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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P) 剥 出 的 。 著 者 E. M. 拉 甫 林 科 通顺 院士 需 莓 联 著 名 的 地 植物 学 家 , 汉 姨 联 的 草原 
皮 有 研究 。 本 书 是 他 针 基 区 联 草原 研 宪 千 果 的 一 个 构 括 性 翻 结 , 阳 凡 有 有关 草原 的 定义 \ 分 

” 头 原 则 \ 关 型 种 属 成 分 、 然 林 现 象 的 原因 以 及 草原 演 蔡 过 程 等 问题 ,都 有 详尽 的 复述 。 

我 国 的 草原 ,面积 广大 , 自 东 北 \ 内 蒙 ,甘肃 青海、 川西 直至 西藏 , 草原 禽 各 地 的 主要 
WH Bas, 我 国 关於 草原 的 研 洗 报告 较 少 , 人 联 的 关 基 草原 的 综合 研 光 成果, 党 色 我 国 
ADELA Bh 

ABW (HS Lee, ERE, 植物 地 理学 工作 者 的 参考 。 

本 联 的 草原 

E. M. #1 WRKA 著 

积 廷 成 R RFA 

= €& fa 校 

* 

BS AiR tt HOR CR me Kw 1174) 
RBA eR a A Hs 061 2 

HESSEN RIED) eS SMCS 
* 

195942 5 月 第 一 版 ex 1739 字数 : 296,000 

1959 42 5 月 第 一 次 印 剧 开本 : 787x1092 1/18 

〈 京 ) 0001—1,700 1 印张 :12 6/9 插页 :1 

(A; (10) 180 元 - : 



mM AA) 

Ske A SAS PIC EARS 0) a6 
4: eee oo, -村 Ce 1 | 

_ FEREME eieececceeeeceeeeeeeeceseeteeesceeneecssanserseeeaeesesseneeesaneeerceseeneeees 7 

_ 草原 无 林 现 象 (Besrecbe) 的 原因 pe 11 

.草原 植 御 组 成 中 的 生活 型 及 层 片 Ne 25 

， 草原 植被 的 分 类 RN 34 

草原 化 草 甸 站 Sal Ste 47 

Sok A It I 

. 2 Mt-AS (EE) BHAR wees ae nse eee ane ce ean eaean sane cecassaceassarsaesasearsers aes ess 06Q 

BREST ET ETE (外 上 内 加 责 ) rere cee ce sees eee eee cre ar eae ee eee ane ers arcane cesar ears ere es 169 

1. 草 闵 - 和 斤 草 芙 正 草原 ee 70 

2. 根 董 - 禾 草 ( 剃 草 ) 美 正 草原 (外 具 加 丽 ) pe 107 

+. Tete gid abe e wv Sieiwinle ue06oR.ae ccalecia dcleovcaicls\ansSecsslecivociciceesecneedeaatsisusans 142 

2. 杂 关 草 ( 营 类 - 厅 类 草 ) 荒 漠 化 草原 宝生 于 相生 ER 

十 一 . 年 荡 浇 及 荡 滤 验 聚 PPPrer rrr errr rere errr reer reer irri ere eee re eee 122 

三 = Byres: occ c ccc cc ccc cere cree reece et ees eeseeseeceeseeceeseesecsceseessetseseesccers 131 

十 三 . AG Oe AY BRE (TE) occ cence ce cc ee ceancencesccscecccrcerccceacceccesccscoscnsecces 136 

FE HF) ESE RE 139 

FE HAP FB BE ER 144 



十 四 . sis eR AL 5 166 

1. KERR: 人 sees cn cnsarsansenscnsanearearsarsarsaseaveaveasen 178 

SB Ben neeenccececeeeceneneenccensnensncenssetncsessesessrencareaseccnessnetaseaage 188 



= =a BW S 

Zi OE AY SEE SE EE «ORNS GHG MER - 拉 甫 林 科 (Esrenmi Mauxaunosua 
Jlappenko) Bp uEBLTt HI GE HE AOHUL Et RAD HEE AL, REISE BE 的 通讯 院 
+, | 

。 他 从 1934 Se BALE TERRE Re LTE TLE, CE ER TSE. fb 
aT TRE EMDR, ELIE T RBCUNEN A) SLES ER > BE EY 
“ 带 ” 和 "省 ”一 级 的 分 类 单位 。 他 所 做 的 植物 分 区 区 划 和 植被 图 (世界 的 , BRARBS) Bo 
和 给 裂 工 作 ,也 很 享有 盛 套 。 他 发 展 了 俄国 学 者 B. . 维尔 纳 德 斯 基 (BepHamcKai) 的 
“生物 地 球 化 学 ”的 学 品 ， 站 创造 性 地 运用 到 植 破 的 研究 中 , 他 的 关於 植物 区 系 和 植 
被 历史 方面 的 著作 ,解决 了 砍 联 植 彼 的 系 炉 发 生 上 的 某 些 问题 ,全 荣 儿 过 动 章 和 多 枚 
本 

过 本 书 一 一 砍 联 的 草原 一 一 是 他 对 於 草原 植 彼 综 合 研究 的 成 果 ， 可 以 说 是 关於 
“ 群 联 草 原 植 彼 的 最 完备 而 又 最 现代 的 著作 ,同时 双 是 有 关 草 原 植 彼 研 究 方面 的 基本 
SCRE” (ARE B. 列 别 节 夫 (JleSenes) 著 “苏联 植物 学 书籍 的 概 评 ”144 LY 
ARE AUPE , 1956 年 , 俄 文 版 )。 

我 们 伟大 的 租 国 具有 极其 贡 富 的 植 彼 类 型 ， 有 旋 密 的 森林 ， 也 有 多 种 多 样 的 草 
Ro SREB MERMAID \ 西 北部 以 及 北部 ,我 国 便士 的 五 分 之 二 秘 草 原 覆 盖 
着 。 过 去 ;我国 天 於 森 林 有 过 不 少 调 查 报 告 和 座 著 ,而 对 认 草 原 ,我 们 研究 的 针 很 不 
够 。 

APPA BOBS, 第 一 部 分 主要 篇 草 原 研究 的 历史 、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人、 草 
原 种 类 成 分 的 生活 型 和 层 片 以 及 草原 的 分 类 系 芋 ， 著 者 评述 了 有 并 群 联 草 原 研 究 的 
一 切 重要 著作 , 泪 提 出 划分 草原 植物 生活 型 的 原则 及 著者 本 人 气 定 的 以 “生理 - 生 熟 
学 ”和 坊 基 磁 的 草原 分 类 系 葱 。 第 二 部 分 用 相当 多 的 篇 幅 具体 地 关 述 了 各 种 草原 的 主 
Be et AE BED RES. SA AL 
PBA FUT SME, BRAK, UCP RAL 
PR, HOARD BE AM, IIMS, AES RE SD 
地 理 分 区 划分 的 意见 ,做 了 整理 和 评介 。 最 和 后, ERM E. Me 拉 甫 林 科 疼 
1954 年 发 表 的 “ 欧 亚 草原 区 的 草原 及 其 地 理 、 动 态 和 有 历史" 一文 的 清文 ， 过 可 能 便 认 
使 车 者 们 了 解 E. M. 拉 甫 林 科 在 车 干 问题 上 的 新 见解 。 本 书 是 我 国 地 植物 学 及 草 
原 学 以 及 畜牧 业 研 究 工 作 中 的 很 有 价值 的 参考 文献 。 

税 廷 成 ” 张 RR 1958 年 11 月 

e ili 。 



REAR PLA OEE 
BLY TE DS E——$ “eh DR” , J ERE RB — 8 (1940) FB, EE 

1938—1940 EVA Bi PT ae TAA AE, 

1B AEP AEA Le, DE BPSK RRS EMRE. Fb, G8 
RA CMS MUSA MAAR, Bape Yay RE RRE A 
己 原来 的 观点 。 璧 如 ,现在 我 认 坊 外 具 加 尔 的 (更 确切 地 属 也 就 是 过 高 泵 - 蒙 二 的) 由 
Vanactum sibiricum (hea a RAR RIES ERLE gs; ee 我 更 在 认 

篇 具 有 相当 数量 的 Thymus 属 小 咎 灌木 的 草原 , 它 不 能 算是 荒漠 (或 芝 江 化) 草原 ,而 
是 一 个 特殊 的 草原 类 型 一 一 百里香 草原 (Steppa thymusa) 等 等 。 

RLS 售 联 草原 "一 书 的 厅 点 补充 襄 明 ,我 都 把 它 写 在 “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的 草原 及 
SCHR EE HE FRE SE” GR TS fl ASHE, 1954) FIA Bas 
HOHE Po ST eH RTE” (HS 4S, 1956) SEEM T , 

SRA) “ARRAY SER” 33 BB Se (EB AS HRP SCREAR , SEAR BIER BL) TERR 
PUT HE ZEB) SES EE EH BREE AY Hs BE REESE AB Bd Ay 2 JB IR FA, RRS ee 
ie RS FAS Fe P 4 SI (EE! 

E. M. SrA KF} 1958 年 11 月 27 日 于 北京 



—. Wwe — ew 
在 欧 亚 测 ， 其 中 分 佑 着 攻 联 ， 具 有 世界 上 最 广大 的 草原 区 。 还 在 向 牙 利 ， 在 中 

部 多 瑙 河流 域 , 我 们 就 已 找到 了 草原 的 相当 大 的 地 段 [ 序 所 请 的 eee” (nyu. 

.Ta)]。 其 后 ,经 过 一 定 的 中 断 之 后 ,在 多 瑙 河 下 游 地 区 ,我 们 重新 进入 了 草原 区 。 二 

一 片 草原 区 , 以 不 间断 的 寅 间 的 带 状 延伸 着 ， 沿 着 一 望 无 际 的 攻 联 欧洲 部 分 的 平原 、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北 哈 节 克 斯 坦 一 直至 阿尔 泰山 。 悉 续 向 东 。 在世 联 境内 ,草原 以 个 别 

的 或 多 或 少 寅 关 的 地 面 ， 分 侯 在 中 西伯 利 亚 的 南方 » ThA DA BRR ILS AE Be 
H?., 

Ba AY Fe, a Pe) SE AE BS Pe See A eS JC 

FEBUP RATE A. FREEP AEST ae BRE Js PR” ORT AB (9A EO Re EK 

现象 的 原因 ,草原 植被 的 历史 等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产生 了 俄国 的 植物 地 理学 、 地 植物 学 

及 土壤 党。 肖 些 问题 的 大 部 分 一 直至 目前 , 仍 保存 着 写 的 实际 意义 。 

在 过 一 寅 间 的 地 区 内 ,草原 是 植 彼 的 基本 类 型 ,其 特征 是 以 草本 的 多 年 生 旱 生 植 

PAGES , EBLE EASE ARAB ER ,而 根 状 鞭 禾 本 草 和 杂 类 草 则 相当 稀少 。 

但 是 ,在 草原 带 的 印 围 内 ,本 草原 的 植 破 型 (THN) 过 这 不 是 一 样 的 。 进而 ,基本 

上 可 以 区 分 篇 下 列 草 原 亚 型 (omTHm) (或 在 文献 中 常常 称 作 的 型 ̀) - Be fa) SJ STE 

草原 及 东江 草原 。 

草 甸 草 原 基 本 上 是 由 微 旱 生 的 草原 植物 (中 生 旱 生 植 物 ) 所 构成 , 但 是 也 大 量 地 

REAR SAY (3yKcepoar)， 而 特别 是 也 混 生 着 中 生 植 物 (其 中 包括 某 些 草 旬 

植物 )。 凌 正 草原 由 芙 正 的 时 早生 草本 植物 所 构成 ,通常 只 混 生 着 少量 的 由 早生 过 滤 
而 来 的 中 生 的 植物 。 荒漠 草原 也 是 由 草本 站 旱 生 植 物 所 构成 ,但 有 相当 数量 的 早生 

折 灌木 ,过 是 荡 漠 群 聚 所 特有 的 主要 新 的 生活 型 。 

1) 在 本 著作 中 ，, FEATS TAR BAIS ERS ee A HE 马 尼 亚 到 阿尔 泰山 BEACH Ps TRE fh AY Be BE 

STEW EAR 〈 欧 亚 草 原 区 )。 SARL A ARE De Bl rp P14 Fl Be BAS} A ee BS EE BE Lh PT 

EU BRET THR, HARB ASA De eT ee EASE (ENA 著作 的 原 

i —_ “ARP”? $8 AB —— EFS) IEA TS oe, PT AP ae A a et, 

HE{T TM. ARPA UMMA, 我 更 得 以 利用 了 A. B. KyMHHoBa (1937) ays Penyaere, 2278 

Rh BATE TE Fe Det Fo 

RLAW RS | Bae, FN RAN Fe BAC AL eS De (th FS ALE EE), BS 

SEAT PAS PACA TBE, ARES AS SR BB ES AL A Dk CAE ALD 
2) Ta ig pei a yripi hi 我 们 称 之 需 欧 亚 草 原 区 (OG Ta 

将 在 本 女 中 担负 。 

中 西伯 利 亚 南 方 的 “高 帆 ” 森 林 草 原 和 草原 地 区 或 者 列 人 亦 欧 亚 草 原 区 (其 最 西方 的 地 区 ),， 或 者 
属 艾 亚洲 中 部 区 (过 些 ” 饲 旺 ”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外 上 内 加 泵 的 草原 地 区 和 当然 属 藕 亚洲 中 部 区 。 



i, E-OR RH AMEE RSME RAA MME EEO, 譬如 ， 
PAAIE SJB, EERE, OSE ALS AEE, 以 及 再 向 
东方 的 部 分 地 区 上 ， ME-OER AREA, HRMS MR, EE 
漠 化 的 草原 中 SS - SEES. 

现在 ， fi BET i BL SH 
亚 带 的 划分 。 

在 北方 ,草原 地 区 和 森林 地 区 相 接 后 ,也 就 是 说 和 关 华 林 亚 带 相 接壤 。 靠 近 关 华 
林 亚 带 的 草原 地 区 ,其 中 有 相当 大 的 部 分 是 称 需 森林 草原 带 ?。 

森林 草原 带 的 草本 植物 震 聚 ,或 者 通常 所 说 的 草 旬 草 原 ( 或 按 B. B. Anexun 的 
称呼 需 “ 北 方 草原 ”) ,只 是 指 森林 草原 的 中 部 和 南部 的 草原 ,而 在 森林 草原 较 北 部 ,二 
Lee ER BEL ABE AS, 在 它们 的 组 成 中 中 生 植物 估 了 优 旨 , ee 
中 生 植 物 在 乾 草 旬 (cyXomoyIPHPIe JIYTa) 上 也 是 常见 的 ( 民 oelexia Delavignei, Agrostis 

tenuifolia 和 具有 中 生 植 物 外 貌 的 多 年 生 草 旬 或 草 旬 - 草 原 双 子 革 植物 )。 A. M1. 

HlennuKkos (1935) 把 它 们 称 坊 草原 草 名 或 草原 化 草 甸 ，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 森 宁 草 原 
中 的 森林 主要 是 样 林 , 而 在 苏联 的 亚洲 部 分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北 险 基 克 斯 坦 ) 主要 是 梭 
树林 。 

草原 地 区 的 整个 南方 部 分 属於 草原 带 ( 钦 意 的 )。 在 该 地 区 的 范围 内 ,如 果 有 霖 
林 的 话 , 也 只 是 生长 在 河谷 中 或 是 冲刷 沟 (Gamka) 中 ,而 在 分 水 册 上 森林 则 上 比较 少见 ， 
同时 仅 是 在 草原 带 的 北部 与 森林 草原 相 隧 的 地 方才 能 见 到 。 在 分 水 恰 , 大 部 分 的 冲 
刷 沟 坡地 , 河 慢 注 的 乾燥 低 丘 (rpaBa) 等 地 ,主要 是 秘 草 原 所 独 估 。 

在 草原 带 的 范围 内 ,可 以 指出 两 个 基本 的 亚 带 :1) 杂 类 草 - 狐 茅 - 羽 荡 (或 杂 类 草 - 
羽 苦 草原 亚 带 ;2) 狐 苦 - 羽 攻 草 原 亚 带 。 B. B. 阿 略 由 (AnexHH) 把 这 南 个 亚 带 合 在 
一 起 BARR 

EME BLUSE —- 7S Be J BS AS HH , Eh EE SERRE KERMA ROR 
We A SN EA REE LB RA, 

在 狐 荐 - 羽 荡 草原 亚 带 中 , ECAR RAL TH, eS. 杂 类 
oP Ay BAY, 

FE METAS HE DABS , WOR RSE be (SE BEE ARE ASO BES), A I 
WH DAR, OE RAL Hy EL AE va UA YS <P HE R= Artemisia 
maritima s. 1. GENB ASB RE”) 0 

EMS -OSF SAS , EPH GA), Ree eb A 
Wy b<EREAR) (EDS, BO BE SS J SE RARE 

过 就 是 草原 带 的 一 般 特 征 。 

1) 森林 草原 [或 I. C. Bepr 的 森林 草原 (urecocTeHPe); A. H. Bexeros 和 工 . WU. Ta 中 HoeB 的 前 

草原 CapemcTembe)] 常 常 被 认 坊 是 草原 带 的 亚 带 , 但 是 ,最 好 是 把 它 单 独 分 划 成 需 一 个 特区 的 带 , 因 乱 在 

DEPRES a ATH PY, ZEST ARAL, WASHER SERS 森林 的 地 段 相互 交错 。 | TERR AT TERE 

DATS AS , RAH EEA EA BE AD AE ERY (Sona IbHbIA) > 

Sie Zs 6 



=. BRA eR” 

aie ROEM, Woes aay (PT. UW. Tandunpes, 

1902; B. B. Anexun, 1931; B. A. PenuenKo, 1925, 1932), 

1. 科学 旅行 的 时 期 。 旅行 家 们 (大 多 是 科学 院 院 士 ) 旅 行 的 路 绪 经 过 了 苏联 欧 

YER 分 以 及 亚洲 部分 的 草 JRE (4-7 UE #8) 0 

Il. C. Mannac, HW. A. Tionpgenurtrent, C. [mMenun, UH. B. Jlenexun 及 基 些 其 

th MIRTH E C335 TRUS eR, YW. A. LiorpreHImTemT 在 他 的 

EOD ASR RAR, tee THISHRE RMAF, 他 是 第 一 个 提出 

正 克 解释 黑 合 土 起 源 的 学 者 ,在 过 个 问题 上 ,他 是 下. Pynpext 的 先驱 。 
WM. 工 [mennu, WH. I. ampK，EapaaHec (中 ab 的 同事 ) 及 UW. 工 _ Teopr 的 旅 

行路 线 经 过 了 帮 联 亚洲 部 分 的 草原 。 

过 些 调 查 , 所 收集 的 资料 , 带 有 百科 至 书 的 性 里 。 在 过 些 学 者 的 著作 中 DR “ 

物 学 方面 的 报 遵 ,大 都 是 一 般 性 的 ,主要 地 是 论 及 植物 种 属 的 性 质 ,中 然 , 有 些 学 者 们 

(如 Tiammac，IiompreHITemT 等 人 ) 在 他 们 的 著作 中 ,有 时 包含 很 有 价值 的 植物 地 理 

学 方面 的 资料 。 

2, 饼 草 原 区 杆 物 区 系 (中 ropa) 的 研究 需 主 的 时 期 。 过 个 时 期 包括 十 九 世 和 的 
大 部 分 时 期 ;十 九 世 多 八 十 年 代 ， 也 包含 在 | 内 日 本 期 的 各 个 时 期 ， FERRER UN ER 

FRESE A #68 LENS PAS ae. B. Beccep, A. AHIp 下 HeBCKH 站 ， B. M. 

Yepuses, A. Porosiy, I]. Cemenos, A. Bexxep, K. Kuaayc; WRG A—K. 

TopHuuxua, MW. K. Cpequncxuit, E. JIlmageman, VW. Axundues, B. LInHrep 等 。 

上 述 各 学 者 的 著作 主要 地 是 有 关 植 物 区 系 。 但 是 ,其 中 有 些 学 者 也 提供 了 草原 

植 彼 的 一 般 描 述 。 Bk, K. Kaaye (1852) eT RRA NMRA 

(Cepruesck ) Bsa LA 2 Be 2a 5 ae PSS BY) Dek EH GH; J. Gruner (1872) 对 德 慢 

46 Yay _E AAS UR FETT Sk (SE EL ABBE BA) EEE HT I BRE. A. 3Be- 

pemaH 424th ASE E FB , Be EUR ET A th THEE BRE. F. Teetzmann 

| (1845) HS EE, 在 本 时 期 内 ， 中 . Pynpexr 发 表 
了 人 所 遇 知 的 仿 大 著作 ,有 关 黑 鳃 十 的 起 源 (1866)。 

”在 帮 联 亚洲 部 分 A. IIUpeak 赂 越过 哈萨克 斯 坦 的 草原 区 。 殖 . VP. Bopmos(1865) 

在 其 卓越 的 植物 地 理 研 究 著 作 中 论述 了 哈 落 克 斯 坦 的 西部 。 在 本 期 的 下 秆 期 ,出 版 

了 A. MarrneHmop 中 (1870) 的 巴 拉 具 游记 。 

3.“ 丁 物 学 的 地 理学 "研究 的 时 期 是 从 十 九 世 引 的 八 十 年 代 开 始 ， 一 直到 1917 
fel FE ARH A Fi SA” APE PB , CLT IRS HO SEA; BEB 

EA Fe ts AA BE EAT, Alu, ASHY , a By DAR AS SSR FB BY Ss 1H, 

1) 以 和 后 只 提 攻 已 发 表 的 著作 。 



植物 学 时 期 。 EMR, CRRRMRHAE+S, 在 相当 程度 上 产生 了 植物 等 落 

党。 同时 ,草原 区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仍 十 分 积极 地 悉 德 进行 

关 礁 森林 熏 草 原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傈 ;在 本 期 内 研究 家 们 鲁 输 予 了 足够 的 注意 ,特别 

是 在 本 期 的 上 人 盾 期 。 关 亦 草原 上 缺乏 权 木 现象 的 原因 问题 ,当时 ,通常 称 之 篇 草原 

问题 ”。 主 要 是 C. YW. Kopoxuncxuit, A. H. Kpacuos, [. UW. Ta 中 empeB， 工 . H. Bacon. 

Ku, B. WH. Tanues, A. A. Topasarun” 等 人 的 著作 锥 予 过 一 问题 以 经 申 性 的 论 

述 ， 

SPARE HS + LRA Bh TRADER, MBAS 

AAS as, IER ER RA A, 关於 过 个 问题 , Reem OU. 

JIuteuHos, B. HW. Tanues, B. H. Cyxayes, T. YW. Ulnpses, B. A. y6ancxni S 

人 的 著作 。 

早 在 本 期 的 上 定期 ;已 出 现 了 工 . iH. Betcouxui, A. H. Kpacnos, UW. K. Ma- 

yockHH, I. MW. Tandunpes AYRE BASES AR BRERA BT 

载 。 

C. YW. Kopaxunckui 还 在 本 期 之 初 , 便 确定 出 一 系列 的 草原 基本 类 型 。 但 是 草 

原 (草原 植 彼 ) 类 型 学 (DARK) 特别 地 篱 研究 家 们 所 注意 还 是 本 期 的 下 定期 的 事 

情 。 在 草原 学 中 ,此 时 ,掀起 了 新 的 关 认 分 类 系 和 级 问题 的 等 论 , a Fi BRAS) 

PH, HB, ERA PRES ie eR De 类 型 "的 著作 。B. A. 

Kennep, B. B. Anexun, UW. VW. Cnppirun, WH. B. Hosonoxposckuii (1916), he 

TUNER ASS Je, A. A. Topaarun 和 II H. Kpsinos Sek StS PE. 

{RE EFC AMY , TEE BRE BD, Fe SE A Ee A ae BE ZA Ste 

HAHA BE) , RR RS AE A YT RAKE E58 ARF RE IE Ra 

tt T. H. Boetcouxua 和 VW. K. Tavockni 的 著作 。 

FE ASS rp , HY aa HT Be DH Ae, «=A. H. Kpacnos 的 专著 

的 一 部 分 是 第 一 个 过 样 的 著作 (1893) , BET AL PERS AR. | ER 

草原 的 第 二 个 综合 论述 是 [. 五 . Tancdenbes (1902) APA BAH “PREHEAT 

主要 特点 中 之 一 章 。 

上 述 天 部 分 科学 家 工作 主要 是 在 草原 区 的 欧洲 部 分 进行 的 

对 於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北 哈 蓝 克 斯 坦 的 草原 ， 在 十 九 世 可 末 人 ， 如 上 所 述 ，A. A. 
Popasrnn 进行 过 研究 ，I. 互 ，KpPrroe 和 他 的 共同 工作 者 们 积极 地 和 继续 了 过 项 研 

完工 作 。 

H.M. Kpamenunauxos 研究 过 东 饲 拉 泵 和 北 哈萨克 斯 坦 的 草原 。 
从 1908 年 到 1914 年 ， 在 俄国 的 亚洲 部 分 ， 允 去 的 移民 局 进行 了 广泛 的 土壤 - 

植物 学 调查 工作 ,其 中 的 植物 学 部 分 ,由 A. ©. Prepon Fi, HG, B. A. Pen- 

qeHKo 主持 。 二 些 调 查 研 究 也 包括 了 大 部 分 的 草原 区 (西西 伯 利 亚 、 北 哈萨克 斯 坦 ) 

1) 详 见 下 面 跨 基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一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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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E Ame Fd} Be AS RH, SEP Ee A PE a TS SRA 

域 (如 B. H. Topogxos, M1. H. Rta H. HW. Kysnenos, C. E. Kyyeposcxuii, 

M. VM. Urammnxni MPF), DRE RA) Ee AT KI (Cho 
B. II. Rpitin; ®, ®, 3enunckui, M. ®. Koporkul, C. E. Kyyeposcxui, UW. M. 

Kpamenuuuuxos, K. K. Kocuncxuii, M. VW. Traumuxui, B. M. Capsuy, B. H. 

Cmupyos, H. B. Wunwxkni 的 研究 )。 fe PaAr  eewUK) 南方 的 草原 
“ga L”, Passe Te. M. M. Unpun, VU. B. Kys3xeyos, B. W. CMHPHOB， 

和 C. IO. Typxesuy, ZES, AA Sb, PSAP AD PRS: M. 中 . Koporxui, 
WM. M. Kpawenuunuxos, MW. B. Hosonoxposcxuk, T. HW. IIonxaBcKkag， B. UH. 

Cmupos 和 B. H. Cyxases, ith, BHA AMKRS, RERT MSRE. 

在 本 了 时期， 如同 B. B. Anexun (1931) 在 其 攻 联 草原 研究 方法 概论 一 书 中 所 

。 提 到 的 那样 ， 出 现 了 下 面 过 些 学 派 : 嘉 桑 - 沃 歇 钥 什 (Kasancxan—Boponexcxan) 
学 派 ; 莫 斯 科学 派 , 托 姆 斯 (IoMcKag) 学 派 , 哈 泵 科 夫 (XapbKoBckaa) SYR (B. U. 
Tames) , 

4, 草原 研究 历史 中 的 地 植物 学 时 期 (第 二 个 ) 是 从 1917 年 到 如 今 的 时 期 。 
如 上 所 述 ; 对 上 列 各 期 来 说 ,其 特点 是 研究 者 对 特别 注意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二 

一 问题 ,只 在 过 一 期 的 下 千 期 ,很 多 研究 家 才 开 始 注 意 草原 至 聚 的 植物 酝 落 学 的 研究 

(B. B. AmexHH，B. A. Kennep), SJR BhRERG HZ (HW. K. Masocxui, [. H. Bar. 

coukuii, B. A. Kennep) #4 3-2 OSH RA”) PCT. H. Kppraos, 

B. A.Kennep, B. B. Anexun, WU. HW. CrpPITHH 等 人 )。 

目前 ;, 雁 维 埃 的 地 植物 学 时 期 ,其 特点 恰恰 是 以 对 草原 植物 二 落 学 深 大 研究 的 问 

题 以 及 草原 的 分 类 系 芒 问题 给 予 极 大 的 注意 。 至 於 , 草 原 无 林 现 象 的 问题 ， 在 本 时 

期 中 ,地 植物 学 家 已 少 加 注意 (请 参看 UV. VU. CnpPIrHH 1922 等 人 的 著作 )。 但 是 全 

其 相近 的 问题 一 一 在 草原 上 营造 防 访 林 带 过 一 与 国民 经 济 措施 有 了 关联 的 问题 ， 仍 在 

EVI ACP ibe (CT. H. BicoKI 才 等)。 在 草原 上 营造 防 访 林带 过 一 事业 ， 

最 近 已 获得 了 很 大 的 成 果 。 还 有 一 种 情况 , 对 基本 时 期 (正确 地 属 是 本 时 期 的 下 个 

期 ) 也 是 很 特殊 的 , 那 就 是 把 草原 植 彼 作 和 起 自 然 资 源 来 研究 , 主要 是 指 草 原 植 彼 的 外 

PERE. 

mex, SRP, 在 草原 的 研究 方法 上 , 全 召 开 过 数 次 草原 学 家 -地 植 

物 学 家 专门 的 会 蔗 ， 过 些 会 坟 是 在 第 二 次 至 萄 植物 学 家 代表 大 会 开会 期 间 名 开 的 

(1926 年 於 莫斯科 )(B. A. Kesnep, 1931; B. B. ArexHH，1931)。 

草原 植 彼 往往 是 植物 娠 落 学 在 方法 上 或 理 葵 上 探讨 的 对 象 (A.A. ypaHoB, 1925; 

工 . MW. Hoxman, 1930; B. B. Anexun 和 A. A. Ypanos, 1933; M. C. IIampIT， 

1935), 

在 本 时 期 中 ,出 现 了 人 所 此 知 的 B. A. Kennep 的 综合 著作 (1923), st TR 

原 ( 件 荡 冯 和 苞 漠 ) 植 破 。 在 亦 芝 集 中 ,提出 了 草原 区 生态 条件 ( 和 气候、 土壤) 的 全 面 分 

析 , 作 出 了 关於 草原 植 彼 型 的 精确 的 定义 ,正确 地 分 析 了 关 帮 草原 的 分 类 系 航 等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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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B. Anexun (1931), #2 J (ERE BA HBR RD AE. 

在 本 时 期 中 , et HELE IRS ie Ut ROR See CI. A. Kpei- 

JioB, 1918; B. B. Anexuy, 1925,1926; bB. A. Kennep, 1923,1926), ja 2b3efERS 

AMA BU BA AS OO, FE, BP OT 
很 多 的 注意 。 

在 本 时 期 中 , He RAKE Hae ee (APR BLE), 

除了 论述 个 别 草原 的 著作 以 外 ， 秒 出 版 了 B. B. Anexun 的 两 部 综合 性 的 著作 

(1925,1934)， 汪 出 现 了 在 B. A. Kennep 主 糯 之 下 的 互 大 的 论文 集 一 一 中 央 黑 鲁 

土 区 的 草原 ”(1931) ， 在 运 本 葵 广 集中， 登载 有 对 於 龙 乎 登 部 黑 钙 土 区 原始 草原 的 

群 组 描述 (如 B. A. Kennep, B. C. Koxyxos, A. A. Koxxyxopa-Bemnyxo, H. 中. 

Komapos, T. HM. Ilonos, E. MW. [pockypskos 的 论文 )。 B. B. Anexun 及 其 同事 

个 (H. IIposopoBcKHE $A) 直到 最 近 仍 在 中 央 黑 辆 土 草原 上 积极 地 持续 着 研究 工 

作 。 现 今 ,在 过 些 草原 上 ,已 经 开展 了 定位 的 工作 。 

与 库 尔 斯 克 相 隘 近 的 中 部 伏尔加 地 区 (和 车 奔 节 省 ) 的 草原 ， 黄 . UV. Cupeiran fn 

以 研究 ,下 出 版 了 他 论 及 蔷 草 原 的 巨大 专著 (1926) 及 很 多 其 他 的 论文 (1923,1931)。 

本 时 期 之 初 ; 出 版 过 HW. K. Wasockui (1917) ee aR AR A PA FE 

PAWSS, HERR, MESSE, WRIRS  E (E 

N\SRGDEDHZEP ERAT TRSER. 

BeBe Ree IJO. O. Kaeonos (1929, 1933, 1934) ie E. M. JlappexKo — 

(1925, 1927, 1928, 1933) RHE, fe PTE His — He A A AE 述 。 

M. WU. Kotos (1927), T. HW. Hoxman (1930), HW. VT. 303 (1933) Sea Be ese is tt 

个 别 草原 的 著作 ;在 锡 马 什 湖 沿岸 ,关於 草原 和 碱 士 -路 士 植 彼 复 合体 , 则 有 ®. Jle-. 

BHHa (1929) 和 M. WU. KoroB 的 著作 。 

在 阿 斯 坎 尼 亚 - 谤 无 的 草原 禁区 内 ;有些 学 者 鲁 进 行 植 彼 的 定位 研究 工作 (五 . 人 . 

IIaqocKH 站 ，1923， 1926; T. W. Monmascxaa, 1924; H. A. 贡 ecmToBa-IJocTeHKO' 

1930; M. C. Iampir, 1927,1930,1935), 

VW. K. Mayocxuh (1923), C. Hsepanoscxul (1926), E. B. II 中 epc (1925, 

1928), H. A. JecaroBa-IIIecTeHKo 和 M. C. IIaxmpIT (1936) WR II. K. Kosnos 

ESL bt el FBR AAR BBS LAE Bea. 

