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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

结构特征及其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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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根据
!"#%

年对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野外
&"

个样地调查的数据!结合双向指示种分析分类方法!从

各群落基本特征)物种组成)区系特征)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对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多样性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

#

#被调查的
&"

个样地灌木植被群落中共出现了
#)'

种植物"其中灌木植物
%)

种!草本植物

#%%

种#!隶属于
##1

属!

%#

科!其中以藜科)菊科)禾本科等干旱区的表征科居多'灌木物种的植物区系以地中海

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和北温带分布为主'"

!

#采用
ABCDEFGD

分类方法可将
&"

个样方划分为
#"

个灌木群落类

型'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多样性指数偏低!黑果小檗
H

宽刺蔷薇
H

金丝桃叶绣线菊群落的多样性指数最

大!群落之间水平差异显著&欧亚圆柏群落)宽刺蔷薇
H

矮锦鸡儿群落和铃铛刺
H

喀什菊群落次之&多枝柽柳群落

和琵琶柴
H

喀什霸王群落最低'"

%

#属于灌丛植被类型的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为草本层
#

灌木层&属于荒漠

植被类型的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空间结构为灌木层
#

草本层'

关键词$乌鲁木齐&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空间结构&双向指示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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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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构是群落

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群落对环境的适应)动态和

机能!进而有助于群落的分类和保护'群落物种多

样性是一个群落结构和功能复杂性的量度*

!

+

!是反

映群落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进行群落物种多样性

研究不仅能更好地反映群落在组成)结构)功能和动

态等方面的异质性!也可反映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与

群落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

%

+

'物种多样性研究

在整个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

群落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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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灌木是干旱荒漠区植被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在

维持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及

稳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灌木群落是由灌木

类型植物为建群种"或优势种!有时为标志种#的植

被类型'由于灌木群落的适应性和生态效益!其在

干旱区的作用更为显著'乌鲁木齐作为干旱区的典

型区域!以沙质)砾质旱生和超旱生的稀疏灌木)半

灌木荒漠占优势*

)

+

!前人有以单一的灌丛或以周边

荒山植被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些研究*

,*1

+

!但针对不

同类型的灌木群落"包括荒漠和山地)平原灌丛等#

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在对乌鲁木齐地区灌木群

落调查的基础上!对群落结构和多样性进行分析!探

讨灌木植物在干旱区,山地
*

荒漠
*

绿洲-景观构型下

构成的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变化规律!揭示灌木

群落特征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旨在加深对本地区

植物群落性质的认识!为该地区的生态恢复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基础'

#

!

研究区概况

乌鲁木齐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位

于新疆中部!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地理

坐标为
1)]%,̂%%_

"

11]&1̂!$_2

)

$!]$&̂%!_

"

$$]"1̂

""_D

!海拔
$&"

"

$1""3

'南北长约
#&%[3

)东西

长约
#'"[3

!总面积为
#+$!̀ #"$[3

!

'乌鲁木齐

年均气温
,+&a

!年均降水量
!%)33

!年均蒸发量

!&,"33

!年均无霜期
#&"

"

#'"U

!年均总日照数

!,,&6

*

)

+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自然坡度
#!b

"

#&b

&地貌类型俱全!兼有冲积平原)山间谷地)低山

丘陵)中高山地等&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c

!

平原)丘陵面积占
%1+&"c

'土壤发育主要受制于

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和山地地形及其植被的影

响!表现出荒漠和半荒漠性质'根据其成土过程和

发育特征!可分为栗钙土)棕钙土)灰漠土)草甸土)

灌耕土)潮土)水稻土和沼泽土等
1

个土类!以典型

灰漠土为主*

'

+

'

!

!

研究方法

@+A

!

野外样地调查

在
!"#%

年
)

月
"

,

月对乌鲁木齐地区进行野

外调查!植物样地的调查采用典型取样法!选择有代

表性的植被地段进行常规群落学调查!根据不同的

地形)土壤和植被类型在乌鲁木齐地区设置了
&"

个

样方"图
#

#'灌木样方面积选取
#"3 #̀"3

!并在

每个灌木样方内设置
%

个
#3 #̀3

的草本植物调

查样方'调查内容包括$

#

生境$海拔)坡度)坡向)

土壤类型&

$

植株的基本特征调查$高度)基径)盖

度)冠幅)株数'

@+@

!

