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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齐斯河支流哈巴河河谷林植物多样性特征

刘小龙１ꎬ①ꎬ 张子东２ꎬ３ꎬ①ꎬ 薛志方２ꎬ３ꎬ 曾誓杰２ꎬ３ꎬ 刘　 彤２ꎬ３ꎬ②

(１. 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ꎬ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７ꎻ ２.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 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ꎻ
３. 绿洲城镇与山盆系统生态兵团重点实验室ꎬ 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摘要: 对额尔齐斯河支流哈巴河河谷林植物物种组成、多样性特征进行调查ꎬ并基于龄级结构评价了乔木物种的生

存现状ꎮ 结果表明:哈巴河河谷林共有维管植物 ３０ 科 ７０ 属 ８６ 种ꎬ包括蕨类植物 １ 科 １ 属 ４ 种ꎬ被子植物 ２９ 科 ６９
属 ８２ 种ꎮ 其中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２ 种ꎬ濒危种 １ 种ꎬ渐危种 １ 种ꎬ新疆特有种 ５ 种ꎻ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属
数和种数均最多ꎬ为第 １ 大科ꎬ其次是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和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ꎮ 乔木优势种为垂枝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Ｒｏｔｈ.)ꎬ灌木优势种为疏花蔷薇(Ｒｏｓａ ｌａｘａ Ｒｅｔｚ.)ꎬ草本优势种为草地早熟禾(Ｐｏａ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ꎮ 草本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总体大于灌木和乔木ꎻ草本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在海拔 ３８９~ ４３５ ｍ 间总体随海拔升高而升高ꎬ在海

拔 ４３５~５８５ ｍ 间总体随海拔升高而降低ꎮ 垂枝桦的幼苗〔Ⅰ级ꎬ胸径(ＤＢＨ)≤５.０ ｃｍ〕、幼树(Ⅱ级ꎬ５.０ ｃｍ<ＤＢＨ≤
１０.０ ｃｍ)和小树(Ⅲ级ꎬ１０.０ ｃｍ<ＤＢＨ≤１５.０ ｃｍ)数量远少于壮树(Ⅳ级至Ⅵ级ꎬ１５.０ ｃｍ<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和老树(Ⅶ
级至Ⅹ级ꎬ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ꎻ苦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ｄｅｂ.)和银白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的幼苗数量虽然较多ꎬ但各

径级分布不均匀且壮树和老树较少ꎻ白柳 ( 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黑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 Ｌｉｎｎ.)、额河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ｊｒｔｙｓｃｈ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Ｙａｎｇ) Ｃ. Ｓｈａｎｇ〕、银灰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 (Ａｉｔ.) Ｓｍｉｔｈ.〕和柔毛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Ｒｅｈｄ.)数量较少且各径级分布不均匀ꎮ 总体上看ꎬ哈巴河河谷林植物资源丰富ꎬ草本物种丰富度最高ꎬ且分布相对

均匀ꎬ对稳定哈巴河河谷林植物多样性有重要作用ꎮ 哈巴河河谷林各乔木种群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衰退风险ꎬ可从

调整河流水量和放牧等方面加强哈巴河河谷林区域的生态保护ꎬ尤其是包含较多珍稀物种和新疆特有种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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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ｒｉｓｋ ｉｎ ｅａｃｈ ａｒｂ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ａｎ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ꎬ ｅｔｃ.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ꎻ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ꎻ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额尔齐斯河流域是天然河谷林集中分布区ꎬ孕育

了四大杨树派系ꎬ植物资源珍贵[１－５]ꎮ 近年来ꎬ随着

人类活动的频繁ꎬ放牧、山口水库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等对河谷林生存、种群更新和群落结构产生了严重影

响[６－７]ꎮ 因此ꎬ了解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河谷林植物多

样性现状对提出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ꎮ
哈巴河是额尔齐斯河的第 ２ 大支流ꎬ不仅拥有大

量的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珍稀物种资源ꎬ还拥有许多

珍贵的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资源[８]ꎬ是河谷林的主要

分布区[９]ꎮ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额尔齐斯河干流ꎬ
因哈巴河等支流林木茂密、交通不便、蚊虫叮咬等问

