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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地区沼泽草甸遥感解译

及其群落特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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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摘  要

本文通过遥感技术手段,结合作者多年地面群落学调查。把肯海湖地区沼泽草甸划分为

5个群落类型,即西藏嵩草、华扁礴草、亮囊苔草、双柱头蔗草和杂类草群落。并分析了其

遥感影像标志及群落特征。讨论了本区沼泽草句的 3种典型分布格局: (1)湖滨边缘的环带

状分布,〈 2)河流两侧的条带状分布,(3)河流源头的块状镶嵌分布。

关键词:青海湖地区;沼泽草甸,遥感解译,音藏高原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湖面海拔 约 3193,78米 ,

湖泊面积约 430⒋ 5平方公里 (1986),流域面积约 29661平方公里。 近 年 来 青 海 湖

地区由于一系列生态环境条件恶化已弓I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

现为湖水位逐年下降,草场放牧过度而退化,植被不同程度受到破坏,沙化面积 日趋扩

大,渔业资源不断减少等。以往对该区的自然地理、地质等考察研究报道较多 (中 国科

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等,1979;施雅风等,1958),然而缺乏其自然植被的详细报道。该

区为青海省的重点牧业基地。沼泽草甸为本区的主要植被类型乏一。

沼泽草甸是在寒冷、湿潮的自然环境条件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具有湿地生境的特点。

其发生发育与局部地形的湿潮自然条件有着密切联系 (姜恕,196姓 ,郎惠卿等,1964,

杜庆,1984)。 本文通过遥感技术手段,结合作者多年地面实际的群落学调查,分析了青

海湖地区沼泽草甸植被类型的遥感影像特征、群落结构及其分布特点。是该区草场资源

合理利用的基础资料。

于
杨永昌、刘尚武、何廷农、卢生莲、吴珍兰、潘锦堂、黄荣福等先生和何海同志帮助鉴定植物标本。彩红外

航片由青海省国土处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 1990年 10月 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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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概况

青海湖盆地位于北纬 36° 15′ -38° 20′ ,东经 97° 50′ -101° 11′ ,是祁连山系中的一
个山间盆地。海拔高度 3194-4500米。青海湖为本区的汇水中心,位于盆地东南部。
盆地四周为高山所环绕。北面有大通山,东界日月山,南面和西面有青海南山。

青海湖形成于第四纪,是由于构造运动引起的地壳断裂下陷的结果。湖区地质结构
十分复杂,正处在几个构造单元的交汇带上 (中 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等,1979)。 盆

地的主要地貌类型有湖滨平原、冲积洪积扇平原、风沙地貌、低山丘陵及高山地貌等。
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湖盆区域地势平坦开阔。河流在盆地南北两侧发育不
对称。南部河流分布少而且较为短小,主要有黑马河、倒淌河等。北部地区河流较为发
育,且流域面积大,主要有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河、甘于河等。因此本区沼泽草甸
分布也有南北不对称特点。

该区具有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 气候寒冷干早 。 以刚察县为例 ,年平 均 温 度 为
-0.5° C,≥ 0°C的年积温为 1310.1° C。 年平均降水量为 365.1毫 米, 而年蒸发量达
1533.8毫米。主要上壤类型有高原沼泽土、栗钙土、风沙土、高山草甸土以及高山寒漠
上等。主要植被类型有沼泽草甸、草原、沙生植被、高寒灌丛、高寒草甸以及高山流石
坡稀疏植被等。沼泽草甸成为本区的主要植被类型之一而与湿地生境密切联系。

由于相对高差变化大以及复杂的地貌条件,使水热状况、植被、土壤等自然因子具
有明显的差异性。沼泽草甸多发育在排水不畅,较为平坦的低洼地段,地表往往有过剩
的水分 (姜恕,1964;郎惠卿等,196饪 ;桂庆,198红 )。 在本区主要分布在湖滨潜水出露
地带、河流两侧以及河流源头开阔平坦的积水滩地。由于所处海拔高度的差异,沼泽草
甸的发育也有所不同。湖滨地带及河流两侧低地,主要是由于地形低洼,地表水过多、
地下潜水出露、地下水位高,生长湿生、湿中生植物。 在海拔 3500米 以上的地区,地
势高亢,具有融冻现象,土壤透水不良。由于融冻作用而形成相连或孤立的半圆形草丘 ,

