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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合理利用高寒草甸资源，探讨近年来气候变化对高寒草甸的影响，以青海省甘德县高寒草甸为例，基于牧业气象站
1976—2006年的气象资料和 1994—2006年的牧草观测资料，分析了草地植被地上生物量、高度、盖度和物候期等群落特征以及

当地气温、降雨等气象因素的年际变化趋势，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和逐步回归分析法对草地植物群落特征变化与气象因子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综合分析了影响植被生长状况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 ( 1)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总体呈年均气温和平均地温上升、

年降水量下降的“暖干化”趋势，牧草盖度高度增大，产量减少，整体观测水平下的牧草物候期推迟。( 2) 牧草的高度、盖度及产

量对不同气候因子的响应程度不同。牧草高度与盖度对温度因子的变化更敏感，牧草产量对水分因子的变化更敏感。平均地

温和相对湿度越高，牧草高度越高，产量越多。( 3) 不同牧草的物候期受不同气象因子的影响，变化趋势也不相同。从整体水

平上看，牧草物候期对温度因子更敏感，温度越高，物候期越提前。

关键词:高寒草甸;群落特征;物候期;气候因子; 相关分析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community growth and climate
factors in alpine meadow
YANG Xiaoyuan1，4，MA Li1，4，ZHANG Zhonghua1，4，ZHANG Qian1，4，GUO Jing1，4，ZHOU Bingrong2，
DENG Yanfang3，WANG Xinchuan5，WANG Fang1，SHE Yandi1，4，ZHOU Huakun1，*

1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Cold Ｒegions Ｒestoration Ecology，Xining 810001，China

2 The Qinghai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Xining 810002，China

3 Qinghai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Xining 810002，China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5 Qinghai Forage Breeding Farm，Tongde 813200，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grassland ecosystems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sensitivity of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s to global change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Forage
height，coverage and yield are important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growth of grasses． Grassland biomass，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changes in grassland vegetation，evalu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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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grassland，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grassland management． Coverage，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grassland community structure，can reflect the health status of grasslands． Plant phenolog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environmental change，and i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s，which is more sensitive to climate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as important climatic factors，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grasslands． Alpine meadow is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alpine grassland type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Studying the response of changes in plant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alpine meadow to the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s important
for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lpine meadow． Therefore，in order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alpine meadow
resources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lpine meadow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takes alpine meadow in
Gande County，Qinghai Province，as an example． We analyze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bove-ground biomass，
height，coverage and phenological stage of meadow vegetation based on the pasture observation data from 1994—2006，as
well as local air temperature，rainfall and other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1976—200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the
alpine 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as warming and drying with averagely annual temperature and average ground
temperature rising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falling． The coverage and height of forage were increasing，while the yield is
decreasing，and the forage phenology was delayed at the overall observed level． ( 2) Forage height，coverage，and yield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different climatic factors． Forage height and coverage were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nd forage yield wa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moisture． The higher the average ground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the higher the height and yield of forage． ( 3) The trend of phenology i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meteorological
factors． On the whole，the phenological phase of forage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temperature factor，and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the earlier the phenological phase．

Key Words: alpine meadow;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phenological period; climatic factors; related analysis

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增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
敏感性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牧草生长高度、盖度及产量可以作为判断牧草长势好坏的重要依据。草
地生物量作为衡量草地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对研究草地植被变化、评价草地生长状况和为草地管理提供参考
依据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2］。植被盖度作为草地群落结构的重要参数之一，可以用来反映草地健康状况［3］。
植物物候是反映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在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更能揭示气候变化对
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4-6］。在草地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降水和温度作为重要的气候
因子，成为影响草地生长发育因素研究中的重点［7-8］。