题ꎬ现有研究大多仅选择了哈巴河的个别区域ꎮ 例

如:陈晓亚等[１０]通过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８６ 年的科学调查ꎬ
提出阿尔泰地区山前平原河谷林以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树种为主ꎬ并将该河谷林划分为 ８ 个群系和 １６
个群丛组ꎻ安树青等[１１]研究了平原河谷林区系组成、
地理成份、生活型谱及环境特征ꎻ刘平等[１２]根据 ２００２
年的初步调查及文献检索统计ꎬ总结出额尔齐斯河流

域主要有高等植物 ４５０ 余种ꎬ隶属于 ６７ 科 ２３５ 属ꎬ其
中ꎬ木本植物 ３７ 种ꎻ张和钰等[１３] 调查研究了额尔齐

斯河流域典型地区的灌木群落多样性ꎮ

植物多样性资源保护需要根据不同地域资源和

退化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ꎬ因而对额尔齐斯河不同支

流的调查研究非常必要ꎮ 本研究借助第三次新疆综

合科学考察项目契机ꎬ对额尔齐斯河重要支流哈巴河

河谷林的植物多样性进行了全面调查ꎬ研究了河谷林

植物多样性特征及空间分布特点ꎬ分析了河谷林主要

乔木物种以及其他珍稀乔木物种或新疆特有种的龄

级结构ꎬ并对这些物种的生存状况进行评价ꎬ以期为

哈巴河地区乃至整个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哈巴河发源于阿尔泰山ꎬ位于中国西北角ꎬ地处

阿尔泰山南部和准噶尔盆地北缘ꎬ地理坐标为东经

８５°３３′ ~ ８７°１８′、北纬 ４７°３７′ ~ ４９°０７′ꎬ全长约 ２１６.３
ｋｍꎬ流域面积 ７ ２２４ ｋｍ２ꎬ是额尔齐斯河支流中仅次

于布尔津河的第 ２ 大支流ꎮ 该流域是河谷林的主要

分布区ꎬ属北温带大陆性寒冷气候ꎬ局部气候具有明

显的垂直地带性变化特征ꎻ降水量少且蒸发量大ꎬ年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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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仅 ２０５.６ ｍｍꎻ日照充足ꎬ年日照时数 ２ ８３７.１
ｈꎻ夏短炎热ꎬ冬长寒冷ꎬ年平均气温 ５.３ ℃ꎬ全年温差

较大ꎬ无霜期 １４４ ｄ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地和样方设置 　 在哈巴河平原区河谷林

(简称哈巴河河谷林)ꎬ根据河谷的宽度、床面比降ꎬ
以及乔木、灌木和草本随河谷林梯度的变化(海拔由

高至低)ꎬ在海拔 ３８５ ~ ５８５ ｍ 区域采用分层取样

法[１４]ꎬ从哈巴河河流出山口的上游起ꎬ至下游与额尔

齐斯河干流交汇处ꎬ沿途每隔 ６ ｋｍ 左右设置 １ 个面

积 ２００ ｍ×２００ ｍ 的样地ꎬ一共设置 ８ 个样地ꎬ即海拔

３８９、３９５、４１８、４３５、４６８、４９７、５５７、５８０ ｍ 处ꎮ
参考方精云等[１５] 的方法ꎬ综合考虑河谷林植物

分布情况ꎬ在各样地内设置 ４ 个面积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乔

木样方ꎬ其中ꎬ在一个乔木退化十分严重的样地内多

设置 １ 个乔木样方ꎻ在乔木样方内采用五点取样法分

别设置 ５ 个面积 １ ｍ×１ ｍ 的草本样方ꎬ同时在乔木样

方内对角线两端设置 ２ 个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灌木样

方ꎮ 设置乔木样方 ３３ 个ꎬ灌木样方 ６６ 个ꎬ草本样方

１６５ 个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使用手持 ＧＡＲＭＩＮ ６３１ｃｓｘ ＧＰＳ 仪

(中国台湾国际航电股份有限公司)记录各样地、样
方的坐标和海拔ꎬ记录样方内各物种的种名和数量ꎬ
参考«新疆植物志»、«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２０２０)»和«新疆珍稀濒危特有高等植

物»以及 ２０２１ 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进行物种鉴定ꎬ并利用植物智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确 认 物 种 的 种 名 和 生 活 型ꎮ 使 用

