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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青海湖区 ４种植被被覆下的草原为研究对象 探讨不同植被类型影响下土壤养分的分布

格局 ． 结果表明 ： ｗ
（速效养分 （速效氮 、 速效钾 、 速效磷 ） ）具有明显的分层特征 ，

表层土壤最髙 ，
随着

土层加深逐渐降低
；
紫花针茅样地各层土壤ｗ（速效氮 ） 、

ｗ
（速效磷）均低于其他 ３个样地

， 但茨芨草样

地各土层ｗ
（速效钾 ）

显著高于其他 ３个样地 ． ｗ
（
全量养分（全氮 、 全钾 、 全憐） ）表现不同 ，

ｗ
（全氮）表现

出分层现象 ， 芨芨草 、
紫花针茅样地表层 （

〇
￣

１ 〇ｃｍ
）和第 ２层 （

１ ０
￣２Ｏｃｍ

）
ｗ

（
全氮 ）高 ， 下层迅速降低

；
小

嵩草草甸样地 和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各层ｗ
（
全氮 ）都较高 ； 除紫花针茅样地 ｗ（全钾 ） 表层显著高于

其余 ３层外 ，所有研究样地各土层间 的 ｗ（全钾 ）差异不显著 ；

ｗ
（全磷 ）随土层降低不存在显著差异 ；

ｗ

（有机质）
与 ｗ

（
全量养分） 、

ｗ
（
速效养分

）
分别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和极显著相关关系 ． 随着土层加深 ，

ｗ
（有机质） 降低 ，

土壤容重增高 、 ｐＨ升高 ． 同
一

区域植被类型不同 ，
ｗ

（
土壤养分）也有很大差异 ，人类

扰动和 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土壤养分状况 ．

关键词 ： 土壤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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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 的物质基础
，
植被

生长也影响着土壤的形成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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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类型影

响着土壤养分的循环 ，研究土壤养分变化 ， 对于了

解各群落土壤肥力和营养元素循环机制具有重要

意义
｜
３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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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 青海湖区在人类无序活动的剧

