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4卷 第 1 期

1 9 9 3年l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V ol
.

2 4

OC E A NO OLG I T E ALI M NO LOG I AS I NI C AJ a n
. ,

N o
。

l

1 9 9 3

乌伦古湖水 生植被研究
`

李 文 朝 杨 清 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 1。。 。8 )

提要 于 1 98 7年 7 月和 1 9 89 年 7 , 8 月对乌伦古湖水生植被及其生态环境作了调查
。

结果表明
,

水位回升扭转了水生植被的退缩趋势
,

新生滩地上次生植物群落的形成使得 vI 区

以北的水生植被总面积由 1 9 8 5 年的 8 1 3 h a

增加到 19 8 9 年的 4 3 6 5 h a ,
总储量由 7 7 0 0 ` 增加到

4 1 7 5 0 t 。 芦苇占现有植被区面积的 81 % 和总储量的
「

“ %
。

现有水生植被正处在迅速演变之

中
,

随着植被的发育
,

植被总面积将会减小到 3 5 0 h0
“
左右

,
但总储量将会逐年增加

。

植被现

有生产力约 , 8 9 5 5t
,
对渔业和环境十分重要

,

应加强对其开发利用
。

类键词 乌伦古湖 水生植被 演替动态 水位

乌伦古湖位于新疆北部福海县境内
,

面积 8 1 80 0ha
,

为一半咸水湖
。

由于人为干扰

较少
,

水生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

于 1 9 7 8一 1 9 8 , 年中国科学院新疆资源开发综合考察队

( 1 98 9 )
,

卡德尔 ( 19 8 5 )等对该湖水生植被进行过考察
` ,

幻 ,

表明该湖的水位一直在下降
,

直

到 1 9 8 7 年第二期引额济海工程开通后水位才开始迅速回升
,

这势必会引起水生植被的变

化
。

作者对该湖水生植被及其环境进行了详细调查
,

旨在揭示水位变化对水生植被的影

响
,

并探讨水生植被对渔业和生态环境的作用
,

以期为该湖水生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提供依据
。

1 研究方法

乌伦古湖水生植被调查按以下七个区进行 (图 l) : 1
.

73 公里小海子
, H

.

大海子北

岸
, H l

.

阿克库勒湾
, I V

.

中海子
, V

.

考勒
, V l

.

大海子南岸
, V ll

.

骆驼勃子
。 1 9 8 7

年 7 月对 I 区和 v 区进行了调查
, 1 9 8 9 年 7 , 8 月对 I一 v H 进行调查

。

样点分布采取典型

样线与随机样点相结合的方法 (张金泉
, 19 8 9 ;米勒

一

唐布依斯等埃仑伯格 H
.

, 1 9 8 6 )
。

沉

水植物和浮叶植物用自制 0
.

5 x 0
.

5m
2

定积采样器采集
,

挺水植物和湿生植物用 1 x l m
之

样方取样
。

植物种类的鉴定参照有关专著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1 9 7 9 ;颜素珠

, 1 9 8 3 )

进行
。

植被分布面积用 l : , 0 0 00 地形图填图和量算
,

并对水位上涨后湖面的变化予以考

虑
。

2 结果及讨论

.2 1 乌伦古湖水生植被的现状 1 9 8 9年 8 月
,

乌伦古湖水生植被的区系组成
,

优势种

群
、

群落及其生境特征
,

植被面积及其分布
,

植被生产力等分述如下
。

* 新疆阿尔泰地区水电处委托研究项目
。

收稿日期 : 1 9 91 年 5 月 20 日 ;接受 日期 : 19 9 2 年 8 月 10 日
。

l)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湖泊室
, 19 78 , 新疆乌伦古湖的自然条件及渔业生物学基础的初步研究

。

2 ) 马桂珍
, 1 9 8 5 ,

乌伦古湖的鱼类天然饵料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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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伦古湖水生植被及采样点分布

F19
.

1 Di st r b iu t in o o fa qu a t ic ve g e t a t i on a n d sa m p l in g p o in t sin
W

u lu n g u La k e in x in
ii

a n g

. 2 L I水生植被的区系组成 共采到水生高等植物 3 5种
,

隶属于 22 科 34 属 (表 1 )
。

其中沉水植物 13 种
,

以眼子菜科植物为主 ;浮叶植物 5 种 ;漂浮植物 1种 ;挺水植物 4 种 ;

湿生植物 30 种
。

另采到轮藻属植物 3 种
,

丽藻属植物 1 种和 1种丝状藻类— 刚毛藻
。

表 2 优势水生植物种群的生态学特征
“ ’

T a b
.