K. M. Sanecckw (1918) ROSE (Eat TY ly Di Ra He PS 
ho FEMS EP, ARRAS MDSHA BRST RAMEE. UM. 

B. Hosonoxposckuit (1927, 1929) 464i —F Zl AY ite 3 ais IS — HO , Hh Ba — He 

的 植被 提出 了 一 系列 的 概述 性 的 著作 。 «Fela, see A. . Tomes (1925) 

和 A. T. Taena (1930,1932) ROSE, ie eS ei RA eM Hk 

固定 的 砂 地 等 )。 

FERRET HS, 除了 UW. MW. CapPIraH (1931) 关於 中 部 伏 泵 加 区 的 植 彼 的 

概括 性 著作 以 外 ,还 有 吕 . 下 .PomaH 的 著作 (1933,1934), BS De a PO 

a a 



省 的 草原 则 有 VW. B. JIapaa (1927,1930) 和 C. E. Powanen-Kyyeposcxaa (1926, 

1927,1929) 的 研究 工作 ; i De AS 4g MM. M. Kpamenwunnxos (1932) 及 其 
=e) (O. 9. Kuoppunr-Heyctpyesa, C. E. Pomaney-Kyyeposcxas, E. K. Wry- 

KeHGepr) 的 研究 工作 ; THT DL, faz E. 工 Bo6poB (1928, 
1929),M. B. Hosonoxposcxuli (1927,1929,1931), B. A. Dequenxo 和 H. ®. Tou 

qdapoB (1929) 等 人 的 一 系列 著作 。 

下 面 来 谈 帮 联 亚洲 部 分 。 

B. HW. Bapanos (1927) 对 西西 伯 利 亚 草 原 部 分 提出 了 有 价值 的 专门 性 论著 。 二 

本 著作 带 有 综合 性 的 性 质 , 泪 且 主要 的 是 论 及 地 植物 学 区 划 。 
. M. J. Compugonos (1923,1927) 在 西西 伯 利 亚 草 原 上 也 做 过 很 多 工作 ,但 是 ， 

他 所 昔 集 的 广泛 资料 ,目前 发 表 的 很 少 。 

B. HW. Bapanos (1925), B. 民 piorep (1927,1928), C. E. PozkaHeI- 必 yqepoBcKaR 

(1926), B. A. Wenyzsaxos (1926) 等 人 在 北 哈 蓝 克 斯 坦 草 原 的 不 同 地 区 也 做 过 工 

作 。 
WM, M. KpamenununKos (1923,1925) FARRER SHR RR OCRPRBAS 

@)BHMAARRMREOESTE. BRS, BESSA dhe 

Syl SIA ES HE TY TIRE 

A. B. Ilposoposcxué, H. HW. Py6uop 和 A. A. Amutpuesa (1933) HH S4R 

好 的 哈 蓝 克 斯 坦 的 植 彼 图 (比例 尺 篇 1: 2,000,000), EIS Ha HEP , AA aE SHB 

PALAIS. H. B. Masnop (1931) 在 他 的 研究 中 也 选 及 哈 节 克 斯 坦 草原 

BHBARA. 
托 姆 斯 学 派 的 地 植物 学 家 (B. B. Pepepmatto, 1925,1928,1934, 等 人 ) Rea 

伯 利 亚 中 部 的 草原 发 表 过 准 种 著作 。 

当知 束 本 章 之 前 , RM Rath UW. B. JIapaH (1929,1930) 的 很 多 重要 著作 ， 
过 些 著 作 论 述 了 草原 植物 居 聚 及 个 别 的 草原 植物 的 蚀 料 价值 ,此 外 ,还 OT. A. CMH- 

pHoB (1924,1927,1928,1933) KER RRS, Aa wane wx All 

著作 。 

从 上 面 过 个 简短 的 概述 中 , 可 以 看 出 ;在 苏维埃 时 代 ，, 草原 的 研究 的 开展 是 特别 

地 热烈 。 

=. FE ik 

SRK TRH BRE OEE VEE. BEB. A. Kennep (1923) 
PRIS AEREMEPE TET Ho 

SE i UZ RI EE PS , WHE AA ER AB, 
LSPA ACL HE, ALT SABRE AAEM, TOLER, SUB RE ACE Py ERR 
BOER WEARER IESE LW RISE, BR ESS ENN, 



草原 区 的 气候 一 般 特 惩 0 在於 它 是 或 多 或 少 地 带 有 大 陆 性 的 气候 。 年 降水 量 的 
HERS 600 毫米 ( 饲 克 苦 的 森林 草原 北方 界线 ) 到 250 (200) SEK (0S BE I 
狐 茅 - 羽 茅草 原 ) 之 间 。 在 外 具 加 锁 ， 有 些 地 方 ， 年 降水 量 降 到 160 SK, 降水 的 
最 大 部 分 量 在 夏天 ,在 6 月 或 6 一 7 月 ， 此 时 ， 日 光 (也 就 是 意味 着 蒸发 ) 最 强 。 降 
水 在 冬季 ( 1 月 、2 月 ) 或 春季 ( 3 月 、4 月 ) 最 少 。 当 认 整个 草原 区 来 计 ; 降 水 分 做 的 
特点 ,就 是 这样 。 

B. K. Kennep (1923) 指出 了 草原 区 气候 有 下 列 一 般 特 征 : 
1) 此 地 的 冬季 是 漫长 而 且 或 多 或 少 地 寒冷 的 ,具有 或 多 或 少 开展 的 积 雪 鞋 和 被。 
2) 积 雪 盖 彼 覆 鞭 着 土壤 及 草本 植物 和 较 矮 小 的 草原 灌木 的 越冬 地 上 部 分 ,因而 

保 访 了 植物 的 过 一 部 分 不 致 受 冬 季 燕 腾 及 直接 受 日 光 灼 热 的 影 池 。 积 雪 鞭 被 也 组 和 
TERA RE, TERE T EMM K MERE, | 

3) HREASHHOR, WBRRBENKRU AKA ARBRE 

( 春 塞 )。 5 
4) 如 上 所 述 , 在 草原 区 ,降水 量 的 大 部 分 於 夏季 (6 一 7 月 ) 降落 。 URE, 夏 

天 相当 炎热 (特别 是 在 草原 区 的 南方 )。 譬如 ，7 月 的 平均 温度 的 人 释 化 是 在 20" 到 
23.5" 之 间 (JI C. Bepr), 而 7 月 平均 最 高 温度 (在 除 下 ) 6. C. Keanep 测定 了 草原 
区 的 不 同 地 点 ,网 篱 33.1 一 33.7"。 二 样 高 的 温度 ,引起 了 植物 的 蒸腾 作用 加 基 。 由 闪 
这 个 原因 ,对 放 植 被 来 蔬 , 构 成 士 壤 表层 的 无 意义 的 强烈 蒸发 。 

5) 在 草原 区 ， 特 别 是 在 杂 类 草 - 狐 菠 - 玖 茅草 原 亚 带 和 狐 荡 - 玖 薄 亚 带 ， 降 水 的 
不 经 常 性 是 气候 的 特征 ,因此 , 植 秆 在 夏季 往往 遭受 到 相当 乾 旱 的 影响 。 

在 草原 区 的 范 围 内 ,气候 人 条件 的 伙 化 是 从 北向 南 和 从 东 向 西 。 譬如 ,在 基辅 ( 琳 
林 草 原 的 北方 界限 ) 年 平均 降水 量 篇 584 毫米 ;而 在 植物 营养 期 (4 月 --9 月 ) 的 平均 
降水 量 需 349 BOK; 同样 , TER EGE OMS -7F EAS) AUB 367 毫米 和 202 
毫米 。 在 草原 区 的 东部 也 有 下 列 类 似 的 数值 :在 骂 木 斯 克 (森林 草原 ) 4925 314 BER 
和 225 毫米 ,在 阿 克 靡 林 斯 克 ( 狐 茅 - 羽 荡 草原 亚 带 ) 各 篇 287 毫米 和 194 BOK, A 

He, Ree BS ,降水 量 意 减低 ,同时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也 强烈 地 沽 低 。 
B. C. Kennep 已 经 不 止 一 次 地 指出 (参看 6. A. Kexruep，1923) 草 原 区 的 东部 

和 西部 有 区 别 ,东部 有 更 大 的 大 陆 性 ,降水 量 少 ,年 平均 温度 低 , 较 短 的 生长 期 , BEE 
wii ABEL, WR SRR, thE Fl EAR ES, 

in, EERE RSH SEM. AMPH REB—s°, ERE MIA: 
— 16° ,而 在 西西 伯 利 亚 的 森林 草原 中 篇 一 19" 一 一 21"。 降 水 量 (年 平均 ) 在 森林 草原 
的 南部 :由 德 淹 伯 河 以 西 篇 450 毫米 左右 ;而 在 西伯 利 亚 的 西部 则 乱 300 ERS, 

ERAS RSE, RAISOSUFRA SH RAAB © 
Bis beh =P iim Re ,— A 平均 温度 和 年 平均 降水 量 各 篇 十 9.4" ,一 3.7”，367 毫 

= 

1) SERA BES ARH eEIA J. C. Beper (‘‘meiiihiek’’ 第 一 答 ， 气 修一 广 和 B. A. 

Keasep (1923) 的 著作 。 

a: ar 



HK , Tit FE Bry TE, PE AE US G+ 1.8°, —17.2°,287 毫米 。 

在 草原 区 的 东部 , SKMERERZEESHEKEBAS. 例如 ，, 在 冬季 的 月 份 

《12 月 、! 月 、2 月 ) 内 ,在 哈 尔 科 夫 降 水 只 有 87 SK; PWS ER 75 (%) ARR 

B. A. Kennep 的 资料 ，1923)。 在 骂 木 斯 克 在 相同 的 月 份 内 ;降水 量 则 篇 43 毫米 ;去 

圳 量 篇 609%。 | 

植物 生长 期 ;草原 区 的 东部 比 西部 短 。 过 可 以 从 下 烈 森 林 草 原 带 内 不 同 地 点 的 

34 5 月份 的 平均 刘 度 郎 可 看 出 。 例 如 ; 

3 AC(°C) 4 ACC) 5 月 ("C) 
哈 尔 科 什 …… 一 1.3 - +6.7 十 14.7 
KEE --— 3.6 +5.5 +14.3 
Seo eS. § +3.8 +13.2 

骂 木 斯 克 ……- 一 11 一 0.1 十 10.5 

在 草原 区 的 东部 , 当 植 物 生 长 期 开始 时 ，, TER CI A ie BE SSR ie ZY , 必 将 砚 

BD SKA, 对 於 具 有 深 根 系 的 植物 来 落 , 土壤 可 以 表现 出 生理 的 乾 旱 。 如 所 
Wa 90,0. WU. Ta 由 rrmrpeB (1902;,1903) 就 是 根据 土壤 过 种 生理 性 乾 旱 来 解释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上 ,没有 内 权 的 现象 。 

所 有 过 些 资料 司 明 ,在 草原 区 的 和 印 围 内 ,应 蔷 枫 察 到 植 彼 不 仅 有 由 南 向 北 的 更 替 

〈 带 和 亚 带 的 更 替 ) ,而 且 也 应 鼓 硕 察 到 由 西向 东 的 更 替 [ 省 (HpoBHHUHHA) 的 更 替 ]。 

植 丢 本 身 也 转 而 影响 气候 ， 构 成 植物 气候 ， 天 然 植 彼 作息 一 个 保持 积 夫 的 因子 

来 苹 其 作用 特别 大 , 写 能 把 雪 加 以 均等 分 伪 。 当 雪 深 化 时 ,草本 植物 上 年 的 乾 枯 苞 体 

可 以 保住 水 分 ,不 致使 其 流 走 , 因 而 ,适当 地 泗 温 了 土壤 。 在 植物 的 荃 上 ,也 凝集 了 喜 
的 水 分 。 责 . K. Masockuit (1917) Bist (BA ME Bas AL) : 在 秋冬 春 

三 季 , 在 玖 茅 的 攻 上 由 我 们 常见 的 露 所 凝集 的 大 量 水 分 , 形成 的 露水 , Bae PR 

落 , 在 相当 程度 上 , 便 太 士 壤 水 分 的 积聚 。 
有 些 党 者 (A. H. KapaM3sHH SAGER AEG SR, 1912;J1. C. Bepr, 

1927 )30 463 J EA BEA a Be ES IE SER) 的 消 

失 的 起 因 联 系 起 来 。 此 外 ,在 放牧 的 情况 下 ,土壤 表层 寞 实 化 ,过 样 一 来 ,一 方面 阻 三 

了 水 分 透 和 人士 壤 , 另 一 方面 , 促使 了 土壤 表层 蒸发 的 加 强 〈 因 篇 性 畜 踏 跤 加 强 了 土壤 

表层 的 毛细 管 作用 )。 
下 面谈 一 下 草原 的 土壤 鞭 和 被 (mogB>HHBI 站 HUOKPOB): 

RAIA OE BARNS A, 同时 ，, 篇 了 降水 量 少 不 足 以 ( 当 燕 

发 相当 强烈 时 ) 引起 土壤 中 很 重 的 淋 溶 作用 。 因此 在 土壤 中 构成 一 种 不 谤 放 微 车 物 

对 於 积 曙 在 土壤 中 的 有 机 物质 的 分 解 过 程 的 条 件 , 和 结果 构成 草原 土壤 , 即 所 请 的 黑 钙 

土 , 过 类 十 中 或 多 或 少 有 着 丰富 的 腐殖质 。 

黑 钙 十 淋 洗 ( 淋 深 ) 的 条件 ,对 於 黑 钙 二 来 评 (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 ,是 足够 能 完全 

淋 洗 去 土壤 中 的 可 溶性 钾 苗 和 人 钢 瞩 ， 但 是 不 足以 淋 洗 掉 中 和 下 层 土 壤 中 的 碳酸 合 和 

RARE. 最 北方 的 淋 溶 黑 钙 土 除外 。 其 结果 ,就 使 得 黑 镶 土 的 土壤 吸收 性 复合 体 中 

Fe ins T HAL FI AS BE (25 ANSE) ,由 帮 , 在 土壤 溶液 中 , 有 凝 胶体 的 钙 ,致使 黑 钙 土 有 了 典 

oinD £8 



78 Fy LAE , BIE SEE ROE ATE 
Se 505 1 fy Pres PA EE TE LS ES AEE. Mek BB 

AASB 2 ADRS HS | BA , ERE FS, 
意味 着 土壤 表面 蒸发 的 降低 ,也 增进 了 土壤 的 通气 性 等 等 。 在 黑 钙 土 中 ,植物 的 营养 
Ea ees ,过 就 使 得 黑 钙 土 成 需 世 界 上 最 肥沃 的 土壤 之 一 。 
EPL MREBIER EKER. 446, Pee eS 

HE LAC UR APE AUIR A , LRA ARR, BE RAR 
(832 BERS CHE Wy BE AL ASE BEAR Ds BRE POR. HR, 
Why, ee BIL AS PEAR ADHD, ROPE ESL ERY PS I) LB Le I BA 
的 重要 成 份 。 

草原 区 的 土壤 盖 彼 下 于 不 是 一 致 的 。 在 过 一 点 上 我 们 应 当 指 出 ,草原 不 仅 履 善 

BB+ MAbLBSARRBt. 

FERRE UNERD , TEAL Ie) ES FY) DO) BSAA AARP Les: 

1) WARE ges: 
2) 深厚 (肥沃 ) 黑 人 钙 填 

3) 普通 黑 钙 土 。  》 杂 类 草 - 列 东 草原 
4) BOR 
5) megs 

WAS S5+ IER EM ZS ABA, 就 是 在 平坦 土屋 的 人 条件 下 , 整个 土屋 没有 

碳酸 攻 ; 只 在 腐 殖 层 以 下 才 有 泡 半 反应。 深厚 黑 钙 土 通常 少 有 淋 溶 ; 泡 半 反 应 时 常 较 

高 ; 它 的 特征 是 腐殖质 层 极 其 深厚 ( 深 过 100 厘 米 )。 在 帮 联 欧洲 部 分 东部 典型 的 深厚 

黑 合 土 乱 肥 沃 黑 钙 土 所 代替 ,肥沃 黑 钙 土 土屋 较 薄 ,但 腐殖质 则 更 加 遇 富 。 其 余 的 数 

fo BGG + I RL MAE Eke. ASRS Rt, HE 

GHG EBABE BRE, ARAMARK, SE, BARE ScCSAX. 

GBS tMAA REHM BR, RSA, RBS GZ 100k 

*), -EHABBLL, 通常 已 出 现 微 碱 性 的 特征 ; DAReERR—CREMS Bt 

(BARRE). PETER + LARNER, CR LL RI Re 

DA, 还 可 以 见 到 聚积 -沉积 层 (在 沉积 层 之 上 ); HARPER LAP, 可 能 只 有 

微弱 的 碱 性 ,通常 它们 的 碱 性 或 多 或 少 是 题 著 的 , 过 些 土壤 的 碱 性 是 由 认 吸 收复 合体 

中 钢 的 存在 。 

| 森林 草原 ( 草 旬 草 原 ) 

| 狐 茅 - 烈 茅 草原 D 

1) AM, ERROR KBP BWA, PMLA RSL, MS APR tate 

种 。 B. A. Kennep HRRGLRMACR, RPRRMMEA A HH, EPR, 
B. A. Keanep 7s (tise Cesc AF 4 sb PEAR BS Se 18 FET Re EAA PE EAR A FRE 
兹 且 把 那些 在 粗 成 成 分 中 以 草原 禾 本 科 植 物 坊 主 芷 混 有 大 量 小 个 灌木 CGE, HSE) AHF 

N\BPFRRBR. 和 后 一 类 型 的 植物 笃 聚 , 我 把 它 列 需 芝 询 化 草原 〈 荔 类 - 狐 莎 - 玖 莎 草原 ， 功 类- 狐 东 草 

原 等 等 )。 
淡 票 钙 主 的 北方 歼 种 恰恰 篱 莞 次 化 草原 植物 妈 聚 所 估 有 。 

2) 其 淋 深 的 程度 ,通常 依 表面 混 调 条 件 而 爸 化 , 而 混 油 条 件 则 和 与 中 地 形 和 小 地 形 有 关联 。 

* 10 - 



#6 LT PRAY Set, AY SH, 草原 土壤 的 物理 特性 , TEE SA 
钙 土 上 ,最 适合 亦 植 彼 的 生长 。 在 淋 溶 黑 钙 士 和 南方 黑 钙 土 上 物理 性 质 较 差 ,在 肛 栗 
钙 填 上演 种 情形 更 突出 。 腐殖质 的 量 也 是 从 深厚 (肥沃 ) 黑 钙 土 乱 最 高 ,而 在 淋 溶 黑 
人 钙 土 或 用 栗 钙 十 中 则 都 降低 。 

在 西伯 利 亚 西 部 和 哈 功 克 斯 坦 北 部 也 能 观察 到 黑 钙 土 从 北向 南 的 成 带 性 ， 但 运 
彭 的 重要 差别 是 在 於 不 存在 淋 溶 黑 钙 土 带 ， 兹 且 深厚 黑 钙 士 和 肥沃 黑 钙 土 带 彼 过 训 
所 特有 的 土壤 带 所 代替 ,其 中 碱 士 , 蓝 士 , 草 旬 -沼泽 土 估 优 名 ， 只 有 个 别 的 片 状 或 班 
点 状 的 肥沃 黑 钙 土 〈( 民 .IIL Popmennx 1927), 

”在 外 具 加 泵 地 区 也 能 砚 察 到 草原 土壤 的 过 种 更 替 : PS BSA VE DIE RES 
土 , 再 过 滤 到 少量 腐殖质 的 黑 钙 士 (南方 黑 钙 土 ) ,再 过 滤 到 用 蔷 钙 士 。 在 外 具 加 泵 地 
区 , HUA i RL BATE. 

无 论 从 气候 与 土壤 的 天 傈 ,以 及 从 土壤 与 植被 的 关 傈 , ERS, AL 
区 分 出 土壤 省 (mposmarra)。 过 些 士 壤 省 通常 很 容易 熏 气 候 省 或 地 植物 省 相 吻 合 。 

地 瑶 对 於 气 候 因 子 、 土 壤 和 植 彼 的 分 信 有 巨 大 的 作用 。 可 是 它 对 植 秆 的 作用 ,我 
个 将 主要 地 帮 在 下 面 草原 区 地 植物 学 区 划一 章 中 去 讨论 。 

四 . 草原 无 林 现 象 (besneche) 的 原因 

我 们 来 简要 地 讨论 一 下 关於 草 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的 问题 。 FiBL, ew 

现 了 大 量 的 文献 。 过 一 问题 在 当时 公认 和 坊 是 俄国 植物 地 理学 的 基本 问题 之 一 。 外 

到 现在 ,在 极 大 程度 上 还 保持 着 它 的 现实 性 。 

各 家 学 者 全 提出 过 各 种 极 不 相同 的 因素 来 作乱 解释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 过 ， 
惠 , 我 们 可 以 提出 七 种 相应 的 理 葵 和 假设 。 

1. 草原 无 林 现 象 是 次 生 的 现象 (人 和 起 影响) 的 而 点 。 B. UW. Tames 认 持 过 一 秽 

点 , 王 极 有 力 地 持续 了 数 十 年 。 他 认 篇 不 仅 森 林 草 原 带 的 草 旬 草 原 是 次 生 的 (人 篇 影 

疆 的 ) 草 原 , 粥 且 把 更 南 三 的 草原 的 大 部 分 也 训 乱 是 次 生 的 草原 。 
在 目前 ，B. UW. Tames 过 一 正 攻 观 点 , 认 乱 人 类 的 作用 是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唯一 

原因 #LAS BAT. 

(EES, RES SE CBRE LE ABS B. UW. Tames 的 而 点 (如 A. A. 
Topazsrun, B. A. Kennep, 1. H. Kppimop, B. H. Cyxages, I. VU. IIapreB 等 等 )。 

人 类 在 草原 无 林 现 象 中 的 作用 必须 给 予 注 意 , 但 主要 表现 在 森林 草原 的 北部 地 区 。 
2. 无 林 现 象 是 气候 所 决定 的 现象 的 观点 。 过 一 观点 的 氛 访 者 包括 K. Bop, I. 

再 ，BprcoIKH 首 ，A，Grisebach，A. Middendorff, A. F. W. Schimper 等 等 (参看 工 . 环 . 

Tanusbes 的 著作 ,1894)。 

Schimper (1898) 分 出 三 个 基本 气候 的 植 彼 类 型 :森林 类 型 (Gehalz) ， 草 本 类 型 
(Grasflur) 和 荒漠 类 型 (Wiiste), 薄 且 指出 气候 是 决定 在 大 陆 的 一 定 部 位 内 上 述 植 彼 

型 存在 的 基本 因素 ,在 过 些 类 型 中 ,草原 是 草本 植 彼 的 代表 之 一 。 

e ll e 



FER, Bi PFA AY Se ie, 2 H. Boicouxnh @ 7a RA MMR. 

Plkn , FEE SE BUN RE S R” (1905) eB, T. H. Betconxwit 38 - “AE RR ZUFRRE FE 

的 雨量 不 足 是 草原 地 区 森林 不 能 生存 的 重要 原因 。 .在 草原 上 ,森林 不 能 生存 的 另 一 

重要 原因 是 土质 碱 性 ,但 过 也 是 雨量 不 足 的 结果 "。 工 . H. Botcouxui 在 其 较 晚 出 版 

的 著作 (1927) 中 也 鲸 述 道 :“ 森 林 和 全 具有 潮 温 的 气候 的 地 区 相 联系 着 是 很 题 然 的 事 

情 。 但 过 不 只 是 决定 於 水 分 降下 的 数量 ,在 极 大 程度 上 也 决定 讼 降下 水 分 的 可 能 吏 

失 量 。 狗 而 言 之 ,气候 的 温度 是 决定 於 雨量 和 燕 发 的 比例 ( 郎 降下 的 水 分 (降水 ) 和 和 从 

水 面 囊 失 的 水 分 (蒸发 ) 之 间 的 比例 ); 过 方面 可 以 了 解 到 ,在 一 般 概 括 的 特征 中 ; 连 纺 

的 森林 和 森林 草原 间 的 界限 是 和 雨量 燕 发 单位 的 等 值 烷 相符 合 ; 在 森林 区 的 中 央 ; 平 

均 年 雨量 高 於 由 自由 水 面 失去 的 平均 蒸发 量 , 而 在 草原 区 的 中 央 ， BS Ee A 

A BAI SCRE (A ——_# eH AWECKE SESW EHH=CHE 

ke Basa” . 

AE BBG , SERA BY Hh i FOES TO AEA AR ES ito 

4A WRB ARR, ORK R IR, REL EPR 

Fe AI ZEAS  ASE , BU ARTE RR PK ES J AS 85 SO , BRR AOS RZ BS 

EE, TE BATESC RP ES FES HAY , ERR AAR SHEL, EH 

(在 目前 , BIEREMREAMA AAR REA) RES ARIE 

She, ERA ERS SE , ARP Fl ERIE ES, 河谷 ) 或 底 土 

(RRR A LE SR. 因此 ,气候 学 理论 不 能 充分 地 论 芋 森林 和 草原 在 森林 草 

原 带 的 联系 。 

3 TRIPARTITE TOR ERG RARER, AERA 
lr. HW. Tag 由 gmpeB 4 SA He BS, 狗 在 四 十 年 的 过 程 中 ;他 在 他 的 许多 著 

作 中 ,有 力 地 发 展 过 一 靓 点 (1891 一 1928)。 

在 其 主要 的 著作 之 一 “俄国 植 彼 的 最 重要 特征 "中 ， 工 ， 丙 .IaHdampeB (1902) 

如 下 地 窟 着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 假 如 雨水 不 足 也 可 能 作 篇 我 们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原 

因 的 话 , 那 末 过 仅仅 庆 用 在 年 雨量 小 於 400 毫米 的 南部 , 因 和 起 在 草原 带 的 北部 ,雨量 

i SS GE 500 毫米 );, 草 原 和 森林 相 兹 存在 ,站 处 於 同一 的 气候 人 条件 下 "。 访 作者 区 

矢 指 出 , 黄土 和 黄土 型 粘 二 “除了 含有 碳酸 俩 以 外 , 还 含有 相当 大 量 对 木 本 植 彼 有 宪 

的 氧化 碱 和 硫酸 碱 , 过 可 能 是 碱 士 "。 在 平坦 的 草原 上 , 由於 降落 下 的 大 氟 水 缺乏 适 

当 排 泪水 流 , 土 壤 的 淋 溶 是 困 奖 的 ;而 在 汪 谷 割裂 地 点 ,水 分 远 速 地 找到 出 路 , 兹 带 走 

ROMA, 高 地 ,河流 的 高 岸 和 割裂 的 地 面 是 排除 土壤 中 所 含 对 於 大 革 和 看 

木 有 祝 的 蕊 类 的 最 有 利 人 条件, 同时 也 是 森林 的 出 现 的 最 适合 的 人 条件 ”。 炉 结 来 悦 ， 草 

原 上 森林 的 不 存在 是 由 大 十 壤 和 其 底 土 的 淋 溶 作用 的 微弱 。 

在 他 的 后 期 著作 中 (1928) 他 发 表 了 同样 的 概念 。 黄 士 舍 有 由 富 的 对 我 们 常见 硕 

木 树种 有 第 的 易 深 性 踢 类 ,造成 了 在 地 球 各 处 由 黄土 所 构成 的 .还 未 经 淋 洗 的 地 区 的 

1) BB 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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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R ie Ae, RLS BERRA 同时 ， Stee we eH 

LTS BSS ERS EDA AR, ELMER Ay— 

腐殖质 ; RE PSS SMR S| Re RBA, 黑 钙 土 的 形成 “。 作者 指出 ， 

“假如 在 世 联 的 南部 的 土壤 。 不 是 黄土 和 各 种 黄土 型 粘 壤土, 而 是 砂 士 , BR, FEM 

联 ;, 森 林 ( 估 优 玫 的 大 致 坊 针 革 林 ) 将 延伸 到 黑海 和 亚 速 海 。 

但 是 , 正 像 很 多 的 学 者 所 述 , 帮 联 欧洲 部 分 森林 草原 的 土质 通常 不 舍 有 有 害 帮 森 

林 第 长 的 易 溶性 牙 类 (氧化 物 , 破 酸 世 或 氨 氧 化 钢 )。 甚 至 在 森林 草原 的 土壤 中 ,对 森 

本 无 害 的 碳酸 合 也 淋 深 得 很 深 。 因此 ,除了 某 些 地 方 \ 关 於 过 一 点 下 面 要 谈 ) 遂 到 欧 

浏 森 林 草 原 的 土壤 中 存在 着 对 森林 有 害 的 踊 儿 是 无 必要 的 。 

对 西西 伯 利 亚 来 改 ，B6. H. Toponmkog (1915) 对 於 在 森林 草原 带 范 围 内 草原 地 

段 无 林 现 象 的 原因 ;也 发 表 了 相似 的 观点 。 他 写 道 :“……… 草原 和 靖 原 的 无 林 现 象 具 

有 一 个 共同 的 原因 ,和 屁 木 榭 种 比 草本 植物 需要 更 多 的 水 分 形成 不 利 的 因素 ,也 就 是 对 

-_ 於 本 本 植物 降落 水 分 不 足 。 在 吉水 分 不 足 的 情况 下 草本 草原 (但 不 是 典型 草原 和 什 

荒 算 ;, 那 囊 在 很 多 情况 下 一 般 的 也 是 水 分 不 足 起 着 作用 ) 促使 了 它 的 tbe 

Sub ABBRHRR keer”, 

很 明显 ，B.， H. Toponkos IE RE HBP DR T feel Se Be 1 File OR ees lS et SE pK 

PRA AREA, thee Re UR ae EC, SER AY Ee A ee & , 过 种 乾 

旱 在 很 多 情况 下 , BREE PASRBRHRRAR REM eet. Wear 

RUSE PK Ee eA, WATTS AIA bate, ARBRE, SRT ER 

Baz BoD Via BB sa 5c SAT BBA. 

4, BE Dk FPR 5 Be Dik EB i SS EP OR HE Oe RU 3 FTE A 

PERUSE AE, 草原 无 林 现 象 问题 的 过 种 顶点 的 氛 久 者 是 美国 学 者 饲 依 腊 头 (Vu- 
TeHeh), FEAR HABA AIA LI. A. KocTPEIdeB。 

I]. A. Kocrprqea 42-0 Fi AR SPER (1890), i 

样 地 论述 森 宁 草原 带 中 森林 和 草原 之 问 的 相互 关 傈 :“ 在 具有 大 量 大 粒 砂 的 土壤 上 ， 

我 们 到 处 都 见 到 森林 或 者 找到 它们 存在 的 无 疑 的 痕 趾 。 在 具有 多 小 粒 的 一 切 土 壤 

上 ,相反 地 则 定居 着 草原 植物 婵 系 ”。 

“ 黑 钙 土 北 部 净 界 的 不 规则 特点 只 应 蔷 解 释 和 需 在 过 襄 有 具 租 小 粒 的 土壤 和 具 大 

粒 的 土壤 的 交错 ̀“。 作者 以 伏尔加 河 右岸 向 南 伸 大 很 下 的 广 关 森林 岛 昨 来 作 需 葵 症 

之 一 。 过 一 森林 岛 几 和 范围 内 的 土壤 乱 砂 壤 士 、 砂 质 士 和 矶 石 士 。 

从 森林 和 草原 驮 聚 对 讼 不 同 机 械 成 分 的 土壤 的 不 同 关 傈 ，LIL. A. KocTprqeB 看 出 

来 原因 是 在 於 十 壤 的 不 同 水 分 特征 。 “NB FETA ES PEW, RRA 

生活 遇 期 的 草原 植 彼 可 以 生存 而 不 致 於 死亡 , 那 示 森林 本 身 已 经 不 可 能 在 过 圳 生长 ， 

也 不 能 排 畔 了 草本 植 破 。 息 了 使 得 森林 能 在 过 圳 生长 , 那 就 需要 特殊 的 人 条件 , 泻 些 条 

件 将 在 下 面 加 以 付 述 。 在 普通 的 条件 下 ;, 当 6 月 上 旬 或 7 月 初 ,草原 植物 就 消耗 掉 所 

有 的 土壤 水 分 ;而 那 时 乔木 的 发 育 刚刚 是 开始 全 面 的 生长 。 以 和 后 草原 草本 植物 已 经 

乾 秦 ， 乔 木 的 生存 条 件 也 就 成 需 不 可 能 ;假如 降雨 不 能 使 土壤 浊 泗 到 相当 深 的 士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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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TKAD IR BRD hi CE ALE FBR AY AH A , TRE SARA BE 
Birk ARARE, AM ZAR RRL AHA TE ESE EY BS PE A ELAR BA, 
砂 质 士 和 一 般 粗 粒 土壤 旭 表 现 出 完 公 不 同 的 另 一 种 情况 : 过 些 土壤 不 把 水 分 阻 留 於 
上 层 ,由 於 足够 多 的 夏 雨 把 水 分 供 欠 在 相当 深 上 处 的 土壤 ,因此 ,在 过 样 的 土壤 上 ,植物 
在 整个 营养 期 的 过 程 中 区 得 了 均匀 的 水 分 ……。 EERE LE, Bw 
下 透 到 和 寺 木 根 所 到 过 的 更 深层 土壤 ……。 因此 , 础 质 士 不 可 各 台地 到 处 会 转 避 成 森 
林 土 ,森林 一 般 地 可 以 生存 , 硕 木 种 子 能 会 散落 在 土壤 上 "”。 
但 是 II A. Kocrprqes 更 进一步 地 指出 ;森林 也 可 能 水 渐 估 颌 重 质 草原 十 ,能 把 

HAE Le REA FAL, 
AURORE Se ORE VM. WW. Cnpsirma (1922) @MBR M.A. 

Kocrptqes AiE—WSs, ESE ECR RS Ee - 
ERE: 

“在 本 省 所 有 地 区 上 的 气候 人 条件 是 过 楼 的 ,森林 和 草原 到 处 都 能 生长 。 它 们 的 相 
互 关 傈 也 不 可 能 用 在 土壤 (森林 和 草原 土壤 ) 中 将 和 硕 木 生长 有 中 侨 类 的 不 同 含量 来 解 
A, PRR, EES ER EL, EEE 

“eC SEHR AE EAR EO RES RIE fn UL. A. Kocrames 的 
iia Ri, RE i TEA URL, KET SE BAER LE, TORRE 
先是 定居 在 含有 大 量 大 砂粒 的 相反 性 质 的 土壤 上 ”。 他 和 崔 重 写 道 :“ 底 土 篇 粗 粒 古 兰 ， 
例如 赛 诺 (上 白垩 乞 中 期 一 一 译 者 娃 ) 砂 粒 ,蛋白 土 ;石英 砂 和 海 称 石 砂 及 第 三 志 砂 兽 
等 等 ,以 及 古 冲 积 砂 士 或 是 由 粗 精 构 的 古 岩 形成 的 崩 积 物 ,在 过 种 底 土 的 地 区 是 成 片 
的 森林 5。 冰 滞 物 在 合 期 的 作用 中 ,提供 了 和 灶 粒 的 、 机 械 成 分 接近 攻 黄 土 的 送 物 的 圭 
HE, LUG ADRS ER”, 

(OS, “EAE EDO AE MAO MOR ERE ER, 
URE EH”. VW. 1. Copeiran 在 前 面 提出 的 著作 中 ， 列举 了 
无 数 事实 ,来 花 倒 他 的 上 述 花 点 。 

过 位 作者 也 指出 ,他 所 研究 的 奔 节 省 的 地 区 ,直到 现在 冰 是 森林 和 草原 问 等 的 舞 
4. Hye VW. VW. Cnppiraa 的 意见 ,森林 的 移动 是 起 自 西北 、 北 及 东 。“ 渤 种 森林 的 带 
移 , 部 分 是 到 步 向 前 的 ,而 部 分 则 是 跳 蹈 式 的 ,通过 种 子 , 传 播 到 下 地 最 适宜 亦 森 林 生 
长 的 地 点 ,例如 ,分 水 路 止 地 ,具有 地 下 水 露出 的 冲 沟 坡 地 上 , 砂 地 和 一 般 天 粒 岩 石 圳 
pH ASH 
RE MUE HOES —, T. H. Beconkul SHORE 

现象 基本 上 保持 气候 理 葵 的 ,但 是 他 也 提出 了 接近 於 上 面 所 提出 的 U1. A. Kocretes 
和 WU. UY. CIpPirHa 的 观点 的 概念 。 

T. H. Butcouxuit (1927) 在 草原 带 ( 饥 克 苦 合 域内) 中 由 於 地形 ,使 森林 扩张 的 三 
个 形式 中 也 指出 “在 草原 带 过 滤 到 森林 的 第 三 条 路 线 需 森林 在 砂 质 和 石 质 土壤 上 的 

1) 作者 用 政 排 字体 (在 原文 中 是 和 到 体 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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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 H. Botcouxni 强调 指出 , AOKI eA (cooupatenb)”, 

eames 245 _L in Pree ay II. A. Kocremes 和 WH. VW. CappIrHH 的 者 点 是 一 

般 性 的 话 , 那 末 我 们 还 可 以 提出 无 数 反 对 的 论点 。 实 际 上 在 草原 地 区 ,我们 可 以 找到 

RAR REM AEA EA LESAR RR, WEBBER LAER KES 

+, WRF, wee ROK SA Rae a LAS ASR, thee ee 

BHA Rms, Wi, EM>-AFRR Se R-US-Os Bee 

南部 , AOAC Fh AS A AT A eK (orecKH) 仅 是 在 低地 出 现 [ 以 草原 小 片 林 

(KOJIKH) 状态 出 现 ]。 但 在 杂 类 草 - 狐 茅 - 玖 茅草 原 的 印 围 内 ; 乾 谷 小 片 棕 林 通常 集中 

tpee, RRMA WRAP a tH, Him, BSKUHKRSRMRKEAEA 

MR AME. HAR pe eK Ia S RHR RTE EAH EL, {6 

是 在 森林 草原 的 和 范围 内 ,所 有 的 砂 质 和 砂 壤 质 土 地 和 大 部 分 的 矶 质 土 地 息 关 业 林 ( 橡 

KE), 混交 宁 ( 松 - 橡 混 交 林 ) 和 松林 所 估 有 。 因此 ,在 森林 草原 中 ,在 具有 轻 质 士 壤 的 

一 切 地 点 都 是 适合 森林 的 地 方 , 首 先 应 亦 癌 ,在 更 重 质 的 王 质 ( 粘 壤 士 和 粘 二 ) 上 仅 是 

HD HBT, MARSH DRE RH, CULAR RES. 

