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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为臭柏群落进展演替是在活动基质(流4-)上开始，终止于固定基质 ，其实质是在 

， 失铀群落作月I下，基质物理和化学特征以及水条件向着有利于植物生活的方向发展 在逆行 

演替阶段 ．植物群落对基质作用微弱，水条件变劣，耐旱的微观植物群落起着主导作用。整个 

演替过程，是植物群落作孕下土壤性的内因动态演替。 

关键词 量圭壶垦；叁 蜓查 垄墨鲨茔；兰堑兰兰；内固演替 
分类号 Q145．2 ，、 膻 袜 
植物群落进展演替是和逆行演替相对而言的，进展演替表现为群落结构的复杂化．地上和地下空间 

的最大利用，生产力的最大利用和生产率的增加，群落生境的中生化和群落环境的强烈改造。逆行演替 

则恰好相反，表现为群落结构的简单化，地上和地下空间的不充分利用 生产力的极小利甩和生产率的 

降低，植物群落生境向旱生化和湿生化两极发展，以及群落环境的极轻微改造 本文初步研究了臭柏群 

落进展和逆行演替的特点、原因及其制止的措施 臭柏群落的进展演替其效应主要是流沙的固定、土层 

的形成以及水条件的改善；逆行演替的效应是固沙作用越来越弱、水土流失和基质的旱化 可以看出，研 

究臭柏群落逆行演替的过程和特点，制止这种过程的发生和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臭柏(Sab~na vulg avis)群萜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 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索沙漠面积最大。在陕 

北大面积出现在神木县的大保当，其他地方仅有零星分布。80年代初，陕西省在大保当建立自然保护 

区，这项研究就是在大保当地区进行的。这里全系绵延起伏的固定、半固定和流动沙丘地貌，海拔 1 000 
～ 1 1O0m左右。年均温7．6℃，≥l 0℃积温 3 000℃以下 年降水量 44Omm，夏季降水 6．3．8 ．最大风 

速 25m／s，大风日达21 d．无霜期 150 d，为森林草原到草原的过渡地带。 由于大面积基质沙化．地带 

性群落不复存在．而形成一类适应于沙地特征的隐域性植物群落——臭柏灌丛。 

臭柏系常绿针叶匍匐灌木，茎端斜上生长．高 0．3I～1 m左右。臭柏能适应这里的活动基质、干旱、 

低温和强风，主要与特殊的生活型有关，它的茎枝匍訇，髓机产生不定芽而形成新枝，因而地上形成矮生 

的密丛．这是适应强风、低温、干旱和保护基质不被风蚀的重要形式。另外．臭柏具强大的根系．超过地上 

部分几倍；水平根茎长达数米，埋于沙层中；不定根非常发达，增大吸收面；树皮粗厚；叶鳞片状 所有这 

些，都是控制自身水分平衡的重要形式。 

1 臭柏群落的特征和类型 

这类群落是以臭柏为绝对优势的灌木林，平均高 0．5m左右；群落总盖度 1 0 ～70 ，一般3O ～ 

40 。臭柏分盖度 l5％～69％，大多在3O 以上 草本层盖度极小，一般小于 1 ．常无明显优势种．但 

在臭柏群落发展的后期．出现早生藓类植物．盖度达5 ～1 0 。由于臭柏群落所处沙丘部位的差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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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因为处在演替的不同阶段 ，呈现出许多类型，主要有： 

(1)臭柏—— 白沙蒿(A~temisia haerocephala)群落{ 

(2)臭柏——硬质早熟禾(P Dd印hondylod es)群落； 

(3)臭柏群落； 

(4)臭柏——扭 口藓(BⅡ 6Ⅱ gp．)群落 ； 

(5)臭柏——酸枣(Zizi~bus juba)群落 

上述几个类型的结构及其特点见表 1。 

表 1 臭柏群落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Tab．1 The Type and Basic Features of Sab／na-v~gari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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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表明，臭柏群落可分为灌木层和由半灌木或草本植物 