2 E e o l o g i e a l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台 o f d o m i n a n t p o p u l a t i o n s o f a q u a t i c v e g e t a t i o n o f

W
u l u n g u L a k e i n X i n i i

a n g

频度
(% )

盖度 ( % ) 高度 ( m ) 生物量 ( g / m
,

)

种 名 主要分布 区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分布面积

( h
a )

总储量
( t )

分布水深

( m )

芦 苇

龙须眼子菜

穿叶眼子菜

菠 草

细 金 鱼 藻

轮 藻

最大

10 0

10 0

8 0

8 0

, 0

1 0 0

平均

3
。

2

2
.

3

0
。

2

4
.

5

4
。

0

4
.

0

2
。

8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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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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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76 0

80 0

4 7 0

4 2 3 0

1 6 2 0

1 3 0 0

1 8 0

10 0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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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0 0

3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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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0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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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一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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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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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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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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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盖度
、

高度
、

生物量的最大值为样方实测最大值
, 平均值为实测值的加权平均

。

表 3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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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2 优势种群及其分布 乌伦古湖主要水生植物种群及其生态学特征见表 2 。

芦苇

是第一优势种
,

七个区均有分布
,

并在 n , I v ,
v

, v l
, v H 区形成单优群落

,

分布面积

4 2 3 o ha
,

总生物现存量 3 1 l o o t ( 8 月份实测 )
,

分别 占全湖水生植被总面积和总生物现存

量的 81 务和 68 多
。

龙须眼子菜和穿叶眼子菜为亚优势种
,

主要分布在 W
, v ,

vi l 区
,

其

总生物量分别 占全湖水生植被的 H 多和 8务
。

.2 L 3 主要植被类型及其生产力 乌伦 古湖 现 有水生 植 被 面 积 , 20 5 ha
,

总储量

4 5 3 5 0 t ,

主要分布在 I V , v , V l l 三个植被区 (表 3 )
。

按 尸 /丑 系数 1
.

3 估算
,

年生产力约

为 5 8 9 , 5t
。

全湖水生植被可划分为 5种主要植被类型
。

A
.

芦苇群落 :单种或单优群落
,

分布面积为 1 42 0ha
,

总储量 1 7 2 8 0t
。

依据其在水深

上的分布和发育状况可分为三类 : ① 湿地芦苇群落
,

为一新生植物群落
,

主要分布在 W

区南部 。
.

s m 水深线以上的淤积滩地上
,

由于受畜牧影响而发育较差
,

高度小于 l m
,

生物

量在 5 0 0 9 /耐 以下
。 ② 芦苇群落

,

主要为水位上升前的原芦苇群落
,

虽淹水深达 2一 3m
,

但仍生长茂密
。 ③ 深水芦苇群落

,

为原芦苇群落的近分布下限部分
,

淹水深 3一 4 m
,

生

长稀疏瘦弱
,

盖度小于 10 多
,

生物量在 2 0 0 9 /耐 以下
,

处在迅速衰亡阶段
。

B
.

芦苇+ 沉水植物混合群落 : 分布在水位上升后形成的新生滩地上的次生植物群

落
,

芦苇生长稀疏
,

繁殖力和迁移能力较强的眼子菜科植物和金鱼藻等与之共生
,

形成斑

块状分布
。

分布面积为 2 7 50 ha
,

总储量为 24 9 60 t ,

主要分布在 IV 区
。

C
.

龙须眼子菜群落 : 为一先锋植物群落
,

仅见于 V H 区北部
,

分布在水深小于 1
.

5m

的近岸
,

面积约 1 0 0 h a ,

总储量约 s o o t 。

D
.

穿叶眼子菜群落 : 单优群落
,

分布于 V 区北部水深 l一 4m 的带内
,

呈斑块状
。
面

积约 s o o h a ,

总储量约 2 4 0 0 t 。

E
.

轮藻群落 : 单优群落
,

在 Vl l 区的 3一 , m 水深带内分布
,

面 积为 1 7 0 ha
,

群落发

育较好
,

但生物量不高
。

.2 2 水生植被的演替动态及管理 过去考察提供的资料十分有限
,
这里主要利用 1 9 87

和 1 9 8 9年两次调查的植被和环境资料对该湖水生植被的演替动态予以探讨
。

.2 .2 1 演替动因 由于受水闸控制
,

v 区水位变化不大
,

水生植被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仅在人湖河流乌伦古河口 (图 1 )
,

由于泥沙大量淤积
,

在芦苇群落和穿叶眼子菜群落间形

成了宽 5 00 m 的淤积滩地
,

其上已有稀疏的湿生植物生长
,

芦苇群落正向这一区域扩展
。

在 I v 区以北水域
,

虽然水位的剧烈变化伴随着湖水盐度
、

p H 值等的变化 (卡德尔
,

1 9 8 5 )
,

但水位变化仍是影响水生植被的主因
,

这里以 73 公里小海子北岸一个典型剖面为

例 (图 2 ) 来说明
。

在 1 9 5 9一 1 9 8 0 年
,

该湖水位下降了 4
.

