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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了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乔木群落及其林下植被组成特征和物种多样性，为该区域的植被

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采用分层样方抽样法调查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的乔木群落及林下植被，分析湿地

公园植被组成特征和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共调查到２１科、３８属、５１种植物，其中乔木层共４科、６

属、１３种，灌木层共５科、８属、９种，草本层共１４科、２４属、２９种；以乔木层优势树种对调查林分进行划

分和命名，可分为７个植被群系，分别为旱柳群系、线叶柳群系、沙枣群系、小叶杨群系、二白杨群系、新

疆杨群系和胡杨群系，每个群系中植被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７个植被群系乔木层和灌木层的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整体小于草本层，但乔木层的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整体大于灌木层和草本

层。综上，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乔木群落及林下植被林分结构比较简单，树种单一，物种多样性较小，林

分稳定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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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地球上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间相

互作用形成的一种重要生态系统［１］，该生态系统不仅

具有丰富的资源，还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污染、

维持生物多样性平衡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

着巨大作用，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

一［２－３］，被誉为“地球之肾”和“物种的基因库”。石羊

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下游的

民勤县城以南３０ｋｍ处，属于典型的大陆型荒漠气候，

是全国防沙治沙的最前沿地带，是民勤县荒漠地带鲜

有的绿洲，拥有较为完整的生物资源和植被多样性，在

荒漠区域的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的生态作用［４－５］，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目前，学者主要对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珍稀濒

危植物资源、鸟类保护、病虫害防治和生态系统评价等

方面展开研究［４，６－８］，对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乔木群落

及其林下植被的组成特征和物种多样性鲜有研究。本

研究以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乔木群落及其林下植被为

研究对象，分析公园内石羊河流域乔木群落及其林下

植被的组成特征和物种多样性，为该区域的植被和脆

弱生态湿地植被资源保护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甘肃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

北部的石羊河流域下游（Ｅ１０２°４４′１０″～１０２°５５′３０″、Ｎ

３８°１０′２５″～３８°２５′４０″），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

吉林沙漠包围，南北长３１ｋｍ，东西０．６～３．５ｋｍ，总

面积６１７４．９ｈｍ２，湿地覆盖率为５２．４％，海拔１２９５

～１４６０ｍ，属于典型的大陆型荒漠气候，年降水量１１０

ｍｍ，年内降水分布不均匀，年均温７．４℃
［３，９］。主要

植物有沙枣（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胡杨（犘狅狆狌犾狌狊

犲狌狆犺狉犪狋犻犮犪）、旱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新疆杨（犘．犪犾犫犪

０９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２）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狏犪狉，狆狔狉犪犿犻犱犪犾犻狊）、小叶杨（犘．狊犻犿狅狀犻犻）、白刺（犖犻

狋狉犪狉犻犪狋犪狀犵狌狋狅狉狌犿）、红砂（犚犲犪狌犿狌狉犻犪狊狅狅狀犵犪狉犻犮犪）、柽

柳（犜犪犿犪狉犻狓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盐爪爪 （犓犪犾犻犱犻狌犿犳狅犾犻犪

狋狌犿）、柠 条 锦 鸡 儿 （犆犪狉犪犵犪狀犪犽狅狉狊犺犻狀狊犽犻犻）、芦 苇

（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水烛（犜狔狆犺犪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

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７年７月，沿石羊河国家级湿地公园河岸两侧

的河阶地，采用分层抽样法设置２０ｍ×２０ｍ的样地，

并采用五点取样法在样地中设置５个５ｍ×５ｍ灌木

样方和１ｍ×１ｍ的草本样方
［１０］。在样地测量乔木的

种类、株树、胸径、冠幅、郁闭度等指标，在灌木样方中

测定灌木的种类、株（丛）数、平均树高、地径、冠幅、盖

度等指标，在草本样方中测量草本植物的株（丛）数、种

类、高度、盖度等指标。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计算植被群落的重要值、群落组

成特征和物种多样性。

１．３．１　重要值　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

对盖度）／３
［１１，１２］。

１．３．２　α多样性指数　用物种丰富度 Ｒ、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来分析

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乔木群落的物种分布状况和丰富

性［１３－１４］：

（１）物种丰富度犚：

犚＝犛

（２）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

犎＝－∑
犛

犻＝１
犘犻ｌｎ犘犻

（３）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犇＝１－∑
犛

犻＝１
犘犻

２

（４）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犑＝犎／犎ｍａｘ

犎ｍａｘ＝ｌｎ犛

式中：犘犻 为每个物种的相对频度；犎ｍａｘ度为最大

物种多样性指数；犻＝１、２、３．．．；犛为物种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被群系植被组成特征

