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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降水量对典型灌木
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黄雅茹，辛智鸣，郝玉光，董礼隆，余新春，葛根巴图，马迎宾，孔维春，窦利军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内蒙古 磴口０１５２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降水量对乌兰布和沙漠植被群落结构特征 及 多 样 性 变 化 的 影 响，为 乌 兰 布 和 沙 漠 植

被保护与植物资源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 法］应 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固 定 样 方 调 查 数 据 和 同 期 降 水 量

资料，对乌兰布和沙漠典型灌木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与年降水 量 的 变 化 相 关 性 进 行 分 析。［结 果］降 水

量对３个典型灌木群落物种数及分科有显著影响。降水量增加，驼绒藜群落物 种 数 增 加 了５种（新 增 加２
个科别），霸王群落物种数增加了１２种（新增加２个科别），四合木群落物种数增加了１２种（新增加６个科

别）；降水量对驼绒藜群落、霸王群落、四合木 群 落 中１年 生 草 本 与 多 年 生 草 本 影 响 最 大，对 灌 木 与 半 灌 木

影响不大；降水量的增加提高了３个典型灌木群落物种丰富度与物种多样性，有效增加了四合木群落与驼

绒藜群落的相似性，减小了两个群落之间的生境差异；降水量与３个典型灌木群落物种数、盖度、丰富度指

数（Ｒ）、均匀度指数（Ｅ）、多样性指数均呈正相关 关 系，且 相 关 系 数 均 大 于０．６００　０。［结 论］研 究 区 内 降 水

量对３个典型灌木群落物种数、盖度、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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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８大沙漠之一，处于中国北

方半干旱区向干旱区的过渡地带，植被生态系统比较

脆弱。灌木植被群落是乌兰布和沙漠生态系统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１］。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特征表现

在种类组成、外貌和生活型的组成等。群落结构是植

物群落的基本属性，也是认识群落的组成、变化和发

展趋势的基础［２］。植被群落结构是反映群落对环境

的适应性和动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尤其在干旱半干旱

地区荒漠地带，对于研究荒漠典型植被群落的分类和

演替有重要意义。群落物种多样性是一个群落结构

和功能复杂性的量度［３］，它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能量和物质的主要提供者［４］，
物种多 样 性 是 物 种 丰 富 度 和 分 布 均 匀 性 的 综 合 反

映［５］，体现了群落的结构类型、组织水平、发 展 阶 段、
稳定程度和生境差异［６］。分析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物

种多样性对揭示群落的更新、稳定性与演替规律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荒漠植被来说，降水量的多少

直接影响地表植被的分布及生长，更进一步影响着植

被群落的结构特征变化及多样性。目前，关于植被群

落特征及多样性的研究已有很多报道。马全林［７］研

究表明油蒿群落较沙蒿群落具有更丰富的物种组成、
多样性和群落结构，更具保护和人工促进潜力。靳虎

甲等［８］对乌兰布和沙漠典型灌木群落结构与数量特

征进行了研究，从各群落物种组成、物种多样性、群落

相似性等方面对乌兰布和沙漠中典型灌木群落结构

和数量特征进行了分析。杨自辉［９］研究表明降水量

与植物 物 种 多 样 性 具 有 较 强 的 正 相 关 关 系。常 学

礼［１０］对科尔沁地物种多样性与年降水量的变化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沙丘植被中，１年生植物 种

丰富度对降水量变化的反响最大，其次为多年生草本

植物；灌木类植物种丰富度不受降水量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针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降水特征对乌兰布和

