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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硬枝碱蓬群落物种

组成和生物多样性

杨赵平"

!

!

!段黄金!

!黄文娟"

!

!

#

"6

塔里木盆地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兵团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新疆 阿拉尔
#788''

$

!6

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新疆 阿拉尔
#788''

%

摘要!野外调查新疆塔里木盆地硬枝碱蓬"

!"#$%#&'

(

'%#

#群落的物种组成!分析其伴生种的区系成分!并进行物

种多样性测度!结果如下$

"

#硬枝碱蓬群落物种组成仅有维管束植物
&

科
!"

属
!$

种!其中藜科植物为主要成分!

占
8#69:

%

!

#硬枝碱蓬群落伴生种的分布类型以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和中亚分布居多!分别占
8$:

和
!7:

%

8

#硬枝碱蓬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
;<=

>

<5?@

丰富度指数为
'69!

!

'6#A

!

/B<CC4CDEF?C?=

指数为
'67!

!

"6""

!

/FG

H

D

I4C

指数为
'6!'

!

'6$$

!

J

均匀度指数为
'687

!

'6#7

!符合荒漠地区的物种多样性的分布规律&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硬枝碱蓬%群落%物种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

$

K&7#L"9

M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D'$!&

#

!'""

%

"!D!"#$D'7

""

!

硬枝碱蓬#

!"#$%#&'

(

'%#

%为藜科碱蓬属中最

高大的一种强木质化草本&

"

'

"是塔里木盆地的特有

植物&

!D7

'

"其植株高大"枝叶繁茂"是当地优良的牧草

资源"也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野生蔬菜"具有重要的经

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目前有关硬枝碱蓬的研究报道

很少(本研究通过典型分布区硬枝碱蓬群落物种组

成进行抽样调查"分析其伴生种的区系特点及物种

多样性"为硬枝碱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生态学基础

资料(

!

!

材料与方法

!6!

分布地概况
!

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南部"是大型封闭性山间盆地"西起帕米尔高原

东麓"东到罗布泊洼地"北至天山山脉南麓"南至昆

仑山脉北麓"东西长约
"7''NG

"南北宽约
99'NG

"

面积
9$

万
NG

!

"是我国第一大内陆盆地(地理位置

A8O

!

&AO1

)

89O

!

78O2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

木盆地中心"大沙漠东西绵延
"'''NG

"南北宽约

7''NG

"面积为
886A$

万
NG

!

"占全国沙漠面积的

7A68:

"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七大沙漠之

一(塔里木盆地由于地处大陆腹地"降水量小"气候

变化大(夏季炎热少雨"冬季异常寒冷"气温经常在

%!'

!

!9P

"最低气温可达
%9'P

(春季多风"平

均每月大风
7

!

9

次(降水稀少"降水量
8'

!

9'

GG

$蒸发量
!!''

!

!&''GG

$空气干燥"风沙灾害

严重"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

9D$

'

(

!6"

样方设置与调查
!

!''A%!''#

年的
#%"'

月"在硬枝碱蓬的分布区域塔里木盆地踏查"按照硬

枝碱蓬的自然分布居群"选择了
&

个居群作为调查

样地(每个居群选取
7GQ$G

的样方
8

!

7

个"共

87

个样方(调查内容包括硬枝碱蓬的群落外貌)总

盖度)株数)层盖度)层高度)最大高度)最小高度)一

般高度)最大基茎)最小基茎)一般基茎"硬枝碱蓬伴

生种的种类)盖度)株数)一般高度)最大高度与最小

高度(

!6#

数据处理
!

区系分析参照吴征镒&

AD#

'种子植

物科)属的分布类型(

物种多样性指数参照尚玉昌&

&

'

)冷平生&

"'

'的计

算方法"采用以下几种指数*

;<=

>

<5?@

丰富度指数*

)

*

R

#

!%"

%!

5C+

$

/FG

H

I4C

物种多样性指数*

)R"%

#

,

'

!

$

/B<CC4CDEF?C?=

多样性指数*

-.R%

#

,

'

5C,

'

$

物种均匀度指数*

/R-S

!

