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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植被带植物群落的细根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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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黄土丘陵沟壑区延河流域 ３个植被带（森林带、森林草原带、草原带）不同植物群落的细根（直径 ｄ≤

２ｍｍ）为研究对象，对植物群落 ０～２０ｃｍ土层细根根长密度、根系生物量、比根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３个植被

带不同植物群落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根长密度占总细根的 ９０％以上，根系生物量占 ５３％以上。有较大比例的直

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不仅在植物的生长活动中贡献很大，且在改善土壤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植物群落细根 ｄ≤

２ｍｍ生物量从南部森林带到北部草原带呈递减趋势，比根长从南部森林带到北部草原带呈递增趋势，草原带的根

长密度显著低于其他植被带（Ｐ＜００５）。根长密度与根系生物量变化趋势一致，乔、灌群落高于草本群落，但比根

长表现为草本群落显著高于乔、灌群落（Ｐ＜００５）；乔、灌群落和以达乌里胡枝子为次优种或优势种的群落根长密

度和根系生物量较高，植物根系生长能力强，根系发达。以狼牙刺、杠柳、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比根长较高，具有

较高的水分、养分潜在吸收率和生长速率；以狼牙刺、杠柳、铁杆蒿、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根系参数（根长密度、

根系生物量、比根长）在森林草原带显著高于其他植被带（Ｐ＜００５），这些群落在此环境下，更能有效吸收土壤水

分、养分，在提高土壤抗侵蚀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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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根系是植物与土壤的动态界面，不仅将植物固

定于土壤中，并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养分，供给地上

部分生长；还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及抵抗不良环

境的能力。根系层的存在也能逐步改善土壤的内在

特性：根系可增加土壤水稳性团粒及有机质含量，稳

定土层结构，提高土壤入渗等
［１］
。而细根是植物吸

收水分、养分的主要途径
［２］
，决定植物对土壤资源

的利用效果及潜力
［３－４］

。目前，大多研究是以直径

ｄ≤２ｍｍ为细根划分范围［５］
，有研究指出直径ｄ≤

１ｍｍ的根系在提高土壤水力学效应方面的贡献最
大；也能有效提高土壤水稳性团聚体数量，进而提

高土壤抗蚀性能
［６－７］

，所以，细根（ｄ≤２ｍｍ）生长、
分布及根长、生物量等参数的研究对探讨植被对

土壤理化性质、机械组成等的改善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

在半干旱环境中，植物对地下资源的竞争是植

物相互竞争的主要方式
［８］
，多年生植物会向根系投

入更多的资源以获取足够的水分和养分
［９－１０］

。根

系随土层深度衰减的规律表明根系发育有显著的表

聚现象，一般集中分布在表层０～２０ｃｍ［１１－１２］。聚集
于表层的细根有利于植被对有限降水的有效利

用
［１３］
；有 效 防 止 土 壤 侵 蚀，强 化 土 壤 抗 冲 性

等
［１４－１５］

。在土壤侵蚀非常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多集中于对根系的分布特征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

系
［１６－１７］

、根系强化土壤抗侵蚀性和固土作用
［１８］
，及

对不同植被类型、不同演替阶段和不同土层深度的

细 根 生 物 量 的 研 究
［１２－１９］

。根 系 生 物 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ＲＢ）反映了生态系统获得能量的能力。为
了获取足够的水分和养分，植物必须维持一定的根

系生物量
［２０］
，但维持根系生物量及其生理活动依赖

于大量光合产物的投入
［２１］
，根系消耗的光合产物主

要用于细根对水分、养分的吸收等，而细根的根长密

度（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ＬＤ）和比根长（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ＳＲＬ）决定着根系吸收养分和水分的能
力

［２２］
。根长密度越大，表示其吸收土壤养分、水分

的表面积越大，同时也表明其抵抗土壤侵蚀的能力

越强
［１］
。比根长是表征根系生理功能的一个重要

指标，反映植物对不同生境的适应特征
［２３］
。ＲＬＤ和

ＳＲＬ两个参数在反映细根生理功能方面可能比 ＲＢ
更具有意义

［２４］
。将根系生物量、比根长和根长密度

３个参数有效地结合起来，可更好地表征单位土体
根系的质和量的状况。因此，本文对黄土丘陵区延

河流域３个植被带不同植物群落 ０～２０ｃｍ土层的
细根参数（根系生物量、根长密度、比根长）进行分

析，明确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植物群落细根的分布

特征，探讨细根分布对土壤侵蚀环境的改善作用，为

完善该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提供基础资料与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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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图 １　延河流域和典型小流域位置及样地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ｓｍａｌ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ｏｔｓ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选取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延河流域作为研究

