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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坝上草地群落季节动态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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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摘 要 1986年s～1O月在河北省坝上草地，从牧草逅青至枯黄一十完整的生长周期里． 

对2个人工草地、3十天然草地的样地定期测试了地上生物t、叶面积指数和叶绿索的季节动 

态。结果表明．该年牧草和草地群落的生长发育模式的趋势为取峰式 ．前低后高I第一次峰出 

现在7月末8月初，第二次峰出现在8月末9月初I活的地上生物现存量的最大值为老芒麦草地 

261．0 g／m ．丘问平地贝加尔针茅+羊草草甸草原324．2 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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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牧草和草地群落的生长发育，是进行草地生产管理、从事草地科学研究的基础。 

揭示牧草和草地的生长发育规律，对于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化管理，实现草地畜牧业现代化 

有着重要意义。国内外有关此方面报道虽较多[】 ，但仅局限于单一的草地类型，且时问 

间隔较长，测定指标也较少。本文对2个人工草地和3寸天然草地的牧草和草地群落，在一 

个完整生长周期里的生长发育进行跟踪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区自然条件 

试验于1986年5～l0月在河北省围场县国营御道 口牧场进行。该场位于围场县的西北 

部，地处北纬42。08 ～42。28 ，东经ll6。47 ～ll 7。26 ，占地约1000 km ，海拔l230～1800 

m．地处内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与承德山地有明显的界限，俗称坝上草原。原为玄武岩台 

地，后经长期风化剥蚀，沙被搬运堆积，形成了现在的丘状熔岩高原，剥蚀裸岩丘陵和风积 

沙丘。 

该场气候属寒温带湿润大陆性季风高原气候。年降水量450 mm，70 集中在夏季6～ 

8月；年蒸发量1500mm，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年平均气温一0．5℃，极端最高温度33℃， 

极端最低温度一42．9℃，≥lO℃积温1600℃；太阳总辐射量543．4 kJ／em。，干燥度0．75～ 

0．84，无霜期70~80 d，年平均风速3．4 m／s，最大风速30 m／s． 

该场原始植被破坏 后，山杨、桦树侵入形成次生林 ，造就了现在杨、桦林和大面积草 

甸草原相问分布的森林草原区，为森林向草原过渡地区。适宜的水热生境条件，发育了良 

好的草原植被，生长着一些旱中生、中生的禾草和杂类草。主要建群种有贝加尔针茅、羊草 

等。旱中生的丛生苔草、日阴菅也是常见的种，属丛生禾草草甸草原。在这类植被下面发育 

了以灰色森林土为主的土壤类型。另外，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风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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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样地 

试验在5个样地上进行。样地 A、样地 B为人工草地，1983年播种，条播。样地 A为老 

芒麦草地，长势较好。样地 B为无芒雀麦草地，长势稍差。这2个样地都位于场部试验地， 

海拔1300 1'1"1，灰色森林土，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样地 C、样地 D均为草甸草原 样地 C为 

低山贝加尔针茅+羊草十中生杂类草草甸草原 ．位于地势坡度平缓、土层较厚 排水良好 

的丘陵坡地，主要伴生种为日阴营草、南牡蒿、裂叶蒿等，位于场部正北约2．5 km处。样 

地 D为低山坡麓与丘间平地贝加尔针茅+羊草+羊茅+杂类草草甸草原，主要位于丘陵 

坡地的上部，土壤砾石性增强，使牧草偏于中早生的种类，主要伴生种有冷蒿、阿尔泰狗哇 

花、苔草等，位于场部正南约2．5 km处。样地 E位于场部正东约2 km处，固经常受如意河 

牛队出牧及归牧的影响，草场过度利用，属由草甸草原向干草原过渡的一种类型。优势种 

为羊茅及丛生小禾草，主要伴生种有冰草、冷蒿等。 

1．3 样品采集、处理及叶面积指数_劓定 

从牧草返青开始，选晴朗无风天气，轮流在5个样地循环测试，直至牧草枯黄。每天测 
一 个样地，3次重复，贴地面剪下面积为25 cm×25 cm的草样。将草样分成叶样、茎样、枯 

样3部分，立即乖l：重(鲜重)。把叶子平铺在硫酸纸上，甩铅笔卒旨叶子的轮廓画下来，剪下叶 

子所覆盖的硫酸纸部分，称重。其重量除以硫酸纸单位面积重量(50 g／m )，即为叶面积。 

叶面积再除以取样面积(625 cm )，即为叶面积指数。把叶样、茎样、枯样放入80"C烘箱，烘 

干4～6 h，称重(风干重)。 

l_4 叶绿素测定 

将一个样地3次重复的风干样混合，称重、剪碎后粉碎 取0．2 g样品，放入5 mL离心 

管，加5mL体积分数为80 丙酮溶液，振荡，提取20rain．然后以2000 r／min离心10rain． 

吸取1 mL提取液放入试管，加5 mL体积分数为80 丙酮溶液稀释，混匀后用721分光光 

度计在652 nm处比色，记录消光度值，测定重复2次。由于叶绿素 a，b在652处有相同的比 

吸收系数34．5，叶绿素的总含量为： 

叶绿素含量 C(mg／g)一 ×6—4．35× 

1．5 数据处理 

将5个样地的数据输入计算机，重量指标均换算成g／m。，计算叶绿素产量，用 ANA— 

LYST软件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群落自然高度 

在草地群落整个生长周期中，有两次快速生长过程，形成两个高峰。据测定，样地 B， 

c，D，E的第一次高峰分别为7Jl 24日18 cm，7月21日37 cm、7月12日35 cm和7月15日27 

cm，样地A无第一次高峰；第二次高峰样地 A为8月22日27 cm，样地 c为8月30日30 cm． 

样地 D为9月15日40 cm，样地E为8月28日3l cm，样地 B无第二高峰(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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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叶面积指数 

