub biomass

图 3 灌木高度与灌木生物量间的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e height and shrub biomass

本植物主要有矮嵩草、线叶嵩草、珠芽蓼等高寒草甸

植被，草 本 层 地 上 生 物 量 占 灌 丛 地 上 生 物 量 的

8. 23% ～16. 30%。灌丛群落凋落物生物量与群落

的盖度成正比，群落的盖度越大，掉落物生物量也就

越多。5 种灌丛类型的平均盖度在 47% ～ 68%，灌

木的平均高度范围是 0. 51 ～ 1. 08 m。其生长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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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 3 700 ～ 4 200 m。
2. 玉树地区各种类型的灌丛地上生物量分布

有很高的异质性，其地上生物量较大，其分布范围在

21. 61 ～ 34. 33 t /hm2，平均是 29. 64 t /hm2。
3. 5 种灌丛类型各建群种生物量占灌丛灌木

层生物量的比例较大，占灌木层生物量的 90% 以

上，说明灌木层生物量是决定灌丛地上生生物量是

决定灌丛地上生物量的关键，这的结果先前的大多

数研究结果一致［13，25］。
4． 影响玉树地区灌丛地上生物量的主要因素有

海拔、群落盖度及灌木的高度，灌丛地上生物量随海

拔的上升而下降，随着群落盖度和树木高度的的增

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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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Shrubs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Effect Factors
in Yushu，Qinghai，China

ZHONG Zebing1，2，YANG Lucun1，LIU Hechun1，2，SONG Wenzhu1，LI Fan1，ZHOU Guoying1
( 1．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ining 810008，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study the main shrub types: Sibiraea laevigata ( Linn． ) Maxim． shrub; Ｒhodo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shrub; Spi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shrub;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shrub; Salix oritrepha
Schneid． shrub as the research objects，in the Yushu city，Qinghai province，China． We use the sample harvest
method study and analysis the five shrubs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its allocation pattern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5 types of shrub aboveground biomass fluctuated between 21． 61 ～ 34． 33 t /hm2，the largest aboveground bio-
mass is Spiraea myrtilloides Ｒehd． shrub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shrub，and the smallest is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shrub，the average biomass is 29． 64 t /hm2 ．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order is: shrub layers
＞ herb layers ＞ litter layers，the proportions is 73． 35%、14． 27%、12． 35%，respectively． The dominant species
aboveground biomass are arranged in order is that: Spiraea 1myrtilloides Ｒehd． ，Potentilla fruticosa Linn． ＞ Ｒhodo-
dendron thymifolium Maxim ＞ Sibiraea laevigata ( Linn． ) Maxim． ＞ Salix oritrepha Schneid． The shrub above-
ground biomass of decline with the rise the altitude，and increase with the community coverage and shrub height．
Grazing on shrub aboveground biomass mechanism is not clear．

Key words: Yushu; shrub; formation; aboveground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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