GE LPR RMA AB), ans M1. A. KocrprqeB 的 理论 没有 完 人 至 解决 草原 无 林 

原因 的 问题 的 话 ， 那 末 志 一 理论 还 是 正确 地 注意 到 在 草原 区 中 较 轻 质 土 壤 是 有 最 大 

APRA ERE (zecorpHromHocTP , 

多 草原 无 林 是 和 地 形 ， 是 和 草原 的 平坦 性 〈pPaBHaHHocTP) 有 关 的 观点 ;而 草原 

平坦 是 会 引起 草原 排水 不 良 现象 。 过 一 理 花 首先 是 在 北美 篇 一 系列 的 学 者 所 提出 来 

的 ;如 烈 克 列 (Jlexepe), BRR (Yuser) 和 恩 格 利 马 (Engelmann), RAR 

RRR, 过 一 理 葵 的 拥 访 者 篇 A. H. KpacHoB， 他 基本 是 根据 上 述 美国 学 者 的 理 

论 。 

A. H. Kpacnos 在 其 关 壕 草原 问题 的 一 些 早 期 的 著作 中 ,如 “ 波 尔 塔 筷 省 植物 读 

的 资料 "(1891) ,他 狂 述 了 上 述 美 国学 者 的 观点 后 ,他 是 过 样 来 描写 “ 南 俄罗斯 ”草原 

的 : “过 些 草 原 从 第 一 眼看 来 , 是 和 美国 学 者 的 记载 和 解释 有 很 多 相似 点 ,他 们 的 记 

载 和 解 秩 看 来 是 完全 可 以 应 用 到 过 些 草原 上 去 的 。 BRESMLARS MELA 

树木 ,覆盖 或 多 或 少 平坦 的 分 水 内 和 绥 坡 ,而 对 森林 来 悦 , 假如 我 们 把 冲 沟 和 河谷 除 
处 ; 那 未 森林 则 分 佑 在 疏松 的 砂 壤土 上 ?> ,或 者 分 人 在 高 而 排水 良好 的 河床 以 及 河 右 

岸 跌 入 河床 的 冲浪 "”。 他 接着 写 到 : 在 平坦 的 分 水 周 上 ,在 细 粒 的 黄土 型 底 土 上 ,我 

个 遇 到 黑 钙 土 草原 及 其 典型 的 植 破 。 过 些 现象 不 可 以 单 用 气候 一 个 因素 去 解释 ”。 

A. H. Kpachos 根据 他 自己 对 波 无 省 霍 尔 利 斯 克 县 的 而 察 以 及 HEopHcak 教 

授 在 哈 尔 科 天 省 的 兹 米 狗 夫 斯 克 县 的 鞠 察 ,提出 过 样 的 观点 : 草 旬 - 沼 泽 特 性 和 鲁 是 草 

原 以 前 的 主要 特点 ， 黑 钙 土 是 现代 气候 人 条件 的 跨 象 , 是 乾 旱 化 过 程 中 的 过 渡 环 节 ;而 

—_— 

1) 根据 T. H. Buicouxaili ee A, ZARA See BART: 

SS— , PB VATA Ss — . URE-B AAT. 

2) A. H. KpacHoB 7(ba Anyi 48% pA Tl. A. Koctaives, fT. H. Beicouxui OeMaHA I. 

H. Tandesbes aye ll Bear gka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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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n ABE, ESE LAL EN 
A. H. Kpacnos 一 直到 他 逝世 之 前 , MACH, (ER TUUR ESET. 例 

如 ,在 他 最 传 的 著作 之 一 “自然 地 理学 省 诗集 "一 书 中 (1910) ,关於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间 
题 ,他 是 这样 写 到 :“ 有 些 地 点 (有 森林 的 地 点 一 一 妊 考 址 ) 是 在 排水 良好 休 件 的 地 方 ， 
在 过 征地 点 上 ,土壤 的 淋 洗 和 淋 溶 作用 过 到 深层 , 也 有 些 地 点 ， 雨水 能 很 快 地 需 士 壤 
所 鹃 收 ,下 透 到 很 漆 处 3。 在 我 们 的 地 区 , 那些 地 则 仅 定居 着 森林 , 其 根 的 活动 连 生 
了 所 请 的 棕色 森林 士 "。“' 在 排水 条件 较 乱 不利, 下降 的 少量 雨水 仅仅 下 还 到 土壤 的 
一 定 深 处 。 在 我 们 草原 上 ,春天 常常 是 不 可 通行 的 洪 泥 ,其 才 面 通常 沼泽 化 ,在 辫 俄 
RF HT RGR, ERS, 春季 混 泣 层 也 释 得 乾燥 , 而 这 一 所 请 死 乾燥 
层 , 不 用 静 , 是 不 能 溜 得 水 分 的 。 土 直上 层 的 土壤 水 和 地 下 水 之 问 有 一 层 乾燥 层 。 生 
一 层 胃 三 深 根性 硕 木 的 生活 ,同时 它 划 出 了 由 土壤 上 层 淋 深 固 物 下 透 的 界线 …'…。 过 
训 的 土壤 在 春季 表面 强烈 沼泽 化 和 在 夏 未 不 能 混 润 到 够 的 深度 ， 过 种 条 件 台 大 木 是 
ARIMA AEA AH, EP, ET 

ABAARRR, A. H. Kpactos ERERILT SRAM ATER. Be 
Pe NDE Bie AL ES EA ROSE BEACH MK, ARH AP 
SHAG 75 Je DUR D> eK ihn Ze FE A ATT OH, PHS, EL) 
Hr PeP SEP RL ca) EH (ILE) AEE 
但 是 A. H. Kpacton 关 艾 森林 和 草原 对 地 形 不 同 关 傈 的 解释 咽 蔽 认 乱 是 不 成 

功 的 。 对 於 阻 硬 森 林 在 黑 钙 士 上 生长 ,在 春季 草原 士 壤 上 层 那 楼 比较 短 时 间 的 强烈 
意 泗 是 完全 微不足道 的 。 按 照 工 . 吾 .BpicorgrE 的 意思 ,过 圳 起 着 极 大 作用 的 是 死 

乾 爆 层 的 存在 ,在 草原 土壤 中 泡 的 存在 主要 是 由 於 气候 原因 (蒸发 强 而 雨量 不 足 六 

在 森林 草原 带 平 原 地 区 微弱 的 成 林 性 , 正 像 我 们 下 面 看 到 的 ,显然 和 A. H. KpacHoB 

所 主张 的 原因 不 相同 。 
6, AS EE A AA A TL PA RS, SA PO 

的 森林 的 扩张 还 未 千 束 。 汉 一 枫 点 在 俄国 是 C. 开 . KopykeHcka lasik 
1891), BER ARIS ek (RE-USE Un FS - ) 的 无 林 现 象 ， 他 
FARR BARRE (EAL TERRA ELI AG SRR BEAR PALER, HAR BR 

生长 。 C. UW. Kopmxenckni pHi, i238 “草原 植 彼 和 森林 植 彼 到 处 都 可 以 生长 ; 在 

森林 至 系 和 草原 堆 系 互相 接触 的 地 点 , 雯 强大 和 完善 的 森林 本 系 排 述 着 草原 驮 系 ; 因 

此 ， 草 原 粳 物 区 系 仅 仅 保 存在 森林 还 来 不 及 伸 太 的 地 厂 或 是 森林 的 发 育 遇 到 不 良 的 

外 界 休 件 的 阻 丰 的 地 方 。 因 此 ,和 森林 和 草原 地 区 的 分 佑 不 是 决定 於 气 候 因 素 , 而 是 一 

方面 决定 於 和 森林 和 草原 问 生 存 辣 等 的 人 条件， 另 一 方面 决定 於 过 一 同等 过 程 的 历史 因 

“再 纺 结 起 来 悦 ， 森林 草原 带 内 森林 和 草原 圭 系 的 分 做 饶 不 是 决定 气候 , 也 不 是 

决定 於 当地 的 地 形 特 徽 , 双 不 是 决定 於 基质 的 本 性 和 特质 ,而 仅仅 是 决定 於 相 互生 存 

1) 着 重点 是 A. H. KpacHoa 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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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 REE ANSE 

过 样 看 来 ,按照 C. WU. Kopxencxnit py 3p 5, EPRI PY, SURE CRIES 
BAMRMAR, GR RMR T SH RSE (oOnecenne) 过 一 过 程 逮 

AER : BKM AA HK —_ BWA AR yh SAB. 

C. Vi. Kopxencxnit SARS, 森林 和 草原 分 佑 之 间 的 关 傈 ,一 方面 否定 

了 地 形 人 条件 ; 另 一 方面 也 否定 了 基质 条件。 正如 前 面 已 经 讨论 过 的 ,过 样 第 和 统 地 否定 

过 些 关 傈 的 存在 是 不 正确 的 "。 

森林 草原 带 中 森林 和 草原 相互 关 傈 的 遇 期 EERE. FELT AR, EES I poc- 

ceT $B HH AE DRAG HER 永明 森林 草原 带 中 森林 和 草原 的 相互 关 傈 。 | SEABED 
Fi PEER (HHKJIqecKag THIOTe33a) 。 

过 一 遇 期 性 " 斤 改 的 氛 访 者 们 指出 ,假如 在 南方 草原 带 , 森 林 驮 聚 照例 灶 择 了 具 

有 高 混 度 和 淋 深 性 大 的 土壤 的 地 点 ,也 就 是 属 , 水 分 的 不 是 和 蓝 分 的 温 多 含量 过 两 个 

因素 话 蔷 韶 乱 是 无 林 的 原因 。 但 是 ,在 森林 草原 带 的 范围 内 无 花 是 土壤 和 底 土 ,或 是 
气候 和 地 形 人 条件 都 不 阻 看 森林 的 定居 , 那 襄 却 有 草原 存在 。 TATE ERE AY 

对 点 ;过 一 事实 指出 在 森林 草原 带 , 土 壤 - -气候 气 悦 是 完全 无 根据 的 

” “也 同样 了 解 到 , 柑 林 是 森林 草原 带 中 的 唯一 典型 成 份 re ee 
RRA RARELY A ARS, ee EA ie : IMTS 

RRB 8 AER th RA RE, Eo BS LRT ss 

一 点 。 

过 一 据 悦 的 拨 久 者 过 样 来 描述 森林 草原 带 中 森林 和 草原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森 林 逐 

渐 排 畔 着 草原 植 彼 沙 使 黑 钙 土 退化 ,逐渐 把 黑 钙 土 释 成 或 多 或 少 的 亦 化 森林 粘 壤土 ， 

IFRS, PSE BEA A SRK Kit) ARERR. RRS 

FET PREP AT ESR OR 5 E_E 5 BEY Hh or A ERR RR LE, 

ia BR , fie SEK SS RE I) AEE AAI OE, ERR 

Phe FF E— i HEH SE FEAR Eh, RA ERE , RIA ARR, MISE 

ASL, MAI ARSE, EKA TS, UR ISRO ALS Ke 

£5 SSSA BR). 

PIF) BELA ABR PRT EME BE IM RAE A ESR ESE, 

Ze i Bede th AS SLL , PES RAY ie: 在 所 有 的 森林 草原 带 内 ， 土壤 是 

在 森林 和 草原 植被 的 释 换 影响 下 逐渐 形成 的 ; 因此 , 在 森林 草原 带 的 和 范围 内 ， 於 森林 

和 草原 之 问 的 连 夭 交替 分 伤 的 地 区 ,和 柠 林 和 伍 草 原 的 一 般 比 例 是 不 悉 的 〈([. 9. Tpoce 

ceT, 1930), 

1) C. H. Kopxencxnit (1901) fifth wyatt ae , “BADE De Repk BARR” Hn FS SS: “ABE AY, SEE. PEE 
TAYE SE TS AS ATE”? . “ESR PSEA ER BAA , FESS, Be BE Fh 

形 , BAM ESE EEE, West, BALE TRB Hh ay Ese, BES = fe FA KA’. 
C. VY. Kopxkenckmit skeet ay Ra FRR A AA ~S  d y D  TE B AEE BA  B S 
化 。 辐 睹 ， 关 大 森林 在 森林 草原 带 中 的 现代 的 分 伤 ， 他 指 外 SMEAR REEDS ATHY Bs PR RE; 因 需 

BE TRAD SAR TR PREIS SIS Be A DS PE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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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 AR Je Le SUH SE , FE BR PKS J ASH BRK A Be A OB a Sa 

特征 : 随 着 植 彼 发 育 的 周期 性 ,土壤 就 有 时 退化 ， 时 进化 。 过 一 点 也 就 介 明 运 一 所 

Be RE” 

由 上 述 的 一 切 可 以 看 到 , RE” RES MME, Eee 

内 现代 的 气候 条件 是 不 通 共 森林 的 成 长 。 但 是 在 过 种 气 悦 的 某 些 拨 访 者 的 著作 中 透 

露 了 过 样 的 思想 ， 假 如 草原 的 现代 〈 气 候 性 的 ) MORES Rae ae Pree ae, HS 

末 , 运 些 草原 的 以 前 无 林 现 象 仍 然 不 能 得 到 悚 实 。 其 至於 提 出 了 少 有 根据 的 假发 ,在 

比 现 在 轼 乱 潮 混 的 后 冰期 上 时期， 南方 草原 的 现代 地 区 在 相当 大 的 程度 上 入 是 成 林 的 

(I. 9. [poccer，1934)。 过 些 就 是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主要 理论。 

上 面 所 提出 的 、 用 以 解释 草原 无 林 所 假设 的 大 部 理论 和 所 襄 看 起 来 是 相互 矛盾 

的 。 而 实际 上 ,如 果 B. 开 ，IamseB 确认 乱 大 部 分 的 草原 是 砍 生 (人 篇 影响 的 ) 起 源 ， 

那 末 其 余 大 部 分 的 学 者 则 都 训 篇 草原 的 无 林 现 象 ， 甚 至 是 森林 草原 带 大 部 分 的 无 林 

现象 是 原始 (原生 ) 现 象 。 

如 果 属 ,部 分 学 者 提出 以 气候 来 作 篇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基本 原因 ， 那 末 很 多 著名 的 

草原 学 者 则 讽 需 本 现象 的 基本 原因 是 土壤 因素 。 在 拟订 草原 无 林原 因 是 土壤 因素 的 

学 者 中 ,也 没有 芋 一 的 意见 。 有 些 学 者 (上 . U. Tanbunpes 等 等 ) 指 出 土 坊 的 化 学 性 

估 首 位 ,而 另外 些 学 者 (例如 ,IIL. A. Kocteies, UR A. H. KpacHoB 的 部 分 碳 点 ) 

相反 地 指出 土壤 的 物理 特性 。 ent C. WW. KopxzeHcKHE 和 特别 是 “ 遇 期 性 "假定 

的 氛 久 者 否定 森林 在 森林 草原 带 与 地 形 , 底 土 ,土壤 等 等 有 关 傈 的 分 佑 规律 性 , 那 未 ， 
其 余天 部 分 的 学 者 则 都 主张 过 梯 规 律 性 的 存在 。 

仍 乎 每 一 位 提出 某 些 解释 草原 无 林原 因 理 论 的 科学 家 ;都 是 卓越 的 学 者 ,他 本 身 
熟悉 草原 区 的 某 一 部 分 。 毫 无 疑问, 每 一 位 学 者 都 正确 地 指出 了 一 定 经 验 的 规律 性 ， 
但 在 其 草原 无 林 的 理 花 中 ,他 们 把 过 些 规 律 性 爸 成 教条 。 

因此 ,第 攻 地 否定 过 些 理 花 的 相对 的 意义 ,如 “过 期 性 ”假定 的 氛 久 者 所 做 的 那样 
是 不 尤 许 的 。 伦 乎 其 中 的 每 一 个 理论 都 是 凌 理 的 一 个 环节 。 在 目前 的 主要 任务 不 是 
否定 每 一 个 理 花 ,而 是 解决 各 些 理论 的 矛盾 。 

在 所 有 不 同 碳 点 的 过 种 交叉 中 ,首先 可 以 作出 过 样 的 结论 : 
1) 当 分 析 草 原 无 林原 因 时 ，, 不 能 局 限 放 任何 某 一 个 因素 , EPR RAR 

泛 的 因素 ， 必 须 注意 在 草原 区 的 某 一 部 分 对 森林 扩张 有 利 的 或 是 阻 研 其 扩张 的 因素 
的 整个 复合 体 , 以 及 过 些 因素 的 相互 关 傈 。 

1) eS RATT a A. A. 3apanHIIHH AXE —“ 

FREE TED AE? (1936), TEXE—- PIRATE AE. FETE — POE Ze si TS DAE”? Re 

ie HE MES PA BOS EPA EE Dit TERK BEE De A A. BT HE: 
A. A. 3aBaHIITBH ty eesti iT Ze“ IE ERR RHE aS A. ESSE , EL 

eee ee eee “Wp TE A oe”? a A 

“AS AERO FS FETE ERY” . fb BGS SR; “e+ LR SE BR A EE Ly SE 

上 可 以 恢复 的 话 , 那 麻 ， Sree 上 壤 在 或 多 或 少 的 程度 上 , ESET A AA BI BE 

PHA, 它 将 是 新 的 具有 一 系列 其 他 特性 的 二 壤 , 竹 些 特 性 是 在 蜗 灵 肖 程 HEA”. «He EAR, FEE 
种 情况 下 ,土壤 的 发 育 ,可 能 不 是 “循环 ” 式 , 而 只 是 “螺旋 ?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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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RE ice pice tice aia ce ali 无 林地 段 的 基本 原因 是 

气候 条件 ( 在 强烈 蒸发 下 的 雨量 不 足 )。 二 是 大 多 数学 者 的 意见 。 甚 至 很 多 学 者 对 北 
“ 方 草 原 的 无 林地 段 原因 提出 其 他 原因 ,而 不 是 气候 原因 ;但 对 南方 草原 他 们 让 需 阻 瑟 
森林 分 作 的 基本 原因 是 气候 人 条件 (CC. UW. Kopxuncxni, B. H. LopomkoB 等 人 )。 

但 是 就 是 对 南方 草原 来 悦 , 也 必须 注意 底 土 的 特性 。T. U. TaaampbeB 是 十 分 正确 ， 
他 礁 训 假如 莓 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的 底 土 不 是 黄土 或 是 黄土 型 粘 壤 士 ,而 是 砂 士 , 则 会 向 
南 偶 进 到 相当 入 的 南方 ,即使 不 能 成 需 连 续 不 断 的 森林 , 也 将 成 需 大 片面 积 的 森林 2 。 
实际 上 , 沿 着 河流 的 砂 质 阶地 上 ,松林 和 棕 - 松 林 伸 进 到 南部 很 带 的 地 方 ; 例如 ,在世 
联 欧洲 部 分 沿 着 顿 温 茨 河 从 乎 直到 申 估 欧 山 ， 而 在 苏联 的 亚洲 部 分 沿 着 额 泵 讲 斯 河 
〈 断 续 地 ) 到 过 塞 米 帕拉丁 斯 克 ( 在 和 后 一 种 情况 下 , 一 直到 过 乾 爆 草原 和 个 荒漠 )。 浪 
谷 (Galipaynbie) 梯 横 小 闭 林 在 杂 类 草 - 狐 茅 - 羽 茅 草原 亚 带 中 通常 生长 讼 或 多 或 少 的 
BAL ANEE REA REE KL LMA wea) RA EL, 

只 有 在 乾燥 草原 或 狐 荡 - 玖 茅草 原 亚 带 中 , RASA, 草原 植 彼 在 不 同 
pie (HELL, 包括 所 有 中 间 类 型 ) HEEL, 从 乎 都 有 连续 不 断 的 分 
做 。 

3, 在 森林 草原 带 内 ,森林 和 草原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傈 过 到 了 最 需 复 杂 的 程度 。 过 圳 
的 气候 条 件 实 际 上 是 尤 许 森 林 和 草原 生存 在 机 械 成 分 以 粘 士 和 粘 壤土 需 主 的 土壤 
上 。 其 次 我 们 看 到 ,在 森林 草原 带 中 ,影响 森林 和 草原 相互 关 傈 的 是 有 极其 不 同 的 因 
素 , 在 大 多 的 情况 下 是 土壤 人 条件 。 但 是 在 分 析 森 林 草原 带 办 森林 和 草原 相互 关 傈 了 时， 
HESS RARE, HELE, HERRERA, EBA, 
SRE RE RAE HSL PARKES RS, RRB RAR 
森林 ,或 者 完全 没有 森林 。 TSE —PEP ERS PY HER SESE AR PRA AE, 
HE, GRWAMKLER ARLE MA HR, IEMA ADIN, MLAS, 
条件 已 下 不 都 是 最 通 宜 的 。 汪 种 情况 特别 存在 讼 森林 草原 带 的 南部 。 ARR 
林 草 原 带 的 森林 植 彼 条 件 当然 是 劣 於 森林 带 的 人 条件。 或 换 句 话说 ,只 然 气候 人 条件 不 
是 引起 森林 草原 带 无 林 现象 的 决定 性 因素 ,但 它 成 需 过 种 现象 的 背景 ,在 过 个 背景 上 
其 它 因 素 发 生 作 用 。 过 些 因素 主要 地 和 需 一 系 烈 的 土壤 因素 。 在 森林 带 的 范围 内 , 土 
壤 因 素 已 经 不 能 引起 草原 的 出 现 。 

现在 我 们 来 比较 详 交 地 分 析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内 ,森林 和 草原 的 相互 关 傈 。 我 下 
面 提出 一 系 烈 的 问题 TE RE 

1) 森林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的 分 伤 是 否 存 在 地 理 上 的 规律 性 ? 或 是 森林 的 淖 稻 分 
ie AEA EH 2 

6, BGR PEER UIE ES, ECM ER, EME 
AVIS, TSMR KTR (AIRE -EGK) 包括 着 布 烈 谢 的 较 南 部 (无 云 杉 或 是 具 

1) 工 . H. Ta 由 npeB (1928) FSM LRAERLARER ALL, CARRS LG 

KGBERA REPRISE, SNES FEE, BAHL HK RA RAKED, RR RK Ret 

BADE. UMKDHEAREMATASRAR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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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OBE?), 在 过 一 地 区 的 范围 内 , PAA AR AREER ua eT A 

(部 分 地 生 有 镶 耳 概 )。 在 更 这 的 东北 地 区 ,过 种 森林 带 (moroca) 由 关 革 -对 革 林 的 

南方 界限 向 南 延 伸 ( 闪 乎 过 勤 苹 夫 , AD, RB, thr, 威 尼 夫 , BBW 

RV). WARN , aK SKA AAA A, 在 伏尔加 河 的 右 

Ee BMA A BAER RAMS, DRE HERSEK. ERM 

Thy ES HEA Se AN , EK ee ES A a”, CER Yay Ze Ee, EK 

mAh AZ) AS iy Ae. RS ARS By (ARG H. VW. Kysnenos 的 地 植物 

学 图 ,第 14 ae), RK AMARA EES BIS A ee AE RE PT 

AR, AWOR, Wein La RRBRHS BSAA aRwUeS 

地 。 ULE RR MME Ee ERE ORHWRMS RSA, Ree 

GE Bish 2 EEE) RBAG RABE AEA, BIR ES Fle, 

aR , “ald YL” eet BE we A IE EY , HY EE PR SE PAE He 

Hg SR er A AN ana FE APY ee IE RG eS BE Pe EB AF) 

42 Fa PA Fae , MEP ERR UR DE TE eee A, 

FE RAT ERUN ER BIBER Die A 6 PS (feel BE PK a FB) EB RA it, 

RE — EN BUEN WATER RAKE SR BER FP OB He hs BY Se ey Ae SEI) 

冲刷 的 地 区 。 Pilko IR — A ARG BE FB a 1H) A BR BS BH 

je HONDAS hae ee RRS SHR, 在 德 盟 伯 河 左 方 支 

Ye 〈 帮 拉 河 , 普 肖 尔 河 , 沃 尔 斯 克拉 河 ) 的 流域 , RSA eA, RSE 

全 没有 森林 。 森 林 出 现在 更 东 的 中 俄 高 地 的 南部 秀 围 内 。 i, Ae RHR 

片 森林 延伸 在 沿 着 德 瘟 伯 河 的 上 述 支 流 的 右岸 。 RETA RA, Ble a ay Ae eH 

区 ,成 林 性 极 篱 不 显著 ; BREA RED 在 谓 南 斯 友和 沃 隆 镍 什 省 的 范围 

内 , ESA E AP ae 78 be GS a 1 Se a ae Ek TS , A Ar BR kB 

JRA oA ARP IMA Lie, See RUE RK AR A FAAS ZH GER 

BK)” FUG Be HH oe PAE [Fe A SEK (Poul) |, EMD SE -KRISTT 

BRAKES AAS FARBER , RY THEA AD HL, Re & A BLK EIS TTR DAE 

UCHR ay Pa RHE, ECR a Eh, Se HE EE 

i RE ASA GEER AAA AS). 在 伏尔加 河流 域 ,主要 大 片 样 林 集中 在 森 

林 草 原 的 北部 和 中 部 5 

关 疼 森林 在 森林 草原 带 中 的 过 种 分 伤 的 解释 ,将 在 下 面 加 以 钱 述 。 

2 .森林 草原 带 中 森林 和 地 形 是 怎 赚 的 并 全 
运 种 关 傈 是 一 定 存在 的 , 它 早 篇 学 者 所 确定 ,主要 的 是 篇 A. H. Kpacuos, P.M. 

TaH 中 HuIpeB 等 人 所 确定 。 过 种 关 傈 特别 在 森林 草原 的 中 部 和 南部 表现 得 更 明显 。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内 前 面 所 提 到 森林 最 多 的 地 区 是 最 高 的 地 点 ， 训 刷 均 沟 地 区 联 

系 着 。 而 相反 的 ;在 平原 的 地 区 和 带 有 平坦 和 不 切割 地 形 的 地 区 内 ,是 成 林 极 差 的 。 

1) 施 伯 夫 森林 已 普 位 人 於 订 草 - 狐 莎 - 列 莎 草原 亚 带 的 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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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T _Lvtee koe RRP S BO Hh SR I Sh RAH, AH 
AY, PRP SAH ETA, WB SBYR-D Tp MATHER, APS RATA RE 
He EA Tit LE HEA se) , 唐 波 夫 低地 等 等 。 此 外 ,在 森林 草原 ,所 有 一 般 地 都 篇 
粘 壤土 的 平原 阶地 森林 很 少 或 是 洒 乎 完 公 没有 森林 。 

关於 关 革 林带 和 森林 草原 带 范 围 内 森林 和 草原 分 信 之 间 之 相互 天 傈 JT. Hpa- 
CoHOB (1934) .提出 完 公 相似 的 观点 。 “森林 草原 [在 这 儿 森 林 草 原 是 理解 乱 在 发 生 
上 G3) 是 森林 草原 的 并 革 林地 带 一 -著者 赴 ] 在 奥 卡 河 、 伏 泵 加 河和 加 轧 的 左 方 
支流 的 系 菊 内 主要 地 生长 在 较 高 和 较 制 裂 的 部 分 ;表面 有 基 愉 的 露头 , 写 环 绕 着 需 粘 
性 冲积 士 所 覆 董 的 低地 平原 。 因此 我 们 看 到 森林 草原 在 奥 卡 河上 游 的 中 俄 高 地 ,以 
SA, He, 塞 兹 兰 河 及 其 他 河流 系 攻 的 伏尔加 河 高 地 向 南 推进 得 很 速 ; 
越过 伏尔加 河 ， 森 林 草 原 估 据 着 由 伏尔加 河 及 加 忆 河 的 较 小 支流 的 所 割裂 的 彼 尔 姆 
Bit Be, CAAT, BE, 白河 , BE BALE ES hr 
ATE, AR, RADAR KAM PRPREBRERB RK, RAKHI 
PALER TE SES MEIKE SL”, eR. “ERE 
Fs, TAT AS A Dy FE HC A A SR Eh SG, Bild, FEDER 
HSER BR, TE TG AL SER, DAR EME BS TT, SET ID 
河流 域 和 在 克利 亚 兹 马 河 流域 的 尤 里 也 耶 区 内 ”。 

西伯 利 亚 西 部 森林 草原 就 其 地 形 特点 来 脱 也 是 平原 和 低地 ， 除 了 最 北部 森林 连 
结 成 大 片面 积 , 汪 驯 森 林 不 能 形成 大 片 ,而 是 成 需 分 散 的 小 片 浆 林 。 

FESS, SEAR AHEM AA ,通常 具有 者 渍 十 及 其 衍生 的 土壤 ( 蓝 士 , 碱 
+, BE, CES, BURG, RBS). 正如 很 多 研究 家 
(T. WH. Monos, 1914; K. K. Texpottu, 1926; A. VT. Bumuucxns, 1924; K. I. 

”Topmeaama，1927) 所 指出 的 ,过 些 平 原 在 发 育 上 重 经 过 了 三 个 主要 阶段 : 1) Ao 
Bi BSG he, 2) 碱 士 和 或 多 或 少 碱 化 黑 钙 土 估 优势 和 3) 觅 碱土 和 或 多 或 少 脱 
Pi BPG KER. 

FESS HERA RMA AKABKAMERRER AAR RE 
居 在 蹇 地 地 形 附 近 ,土壤 是 股 碱 士 。 

但 是 应 访 指 出 , 在 森林 草原 中 花 不 是 所 有 的 冲刷 地 区 都 生长 着 森林 (正确 地 襄 ， 
现在 是 爸 质 黑 钙 土 和 森林 粘 壤 士 )。 显 然 ,森林 逮 来 不 及 估 据 所 有 具有 明显 表现 的 冲 
沟 地 形 的 地 段 。 

3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中 森林 和 士 壤 的 机 械 成 分 的 天 保 如 何 ? 
。 党 上 面 概述 草原 无 林 理 葵 时 ,已 经 说 过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中 , 具有 轻 质 土壤 ( 砂 质 

sh, ROME FUE) BY TAS HR BRK A BK, RR PES OR) BR, FES HE 
5 PS , WOE , BR AT BH Ep eH 

EGE MER EEE, SAE eM ETO EN, 
ESD Bh RAS EERE, ETE CEPR HS rp PRS 

史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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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 BRAS TERE PAS DHA PEO ERE RAE ET SBA, FEBS 
地 质 时 期 ,在 森林 草原 带 的 范围 办, FRR AB, 3D a 
膛 这 未 结束 。 过 种 森林 化 过 程 它 首 先 发 生 在 最 高 和 最 受 冲刷 的 地 段 和 较 轻 摘 的 土 
i$. 

RPS ALARAM ME, SERN: ARRAS, 因此 
fy BIKE ASK AREMLBSS, EAL pases 
MRK RSE ARR EDM LS, CASSETTE JE 
如 T. H. BeicorgHE BRB, P-L KD ROAR 
AE AE SHEM BARKS EES Mw SR RB RMRSA 

Ai, 例如 ， 在 伏尔加 河 区 高 地 (IaBHx 根据 JI. C. Bepr 1936) taxi (LP. I. 
Maxop,1926; E. M. Jlaspenxo, 1926) 确 定 了 过 种 关 傈 。 其 次 ,高 地 地 区 自然 地 有 吾 
烈 冲 刷 。 下 列 情 况 便利 了 森林 沿 冲 沟 的 定居 : 1) 在 冲 沟 的 坡地 上 出 现 有 志 轻 丑 的 基 
岩 , 就 是 在 森林 草原 的 条 件 下 , 过 种 坡地 上 上 比 在 粘 士 和 粘 壤 士 上 更 易 坊 森林 所 定居 ; 
2) 冲 沟 的 底部 及 其 北 坡 和 部 分 的 西 坡 比 平原 位 奸 具 有 较 混 润 的 小 气候 ; 3) ERE 
地 ,有 浴 出 地 表 的 地 下 水 。 因 此 ,由 於 很 多 原因 ; 冲 兆 比 平 原 地 区 更 适宜 评 森 林 。 

森林 开始 定居 放 冲 沟 , 逐 渐 地 侵 太 以 前 震 草原 所 估 有 的 冲 沟 间 的 分 水 风 。 假如 
没有 人 类 的 活动 , 那 未 ,森林 也 水 渐 地 扩展 , 吧 然 不 会 估 有 和 森林 草原 的 至 部 ,也 会 估 毛 
森林 草原 地 区 的 极 大 部 分 。 

现在 要 回答 过 样 一 个 问题 : 在 德 沁 斯 特 河 和 伏尔加 河 间 的 地 区 基本 是 属於 森林 
草原 带 的 中 部 和 南部 ,在 过 一 地 区 ,森林 的 存在 是 决定 於 何 种 原因 ? RBS EH 
题 的 唯一 解释 是 在 於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分 做 着 的 森林 是 冰期 的 残 遗 关 革 林 2。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的 范围 内 ， 可 以 指出 森林 扩张 的 两 个 历史 一 一 地 理 类 型 : 1) 周 
#4 (nepadeprueckHi) 一 一 森林 自 西 方 和 北 万 侵入 ,和 结果 形成 关 革 林 亚 带 , 和 2) 自 
发 型 (aproxtonubiii)—— pay PS RA Dk AY ESE EEL, 由 放生 种 森林 的 发 展 , 形 成 
FH AT Ic HTK, 周围 秆 森林 很 少 的 草原 所 环线。 过 种 森林 生长 ( 开 歼 前 ) 在 冲 兆 
间 的 地 区 ,也 生长 在 冲 沟 的 坡地 上 。 

BEE AAD iE, | BORER HR ERY, A BSE 
Bh, MeO AE OS SEMI ES), 

Pe PRE HES ZB A HAS A, SESE SAA Ee 
Fy BBL STS REBORN AES SU, FE EER 
Bde, FESS EOE REA AREAS BR HE HA, 过 种 土壤 就 其 化 学 
FIERA EAB , FIs ARE KR RRA 

Pw , AS AE HS J BL PY , CE VAR AH RS, AES, BRAVES, AE 

1) #24 E. M. Jlaspenxo “AHH? 1, 

2) 例如 ，B. B. Pesnnuenxo (1929) FER BASRA RAW AH (森林 很 多 ) BAT REA 
Sop ee RFE Pee MRA, DT. H. Co6omoB (1929) BRAM A (在 米 喻 傅 洛 

KAA RMN Moe BH-RAM AH A A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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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 3 fy TBE BS a ER ET | RA A A 75 AY BE, 
ST HAE ARR BLS J SP SS DY FA Ht — 

JA) “RE EERE HE PAOD, HHH B. U. Tanues 的 观点 。 
POA AYER Sie A FA Se le ES ES DE OY HF 

%, SE-B TELE, MUSE RE AD 
SPIRE A ARE &, E AeE E  BA 
Hh. FMR PENNER AM Rt LENE ARE SHR | 
林 粘 壤土 好 得 多 。 
但 是 ，E. B. Anexcees (1925) 及 I. II. KoxkeBHHKOB 和 II.，、C. IIorpeGHar 

(1931) 在 右岸 的 马克 兰 ,所 发 现 的 草原 土壤 退化 和 棕 档 地 位 级 之 间 的 关 傈 ;, 却 完全 是 
另 一 种 关 傈 。 LEK RAE ELMORE SME, 

TEARS BRAD HOE SG Lee BO Hi RUE RE RL: FT 
MARA, M1. M1. Komesnuxos (1931) 提 出 了 下 烈 值得 注意 的 表格 : 

FORE EW | 在 混 调 土 上 的 | 在 新 生 荆 上 的 | eee bay | Zee eR bey 

林 型 $6 Hm - RPK | SG HE - Beek | PG He - 柑 林 | SG - BER | eK 
(iF) (4 FH) (44455) | (eeaizE) (3444155) 

- PRA HH ir B® ; I—II I—lIa I—II II—III Ill 

WW - 灰 化 土 | 初生 - 灰 化 土 | 森林 粘 BE, | eH EE, | Be Bet, 
+ mM WOR HE 在 150 —200 | 在 150 —200 | #100 厘米 深 

\ E-Rate | 厘米 深 虑 有 泡 | BAM 
RE ERE 

| AG, SESE Er ee PY a , BR ES eB A RIE RPL RA 

关 傈 ,而 是 和 布 列 谢 的 灰 化 士 有 关 , BRL, PBR eH MD”. 

