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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为过牧、过垦、过樵采等破坏是库布齐沙漠沙漠化扩展和植被退化的主要诱因，保护天然植被、建
立人工植被则是沙漠化逆转和促进植被恢复进程的主要手段。
植被进展演替促进了沙漠化过程的逆转。
    研究区梭梭与其他几种植物形态解剖结构和水分生理指标的差异、根系分布范围的不同，反映了植
物对水分利用机制和沙地生境的适应性机制不同。
研究区不同立地梭梭植物群落的土壤水分时空分布格局不同，土壤含水量的空间分布自上而下可划分
出表层土壤含水量较低为土壤水分低值层，中层土壤含水量逐渐升高，且波动剧烈为土壤水分活跃层
，下层土壤含水量高，波动幅度小为土壤水分相对稳定层。
    土壤含水量的季节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4～5月的土壤水分弱失水阶段，6～8月的土壤水分消耗阶
段，9～lo月的土壤水分缓慢恢复阶段。
土壤干湿季的变化与大气降水干湿季并不一致；土壤含水量的动态变化主要受大气降水、植被、立地
等的影响。
    研究区主要植物种蒸腾速率l9'变化和季节变化明显，对几种植物的蒸腾速率日进程的季节变化规律
进行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单峰型，双峰型，混合型。
几种植物中2、3、4年生人工梭梭和柠条为混合型植物，油蒿为双峰型、沙枣为单峰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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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植物水分关系　　中国有关沙生植物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要侧重于中国“三北”
地区荒漠植物和中生植物在自然和人工条件下的光合、呼吸和蒸腾作用特性，水分平衡特征，形态解
剖结构等特征的对比研究。
蒸腾作用是植物水分生理特性之一。
也是植物体内水分平衡的主要环节。
它能调整植株体温、缩小叶肉细胞内水分饱和差与大气水分饱和差之间的梯度，调节水分的损失，保
证植物体内水分的有效利用，借以抵抗或降低水分胁迫对植物的影响。
对多种干旱半干旱地区固沙灌木（乔）树种的蒸腾作用测定结果表明，大部分灌乔木树种的蒸腾速率
日变化呈单峰型，但蒸腾强度因树种而异。
如花棒日平均蒸腾速率为300.1μg.cm-2·S-1，约为梭梭（271.7μg.cm-2·S-1）的1.8倍，为乔木状沙
拐枣的2.11倍，为红皮沙拐枣的2.65倍；8种柽柳中，以短穗柽柳的蒸腾速率最大，日平均值达151.3
μg.cm-2·S-1，甘蒙柽柳最小71.2μg.cm-2·S-1，前者是后者的2.5倍（韩德儒等，1996）。
樟子松蒸腾在一日内呈双峰曲线，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9点和15点；油松、小叶杨呈单峰曲线，峰值出
现在9点，且小叶杨的蒸腾强度远远高于樟子松和油松（赵文智，1992）；柠条年平均蒸腾速率
为0.9269g.g-1·h-1，小叶杨为0.7177g·g-1·h1，河北杨为0.6256g·g1.h-1，北京杨为0.6007g·g-1·h-1
，并且蒸腾速率与叶含水率（%）相关不显著，叶含水率变化有滞后效应；而且蒸腾速率与土壤含水
量的相关性也不显著，表明自然界树种蒸腾作用不仅受土壤水分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受自身生理调控
、生理阈值和年生长节律的制约（王孟本等，1999）。
油蒿和旱柳表现为高蒸腾、高光合，中间锦鸡儿则为低蒸腾低光合的特征，3个树种的蒸腾速率与叶
水势的相关系数达到0.94以上，并且蒸腾速率随着发育时期及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周海燕等
，1996）。
综上所述，蒸腾速率作为树木的一个重要水分参数受到关注，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但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员，是在许多生态因子综合作用下，长期进化的产物。
植物的蒸腾强度受到其遗传性、气孔构造、生理特性及气温、空气相对湿度、地温、日水面蒸发，和
其他诸如土壤含水量、日照强度、风速等因子经过某种组合后共同作用的影响。
植物的蒸腾作用与环境因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表明，蒸腾速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调节水分损失的能力及适应逆境的能力（陈惠兰
等，1990；韩蕊莲等，1994）。
植物蒸腾对于众多生态因子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
单因子相关分析可以初步判断各生态因子对蒸腾强度的作用性质，但是每个因子并不是独立存在而起
作用的，其间还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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