丘间常有季节性的或常年的积水小坑。沼泽草甸的土壤类型主要为高原沼泽土,依据土
壤剖面特点又可分为草甸沼泽土、泥炭沼泽土、泥炭± 3个亚类。土壤剖面常具有草皮
层、腐蚀层、潜育层。

二、沼泽草甸的遥感解译

沼泽草甸植被类型由于其所处的地形条件及土壤较高的含水量而具有湿地生境的特
点。这在遥感解译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以 Mss影像为主,参考部分 TM影像资
料和彩红外航片,对环湖地区的沼泽草甸进行了解译。沼泽草甸的遥感解译是对一个适
感影像特征和沼泽草甸的湿地环境综合分析的过程。具体地说是以通感影像 的 地 域 分
布、色调、纹理、形状大小等直接解译标志为基础,同 时依据植物分布的地学生物生态学
规律等间接解译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沼泽草句由于具有较高的植被覆盖度以及过
饱和状态的土壤含水量,而 与其周围地区分布的草原、高寒草甸竿植被类型存在较大的
差异和明显的界线,在色调、纹理等特征表现上也就有所差别。为了提高遥感影像川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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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曰海湖地区沼泽雍甸遇掇解泽标志 (Mss)

Table 1 Interpreta110n Mark of lmage in swamp Meadow Afound Qin811ai Lakc, Qingllai Province

群 落 类 型

Community types

形 状 特 点

shape

色 训

Tonc

illi藏 俏草抖落

FCoOrcslu

schocmoF‘

`‘

'、

ccnlnlulln v

边界不规则。斑块状

或长条形

lrrogu【 ar boundary,

shape of patch or

1ong stfip

以浅紫祸色为主,并义有褐红色

斑块及灰蓝色条纹

Light pu△ plish-brown, wit1】

bfown-fcd spot or gfey-blue

strip

′
●l:穗△群落

刀It`s″ “s

sI刀 0C0昭prCss〃 s

comm】 1nn y

iFl扌!i革骈法

Ccrc∝

s扌 cl:op乃 v``of(`召s

conlnlunit y

边界较为规则。扁形

或条带状

Boundary coinpara-

tiveI,· regu· lar· fal1.o:

stfip-belt shape

灰褐色至红色,并夹有紫蓝色

条纹

Grey-bfowtl and fed. with

pufplisll-blue strip

士条带状

strip-beIt

褐红色并具紫蓝色调

Bro;vn-rcd. 平ith the ptlfplish-

blue h“ e

J彡   亻象̀   牛j   |f

1Inagc signatttrc

色调不均匀,具条纹状结构,并夹有少

氲云雾状斑块

I·Ie(ef()geneou.s colour △vitll strip· stru

ture, and c0:npanicd by so!∶ ‘lC Cioudy

aild. nlist、 ` patch

色调深而不均,常具有紫蓝色条纹。边
界较为清晰,与地形特征较为一致
Dull and heterogelleous co【our 】。ne,
often companied by purplish-blue

strip; d.istin.ct botlntlary, identical with

topograplly. fcatu.fe

色调不均匀,边界不规则 ,li。咱 浅蓝色
河流分布其 rl l

「Ieterogen.co【 Js Co1()uf 1·lue arl(l ifrcg111af

bouildary, oftcn、 vith light bl‘ 1c fivef

境   条

I·Iabitat condition

F|:

山前缀坡排水不良滩地,洼地形态不规则,或河
流平坦低洼处而呈条带状。海拔为 3E00-420o
米。往往地表具融冻半圆形草丘 ,丘间为季节性或
常年积水小坑
Irregular depression of bad drainage on thc

:llountain foot and strip lv· etland beside 1· iver;

nIt.  3 5oo一 4200|n; aften halfcircle grass

dunes For1oed by ffeezeth贫 w aOtion on the

s【‘rface, seasonal or perenial acc“ in“ lated 、Ⅴater
hole between the dtInes

湖滨洼地潜水溢出带或河流入湖口处地带,扇形
或半圆形展开。土壤湿度为过饱和状态。海拔为
3198-3400米
Phreatic watef flow.ing beIt on the lakeside de-

prcssion.or iake-en.teri11g. zoile o.f rivef;  fan

or  half¨circle  shape, alt. 3198-3《 o0r〖 l,

πatefloggcd soil

湖滨洼地或河流两侧滩地。海拔 32C0-3500米
I,akeside deprcssion or Ⅵ·ctland beside rivcrˉ

a∶t. 3200-3 mOnl

∠l:

