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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研究

卜耀军, 张 雄, 艾海舰, 刘翠英, 纪晓玲
( 榆林学院,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 通过对榆林风沙草滩区的主要物种进行考察 ,根据植被、立地条件及土壤水分等因素,选取 5 个典

型样地,应用物种丰富度指数( R1 )、Shannon Weiner 多样性指数 (H )、Simpson 多样性指数 ( D)和 P ielou

均匀度指数(E1 )综合分析了主要物种的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 并对其重要值和土壤水分与物种多样性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榆林风沙草滩区主要物种的多样性排列顺序为: 紫穗槐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沙柳群落> 沙蒿群落;均匀度排列顺序为 :沙柳群落> 紫穗槐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沙

蒿群落;土壤含水量排列顺序为: 紫穗槐群落> 沙蒿群落> 沙柳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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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Diversity in the Wind sandy Grass Shoal Area of Yulin Region

BO Yao jun, ZHANG Xiong, AI Hai jian, LIU Cui y ing , JI Xiao ling

( Yul in College, Yul in, S haanx i 719000, China)

Abstract: T hrough invest ig ating the main species of dif ferent communit ies in the w ind sandy gr ass shoal area

of Yulin Reg ion, 5 repr esentative areas w er e selected accor ding to vegetat ion, site facto r, and so il w ater con

tent. Species richness, species div ersity, and the evenness o f community w ere comprehensiv ely calculated by

using richness index ( R1 ) , Shannon Weiner index ( H ) , Simpson index ( D ) , and evenness index ( E 1 ) .

Meanwhile, the relat ions of the impo rtant value of the main species and so il w ater content to species diversity

w ere studied. T he communit ies in the w ind sandy gr ass shoal area of Yulin Region, in terms o f the species

diversity , r ank in the descendent order of Amor pha f raticosa community, Car agana intermed ia community,

H edy sar um scop ar ium community, Sal ix chei lop hi la community, and A rtemisia ar enar ia community.

How ever, they , in terms o f the evenness o f community , rank in the descendent order of Sal ix cheilophila

community, A morp ha f r at icosa community, Caragana interm edia community , H edy sar um scop ar ium com

munity, and A rtemisia ar enaria community . T hey, in terms of soil w ater content , rank in the descendent

order of A morp ha f raticosa community, Ar temisia ar enaria community, Car agana interm edia community,

and H edy sar um scoparium community .

Keywords: Yulin wind sand grass shoal area; species diversity;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soil water content

物种多样性是指一个地区内生物种类的丰富程

度,是评价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最常用、最重

要的指标
[ 1]
。近年来,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问

题,已成为生态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 2]。物种多样性

也是群落结构和功能复杂性的一种度量。研究植物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群落的组成、

结构、功能、演替动态和稳定性
[ 3]
。

榆林风沙草滩区是榆林北部地貌类型的主要特

征,生态环境恶化、降水稀少是制约榆林市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因素。榆林风沙草滩区独特

的地理空间位置和气候特征,为物种多样性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同时, 由于荒漠化导致植物群落演替受

阻,植被类型、物种数量和丰富度逐渐降低,造成生物

多样性减少,从而加快了荒漠化的演变进程,使得植



被在建植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生存问题, 影响了榆林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把榆林建设成为全国的能源

重化工基地和生态环境示范基地, 生态环境建设已成

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因此, 研究榆林风沙草滩区

的物种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为

此,本文通过对榆林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分

析了榆林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现状, 提出了

影响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 水分,目

的是为榆林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1. 1 榆林风沙草滩区地理条件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区,地处北纬 36 57!
39 34!, 东经 107 28! 111 15!之间, 总土地面积

43 578 km2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22%。全区地势, 大

致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一般在 800~ 1 500 m 之

间。榆林风沙草滩区位于长城以北,地处毛乌素沙地

南缘,包括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榆阳区及佳

县西北部分地区,面积为 15 411 km 2 ,占全区总面积

的 35. 5%。该区地势平缓, 起伏不大,相对高度为 10

~ 50 m ,长期以来在以风蚀为主要外营力的作用下,

基岩上堆积覆盖了一层第四纪风积、冲积和河湖相沉

积物,四周略高而中间略低,为一高原小盆地。

1. 2 榆林风沙草滩区气候、水文及历史时期植被状况

榆林风沙草滩区属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区。气候干旱, 冷热剧变,风大沙多,年平均气温