研究表明，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环境逐渐失调，草场退化加快［9］，植物种类和优良牧草比例降低［10-11］，植被
盖度降低［12］，物种数减少［13］，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14］。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使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净初级生
产力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气候暖湿化有利于高寒植被的生长［15-17］。关于气候变化对高寒草地的影响及关键
因素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气候变化与牧草生长状况呈正相关，郭连云［18］对三江源兴海高
寒草地牧草产量与气候因子的研究分析表明，降水增多和≥0℃积温对牧草产量的增加较为有利。王小平
等［19］进一步分析了玛曲县植被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出影响草地植物群落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为春季
气温和夏季降雨，这与杨元合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刘禹等［21］等的研究表明在高寒草甸进行短期增水处理
可以显著提高植被生物量和盖度。另有学者认为［22］，气候变暖是土壤水分减少的直接原因，也是草地退化的
重要原因。而陈建军［23］的研究显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 82．37%的区域植被覆盖度无明显变化，其余区域中，
受土壤水分限制的有 23．4%，受土壤温度限制的有 4．36%。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对植物物候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管琪卉等［24］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长季始期呈提前趋势，且气温对其影响更为
明显。马晓芳等［25］的研究也表明与其他因素相比，温度是主要影响植物物候期的气象因素。黄文洁等［26］认
为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整体的生长季长度呈延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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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最为敏感的高寒草地类型之一［27］，研究高寒草甸植物生长发育特征变化
对气象因子的响应对分析气候变化对高寒草甸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植物群落生物量、高度、盖
度及物候期出发，探讨其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为高寒草地的合理保护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青海省甘德县牧业气象站( 33°97'N，99°90'E，4050 m)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腹地。

气候具有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辐射强，无明显季节区分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28］。冬长夏短，

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冬春气候干燥，多风雪，夏天多雨［29］。年均温－2℃，年降水量 550mm。本研究中的草地

植被类型是以矮嵩草( Kobresia humips) 、垂穗披碱草( Elymus nutans) 、 草( Koeleria cristata) 和羊茅( Festuca

ovinaL) 为主组成的典型的高寒草甸化草地。

2 研究方法

2．1 牧草测定方法
草地生物量测定工作于每年的 5—9 月进行，每月 15 日和 30 日各测定 1 次。选取一块面积为 50 m×

50 m的样地进行长期观测，每次在试验区随机选取 6 个重复，地上生物量采样面积为 25 cm×25 cm。测量同
时分别用直尺和估测的方法测定其高度和盖度，然后用剪刀齐地面刈割，装入有编号的布袋内。生物量样品
放入 65℃左右烘箱烘干至恒量，称其烘干质量，研究以测定牧草样品的干质量来表示生物量。

选取 6块面积约为 3 m2的固定样地进行物候期观测，于每年 4月份开始观测，共观测返青、抽穗、开花、成
熟、枯黄 5个阶段。本研究主要选择返青、开花、成熟和枯黄期分析物候期变化: 返青期是指≥50%的植株春
季越冬后露出心叶，老叶恢复弹性，由黄转青。开花期是指≥50%的植株穗上出现花药或露出花朵。成熟期
是指≥50%植株种了变硬，呈现固有颜色，易脱落。枯黄期是指≥50%的植株地上器官约有 2 /3枯萎变色［27］。

本文将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 计数法( 1月 1日为 1年中第 1天) 用于所有的统计分析和作图［30］。

2．2 气象数据
气象因子包括气温、降水、相对湿度、平均地温等，数据由青海省甘德县牧业气象站提供。数据获取时段

为 1976—2006年。
2．3 数据处理方法

对气象因子及牧草高度、盖度、产量及物候期的年际变化做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图均采用 Origin 2017

软件完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牧草高度、盖度、生物量和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
对牧草生育期与气象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数据分析均采用 SPSS 24．0软件完成。

3 研究结果

3．1 气候因子随年际变化趋势
高寒草甸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地温变化差异较大，总体呈上下波动的上升趋势，且趋势相似( 图 1) 。每

年的平均气温均在－1℃之下，年均气温最低为－3．9℃ ( 1997年) ，年平均地温最高为 3．37℃ ( 2006 年) ，最低为
－0．13℃ ( 1993年) 。年均气温倾向率为 0．3℃ /10a( P＜0．05) ，年均地表温度以 0．2℃ /10a 的趋势在增加，但并
不显著( P＞0．05) 。

高寒草甸年降水量变化差异较大，总体呈下降趋势( 图 1) ，降雨量最大为 662．8 mm( 1981 年) ，最小为
414．4 mm( 2006年) 。同时，降雨量以 9．4 mm /10a的微弱趋势在减少，但趋势并不显著( P＞0．05) 。而年均相
对湿度呈现一种极微弱的上升趋势，年均相对湿度最大值为 70．1%( 1993年) ，最小为 59．9%( 2006年) 。年均
相对湿度变化率仅为 0．02% /10a，且趋势并不显著(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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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6—2006年气候因子年际变化特征曲线

Fig．1 Annual change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climate factors in 1976—2006

