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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嵩草 (Kobresic加mJJ:s)草甸

在封育条件下群落结构和

生物量变化的初步观察

周兴民  张松林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在青藏高原东部大面积分布的以嵩草属 (Ko莎
`宙')植物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是重

要的草场资源。但是,由于对草场缺乏科学地经营管理,过度放牧,加之鼠、虫和风、沙等
自然灾害,造成草场植被的严重退化。长期以来,草地生态工作者寻求提高草场生产力的
各种途径和方法,除草地施肥、灌溉、松耙、补播、除莠以及消灭草原鼠、虫害等技术措施
外,封滩育草亦是被重视的方法之一。关于草地在封育条件下群落结构和生物量变化的
研究,目 前尚无报道。为了进一步探讨封滩育草对植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地上)的影响,

我们从 1981-1983年 ,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选择了因放牧过度而退化较为严
重的矮嵩草草甸草场进行观察研究,经过 3年的半封育,群落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地
上生物量亦大幅度提高,从而为今后合理利用草地,保护草地环境,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依据。

一 、研 究 方 法

所谓半封育,是指在植物的生长发育期进行封育,严禁放牧和割草,而在植物枯黄以
后的冬季,进行适当的放牧利用。我们从 1981年开始用铁丝围建实验地 100亩 (地内牛
羊不能人内,但小动物可自由出人)。 在此范围内,于 5月上旬一lO月 中旬,随机选取植
物群落种类,登记和测定地上生物量的小样地,并在实验地以外的夏季放牧地上进行相应
的对照登记和测产,群落种类组成登记样方面积为 1× 1米2,生

物量测定样方面积为 0,5
×05米 2,于 9月下旬植物停止生长后进行测产,测产方式为收割法,齐地面刈割,并分
别以禾草、莎草和杂类草的烘干重计算生物量。

二、结 果 和 讨 论

1· 群落结构的变化

矮嵩草草甸在封育前 ,群落结构极其简单,层次分化不明显,仅有一层,以耐寒中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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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葑育状意下植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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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芽短根茎密丛植物矮嵩草为建群种,株高 3-5厘米,但生长密集,总覆盖度 90%以上 ,

矮嵩草的覆盖度可达 60-80%,形成背景化。其他常见的伴生种如异针茅 (s″

`夕

勿加″四)、

羊茅 (F”
`叨

c￠ o访″四)、 紫羊茅 (F.r沥 /刃)、 垂穗披碱草 (E`7勿″‘刀笏
`御

‘)等禾本科植

物,在长期放牧利用下,它们的生长发育受到强烈抑制,基本上处在营养生长阶段,植株低

矮,有些植株虽然高达 15厘米,但由于生长稀疏,株丛小,覆盖度小,优势度不大。而组成

群落的多种杂类草,如美丽风毛菊 (助″“〃御‘仍″切)、 雪白委陵菜 (P@````″杨″
`〃

勿)、

麻 花 艽 (c印
`扬

″ ‘″刃磁 孩彻 )、 矮 火 绒 草 (Lfo`9`opo`砌 移 ″
'彳

仍彬 )、 异 叶 米 口 袋 (G″ JZ勿一

砌渤切历″″f,Fo″
`)、

花苜蓿 (r″胛″cJ饧 r″

`拓
仞弼)等 ,在高寒气候的影响下,植株亦较

低矮,常与矮嵩草同处一层。

经过连续 3年的封育 ,虽 然组成植物群落的种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组成群

落的种类的高度、盖度以及多度则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表 1),进而改变了矮嵩草草甸

群落的结构。垂穗披碱草、异针茅、羊茅、紫羊茅、早熟禾(Po'spp.)等丛生禾草,在整个生

长发育阶段,由 于没有受到牲畜啃食和践踏,得到了充分的生长和发育,植株高度从原来

的 15厘米增到 20-30厘米 ,丛径亦相应增大,盖度 由原来的 10-15%增 加到 60-
70%,形成了密集的上层。此时,群落层次分化明显,禾草组成了群落的第 1层 ,而矮嵩

草和其他一些杂类草则组成了第 2层。

高寒草甸在封育以后,群落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由组成群落的建群科和主要

优势种的耐牧性以及它们的生态一生物学特性所决定。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海

拔 3,200米 ,年平均气温 一3℃ ,年降水量在 500毫米左右。这种寒冷半湿润的气候条件

并非限制高禾草的生长和发育,而过度放牧则是抑制的主要因素。

=⋯
异针茅、羊茅、紫羊茅、早熟禾等,为 须根密丛植物,而且草质柔软 ,营养丰富,是各类

牲畜喜食的优良牧草。这些高禾草以种子繁殖,不耐放牧践踏,因而在长期的放牧利用

下 ,地上部分不断的被牲畜啃食,特别是在雨、热同期的夏季,正是植物生长和发育的旺

季 ,被牲畜采食后,不能完成整个生长和发育,一直处在营养生长阶段,个别植株间或可以

开花、结实 ,但果实成熟不良而不能繁殖。导致了植物丛径逐年变小,甚至成单株存生 ,自

然更新不良。当草场封育之后,它们得到了休养生机的有利时机 ,充分利用水热条件,完
成其生长发育周期 ,种子成熟充分 ,可以进行自然更新;同 时,原来幸存的植株,被解除牲