8 ∀ ~ 10 ∀ , 年日照时数较长, 达 2 600~ 3 000 h。

年降雨量 350~ 500 mm, 雨量分配不均匀, 多集中在

7 9月。全年蒸发量为 2 000~ 2 500 mm,是降雨量

的 4~ 5倍。年平均风速 2~ 3. 2 m/ s, 冬春以西北风

为主,风沙区风力可达 6~ 7级,风期可持续 70 d余。

土壤以黄绵土、绵沙土、硬黄土、红胶土和草甸沼泽土

为主。榆林风沙草滩区水资源补给以内陆河为主,水

量相对较少,主要有八里河、蟒盖河、齐盖素河、前庙

河与内陆海子相对应, 最大的内陆海子为红碱淖, 水

域面积 67 km 2 ,平均深度 6~ 7 m[ 4] 。

榆林风沙草滩区因沙地基质松散而不稳定,使地

带性草原植被不能发育, 形成了以沙生植被为主的生

态系列,因此有草甸、盐生草甸、沼泽草甸、草本沼泽

化灌丛等多种不同的植被类型。主要代表植物有:阿

尔泰狗娃花、沙打旺、赖草、沙米、猪毛菜、猪毛蒿、牛

心朴、长茅草、狗尾草、鹅绒藤、紫花苜蓿、沙蒿、沙柳、

柠条、紫穗槐、踏郎、花棒、杨树、艾蒿、榆树、桑树、画

眉草、二色补血草、达乌里胡枝子、冰草、芦草、草木

樨、草木樨壮黄芪、米口袋等。

榆林风沙草滩区曾是树木葱郁水草丰美的地方。

据记载在公元 5世纪初,西夏王朝建都于靖边的白城

子,还是有名的#临广泽而带清流∃的卧马草地。榆林

城北古城滩, 是汉代龟兹县城古址, #以水草丰美, 土

产宜牧∃见称于史。但因千余年来,战争、过牧、滥垦、

滥伐,破坏了植被,导致土壤退化,流沙起伏,水土流失

严重,生产力水平低下, 使开放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荒漠化扩展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禁牧、飞播造

林、人工造林等措施的实施, 使榆林风沙草滩区的物

种多样性得到日益恢复。为了更好地治理风沙,深入

的研究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的演替变化,揭示其演

替规律,改善榆林生态环境建设,促进榆林经济发展,

特开展榆林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的研究。

2 研究方法

2. 1 样地选择与设置

本研究采用路线调查法,选择榆林风沙草滩区主

要植物种作为调查对象(该区属典型的干草原区和荒

漠草原区, 以灌木、半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零星点缀

有小乔木)。根据主要植物种类型的不同设置典型样

地 5处,草本样方为 1 m % 1 m ,灌木样方为 5 m % 5

m ,乔木样方为 10 m % 10 m,必要时可根据实际作适

当变动。在每个样地中调查并记录灌木、乔木及草本

植物的组成成分,包括植物名称、密度、频度、盖度、株

(丛)数及分布状况,测定记录群落中主要灌木层盖度

及群落总盖度, 计算各主要种的重要值; 采用美制

GPS(全球地理定位系统)确定生境因子,测定样方所

处的经度( G)、纬度( L )、海拔高度(H ) ,记录坡向、坡

度、小地形、土壤状况及人为干扰情况等(如表 1 所

示)。同时,测定 2006 年 4 10 月各样地的土壤水

分。土壤水分采用土钻法取样, 以 20 cm 为基本单

元,测定 0 200 cm 土壤水分, 土壤含水量用烘干称

重法(在 105 ∀ 下持续烘 10~ 12 h)测定。通过研究

土壤水分, 分析土壤水分含量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2. 2 物种多样性指数测定

通过设立样方对植物群落进行全面调查, 并利用

下列公式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相关指数进行计

算 [ 5 6]。

( 1) 物种丰富度指数指一个地区所有物种数。

丰富度指数( R1) R1 = S

式中: S 群落中的物种数。

( 2) 物种多样性指数是指运用某些数学方法来

度量群落的种群数、个体总数和各种群落均匀程度的

数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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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son多样性指数(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D= 1

- & P
2
i i= 1, ∋, S. ( Pielou, 1949)

