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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古草草甸四种莎草、禾草种群

空间分布格局的初步研究
米

陆国泉  杨福囤  史顺海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植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种群生态学所关注的基本课题。 1982年 7月我们在青

海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对矮嵩草草甸上主要植物种群的分布格局做了初步调

查。在数据整理中除发现美丽风毛菊 (扬啷咿田瑚″拓)的分布格局属于随机的泊松分

布型已给予报道(陆国泉等,1984)外 ,还发现莎草、禾草种群的分布格局亦有一些共同的

规律。现将对矮嵩草 (Ko莎r加〃扬″J``‘)、 二柱头廉草 6枷″‘
``‘

ng″
'氵
″‘)、 垂穗故碱

草 (E”″″‘″
'″

“〉、羊茅 (F“
`″

c`o″″口)等四种莎草、禾草种群所做的工作报道如下:

一、工作地点和方法

工作地点位于海北定位站气象站西南侧矮嵩草草甸样地内。该区自然环境已有介绍

(杨福囤,1982)。 作为初步调查,选择植被大体均匀无镶嵌状的地段取样。

取样方法采用
“
相邻样方的格子

”
作系统取样 (Grcig-smth,1964)。 每个最小的基本

样方格子为 5× 5厘米
2,共 512个。调查时将样方中4种植物的枝条数分别予以记载,结

果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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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聂小样方中的垂由被残△技余缺

Tablc 3  ·
rhe nu,nber of tillers 。r 2. ″″

`夕 `,‘

 in the minilη uln quadfats

1
5
一
1
7
一

“

一0
一

1
3
一
2
2
一
4
4
豕

一2
一
1
4
一3
一
2
2
一o

4

32

5I

二、数据分析和结果

把用 Grcig~smith“ 相邻样方的格子
”
系统取样得来的原始数据叫做 1级区组。 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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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区组数据两两合并可成为样方面积倍增后的 2级区组数据 ,依此法共可得 10级区组 ,

具体合并过程可参见 Grcig-smith(1964〉 ;E· c,皮洛(1969);陆 国泉等(1984)。 本文中

各级区组名称按该区组样方所含最小样方格子数命名,即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等 10级区组,可明确表示该区组样方的大小。通过合并得到各区组数据后,按下列

方法进行计算分析。

本文中的全部计算包括合并样方工作 ,均 在 TRS-80微型计算机上用 BAsIC I1语 言

实现。

1.方差/均位的 t捡骏法(引 自 Grcig-smith,1964)。

在理论上,方差/均值=I泊松分布型

方差/均值<1均匀分布型

方差/均值>l群聚分布型

在统计学上,采用 t检验来确定方差/均值的实测值与理论预期值 1的差异显著 程

铰 s △0△方△ :均 位比位的 I拉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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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表 5-8。

由表 5-8可看出矮嵩草、廉草、垂穗披碱草、羊茅四种群在各区组的方差值均大于

1,t检验的结果 ,除个别区组外差异高度显著 ,p(0.001。 可以认为这 4种植物都是属

于非随机的群聚分布型。

⒉森下 (Moisita)招 数 岛 判别法(引 自伊藤秀三 ,1977)。

马=1  随机分布型
I佥 (1  均匀分布型

马)1  群聚分布型

Q∑ ni(ni~1)

2/N-1,N为 各级区组中的样方数。计算结果

方差/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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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为 样方数

N为个体总数

ni为第 1个样方中的个体数

按上式分别对 4种植物种群各级区组计算 飞值 ,结果见图 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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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M,森下对图形的分类,矮嵩草、薜草、垂穗披碱草、羊茅 4种群都属于小斑块群聚

分佰,斑块的再分布趋向于随机分布。对于斑块再分布趋向于随机分布这一点 ,在方差/均

值 t检验中仅能从各种群随样方增大其 t值不断下降看到微弱的趋势。

3.修正了的方差分析(引 自 s,B.查普曼等著,阳含熙等译,1981)。

本法须计算各级区组的均方值,绘制格局分析图进行分析。步骤如下 :