区（图１）。延河流域（３６°２３′～３７°１７′Ｎ，１０８°４５′～
１１０°２８′Ｅ）位于陕西省北部，是黄河中游河龙区间的
一级支流，流域全长２８６９ｋｍ，总面积７６８７ｋｍ２，海
拔高度４９５～１７９５ｍ；流域属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
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８８～１０２℃，年均降水量约
５００ｍｍ，其中 ７—９月份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６０％以上，多暴雨［２５］

。延河流域从东南向西北，气

候、温度具有明显的梯度变化特征，降水减少、温度

降低；植被随环境梯度的变化也很明显，从南向北依

次为森林带、森林草原带和草原带
［２６］
。流域南部为

森林 带 北 缘，主 要 建 群 种 为 辽 东 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ａ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槭树等，
灌木 有 黄 刺 枚 （Ｒｏｓａｘａｎｔｈｉｎａ）、丁 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虎榛子（Ｏｓｔｒｙｏｐｓｉ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等，草本有披针叶苔草（Ｃａｒｅｘ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长芒草（Ｓｔｉｐａｂｕｎｇｅａｎａ）等。流域中部
为森林草原带，乔木以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ｎ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小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ｉｍｏｎｉｉ）等人工林为主，灌丛为柠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等人工灌丛及封禁后 形成的黄刺 玫、狼 牙 刺

（Ｓｏｐｈｏｒａｖｉｃｉｉｆｏｌｉａ）、杠柳（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ｓｅｐｉｕｍ）等天然
灌丛，草本主要是铁杆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ｇｍｅｌｉｎｉｉ）、长芒
草、白羊草（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ｎ）、达乌里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ｄａｖｕｒｉｃａ）等。流域北部草原带是黄土高

原向沙地过渡的敏感区域，植被属温带干旱草原型，

主要物种有茭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ｇｉｒａｌｄｉｉ）、冷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ｆｒｉｇｉｄａ）、猪 毛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百 里 香
（Ｔｈｙｍ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等［２７］

。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地选择与调查

于２０１１年７—８月份和２０１２年 ７—９月份在延
河流域３个植被带各选取 ３个典型小流域（森林带
的毛堡则流域、尚和年流域、洞子沟流域，森林草原

带的三王沟流域、陈家
"

流域、张家河流域，草原带

的周家山流域、石子湾流域、高家沟流域）（图１），每
个流域选取３对阴阳坡沟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共选
取了１００个样地（森林带 ２５个，森林草原带 ４３个，
草原带 ３２个）。植被调查样方尺寸视植被类型而
定（乔木 １０ｍ×１０ｍ，灌木 ５ｍ×５ｍ，草地 ２ｍ×
２ｍ）。在每个样地内基本按对角线方向布设 ３个
２ｍ×０１ｍ样区（共 ３０８个，森林带 ８８个，森林草
原带１２４个，草原带９６个）进行根系样品采集。

１００个样地共包括１８种典型的植物群落［２７］
，森

林带（ＦＺ）、森林草原带（ＦＳＺ）、草原带（ＳＺ）分别有
８种、１０种、６种群落类型，具体信息如表１所示。
１２２　根系样品采集与测定

用土钻法采集根系样品，在每个样区内取 ２钻
样（共６１６钻，森林带１７６钻，森林草原带２４８钻，草
原带１９２钻）。清除地上残存物，用根系取样器（Φ＝
９ｃｍ）采集 ０～２０ｃｍ土层根系样品，将样品用
０５ｍｍ的铜筛洗净，用电子游标卡尺测定根系直
径，拣出细根（直径 ｄ≤２ｍｍ）并分成 ２个径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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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群落类型基本信息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植被带
群落

