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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成因及生态过程

‘

刘伟 王启 基 王溪 周立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李有福 李发 吉

青海省果洛州草原站
,

摘要 研究分析退化草地的植被组成
、

地上生物量
、

优 良牧草比例
、

高原鼠兔密度以及土壤

理化性质等特征
,

探讨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成因及生态过程
。

结果表明
,

中度退化草地生物量最

高
,

重度退化草地最低
。

原生植被优良牧草比例最高
。

重

度退化草地最低
,

轻度和 中度退化草地居中 和
。

中度退化草地高原鼠

兔平均密度较高 只
,

其危害程度较严重
,

二者之 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

一
, 。

土壤坚实度随草地退化程度加重而降低
。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形成是

一个长期的
、

连续的过程
,

草地退化则是诱发这一过程的主要因子
,

高原 鼠兔挖掘洞道
,

破坏草

皮及植被
,

又加剧了草地的进 一步退化
,

最终导致了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形成和不断扩大
。

关键词 黑土型 退化草地 生态过程

引言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是指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场退化后形成的一种大面积次生裸地
,

因

裸地的土壤呈黑色
,

故名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
,

俗称
“

黑土滩
” 、 “

黑土坡
” 。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多

分布于海拔 。米 以上 的草场
,

且具有 以下几个特征 植被盖度较低
,

一般为 一
,

有的甚至寸草不生 植被组成中多为杂毒草 生产力低下
,

仅为原生植被草场的

左右 草地 鼠害猖撅
。

青藏高原是我国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
,

草地资源丰富
,

牧草品质优 良
,

是发展草地畜牧

业的物质基础
。

但是
,

长期以来
,

由于人 口 的急剧增加
,

加上对草地进行掠夺式经营
,

过度放

牧
,

缺乏科学的管理和必要的投入
,

使草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
黑土滩

”

面积不断扩大
。

据不

完全统计
,

青藏高原约有 。 亿公 顷退化草地
,

占青藏高原草地面积的
,

对该地 区生态

环境和草地畜牧业造成极大威胁
。

为保护江河源区生态环境
,

涵养水源
,

深入研究青藏高原

高寒草甸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成因及生态过程在生产和理论上至关重要
。

草地退化一直是草地生态学家关注的焦点
,

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 过重的放牧强度不仅

使草地的生产力明显降低
,

而且还会引起植被种类组成的改变
,

甚至导致草地的退化
。

啮齿

动物在草地退化过程中起着
“

催化剂
”
的作用

,

啮齿动物的数量高低与草地的破坏程度有直

接的关系
,

数量愈高
,

其危害程度就愈
“

重
”

害鼠不仅危害植被
,

同时对所在栖息地的土壤结

青海省“ 九五 ”重点攻关项 目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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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养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樊乃 昌等
,

等
, ,

等
,

萧运峰等
,

刘书润等
,

等
, 。

这些研究在不同方面探讨 了啮

齿动物
、

过度放牧对草地退化的作用
,

而对于草地退化的成因及 生态过程没有详细的报道
。

本文拟通过分析青海省果洛州达 日县退化草地在不同演替阶段的土壤
、

植被
、

啮齿动物群落

组成特征
,

探讨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形成的生态过程
,

为有效控制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不断扩

大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自然概况

青海省果洛州达 日县位于青海省南部
,

地处东经
’ “

一
‘ ” ,

北纬
‘ ‘,

一
“ ‘

护
。

海拔 米以上
,

属高寒半湿润性气候
,

年均气温 一 一 。 之间
,

全年

无绝对无霜期
。

主要植被类型为高山篙草草甸
,

优势种植物为高山篙草 砧
、

垂穗披碱

草
、

异针茅
、

异叶米 口 袋 “
、

雪 白

委 陵菜 尸
、

线叶龙胆 等
,

植被的成层结构 比较简

单
,

一般为单层结构
。

栖息于该生境的啮齿动物主要为高原鼠兔 沉洲 。。 、

高原

殿鼠 场 动和青海 田鼠 等
。

高原黔鼠和青海 田鼠的数量较少

且分布零散
,

并非本地区的主要害鼠
,

因此
,

本文仅分析高原 鼠兔的数量及其对草地退化的

作用
。

试验设计

试验样地设在达 日县窝塞乡较为平坦的滩地草场
。

根据植物优势种和优 良牧草的比

例确定草地的退化程度和等级
,

划分为原生植被
、

轻度退化
、

中度退化和重度退化四种类型
。

年 月在各类退化草场随机选取三块 的样方
,

采用堵洞法测 定高

原鼠兔的密度及土壤坚实度
。

各类退化草地测定样方 个
,

测定植被种类组成
、

盖度及种的

生物量 次重复
。

按 。一 和 一 土层采集土样
,

风干后
,

用液相色谱法分析
、

、 、

等营养成分含量
,

测定 值和土草比
。

统计分析

植物群落种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采用 的公式计算

,

一 艺

‘ 一 ‘

八

式中
, ‘

表示种的多样性指数
, ,

表示每一种植物所占的比例
, ‘

代表均匀度指数
,

代

表种的数量
。

采用相似性指数对退化草地的植物群落进行比较
,

相似性指数
。

的计算公式为

。
艺

, ‘ ,

一 艺 一 艺

一 一

为相似性指数
, , 、 、

分别表示该种植物在群落中所占的比例
, 、

表示群落中各种

植物所占比例之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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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退化草地植物群落组 成及特征