沙漠植被群落结构特征及多样性变化的影响进行分

析，旨在为今后乌兰布和沙漠植被保护与植物资源持

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试验区概况

乌兰布和沙漠地处我国西部荒漠地带东缘，地理

位置介于３９°４０′—４１°００′Ｎ，１０６°００′—１０７°２０′Ｅ，地形

起伏不大，主要为１０ｍ以下的圆锥形沙丘或新月形

沙丘，沙质为浅黄棕色或微红棕色细沙。平均海拔高

程１　０５０ｍ，属 于 中 温 带 半 干 旱 大 陆 性 气 候，其 特 点

是：云 雾 少 降 水 量 少、风 大、气 候 干 燥。年 降 水 量

１３８．８ｍｍ，平均气温６．８℃，昼夜温差大，年日照时

间为３　２２９．９ｈ，是 中 国 日 照 时 数 最 多 的 地 区 之 一，
光、热、水同期，地下水源充足。风沙季节在１１月至

翌年５月之间，主风为西风和西北风，起沙风次数每

年２００～２５０次以上［１１］。地带性土壤为灰漠土，主要

土壤为风沙土，中间镶嵌有漠境盐土；沙漠区域处于

亚洲中部荒漠区与草原区的分界线，主要植被为沙地

灌木植被［１２］。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植被调查

在 乌 兰 布 和 沙 漠 东 北 部 的 典 型 植 被 群 落 样 地，
样地主要布设在植被分布均匀、以生长天然植被为主

且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的地块内。用ＧＰＳ确定样地

中心点坐标，样地确定后，在样地范围内设置样方，驼
绒藜群落样方大小为５ｍ×５ｍ，霸王与四合木群落

的样 方 大 小 为２ｍ×２ｍ。驼 绒 藜 群 落 经 纬 度 为

４０°７′１８″Ｎ，１０７°３８′２３″Ｅ，植被盖度＞５０％；霸 王 群 落

经纬 度 为４０°１３′１９″Ｎ，１０７°１９′１０″Ｅ，植 被 盖 度＞
５０％；四合木群落经纬度为４０°１５′１９″Ｎ，１０７°５′４５″Ｅ，

３０％＜植 被 盖 度＜５０％。每 个 样 地 设 置３个 样 方。

２０１２年是 丰 水 年，年 降 水 量 是２００ｍｍ，２０１１年 与

２０１３年 为 极 端 干 旱 年 份，年 降 水 量 分 别 为５８与

５７ｍｍ，因此对３个群落的固定样方进行连续３ａ的

调查监测，以期摸清３个典型群落结构组成及多样性

的变化。样方为固定样方，每年对同一个样方进行调

查。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９月中旬。调

查指标包括植被种类、个体数量、高度、盖度、冠幅、密
度等指标，统计群落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多样性

指数和相似性系数。个体数量采用计数法，高度与冠

幅采用卷尺测量，盖度采用目测法。群落物种多样性

选用Ｓｉｍｐｓｏｎ多 样 性 指 数、Ｓｈａｎｎｏｎ多 样 性 指 数、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１３］。群落相似性测度选用Ｊａｃｃａｒｄ
样方相似性指数［１４］。

２．２　物种多样性

丰富度指数Ｒ是指在一定大小的样方中的物种

数目，不考虑种间个体数量，即忽略富集种和稀疏种

以及对群落多样性贡献的差异，计算公式［１５］为：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Ｒ）＝（Ｓ－１）／ｌｎ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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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样地植物种数；Ｎ———总体个数。
均匀度指数Ｅ是指一个群落或生境中全部种的

个体数目的 分 配 情 况，它 反 映 了 种 属 组 成 的 均 匀 程

度，计算公式［１６］为：

　　Ｐｉｅｌｏｕ指数（Ｅ）＝（－∑ＰｉｌｎＰｉ）／ｌｎＳ （２）
式中：ｎｉ———第ｉ个种的个数；Ｐｉ＝ｎｉ／Ｎ。

综合多样性指数是对种的丰富度和均匀度两种

涵义的结合，二 者 合 在 一 起 实 际 上 是 强 调 了 个 体 数

目，因而又称为优势度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１６］指数（Ｈ）：

Ｈ＝－∑ＰｉｌｎＰｉ （３）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１６］：Ｄ＝１－∑Ｐ２ｉ （４）

