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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不同海拔梯度高寒草甸群落植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海拔梯度上，中间

海拔梯度群落植物多样性最高，即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最大；$）不同海拔梯度上，群落生产力水平和物种

丰富度中等时，物种多样性最高；%）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地上生物量逐渐减少；&）地下生物量具有“’”字形季节变

化规律，在牧草返青期和枯黄期地下生物量最大，( 月最小，且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 ) "# *+ 的土层中。地下生

物量垂直分布呈明显的倒金字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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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的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生

态系统中物种的减少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什么影响成

为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

能的关系则成为当前生态学领域内的一个重大科学

问题。（张国全等，$##$）。由于对草场粗放经营，超

载过牧，以及对草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使人类

生存最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草地植物群落

结构发生变化，初级生产力逐年下降。生态系统生

产力水平的高低是其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了

解和认识群落植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

群落植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显得

尤为重要。对于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关

系的认识，67H+23 和 .2@@+ 等认为物种多样性与生

产力之间呈正相关。特别是地上生物量（.2@@+ ’$
+* R，"XX&；67H+23 ’$ +* R，"XXY；"XX(；$##"）。而 Z2FF@3
等（$###）认为群落的生产力水平为中等水平时其

多样性最大。因此，只有通过大量的有关在不同尺

度上物种多样性与初级生产力关系的研究工作，探

讨植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不断积累实

验证据，使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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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断深入。

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中，自然

状态下的草地生态系统越来越受到关注，自然状态

下的群落中物种组成是物种对环境适应的结果，在

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结构，物种间及其

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态

!地理条件，是一种对生物气候的综合反映。"#$%&
等（’(((）认为，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

依赖于尺度的，在一些尺度上，生产力影响多样性，

而在另一些尺度上，物种多样性（或功能多样性）则

影响生产力。自然群落中，物种间、生物与物理环境

间有着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将随

着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表现出的

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应该更能真实地反映物种多

样性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对生产力的长期稳定的效

应，因而在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问题时，更应重视自然群落（杜国祯等，)**+）。因

此，怎样利用自然植被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保护

草地生物多样性，提高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需要我

们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

功能的理论研究提供实验证据。有关高寒草甸植物

群落结构特征及物种多样性研究的报道较多（王启

基等，’((,；’((-；’(((；朱志红等，’((.），而从物种多

样性和生产力关系方面探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功能

的研究报道较少。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了不同

海拔梯度的方法，分析了高寒草甸群落植物多样性

和初级生产力沿海拔梯度的变化。

! 研究地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自然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青海省果落洲玛沁县境内，地处

青藏高原腹地，++01+2 3 +,0’.24，(-01-2 3 ’**0,,25。

该地区属高原寒冷气候，平均海拔 1 *** 6 以上，年

平均降水 ,1) / ’ 66，, 3 ( 月降水 11, 66。年平均

气温 7 )/ + 8，!’* 8积温为 (’1 / + 8，日照时数

) 1,* /- 9。植被类型丰富多样，其中高寒嵩草草甸

类型占优势。主要优势种有小嵩草（! " #$%&’(’）、

矮嵩草（ ! " )*&+,+-）、线叶嵩草（ ! " .’#+,,+/0,+’）、藏

嵩草（ ! " 1+2(1+.’）等，主要伴生种有异针茅（ 31+#’
’,+(4’）、羊 茅（ 5(-1*.’ 06+4’ ）、草 地 早 熟 禾（ 70’
#8’1(4-+-）、垂穗披硷草（9,$&*- 4*1’4-）、双叉细柄茅