构成的第二层，第二层盖度很小，一般在 5 下。表 1中共含 

种子植物 31种，虽非臭柏群落全部区系组成，但也明显表明它 

的种类成分是很简单的。其中旱生植物 l1种。占35．5 ．中旱 

生植物 8种，占25．8 ；中生植物 4种，占 12．9 。旱中生植物 

7种，占 22．6 ；禾草一种未定 可以看出，旱生性种类(旱生和 

中早生)占 60 以上；中生性种类(中生和旱中生)占 30 

上。从优势度(多度与盖度综合)来看，则旱生性种类占绝对地 

位。中生性种类在群落中起作用很小 从各生态类群种类数量 

和优势度分析，臭柏群落属旱生型群落。类型 5是黄土基质覆 

沙形成的，其上保留了原来黄土基质群落的一些成分，例如酸 

枣、灌木铁线莲等，因此该类型的起源和特点与其他类型无密 

切联系 

2 臭柏群落的进展演替和逆行演替 

[二 亘[ 夏]  
质 变 期 

● 

r—————’ ——————————————————————————————] i 皇塑二二堡里壁 堕 f 
衰 退 期 

逆 行 演 替 阶 段 

[二 [ 互二二] 
槛 盛 期 

[ j亟墅 堕二] 
过 渡 期 

臭柏群落在这里同时进行着进展演替和逆行演替。在同一． 

空间上，这两类演替的顺序是进展演替在前，逆行演替在后。下 i 皇! 二二里 堕 f 
面是其演替系列图式(附图)。这里阐明这个演替图式形成的原 形 成 初 期 

因和动力 进 展 演 替 阶 段 

。_ 黧 一一～上旧⋯⋯ 。 妻 臭柏群落在这里一般起源于流动沙丘上，因此形成初期的 ⋯。⋯⋯。’：～ 
群落中，常伴生一些沙生植物，如白沙蒿、沙芦草等，而且沙生 h c。 _lv 

植物常常具有一定的优势度。 
- 在臭柏群落作用下，基质的机械组成不断发生着大的变化，主要是随着进展演替的进程粉粒大量增 

加，砂粒大量减少，粘粒不断累积(表 2)。表 2中这种规律非常清楚．个别数据出现偏大或偏小现象．可 

能是由于流沙的吹落形成的 

在臭柏群落的作用下，不仅基质的机械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基质中与植物生活关系 

密切的其他成分和 pH的变化(表 3) 其变化的特点是有机质、含水量 及全氮等营养物质增加近 2～4 

倍 上 ，pH则明显降低。基质的所有这些物理和化学性质变化 ，都是在臭柏群落作用下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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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植物根的机械、分泌物以及 

