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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和盆地塔拉滩草原植被 ' 个代表性植物群落是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群落.芨芨草群落和川青锦鸡儿灌丛

群落+ 在 $* 个样地 *% 个样方植被群落和土壤调查的基础上!分析 ' 个不同群落结构及土壤质地和养分含量变化

特征!调查样地共出现植物 '" 种!其中!川青锦鸡儿灌丛草地出现植物 $$ 种!芨芨草草地 "" 种!青海固沙草草地 "$

种+ 群落生物量和盖度表现为芨芨草草地显著大于青海固沙草草地!青海固沙草草地又显著大于川青锦鸡儿灌丛

草地!青海固沙草是 ' 类草地的优势种+ # "# 91的土壤粒度组成以细砂粒为主+ 川青锦鸡儿灌丛群落全J.F.

M含量比青海固沙草草地和芨芨草草地的高!表现出明显表聚现象+ 芨芨草群落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并有弱盐渍

化!土壤可溶性盐含量达 #8"+ 1<091

/$

+ 群落植被和土壤系统的适应性为退化草地修复提供依据+

关键词!共和盆地(群落结构(土壤养分(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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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是共和盆地塔拉滩草

地退化的主因+ 根据共和县气象站 $*+$'"##+ 年

气象记录统计!)+ 年来气温上升明显!年降水量虽

有微弱的增加趋势,$-

!但降水量年内分配发生了根

本变化!有效降水减少!大风和沙尘暴日数增加+ 另

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加!草地无序超载过牧和开垦为

农田!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大量损失!使原始土层

变得更加贫瘠,"-

+ "# 世纪中期塔拉滩还是共和盆

地乃至青海省最适宜放牧的草地!到本世纪初塔拉

滩成为共和盆地流沙面积最大.退化草地集中分布

的地区,'-

+ 从 $**& 年开始!当地通过禁牧封育.流

沙控制等措施减轻人类活动对草地退化的影响!植

被逐渐得到恢复+ 保护和培植原生植物种是退化草

地生态修复的重要措施和目标,)-

+ 针对原生植被与

环境的关系!国内外很多研究认为!原生植被是生态

系统长期环境适应的结果!不同土壤质地和养分决

定了植物群落的生物量大小.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反

过来植物群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土壤质地和养

分,% /+-

+ 同时!植被群落物种丰富度受多个环境因

子影响!草地植物种对于外界的人为和自然扰动如

过牧,,-

.施肥.草原开垦及火烧,&-

.风沙活动等的适

应机理也是很多研究的侧重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

植被群落与环境单一因素的关系逐渐趋向于多要素

研究!植物多样性环境区域差异.空间尺度转化及分

布格局成为研究热点,*-

(然而! 对青藏高原高寒干

旱气候区条件下草地植被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素特

别是土壤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较少!这些少量的研

究也主要从塔拉滩退化草地人工修复的目的出发!

以不同等级退化草地,$#-

.封育,$$-

.流动沙丘植被恢

复,$"-和特定植物种过牧草原,$'-为研究对象!侧重

研究封育草地植被的群落组成和生物量等指标!目

的是通过对土壤和植被的调查!从退化草地群落结

构和土壤成分角度!分析人为干预植被群落的多年

演化对土壤的改良效果+ 极端高寒条件下塔拉滩原

始植被群落植物多样性稳定机制鲜见研究报道+

塔拉滩原生植被优势种包括芨芨草 ".)*0

7(&*$#=B%DJ$7G$7%DO368##.短花针茅"<&6D( I#$M6EJ"#(

PO3<?G8#.青海固沙草"K#67=%,","7"#6)( M?6R#.赖

草" +$JB=%%$J(J67=%P?:OR38#.冷篙 ".#&$B6%6( E#6>6G

h344Q8#.川青锦鸡儿"-(#(>(7( &6I$&6)( M:18#等!独

特的高寒草原植被群落是与生境长期适应的结

果,$)-

+ 为此!在植被恢复重建中!需要首先考虑原

始群落和土壤特性!以确定在土壤等生态本底基础

上的相对稳定的顶级植被群落目标!经过长期演替

形成的不同原生植物群落结构.本底土质和养分特

征对以植被恢复为目标的人工植被建植提供现实模

版,$% /$+-

+ 塔拉滩草地植被群落物种多样性是区域

环境综合响应的结果!本文研究了位于青海省海南

州共和盆地的塔拉滩的短花针茅 y固沙草草地.芨

芨草草地和川青锦鸡儿灌丛草地 ' 个不同植被群落

特征及其物种多样性及土壤粒径组成.有机质.全

氮.磷.钾含量的变化特征!探讨青藏高原高寒环境

下不同植被群落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塔

拉滩草地沙化治理和生态恢复提供基础资料和

依据+

$!材料与方法

C8CD研究地区概况

塔拉滩地处青藏高原共和盆地的中西部!习惯

把高低错落的台地划分为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

塔拉滩主体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黄河龙羊峡水

库位于其东侧!总面积 $ *%& W1

"

