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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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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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陕北黄土丘陵区不同立地条件下的4个典型群落,进行群落调查与土壤水分和养分的测定,探索天然群

落自然恢复过程中群落的结构组成、植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为该地区的植被恢复提供指导。结果表明:植
物群落组成主要集中在菊科、禾本科、豆科和蔷薇科,这4大科植物在该区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研究区天然群

落组成较为简单;铁杆蒿(Artemisiasacrorum)在各立地均有分布,且重要值相对较大,为各个群落的优势种或者亚

优势种;植物的生活型中多年生草本植物占优势,其次是半灌木,再其次是一、二年生草本植物,灌木植物所占的比

例最少;相同坡向不同坡位的群落较为相似;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大小与各立地的水分条件关系密

切。植被盖度、坡度、海拔高度和坡向对多样性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土壤含水量实现的。土壤含水量是

影响植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最为关键的生态因子,是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和重建的关键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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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lationshipsamongcommunitystructures,plantdiversityandenvironmentalfactorsduring
therecoveryprocessofanaturalcommunityoftheloesshillyregionwereanalyzedbasedoncommunity
survey,soilmoistureandnutrientcontentsoffourtypicalcommunities.ResultsshowedthatGramineae,
Compositae,LeguminosaeandRosaceaehadstrongecologicaladaptabilityandtheircommunitycomposition
wasrelativelysimple.Artemisiasacrorum waswidespreadanddominatedtheareawithimportance.Pe-
rennialherbsdominatedinthisarea,followedbysemi-shrubs,annualorbiennialherbsandshrubs.There
aresimilarcommunitiesinthesameorientationofslopes.Diversityindicesofcommunitieswithdifferent
standingconditionswerecloselyrelatedwiththemoistureconditionsofeachsite.Theeffectsofvegetation
cover,slope,altitudeandaspectondiversitywererelatedtosoilmoisture.Soilmoisture,playinganim-
portantroleinaffectingcommunitystructureanddiversity,isakeyfactorfortherecoveryandreconstruc-
tionof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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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的物种组成是反映其结构变化的重要指示

因子,研究群落的植物组成和区系成分是了解群落

的基础,也是了解群落性质的关键。群落的植物物

种多样性是表征植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参数,能客观

的反映群落内物种组成的变化,其中物种多样性、物
种丰富度是生态恢复的核心指标。由于环境因子对

群落的物种组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群落的物种

多样性必然要反映环境对群落的这种影响[1-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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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关于陕北黄土丘陵区群落结构组成及其植物多样

性报道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退耕地[3-8],而对未开

垦的天然群落缺乏研究报道。因此研究不同立地条

件下天然植物群落组成、植物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

子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4种立地条件,通过

对不同立地条件下天然植物群落组成、植物多样性

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的研究,从群落结构组成的

空间变异来分析环境因子对群落组成和植物多样性

的影响,探索陕北黄丘陵区天然群落自然恢复过程

中群落的结构组成、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为该

区植被恢复提供有效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北安塞县高桥乡,主要为梁峁状

黄土丘陵。全区海拔1000~1400m,年均日照时数

2300~2570h,年均降雨量490.5~663.3mm,多集

中在7-9月份,属干旱半干旱区。年均温7.7~
10.6℃,无霜期157d,≥10℃积温3170.3℃。土壤

以黄绵土为主。地带性植被为森林草原,植物以菊

科(Compositae)、豆 科 (Leguminosae)、禾 本 科

(Poaceae)和蔷薇科(Rosaceae)的物种为主。分布

较广 且 有 代 表 性 的 植 物 种 有 铁 杆 蒿(Artemisia
sacrorum)、达乌里胡枝子(Lespedezadahurica)、

白羊草(Bothriochloaischaemum)、长芒草(Stipa
bungeana)、茭蒿(Artemisiagiraldii)等。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的选择及其群落调查 在高桥北宋塔、
任台沟和刘坪沟3条沟道,选择群落类型相同、外貌