烈影响下 ， 草原生态系统服务衰退 、
生物多样性

降低 、 草地大面积退化
［
６

１

、 湿地退缩 、 关键种群丧

失
，
造成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等生态屏障功能下

降 ． 近年来 ，
青海湖区周 围草原沙化 日益严重 、

沙

化速度逐渐加快
［
〃

］

、 草地植被覆盖率明显下降 、

第一生产力降低
１
６
１

等问题备受关注 ． 以往对青海

湖地区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群落生物量变化 、 生

物多样性等方面 ，
关于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养分

的 异质性变化研究甚少
ｉ

９ ＿ ｎ
ｉ

． 本研究 以青海湖区

北部草原 、 河滩湿地为研究对象 ， 探讨不同植被

类型被覆下样地的土壤容重 、 ｐＨ及土壤养分等

分异变化
，
明晰不同植被类型被覆下土壤养分的

分异特征
，
旨在为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草地提供

理论依据 ．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 ． １ 研究区概况

青海湖流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
地理位置

为３６
。

１ ５
＇

￣

３ ８
。
２０啊

，
９７

。

５０
＇

？
１ ０ １

°
２０

＇

Ｅ
， 平均海拔 ３

̄

４ｋｍ
， 处于青藏高原季风区 、 东亚季风区和西风

带的交汇带
，
属半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

｜６１

，
样地所

在地刚 察县 多年平均气温－

０ ． ５

°

Ｃ
，
极端最高温

２５
°

Ｃ
，
极端最低温

－

３ １
°

Ｃ
，
為０

°

Ｃ的年积温 １
２９９

°

Ｃ
，

多年平均降水量 ３ ７０ ．

３ｍｍ
，
年蒸发量 ６０７ ．４ｍｍ

，

平均风力＞
８级， 土壤类型为栗钙土 ． 本研究选择

青海湖北坡刚察县 ４个样地 ，样地不同优势种成为

不 同的植被类型
，
分别为小嵩草草甸样地 、 藏嵩草

沼泽草甸样地 、
芨芨草样地和 紫花针茅样地 ． 样

地具体情况见表 １
．

１ ．２ 样品处理

选取４种植被类型草地 （表 １
） ，
样地面积均为

１ ００ｍｘｌ〇〇 ｍ
，
在 ４个样地内选择地势起伏较小 、

微地形差异小的地方取样 ， 采用土钻法获取土样 ．

利用直径为 ７ｃｍ的土钻
，
分层取样

，
每个取样点取

９个重复合为 １ 个样品 ，
每 １ ０ｃｍ 为 １ 层 ，

４０
￣

６０ｃｍ

土层作为 １ 层 ， 小嵩草草甸样地 因 ４０ ￣ ６０ｃｍ 土层

主要以母质为主
，
研究意义不大

，
未取样

，
每个样地

５个重复 ， 取样间隔 ５０ｍ ．土壤样品带 回实验室摊

开 阴干后 ， 摊于聚氯 乙烯板上 ， 剪净样 品表 面植

物
，
用橡胶辊进行粗碾

，
剔除大的石块 、 杂物

，
过

２ｍｍ 筛后 ， 弃去上层根 系 ． 将样品混匀 ， 用 四分

法 ， 取
一

半置于塑料袋中 ． 剩余土壤继续碾碎 ，过

１ｍｍ筛 ，
弃去上层根系 ， 混匀 ， 用多点取样法 ， 取出

约 １ ／３样品全部碾碎过 ０ ．２５ｍｍ筛 ，置于塑料袋中 ．

１ ．３ 样品测定

采用半微量凯氏法测定土壤ｗ
（全氮） ， 采用康

维皿法测定土壤ｗ （速效氮），
采用硫酸

－

高氯酸消

煮法测定土壤ｗ
（全磷） ， 采用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

壤 ｗ
（速效磷 ） ， 采用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 ｗ（全钾 ） ，

采用乙 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 ｗ
（
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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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 ｂｌ
ｅ １ Ｂ ａｓ

ｉ
ｃｉ

ｎｆｏ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ｐ ｌ
ｏ ｔｓ

地点 地理位置 ｈｉｍ 草地类型 草地状况

刚察县三角

城北山加洋
沟 山顶

３７
°
２２ ．８４ １

＇

Ｎ
，

１ ００
°

１ ４ ．４６ ３

’