类型
样地数 物种数

乔木层

盖度／％

灌木层

盖度／％

草本层

盖度／％

群落

盖度／％

有机质

质量比／

（ｇ·ｋｇ－１）

全氮

质量比／

（ｇ·ｋｇ－１）

土壤团聚体

平均质量

直径／ｍｍ

ＳＨＤＰ ４ ２１±２ ２６±９ ３９±１２ ２３±６ ７６±９ ３４８０±５５２ ２０６±００８ ２７８±００８

ＣＬＰ ２ ２２±２ ２５±１５ １２±６ ４５±１５ ７２±１３ ４２６１±５６２ ２０７±００６ ３３１±００５

ＬＴＰ ３ ２３±６ ６５±１５ ２２±１２ ３７±１０ ９５±０ ４３７７±５８７ ２５７±００１ ３１８±０１２

森林带
ＨＨＰ ３ ２３±４ ４０±２０ １８±２ ５８±２２ １１７１±１５０ １１６±００５ ２５４±００２

ＧＬ ３ ２０±６ ７±２ １８±１２ ２５±１０ ８８５±０８０ ０８８±００１ ２７８±０３２

ＬＧＢ ３ ２０±４ １０±４ １３±１０ ２４±１４ ９７７±０２４ ０５２±００１ ３３３±００１

ＤＷ ３ ２０±６ ３３±２ ３３±２ １６８３±４５５ １０４±０２０ ３２８±００５

ＴＧ ４ １９±２ ３３±８ ３３±８ １１５９±１２２ ０７９±００３ ３１９±０１４

ＤＺ ３ ２２±３ １３±７ ３５±５ ４８±１２ １０２１±００ ０５７±００５ ３２０±００３

ＬＧＢ ４ １４±０ ７０±２ ２５±５ ２９±３ ６２８±０５５ ０５２±００４ ３１１±００５

ＳＴ ３ ２２±３ ２５±５ ２５±１５ ３５±５ ７７３±０９１ ０５３±００７ ３２３±００２

ＺＨ ３ ２６±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５３３±０２２ ０４７±００１ ３３３±００１

森林草原带
ＴＪＤ ３ １２±１ ４２±３ ４２±３ ６９５±０４０ ０５２±００１ ３３４±００１

ＴＣ ３ ２２±２ ２３±７ ２３±７ ６１１±０４２ ０５０±００１ ３１３±０１０

ＴＧ ９ ２２±１ ２８±５ ２８±５ ６６８±１０９ ０４４±００３ ３１５±００３

ＪＴ ３ ３０±０ ４６±０ ４６±０ ９４５±０６０ ０５３±００１ ３２９±００５

ＢＤ ５ ２０±２ ３７±０ ３７±６ ８８９±０７８ ０５４±００６ ３０５±００２

ＢＹ ７ １７±１ ３１±７ ３１±７ ６７０±０３３ ０４５±００７ ３２２±００４

ＳＴ ３ ２８±８ ６０±１５ ５５±１７ ８６±４ ５９２±０６８ ０４３±００１ ２８５±００３

ＢＬ ４ １９±１ ３９±１ ３９±１ ７４２±０１８ ０４１±００１ ２８８±００２

草原带
ＤＷ ８ ２１±２ ４７±１１ ４７±１１ ９８６±０１４ ０５７±００４ ３１５±０１８

ＴＧ ８ ２２±１ ３８±６ ３８±６ ６４０±０２５ ０３７±００１ ３０７±００５

ＴＪＤ ６ ２０±１ ３５±０ ３５±０ ６９８±０２０ ０５４±００１ ３１８±００１

ＴＹ ３ ３５±２ ６１±１６ ６１±１６ １１４５±０４９ ０６７±００６ ２６７±０３０

　　注：森林带：ＳＨＤＰ，三角槭 黄刺玫 丁香 披针叶苔草群落；ＣＬＰ，侧柏 狼牙刺 披针叶苔草群落；ＬＴＰ，辽东栎 土庄绣线菊 披针叶苔草群

落；ＨＨＰ，虎榛子 黄刺玫 披针叶苔草群落；ＧＬ，杠柳群落；ＬＧＢ，狼牙刺 杠柳 白羊草群落；ＤＷ，达乌里胡枝子群落；ＴＧ，铁杆蒿群落。

森林草原带：ＤＺ，丁香 中华卷柏群落；ＬＧＢ，狼牙刺 杠柳 白羊草群落；ＳＴ，沙棘 铁杆蒿群落；ＢＤ，白羊草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ＢＹ，白羊草

群落；ＴＪＤ，铁杆蒿 茭蒿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ＴＧ，铁杆蒿群落；ＴＣ，铁杆蒿 长芒草群落；ＪＴ，茭蒿 铁杆蒿群落；ＺＨ，中华卷柏群落。

草原带：ＳＴ，沙棘 铁杆蒿群落；ＢＬ，百里香群落；ＤＷ，达乌里胡枝子群落；ＴＪＤ，铁杆蒿 茭蒿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ＴＧ，铁杆蒿群落；ＴＹ，铁杆

蒿 野菊花群落。下同。

径 ｄ≤１和ｄ＝１～２ｍｍ），再用直尺分别测量不同径
级的根系长度，然后，在 ８５℃下干燥至质量恒定称
其干质量

［２８］
。

１２３　数据分析
（１）细根生物量：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实存生

活的有机物质（干质量）总量，单位 ｇ／ｍ２，计算公式
为

ＲＢ＝
Ｗ

（００９／２）２π
式中　Ｗ———平均每根土芯不同径级细根干质量，ｇ

（２）根长密度：单位面积内根系长度，单位为
ｍ／ｍ２，计算公式为

ＲＬＤ＝
Ｌ

（００９／２）２π
式中　Ｌ———不同径级细根总长度，ｍ

（３）比根长：单位面积内根长密度和生物量的

比值，单位为 ｍ／ｇ，计算公式为
ＳＲＬ＝ＲＬＤ／ＲＢ

１２４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００软件作图。利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和最小差异显著法（ＬＳＤ）比较不同植被类型间细
根参数的差异（α＝００５），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差
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径级的细根分布特征
３个植被带中，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根长密度

