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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祁连山东段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和物种数的研究，确定调查的最小样方面积和最小样

方数，为研究高寒草甸群落特征建立一个可靠的监测方法。结果表明：当样方面积为１、２、４、６和８ｍ２，

样方数分别为７．１２、８．２６、５．０２、７．３８和１６．９６时可以获得生物量抽样总体平均值，鉴于试验的有效性，

以样方面积为１ｍ２、样方数为７作为生物量取样的最小面积和样方数。在物种数监测时，要抽样到该群

落５０％以上的物种，样方面积应该在０．６８～１．０８ｍ
２，要抽样到７０％，８０％，９５％以上的物种分别要求样

方面积为１．００～１．０４，２．７３～４．８４，７．０９～２０．０１ｍ
２。相关分析得出，在小尺度范围内的地上生物量与

生长高度之间呈极显著相关性，与物种数之间呈显著相关，而与盖度之间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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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草地植物群落的基本特征时，通常需要在

研究区选取草地样本，通过对样本进行观测来表征该

区域草地植物群落的总体特征。因此，选取样本的方

法是否合理，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准确反映群落特征的

关键［１－３］，样本选取涉及的基本要素包括：最小样方面

积、最少样方数以及样方的空间分布。最小面积不仅

作为研究草原群落的概念，也同样可作为对草地或某

一生态系统的测度方法，它能够精确而快速地反映植

被的固有特性及其在一定尺度下的相对均匀性［４］，同

时，最小面积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取的群落类

型，并且其变化幅度与所选取的样地有较高的相关性。

Ｂｕｎｇｅ等
［５］研究指出，由于空间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在

实际工作中人们发现能代表整个群落组成结构特征的

最小面积几乎不存在。并且随着取样面积的增加，物

种数目呈非线性增加［６］，单一取样尺度下的测度指数

值至多只能代表一个尺度的群落多样性特征，难以对

整个群落的组成结构特征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描

述［７］。Ｌｅｐｓ等
［８］认为用种－面积关系比用单一的物

种数目可以更好地描述植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用种

－面积曲线还可通过外推估计群落的物种数目
［９］，也

可以用种－面积曲线确定群落的最小面积
［１０－１２］。目

前中国常用的草原群落取样最小面积标准为，高草群

落２５～１００ｍ
２，中草群落２５～４０ｍ

２，低草群落１～

２ｍ２
［２］，森林群落取样最小面积３２４～４００ｍ

２［１３］，通常

取３个样方作为重复，而该取样地的取样面积能否既

适用于平缓、植被均匀度好的区域，又适用于分异度较

大的坡地，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以祁连山东段高

寒草甸为研究对象，植物群落主要分布在小尺度且分异

度较大的坡地上，通过探讨取样面积及样方数对群落地

上生物量、物种数以及不同重复间的变异程度的影响，

评价目前普遍采用的取样面积对调查结果的影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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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高寒草甸调查的最小样方面积和最小样方数。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设在青藏高原边缘祁连山东段天祝金强

河河谷，距甘肃农业大学高山草原试验站约２ｋｍ的上

八刺沟阴坡高寒草甸区域，海拔２９７８ｍ，Ｎ３７°１０′

４６″，Ｅ１０２°４７′１１″。研究区气候寒冷潮湿，据甘肃农业

大学高山草原试验站（海拔２９６０ｍ）记录，年均温

－０．１℃，１月－１８．３℃，７月１２．７℃，≥０℃年积温

１３８０℃；年降水量４１６ｍｍ，年日照时数２６００ｈ；多为

地形雨，集中于７、８和９月；年蒸发量１５９２ｍｍ，为降

水量的３．８倍。该区植被以线叶嵩草（犆犪狉犲狓犮犪狆犻犾犾犻

犳狅犾犻犪），珠芽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狏犻狏犻狆犪狉狌犿），球花蒿（犃狉

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狀狀狌犪），拉拉藤（犌犪犾犻狌犿犪狆犪狉犻狀犲狏犪狉），线叶龙

胆（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犳犪狉狉犲狉犻），肋柱花（犔狅犿犪狋狅犵狅狀犻狌犿狉狅狋犪