此次共调查到２１科、３８属、５１种植物（表１）。其

中乔木层共有４科、６属、１３种植物，分别占文献［４］记

载科数、属数和种数的１９．０５％、１５．７９％和２５．４９％；

灌木层共有５科、８属、９种植物，分别占文献［４］记载

科数、属数和种数的２３．８１、２１．０５％和１７．６５％；草本

层共有１４科２４属２９种植物，分别占比总科数、总属

数和总种数的６６．６７％、６３．１６％和５６．８６％。

表１　植被群系植被组成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犵狉狅狌狆

生活型
科

数目 比例／％

属

数目 比例／％

种

数目 比例／％

乔木层 ４ １９．０５ ６ １５．７９ １３ ２５．４９

灌木层 ５ ２３．８１ ８ ２１．０５ ９ １７．６５

草本层 １４ ６６．６７ ２４ ６３．１６ ２９ ５６．８６

２．２　典型植被群系划分及物种组成

以乔木优势种对乔木群落及其林下植被命名可分

为７个植被群系，分别是旱柳群系、线叶柳（犛．狑犻犾

犺犲犾犿狊犻犪狀犪）群系、沙枣群系、小叶杨群系、二白杨（犘．×

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群系、新疆杨群系和胡杨群系。

根据重要值（表２）可以看出，在各植被群系中，乔

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各层的优势种和伴生种存在一

定的差异。旱柳群系中，乔木层的优势种为旱柳，重要

值为０．８６，伴生乔木树种有沙枣和白榆（犝犾犿狌狊狆狌犿犻

犾犪）；灌木层优势种为盐爪爪，重要值为０．４６，伴生灌木

树种为枸杞（犔狔犮犻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犲）和柽柳；草本层优势种

为苦豆子（犛狅狆犺狅狉犪犪犾狅狆犲犮狌狉狅犻犱犲狊）和碱蓬（犛狌犪犲犱犪

犵犾犪狌犮犪），重要值分别为０．３０和０．２５，伴生草本植物主

要有 白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雾 冰 藜 （犅犪狊狊犻犪

犱犪狊狔狆犺狔犾犾犪）、邹叶酸模（犚狌犿犲狓犮狉犻狊狆狌狊）等。线叶柳

群系中，乔木层以线叶柳为优势树种，重要值为０．７８，

其伴生乔木树种为沙枣；灌木层以盐穗木（犎犪犾狅狊狋犪犮犺

狔狊犮犪狊狆犻犮犪）为优势种，重要值为０．６５，伴生灌木树种为

沙棘（犎犻狆狆狅狆犺犪犲狉犺犪犿狀狅犻犱犲狊）和柽柳；草本层以芦苇

为优势种，重要值为０．４７，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碱蓬、

蕨麻（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犪狀狊犲狉犻狀犪）、海乳草（犌犾犪狌狓犿犪狉犻狋犻

犿犪）、蒲公英（犜犪狉犪狓犪犮狌犿犿狅狀犵狅犾犻犮狌犿）和车前（犘犾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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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犪犵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犪）等。沙枣群系中，乔木层的优势种为沙

枣，重要值为０．６７，伴生乔木树种有杞柳（犛．犻狀狋犲犵狉犪）、

毛白杨（犘．狋狅犿犲狀狋狅狊犪）、钻天杨（犘．狀犻犵狉犪ｖａｒ．犻狋犪犾犻犮犪）、

旱柳、加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小叶杨；灌木层优

势种为盐爪爪，重要值为０．４５，伴生灌木树种有沙棘、

柽柳、盐节木（犎犪犾狅犮狀犲犿狌犿狊狋狉狅犫犻犾犪犮犲狌犿）和枸杞；草

本层优势种为芦苇，重要值为０．２９，伴生草本植物主

要有碱蓬、蕨麻、长叶碱毛莨（犎犪犾犲狉狆犲狊狋犲狊狉狌狋犺犲狀犻犮犪）、

车前、鼠掌老鹳草（犌犲狉犪狀犻狌犿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犿）、西伯利亚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狊犻犫犻狉犻犮犪）和沙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犱犲狊犲狉狋狅狉狌犿）