有机酸等功效的综合作用+使砂粒腐 

蚀分解 +植物残体使基 质中有机物累 

积越来越多，这样就逐渐形成沙质壤 

土 ，相应的含水量增加 ，肥力提高 。由 

于基质向着植物有利的方 向发展，因 

而旱生植物有减少趋势 +中生性植物 

则略有增加的倾 向(表 4)。虽然这里 

风大 基质不稳定，植物容易传播 局 

表 2 

Tab．2 

臭柏群落各娄型基质机械组成特点 

The Soll Grain Structure of Different 

舶  ”Ⅱ 例 g s Com m unity 

部生态类群变化不正常，但总的趋势是早生性植物减少，中生性植物相对增加。同时，作为该群落生物量 

重要标志的臭柏优势度变化也很明显，由群落类型 l～3逐渐增大(表 l】 

上述情况表明，这里臭柏群落进展演替的系统内容与基质的改造和土壤发育密切联系．它们之间彼 

此影响，相互配合 

2．2 逆行演替阶段 

前已述及 ，各演替时期中 极盛时期 

臭柏优势度撮大 ，其他种类仅少数个体 

散生其中。当臭柏群落达最盛时，地表就 

形成一层 4～7 cm厚的沙质壤土，一般 

不超出 10 em，基质已完全固定。这时在 

地表出现一薄层由微观植物组成的暗色 

皮壳状的结皮，覆盖于地表，和裸岩上由 

表 3 臭柏群落各类型土壤特征 

Tab、3 The Edaphic Character 

Different Sabhu1．,~ garls Com m unity 

微生植物群落形成的覆盖层一样，略似油漆涂附其上。当地表形成结皮时．雨水很难透人土壤，大量被流 

失 结皮层形成的初期，土壤含水量降至极盛时期的 l／2～1／4，臭柏开始疏衰 优势度降低 盖度相当于 

极盛时期的 1／4～1／6；其他成分一般在 10种以下， 

优势度极小。这时耐旱的扭口藓大量侵入，盖度 

可选 5～8左右(表 1)，多集中在臭柏枝叶覆盖 

下．裸露的地表较少。随着结皮层的加厚，雨水 

流失更多+土壤极度干旱+植物群落发生质变， 

臭柏全部退出，被低矮、稀疏的麻黄(却ked “ 

tcd)群落所演替。麻黄群落总盖度 7 ～ 

l0 ，一般不超出 1 0 ；种类组成很简单+约 4 
～ 7种，常见者还有黄蒿、细叶远志、白草等，除 

麻黄和黄蒿外，其他植物仅少数个体伴生其中， 

表 4 臭柏群落各类型生态娄群特征(根据表 1) 

Tab．4 The Character of Ecological Types in 

Different Sablna ",~ garis Com m unity 

表现出荒漠草原的景象 由臭柏群落形成至麻黄群落出现．大约需 50年以上的时间。 

为了搞清上述结皮层的特点+我们采了结皮土样，按微生物常规方法，进行了微生物区系分析和活 

菌记数，结果见表 5。 

根据表 5统计，每克结皮土样含活菌千万个以上，主要为细菌和放线菌，霉菌摄少。由于地表干旱贫 

瘠，芽孢杆菌接近一半+它们能够紧实地贴附在这干旱贫瘠的沙壤土表面，因为它们大多具有牯性夔膜、 

胶质鞘或厚的果胶质外壁，有的分泌大量牯液。这些具粘性附属物的菌体和粘性质液+是构成结皮的基 

础，加之放线菌和霉菌的菌丝，使细的砂粒和微生物及其分泌物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复杂而坚实 

的结合体，使地表形成水、气难透的皮壳状结皮。这是促成土壤极度物理性干旱，致使臭柏群落衰退．荒 

漠草原性麻黄群落出现的主要因素。 

前述扭口藓群落 +当臭柏群落退出+麻黄群落形成初期就不存在。虽然扭 口藓属旱生藓并有假根 ．但 

由于此期基质极度干旱，扭口藓难以适应而消亡。这种情况与秦岭高山区冰蚀原生裸地相反+在那里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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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表面上，微生群落是其先锋，扭 口藓群落出现在后 ，而这里微生植物层片出现的前期 ，藓类植物层 

片就已退出。在秦岭的冰蚀裸岩上，扭口藓能在微观群落之后形成优势群落，主要因为高山区属湿冷生 

境，空气湿度大，补偿基质干旱，而这里则处于基质、大气双缺水的情况之中 

上述事实表明．臭柏群落的逆行演替，不仅表现在 表 5 结皮层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 

植物群落的极端简化，对环境的轻微影响(指群落内环 Tab．5 Specific Composition and Number 

境及土壤发育)，基质旱化和生物量极度降低．更重要 of Microbe in the Ground Shell 

的是由于结皮的存在，雨水难以透入下层，大量雨水向 

低处流，致使结皮逐渐被冲破，脆弱的沙壤土层流失， 

流沙 外露 ，基质叉回到活动状态。为了制止生态环境 

的再恶化，必须人工破坏地表结皮。 

3 结 语 

(1)臭柏群落有进展演替和逆行演替两个阶段，进 

展演替是在活动基质(流沙)上开始，终止于固定基质 

上。其实质是在植物群落作用下，基质物理和化学特性 

以及水条件 向着有利于植物生活的方向发展．高等种 

子植物起着主要作用。逆行演替阶段植物群落对基质 

作用微弱，特别是水条件变劣，耐旱的微观植物群落起 

着主导作用。 

名 称 活菌数(个 ) 