狋狌犿），长毛风毛菊（犛犪狌狊狊狌狉犲犪犺犻犲狉犪犮犻狅犻犱犲狊），藏异燕麦

（犎犲犾犻犮狋狅狋狉犻犮犺狅狀狋犻犫犲狋犻犮狌犿ｖａｒ．犾犪狓犻犳犾狅狉狌犿），翻白委陵

菜（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犱犻狊犮狅犾狅狉），羊茅（犉犲狊狋狌犮犪狅狏犻狀犪），细叉梅

花草（犘犪狉狀犪狊狊犻犪狅狉犲狅狆犺犻犾犪），零零香青（犃狀犪狆犺犪犾犻狊

犺犪狀犮狅犮犽犻犻），小米草（犈狌狆犺狉犪狊犻犪狆犲犮狋犻狀犪狋犪）等为主。

１．２　样地设置与测定方法

在同一海拔、同一坡度选取植被质地较均匀的１０

ｍ×１０ｍ的３个小区作为研究样地。以１ｍ２的小样

方齐地面刈割取地上生物量鲜重，将地上部分带回实

验室在６５℃下烘干称重，获取地上生物量干重（即地

上生 物 量）。物 种 数 监 测 采 用 巢 式 样 方 法 （图

１）
［１４－１５］，在所研究的群落中，随机设置取样点，首先设

置０．２５ｍ２的样方，将１与２合并，１、２、３、合并，１、２、３、

４合并，…，样方面积依次为０．２５、０．５、１、２、４、８、１６、３２

和６４ｍ２。

图１　巢式样方合并扩大顺序图

犉犻犵．１　犛犲狇狌犲狀犮犲狅犳犮狅犿犫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犲狓狆犪狀犱犻狀犵

狊犪犿狆犾犲犪狊狀犲狊狋狊犺犪狆犲

１．３　数据处理

应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

整理，再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分析

方法有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地上生物量取样的最小面积和最小样方数

随着取样面积的增加，若要取得样本的平均生物

量，取样个数（即重复数）有所不同，经回归分析得出结

果见表１。当样方面积为１ｍ２时，样方数为７．１２，才能

取得生物量抽样总体平均值；样方面积为２ｍ２时，样

方数为８．２６，可以获得抽样总体平均生物量；样方面

积为４ｍ２时，样方数为５．０２，可以获得抽样总体平均

值；样方面积为６ｍ２时，样方数为７．３８，可以获得抽样

总体平均值；样方面积为８ｍ２时，样方数为１６．９６，可

以获得抽样总体平均值。因此，将群落进行取样，按常

规的样方设置，选择样方大小为１ｍ×１ｍ或者２ｍ×

２ｍ，３个重复，都无法取得生物量总体平均值。在试

验中，考虑到人力物力的合理利用，取１ｍ２、７个重复

为生物量取样的最小面积和样方数。

表１　生物量取样的取样面积和样方数关系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犪狉犲犪犪狀犱狊犪犿狆犾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犫犻狅犿犪狊狊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方面

积／ｍ２
曲线模拟方程 犫０ 犫１ 犫２ 犫３ 狓 样方数

１ 狔＝犫０犲
犫１狓 ３．００Ｅ＋１１ －０．０４６ ５３１．７８ ７．１２

２ 狔＝犫０犲
犫１狓 ２３３０８４４８．２６ －０．０１４ １０６０．９１７ ８．２６

４ 狔＝犫０狓
犫１ ３．５２Ｅ＋７８ －２３．４４ ２０９４．４５ ５．０２

６ 狔＝犫０＋犫１狓＋犫２狓
２ ５．００５ ０．０４７ －１．４９Ｅ－０５ ３１２８．６ ７．３８

８ 狔＝犫０＋犫１狓＋犫２狓
２＋犫３狓

３ １．６９Ｅ＋０４ －６．１４２ ０ １．２０Ｅ－０７ ４２１０．４５ １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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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物种数监测的最小面积

２．２．１　观测群落的物种组成　在所调查的全部样地

中，总共出现物种为４０种，分属于１４科３３属，其中禾

本科种最多，有９个种；菊科次之，７种，龙胆科６个

种；莎草科和玄参科为３个种。在全部的４０个物种

中，大部分为多年生草本，没有乔木和灌木（表２）。

表２　观测群落的物种组成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狊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科 属 种 生活型