5C!

(

式中"

!

为物种种类的数目"

+

为所有物种个体数的

总和"

,

'

为第
'

个物种的个体数量与群落中其他物

种总个体数量之比值(

物种频度
R

物种在所调查的样方中出现的次

"

收稿日期*

!'""D'!D!#

!!

接受日期*

!'""D"'D"'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子项目#

!''9TU*!"''$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盆地生物资源保护利用

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V)'A"'

%

作者简介*杨赵平#

"&AAD

%"女"四川彭山人"讲师"硕士"从事

植物多样性与植物解剖的研究(

1DG<F5

*

W

X

H

XN

W#

"$86Y4G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数!样方总数
Q"''

(

"

!

结果与分析

"6!

群落分布与组成
!

硬枝碱蓬主要分布于塔

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常见于人为干扰后

的撂荒地或排碱渠周围(硬枝碱蓬的居群面积通常

不大"最大的约
!''GQ"''G

(受耕地隔离的影

响"居群内硬枝蓬常呈带状间断分布"分布区土壤

H

Z

值在
A6$

!

&67

(硬枝碱蓬通常
8

月底或
7

月初

萌芽"花果期
$%"'

月"

""

月枯死"其结实率极高"

果实为胞果"种子小而轻"成熟后落在母株附近"以

有性繁殖繁衍后代"无克隆繁殖现象$植株高度通常

为
$'

!

&'YG

"最高可达
"8'YG

"基茎最粗达
8YG

"

其适应性强"常常形成单优群落"盖度
A':

以上(

本研究中"从硬枝碱蓬群落物种组成中共统计

出
!$

种维管束植物"分别隶属于
&

科
!"

属#表
"

%"

其中藜科植物有
"'

种"为主要成分"占总种数的

8#69:

$其次是豆科与禾本科植物"各有
7

种"占

"967:

$菊科植物有
8

种"占
""69:

$石竹科)柽柳

科)胡颓子科)茄科)萝摩科植物各
"

种(在硬枝碱

蓬群落中"木本植物种类少"

87

个样方中仅在
"

个

样方中出现了沙枣"灌木植物仅有多枝柽柳$伴生种

种类少"平均每个样方有
8

!

7

个"伴生植物主要为

芦苇)多枝柽柳与灰绿藜(在伴生种最多的一个样

方中"具有
A

个物种"物种总盖度为
$':

"其中硬枝

碱蓬层盖度为
"':

(在硬枝碱蓬层盖度达
"'':

的

样方"其伴生种仅有
!

个"藜和星花碱蓬"位于硬枝

碱蓬下层"盖度
A':

(

表
!

!

硬枝碱蓬群落物种组成与频度

科名 种名
频度

#

:

%

科名 种名
频度

#

:

%

藜科
!

硬枝碱蓬#

!"#$%#&'

(

'%#

%

"''

菊科
!!

花花柴#

0#&$1'2'#3#4

5

'3#

%

96&

禾本科 芦苇#

,7&#

(

*'8$4#"48&#1'4

%

996&

禾本科
!

稗#

937'2:371:#3&"4

(

#11'[<=63&"4

(

#1'

%

96&

柽柳科 多枝柽柳#

;#*#&'<&#*:4'44*#

%

776"

藜科
!!

肥叶碱蓬#

!"#$%#=:4'24=

>

'

%

!6&

藜科
!

灰绿藜#

?7$2:

5

:%'"4&"@&"*

%

!$69

豆科
!!

胀果甘草#

A1

>

3

>

&&7'B#'2

C

1#8#

%

!6&

藜科
!

盐穗木#

-#1:48#37

>

43#4

5

'3#

%

!869

豆科
!!

苦马豆#

!D#'24:2#4#14"1#

%

!6&

藜科
!

木地肤#

0:37'#

5

&:48&#8#

%

!869

豆科
!!

苦豆子#

!:

5

7:&##1:

5

$3"&:'%$4

%

!6&

豆科
!