数据分析

@+@+A

!

重要值计算
!

重要值是评价植物种群在群

落中相对作用大小的一种综合性数量指标*

#"

+

'

图
#

!

研究区及样方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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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重要值
e

"相对密度
H

相对盖度
H

相对高

度#%

%

@B@B@

!

4CDE$7=E

分类
!

群落分类有正分析和逆

分析!前者指用属性对实体进行分类!后者指用实体

对属性进行分类'本次研究中采用正分析!以物种为

属性对样方实体进行分类'双向指示种分析"

SZ<*

Z4

8

.0U.;4S<>/

7

:;.:/4045

8

/./

!

ABCDEFGD

#是
!"

世

纪
1"

年代以来使用最多的数量分类方法之一'根据

灌木层样地物种重要值矩阵信息!利用
B.0ABCDE

!+%

软件完成对样地及灌木物种的聚类'

@+@+F

!

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
!

根据物种多样性指

数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其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状况的反

映!对物种多样性的衡量可以通过对群落或生境内

物种丰富度)物种均匀度的测量获得*

##

+

'选用

E.3

7

/<0

指数 "

B

#)

E6400<0*B.:0:>

指数 "

:

#)

F.:5<9

均匀度指数"

5

#)

E.3

7

/<0

优势度指数"

8

#)

\4>

P

45:T

丰富度指数"

C

#!计算公式如下$

"

#

#

E.3

7

/<0

多样性指数"

B

#$

Be#(

$

3

&e#

D

!

&

"

!

#

E6400<0*B.:0:>

多样性指数"

:

#$

:e(

$

3

&e#

D

&

5̀0D

&

"

%

#

F.:5<9

均匀度指数"

5

#$

5e5

EB

e:

%

503

"

$

#

E.3

7

/<0

优势度指数"

8

#$

8e

$

3

&e#

D

!

&

"

&

#

\4>

P

45:T

丰富度指数"

C

#$

Ce

"

3(#

#%

5<

P

!

%

D

式中!

3

为样方内物种数&

D

为样方内所有物种个体

数总和&

D

&

为样方内种
&

的重要值'

@+F

!

数据处理

应用
2?;:5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利用

B.0ABCDE!+%

软件的
ABCDEFGD

模块对样方

及植物种进行聚类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F+A

!

灌木群落物种组成和灌木区系特征

本次调查的
&"

个样方中!灌木植物共出现了

%)

种"表
#

#!隶属于
#!

科
!,

属'从科的角度而言!

物种最多的科为藜科!包含
'

种灌木!分别是囊果碱

蓬"

36-",-

+

(

0

'*

+

(*#-

#)盐生假木贼"

E2-%-'&'

'-/'-

#)细枝盐爪爪"

<-/&,&6;

9

#-1&/"

#)白滨藜

"

E)#&

+

/"@1-2-

#)心叶驼绒藜"

8"#-)*&,"'"F"#';-$

&-2-

#)梭梭"

:-/*@

0

/*2-;;*,"2,#*2

#)驼绒藜

"

87/-)"2'

#)木本猪毛菜"

3-/'*/--#%6'16/-

#)小蓬

"

D-2*

+

(

0

)*2"#&2-1"6;

#!占总物种数的
!&+""c

&

其次为蔷薇科!包含
)

种灌木'从属的角度而言!种

数最多的属是蔷薇属!包含
$

种灌木&其次为忍冬

属!包含
%

种灌木'草本植物共调查到
#%%

种!隶属

于
!)

科
#""

属!菊科包含的物种数最多!有
##

个属

!%

个种&其次是藜科和禾本科!包含
#'

个种&蝶形

花科和十字花科次之'

根据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

划分方法*

#!

+

!将乌鲁木齐地区调查的灌木物种划分

为
1

个分布类型'结果表明!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分布所占比例最大!共
'

个属!占总属数的
%%+%%c

!

其次是北温带分布有
,

个属!世界分布和旧世界温

带分布有
%

个属!各占
##+##c

!温带亚洲分布有
!

个属!泛热带分布)东亚分布)中亚分布各有
#

个属'

总的看来!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和北温带分布

占绝对优势!这与本地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

候区基本相吻合'

F+@

!