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苔草属犆犪狉犲狓 苔草 旱生多年生草本

嵩草属犓狅犫狉犲狊犻犪 矮生嵩草（犓狅犫狉犲狊犻犪犺狌犿犻犾犻狊） 多年生草本

线叶嵩草（犽狅犫狉犲狊犻犪犮犪狆犻犾犾犻犳狅犾犻犪） 多年生草本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蓼属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 珠芽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狏犻狏犻狆犪狉狌犿） 多年生草本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火绒草属犔犲狅狀狋狅狆狅犱犻狌犿 火绒草（犔犲狅狀狋狅狆狅犱犻狌犿犾犲狅狀狋狅狆狅犱犻狅犻犱犲狊） 多年生草本

风毛菊属犛犪狌狊狊狌狉犲犪 风毛菊（犛犪狌狊狊狌狉犲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多年生草本

长毛风毛菊（犛犪狌狊狊狌狉犲犪犺犻犲狉犪犮犻狅犻犱犲狊） 多年生草本

香青属犃狀犪狆犺犪犾犻狊 零零香青（犃狀犪狆犺犪犾犻狊犺犪狀犮狅犮犽犻犻） 多年生草本

乳白香青（犃狀犪狆犺犪犾犻狊犾犪犮狋犲犪） 多年生草本

蒿属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 柔毛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犪犻狆狌犫犲狊犮犲狀狊） 旱生草本

蒲公英属犜犪狉犪狓犪犮狌犿 蒲公英（犜犪狉犪狓犪犮狌犿犿狅狀犵狅犾犻犮狌犿） 多年生草本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拉拉藤属犌犪犾犻狌犿 拉拉藤（犌犪犾犻狌犿犪狆犪狉犻狀犲） 多枝蔓生或攀缘状草本

龙胆科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龙胆属犌犲狀狋犻犪狀犪 麻花艽（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狊狋狉犪犿犻狀犲犪） 多年生草本

线叶龙胆（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犳犪狉狉犲狉犻） 多年生草本

蓝白龙胆（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犾犲狌犮狅犿犲犾犪犲狀犪） 一年生草本

喉毛花属犆狅犿犪狊狋狅犿犪 喉毛花（犆狅犿犪狊狋狅犿犪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犻狌犿） 一年生草本

扁蕾属犌犲狀狋犻犪狀狅狆狊犻狊 湿生扁蕾（犌犲狀狋犻犪狀狅狆狊犻狊狆犪犾狌犱狅狊犪） 多年生草本

肋柱花属犔狅犿犪狋狅犵狅狀犻狌犿 肋柱花（犔狅犿犪狋狅犵狅狀犻狌犿狉狅狋犪狋狌犿） 一年生草本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披碱草属犈犾狔犿狌狊狊狆狆． 垂穗披碱草（犈犾狔犿狌狊狀狌狋犪狀狊） 多年生草本

披碱草（犈犾狔犿狌狊犱犪犺狌狉犻犮狌狊） 旱生多年生禾草

三毛草属犜狉犻狊犲狋狌犿 绿穗三毛草（犜狉犻狊犲狋狌犿狌犿犫狉犪狋犻犾犲） 多年生草本

针茅属犛狋犻狆犪 异针茅（犛狋犻狆犪犪犾犻犲狀犪） 多年生密丛禾草

早熟禾属犘狅犪 草地早熟禾（犘狅犪狆狉犲狋犲狀狊犻狊） 多年生草本

发草属犇犲狊犮犺犪犿狆狊犻犪 发草（犇犲狊犮犺犪犿狆狊犻犪犮犪犲狊狆犻狋狅狊犪） 多年生草本

冰草属犃犵狉狅狆狔狉狅狀 冰草（犃犵狉狅狆狔狉狅狀犮狉犻狊狋犪狋狌犿） 多年生草本

羊茅属犉犲狊狋狌犮犪 羊茅（犉犲狊狋狌犮犪狅狏犻狀犪） 多年生草本

异燕麦属犎犲犾犻犮狋狅狋狉犻犮犺狅狀 藏异燕麦（犎犲犾犻犮狋狅狋狉犻犮犺狅狀狋犻犫犲狋犻犮狌犿） 多年生草本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委陵菜属犚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 翻白委陵菜（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犱犻狊犮狅犾狅狉） 多年生草本

钉柱委陵菜（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狊犪狌狀犱犲狉狊犻犪狀犪） 多年生草本

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梅花草属犘犪狉狀犪狊狊犻犪 细叉梅花草（犘犪狉狀犪狊狊犻犪狅狉犲狅狆犺犻犾犪） 多年生小草本