双柱头藏单群格

scirp“ s

d|s`ig9招c`Fc″ s

cemnlunity

小片状、面积较小

sma11 fragnlent

灰褐色或浅褐色(难以单独分出

来)

Crey-brown of lighr bfown(di-

ffic【〖111y divided alonc)

面积较小.界线依地面调查划出,呈复
含状态(在彩红外航片上呈紫红色)

Sinall arca, bouildary accofding to in

estigation ill the fieId; nlosaic distri-

bution(pufplishred on infrafod acrial

photo)

)ˉ J部沟谷积水地计,上小片状分布。海找约 3200

米

Placcs accutlulatcd wa】 cr on part ditch r(gion,

s·鱼la11 fragnlent distribution·  about a1t. 3 2oo 1n

杂类草群落

Ungfass

Co:ll:nun.it y

环湖岸边里条带形

strip-·beit shape

afound lakesidc

只有明11的灰此色调,镶嵌右

红色班点或条纹

Considcfable grey-bluc tone and

nlosaic fed. spc.t o.r strip

以灰监色训为主,边界不洁,有 1J渐 过

渡的特征

Greybluc co1o1】 r tonc; ind.istinct bo1。l-

dar y, had tht cllaracteristic of ffadua1

transition

靠湖滨近水体边缘地带分布,有浅淤泥。海拔

约 3198米

E)istributcd on thc edge ntar the lakeside,w· ith

a s11· dge; alt. 3198: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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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海湖地区沼泽草甸不同形像类型特征
Table 2 Intcfpretation b.Iark。 f Diffefent【 m~agc Types of swainp 瓜‘eadow Aro“ nd Qingilai Lakc, Qin ghal Provinco

沼泽草甸分布特征
swalllp。leadow distrib-

ution charactefistics

湖滨环带状或扇形结构

分布

Clircic-bclt or fa11 dis_

tfibtltion on 1akeside

河流两侧条带状分布
stfip-belt distfibtttion on

fiversldes

诂 扫 描 仪 图 像

Mss

ied by grey-bluc spol alld gradud11y t0、 fa-
f(t t.)lt,e、  dark blu.e (Ind (1.1111 I,1ue 1akc;

coarse iInage 】cxturc

分布于河流两侧低阶地,呈细条状。色调不
均匀,为褐红色或灰褐色,夹有灰蓝色条纹结
构。纹理颗粒较粗
Distrib。 tcd depression on riversides. with

th.in.strip shape; hettfogen.eo“ s Ilue,

brOwnred or grcy-brOWn, co1npanied by
grey-bluc stfip structufe·  Coarse tex.t0rC

专 题 成 像 扫 描 仪 图 像

TM

彩 红 外 航 片

Coiour infrared aefia1 ph。 1。

‘ 光

在湖体四周及入湖河口地带呈扇形或带状
结构。色调灰褐色,间有灰蓝色斑点,并向蓝
色、深蓝色至暗蓝色湖休过渡。影像颗粒较粗
i、.11△ c贪 r lake and iake-entering zone、  、Vith
fan or belt stfucture, grey-brolvn, conlpan-

扇形结构或匙形展开。色说不均匀,里褐红
色、间有紫蓝色条纹。影像颗粒纹理较细,边
界较清晰
Iian.or snla11 piatc shape;  hctefogeilcous

to尼 e. bro、 Fnred, wˉ it,l purpiish-bit1c strip;