从表2可以看出，叶面积指数(乙A1)的增长 比较稳定，5个样地 中测定的最 小值 

为0．126，最大值为2．150．在整个生长季中样地 A，B．D只形成一次高峰，分别在9月9日 

L 797，8月26日2．150，8月17日1．783；样地 c和 E形成两次高峰，样地 c第一高峰在7H 

21日1．240，第二高峰在8月30日1．470；样地 E第一高峰在8月3日1．647，第二高峰在8月 

28日I．700． 

表2 叶面积指数的季节变化(1986) 

2．3 地上生物现存量 

活的地上生物现存量分为叶和茎。地上生物量的蓄积有两个’睫速生长时期，形成两个 

生长高峰。样地B，c，E的第一高峰分别为8月13日134．4 g／m ，8月10日206．6 g／m ，8月3 

日1 90．9 g／m }第二高峰分别为9H13日131．5 g／m ，8月3O日239．4 g／m ，8月28日261．5 

g／m 。样地 A，D只形成一次峰，分别为9H 9日261．0 g／m ，8月17日324．2 g／m ． 

样地A，B，D叶生物量的最大值分别出现在9月9日107．8 g／m t8月13日91．9 

g／mz和8月17日247．6 g／m ．样地c、E出现两次高峰，样地c的第一高峰出现在8月10日 

163．8 g／m ，第二高峰8月30日165．I g／m。}样地 E的第一高峰8月3日152．2 g／m ，第二高 

峰8月28日193．1 g／m ． 

样地A、D茎的生物现存量只出现一次高峰，分别在9月9日153．2 g／m ，8月17日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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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i~样地 B，C，E出现两次高峰，第一高峰分别为7月24日48．3 glm ，7月21日44．5 glm 

和8月3日38．7 glm ，第二高峰分别为9月13日48．6 glm ，8月30日74．3 gtm。和8月28日 

68．4 gtm (裘3)。 

表3 活的地上生物现存量的季节变化(1986) 

样地A 样地n 样地c 样地D 样地E 

) t)(g盖 ) g／PmII")(g盖 日B／il月l (g 。)(g／ mt I II )I g t)(g盖 ){ 品 

2．4 叶绿素含量及产量 

叶绿素含量测定的最小值为0．82 mg／g风干样，最大值为2．55 mg／g风干样。叶绿素 

含量困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变化比较复杂。总的趋势是早期生长和接近停止生 

长时较低，生长盛期较高i达到最大值的时间样地 A为8月11日2．24mg／g风干样，样地 B 

为8月26日2．55 mg／g风干样，样地 C为8月16日1．53mg／g风干样，样地 D为8月27日 

1．41 mg／g风干样，样地 E为8月28日2．18 mg／g风干样。 

叶绿素产量是反映草地同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变化趋势基本上和叶绿素含量一 

致，其测定的最大值样地 A为9月9日271．0mg／m ，样地B为8月26日255．3mg／m。，样地 

C为8月30日275．1mg／m ，样地 D为8月27日324．9mg／m ，样地 E为8月28日458．7 

mg／m。(袁4)。 

表4 叶绿素含量和产量的季节变化 

样地A 样地B 样J电C 掸地D 样地E 

日期 古量 产量 日期 奇量 产量 日期 旨量 产量 日期 含量 产量 日期 奇量 产量 
(日，月)(mltg)(mltm XH，月 (ml／a)(mllm X日I)I)(nile)(mitre X日t)1)(miti)(mltm X日tN)(mI／l1)(ml1]m ) 

注r一为翻定样品担坏． 

3 讨 论 

前人在人工草地方面对株高、产量和营养成分等方面研究较多．关于生物量的形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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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从返青至枯黄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里，不但测定了2个人工草地 

类型，而且测定3个了天然草地类型；不但测定了群落高度，研究了生物量的形成规律，而 

且测定了反映草地同化力大小的叶面积指数和叶绿素的产量等指标，探索了该地区草地 

群落的季节动态，对今后的草地研究和管理提供一些依据。 

御道口牧场地处森林向草原过渡的森林草原地带，其生长模式应为单峰式。早期生长 

较快，然后出现一个慢速生长持续的持续期，最后形成一次高峰，然后快速下降“ 。而本研 

究结果为该牧场牧草和草地群落的生长模式的趋势为双峰式，二头高中间低，第一次峰稍 

低，出现在7月末8月初，第二次峰较高，出现在8月末9月初。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每个样地的调查间隔稍长，峰值出现的时间和值不是非常确切 

(见表1)，这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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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Investigation on the Seasonal Dynamic of Grassland 

Association in Hebei Highland 

Yang Yungui 

Department。，Anienag Scie~we·Nort ㈣ Agri~tdturag Uni~rsi ，Yangffng，Sh~nxl·712100) 

bstraet The aeasoual dynamic of above—ground biomass．Iear area index and 

chlorophyll contents were regularly investigated on two artificial and three natural 

grassland from green tnrning to withering and yellow in Hebel Highland from May tO 

0ctober in 1 986．The result shows the pattern of growth have tWO peaks，the formaI is 

higher and appears in the end of July tO the beginning of August}the latter is lower and 

appears in the end of Augttst tO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the maximum value of 

above—ground biomaaa belongs to the artificial grassland (Elyms si&'ricus)with 261．0 

g／m 。the natural grassland(Stipa baicalensis+ Leymus chinensis)with 324．2 g／m ． 

Key words grassland association，seasonal dynamic，sit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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