玄参科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兰石草（犔犪狀犮犲犪狋犻犫犲狋犻犮犪）

婆婆纳属犞犲狉狅狀犻犮犪 婆婆纳（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犱犻犱狔犿犪） 一年生至二年生草本

小米草属犈狌狆犺狉犪狊犻犪 小米草（犈狌狆犺狉犪狊犻犪狆犲犮狋犻狀犪狋犪） 一年生草本

毛莨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银莲花属犃狀犲犿狅狀犲 银莲花（犃狀犲犿狅狀犲犮犪狋犺犪狔犲狀狊犻狊） 多年生草本

唐松草属犜犺犪犾犻犮狋狉狌犿 唐松草（犜犺犪犾犻犮狋狉狌犿犪狇狌犻犾犲犵犻犳狅犾犻狌犿） 多年生草本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棘豆属犗狓狔狋狉狅狆犻狊 甘肃棘豆（犗狓狔狋狉狅狆犻狊犽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 多年生草本

苜蓿属犕犲犾犻狊狊犻狋狌狊 扁蓿豆（犕犲犾犻狊狊犻狋狌狊狉狌狋犺犲狀犻犮犪） 多年生匍匐型草本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凹舌兰属犆狅犲犾狅犵犾狅狊狊狌犿 凹舌兰（犆狅犲犾狅犵犾狅狊狊狌犿狏犻狉犻犱犲）

瑞香科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狼毒属犛狋犲犾犾犲狉犪 狼毒（犛狋犲犾犾犲狉犪犮犺犪犿犪犲犼犪狊犿犲） 多年生草本

２．２．２　物种数监测的最小面积　群落物种数目随着

取样面积的增大而增加，在样方面积为１ｍ２时，群落

中的物种数平均为１９种；样方面积为２ｍ２时，物种数

平均２４种；而当面积增加到６４ｍ２时，物种数量增加

到了４０种。因此，将群落进行取样，按常规的样方设

置，选择样方大小为１ｍ×１ｍ或者２ｍ×２ｍ，都不能

２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０）　　　　　　　　　　　　Ｖｏｌ．４０Ｎｏ．４



包括群落中的大多数物种。利用群落的野外调查数据

进行曲线拟合，确定相应的种—面积曲线方程，其中二

次方程和对数方程的拟合相关系数达到０．９以上（表

３）。要抽样到该群落５０％以上的物种数，样方面积应

该在０．６８～１．０８ｍ
２；要抽样到７０％，８０％，９５％物种

数，要求样方面积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４，２．７３～４．８４，

７．０９～２０．０１ｍ
２。在设置调查样方时，考虑到样方的

代表性，样方至少应该包括全部物种数的７０％以上，

因此样方面积应该设置大于或等于１．０４ｍ２，此时的

样方数为１４．６４（表４）。

表３　物种数监测的取样面积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犪狉犲犪犻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狀狌犿犫犲狉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

最小面积 ρ＝０．５ ρ＝０．７ ρ＝０．８ ρ＝０．９５

狔＝１５．６０２＋３．１８７狓－０．０４４狓
２ １．０８ １．０４ ４．８４ ７．０９

狔＝２０．９５４＋５．０２１ｌｎ狓 ０．６８ １．００ ２．７３ ２０．０１

表４　抽样物种数７０％时的样方个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狊犪狋７０％狊犪犿狆犾犲狊狆犲犮犻犲狊

样方面积／ｍ２ 模拟方程 犫０ 犫１ 犫２ 物种数 样方数

１．０４ 狔＝犫０＋犫１狓＋犫２狓
２ －４７８１．０９２ ５２５．６２７ －１４．３８ １９ １４．６４

３．３　高寒草甸主要植被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在小尺度范围内的地上

生物量与生长高度之间呈极显著相关性，与物种数之

间呈显著相关，而与盖度之间无相关性（表５）。这可

能与植物的生长型有关，此次研究的植被大部分属于

直立生长型植物，随生长高度的增加，生物量明显增

大，盖度变化却不明显。

表５　主要植被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犿犪犼狅狉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

地上生物量 物种数 植被高度 植被盖度

地上生物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物种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７５２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３８

植被高度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８９６ ．１４５ 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 ．３１５

植被盖度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１０ ．０９８ ．０００ 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９４５ ．５０１ ．９９９