处于不同退化阶段的草地
,

其植物群落组成及特征
、

生物量
、

优势种等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
。

表 退化草地植被组成

植物名称
原生植被

草地退化程度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玉

高山篙草 动 石 叨

黑褐苔草 二 一

短篙草 犬 ,

垂穗披碱草 加 ”

山地早熟禾 ”

异针茅 护

紫羊茅

双叉细柄茅 尸 ‘

浩草
矮火绒草 众 户

西藏点地梅 ,’

紫花地丁 户

兰石草
异叶米 口 袋 ‘

美丽风毛菊

高山唐松草
’

雪 白委陵菜
鹅绒委陵菜
条叶风毛菊 汉

小花刺参 材口

细叶亚菊 了勺口

雅毛莫

长叶毛莫

璋牙菜
多枝黄茂 几

黄花棘豆 。却 阳 、 ’

线叶龙胆 为
磷叶龙胆

·

婆婆纳 办
,

条叶东俄芹
柔软紫苑

高山紫苑

蒙古蒲公英
, ”

麻花充 , 附“

甘肃马先篙 尸 “ ‘

湿生扁蕾 吵
山地虎耳草 对介口

乳白香青 户 ‘

十

十︷

二

︸十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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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原生植被

草地退化程度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三

黄帚聚吾

大蓟 从

星状风毛菊 、 坛

白色筋骨草 “

筒篙

短穗兔耳草 勺 勺

直立梗高山唐松草 。 “阴

西藏忍冬 流
毛草劳 口

西伯利亚萎 即 。 、 占 ,

车前草 尸 二 。

十 十

十

十

,

生物量 生物量 生物量 一 生物量

生物量
,

原生植被的优势种为高山篙草
、

异叶米 口 袋和雪 白委陵菜
,

而高山篙草占的比例占

绝对优势
。

轻度退化草地的优势种为高山篙草
,

次优势种有异针茅
、

雪 白委陵菜
、

条叶风毛菊
。 和线叶龙胆

。

中度退化草地的优势种为美丽风毛菊
、

线叶龙胆
、

山地虎耳草
艺介反 ,

次优 势 种有异 针茅
、

条 叶 风 毛 菊
、

雪 白委 陵 菜
、

黄 帚 崇吾
。

重度退 化草地的优势种为短穗兔耳草 勿 勺
,

次优势种有筒篙

从 二
、

雪 白委 陵 菜
、

西 伯 利 亚 寥 , 及 细 叶 亚 菊 为
口

’
。

在植被组成中
,

高山篙 比例的大小反映了草场质量的好坏
。

原生植被优 良牧草比例

较高
,

其次为轻度退化草地
,

中度退化草地则骤然降低
,

重度退化草地则更小 表
。

这说明

中度退化草地牧草的质量较差
,

已不适合继续放牧
,

否则退化为重度退化草地
,

即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
。

草地总盖度的变化与退化程度基本一致
,

退化程度越
“

重
” ,

其盖度就越小
。

植物

种数在中度退化草地最多
,

其次为轻度
、

重度
,

原生植被由于高山篙草为优势种
,

形成了坚硬

的草皮层
,

其他植物种子很难萌发生存
,

故种数最少
。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变化种数

成正相关
。

相似性指数能 比较准确地反映不同植物群落之间的差异程度
。

不同水平退化草地之

间的相似性指数依次排序为 原生植被一轻度退化 轻度退化一中度退化 ⋯⋯ 轻度退

化一重度退化 中度退化一重度退化 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原生植被一轻度退化和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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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退化草地植物群落特征

退化程度 生物量 盖度 种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优 良牧草比例

原生植被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表 退化草地相似性指数比较

退化程度 原生植被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二

重度退化

原生植被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表 高原鼠兔的密度
、

总洞数及危害面积
、

退化水平 平均密度 只 “ 总洞数 危害面积

原生植被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退化一中度退化相似性指数较大
,

其他的则远小于
,

说明不同演替阶段植物组成有较大差

别
。

高原鼠兔种群数量及其危 害

处于不同演替阶段的退化草地
,

由于其植物群落组成及结构特征等不同
,

因此高原鼠兔

种群数量有所差异
,

其危害程度也不完全相同
。

其中
,

中度退化草地的平均密度最高
,

其次为

轻度退化草地和重度退化草地
,

原生植被的平均密度最低 表
。

高原鼠兔的总洞数和危害

面积与密度的变化基本相一致
。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平均密度与总洞数 总洞 数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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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和危害面积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危害面积 一
,