Ｅ

３４６２ 小嵩草草

甸样地

主要植物种类有早熟禾 针茅 印 如
）

、 麻花充

（ （＾？＂

＿

咖 〇价謂／敝 ７
） 、 雪— 委陵菜（／

＞

你《＂７／
口 ／？？從

）
、 二裂＿陵菜 （

／
？

〇 －

如 ７＂／ ／ｃ７６ ／加仰）
、 小备草 ／ ７ＷＷ ／／／Ｓ）等 ，

植被盖度 ９０％
； 禾本科

植物高 １ ２０ｃｍ
，
生殖枝 ６５ｃｍ

； 草皮层厚 １ ７ ｃｍ
，
黑斑 ２５％

，
‘见裂缝

与剥蚀

刚察县三角

城北山加洋

沟山顶

３７
°

２２ ．８ １ ７
＇

Ｎ ，

１ ００
ｏ

１
４ ．５３ １

，

Ｅ

３４３ ９ 藏嵩草沼
泽草甸样
地

位于山 下低洼处 ，
藏嵩草沼泽 ． 植物种类有金露梅

（
Ｐｏ心

如） 、 蒲公英 （ Ｔｂｍｍｃｗｗ謂
）

、 早熟禾 、 鶴＠委陵菜 （Ｐｏ ／ｅｗ＂／
＿

／ａ
（ｍｓｅｒ／

Ｖ
？ａ ） 、 麻花究等

，
植被盖度 ９ ０％

，
草高 ８？

１
０ｃｍ ． 冬春章场

刚察县娜仁
火车站

３７
°

１ ４ ． ８ ９４
＇

Ｎ
，

１ ００
ｏ

１６ ． ２４ １

，

Ｅ

３ ２ １ ３ 芨芨草

样地

芨芨草分布均匀 ，
丛径多为 １ ５

？

２０ｃｍ
，
盖度 ７０％

，
丛间植被主要为早

熟禾 、 蒲公英 、 海乳草 （Ｇｔｏａｗａｒ如则 ：

） 、 短穗兔耳草 办ｒａ－

、 披针叶黄＿


（ 等 ，
相对其他样地

，

下繁草早熟禾盖度大大降低 ， 不足 ７％

刚察县三角

城羊场果洛

藏村

３７
ｏ

１ ６ ．８ １ ０
＇

Ｎ
，

１ ００
°

 １ ９ ． ８ ３０
＇

Ｅ

３２ ８０ 紫花针

茅样地
芨芨草 原生草地 ， 芨 芨草盖度 ３％ ？

５％
，
退化为 ４０

？４５ｃｍ直径 的丛

斑， 高约 ７０ｃｍ ． 植物种类有紫花针茅 （
５７抑 披针叶黄华 、

线 叶嵩 萆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ｃａｐｉ ｌｌｉｆｏ ｌ ｉａ） 、 异 叶奏 兰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丨削ｋｅｔｅｒｏ－

ｐｈｙｌ ｌｕｎｊ
）

、 棱 子 弃 （
Ｐ

ｌ
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ｃａｍ ｔｓ ｃｈａｆ ｉｃｕｍ

）
、 蒲 公英 、 狼毒

（ ＊￥＾／ ／以＾７６＾ ／？７
＜ ／^
仍 ／？＾

）
、 短穩兔耳草等 ，

盖度 ４５％
， 草高 ７

￣

１ ０ 。〇１
． 草

地状况好 ，
鼠类活动极轻

钾 ） ，
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 ，

采用重铬酸钾氧

化
－

外加热法测定土壤 Ｗ
（有机质 ） ，

采用氧化还原

电位法测定土壤 ｐ
Ｈ １

１ ３
１

．

１ ．４ 数据分析

采用Ｍ 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 ｌ２００７整理数据
，
并用 Ｓｉｇ

－

ｍ ａｐｌ
ｏ ｔ１ ６ ．０绘 图

，

通过 ＳＰ ＳＳ １ ６ ．０ 对不同植被覆盖

下草地养分质量分数 、 土壤容重和 ｐ
Ｈ等所有指标

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 利用 Ｄ ｉｍｃａｎ检验法进行多

重比较 （
尸 

＜ ０ ． Ｏ５
，

Ｐ＜ ０ ． ０ １

）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
１ 不 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ｈ＜速效钾 ） 、 （全钾 ）