题 然 ,在 欧洲 东部 地 区 由 放 土 壤 的 不 同 , 梯 榭 的 地 位 航 需 要 加 以 区 划 。 过 囊 也 必 

损 指 出 ， 施 伯 夫 森林 和 捷 列 策 马 洛 夫 愤 林 中 的 灰色 森林 粘 事 十 速 不 是 都 和 和 饲 克 兰 的 

REAR EF. ERE RE RRA, 在 很 多 情况 下 , RAPA, 
而 具有 不 完全 分 解 的 碱 士 冲 积 层 ， 碱 士 (冲积 层 ) 的 物理 特性 强烈 降低 了 机 

森林 通 生 性 的 品质 。 

“周期 性 Bee BEES FB. UW. Tames 在 当时 都 反对 用 土壤 方法 来 解决 草原 无 

林 现 象 的 问题 。 过 些 学 者 积极 地 芥 持 黑 鳃 十 退化 或 进化 过 程 有 广泛 分 佑 ,根据 他 们 

的 意见 ,到 一 过 程 可 ‘apices “35 eS” BSBA LOU! IS A ET SEPA 

SG, 

ARG “RE” (EE BEE A LRA TE RS FIR OR SS RE EE AE ER 

FS OR , REE +, REMRAKSRH RARE. 

PSE KEE AEM , (EEE A is ES ARRAS; 18 aa, 

1) ZEA FUA RAP AI TASC PKB A PK EA BS HY a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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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 BLM ARE, Bvt, JI. C. Bepr (1936) HET BH MCE PA RY SR 
分 析 。 ， 

VY. B. Tiopaa (1930,1933) 便 指 出 , 当 森 林 消 减 徙 草原 植 彼 代 替 和 后 ,退化 土壤 和 
晤 灰 粘 寻 土 可 能 多 得 “和 淋 溶 黑 钙 土 极 大 的 相似 性 。 在 淋 溶 黑 钙 土 中 ,通常 只 有 用 化 
学 分 析 才 发 现在 土屋 中 的 腰 体 粘土 成 分 (也 就 是 倍 牢 氧 化 物 成 分 ) 存 在 着 淋 谥 作用 ”。 
但 是 ,在 强度 退化 的 土壤 ,灰色 森林 粘 壤 士 上 ,草原 情况 “不 能 引起 以 前 藉 化 允 程 典型 
HEREC ER 

O. K. Kanranenxo (1932) 4£ fil fH 2S PSE & FEE , FESR SG FUER AY I 
HEEL, 研究 了 黑 钙 土 的 恢复 过 程 。 他 也 指出 : PRAIRIE ARSE AAR 
( 倍 守 氧化 物 积 聚 层 ) 的 痕 跻 : MAREE SERN BL, 在 
比较 强度 的 退化 土壤 上 ,该 作者 不 论 在 图 尔 雁 周围 或 是 普 多 利 亚 , 都 没有 鞠 察 到 黑 舍 
士 恢 复 的 现象 D。 黑 钙 土 再 生 (perenepanna) 的 原因 ;,O. K. Kanranenxo 让 和 起 是 人 
类 消减 森林 的 结果 。 

Il. K. IUasppIrHa(1934) 专 门 研究 了 土壤 的 恢复 过 程 ，IL. K. UJasgppIraa 的 著 

作证 明 ;,“ 不 论 是 在 草原 或 者 在 栽培 耕作 (栽培 植物 ) 的 影响 下 ,过 去 的 退化 土壤 积聚 着 
有 机 物质 ,同时 也 增 大 了 中 基 互 换 的 数量 伍 容 量 , 互 换 的 氧 见 子 也 降低 了 或 者 完 人 至 消 
失 。 过 一 肖 滤 我 认 乱 是 土壤 的 恢复 ,但 不 意味 着 士 壤 恢复 了 最 原始 (在 退化 之 前 ) 的 
状态 。 因 篱 ,过 一 过 程 (恢复 过 程 ) 不 可 能 把 土壤 在 退化 过 程 中 所 失掉 的 一 切 物 里 全 
部 都 返回 到 土壤 中 

A. A, 3aBanHIIHH 在 一 篇 他 的 有 意义 的 著作 中 , 论 及 库 获 旬 基 森林 草原 的 森林 

草原 土 的 发 生 ,也 发 表 了 同样 的 意见 。 他 写 道 :“…… 由 淡 灰 色 的 强度 灰 化 十 向 库 花 
RAKE ABSA BAS PRE REAR A, 但 是 过 不 意味 着 黑 钙 十 的 退 
化 和 叱 转 绝 成 淡 灰 色 强度 灰 化 土 是 有 可 能 ,我 们 所 否定 的 是 着 转 温 程 , 也 就 是 恢复 过 
程 。 我 们 只 认 需 ,根据 所 有 我 们 所 掌握 的 材料 ,过 种 过 程 的 最 大 可 能 性 其 "自然 程度 ” 
是 局 限 於 一 定 退 化 乞 围 内 , 那 麻 , 土 壤 发 育 的 一 般 进 程 和 方向 的 改 伙 就 必需 厌 助 庆 外 
围 的 影 必 ( 地 下 水 的 升 高 ;施用 石灰 等 )。 但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原始 土壤 的 灰 化 程度 总 强 ， 
则 较 深 而 不 易 消失 的 特征 必然 留 在 土壤 前 面 中 ， 因 此 ， 我 们 不 能 获得 完 人 至 的 恢复 ” 
(1936)。 

因此 ,恢复 过 程 不 能 完全 去掉 退化 的 痕 味 ,就 是 在 退化 的 最 初 阶 段 也 不 可 能 。 
“过 期 性 ” 气 属 的 氛 久 者 们 把 很 大 的 希望 寄托 认 土 中 动物 ,主要 是 是 是 上 , 训 乱 十 

中 动物 必然 把 冲积 层 的 物质 有 运输 到 土壤 的 上 层 。 但 是 假如 是 电 的 生活 活动 那样 广泛 ， 
那 未 ,土壤 --. 般 的 就 会 没有 发 生 层 而 是 一 堆 或 多 或 少 相 同 的 物体 了 。 过 种 情况 ,不 得 
在 现代 的 土壤 中 不 存在 ,就 是 在 化 石 土 壤 中 ?2 ,也 不 存在 ， 而 是 保存 着 土壤 的 发 生 层 。 

因此 ,关於 黑 钙 土 的 相对 孩 复 深 程 研究 的 结果 ,对 认 反 对 以 土壤 瑟 法 的 葵 盖 解释 

1) 我 和 TI T. Maxon 在 顿 伯 茨 山 的 退化 黑 辐 土地 方 , RA PVR GEL, PEA UP RA eG 

2) %H, O. K. Kantapenko (1932) 宫 道 , 在 他 研究 的 地 区 内 ,他 观察 到 黑 钙 二 的 恢复 过 程 ， 而 于 中 融 物 

TAIT E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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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KS S RAR MERA LAGER, (Rat Ae eRe 

陛 事 实 不 相符 合 而 是 不 可 接受 的 所 人 说 , 落 且 在 极 大 程度 上 是 机 械 的 看 法 的 话 , 那 末 ， 

B. 五 .Tamges 的 草原 (部 分 的 草原 则 更 正确 些 ) 的 人 息影 响起 源 的 而 点 是 有 部 分 的 

JAM, 
262 TEAR AU AMER B. UW. Tames 所 提出 的 关於 草原 无 林 的 “ 玖 减 森 

pe” AV TERHERE, 但 是 ，B. 蕊 .TamHeB 却 在 他 的 无 数 的 著作 中 指出 了 人 类 活动 

(砍伐 森林 ,牲畜 牧场 等 等 ) 的 影 叶 ,在 草原 区 箔 围 内 ,引起 森林 相当 强 的 草原 化 ,过 是 

B. HW. TamreB 的 互 大 贡献 2>。 

人 类 是 草原 战 膀 森 林 的 有 利 因素 ,过 去 在 过 个 问题 上 ,草原 火 伙 或 "野火 " 题 然 地 

MIBBAWER, 过 是 人 类 有 意 埠 的 活动 ， 来 作 篇 改善 草原 草本 植物 生长 的 方法 。 

因此 ,人 类 也 就 推 运 了 森林 征服 草原 (在 森林 草原 仑 转 Py), (AA SEs, 也 可 能 出 现 

相反 方向 的 过 程 ,但 是 ,正如 上 面 所 说 的 那样 ,本 书 的 著者 (BD E. M. Jlappexxo— 

译 者 赴 ) 不 赞成 对 人 类 的 过 种 影响 给 予 万 能 的 意义 。 

五 。 草原 植被 租 成 中 的 生活 型 及 层 片 ? 
在 讨论 草原 植被 的 特征 前 ,首先 必须 讨论 草原 植被 组 成 中 的 生活 型 , 因 需 假如 没 

有 这 种 事前 的 概述 ， 那 就 不 可 能 浊 行 草原 二 聚 中 的 植物 至 落 学 的 相互 天 傈 的 初步 分 
析 。 

草原 植被 组 成 中 的 生活 型 还 研究 得 很 少 。 但 是 在 最 近 时 期 内 ,全 提出 了 考 干 生 
活 型 的 分 类 系 和 级 。 我 们 具有 工 . H. Boicouxni (1915), B. A. Kennep (1933), ，B. B. 

AnexuH (1936) HEMMDMAR, 下 面 提出 一 个 生活 型 分 类 系 葡 的 草 娄 , 以 著名 
的 劳 基 耶 锁 CRaunkiar) 生活 型 分 类 系 攻 作 篇 我 们 草 娄 的 基础 。 Raunkiar 的 生活 型 

| PIELER RAHA 

1, Bht2fhtity (Panepodursr) 

1) EAs G2 (LSP AIL FB 9h HS LSP) 89 Spiraea crenifolia, 

1) 根据 10. Ji. Kneonos (1933) 的 俏皮 的 讼 法 。 

2) 潮 种 森林 的 草原 化 在 森林 草原 带 内 天 乎 到 虎 可 以 看 到 ， 党 内 权 林 已 被 砍伐 ,而 土壤 北 没 受到 稳 植 ,例如 ， 

人 有 需 的 林 间 隙 地 ， 在 短 种 地 方 就 有 草原 植物 尾 素 在 森林 中 出 更。 FETH LER, Festuca sulcata 和 

Koeleria gracilis 成 优优 雪 种 。 演 些 植物 也 出 现在 放牧 了 的 探 伐 踊 地 上 ,在 鼓 虚 ,森林 嘉 槛 植物 仅见 谎 

BREA AS , mn ZERR RAK IT Z TAl, BAS A PA AS SD FASE FL Re ES 

AFB AT A EEE BU BER, 3 eA PE HES A 

3) BEARS WEBHMNH KRED SSSR, PERMA CIMA. 按 旱 生性 的 

Sa ER BEEK AW) ,其 顺序 如 下 : 甚 旱 生 植物 ,中 生 晶 生 植物 ,早生 中 生 植 物 , 中 生 植 物 。 

BT WTAE EGER EE A OO EE ESE: © 种 的 形态 学 的 分 析 (二 否 存在 旱 生 形态 的 

特征 ); @ EWI Hike; @ WAAR EE. 
FRRE RT HZ HE HY ESA OS (aS HE A oe ee a EE 

4) FP PTSE MAA ET ERO MERA RD , WSS WRENS 生 植物 爱 

FER ALK I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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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ypericifolia “ESE, Cerasus fruticosa, Amygdalus nana, $3325 BAS—Y2%E: Cara- 

gana frutex, C. moltis, C. grandiflora, C. pygmaea (FBR 7a 14 Fl Bs FFL Bn ee He 

区 ) , C. microphylla (A. BB HEE) , 4 FE4E JB ASE - Cytisus ruthenicus, C. austriacus, 

Calophaca wolgarica, Lonicera tatarica Ch ot SEHD) SESE, 

ia EEA AKER DRA Se BATHE. Pilko, RARAHEAA: Amygdalus 

nana, Caragana frutex (I. H. Boicouxui, 1923), {RRRSAA SER Bhs, 

yO ABE HE AH 〈KopHeornpbIcKkHi) 有 Spiraea crenifulia, Cerasus fruticosa, 4 

明显 也 包括 Cytisus ruthenicus, 过 一 能 力 对 草原 灌木 求 司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宅 能 帮助 

草原 灌木 进 和 草原 植 彼 中 去 (过 当然 指 外 办 条件 对 它 是 有 利 的 地 方 ) 所谓 的 “从 土壤 
下 面 "进入 。 

过 些 灌木 的 大 部 分 植物 或 多 或 少 是 中 生 型 ， 而 Caragana grandiflora, C. mollis 

C. pygmaea, C. microphylla, Calophaca wolgaica HIBS RID. EP AA BASE. 

2: 3h EPH (XaMe 中 HTEI) 

2) 小 灌木 ， Pilku, Ephedra distachya (ANAK) Genisitics scythica AIRE, ja 

LEH SBR EARS, ESAS Ba AAR LE, HABA 

ee ee sae CU ue ied ty ore 
度 旱 生 外 貌 的 小 千 灌木 (但 是 ,过 圳 篇 数 不 多 ) ,例如 Kochia prostrata AFR 

南方 部 分 ) Artemisia austriaca” AEB JR PARISH), A. maritima s. 1. 以 及 

A. sacrorum, A. frigida 和 其 他 。 

在 砂 地 草原 中 ， 亦 碱 士 和 特别 是 裸露 地 上 的 植被 的 组 成 中 可 见 到 标 大 量 的 小 第 

灌木 。 在 功 联 欧洲 部 分 的 砂 地 草原 租 成 中 , 通常 可 见 到 大 量 的 百里香 属 的 小 秆 灌木 

—Thymus odoratissimus, Th. borysthenicus (4S (oheEee Aw Te). FRE 

砂 士 上 则 有 Dianthus squarrosus (BREREKUNER DS), _bLiita> 7 SAR AY 

小 牢 灌 木 在 碱 十 上 通常 是 很 多 的 。 在 碱 十 上 有 时 还 出 现 其 它 一 些小 千 灌 本， 例如 ， 

Camphorosma monspeliacum, 

在 岩石 的 露 状 上 ， 也 有 小 牢 灌 木 如 ~Kochia prostrata, Silene JBRSTER (Silene 

supina, S. cretacea 后 消 在 白垩 地 上 ) ,小 咎 灌木 百里香 属 的 很 多 种 小 千 灌木 种 类 ;, 例 

tu, Thymus dimorphus, Th. cretaceus (8729 2B L), Th. calcareus, Th. grani- 

ticus ({@4E4E Wi _E), Hyssopus cretaceus (249 ZH 4), 3 BM A, Pld, Arte- 

misia maritima s. |., A. hololeuca 〈 仅 在 和 白垩 地 上 ) ,4. salsoloides 等 等 。 BUBWia 

些 种 之 一 , 即 A. po1o1exca， 形 成 相当 密实 的 银白 色 的 垫 状 植物 体 。 

承 根系 的 特征 看 来 ,过 些 植物 的 天 部 分 是 属於 珊 根系 过 一 类 。 Artemisia austriaca 

ze AR A ERED , To Lat) a 1B EB 4 A HE AE AR ff KE, 
~—. 

1) 傈 有 更 高 的 灌木 一 一 Pruztxs spinosa, ZEIT WG km K Wy HE 7S HE HK (tepHaKn, Pruneta 

spinosae) 

2) WERE Artemisia austriaca Je) HREA MAAN hy He POITE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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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所 有 过 些小 千 治 木 都 具有 旱 生 外 瑶 。 

4) 草本 整 状 植物 ,例如 > Schiverechia podolica 和 Androsace villosa, 在 草原 区 的 

GHA, EMSikS RES PRESB LER(tZLRRBAAN BBL), 

5) 草本 肉 人 业 植 物 , 例 如 ， Sempervivum 属 的 各 个 种 (S. ruthenicum), Cotyledon 

(Pilgu, C. spinosa), ， 它 们 也 篇 数 极 少 ;生长 在 露头 和 砂 士 上 。 

5. Ui FAM ION OF 3D 
6) TAA RB AE EY (长 期 营养 植物 ) : 各 是 草原 的 基本 生活 型 , 其 

中 包括 草原 理沙 的 建 醒 种 ， 禾 本 科 植 物 中 有 : Stipa WB BGS, Festuca sulcata (图 11 

和 F. pseudovina, F. Bekkeri FEMSbEL), 

Koeleria gracilis, K. glauca (AERO), ye 

一 上 十 一 一 一 

Senin SAMA 
met ees ARN A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desetorum? , 

H. (A.) Schellianum, Agropyrum crista- 

tum, A. pectiniforme, A. desertorum, Cle- 20 

pora (BEA THA FIREREAR) ,P. botryoides * CAPE ET 
CRA FIEE) 5s ERR BA: Carex hu- 4 

milis, BRB, Carex humilis RUB Femi 

HBA Agropyrum EBRRERAK, TH gg Et 
SCR HY AEF BJS FPS SE ARAB BE EB AY 

a Hi LE LICE ak ee 7 

Beckeri, Stipa stenophylla, S. ucrainica, S. 图 1 Festuca sulcata 的 根系 。 阿 斯 坎 尼 亚 - 久 

rubens, S. Lessingiana, Helictotrichon de- *™ CRA - BARRE) sR TRE CEI 
Rte) MERLE, 

eRe, UL, See wees OM. CC. amr A. A. KanMPIKoBa，1935)。 

ENE (Stipa dasyphylla, Koeleria gracilis 等 等 )。 所 有 过 些 早生 形态 结构 显示 了 

草原 禾 草 的 旱 生 性 。 但 是 其 中 的 有 些 种 类 则 具有 中 生 型 的 革 , SRT: 本 类 型 包括 

URBAN Fe 

AK, 而 很 多 的 种 (Pilkn, Festuca sulcata, F Re Was et 

sertorum AURA HME AD) 的 革 则 担 。 七 壤 发 生 层 的 符 中 根据 A. H. CoxononcKni (ARE 

Avena. 具有 上 比较 给 华 的 Carex humilis 可 能 属於 过 滤 的 中 生 早 生 一 类 3)。 

1) 所 有 天 些 禾 本 草 和 车 草 属於 地 面 芽 植 物 。 

2) 我 很 感激 C. A. Hescexnat, (th Ae BAA Ae ACH (Helictotrichon, Cleistogenes) 4, EA WHA, 

3) BRE RAC SS SEE ( 考 错 早生 结构 表现 的 程度 , DMA RE), maT oe 

=ABHE: 1) R448 %%—-Stipa Lessingiana, S. ucrainica, S. rubens, S. stenophylla, S. dasy 

‘phylla (AREER ATS), S. sareptana, S. capillata, Helictotrichon deseriorum, Cleis- 

togenes squarrosa, Koeleria gracilis, Poa stepposa, P. botryoides, Agropyrum crisiatum, A: 

pectiniforme, A. imbricatum, Festuca sulcata, F. pseudovina, F. Beckeri; 2) PHS 4th 4—- 

Carex humilis, Stipa Joannis (#2378, (0h iM MIG); 3) BAH 4 w— Hi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S540 & , (thE aF#E CIS). 

oy « 



7) MRAKABAS A (RWERMYD) BMRA: Helictotrichon 

Era) RS 0 tenuifolia, Poa angustifolia, Bromus riparius, =. 

pyrum intermedium, A. trichophorum, A. dasyanthum (AEE sa Amt w+t LE), 

tanaiticum 〔〈 瑚 河流 域 砂 士 上 )， Aneurolepidium (Agropyrum) ramosum, A. (A. 六 

pseudoagropyrum (SL ADI HEEE) ; 过 类 的 苦 草 则 有 :: Carex supina, C. ruthenica (A 

旬 草 原 ) ，C. uralensis, C. duriuscula (西伯 利 亚 ) 等 等 。 

过 些 植物 中 的 大 部 分 都 表现 早生 知 构 的 一 些 性 状 ; 但 是 各 些 性 状 和 大 部 分 草原 

草 闭 禾 草 比 来 则 差 得 多 。 例 如 ， A. trichophorum HIB Ate BAA E; Agropy- 

rum intermedium, A. dasyanthum, A. tanaiticum, 特别 是 Aneurolepidium ramosum — 

和 A. pseudoagropyrum MEAN Li BRAKE AMIRI; Agrostis tenuifolia 和 

Carex supina 的 革 则 狭 窗 而 千 撼 。 但 是 ,其它 种 类 就 其 形态 外 鹏 看 来 ,是 极 应 列 信 旱 

生 植 物 和 中 生 植 物 之 间 的 过 渡 关 ?。 

-, 长 生长 期 的 多 年 生 ? 草本 植物 (主要 是 甸子 全 植物 ) 5 is FRED AT AR RY “HERA 

。(pasHoTpaBPe) 。 运 一 类 7 在 种 类 成 分 方面 是 极 篇 肖 富 ， 在 生态 和 外 貌 方 面 也 是 十 

2 首先 ,第 一 类 中 有 多 年 生 植物 和 二 年 生 植物 (Verbascum 和 Carduus 

等 属 的 许多 种 都 属於 二 年 生 植物 )。 其 砍 过 一 类 的 植物 有 的 属於 地 面 药 植 物 〈 例 如 ， 

Dianthus leptopetalus, D. campestris, D. versicolor, Pulsatilla patens, Euphorbia 

Gerardiana, Statice latifolia, Plantago KJ —¥£¥&, Linosyris villosa 和 其 它 很 多 植物 ) ， 

有 的 是 属於 隐 芽 植物 (例如 Allium sphaerocephalum, A. guttatum), 

过 一 类 植物 在 外 鹏 方面 也 是 极 乱 多 种 多 榜 的 。 除 了 薰 上 或 多 或 少 具 革 的 植物 以 

Dh, SA AGA AA AE IE (Pla, Plantago 和 Taraxacum 的 一 些 种 )。 
ig — FH PA “RE” A ER AY "ERASE (Gypsophila 
paniculata, Grambe tatarica, Phlomis pungens 等 等 )。 Ake RAR, 

ea 在 草原 上 洲 动 ,通过 滨 动 来 传 佑 果实 和 丁子 。 过 种 RRR 型 的 

活 型 仅 能 在 开 做 的 草原 地 区 形成 。 B. B. PA R$ (1936) FBS EN RE” 又 分 成 

oes. 

所 有 过 一 类 (第 八 类 ) 的 代表 植物 在 根系 的 特征 上 是 极 篇 不 同 的 。 其 中 有 : 轴 根 

植物 ， 例如 ，Eztbporpia Gerardiana, Artemisia inodora, Astragalus utriger, Statice 的 一 

些 种 ， Dianthus leptopetalus ARRAS HD, ii RD 

orbia leptocaula, 根茎 植物 

Jurinea multiflora, Euph- 

Iris pumila, Galium verum, Achillea setacea, Artemisia 

1) AMR AH MRE BASE (ah FH). 

2) ARSE BED ACL, FR PA PERS ES BE, TT Da HF E:: 1) RAEI Aneurolepidium pseudo- 

agropyrum, A. ramosum, Agropyrum intermedium, A. irichophorum, As dasyanthum, A. tanaiti- 

cum (ie PSG , Hee RE Dey hi MAR 5 SLD Ae AEH), Carex uralensis; 2) 中 生 旱 生 植 物 

Bromus riparius, Carex supina; 3) 早生 中 生 植 物 一 一 4gros125 tenuifolia, Helictotrichos ‘pubescens 

Poa angustifolia, Carex ruthenica, 4+JE7E7ASCW LAKEMABNIA Agropyrum repens, Bromus 

inermis, Calamagrostis epigeios, Hierochloe odorata, W2*th win BRB 4H. 

Sy eae es gs i a ee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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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ica 等 等 。 

在 旱 生 性 方面 ,过 一 类 植物 也 是 极其 多 种 多 样 的。 

过 一 类 是 在 生态 -生物 学 方面 极 往 复杂 的 一 和 类， 二 一 类 必须 根据 生态 -生物 学 特 

. 性 作 更 精 儿 的 划分 。 

9) 短 生 长 期 的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3deMepoHnPIU。 二 类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包括 

划 型 的 地 下 填 植 物 ( 饼 蓝 植物 和 块 莹 植物 )， 它们 的 生长 期 是 在 春季 或 是 春季 和 夏 初 。 

在 馆 葵 植物 中 应 读 提 及 下 列 植 物 : Poa bulbosa, Cagea, Tulipa Biebersteiniana, T. 

biflora, T. Schrenkii (A. E. Anmmescxul, 1934)4825, Hyacinthus leucophaeus, Bel- 

- levalia sarmatica, Bulbocodium versicolor; FESR RRWPA: Valeriana tuberosa;, F-U% 

BER PA: Crocus variegatus 等 等 。 

10) 短 生 植物 (3 中 eMepPID) 〈 冬 性 一 年 生 植物 )( 地 面 芽 植 物 , I — SEA SBE 

的 植物 ; E DSR Re), 
工 . 吾 ，BEIcoUKH 首 《1915) 提 出 了 对 草原 冬 性 一 年 生 植 物 的 进一步 的 划分 : 

a) 春季 冬 性 一 年 生 植物 ， 它 在 秋季 就 萌发 ,越冬 ,生长 主要 地 在 春季 , 因 生 果实 ， 

pS ATE: 1) ‘CSM — RAND 

verna (fal 2), Alyssum desertorum, Androsace elongata; 2) BEWRMI—ZEAy—-— 

Bromus tectorum, B. squarrosus, Arenaria serpyllifolia; 

6) 夏季 冬 性 一 年 生 植物 ,过 

Eremopyrum triticeum, Erophila (Draba) 

eS) \) 

类 也 是 在 秋季 萌发 ,越冬 ,但 其 生长 7% 
期 不 仅 包 括 春季 ， 汪 包括 夏季 的 大 we “4 | - 

部 分 : Lepidium perfoliatum, Gypso- a 5 人 

phila muralis 和 G. stepposa, Lappula 人 \ | 7 ; Sa 

(Echinospermum) patula 等 等 。 oA Wes 

: | TA, 

4. 一年生 植物 (Tepodut) | 4 
AR 5 BLK 

11) 春 性 一 年 生 植 物 ， 过 一 类 

HERA WE, 其 整个 生活 周期 A 2 ”两 个 冬 性 一 年 生 植物 ( 短 生 植物 ) (根据 蕊 . K. 
AEBS FERRER: Cer- Tlavockni 竹 两 种 是 草原 成 分 )。 阿 斯 坎 尼 亚 - 谐 瓦 (Stzipa 

-Festuca 亚 带 )。 --e 1, A Erophila (Draba) 
atocarpus arenarius, Bassia sedoides,  yerna, B Veronica verna (#28 M. C. ILamsit #il A. 

Polygonum patulum s. 1 等 等 。 属  A- KamvElkopa 1935), 

欠 过 一 类 的 一 年 生 植物 肖 有 苏联 草原 上 的 沾 寄 生 植物 和 寄生 植物 。 在 个 寄生 植物 中 
可 指 负 Euphrasia tatarica, Odontites serotina, O. lutea; 在 寄生 植物 中 有 Cuscuta epit- 

hymum, C. planiflora 等 等 。 

1) Poa bulbosa (J. E. Anmmencxni, 1912) 在 它 的 生活 型 关 傈 上 是 很 槛 订 的 现象 。 适 种 短 生 长 期 多 年 
生 植 物 表 面 上 应 鼓 是 属於 地 面 芽 植 物 , 因 需 它 的 小 鳝 攻 分 做 在 土壤 的 最 卖 唇 。 此 外 , EE EAR (SE 

EBS es HE HS Se A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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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苦 区 类 和 低 等 植物 

苦 共 及 低 等 值 物 的 生存 条件 和 高 等 植物 的 生态 人 条件 有 着 显著 的 差别 。 高 等 植物 

KRABI RHEE, MPRA ES MAY EAA BELA 

或 土壤 最 表层 的 水 分 。 因此 , 苦 克 类 和 低 等 植物 生长 期 有 相当 发 的 部 分 时 间 是 处 在 

无 氧 (aHaOHoTHqeckHiH) 状态 下 。 在 草原 植 彼 钥 成 中 可 见 到 的 若 作 和 低 等 植物 有 : 敬 

AE BE Thuidium abietinum, Tortula ruralis; BRA Riccia 各 个 种 ;地 衣 关 有 Cla- 

donia convoluta C. rangiformis, C. pyxidata, Parmelia vagans, P. ryssolea, Cornicula- 

ria steppae 等 等 ; EEREYEA Stratonostoc commune, BFA. ERRVARy Pp 

AR aS EVANS PORE, 

‘eH (Cunys3ua) 

Lift J HR BE Le PE EA EEE TY HE A RE Ee OY 48 

“ HPS-BHAA—EHARI RHE, LERDARARSRA—ENEB 

动 性 。 下 面 我 们 将 讨论 最 重要 的 层 片 (在 大 多 的 情况 下 ,过 是 根据 Gams’y 的 第 一 第 

=H). 

1) 草原 灌木 层 片 。 草 原 灌 木 Amygdalus nana, Cytisus JB (Cytisus ruthenicus, 
6 eae ey 属 的 一 些 种 (C. frutex, C. scythica, C. pygmaea 等 等 ) 

在 草原 草 李 中 常常 是 分 散 地 生长 ， 但 常 形成 或 多 或 少 的 密集 的 得 聚 , 各 种 现象 在 

Caragana RESIS R. EMEBR PRAHA, VT. UH. Ta 由 ampeB eH 

出 过 (1894) ,草原 灌木 的 过 种 灌 闵 可 能 是 草原 进行 成 林 的 准备 。 草原 灌 闵 刻 是 北方 

草原 (森林 草原 ) 的 特点 也 是 南方 草原 特点 。 

2) PREAH ， 大 家 都 知道 (B. A. Kennep, 1923 S855), »PHAREBE 

荒漠 和 人 定 荡 漠 的 特征 。 在 草原 植 彼 中 比较 不 多 见 , 主 要 地 只 见 於 最 南方 的 草原 中 。 

在 草原 中 广泛 分 人 的 小 牢 灌 木 层 片 是 Artemisia austriaca 层 片 。 在 草原 的 正常 

草 驮 中 ,过 一 层 片 在 大 多 的 情况 下 起 着 次 要 的 作用 。 但 在 殖 烈 放 牧 的 情况 下 ,过 一 层 

片 的 作用 加 强 ， 出 现 了 霹 种 小 咎 灌木 或 大 或 小 的 块 成 补丁 (markH) 状 , ERA, 

其 它 的 草原 植物 遭 到 一 定 的 压抑 。 se AE cH (Aare HE) 上 也 形成 块 状 “ 补 

ae . 

在 较 南 方 的 羽 茅草 原 中 Pyretrum (Pilko Pyretrum millefoliatum) 起 着 相当 显著 的 

作用 ,一 一 写 是 小 千 灌 木 到 地 面 芽 植 物 之 间 的 过 滤 类 代表 。 在 其 些 植物 者 烤 中 , Pyre- 

trum $E3E SHR (FAB) H. A. IHocreHKko- 区 ecaToBa 的 AckaHHR-HoBa 草原 资 

料 ;,1930, 和 其 它 一 些 著作 )。 

BBE RR ATE SUP DHEA MBA PE FER ARTIC 

FAG + LB, Seriphidium 族 的 种 类 A. maritima s. 1. BRUBARHSHwHE, 

"EPI (EF ELE MA re Hh CAR DR AR AS ADE) 上 加 强 , 过 一 点 也 说 明 二 一 

层 片 的 某 些 移动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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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 御 灌木 (代表 植物 需 A. maritima s. 1. 和 Kochia prostrata) 的 层 片 和 草 粮 禾 

草 (Festuca sulcata) 一 起 通常 在 草原 带 的 碱 士 上 起 着 基本 的 作用 。 

在 草原 区 的 岩石 露头 上 的 慎 破 中 ,小 牢 灌 木 Thymus 和 Artemisia 的 一 些 种 和 其 

它 ) 有 着 最 大 的 作用 , 写 们 通常 是 过 庄 的 优 驭 种。 

3) ESE ESE AAS IA JR PD A A 9 Fe TE jee: a) 

Festuca babes 或 Basti TE@LIR Koeleria gracilis Oke hr, 6) AIK, 8) 

Cleistogenes squarrosa }@ Fr #0 HA, ie tUERAM(—AME Festuca 和 Koeleria, 另 一 方 

ds stipa) 不 仅 分 佑 在 草原 植 彼 的 不 同 亚 层 中 ，, IEE RE’ THRE RR 

fe BUR IER BSA tb, ASB Stipa BHAA 

层 片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Stzipa 是 那样 地 茂密 ,以 致 Festuca MERE ERE LSD 

抑 。 但 是 ,在 或 多 或 少 放 牧 加 强 的 情况 下 ,恰恰 相反 , 玖 茎 属 遭 到 压抑 ,草原 上 Festuca 

的 层 片 开始 估 优 势 。 由 Festuca 和 Koeleria 构成 的 层 片 在 捧 荡 地 开始 生 荒 化 的 一 定 

PEA (HA CT). 

FR ee RAR Rite WAR, SLE, BSRARA BH ABSA 

ABI. 