相似的4个立地8个群落(设2个重复),这4个立

地分别是阴坡上坡位、阴坡下坡位、阳坡上坡位和阳

坡下坡位(表1)。

2008年6月、8月、10月初,用样方法进行群落

调查,研究区的灌木基本上都是矮小的半灌木,因此

灌木样方面积为2m×2m,草本样方面积为1m×
1m,每个样地设置10个样方。调查指标包括植物

种类、高度、盖度、多度、频度和生活型等。3次调查

的数据取其平均值用作数据处理。生境因子记录地

理位置、海拔高度、坡向以及坡度。

1.2.2 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于2008
年6月、8月、10月初,用烘干称重法测定0~100
cm土层(除表层为0~10cm外,其余为每20cm一

层)的土壤含水量。每块样地设置3次重复,取平均

值作为该样地当月的土壤含水量。

2008年8月采集土样进行土壤养分分析。取

样深度为0~20和20~40cm,按S形设5个重复,
同一样地5个重复的土样按相同层次混合成一个样

品,风干、磨碎、过筛,以四分法将土样调减到所需的

量。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9]。

表1 不同立地条件的基本概况

Table1 Conditionsofdifferenthabitats
立地

Habitattypes
群落类型

Communitytypes
坡向/°
Aspect

坡度/°
Slopegradient

海拔/m
Elevation

总盖度/%
Totalcover

土壤含水量/%
Soilmoisture

土壤有机质/%
Soliorganicmatter

阴坡上坡位

Upslopeofshade
铁杆蒿

A.sacrorum
232 38.5 1196.5 114.55 13.09 1.04

阴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hade
南牡蒿

A.erropoda
235 46 1156 118.23 16.43 1.96

阳坡上坡位

Upslopeofsunny
铁杆蒿

A.sacrorum
3 48.5 1182 83.73 8.64 0.66

阳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unny
铁杆蒿

A.sacrorum
3 44 1134 110.00 11.05 0.96

  注:①坡向度数规定面南方为0°,顺时针转动一圈为360°;②土壤含水量为0~100cm土层的平均值,土壤有机质为0~40cm土层的平
均值

Note:①SouthSlopeisdefinedas0°,clockwisecircleisdefinedas360°.②Soilmoistureisaaveragevalueinthedepthof0~100cm,or-
ganicmatterisaaveragevalueinthedepthof0~40cm

1.2.3 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测度 重要值(IV)的计

算公式[10]为:重要值Ⅳ=(相对盖度+相对密度+
相对高度)/3。

生物多样性指数采用Simpson指数 D、Shan-
non-Wiener(1949)指数 H、Patrick(1949)丰富度指

数Dpa、Jaccard(1901)相似性指数Sj
[10]来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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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如下:

Patrick丰富度指数:Dpa=S

Simspon指数:D=1-∑
s

i=1

Ni(Ni-1)
N(N-1)

i=1,2,3…,s

Shannon-Wiener指数:H=-∑
s

i=1
(PilnPi)

Pi=
Ni

N
Jaccard相似性系数:Sj=a/(a+b+c)
式中:S为物种总数;Ni 为i种的重要值,N 为

样地中全部种的重要值之和;Pi 为i种的相对重要

值;a表示A和B这2个群落都有的物种数目,b是

B群落有但A群落没有的物种的数目,c是A群落

有但B群落没有的物种的数目。

1.2.4 生活型的界定 本研究用 Whittaker的生

长型系统来表示生活型,即用群落中植物茎的木质

化程度来确定生活型[11],将群落中的植物分为灌

木、半灌木、多年生草本、一二年生草本4种类型。

1.3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立地条件下天然群落的组成

由表2可知,不同立地的群落,物种的组成数目

从大到小的顺序为:阴坡下坡位>阴坡上坡位>阳

坡下坡位>阳坡上坡位。各群落相比,属的个体数

之和与种的组成有相同的规律,即阴坡属的数目大

于阳坡,下坡位物种属数大于上坡位。从大类群的

组成来看,阴坡科的数目大于阳坡;同一坡向不同坡

位相比,阴坡2个立地的科数目相同,阳坡下坡位科

的数目是上坡位的2倍;植物组成以双子叶居多,单
子叶次之,裸子植物最少;且都属于高等植物。

  4个立地各群落植物种类属于菊科、禾本科、豆
科、蔷薇科这4大科的比例较高,群落植物组成主要

集中在这4大科内。这4大科中又以菊科物种最

多,禾本科次之,豆科较少,蔷薇科最少。其中阴坡

上坡 位 这 4 大 科 植 物 占 本 群 落 植 物 种 之 和 的

64.58%,阴 坡 下 坡 位 占68.42%,阳 坡 上 坡 位 占

86.76%,阳坡下坡位占74.19%。相对而言,这4大

科的植物更适合阳坡生长,主要原因是菊科、禾本科

等植物比较能适应干旱的环境。

表2 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主要植物科、种的组成动态变化                           
Table2 Compositionofplantfamiliesandspeciesunderdifferenthabitats