速效钾是植物可 以直接吸收利用的重要营养

成分
，

是代表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 同一样地

不同土层土壤 Ｗ
（速效钾 ）变化表现出相同的规律 ，

即表层土壤最高 ， 底层土壤最低 ． 茨芨草样地各土

层 Ｗ（速效钾 ）显著高于其他样地 ． 不 同样地各土

层之间 土壤 ｗ（速效钾 ）比较显示 ，芨芨草样地 

＞紫

花针茅样地 

＞
藏嵩草沼泽 草甸样地 

＞
小嵩草草甸

样地 ； 同
一

样地不同土层相比 ，
表层 Ｗ

（速效钾 ）都

显著高于下面层 ． 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和小嵩草

草甸样地与芨芨草样地 和紫花针茅样地相比较 ，

Ｗ
（速效钾 ）增加较慢 ，

这可能与样地海拔高度具有

相关性 ， 即海拔越高 Ｗ
（速效钾 ）增加越慢 ；

芨芨草

样地各层 Ｗ
（速效钾 ）都较高 ，

可能是芨芨草对风沙

具有滞留作用而促进各层 Ｗ
（速效钾 ）提高 （图 ｌ ａ

）
．

青藏高原土壤 中的 ｖｖ
（全钾 ）相对较高 ，

并且下

４００

Ｓ：

３ ００

２００

藏 嵩草小嵩草芨芨草 紫花针茅
沼泽草甸 草甸

样地

ａ 速效钾

ｉｉ ？ ｉｌｌ
藏嵩草小 嵩草芨芨草 紫花针茅
沼泽草甸 草甸

样地

ｂ 全钾

□０
？

１
０ ｃｍ■１ ０

－

２０ ｃｍ□２０？３ ０
ｃｍ

□３０
－

４ ０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

图 １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Ｗ
（
速效钾 ）

、
ｗ

（
全钾 ）

Ｆ ｉ

ｇ
． １Ｓｏｉ ｌａｖａ ｉ ｌａｂ ｌｅ Ｋ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ｔａ ｌＫｃ ｏｎｔ ｅｎｔ ｉｎ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 ｉｏｎｔｙｐｅ ｓ