灌木群落类型划分和群落基本特征

在分别计算出样地的物种重要值的基础上!对

研究区域的灌木物种进行
ABCDEFGD

等级分类!

其中
ABCDEFGD

分类的一级分类结果主要将研究

区灌木群落划分为灌丛"群落
%"&

#和荒漠"群落

'"(

#两种类型!在具体分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群落的生境特征和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才

能获得更加客观和符合植被分类原则的结果*

#%

+

'

根据图
!

中灌木群落分类结果!可将乌鲁木齐地区

的典型灌木群落分为
#"

种类型"表
!

#'群落的命

名主要依据各层的优势种和
ABCDEFGD

划分的指

示种作为群落划分结果的名称'

群落
%

$以欧亚圆柏"

562&

+

"#6''-%&2-

#为建群

种的灌木群落!属于针叶灌丛植被类型'由样方
&

)

!'

)

%"

组成!分布在乌鲁木齐东山及天山大峡谷的

山坡上部和山脊!分布地段多坡度较大)海拔较高为

#'""

"

!%!!3

!伴生种为小叶忍冬"

G*2&1"#-;&$

1#*

+

(

0

//-

#)腺毛蔷薇"

.*'-

4

",)'1("2=*-2-

#)刚毛

忍冬"

G7(&'

+

&,-

#)宽刺蔷薇"

.7

+

/-)

0

-1-2)(-

#等'

草本层主要有苔草"

8-#"@)#&')-1(

0

-

#)平车前

"

H/-2)-

9

*,"

+

#"''-

#)土库曼米努草"

C&26-#)&-

)6#1*;-2&1-

#)荆芥"

D"

+

")-1-)-#&-

#)二裂委陵菜

"

H*)"2)&//-%&

4

6#1-

#等'植被种类丰富!植被盖度

最大!为
1'+""c

!且群落中灌木物种平均高度也最

大!达
!$$+11;3

'

群落
)

$黑果小檗
H

宽刺蔷薇
H

金丝桃叶绣线

菊灌木群落!属于山地落叶阔叶灌丛植被类型'由

样方
!

)

)

)

'

"

#%

)

#&

)

#1

)

#'

)

%#

)

%!

组成!主要分布在

,'&

%

期
!!!!!!!!!!!

袁
!

蕾!等$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多样性研究



乌鲁木齐东山及南山等地!在山地分布较广!海拔跨

度大!在
##&"

"

!"""3

之间'灌木层伴生有黑果

子"

8*)*2"-')"#;"/-2*1-#

+

6'

#)刚毛忍冬)截萼忍冬

"

G7-/);-22&&

#)尖刺蔷薇"

.7*@

0

-1-2)(-

#等'草本层

主要有苔草)千叶蓍"

E1(&//"-;&//"

4

*/&6;

#)直立老

鹳草"

I"#-2&6;#"1)6;

#)北方拉拉藤"

I-/&6;%*#"$

-/"

#)白莲蒿"

E#)";&'&-

9

;"/&2&&

#)荆芥)蒲公英"

?-$

#-@-16;;*2

9

*/&16;

#)森林草莓"

J#-

9

-#&->"'1-

#)鹤

虱"

G-

++

6/-;

0

*'*)&'

#)苜蓿"

C",&1-

9

*'-)&>-

#等'植

被种类较丰富!植被盖度高'

群落
*

$宽刺蔷薇
H

矮锦鸡儿灌木群落!属于落

叶阔叶灌丛植被类型'由样方
#$

)

#)

)

#,

)

!"

组成!

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南山水西沟!海拔为
#,1"

"

!"%"3

!该群落类型灌木层主要伴生有金丝桃叶绣

表
A

!

灌木植物调查分析统计表

A4@5:#

!