! 除三塔拉在接近

山脚处地形起伏较大外!塔拉滩绝大部分区域地势

平坦!海拔 " *## ' $## 1! 是青海省海南州传统

畜牧业基地+ 塔拉滩年平均降水量 '#' 11! 年平

均蒸发量$ &## 11!年际降水变化大!年内降水分配

不均!在区域上塔拉滩东南降水较大!而西北降水较

少+ 塔拉滩草原的土壤以栗钙土为主! 土壤发育层

厚度一般为 %# ,# 91!少数区域土层厚度在 '% 91

以下!也有 $## 91左右厚度的区域+ 根据青海土壤

资料!塔拉滩土壤母质为黄土或砂砾质!质地多为砂

壤土和轻粉壤土!底质多为沙砾石和砂壤,$,-

+ 塔拉

滩土壤土层在没有植被保护的情况下! 受强风侵

蚀! 表层土壤剥蚀后!土壤有机质丧失殆尽!下伏沙

层活化!流沙危及周边区域+ 区域立地条件差异是

导致植被类型差异及其退化的重要原因+

塔拉滩草原植被的主要植物有芨芨草.短花针

茅.固沙草.川青锦鸡儿.赖草.冷篙等,$#-

+ 共和盆

地塔拉滩面积最大的草原植被中!主要的 ' 个植物

群落为$短花针茅y固沙草群落.芨芨草群落和川青

,)'



林!业!科!学!研!究 第 "& 卷

锦鸡儿灌丛群落+

C8FD研究方法

$8"8$!植被调查方法!采用野外踏查结合遥感影

像和区域植被图确定植被+ 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青海省共和县塔拉滩的川青锦鸡儿灌

丛草地.芨芨草草地和短花针茅 y固沙草草地上进

行调查!由熟悉当地植被类型的草原站技术人员做

向导!植物分类除采用就地识别外!个别不确定的植

物种拍照和制作标本带回+ 在 ' 个植物群落
!

选择

轮牧封育 $# 2以上且人类活动干扰较小的草场分

别设置样地进行植被调查!其中!芨芨草和短花针茅

y固沙草样地各 , 个!川青锦鸡儿灌丛样地 % 个!共

$* 个样地+ 在样地内选择群落具有代表性且分布

相对均匀的区域根据随机取样法设置样方!在短花

针茅y固沙草群落的每一样地内分别设置 % 个 $ 1

f$ 1样方!川青锦鸡儿和芨芨草灌丛群落的每一

样地内分别设置 % 个 % 1f% 1的样方!共调查小样

方 *% 个+ 记录样方环境因子包括$经纬度.海拔.地

形地貌.放牧强度等+ 重点调查记录包括$植被类

型.样方内物种丰富度"或物种数量#.多度"每个样

方内每个物种的总数#.高度和盖度等特征参数的测

量结果+ 植被盖度采用 $ 1f$ 1样方目测!植被高

度用卷尺测量+ 采用收割法采集植被地上部分生物

量!实验室烘干后确定植被地上生物量(同时记录样

地内植物个体数和植物种名称+

$8"8"!土壤理化指标的测定方法!土壤取样方法

是在每一样方内!去掉枯落物!取表层 # "# 91土

样!分析化验时用每一样地内 % 个样方的混合样+

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氧化 /外加热法测定!全 J

含量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土壤全 F.M用氢氧化钠碱

熔法测定!土壤水解性氮.有效磷.有效钾含量分别

用碱解扩散法.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醋酸铵

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粒度采用比重计法测

定!土壤酸碱度 H_"_

"