5 4 m (卡德尔
, 1 9 8 5 )

, 1 9 8 7 年 7

月水位降至海拔 4 78
.

6m
,

在这个剖面上形成了如图 2a 示的植被分布模式
。

47 9m 高程

以上的芦苇全部干枯
,

个别存活的芦苇苗高不到 1 c0 m
,

生物量仅在 5一 109 /m
Z。 4 ” 高

程至水边线则可见残存的芦苇以葡旬状茎向水边生长
,

形成特异的葡旬芦苇带
。

水边线

至 47 8
.

l m 高程为一直立芦苇带
,

发育较差
,

高度小于 Zm
,

盖度在 20 呢左右
。 4 7 .4 呼一

4 7 7
.

6m 高程为范草带
。

这一分布模式说明
,

随着水位下降
,

水生植被向湖心方向退缩
。

1 9 8 7年底第二期引额济海工程开通后
,

水位迅速回升
,

至 19 8 9 年 7 月已上升到 4 82 m (图

Zb )
。
由于淹水过深

,

原范草带消失
,

在 4 78 一夕80
.

6m 高程间形成了芦苇带
,

新淹滩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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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朝
、

杨清心 : 乌伦古湖水生植被研究

芦苇开始生长
,

形成了芦苇+ 沉水植物混合群落
。

依据 1 9 8 7年的调查资料和 v 区现有的

水生植物分布模式
,

芦苇的最大分布水深为 l m
,

而沉水植物最大分布水深为 4m (当透明

度 > l
,

s m 时 )
。

可以推断
,

如果保持水位和透明度不变
,

这一剖面上 4 79
.

5m 高程以下的植

物将迅速消失
,

在 48 l m 高程以上的浅水带重建芦苇群落
,

而沉水植物将会在 47 9
.

,一

4 82 m 高程带内发展 (图 2。 )
。

一一上址竺止孟呈遗才才
灰绿票票 l 葡 翻翻 直立立立

`̀̀̀ 苦 莱莱 节式 荃荃荃一一

一
一石二一一一

, . . . 卜`

一一
厂~ 一 1 ,,

尸 弓飞飞飞飞

`̀̀̀ 卜~ - ~
一一~

呻

二二
---

之之

ǎ三à时健

CO,̀一.n乙44J、令

芦苇十 沉水植物

芦芦 苇苇 沉水植物物

图 2

F i g
.

2 S u e e e s s i o n

水位变化与水生植物垂向分布的关系

t r e n d o f t h e a q u a t i e v e g e t a t i o n e a u s e d b y w a t e r l e v e l

c h a n g e s i n
W

u l u n g u L a k e i n x i
n
i i

a n g

.2 .2 2 水位变化对区系组成的影响 据 1 9 8 7 年 7 月资料
,

湿生植物分布在 48 Om 高程

以下
,

主要因为
,

该湖水位季节性变化不大
,

加之周围为砾质荒漠所包围
,

沙砾质滩地的持

水力很差
,

湿生植物大多生长在与水边线高差小于 l m 的低湿滩地上
。 1 9 8 9 年 8 月水位

上升到 48 2m
,

原湿生植物分布区淹水深度超过 Zm
,

使得 I 区西岸和 Iv 区东南岸的胡

杨和河柳频于灭绝
,

I 区的花蔺
、

蕉草
、

草泽泻
、

矮慈姑等消失
。

据马桂珍资料
,

此湖中有

苦草 ( V
o
ill

`。 r 沁 :
iP

r o

ils L
.

) 生长
。

苦草是一种迁移能力较强的沉水植物
,

它既可由

地下芽繁殖
,

又可 以种子扩散繁殖
,

水位上升可能是其消失的主因
。

.2 .2 3 优势种群的更替 水位上升后形成的大面积新生滩地为芦苇
、

龙须眼子菜和 穿

叶眼子菜等植物提供了发展空间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几个种群的竞争将 日趋激烈
。

依

据对三个优势种群的环境生态学分析
,

水深和透明度将成为决定它们相对竞争能力的关

键因素 (图 3 )
。

芦苇将在深水区迅速消失
,

而在水深小于 l m
、

透明度见底的浅水区 占据

优势 (图 a3
,

b)
。

龙须眼子菜和穿叶眼子菜将会被排挤到水深 1一 3 m
、

透明度大于 0
.

4 倍

水深的带内 (图 c3
,
d

, 。 ,

f)
。

在水位稳定的情况下
,

大约在 ,一 10 年时间内完成这一更替

过程
。

.2 .2 4 主要群落类型的更替 1 9 8 7年以前的水位持续下降导致了该湖水生植被向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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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N日谕名à啊矛州ccc 龙须眼子菜菜

旧旧民泪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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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氏翩翩

d 龙须眼子菜

八伙à侧舅

ǎ。日\的巴喇娜州
fff 穿叶眼子菜菜

、、 泪胡用队队

八瞬留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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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 (m ) 透明度 /水深

图 3 三个优势种群在水深
、

透明度 /水深上的频度和生物量分布

F i g
.