立地

Habitats

总科数/个

Total

families

总属数/个

Total

genera

总种数/个

Total

species

4大科的种数分布/个 Thespeciesdistributionoffourbigfamilies
菊科

Compositae

禾本科

Poaceae

豆科

Leguminosae

蔷薇科

Rosaceae

合计

Total

占本群落的比率

Rateintotal/%
A 19 37 48 13 10 7 1 31 64.58
B 19 42 57 15 13 6 5 39 68.42
C 6 12 23 6 8 6 0 20 86.76
D 12 24 31 9 7 5 2 23 74.19

  注:A:阴坡上坡位;B:阴坡下坡位;C:阳坡上坡位;D:阳坡下坡位;下同

Note:A:up-slopeofshade;B:down-slopeofshade;C:up-slopeofsunny;D:down-slopeofsunny.Thesameasbelow

2.2 不同立地条件下天然群落优势种及其伴生种

的差异比较

重要值表示一个种的优势程度,是反映该种群

在群落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一个综合指标和对所处群

落的适应程度[12],本研究用各立地优势种、亚优势

种及其主要伴生种的重要值来反应天然群落物种随

环境变化的动态响应(表3)。

  由表3可知,有些物种虽然在不同立地条件下

均有分布,但是在不同群落中的功能和作用却不同,
如铁杆蒿在阴坡上坡位、阳坡上坡位、阳坡下坡位均

为优势种,而在阴坡下坡位为亚优势种。达乌里胡

枝子在阴坡上坡位和阳坡上坡位是伴生种,而在阳

坡下坡位却是亚优势种。
同一坡向的上、下坡位,优势种和伴生种重要值

不同,因此形成的群落结构也不一样。铁杆蒿和南

牧蒿(A.eriopoda)在阴坡上坡位和阴坡下坡位均

占有重要地位,只不过优势种和亚优势种刚好互换。
阳坡的上坡位和下坡位的优势种均为铁杆蒿,而阳

坡上坡位的亚优势种为无芒隐子草(Cleistogenes
songorica)和茭蒿,阳坡下坡位的亚优势种为达乌

里胡枝子。杠柳(Periplocasepium)在阳坡的2个

坡位均为伴生种,而在阴坡的2个坡位虽然也有分

布,但其重要程度却比不上阳坡的2个坡位。
由表3还可看出,各个立地优势种的重要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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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重要值指数分配比较分散。如阳坡上坡位的