等。小叶杨群系中，乔木层的优势种为小叶杨，重要值

为０．８７，伴生乔木树种为刺槐（犚狅犫犻狀犻犪狆狊犲狌犱狅犪犮犪

犮犻犪）；灌木层优势种为红砂和柽柳，重要值分别为０．３４

和０．３１，伴生灌木树种为盐爪爪、白刺和枸杞；草本层

优势种为碱蓬和芦苇，重要值分别为０．２５和０．２２，伴

生草本植物主要有雾冰藜、白藜、刺沙蓬（犛犪犾狊狅犾犪狉狌

狋犺犲狀犻犮犪）和车前等。二白杨群系中，乔木层的优势种为

二白杨，重要值为０．８８，伴生乔木树种为小叶杨；灌木

层优势种为柽柳，重要值为０．９１，伴生灌木树种为白

刺；草本层优势种为节节草和芦苇，重要值分别为０．１７

和０．１６，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披针叶黄华（犜犺犲狉犿狅狆

狊犻狊犾犪狀犮犲狅犾犪狋犪）、苦马豆（犛狆犺犪犲狉狅狆犺狔狊犪狊犪犾狊狌犾犪）等；新

疆杨群系中，乔木层的优势种为新疆杨，重要值为

０．７６，伴生乔木树种为小叶杨和二白杨；灌木层优势种

为柽柳，重要值为 ０．７８，伴生灌木树种为盐节木

（犎犪犾狅犮狀犲犿狌犿狊狋狉狅犫犻犾犪犮犲狌犿）；草本层优势种为芦苇，

重要值为０．２１，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碱蓬、长叶碱毛

莨、早熟禾（犘狅犪犪狀狀狌犪）和委陵菜（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犮犺犻狀犲狀

狊犻狊）等。胡杨群系中，乔木层的优势种为胡杨，重要值

为０．６５，伴生乔木树种为小叶杨、二白杨、毛白杨和钻

天杨；灌木层优势种为柽柳，重要值为０．４５，伴生灌木

树种为盐穗木、沙棘和枸杞；草本层优势种为碱蓬，重

要值为０．２１，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芦苇、水烛、鸢尾

（犐狉犻狊狋犲犮狋狅狉狌犿）、曼陀罗（犇犪狋狌狉犪狊狋狉犪犿狅狀犻狌犿）、节节草

（犈狇狌犻狊犲狋狌犿狉犪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狌犿）和白麻（犃狆狅犮狔狀狌犿狆犻犮

狋狌犿）。

表２　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典型乔木群落及其林下植被重要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狋狔狆犻犮犪犾狋狉犲犲犵狉狅狌狆狊犪狀犱狌狀犱犲狉狊狋狅狉狔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犛犺犻狔犪狀犵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犲狋犾犪狀犱犘犪狉犽

群系 乔木层 重要值 灌木层 重要值 草本层 重要值

旱柳群系 旱柳 ０．８６ 盐爪爪 ０．４６ 苦豆子 ０．３０

沙枣 ０．１３ 枸杞 ０．２８ 碱蓬 ０．２５

白榆 ０．０１ 柽柳 ０．２６ 白藜 ０．１４

－ － － － 雾冰藜 ０．１１

－ － － － 邹叶酸模 ０．０９

线叶柳群系 线叶柳 ０．７８ 盐穗木 ０．６５ 芦苇 ０．４７

沙枣 ０．２２ 沙棘 ０．１３ 碱蓬 ０．１３

－ － 柽柳 ０．１２ 蕨麻 ０．１１

－ － － － 海乳草 ０．１１

－ － － － 蒲公英 ０．１０

－ － － － 车前 ０．０７

沙枣群系 沙枣 ０．６７ 盐爪爪 ０．４５ 芦苇 ０．２９

杞柳 ０．０９ 沙棘 ０．２１ 碱蓬 ０．１３

毛白杨 ０．０８ 柽柳 ０．１３ 蕨麻 ０．１１

钻天杨 ０．０８ 盐节木 ０．１３ 长叶碱毛莨 ０．１１

旱柳 ０．０６ 枸杞 ０．１０ 车前 ０．０９

加杨 ０．０１ － － 鼠掌老鹳草 ０．０７

小叶杨 ０．０１ － － 西伯利亚蓼 ０．０５

－ － － － 沙蒿 ０．０５

小叶杨群系 小叶杨 ０．８７ 红砂 ０．３４ 碱蓬 ０．２５

刺槐 ０．１３ 柽柳 ０．３１ 芦苇 ０．２２

－ － 盐爪爪 ０．２２ 雾冰藜 ０．１４

２９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２）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续表２