层土壤 中相对稳定 ｌ
ｌ ４

ｉ

． 青海湖区各样地土壤
（
全

钾 ）表现出 不同规律 ， 各土层间 Ｗ
（
全钾 ）差异不显

著 （图 ｌ ｂ
） ；
紫花针茅样地表层土壤 ＶＶ

（
全钾

）
显著高



藏嵩草

沼泽草甸

小嵩草

草甸

样地

ａ 速效磷

芨 芨草紫花针茅

£
＜＋

１

Ｕ ． ＩＵ

０ ． ０９

０ ． ０８

０ ． ０７

０ ． ０６

０ ． ０５

０ ． ０４ １１
藏崗 草小嵩草
沼泽草甸 草甸

样地

ｂ 全磷

□０
？

１ ０ ｃｍ■１ ０
？

２ ０ｃｍ

□３Ｏ￣４０ ｃｍ■４０ ？６０ 
ｃｍ

芨芨草紫花针茅

□２ ０？ ３０ ｃｍ

图 ２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ｗ （速效磷 ） 、 ｗ
（
全磷 ）

Ｆ ｉ

ｇ
． ２Ｓｏ ｉ ｌａｖ ａｉ ｌａ ｂ ｌｅＰｃｏｎ ｔｅｎ ｔａｎｄｔ ｏ ｔａ ｌＰ ｃｏｎｔｅｎ ｔ ｉｎ

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ｖｅｇｅ

ｔ ａ ｔ ｉ ｏｎｔｙｐｅ ｓ

显著差异 ，
而 ４个样地的底部 ２层不存在差异 ． 对４

个样地的相关性分析表 明
，

ｗ
（
全磷

）
与 ｗ

（
速效磷 ）

之间呈极显著相关关系 ．

２ ．３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ｗ
（速效氮 ） 、 ｗ（全氮 ）

４个样地土壤ｗ
（速效氮 ）随土层加深均呈现直

线下降趋势 （图 ３ ａ ） ． 同一样地不同 土层之间相 比
，

上层显著高于下层
，
表层约为底层 的 ２倍 ． 不同样

地同
一土层之间相 比

， 紫花针茅样地表层与小 嵩

草草甸样地 、 藏嵩草 沼泽草甸样 地之 间差异显

著 ，
而芨芨草样地与紫花针茅样地各层差异不显

著 ．

４个样地间 ｗ（速效氮 ）大小变化为藏嵩草沼泽

草甸样地＞
小嵩草草甸样地＞

紫花针茅样地 

＞芨芨

草样地 ， 但 ４ 个样地底层土壤 ｗ（速效氮 ）变化不大 ．

藏嵩草小嵩 草芨芨草紫花针茅

沼泽草甸 草甸

样地

锇 嵩草小 ＃草芨芨草紫花针茅

沼泽草甸 草甸

样地

ｂ 全飢

□０
－

１ ０ｃｍ■１ ０－２０ｃｍ□２０ －３０ｃｍ

□３０
￣

４０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

图 ３ 不同植被被徵下土壤 ｖｖ
（
速效｜５〇 、

ｖｖ
（
全Ｍ

）

Ｆ ｉ

ｇ
．３Ｓｏ ｉ ｌａｖａ ｉ ｌａｂ ｌｅＮｃｏｎｔｅｎ

ｔａｎｄｔｏｔ
ａ ｌ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ｖｅｇｅ ｔ
ａ

ｔ
ｉｏｎｔｙｐ

ｅｓ

４个样地 Ｍ全氮 ）表现不尽相同 （图 ３ｂ
） ， 芨芨

草样地与紫花针茅样地表现相近 ， 表层和第 ２层较

高 ，
２个样地从表层到底层呈逐渐下降趋势

，
彼此

间差异不显著 ． 小嵩草草甸样地与藏嵩草沼 泽草

甸 样地 ｗ
（全氮 ）相近 ， 藏嵩草 沼泽草甸 样地上面

３ 层相近且较髙 ，
但下面 ２ 层较低 ． 小嵩草草 甸样

地 ｗ（全氮）的变化趋势与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基

本相似
，
即上面 ２层相近且较高 、 底层较低 ． 就不

于下面 ３层
，

１ 、 ２层 ｗ
（全钾 ）差异不显著 ；

其他 ３ 个

样地各土层 间 ｗ（全钾 ）相近 ， 差异不显著 ．
不 同样

地不 同土层之间 的 ｗ
（全钾 ）变化也不显 著 ． 全钾

在土壤中 的分布相对均匀 ，
不同植被被 覆对土壤

Ｗ
（全钾 ）影响不大 ． 土壤 Ｗ

（速效评 ）与 Ｗ（全钾 ）之间

相关性不显著 ．

２
．
２ 不 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ｗ（速效鱗 ） 、

ｗ
（
全碟 ）

同
一

样地ｗ（速效磷）表现 出分层分布 的特点

（图 ２ａ
） ，
表层最高

，
第 ２ 层 （

１ 〇￣２ ０ｃｍ）到底层 （
４０？

６０ｃｍ ）相近 ； 紫花针茅样地各层 ｗ
（速效憐 ）均较

低 ， 表层与底层 间差异较小 （表层为 底层 的 ３倍 ） ，

而其他 ３个样地表层和底层差别大 （表层为底层的

４？８倍 ）
． 不同样地同

一土层间相比 ， 紫花针茅样地

ｗ
（速效鱗） 明显低于其他 ３个样地 ， 表层仅为其他

３ 个样地的 ３ ６ ． ８％ ？

４２ ．３％
， 其他 ３个样地表层差异

不显著 ． 各层土壤ｗ
（速效憐 ）均表现为藏嵩草沼泽

草甸样地显著高于其他样地 ．

Ｗ
（全磷 ）变化与 Ｗ

（速效隣）
不同 ， 同

一样地各

层 间相近 ， 差异不显著 （图 ２ ｂ ） ． 不同样地同
一土层

相 比
，
紫花针茅样地上面 ３层 （

０ ？

１ ０ 、 １ ０ ？２ ０ 、
２ ０？

３ ０ｃｍ
）
ｗ

（
全憐

）明显低于其他 ３ 个样地，
两者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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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嵩草小 嵩草芨芨草紫花针茅

沼泽草甸草甸

样地

□０
？

１ ０ｃｍ■１
０？２０ ｃｍ□２０－３０

ｃｍ□３ ０
－

４０ 
ｃｍ

图 ４ 不 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ｗ （有机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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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ｅｎ ｔ

