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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立地条件下黄花补血草种群生长、
繁殖与土壤水分的差异

张芝萍１，２，李昌龙１，李得禄１，郭树江１

（１．甘肃省荒漠化与风沙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甘肃 武威７３３０００；２．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目的］揭示不同立地条件下黄花补血草种群生长、繁殖与土壤水分的差异，为黄花补血草的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４个不同沙丘类型的黄花补血草 地 斑 块 作 为 试 验 样 地，研 究 黄 花 补 血 草 的 生

长、繁殖以及水分等。［结果］（１）不同立地类型黄花补血草种群的生长与繁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它主要

反映在单株地上生物量、高度、冠幅和密度方面；（２）不同类型的沙丘上黄花补血草单株生殖枝数、花量均

存在显著差异的相关性；（３）不同立地类型的黄花补血草土壤含水量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不同的土壤深

度上土壤的含水率的差异不显著，丘间地不同土壤深度的土壤含 水 率 差 异 比 较 大。［结 论］干 旱 荒 漠 生 境

条件下最适宜生长的黄花补血草的沙丘类型为丘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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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补血草（Ｌｉｍｏｎｉｕｍ），又名黄里子白（宁夏）、
石花子（甘肃），金色补血草［１］等，属白花丹科（Ｐｌｕｍ－
ｂ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补血草属（ＬｉｍｏｎｉｕｍＭｉｌｌ．）多年生草本，
该属植物耐干旱盐碱，生命力强。主要分布于沙漠、
戈壁、滩地、湖盆、盐化草甸、石质山坡、流动沙丘等生

境。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东北西部、华北北部和西北各

省区，补血草 属 植 物 膜 质 花 萼 或 艳 美 华 贵 或 淡 雅 朴

素，保持时间长，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插

花配材和干花植物。其根、花萼或全草可 药 用［１］，尽

管很多学者［２－５］研究了黄花补血草的植被密 度、生 产

力与土壤水分的关系，但对不同沙丘类型的黄花补血

草种群生长与土壤水分关系的研究则不多见。所以

本研究对不同沙丘类型的黄花补血草种群生长、繁殖

与土壤水分的关系进行分析，为确定干旱荒漠生境条

件下最适宜生长的黄花补血草的沙丘类型，为黄花补

血草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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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研究区位于民勤县治沙站，地理位置为３８°５９′５４″Ｎ，

１０２°３６′５５″Ｅ。立 地 条 件 为 砂 砾 质、石 质 平 地。气 候

属温带大陆 性 极 干 旱 气 候，具 有 明 显 的 沙 漠 气 候 特

征，风大沙多，降水稀少，气候干燥，光照充足，太阳辐

射强烈，热量丰富，年平均日照时间２　８３２．１ｈ；年均平

均气温７．４℃，最 热７月，平 均 气 温２２．４℃，最 冷１
月，平均气温－１０．３℃，大于１０℃的积温３　２４８．８℃，
无霜期１７８ｄ；空 气 相 对 湿 度 年 平 均４７％；年 平 均 降

水量１１０ｍｍ，且 大 多 集 中 在７—９月，占 全 年 降 水

量的７３％；年 平 均 蒸 发 量２　６４４ｍｍ；年 平 均 风 速

２．３ｍ／ｓ，最大风速可达１６ｍ／ｓ，全年扬沙天５９ｄ，其
中沙尘暴２７ｄ。境内自然植被类型和人工植被类型

并存，原生植被主要以旱生、盐生的沙生灌木、半灌木

和多年生草本为主。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３年６—９月，在民勤不同沙丘类型的黄花补

血草群落区内选取４个不同沙丘类型的黄花补血草

地斑块（沙障沙丘，固定干沙地，流动沙丘，丘间地）试
验样地。分别在６—９月中旬（１２—１５号），在每块样

地上，设置５个２ｍ×２ｍ的样方，在每个样方中，随

机选取５株黄花补血草，测定其株高、冠幅直径、生殖

枝数、营养枝数及地上生物量。另外，在６—９月，每

月中旬在每个样方中采用常规土钻烘干法测定土壤

含水 量，取 样 深 度 为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６０—８０ｃｍ和８０—１００ｃｍ，重复３次。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 较

不同沙丘对黄花补血草的种群生长、繁殖及土壤含水

量的差异；采用回归分析确定单株地上生物量与不同

深度土壤含水量的关系［６－１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４种沙丘类型黄花补血草种群的营养生长特征