Ｔｕｒｐｕｌｅｓ２００ 激光测距仪 (美国 Ｌａｓ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公

司)测定乔木和灌木的树高ꎬ使用胸径尺(精度 ０.１
ｃｍ)测量乔木的胸径和灌木的基径ꎬ使用皮卷尺(精
度 ０.１ ｃｍ)测量乔木和灌木的冠幅ꎬ使用钢卷尺(精
度 ０.１ ｃｍ)测量草本的高度、冠幅和盖度ꎮ
１.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参考文献[１６－１７]中的方法ꎬ采用 α 多样性指数

分析哈巴河河谷林群落的植物多样性ꎬ包括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ꎮ
基于龄级结构ꎬ对哈巴河河谷林主要乔木(重要

值大于 ２％) 垂枝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Ｒｏｔｈ.)、 苦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ｄｅｂ.)、白柳( 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
银白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 黑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

Ｌｉｎｎ.)和额河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ｊｒｔｙｓｃｈ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Ｙａｎｇ) Ｃ. Ｓｈａｎｇ〕以及杨柳科珍稀乔木银灰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 (Ａｉｔ.) Ｓｍｉｔｈ.〕和柔毛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Ｒｅｈｄ.) [１３－１５]的更新情况进行分析ꎮ 根据样地

的实际情况及上述物种的生长情况ꎬ同时参考文献

[１８－２３]中的方法对胸径进行分级ꎬ采用径级代替龄

级的方法ꎬ依据胸径(ＤＢＨ)划分出 １０ 个等级:Ⅰ级

(ＤＢＨ≤５.０ ｃｍ)、Ⅱ级(５.０ ｃｍ<ＤＢＨ≤１０.０ ｃｍ)、Ⅲ
级(１０.０ ｃｍ<ＤＢＨ≤１５.０ ｃｍ)、Ⅳ级(１５.０ ｃｍ<ＤＢＨ≤
２０.０ ｃｍ)、Ⅴ级(２０.０ ｃｍ<ＤＢＨ≤２５.０ ｃｍ)、Ⅵ级(２５.０
ｃｍ<ＤＢＨ≤３０. ０ ｃｍ)、Ⅶ级 (３０. ０ ｃｍ <ＤＢＨ≤３５. ０
ｃｍ)、Ⅷ级(３５.０ ｃｍ<ＤＢＨ≤４０.０ ｃｍ)、Ⅸ级(４０.０ ｃｍ<
ＤＢＨ≤４５.０ ｃｍ)和Ⅹ级(ＤＢＨ>４５.０ ｃｍ)ꎻ并将 １０ 个

等级分为 ５ 个龄级:Ⅰ级为幼苗ꎬⅡ级为幼树ꎬⅢ级为

小树ꎬⅣ级至Ⅵ级为壮树ꎬⅦ级至Ⅹ级为老树ꎬ其中ꎬ
Ⅰ、Ⅱ和Ⅲ级合称幼龄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哈巴河河谷林植物组成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哈巴河河谷林共有维管植物 ８６
种ꎬ隶属于 ３０ 科 ７０ 属ꎬ包括蕨类植物 １ 科 １ 属 ４ 种ꎬ
被子植物 ２９ 科 ６９ 属 ８２ 种ꎮ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 ２ 种ꎬ 即额河杨和甘草 (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ｃｈ.)ꎬ同时额河杨和甘草也是新疆特有种ꎻ此外ꎬ银
白杨、银灰杨和土木香( Ｉｎｕｌａ ｈｅｌｅ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为新疆

特有种ꎮ 濒危种 １ 种ꎬ为柔毛杨ꎻ渐危种 １ 种ꎬ为
白柳ꎮ

对上述 ８６ 种植物的科、属、种组成进行统计和分

析ꎮ 结果(表 １)显示:属数和种数最多的均为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ꎬ有 １２ 属 １４ 种ꎻ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属数和

种数均位居第 ２ꎬ有 ７ 属 ９ 种ꎻ杨柳科种数位居第 ３ꎬ
有 ８ 种ꎬ但仅有 ２ 属ꎮ 种数大于或等于 ５ 的还有唇形

科 (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 禾 本 科 ( Ｐｏａｃｅａｅ ) 和 蔷 薇 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ꎬ其余科的种数均小于 ５ꎬ且大多科仅有