ｖｅ
ｇ
ｅ ｔａｔ ｉ ｏｎ ｔ

ｙｐｅ ｓ

２ ．５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ｐＨ 及容重

土壤酸碱 度同 特定生物 气候条件 、
土壤母

质 、 地形和成土过程长短有较大的相关关系 ． ４个

样地土壤 ｐＨ 均表现出相同的规律性 ， 各层土壤间

ｐＨ相近 ，

无显著差异 （图 ５ ），
不同样地 同

一土层间

ｐＨ接近 ， 无显 著差异 ． 土壤 容重 与土壤 质地相

关，

４ 个样地 的土壤容重变化见图 ６
， 藏嵩草沼泽

草甸 、 小嵩草草甸和芨芨草 ３ 个样地表层土壤容

重均 低 于 紫花 针茅 样地
，
土壤 容重 降低 ２％ ̄

１ ５％
，
４个样地其他土层之间相 比差异性不显著 ．

同
一样地不 同土层间相 比

，
土壤容重大致趋势为

随土层深度加深而增高 ， 表层土壤的土壤容重都

低于底层 ？ 根系 的增加可提高 土壤中 ｗ（有机质 ）
，

促使土壤容重降低 ． 相关性分析表明随着土壤中

ｗ
（
有机质 ）增加 ，

土壤容重降低 ， 差异性显著 ．

１ ０

ＩＩ ．１１
藏崗草小嵩草芨芨草紫花针茅
沼泽草甸 草甸

样地

□０￣ １ ０ ｃｍ■１ ０￣２０ ｃｍ□２０￣３０ ｃｍ

□３ ０
－４０ 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

图 ５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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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容重

Ｆ ｉ

ｇ
． ６Ｓ ｏｉ ｌｂｕ ｌｋｄｅｎ ｓｉ

ｔｙ
ｉｎ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 ａｔｉｏｎｔ

ｙｐ
ｅｓ

３ 讨论和结论

３ ． １ 不同植被被覆生长对速效养分质量分数的影响

青藏高原青海湖流域是生态环境极具脆弱且

较敏感的区域 面临过度放牧 、 过度开发利用导致

草地退化等生态问题 ． 草地退化和恢复程度不同 ，

其植被被覆
‘

隋况 、 优势种演替 、 根系活动 、
土壤水

分利用等不尽相同 ，
造成地表植被生长的大环境

与根部微环境的差异 ． 放牧的外在扰动与植物残

骸输入的差异 ，
逐渐加重了这种分化

｜
｜ ５

１

． 紫花针茅

样地受扰动较大
，
由原生优势种芨芨草退化演替

同样地同
一

土层土壤ｗ（全氮 ）而 目
， 表层显著高于

第 ２层
，
小嵩草草甸 样地 ２ ０

￣

３ ０ 、 ３ ０
？ ４０ｃｍ 土层与

藏嵩草沼 泽草甸样地接近 ， 它们显著高 于芨芨草

样地和紫花针茅样地 ． ４个样地 ４０？ ６ ０ｃｍ土层的

ｈ
＜全氮）

差异不显著 ， 这可能与草原植被 的根 系主

要分布于土壤表层有关 ． Ｗ
（速效氮 ）

和 ＶＶ
（全氮 ） 间

具有极显著相关关系 ． 速效氮是植物生长所需的

重要营养物质 ， 其质量分数直接影响到植物生长 ，

因此认为土壤表层 Ｗ
（
全氮

）的 提高对植物生长具

有重要意义 ， 可以为植物生长提供大量的速效氮 ．

２ ． ４ 不同植被被覆下土壤 ｗ
（有机质 ｝

紫花针茅样地的 ｗ
（有机质 ）均低于其他 ３个样

地
，

不同样地同一土层 ｗ
（有机质）

呈现为藏嵩草沼

泽草甸样地＞小嵩草草甸样地＞芨芨草样地 

＞
紫花

针茅样地 （图 ４
）

． 小嵩草草甸样地底部 ３层与其他 ３

个样地相 比 ｗ
（
有机质

）
高

，
具有显著差异 ． 藏嵩草

沼泽草甸 、 芨芨草和 紫花针茅 ３ 个样地上部 ２层

ｗ
（
有机质

）高 ， 而底部 ２层低
，
这可能与草原植被根

系主要分布于土壤表层 ，
即 土壤表层凋落物 、 根

系生长深度与深层土壤输人的差异有关
，
故对表

层土壤有机质影 响较大 ，
而对深层土壤影响效果

不明显 ． Ｗ
（有机质 ）与 速效氮） 、 Ｗ（速效钾 ） 、

Ｗ
（速

效憐
）之间相关性极显著 ，

而Ｗ
（
有机质

）
与 Ｗ

（全氮）
、

Ｗ
（全钾 ） 、

Ｗ
（全磷 ）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

４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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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紫花针茅草地
，
植被生长状况差 ，