铁杆蒿的重要值为所有物种中最大的重要值,仅仅

为18.42%,各个样地主要伴生种的重要值指数均较

小。因此各个群落中物种的优势地位不是很明显。

表3 群落中优势种、亚优势种及其主要伴生种重要值的变化

Table3 Importantvalueofdominantandsub-dominantspecies %
立地

Habitats
阴坡上坡位

Upslopeofshade
阴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hade
阳坡上坡位

Upslopeofsunny
阳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unny

优势种

Dominantspecies
铁杆蒿

Artemisiasacrorum
15.01

南牡蒿

A.eriopoda
12.87

铁杆蒿

A.sacrorum
18.48

铁杆蒿

A.sacrorum
15.1

亚优势种

Sub-dominant
南牡蒿

A.eriopoda
13.89

铁杆蒿

A.sacrorum
9.58

无芒隐子草

Cleistogenessongorica
14.73

茭蒿 A.giraldii 14.52

达乌里胡枝子

Lespedezadahurica
13.98

主要伴生种

Main
companion
species

茭蒿

A.giraldii
5.91

蛇含委陵菜

Potentillakleiniana
5.35

达乌里胡枝子

L.dahurica
10.99

白羊草

Bothriochloaischaemum
10.68

草地早熟禾

Poapratensis
5.84

草地早熟禾

P.pratensis
5.2

长芒草

Stipabungeana
7.66

无芒隐子草

C.songorica
9.41

大针茅

Stipagrandis
5.64

细弱早熟禾

P.annuavar.tenella
4.78

阿尔泰狗哇花

Heteropappusaltaicus
6.52

茭蒿

A.giraldii
8.17

长芒草

S.bungeana
4.56

白羊草

B.ischaemum
4.64

细叶远志

Polygalatenuifolia
5.7

白 草

B.ischaemum
7.33

阿尔泰狗娃花

H.altaicus
3.73

茭蒿

A.giraldii
4.37

中华隐子草

C.chinensis
3.43

阿尔泰狗哇花

H.altaicus
6.42

达乌里胡枝子

L.dahurica
3.41

大针茅

S.grandis
2.98

杠柳

Periplocasepium
2.97

长芒草

S.bungeana
3.91

2.3 不同立地条件下天然群落生活型结构特征

  几种生活型相比,各个立地有相同的趋势:多年

生草本植物占优势,重要值之和均大于59.73%,其
次是半灌木,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和灌木的比例均较

小。同一坡向不同坡位相比,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和

灌木均是下坡位优于上坡位。而多年生草本植物和

灌木的重要值却是上坡位大于下坡位。

表4 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生活型的重要值

Table4 Theimportantvalueofcommunitylifeformunderdifferenthabitats %

立地

Habitat

一、二年生草本植物

Annualherbaceousplants

多年生草本植物

Perennialherbaceousplants

半灌木

Semi-shrubs

灌木

Shrubs

A 5.09 74.81 18.42 1.11
B 10.58 69.59 11.43 5.62
C 0.75 64.46 29.41 5.38
D 3.17 59.73 29.09 7.2

合计Total 19.59 268.59 88.35 19.31

  各个立地的群落中,灌木主要局限在几个物种

之间,如阴坡上部是灌木铁线莲(Clematisfrutico-
sa)、尖叶胡枝子(Lespedezajuncea);阴坡下坡位的

灌木是杠柳、紫丁香(Syringaoblata)、柔毛绣线菊

(Spiraeapubescens)、尖叶胡枝子和山莓(Rubus
corchorifolius);阳坡上坡位是灌木铁线莲、杠柳和

狼牙刺(Sophoraviciifolia);阳坡下坡位是灌木铁

线莲、杠柳、扁核木(Prinsepiauniflora)、紫丁香和

狼牙刺。立地之间相比,下坡位的灌木物种多于上

坡位。各立地的半灌木物种数目相同,均是铁杆蒿

和达乌里胡枝子。草本植物主要以禾草类和蒿草类

为主。

2.4 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相似性

群落相似性表示2个群落共有的基本特征,相
似性的大小直接反映群落间的相似程度。相似性系

数是测量群落间或者样方间种类组成上的相似程度

的一种指标。二元数据Jaccord相似系数结果表明

(表5):阳坡上坡位和阳坡下坡位的群落相似性最

大,2个相似系数为0.5429,阴坡的上下2个坡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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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似性系数为0.4474。阴坡下坡位与阳坡上坡

位相似性最小,相似系数为0.2388。即同一坡向不

同坡位的群落间相似性较高,而不同坡向不同坡位

的群落间相似性较低。

表5 不同立地条件下各群落的相似系数

Table5 Thesimilaritycoefficientofcommunitiesindifferenthabitats

立地

Habitattypes

阴坡上坡位

Up-slopeofshade

阴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hade

阳坡上坡位

Up-slopeofsunny

阳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unny
阴坡上坡位Up-slopeofshade -
阴坡下坡位Down-slopeofshade 0.4474 -
阳坡上坡位Up-slopeofsunny 0.3273 0.2388 -
阳坡下坡位Down-slopeofsunny 0.3065 0.2639 0.5429 -