￡inc i:nagc tex.ture; distinct boIIndary

具不均匀条纹状结构,与湖边或河流平行。色调为深
红与红色相间,或红色夹带褐色特征。湖岸与湖体接触
带为蓝色或浅蓝色,并向暗蓝色湖体过渡。颗粒细、比
例尺大,对面积较小类型有较好的解译效果
I·Ielefogeneous strip strtIGltIre para11e【 ed w· it奴 18kesidc
or riveri dark fed or red, so:llCtiin.es colllpanied by

brown coI° IIf·  arca bet· w·cen lakeside and lake being
blue or light blue, gradua11y tOward doll bluelake,

largo scale, fine textufe,availablc to interpretation

of s:n缸 1 area com:nunity type

在河流局部地段的注地形成长条形。色调沉
重不均匀·暗色调为主,昱褐红色,间 有红色
或紫褐色条纹结构。边界不规则
Long-stfip shape, depression of paft ri-

versidc, 1·letefogene()u.s a.nd. dull tone,

brOwnrcd, conlp贪 nied by red or purplish
brOwn strip str“ cture; irregular boundary

与河流平行里条带状。色调不均匀,为紫红色带有蓝
紫条形结构。在蓝色水体与褐红色的沼泽草甸之间常可
见白色或灰白色细条纹形结构
strip-belt shape para11e1ed w· ith river,heterogencous

toile, pttrplish-fed' and co:lpanied by blue-purple

stfip; 砷·hite or grey-White thin-strip str‘ 】cture betw-
|cen bluc rivcr and brown-red svan.pm.eadow

河流源头滞水滩地块状
镶嵌分布
F·Fa俚tnent tn.osaic distfib~

】1tioll on rlverhend bad

dfaillagc depressioil

分布于河流源头滩地,垩班块状。褐红色并
带灰蓝色调。边界色调有逐渐过渡特征  |
Distributed in 11verhead depression, patch|

sh碰,br。 wn~rea,Vith grcyˉ “uc tone,bou-|

ndary讠 !。。r has trend of品 dual transiuon|

往往在山体间的山麓地带呈斑块状或 其 他
不规则形状。色调深暗,呈红色室褐红色,云
雾状
Patch or irFegular shapc On r。 ot betwce只

^mountaiils,fed and brown-red,duII,c1oudy

teXture

分布于河流源头山体间低洼滩地。色调为深红色或
褐红色,星云雾状。斑块或梅花状镶瞅,边缘里不规则
形态
Distobutcd in riverhead depression between nount-

ai!ls· dark red or brown-red clondy texture| patch or

△nosaic distribution,  irreg“ lar bou:ldItry

li、 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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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在植被解译的过程中,把判读标志与区域内的植被实际调查结合起来。表 1列

出了本区各类沼泽草甸群落的 4种主要解译标志的特点。

作为影像特征反映的 2个主要因素是植被的盖度及土壤的含水特征。在解译中都得

到明显的表现。但由于 Mss图像分辨率的限制,对面积较小的群落类型则很难单独依据

影像特征划出,如双柱头慕草 (srjrp″‘ 历”Jg″磁 树)群落,往往以小片状形式镶嵌

于其它沼泽草甸之中。

为了提高解译效果,我们根据环湖地区的 Mss影像及部分地区的 TM影像和彩红外

航片资料,全面分析比较了青海溯地区沼泽革甸的不同遥感影像特征。表 2介绍了沼泽

草甸 3种分布特征类型的影像特征差异。

三、沼泽草甸的主要群落类型及其群落特征

沼泽草甸是以湿生、湿中生及中生的多年生植物为主要成分的植物群落。其中莎草

科植物占有重要地位。如最主要的优势种西藏嵩草 (K口3'西:sc切印口j`“ )、 华扁穗草

(BJy‘″″‘‘氵″oc。幼

`″

“饬)、 亮囊苔草 (C口
'″

‘
`印

口

`勿

′′口’洳￡)等。沼泽草甸的形成与

土壤水分状况有密切关系,故多分布在土壤含水量呈过饱和状态的地段。其分布与地形

部位也明显相关,多 出现在河流两岸的低洼地、湖滨潜水溢出带及高海拔地区河流源头

排水不畅地区。沼泽草甸被认为是一种隐域植被类型 (中 国植被编辑委员会,1980,周

兴民等,1987,中 国种学院植物研究所等,;988)。 群落的植物生活型主要为地面芽植物 ,

其次是地下芽植物,而地上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种类较少。

根据沼泽草甸植被遥感解译并结合地面群落学实际调查,环湖地区沼泽草甸可划分

为以下 5种群落类型:

(一 )西鑫嵩草群落

该类型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湖盆地北部海拔 3500-1200米 之间的河流源头地区以