骆驼刺#

E17#

(

'4

5

#&4'

C

:1'#

%

!869

石竹科
!

拟漆姑#

!

5

$&

(

"1#&'#*#&'2#

%

!6&

茄科
!

黑果枸杞#

F

>

3'"*&"87$2'3"*

%

"A6A

胡颓子科 沙枣#

91#$#

(

2"4#2

(

"48'

C

:1'#

%

!6&

藜科
!

星花碱蓬#

!"#$%#48$11#8'

C

1:&#

%

"76A

萝摩科
!

羊角子草#

?

>

2#237"*3#87#

>

$24$

%

!6&

藜科
!

平卧碱蓬#

!"#$%#

5

&:48&#8#

%

#6#

菊科
!!

蒙古鸦葱#

!3:&B:2$&#*:2

(

:1'3#

%

!6&

藜科
!

五蕊碱蓬#

!"#$%##&3"#8#

%

#6#

菊科
!!

刺儿菜#

?'&4'"*4$8:4"*

%

!6&

藜科
!

藜#

?7$2:

5

:%'"*#1@"*

%

96&

禾本科
!

小獐毛#

E$1"&:

5

"4

5

"2

(

$4

%

!6&

藜科
!

盐爪爪#

0#1'%'"*

C

:1'#8"*

%

96&

禾本科
!

假苇拂子茅#

?#1#*#

(

&:48'4

5

4$"%:

5

7&#

(

*'8$4

%

!6&

!!

在调查的
87

个样方中"伴生种芦苇的频度最

高"达
996&:

"其次是多枝柽柳"频度为
776":

#表

"

%(藜科植物灰绿藜)盐穗木)木地肤以及豆科的骆

驼刺的频度也较高"为
!868:

(茄科的黑果枸杞"

藜科的星花碱蓬)平卧碱蓬)五蕊碱蓬"菊科的花花

柴与禾本科的稗频度次之"而其他
""

种植物在调查

的样方中仅出现
"

次"频度为
!6&:

(

"6"

群落区系成分分析
!

组成硬枝碱蓬群落伴

生种的植物共计有
&

个科#表
!

%(其中
$

个科为世

界分布植物"包括石竹科)豆科)茄科)藜科)菊科与

禾本科"占总科数的
$$6$A:

$北温带及其变型分布

#胡颓子科%)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形#萝摩科%与旧世

界温带及其变形分布#柽柳科%各
"

个科"均占总科

数的
""6"":

(

组成硬枝碱蓬群落伴生种植物共有
!"

个属(

其中
$

个属为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属"即甘草

属)花花柴属)骆驼刺属)盐穗木属)盐爪爪属与獐毛

属"占总属数的
!#69A:

$北温带及其变形分布
$

个

属"包括地肤属)拂子茅属)枸杞属)胡颓子属)蓟属)

与稗属"占总属数的
!#69A:

$世界分布
9

个属"即

槐属)碱蓬属)藜属)芦苇属与拟漆姑属"占总属数的

!86#":

$旧世界温带及其变型分布
8

个属"包括柽

柳属)鹅绒藤属与雅葱属"占总属数的
"76!&:

$

"

个

温带亚洲分布属#苦马豆属%占总属数的
76A$:

(

硬枝碱蓬群落的伴生种共有
!9

种#表
!

%"其中

&

个旧世界温带及其变型分布种"多枝柽柳)肥叶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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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

"

246"!

%

"!

!

!'""

表
"

!

硬枝碱蓬群落伴生种区系成分

分布区类型
科

科数 比例#

:

%

属

属数 比例#

:

%

种

种数 比例#

:

%

"

世界分布
$ $$6$A 9 !86#" 8 "!6''

!

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 ""6"" ' '6''

#

北温带及其变型
" ""6"" $ !#69A " 76''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 " 76''

"'

旧世界温带及其变型
" ""6"" 8 "76!& & 8$6''

""

温带亚洲分布
' " 76A$ ! #6''

"!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 $ !#69A ' '6''

"8

中亚分布
' $ !76''

"7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 " 76''

"9

中国特有分布
' ! #6''

合计
& "''6'' !" "''6'' !9 "''6''

表
#

!