比例最大，占总细根的 ９６％ ～９８％，直径 １～２ｍｍ
的根系根长密度只占不足 ４％；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
系生物量占总细根生物量的 ７３％ ～８７％，直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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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ｍ的根系生物量占 １３％ ～２７％。直径 ｄ≤１ｍｍ
根系的比根长在 ７７６～１２０５ｍ／ｇ之间，直径 １～

２ｍｍ根系 的 比 根 长 在 ０７３～１７２ｍ／ｇ之 间
（图２）。

图 ２　不同植被带不同径级根系参数的分布特征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在不同群落类型中，不同径级根系参数的变化
趋势一致，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占最大比例。在森
林带的８种群落和森林草原带的１０种群落中，直径
ｄ≤１ｍｍ根系的根长密度所占比例最大（９６％以
上），根系生物量占７４６９～９４８１％，比根长在４７９～
１３６７ｍ／ｇ之间。在草原带的 ６种群落中，铁杆蒿
茭蒿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直径 ｄ≤１ｍｍ根系的根长

密度和根系生物量所占比例最小，分别占细根的

８９０６％和５２５３％；其他群落直径 ｄ≤１ｍｍ根系的
根长密度占９４％以上，根系生物量在 ６８％以上，直
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生物量所占比例相对于森林带
和森林草原带较小，比根长在 ７１４～１２２６ｍ／ｇ之
间（表２）。

表 ２　不同径级根系参数的分布特征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

植被带
群落

类型

根长密度／（ｍ·ｍ－２） 根系生物量／（ｇ·ｍ－２） 比根长／（ｍ·ｇ－１）

ｄ≤１ｍｍ
百分

比／％
ｄ＝１～２ｍｍ

百分

比／％
ｄ≤１ｍｍ

百分

比／％
ｄ＝１～２ｍｍ

百分

比／％
ｄ≤１ｍｍ ｄ＝１～２ｍｍ

ＳＨＤＰ ３５９４７５±６９９８６ ９９２２ ２８２６±６６７ ０７８ ５５３２６±１０１４９ ９１８２ ４９２８±１３５５ ８１８ ６５２±０４４ ０６１±００５

ＣＬＰ ３１２８２８±２１９２７ ９７９１ ６６８７±１２６１ ２０９ ４０７２９±４９２８ ８３６７ ７９４６±１７５５ １６３２ ７７８±０４１ ０８６±００３

ＬＴＰ １８３６４５±１９０８８ ９６８４ ６０００±６０９ ３１６ ３９０６３±６２４３ ８１４８ ８８７９±１３３７ １８５２ ４７９±０２９ ０６９±００３

森林带
ＨＨＰ ３３１６１４±１０６１４ ９８５６ ４８４９±４００ １４４ ５２６２６±１１８８ ８８０６ ７１３５±９２５ １１９４ ６３０±０１２ ０６９±００３

ＧＬ ２３０６２７±６０１８８ ９８００ ４６９７±１９６４ ２００ ２４６９２±５４１８ ８４４８ ４５３７±１１３５ １５５２ ９１４±０４６ ０９３±０２２

ＬＧＢ ６８６７１±９６０６ ９７９５ １４３４±７０６ ２０５ ７０４３±５８５ ７８２６ １９５６±９１０ ２１７４ １０１２±２２３ ０６７±００７

ＤＷ １９６３１８±６８１０５ ９９３６ １２７１±２０５ ０６４ １９８５５±４６２０ ８７５２ ２８３１±９５１ １２４８ ９２６±１３８ ０５７±０１８

ＴＧ １３９５５±１６１２７ ９６３９ ５２３３±１５０１ ３６１ １７８１３±３０５５ ７４６９ ６０３６±１３９３ ２５３１ ８２０±１００ ０８４±００６

ＤＺ ６４８８４１±５０３８１ ９９６３ ２３８７±０５２ ０３７ ８０５３１±１２３９４ ９４８１ ４４０５±９９９ ５１９ ８２６±０６７ ０６１±０１７

ＬＧＢ ２０５２７８±１３０８０ ９８３１ ３５２７±１１３７ １６９ ３４０３３±２９９６ ８３０２ ６９６２±０８９ １６９８ ６０６±０１５ ０５０±０１６

ＳＴ １１９７３７±３３８４１ ９６７１ ４０７９±１２１２ ３２９ １０４２９±３６７９ ９３９１ ６７６±１７８ ６０９ １２３９±１３６ ６０８±０８０

ＺＨ ２６３０５７±３２７５２ ９８０６ ５２１７±１７７３ １９４ ３４１８８±２２９０ ８２０１ ７４９８±３１０６ １７９９ ７８８±１５１ ０８１±０１７

森林草原带
ＴＪＤ ４９１５６０±７４０８８ ９８７４ ６２８３±１５６６ １２６ ６６９９８±２８４９ ８９５３ ７８３６±１４２７ １０４７ ７２７±０８０ ０７８±００６