3．2 牧草生长特征随年际变化趋势
3．2．1 牧草产量变化趋势

高寒草甸牧草产量在 1994—2006年间呈现一种波动下降的趋势( 图 2) ，年减少率为 91．01 g /m2，平均值
为( 481．4±85．25) g /m2，且 1996年的年产量最高，为 544．7 g /m2，这可能与 1995年和 1996年年均气温和地表
温度较高，年降水量充足，年均相对湿度较高，能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外界条件有关。从月尺度来看，高寒
草甸牧草每月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5月产量累积速率为 0．77 g /d，6 月为 1．85 g /d，7 月为 3．01 g /d，8—9月
为 3．93 g /d，累积速率逐渐增大，表明植物生长越来越快，草地地上生产力逐渐增强。

图 2 1994—2006年高寒草甸牧草产量季节和年际变异

Fig．2 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forage yield in alpine meadow from 1994 to 2006

3．2．2 牧草高度及盖度变化趋势
高寒草甸牧草盖度以 10．6% /10a的趋势显著增加( P＜0．01) ，高度以 1．98 cm /10a 的趋势增加，但并不显

著( P＞0．05) ( 图 3) 。说明牧草的高度和盖度都在逐渐增加，牧草质量越来越好。牧草盖度在 1998年最低，为
71%，在 2004年最高，为 91%，牧草的高度最低为 18cm( 2000年) ，最高为 32cm( 2005年) 。从月尺度来看，高
寒草甸 5—8月的盖度和高度均呈增加趋势，5—6月盖度增加趋势较大，为 0．28% /d，6—8月增加趋势开始缓
慢，为 0．08% /d。5—6月高度增加趋势为 0．15 cm /d，6—7月份高度增加趋势较大，为 0．27 cm /d，7—8月高度
增加趋势又开始减缓，为 0．05 cm /d。这主要是由于 5—7月植物以地上生物量累积为主［21］，植物盖度逐渐增
大，高度迅速增加。

2963 生 态 学 报 4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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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4—2006年高寒草甸牧草高度和盖度季节和年际变异

Fig．3 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forage height and coverage in alpine meadow from 1994 to 2006

3．2．3 牧草物候期变化趋势
由表 1可以看出，1994—2006年间，除 草外，其他几种牧草的返青期均为推迟趋势，且所有牧草返青期

的变化趋势均不显著( P＞0．05) 。所有牧草返青平均日期在 4月 23日—27日之间。

表 1 1994—2006年高寒草甸几种主要牧草的物候期变化趋势水平及极端日期

Table 1 Phenological change trend level and extreme date of several main forages in alpine meadow from 1994 to 2006

物候期
Phenophase

牧草
Forage

最早日期
( 儒略日) /d
Earliest date
( Julian date)

最晚日期
( 儒略日) /d
Latest date
( Julian date)

平均日期
( 儒略日) /d
Average date
( Julian date)

变幅 /d
Extent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变化趋势 /
( d /10a)
Trends