２．３　相似性系数

群落相似性是指群落间或样地间植物种类组成

的相似程度，是群落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常用群落

相似性系数 表 示［１７］。目 前，群 落 相 似 性 系 数 有 很 多

计算方法，其中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系数是目前最为基础

和常用相似性系数之一［１８］。
群落相似性系数：Ｃｊ＝ａ／（ａ＋ｂ＋ｃ） （５）

式中：ａ———群落Ａ和Ｂ共有的物种数；ｂ———群落Ｂ
有但群落Ａ没有的物种数；ｃ———群落Ａ有但群落Ｂ
没有的物种数。相似性指数（Ｃｊ）的范围是０～１。相

似性等级一般划分为６级：１级完全不相似，Ｃｊ 值为

０．００；２级极不相似，Ｃｊ 值为０．０１～０．２５；３级轻度相

似，Ｃｊ 值为０．２６～０．５０；４级中度相似，Ｃｊ 值为０．５１
～０．７５；５级极相似，Ｃｊ 值为０．７６～０．９９；６级完全相

似，Ｃｊ 值为１．００［１９］。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降水对典型灌木群落组成分科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降水量对３个典型群落组成分科有

较大影响。（１）驼绒藜群落２０１１年有１４种植物，隶

属于８科，其 中 禾 本 科 植 物 最 多，有３种，其 次 是 藜

科、十字花科、菊科和豆科，其他各科分别只有１种植

物出现；２０１２年有１９种 植 物，隶 属 于１０科，物 种 数

比２０１１年增加了５种，其中藜科与禾本科植物各增

加１种，且新增了葡萄科植物１种、旋花科植物２种；

２０１３年有１８种植物，隶属于１０科，与２０１２年相比，
群落中藜科、十字花科、蒺藜科、旋花科植物各减少１
种，菊科、禾本科植物各增加１种，新增了车前科植物

１种。（２）霸 王 群 落２０１１年 有１５种 植 物，隶 属 于７
科，豆科、禾本科、藜科分别有３种植物，菊科、百合科

分别有２种植物，其他各科只有１种植物出现；２０１２
年群落中有２７种 植 物，隶 属 于９科，物 种 数 比２０１１
年增加１２种，其中禾本科植物增加了３种，菊科、藜

科各增加了２种，蒺藜科、豆科各增加１种，且新增唇

形科１种、车前科２种；２０１３年有２４种植物，隶属于

９科，比２０１２年减少了３种，其 中 禾 本 科、车 前 科 植

物各减少２种，但增加了豆科植物１种，新增了葡萄

科植物１种。（３）四合木群落２０１１年有１２种植物，
隶属于７科，其中百合科有３种植物，蒺藜科、豆科、
菊科分别有２种，其他各科分别只有１种；２０１２年群

落中有２４种，隶属于１３科，与２０１１年相比，植物种

数增加了１２种，其中禾本科植物增加了３种、菊科植

物增加了２种、蒺藜科植物增加了１种，且新增车前

科、葡萄科、旋花科、鸢尾科、藜科、十字花科植物各１
种；２０１３年有１７种植物，隶属于１０科，比２０１２年减

少了７种植物，其中菊科植物减少了２种，蒺藜科、百
合科、车前科、葡萄科、十字花科植物各减少了１种。

３．２　降水对典型灌木群落组成生活型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驼绒藜群落２０１１年多年生草本数

量最多，其次为１年生草本；２０１２年群落中多年生草

本增加了１种，１年 生 草 本 增 加 数 量 最 多，增 加 了３
种，半灌木、多年生草本分别增加了１种，新增加了藤

本１种；２０１３年群落中多年生草本比２０１２年增加了

２种，１年生草本减少了１种。
霸王群落２０１１年多年生草本数最多为７种，占

４６．６７％，１年生草本有３种；２０１２年群落中多年生草

本比２０１１年 增 加 了５种，１年 生 草 本 增 加 了５种；

２０１３年多年生草本比２０１２年减少了３种，其他生活

型无变化。四合木群落２０１１年多年生草本最多，有

５种，占４１．６７％，灌木、１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分别有１
种；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 增 加 了８种 多 年 生 草 本，新 增

