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卷 9期 草  业  科  学 1    
Vol1 22, No19 PRATACULTURAL SCIENCE 9/ 2005

草地资源

与利用
黄土丘陵区弃耕地群落演替过程中   

的物种多样性研究   

郝文芳1 ,梁宗锁1, 2 ,陈存根1 ,唐 龙1

( 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陵 712100; 2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陵 712100)

摘要 :选择 9 个弃耕地, 对群落内植物种类、盖度、密度和生物量进行调查, 分析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弃耕地植

被恢复演替与物种多样性变化过程,结果表明: 1)在弃耕时间为 2, 6, 9, 13, 16, 19, 25, 30 和 40 年的群落中,

演替序列为:猪毛蒿 Ar temisia scopa r i 群落y 达乌里胡枝子 Lespedeza d avur ica 群落 y 冰草 Agropy ron

cr ista tum群落y (达乌里胡枝子+ 铁杆蒿 A1 sa crorum)群落y 白羊草 Bothr iochloa ischaemum 群落 y (白羊

草+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y (长芒草 Stip a bungeana + 达乌里胡枝子 )群落 y 狼牙刺 Sop hora viciif olia 群

落; 2)整个演替阶段的生活型:一年生草本群落y 多年生草本群落y 半灌木群落y 灌丛群落; 3)演替阶段主

要以菊科、禾本科、豆科植物为主; 4)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Pielou 均匀度指数、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在 9年达到最高值, 在 25年时最低, 而 Simpose指数呈相反的趋势; 5) 2 个相邻演替阶段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系数。该区弃耕地植被恢复的进展演替缓慢,物种组成单一, 群落结构简单, 可以通过人为干扰(如补植等)

加速植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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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黄土高原地处我国西部, 气候干旱, 植被退

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这不仅影响了

当地的生活和生产建设,也制约了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顺利实施。因此, 进行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

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植被恢复是黄土高原生

态环境建设的核心,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各级政府

部门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 科研人员已在不同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129]

,如植被建设的理论与

技术研究、植被效益研究等。这些植被恢复实践

和研究工作,为该区植被恢复与重建提供了积极

的指导作用。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植被

恢复方面
[ 10217]

,如植树造林技术研究、人工恢复过

程的土壤性质变化、人工林地土壤肥力评价、人工

林地力维护、人工林对土壤的培肥效应、不同利用

年限人工林地土壤养分演变等方面, 而对植被的

自然恢复演替研究较少。近年国家大力提倡退耕

还林、还草, 促进植被的自我修复,这无疑是黄土

高原生态恢复的一个重要机遇。在试验区的安塞

县高桥乡,自然植被主要为大面积的天然草地,弃

耕时间差距较大。为了探索弃耕地群落演替的趋

势和规律,应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选择弃耕

2, 6, 9, 13, 16, 19, 25, 30 和 40年的撂荒地, 研究

群落演替序列特征与物种多样性变化, 为该区植

被自然恢复工程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自然和植被概况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森林草原地带向荒漠

草原地带的过渡区, 南为森林草原, 北为荒漠草

原,中部为典型草原。这里曾经林茂草丰,经历了

战争、垦荒、乱砍、乱伐、滥牧等之后, 森林逐渐减

少, 草场退化严重, 致使该地区的植被覆盖度下

降,由原来的 80%下降到 30%以下。现在植被类

型主要为人工刺槐林 Robinia p seudoacacia 和天

然草地。

试验区 位于 安 塞县 高桥 北宋 塔 流域

(N 36b39c365d~ 37b 43c 451d, E 109b 11c 837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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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b13c462d) ,全区面积约 50 km2 ,属中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均温 81 8 e ,极端最高、

最低气温分别为 361 8和- 231 6 e ;年均日照时

间2 3971 3 h, \ 0 e 的活动年积温 3 8241 1 e ,

\ 10 e 有效年积温 3 5241 1 e ,无霜期平均 157 d;

多年年均降水量 513 mm, 且多集中在 7- 9 月;

年蒸发量 1 490 mm;土壤类型主要为黄绵土。所

选弃耕地在 1999 年之前有放牧、割草等干扰,

1999年开始封禁。

2  材料与方法

21 1 样地的选择  2003年 7 月 5 日- 8月 25

日,通过走访调查和查阅高桥乡土地使用记录,选

择弃耕 2, 6, 9, 13, 16, 19, 25, 30 和 40 年的撂荒

地,共 9个样地, 样地面积 220~ 500 m(见表 1) ,

每个样地随机选取 10个典型样方,其原则是要能

代表整个样地。草地样方 1 m @1 m, 灌木样方

3 m @3 m。
表 1  试验样地概况

退耕时间

(年)
坡向 坡度

海拔

(m)
坡位

面积

( m2)