P

返青期 矮嵩草 4．21( 111) 5．2( 123) 4．26( 116) 12 3．2 3．2 0．187

Ｒeviving 羊茅 4．19( 110) 5．4( 125) 4．25( 115) 15 5．0 2．3 0．566

( ) 草 4．22( 112) 5．6( 126) 4．27( 117) 14 3．7 －1．3 0．668

垂穗披碱草 4．19( 110) 4．26( 117) 4．23( 113) 7 2．1 0．7 0．642

整体水平 4．19( 110) 4．26( 117) 4．24( 114) 7 2．0 0．2 0．920

抽穗期 矮嵩草 5．6( 126) 5．20( 141) 5．14( 134) 15 4．9 8．7 0．009

Heading 羊茅 5．22( 142) 7．4( 186) 6．14( 166) 44 10．8 5．8 0．497

( ) 草 7．6( 187) 7．20( 202) 7．12( 193) 15 4．2 1．6 0．626

垂穗披碱草 7．12( 193) 8．4( 217) 7．18( 200) 24 6．6 －0．2 0．975

整体水平 5．6( 126) 5．20( 141) 5．14( 134) 15 4．9 8．7 0．009

开花期 矮嵩草 5．12( 132) 5．28( 148) 5．23( 143) 16 4．9 7．7 0．023

Blooming 羊茅 6．27( 178) 7．28( 210) 7．15( 196) 32 7．7 14．1 0．006

( ) 草 7．20( 201) 8．6( 219) 7．26( 207) 18 5．6 －2．8 0．520

垂穗披碱草 7．26( 207) 8．18( 231) 8．5( 218) 24 7．2 －1．9 0．744

整体水平 5．12( 132) 5．28( 148) 5．23( 143) 16 4．9 7．7 0．023

成熟期 矮嵩草 8．12( 224) 8．20( 232) 8．15( 227) 8 2．9 －1．1 0．648

Mature 羊茅 8．12( 224) 8．24( 236) 8．18( 231) 12 4．2 －4．1 0．204

( ) 草 8．16( 228) 9．2( 245) 8．25( 237) 17 4．6 5．1 0．147

垂穗披碱草 8．22( 234) 9．4( 248) 8．28( 240) 14 4．5 4．6 0．184

整体水平 8．12( 224) 8．18( 231) 8．15( 227) 7 2．5 0．2 0．912

枯黄期 矮嵩草 9．14( 257) 10．2( 275) 9．23( 266) 18 4．5 4．4 0．194

Withering 羊茅 9．13( 256) 10．2( 275) 9．21( 264) 19 5．4 6．1 0．134

( ) 草 9．5( 249) 10．4( 277) 9．22( 265) 28 7．0 11．7 0．015

垂穗披碱草 9．17( 260) 10．4( 277) 9．24( 267) 17 4．8 7．5 0．026

整体水平 9．5( 249) 10．2( 275) 9．19( 262) 26 6．6 11．0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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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穗披碱草的抽穗期外以 0．2 d /10 a的微弱趋势提前( P＞0．05) ，矮嵩草及整体观测水平下的牧草均以 8．
7 d /10a的趋势推迟抽穗( P＜0．01) 。

草和垂穗披碱草的开花期均有提前的趋势( P＞0．05) ，其他种牧草开花期均为推迟趋势( P＜0．05) 。其
中羊茅的推迟趋势最大，为 14．1 d /10a( P＜0．01) 。从牧草开花期的平均日期来看，禾本科牧草的开花期为 7

月中旬后，莎草科牧草开花期为 5月下旬。

矮嵩草和羊茅均有提前成熟的趋势，其他种牧草成熟期为推迟趋势， 草的推迟趋势最大，为 5．1 d /10a，

但变化趋势均不显著( P＞0．05) 。所有牧草的成熟期最早日期和最晚日期差异不大，垂穗披碱草的平均成熟
日期最晚，为 8月 28日。

所有牧草的枯黄期均为推迟趋势，其中 草的推迟趋势最大，为 11．7 d /10a，且推迟趋势显著( P＜0．05) 。

牧草的平均成熟期在 9月 19日—24日之间。

从整体来看，禾本科牧草的抽穗期和开花期晚于莎草科。所有牧草的物候期大多呈推迟的趋势，少部分
呈提前趋势，羊茅的返青期、抽穗期和开花期变异性最大， 草的成熟期和枯黄期变异性最大。所有物候期中
变异性最大的为抽穗期。
3．3 气象因子对高寒草甸牧草生长发育情况的影响
3．3．1 气象因子对高寒草甸牧草高度、盖度及牧草产量的影响

将影响牧草生长的降水、平均相对湿度、平均地温和气温分别与牧草高度、盖度及产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气温对牧草高度影响最大( Ｒ2 = 0．69，P＜0．001) ( 图 4) ，平均地温对盖度的影响最大 ( Ｒ2 = 0．24，P＜

0．001) ( 图 5) ，平均相对湿度对牧草产量的影响最大( Ｒ2 = 0．42，P＜0．001) ( 图 6) 。而降水对牧草高度、盖度
及产量的影响都较为微弱。

图 4 高寒草甸牧草高度与气象因子关系

Fig．4 Ｒelationship between height of forage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alpine m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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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寒草甸牧草盖度与气象因子关系

Fig．5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overage of forage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alpine meadow

图 6 高寒草甸牧草产量与气象因子关系

Fig．6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orage yield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alpine m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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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牧草高度作为 X1，牧草盖度作为 X2，牧草产量作为 X3，三者共同组成生长状况因子 W1，将降水作为
Y1，平均相对湿度作为 Y2，平均地温作为 Y3，气温作为 Y4，四者共同组成气象因子 W2。使用 SPSS 24．0进行典
型相关分析。

由表 2可以看出，第一对典型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且通过了 0．001 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选取第一组
典型相关系数进行研究。两组变量间相关关系为: W1 = 0．882W2。