群系 乔木层 重要值 灌木层 重要值 草本层 重要值

－ － 白刺 ０．０７ 白藜 ０．１２

－ － 枸杞 ０．０４ 刺沙蓬 ０．０６

－ － － － 车前 ０．０３

二白杨群系 二白杨 ０．８８ 柽柳 ０．９１ 节节草 ０．１７

小叶杨 ０．１２ 白刺 ０．０９ 芦苇 ０．１６

－ － － － 披针叶黄华 ０．１２

－ － － － 苦马豆 ０．１２

新疆杨群系 新疆杨 ０．７６ 柽柳 ０．７８ 芦苇 ０．２１

小叶杨 ０．１３ 白刺 ０．１２ 碱蓬 ０．１４

二白杨 ０．１１ 盐节木 ０．１０ 长叶碱毛莨 ０．１２

－ － － － 早熟禾 ０．１０

－ － － － 委陵菜 ０．１０

胡杨群系 胡杨 ０．６５ 柽柳 ０．４５ 碱蓬 ０．２１

小叶杨 ０．１１ 盐穗木 ０．２２ 芦苇 ０．１８

二白杨 ０．０９ 沙棘 ０．１７ 水烛 ０．１８

毛白杨 ０．０８ 枸杞 ０．１６ 鸢尾 ０．１３

钻天杨 ０．０７ － － 曼陀罗 ０．１０

－ － － － 节节草 ０．０９

－ － － － 白麻 ０．０７

２．３　乔木植被群系物种多样性分析

在乔木层中，沙枣群系乔木物种最丰富，犚指数为

７，胡杨群系次之，犚指数为５，旱柳群系与新疆杨群系

犚指数均为３，线叶柳群系、小叶杨群系和二白杨群系

物种丰富度最低，犚 指数均为２；在灌木层中，沙枣群

系和小叶杨群系灌木物种最丰富，犚指数为５，其次是

胡杨群系，犚指数为４，旱柳群系、线叶柳群系和新疆

杨群系，犚指数均为３，二白杨群系物种丰富度最低，犚

指数均为２；草本层物种最为丰富，其中沙枣群系，犚

指数为１７，胡杨群系犚指数为１５，二白杨群系最少，犚

指数为９（表３）。

乔木层中，沙枣群系的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与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指数都最大，分别为２．２３和２．６５，其次是胡杨

群系，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分别为

２．７４和２．５６，其他５个植被群系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都较小；灌木层中，小叶杨群系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都最大，分别为

５．７４和３．１７，其次是沙枣群系，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与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分别为５．４４和２．６５；草本层各群系

的多样性指数都较高，其中胡杨群系的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最高，为７．９４，沙枣群系次之，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为７．７０，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沙枣群系最高，为８．８０，小叶杨

群系次之，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为７．５３。

乔木层各群系的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都比较大，其

中线叶柳群系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最大，为１１．０２，小叶

杨群系次之，为１０．０８，沙枣群系和胡杨群系Ｐｉｅｌｏｕ均

匀度指数最小，分别为７．２和７．９１；相对于乔木层，灌

木层和草本层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都偏小，灌木层二白

杨群系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最大，为８．９６，线叶柳群系

次之，为７．５１，胡杨群系最小，为２．２３；草本层小叶杨

群系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最大，为７．５１，旱柳群系次之，

为７．２５，胡杨群系最小，为５．２１。

３　讨论

植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植物群落，环境

是植物群落形成、进化的物质基础，环境的差异会导致

植物组成、分布和物种多样性的变化［１５－１６］，同时植物

群落的物种组成是反映群落结构变化的重要指示因

子［１７］。在本研究中，研究区域植物分布具有典型的荒

漠湿地带和湿地特征，大多生长于河道两岸的河阶地，

植被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带性特征，根据离石羊河的距

离可将植物带划分为荒漠植物带、中生植物带和湿生

植物带，受水分梯度影响较大，以耐旱耐盐和湿生植物

植物为主，主要植物组成有杨柳科、胡颓子科、藜科、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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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乔木植被群系乔灌草物种多样性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犲犮犻犲狊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犪狉犫狅狉，狊犺狉狌犫犪狀犱犵狉犪狊狊犻狀犲犪犮犺犪狉犫狅狉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多样性指数 生活型 旱柳群系 线叶柳群系 沙枣群系 小叶杨群系 二白杨群系 新疆杨群系 胡杨群系