2 半阴坡 38b 1 370 中上部 300

6 半阴坡 42b 1 380 中上部 250

9 半阴坡 34b 1 400  上部 200

13 半阴坡 38b 1 340  上部 300

16 半阴坡 33b 1 355  上部 220

19 半阴坡 30b 1 350  上部 380

25  阴坡 35b 1 326 中上部 400

30 半阴坡 40b 1 330 中上部 500

40  阳坡 30b 1 300 中上部 300

21 2 测试内容及方法  调查密度 (株数或丛

数)、盖度(投影盖度) , 同时按植物种称量地上部

鲜质量。密度和盖度调查均用估测法。调查密度

时,丛生植物按丛数计算其个体数量;盖度用估测

法测定其投影盖度;地上生物量采用刈割法。

21 3 分析计算
21 31 1以各演替阶段的群落特征数据, 用重要值

确定群落主要成分, 以优势植物区分不同的群落。

重要值的计算公式:重要值= (相对盖度+ 相对密

度+ 相对生物量) / 3

21 31 2选用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丰富度

指数( richness index)、均匀度指数( evenness in2

dex)、Simpson 优势度指数以及群落相似性系

数[ 18229]。

Ma= ( S- 1) / ln N

H c= - EP i ln P i

J P= - E P i ln P i / ln S

式中Ma 为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S 物种的

数目, N 为所有物种个体总数; Hc为 Shannon-

wiener 指数, P i 在研究中用重要值代替; J p 为

Pielou均匀度指数。

用 Simpson优势度指数 D 测定群落内不同

物种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

D= E P i
2

群落相似性系数采用 Sorensen 相似性指数

来计算群落的相似度: C= Z j / ( a+ b)