4) ARE AAS TE TET Be PEP CO ASU Da Be OE) eA BS CP 3 

BLE IU. BUR ERA TEE Lh, HORSE Anew. 
lepidium 9 erat a BESK, ARSE ARES (Helictotrichon pubescens, Bromus riparius, 

Agrostis tenuifolia) 在 草原 化 草 甸 、 草 旬 草 原 和 部 分 的 杂 类 草 -Fetrxucc-Stba 草原 

的 硼 成 中 通常 起 着 显著 的 作用 。 RERRAS RMB EE SEH) LAK 

别 强 烈 的 发 育 ; 例 如 ，Pon angustifolia 层 片 就 属於 过 一 类 。 “EEN, HORI 
PRB ERE By] PAR KR A——-Agropyrum repens 和 Calamagrostis epigeios (4% 

SALRR A + b)bAREHE A. AROMA, RRA 

epigeios, Agropyrum dasyanthum, A. tanaiticum #2AB+ABKAER, EPR Se 

PRATER ES, UE, ARER ARE (Bromus riparius, Poa angustifolia) 47K BM 

AA REAMRHARHS, SHRSHES PS, PRRABA BHR SAR 

), FMS MS OSes, MER AALRARTILRA RAB 

地 点 上 有 最 良好 的 发 育 。 

在 草原 带 南 部 的 碱 士 和 碱 化 十 上 ,通常 是 Aneurolepidium (Agropyrum) ramosum 

Bien suse, B. B. Anexnu i Saheeeaay BS BER 

HAL Wie, 0) 旱 夏 杂 类 草 多 年 生 植 物 层 片 ，B) 晚 夏 杂 类 草 多 年 生 植物 层 

+ 

Calamagrostis 

OW REARS BARD CBRE EPC Ati GEES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物 ,但 后 者 的 发 育 周期 更 短 ): 过 里 有 一 一 4dormis wolgensis, Myosotis 

spatica， 一 部 分 的 Iris pumila 等 等 。 参加 到 早 夏 杂 关 草 多 年 生 层 片 组 成 中 的 有 各 

梯 一 些 植 物 : Trifolium montanum, T. alpestre, Salvia pratensis, S. stepposa, S. nutans, 

oe” la a 



Filipendula hexapetala, Arenaria graminifolia 和 其 它 很 多 植物 。 BMP mas 

多 年 生 植 物 层 片 组 成 中 的 有 : Lavatera thuringiaca, Medicago falcata, Statice latifolia, 

Goniolimon tataricum, Centaurea scabiosa 等 等 。 

当然 ,仅仅 根据 物候 性 状 对 过 些 层 片 的 划分 是 不 够 的 。 1 HSBZRME 
- 需要 更 进一步 研究 和 划分 。 

6)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层 片 。 和 这 训 可 指出 二 个 基本 层 片 : a) SRR ES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层 片 和 6) Poa pzl1posc 的 层 片 。 

a) 在 志 北 方 的 草原 中 ( 草 旬 草原 条 类 草 -Festxce-Sipa 草原 ) 第 一 种 层 片 相 当 

地 不 多 见 。 在 过 层 片 的 组 成 中 有 百合 科 的 一 些 种 : Gagea erubescens, G. pusilla, 

Hyacinthus leucophaeus, Bulbocodium versicolor; 略 问 南 还 有 Crocus variegatus, Vale- 

riana tuberosa, 在 Festuca-Stipa 草原 中 ，; 过 一 层 片 (特别 是 在 个 体 的 数量 方面 ) 起 着 

志 题 著 的 作用 。 在 过 层 片 的 组 成 中 ;我 们 可 以 找到 过 榜 的 植物 种 :Tez1zpe Biebersteini- 

az4( 具 黄花 ) T. Schrenkii 〈 具 各 种 颜色 花 采 一 一 黄色 , KEE, BESS), Gages 

的 某 些 种 。 Tulipa 的 分 伤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它们 芝 进 大 到 较 北 的 地 区 ， 进 大 到 亲 类 

草 - 狐 荡 - 羽 茅草 原 亚 带 ， 在 那 培 ， 滞 些 植物 适应 共 碱 土 , 部 分 的 通 应 放 自 下 露 郑 ( 例 
in FRM), FERRE, DREMEL RRM eee hee 

6) Poa bulbosa JRE QA PEPER. ERIE -Festuca-Stipa BRM 
成 中 , 碱 士 上 生长 得 最 好 。 过 一 层 片 在 Festuca-Stipa GER AIBE, LEE 
漠 和 中 亚 的 山 矿 荒漠 中 发 育 得 最 好 。 在 杂 类 草 -Fertuca-Szizpa 草原 和 Festuca-Sipa 草 

原 的 范围 办 ,过 一 层 片 也 可 能 在 经 过 强烈 放牧 的 地 方 出 现 (所 谓 " 早 熟 禾 庆 墟 " 帮 收 的 
同意 术 医 ) 则 篇“ 山 芒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荒漠 。 

7) 一 年 生 植物 层 片 主 要 是 参加 到 亲 类 草 - 狐 苦 - 列 苦 草原 和 狐 芽 - 玖 茅草 原 的 组 、 

成 中 。 也 可 以 划分 出 独立 的 层 片 。 

a) 早春 冬 性 一 年 生 植物 (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 层 片 通常 是 表现 得 相当 明显 (特别 是 在 

M-¥ 草原 中 ) ， 因 息 早 春 的 草原 植 彼 基 本 建 和 涯 种- 草 米 禾 草 一 一 刚刚 开始 发 育 ， 

站 在 草 准 间 地 段 中 ,具有 供 一 年 生 植物 发 育 的 足够 地 方 ; 亚 且 也 不 存在 较 高 植物 的 遮 

萌 , 在 土壤 的 表层 中 还 存 在 着 足够 的 春季 水 分 等 等 。 冬 性 一 年 生 植物 以 革 遵 座 羔 状 

态 越 冬 。 它 们 的 生长 自 早春 开始 ,生活 周期 在 夏 初 结束 。 在 过 一 层 片 的 组 成 中 包括 
下 烈 植物 种 : Erophila (Draba) verna (特别 多 )， Holosteum umbellatum, Alyssum 

desertorum 等 等 。 过 一 层 片 在 放牧 的 地 段 , BEDE ERA HA 2 

好 。 此 外 ,我 们 看 到 过 一 层 片 在 秋末 ,在 年 青 的 放牧 场 和 秋季 未 耕 的 撩 荡 地 上 也 有 相 

当 茂 窗 的 发 育 。 

6) 晚 春 冬 性 一 年 生 层 片 。 本 层 片 主要 包括 Bromus squarrosus 和 B. japonicus, 

部 分 Arenaria serpyllifolia AF MEL, FER ISO RAS Oe 

RH ERR RSS} eB tHa Se. SELK, BK, PARAMS 

年 生 植 物 已 充分 成 长 , BMA A RRM — EAD. TATE Be” (COon) Festuca 

Ref SE BAA OR” ) SERS BS BLE sic HE (FA eH) be, Se AER A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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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 发 育 。 

B) 晚 夏 ( 春 性 ) 一 年 生 层 片 在 正常 发 育 的 草 和 一 中 起 着 次 要 作用 。 其 组 成 中 包括 : 

0 el P. wai Ceratocarpus arenarius, Polygonum novo-ascanicum, 

~ Eragrostis 7zizor。 在 “废墟 ”上 二 些 植物 种 的 数量 大 大 增多 。 霹 一 层 片 的 大 部 分 代表 

植物 也 是 田 间 能 移动 的 杂 草 ; 4 Fi Polycnemum B 的 各 个 种 和 Eragrostis minor, 

Eragrostis minor 在 潮 刘 的 年 份 发 育 在 收割 后 的 田野 上 ， 在 帮 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有 大 片 

的 生长 ,因而 甚至 把 它 割 作 乾 草 。 因 此 ,过 一 层 片 在 下 述 田 野 上 发 育 最 好 , 那 庄 , 在 夏 

PPS HRT PRR Bae eS, REESE HS aA ey 

Ab es hi] ——“” LRP EA WE, AS Ree ae Ys Be 

AAR FAR ZS SEAL BAEC 

8) MESA SPH DIE To a) 苦 入 类 层 片 在 草 旬 草原 的 组 成 中 发 育 得 最 好 。 

SERRE Thuidium abictinum 棚 成 的 密实 地 面 董 彼 。 在 较 南方 的 杂 类 草 - 

狐 芭 - 玖 菠 草 原 和 狐 茅 - 羽 菠 草原 中 ,通常 是 露出 由 Tortula ruralis Pree ORS eH 

MR, 但 是 由 Tortula 所 构成 的 密实 地 秆 却 少 具 到 ，Tortu1a BREAD SKE 

在 。 Torula 在 砂 质 草原 和 若干 石 质 草原 的 组 成 中 也 发 育 良 好 。 

_ 6) HA AAA AVE 0 FEA SS J , HET Hee AAA EI 

成 BARES HE 的 层 片 o MORASS SR iP, HAHA RS ASD), wR e— 

RRS Ar FIC AE TE BE RADA ) Fs FF ES AR RS RB Hh _L FR A 

收 地 主 。 种 类 成 分 继 是 非常 和 贷 乏 ; 亦 层 片 主 要 是 由 Parmelia vagans, Parmelia ryssolea, 

有 了 时 篇 Cornicularia steppae ish. Tsai? REA BS BEM Serato- 

nostoc commune, 

Be 33 Dey Be HERS FES —-S ial elidel 中 ,地 衣 关 层 片 最 常 在 

平地 人 条件 下 出 现 ;, 东 经常 估 据 着 不 小 的 面积 。 

AE Rt 乾燥 ”草原 的 地 衣 关 层 片 的 组 成 中 ,除了 上 述 独立 生活 的 革 状 地 表层 片 

以 外 ,有 还 可 以 分 出 下 烈 基本 层 片 : Bota et, 贴 着 垃 状 地 表层 片 和 食用 茶 汗 从 

(MaHHa) 层 片 。 

独立 生活 全 状 地 表层 片 具 有 最 广泛 的 分 伤 , 它 出 现在 由 狐 茅 - 羽 茅草 原 的 北方 类 

型 起 到 芜 漠 的 地 方 。 除了 Parmelia 的 车 于 种 以 外 ,还 包括 着 Cladonia convoluta 和 

C. alcicornis, 由 Cladonia 属 的 前 一 种 构成 的 迈 于 地 彼 可 以 在 上 述 南方 草原 和 在 轻 

度 或 较 显 著 放 笋 地 段 上 见 到 。 构 成 过 层 片 的 植物 种 我 们 要 指出 Cladonia rangiformis, 

C. pyxidata BRD, C. subacuminata 极 少 ( 阿 斯 坎 尼 亚 - 庄 马 )。 在 放牧 较 重 地 段 ， 草 
本 植 彼 强 烈 遭 到 破坏 ,有 了 时 也 可 遇 到 大 量 的 Cl1edomzia subrangiformis £. vagans, Cor- 

nicularia stebbae， 在 生 荡 地 地 段 上 和 牲 辫 哺 玖 地 上 都 能 很 好 地 保存 着 。 过 一 层 片 在 

很 不 稳定 的 砂 地 上 发 育 非常 强烈 。 

hatin ie reo Rae REPRE AN. SRR Aa 

1) AMF A. H. Oxcnep Mem , FeRAM A a 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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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yh ae RAR H 38 — BSE SESE Pooradecipiens 和 Diploschistes scruposus 构 

成 。 其 中 还 有 很 多 通常 少见 的 种 ,例如 Toninia Kellerip 过 种 在 苏联 草原 中 稀 见 的 

BH, 到 个 荒漠 带 旭 成 坊 常 见 和 油 富 的 层 片 , 它 具 有 另 一 些 亿 富 的 种 类 成 份 (通常 包 

括 的 种 有 Lecanora, Caloplaca, Fulgensia, Rinodina 的 一 些 种 )。 

最 后 ,食用 茶 渍 表层 片 是 极 篇 稀 见 的 〈 例 如 ,在 扁 克 兰 共 和 国 南 部 和 范围 内 ), (FO 

草原 的 石生 植物 一 类 有 关 ， 它 是 攻 联 南部 和 东南 部 的 千 荡 漠 和 荒漠 地 区 极 常 见 的 层 

片 。 在 草原 中 形成 过 一 层 片 的 是 Aspicilia fruticulosa, A. affinis 和 A. his- 

pida, 

除了 殉 状 地 表层 片 以 外 ( 那 庄 构成 层 片 的 种 是 以 隐 子 繁殖 ， fab 的 复壮 是 相当 困 

将 的 )， 其 余 的 层 片 繁殖 是 厌 助 认 革 状 体 分 裂 方 式 来 进行 的 地 衣 所 构成 , 因而 其 中 某 

些 种 在 放牧 地 区 能 大 量 出 现 是 完全 可 以 理解 的 。 

六 . 草原 植被 的 分 类 

直到 现在 RM we Ae BRS. 所 有 做 过 与 各 个 问题 相关 的 

工作 ,和 与 其 说 是 草原 替 聚 的 分 类 工作 ,不 如 说 是 草原 地 区 分 亚 带 或 分 省 的 工作 。 群 联 

草原 植物 短 落 分 类 问题 一 直到 现在 是 从 属於 区 划 问 题 。 

直到 今天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草原 下 聚 分 类 的 工作 局 限 放 草原 ey (run) 的 

确定 上 ， 关 型 ”在 广 关 的 苏联 草原 ,平原 上 有 着 地 带 性 (或 亚 地 带 性 ) 的 性 质 , 有 时 在 

某 些 情况 下 ， 也 确定 草原 类 型 的 某 些 ̀ 释 体 ”(BapaHT)， 吉 些 释 体 有 了 时 也 具有 地 带 性 

(小 地 带 性 ) 的 性 质 ( 例 如 ，B. B. Anexun (1934) 对 於 库 泵 斯 克 省 草原 和 沃 罗 逻 什 省 

草原 所 确定 的 北方 草原 释 体 ) ;或 在 另 一 些 情 况 下 ,具有 省 的 或 甚至 县 (oKpy2KHoe) 的 

Mg (K. M. Saneccxuii, 1918 所 确定 的 顿 河 下 游 和 亚 速 Be PY UE Be Dek BY BB, IO 
Kaeonos 和 E. JIagpeHKo (1933) BRREZE HY 5 Sa”), 

简略 地 锥 述 一 下 草原 分 类 工作 的 历史 ?)。 
C. HW. KopxkeHcKIH 站 〈1888 一 1891) 在 他 的 经 典 性 著作 一 一 “天 放 俄 坎 斯 欧洲 东 

部 黑 俩 土 北 方 的 界限 "一 一 中 ,首先 提出 了 关 放 草原 的 类 型 问题 。 在 过 一 著作 中 ,他 

规定 了 四 个 基本 的 草原 ER”, HIE fa) BEI, PES ‘Stipa 草原 及 石 质 草原 。 

灌 六 草原 和 石 质 草原 不 形成 带 。 因此 ，C. 区 KopxkeHckHii 在 18e9 年 ， 把 " 黑 

1) 在 下 面 苇 到 草原 植物 爱 聚 (植物 且 落 ) 的 特征 时 ,我 时 常 使 用 建 用 种 ,优势 种 用 亚 优 开 种 道 些 了 术语 。 我 所 

指 的 优 驳 种 是 那些 在 逢 一 或 另 一 植物 妥 友 中 估 优 霓 的 种 类 ,而 在 植物 用 落 的 建造 者 (cTpogreJp ) 中 起 着 

最 重要 作用 的 那些 种 , 正 像 现在 大 家 通常 所 理解 的 那样, 我 把 它们 叫做 建 舌 种。 在 草原 植物 胜 友 中 ,起 关 
建 稚 种 作用 的 种 关东 不 只 是 一 个 种 , 而 常常 是 两 个 或 三 个 种 ,有 时 ,和 需 了 表明 唇 片 是 鼓 植物 舌 落 的 “建成 
者 ”, 我 探 用 “ 建 短 唇 片 ”。 天 有 亚 优 亏 种 ,我 所 指 的 是 那些 在 植物 舌 育 中 倚 能 起 项 显 著作 用 的 种 类 ,但 
是 它们 的 作用 则 次 礁 优 副 种 。 

渤 要 指出 , 在 复合 的 名 舟 ( 例 如 ， 杂 类 草 - 狐 茅 - 刑 茅 草原 ) 中 ， 最 和 后 的 一 个 名 称 是 基本 的 , 朗 具 有 决 ， 
定性 的 最 基本 的 植物 种 名 或 属 名 则 需 最 后 一 字 。 

2) 应 鼓 说 明 , 下 面 所 代 述 的 与 其 设 关 有 帮 草原 植物 浴 环 的 分 类 系 统 , 不 如 说 是 关 帮 草原 区 的 亚 带 的 区 草 。 
最 近 , 出 版 了 VW. B. HopomoKpoBcKHE (1937) 和 T. VU. Doxman (1937) 的 著作 , 77 Fe BWR 

联 草 原 分 类 系 统 的 烷 合 性 著作 ,在 他 们 的 著作 中 ,指示 出 天 有 共 本 问题 雁 史 的 详 关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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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e Ji a oh Be PAS, 典型 草原 带 或 Stipa-Festuca 草原 带 和 草 旬 - 草 原 带 或 

森林 草原 带 ”。 138 
EMA OSE RL, “REBAR SR, MEwAARARAAKNES 

SB CRAM, SRBCHMTRREMLE, 在 很 茎 窗 的 草原 上 ,生长 着 Stipa 

Grafiana:*:**: ;在 乾燥 而 不 肥沃 的 草原 上 ,生长 着 …… Stipa Lessingiana, 在 乾燥 的 丘 

陵 ,特别 是 具有 石 质 士 的 丘陵 上 ， 在 俄 区 斯 欧洲 东部 ， 可 见 到 Stipa Richteriana (S. 

Kosshinskii_—-3£ #4 t:). Stipa capillata 在 熟 邯 地 上 上 比 在 处 女 草原 上 数量 多 。 天 oe/!- 

eria 或 是 Festuca sulcata, 也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其 作用 仅 次 於 S#zbe。 在 草原 上 ,到 处 可 

”以 光 到 它 ; 普 且 和 从 筷 拉 和 尔 山 以 东 , 起 着 特殊 的 作用 。 在 那 驯 ,在 乾燥 的 草原 上 ,时常 形 

BRA BR FRE, Phleum Boehmeri, Koelerie glauca (m4 K. gracilis 

著者 赴 ) 在 草原 上 也 到 处 分 做 着 ,但 起 着 混杂 (npMecb) KITE A (ENIBAKH ER 

tz MARTY ee Avena desertorum 和 Poa sterilis (FJ #E+E P. 

stepposa—— 3% Hat AERA HA AEE RA  WEABAMIER. EME) 

Pr] Pd is I BP SP AA. Uh FE PAIRS Hh 

植物 散 生 着 (主要 是 草本 多 年 生 植物 ) UE MMAR SESE, EMMA hhes 

RAZA’. (AL, RENE ERD 各 的 来 计 , 只 起 着 欢 要 的 作用 ,因此 ,典型 的 

黑 锁 寺 草原 首先 是 Stipa BR Festuca 草原 ,都 是 禾 草 草原 ”。 关 用 草 名 草原 ,CC. U. 

KopxHHcKH 直 写 道 : 由 南 向 北 转移 , 黑 钙 十 草原 植 彼 的 特性 也 开始 发 生 释 化 。 禾 草 的 

草 装 相 互 靠近 较 科 紧 密 , 草 慷 附 近 生 长 着 大 量 植物 ,过 些 植物 一 部 分 是 在 羽 茅 草原 上 

可 以 见 到 的 种 类 ， 另 一 部 分 是 草原 区 北方 地 带 的 特有 的 优 侈 植物 和 生长 在 森林 中 草 

甸 上 的 植物 以 及 生长 在 森林 的 乾燥 林 和 糙 处 的 植物 。 Alt, AyMSRRAMS 

成 草包 草原 (或 草原 章 名 ), 呈 现 着 鲜红 而 族 密 的 五 光 十 色 的 灯 色 植 彼 ,在 过 种 植被 中 ， 
双子 革 植 物 起 着 主要 的 作用 ;草原 禾 草 ,中 然 到 处 仍 能 见 到 ,但 只 估 着 次 要 的 地 位 。 

在 上 述 简 短 的 前 名 中 ，C. MW. KopzHHCKHE 对 於 草原 植 破 自 南 向 北 而 淘 释 的 基 

本 规律 已 经 提出 卓越 的 描述 。 

C. VM. Kopxuuckuit 稍 早 在 他 的 名 著 ” 俄罗斯 东部 植物 区 系 引 论 ” CC“ Tentamen 

florae rossicae orientalis ) 对 於 帮 联 欧 测 部 分 的 东部 ,将 草原 做 了 如 下 的 划分 : 草原 草 多 
(Prata stepposa) 和 玖 茅草 原 (steppa stipacea)。 

在 本 世 思 开始 的 十 五 年 当中 , 积累 了 许多 草原 的 研究 资料 , 但 在 适 一 阶段 ,对 认 

草原 的 分 类 , 则 很 少 建立 。 
在 1908 年 到 1915 年 ，[T. H. Betcouxui 首先 明确 地 把 羽 茅草 原 划 分 坊 较 北方 

的 一 Fae A Da” 和 较 南 方 的 一 一 BTA A BEE 及 TRE A BIE 。 Suse 

AS SEAR LTE Y MOISE ASB , 而 且 也 包括 一 部 分 草 名 草原 (ED 

B. A. Kennep SF eR)“ Res Be”), 

1) f. H. Bstcouknh #4 HP 9 Pee Y”’ (1908 , 1915) 
1. es Stipa 草原 (Stipetum latifolium) : 泛 种 草原 与 粘 款 质 黑 钙 土 有 关联 ;2. RE Stipa MRA 

. 草 Stipa HEIR (Stiperum gramineum) 35 hh J 8 8 E+ BA CBC PRED); 19 灰色 Stipa 草原 

(Stiperum cinereum)— MRA B+. (RT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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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14 年 C. E. Kyyeposcxan jHik TY BA Uasnogapcnni RRA AR AD sc, 在 

iS ARSE PEFR , ARS BA HOB T HD ASE A” (4 RAR PY GB As os A Je 

32% fl): 1)° 5 a J fa)” (4% FRR PY A SE SES EE fe] BR) 2) “HA RES 

士 -草原 草 伺 ” ( = MENTE —Festuca~Stipa 草原 )， 3) “PRES EEA RE By” (= Pate. 

Stipa Sie MEAG ES IL) 在 地 图 上 ， 和 给 出 了 上 壕 草 原 “类 型 " Rai 很 明显 过 些 草原 

“类 型 "具有 带 状 分 伤 。 C. E. KyqepoBcKag 所 分 出 的 草原 类 型 , 具体 地 是 根据 草原 

植物 与 非 草原 植物 百分比 关 傈 的 范 且 根据 形成 背景 的 植物 。 前 一 个 原则 ，C. E. Ky- 

qdepoBCKag-PozaHeI 是 借用 JI. H. KpPIroB Age R, I. H. Kpptnos 在 他 的 Ba- 

paGHHCKHE 草原 论文 (1913) 中 ,首先 应 用 过 个 原则 。 他 的 著作 , 比 C. E. Kyyeposcxas- 

PoxkaHeI 的 著作 早出 版 一 年 。 C. E. 民 yqepoBcKag-PozkaHeI 在 她 所 研究 的 地 区 中 ， 

正确 地 指出 了 草原 的 基本 类 型 “。 但 是 ,她 所 提出 的 名 鹿 不 能 兮 人 满意 , 因 篇 它 俩 是 

土壤 学 上 的 名 蛮 , 而 不 是 植物 学 上 的 名 词 。 
1916 年 II H. KpPrroB 的 出 版 了 一 篇 论文 关 亦 营 IoMcKHE 省 西部 草原 。 在 

过 一 著作 中 ， 半 和 运 位 西伯 利 亚 西 部 植 锌 及 植物 区 系 的 年 高 有 德 的 专家 提出 了 自己 的 

MALE Stipa 草原 (Stipetumd) HB, HH YT. H. Borconxns (1915) ARR, BRE “下 
型 的 .中央 的 ”Siipa WLJR (S. gramineum), Stipa FRB, SEHR ASH, HEAR 

型 (Gnomopha) MARAT ERARE PARSE. “RMR (Stipetumd) RAT 

WER), 77 (Poaretum 草原 ) 《 序 草 旬 植 被 类 型 EAE) 的 过 滤 型 或 是 向 4ztez285i2 草原 

(Artemisietum) KEEFE’. WE Stipetum latifolium 的 钥 成 中 见 到 了 窟 革 草 本 植物 大量 混 生 其 

h ARKH (Agropyrum intermedium, Stipa pulcherrima, Bromus inermis, B. riparius) ,也 有 和 圣 

Bay “SEAR” (如 Plantago d’ Urvilleana=P. stepposa——(34#%#), Phlomis tuberosa, Salvia. 

nemorosa, Stachys recta, Senecio Jacobaca, Coronilla varia =)KEIRATS. FE Stipetum cinereum ; 

草原 中 , 能 见 到 具有 荒漠 车 类 CArtemisietum) BRARA NY, BL “天 部 分 的 植株 上 或 多 或 

> ERA, EMF RRS REE’, 过 些 植物 有 下 列 箱 : Linosyris villosa, Pyrethrum 
achilleifolium, Artemisia incana, Kochia prostrata 等 等 。 

根据 上 还 特征 , 可见 T。H。BptcorKH 站 所 指 的 袖 革 Stipa 草原 不 仅 包 括 较 北 方 的 Stipa 草原 ( 杂 
类 草 -Festucca-Stipa 草原 )， 而 且 在 任何 情况 下 ， 也 包含 戎 戟 南方 的 草 句 草原。 RR, KE Stipes . 

ALA ALE AGI Festuca Stipa 草原 CAE Det PSE AAC Re PH BE BY a = HAS, 
Artemisia maritima incana, Kochia prostrata 2k Pyrethrum achillefolium) ,tb IGT DA Ese 

KBP MAH MPH. MASE —wA, T. H. Betconxnl HARARE Stipe 草原 作 了 以 下 的 上 青 定 看 法 : 8 | 

“SED HAM E Eprena 有 广泛 的 分 伤 ; 在 早先 原始 时 代 , CAMERAS HRASLA RE | 

BAH HA”. Peicouxnli # A. H. Kpachos 所 指 的 Festuca-Artemisia fio B. A. Kennep 

BRR AT EBT AY ““Festuca-Stipa” TiwAR, —PHPECRCRACHNKE Stipa 草原 。 
r. H. Butconxnii (1903) 提出 了 草原 化 草 旬 的 划分 ， 过 种 草 句 就 是 他 所 谢 的 杂 关 草 eee 

(Poaretum prato-stepposum)’’, 

(HE, HeSuIB ME T. H. Buicouxni 以 前 ( 郎 在 1908 4F DA), AeA. fe Te 

—HPMSTH (按照 我 的 看 法 ) BUT. H. Bucouxné 的 “ 黑 征 土 草原 ”的 亚 带 。 “MS+ AA’ aye 

MIAN“ FIBE Stipa WR? Al Be HR? ISDA, Ti Se PRA AAALAC BL SHE Stipa 草原 ”。 

HR, fe 1874 年 , A.B. Bexeros REM MK STi F LMHS, ES FEAL RAEI BY Ipaseéax 

的 书 一 一 “地 球 的 植被 ”, 一 一 的 赴 解 中 。 

A. H. 人 pac8oB 在 他 “植物 地 理学 ”(1899) 一 书 中 也 写 出 了 如 下 的 天 大 倒 联 欧 洲 部 分 草原 区 的 

BIT; Severe 我 和 Bexeros 数 授 一 起 ， 可 以 在 黑 知 土地 带 中 ， 由 南西 向 束 北 ， 划 分 师 三 个 带 ， 各 称 之 

篇 前 草原 (apencrenne), “Ph Sak CARRERE Festuca 

的 草原 ”( 相 党 放 Festuca- Stipa "45 S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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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 (ARES TS REX AAR, BIS BT, KANDA ES BG AS RR 
承认 他 的 划分 。 
>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学 者 ，II. H.KpzrroB 把 西伯 利 亚 西 部 草原 区 范围 内 所 有 亚 带 都 

则 分 出 来 。 过 些 亚 带 都 是 我 们 所 探 用 的 。 但 是 ,他 所 提出 的 过 些 亚 带 的 名 稀 和 某 些 
划分 草原 “ 关 型 "的 方法 问题 部 分 地 受到 了 B. A. Kennep (1916) 完 至 公正 的 批 利 。 
lin, U1. H. KpsrmoB 把 最 北方 的 亚 带 称 坊 “ 草 改 草 名 亚 带 ”, 再 向 南 的 亚 带 (在 森林 
草原 范围 内 ) , 称 篇 “ 订 闫 草 - 草 旬 亚 带 "。 但 是 ,在 第 二 个 亚 带 的 组 成 中 比 第 一 亚 带 ， 
BERD (AE ESBS”, 

(ites -M$-YF BASS OSS Us, WTs-ASshw 
带 称 篇 “无 林 的 草 甸 -草原 " 亚 带 。 但 是 ,在 第 二 亚 带 中 的 草 旬 成 份 ,与 在 第 一 亚 带 相 
比 , 是 微不足道 的 ,在 第 一 亚 带 的 范围 内 ,在 某 些 地 段 (只 然 一 般 地 都 不 大 ) ,在 草 涯 组 
成 上 ,都 有 草 旬 成 份 参加 在 内 。 
此 外 ，II. H. Kpprroa BA LR SLA RRR EES, 他 其 至於 把 最 南 

- 方 的 “ 力 林 草 甸 -草原 ”( 技 照 他 的 术 医 ) 也 称 篇 “ 草 旬 ”。 
MERE, OH. KptmoB 注意 了 植物 好 落 学 方面 的 某 些 重要 因素 ， 

例如 ,在 一 地 段 上 的 种 的 数量 , 纺 的 覆盖 度 〈“ 草 烤 化 "程度 ) ; 但 他 认 和 起草 酝 组 成 中 草 
原 植 物 视 草 名 森林 植物 相互 关 傈 的 百分比 具有 一 特殊 的 意义 2。 

4) Gai, U1. H. Kpsiios 没有 把 Stipa pennata S. ampl 过 一 组 的 种 类 区 分 出 

来 ;而 过 些 种 类 半 於 过 一 或 另 一 草原 区 的 亚 带 来 芋 , 正 是 非常 典型 的 。 
TL H. Kpsinos (1913, 1916) 根据 草原 植物 与 草 名- 森林 植物 之 间 的 百分比 来 
划分 草原 基本 类 型 单位 的 方法 ， 很 多 在 西伯 利 亚 和 北 哈 蓝 克 斯 坦 草 原 上 工作 的 植物 
学 家 们 也 探 用 ,他 们 主要 是 OM. H. KpEimoB 的 学 生 : C. E. Kyseposcxaa-Poxanen 

_  (1914,1916), JI. Pepepzatrto (1921), B. H. BapaHoB (1923), B. ®. Cemenos 

(1924), “过 些 学 者 个 , 除了 C. E. Kyseposcxan-Pomanen 以 外 , PEAY TI. H" 

Kpsvios 的 草原 类 型 学 单位 的 名 称 。 不过，B. HW. BapaHoB FBR AYSEfE(1927) FR 

Bess THe. 

1915 年 ，B. A. Kennep 发 表 了 关於 草原 分 类 的 很 重要 的 著作 。 

1) Tl. H. KpElmroa MRBSEBS “Ee” (3amrepHoBaHHocTE)， 过 当然 是 不 能 合 人 满意 的 。 

2)“ 草 原 ? 灶 物 的 分 散 ,在 草原 类型 的 确定 上 可 能 只 有 疗 护 的 意义 。 草原 基本 类型 的 划分 应 亦 建 立 在 下 述 基 

磅 上 :第 一 ,考核 优 双 种 及 亚 优 驳 种 的 生态 学 。 在 过 方面 , II. H. KpEtroB 关 大 草原 植物 类 型 的 解释 未 有 

@RARZ. Pian, 0. H. 人 psiroB 把 下 述 各 种 植物 都 包括 在 “草原 ?植物 中 : Libanotis sibirica, Cam- 

panula sibirica, Lithospermum officinale, Silene multiflora, Plantago maxima, Eryngium pla- 

num, Carex praecox, Chrysanthemum corymbosum, Cirsium acaule, Hordeum brevisubulatum 

(A. secalium 亚 种 ) 等 。 “过 些 植物 种 的 大 部 分 有 着 明 显 的 中 生 植 物 特 性 ,只 部 分 种 地 具有 早生 植物 特 

#£. Plantago maxima, Cirsium acaule. #1 Hordeum brevisubulatum 乃 是 苔 生 草 旬 的 特征 植物 。 同 

Be, 如 Phlomis tuberosa, Phleum phleoides (=Ph. Boehmeri), Anemone silvestris, Vicia te- 

nuifolia SSRRLRAGRERRRBA, SFRLAwWEEARLRERRBRATERS, i 

Phleum phleoides, #51 ,77 RRIF HMRRHA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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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Kennep (1916) RBH R AY GREY PMA: Beet ee 

AAW ATE RE Pie a EA eS IEE PB Se RE EE SI SEB, AH 

位 。 

在 同一 著作 中 ，6. A. Kenmep 48 RAPER 区 分 开 了 。 
在 同一 著作 中 ，B. A. Kemoep 把 草 甸 草 原 划 分 坊 杂 类 草 -草包 草原 (在 组 成 

中 只 3 有 少量 的 六 生 禾 草 ) 和 玉生 - (Stipa-Festuca) 草包 草原 "。 前 者 相当 於 P- H. 
Buicoukul (1908) A eR ES fay — Ja”, A. I. IIIeaaaroe (1935) 完 至 正确 地 把 

它们 明之 於 草 甸 ”， 称 它们 作 草原 化 的 草 甸 "。 咎 者 是 草 旬 草原 (狭义 的 ) , 正 像 我 们 

在 本 书 中 所 理解 的 那样 。 

在 Stipa 草原 ( 按 我 们 的 理解 中 的 站 正 草原 ) 中 ，B. A. Kennep 划分 出 了 大 草 六 

Stipa 草原 和 Stipa 及 Stipa-Festuca 小 草 六 草原 ， 前 者 相当 旗 我 们 的 末 类 草 - 狐 

a MS, (eG , HBP SE, HE MOS ASE (“RERE?) I, 

应 鼓 指出 ， 大 草 六 ”和 “小 草 装 ”过 梯 性质 的 形容 词 是 不 太 恰 当 的 ， He, Stipa 
Lessingiana 和 S. capillata WHE IEARH Stipa stenophylla 小 ;而 B. A. Kennep 却 

nek Stipa stenophylla EARP “KBE” HRD, 双 是 草原 带 北方 部 分 

所 特有 的 3。 
1918 年 出 版 了 K. M. 3aneccknh ie RUM Re, FEMS, SAE 

本 上 沿用 了 工 . H. Betcouxnh 的 草原 分 类 系统 和 名 称 ， 在 本 大 直 全 下 和 下 

数 个 相同 於 省 或 县 意义 的 释 体 。 

HES PER, K.M. Saneccknt 到 述 了 红色 Festuca-Stipa 草原 ， BEBE 169 Fe- 

stuca-Stipa 草原 和 灰色 的 Festuca-Stipa 草原 "。 在 后 者 的 租 成 中 ， MEMBERS 

BBA 灰色 一 多毛 昔 的 植物 ， 主要 是 小 定 灌木 0 maritima, Kochia pros- 

trata), RP CseP RBS rete RLM Artemisia-Festuca-Stipa 草原 篇 

代表 。 

十 月 划 命 以 后 .已 出 版 的 分 类 系 芋 有 YW. B. Hosonoxposcxui, WM. M. Kpatenn- 

HHHKOB 和 B. B. Anexun Aya RR (HBB MASE I DH HBR 

表 )。 

1) BUASERE PSR AI ea eee, B. A. Keanep 早 在 1907 年 , 在 他 的 著名 的 著作 一 一 

“ee oe ie”? — PE) BREE. 