１ 种ꎮ
哈巴河河谷林有乔木、灌木和草本 ３ 种生活型ꎬ

各生活型主要种的频度和重要值见表 ２ꎮ 结果显示:
乔木有 ３ 科 ４ 属 ９ 种ꎬ分别为垂枝桦、苦杨、白柳、银
白杨、黑杨、额河杨、银灰杨、柔毛杨和阿尔泰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ａ (Ｌｏｕｄ.) Ｌａｎｇｅ〕ꎬ其中ꎬ重要值大于

２.０％的有 ６ 种ꎬ分别为垂枝桦、苦杨、白柳、银白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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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额尔齐斯河支流哈巴河河谷林植物的科、属、种组成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ｔｙｓｈ Ｒｉｖｅｒ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ｇ Ｐ ｇ / ％ ｎｓ Ｐ ｓ / ％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ｇ Ｐ ｇ / ％ ｎｓ Ｐ ｓ / ％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１７.２ １４ １６.２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０.０ ９ １０.４ 五福花科 Ａｄｏｘ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９ ８ ９.３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０.０ ７ ８.０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６ ８.７ ７ ８.０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５ ７.２ ５ ５.８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４ ４.６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 ４.３ ３ ３.５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９ ３ ３.５ 藜芦科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９ ２ ２.３ 亚麻科 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９ ２ ２.３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大麻科 Ｃａｎｎａｂ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９ ２ ２.３ 麻黄科 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９ ２ ２.３ 檀香科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２ ２.３ 灯芯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４ １ １.２

　 １) ｎｇ: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ꎻ Ｐ ｇ: 属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ꎻ ｎ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ꎻ Ｐ ｓ: 种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表 ２　 额尔齐斯河支流哈巴河河谷林主要乔木、灌木和草本的频度(Ｆ)和重要值(ＩＶ)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Ｖ)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ｒｂｏｒꎬ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ｈｅｒｂ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ｔｙｓｈ
Ｒｉｖｅｒ

主要种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 ＩＶ / ％ 主要种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 ＩＶ / ％ 主要种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 ＩＶ / ％

乔木 Ａｒｂｏｒ 　 油柴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ａｓｐｉｃａ ０.１ １１.８ 　 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０.５ ２.８
　 垂枝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０.８ ５０.２ 　 欧洲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ｐｕｌｕｓ ０.１ ７.２ 　 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０.３ ２.６
　 苦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ａ ０.５ ２０.７ 　 新疆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 ０.１ ５.３ 　 土木香 Ｉｎｕｌａ ｈｅｌｅｎｉｕｍ ０.２ ２.５
　 白柳 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０.４ １２.０ 草本 Ｈｅｒｂ 　 乳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 ０.５ ２.３
　 银白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ｌｂａ ０.２ ６.６ 　 草地早熟禾 Ｐｏａ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 ０.５ １３.０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０.３ ２.２
　 黑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 ０.２ ５.６ 　 苦豆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０.５ ７.２ 　 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０.３ ２.１
　 额河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ｊｒｔｙｓｃｈｅｎｓｉｓ
０.１
　

２.７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０.８ ５.２ 　 野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０.３ ２.１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林地早熟禾 Ｐｏａ ｎ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０.４ ３.２
　 疏花蔷薇 Ｒｏｓａ ｌａｘａ ０.４ ３７.４ 　 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０.４ ２.８

黑杨和额河杨ꎮ 银灰杨、柔毛杨和额河杨主要集中分

布在哈巴河上游区域ꎻ白柳主要集中分布在哈巴河下

游区域ꎻ银白杨和黑杨呈间断分布ꎻ垂枝桦和苦杨在

哈巴河上、中、下游区域均有一定分布ꎬ且在中、下游

区域密度较高ꎻ阿尔泰山楂主要分布在哈巴河上、下
游区域ꎮ

灌木种类较少ꎬ仅 ４ 科 ４ 属 ４ 种ꎬ分别为疏花蔷

薇(Ｒｏｓａ ｌａｘａ Ｒｅｔｚ.)、油柴柳(Ｓａｌｉｘ ｃａｓｐｉｃａ Ｐａｌｌ.)、欧
洲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ｐ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和新疆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 Ｌｉｎｎ.)ꎬ重要值均大于 ２.０％ꎮ 疏花蔷薇分布