2.5 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及其影响

因子分析

  4种立地条件下,相同坡位不同坡向相比,

Simpson指数和Shannon-Wienner指数具有相同的

规律:阳坡大于阴坡;Patrick丰富度指数表现为阴

坡大于阳坡。同一坡向不同坡位相比,Simpson指

数、Patrick丰富度指数以及Shannon-Winner指数

均是下坡位大于上坡位。

表6 不同立地条件下各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Table6 Speciesdiversityofcommunityunderdifferenthabitats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index

阴坡上坡位

Up-slopeofshade

阴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hade

阳坡上坡位

Up-slopeofsunny

阳坡下坡位

Down-slopeofsunny

Simpson指数(D) 0.8302±0.03a 0.8768±0.02a 0.8521±0.02a 0.8887±0.06a

Shannon-winner指数(H) 2.5331±0.28a 2.8065±0.05a 2.2728±0.14a 2.5358±0.28a

Patrick丰富度指数(Dpa) 50.0000±4.95aAB 60.0000±2.12aA 23.0000±3.54bB 31.0000±4.95bB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Note:differentsmalllettersrepresent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differenthabitatsatthe0.05level;differentcapitallettersrepresent

significantdifferenceatthe0.01level

  经Tukey多重比较,各立地群落中Patrick丰

富度指数表现为:阴坡与阳坡相比时不论是上坡位

还是下坡位均达显著水平(P<0.05),且阴坡下坡

位分别与阳坡上坡位和阳坡下坡位的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P=0.0035<0.01,P=0.0079<0.01)。其他

各指数均差异不显著。
多样性指数之间大多显著相关,因为多样性指

数、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反应的群落特征具有一

致性[13],本文以Patrick丰富度指数为代表,分析多

样性指数与海拔、坡度、坡向、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机

质以及群落盖度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回归分析,分
析不同立地条件群落多样性的影响因素。

  由表7可知,坡度与物种多样性成显著负相关,
随着坡度的增大,物种多样性将会减少;土壤含水量

与多样性指数、土壤有机质与多样性指数、植被盖度

和多样性指数之间成显著正相关(P<0.05)。土壤

水分及有机质含量的增加,植物生长的环境得到改

善,物种多样性将会提高;植被盖度增加,物种多样

性随着提高。
此外,海拔高度和多样性指数成负相关,坡向和

多样性指数成正相关(P>0.05)。说明随着海拔、
坡向也会对物种多样性产生影响,但是海拔和坡向

对多样性的影响远不如土壤含水量、坡度以及有机

质含量明显。

表7 不同立地条件下各生境因子的相关分析

Table7 Thecorrelationanalysisofenvironmentalfactorsindifferenthabitats

相关系数(r)Relatedcoefficient x1 x2 x3 x4 x5 x6

海拔Elevationx1 -
坡度Slopegradientx2 0.76 -
坡向Aspectx3 0.38 -0.32 -
土壤含水量Soilmoisturex4 -0.13 -0.74 0.86 -
土壤有机质Soilorganicmatterx5 -0.28 -0.78 0.72 0.95* -
植被盖度 Vegetationcoveragex6 -0.27 -0.79 0.72 0.86 0.72
多样性指数Diversityindexx7 -0.38 -0.89* 0.71 0.95* 0.91*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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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8可知:土壤含水量与多样性指数之间的

回归分析的t值为4.4917,其值大于检验值t3,0.05=
3.182,P=0.0206<0.05,说明土壤含水量与多样

性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一元线性关系,用线性方程

拟合即y=1.9391+0.0473z1。随着土壤含水量的

升高,群落的多样性将线性增加。群落盖度与多样

性指数之间回归系数的t值为3.8043,P=0.0319
<0.05,说明盖度与多样性指数之间呈显著的一元

线性 关 系,用 线 性 方 程 拟 合 即 y=1.4933+
0.0096z4。随着植被盖度的增大,群落的物种多样

性将呈现出线性增加的趋势。而土壤有机质、坡度

与多样性指数之间回归分析的t值分别为3.1039
和-2.7976,其绝对值均小于检验值3.182,且P>
0.05,表现出多样性指数与土壤有机质和坡度之间

虽然密切相关,但线性相关性较弱。

表8 主要环境因子与多样性指数的回归分析

Table8 Theregressionanalysisofmainenvironmentalfactorsanddiversityindex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自变量