(2)臭柏群落的演替过程与土壤的发育和基质的变化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规律．不但表明基质条 

件在植物群落演替过程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种条件下植物群落演替的基本动力．是植物群落 

作用下土壤性的内因动态演替。 

黄可参加部分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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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Succession 

of the Sabina ¨fgaris Comm unity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Northern Shaanxi Prprince 

ZhU Zhicheng GUO Ailian Y ue M ing 

(Department of Biology，Northwest U niversity，710069，xi aD) 

Abstract The ptogre~Mve succession of the SabiBa Vu[9 ts com m unity begins on m obile substtate 

(mobile sanc：j，it stops on the fixed substrate，the essence is develop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 

ty and m oist1~re of the substra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abina rut9 aTiS com m unity．it is~vourable for 

life of the plant· In the stage of regressire sUceess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abiaa “￡ 。 {。com m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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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little on the substrate，edaphic hum idity lessen，xerophytio m icro—organism play a decisive rol in 

Dlant comm unity．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the s uccession is generated fr。 a 。d phological 

endodynamic force under the reaction of plant com munities in all process- 

Key words loess plateau；Sabina vulgaris com m unity)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sueeessi。n；endo— 

genetic saceessio~ 

· 学术动态 ·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Sireon Conway Morris 

教授来我校进行合作科研和讲学 

应我校地质糸舒德干教授的邀请 。剑桥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 s．Conway Morris博士于近期在我校 

进扦为期两周的讲学和合作科研。Conway Morris教授多年来从事地球上早期生命演化研究．尤其在世 

界著名的 Bgrges~Shale(布尔吉靳页岩)动物群和最古老的小壳化石研宽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由于他在 

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不仅在 40岁之前便被评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叠蟊。而且还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 

国拥有多种荣誉学衔和称号，并在欧洲主持7以“21世纪古生物学”为主题的国际性系列讲座。 

Conway Morris教授在我校做 7题为“早期生命演化进展”的精彩报告 他拍 出 生物进化论 ．或者 

进化生物学无疑是整个生命科学的灵魂，但 自达尔文以来的 1 00多年 ，这个舞台几乎一直由生物学独霸 

天下 然而 。近十几年来情况发生 j重大变化。由于古生物学t尤其是软躯体化石库一糸列重 戈发现)和 

分子生物研究技术的不断改进。不仅打破 7生物学方法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一统天下．而且今后进化论 

的发展方向将主要寄希望于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窆破性进展 基于有机大分子(如核糖校酸j基因 

序列的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独立建立起较为可靠的动物谱 襄村 ．而且随着分析测试植术的不 

断完善t其可信度也 日益提 高 古生物学之所以在进化生物学中越来越受到青睐．一方面在于它能够对 

分子生物学所建立的演化假说进行有效的检验．另一方面它还提供7实实在在的生物f1类问的珍稀请 

化过渡类型，从而最终令人信服地解决众说纷纭的动物f]类间亲缘美糸．建立完善的生物漓化 皋统 

Conway Morris教授还高度赞扬 j舒德干教授领导的澄江化石库研究小组近年来在 Nature等国 

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几篇重要研究成果 ；尤其是在激烈的国际学术竞争中，成功地发现并论证 j地球上 

已知最古老的半索动物，世界上最早的保存精美软躯体构造的三叶虫和甲壳动物。这无疑是对进化生物 

学的重要贡献。他指出，彻底揭示地球上生命演化的奥秘，摘取生命科学上的这顶王冠，需要众多学科专 

家的长期通力台作才有可能。但是他相信，西北大学已有的学科队伍素养和已经获取的珍稀科学资料， 

至少可望在这个学术王冠上添缀几颗最耀眼的明珠。 

在校停留期问，陈宗兴校长亲切会见了Conway Morris教授，并正式聘任他为我校的客座教授。双 

方都表示希望建立长期科研合作和良好的校际关系。 

(张银玲)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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