2) (BFE 5 — Fs [ ED Ra (AAA - SF) IS te) SA ——_ 1 BD IGS ,我 是 不 同意 的 。 

3) DAHER, VU. B. HosgoaokpoBcKHE 在 1916 年 , 浸 有 根据 B. A. Kennep, 互 不 相干 地 将 Crappono- 

JIOCKB 扣 ”高 地 与 在 Ma8PII 之 问 地 区 上 的 草原 ， 也 做 了 近乎 过 样 的 划分 ( 瑟 . B. Hopouoxposckn 和 

C. IO. TypkeBad，1916)。 本 妇 作 者 如 分 出 :1)”“ 草 多 草 原 ”( 尖 种 草原 在 CTaBpouolbcKH 首 RAC 

内 的 出 现 与 垂直 成 带 现象 相关 联 ) ，2) “具有 圭 尖 森林 的 黑人 钙 土 草原 ”， 此 草原 见 基 普 通 黑 合 主 玉 南方 

mgs ELGAR B. A. Kennep “Stipa 32K”), 3) 生长 在 南方 黑 钙 十 CRB) ARBs Et 

的 “基本 和 然 林 的 Festuca-Stipa #5" AEH B. A. Kennep 85 “Stipa 和 Stipa-Festuca eR”? 

4) fa EE) AY Festuca-Stipa-Artemisia 草原 (KPA B. A. Kennep 49‘) AiR EIR”) 一 部 

47s Kennep RF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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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B. Hosonoxposckul 在 他 的 一 系列 著作 (1921,1922,1925,1929 等 ) 中 , Bi 

分 出 了 下 烈 草原 基本 类 型 : 1) 草 甸 草 原 ，2) 杂 类 草 - 禾 草 草原 ， 3) “AR 

ER’. BY (EHMbE CHORE, (ES AT OH ae, 
AT BABE RIEDEL 1. B. Hosonoxposckuit 的 草 多 草原 大 概 是 包括 
# 6. A. Kennep ”的 “ 杂 类 草 - 草 甸 草 原 ”( 草 原 化 草 甸 ) 和 他 的 “ 草 闪 - 草 甸 草 原 "。 
VW. B. Hosonoxposcknit 的“ 杂 类 草 - 禾 草草 原 ” 相 常 於 B. A. Kennep Ay “Stipa-K 

草 装 草 原 ”( 或 我 们 所 认 乱 的 杂 类 草 -Feszxca-Stzipa 草原 ), 最 后 , 巧 . B. Hoportoxposcxuit 
”的 “ 禾 草 草原 ” 相 沉 於 6B. A. Kennep 的 “Sazpe 和 Stipa-Festuca 小 草 六 草原 “或 

BARS RTE) Festuca-Stipa JR). 
VU. M. KpamenunnnKos AY 22/428 KK (1925, 1932) BB B. A. Kennep 的 和 

WY. B. Hoponoxposcxul 的 分 类 很 相关 似 。 开 。M. Kpamienuunuxos, 根据 他 多 年 来 对 

北 哈萨克 斯 坦 和 南 乌拉 和 锁 〈 大 概 是 前 乌拉 泵 和 人 和合 饲 拉 耕 的 南部 ) 草原 的 研究 ， 建 立 
了 自己 的 分 类 系 葡 。 他 划分 出 了 下 烈 草原 的 各 个 基本 关 型 : 1) 草 旬 草 原 ， 2) “A 

HEE RR ( = HM. B. Hosonoxposcxun Ry MORLEY ARISES J) , 3) “pera ASE 

we” (=U. B. Hosonoxposcxulh MAAK). 我 们 在 相当 程度 上 应 用 了 He 
MKparmreHaaHHKoB 的 本 应 来 标记 草原 区 的 亚 带 。 

现在 我 们 来 谈 一 下 B. B. Anexun py et UME (1925, 1926, 1934, 1936), Ath, 

bE-MEKNEMRRER, MESBSHAREBZEE BMA ve (Kypcxuit) 草 

JAAR REIS (Boponexckui) 4 (ERERAMRKE REA) 2B BBN hs 

地 区 。 最 近 ，Auzexa FELD MER ee EUS A 

B. B. Anexui 把 草原 划分 成 两 大 主要 类 型 : 1) 北方 草原 (See Aaa ER 

B. B. Anexwn gate, ‘nuke os — Pe SHE a A JL”? 或 “华硕 的 杂 类 草草 原 ”， 2) 

“RPGR”, BK CL EP AS SLT I EE DR CAD), EFT 
个 的 理解 本 是 草 旬 草 原 ; 或 甚至 是 草原 化 的 草 旬 ); 和 后 者 所 指 的 是 草原 带 的 草原 (也 就 

是 我 们 所 理解 的 优 歼 的 杂 类 草 -Festuce-Szipa 草原 和 Festuca-Stipa 草原 )。 

B. B. Anexun RBH MRR BRYA RAGES. A 

篇 ,北方 或 草 旬 草 原 均 重新 出 现在 草原 区 的 南方 (例如 更 南 的 南方 草原 ) 在 克 里 

AS URE, 高加索 和 阿尔 泰 等 地 。 

此 外 , 当 划 分 草原 基本 类 型 时 ,最 好 能 够 探 用 过 一 或 另 一 草原 类 型 植 彼 的 基本 特 

REET. ; 
“AeA Se” ice AY Sy SS CALA AY) SERA, AY), 而 "南方 草原 ”起码 可 分 

起 十 个 “ 亚 型 一 一 SES Stipa 草原 和 AN SEE AY Stipa 草原 ;每 个 亚 型 还 可 以 

进一步 萌出 伙 体 EFS, 基本 的 和 南方 的 )。 “He AY) Stipa 草原 ” ZEA LAE 

B. A. Kennep )‘Stipa—— #2 JR”, VW. B. Hoponoxposcxul 的 “ 订 钴 草 - 禾 草 草 

jn” & VU. M. Kpamenuunuxos fy “ Stipa eke es es Je”, 6B. B. Anexun 的 无 

&W WAS Sess eee OB. A. Kennep fy “RS Stipa 和 Stipa-Festuca 草原 ”， 

M. B. Hosonoxposckul 的“ 禾 草 草原 ”和 HW. M. 民 parreHHHHHKOB 的 乾燥 “Stz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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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 
从 上 面 的 记述 中 可 见 ;在 上 面 所 列举 的 各 家 的 草原 分 类 系 和 统 , 其 中 大 部 分 在 内 容 

上 ,有 很 多 共同 之 不。 中 然 , 所 用 的 术 证 有 较 大 差别 ， 而 所 划分 前 草原 " 舌 型 "本 身 的 
Arse SNZE BBE, 
EMAL ERR, (ARSE LR BOT 

IN, 因此 我 们 对 它们 就 不 一 一 地 加 以 评介 了 。 只 把 其 中 的 大 部 的 内 容 烈 成 一 表 
(1,2) , 作 乱 不 同学 者 的 草原 分 类 系 薰 的 比较 , 附 在 本 文 之 后 。 

膛 应 指出 一 点 , 便 经 有 人 半 所 确定 的 草原 “ 沽 型 ”( 按 我 们 的 岗 点 则 篱 亚 型 ) 进 一 
MoE BWR, Bee Se a eA eh (IO. Kaeonos, E. JJIagpeHKo 

1933; B. B. Anexun, 1934; A. B. IIposopoBcKH 直 等 人 ,1933)。 

FEHR A CE LR PK, RDA CMTC 
A. Tl, Wensuxos (1935) Brat hye Hi yA A A 

55 DDT EE HR EE, Be REE, EM OT 
聚 的 层 片 结构 。 必须 着 重 的 指出 , ARERR SRE 
草原 亚 带 的 分 类 2。 

在 过 个 分 类 系 萄 中 ,所 规定 的 草 旬 植 彼 和 草原 植 彼 的 亚 型 :草原 草 甸 ; 草 甸 草 原 ， 
JRE 32 J ASE EO a SR 

在 草原 亚 型 的 大 部 分 的 范围 REBAR SR MBRM) 内 ,我 进一步 划分 
出 了 由 於 土 壤 不 同 所 成 的 爸 体 : @ 蜂 生 草 原 , ee Dee TAC atime 
碱土) 相 联系 , © 石 生 草原 ,是 过 种 草原 土 的 特点 是 特殊 基质 具有 发 育 程度 很 小 的 士 ， 

SEM, HAS SRS BEES, 图 砂 生性 植物 草原 ,过 种 草原 是 生 在 
AA +, ARSED AAW @ PRP AER SA DA IO CE AL AL SU 
砂 士 和 砂 壤 土 。 

下 面 我 们 就 进 大 草原 植物 符 聚 分 类 系 葡 的 关 述 ， 先 简要 地 天明 一 下 草原 奥 草 负 
” 和 荒漠 的 区 别 ,在 过 详 , 所 谈 到 的 一 切 概念 都 属 认 植物 符 落 学 范 旺 。 

草原 (Steppe) 和 草 甸 (Prata) 同 属於 一 个 植 彼 类 型 组 , 也 就 是 属於 草本 植 彼 (Her- 

1) RETR, “THD ey SOME I OTOP ACIP HW. K. Tasockni 7: 1917 年 最 先 使 用 的 ， 

ALFA EAA BY 草 原 (1917)。 HAMS ee “南方 的 (黑海 附近 特有 的 ) 草原 ” 

和 “北方 的 (森林 草原 的 ) 草 原 ?。 但 是 , 详 查 一 下 他 所 草 出 的 “南方 ”和 ”北方 ”草原 之 并 的 春 限 , 可 知 他 

的 “ 关 方 草原 ”不 仅 包 括 落 森林 草原 带 的 草原 ,站 且 也 包括 落 草 原 带 的 北部 地 区 (相当 藉 我 们 所 理解 的 

序 关 草 - 狐 荡 - 列 茅草 原 亚 带 的 大 部 分 )。 

因此 ，B. B. Anexnn 的 南方 草原 与 北方 草原 范围 与 五 . K. IIaqocKH 站 的 薄 不 相同 。 

2) 我 把 A.II. IIegBaHKoB 所 用 的 分 类 单位 稍 加 改 磷 。 我 认 乱 “植物 闫 型 ”(Tgm) 的 概念 应 坊 比 起 通常 所 

用 的 ,例如 “植被 的 草本 关 型 (THEm) 等 的 概念 包含 更 大 的 意义 。 因 此 ,我 所 主权 的 植被 类 型 的 概念 相当 基 

草 旬 ,草原 等 。 阔 型 再 淮 而 联合 成 类 型 钥 ( 例 如 , 草 名 或 草原 植物 用 素 联合 等 类 型 钥 一 一 “草本 植被 ”) 。 

FAI Wy GD “TE”? (Be SA”) | “SR RISB BRM “BR? SS, 

aM —T , EMAMW BABE (Pl? Artemisia-Festuca-Stipa 草原 )， 主 要 的 有 决定 性 作用 主要 

植物 是 最 后 的 一 个 字 ( 朗 Stip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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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ta), 在 过 些 植 彼 中 ,草本 植物 起 着 建 玫 的 作用 。 草 旬 和 草原 植物 二 聚 主 要 地 都 是 由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所 福成 ， 它 们 两 者 之 问 的 区 别 在 论 草 原 植物 地 落 主要 是 由 早生 的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而 构成 ,而 草 旬 植 物 至 落 是 由 中 生 的 多 年 生 草 植物 所 构成 (A. IL Len 
HHKOB，1935)。 在 组成 的 关 傈 上 草原 其 余 的 层 片 和 草 甸 的 不 同 也 在 於 在 草原 的 和 组成 

- ,证 (特别 地 更 加 早生 化， 具有 稀疏 的 草本 鞭 彼 ) 一 年 生 植物 (包括 短 生 植 物 ) 及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慎 物 层 片 以 及 一 部 分 地 衣 和 地 面 薄 类 植物 所 钥 成 的 层 片 有 显著 的 地 位 。 而 

谷类 层 片 不 管 是 在 某 些 草 旬 上 ,或 某 些 草 原 上 都 有 和 良好 的 发 育 。 

最 近似 草原 的 草 多 筷 草 原 化 草 甸 《Prata substeppos; 草 甸 的 亚 型 )。 草原 化 草 凶 

可 以 有 下 烈 特点 : 建 短 种 属於 中 生 植 物 或 早生 中 生 植物 ， 但 在 其 他 大 大 草原 化 草 旬 植 

WAR a PAD, RAS pA SA Ee HD 

Be Jia HC ta) BR YE HE Mihi CE BRK SE DAS PY , FS AE TE BRK RE DS AL BR HED , FES 

囊 , 吉 些 草 旬 估 据 着 平地 的 位 置 。 因 此 ,向 北 , 草 原 植 彼 过 渡 篇 草 甸 ( 一 部 分 过 渡 篇 草 

原 化 草 甸 )。 

HEVE (Deserta)? EMRE RMR L, 应 读 属 於 个 木 本 植被 (Subligneta) AH 
在 它 个 的 组 成 中 , 旱 生 的 秆 木 本 植物 ,主要 是 小 咎 灌木 ,起 着 建 棒 种 的 作用 。 FIR 

植 彼 中 ,除了 小 年 治 木 的 建生 层 片 以 外 ,一 年 生 植物 (主要 是 短 生 植物 ) 的 层 片 和 多 年 

-此 短 生长 季 植 物 的 层 片 , 地 衣 及 地 面 薄 类 的 层 片 也 有 了 明 是 发育。 
草原 化 荒漠 (A. B. TpozoposcKuit) RP vic ibe (Deserta substepposa, Bi Subdeserta) 

最 近似 草原 ， 在 其 组 成 中 ， BRT DPE EBL, 草原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主要 是 

BSA)” 也 佑 很 重要 的 地 位 。 

FJ re MP re RE Se RAL RH I SE RR, Eee 

aS, ERE MER S A, HER ERR EMA SRDS 

RIVED Tee 

此 外 ,在 草原 区 的 范围 内 , AG (OKCTpaszoHaNbHbIA) 的 位 置 上 ,如 碱 士 或 石 质 坡 

上 ,也 昂 到 件 荡 漠 及 荒漠 植物 琴 聚 。 在 草原 的 分 人 区 中 ,将 下 列 各 酝 系 列 乱 牢 荡 漠 植 

物 团 聚 ; Festuceto-Kochieta suffruticulosa, Festuceto-Artemisieta saffruticulosa, Stipe- 

to-Artemisieta suffruticulosa, Agropyreto-Artemisieta suffruticulosa, Festuceto-Thymeta 

suffruticulosa, Stipeto-Thymeta suffruticulosa 等 等 。 

PRIA (PSE AR A Re eR FE) BIE Se i (Deserta ge- 

nuina): Artemisieta suffruticulosa, Kochieta suffruticulosa, H wanipets saifiviicilcny 

Thymeta suffruticulosa® 等 等 。 

. 1) 根据 A. B. IIposopoBcKHE (BS 荒 询 植被 一 廊 )。 
2) RSA Pw Ht B. A. Kennep (1907,1923) 的 理解 稍 狂 ，B. A. Kennep 是 第 一 个 人 在 女 刻 中 

Sel TRAN, AMS, 在 它 个 的 粗 成 中 草原 长 营 姜 的 期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主要 是 草 

六 和 钞 草 ) 据 所 估 的 地 位 不 起 温和 继 投 影 邯 度 的 509%5， 而 继 投 影 蔓 度 的 大 部 分 是 属於 小 秆 灌木 列 太 站 荒 资 。 
3) 有 些 学 者 把 牛 荒 资 带 看 作 荒 度 带 的 一 个 亚 带 。 
4) HIBRWSCARL RMET “suffruticulosa’’ JE—VAM,BI#R Artemisia, Kochia, Hysso- 

pus, Thymus RBH ac ASP M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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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PBR PAA A AR Dl A A (HA), 一 共 划 分 出 三 个 亚 型 : 1) 
AJA, 2) AUER, 3) SRR, BARRY eee: 

I， 草 甸 草 原 (Steppa subpratensia) pa RAS AE AD, HAH 
和 中 生 早 生 植 物 之 问 ， 轻 常 能 观察 到 有 相当 数量 的 多 年 生 的 中 生 和 旱 生 中 生 草 本 植 
URAB, 缺乏 或 只 有 少量 的 一 年 生 植物 层 片 和 地 衣 层 片 ， 而 多 年 生 短 生 甚 季 植 
物 的 层 片 在 局 部 的 草 甸 草 原 替 聚 中 也 有 同样 的 情况 。 小 站 灌木 层 片 则 末 乎 根本 
REE | 

Il. 站 草原 (Steppa genuina) 4EME38A— 7 Hi Py — JAAS Se Ae AHL Dy 
FE UB AE is a SAA > I BRC RSPR A A AE 
PAP HE ss HE RES, 一 年 生 植物 的 层 片 以 及 多 年 生 短 生 植物 和 部 分 的 地 底 、 地 面 的 
藻类 的 层 片 有 比较 明显 的 表现 。 在 凌 草 原 的 更 旱 生化 的 爸 体 的 组 成 中 ,已 有 其 早生 
的 小 御 灌 木 侵入 。 

II， 荡 汉化 草原 (Steppa supdeserta)。 建 竹 种 需 站 早生 的 多 年 生 的 中 时 生 草 本 植 
物 ， 在 过 些 草 本 植物 中 见 到 了 有 相当 多 的 芙 旱 生 的 小 个 灌木 训 生 着 。 小 守 灌 未 形成 
明显 的 层 片 。 一 年 生 植 物 ( 主 要 是 短 生 植物 ) 层 片 和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层 片 以 及 地 

去 、 地 面 的 藻类 植物 层 片 也 都 有 良好 的 生长 。 
根据 一 般 的 生 驴 学 特 徽 ， 草 多 草原 可 以 称 入 中 生 早生 草原 ， 莫 正 草原 坑 旱 生 草 

原 ,而 荒漠 草原 需 过 早生 (“ramepKcepobar”) 草 原 。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 於 上 述 各 种 草原 亚 型 的 组 成 中 ,比较 早生 的 草 装 草 原 禾 草 起 

着 主要 的 (建生 的 ) 作 用 (图 3)。 但 是 ,在 很 多 情况 下 (主要 是 在 外 具 加 宽 地 区 ) ,每 一 
草原 亚 型 中 ,比较 旱 生 的 根 蕉 禾 草 或 者 甚至 是 杂 类 草 种 类 可 能 获得 优 雪 。 套 是 ,每 一 
(BES BBA AY SS RM SRABOR ME, BRERA, MAREK 
AES, 

#— 3, LAIMEABAMHOREA, WH, WRBRARR, BTA 
ke Ache (OSE RA AAMAS MARE), 过 项 划分 是 
EERIE AM SITE? : 

SAGE HAR DK Kl dn FR, ARB A RZD DD, thi FS 
HP 1A FRE AOS) Be Bi” FL 

1) 很 明显 我 比 一 般 人 〈C. YW. Kopxxencxni, HW. VW. Copan, B. B. Anexan 等 ) SRM Ae 

mee (B. B. AmexBH 称 草 名 草原 需 “ 北 方 草原 ”)。 一 般 人 不 仅 把 狭 意 的 草 名 化 草原 ,而 且 也 

PAE OMA TL, 我 所 理解 的 草 甸 草原 与 B. A. Kennep 的 “ 草 跟 草 甸 草原 ”的 概念 很 近 

似 。 
2) ee 草 六 禾 草草 原 乃 是 向 草 名 草原 肖 渡 的 草原 。 
3) 在 才 中 ,草原 的 亚 型 (AREA) RES OREM, iy RRR, HET AA BALA 

ARAL ESL, BDL PFE 

MESES HH SE CT ASE FS EES ONE, BARTS TAT DEH YH Gk, FTE mT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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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pa 一 草原 

I. Steppa subpratensia. 草 甸 草原 

I, 

Ill. 

-a) Steppa subpratensia caespitoso-graminosa et éicsigitnaskiicoat BHEAABARHEERER HAR 

1) Herbeto-Stipeta (Joannis, stenophyllae). 

2) Herbeto-Festuceto-Stipeta (Joannis, stenophyllae), 

3) Herbeto-Festuceta (Sulcatae, pseudovinae) . 

4) Herbeto-Cariceta (humilis), 

b) Steppa ‘subpratensia rhizomato-graminosa. MIKA LH ey KA 

1) Brometa (riparii). 

c) Steppa subpratensia herbosa. #4 #4 # fq) ERA 

1) Phlojodicarpeta (dahurici) 

Steppa genuina BF BIR 

a) Steppa genuina caespitose*-graminosa. BiB KABA EAR, 

a1) Steppa genuina caespitoso-graminosa pluriherbosa, 24H eMREAAERR ERR, 

1) Stipeta (rubentis, capillatae etc.) pluriherbosa. 

2) Festuceto-Stipeta (rubentis, capillatae etc-) pluriherbosa, 

3) Festuceta (Sulcatae, pseudovinae) pluriherbosa, 

4) Helictoricheta (desertorum) pluriherbosa. 

ag) Steppa genuina caespitoso-graminosa pauciherbosa, 7-#iRi HAV RRAA BE EB, 

1) Stipeta (Lessingianae, ucrainicae, capillatae, sareptanae etc.), 

2) Festuceto-Supeta (Lessingianae, ucrainicae, sareptanae etc,) 

3) Festuceta (sulcatae, pseudovinae), 

4) Cleistogeneta (squarrosae) . 

5) Cleistogeneto-Stipeta (capillatae) . 

6) Agropyreta (pectiniformis, sibirici etc.). 

b) Steppa genuina rhizomato-graminosa et rhizomato-caricosa, AMIRRAABARRKKS BREA, (19 

Pa 161 Fil FS} I ) 
1) Aneurolepidieta (pseudoagropyri) . 

2) Cariceta (duriusculae), 

c) Steppa genuina herbosa ee ee ae 

1) Tanaceteta (sibirici) 

Steppa suldeserta. # (EER 

a) Steppa subdeser.a. MAAR ICE A 
1) Artemisieto-Stipeta (Lessingianae, sareptanae, capillatae etc.). 

2) Artemisieto-Festuceto-Stipeta (Lessingianae, sareptanae, capillatae etc.), 

3) Artemisieto-Festuceta (sulcatae, pseudovinae ) . 

4) Artemisieto-Agropyreta (peoctiniformis), 

5) Artemisieto-Cleistogeneto-Stipeta (capillatae) , 

6) Thymeto-Stipeta (capillatae). 

b) Steppa subdeserta rhizomato-caricosa. #hit#*# BS B(b eA 

1) Artemisieto-Cariceta (duriusculae) . 

c) Steppa subdeserta herbosa. 订 类 草 荒 度 化 草原 (外 有 具 加 宋 ) 

1) Artemisieto-Potentilleta (subacaulis), 

2) Thymeto-Potentilleta (subacaulis), 

MACKS ,B#XSAiRER A AIR Re. GMP RMS, 

我 还 要 指出 ,我 把 Bromus riparius WAR ERED, MIE Agropyrum pectiniforma (xu- 

THAKH) FAR ARAM, HIHERL, SERRE OTT RI OBL BP ABA fe) A 

原 。 根 据 我 的 看 法 , A. II. Jeg8HKkoB See ee eS BA ( SS IIJeH- 

HHKOB 草 旬 原著 1935), 

”43 。 



HEAR, PEGS, FURSRS RAKSHA BARE 
APB AMA HEIR, SLSR A ANB, SPR: 

2M Me KH (SFRBWBM) 
草原 的 亚 型 一 一 一 一 一 

Li —_ RRA tA —_ALEAE KES —$_ FE 

eS: (i ES ay ED ok a Festuca-Stipa Bromus BWR FEB As 2 oe) 

草 旬 草原 (Brometa riparii) Phlojodicarpus dahuricus 

Festuca-Stipa 羊 草 的 必 正 草原 Tanacetum BRA 

REE 
REAR CAB inet Hb ee) 〈 外 只 加 页 地 区 ) 

Festuca-Stipa 

ie Be AE He Di 

ZEB He a A 

(外 员 加 泵 地 区 ) 
He AG I 

FEB, x27 BEBE A 05 Ta EE LE A eR ta Ty & 

倪 , 而 在 另 一 些 中 驮 聚 中 旱 生 的 杂 类 草 及 其 它 估 了 优 殉 。 

现时 还 要 表明 一 个 有 趣味 的 现象 。 在 属於 不 同 的 植物 董 系 组 的 植物 和 至 六 的 组 成 

中 ;有 了 时 ,灌木 有 相当 的 地 位 (成 篇 亚 优 到 种 )， 过 些 灌 木 常 常 是 中 生 植 物 的 类 7 型 (S 太 - 

raea hypericifolia, Caragana frutex 及 其 他 灌木 等 )。 此 时 , 建 地 种 的 地 位 大 概 仍 是 属 

RAR ABH, (EEE SEED WE Se A UAB Dy 28 RS TE EAS RR <P BS 
滤 类 型 。 

FICE, RIDEKLEA BEYER BB “VES IR” (kycTapauKosasn 

CTeIP)。 

lia 和 Caragana jrztex 容 人 的 荡 漠 化 六 生 禾 草草 原 。 可 能 是 过 样 , 在 过 种 荡 滤 装 生 

禾 草草 原 中 ,过 些 旱 生 草 六 禾 草 . 旱 生 小 牛 灌木 和 中 生 的 灌木 的 层 片 是 在 一 个 笃 聚 中 
它们 之 所 以 能 够 作 特 殊 的 混交 是 因 篱 旱 生 植 物 层 片 的 根系 集中 在 距 母 质 很 近 的 石 碟 
一 一 粘 质 土壤 中 ,而 中 生 灌木 的 根 旭 氏 入 由 岩石 风化 出 来 的 石 矶 层 中 的 炉 故 。 

关 余 适 些 治 粮 草原 植物 二 聚 的 研究 BBA MAES. ss, EMER 

很 可 能 鲁 有 过 更 广 沱 的 分 伤 。 

和 遗 居 的 是 ,直至 如 今 ,在 妇 鹿 中 侍 少 见 有 对 於 中 西伯 利 亚 和 外 中 加 珊 地 区 草原 的 ， 
足够 的 妖 罗 的 记述 。 因此 ,在 本 书 中 所 做 的 中 西伯 利 亚 草 原 和 外 具 加 泵 草原 侦 欧 洲 

草原 \ 西 西伯 利 亚 草 原 和 北 哈 茵 克 斯 坦 草 原 在 类 型 学 及 生 驴 学 -类 型 学 上 的 对 比 ,， 应 

亦 认 入 是 不 成 熟 的 。 
在 上 面 的 草原 区 植物 攻 聚 的 概述 中 , 沙 没 有 把 “ 石 质 草原 ”( “KaMeBHCTag cremb”) — 

作 篱 一 个 特殊 的 组 而 划分 出 来 。 VA EE LAE FP Ee, Aas, BR 

A AY EPR (SCRE) 石 质 草原 "的 基本 特征 是 基质 的 多 石 性 ,但 是 理解 得 相当 广泛 

* 44 ¢- 

洛 种 灌 六 草原 植物 日 聚 ， 例 如 在 闪 乎 所 有 的 以 草 六 儿 本 草 需 建 泽 种 的 涯 和 组 中 
AAD), 在 南 哈 功 克 的 袍 筑 状 地 区 甚至 遇见 过 具有 相当 数量 Spiraea hypericifo- 



《由 碟 质 土 一 直到 陡 岩 的 露 郑 )。 

® ~StipaJoannis ® - Stipa stenophylla @ -Stipo Lessingiana 

©- 。 capillato @ ~Festuco sulcata © -foeleria gracilis 

© -Koslerta Delavignet  @ —Phleum phleovdes © -Bromus riparvas 

图 3 EAS AYRE BE BAAS ASE LATHE OSE Op , (SAAB RAL) 
; ade na re ee er ee 

Begs gir) 3 洛 塔 列 夫 草原 ( 直 草 原 化 草原 向 草 名 章 原 的 通 滤 )。 一 草 负 草原 : 4—— 
FEV AISA CUBS EM), S—— FEE ( 奥 斯 科 泵 河上 游 ) 6 赫 列 诺 夫 草原 (RHEE tH 
省 。 亚 一 Bk AA TE (A DAA) IE RET 7—— Stipa capillata—FA#E (KEES), 8 

op ScHE SE HEHE A Stipa capillata ——AAF BER SSPE, AM Liem), 9 赫 力 
普 地 区 的 Stipa Lessingiana—_ AER (KRESS) Ge B. A. Kennep (1931) = ay" pe 

bie? BH) 

大 45 . 

许多 陡 岩 露头 上 的 植被 常常 是 由 个 别 散 生 植 物 所 和 组， 
成 ;各 植株 之 问 兹 乎 普 无 秋 毫 联系 :过 是 侵 移 的 第 一 阶段 ,在 陡 岩 上 ,过 一 阶段 由 於 基 
质 风 化 绥 慢 可 能 故 时 很 长 。 更 篱 成 熟 的 “ 石 质 草 原 ” 植 物 替 聚 可 能 标 属 认 很 不 相同 的 



类 型 , 亚 型 SAMS, CRASH HMDS R SPEER ERR Ra 

BR, USL EH AHS LR CARR” HAWERARARR . 

it LArait, 8) DSH , (ES EARS RA BRO SERED 

BR ESS (SAESE) MBAR HARNARHREREE, RAKE 

BAR RATERS HOS RDS Hee (ERLE MA). (EE, 

区 分 亚 型 时 , 则 考虑 到 许多 其 他 重要 的 植物 恰 落 学 上 的 特性 , 首先 是 炉 的 投影 盖 度 ， 

种 的 馅 和 度 ( 在 单位 面积 上 ), 层 的 结构 等 等 。 

譬如 , 草原 化 草 旬 的 和 纺 的 覆盖 庆 等 於 00% MES, MRR 〈 蔓 类 - 狐 薄 -= 殉 
或 更 少 。 

B， B. Anexun ase AS BS AR I) Be A BE (1 BAK LARA) 

烈 成 表格 ;如 下 表 ( 数 字 材 料 根据 B. B. Anexun 和 B: A. Kennep); 

草原 化 草 甸 ” 

北 唐 波 夫 (阿尔 加 索 夫 ) 草 原 .… a, sees sa tes snsceeectenteeteaseeteatenses 33 

RBSKE (MAB + LOSERS 上 TEEPE 34 

eA eR A | 
Fe PS (PS 2 _L ee AF BS BR) 2 nee ee eee creer eee e ewes 11056 

Je FS 2 SOE Be LE RAPD) .pe 45 

STE 38 Jik HEAR BT YB So) 

Sof EE AI ESHA AE FG SSE UENO MGS LL) eee eeesennee 25 
PAE ALA es BASE SSE LA) ……….21 

KERR OE DER 
黑海 附近 的 草原 ( 票 钙 土 上 的 阿 斯 坎 尼 亚 - 证 无 草 原 )2 veer ecceeeeceeeeeeaeeeres 12 

上 表明 显 地 指出 种 的 饱和 度 是 以 由 草原 化 草 名 到 草 甸 草原 的 过 湾 类 型 坊 最 大 ， 
而 站 正 草原 的 更 旱 生 的 伙 体 的 数 下 降 特 别 显著 。 

在 草原 化 草 旬 和 草 甸 草原 中 植 被 的 分 层 最 复杂 3 ， 冰 且 在 各 层 之 间 ( 大 概 相当 认 
草本 层 的 亚 层 ) 倚 能 见 到 过 滤 的 层次 。 在 趴 正 草原 和 营 漠 化 草原 中 ,层次 的 数目 ( 包 
ean) BE (5 一 4 左右 ) , 薄 且 在 此 等 草原 中 , 层 间 的 界限 也 更 显明 (形态 上 和 生态 
上 )。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类 型 、 亚 型 、 符 系 组 乃 是 草原 区 划分 大 区 的 基础 , 大 区 的 分 划 将 在 

本 书 的 另 一 章 (第 十 四 章 ) 中 讨论 。 

2) 根据 M. C. Ianar (1938), 阿 斯 坎 尼 亚 - SEAS EME AC ELIA 14—17 种 。 
3) 根据 B. B. AmexHH 的 和 资料 ,按照 他 的 分 类 系统 ,在 如 类 草草 原 上 ,观察 到 7 Ke 

9 46 « 



PR RARE YP AE AE BS DS fe Yee 
需 县 和 最 后 的 小 区 (paiion) , 

在 下 面 ， 我 们 就 提供 出 个 别 已 确定 了 的 亚 型 和 一 部 分 更 小 一 级 的 植物 霍 落 学 的 
单位 的 描述 。 得 憾 的 是 我 们 所 用 於 描述 材料 基本 上 是 取 自 帮 联 欧洲 部 分 印 围 内 的 ， 
EAA RMA ALAR OMS RRC SH. BSP a Fee 
南方 的 草原 “ 岛 赋 ”和 外 具 加 泵 地 区 的 草原 的 资料 ,特别 是 不 充分 的 ?。 

在 下 面 我 也 对 於 草原 区 所 特有 的 草原 灌木 植 彼 也 作 了 简要 的 伊 述 。 

七 . 草原 化 草 匈 

ABH: 目前 通常 把 草原 化 草 名 烈 需 草原 。 属於 过 一 类 型 的 有 : C. U. Kop. 
Hickr 放 《1888,1899,1901) 及 其 他 学 者 的 " 草 旬 化 草原 ”的 大 部 分 ，F. H. Beicorkz 
的 草 旬 -草原 的 杂 类 草 植 彼 ”(1908) IIL H. Kppitop (1916) 的 " 草 半 - 草 甸 很 明显 
和 部 分 的 “ 杂 类 草 - 草 甸 ” 草 原 ，B.A. Kennep. (1916,1923) xy“ MERGER Es fa] 
Ja? K. M. 3armeccKHE (1918) 的 “蔡琳 的 (无 禾 草 或 少 禾 草 ) 草 旬 草 原 "， B. B. 

AnexwH (1925,1926) 的 “ 杂 类 草 - 寅 革 禾 草草 原 ” 的 一 部 分 ，E.M.， Jlaspenxo 

(1927) HRM ARERR” Get ABH), IO. Kaeonos 和 E. JJIaB- 

peHKO (1933) AA) “E fa) Bs AY 74 eS” UW. M. Kpamennynuxos (1932) 的 草 旬 草 原 

ALA sae”, B. B. AmexHH (1934) AER ANAL HER ee J” AS AL EB AO a 的 

PHAR, B. B. Anexun (1936) 的 "北方 混 生 草原 "和 部 分 的 “北方 草原 的 基本 中 生 

释 体 "。 

帮 联 欧洲 部 分 中 央 黑 钙 土 区 ( 良 泵 斯 克 和 沃 史 全 什 省 ) 的 森林 草原 带 的 草原 化 

草 旬 生 经 受到 特别 充分 的 研究 (图 4 一 7)。 

下 面 ,我 们 举 兹 个 例子 来 论述 。 

在 所 谓 的 OprrosBcKHi 草原 (图 4) 的 平地 上 表现 得 最 良好 的 草原 化 草 旬 是 由 A. 