一
, 。 总洞数

与危害面积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一
,

一
, 。

结果表明高原 鼠兔的密度高
,

对草地的危害就严重
。

土攘坚实度及营养元素的变化

草地的退化将影响土壤的坚实度及其营养元素的变化 表
。

由表 可知
,

土壤的坚实

度随草地退化程度加剧而减小
,

土壤中速效
、

的含量在轻度和 中度退化草地相对较高
,

原生植被和重度退化草地相对较低
。

其他微量元素如
、 、 、

和 随着草地退化程

度的加重而减少
。

草土 比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而越来越小
,

表明退化程度严重
,

则地下生物

量将随之减少
。

表 土壤坚实度及营养成分

一 一

退化程度 坚实度 深度 厘米 值
块 压

草土比

啤 叱

原生植被

轻度退化

玉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玲

,

户八净‘,下

工

⋯
户凸月了一了,,自,月工月住

‘

八袄八月任

,

植物
、

动物
、

土攘三 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

草地生态系统中
,

土壤是动
、

植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土壤结构的变化对动
、

植物

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

同时食草动物还受到植物群落结构和种类组成变化的制约
。

反过来
,

动

物种群数量的变化对植物群落
、

土壤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

篙草草甸以高山篙草为主
,

具有坚

实而富有弹性的草皮层
,

因而该草地类型的高原鼠兔数量较少
,

植物群落保存较完好
。

重度

退化草地高原鼠兔种群密度较小
,

这是因为植物群落组成中可利用食物资源较少限制了高

原 鼠兔数量的增长
。

这也说明
,

重度退化草地
,

不仅对放牧动物利用价值较小
,

而且对害鼠的

生存将产生直接影响
。

此时的高原 鼠兔将大量向周边地区迁移
,

破坏边缘地 区的土壤和植

被
,

当数量高时
,

周边地区的植被直接遭受严重破坏
,

使原生植被向退化演替方向发展 图
。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形成又是一个长期
、

连续的过程
。

首先
,

高山篙草草场经长期超

载过牧
,

土壤的通透性
、

坚实度等物理性质发生变化
,

受其影响
,

植被种类及其组成
、

优势种
、

盖度
、

优 良牧草 比例等植物群落特征随之发生变化 表
,

当草地处于轻度退化阶段时
,

主

要害鼠 —高原鼠兔由于土壤坚实
,

且土壤中根系发达
,

不利于挖掘鼠洞
,

害鼠数量较少
,

危

害较小 表
,

所起破坏作用也轻
。

继续超载过牧
,

植物群落中由于多种杂类草的侵入
,

高山

篙草比例下降
,

土壤表面蒸发量增大
,

由原来的湿润性转变为干旱性土壤
,

土壤结构疏松
,

有

利于高原鼠兔的生存
,

草地处于中度退化阶段
。

在这一时期
,

由于环境有利
,

高原鼠兔种群的

数量猛增
,

除啃食牧草外
,

到处掘洞
,

鼠坑纵横 经统计
,

高峰期洞 口数每公顷高达 个
。

草皮与鼠坑形成了镶嵌复合体
,

在风力作用下
,

尤其是在冬春季节
,

鼠坑内的沙土飞扬
,

甚至

覆盖邻近区域的草皮
,

抑制周围植物的生长发育
,

演替为重度退化草地
,

最终导致
“

黑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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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草地的形成 图
。

原生植被

超载放牧

笔

鼠害

轻度退化草地

超载放牧

耳犷

鼠害

害鼠破坏

害鼠破坏 中度退化草地

鼠害

重度退化草地

图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形成的生态过程
“ 一 一 ”

讨论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形成
,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人类活动对草地的影响是巨

大的
。

弃耕地直接成为
“

黑土滩
”

是人类活动影响的典型例子
。

放牧对草地退化起着决定性

作用
。

达 日地区可利用草地主要为高山篙草草场和高山篙草 杂类草草场
,

因长期放牧
,

特

别是冬春的超载过牧是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

退化后
,

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组成发生相应变化

而适于高原鼠免的栖息
,

种群数量的增加
,

对草地的破坏加大
,

加速了草场的进一步退化
,

并

最终导致
“

黑土滩
”

的形成
。

“

黑土型
”

退化草地的恢复与治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

其恢复程度与退化程度有密切

的关系
。

当草地处于轻度退化阶段时
,

减轻放牧压力可以防止其继续退化
,

有利于草场向原

生植被方向演替 处于中度退化阶段
,

要采取补播
、

施肥等措施
,

提高土壤肥力
,

同时消灭害

鼠也是必不可少的
。

重度退化草地的恢复 比较困难
,

花费的人力
、

财力巨大
。

首先实行松耙
、

补播披碱草
、

老芒麦等多年生牧草
,

封育二三年待植物完全定植后
,

再补播篙草
、

异针茅等野

生密丛型植物
,

加速草皮的形成
。

总之
,

草地的退化愈严重
,

恢复时间愈长
,

付出代价愈昂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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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土型 ”退化草地的成因及生态过程

退化严重者甚至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植被
。

因此
,

畜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重点应放在防止草

地的严重退化
,

而不是退化后再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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