ＴＣ ２３７１８１±３６５５７ ９９１２ ２１０５±００５ ０８８ ３５７２９±３１３５ ８８９２ ４４５１±２３１２ １１０８ ６５６±０４５ １８２±１４６

ＴＧ ２１５６６３±３０８４６ ９８１７ ４０３０±５３８ １８３ ２９８８５±５５５６ ８４７６ ５３７５±１０６０ １５２４ ７８２±０４５ １２１±０３７

ＪＴ １３８９５３±８１８１ ９７４１ ３６９８±１４７０ ２５９ １３３４４±３０５ ７８０９ ３７４４±５６０ ２１９１ １０４０±０３８ ０９１±０２６

ＢＤ ２２９１７８±５４６３９ ９７７４ ５３１０±１６１１ ２２６ １７９９０±３３４５ ８８３６ ２３７１±６００ １１６４ １２４２±０７７ ２０７±０２５

ＢＹ １６０２２８±１７２５２ ９７２１ ４５９６±１７９４ ２７９ １１７４８±１１５７ ８５９８ １９１６±３１７ １４０２ １３６７±０８４ ２４２±０８３

ＳＴ １８３２０２±４４９１９ ９８９１ ２０２４±０２９ １０９ １４７０５±４６５３ ８６８７ ２２２３±００５ １３１３ １３２６±１３３ ０９１±００１

ＢＬ １５４３１７±２０８４５ ９７６６ ３７０４±１１７６ ２３４ ８４４６±２６０ ７２３２ ３２３３±９８４ ２７６８ １８１５±１９１ １１３±００２

草原带
ＤＷ ２６３４７９±７１１８６ ９８８６ ３０４３±７０６ １１４ ２６８１３±８３４３ ８９２５ ３２２９±７７３ １０７５ １２２６±２４３ ０９６±００９

ＴＧ ９６７９２±１１７３９ ９４９６ ５１３２±５１２ ５０４ １１２２０±１８０１ ６８９５ ５０５２±１１７９ ３１０５ ９４７±２６７ １０９±０１７

ＴＪＤ ８７４８７±１５６７７ ８９０６ １０７４７±９８２ １０９４ １２４８２±５３０ ５２５３ １１２７８±１３３６ ４７４７ ７１４±１５６ ０９６±００３

ＴＹ １００７６４±８４４７ ９５３５ ４９１５±１６１３ ４６５ ８６０４±９９６ ６８６１ ３９３８±１２４５ ３１４０ １１９８±０９４ １２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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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植物群落的细根分布特征
３个植被带不同根系参数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

势，根长密度在 １６６００２～２５４３８９ｍ／ｍ２之间变
化，根长密度在森林草原带最高，草原带最低，且具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根系生物量在 １９８３３～

３８３００ｇ／ｍ２之间，从森林带到草原带呈递减趋势，
草原带显著低于其他 ２个植被带（Ｐ＜００５）；比根
长在６６０～９３３ｍ／ｇ之间，从森林带到草原带呈递
增趋势，森林带显著低于其他 ２个植被带（Ｐ＜
００５）（图３）。

图 ３　不同植被带的根系参数特征

Ｆｉｇ．３　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对不同植物群落而言，不同根系参数表现各异，
但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的变化趋势基本类似，比

根长则表现为与之相反的趋势。在森林带，不同群

落的根长密度变化范围为７０１０５～３６２３０１ｍ／ｍ２，
根系生物量为 ８９９９～６０２５ｇ／ｍ２，比根长在 ３９６～
８６６ｍ／ｇ之间。对于乔、灌群落，除狼牙刺 杠柳

白羊草群落和杠柳群落外，辽东栎 土庄绣线菊 披

针叶苔草群落的根长密度和比根长显著低于其他

乔、灌群落（Ｐ＜００５），根系生物量与其他乔、灌群
落无显著性差异。但整体上，乔、灌群落的根长密度

和根系生物量显著高于草本群落（Ｐ＜００５），比根
长的变化趋势与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则相反，草

本群落显著高于乔、灌群落（Ｐ＜００５），达乌里胡枝
子群落和铁杆蒿群落的根系参数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图４）。
在森林草原带，不同群落的根长密度变化范围

图 ４　森林带不同群落的根系参数特征

Ｆｉｇ．４　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ｚｏｎｅ
　
为１２３８１５～６５１２２７ｍ／ｍ２，根系生物量为 １１１０５～

８４９３６ｇ／ｍ２，比根长在 ５１０～１２０７ｍ／ｇ之间。丁

香 中华卷柏群落的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显著高

于其他群落（Ｐ＜００５）；狼牙刺 杠柳 白羊草群落

的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居中，但比根长显著低于

其他群落（Ｐ＜００５）；沙棘 铁杆蒿群落的根长密度

和根系生物量显著低于其他群落（Ｐ＜００５），比根
长则显著高于其他群落（Ｐ＜００５）。在草本群落
中，以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