较广ꎬ其余 ３ 种灌木分布均较为零散ꎮ 表明哈巴河河

谷林灌木群落结构简单、物种相对稀少、分布不均匀ꎮ
草本种类丰富ꎬ共 ２６ 科 ６３ 属 ７３ 种ꎬ其中ꎬ重要

值大于 ２. ０％的有 １２ 种ꎬ分别为草地早熟禾 (Ｐｏａ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苦豆子(Ｓｏｐｈｏｒ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林地早

熟禾(Ｐｏａ ｎ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马唐〔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Ｓｃｏｐ.〕、老鹳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Ｍａｘｉｍ.)、
白车 轴 草 (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Ｌｉｎｎ.)、 土 木 香、 乳 苣

〔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 ( Ｌｉｎｎ.) Ｃ. Ａ. Ｍｅｙ.〕、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ｉｎｎ.)、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ｎ.)和野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Ｌｉｎｎ.)ꎮ

从频度(表 ２)看ꎬ频度与重要值总体为正相关ꎮ
乔木中ꎬ垂枝桦频度和重要值均最大ꎬ苦杨次之ꎬ说明

乔木中垂枝桦为优势种(重要值最大)且分布最广ꎬ
苦杨为伴生种ꎮ 灌木中ꎬ疏花蔷薇频度和重要值均最

大ꎬ说明灌木中疏花蔷薇为优势种且分布最广ꎮ 草本

中ꎬ蒲公英频度最高ꎬ但草地早熟禾重要值最大ꎬ说明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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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中草地早熟禾为优势种ꎬ但蒲公英分布最广ꎻ此
外ꎬ苦豆子频度仅次于蒲公英ꎬ重要值也仅次于草地

早熟禾ꎬ说明苦豆子为草地早熟禾的伴生种ꎮ
２.２　 植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

哈巴河河谷林植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见

表 ３ꎮ 结果显示:总体上看ꎬ乔木和草本分布较灌木

广ꎬ灌木主要分布于海拔 ３９５ ~ ４６８ ｍ 区域ꎬ在海拔

３８９、４９７ 和 ５８０ ｍ 处仅存在乔木和草本ꎮ 草本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总体上明显大于乔木和灌

木ꎮ 乔木和灌木的 ４ 个指数随海拔升高波动均较大ꎬ
其中ꎬ乔木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均在海拔

５５７ ｍ 处 最 大ꎻ 草 本 中ꎬ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 富 度 指 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

指数均在海拔 ４３５ ｍ 处最大ꎬ且这 ４ 个指数在海拔

３８９~４３５ ｍ 间总体随海拔升高而升高ꎬ在海拔 ４３５ ~
５８５ ｍ 间总体随海拔升高而降低ꎮ
２.３　 哈巴河河谷林乔木径级结构分析

银灰杨为新疆特有种ꎬ柔毛杨为濒危种ꎮ 因此ꎬ
除了垂枝桦、苦杨、白柳、银白杨、黑杨和额河杨 ６ 种

主要乔木外ꎬ也对这 ２ 种乔木的径级结构进行分析ꎮ
结果(表 ４)显示:哈巴河河谷林 ８ 个调查样地所有样

方中上述 ８ 种乔木共有 ２ ０５１ 株ꎮ 垂枝桦、苦杨和银

白杨各径级均有分布ꎮ 其中ꎬ垂枝桦的幼苗〔Ⅰ级ꎬ
胸径(ＤＢＨ)≤５.０ ｃｍ〕、幼树(Ⅱ级ꎬ５.０ ｃｍ<ＤＢＨ≤
１０.０ ｃｍ)和小树(Ⅲ级ꎬ１０.０ ｃｍ<ＤＢＨ≤１５.０ ｃｍ)数量

虽然达到 １２１ 株ꎬ但相对于壮树(Ⅳ级至Ⅵ级ꎬ１５.０
　 　 　

表 ３　 额尔齐斯河支流哈巴河河谷林植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ｔｙｓｈ Ｒｉｖｅｒ１)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乔木 灌木 草本 乔木 灌木 草本 乔木 灌木 草本 乔木 灌木 草本