表 2 牧草生长状况因子与气象因子的典型相关系数及显著性

Table 2 Typ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forage growth status factors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数据组
Data set

相关性
Correlation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威尔克统计
Wilk test

F
分子自由度

Molecular degrees
of freedom

分母自由度
Denominator degrees

of freedom
P

1 0．882 3．497 0．168 8．494 12．000 106．122 ＜0．001

2 0．443 0．243 0．758 2．035 6．000 82．000 0．070

3 0．241 0．062 0．942

由表 3可知，选取第一对典型相关变量后，生长状况因子的线性组合则为:
W1 = －0．651X1－0．027X2－0．388X3

气象因子的线性组合为:
W2 = 0．197Y1－0．587Y2－0．919Y3+0．283Y4

气象因子与牧草的生长状况相关性极强，生长状况因子中，牧草高度作用最大，产量次之。气象因子中，

平均地温作用最大，平均湿度次之。由此可以看出，牧草的高度及产量对平均地温和湿度的响应较强，平均地
温和湿度越大，牧草高度及产量越大。

表 3 两组变量的标准化典型相关系数

Table 3 Standardized typ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wo groups of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1 2 3

生长状况因子 W1 高度 X1 －0．651 －0．791 1．353

Growth factor 盖度 X2 －0．027 －0．745 －0．982

产量 X3 －0．388 1．334 －0．796

气象因子 W2 降水 Y1 0．197 －0．722 －1．184

Meteorological factor 平均湿度 Y2 －0．587 1．456 0．096

平均地温 Y3 －0．919 0．764 －2．849

气温 Y4 0．283 －1．833 3．167

3．3．2 气象因子对高寒草甸牧草生育期的影响
由表 4可以看出，物候期与气象因子呈负相关时，表示气象条件越高，物候期越提前，呈正相关时，表示气

象条件越高，物候期越推迟。垂穗披碱草的开花期受前三个月与前一个月的降水显著影响( P＜0．05) ，前三个
月的降水影响也会显著影响羊茅抽穗期( P＜0．05) ，羊茅的成熟期、 草的返青、开花和枯黄期均受前一个月

的地温影响( P＜0．05) 。 草抽穗期主要受当月地温影响( P＜0．01) 。矮嵩草开花期受当月气温( P＜0．051) 及
提前三个月的相对湿度( P＜0．05) 影响，成熟期受当月相对湿度影响( P＜0．05) ，枯黄期仅受前三个月相对湿度
影响( P＜0．05) 。从整体水平上看，返青期受提前一个月的气温影响( P＜0．05) ，开花期受提前三个月的相对湿
度及当月气温影响( P＜0．05) ，枯黄期受提前一个月的气温和降水影响( P＜0．05) 。

牧草的生育期单独与每种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牧草的物候期变化，因此分别将牧草
物候期与当月及前三月的气象因子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讨论多种气象因子对牧草生育期的综合影响。选取回
归系数显著的方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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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几种牧草物候期与当月及超前三个月的气象因子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everal Herbage phen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urrent month and three months ahead

牧草
Forage

物候期
Phenophase

P3 P1 T1 T ＲH3 ＲH ST2 ST1 ST

垂穗披碱草 Elymus nutans 开花 －0．648* 0．613* 0．124 －0．238 －0．55 0．183 0．116 0．032 －0．102

羊茅 Festuca ovinaL 抽穗 －0．555* 0．016 －0．55 －0．286 －0．414 0．174 －0．283 －0．422 －0．157

成熟 0．408 0．161 －0．544 0．319 0．442 0．14 －0．227 －0．578* 0．344

( ) 草 Koeleria cristata 返青 0．215 －0．068 －0．435 0．178 0．231 －0．16 －0．167 －0．560* 0．314

抽穗 －0．329 －0．205 0．274 0．295 －0．314 －0．145 －0．075 0．182 0．691＊＊

开花 －0．449 0．16 0．503 －0．049 －0．253 0．31 0．287 0．610* 0．184

枯黄 0．003 0．5 0．089 0．502 －0．212 －0．146 0．042 －0．604* 0．215

矮嵩草 Kobresia humips 开花 －0．184 －0．204 －0．106 －0．725＊＊ －0．592* －0．273 0．007 －0．121 －0．474