式中: P i 某种的个体数占群落中总个体数比例。

Shannon W iener 多样性指数 H != - & P i lnP i

( Pielou, 1969)

式中: H! 一个具有已知比例多度为 P 1 , P i , ∋,

P s 的S 种组成的无限群落中的平均不确定性。

( 3) 种均匀度指数是表示样方中各个种多度的

均匀程度的数量指数。即观察多样性与最高多样性

的比率测定。

Pielou均匀度(或优势度)指数( E1)

E1= H !/ ln( S) ( P ielou, 1975)

式中参数含义同上。物种多样性指数采用 DPS

软件包的相关分析模块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

表 1 榆林风沙草滩区样地群落及生境概况

样地

号
群 落

盖度/

%

恢复

方式

恢复

年限/ a

土壤

类型

坡度/

( )
坡向 坡位 经度 纬度

海拔/

m

1 沙柳 86 人工 4~ 5 沙壤土 15 半阳东坡 坡中 109 44!40( 38 56!25( 1 278

2 沙蒿 87 人工 4~ 5 沙壤土 20 半阴西坡 坡中 109 44!41( 38 56!24( 1 283

3 柠条 97 人工 4~ 5 沙壤土 18 半阳东坡 坡下 109 39!31( 38 29!50( 1 153

4 紫穗槐 95 人工 5~ 6 沙壤土 0~ 5 平 地 平地 109 39!34( 38 29!52( 1 138

5 踏郎 97 人工 5~ 6 沙壤土 23 半阳东坡 坡中 109 41!35( 38 20!50( 1 115

2. 3 物种多样性重要值测定

重要值是反映某种植物在群落中占据位置的物

理量。植物群落演替各阶段上结构异质性的变化趋

势,反映群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演化趋势,而各阶段

上群落的特征则是由其组分种的重要值变化来表征

的[ 7]。分别计算乔木、灌木和草本的重要值。

乔木、灌木和草本的重要值 ( )) = 相对盖度(或

优势度) +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其中

相对盖度( %) = (物种 i 的盖度/样方中所有种

盖度之和) % 100%

相对密度( %) = (物种 i 的个体数/所有种总个

体数) % 100%

相对频度( %) = (物种 i 出现的频度/所有种出

现的频度) % 100%。

重要值资料统计与分析通过 Excel2003完成。

3 物种多样性统计结果及分析

3. 1 群落内物种多样性的种类及组成

调查数据统计表明, 所选样地内观测到的植物物

种有 19种,植物个体数共 327株, 乔、灌、草物种比例

为 3∗8 ∗8, 符合沙地植被防风固沙以灌木为主, 乔、

灌、草相结合的要求,其中小乔木 3种 8株,分别为桑

树 1株、榆树 2株、杨树 5株; 灌木 5种 57株(丛) ,灌

木中踏郎最多有 27丛,花棒最少仅 2丛;半灌木 3种

108株(丛) , 分别为猪毛蒿 22丛,艾蒿 18丛,沙蒿 68

丛;草本植物最为丰富,共有 8种 154株(丛) ,占总物

种数的 42. 1%,占总株数的47. 1% ,最多的为狗尾草

59株,占草本植物的 1/ 3多,其次是猪毛菜 51株, 沙

米 27 丛。最少的为沙打旺, 仅有 1 丛。小乔木、灌

木、半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构成风沙草滩区独特的

沙地植物景观。

3. 2 物种多样性指数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物种多样性指数反映群落结构和功能复杂性以