加了１年生草本３种、藤本植物１种；２０１３年多年生

草本减少了６种，没有藤本植物。

３．３　降水对典型灌木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表３显示了２０１１年（年降水量为５８ｍｍ）、２０１２
年（年 降 水 量 为２００ｍｍ）与２０１３年（年 降 水 量 为

５７ｍｍ的３个群落多样性指数变化。
驼绒藜 群 落２０１２年 盖 度 是２０１１年 的１．９倍；

２０１２年驼绒藜群落的Ｒ丰富度指数高于２０１１年，且
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群落Ｅ
均匀 度 指 数 比 较 相 近，差 异 不 显 著；２０１２年 Ｈ 多 样

性指数高于２０１１年，差异不显著；２０１２年Ｄ 多样性

指数高于２０１１年，且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２０１３
年Ｄ多样性指数低于２０１２年，差异不显著。

霸王群落２０１２年盖度是２０１１年的１．４倍；２０１２
年霸王群 落Ｒ 丰 富 度 指 数 高 于２０１１年 与２０１３年，
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不显著；２０１２年群落Ｅ均匀度指

数高于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３年，且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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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２０１２年 群 落 Ｈ 多 样 性 指 数 最 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 Ｈ 多 样 性 指 数 差 异 不 显 著；２０１２年Ｄ 多 样

性指数 高 于２０１１年，且 在０．０５水 平 下 差 异 显 著，

２０１３年Ｄ多样性指数显著低于２０１２年。

表１　研究区典型灌木群落植物组成分科

群落类型 科 别
２０１１年

种数 占总种数／％
２０１２年

种数 占总种数／％
２０１３年

种数 占总种数／％
藜 科 ２　 １４．２９　 ３　 １５．７９　 ２　 １１．１１
十字花科 ２　 １４．２９　 ２　 １０．５３　 １　 ５．５６
菊 科 ２　 １４．２９　 ２　 １０．５３　 ３　 １６．６７
豆 科 ２　 １４．２９　 ２　 １０．５３　 ２　 １１．１１
禾本科 ３　 ２１．４３　 ４　 ２１．０５　 ５　 ２７．７８驼

绒

藜

车前科 — — — — １　 ５．５６
蒺藜科 １　 ７．１４　 １　 ５．２６ — —
葡萄科 — — １　 ５．２６　 １　 ５．５６
百合科 １　 ７．１４　 １　 ５．２６　 １　 ５．５６
远志科 １　 ７．１４　 １　 ５．２６　 １　 ５．５６
旋花科 — — ２　 １０．５３　 １　 ５．５６
蒺藜科 １　 ６．６７　 ２　 ７．４１　 ２　 ８．３３
豆 科 ３　 ２０．００　 ４　 １４．８１　 ５　 ２０．８３
禾本科 ３　 ２０．００　 ６　 ２２．２２　 ４　 １６．６７
菊 科 ２　 １３．３３　 ４　 １４．８１　 ３　 １２．５０

霸

王

藜 科 ３　 ２０．００　 ５　 １８．５２　 ５　 ２０．８３
百合科 ２　 １３．３３　 ２　 ７．４１　 ２　 ８．３３
葡萄科 — — — — １　 ４．１７
鸢尾科 １　 ６．６７　 １　 ３．７０　 １　 ４．１７
唇形科 — — １　 ３．７０　 １　 ４．１７
车前科 — — ２　 ７．４１ — —
蒺藜科 ２　 １６．６７　 ３　 １２．５　 ２　 １１．７６
豆 科 ２　 １６．６７　 ２　 ８．３３　 ２　 １１．７６
禾本科 １　 ８．３３　 ４　 １６．６７　 ４　 ２３．５３
菊 科 ２　 １６．６７　 ４　 １６．６７　 ２　 １１．７６
柽柳科 １　 ８．３３　 １　 ４．１７　 １　 ５．８８
百合科 ３　 ２５．００　 ３　 １２．５　 ２　 １１．７６四