其中 Z j 为 2个群落的共有种在各群落中重

要值的总和, a 和 b 分别是 2 个群落中所有种重

要值的总和。

3  结果与分析

31 1 弃耕地演替过程中植被更替序列
31 11 1猪毛蒿群落阶段　弃耕前以猪毛蒿 Ar te2

misia scopar i 为建群种, 2年后演替为先锋植物,

在弃耕后土壤相对疏松、通气较好的条件下能够

迅速繁殖,优先占据生态位而发展成建群种,亚优

势种为狗尾草 Seta ria vir id is。此时群落有 10

个植物种, 植物个体数为 175 个/ m2 , 盖度为

22%。

31 11 2达乌里胡枝子群落阶段　经过 4年恢复,

原建群种猪毛蒿被达乌里胡枝子 Lespedeza

davur ica替代,演替为以达乌里胡枝子为建群种

的群落, 亚优势种为茭蒿 Ar temisia gir aldi i、猪

毛蒿和铁杆蒿 A1 sacr orum。达乌里胡枝子具有

较强的更新能力,入侵、繁殖迅速。弃耕 4年后,

演替为建群种。此时的植物种和个体数大大增

加。在弃耕 6~ 9年的演替过程中,达乌里胡枝子

仍为建群种,群落的类型虽然没有改变,但亚优势

种却发生了变化,弃耕 6年时为茭蒿、铁杆蒿和猪

毛蒿,而到演替进行到 9年时,亚优势种变化为白

羊草 Bothr iochloa ischaemum 和铁杆蒿。群落由



9/ 2005 草  业  科  学 (第 22卷 9期) 3    

6年的 17个种/ m2演替为 27 个种/ m2 , 植物个体

数由 342 增加到 426 个, 盖度由 26% 增加到

52% ,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最大,物种多样性高。

31 11 3冰草群落阶段　野外调查表明, 冰草有极

强的拓殖能力,弃耕 13年后演替为建群种,前一

阶段的达乌里胡枝子演替为亚优势种, 此阶段的

次优势种还有阿尔泰狗哇花 H eter op ap pus a l ta2

icus。群落中植物种数为 20个/ m2 , 植物个体数

为 617个,盖度 39%。

31 11 4达乌里胡枝子+ 铁杆蒿群落阶段　当演替

进行到 16 年时, 冰草的优势地位下降, 成为亚优

势种,达乌里胡枝子、铁杆蒿通过竞争演替为优势

种,形成以达乌里胡枝子、铁杆蒿为建群种,冰草

为亚优势种的达乌里胡枝子+ 铁杆蒿群落阶段。

群落中植物种数为 16个/ m2 ,植物个体数为 412

个,盖度 38%。

31 11 5白羊草群落阶段　弃耕 19年的群落是以

白羊草为建群种,达乌里胡枝子、铁杆蒿为亚优势

种, 和前一阶段相比, 群落中植物种减少为 14

个/ m
2
,物种数为 307个, 盖度为 34%。达乌里胡

枝子、铁杆蒿由原来的建群种下降为次优势种,但

这 2种植物的盖度、生物量占的比例很大,重要值

也占整个群落的多一半, 且为半灌木,可见他们在

群落结构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31 11 6白羊草+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阶段　弃耕25

年的群落以白羊草、达乌里胡枝子为建群种, 亚优

势种为茭蒿、长芒草和铁杆蒿,此时的植物种类演

替为 7 个/ m2 , 成分相对较少, 有 253 个植物个

体,盖度为 34%, 群落结构相对稳定。

31 11 7长芒草+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阶段　弃耕30

年的群落演替为长芒草 St ip a bungeana、达乌里

胡枝子群落,铁杆蒿、白羊草为亚优势种, 群落内

植物种有 9 个/ m2 ,植物个体数为 347个, 覆盖度

为 35% ,种、植物个体和群落的盖度均有所增加,

但起伏不大。

31 11 8狼牙刺群落阶段　弃耕 40年的群落为狼牙

刺Sophor a vici if olia 的单优灌丛群落, 而亚优势

种为茭蒿和长芒草,群落内植物种类有 9个/ m
2
,植

物个体数为 273个,覆盖度为 42%, 和前一阶段相

比,植物种没有发生变化,但个体数由 347个减少

为273个,覆盖度由35%增加为 42%。

黄土高原在自然状况下, 能演替为狼牙刺群

落,无疑是植被恢复的一个良好过程,但这种群落

只出现在个别靠近崖地的地段, 可能是外界干扰

少的缘故。

达乌里胡枝子除在弃耕 2年的群落中没有,

从弃耕 6年开始, 一直存在于以后的整个演替

过程中, 且在群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

见, 达乌里胡枝子是试验区的适宜草种, 可以大

面积种植。

31 2 弃耕地演替过程中的生活型结构  分
析表 2, 弃耕 2年的猪毛蒿群落阶段,群落主要由

一年生草本组成,其中一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和

半灌木的重要值分别为 641 67%, 281 27%,

71 06%。弃耕 2年后, 由于土壤疏松, 通气性良

好,一年生草本植物的种子迅速繁殖,在群落中占

据了主要生态位。而多年生草本植物和半灌木是

耕种过程中由杂草成为的残遗种, 因干扰少,通过

种子、根茎等繁殖体繁殖也迅速占据一定的生态

空间。

表 2 弃耕地演替过程中不同生活型的重要值 %

弃耕时间

(年)

一年生

草本植物

多年生

草本植物
半灌木 灌木

2 641 67 281 27 71 06

6 151 91 251 66 571 57 01 860

9 41 54 341 11 601 93 01 041

13 21 49 821 72 141 79

16 41 94 341 08 601 63 01 350

19 21 38 421 38 541 31

25 201 52 791 47

30 441 40 471 84 71 750

40 241 00 271 54 481 540

  在 2~ 6年的演替过程中,一年生草本植物的

比例减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数量也略有降低,此

时群落中半灌木的重要值却迅速增大, 同时出现

了少量狼牙刺实生苗, 这是由于动物等将繁殖体

带入群落而成为偶见种。

演替到 9年, 一年生草本植物的重要值降为

41 54%,多年生草本、半灌木的重要值均比 6年的

有所升高, 分别为 341 11%和 601 93% ,同时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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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状的灌木草麻黄 Ephedr a sinica 入侵,但它也

是一个偶见种, 和狼牙刺一样,在此阶段不能代表

演替的方向。

在 13年时, 一年生草本植物的重要值降为

21 49%,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地位却在上升,群落中

的阿尔泰狗哇花、铁杆蒿、达乌里胡枝子等均成丛

分布,此阶段多年生草本植物的重要值( 821 72%)