畜啃食压力以后,亦可进行正常的分蘖 ,丛径逐渐增大。

垂穗披碱草是一种根茎地下芽植物,除种子繁殖外,还进行根茎营养繁殖 ,按理讲 ,它

可以成为群落的建群种,但它要求肥沃和疏松的土壤条件 ,在牲畜啃食、践踏和矮嵩草不

断扩展的双重影响下 ,对它的发展极为不利,因而常呈块状分布在鼠穴或因其他方式破坏

的地段,故垂穗披碱草并不是矮嵩草草甸类型的固有植物。

矮嵩草与禾草相比较,它具有适应高寒气候的生态一生物学习性和一些耐放 牧 的特

点 :它花期早 ,在早春当高原气候开始转暖时,就开花结果,然后即进行果后营养生长;除

种子繁殖外 ,地下根茎繁殖能力强;耐放牧践踏 ,再生力强,同时在阴湿的环境下也能正常

生长。因此,当过度放牧利用,高禾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它可以以群落的建群种而存在 ,

当封育之后,禾草转变成建群层片 ,而矮嵩草仅成为群落下层的优势层片而存在。

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

(1)一个比较稳定的植物群落,尽管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扰 ,当这种外界干扰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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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未达到使群落发生根本演替的程度时,那么组成群落的植物种不会轻易发生变化,而

容易迁出或迁人的那些植物种类多为伴人植物。

(2)在青藏高原海拔较低,气候条件较好的东部,特别是森林上限附近现在所分布的

矮嵩草草甸,并非是与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相对稳定的植物群落-气候演替顶极,而是长期

放牧利用下所发生的偏途演替顶极-放牧演替顶极。

2.地上生物屋的变化规律

如前所述 ,矮嵩草草甸经过封育之后,由 于组成植物群落的种类在其高度、密度和盖

度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使植物群落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地上生物量以及禾

草、莎草和杂类草等的重量组合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表 2)。

从表 2清楚的看出,封 育前的草场地上生物量一般均较低,但随着封育时间的推移 ,

地上生物量即逐渐增加 ,例 如,封 育的当年 (1981年)地上生物量每亩为 168.18公斤,而
1982年为 198.68公 斤,1983年为 242.87公斤,后两年比 1981年分别增加产量 18,14%

和 4⒋ 41%,特别是禾草、莎草和杂类草在牧草重量组合关系中的变化更为显著,如 图 1

所示,在封育初期的 1981年 ,禾草重量仅占全部地上生物量的 34,28%,莎 草占 18,27%,

杂类草占 47,45%。 经过 3年的封育,1983年 10月 测产,禾草重量占 60,17%,莎草占

17,89%,而杂类草仅占 21.94%。 禾草的重量大为增加,莎草科植物的重量虽有增加,但

重量比例则有所下降,而杂类草的重量百分比从封育前的 47,45%下降到 1⒎ 89%。

⒛

ω

卯

4
o
如

⒛

^
淡

ˇ
υ曾
一g

ハ

b
宀

辫
乐
江

己【砷incac

养章

′̄
`ˉ繁享七6~

莎草 cypemccac

198!

图 1 封育草场 3类牧草比率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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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高寒草甸 3类牧草重量组合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群落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群

落环境发生变化所致。当植物群落发生层次分化以后 ,群落环境由原来的透光、干旱变为

阴闭、湿润,不利于喜光的杂类草 ,诸如美丽风毛菊、麻花艽等植物的生长发育,它们的个

体变得纤弱或矮小,直接影响了它们在整个牧草重量组合关系中的比例。

所以,封育草场不仅提高了草场地上生物量,而且牲畜喜食的禾草在整个牧草重量组

合关系中的比例大大增加,杂类草的比例则逐年减少,提高了草场的经济利用价值。因

此 ,我们认为,如能对高寒草甸草场进行科学的经营管理 ,合理放牧利用,特别是对冬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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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场加以保护 ,严禁夏季放牧 ,即使不加任何改良措施 ,也 可提高地上生物量 ,促进畜牧

业的发展。

CHANGE STATE OF COMllMIUNITY STRUCTURE AND
BIOMAss IN FENCED AREA OF J《 oBREsf^

J盯σnⅡ二rs MEADOW

zhou Xinlglnin zhang so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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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s meadow is aistnbuted in east part o￡ Qinghai~Xizang platOau, It

is a lllajor type o￡  g·rassla11(ls in our country.  ()ur studying site 6.7 1△ 1. 、vas fellced

by iron、vire during 1981-1983,at,I· Iaibei R∫ ese|lrCll statiol1.  
′rhe plants ana their bi。 ~

m~as、v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resul`werc as foll。 ws∶  1) The speciOs colup()sitioll of

plallt con1111unity have】 lot been clear1y changOd,but aibu△ d|lllcc,density and coverdegree

havc bee11 changed. ′
rhe coinpositloll of plallt cc旺 n0lunity have changed fro△l o11e to two

layers treInena〈〉1】sly.2)z· obrew口 乃化啊钅J2sm.eadow m.ay be a grazing clilnax。 n Qing△ ai~

~Xizang plateau, instead of clilnatic cllnlax, W· e suggest the latter be grass meadow· 3)

A~fter Fencing the|△boveground biomass raises greatly,esp(`cially ill pc1·celltag(`colllposi-

tion, the ratio oF grasses rnises, but that of forbes de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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