成熟 －0．009 －0．08 －0．287 －0．06 0．127 0．554* 0．019 －0．016 －0．211

枯黄 －0．411 0．405 0．386 －0．154 －0．658* 0．17 0．004 －0．088 －0．544

整体水平 Overall observation 返青 0．228 0．208 －0．664* －0．266 0．187 0 －0．301 －0．489 －0．043

开花 －0．184 －0．204 －0．106 －0．725* －0．592* －0．273 0．007 －0．121 －0．474

枯黄 －0．024 0．561* 0．156 0．549 －0．15 0．033 0．024 －0．565* 0．186

* 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5显著性检验水平，＊＊表示通过 0．01显著性检验水平; P3表示提前三个月的降水量，P1表示提前一个月的降水量; T1表示提前一个月

的气温，T表示当月气温; ＲH3表示提前三个月的相对湿度，ＲH表示当月的相对湿度; ST2表示提前两个月的平均地温，ST1表示提前一个月的平均地温，ST 表示当月

的平均地温

由表 5可以看出，逐步回归分析后，发现羊茅的返青期与提前两个月的地温及提前三个月的降水有一定
的相关性( P＜0．05) ，二者共同解释羊茅返青期 40．0%的变化，地温越高，返青期越推迟，降水越多，返青期越
提前。羊茅的抽穗期除与前三个月的降水有关外，还与前两个月和前一个月的气温产生相关性( P＜0．01) ，三
者共同解释羊茅抽穗期变化的 69．7%，三种气象因子对羊茅抽穗均有推动作用。 草的枯黄期除受前一个月
的地温影响外，前三个月的地温也对 草枯黄期产生了影响( P＜0．01) ，二者共同解释 草枯黄期 38．1%的变
化，两种气象因子也促进了 草枯黄期的提前。

表 5 牧草物候期与当月及超前三个月的气象因子的逐步回归分析

Table 5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erbage phen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urrent month and three months ahead

牧草
Forage

物候
Phenophase

回归方程
Ｒegression equation Ｒ2 Adj-Ｒ2 F P

垂穗披碱草 Elymus nutans 开花 Y=－0．257P3 +0．087P1 +215．775 0．551 0．461 6．129 0．018

羊茅 Festuca ovinaL 返青 Y= 1．063ST2 －0．351P3 +122．742 0．500 0．400 5．005 0．031

抽穗 Y=－1．357P3 －5．156T2 －4．925T1 +196．469 0．773 0．697 10．211 0．003

成熟 Y=－1．667ST1 +254．272 0．335 0．274 5．531 0．038

草 Koeleria cristata 返青 Y=－1．739T1 +111．562 0．560 0．314 5．034 0．046

抽穗 Y= 1．967ST+165．273 0．477 0．429 10．027 0．009

开花 Y= 4．789ST1 +154．038 0．372 0．315 6．520 0．027

枯黄 Y=－3．775ST1 －5．395ST3 +374．135 0．637 0．564 8．763 0．006

矮嵩草 Kobresia humips 开花 Y=－3．517T+153．599 0．525 0．482 12．175 0．005

成熟 Y= 0．645ＲH+178．442 0．307 0．244 4．866 0．050

枯黄 Y=－0．999ＲH3 +339．198 0．433 0．381 8．401 0．014

整体水平 Overall observation 返青 Y=－1．145T1 +105．404 0．441 0．390 8．671 0．013

开花 Y=－3．517T+153．599 0．525 0．482 12．175 0．005

枯黄 Y=－4．111ST1－6．525ST3+0．080P2+381．121 0．782 0．710 10．791 0．002

而对矮嵩草来说，在考虑气象因子对其物候期的综合影响后，前三个月的相对湿度对其开花期的影响可
以忽略不计，主要受当月气温的影响( P＜0．01) ，且气温可以解释开花期 48．2%的变化。整体观测水平下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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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开花期影响因素也同矮嵩草有相同的变化，枯黄期由之前受前一个月地温和降水影响，转变为受前一个月
和前三个月地温及前两个月降水影响( P＜0．01) ，三者共同解释牧草枯黄期 71．0%的变化，降水会推迟牧草枯
黄期，而地温会提前枯黄期。

4 讨论

4．1 高寒草甸牧草长势变化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年均气温逐渐升高［31］，年降水量也在缓慢减少［32］，气候整体
呈“暖干化趋势”［33］。本研究中牧草高度主要受气温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气候变暖会导致莎草科植被减少，