A

87

.;45/6>9@;<3390.S

8

/S4S./S.;4045

8

/./

灌木物种名
E6>9@043:

科名
d43.5

8

属名
Q:09/

属的分布区类型
G>:45*S

87

:

囊果碱蓬
36-",-

+

(

0

'*

+

(*#-

藜科
V6:0<

7

<U.4;:4:

碱蓬属
36-",-

世界分布
V</3<

7

<5.S40

盐生假木贼
E2-%-'&''-/'-

藜科
V6:0<

7

<U.4;:4:

假木贼属
E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细枝盐爪爪
<-/&,&6;

9

#-1&/"

藜科
V6:0<

7

<U.4;:4:

盐爪爪属
<-/&,&6;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白滨藜
E)#&

+

/"@1-2-

藜科
V6:0<

7

<U.4;:4:

滨藜属
E)#&

+

/"@

世界分布
V</3<

7

<5.S40

心叶驼绒藜
8"#-)*&,"'"F"#';-&-2-

藜科
V6:0<

7

<U.4;:4:

驼绒藜属
8"#-)*&,"'

东亚分布
2+G/.4

梭梭
:-/*@

0

/*2-;;*,"2,#*2

藜科
V6:0<

7

<U.4;:4:

梭梭属
:-/*@

0

/*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驼绒藜
8"#-)*&,"'/-)"2'

藜科
V6:0<

7

<U.4;:4:

驼绒藜属
8"#-)*&,"'

东亚分布
2+G/.4

木本猪毛菜
3-/'*/--#%6'16/-

藜科
V6:0<

7

<U.4;:4:

猪毛菜属
3-/'*/-

世界分布
V</3<

7

<5.S40

小蓬
D-2*

+

(

0

)*2"#&2-1"6;

藜科
V6:0<

7

<U.4;:4:

小蓬属
D-2*

+

(

0

)*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黑果子
8*)*2"-')"#;"/-2*1-#

+

6'

蔷薇科
f</4;:4:

子属
8*)*2"-')"#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宽刺蔷薇
.*'-

+

/-)

0

-1-2)(-

蔷薇科
f</4;:4:

蔷薇属
.*'-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金丝桃叶绣线菊
3

+

&#-"-(

0+

"#&1&

4

*/&-

蔷薇科
f</4;:4:

绣线菊属
3

+

&#-"-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尖刺蔷薇
.*'-*@

0

-1-2)(-

蔷薇科
f</4;:4:

蔷薇属
.*'-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腺毛蔷薇
.*'-

4

",)'1("2=*-2-

蔷薇科
f</4;:4:

蔷薇属
.*'-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落花蔷薇
.*'-%"

99

"#&-2-

蔷薇科
f</4;:4:

蔷薇属
.*'-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刺叶锦鸡儿
8-#-

9

-2--1-2)(*

+

(

0

//-

豆科
L:

P

93.0</4:

锦鸡儿属
8-#-

9

-2-

温带亚洲分布
A:3

7

+G/.4

矮锦鸡儿
8-#-

9

-2-

+09

2-"-

豆科
L:

P

93.0</4:

锦鸡儿属
8-#-

9

-2-

温带亚洲分布
A:3

7

+G/.4

铃铛刺
:-/&;*,"2,#*2(-/*,"2,#*2

豆科
L:

P

93.0</4:

铃铛刺属
:-/&;*,"2,#*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小叶忍冬
G*2&1"#-;&1#*

+

(

0

//-

忍冬科
V4

7

>.T<5.4;:4:

忍冬属
G*2&1"#-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刚毛忍冬
G*2&1"#-(&'

+

&,-

忍冬科
V4

7

>.T<5.4;:4:

忍冬属
G*2&1"#-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截萼忍冬
G*2&1"#--/);-22&&

忍冬科
V4

7

>.T<5.4;:4:

忍冬属
G*2&1"#-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喀什霸王
3-#1*A

09

&6;=-'1(

9

-#&16;

蒺藜科
M

8P

<

7

6

8

554;:4:

霸王属
3-#1*A

09

&6;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霸王
3-#1*A

09

&6;@-2)(*@

0

/*2

蒺藜科
M

8P

<

7

6

8

554;:4:

霸王属
3-#1*A

09

&6;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小果白刺
D&)#-#&-'&%&#&1-

蒺藜科
M

8P

<

7

6

8

554;:4:

白刺属
D&)#-#&-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黑果枸杞
G

0

1&6;#6)("2&16;

茄科
E<5404;:4:

枸杞属
G

0

1&6;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枸杞
G

0

1&6;1(&2"2'"

茄科
E<5404;:4:

枸杞属
G

0

1&6;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宁夏枸杞
G

0

1&6;%-#%-#6;

茄科
E<5404;:4:

枸杞属
G

0

1&6;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宽苞水柏枝
C

0

#&1-#&-%#-1)"-)-

柽柳科
A434>.;4;:4:

水柏枝属
C

0

#&1-#&-

旧世界温带分布
O5UB<>5UA:3

7

:>4S:

琵琶柴
."-6;6#&-'*2

9

-#&1-

柽柳科
A434>.;4;:4:

红砂属
."-6;6#&-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柽柳
?-;-#&@1(&2"2'&'

柽柳科
A434>.;4;:4:

柽柳属
?-;-#&@

旧世界温带分布
O5UB<>5UA:3

7

:>4S:

蛇麻黄
K

+

(",#-,&')-1(

0

-

麻黄科
2

7

6:U>4;:4:

麻黄属
K

+

(",#-

泛热带分布
F40S><

7

.;

膜果麻黄
K

+

(",#-

+

#A"F-/'=&&

麻黄科
2

7

6:U>4;:4:

麻黄属
K

+

(",#-

泛热带分布
F40S><

7

.;

喀什菊
<-'1(

9

-#&-=*;-#*>&&

菊科
V<3

7

</.S4:

喀什菊属
<-'1(

9

-#&-

中亚分布
2+G/.4

黑果小檗
!"#%"#&'(")"#*

+

*,-

小檗科
Y:>@:>.U4;:4:

小檗属
!"#%"#&'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欧亚圆柏
562&

+

"#6''-%&2-

柏科
V9

7

>://4;:4:

圆柏属
562&

+

"#6'

北温带分布
D<>S6A:3

7

:>4S:

木蓼
E)#-

+

(-@&'

4

#6)"'1"2'

蓼科
F<5

8P

<04;:4:

木蓼属
E)#-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O5UB<>5UA:3

7

:>4S:

沙拐枣
8-//&

9

*26;;*2

9

*/&16;

蓼科
F<5

8P

<04;:4:

沙拐枣属
8-//&

9

*26;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U.S:>>40:4

!

B+G/.4S<V+G/.4

1'&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卷



图
!

!

&"

个植物样方的
ABCDEFGD

分类结果

最左侧竖线上的数字表示分类水平)

D

表示样方总数'图下方长方形内的数字为所调查的
&"

个样方编号

d.

P

+!

!

ABCDEFGD;54//.T.;4S.<0<TS6:

7

540S;<3390.S.:/.0S6:&"

7

5<S/

D93@:>/<0S6:X:>S.;455.0:<0S6:5:TSU:/.

P

04S:;54//.T.;4S.<05:X:5+D>:

7

>:/:0S/S6:S<S45093@:><T

7

5<S/+

D93@:>/.0S6:>:;S40

P

5:/4SS6:@<SS<3<TS6:T.

P

9>:U:/.

P

04S:S6:.U:0S.T.;4S.<0;<U:T<>:4;6<TS6:&"

7

5<S/

线菊"

3

+

&#-"-(

0+

"#&1&

4

*/&-

#)刚毛忍冬等!草本层

主要有苔草)二裂委陵菜)羊茅"

J"')61-*>&2-

#)密

序硬萼草"

3&,"#&)&'%-/-2'-"

#)丝状点地梅"

E2,#*$

'-1"

4

&/&

4

*#;&'

#等'植被盖度为
)!+&"c

'

群落
+

$刺叶锦鸡儿
H

宽刺蔷薇灌木群落!属于

山地落叶阔叶灌丛植被类型'由样方
#

)

%

)

$

)

,

)

1

)

%%

)

%$

)

%&

组成!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东山石人沟和

白鸟湖等地'伴生种中包含荒漠植被类型!有白滨

藜)驼绒藜)木蓼!此外还有金丝桃叶绣线菊等灌丛

植被类型'草本层以角果藜"

8"#-)*1-#

+

6'-#"2-#$

&6'

#)卷茎蓼"

H*/

09

*26;1*2>*/>6/6'

#)涩荠"

C-/$

1*/;&--

4

#&1-2-

#)针茅"

3)&

+

-1-

+

&//-)-

#)角果毛

茛"

8"#-)*1"

+

(-//6')"')&16/-)6'

#)狗尾草"

3")-#&-

>&#&,&'