量显著低于其他群落（Ｐ＜００５），比根长显著高于
其他群落（Ｐ＜００５）；以铁杆蒿为优势种的群落，各
根系参数居中；以达乌里胡枝子为优势种的群落，根

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较高，比根长则较低；铁杆蒿

茭蒿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的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

显著高于其他群落（Ｐ＜００５），比根长显著低于以
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和沙棘 铁杆蒿群落（Ｐ＜
００５）（图５）。

在草原带，不同群落的根长密度变化范围为

９８２３４～２６６５２１ｍ／ｍ２，根系生物量为 １１６７８～

３００４１ｇ／ｍ２，比根长在 ４０９～１１１９ｍ／ｇ之间。沙

棘 铁杆蒿群落各根系参数居中；达乌里胡枝子群落

的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显著高于其他群落（Ｐ＜
００５），比根长较低；百里香群落的比根长显著高于
其他群落（Ｐ＜００５），但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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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以铁杆蒿为优势种的群落，根长密度显著低于其

他群落（Ｐ＜００５），但群落中次优种为达乌里胡枝
子时根系生物量较高，比根长最低；次优种为白羊草

时根系生物量较低，比根长较高（图６）。
可以看出，乔、灌群落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高

于草本群落（Ｐ＜００５），比根长较低；以狼牙刺、杠

柳、沙棘、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其根长密度和根

系生物量均低于其他群落，比根长较高；以达乌里胡

枝子为优势种的群落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根长密

度和根系生物量均较高，比根长较低；在铁杆蒿群落

中，当次优种为达乌里胡枝子时，根系生物量较高；

次优种为白羊草时，比根长较高。

图 ５　森林草原带不同群落的根系参数特征

Ｆｉｇ．５　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ｅｐｐｅｚｏｎｅ
　

图 ６　草原带不同群落的根系参数特征

Ｆｉｇ．６　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ｔｅｐｐｅｚｏｎｅ
　
２３　同一优势物种群落的细根分布特征

由森林带的乔、灌、草本群落到草原带的草本群

落，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同时群落类型也随之而变，

但群落物种随环境条件的更替是连续性的，因此，不

同植被带会有相同优势种的群落出现。同一优势种

群落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根系参数的变化趋势略有

差异（表３）。
铁杆蒿群落在 ３个植被带均有分布，根长密度

和根系生物量在森林草原带最高，草原带最低，且具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狼牙刺 杠柳 白羊草群

落在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有分布，根长密度和根系

生物量表现为森林草原带 ＞森林带（Ｐ＜００５）；铁
杆蒿 茭蒿 达乌里胡枝子群落在森林草原带和草原

带有分布，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表现为森林草原

带 ＞草原带（Ｐ＜００５）；以上群落的根系比根长差
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达乌里胡枝子群落在森林
带和草原带有分布，沙棘 铁杆蒿群落在森林草原带

和草原带有分布，群落根系参数均无显著性差异。

以铁杆蒿为优势种的草本群落在３个植被带均
有分布，在森林草原带的细根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

量最高，但比根长无显著性差异；狼牙刺 杠柳 白羊

草群落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森林草原带，根长密

度和根系生物量最高，但比根长无显著性差异。由

此可以看出，在森林草原带分布着以狼牙刺、杠柳、

铁杆蒿、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其根系参数要显著

高于其他植被带。

３　讨论

在延河流域 ３个植被带不同群落类型中，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分别占总细
根的９０％和５３％以上。对黄土高原丘陵区刺槐林、
落叶灌木、退耕草地和沙蒿群落 ４种植被类型不同
径级细根参数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直径 ｄ≤
１ｍｍ细根生物量占总细根的比例大于 ６２０％，与
本研究结果类似

［１９］
。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不仅在

植物的生长活动中贡献很大，可有效吸收土壤水分、

养分及微量元素等，供给植物生长所需；也是不同植

物群落改善土壤结构稳定性、提高土壤入渗及增强

土壤抗冲性的有效根系
［２９］
。也有研究指出直径 ｄ≤

１ｍｍ的细根在提高土壤水力学效应方面的贡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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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同一优势物种群落在不同植被带的根系参数特征

Ｔａｂ．３　Ｒ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群落类型 植被带 根长密度／（ｍ·ｍ－２） 根系生物量／（ｇ·ｍ－２） 比根长／（ｍ·ｇ－１）