Ａｒｂｏｒ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ｒｂ Ａｒｂｏｒ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ｒｂ Ａｒｂｏｒ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ｒｂ Ａｒｂｏｒ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ｒｂ
５８０ ０.４８８ — ０.６７２ ０.４９０ — １.３０４ ０.２７６ — ０.６５９ ０.５０９ — ０.８０２
５５７ ０.９９０ ０.３６６ １.３０１ １.１６０ ０.２１３ ２.０２９ ０.６０１ ０.０９９ ０.８４７ ０.８２１ ０.５２８ ０.９５７
４９７ ０.１５８ — １.５７５ ０.０８８ — ２.１７４ ０.０４１ — ０.８５３ ０.６２７ — ０.９２２
４６８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９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０ ２.３７３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８７ ０.７７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３
４３５ ０.０７６ ０.２２９ ２.６４９ ０.０４０ ０.２３７ ２.７６１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６ ０.９３１ ０.８０７ ０.５８４ ０.９６６
４１８ ０.６２２ ０.０５７ １.７１９ ０.７１７ ０.０１７ ２.３６３ ０.３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８８６ ０.５７８ ０.７７５ ０.９３３
３９５ ０.４７８ ０.１６７ １.８３３ ０.５１６ ０.２８１ ２.４１９ ０.３０４ ０.１８８ ０.８９７ ０.５３７ ０.９０６ ０.９５５
３８９ ０.１４９ — １.２３２ ０.０３７ — １.９７２ ０.０１３ — ０.８１７ ０.５３８ — ０.８９１

　 １)—: 无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 ４　 额尔齐斯河支流哈巴河河谷林乔木径级结构分析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ｒｂｏ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ａ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ｔｙｓｈ Ｒｉｖｅｒ１)

径级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ｐ Ｐｌ Ｓａ Ｐａ Ｐｎ Ｐｂ Ｐｃ Ｐｐ

Ⅰ(ＤＢＨ≤５.０ ｃｍ) ５３ ６１１ ０ ４５２ ０ ０ ０ ０
Ⅱ(５.００ ｃｍ<ＤＢＨ≤１０.０ ｃｍ) ２８ １ １ ２ １ ０ ０ ０
Ⅲ(１０.０ ｃｍ<ＤＢＨ≤１５.０ ｃｍ) ４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Ⅳ(１５.０ ｃｍ<ＤＢＨ≤２０.０ ｃｍ) ６３ １２ ２ １ ０ ０ ０ １
Ⅴ(２０.０ ｃｍ<ＤＢＨ≤２５.０ ｃｍ) １０５ ２３ ４ １ ０ ０ ２ ０
Ⅵ(２５.０ ｃｍ<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 １２４ ４１ ８ ２ ４ ３ ２ ０
Ⅶ(３０.０ ｃｍ<ＤＢＨ≤３５.０ ｃｍ) １０４ ２１ １０ １ ３ ４ ０ ０
Ⅷ(３５.０ ｃｍ<ＤＢＨ≤４０.０ ｃｍ) ８０ １６ ７ １ ９ ２ １ ０
Ⅸ(４０.０ ｃｍ<ＤＢＨ≤４５.０ ｃｍ) ４４ １８ １１ １ ９ ２ １ ０
Ⅹ(ＤＢＨ>４５.０ ｃｍ) ４３ １７ １９ ２２ １１ ４ ０ 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８４ ７６１ ６３ ４８４ ３７ １５ ６ １

　 １) Ｂｐ: 垂枝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Ｒｏｔｈ.ꎻ Ｐｌ: 苦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ｄｅｂ.ꎻ Ｓａ: 白柳 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ꎻ Ｐａ: 银白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ꎻ Ｐｎ: 黑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 Ｌｉｎｎ.ꎻ Ｐｂ: 额河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ｊｒｔｙｓｃｈ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Ｙａｎｇ) Ｃ. Ｓｈａｎｇꎻ Ｐｃ: 银灰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 (Ａｉｔ.) Ｓｍｉｔｈ.ꎻ Ｐｐ: 柔毛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Ｒｅｈｄ. ＤＢＨ: 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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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和老树(Ⅶ级至Ⅹ级ꎬ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的数量(５６３ 株)ꎬ幼龄(幼苗、幼树、小树)数量明