\#采用 $k$ 水土质量比悬液

H_计法测定!土壤可溶性盐含量用电导法测定!用

%k$ 水土比浸提液电导率"0-K"1<091

/$

##来表

示,$&-

+ 以上土壤粒径和成分分析测试工作在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实验室完成+

$8"8'!数据处理!为表示样方内植物物种在群落

中的作用!计算了综合性数量指标重要值!物种多样

性采用 CA266:6(h?36?O指数大小测度+

"$#群落的重要值"4X#

,$*-

4X]"'!@^'-K^'94#V' "$#

!!式"$#中$'!@.'-K.'94分别表示群落的相对

密度.相对盖度.相对高度!其计算方法是某一物种

密度.盖度.高度值除以群落总密度.总盖度.总

高度+

""#CA266:6(h3?6?O多样性指数"9g#

9g]_

)

%

6]$

/

6

b46/

6

""#

!!式""#中$< 为物种数!/

6

为样地中第 6种植物

个体数占样地群落总个体数的比例,$*-

+

"!结果与分析

F8CD草地群落整体特征

调查结果"表 $#表明$样地内川青锦鸡儿灌丛

草地出现植物种 $$ 种!芨芨草草地 "" 种!短花针茅

y青海固沙草草地 "$ 种(样地内芨芨草草地.短花

针茅y青海固沙草草地内出现的总物种数多于川青

锦鸡儿灌丛草地(物种多样性指数表现为短花针茅

y青海固沙草草地v芨芨草草地v川青锦鸡儿灌丛

草地(样方内平均生物量和群落盖度表现为芨芨草

草地显著大于短花针茅 y青海固沙草草地!短花针

茅y青海固沙草草地又显著大于川青锦鸡儿灌丛草

地!青海固沙草是 ' 类草地的优势种+

表 CD群落整体特征

群落 物种丰富度 多样性指数 样方内平均生物量KR 群落盖度KI 优势种"重要值#

川青锦鸡儿灌丛草地 $$ $8$' $+$ t"+8%# $'8"' t+8%# 青海固沙草"#8")#.川青锦鸡儿"#8"$#

芨芨草草地 "" $8"" $ #,& t*'8,& ',8)+ t*8%# 青海固沙草"#8%"#.川青锦鸡儿"#8$+#

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草地 "$ $8%, !)$, t,+8+# "$8)+ t%8'# 针茅"#8'&#.青海固沙草"#8"+#

F8FD不同植物群落植物种组成

在调查的 *% 个小样地中!共发现 '" 种植物!在

$ 1f$ 1的样方内植物物种数最多 $" 种!最少仅 "

种(主要组成种有短花针茅.青海固沙草.芨芨草.银

灰旋花"-"7M"JM=J=%(BB(7766E?<O8#.赖草.紫花针

茅" <&6D( D=#D=#$( PO3<?G8#.二裂委陵菜"/"&$7&6JJ(

I6E=#)( N3668#. 扁 穗 冰 草 " .>#"DH#"7 )#6%&(&=B

P2?O@68#和苔草"U"$J$#6( )#6%&(&( F?O<8#等+ 在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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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 $ 1f$ 1样方中!物种数为 % * 种的样方

最多!其次是物种数为 $# $" 种的+ 为了表示研

究区植物与环境的适应性!引入植物生活型概念+

生活型是植物在特定环境下个体生理.结构.外表形

态的适应+ 按照丹麦植物学家植物生活型分类系

统!植物划分为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下芽植

物.地面芽植物.$ 年生植物 % 种生活型,"#-

+ 塔拉滩

草地以多年生地上芽植物最多!有 $) 种!在群落中

处于优势地位!地面芽植物有 + 种!地下芽植物有 %

种!$ 年生植物有 % 种!高位芽植物有 " 种"表 "#+

表 FD研究区样地植物种组成

植被类型 分布区域特征 调查植物种组成

川青锦鸡儿

灌丛草地

三塔拉边缘靠近龙羊峡水库边缘!"###

年封育轮牧草场!地表夹杂砾石!粗纱

覆盖!土壤板结!坚硬

川青锦鸡儿"F_#!青海固沙草"P#!短花针茅"-_#!线叶蒿草"-_#!二裂委陵菜

"-_#!狼毒"P#!糙叶黄芪 "_#!驼绒藜"P#!阿尔泰狗哇花"D_#!银灰旋花"-_#!