为整个阶段的最大值, 但半灌木的成分比前一阶

段少,重要值为 141 79%。

在弃耕后的 16年,一年生草本植物的重要值

略增,为 41 94% , 多年生草本植物的重要值却减

少为 341 08% ,减少约 58%,而半灌木的重要值却

增加为 601 63% , 此阶段群落中的植物主要以半

灌木为主, 建群种、主要伴生种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群落中又有狼牙刺出现,其重要值为 01 35%,

也可能是偶见种。

弃耕 19年的群落,一年生草本植物的重要值

降为 21 38%, 是整个演替阶段的最小值, 多年生

草本植物的重要值增加为 421 38%, 半灌木的重

要值减小为 541 31%。群落中没有灌木出现。

在演替进行到 25, 30和 40年时,群落中一年

生草本植物由于环境的改变全部死亡或迁出。25

年时,半灌木占据了群落的大部分, 重要值为

791 47%, 是整个演替阶段半灌木最大重要值, 多

年生草本植物也有相当大的比例。在 30年时,半

灌木的比例稍多于多年生草本, 同时群落中已有

狼牙刺定居,重要值为 71 75%。当植被恢复进行

到 40年时,群落中不同生活型植物的重要值从大

到小排序为:灌木> 半灌木> 多年生草本,其中灌

木狼牙刺的重要值为 481 54%, 形成以狼牙刺为

建群种的单优群落。

从整个演替过程来看, 在演替初期, 群落以

一年生草本植物为主, 随着演替地进行, 一年生

草本植物的重要值降低。从弃耕 25 年开始, 群

落中已经没有一年生草本植物存在, 主要为多

年生草本植物和半灌木。多年生草本的重要值

在整个演替阶段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半灌木的重要值呈现波动式变化, 其中以弃耕 9

年群落为最大。而灌木的重要值在演替的最后

阶段呈现出最大值。

31 3 弃耕地演替过程中的植物物种组成  
调查结果表明,弃耕地演替过程中,群落样方共出

现 34种植物, 分属于 11科。其中,菊科 10种,禾

本科 7种,豆科 8 种, 唇形科 Labiatae 2种, 还含

有 1种的科有:堇菜科, 藜科, 胡麻科,蔷薇科, 牻

牛儿苗科,远志科和麻黄科。

菊科、禾本科和豆科植物在调查区所占比例

最大, 为全部种的 74%。经过比较分析, 各演替

阶段这三大科植物占该阶段群落中植物种数的比

例为:弃耕 2 年为 80% , 6 年为 881 24% , 9 年为

811 48%, 13 年为 85%, 16 年为 100%, 19 年为

711 43%, 25 年 711 43% , 30 年为 881 89% , 40 年

为 881 89%。

表 3  弃耕不同演替阶段主要植物科、种的组成动态变化

弃耕时间

(年)

各阶段总科数

(个)

各阶段总种数

(种)

三大科的种数分布

菊科(种) 禾本科(种) 豆科(种) 合计(种) 占本群落的百分比 (% )

2 4 10 7 1 8 801 00

6 5 17 8 4 3 15 881 24

9 7 27 8 7 7 22 811 48

13 6 20 8 6 3 17 851 00

16 3 16 6 6 4 16 1001 00

19 7 14 4 3 3 10 711 43

25 5 7 3 1 1 5 711 43

30 4 9 2 2 4 8 881 89

40 4 9 2 3 3 8 88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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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菊科、禾本科和豆科在调查区弃耕