禾本科植物和杂类草增多，从而使植株高度升高［34］。多数研究认为，增温可以增加植被盖度，但增加效应同
降水程度有关［1］，而王志鹏等［35］的研究表明高寒草甸 NDVI对降水特征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5—6月
地温升高，牧草生长加快，盖度快速增大［18］，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对牧草产量造成较大影响的是
平均相对湿度，李晓东等［36］的研究也表明生长季的降水对高寒草地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影响更大，降水减少的
同时，高原增温导致蒸发量增加，环境相对湿度减少，导致地上生物量减少［37-38］。但降水量过多也会造成生
物量不再继续增加［39-40］，这可能是由于降水增加降低了环境温度［41］，使植物生长受到限制。
4．2 高寒草甸牧草生育期变化

物候变化对未来气候与植物的共存具有重要影响［42］，而高寒生态系统植物物候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1］。

温度升高可以促进植物中酶的活性，从而使植物生长加快，提前返青［43］，但本研究发现多数牧草返青推迟，这
可能是由于返青初期气温升高，降水量少，导致牧草生长所需水分不足，从而造成的推迟［18，34］。也可能是由
于春季气温较低，牧草受前一个到两个月的气温影响较大［44-45］。牧草返青大多集中在四月下旬，三四月份地
温升高对牧草返青具有积极意义，而在温度过高引起植物返青期推迟时，可以通过降水减缓其推迟作用［34］。

牧草返青后，生长发育迅速，温度升高、降水增加都能使牧草抽穗期提前［18］，而本研究中大多牧草抽穗期
推迟，这可能是由于降水量不足，地温过高，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作用增加，而植物生长耗水量大，造成土壤水
分不足限制了牧草抽穗期的结果。

一般认为，气温越高，开花期越提前，同时，开花期与当年前三个月的降水和气温具有显著的相关关
系［30］，但不同的是，本研究中对于受降水影响较多的垂穗披碱草，前三月降水量越多，开花期越提前，这可能
是由于前三月降水量多时，牧草恰好处于生长发育旺盛阶段，对水分的利用率较高，因此开花提前［46］。而超
前一个月的降水过多又造成开花期的推迟，这可能是由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随着环境水分条件
的增加而降低［33］。同时，降水量过多又会造成气温和土壤温度的下降，对受土壤温度影响较多的 草又有提
前开花期的作用，而对受气温影响较大的矮嵩草则具有推迟作用。

牧草成熟期主要集中在 8月份，其中羊茅的成熟期主要受提前一个月的地温影响，温度升高使得植物生
长加快［43］，成熟期提前，矮嵩草受当月相对湿度影响，8 月降水开始减少，土壤相对湿度较小，矮嵩草对水分
的利用效率较高，成熟期提前［33］。

部分研究表明，秋季温度升高会造成枯黄期的推后［47］，前期降水偏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枯黄期。但
Zavaleta等［48］的实验发现增温会诱导植物衰老，这可能是由于前期温度的升高满足了植物叶片生长所需的积
温，导致枯黄期提前［49］。本研究中所有牧草的枯黄期全部推迟，且受前一到三个月的平均地温影响较大，这
与肖芳等［50］苗白领［51］等的研究一致。

水分因子与温度因子并不能解释甘德县高寒草甸植被的整体变化特征［23］。不同区域、时间、植物种类和
物候记录方法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中物候期的差异。

高寒草地物候变化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43］。单因子线性相关分析有时可以揭示气候变化与牧草物候期
变化间的相互关系，如 草的返青、抽穗期在两种分析方式下得到的结果一致，但单因子也可能忽略因子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不同结论，如矮嵩草的开花期在单因子分析下受气温和相对湿度的影响，但在多因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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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下，仅受气温影响［30］。因此，在研究气候因子对物候期的影响时，需综合多因素影响进行分析［43］。

5 结论

( 1)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总体呈年均气温和平均地温上升、年降水量下降的“暖干化”趋势，牧草盖度高度
增大，产量减少，整体观测水平下的牧草物候期推迟。

( 2) 牧草的高度、盖度及产量对不同气候因子的响应程度不同。牧草高度与盖度对温度因子的变化更敏
感，牧草产量对水分因子的变化更敏感。平均地温和相对湿度越高，牧草高度越高，产量越多。

( 3) 不同牧草的物候期受不同气象因子的影响，变化趋势也不相同。从整体水平上看，牧草物候期对温
度因子更敏感，温度越高，物候期越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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