黄缨菊"-_#

芨芨草草地
一塔拉西北部的低平滩地!"### 年封

育!固定沙地间的丘间地黏土

青海固沙草"P#!线叶蒿草"-_#!赖草"P#!二裂委陵菜"-_#!糙叶黄芪 "_#! 阿

尔泰狗哇花"D_#!驼绒藜"P#!银灰旋花"-_#!大籽篙"D_#!扁穗冰草"_#! 异叶

青兰"-_#!苔草"P#!紫花针茅"-_#! 芨芨草"_#!骆驼蓬"P#!白刺"F_#!冷蒿

"-_#!多裂委陵菜"-_#!猪毛菜"D_#!早熟禾"-_#!独行菜"D_#! 醉马草"_#

短花针茅y

青海固沙草

地草

切吉.沙珠玉和铁盖等滩谷地!"### 年

封育轮牧草场!沙质土壤

青海固沙草"P#!短花针茅"-_#! 细叶亚菊"-_#!赖草"P#!二裂委陵菜"-_#!糙

叶黄芪 "_#!驼绒藜"P#!银灰旋花"-_#! 阿尔泰狗哇花"D_#!扁穗冰草"_#! 异

叶青兰"-_#!苔草"P#!冷蒿"-_#!猪毛菜"D_#!独行菜"D_#!狼毒"P#!扁蓿豆

"_#! 乳白香青"P#! 黄缨菊"-_#! 披针叶黄华"-_#! 虫实"D_#

!!注$F_(高位芽植物!_(地面芽植物!-_(地上芽植物!P(地下芽植物!D_($ 年生植物+ 阿尔泰狗哇花"9$&$#"D(DD=%(J&(6)=%h344Q8#!线叶蒿

草"U"I#$%6( )(D6JJ6E"J6( E?96?8#!狼毒"<&$JJ$#( )*"B($W(%B$N3668#!糙叶黄芪".%&#(>(J=%%)(I$##6B=%.=6R?#!驼绒藜"-$#(&"6G$%J(&$7%P1?436#!黄

缨菊"?(7&*"D(DD=%%=I()(=J6%h36W48#!大籽篙".#&$B6%6( %6$M$#%6(7( h344Q8#!异叶青兰"\#()")$D*(J=B*$&$#"D*HJJ=B.?6@A#!骆驼蓬"/$>(7=B*(#0

B(J( N3668#!白刺":6&#(#6( %)"I$#6N8#!多裂委陵菜"/"&$7&6JJ( B=J&6E6G( D2=<9A#!猪毛菜"<(J%G( )"JJ67( F2448#!早熟禾"/"( (77=( N3668#!独行菜

"+$D6G6=B(D$&(J=Bh344Q8#! 醉马草".)*7(&*$#=B67$I#6(7%_269?#!细叶亚菊".W(76( &$7=6E"J6( ]29Y8#!扁蓿豆"5$J6%%6&=%#=&*$76)( N8#! 乳白香青

".7(D*(J6%J()&$( 2̀;318#!披针叶黄华"2*$#B"D%6%J(7)$"J(&( S8.O8#! 虫实"-"#6%D$#B=B*H%%"D6E"J6=BN8#

川青锦鸡儿灌丛草地群落分布于三塔拉滩边缘

靠近龙羊峡水库一带的阳坡上! 群落呈典型的荒漠

斑块景观! 土壤干燥! 斑块间有地表砾石覆盖!显示

强烈的风蚀作用+ 植被稀疏! 灌木.草本均极低矮!