硬枝碱蓬
$

个居群多样性指数

居群号 分布地
总盖度

#

:

%

层盖度

#

:

%

层高度

#

YG

%

; ZS J /

群落外貌 伴生种

"

农一师
"$

团
!!

A&6' 796' $96' '69! '67! '687 '6!'

田边荒地 柽柳)盐穗木)芦苇)骆驼刺

!

图木舒克市
!!

$&69 $A69 #!69 '6$7 "6"" '6#" '6$$

路边荒地 芦苇)骆驼刺)柽柳)盐穗木

8

巴楚县红海乡
!

#'6' 7A69 7!69 '6#A '6&' '67$ '67A

路边荒地
柽柳)盐穗木)盐爪爪)

五蕊碱蓬)蒙古鸦葱等

7

巴楚县红海乡
!

#'6' $$6A #'6' '6$" '6A" '69' '68#

棉田荒地
柽柳)木地夫)芦苇)

灰绿藜

9

巴楚县城郊
!!

9$6' 7!69 $96' '69& '69A '67" '68!

棉田荒地 木地肤)盐爪爪)芦苇

$

巴楚县夏玛勒乡
9'6' $'6' $868 '6$' '6$" '679 '68!

棉田荒地
树柳)芦苇)骆驼刺)

灰绿藜)盐穗木

A

农一师
"8

团
!!

!96' !96' 9'6' '6!! '699 '6#' '68A

排碱渠内 芦苇

#

喀什市岳普湖县
A!69 $96' #'6' '6#8 '6$9 '67" '68"

田边
!!

骆驼刺)胀果甘草)平卧碱蓬)

黑果枸杞)木地肤等

&

农二师
!!

团
!!

&A6A &'6' A$6A '698 "6'# '6#7 '6$"

耕地
!!

木地肤)花花柴)星花碱蓬)藜

!

注*

;

为
;<=

>

<5?@

丰富度指数"

ZS

为
/B4CC4CDEF?C?=

多样性指数"

J

为
J

均匀度指数"

/

为
/FG

H

I4C

多样性指数(

蓬)平卧碱蓬)黑果枸杞)花花柴)假苇拂子茅)木地

肤)沙枣和小獐毛$

$

个中亚分布种"骆驼刺)蒙古鸦

葱)五蕊碱蓬)盐穗木)盐爪爪和胀果甘草$

8

个世界

分布种"即稗)藜)芦苇$

!

个温带亚洲分布"即苦豆

子与苦马豆$

!

个中国新疆特有种"羊角子草与星花

碱蓬$

"

个北温带分布种"灰绿藜$

"

个东亚分布种"

刺儿菜$

"

个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种"拟漆姑(

"6#

硬枝碱蓬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分析
!

硬枝

碱蓬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居群之间的变化范

围较大#表
8

%"

;<=

>

<5?@

丰富度指数为
'69!

!

'6#A

"

/B<CC4CDEF?C?=

指数为
'67!

!

"6""

"

/FG

H

I4C

指数

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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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群落伴生种少"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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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荒漠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通常都较少"肃北区

分布的荒漠植物裸果木群落的物种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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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硬枝碱蓬群落物种组

成更少"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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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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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属"其中以藜科

植物居多(硬枝碱蓬群落伴生种区系成分结果显

示"硬枝碱蓬伴生种中科的成分以世界分布为主"属

的成分以世界分布)北温带及其变型分布和地中海

区)西亚至中亚分布为多"而种的分布则以旧世界温

带及其变型分布和中亚分布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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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是进一步反映群落内种群组成状

况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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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枝碱蓬生活力强"常呈集群分布"这可能是导

致其群落伴生种少"物种多样性不丰富"且均匀度指

数偏低的重要因素(与硬枝碱蓬生境相似的其他荒

漠区域相比较"荒漠植物裸果木群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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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硬枝碱蓬群落物种多样

性的丰富度基本符合荒漠地区物种多样性的分布规

律"物种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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