犚指数 乔木层 ３ ２ ７ ２ ２ ３ ５

灌木层 ３ ３ ５ ５ ２ ３ ４

草本层 １１ １３ １７ １０ ９ １３ １５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乔木层 １．４３ １．１６ ２．３３ 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７４

灌木层 ４．３８ ４．５１ ５．４４ ５．７４ ２．１２ １．９５ ３．４７

草本层 ６．７９ ７．２５ ７．７０ ５．０９ ５．７６ ６．８７ ７．９４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 乔木层 １．５３ １．２７ ３．１８ １．１８ ０．９３ １．３３ １．９２

灌木层 １．４７ １．５３ ２．６５ ３．１７ １．０５ １．７５ ２．５６

草本层 ７．４３ ６．９５ ８．８０ ７．５３ ６．７３ ７．７４ ７．３７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 乔木层 ８．８１ １１．０２ ７．２ １０．０８ ９．９８ ８．３６ ７．９１

灌木层 ６．５８ ７．５１ ５．４３ ６．７２ ８．９６ ７．１２ ５．２３

草本层 ７．２５ ５．４３ ５．６４ ７．５１ ６．６７ ７．０７ ５．２１

本科、毛茛科等植物。形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可能

是石羊河水位周期性波动和独特荒漠湿地特征驱动

下，形成水陆交替过渡带特有的复杂多样的生境以及

沿水位高程变化的不同生境梯度，导致土壤表层盐渍

化，而远离河道的植物由于得不到充足的水分供应，逐

渐演化为中生和荒漠植物，使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植

物资源形成了特定的生长和时空分布特征［１８］，同时也

说明了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生境既存在差异性，也

存在连续性。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植物多样性密切相关，高的

物种多样性可以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１９－２１］。在本

研究中，石羊河的植被群落结构比较单一，物种多样性

较低，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基本都大于木本植物，这

说明公园内植物稳定性较差，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４　结论

本次共调查到２１科、３８属、５１种植物，分别占文

献记 载 科 数、属 数 和 种 数 的 ５５．２６％、３０．８９％、

２５．８９％；研究区域具有典型的荒漠湿地带特征，乔木

大多生长于河道两岸的河阶地，植被分布具有显著的

地带性特征，受水分梯度影响较大，以耐旱耐盐植物为

主，乔木层以杨柳科植物为优势树种，灌木层以苋科、

茄科、柽柳科、胡颓子科植物为优势树种，草本层以豆

科、蓼科、禾本科、菊科、木贼科植物为主要种；７个植

被群系的乔木层和灌木层植被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较

低，乔木层和灌木层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都小于草本层，乔木层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都大于

灌木层和草本层。综上所述，研究区域植被群系物种

多样性维持在较低水平，林分结构简单，树种单一，林

分稳定性较差，相关部门应对石羊河公园内植被做好

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１］　边华林，杨广军，牛艳东，等．洞庭湖不同水位梯度川三蕊

柳和短尖薹草土壤有机碳垂直分布特征［Ｊ］．生态与农村

环境学报，２０１９，３５（８）：１０５１－１０５７．

［２］　徐嘉仪，李玉凤，邱春琦，等．基于水体盐度和水文结构的

滨海湿地海陆水文连通性［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３２

（５）：１６４３－１６５２．

［３］　黄帅，龚大洁，李隆，等．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多

样性调查及分析［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４（２）：１６８

－１７４．

［４］　马述宏，陈学林，李文华，等．甘肃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

园植物多样性调查分析［Ｊ］．甘肃林业科技，２０１７，４２（２）：９

－１７．

［５］　马述宏，李文华，王佳河，等．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动

植物调查初步分析［Ｊ］．甘肃科技，２０１７，３３（９）：１４３－１４５．

［６］　马述宏，马存世，张立勋，等．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新

记录鸟类调查［Ｊ］．甘肃科技，２０１５，３１（２３）：１３６－１３７．

［７］　马述宏，马存世，李文华，等．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胡

杨病害及其防治对策［Ｊ］．甘肃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４０（２）：３８

－４０．

［８］　顾振东，马存世，杨宇翔，等．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评

４９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２）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价结果与分析［Ｊ］．甘肃林业科技，２０１４，３９（３）：７４－７６．