植物种类组成较单调+ 川青锦鸡儿灌丛调查样地共

发现 $$ 种植物种!分属 , 科 $$ 属!其中!禾本科.豆

科各有 " 个种(菊科有 ' 个种!占 +'I!为优势种(川

青锦鸡儿和青海固沙草分别为群落中灌草 " 层的优

势种+ 调查样地草本层不发达! 分盖度 v$+I !高

度m$) 91+ 从生活型看!该样地的植被组成以地上

芽植物为主!有 % 种!地下芽植物有 % 种!高位芽植

物.地面芽植物和 $ 年生植物各有 $ 种+

芨芨草草地群落分布于塔拉滩大部分地区! 退

化群落呈斑块荒漠景观! 黏土土壤结构! 芨芨草为

高大密草丛!草丛高 $L# $L% 1!基部直径 $% )#

91+ 植被盖度较大! 植物种类组成较丰富+ 芨芨草

草地调查样地包含 "" 种植物!分属 $# 科 $* 属!其

中!禾本科 , 个种!占 '"I!为优势种(菊科植物各有

) 种(蒺藜科.藜科和蔷薇科各有 " 种(芨芨草和青

海固沙草为群落优势种+ 调查样地草本层发达! 分

盖度v",I+ 从生活型看!该样地的植被组成以地

上芽植物为主!有 & 种!地下芽植物有 % 种!高位芽

植物有 $ 种!地面芽植物和 $ 年生植物各有 ) 种+

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草地群落分布于塔拉滩

大部分地区!群落景观单一! 以沙质土壤为主! 植被

盖度较大! 植物种类组成较单一+ 青海固沙草草地

调查样地共有 "$ 种植物!分属 $# 科 "$ 属!其中!禾

本科 ) 个种!占 $*I!为优势种群(菊科 % 个种!占

")I(豆科和藜科各 ' 个种!分别占 $)I(青海固沙

草和短花针茅为优势种+ 调查样地草本层发达! 分

盖度v"% I!高度 m') 91+ 从生活型看!该样地的

植被组成以地上芽植物为主!有 & 种!地下芽植物有

% 种!地面芽植物和 $ 年生植物各有 ) 种+

F8HD不同植物群落土壤特性

"8'8$!土壤质地!图 $ 显示$样地 # "# 91的土

壤以细砂粒为主!与塔拉滩地带性土壤特性相符合+

在芨芨草群落中!土壤粒径 #L#% 11

*'

m#8"% 11

的含量最大!为 ,)8&)I!其次是土壤粒径 #8"% 11

*'

m"8## 11的含量!达 *8"&I!粒径 #8##" 11

*'

m#8#" 11的含量最小!只有 )I(在短花针茅

y青海固沙草群落中!粒径 #8#% 11

*'

m#8"% 11

的含量最大!达 %*8'+I!其次是土壤粒径 #8#" 11

*'

m#8#% 11的含量!达 "#I!粒径 #8##" 11

*'

m#8#" 11的含量最小!只有 +I(川青锦鸡儿草地

灌丛地表风蚀严重!粒径 #8"% 11

*'

m"8## 11的

含量最高!达 ""8,)I!由于地上生物量和植物腐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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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少!微生物作用微弱!土壤中
'

m#8##" 11粒径

含量最低!只有 ,8&&I+ 芨芨草草地由于湖积与洪

冲积物的存在!其黏粒含量比川青锦鸡儿灌丛和短

花针茅 y青海固沙草草地的高!达 *8&&I(短花针

茅y青海固沙草地土壤质地为砂砾质.粗砾质和砂

壤质!分布于半固定沙丘或沙地! 土壤质地粗糙!细

砂粒百分比含量最高!达 %&8",I+

"8'8"!土壤养分!土壤养分是荒漠生态系统中影

响植被多样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表 ' 表明$除土壤

有机质.可溶性盐含量外!各群落土壤 H_"_

"

##值

和水解性氮.有效磷.有效钾以及全 J.F.M的含量

没有多大区别!土壤有机质.水解性氮.有效磷.有效

钾及全J.F.M的含量都很少!土质瘠簿+ 土壤 #

"# 91土层的有机质!川青锦鸡儿是 "$8'# R0WR

/$

!

为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草地的 $8& 倍!为芨芨草

草地的 $8) 倍!川青锦鸡儿灌丛群落全J.水解

图 $!不同植物群落土壤粒径组成

性氮.速效钾含量比短花针茅 y青海固沙草草地和

芨芨草草地的高!表现出明显的蓄积现象+ 川青锦

鸡儿主要生长在地表粗糙的风蚀区!比草本植物更

耐沙埋!适合在粗质土壤质地上生长+

表 HD不同植物群落的土壤化学性质

植物群落
有机质K

"R0WR

/$

#

0-K

"1<091

/$

#

H_"_

"

\#

值

全量养分K"R0WR

/$

#

J F M

速效养分K"1R0WR

/$

#

水解性氮 有效磷 有效钾

川青锦鸡儿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芨芨草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短花针茅y

青海固沙草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8"# t"#8),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t标准差!0-表示土壤可溶性盐含量+

芨芨草草地分布在一塔拉西北部的局部地区!