合

木

车前科 — — １　 ４．１７ — —
葡萄科 — — １　 ４．１７ — —
旋花科 — — １　 ４．１７　 １　 ５．８８
蔷薇科 １　 ８．３３　 １　 ４．１７　 １　 ５．８８
鸢尾科 — — １　 ４．１７　 １　 ５．８８
藜 科 — — １　 ４．１７　 １　 ５．８８
十字花科 — — １　 ４．１７ — —

表２　研究区典型灌木群落生活型

群落类型 年份 灌木 半灌木 １年生草本 多年生草本 １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藤本

２０１１　 ２　 １　 ３　 ６　 ２ —
驼绒藜 ２０１２　 １　 ２　 ６　 ７　 ２　 １

２０１３　 １　 ２　 ５　 ９ — １

２０１１　 ３　 １　 ３　 ７　 １ —

霸 王　 ２０１２　 ３　 ２　 ８　 １２　 ２ —

２０１３　 ３　 ２　 ８　 ９　 ２ —

２０１１　 １　 ５ — ５　 １ —
四合木 ２０１２　 １　 ５　 ３　 １３　 １　 １

２０１３　 １　 ５　 ３　 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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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区典型灌木群落多样性特征

群 落 年份 盖度／％ 丰富度指数Ｒ 均匀度指数Ｅ 多样性指数Ｈ 多样性指数Ｄ
２０１１　 ３５．００±４．０８ｂ　 ２．７８７　６±０．２７ｂ　 ０．７４４　６±０．０９ａ １．４４８　９±０．２８ａ ０．７２７　１±０．３２ｂ

驼绒藜 ２０１２　 ６５．３３±７．０７ａ ３．８２９　４±０．２３ａ ０．７５４　６±０．０６ａ ２．０４３　６±０．２６ａ ０．８１７　９±０．２１ａ

２０１３　 ４０．００±４．０８ｂ　 ３．６４５　４±０．３９ａｂ　 ０．７８１　２±０．０２ａ １．７９８　７±０．１３ａ ０．７６０　８±０．１４ａ

２０１１　 ２８．３３±２．３５ｂ　 ４．２４７　８±０．６８ａ ０．９４４　０±０．０１ｂ　 １．９６３　０±０．２９ａ ０．８４４　９±０．３５ｂ

霸 王　 ２０１２　 ４０．００±４．０８ａ ５．１１６　７±０．０３ａ ０．９８８　８±０．０２ａ ２．５０７　０±０．２６ａ ０．８８７　７±０．３３ａ

２０１３　 ３６．６７±１．２４ａ ４．０９４　９±０．３８ａ ０．７５８　３±０．０２ｃ　 ２．２７１　５±０．３１ａ ０．８３３　４±０．２１ｃ

２０１１　 ２３．３３±２．３５ｃ　 ３．７６０　７±０．４９ａ ０．５５６　０±０．０７ｂ　 １．２７７　０±０．１９ａ ０．６２６　１±０．４１ｂ

四合木 ２０１２　 ４１．６７±２．３５ａ ４．１６８　２±０．７４ａ ０．９２１　２±０．０４ａ ２．１３３　０±０．５４ａ ０．８４７　５±０．２３ａ

２０１３　 ３０．００±１．６３ｂ　 ２．８９７　８±０．１２ａｂ　 ０．８０８　３±０．０９ａｂ　 １．６０６　９±０．２６ａ ０．６９３　９±０．４２ａ

　　注：表中数值为均值±标准误，每一群落相同列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相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不显著。