（71+,’%80-1+- :+.)010&’）等。土壤类型以高山草甸土、

高山灌丛草甸土、草甸沼泽土为主。

! /" 研究方法

! /" /! 样地设置

本试验于 )**) 年 , 3 ( 月在青海省果洛州玛沁

县国家“十·五”科技攻关示范区进行。高寒草甸区

从最低处（河岸）到山顶的垂直剖面上每 +** 6 左右

选择植被均匀分布的地段设置 ’ 个样地作为 ’ 个梯

度，共 . 个梯度（第一梯度海拔为 + -1* 6、第二梯度

海拔为 + -,. 6、第三梯度海拔为 + (): 6、第四梯度

海拔为 + (-- 6、第五梯度海拔为 1 )+) 6、第六梯度

海拔为 1 1+, 6）。每一梯度在约为 ,* 6 ; ,* 6 的

样地上设置 , 个 ,* <6 ; ,* <6 的样方，在植物生长

期（, 3 ( 月），每月 )* 日左右用收获法测定地上生

物量，并按禾草类、莎草类、杂草类和枯枝落叶分类，

称取鲜重后在 -* 8的恒温箱烘干至恒重。在测定

植物生物量的同时，同步测定土壤含水量等环境因

子参数。

在测定过地上生物量的同时，采用 ’, <6 ; ’,
<6 的样方，分层（* 3 ’* <6、’* 3 )* <6、)* 3 +* <6）

测定地下生物量，+ 次重复。先用细筛（’ 66）筛去

土，再用细纱布包好不同层的根系清水洗净，并捡去

石块和其它杂物，在 -* 8的烘箱内烘干至恒重并称

重。

在植物生物量高峰期（- 月底）测定植物群落的

种类组成及其特征值（频度、盖度、高度和生物量），

将 ),* <6 ; ), <6 的样条分成 ), <6 ; ), <6 ’* 个子

样方计数，) 次重复，计 )* 个子样方。

! /" /" 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的计算（马克平等，

’((1）

丰富度指数 ; = 3
群落多样性指数的计算采用 >9#??@?!"$&?&A 指

数：

<= = 7"
-

+ = ’
7+ B?7+

均匀度指数的计算采用 C$&B@D 指数：

> =（ 7"
-

+ = ’
7+ B?7+）E B?3

式中 7+ 为种 + 的相对重要值（相对高度 F 相对

盖度）? )，3 为种 + 所在样方的物种总数。

"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不同海拔梯度地上、地下生物量的季节变化规

律

高寒草甸植物一般从 , 月下旬开始返青，干物

质即从植物返青开始积累，并随着植物生长发育节

律和气温升高，降水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其峰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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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出现在 ! 月底或 " 月初。

由图 # 可知，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地上生物量

逐渐减少，海拔最低的第一梯度（$ !%& ’）! 月地上

生物量最高为 $(# )*& +·’, -、第二梯度为 $$. ) &! +·
’, -、第三梯度为 -!! )#- +·’, -、第四梯度为 --& ) *&
+·’, -、第五梯度为 #($ ) #* +·’, -、海拔最高的第六

梯度（% %$. ’）! 月地上生物量最低为 #$- ) && +·
’, -，每个梯度地上生物量的峰值均出现在 ! 月。

由图 - 可知，* 个海拔梯度中，海拔最低的第一

梯度（$ !%& ’）和海拔最高的第六梯度（% %$. ’）地

下生物量较高，每个梯度地下生物量季节动态规律

明显，均呈“/”字形变化（图 -）。即牧草返青初期（.
月）和枯黄期（" 月）较高，*、( 月较低。这是由于返

青后期嵩草属植物正处于开花结实阶段，同时植物

地上部营养器官的生长速度加快，根系贮藏物质大

量消耗以及死根的分解，地下生物量也随着下降。

在植物生长旺盛期，由于水热条件有利于植物的生

长发育，光合产物的一部分转运到地下供给根系的

生长发育，新根、地下茎不断增加，生物量也随着增

加，到 " 月末，牧草处于枯黄期，地下生物量达到最

大，为越冬和翌年生长做好了准备。

图 # 高寒草甸不同海拔梯度地上生物量季节动态

01+)# 23456748 9:74’1;5 6< =>3 4?6@3A+B6C79 ?16’455 6< 91<<3B37=
48=1=C93 +B49137= 17 48D173 ’3496E

! )! 不同海拔梯度地下生物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 个海拔梯度的地下生物量不仅具有明显的季