及组织化水平,能比较系统和清晰地表现各群落的一

些生态习性,利用物种丰富度指数( R1 ) ,反映群落多

样性高低的 Simpson指数( D ) , Shannon Weiner 指

数( H )以及反映群落中不同物种多度分布均匀程度

的 Pielou均匀度指数( E1 )作为样地物种多样性的测

度指标。经过计算得出榆林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

相关指数如表 2所示。

( 1) 丰富度指数( R1 )。紫穗槐群落的丰富度指数

最大为 10,其次是柠条群落的丰富度指数 9,踏郎群落

的丰富度指数比柠条群落的小,但是沙蒿群落的 2倍,

沙柳群落和沙蒿群落的丰富度指数均为 4。就物种个

体数而言,柠条群落最多 98丛,踏郎群落 89丛,紫穗

槐群落是沙蒿群落的 2倍多。沙蒿群落的最少为 31

丛,沙柳群落为 46丛。从此可以看出物种丰富度指数

和物种个体数之间的相关性明显,物种个体数多的丰

富度指数相对较高。物种个体数较高的群落主要是草

本层植物数量占绝对优势,从而引起丰富度指数增大。

( 2) 多样性指数。Simpson 多样性指数( D )的大

小次序为:紫穗槐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沙柳

群落> 沙蒿群落。从 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

( H!)的情况看,也具有相同的顺序。结合物种个体数

和物种丰富度指数可得出如下结论: Simpson多样性

指数( D)和 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 H!)主要随

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变化而变化并成正比例关系,当物

种丰富度指数相同时才随物种个体数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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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物种均匀度指数( E1 )。沙柳群落> 紫穗槐

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沙蒿群落。沙柳群落

的均匀度指数最大而多样性指数变化并非显著,主要

是由于沙柳在榆林风沙草滩区分布广泛且极为常见。

同时该样地在农户居住地附近,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

大,故均匀度最大。其余群落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变

化规律一致,均匀度指数随着多样性指数的增大而增

大(二者成正比例关系)。

表 2 样地物种多样性指数特征

样地号 群落名称 物种个体数 丰富度指数(R1 ) Simpson 指数( D ) Shannon 指数(H!) 均匀度指数( E1 )

1 沙 柳 46 4 0. 681 16 1. 748 39 0. 874 20

2 沙 蒿 31 4 0. 604 30 1. 524 53 0. 762 26

3 柠 条 98 9 0. 808 75 2. 555 68 0. 806 23

4 紫穗槐 63 10 0. 809 01 2. 692 48 0. 810 52

5 踏 郎 89 8 0. 769 41 2. 334 39 0. 778 13

3. 3 重要值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重要值是以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或

优势度)综合起来表示群落中不同物种的相对重要

性,它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数值, 能较充分地显示出不

同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 5个样地重要

值(表 3中列出的植物种重要值> 10)的高低直接说

明了该种植物在群落演替阶段的特征和演化趋势。

纵观表 3可知,灌木类的重要值均比较高,其次

是草本,最后是乔木类。原因是榆林风沙草滩区飞播

和人工造林及风沙防治, 主要以灌木类为主, 草本则

是自然恢复而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季节性和周

期性,乔木在村庄附近或河流沿线最多,在沙地中偶

有所见。灌木的重要值在样地中上下波动,说明某些

灌木的相对地位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 有可能走向衰

退,可通过人为干扰,增加物种多样性, 维持其优势地

位。草本的重要值在样方中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使其生态地位逐渐升高。乔木重要值的下滑说明乔

木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到威胁,或者说是因为乔

木的偶然遇见性所决定的,从而降低了乔木的物种个

体数和频数,以至于重要值趋于 10~ 20之间。

在样地 1, 2中,物种的种类相同,沙蒿的重要值均

最大,但是草本沙米的重要值却高于样地 1中的踏郎

和样地 2中的沙柳,主要是因为沙米的物种个体数在

样地中占居了主要位置,导致相对密度特别高,从而使

重要值增大。结合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

匀度指数可知,紫穗槐、沙蒿、踏郎在群落中已处于重

要位置,成为群落的优势种,其重要值分别为 91. 32,

168. 61, 101. 74, 有向顶级群落发展的趋势。另外,沙

柳、柠条等植物种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性,是构成群落

的主要建群种,而且将演替成为群落的优势种。

3. 4 水分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水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制约植物生存、生长的重

要生态因子,同时也是影响物种多样性的主要限制因

素。沙地干旱缺水是制约沙地植物的重要因素。榆林

风沙草滩区的植物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生态

环境中,随着水分的季节和周年变化而不断适应、演

替,因此植物的生存、生长和分布,与水分的关系更加

密切。此外,认识沙地土壤水分分布规律和沙地植物

利用土壤水分的特点(沙生植物分布模式) , 对沙丘固

定和沙生植物群落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植被是土壤水分的主要消耗者,它通过蒸散影响