土壤为栗钙土!土壤母质多为砂砾质.砂壤质!由于

受到强风的吹蚀作用!土层薄!不少地段被流沙覆

盖!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并有弱盐渍化!是芨芨草生

长的主要限制因素+ 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原主要

分布于半固定沙丘或沙地!土壤中砂粒含量高!土壤

疏松!不少地段被流沙覆盖!保水保肥性差!通气透

水性强!有机质.全 J.M.水解性氮含量比芨芨草草

地和川青锦鸡儿灌丛草地的低+ 土壤上着生的植物

贫乏!腐殖质少!生草过程微弱!作为土壤肥力基础

的有机物的蓄积时间短!有机质积累较少!植物群落

尚处低级阶段+

'!结论与讨论

共和盆地塔拉滩草原植被划分为 ' 个主要的植

物群落!即短花针茅y固沙草群落.芨芨草群落和川

青锦鸡儿灌丛群落+ 与气候和土壤条件相适应!植

物生长低矮稀疏!植物多样性差! 一般m'# 种!多年

生地上芽植物是群落中优势生活型+ 以小半灌木川

青锦鸡儿为优势种所形成的荒漠植被群落是干旱气

候和风蚀的产物!主要分布在三塔拉靠近龙羊峡水

库砾质强的低山边缘+ 在湖盆.河谷分布着以沙生

针茅为主的荒漠化草原群落!伴生有驼绒藜等荒漠

成分+ 复沙地上则分布着固沙草群落!生草过程微

弱!腐殖质少!有机质积累较少!植物群落尚处低级

阶段+

群落物种对荒漠化正逆过程的环境适应性!反

映出植被和土壤的相互作用过程+ 地上芽植物和地

面芽植物是塔拉滩草原的主要物种(然而!近些年由

于气候变化和过牧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塔拉滩草地

总体沙化严重!土壤养分变的贫瘠!为适应这样的环

境!植物种类型向 $ 年生植物或超旱生地下芽植物

过渡!短花针茅和青海固沙草在植被群落中的优势

种地位逐渐被蔷薇科.豆科或菊科代替!成为伴生物

种(而在封育和固沙地!开始时中旱生过渡性植物如

异叶青兰.狗哇花和披针叶黄华成分侵入!随着植被

恢复和流沙固定!青海固沙草.西北针茅.芨芨草快

速生长!构成青海固沙草和西北针茅.芨芨草为优势

种草原+ 植被的适应性与土壤发育程度之间的这种

关系表明!在塔拉滩沙化土地修复过程中!对于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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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薄的土壤!并不适合引种级别较高的植物种!否则

会适得其反!这是在沙化草地人工播种和引进植物

种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

不同植物群落的土壤性质不同!草本植物多样

性与土壤质地组成和土壤化学性质有很大关系+ 与

草本植物针茅.固沙草相比! 小半灌木川青锦鸡儿

更适应在质地较粗的土壤上生长!更具抵抗沙埋的

能力+ 调查也发现!有几种高寒区广布的荒漠草本

"如固沙草#.灌木植物种"如川青锦鸡儿#出现在塔

拉滩的大多数生境+ 塔拉滩草地植物生长型包括了

$年生.多年生草本和灌木植物+ 总体而言!塔拉滩属

于沙化退化草地!土壤发育时间短.程度低!调查土壤

有机质含量小于"$8'# R0WR

/$

!特别是部分区域由于

流动沙丘的入侵!多数多年生植物由于沙丘的吹蚀!

极难存活+ 就土壤有机质含量而言!川青锦鸡儿灌丛

群落v芨芨草群落v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群落!部

分原因是川青锦鸡儿灌丛群落放牧程度较低!土壤有

机质累积时间较芨芨草群落和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

草群落长!特别是后者受到土壤沙化的影响!土壤粗

粒径含量多+ 土壤 H_"_

"

##值为芨芨草群落v短花

针茅y青海固沙草群落v川青锦鸡儿灌丛群落!原因

在于芨芨草群落所在区域地下水位较高!土壤都存在

一定程度盐渍化!芨芨草群落的土壤可溶性盐显著大

于川青锦鸡儿灌丛群落和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群

落+ 由于川青锦鸡儿灌丛沙堆的养分聚集作用!其土

壤全J.M.水解性氮和有效钾的含量都大于芨芨草群

落和短花针茅y青海固沙草群落+ 部分川青锦鸡儿

灌丛群落下伏砾石层!土层只有 # % 91+

塔拉滩自然植被优良牧草种类资源较多!青海

固沙草.早熟禾.羊茅.小蒿草.洽草.长茅草.苔草等

都是牲畜喜食植物+ 由于气候干旱!多风!植物生长

期短!牧草稀疏!平均 $ " A1

"养 $ 只羊!加之土壤

多为湖积砂壤!土层薄!极易破坏+ 在建设现代畜牧

业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本土牧草种子资源!应该积极

引种和选育优良牧草!改变滩地现有草场质量!把塔

拉滩建成高效的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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