Independentvariable

回归系数 Regressioncoefficient

B0 B1

决定系数R2

Coefficientofdetermination

t值

tvalue

P 值

Pvalue

y z1 1.9391 0.0473 0.9098 4.4917 0.0206
y z2 2.2145 0.2657 0.8281 3.1039 0.0531
y z3 3.6744 -0.0265 0.7965 -2.7976 0.068
y z4 1.4933 0.0096 0.8786 3.8043 0.0319

  注:y:多样性指数;z1:土壤水分;z2:土壤有机质;z3:坡度;z4;盖度

Note:y:diversityindex;z1:soilmoisture;z2:soilorganicmatter;z3:slopegradient;z4:coverage

3 讨论与结论

3.1 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结构组成

黄土丘陵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

境,土壤水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影响植物

的个体发育,而且决定着植物的类型,限制植被的分

布[14-15]。众说周知,阴坡的水分好于阳坡,下坡位的

水分优于上坡位。在陕北黄土丘陵区,这种立地的

不同引起的水分生态环境差异表现的更为明显,进
而使得群落结构组成明显不同。

本研究中,各立地群落植物的种类主要集中在

菊科、禾本科、豆科、蔷薇科,其他科的物种相对少且

分散,这4大科的植物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能适

应陕北黄土丘陵区干旱少雨、土壤贫瘠的生态环境,
是各个立地群落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铁杆蒿在各

立地均有分布,且重要值相对较大,为各个立地的优

势种或者亚优势种,表明菊科中的铁杆蒿在当地分

布范围很广,适应性强,在植被恢复重建过程中该种

应优先考虑。
群落的结构组成是群落的基本特征,分类上来

自不同科、属的植物形态特征上的差异,也可能预示

着差异多样的生态属性。重要值表示一个种的优势

程度,是反映该种群在群落中相对重要性的一个综

合指标和对所处群落的适应程度[16],优势种及其伴

生种重要值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立地条件下植被生

长的环境因子也在发生复杂的变化[17]。群落物种

组成的生活型结构是群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落的外貌,是植物群落对生境

各种因素综合反映的外部表现[18-19]。各个立地的群

落主要由多年生草本植物组成,其次是半灌木,再其

次是一、二年生草本植物,灌木植物所占的比例最

少,这是研究样地植物对干燥的气候环境和贫瘠的

土壤条件有较强适应性的外部表现[20-21]。
不同立地条件下的群落,因组成群落各物种的

生物、生态学特性不同,使群落的结构组成表现出一

定差异。该研究中出现群落结构简单,物种单一且

数目偏少,科、属和种相对集中,以及物种的生活型

是以草本植物占据优势、灌木和半灌木较少的局面,
主要与陕北黄土丘陵区干旱少雨的大环境有关,其
次是由组成群落物种的生物学特性所决定。

3.2 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植物多样性及其与环

境因子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Simpson
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以及Patrick丰富度指

数的变化规律主要与各个立地的水分条件关系密

切。因此在该区进行植被建设时应优先选择水分条

件较好的阴坡以及下坡位,在改变局部环境的情况

下,逐渐改变该区的生态环境。
植物与环境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环境对植

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功能、成因、动态分布等都有影

响[22]。物种的多样性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植被的空

间分布格局,以及群落的结构类型、组织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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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稳定程度和生境差异[14,19,22]。群落的相似性

系数越大,表明各群落之间的差异性就越小,环境条

件就越相近。相同坡向不同坡位的群落较为相似,
主要原因是坡向相同的立地,其水、热、光等生态因

子相似,进而其群落结构相似。本研究中,影响

Patrick丰富度指数的因子从大到小依次是:土壤含

水量、群落盖度、土壤有机质、坡度、坡向和海拔。植

被盖度、坡度、海拔高度和坡向对多样性产生影响,
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土壤含水量来实现的。土壤含

水量是影响多样性最为关键的生态因子。
综上所述,生境的多样性影响群落的结构组成

及其物种多样性。不同立地条件下的群落,因生态

因子的差异对物种的分布格局、群落类型产生影响,
又由于组成群落的各个物种具有生态生物学特性的

异质性,从而导致了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结构和生

物多样性的变化。土壤含水量对该区植物群落的结

构组成及其多样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黄土高原

植被恢复和重建的关键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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