M. Kypenuios (1929), T. B. BepHaHmep (1929), H. 中 . Komapos 和 E. 互 . IIpo- 

cKopaKos 〈1931) 描 述 的 。 
按照 H. 中 . Komapos. E. UV. IIpocgopsgoB 的 研究 ,在 过 些 “ 草 原 ” 上 ,中 生 杂 类 

BASE EBA, EPA, Trifolium montanum, Filipendula hexapetala,Viola 

rupestris, Salvia pratensis, BhA)H5 Pulsatilla patens 特别 的 多 。 Arenaria graminifolia, 

1) 我 所 理解 的 区 (oGnacth) ABA B. B. Anexnn (1936) RH Hbw AE, MBE B. B. Anexun 

hye — PES, Pat B. B. Anexun 的 第 二 狐 亚 带 。 II. H. Kpsinop (1936) hei ea kK 

ae PPE ED Fae 
2) LAMA EGP eT SHH SPAS, AAPM BEAT, F2E AGE Be re He PP 

Ffo ZEAE AB FESRAV IR A AIA , SE SE HLS A ECE east, 应 是 土壤 起 源 的 ) ESA 
例子 。 

WABI D ihe eR ESA, FEBS TS HH EMRE HEM 
WEZG EA BOTE HY, ZED Fil sia Se DR A ASR os , PEGE RY a fe 

WS. tee) A IES ES SSAA BAS A ER ESA A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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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ala vulgaris, Potentilla opaciformis, Valeriana rossica, Leucanthemum vulgare, 

Scorzonera purpurea, Trifolium pratense, T. repens, Primula officinalis, Galium_verum 

sey Ee ee->, 但 比较 经 常 出 现 。 ZEPHEE PAM ESRD, Pile Polygonum 

bistorta, Potentilla tormentilla, Viola canina 的 出 现 也 很 有 趣 。 FARK RPK 

常 有 Carex ruthenica, C. humilis 在 划 些 草原 上 也 相当 多 。 在 禾 本 科 植 物 中 ， 蛙 

ArBALHYFGARRE Agrostis tenuifolia 见 到 的 数量 最 大 ; 在 某 些 地 段 上 也 能 见 到 相当 

10 1 2 3 4 5 

Vp pp tt OA 
< Sass a 
[= = 

rr Ak! v ) - Ne 3 ¥ 

| | y G 
要 Sees 

| IL rel ed 
ae vate hs | 

了 

7 Waicp 
Je 4 

MM If 

i 小 i: iy! tet ii a 好 YING 
NE ap 

yo € 8 803 & 5 e768 a oa in whe 4 

iJ 

4 ACADEME, RMR PAA. 1926 年 6 月 | 

208 (根据 T. B. Beppannep, 31 B. B. Anexnn 1931 ays), MARA BA; 1 一 
Festuca sulcata, 2—Stipa foannis, 3—Anthoxanthum odoratum, 4—Carex montona,,. 根 

AMINA: 5—Agrostis tenuifolia, 6—Festuca rubra, 7—Koeleria Delavignei, 8—Carex 

ruthenica, SERA (WITH): 9—Trifolium repens, 10—Viola arenaria, 11—Trifo- % 

lium montonum, 12—Ranunculus polyanthemus, 13—Leucanthemum vulgare, 14—Hypo- 

chaeris maculata, 15—Filipendula hexapetala, 16—Vola canina, 17—Scorzonera purpurea, 

18—Euphorbia grocillis, 19—Potentilla’ opaciformis, 20—Astragalus hypoglottis, 21— 

Phlomis tubarosa, 22—Galium boreale, 23—Echium rubrum; 此 外 ， Festuca sulcata (1) 

ayeHe AY Salvia pratensis: Filipendula FwBAI—#E Areneria graminifolia, BIRR; 

24—Thuidium abietinum (密实 的 地 面 ) 

es。 48 。， 



数量 的 Nek enntbutn odoratum, Biff] Koeleria Delavigner 的 数量 办 少 , 但 比较 

常见 。 在 过 些 草原 上 ， 有 下 烈 草 多 中 生 汪 禾 草 : Briza media, Festuca pratensis F. 

rubra 的 出 现 也 值得 注意 。 Bromzs riparius 的 出 现 的 数量 不 多 。 在 过 些 草原 上 ,时 

常见 到 的 或 多 或 少 旱 生 革 草原 用 草 ,如 Festuca sulcata 和 孤立 的 Stztba Joannis 和 S. 

stenophylla 〈 偶 锁 也 见 到 S. dasyphylla 和 S. glabrata), 在 一 年 生 植 物 中 要 指出 不 

4 Androsace septentrionalis, Calamintha acinos, Draba nemorosa; 第 一 种 植物 是 春 

季 每 生 植 物 。 由 蕉 类 的 Thuidium abietinum 构成 的 地 表层 有 良好 的 发 育 。 在 草 层 移 

重量 中 禾 草 估 32.5 一 42.6 多 ,其余 的 大 部 分 则 篇 杂 类 草 "。 

A. HW. Kypeaqoe 和 T. B. Bepuannep Sy RMR 草原 指出 了 下 列 各 榜 的 

季 相 演 替 : 

1. GA LAA SRB. 由 去 年 的 黄 褐色 草 慷 和 Carex humilis WHEAT 

成 ;此 了 时 ， Carex humilis 开花 。 

2, 四 月 下 牢 月 ,中 春季 相 。 Pulsatilla patens 开花 ,构成 本 时 期 的 基本 季 相 。 去 
SE SEAT EHH TY HR TIRE, Iris aphylla, BABIFZRE HH, Primula offici 

nalis 现 出 由 富 的 遵 座 革 闵 。 

3, 五 月 上 人 牛 月 , 晚 春季 相 。 决定 着 过 一 季 相 的 篇 Primzla officinalis 所 并 的 淡 
黄花 Viola arenaria 和 V. ‘Fires 开花 的 也 很 多 。 部 分 的 黄花 则 篇 Potemt11e opacie 

formis Carex montana 和 C. ruthenica 也 在 开花 。 

4. 五 月 下 个 月 (六 月 初 ) ,第 一 个 早 夏 季 相 。 Myosotis silvatica PAE”, 

1) T. B. Bepnangep (1929) ERMAARR WH Reaves! , 关 套 个 别 植物 在 竹 些 草原 上 分 侯 的 程度 ， 
提出 了 下 列 资 料 : 

RAH: 多 (o6HmpHo) 
《qacTo) 一 一 .4271oxaNtjtU12 odoratum,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pubescens, H. schellianum, 

Briza media, Festuca pratensis, F. rubra, Phleum phleoides, Poa pratensis L. var. pubescens 

Goldb. 和 var. vulgaris Aschers. et Gr., Stipa Joannis (AFERARKERLBEA, FERRE 

fi (uspenxa), S. stenophylla (iE). 

GE: Carex humilis 在 有 的 地 方 ( 某 些 草原 上 ) 坊 和 多，C. ruthenica —j{Rif 8, C. montana— 

常见 。 豆 科 植 物 : 多 一 一 Trifo1zzzzz montanum: i 54 —— Astragalus hypoglottis, Lotus corniculatus, 

Trifolium pratense 。 吝 钴 草 植物 :多 一 一 47zezazig graminifolia, Fragaria viridis, Filipendula hexape- 

tala, Galium verum, Leucanthemum vulgare, Myosotis silvatica, Primula officinalis, Valeriana 

rossica, Viola rupestriss#eif A— Asperula tinctoria, Galium boreale, Potentilla opaciformiss 党 

Ki— Achillea millefolium, Hypochaeris maculata, Alchemilla acutidens, Brunella vulgaris, 

Agrostis tenuifolia,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Delavignei 常见 

Campanula rothndifolia, Euphorbia gracilis, Geranium sanguineum, Hieracium echioides, H. 

pilosella, Knautia arvensis, Leontodon hispidus, Lychnis viscaria, Plantago media, Polygala co- 

mosa, Pulsatilla patens, Scorzonera purpurea, Sedum sexangulare, Thymus Marschallianus, Tra- 

gopogon orientale; #AB i Si—— Antennaria dioica, Galium mollugo, Polygonatum officinale, 

Ranunculus polyanthemus, Rumex acetosa, R. acetosella, Salvia pratensis, Serratula heterophylla, 

Stellaria graminea, Veratrum nigrum, Viola hirta, FRESH MWY, Thuidium abietinum 很 多 。 在 

PLE EIESL HT 174 种 植物 。 ; 

En | Hib 4% Ske Ad Hae AT AS PE, EP”? By 

别 瑚 斯 克 县 和 阿 斯 坎 尼 亚 - 诺 瓦 贤 正 草原 的 平地 植物 爱 素 之 闻 究 竟 有 什么 共同 之 点 呢 ? 与 前 者 很 少 有 共 

CES, Me ZARA AACR. A, WHER ARE (HERE MLA) BSS 

4G” eH ES AT DAE AES ES fa) A SEE, 

2) RSA UPI A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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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 月 下 半月 一 ) 六 月 上 定 月 。 第 二 个 早 夏季 相 。 Arenaria graminifolia WA 

色 花 序 构成 了 季 相 。 Stipa Joanis 显示 出 Safa” (nepba), Festuca sulcata, Ko- 

eleria Delavignei, Poa pratensis SE tHE PI BISEFE 本 季 相 的 未 期 ， Scorzonera 

purpurea, Salvia pratensis SE BATES 

6. KALFA-AAT#FA~ 第 三 个 早 夏 季 相 。 Salvia pratensis 和 Filipen- 

dula hexapetala BATE, $8 Filipendula hexapetala URFBAZE RSI ~Hypochaeris ma- 

culata 等 。 
。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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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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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50 60 70 &0 90 ° 100 

»-Filipendula hexapetala Git . A-Alectorclophus.major Rchb, 

x -Leucanthemum vulgareLom. V-Colum verum L. 
8- Sal vio pratensis L. “> FA 

Qe SAS (eI tay fy AIRES A EH zk EE (ET Hd 6 和 图 7.); 只 给 上 

TRH DERI. FCA SOE PAS SEE ADF BS A Dk (根据 B. B. Axexnn 和 

A. A. Ypatos, 1933), 

7, SAPS. SOPRA. Leucanthemum vulgare, Trifolium montanum 

BAZE, DLE WAAR LESS. Stipa Joannis 的 果实 已 飞扬 。 S. 

stenophylla 的 "鸡毛 ”发育 正 盛 。 

8. KAKELALA. PRMEAA. Agrostis tenuifolia 和 Festuca rubra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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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禾 草 开 花 。 

9. LALEFA (有 了 时 包括 六 月 最 合 数 日 在 内 )。 中 夏 第 二 季 相 。 篇 Galium verum 

和 某 些 地 段 上 的 Onobrychis arenaria 开花 的 上 时节。 此 时 正和 进行 割 草 。 

10. LA PA eB. Delphinium Litwinowii 和 Veratrum nigrum 开花 

的 阶段 。 具 有 竹 色 花 保 的 Centaurea scabiosa 也 在 开花 。 

1 21 3 4 51 61 71 6 丰 . = ,gf 

60 . 80 80 100 

o-Tei oe eae ih ® -Orobus albus Lf 
x-T repens ® -Corex Schrebart Schrnk, 
© -T pratenseL. @ -C. numilis Leyss. 

© -Onobrychis arerarta DC. 

M6 BELA aN AR -HARRMSZRHAERBE (SA ESA 7): Reb 

了 豆 科 植物 和 若 草 的 基部 投影 。 库 泵 斯 克 附 近 的 斯 特 列 泵 蒋 草 原 (根据 B. B. Anexun 利 

A. A. Ypaxos (1933), 

11. 及 一 九 月 。 晚 夏 一 秋季 季 相 。 某 些 春季 及 早 夏 植物 发 生 第 二 次 开花 。 上 济 
SEMEL IEE . 

1) 根据 H. 中. Komapos 和 E. U. [pocxopakos(1931), B22 RRKRK WR’ ay ERR 

EME PREAH. 

HGZZ48 SESE IE? 7 ENS, A a CPE aL LE), Ee 
is, 1A BFA) - AEA ae 

e Sl) x 



ARISE (BRI MAL), UeseaR, H. A. [Mposoposcxui (1930, 8 

B§ B. B. Anexun 1934) BCABG T eS BAS AE fa) OPP BSR AIR) 0 过 一 

草原 化 草 旬 分 做 在 样 树 灌 六 间 的 坡地 上 。 

在 过 些 坡地 上 , 当 六 月 下 人 牢 月 时 有 Jpezdzu1a hexapetala EDA EER, Tri- 

folium montanum 和 Galium boreale 也 不 讼 辅助 地 人 位“ 随 着 和 白花 和 后 ,出 现 了 Salvia 

dumetorum(= S. stepposa Des.-Schost.) 和 Campanula sibirica WIEEEAER. 再 后， 

ABET 0 表现 出 AREA ie. REP MERE BA; PER 

° -Agrostis teruifolia MB. ©-F sulcota Hack 

© -Avena Schelltana Hack. © -Xoelersa gracilis Pers. 

@ ~Bromus erectus Huds. © -Poo pratensis L 

© -Binermis Leyss. x -Phléum Boehmert Wib 
©-Brizo medio L. # -Stipa Joanns Celok. 
4 -Festuca pratensis Huds., + -Triticum repens L. 
4 -F rubra 

图 7 AAR MMAAA PAE MERNKEED A (BH 5 和 图 
6); 只 和 给 上 了 根 因 垄 禾 本 草 和 草 半 禾 本 草 基 部 的 投影 。 库 尔 斯 克 附 近 的 斯 特 列 尔 
Ae. (根据 B. B. Anexan 和 A. A. ypaHoB 1933) 

4) Festuca rubra, Koeleria Delavignei, SLA2-FRAE IER Agrostis tenuifolia, Helicto- 

trichon (Avenastrum) pubescens, Poa angustifolia, ‘RA: 2AESET YD Bromus riparius, 

SEALE Festuca sulcata 和 Koeleria gracilis FEM RA MERE’ HE, 

#i is OS REIS BIKIGA F. sulcata 估 有 相当 的 数量 (cop.2 一 1) ,而 Koeleria gracilis 

e 572. @ 



则 只 有 个 别 的 植株 (sol.)。 
从 上 面 的 两 个 简短 描述 中 , 已 经 使 得 我 们 看 出 草原 化 草 旬 (参看 图 5.6\7) 的 基 
未 的 特征 : 在 过 种 类 型 中 ,中 生 革 植物 或 早生 中 生 业 植物 估 优 势 ,但 有 早生 革 植 物 意 
生 其 中 , 薄 且 , 胡 类 和 草 的 优 邹 大 於 儿 草 ; 禾 草 中 估 主 遵 地 位 的 乱 根 著 儿 草 ;一 年 生 植 物 
MR IRD GAT ASF, Thuidium abietinum 所 构成 的 玉 苦 层 生 长 良好 。 

现在 讨论 一 些 西伯 利 亚 西 部 的 草原 化 草 甸 ， 草 原 化 草 旬 在 过 于 有 很 广泛 的 分 
ffi. 

I. H. Kpsrtos (1916) Zeb STSR Hi ROPE PS SS A HB TV — 
ROME MS “HES Aya AS CAL OS, AA SE ay HE EH 
下 : 1) PHARM, 140% 的 草原 种 ; 2) ERM 
(yaacrog) (大 小 无 一 定 ) 上 平均 有 85 种 ; 3) 草 装 化 “程度 "( 更 正确 是 需 投 影 移 昔 度 ) 
SER 10% ; 4) 成 林 性 (o6meceHHocTE) 需 60—45.%, “HRILSL SARE, SS YET 
僻 ( 指 的 是 草 装 草 旬 亚 带 的 平地 草本 植物 替 聚 一 -著者 广 ) 很 像 森林 区 的 乾 旱 草 甸 ”。 
(11. H. Kpsios). 1. H. Kppitos 还 提供 了 很 多 地 段 (一 共 66 个 ) 的 描写 和 在 这些 草 
原 化 草 旬 上 所 见 到 的 植物 种 的 各 名 杀 ， 对 於 各 种 植物 还 附 上 在 所 研究 地 段 上 的 频 
Ro : 

FERIA SEP , AAD LETE BY PFE HE ERY 50% 以 上 的 地 段 上 可 以 见 到 植物 引 衣 

WIP. TEMA RARIEA BE ( % ) ; 括 绝 外 示 德 氏 多 度 。 

RR AA 

Phleum phleoides (79) sp.-cop 

RK BAA E 
Calamagrostis epigeios (58) sol.-cop, 

Poa pratensis (73) (sol-) sp.-cop. 

% Bi x 

豆 tH 物 

Astragalus hypoglottis (77) sp. (-sol.) 

Lathyrus pisiformis (99) sp. (-cop.) 

L. pratensis (100) (sp.-) cop. 

Trifolium lupinaster (100) sp. (-cop.) 

T. pratense (56) sol.-sp. gr. 

Vicia cracca (100) sp.-cop, 

V. sepium (73) sp. 

其 fh 植 Bw 

Achillea millefolium (100) sp.-cop, 

Artemisia latifolia (99) sp. 

A. pontica (100) sp. 

A. vulgaris (70) sol.-sp, (-cop.) 

Anemone silvestris (97) sp, gr. 

Campanula sibirica (80) sp.-sol. 

Chamaenerium angustifolium (70) sp.-sol. 
~ Cirsium arvense (50) sp.-sol. 

Crepis praemorsa (68) sp, 

C. sibirica (60) (cop.-) sp. sol, 

Dianthus Seguieri (58) sp. 

Dracocephalum Ruyschiana (77) sp.-sol, 

Erigeron acer (71) sp. 

Filipendula hexapetala (83) sp. gr. (-cop.) 

F. ulmaria (100) sp, (-cop.) 

Fragaria viridis (91) sp.-cop, 

Galatella punctata (100) sp. gr, 

Galium boreale (100) sp.-cop. 

G. verum (95) sp, (-cop.) 

Geranium pratense (53) sp. 

G. pseudosibiricum (59) sp.-sol. 

Gypsophila altissima (55) sp, (-sol-) 

Heracleum sibiricum (82) sp, (-sol.) 

Hieracium umbellatum (100) sp.-cop. 

Hypochaeris maculata (100) sp. 

Inula salicina (100) sp. 

Libanotis sibirica (100) sp.-cop. 
Lilium martagon pilosiusculum (58) sp.-sol. 

Peucedanum ruthenicum (54) (cop.-) sp. (-sol.) 

Phlomis tuberosa (100) sp.-cop. 

Plantago stepposa (=P, Urvilleana) ((99) sp. (-cop.) 

Potentilla argentea (50) sp. 

Pulmonaria mollissima (73) sp.-sol. 

Pulsatilla patens (62) sp. gr. 

Ranunculus polyanthemus (85) sp. 

Rubus saxatilis (100) sp. gr, 

Rumex acetosa (77) sp.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100) sp. 

Serratula coronata (100) sp, 



Solidago virga aurea (95) sp, V. teucrium (64) sp. 

Tanacetum vulgare (66) sp.-sol Rh @ 
Thalictrum simplex (99) sp. (-cop.) Euphrasia officinalis s. ampl. (85) sp. gt- 

Tragopogon orientale (64) sp.-sol, Melampyrum cristatum (71) sp, (-sol.) 

Veronica longifolia (64) sol.-sp. (-cop-) Pedicularis elata (56) sp, (-cop.) 

V. spicata (67) sp.-sol. (-cop.) . 

EAR SEP A) De ERA HR LARP eR HD Calamagros- 

tis epigeios, Poa pratensis (HA(ER: AR, PEPER REAR R—Phleum phleoides 

一 一 有 相当 大 的 数量 。 估 优 驳 的 杂 关 草 多 具有 中 生 革 植物 的 特性 ,只 有 大 此 时 期 才 

具有 微弱 的 旱 生 革 植 物 的 形状 。 因 此 , SEE cop. 一 般 (cop. 级 有 了 时 也 和 与 其 它 航 相 

和 结合) 的 杂 类 草 有 下 烈 植物 种 类 : 豆 科 植物 : Lathyrus pisiformis, L. pratensis, Trifolium 

lupinaster, Vicia cracca, AHREXG A: Achillea millefolium, Artemisia vulgaris, Fili- 

pendula hexapetala, F. ulmaria, Fragaria viridis, Galium boreale, G. verum, Hte- 

racium umbellatum, Libanotis sibirica, Peucedanum ruthenicum, Phlomis tuberosa, 

Plantago stepposa (=P. Urvilleana), Thalictrum simplex, Veronica longifolia, V. 

spicata, “PAPAL: Pedicularis elata, 

ELMAR P RSE PAD. SARA , x Bee 1A AS ee Be a) 

FA QSL ARE RL, A EE A URES AAR, AL BS 
MARE UNER eRe By) AE AS BI. HAL, T1. H. Kpsinos 所 指 

FX) Pe Ba A “Se fy” Se , RE EA ARK 草原" 和 北 沃 

HIS 4s Rae RRSEEKEGS. BERERRRHRwBRAARAES (EB 

A. TI. Wetanxos fyatie), OU. H. Kppinos x2 7538 86a EAL AS , EAE EE EON 
BUBB ST HHA”. 

”西西 伯 利 亚 向 东 还 发 现 有 草原 化 草 名。 如 在 外 具 加 耕地 区 ， A. B. Kymunosa 
(1937) 摘 述 了 具有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和 Agrostis Trinit 的 “ 杂 类 草 - 草 甸 草 

i” 过 种 草原 应 该 属於 草 原 化 草 甸 。 主要 是 由 中 生 革 植物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和 Agrostis Trinit 和 很 多 的 Pulsatilla patens (4A, FRR DEHMReaRS eS 

AEH Koeleria gracilis, Poa botryoides; 根 鞭 禾 草 中 的 Aneurolepidium pseudo- 

agropyrum, EAR PREMR SA Thalictrum petgloideum, Myosotis silvatica, Veronica 

incana, Campanula glomerata, Aster alpinus, Chrysanthemum sibiricum, Tanacetum 

sibiricum, Leontopodium sibiricum, Senecio campester, Artemisia laciniata, A. sericea 

等 等 。 草 笠 上 茂密 , 草 层 主 要 由 杂 类 草 构成 ,整个 生长 期 间 草 短 相 当 鲜 惠 。 草 短 高 度 平 
BES0BKEA, BERRA BE ( RHMABRED LE SHRKARTHA 
MH, Hw RS eae RMT Make L, Aes 
E21 — FT BELA G5 cL, WA BEA tt A (A EH 

1) M. H. Kpsistop (1916) Zepppe ae GAD “SE LIL HE ta) ”? EE PY A — EB AP A 

Be, KPMG ASI HE fH) , TLE RAS — EBD Bll HEY RS IS BD CL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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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 EMER AS ERAN)” 4 ; 

Be RC EE fa) BY Ee a RS PB SRE RZ ih SB RS, TELS BS 

BOMLBCHP , AES BD Re TE Be EAE eA EAA, Pil kn Silaus Besseri, Linosyris 

vulgaris, Galatella punctata, ARR PLARG Statice tomentella, S. Gmelini, Plan- 

” tago maritima 等 。 其 它 杂 类 草 概 入 通常 草原 化 草 甸 上 的 慎 物 种 。 禾 草 的 组 成 中 有 
部 分 的 Poa angustifolia 和 篇 数 不 多 的 Festuca sulcata, Agropyrum repens , ja 

ENR SL BEA REA BI. TE Boponexckuit 4, F. YW. IIonoeg (1914) 

FAS EAC, chp B. UW. Bapanos. (1927) 1 Aisi Mack, 

还 有 其 它 记 载 。 

所 有 上 面 所 举 的 例子 都 是 取 自 森林 草原 带 。 在 森林 草原 内 ,草原 化 草 旬 具 有 特 

SRI Ai. 在 森林 草原 的 北 和 部， 草原 化 草 甸 估 所 位 置 是 平地 (成 带 状 ) 地 区 

( 见 上 )。 在 过 裹 ,草原 化 草 名 的 土壤 是 淋 溶 黑 钙 士 和 脱 碱 化 ( 黑 钙 土 ) ,有 时 是 退化 变 
ASS, SR RSG LA Es fe) OE RAL YS ad SEK BR A HH. 

HARE Ra A Ye FSS eS, BD, RRR eS eS Ro 

南方 界限 。 

从 森林 草原 带 再 向 南 ,草原 化 草 旬 着 生 在 高 原 的 崖 地 (谷地 ，, (EH), VE 

的 玻 地 及 森林 的 林 烁 附近 等 地 ,在 高 起 的 平 的 地 段 上 则 革 位於 草 多 草原 。 

在 杂 类 草 - 狐 荡 - 殉 荡 草原 亚 带 中 ,草原 化 草 匈 则 见 於 北 坡 (主要 是 坡地 的 下 部 )、 

不 深山 谷 的 底部 或 分 水 周 的 低地 的 底部 和 森林 的 林 和 糙 等 地 。 在 狐 菠 - 原 亚 带 

中 ,草原 - 草 旬 型 的 植物 驮 聚 有 时 见 於 闻 塘 的 站 和 。 

此 外 ， 草 原 化 草 甸 往往 见 於 高 出 而 不 受 济 没 的 或 世 时 丢 沥 没 河 漫 潍 的 地 段 上 。 

从 森林 区 的 南部 开始 ,一 直到 草原 的 狐 芽 - 羽 茅 亚 带 都 有 运 种 情况 ， 但 在 森林 草原 和 

ERR SMF ASR PRA A”. 

1) BES SASSER MMAR MT T ii Sea“ BA Pulsatilla pps BREF A AL fay 

BR” ,大概 也 应 属於 草原 化 草 旬 之 例 。 
在 赦 作 者 所 提出 的 “具有 Salix repens 的 草 旬 草原 六 1, HRA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Poa pratensis, Agrostis Trinii, Castilleja pallida, Parnassia palustris (j)ife2%, 3H BR BIE 

BA. 

2) Linosyris vulgaris 和 Galatella punctata E9CVERN BAK, BEE ABH ER AR 

ACRE ABE HE 

3) MBstk, RARRBENSADALAARDWBAAB-KRRE (Lasiagrostis splendens) 的 植 
PERL BRE RICE, KABLERE RM AA ERE BEC BE SU HEH 2 爱 到 在 倒 联 

亚洲 部 分 莞 并 匠 的 相当 部 分 也 有 过 种 地 夷 (做 看 有 了 关 草 名 一 章 )。 

FER SED RT RAE AIS St, 在 西伯 利 亚 西 部 很 多 地 方 也 有 肖 描述 : 如 盆 特 吕 

PARE (A. M. Kpamennnnnxos, 1928; hist eA AAS), PtP RAH PET ok 
fa(M. H. Mramnuxni, 1916), BAA ( J. Merpos-Tpedunos, 1923, 1925; Aye Fn ete 

yee), 库 降 过 草原 (CH. H. Kysnenos, 1914), 3& 斯 Hse RA REA CH. OA. 
Kys8eHoB，1915); 夺 其中 西伯 利 亚 : 河 春草 原 (C。IO. TypKkeBaqg，1913) ， 米 奴 辛 草原 CH. B. Kys- 

HeILOB, 1914) St Fn Riz RPE SAMAR (Mounascxan, 1916), Hi Be4y-Se (CM. UH. 

Ha3apos, 1934; “FERRE RA”), FERRET (西部 ) AIZEN RET A (PE 

ub), B. TI. [po6os (1914) #iat 7 CURE -PEIIE mb a, M. ®. Ko- 
poTKH 攻 〈1914) 描 述 了 库 斯 塔 奈 草 原 和 很 多 其 他 地 方 的 草原 化 草 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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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 — PERCE te) EAR 

1. ERAS, rj Aft BSR cre 2H BR -S ES BY 5 AE ASH le 

成 篇 混杂 的 成 分 。 

2. 在 草 生 中 ,中 生 的 杂 类 草 ( 如 所 谓 的 "北方 草原 的 杂 类 草 ”) 估 优 攻 , 典型 的 草 

旬 杂 类 草 也 大 量 参 和 其间?”。 

3, ERE ARASH EA) ,起 主 遵 作用 的 是 根 蔡 中 生 和 早生 中 生 种 类 

(Agrostis tenuifolia, Koeleria Delavi gnei, Poa pratensis, P. angustifolia, Festuca rubra, 

Calamagrostis epbigeior)， 有 了 时 也 有 中 生 旱 生 种 类 ,如 

4。 或 多 或 少 旱 生 的 草 闵 较 篇 旱 生 的 草 米 禾 草 Festuca sulcata, tn F. pseud- 

ovina, Koeleria gracilis, # Stipa BWM al ih 次 要 的 地 位 ,常常 受到 很 大 的 抑制 。 

5, SHADERS WEBHEEFAR. 

6. 一 年 生 植 物 层 片 出 现 得 很 少 ; 短 生 植物 缺乏 ,或 只 有 篇 数 不 多 的 种 类 。 运 些 

种 类 只 有 有 限 的 数量 植株 2 。 

7. 苦 侮 层 的 表现 。 往 往 极 其 明显 (由 Thuidium abietinum 所 构成 )o 

由 上 述 一 切中 可 见 , 草 原 化 草 旬 按 其 生 驴 学 外 貌 ( 或 多 或 少 比较 中 生 植 物 的 种 类 

1c ESE) , 层 片 结构 和 整个 生长 期 发 育 的 节律 来 六 ,和 草原 相 比 都 有 很 明显 的 区 别 。 草 
原 的 特征 在 於 暴 型 的 草原 站 旱 生 植 物 ( 如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Stipa 等 ) 

或 中 生 旱 生 植物 (Stipa joannis 等 ) (ha BBB), EKA RAP, BA 

HRS (主要 是 狭 药草 粮 禾 本 草 ) HEB. 有 一 年 生 短 生 植物 和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的 层 片 等 。 

草原 化 草 旬 当 风 形 花 科 植物 和 禾 本 科 植 物 大 量 参 加 时 ,是 良好 的 割 草 蚀 料 营地 。 

host Be ES HA SAD RAS SE, eA. 

Bromus riparius, 

nN. Ba 

草 旬 草 原 植 物 醒 聚 僵 草原 化 草 旬 植 物 琴 聚 的 区 别 在 於 前 者 含有 更 大 量 的 典型 旱 

生 植 物 和 部 分 的 中 生 旱 生 植 物 成 份 。 过 些 植 物 霍 聚 的 建 王 种 基本 上 也 属於 各 些 生 人 态 

型 。 或 多 或 少 比较 旱 生 的 草原 植物 ,主要 是 闵 生 及 儿 革 禾 草 (如 Stipa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草 原 的 燕麦 ) ,但 有 了 时 也 有 根 苇 禾 草 ,如 一 一 Bromzus riparius, 而 中 生 

旱 生 杂 类 草 种 类 则 很 少 。 过 些 种 类 大 概 估 投影 物 盖 度 的 50 一 60 多 。 其 余 的 pe Fa 

BA ABS Be SS BE BY ES Hh 2 hay aE AE AA 

FE fa) Fe JE ASR (BRE) ie LAtAR LASER RAE. FERS 

BS ASL, is HOR J RAY (OKCTpasoHasbHMA) PELE PE ; A: Fe AS BC BY) Bll SL 

小 型 蹇 地 、 低 地 和 北向 坡地 等 不 。 

1) AiR HABIT MLA EE, Le tah ay Rice 

2) FED SF-ZATE ARE Te RO ORE OUT. PER, 
短 生 植物 的 数量 有 时 可 以 很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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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i ASSHSR 

[el a aS: BiS2MERWS: C. YW. Kopxancknd (1888—1891,1899,1901) A. A. Popzaran 

(1901), Ui. B. Hosonoxposcxnit (1929, 1931) 等 人 的 “ 草 旬 草 原 ?的 一 部 分 半 药 Stipe 草原 部 分 。 

Tr. H. Brtcouxaii (1908,1915) C. E. KyqepoBcKHE (1914) A“ SSL Rye wy”, 1. H. Kpsitos 

(1916) Ay “HERA RE- IR fa) aE? EME, B. A. Kennep (1916,1923, 1931) 的 草 闵 -( 现 
FRU) BAAR’? WAS, K. M. 3aneccxni (1918) 的 具有 Stipe Joannis (Sf/) SEAM 

FUME’, B. B. Anexan (1925 和 1926) Ay MER A —-AERE E e—414,, E. M: Jlaspenxo 

(1927) WEN AERRS RNA, VU. M. Kpawenannaxos (1932) 的 “ 草 名 草原 基本 和 丛 体 ”， 
(ZEB EDIRNE), 10. D. Kneonos 和 E. M. Jlagpegko〈1933) 的 “ 草 旬 草 原 的 中 生 和 早生 

Sse”, B. B. Anexun (1934) 的 库 责 斯 克 和 沃 软 误 什 省 北方 杂 类 草草 原 带 的 “南方 ”和 部 分 

的 “中 部 "地带 ，B. B. Anexnn (1936) 的 ”北方 草原 ”的 “基本 一 一 中 生 的 ”( 部 分 的 ) 和 ”南方 一 一 时 

AEA SHE 
BUPA ay ate BEA 14 (| 8 —10) 
IO. J. Kaeonos 和 E. M. Jlaspenxo (1933) 用 下 列 方 式 描 写 饲 克 兰 草 甸 草原 

的 中 生 关 型 释 体 ” ， 二 是 草 甸 草原 的 基本 伙 体 。 

在 草 装 禾 草 中 ， 旱 生 种 一 一 Fesr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h(E, PAR 

的 一 一 Sipc Joannis WRB, 在 某 些 草原 上 ， 足 发 中 生 旱 生 的 若 

humilis 则 相 沉 多 。 在 根 鞭 中 生 禾 本 草 ( 主 要 篇 早生 中 生 植 物 ) 中 ，4grostis tenuifolia, 

Poa azgz5tifo1ia， 部 分 的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pubescens 胶 多 。 杂 关 草 很 多 ， 

主要 部 分 是 些 比较 中 生 的 植物 种 类 ( 即 所 谓 的 “北方 草原 的 杂 类 草 ”) : Arenaria gra- 

minifolia (typica),Filipendula hexapetala, Trifolium montanum, T. alpestre, T. pratense, 

Salvia pratensis, Pedicularis comosa 《守寡 生 植 物 ) Galium verum (typicum), 但 

是 ,在 更 篇 旱 生 (南方 草原 ) MRE A AB TAMA An: Oxytropis pilosa, Salvia 

nutans, Asperula glauca, Jurinea arachnoidea 等 。 在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的 地 下 芽 植 物 中 

则 网 到 了 瓦 yaciz 友 zx leucophaeus, Bulbocodium versicolor, Gagea 属 的 G. crubescens, 

G. pusilla, Ornithogalum tenuifolium, Crocus variegatus, 也 出 现 乱 数 不 多 的 Poa 

bulbosa, +, A B)— e4——4G42 RW: Draba nemorosa, Alyssum desertorum, Vero- 

nica verna, 38's, RES ts RH, A Thuidium abietinum, RMS ABA REY 

AEF, ELRRHEA Brachythecium glareosum, 

5-5 BEM MU 1S oe Be PR Sa HS AE ES eR 

JO. J. Kueonos (1933) (Rie MHA TY CE aA A RRR PARA 

sesh, se A eH ERI KRMBES CBBUMAPRR MAN. ZR K 

Jett -BE Ra SESW BL, REE HBS, 平地 上 的 植物 难 

聚 为 : Festuca sulcata + Pedicularis comosa + Salvia pratensis + Thymus Léovyanus 一 

1) MERAH, be eae (aR) FE“ op ae PE Seas B. B. Anexun (1936) 的 “北方 草 

SEA ES. BRR—MEE IO. Kaneonos 和 E. Jlappenxo (1933) 的 “ 草 多 草原 的 中 

em e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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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KRW RRwWSRHBAKBI Festuca sulcata, Stipa dasyphylla MRWMER 

原 的 如 类 草 估 优 雪 )。 库 稍 斯 克 附 近 的 斯 特 列 泵 茨 草原 ; 南 坡 (根据 B. B. Anexun 和 

A. A. Ypanos, 1933), ?E3 RAH: 1—Stipa casyphylla, 2—Festucr sulcata, Gee* 

ARK: 3—Phleum phleoides, 4—Dactylis glomerata, 42252: 5—Helictotrichon 

puoescends, BARKRAAM: 6—Agropyrum repens (MAY TIEN). ERS 7 一 
Anthericum ramosum, 8—Iris aphylla, 9—Adonis vernalis, 10—Ranuculus polyanth- 

emus, 11—Filipendula hexapetala, 12—Fragaria viricis, 13—Potentilla opaciformis, 

14—Trifolium montanum, 15—Vincetoxicum officinale, 16—Salvia hutans, 17-— 

Knautia arvensis, 18—Carduus hamulosus, 19—-Tragopogon orientale. 