［９］　王承勋，曾新德，张有佳，等．石羊河下游珍稀濒危植物资

源现状与保护对策［Ｊ］．甘肃科技纵横，２０１７，４６（１）：２１－２３．

［１０］　马洁，薛建辉，吴永波，等．贵州省喀斯特山地３种人工

林林下植物多样性和地上部生物量及其相关性［Ｊ］．植

物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０（１）：１７－２６．

［１１］　王育松，上官铁梁．关于重要值计算方法的若干问题

［Ｊ］．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３（２）：３１２－

３１６．

［１２］　柏文富，禹霖，李建挥，等．大围山樱属植物群落结构及

物种多样性［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３２（４）：１２０１－

１２１２．

［１３］　余飞燕，叶鑫，周润惠，等．金马河温江段河岸带不同生

境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动态变化［Ｊ］．热

带亚热带植物学报，２０２１，２９（１）：１－８．

［１４］　郝建锋，王德艺，李艳，等．人为干扰对川西金凤山楠木

次生林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Ｊ］．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３４（２３）：６９３０－６９４２．

［１５］　王雪宏，栗云召，孟焕，等．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植物群

落分布格局［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５，３５（８）：１０２１－１０２６．

［１６］　程雷星，陈克龙，汪诗平，等．青海湖流域小泊湖湿地植

物多样性［Ｊ］．湿地科学，２０１３，１１（４）：４６０－４６５．

［１７］　郝文芳，杜峰，陈小燕，等．黄土丘陵区天然群落的植物

组成、植物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Ｊ］．草地学

报，２０１２，２０（４）：６０９－６１５．

［１８］　张全军，于秀波，胡斌华．鄱阳湖南矶湿地植物群落分布

特征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３，３５（１）：４２－４９．

［１９］　许宏刚，张建旗，朱亚灵，等．兰州市南北两山草本植物

多样性研究［Ｊ］．草原与草坪，２０２１，４１（３）：１３０－１３６．

［２０］　王海东，张璐璐，朱志红．刈割、施肥对高寒草甸物种多

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影响及群落稳定性机制

［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１３，３７（４）：２７９－２９５．

［２１］　魏楠，赵凌平，谭世图，等．草地灌丛化研究进展［Ｊ］．生

态科学，２０１９，３８（６）：２０８－２１６．

犇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狉犲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狀犱狌狀犱犲狉狊狋狅狉狔

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犛犺犻狔犪狀犵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犲狋犾犪狀犱犘犪狉犽

ＧＵＯＹｕｊｉｅ，ＴＩＡＮＱｉｎ，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ｌｅｉ
（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犉狅狉犲狊狋狉狔，犌犪狀狊狌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犪狀狕犺狅狌７３００７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ｋ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ｑｕａｄｒａ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Ｔｏｔａｌｌｙ，５１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３８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２１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３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６

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４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ｂｏｒｌａｙｅｒ，９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８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５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ｈｒｕｂ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２９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２４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１４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ｒｂｌａｙ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ａｒｂｏｒｌａｙｅｒ，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７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ｎａｍｅｌｙ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犛犪犾犻狓狑犻犾犺犲犾犿狊犻犪狀犪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犘狅狆狌犾狌狊狊犻犿狅狀犻犻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犘狅狆狌犾狌狊×

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犘狅狆狌犾狌狊犪犾犫犪狏犪狉狆狔狉犪犿犻犱犪犾犻狊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犘狅狆狌犾狌狊犲狌狆犺狉犪狋犻犮犪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ｓ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ｐｓ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ｉｎｄｅｘｏｆ

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ｓｈｒｕｂｌａｙｅｒｏｆ７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ｈｅｒｂｌａｙ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Ｐｉｅｌｏｕ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ｓｈｒｕｂ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ｅｒｂｌａｙｅｒ．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ｅ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ｉｎ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ｍｐｌｅ，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ｍａｌ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ｏｒｓｔ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５９第４２卷　第１期　　　　　　　　　　　草 原 与 草 坪２０２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