#等为主!植被覆盖度较低!为
&!+&"c

'

群落
,

$黑果枸杞
H

宁夏枸杞灌木群落!属于杜

加依灌丛植被类型'由样方
!1

)

%'

组成!该群落分布

在乌鲁木齐柴窝堡湖附近!海拔在
##""3

左右!伴

生种有小果白刺"

D&)#-#&-'&%&#&1-

#!草本层主要有苔

草)叉 毛 蓬 "

H")#*'&;*2&-'&%&#&1-

#)碱 蓬 "

36-",-

9

/-61-

#)苦豆子"

3*

+

(*#--/*

+

"16#*&,"'

#)蓄"

H*$

/

09

*26;->&16/-#"

#)赖草"

G"

0

;6''"1-/&26'

#)骆驼蓬

"

H"

9

-26;(-#;-/-

#等'

群落
-

$宽苞水柏枝
H

落花蔷薇灌木群落!属于

灌丛植被类型'由样方
$"

)

$#

组成!伴生种为铃铛

刺"

:-/&;*,"2,#*2(-/*,"2,#*2

#!草本层主要有

苔草)碱蓬)天兰苜蓿"

C",&1-

9

*/6

+

6/&2-

#)布顿大

麦草"

:*#,"6;%*

9

,-2&&

#)小花棘豆"

L@

0

)#*

+

&'

9

/-%#-

#)亚洲车前"

H/-2)-

9

*-'&-)&1-

#)蓄等!主

要分布在乌鲁木齐达坂城后沟湿地附近!土壤水分

含量高!草本层种类丰富!盖度相对较高'

群落
&

$多枝柽柳灌木群落!属于杜加依灌丛植

被类型'由样方
!%

)

$$

)

$1

组成!主要分布在达坂城

后沟和乌拉泊水库边)米东区等地!伴生种为小果白

刺!草本层主要有骆驼蓬)粉苞苣"

8(*2,#&//-

+

&

+

$

)*1*;-

#)苦豆子)中亚滨藜"

E)#&

+

/"@1"2)#-/-'&-)&$

1-

#)赖草)地肤"

<*1(&-'1*

+

-#&-

#)角果藜)蓄)白

莲蒿等!群落灌木物种稀少!灌木群落以单优势种

存在'

群落
'

$铃铛刺
H

喀什菊灌木群落!属于灌木
*

半灌木荒漠植被类型'由样方
%,

)

%1

)

$&

)

$)

组成!

主要分布在柴窝堡湖和达坂城后沟等地!灌木层伴

生有小果白刺)黑果枸杞"

G7#6)("2&16;

#)木蓼)蛇

麻黄"

K

+

(",#-,&')-1(

0

-

#等!草本层以骆驼蓬为优

势种!还伴生有盐生草"

:-/*

9

")*2

9

/*;"#-)6'

#)芦

苇"

H(#-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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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灌木荒漠植被类型'由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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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种类单一!植被盖度和灌木平均高度均最低'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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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灌木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能客观地反映群落内

物种组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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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不同植物群落的物

种多样性特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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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不同典型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情

况!总体上看!研究区典型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

较低!植物群落结构简单!物种组成稀少'就各群落

而言!物种多样性指数随丰富度增高而增大!即物种

组成的丰富程度决定着群落多样性水平高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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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灌木群落而言!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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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山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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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层间分布特征

植物群落的空间结构取决于物种的生长型和相

同生长型的物种组成的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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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片的物种

多样性指标表征了群落的物种组成)垂直结构)外貌

特征和生态功能等方面的垂直层次的差异性'表
%

显示了各群落内灌木和草本两种生长型物种多样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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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灌木群落类型各生长型的物种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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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等$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多样性研究



的特征'

在铃铛刺
H

喀什菊群落)囊果碱蓬
H

梭梭
H

铃

铛刺群落和琵琶柴
H

喀什霸王群落中!灌木层物种

多样性指数大于草本层!表明物种组成以灌木种类

居多!灌木层占主导地位&在宽刺蔷薇
H

矮锦鸡儿群

落)刺叶锦鸡儿
H

宽刺蔷薇群落)黑果枸杞
H

宁夏枸

杞群落)宽苞水柏枝
H

落花蔷薇群落)欧亚圆柏群落

和多枝柽柳群落中!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大于灌

木层!表明物种组成以草本种类居多!草本层占主导

地位&在黑果小檗
H

宽刺蔷薇
H

金丝桃叶绣线菊群

落中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几乎相当!表

明物种组成灌草均一!这是因为植物群落的垂直层

次结构主要受地带性气候所确立的水热组合影响!