(1)计算各级区组的数据的平方和,得 :

∑xi;∑x;;∑ x1·
·····∑x;12

(2)将平方和除以相应区组的大小,并在相邻两级区组上求差,得 :

∑E~Σx;.2空:__∑x:.....· -∑ x;、6__∑ x:12

1   2 ’ 2   0·    256  5i1ˉΞ
ˉ

(3)再除以相应的自由度(观测数减1并减去已经计算的自由度),得 :

/∑ x;
l_
\ 2

/
ˉ

l
\
.
 
`
‘

l
`
/

对

一
∑
一4

Σ-~∑ x;、
/256;

1       2  //

./12:⋯ ⋯r~∑鱼__Σ朝 /1
/         ` 256    512 `/

(4)上述结果即为各级区组的均方值,以均方值为纵坐标,以各级区组为横坐标可绘

制出分布格局分析图。根据计算结果 4种植物种群的格局分析图见图 2a-d。

根据 Grcig-smith(1964)的 看法,对图形的判别分 3种情况:

(1)曲线上升为斑块分布,峰值出现所在的区组表明斑块的平均大小。
(2)曲线变化保持水平时认为是随机分布。

(3)曲线下降趋于均匀分布。

由图 2a-d可见,矮嵩草和蔗草 2种莎草科种群在 1-32区 组可视为随机分布,垂穗

披碱草和羊茅在 1-16区 组可视为随机分布,4种群其后的区组都有峰值变化不规则。

综合以上 3种分析法可得由初步结论:

(1)4种群都属于非随机的群聚分布。            ·

(2)群聚的斑块为小斑块。

(3)小斑块的再分佰趋向于随机分布。

讨   论

植物种群在空间的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为使我们的工作在一开始不

致于过分复杂化 ,选择了植被大体均匀的地段取样 ,目 的是限制环境变异的影响。这样做

易于得出初步调查的结论 ,为进一步在大面积镶嵌的植被上调查格局奠定基础。

莎草、禾草都是丛生的。以枝条数作密度计数来调查矮嵩草、蔗草、垂穗披碱草和羊

茅的分布格局无疑是属于非随机的。然而对于斑块的再分布有随机分布的趋向,则是通

过计算分析后发现的。如果能找到更大面积的均匀植被做调查,可进一步确定这一现象

的真伪 ,也许它们之中有符合 Ncyman或 Tho!】△as分布型的。

森下指数 ra最高值在区组 r,表明有小斑块存在。格局分析图形并未在前 1、 2、 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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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出现明显的烽值 ,只 能从 4种群 1级区组的均方值有较高的起点,判断出小斑块存在

的平均面积比 1级区组的面积小。如果我们将基本样方的格子取得更小一些可能会得到

小斑块存在的峰值。实际观察,矮篱草属于密丛短根茎植物,它的丛一般都比 5× 5厘米
2

面积小,在进一步调查矮嵩草的格局时应将基本格子单位选得更小一些。

垂穗披碱草和羊茅在其他生境条件下可以形成较大的丛,但在我们的调查中未有发

现。这可能是由于在矮嵩草草甸,建群种为矮嵩草 ,它 占据了主要空间 ,丛间距离又不大 ,

垂穗披碱草和羊茅则不能形成更大的丛,这是种间作用的结果。在原生植被破坏的地方

可以发现垂穗披碱草和羊茅较大的丛。

在格局分析图中,曲线在 32-512级区组各种群都出现有峰值,是否说明有更大的斑

块存在。这与森下指数所表明的后面的区组更趋于随机分布的情况正好相反。考虑到这

些区组的样方数都相对在减少,在 16以下,统计学上的代表性已较差,因而不能定论 ,需

要在更大面积上做更多样方的工作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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