显较少ꎬ种群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受阻ꎬ种群更新能力

较低ꎮ 苦杨(６１１ 株)和银白杨(４５２ 株)的幼苗数量

虽然较多ꎬ占比分别为 ８０.３％和 ９３.４％ꎬ但各径级分

布不均匀ꎬ苦杨几乎无幼树和小树ꎬ且壮树和老树占

比也较低ꎻ除幼苗外ꎬ银白杨几乎只有老树ꎬ且占比较

低ꎮ 白柳、黑杨、额河杨、银灰杨和柔毛杨数量较少且

各径级分布不均匀ꎬ其中ꎬ白柳缺乏幼苗ꎬ其余 ４ 种缺

乏径级较多ꎬ黑杨仅有老树、壮树、幼树ꎬ额河杨和银

灰杨仅有老树和壮树ꎬ柔毛杨仅有壮树ꎮ 可见ꎬ这
５ 种缺失幼龄或幼龄数量少于壮树和老树的种群处

于更新减少的阶段ꎬ为明显的衰退型ꎮ

３　 讨论和结论

河谷林是水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过渡

区ꎬ有着独特的生态作用与服务功能ꎬ是重要的世界

植被类型之一ꎬ与河岸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ꎬ但却有

其独特的地理形成条件[２４]ꎮ 作为干旱区的特殊植被

类型之一ꎬ哈巴河河谷林不仅维管植物资源丰富ꎬ而
且珍稀濒危物种多样ꎬ有很高的生态保护和研究价

值[２５]ꎮ 已有研究结果[２６] 显示:新疆野生维管植物中

种数最多的前 ５ 个科分别为菊科(６００ 种)、豆科(４６５
种)、禾本科(４２３ 种)、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１５
种)和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８１ 种)ꎮ 本研究中ꎬ
哈巴河河谷林 ８６ 种维管植物中种数最多的前 ５ 个科

分别为菊科(１４ 种)、豆科(９ 种)、杨柳科(８ 种)、唇
形科(７ 种)和禾本科(７ 种)ꎮ 其中ꎬ菊科、豆科和禾

本科与已有结论有重叠ꎬ哈巴河河谷林的菊科种数占

新疆菊科总种数的 ２.３％ꎬ哈巴河河谷林的豆科种数

占新疆豆科总种数的 １.９％ꎬ哈巴河河谷林的禾本科

种数占新疆豆科总种数的 １.６％ꎻ哈巴河河谷林中银

白杨、额河杨和银灰杨为新疆特有种ꎬ柔毛杨为濒危

种ꎬ白柳为渐危种ꎬ苦杨和黑杨为该区域主要乔木ꎬ但
杨柳科在新疆野生维管植物总种数排名中未进前

１０[２６]ꎬ在哈巴河河谷林种数排名中却位居第 ３ꎬ说明

哈巴河河谷林杨柳科植物资源珍贵ꎬ应进一步加强

保护ꎮ
周彦宏等[２７]通过１４Ｃ 和孢粉的研究发现ꎬ在距今

６６０~２１０ 年期间ꎬ桦木属(Ｂｅｔｕｌａ Ｌｉｎｎ.)植物为哈巴

河区域内森林的优势种ꎮ 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哈巴

河河谷林乔木优势种是垂枝桦ꎬ说明即使过去几百

年ꎬ桦木属植物(垂枝桦)在哈巴河河谷林仍占有一

定的优势地位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进一步定量了该优势

种的分布特征ꎬ即垂枝桦在哈巴河上、中、下游区域均

有一定分布ꎬ且在中、下游区域密度较高ꎮ 已有研究

结果表明:苦豆子是一种非常抗旱的植物[２８]ꎬ而本研

究发现哈巴河河谷林草本植物中苦豆子的重要值和

频度均位居第 ２ꎬ为优势种草地早熟禾的伴生种ꎬ表
明该群落植物有向旱生型群落转化的趋势ꎬ这种现象

值得警惕ꎮ 实地调查发现ꎬ从研究区域的小生境看ꎬ
河谷林与河流距离较近ꎬ土壤中水分较为充足ꎬ但由

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使苦豆子等旱生植物优势度增加ꎬ
哈巴河河谷林有荒漠化的趋势ꎻ加之苦豆子等植物的

化感作用可能对其他植物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２９－３０]ꎬ对生境造成一定的破坏ꎮ 但具体有哪些草

本植物受到苦豆子的影响ꎬ以及如何影响ꎬ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ꎮ
哈巴河河谷林草本植物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大于灌木和乔