地植被自然恢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而且

在该地区的植物区系中占居着重要地位。另一

方面, 调查区主要以这三大科植物为主, 植被结

构相对简单, 物种多样性相对较少, 使植被恢复

过程较为缓慢, 这可能与该区自然条件恶劣

有关。

31 4 弃耕地演替过程中的植物物种多样性

变化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生物组成结构的重要

指标, 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与物种多样性密切相

关。群落内物种组成愈丰富, 则多样性越大, 另

一方面,群落内有机体在物种间的分配越均匀,

即物种均匀度愈大, 群落多样性值越大
[ 29]
。丰

富度指群落内种的绝对密度,而均匀度指群落内

种的相对密度。多样性指数是物种水平上群落

多样性和异质性程度的度量,能够综合反映群落

物种多样性和各种间个体分布的均匀程度,优势

度指数测定群落内不同物种所起的作用和所占

的地位[ 30]。随着演替进行, 植物种数量逐渐增

加, 群落结构也趋于复杂化,因此,物种丰富度显

著提高[ 31232]。丰富度增大, 主要是物种数量逐渐

增多。在撂荒地演替的初始阶段, 群落的生态环

境条件较差, 主要是少数杂类草种的出现, 随后

种类增多,发展为较茂密的杂类草植物群落, 抑

制了优良牧草的生长,随着群落生长环境条件的

逐渐改善,灌木种和乔木种不断出现, 并逐步发

展为优势种, 使群落层次分化明显,结构复杂,可

容纳各类生态型植物生存, 因此, 丰富度越来

越大。

在弃耕演替过程中, 随着群落组成的变化, 群

落内不同物种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发生变

化,优势度指数发生相应的改变。优势度指数反

映群落内不同物种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 它

是群落内物种优势程度的综合数量特征指标, 通

常同物种多样性相反。在演替初期, 土壤疏松, 水

肥充足,一年生草本植物迅速侵入,使演替初期群

落具有较高的生态优势度,但在随后的演替中, 群

落的优势度减小, 群落内物种的优势地位逐渐减

弱,优势种逐渐变的不明显, 物种越多, 这种效应

越明显。弃耕 2年时, 生态优势度最高, 弃耕 9年

时,生态优势度为第 1个最低值,在 25年时, 又逐

渐升高,为第 2个最大值, 以后呈降低的趋势, 40

年降至最低。

图 1  丰富度指数和香农指数的变化

图 2 Simposon 指数和 P ielou 均匀指数的变化

从图 1和图 2可以看出,在演替初期, 多样性

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随演替时间延长

而增加,在 9年时相对最高,从 13年开始, 多样性

指数、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都呈波动式的降低

趋势, 在弃耕 25年时最低。根据野外调查, 在多

样性指数相对较高时, 盖度较大,群落内物种最为

丰富,物种之间的竞争也最为剧烈, 结果使群落反

而变的不稳定。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相对应的物

种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也较高。较高的均匀

度(尽管种类单一、数量较少)也会导致较高的物

种多样性指数。物种多样性作为植被群落演替的

重要特征之一,既受物种种类及其数量的影响,也

受物种空间分布的影响。物种多样性的恢复是植

被和生态系统恢复过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



6    PRATACULTURAL SCIENCE ( Vol1 22, No109) 9/ 2005

可以通过植被恢复过程中物种多样性变化, 评价

植被生态功能的恢复。在黄土高原地区, 植被的

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水保土功能。弃耕 9年的

群落,其盖度相对较大, 对恢复退化植被、保护土

壤、防止水土流失具有主要作用。

31 5 群落的相似性系数  从表 4可以看出, 弃

耕 2年的群落, 其相似性系数和 6年的最相近, 和

40年的相差最大。所有群落相似性系数有一个

规律:随着演替的进行,群落之间的演替时间相隔

越长,则相似性系数越低,表明群落之间的物种组

成差异越明显, 每一群落类型总是与下一阶段最

邻近的群落具有较高的相似度。相似性系数的这

种变化表明了群落演替过程中物种组成结构的渐

变性。

表 4  弃耕地的相似性系数

弃耕时间 (年) 2 6 9 13 16 19 25 30 40

2 1 01 711 2 01 608 0 01 557 3 01 458 52 01 320 11 01 268 45 01 216 6 01 142 6

6 1 01 925 6 01 883 4 01 839 05 01 785 82 01 666 67 01 331 4 01 222 3

9 1 01 907 0 01 892 04 01 886 80 01 730 70 01 465 9 01 348 8

13 1 01 956 76 01 879 87 01 781 97 01 582 5 01 398 7

16 1 01 890 49 01 802 10 01 600 6 01 419 1

19 1 01 882 21 01 731 2 01 588 6

25 1 01 836 7 01 759 3

30 1 01 832 9

40 1

4  讨论与结论

41 1 在整个演替过程中, 弃耕地的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在演替进行到 9年时达