土壤水分动态,而土壤水分状况又制约和决定了植被

的分布格局和物种的多样性。因此,在气候条件与立

地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对土壤水分动态的研究,

既是植物种选择和配置的关键,也是榆林风沙草滩区

物种多样性恢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比较榆林风

沙草滩区不同主要植物种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选取了

植物生长初期( 4月)、生长旺盛期( 8 月)和生长末期

( 10月) 3个时段的土壤含水量,分别代表土壤水分原

始积累、水分大量消耗和水分缓慢恢复 3个时间尺度

的水分变化状况。由图 1 3可知, 在降水一致的条

件下, 不同时段植物对水分的消耗是不同的。在生长

初期, 因冬季积雪融水和雨水是土壤水分最主要的补

给来源,加之此时的气温、地温较低,植物处于还未发

育或开始萌发阶段,耗水量小, 蒸散和土壤蒸发较弱,

故土壤含水量相对较高,形成峰值区;在生长旺盛期,

虽处于雨季,但植物此时生长消耗掉的水分大于降雨

的补给, 使得土壤水分还是未能有效补给。另外, 地

表蒸发及植物蒸腾加强, 使得土壤干旱加剧, 土壤含

水量达到一年中最低水平; 到了生长末期, 随着气温

的降低,地温也缓慢下降, 沙表面水分蒸发减小,且大

多数植物生长减缓, 甚至停止生长或处于休眠状态,

耗水量大幅度减少, 土壤含水量有所回升, 趋于恢复

到生长初期水平。10月下旬以后, 土壤开始上冻, 蒸

发量再次减弱,土壤含水量进入稳定期, 故土壤含水

量在生长初期> 生长末期> 生长旺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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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地植物种重要值排序