节动态变化规律，而且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规律，这

主要表现在地下生物量的垂直分布上（表 #）。

由表 # 可知，# F * 海拔梯度第一层（& F #& ;’
土层）地 下 生 物 量 分 别 占 总 生 物 量 的 .# ) *.G、

!( )%&G、!" ) &!G、!( ) &"G、!! ) &$G、#&&G，第二层

（#& F -& ;’）依 次 占 -! ) -(G、" ) -$G、* ) ((G、

#& )&*G、! ) !"G、&G，第 三 层 依 次 占 -& ) &!G、

$ )$(G、% )#*G、- ) !.G、$ ) &!G、&G，呈明显的倒金

字塔分布特征，且随着牧草生长期的延长，各层地下

生物 量 在 *、( 月 后 均 有 增 加 的 趋 势。王 启 基 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寒矮嵩草草甸的地下大

部分根系分布在 & F #& ;’ 深的土层中，研究结果与

其相似。地下生物量的这种分配特征与高寒地区的

气候和土壤的关系密切。该地区水热同季，植物将

大部分地下根系分布在 & F #& ;’ 深的土层中，以便

更好地利用其有利条件而获得较多的热量、水分和

矿物质营养，为地下根系的生长发育奠定了基础。

#& ;’ 以下的土层中，土壤温度、含水量和通气性变

差，地下生物量减少，这也显示了高寒草甸植物对严

酷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 )" 不同海拔梯度上植物群落特征及其多样性

! )" )# 不同海拔梯度植物群落特征

第一梯度为藏嵩草沼泽化草甸。组成该群落的

植物是由湿中生多年生为主所形成的植物群落，以

藏嵩草（!"#$%&’( )’#%)’*(）为绝对优势，结构简单，仅

有草本一层，总盖度为 *&+ F ".+ 。主要植物有 $.
种 。第二梯度为异针茅（,)’-( (.’%/(）群落。建群种

为异针茅，次优势种为二柱头镳草（ ,*’$-0& 1’&)’23
4()’*0&），总盖度为 *&+ F !!+ 。主要植物有 $( 种。

第三梯度为小嵩草草甸。主要优势种为小嵩草、矮

嵩草等，伴生种有早熟禾（5"( (//0(）等禾本科植

物，杂类草有异叶米口袋（ 60%.1%/&)(%1)’& 1’7%$&’8".’3
(）、黄帚 吾（ 9’20.($’( 7’$2(0$%(）等，总盖度为 *&G
F !.G。主要植物有 %# 种。第四、五梯度为小嵩草

草甸。优势种为小嵩草等，伴生种为羊茅、异针茅，

主要植物分别为 $" 和 %& 种。第六梯度为线叶嵩草

草甸。线叶嵩草为绝对优势，并且结构简单，总盖度

为 %&G F *&G。主要植物有 -* 种。

图 - 高寒草甸不同海拔梯度地下生物量季节动态

01+)- 23456748 9:74’1;5 6< =>3 ?386EA+B6C79 ?16’455 6< 91<<3B37=
48=1=C93 +B49137= 17 48D173 ’349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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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海拔梯度地下生物量（#·$% &）垂直分布

’()*+ ! ,+-./0(* 1/2.-/)3./45 46 )+*478#-4351 )/4$(22 /5 2/9 +*+:(./45 #-(1/+5.

海拔梯度

;*+:(./45
#-(1/+5.

土深（0$）

<4/* 1+=.>
? 月

@(A
" 月

B35+
C 月

B3*A
D 月

E3#32.
F 月

<+=.+$)+-
平均值 G 标准差

@+(5 G <H

! I J !I " K&LMLL " DK?M?" ? KLDMDF " !LCM?" D KFLM&& " "!I M!K G ! !K!MKD
!I J &I ? !"LMDF & ""&M"C K F"FMKK K CDLMDF & ?IDMLL K "!D MIL G ! ID&M?D
&I J KI L ?KDM"C ! F!?M!! & KKLM"C & KIKM?" ! C?FM?" & ?CI MK! G ! !&CMDI

& I J !I & F?&MII & !?FM?" & &!!M?" & "&&M&& & DL?MKK & ??DM!K G K"IMDI
!I J &I !CL M"C &KC MCD &!L M&& K"? MKK K?D M"C &CI M!K G D"MDC
&I J KI L& M&& KF M!! C" MDD !!I M"C &&? MII FD MCD G C"MKL

K I J !I K L!CMK& ! "!DM"? & K"?MKL & KL!MC" K LL"M&! & "KCMD" G CDLMLF
!I J &I !LK M!& !?L M&! !?" MII &!I M"? KKC MKI &II M&" G DIMFD
&I J KI C" MDC "F MCD !!C MK? !&! MC? &&F MC" !&K M!I G "LMI!