　　四 合 木 群 落２０１２年 盖 度 是２０１１年 的１．８倍；

２０１２年 群 落Ｒ 丰 富 度 指 数 高 于２０１１年，差 异 不 显

著，２０１３年 群 落 丰 富 度 指 数Ｒ 低 于２０１２年，且 在

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２０１２年四合木群落均匀度指数

Ｅ高于２０１１年，且差异显著，２０１３年群落均匀度指数

Ｅ低于２０１２年；多样性指数 Ｈ２０１２年 最 高，但 差 异

不显著；２０１２年多样性指数Ｄ 高于２０１１年，在０．０５
水平下差异显著。

３．４　降水对地表植被群落相似性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群落的相似性系数分析，四合木群落

与驼绒藜群落２０１１年相似系数为０．１８１　８，在０．００～
０．２５之间，为极 不 相 似，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 相 似 系 数 分

别为０．３４３　８与０．３４６　２，均在０．２６～０．５０之间，为轻

度相似，降水量的增加对四合木群落与驼绒藜群落相

似性有一定影响，不同程度增加了群落相似性，而对

霸王群落与驼绒藜群落、霸王群落与四合木群落的相

似性没有影响。

３．５　降水量与典型灌木群落多样性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４可知，３个典型群落中，降水量与物种数、
盖度、丰富度指 数Ｒ，均 匀 度 指 数Ｅ，多 样 性 指 数 Ｈ，
多样性指数Ｄ 均 为 正 相 关 关 系，且 相 关 系 数 均 大 于

０．６００　０。驼绒藜群落降水量与盖度，多样性指数Ｈ，
多样性指数Ｄ 具 有 很 强 的 线 性 相 关，相 关 系 数 大 于

０．８０７　３。霸王群落降水量与盖度，丰富度指数Ｒ，多样

性指数Ｈ，多样性指数Ｄ 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相关

系数均大 于０．７１０　１。而 四 合 木 群 落 降 水 量 与 物 种

数，盖度，丰富度指数Ｒ，多 样 性 指 数 Ｈ，多 样 性 指 数

Ｄ均有很强的线性相关，相关系数可达０．８２５　６以上。

表４　降水量与典型灌木群落多样性相关系数

群落 指 标　　 物种数 盖 度
丰富度
指数Ｒ

均匀度
指数Ｅ

多样性
指数Ｈ

多样性
指数Ｄ

降水量

物种数 １．０００　０
盖 度 ０．７６３　１　 １．０００　０
丰富度指数Ｒ　 ０．９９９　７　 ０．７４７　４　 １．０００　０驼

绒

藜

均匀度指数Ｅ　 ０．５６５　４　 ０．４０５　６　 ０．５８５　０　 １．０００　０
多样性指数Ｈ　 ０．９７３　２　 ０．８９１　２　 ０．９６７　４　 ０．３６０　７　 １．０００　０
多样性指数Ｄ　 ０．８８６　５　 ０．９７５　６　 ０．８７５　１　 ０．１１９　５　 ０．９６９　１　 １．０００　０
降水量 ０．６５０　０　 ０．９８７　２　 ０．６３１　７　 ０．６０２　５　 ０．８０７　３　 ０．９２７　９　 １．００００
物种数 １．０００　０
盖 度 ０．９９９　６　 １．０００　０
丰富度指数Ｒ　 ０．５８６　７　 ０．６１０　４　 １．０００　０霸