同时也受微生境)群落的种群组成和发育阶段的影

响*

#1

+

'各群落不同层片的
B

和
:

)

5

EB

)

8

)

C

与群

落各相应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规律相似'琵琶柴

H

喀什霸王群落中!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

指数)均匀度指数均较低!优势度较高!且与各群落

间差异性显著'通过各群落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

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之间的方差分

析!群落间物种多样性指标差异性显著!说明处于低

地草甸和山地的灌木群落!草本层为主要层次&而处

于荒漠的灌木群落!灌木层是其主要层次'因此!不

同生境和不同的植被类型!所占主导地位的生长型

也不同'

$

!

结论与讨论

本次样方调查的灌木植被群落中出现了
#)'

种

植物!隶属于
%#

科
##1

属'灌木层共出现
%)

种灌

木!隶属于
#!

科
!,

属!物种最多的科为藜科&草本

层共出现
#%%

种草本!隶属于
!)

科
#""

属!物种最

多的科为菊科!这与以藜科)菊科等西北干旱区的表

征科数量居多*

#'

+

!这一点是相一致的'结合吴征镒

和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将乌

鲁木齐地区调查的灌木物种划分为
1

个分布类型!

以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和北温带分布为主!分

别占总属数的
%%+%%c

和
!&+'%c

!符合本研究区位

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的典型灌木群落分布

特征&新疆灌木植物属的分布类型以北温带成分和

地中海成分占优势*

!"

+

!从而得知乌鲁木齐地区灌木

植物的分布性质与新疆灌木植物的总体分布趋势

相似'

采用
ABCDEFGD

法对研究区域的植被进行分

类!一级分类将植被分为灌丛和荒漠!灌丛植被类型

分为欧亚圆柏群落)黑果小檗
H

宽刺蔷薇
H

金丝桃

叶绣线菊群落)刺叶锦鸡儿
H

宽刺蔷薇群落)宽刺蔷

薇
H

矮锦鸡儿群落)黑果枸杞
H

宁夏枸杞群落和宽

苞水柏枝
H

落花蔷薇群落&荒漠植被类型分为囊果

碱蓬
H

梭梭
H

铃铛刺群落)铃铛刺
H

喀什菊群落和

琵琶柴
H

喀什霸王群落'

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
B

)

:

和
C

最大值

分别为
"+&#

)

%+")

和
#+,!

'在不同区域灌木群落

多样性的研究中!就
:

而言!乌兰布和沙漠典型灌

木群落类型的多样性指数
:

的变化范围在
"+'1

"

%+$!

之间*

#'

+

!鄂尔多斯高原荒漠化草原灌木群落的

多样性指数
:

为
#+1)

"

%+$#

*

!#

+

!而乌鲁木齐地区

灌木群落多样性指数
:

变化范围在
"+'&

"

%+")

之

间'说明乌鲁木齐地区典型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指

标相对较低!群落结构比较简单!物种组成相对稀

少!植物分布极不均匀!这与当地干旱的气候条件和

脆弱的生态环境有关'植被受地形地貌及立地条件

差异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变

化不同'黑果小檗
H

宽刺蔷薇
H

金丝桃叶绣线菊群

落的多样性指数最大!群落之间水平差异显著&欧亚

圆柏群落)宽刺蔷薇
H

矮锦鸡儿群落和铃铛刺
H

喀

什菊群落次之&多枝柽柳群落和琵琶柴
H

喀什霸王

群落最低'

灌丛植被类型的灌木群落空间结构!草本层的

物种多样性水平较高!在该群落中占主要层次&荒漠

灌木群落以灌木层为主导地位&只有黑果小檗
H

宽

刺蔷薇
H

金丝桃叶绣线菊群落中灌木层和草本层物

种多样性指数几乎相当'说明乌鲁木齐地区环境复

杂!在,山地
*

荒漠
*

绿洲-不同尺度的景观构型下!导

致群落多样性层间结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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