ＦＺ １４４７８３±１４６６９ａｂ ２３８４９±２８６２ａｂ ６３６±０９０ａ

ＴＧ ＦＳＺ ２１９６９３±３０７６０ａ ３５２６０±６２８０ａ ６６１±０４７ａ

ＳＺ １０１９２４±１１２２７ｂ １６２７２±２９８０ｂ ７０１±２０８ａ

ＬＧＢ
ＦＺ ７０１０５±８９１２ｂ ８９９９±１４８３ｂ ８６６±２６４ａ

ＦＳＺ ２０８８０５±１１９４２ａ ４０９９５±２９０７ａ ５１±００７ａ

ＤＷ
ＦＺ １９７５８９±６８２４７ａ ２２６８７±５４８７ａ ８１９±１０９ａ

ＳＺ ２６６５２１±７０７７４ａ ３００４１±８５８７ａ １００５±１６４ａ

ＴＪＤ
ＦＳＺ ４９７８４３±７５６５５ａ ７４８３４±４２７６ａ ６５８±０６４ａ

ＳＺ ９８２３４±１６６５９ｂ ２３７６１±８０５ｂ ４０９±０５６ａ

ＳＴ
ＦＳＺ １２３８１５±３２６２８ａ １１１０５±３５３３ａ １１７５±１０２ａ

ＳＺ １８５２２６±４４９４８ａ １６９２８±４６５８ａ １１１９±０４８ａ

大，也能有效提高土壤水稳性团聚体数量
［６－７］

。这

说明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在细根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较大比例细根的植物群落在改善土壤结构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各植被带不同群落，土壤团聚体平

均质量直径在２５４～３３４ｍｍ之间（表 １），表明土
壤的团聚度较高，大团聚体含量较高，使土壤的孔

隙、通气性较好，土壤结构稳定性较强
［３０］
，再加上植

物根系对土壤的粘结和机械加固作用，可提高土壤

的抗侵蚀性。

本研究中，细根生物量从延河流域南部森林带

到北部草原带呈递减趋势，与对黄土丘陵区从南到

北４种植被类型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细根生物量从
南到北随纬度升高呈显著减小趋势

［１９］
。这是由于

南部森林带多为乔、灌群落，根系生物量显著高于草

本群落（Ｐ＜００５）；由于森林草原带水热条件相对
较差，草本群落占优势，但也有少数灌木群落的分

布；北部草原带水热肥等环境条件更加恶劣，基本为

草本 群 落。草 本 群 落 细 根 生 物 量 在 ８９９９～
３００４１ｇ／ｍ２之间，也有研究发现黄土高原丘陵区不
同植被类型的根系生物量在 ６４～２９２ｇ／ｍ２之间［１９］

，

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南部森林带和中部森林草原带的

乔、灌群落根系生物量在４０９９５～８４９３６ｇ／ｍ２之间，
与暖 温 带 落 叶 阔 叶 林 细 根 生 物 量 的 平 均 值

（７３７ｇ／ｍ２）［３１］相近。根系生物量可以反映该植物
在某一土层深度的生长能力，积累的生物量越多，说

明在该土层中利用养分、水分的能力越强
［３２］
，旺盛

的植物根系可提高土壤抗冲性，增加土壤孔隙度，改

善土壤有益微生物活性，推进土壤有机质氧化分解

速度
［３３］
。乔、灌群落的根系生物量高于草本群落；

以达乌里胡枝子为优势种的群落根系生物量较高；

在铁杆蒿群落中，当次优种为达乌里胡枝子时，根系

生物量也较高。这表明乔、灌群落和以达乌里胡枝

子为次优种或优势种的群落根系生长能力更强，根

系更发达。

根长密度反映着植物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潜

力
［３４］
。一般根长密度越大，在养分吸收方面就越具

有优势，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另

外，根长密度越大，越有利于减小土壤容重，增加土

壤孔隙度，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抗剪强度，丰富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
［１７］
。在本研究中，草原带的

根长密度显著低于其他植被带（Ｐ＜００５）；草本群
落的根长密度在 ９８２３４～２６８２７４ｍ／ｍ２之间，乔、
灌群落的根长密度在 １２３８１５～６２１２２７ｍ／ｍ２之
间。根长密度表现出与根系生物量一致的变化趋

势，乔、灌群落高于草本群落；以达乌里胡枝子为次

优种或优势种的群落根长密度较高，表明乔、灌群落

和以达乌里胡枝子为次优种或优势种的群落的植物

根系在吸收土壤水分养分方面更具优势。这些群落

的土壤团聚体平均质量直径、有机质、全氮含量均较

高（表１），说明较高的根系生物量和根长密度不仅
可以提高植物群落根系的吸收能力，也能改善土壤

养分含量和土壤稳定性，提高土壤的抗侵蚀性。

比根长是反映根系获利（养分获取）与代价（根

系构造与维护）关系的参数，是代表植物地下竞争

力的形态指标
［３５］
。通常具有较高比根长的植物被

认为具有高的水分和养分潜在吸收率、相对更高的

竞争力和生长速率
［３６］
。在本研究中，从南部森林带

到北部草原带比根长呈递增趋势，这是由于从南到

北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呈减小的趋势，但根系生

物量减幅较大，因此，比根长表现出与根长密度和根

系生物量相反的趋势。３个植被带不同植物群落比
根长变化范围在３９６～１２０７ｍ／ｇ之间。根长密度
和根系生物量会随着环境条件和植物自身特性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具有较高的可塑性
［１５］
，而比根长随