王
均匀度指数Ｅ　 ０．５０６　６　 ０．７８９　６　 ０．７４９　４　 １．０００　０
多样性指数Ｈ　 ０．９７９　３　 ０．９８４　９　 ０．７３８　４　 ０．１０６　８　 １．０００　０
多样性指数Ｄ　 ０．５３４　４　 ０．５５９　２　 ０．９９８　０　 ０．７８９　７　 ０．６９４　４　 １．０００　０
降水量 ０．６８９　０　 ０．７１０　１　 ０．９９１　２　 ０．６５４　９　 ０．８２１　４　 ０．９８０　８　 １．００００
物种数 １．０００　０
盖 度 ０．９９８　２　 １．０００　０
丰富度指数Ｒ　 ０．４０３　６　 ０．４５７　９　 １．０００　０四

合

木

均匀度指数Ｅ　 ０．９５１　５　 ０．９３１　２　 ０．１０２　５　 １．０００　０
多样性指数Ｈ　 １．０００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４００　８　 ０．９５２　４　 １．０００　０
多样性指数Ｄ　 ０．９９２　３　 ０．９９８　０　 ０．５１３　８　 ０．９０６　０　 ０．９９１　９　 １．０００　０
降水量 ０．８２７　３　 ０．８５９　６　 ０．８４７　９　 ０．６１４　３　 ０．８２５　６　 ０．８９０　５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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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结论

（１）不同类型的群落必然具有不同的物种组成，
而物种组成就是决定群落性质最重要的因素，也是鉴

别不同群落类型的基本特征。
（２）２０１２年降水量２００ｍｍ，不同程度的增加了

３个群落的物 种 数，且 增 加 了 群 落 中 的 分 科 数，驼 绒

藜群落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１年相比，物种数增加了５种、
新增加 了２个 科 别，霸 王 群 落２０１２年 与２０１１年 相

比，物种数增加了１２种、新 增 加 了２个 科 别，四 合 木

群落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１年相比，物种数增加了１２种、新

增加了６个科别，３个群落２０１３年物种数与分科数均

有所减少，这是由于２０１３年降水量减少，部分一年生

植被死亡，且２０１２年新出现的植物也消失，所以导致

了群落中物种数与分科数减少。
（３）生活型是植物群落对综合生境长期适应的结

果，因而可以通过不同植物群落生活型谱的比较，得出

不同群落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植物群落在群

落的组成、结构、功能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

异在生活型谱上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植物群落的生

活型可以提供群落对特定环境因子的反映，空间利用

和种间竞争关系等方面的信息［１５］。从群落中植被生活

型来看，２０１２年３个群落中增加最明显的是１年生草

本，而 多 年 生 草 本 也 相 应 有 所 增 加。驼 绒 藜 群 落

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 增 加 了３种１年 生 草 本、新 增 加ｌ
种藤本植物，霸王群落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分别增加了

５种１年生草本与多年生草本，四合木群落２０１２年比

２０１１年增加了８种多年生草本、新增加了３种１年生

草本与１种 藤 本 植 物，因 此，降 水 量 从２０１１年 的５８
ｍｍ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００ｍｍ，对３个群落生活型组

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同程度增加了群落中１年生草

本与多年生草本，而对灌木与半灌木没有影响。
（４）驼绒藜群落、霸王群落、四合木群落２０１２年

丰富度指数Ｒ，均匀度指数Ｅ，多样性指数Ｈ，多样性

指数Ｄ均高于２０１１年，反映了２０１２年丰沛的降雨量

增加了群落物种数，显著增加 了 群 落 盖 度，明 显 增 加

了群落丰富度与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５）群落 的 相 似 性 系 数 可 以 更 明 确 地 描 述 种 组

成 相 似 特 征，也 可 以 表 征 各 群 落 之 间 的 生 境 差 异

性［１３］。本研究 结 果 表 明，四 合 木 群 落 与 驼 绒 藜 群 落

之间的相似性系数相对较高，２０１２年２００ｍｍ的降水

量增加了两个群落的相似性，减小了两种群落之间的

生境差异。
（３）３个典型群落中，降水量与物种数，盖 度，丰

富度指数Ｒ，均匀度指数Ｅ，多样性指数Ｈ，多样性指

数Ｄ均为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６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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