L I J !I K &"CM!I ! F!FM!K & &IDMII & DF"MD" & DF"MDC & "KCM?F G ??LMDC
!I J &I &&" M&! !"L MD" &"! MKL K"" M"C L"F MCD &FC MCC G !&IMDD
&I J KI !!" MDD KD M&K CC MK& F! M!I FF M?" DL M"&I G &FM"K

? I J !I K !I"M&& ! L!"MII & I?IM"? ! FD&M"C K DF"MII & LFIMK! G FF?MIL
!I J &I !LF MC" !K" MDC !F? M!I KIL MD" LC& MII &?! MC& G !KFMCC
&I J KI "F MK& && M"C CC MKI CD M&I !DC M!& D" MF& G "IM?!

" I J !I K FCLM"? K K!"ML? K "CKMK& L &"IMII L "&?MK! K F"FMF? G ?ICM!&
!I J &I
&I J KI

第六梯度 !I 0$ 以下为岩石层 ’>+-+ (-+ 2>4-. 46 24$+ 1(.( 7>/0> 0(554. #(/5 6-4$ 351+- !I 0$ -40N *(A+- <H：<.(51(-1 1+:/(./45

表 & 不同海拔梯度高寒草甸群落的物种数、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指数

’()*+ & O3$)+- 46 2=+0/+2、()4:+8#-4351 )/4$(22、)+*478#-4351 )/4$(22 (51 2=+0/+2 1/:+-2/.A /51/0+2 46 " +*+:(./45 #-(1/+5. 04$$35/./+2 /5 (*=/5+ $+(147

海拔梯度

;*+:(./45
#-(1/+5.

群落

P4$$35/.A

物种数

O3$)+- 46
2=+0/+2

地上生物量

E)4:+8#-4351
)/4$(22（#·$% &）

地下生物量

Q+*478#-4351
)/4$(22（#·$% &）

<>(55458R/+5+-
指数

<>(55458R/+5+-
/51+9

S/+*43 指数

S/+*43 /51+9

!
藏嵩草沼泽化草甸

!"#$%&’( )’#%)’*( 27($= $+(147 K? KC!M"I !& &K"MII K M&I I MFI

&
异针茅群落

+)’,( (-’%.( 04$$35/.A KC KK?MID K IFDM"C K MK" I MFK

K
小嵩草草甸

!"#$%&’( ,/01(%( $+(147 L! &DDM!& & "CLM"" K M?& I MF?

L
小嵩草草甸

!"#$%&’( ,/01(%( $+(147 KF &&IM"I K K?LM"" K MKC I MFK

?
小嵩草草甸

!"#$%&’( ,/01(%( $+(147 LI !CKM!" & K"LMDF K M&" I MF!

"
线叶嵩草草甸

2%&)3*( *(,’--’4"-’( $+(147 &" !K&MII L &"IMII & MCF I MD"

! M" M! 不同海拔梯度群落植物多样性的变化

从表 & 可以看出，第一、六梯度群落类型具有较

低的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其中，藏嵩草和线叶

嵩草是明显的优势种，因此两群落的均匀度降低、多

样性减少；相对于第一、六梯度，第二、三、四、五梯度

群落类型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基本上与种的丰富度变化相

吻合。从 K D?" J L &K& $ 物种多样性指数增加幅度

最大，物种丰富度的增加幅度也最大，由 KC 种增加

到 LI 种。

海拔从 K D?" $（第二梯度）到 L &K& $（第五梯

度）之间，物种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较大，物种

数达到 KC J L! 种。通过海拔高度与物种数、多样性

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之间的趋势模拟均呈负二次函数

关系，其拟合系数 5 值分别为 I M FCI "、I M F?I F 和

I MFID "，均大于 I M?，6& 检验值分别为 " M !!K、" M K!!
和 " MCIF，均小于 6&

IMI? T !! M IC，74 T ?，拟合结果良

好。说明单峰式函数关系能较好地表达 " 个不同海

拔梯度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与海

拔高度间的分布格局。由此可见，中间海拔高度植

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最大（图 K）。这与 U+5.-A（!FDD）、

谢晋阳等（!FFL）研究的结果———“中间高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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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似之处。