　　注：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３　讨论

由于群落的物种组成、分布及环境异质性变化等

因素，选择合适的基本样方，往往既能保证抽样代表

性，同时也能极大地提高抽样效率［１６］。最小取样面积

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取决于进一步分析的目的、

具体指标及所允许的误差范围，因而最小取样面积的

确定应尽可能多指标化［１７］，但同时，样方的数量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样，在样方面积一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估算出需要多少个样方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整个

区域内物种丰富度。物种丰富度与存在尺度，取样数

目关系很大，在某个特定生境范围内物种数量对取样

尺度的响应模式都不一样［１８－１９］。Ｂｕｎｇｅ
［２０］研究指出，

由于空间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能代表整

个群落组成结构特征的最小面积几乎不存在，并且随

着取样面积的增加，物种数目呈非线性增加［２１］，该结

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物种数随取样面积的

增加呈二次曲线和对数曲线形式。单一取样尺度下的

测度指数值至多只能代表一个尺度的群落多样性特

征，难以对整个群落的组成结构特征进行较为全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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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描述［２２］。高寒草甸生态学的研究面临着生境脆

弱地植物群落生境资源小气候空间高度异质性的问

题，植物群落学研究对象的取样问题始终是植物群落

的基础问题，确定合适的取样尺度和数量对研究结果

的可靠性十分重要［２３］。

本研究调查的群落为高寒草甸，当样方面积为１

ｍ×１ｍ时，群落中物种平均数为１９种，当样方面积为

８ｍ×８ｍ时，平均物种数为４０种。调查群落主要是

草本植物，特别是禾本科植物占比例较大，有９种。众

多物种进入的同时，使得群落中偶见种的比重增加，这

使得野外调查样方要包括所有的物种非常困难。在设

置调查样方时，考虑到样方的代表性，样方至少应该包

括全部物种数的７０％以上，根据群落的种—面积曲

线，要使调查样方至少包括７０％以上的物种，样方的

面积应该大于或等于１．０４ｍ２。该结果与杨子松等
［２４］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当比例因子ρ取值为０．６、

０．７、０．８时，样地面积为２ｍ２，能够满足精度６０％～

８０％的研究要求；当ρ取值为０．９时，样地面积为４

ｍ２，能够满足精度９０％的研究要求。关于森林群落调

查得出，油蒿群落在鄂尔多斯高原植被抽样到７０％以

上的物种，要求样方面积为１０．４５～１２．６２ｍ
２［１２］，亚热

带山地次生灌丛幼年林的取样问题以往习用的样方面

积为５ｍ×５ｍ，或１０ｍ×１０ｍ
［２５－２７］，福建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最小面积为４００ｍ２时，可包括整个群落

６０％的物种数目，样地面积为１０００ｍ２时，则可包括整

个群落９０％的物种数目
［２８］，高黎贡山中山湿性常绿阔

叶林取样的最小取样面积为６００ｍ２，灌木层、草本层

最小取样面积为１８０ｍ２
［２９］。草本乌里胡枝子、无芒隐

子草、冰草、白羊草的群落最小面积分别为３．４、４．１、

１．４、４．８ｍ２
［３０］，金莲花样地的最小样地面积为３６ｍ２

（６ｍ×６ｍ），长方形为３２ｍ２（８ｍ×４ｍ），圆形为

７８．５ｍ２（半径５ｍ）
［３１］。因此，目前对于草地生态的研

究普遍采用取样面积为１ｍ２，样方数为３的取样强度

导致群落生物量偏高、物种数偏低，该取样面积仅适合

于平缓、植被均匀度好的情形，并不适合用于分异度较

大的坡地，而且适当增加取样面积可减少由于取样面

积过小所导致的重复间结果差异过大问题［３２－３５］，这是

因为在一个尺度上定义的同质性景观，可以随着观测

尺度的改变而转变成异质性景观［３６］。因此，生态学研

究必须考虑尺度效应。

４　结论

在小尺度下，高寒草甸取样面积为１ｍ２、样方数

为７作为生物量取样的最小面积和最小样方数。物种

数监测中，要抽样到该群落７０％以上的物种，样方面

积至少设置为１．０４ｍ２，样方数为１４．６４。地上生物量

与生长高度之间呈极显著相关性，与物种数之间呈显

著相关，而与盖度之间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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