速效养分质量

分数均不高 ， 与其他样地研究结果一致 ［
１ ５Ｈ ６

］

． 小嵩

草草甸样地和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各层速效养分

质量分数均高且稳定 ， 芨芨草样地植被盖度较高

（
７０％

） ， 表层土壤ｗ
（速效钾 ）高于小嵩草草甸样地

和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 ，
而ｗ

（速效氮 ） 、 ｗ （速效磷）

低于小嵩草草甸样地和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
说

明不同植被类型和植被盖度的高低 ，
对土壤速效

养分保持 、 恢复具有显著关系 ．

３ ．２ 不同植被被覆生长对全量养分及有机质质量

分数的影晌

土壤 ｗ
（有机质 ）

的变化能反映草地退 化程

度
＂ ７ １

． 植物死亡根系的分解和凋落物分解等都影

响土壤 Ｗ
（
有机质 ）， 凋落物是增加土壤 Ｗ

（有机质）

的重要途径
，
而土壤中 的 ＶＶ

（
有机质

）
往往影响到系

统土壤质地和其他全量养分质量分数， 紫花针

茅样地Ｗ
（有机质）最低 ，

仍表现出退化趋势
， 与系

统生产能力较低 、 凋落物补充系统较少有关 ． 芨

芨草样地各层土壤 ｗ
（有机质 ）与小嵩草草甸样地

和藏嵩草沼泽草甸样地相比 ，
因小嵩草草甸样地

地下根系表层的草毡层较厚
，
故地表两层Ｗ

（有机

质 ）差异显著而底层差异不显著 ， 所以小嵩草草甸

土壤 中的有机质得到
一

定程度的补充和恢复 ． 这

与马祥华等 对黄土丘陵地区土壤养分的研究

不同 ， 黄土丘陵草地撂荒及退耕 ，

Ｗ
（
全钾

）
、
Ｗ

（
全

氮 ） 、
ＶＶ

（全磷 ）仍呈下降趋势 ，
可能与样地类型及使

用方式不 同有关 ． 小嵩草草甸样地和藏嵩草沼泽

草甸样地表层土壤 Ｗ（全氮） 、
Ｗ（全磷 ）较髙

，
可能

与放牧家畜代谢物归还有关， 而芨芨草样地全

量养分质量分数略低于小嵩草草甸样地 ， 但差异

不显著 ． 土壤养分的持续恢复 ，
可促进草地优势种

演替进化 ． 土壤全量养分和有机质质量分数在 ４０

ｃｍ 以下缓慢降低且呈稳定趋势，

３ ．３ 植被
－土壤养分变化的协同关系

生态学理论认为 ， 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动态变

化受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影响 ． 在生态循环系统中 ，

植物获取的养分主要来 自 动植物体的死亡分解 、

很少量的大气输人和母质矿物质风化
１
２２

１

．土壤养

分的状况受植被类型的影响 ，植被类型的不同对土

壤有机质及土壤全量养分的恢复存在明显差异 ． 演

替过程植被类型的更替 ， 既可能与土壤养分质量

分数导致植物对养分的不 同选择利用有关
［
２ ３

１

，
也

与 自然环境的扰动和家畜选择性采食有关 ．


４８５

３ ．４ 不同植被被覆生长对草地管理的启示

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维系主要依托于

青海湖流域这个重要屏障
［
２ ＜

１

， 但脆弱 的高原草原

生态系统和持续 的外部扰动
，
使生态 系统不断退

化 ， 并且土壤多数养分质量分数与 ｗ
（
有机质 ）变化

呈显著相关关系 ， 所 以应适度开发利用草地 ，
而对

正在恢复的退化草地应给予足够的时间才能取得

较好效果
，
否则可能半途而废 ． 青海湖流域生态系

统脆弱 ，
且草地受 自然扰动影响较大

，
故加强对 自

然扰动的研究迫在眉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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