样地号 物 种 盖度 物种个体数 频数 相对盖度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重要值

沙 蒿 41 16 10 47. 674 42 34. 782 61 50. 000 00 132. 46

1
沙 柳 36 5 5 41. 860 47 10. 869 57 25. 000 00 77. 73

沙 米 3 20 1 3. 488 37 43. 478 26 5. 000 00 51. 97

踏 郎 6 5 4 6. 976 74 10. 869 57 20. 000 00 37. 85

沙 蒿 45 18 10 51. 724 14 58. 064 52 58. 823 53 168. 61

2
踏 郎 28 5 3 32. 183 91 16. 129 03 17. 647 06 65. 96

沙 米 5 7 3 5. 747 13 22. 580 65 17. 647 06 45. 97

沙 柳 9 1 1 10. 344 83 3. 225 81 5. 882 35 19. 45

沙 蒿 38 26 9 39. 175 26 26. 530 61 25. 714 29 91. 42

柠 条 36 9 9 37. 113 40 9. 183 67 25. 714 29 72. 01

3
狗尾草 5 26 5 5. 154 64 26. 530 61 14. 285 71 45. 97

艾 蒿 3 18 3 3. 092 78 18. 367 35 8. 571 43 30. 03

猪毛蒿 4 12 4 4. 123 71 12. 244 90 11. 428 57 27. 80

杨 树 7 2 2 7. 216 49 2. 040 82 5. 714 29 14. 97

紫穗槐 42 13 9 44. 210 53 20. 634 92 26. 470 59 91. 32

猪毛菜 17 22 5 17. 894 74 34. 920 63 14. 705 88 67. 52

猪毛蒿 10 10 6 10. 526 32 15. 873 02 17. 647 06 44. 05

沙 蒿 4 4 3 4. 210 53 6. 349 21 8. 823 53 19. 38

4 杨 树 4 3 3 4. 210 53 4. 761 90 8. 823 53 17. 80

狗尾草 3 4 2 3. 157 89 6. 349 21 5. 882 35 15. 39

榆 树 5 2 2 5. 263 16 3. 174 60 5. 882 35 14. 32

鹅绒藤 2 3 2 2. 105 26 4. 761 90 5. 882 35 12. 75

桑 树 6 1 1 6. 315 79 1. 587 30 2. 941 18 10. 84

踏 郎 52 17 9 53. 608 25 19. 101 12 29. 032 26 101. 74

狗尾草 8 29 6 8. 247 42 32. 584 27 19. 354 84 60. 19

猪毛菜 7 26 4 7. 216 49 29. 213 48 12. 903 23 49. 33

5 沙 蒿 11 4 4 11. 340 21 4. 494 38 12. 903 23 28. 74

阿尔泰狗娃花 4 8 3 4. 123 71 8. 988 76 9. 677 42 22. 79

花 棒 9 2 2 9. 278 35 2. 247 19 6. 451 61 17. 98

长茅草 4 2 2 4. 123 71 2. 247 19 6. 451 61 12. 82

主要植物种不同,根系分布深度及密度具有很大的

差异,从而土壤的蒸发和植被的蒸腾量不同,由此引起

的土壤干燥化程度和土壤的水分分布也不相同,以至于

影响到物种的多样性。从图 1 3可知,榆林风沙草滩

区土壤含水量随着物种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经过分

析得出土壤含水量的总体趋势为:紫穗槐群落> 沙蒿群

落> 沙柳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紫穗槐群落的

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在 5个群落中均最高, 均匀度

指数仅次于沙柳群落,可以说明物种的多样性与土壤含

水量密切相关。

沙蒿群落的土壤含水量低于紫穗槐群落,高于沙柳

群落。沙柳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高于沙蒿群落,而土

壤含水量低于沙蒿群落,是因为沙柳属于灌木而沙蒿属

于半灌木,它们的根系深度和密度存在很大的差别,因

此耗水量不同,导致土壤含水量不同。沙蒿的土壤含水

量在 100 cm范围内均大于沙柳,且在 100 cm以下土壤

含水量基本相同,而沙柳要在190 cm以下土壤含水量才

趋于相同。柠条群落的土壤含水量变化极为明显。主

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一柠条群落物种多样性指

数仅次于紫穗槐群落;其二取决于典型的土壤环境。该

处 80 cm土层以下出现了沙中夹灰钙土层,促进了土壤

的保水性和吸附性,使得沙层中多余的降水积聚在土层

中,同时还阻止了深层地下水的蒸发,因此有利于群落

内较深根系的乔木、灌木的生存和繁衍,为物种的多样

性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踏郎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

重要值均较高是因为它是优势种,但是土壤含水量却最

低。原因在于踏郎属于耐旱抗旱沙生植物,根系发达,

对土壤深层水分的利用能力极强,导致土壤深层水分含

量急剧下降,使得其它植物难以在其周围生存,随着群

落的演替将会导致物种多样性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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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月份土壤水分统计 图 2 8 月份土壤水分统计

图 3 10月份土壤水分统计

4 结论

( 1) 植被现状和群落的演替研究对风沙环境的

治理具有指导意义。榆林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研

究在针对当地特殊生态环境的同时,研究了主要物种

的生存现状及演替趋势, 对榆林生态环境示范基地的

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 2) 榆林风沙草滩区主要物种的多样性排列顺

序为:紫穗槐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沙柳群落

> 沙蒿群落;均匀度排列顺序为: 沙柳群落> 紫穗槐

群落> 柠条群落> 踏郎群落> 沙蒿群落;土壤含水量

排列顺序为:紫穗槐群落> 沙蒿群落> 沙柳群落> 柠

条群落> 踏郎群落。

( 3) 榆林风沙草滩区自然条件恶劣,植物生存多

处于临界状态。因此,植物对环境条件的改变极为敏

感,稍有改变都会影响植物的生死存亡或群落结构的

改变。通过水分与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得出,沙地土壤

水分是影响沙地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原因,由此可

知,该区植物类型主要与土壤水分的变化密切相关。

同时,独特的地理位置,沙的覆盖与水分特点又决定

了这里植物的优势生活型是耐风沙与干旱的灌木, 因

此在榆林风沙草滩区沙漠治理与植被建植时, 应该特

别强调采用各种灌木种类。

( 4) 乡土树种和草种是经过长期自然历史条件

演化和生物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适合当地生存的珍

贵物种,这些物种可以有效地增加土壤水分, 从而促

使天然物种尽快进入治理地段的植物群落中来组成

更多的植物功能群。榆林风沙草滩区在选择防风固

沙植物种时,应立足于沙地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 通

过乡土物种的筛选和繁育, 选择合适的植物种和伴

生植物种, 提高风沙草滩区的物种多样性, 增强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

( 5) 沙地植被恢复要本着宜乔则乔, 宜灌则灌,

宜草则草, 乔灌草相结合的原则, 统筹兼顾, 科学布

局。榆林风沙草滩区在风沙防治和公路绿化过程中,

在以灌木种类为主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到乔、灌、草的

合理搭配, 在确保风沙草滩区物种多样性的同时, 加

强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和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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