3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f r e q u e n c v a n d b i o m a s s f o r t h r e e m a i n s p e c i e s o n w a t e r d e P t h
,

t r a n s p a r e n e v / d
e p t h r a t e i n W u lu n g u L a k e i n X i n i i

a n g

方向退缩并伴以分布面积和生物量的下降
,

但湿生
、

挺水到沉水植物群落的分布格局仍未

改变 (图 Z a
)
。 1 9 8 7年以来的水位急剧上升使得原沉水植物群落消失

,

芦苇群落处在水生

植被分布下限
,

在新生滩地上形成了芦苇+ 沉水植物混合群落(图 Zb )
。

但这仅仅是一种

暂时状态
,

原芦苇群落也将消失
,

混合群落将分化为芦苇群落和沉水植物群落
,

二者的分

布界线可能在 l m 水深等深线左右
。

水位回升引起了水生植被分布面积和总生物量的大幅度增加 (表 4 )
。
与 1 9 8 5 年 (中

国科学院新疆资源开发综合考察队
, 1 9 8 9 )相比

, H , v l ,

Vl l 区的植被面积增加了 5 倍多
,

总储量提高了 10 倍 ; IV 区植被面积扩大了 6 倍
,

总储量增加了 5 倍以上 ;唯有 I 区植被

面积和总储量明显减少
,

原因在于湖岸较陡
,

新生滩地的面积小于因淹水过深而丧失的植

被面积
。

中海子以北水生植被总面积和总储 (现存 )量均增加了 4 倍多
,

但随着深水区植

表 4 水位上升对水生植被的影响
T a b

.

4 E f f e c t s o f w a t e r l e v e l r i s i n g 。 n a q u a t s c v e g e t a t i o n o f W
u l u n g u L a k e 10 x i n

i i
a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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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朝
、

杨清心 : 乌伦古湖水生植被研究

物的消亡和新生植被的发育
,

这一湖区植被面积将会由现在的 4 3 6h5
a
减少到 3 , 0 h0

a
左

右
,

而总储量会持续增加
。

.2 .2 5 水生植被的利用与管理 乌伦古湖地处荒漠区
,

兼有水源和水产基地的双重功

能
。

湖水虽已处在中营养水平
,

但大部分湖区藻类含量不到 3产 g / L (中国科学院新疆资

源开发综合考察队
, 1 9 8 5 )

。

因此
,

占湖面 6
.

3并的水生植被对于渔业和环境都显得十分

重要
。

每年生长季末
,

可供收获的芦苇总量约 3 , 0 0 0t
,

有饲用价值的沉水植物约 5 OO0 t。

如能将其利用
,

不仅可以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

而且可以从湖中带走氮 3 3 0 t
、

磷 8 5t
、

有机

物 3 5 O 0 0 t ,

对于防止水质富营养化具有显著效果
。

但该湖的水生植物尚未得到较好的利

用
,

自生 自灭
,

既造成资源浪费
,

腐烂的植物残体又对湖水造成有机污染
,

这在植被发育较

好的中海子尤为严重
,

已引起透明度下降 ( 0
.

5一 0
.

5) 和水质恶化
。

水生植被区还为河鲜

( p
o r c a f l “ , i a t i l i s L

.

)
、

东方真蝙 ( A b r a m i s b r a o a o r i e , t a l i s B e r g
.

)
、

鲤鱼 ( c夕户
r i , t, :

` 。 ;
户

口 L ) 和梭妒 ( L、 i口 p 。 ; : 。 l、 幼 p 。 ; ` 。 L ) 等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或繁殖

地
。

水生植被丰富的 I ,

VI 区盛产后三种鱼
,

考察中在各植被区可见大群的河妒幼鱼
。

在

管理上
,

应保持水位的相对稳定以促进水生植被的发育
,

并对中海子等湖区的芦苇进行收

获或焚烧
,

对沉水植物进行渔业利用
,

以改善水质和渔业条件
,

促进水产增殖
。

3 小结

3
.

1 水位回升扭转了乌伦古湖水生植被退缩的趋势
,

使得植被面积和生物量均提高了 4

倍以上
。

.3 2 水位回升使得原沉水植被消失
,

原芦苇群落也正在衰亡
,

新生的芦苇十沉水植物群

落将向芦苇群落和沉水植物群落发展
,

植被面积将会缩小
,

但总储 (现存 )量将持续增加
。

.3 3 水生植被对渔业和环境尤为重要
,

应稳定水位以利其发展
,

加强利用和管理以促进

渔业发展和改善水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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