及河流两岸的低洼地,以沙柳河、哈尔盖河及布哈河河源开阔滞水滩地为多,是本区分

布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沼泽草甸类开J。 群落优势植物为西藏嵩草。常见的伴生植物有

亮囊苔草、甘肃苔草 (Ccr四 和″‘″″访 )、 同囊苔草 (C.o汤
`c刀

″打)、 高山嵩草 (Koˉ

3/如 c`9′ g” 9J‘ 9口 )、 嵩草 (K.拓″″z” )、 芒落草 (Ko油”c′″历″o历氵)、 窄穗细柄茅

(P`″绍 /o访‘

`″

″诩 °″” )、 微 药 羊 茅 (F“
`″

m″ ″厉 J夕‘

`C)、

发 草 O“ 汕 口励

`‘

杨 m“

`″

。^

s口 )、 鹅绒委陵莱 (Po″幼″
`c口

”e”
`,四

)、 斑唇马先蒿 (Pc历夕
`‘

`口

”s`o绍讨
`o/口

var,`″ ˉ

历助
`·

″渍 )、 弱小火绒草 (L召 o″
`o`o〃

;″彬

`′
`f″

`″
`刀

)、 线叶龙胆 (C召
`9历

口勿口助r″ r`)、 圆

穗蓼 (PⅡ昭o″
'″

 `″″ro`匆″笏励)。 二脉梅花草 (P″彻“切 `”″″疵 )、 云 生 毛 芪

(R四刀″″c'氵 么
`‘

″

`″

c氵 oge`'“ )、 皱 边 喉 毛 花 (Co私 ”
`口

彻口

`o′

yc`cd″ 脚 )、 水 麦 冬 (r/饣 J。 -

c历″

`口

J两
`″

)、 波 伐 早 熟 禾 (Poc po氵

`腕

go/″刀)、 三 裂 叶 碱 毛 皮 (H曰 JCr`匆 “ ′”“ ˉ

s`订 )、 星状凤毛菊 (s‘氵″f(″ rm‘″切 )、 美丽凤毛菊 (s.s″ p″切 )、 线叶垂头菊 (C″ -

助口″
``,DJ砌 `,,J扬

幽″)、 白花蒲公英 (Tσ /c脚 c″彬 ′″c口″疵笏7冫9)等。群落覆盖度较大,多

数可达 90%以 L。 由于融冻作用常形成半圆形的草丘,西 藏嵩草往往丛生于突起的草 阡

周边或节li上 ,i而丘问洼地付季节性积水,多被其他沼泽革句植物所占据。群落景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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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绿色。多呈片状结构,常与高山嵩草为主的高寒草甸皇镶嵌复合分布。

(二 )华扁穗草群落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青海湖湖滨地下潜水溢出带中的滩地及河流出口处,多呈扇形展

开。土壤水分常处于过饱和状态。海拔为 3198-3400米之间。华扁穗草为优势植物 ,

有些地段还可以形成小片华扁穗草纯群落。常见的伴生植物有鹅绒委陵菜、亮囊苔草、

无脉苔草 (C″弼 幽扬 s)、 |微药碱茅 (P″ rc氵″河
`汤

磁 cr幽洳口)、 紫野大麦 (HorJ幽彬

″;口J。r砌勿)、 喜马拉雅嵩草 (Κ @莎/湘口royFm砌 )、 三裂叶碱毛莨、紫花龙胆 (Ce″ fc侈口

‘y”绍即)、 白花蒲公英、双柱头廉草、西伯利亚蓼,(Por焰 o馏″ ‘
ˉ
历/Fc勿私)、 斑唇马先

蒿、水麦冬、星状凤毛菊、三脉梅花草、狭萼报春 〈Pr9″ ,″

`口

出刀口朗
`yr)、

线叶垂头菊、

西藏嵩草、柔软紫菀 ('‘″
'/`″

c讶″f)等。群落总盖度一般为 90%以上,个别地段因

放牧过度盖度有所降低,长势也变差。由于微地形平坦,植物生长比较均匀,花穗齐整。

景观为褐绿色,或有丛状黄花的斑唇马先蒿点缀其中。该沼泽草甸类型的外围地区植被

类型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 在青海湖盆地的东部地区逐渐被环带状的马蔺 (r'打 J″
`印