图１反映了４种类型沙丘上黄花补血草６—９月

的平均株高、冠幅、生物量等种群生长特征。方差分

析表明，４种类型的沙丘上黄花补血草株高上无显著

差异〔Ｆ＝５．２５１，ｐ＞０．０５，但 冠 幅、单 株 地 上 生 物 量

和密度存在显著差异（冠 幅：Ｆ＝３．２３，ｐ＜０．０５）；单

株地上生物量：Ｆ０．０５（３，１９）＝２６．１８，ｐ＜０．０００　１；密

度：Ｆ＝５．６３４，ｐ＜０．０５〕。由 此 可 见，４种 沙 丘 类 型

中，沙障沙丘上黄花补血草的平均株高和平均冠幅最

高，而丘间地上黄花补血草的单株地上生物量和样方

密度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种个沙丘类型；但是４种

沙丘类型的黄花补血草的平均高度相差不大，冠幅也

相差不大，黄花补血草的平均密度流动沙地的最小，
丘间地的最大，而生物量，丘间地的最大，沙樟沙丘的

最小。

图１　４种沙丘类型的黄花补血草种群营养生长特征

２．２　４种沙丘类型黄花补血草的种群繁殖生长特征

图２表示４种类型沙丘黄花补血草６—９月种群

的繁殖生长特征。方差分析结果表明，４种类型的沙

丘黄花补血 草 单 株 生 殖 枝 数、花 量 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单株生殖枝数：Ｆ４．５０＝２２．６８，ｐ＜０．０００　１；生 物 量：

Ｆ４．５０＝３１．４２，ｐ＜０．０００　１）。由 此 看 来，４种 不 同 立

地类型中，丘间地的黄花补血草单株生殖枝数最高，
其余依次为：流动沙丘＞Ｔ固定沙丘＞沙樟沙丘。黄

花补血草产花量最高丘间地，固定沙丘最小，而且丘

间地的产花量远大于固定沙丘，差异比较显著。

图２　４种立地类型黄花补血草种群的繁殖生长特征

２．３　４种沙丘类型黄花补血草的平均土壤含水率

图３反映了４种类型沙丘的黄花补血草在６—９
月的平均土壤含水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４种沙 丘

类型的土壤含 水 量 均 存 在 显 著 的 差 异（ｐ＝０．０１２＜
０．０５），丘间地上黄花补血草的土壤含水率最高，其次

就是固定干沙地，沙樟沙地，流动沙地黄花补血草土

壤含水率最低。而在不同的土壤深度上土壤的含水

率的差异不显 著（ｐ＝０．１７６＞０．０５），但 是 在 土 壤 含

水率相对较高的丘间地上，不同土壤深度的土壤含水

率差异是比较大，０—２０ｃｍ的土壤含水率最小，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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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ｃｍ的土壤含水率最大，因为土壤表面蒸发量大，
水分散失比较快，而在土壤深层，可以有效的保持土

壤含水率。固定干沙地的土壤含水率随着不同土壤

深度变化不显著。沙樟沙地和流动沙地的土壤含水

率在不同土壤深度上基本没什么变化，所以在４种立

地条件下黄花补血草对土壤水分的消耗利用情况不

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立地条件下黄花补血草土壤含水

量的差异。

图３　４种立地类型黄花补血草的土壤含水率

３　结论与讨论

（１）４种 立 地 类 型 黄 花 补 血 草 种 群 的 生 长 与 繁

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主要反映在单株地上生物量、
高度、冠幅和密度。黄花补血草在丘间地生长较好，
所以丘间地相对适合黄花补血草的生长发育。

（２）４种 立 地 类 型 的 沙 丘 上 黄 花 补 血 草 单 株 生

殖枝数、花量均存在显著差异。黄花补血草在丘间地

上生殖能力最高，所以黄花补血草在丘间地生长繁殖

较好。
（３）４种 立 地 类 型 上 黄 花 补 血 草 的 土 壤 含 水 量

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的土壤深度上土壤的含水率的差

异不显著；但是在土壤含水率相对较高的丘间地上，

不同土壤深度的土壤含水率差异是比较大的，随着土

壤深度的增加土壤含水量也逐渐变高，主要是土壤表

面蒸发量大，水分遗失比较快。
（４）丘间地相比较 其 他３种 沙 丘 类 型 黄 花 补 血

草种群的生 长、生 殖 特 征 与 土 壤 含 水 率 存 在 明 显 不

同，因为丘间地主要是黏土层，土壤含水量高，比较适

应黄花补血草的生长繁殖，所以黄花补血草的生长和

生殖发育与土壤含水率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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