到最高值, 9~ 40 年, 呈波浪式的降低趋势。物

种多样性的恢复是植被和生态系统恢复过程的

重要标志之一, 因此, 可以通过对植被恢复过程

中的物种多样性变化研究评价植被生态功能的

恢复。在黄土高原地区, 植被的这种功能主要表

现为保水保土功能。弃耕 9年的群落,其盖度相

对较大,对恢复退化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具有重

要作用。从植被恢复和植被的功能来看, 弃耕 9

年的群落结构最佳, 因此在生产上, 可参照此结

构来恢复植被。

41 2 相似性系数表明,只有邻近 2个群落具有较

高的相似性系数, 也才具有相似的群落特征。相

距的时间越远, 相似性系数越小, 表明在黄土丘陵

区现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下, 自然植被的进展演替

缓慢,可以在群落结构特征和土壤性质的变化规

律下, 通过人为干扰(如补植、补播等)达到人为加

速演替,促进自然植被快速恢复。

41 3 分析表明, 弃耕 2~ 40年演替序列为猪毛蒿

群落y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y 冰草群落 y达乌里胡

枝子+ 铁杆蒿群落 y白羊草群落y 白羊草+ 达乌

里胡枝子群落 y长芒草+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 y狼

牙刺群落。建群种由一年生草本演替为半灌木,

直到狼牙刺灌木。从整个演替过程的生活型来

看,演替的趋势是由一年生草本占据群落的主导

地位发展到多年生草本、半灌木及灌木占据群落

的主体。植物的物种组成在整个演替过程中, 以

菊科、禾本科和豆科为主,但群落的物种组成较单

一,结构简单,不利于该区植被的自然恢复。要从

根本上改变黄土高原植被现状,可选择当地的乡

土草种,通过人为调控, 改变物种多样性和丰富

度,以达到快速恢复植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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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pecies diver si ty evolvement process dur ing vegetat ion r estorat ion

of abandoned farmland in the hilly loess plateau

HAO Wen2fang1 , LIANG Zong2suo1, 2 , CHEN Cun2gen1 , TANG Long1

( 11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1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 y of Water Resources,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 act: This paper is a study about the species diversity evolvement process dur ing vegetat ion r esto2

r at ion of abandoned farmland in the hilly and gully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1 Based on the community

invest igat ion and analysis of differ ent abandoned field succession stages fr om 2, 6, 9, 13, 16, 19 , 25,

30 and 40 years, the r esults show that the succession series is Artemisia scopar ia community y Lespe2

deza davurica community y Agrop yron cr istatum community y L1 d avur ica and A1 sacr orum commu2

nity y Bothr iochloa ischaemum community y B1 i schaemum and L1 davur ica community y St ip a bun2

geana and L1 davur ica community y Sop hora vici if olia community1 From the analysis of vegetat ive

life style during the succession proces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uccession t rend changes from the

annual herb dominant community to the perennial herb dominant community, the subshrub dominant

community and the following shrub dominant community1 The vegetat ion restorat ion type is mainly

Compositae, Gramineae and Legunminosae1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succession stage, the Shannon2

wiener diversity index, Pielou evenness index and Margalef r ichness index appeared maximum, fluctu2

ant down during the stage 9 to 40 years1 The minimal index is 25 years abandoned stage and then a lit2

t le incr ease to the 40 years abandoned stage1 The similarity coefficien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igh2

boring succession stages have much higher similarity coefficient, meanwhile the farther succession sta2

ges appear lower similarity1 In this area, vegetation restorat ion process is very slow at abandoned

fields, and much of the species are homology1 The st ructure of community is simple1 Through man2

made distur bance ( such as seeding) can solve the question ment ioned above and accelerate vegetat ion

restorat ion in the same t ime1

Key words: the hilly loess plateau; abandoned field; succession series; the structure of life style; spe2

cies composit ion; similar ity index; index of species diversity

我国西南六省(市)区携手构筑生态屏障

位于中国西南的广西、云南、西藏、四川、重庆、贵州六省(市) 区近年来携手合作,通过加强区

域内重要流域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在亚洲主要河流的上游构筑起生态屏障。

据了解,通过治理,四川省3. 4万 km2 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年滞留泥流1. 4亿 t;云南共建

成19座污水处理厂,九大高原湖泊水质基本保持稳定;重庆市三峡库区内首批13座垃圾处理厂建成投

产;西藏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1/ 3以上;贵州省出省河流的水质均达到 1~ 3类。

西南六省(市) 区高层领导日前在贵阳召开会议,表示今后将加快启动石漠化、草场综合治理

工程, 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工作;对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等重点流域、重要江河源

头区,加大保护和治理力度;开展跨省区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治理工程;建立跨界污染治理协

调机制和跨界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机制。 (黄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