Var,r历昭幽‘;‘ )群落所替代。 它的宽度为 10-50米 ,马蔺以丛生团状存在,然后向芨

芨草 (/c勿彻
`肪

r多饰 ‘夕‰ 拓弼)草原过渡。而在环湖其它地区则是逐渐被嵩草 (Ko沙″-

‘j口 spp.)、 针茅 (s`J`口 spp.)草原化草句或芨芨草草原所取代,没有出现带状的马蔺

群落。这是否是上壤或风向的影响所致,尚待进一步深人研究。

(三 )亮垂苔草群落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环湖地区海拔 3200-3500米 的湖滨潜水溢出带及河 流 低 洼 滩

地。主要优势种为亮囊苔草。其它常见的伴生植物有圆囊苔草、微药碱茅、鹅绒委陵菜、

白花蒲公英、水麦冬、海乳草 (C`四″″勿四/氵”肠口)、 海韭菜 (r” g`∝历刀″四/”氵彻孩肠)、

草甸雪兔子 (s口″“″纪
`切

/@`历J)等。群落总盖度为 85-98%。

(四 )双桂头藤草群落

主要分布于环湖地区湖滨地带的水沟两侧或是局部积水地段,海拔 3198-3250米
,

面积较小。群蒋以双柱头蕉草为优势种。由于生境常年积水,伴生植物具有沼泽性质 ,

常见者有少花草荠 (E助 oc‰
'打

g历″纟″犭
`o抑

)、 具槽杆葶荠 (E,″ @``″勿
`。

‘口)、 三裂叶碱

毛皮、篦齿限 了某 (P″口彻oge`@″

`″

″
`′

’″″‘
`、

水麦冬、杉叶藻 (Fr功、″r`‘ 。.哆′′驷
'打

)、

狸藻 (ti`″

`ε

哆
`J夕

/`σ z`″

`g″
o、 云生毛皮、西伯利亚蓼等。群落盖度达 85%以上。该类

型常呈小片状分布并镶嵌于华扁穗草群落之中。
\

(五 )杂类草群落

该类型是最靠近猢 体边缘的沼泽草句类型。估以水麦冬为优势种组成群落。其它常
见的伴生植物有西伯利亚蓼、海乳草、鹅绒委陵莱、三裂叶碱毛莨、微药碱茅、小灯心

草 (J″″r″s砌 /口历
``s)、

垂穗碱茅 (P″crJ″
``氵

四 彻彻“)、 华扁穗草、具槽杆荸荠等。群

落盖度变化范围较大,也是本区平均盖度最低的沼泽草甸类型,胖落盖度 -^般 为 25ˉ-
85%。 景观呈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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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是根据遥感解详并结合地面调查绘制的青海湖地区沼泽草甸类型分布图。

本区沼泽草甸植被的分布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 3种类型。0沿湖滨边缘的环带状分