木ꎬ说明该区域草本植物多样性最高、物种最丰富ꎬ是
哈巴河河谷林植物多样性的最大贡献者ꎮ 不同生活

型植物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总体上也表现为草本大

于灌木和乔木ꎬ说明草本不仅物种丰富度高ꎬ且分布

相对均匀ꎬ对稳定哈巴河河谷林植物多样性有重要作

用ꎮ 哈巴河河谷林海拔在 ３８５ ~ ５８５ ｍ 之间ꎬ整体变

化较小ꎬ 草本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 度 指 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在海拔 ３８９ ~ ４３５ ｍ 间总

体随海拔升高而升高ꎬ在海拔 ４３５ ~ ５８５ ｍ 间总体随

海拔升高而降低ꎮ 推测可能是因为海拔 ４３５ ｍ 以下

的区域位于哈巴河下游ꎬ人类活动频繁ꎬ海拔越低草

本群落受到的干扰相对越大[３１]ꎬ因而呈现物种丰富

度指数随海拔升高而升高的趋势[３２]ꎻ而在海拔 ４３５ ｍ
以上草本的丰富度指数随海拔升高而降低ꎬ可能是较

高海拔下气温较低所致[３３]ꎬ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

究ꎮ 凌玲等[３４]对河岸带植被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

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ꎬ发现植物群落丰富度应从下游

至上游呈逐渐升高的趋势ꎮ 本研究中ꎬ哈巴河中、下
游区域草本的物种丰富度总体高于上游区域ꎬ与上述

研究结果不同ꎮ 推测这可能与洪水漫灌期间中、下游

河水流速减慢导致泥沙层变厚ꎬ以及洪水过后支叉与

低洼地段的停留储水有关[３５]ꎬ相对来说这种条件更

有利于草本植物种子定居、生长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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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木的龄级结构看ꎬ虽然优势种垂枝桦的重要

值大ꎬ分布频度高ꎬ但其幼苗〔Ⅰ级ꎬ胸径(ＤＢＨ)≤
５.０ ｃｍ〕、幼树(Ⅱ级ꎬ５.０ ｃｍ<ＤＢＨ≤１０.０ ｃｍ)和小树

(Ⅲ级ꎬ１０.０ ｃｍ<ＤＢＨ≤１５.０ ｃｍ)的数量远少于壮树

(Ⅳ级至Ⅵ级ꎬ１５.０ ｃｍ<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和老树(Ⅶ级

至Ⅹ级ꎬＤＢＨ>３０.０ ｃｍ)ꎬ种群龄级结构为明显衰退

型[３６]ꎬ面临种群衰退的风险[３７]ꎮ 即便是幼苗数量较

多的苦杨和银白杨ꎬ其各径级分布也不均匀ꎬ且壮树

和老树较少ꎬ加之幼苗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其他龄级ꎬ
所处时期较为关键和敏感ꎬ易受人为干扰导致更新受

阻[３８]ꎬ这些幼苗若不能顺利存活并长成壮树ꎬ种群也

将面临衰退的风险ꎮ 额河杨、银灰杨和柔毛杨则已经

处于缺乏幼龄(幼苗、幼树、小树)的情况ꎬ种群面临

的衰退风险更大ꎮ 白柳虽有少量的幼龄ꎬ但数量明显

少于壮树和老树ꎬ种群龄级结构也为衰退型ꎮ 可见ꎬ
哈巴河河谷林各乔木种群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衰退危

机ꎮ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干扰是造成哈巴河

河谷林群落衰退的主要原因[３９]ꎬ不论是草场放牧ꎬ还
是机械刈割ꎬ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乔木幼苗的生长

及种群的更新[４０]ꎮ 因此ꎬ应采取科学措施ꎬ从调整哈

巴河河谷林的放牧等方面加强该区域的生态保护ꎮ
综上所述ꎬ哈巴河河谷林植物组成较为丰富ꎬ乔

木、灌木和草本均有一定分布ꎬ优势种分别为垂枝桦、
疏花蔷薇和草地早熟禾ꎻ杨柳科为该区域第 ３ 大科ꎬ
植物资源珍贵ꎬ包含较多珍稀物种和新疆特有种ꎮ 草

本物种丰富度最高ꎬ且分布相对均匀ꎬ是哈巴河河谷

林植物多样性的最大贡献者ꎮ 哈巴河河谷林各乔木

种群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衰退风险ꎬ可从调整河流水量

和放牧等方面加强该区域的生态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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