! ," 群落物种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通过 - 个海拔梯度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均匀

度和多样性指数与地上生物量之间的趋势模拟均呈

负二次函数关系（图 .），其拟合系数 ! 值分别为

/ ,001 2、/ ,30. 4、/ , 31. -，"5 检验值分别为 - , --6、

6/ ,6.4和 0 ,/./，均小于 "5
/ #/1 7 66 #/4，$% 7 1，拟合方

程的结果可信。说明 - 个海拔梯度中植物群落生产

力在中等水平时，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为最

高。这与杨利民等（5//5）研究的 6- 个草地群落物

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在群落生产力水平中等

时为最高相似。藏嵩草沼泽化草甸虽然具有较高的

生产力水平，由于环境条件的制约，物种丰富度和均

匀度较低，因而使群落多样性较低。而高海拔的寒

冷湿中生的线叶嵩草草甸虽然水分条件较好，但温

度低、水热条件不一致，导致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较

低。

图 2 高寒草甸群落物种数、多样性、均匀度沿海拔高度的变化趋势

8"+,2 9:%;+)< => ;(?*)@ => <A)B")<，#"C)@<"’D %;# )C);;)<< %&=;+ )&)C%’"=; +@%#");’
%：& 7 E / #/// 6’5 F / #302 1’ E 6 3-6, 6 !5 7 / , 3.5 6 *：& 7 E .( E /-’5 F / # /25 3’ E -5, 0-1 !5 7 / , 3/. 5 B：& 7 E 1( E /4’5 F

/ #//.’ E 4,/.- !5 7 / ,051 1

图 . 高寒草甸群落物种数、多样性、均匀度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8"+,. G)&%’"=;<:"A *)’H)); %*=C)$+@=(;# *"=?%<< %;# #"C)@<"’D，)C);;)<<，;(?*)@ => <A)B")< => %&A";) ?)%#=H
%：& 7 E / #/// 4’5 F / #230 4’ E 66, 625 !5 7 / , 402 0 *：& 7 E 2( E /1’5 F / # /60 4’ E /, 30- . !5 7 / , 366 5 B：& 7 E .( E /-’5 F

/ #//5 2’ E /,-50 !5 7 / ,3-3 4

# 结 论

不同海拔梯度上，- 个梯度群落类型物种丰富

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与海拔高度之间的趋势模

拟均呈负二次函数关系，其拟合系数 ! 值分别为

/ ,34/ -、/ ,31/ 3 和 / , 3/0 -，均大于 / , 1，"5 检验值

分别为 - ,662、- ,266 和 - ,4/3，均小于 "5
/ #/1 7 66 , /4，

$% 7 1，拟合结果良好。中间海拔梯度群落植物多样

性最大，即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最大，支持

I);’@D（6300）、谢晋阳等（633.）研究的结果———“中

间高度膨胀”的观点。

从得到的结果看，- 个梯度群落类型物种丰富

度、均匀度和多样性指数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为负

二次函数关系，支持随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增加，物种

多样性为单峰曲线，即群落生产力水平中等时，物种

多样性最大，这与 J%<<); 等（5///）研究的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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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 ! 个梯度中，第一梯度地上生物量最大，但

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最低，第一、六梯度的

地下生物量最高，同样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

最低。海拔最低的第一梯度为藏嵩草草甸（沼泽

化），常年积水，可能由于过量水分的危害，导致一些

物种的丧失。海拔最高的第六梯度虽然因常年积雪

降雨量大而水分条件良好，但温度低造成寒冷胁迫。

因此，比较大的地下生物量才能保证足够的温度满

足翌年植物按时返青的要求。可见高生产力和低生

产力两端的群落类型是在极端环境条件下的特殊类

型。这也是一种对高寒环境适应的结果。水热条件

的变化所引起的物种选择、资源竞争、生境的变化是

影响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研究

生产 力 和 多 样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时，注 意 尺 度 问 题。

"#$%&’ 等（())*）对一个持续 + 年的草地实验结果证

明，多样性对生产力的正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

强；随时间推移发生超产的群落增多，并且超产的程

度增强。另外，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干扰可能比多

样性更主要（白永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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