布:由于这种分布类型多位于潜水溢出带,故一般表现为以河流人口为中心,呈扇形展

开的形式。由于地形及水文特征的影响,不同地段带宽幅度有所不同。在青海湖的北岸

和西侧带幅较宽,而南岸及东侧带幅窄,面积较小,并且环湖呈间断形式。②河流两侧

低洼潮湿或积水地段的条带状分布:本类型的边缘呈不规则伸展。沼泽草甸多分布于水

流缓慢、地形较为平坦的两侧低阶地。⑨高海拔的河流源头的块状镶嵌分布:多位于排水

不良的平缓滩地。这里因地势较高,气候寒冷,土层下部常有永冻土或是季节性冻土层

(张经炜等,1977)。 由于融冻作用常形成半圆形的革丘,丘 间积水。这类沼泽草甸往往

与高寒草旬呈镶嵌分布状态。为青海高原沼泽草甸的主体 (中 国植被编辑委员会,1980,

周兴民等,1987,周立华等,1987,杜 庆,198d)。

据实际调查,沼泽草甸群落的演替受到群落类型特征及地形、海拔高度等生境条件

的影响,并与其所处的植被带有密切联系。仝新世以来,该区气候有变干的趋势,植被

类型也相应地发展变化 (杨惠秋等,1965,杜 乃秋等,1989)。 据青海省水文总站观测资

料,从 1959年 至 1988年 的 30年间青海湖水位共下降 2.96米 ,平均每年 下 降 10.2厘

米。并且湖滨地下潜水位也相应下降,因 而湖滨地带的沼泽草甸有自然疏干的趋势,且

向草甸或草原的方向发展。高海拔地区的沼泽草甸、自然疏千后则向以高山嵩草为主的

高寒草甸发肢。河流两侧低洼潮湿地带的沼泽草甸也有面积缩小的倾向。人为影响值得

一提:在青海湖渔场码头南侧,原来为船只停靠的地方 (经人工改造挖成),随湖水下降,

六十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现在状态的小面积华扁穗草沼泽草甸。同其它地区相比,本区高

海拔地区沼泽草甸的种类组成及群落结构有趋于简化的趋势。

四、几 点 认 识

(1)|利 用遥感资料解译沼泽草甸植被类型,具有界线清楚、色彩鲜明、信息量大的

特征。尤其是在宏观控制精度方面,作用更为明显。故遥感是编制沼泽 草甸类型分布图

的一种比较精确可靠的手段。

(2)不同遥感图像资料相结合,可以提高对沼泽草甸的判读精度。应用遥感图像解

译编制沼泽草甸分布图,具有提高制图精度,缩短成图时间、节省人力和物力的优点。

通过建立解译标志,判读植被类型是高海拔地区植被调查的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3)遥感影像的解译工作要和地面的实际调查相结合,从而提高解 译 精 度。对 地

面调查资料掌握的越多,解译的准确性就越高。植物的生物生态学和群落学特征,是无

法用单纯的遥感资料研究清楚的。而两者结合可以相互补充,并使解译效果更为完美。

因此,在遥感解译工作中绝不能忽视地面实际调查工作。

“)尽管利用遥感资料在判读沼泽草甸分布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由于受影像

质量和判读经验等方面的影响,单纯依据影像特征对植物群落进行详细分类研究仍然存

在许多实际因难 (尤其是对一些图斑较小的群落类科是这样)。 达也是目前遥感技术在植

被应用研究巾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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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sENsING|NTERPRETATlON OF sWAMP MEADOVV AROuND

oINGHAI LAK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OF CO""uNITY

Chen Guichen, Pcng Min and zhou ILihua

(JVorm1。cs`Pf(:`c。
"rmsff`“

`ε

 or Bi。 r。口妒̀
 rnc c乃

`“

csc'cod召 m″ or sc|c"ces, 'Y,1|j″口)

Qinghai Lake is thc largest inland lakc in China, Thc arca around Qinghai

Lakc  is  1ocatcd 36· 15′-38° 20′ N,  97° 5o′ -101° 11′ E.,  in thc  northeastern  part

of Qinghai-Xizang(Tibct) Platcau. Thc swamp lncadow is onc °f the im.portant
vcgetation typcs in this arca.IIt is formcd undcr thc frigid-moist natural cnviromeno

ta1 condition, and has thc charactcristic of thc wctland habitat, 1· hc image inark
of thc s、 vamp nleadow is ana1yzcd by thc tcchnology of rcnaotc scnsing and invesˉ

tigaion of communiics.·Γhc swamp mcadows iil thc area around thc lake arc divided

into 5 c。 lnmunity typcs, 
·
rherc arc the coinrnunitics of K@莎 /纟‘|c ‘c乃 @ε刀o|ze‘ , B`丿ˉ

‘″″‘ ‘J″ or(,勿 p/夕‘‘″f, C口 /召″ ‘彦口
`,口

p历 y``° J`'‘ , sc;'`″‘ zJ‘
`|g`″

口
`Jr,`‘

 a11d T· /f舀

`口

o乃 J``

`,:召

”
``″

,″″,.Thc charactcristics of thcsc communitics arc dcscribcd in this papcr.Thc

distribution pattcrns of thc s、 vainp I11cadows arc as follows: (1) circlc-bclt distri-

bution on thc lakcsidc, (2) stripˉ bclt distribution on thc rivcrsidc;(3)fraglncnt n△
oˉ

salc distr1butlon 。n thc rIvcrhcad.

Key w̄ords: Qingllai Lakc, swamp mcadow,

Qinghai-Xizang(Tibct) Plat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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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note sensing intcrprcta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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