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的变化而变化，当这两者的

变幅不一致时，比根长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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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比根长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可塑性。对黄土高

原白羊草、沙棘和辽东栎细根比根长研究发现，０～
１０ｃｍ土层细根比根长为沙棘 ＞辽东栎 ＞白羊
草

［３７］
，而在本研究中，比根长表现为草本群落显著

高于乔、灌群落（Ｐ＜００５），但以狼牙刺和杠柳为优
势种的群落，也具有较高的比根长；以白羊草为优势

种的群落比根长较高。这说明草本群落和以狼牙

刺、杠柳、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具有较高的水分、

养分潜在吸收率和生长速率，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

明这３种植物一般多见于阳坡，对阳坡干旱、强光、
贫瘠的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也有研究从狼牙刺

和杠柳的生长、生理生化特征方面阐明了这种植物

具有抗旱、耐瘠薄、适应性强的特点，且主要分布在

阳坡环境中
［３８－３９］

。白羊草属于 Ｃ４植物，本身就更
适应干旱、强光的环境，可高效利用土壤水分、养分

及光照资源
［４０］
；另外，白羊草为须根植物，根长密度

较大，但细小的须根生物量很低，因此，白羊草具有

较大的比根长，白羊草的这种细小的毛根可发挥其

对土壤的网络固持作用，有效提高土壤抗蚀性。

不同植物群落由于优势种各异，植物种自身的

生物学特性对群落根系参数的分布有很大影响。

乔、灌群落由于具有较大的冠幅和地上生物量，为了

供给地上部分的生长，植物会向根系投入更多的资

源以获取足够的水分和养分；由于细根是吸收水分、

养分的主要途径，且土壤表层是提供植物所需水分、

养分和热量的主要场所，因此，乔、灌群落的土壤表

层具有较高的细根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可增强

根系吸收能力，提高根系生长能力，以维持植物生

长。但在本研究中，森林带以狼牙刺和杠柳为优势

种的群落，其根系生物量和根长密度均较低，甚至低

于某些草本群落，这可能是由于调查的狼牙刺和杠

柳群落灌木层盖度不足 １０％，草本层盖度不足
２０％，群落整体盖度不足 ３０％，较低的植被覆盖度，
会导致较低的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在草本群落

中，达乌里胡枝子作为群落单优种或共优种时，群落

具有较高的细根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一方面与

其较高的植被盖度（４０％左右）有关；另一方面与其
自身的根系构型有关，达乌里胡枝子根系生长快，主

根分叉多且不十分明显，０～２０ｃｍ的浅层根系发
达，其基部也会产生不定根

［４１］
，这可能是达乌里胡

枝子群落表层维持较高的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的

原因，达乌里胡枝子的这种特性也可能是其作为天

然草地群落优势种且分布广泛的原因。

４　结论

（１）在延河流域 ３个植被带不同群落类型中，
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系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分别
占总细根的 ９０％和 ５３％以上。直径 ｄ≤１ｍｍ的根
系不仅在植物的生长活动中贡献很大；也是不同植

物群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入渗及增强土壤抗

冲性的有效根系。各植被带不同群落土壤的团聚度

较高，较高的大团聚体含量使土壤的孔隙、通气性较

好，土壤结构稳定性较强，再加上植物根系对土壤的

粘结和机械加固作用，可提高土壤的抗侵蚀性。

（２）细根生物量从延河流域南部森林带到北部
草原带呈递减趋势；草原带的根长密度显著低于其

他植被带（Ｐ＜００５）。乔、灌群落的细根生物量和
根长密度高于草本群落；以达乌里胡枝子为次优种

或优势种的群落细根生物量和根长密度较高。较高

的根系生物量和根长密度不仅可以提高植物群落根

系的吸收能力，也能改善土壤养分含量和土壤稳定

性，提高土壤的抗侵蚀性。

（３）从南部森林带到北部草原带比根长呈递增
趋势。比根长随根长密度和根系生物量的变化而变

化，当这两者的变幅不一致时，比根长会表现出明显

不同的变化趋势，比根长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可塑

性。比根长表现为草本群落显著高于乔、灌群落

（Ｐ＜００５）。以狼牙刺、杠柳、白羊草为优势种的群
落比根长较高，表明这些群落具有较高的水分、养分

潜在吸收率和生长速率，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明狼

牙刺、杠柳、白羊草这 ３种植物一般多见于阳坡，对
阳坡干旱、强光、贫瘠的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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