Thuidium abietinum, HRM ES 90%. H-EAKHML, MRA BBY 
23 一 30 种 之 间 , 平 均 乱 27 种 。 (根据 IO. 到. Kaeonon 的 著作 中 所 提出 表格 ) SHEE 
百分数 最 大 有 下 列 灯 种 : 

100% 90%, 

Festuca sulcata ‘Poa bulbosa 

Ranunculus polyanthemus Poa pratensis (angustifolia) 

Salvia pratensis ‘Arenaria graminifolia 

Thymus Lévyanus Trifolium pratense 

Verbascum phoeniceum ; Plantago media 

Pedicularis co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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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 Lotus corniculatus 

Achillea setacea 

Taraxacum serotinum 

UA eA (6B 100%) MRA T AIS RMS BAS EE : 

Festuca sulcata—cop.s 40—50 

Ranunculus polyanthemus— sp.-cop.1 10—20 

Salvia pratensis—cop.s 20—30 

Thymus Lévyanus— cop.1 gr. 20 

Verbascum phoeniceum—cop.1 10 

Pedicularis comosa— cop.a-3 30—20 

Hieraciuny cymosum— sp.-sol. 10 

«BEAL, BA EER Trifolium pratense, "EMIS SEK 20-10% , Thu- 

idium abietinum (GAFER 70%) ii—-S ERS 10—30%, 

(SHAE TY bh, MBSR (40—50%) SRA (90%) 的 二 分 之 一 。 

其 余 面 积 主 要 是 彼 中 生 的 北方 草原 杂 类 草 所 覆盖 。 而 像 Festuca rubra, Koeleria De- 

lavigne’ 过 些 很 多 草原 化 草 旬 典型 的 草 旬 禾 草 以 及 很 多 典型 草 旬 双子 革 植 物 在 二 圳 

都 根本 没有 。 
在 哈 泵 科 夫 省 北部 ,由 普 肖 泵 河 向 西 ,在 饲 克 凋 左岸 的 和 钝 围 内 位 在 高 地 和 深厚 黑 

僵 土 上 的 米 哈 伊 洛 夫 生 荒 地 上 也 已 经 有 深 大 的 研究 (P.M. LUpxeB， 1910; E. JJaeB- 

peHKO #0 VW. 303, 1928; VW. T. 303, 1933), 

VM. 1. 303 FWHM RMS OS ease: 

1. BR ERE BRE, EEG Bulbocodium versicolor WMALAFER MAE, 

2. 再 晚 一 些 (四 月 未 ;五 月 初 )，Cerex humilis 的 深 稼 色 药片 和 Hyacinthus leu- 

cophacus 的 滩 莫 色 花 条 在 季 相 中 起 着 百 大 的 作用 ,在 较 高 的 地 方 , 出 现 了 黄色 的 ris 

arenaria subsp. orientalis, 

3. ZEN ABS, RE-BGMRAM EMA SRA: Salvia pratensis BABE 

FE, Veronica prostrata BASES FE, Pedicularis comosa 开 黄 花 ; 在 季 相 中 BE BRE 

色 花 穗 的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pubescens FI¥VA Stipa joannis MAE “A 

oe 

4. Galium verum (typicum) Bath 3a EER AER (NA RECA), SB’ 

成 本 隆 期 的 季 相 ; 此 外 ,开花 的 淋 有 Lotus corniculatus, 3#2EEFAN) Salvia nutans, 

BI-HEB Asperula cynanchica FIZRK-EHEW Campanula sibirica, 

5。 以 后 的 季 相 阶段 则 没有 经 过 研究 ;但 是 在 晚 夏 的 季 相 中 , 大概 Supa capillata 

起 着 相当 大 的 作用 ,再 晚 , 季 相 Odontites (lutea?) 也 可 能 有 很 大 的 作用 。 

FEAR ES EEE YT Pa ES th Se FEB HRA RR Festuca sul- 

cata (+ Stipa capillata + Galium verum + Salvia nutans) — Tortula ronalis», #€@85 

1) ASRS RR AR ARRAS RA RBS MF -AF BAM MSRH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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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85 一 90%。 在 一 公 喜 (一 100 BH KE) HOH PY RARER 50-57% - 
一 平方 米面 积 中 18 一 23 种 ,平均 20 种 。 下 列 种 具有 最 大 的 频 度 有 下 列 种 类 。 

100% ; Medicago falcata 

Festuca sulcata Fragaria viridis 

87% Potentilla patula 

Koeleria gracilis Salviqg nutans 

Galium verum Thymus Marschallianus 

80% 67% 
Poa pratensis | Stipa capillata 

Veronica prostrata Taraxacum laevigatum (?) 

73% 

Phleum phleoides 

根据 U. 工 303, ERBRA,RA Festuca sulcata 的 多 度 等 级 篇 cop.l 一 

Galium verum 篇 sp.2, 其 余 种 不 过 是 sp.， 或 更 低 。 Festuca sulcata 的 鞭 度 也 最 大 和 起 

30—50% ;下 列 种 篇 10 多 :Sipa capillata, Galium verum, Potentilla patula, Taraxacum 

' serotinum, Salvia nutans. HASTEMEA ERE 10%”, 

Alt, ERM wR, BA WAS, kn Festuca sulcata, Stipa capillata, 

Salvia nutans WEEDS WBBEY 50-00%, HRHRRELRHBAAP 

AMES Se, (RAPEM EE cs HOSS Ph RA MERA BA ee 

Ay Fy ER Rk Crambe tatarica, Phlomis pungens, Bee EB 

415 a BS AAA ——-Tortula ruralis 所 构成 。 更 值得 注意 的 则 篇 各 于 有 了 更 南方 的 

草原 或 咎 荒漠 上 所 特有 的 蓝 稍 党 

另 一 植物 天 聚 (植物 考 屠 组) 是 米 哈 伊 洛 夫 生 荡 草 原 的 糙 坡 上 所 独 具 的 : Festuca 

sulcata + Carex humilis(+ Stipa capillata + Galium verum + Pedicularis comosa 十 

Agrostis tenuifolia) — Thuidium abietinum BRYRBHAER 95—100%, 在 一 

i HIGGS ,种 类 的 数目 篇 53 一 54 种 ;一 平方 米面 积 内 篇 22- 一 36, 平均 篇 29 种 ?2 。 
BARB IBS eK NDR 下 烈 种 有 最 大 的 频 庆 : 

Stratonostoc , 

100% Trifolium repens 

Festuca sulcata 63% 

Carex humilis Poa pratensis 

93% Carex Micheli 

Galium verum 60% 

70% Potentilla opaciformis 

Koelerjia gracilis P_ patula 

Achillea setacea Viola arenaria 

67% Pediculeris comosa 

Stipa capillata 

bitte RA Festuca sulcata 和 Carex humilis BA ERE cop.2-3 SpE AESED! 

1) GRAPE Torurula (AREA SHE, APS RA EA & PEER A AY 
2) E. Jlaspenxo 和 H. T. 303 (1928) St AHIR aE HT ie Ds RY BE 一 不 方 公 

RAH28—39 ,平均 坊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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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 30%。 下 烈 各 种 植物 的 多 度 等 级 篇 sp.i-3: Agrostis tenuifolia, Poa pratensis, Stipa 

capillata, Trifolium repens, Filipendula hexapetala, Euphorbia Gerardiana, Viola ru- 

pestris, Galium verum, SERRA SRE sp. — sol. 下 列 植 物 的 分 盖 度 有 

10%: Agrostis tenuifolia, Stipa capillata Salvia pratensis, Pedicularis comosa, Galium 

verum. PRR ma BESS NIE 10%. 18 HAAR SORE ER SPALL 

{Bh HE ARS Se, A AERA (Festuca sulcata, Stipa capillata) 包括 中 生 

旱 生 的 种 类 (Carex humilis) (HEA, CEMHBESREBSMEENM 50-60%), 

FEE ESP 1h EA 5 Be fa) BE DF SE fq] (CYXOMOMbubIe myra) 特有 的 Thuidium 

abietinum , 

SLES be Be a PD oe a PR EE Tt A aE SO, FORT RAO A i a Oe 
((. HW. Tancunpes, 1894,1898; B. A. Kennep, 1931) #nF€ AREER (OE _L YA) 

(H. A. Uposoposckui, 1929), Ea BR SRE a) Be Pe a 

«ADRES OB. B. Anexun (1909,1910,1925,1934;36 8) BBY H. D. Koma- 

pos 和 E. HM. Iipocxypskos. 1931) ARE tb, ERR RL PR 

a AER, RHR RAMS URAL, EPL EE 

带 南 方 界限 附近 。 

下 面 扼要 地 伐 述 一 下 赫 列 讲 夫 草原 ,本 书 的 著者 条 自 观察 过 各 一 草原 。 ie 

原 上 的 生 范 地段 整个 来 悦 它 是 很 复杂 的 大 复合 体 , 由 草 甸 草原 植物 恒 聚 (定居 在 较 高 

的 位 置 上 ) ,草原 化 草 甸 ( 分 布 在 具有 山 杨 装 林 的 罕 地 附近 ) , 碱 士 植 彼 ( 植 物 芥 聚 相 当 

SESH, HEA OFSRAAOBR, 依 碱 士 的 脱 磊 化 程度 而 不 同 ) 和 柳 权 聚 林 
Be eae ETALK 

在 地 形 平坦 一 一 较 高 位 置 上 的 草 旬 - 草 原 植物 共聚 具有 下 述 特 币 。 基 本 的 植物 笃 

数组 如 下 (根据 我 们 的 观察) : Stipa Joannis + Fistuca sulcata + Bromus riparius 十 大 

量 的 草原 杂 钴 草 ( 主 要 是 北方 的 ) ,如 : Adonis wolgensis, Centaurea scabiosa, Fragaria 

viridis, Thymus Marschallianus, Achillea setacea, Trifolium montanum, T. alpestre 等 

等 。 在 禾 草 中 ,中 生 旱 生 植 物 S2ziba Joannis 和 Bromus riparius 及 旱 生 植物 Festuca 

sulcata( SALTED) (HES, HRRRALAA PEM RT bE RBR PR 

ZS HY MERE Be BK BEAL, FE ASHE RB eS FS Sk, PABA; Arenaria graminifolia, 

Convolvulus arvensis, Coronilla varia, Euphorbia gracilis, Galium verum, Knautia 

arvensis, Lavatera thuringiaca, Phlomis tuberosa, Potentilla opaciformis, Salvia nemosa, 

Valeriana dubia, Veronica prostrata, V. spicata, Viola ambigua 等 等 。 EAR RBM 

rh, REPRE AAS, (ARABIA REN «Carex praecox (= C. schreberi), C. 

ruthenica 和 比较 旱 生 的 C. supina 但 数量 不 多 。 草 又 的 基本 质量 所 集中 的 层 ( 更 正确 

的 说 草本 层 的 亚 层 ) 的 高 度 乱 (25 一 ) 一 30 一 40 EK, MBER 72%, BHKBA 

1) Higa, FERTIL MESES ALLA EM fo He tay RAE (lil 8) AVE EE. ARE 

第 一 及 最 后 攻 两 种 有 友人 坊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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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 Stipa Joannis—8—23 % , Festuca sulcata 17 % , Bromus riparius 4—8% , Koeleria - 

gracilis 1—1.5%, Poa angustifolia1%, -PASAEAH (Stipa Joannis, Bromus ripa- 

rius) 和 早生 禾 草 (Festuca snicata, Koeleria grecilis) FRAMERS RSE 

Hy 50—60%, KHRPHBEEE HRA PEAR IA, 它们 在 禾 草 花 谢 后 区 分 得 

特别 地 清楚 。 在 一 公 套 印 围 内 ;种 的 悉数 篇 77 一 88， 而 在 一 平方 米内 ,种 的 平均 数目 

BS 37, BER 31-41 ZH”, 

根据 +B. A. Kennep Ayala, LPARAM Lips BADE 
的 下 烈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 Poa bulbosa, Gagea erubescens, Hyacinthus leucophaeus; 

早春 短 生 植物 : Androsace septentrionalis#i Draba nemorosa, 在 地 表面 上 漫 见 到 了 

7D Bs A REE Cladonia pyxidata, Stratonastoc commune, 

B. A. Kennep 对 於 类 似 的 植物 琴 聚 的 六 月 初 (六 月 四 日 ) 的 季 相 作 了 如 此 的 描 

窟 。 在 由 过 种 植物 娠 聚 估 所 的 地 段 上 Sizpe Joannis 的 白色 “ 玖 毛 ” 发 出 大 量 的 银 光 ， 

TE AARS IRR IER( KES MAREE). FERRE PHATE TEAM RBHER, 

很 多 淡 紫 色 的 Campanula Stevenii, Arenaria graminifolia 的 自 色 花序 ，Fe1eriazz dubia 

Ay eth es ET, HB-B eas “WE SF", BEL Senecio campester, Ranumculus 

polanthemus 的 黄色 花 休 和 «Ajuga genevensis KEEFER, 

过 些 地 段 的 七 月 中 旬 的 季 相 (根据 我 条 自在 1935 年 7 月 11 一 12 BORE) 则 具 

AS TPR: 在 过 时 的 季 相 中 Zavatera thuringiaca 的 玫瑰 色 花 条 ， 估 首要 的 地 位 。 

其 中 经 常 地 散布 着 Kmravtie arvensis 的 已 开 过 花 的 淡 紫 -玫瑰 色 的 莫 状 花序 。 在 

EP, Salvia ‘nemorosa 的 红 - 芒 色 花 序 则 起 着 次 要 的 作用 。 其 中 还 显露 出 ”Me- 

dieago falcata 的 黄色 花序 。 此 外 , 脊 能 见 到 相当 多 数 禾 草 的 乾 枯 帮 程 状 的 的 花序 (党 

篇 Stipa Joannis, Phleum phleoides, Koeleria gracilis, Festuca sulcata 等 )。 下 一 了 时 期 

( 晚 夏 ) 的 季 相 大 概 将 决定 於 在 过 圳 很 常见 的 Centaxrea scabiosa 的 红色 花序 。 
WU. WU. CappITHE (1923,1926, 1931) KR Moxum 及 CypEi 河流 域 范 围 办 

信 究 了 许多 年 草原 (BREA) 他 把 过 些 草原 研究 结果 粮 结 如 下 〈1931):“ 在 草 

原 的 调查 的 样 地 (50 个 以 上 ) 的 南部 〈 北 过 北 引 53 “54 处) 上， 在 草原 的 盖 科 中， 

Festuca sulcata 估 有 最 重要 的 地 位 。 FR Festuca, sulcata 之 间 ， 或 多 或 少 地 混 生 着 

Fat S—-—Stipa stenophylla, S. Joannis, THAERBRMEH RHEL, BA Stipa 

dasyphylla 和 Avena desertorum (= Helictatrichon desertorum Beet) 混 生 着 。 

在 草原 上 ，Bromais erectus (= B. riperius Et) 有 大 量 的 分 伤 ; Hb, BRE 

分 做 的 种 类 则 有 : Koleria gracilis, Phleum Boehmeri (=Ph. bp1eoides 一 一 著者 赴 )， 

-著者 走 )， Fizl1ipezdzula hexapetala, 

Trifolum montanum, Galium verum, Arenaria graminifolia, Adonis vernalis, Pulsatilla 

Avena Schelliana (=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a 

patens, Ranunculus polyanthemus, Fragaria viridis, Polygala comosa, Phlomis tuberosa, 

1) B. A. Kennep (1931) BAMBARA NAAR MME. PRR 

FB, — Ae ES RE 77—83 ;一 平方 米 上 种 的 平均 数目 篇 39.7。 他 还 做 了 草 奴 种 类 的 重量 分 析 。 

pe REM RAAK (Festuca sulcata, Bromus riparius, Stipa ]oannis 和 Koeleria ee 的 重 

量 估 草 骏 纺 重量 的 5092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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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E BY, mm Agrostis canina (=A. tenuifolia 

Salvia dumetorum (= S. stepposa 

ane seh 

Se S834), Thymus Marschallianus, Pedicularis 

‘comosa, Iris aphylla, Achillea setacea, Hypochaeris maculata, Scorzonera purpurea 和 

Hieracium cyrnosum, iB, SSUBERARKOREHMRRL, tRRABS A 

Thuidium abietinum Rte xKhBAREHSeE. 在 典型 的 草原 植物 中 , BERS 

Seat), Poa pratensis, Cry- 

sqnthemum leucanthemum, Serratula heteropylla, Polygonum bistorta, Potentilla alba 

Be, Se MS ES Ae EAS IRA Ss) OAS ae 
as ee ee BORA Oa EAH SE, EAR AAT 

MNS AE cS EARS Stipa 的 受 损害 给 它 提 供 了 增强 的 可 能 性 。 

BSS, UW. YW. Copsiran 报道 了 以 下 一 个 有 催 趣 的 事实 。 位 在 MoKIIaH- 
5 cKOo-CypcKH 站 ”地 带 南 方 的 “IIonmepeqaHcKHE 禁 牧 草原 上 ， 堂 1917—1922 年 的 过 程 

FB, ASL Heliclotichon (Avena) desertorum 由 旗 受 到 了 相 党 强烈 的 放牧 而 鲁 经 

， 遭 到 强烈 的 跤 踏 。 而 在 以 后 数 年 中 (从 1923 到 1929 年 ) ,也 就 是 从 宣 佑 该 草原 禁 收 
DR, kLitkKe Ke, “其 草 装 大量 地 鞭 被 了 草原 ”, SLASH (Stipa stenophylia) 

的 草 装 有 强烈 的 发 育 。 他 根据 过 一 点 而 做 出 千 花 道 : 一 直到 农业 开 恤 时 以 前 , 恋 地 人 带 

MRK BM eRe Us RI, ie BRP Stipa stenophylla 和 S. 

s. Joannis 估 优 殉 。 

现在 我 们 来 谈 谈 伏尔加 河 地 区 的 草 旬 草原 的 情况 。 在 相当 程度 上 ，(C. U. Kop- 

OKUNCKU 鲁 在 过 驯 确 定 了 草 名 草原 的 概念 。 但 是 ，C. VW. KopykaHckati yee yt 
原 一 般 的 或 具体 的 描述 ,都 不 外 乎 发 明 着 他 所 指 的 草 旬 草 原 往往 都 是 订 类 草 - 草 甸 ” 

草原 (根据 B. A. Kexrurep) 或 草原 化 草 旬 (根据 A. II. Wennunxos), @ C. U. 

KopzaacrkrE 工作 的 上 时候， 也 就 是 上 一 世 码 八 十 年 代 中 ， 在 伏尔加 河 地 区 的 森林 草 

原 中 只 不 过 残留 下 一 些小 片 的 草原 植 彼 。 现 今 , 可 能 那些 小 片 草原 也 已 经 彼 消 减 了 。 

有 A， 兄 ，Iopxsraa (1921) es, MEE AR - Se” BRERA, BE 

FARIA RAHA. ihr Ae ee aE B Eee BAHAR TE 

“RE REISE ER USE (EIR Keanep i fisa) , 4 

8, 过 些 草原 中 ,站 不 像 在 更 南 地 点 一 样 , SEREUAA BAMA EOE 

育 ̀; “最 好 还 应 承认 在 过 些 植 物 琴 落 附 近 佛 经 发 生 过 森林 向 草原 奢 回 ”地 盘 的 现 

_ 象 ”。 关 太吉 些 草原 A. A. Voprzsrun 东 疫 有 提出 新 的 资料 。 
HW. B. Hosonoxposcxui (1929,1931),HM. M. KparreHHHHHKOB〈1932) 等 人 入 经 

对 前 乌拉 策 的 草 旬 草 原 加 以 描述 。 

Il, H. Kppitos (1916) 所 称 的 森林 草原 带 的 杂 类 草 - 草 旬 , 亚 带 的 平地 的 植物 

聚 大 概 在 极 大 程度 上 (但 不 是 完全 如 此 ) 可 划 和 大 西西 伯 利 亚 的 草 甸 草 原 〈 图 9)。I1 

有 了 如 下 地 描述 了 过 种 植物 娠 聚 。 在 其 组 成 中 , 有 40-60% KE; He 

”的 植物 种 是 属於 森林 和 草 旬 种 。 在 一 地 段 上 (地 段 不 定 , 但 面积 大 ) 种 类 的 平均 数目 

85, “HiBth” VMS Ee) SK 80 一 90%。 

在 65 (BWESE YT BODES LB eH RO 254 种 。 其 中 ,下 列 植 物 具 有 50 多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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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恒 有 度 , SD, RAZ MAL, 7 EMS BARRE Ste ) , a AAA 

均 引 自 上 面 所 提出 N. H. KppuroB 的 著作 中 。 

» F HK Artemisia campestris (63) sp, (-cop-) : | 

Artemisia sacrorum (72) sp.-sol. _A. dracunculus (86) sp.-cop, 

RRMA EK A. glauca (92) sp,-cop. 

Festuca sulcata\) (83) sp.-cop. A. latifolia (86) sp. (-cop.) 

Koeleria gracilis (78) sp, (-cop-) A, pontica (54) sp.-sol. 

Phleum phleotdes (100) sp.-cop, A, sericea (75) sp. gt.-sol, gr, 

Stipa capillata (57) (cop.-). sp.-sol. Campanula sibirica (83) sp. (-cop.) 

S, pennata (52) (cop.-) sp.-sol. Centaurea scabiosa (74) sp.-sol, 

BREA AB Diathus Seguieri (67) sp, 

Calamagrostis epigeios (77) sp. Eryngium planum (72) sp. 

Bromus inermis (36) sp. Filipendula hexapetala (100) (sol,-) sp.-cop. 

Poa Pao ay mice: F. ssigecae’ (57) sp.-sol, 

P. angustifolia Fragaria viridis (100) cop.-sp, 

Be A i" Galatella fastigiata (71) sp.-cop. 

BH Hw 物 G. punctata (92) sp. (-cop.) 

Astragalus hypoglottis (57) sp.-sol, Galium boreale (57) sp,-sol. * 

Medicago falcata (97) cop.-sp. G. verum (100) cop.-sp, 

Onobrychis arenaria (78) sp, (-cop.) Gypsophila altissima (63) sp.-cop, 

Oxytropis pilosa (63) sp. (-ol,) Hieracium virosum (50) sp.-sol, 

Tritolium lupinaster (66) sp, Hypochaeris maculata (75) sp, 

Vicia cracca (62) sp, (-sol.) Inula salicina (78) sp. 

其 th ft Bw ' Iris ruthenica (70) sp, gr.-sol, 

Achillea millefolium (100) sp.-cop, Libanotis sibirica (98) sp. (-cop.) 

Anemone silvestris (67) 8p, (-Cop.) Onosma simplicissimum (50) sp. 

as 

前 景 示 具有 大 量 狐 茅 和 草 多- 草原 寻 沽 草 的 草原 植物 
BR BMA Filipendula hexapetala, Plantago stepposa 等 ) KBR) 

林 。 H. M. Kpamennunnxos 播 

fl 9 EBEAEAK ELSE. 

1) 包括 以 下 章节 在 内 ,在 所 有 引用 I. H. KpplmoB 的 “ 托 姆 省 西部 的 草原 ?一 著作 中 的 ”Festuca sulcata 

ARE F. pscudovina (SRM WE ,第 二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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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r ew Fy | BA te Se i> ww ¥ .) y eu? ¥ ay id 了 \ . 

Peucedanum ruthenicum (58) (cop,-) sp.-sol, 

Phlomis tuberosa (86) sp. 

Plantago stepposa (100) sp-cop, 

Polygala comosa (62) sp. 

Potentilla argentea (55) sp, (-sol.) 

已 bifurca (54) sp.-sol. 

P. rubens (86) sp.-cop, 
Pulsatilla patens (74) cop.-sp, 

Salvia stepposa (72) sp.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52) sp, 

Scabiosa ochroleuca (50) sp. 

Senecio campester (62) sp. 

S. Jacobaea (62) sp.-sol, 

Silene multiflora (65) sp, (-cop-) 

Thalictrum minus (65) sp. : 

Thymus Marschallianus (83) sp. (-Cop.) 

Valeriana dubia (51) sp. 

Veronica spicata (92) sp. (-cop.) 

V. spuria (64) sp. 

— +4 hi wp 

Androsace septentrionalis (52) sp: , 

Rh Bw 

Castilleja jallida (58) sp. 

Euphrasia officinalis 9, ampl, (50) sp. 

 Pulsatilla patens; ASR AAS’ HB 

(EARCRP, PORSHERSAR eA 8 SA —Festuca suleata 和 
Koeleria gracilis, 1.43 °RALf——Phleum phleoides, 在 某 些 地 段 上 还 能 见 到 相当 数 

HAY Stipa capillata 和 S. pennata’, 

FEAR EAA, RA Poa pratensis 有 相当 数量 。 在 豆 科 植物 中 ， 有 大 量 的 

Medicago falcata 和 Onobrychis arenaria 。 那 些 典型 的 草 旬 种 或 草 旬 - 森 林 种 ;如 Lathyrus 

pisiformis, L. pratensis, EP ee SS a PH 

SR MHWBRHARPAREE , MESS, ARS RD) WES, REM 

PRG (sp.—cop.) {EAGER Achillea millefolium, Artemisia dracunculus, A. glauca, 

Filipendula hexapetala, Fragaria viridis, Galatella fastigiata (= G. Hauptii), Galium 

Vicia cracca,; 

verum, Gypsophila altissima, Plantago stepposa (=P. Urvilleana), Potentilla rubens, 

sp.(-cop), HU#: Anemone silvestris, 

Artemisia campestris, A. latifolia, Campanula sibirica, Galatella punctata, Libanotis 

sibirica, Peucedanum ruthenicum, Silene multiflora, Thymus Marschallianus, Veronica 

Spicata, FES — BSR, HAY AES fe) wt, «Filipendula ulmaria, Galium boreale, 

Thalictrum simplex, Veronica longifolia, BAR. BeNDBE BS Benes 

原 化 草 名 的 组 成 中 却 大 量 地 见 到 。 
还 应 指出 ， 在 “ 杂 类 草 - 草 旬 亚 带 ” 的 草 旬 草 原 的 租 成 中 , 那些 东方 植物 种 ， 如 

Artemisia glauca, A. latifolis, Galatella fasligiataa 等 等 也 大 量 地 发 育 。 其 中 部 分 的 

«BARRO MEIER (Artemisia lalifolia 和 Galatella fastigiata AK 

| BREN) SE HBEA MSE) CAMA CSHB eR, 因此 出 现 的 数量 不 多 ,时 

稼 只 是 以 稀有 种 出 现 。 而 在 西西 伯 利 亚 的 草原 植被 中 , 它 侦 出现 的 数量 是 比较 的 大 。 

上 面 已 经 提 过 ，IL. 互 . KppimoB 在 他 的 杂 类 草 - 草 旬 亚 带 "中 ,他 所 描述 的 平地 

却 段 二 的 植物 举 聚 的 一 部 分 ,应 鼓 是 属於 草原 化 草 旬 , 而 不 是 草 甸 草 原 。 
上 述 草 多 草原 植物 琴 聚 地 段 均 处 於 森 林 草 原 带 的 平地 位 置 的 人 条件 下 。 但 是 ;在 

草原 带 的 较 南 方 ; 草 旬 草 原 植 物 至 聚 往往 出 现在 超 带 的 人 条件 下 : 坡地 的 北 坡 , 不 深 的 

低地 或 窄 地 。 例 如 ，B. UW. BapaHtoB (1927) ALS RMA RE HAD 

1) Tl. H. Kpsinos 党 时 (1916 4# OA) wea S. pennata 圭 中 分 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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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OSF SRE), EAA SEI PHS BIG + Ae LR 

AES fa) Be eR CB 7 ER)”, FES RT Stipa capilata 

Ata AML, BARS RANA RA Calapnagrostis epigeios, Bromus inermis, 

Hierochloe odorata; 大 量 的 缴 形 科 植 物 , 如 Peucedanum ruthenicum, Libanotis sibirica; 

{RA HES ,— A ELTA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都 包括 在 内 。 

在 中 西伯 利 亚 南 部 的 草原 aR” FT, isis ROR RRs RR, Wim, 

阿 巴 根 AOakancknit 草原 上 所 描述 的 “ 杂 类 草 - 草 旬 草原 ” 很 明显 应 属於 草 甸 草 原 之 

例 。 wHBRAR ARE HHL, (A fESS eH LA RBBAM EE. 

各 种 草原 表现 篇 五光十色 的 植物 娠 落 , 在 至 落 中 杂 类 草 建成 背景 ， 禾 草 退 居 到 第 二 

位 ”。 在 禾 草 中 ;有 很 多 Koeleria gracilis,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Schellianum, 

Festuca jenisseensis, Stipa rubens; 在 杂 类 草 中 ， 有 Artemisia campestris, A. glauca, 

Astragalus adsurgens, Aster alpinus,Galatella punctata, Galium boreale, Tragopogon 

orientale, Veronica teucrium “2°, (HAAR DE Aster alpinus 的 出 现 是 值得 注意 

的 。 很 多 山地 植物 种 ( 东 包 含有 高 山 植物 种 ) 的 存在 乃 是 中 西伯 利 亚 草 原 的 一 般 特 微 

(外 具 加 硒 草 原 亦 是 如 此 )( B. B. Pesepgatro, 1925,1928), 

BaR RAAB BARSRPANSE, GHisl Sem hah pat, 

例如 ，I. Vi. Tonos (1614) fii Use 5 fa) ARABS, ALAR AG DERE 
In”, FER FRIST , Sa “Ba RR” RRL RE 

Ba S51 a ERE A’, Festuca sulcata (9% T. U. Monon ##) (ies, 
Agropyrum repens 相当 多 。 在 订 类 草 中 ,最 多 的 是 Fragaria viridis, Veronica spicata, 

Plantago stepposa, Galium boreale, Artemisia armeniaca; HEPED>WIA Filipendula 

hexapetala, Tpifolium montanumo , fe BALAI BEES FR, UEHWAS Silaus Besseri; 其 余地 

方 ; 则 有 Senecio racemosus, 

VM. 五 .CapPIrHHE (1931)4#2# IIerseHcKkog Ty6a 的 Moxmancxul-Cypcenit 莫 克 

沙 - 帮 拉 地 区 也 描述 了 的 类 似 的 植物 下 聚 名 篇 “ 碱 化 草原 "。 此 地 ， 在 柱状 碱 士 上 ， 

“在 由 狐 茅 所 构成 的 背景 中 , 伸 生 着 很 多 常见 的 草原 植物 ， 散 生 着 高 而 开展 牲畜 不 吃 

的 Silaus Besseri YEE”, 

在 西西 伯 利 亚 ， 章句 草原 的 曙 生 伙 体 也 有 广泛 的 分 人 〈 履 盖 在 深厚 -柱状 碱 士 ， 

碱 化 黑 钙 土 等 土壤 上 )。 在 许多 发 育 繁茂 的 典型 种 类 中 有 Artemisia pontica 和 

Galatella punctata, {ERA Bi Feisites sulcata 和 Phleum sp. 的 草原 种 类 所 构 

成 (M. HU. IMrawuuxui, 1913; B. HW. Bapanos, 1927 等 )。 

草 旬 草原 的 石生 爸 体 ( 石 质 草 甸 草 原 ) 是 见 於 各 种 或 多 或 少 石 质 母 岩 上 的 微 发 育 

或 不 厚 的 黑 钙 士 上 。 

在 俄国 的 文献 中 各 种 草 多 草原 最 有 名 的 石生 楼 体 乱 奥 斯 科 尔 (Ockol) 河上 游 

(HES Rin ASAE BUS te) Sve HS A “AEG By a A RR”, (CB. M. 

Koso-lomaucknit, 1931), jew Rint \ ME Mis ERR PR 

很 多 山地 (石生 的 ) 植 物 存在 , 如 , 山地 小 灌木 一 一 Daphne Juxlia〈 本 种 近 拉 欧洲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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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Daphne cneorum),—“# BAD Schivereckia podolica, Bupleurum multinerve, — 

Chrysanthemum arcticum alaunicum Kozo-Pol, 

B. M. Koso-Nonsnckuli (1927) 在 烈 彼 茨 普 洛 特 河 上 游 ( 提 姆 高 地 ) 描 述 过 具有 

Carex humilis BeThuidium abietinum 以 及 大量 的 Chrysanthemum alaunicum 的 植物 

BR (Carex humilis + Chrysantemum alaunicum 一 Thuidium abietinum B#), 除 

PARA RAE SAH Carex humilis 而 外 , ERMWBRVHARR PASS 
的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Heliclotrichon desertorum 等 早生 禾 草 及 中 生 旱 

ABW Stipa Joannis 在 杂 类 草 的 组 成 中 ,有 很 多 石生 植物 种 (或 多 或 少 早生 化 ), 例如 : 
Chrysanthemum alaunicum, Onosma simplicissimum, Gypsophila altissina, Helianthe- 

mum vulgare, Fie7>H) Centaurearuthenica, Polygala cretacea Kotov, Astragalus albicaulis 

St ATR ESE LORE re AE Qe , Bild: Adonis vernalis, Filipendula hexa- 

petala, Asperula cynanchica 等 。 过 些 植物 琴 聚 在 过 圳 定居 在 不 同 朝 阅 的 白垩 丘陵 坡 

地 上 (北西 ,南西 , 南 东 , 北 )。 
根据 我 条 自 的 而 察 ,在 上 述 地 区 附近 一 一 奥 斯 科 簿 河上 游 ( 具 柯 夫 区 , 札 伊 采 夫 

村 ) ,在 具有 向 北 或 向 西 朝向 的 白垩 坡地 和 和 白垩 丘陵 上 ， 植 破 的 基础 傈 由 中 生 旱 生 米 

生 植物 Carex humilis (主要 的 )，S2zpa Joannis, DRPHBERE Heliclrotri- 

chon (Avenastrum) desertorum 所 构成 。 H'ES4EKE: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Stipa pulcherrima 的 数量 则 相当 人 少 , FEAR 

AR Poa angustifolia, Koeleria Delavignei, Festuca rubra (Festuca 的 过 一 种 与 其 上 一 种 

相似 ,数量 征 少 )，4gropyrxm intermedium 等 也 相当 少 。 在 杂 类 草 中 ,早生 中 生 类 型 的 
Se wih JA, 4: Onobrychis arenaria, Medicago falcata, Helianthemum vulgare, 

在 过 种 背景 中 ,人 简 见 到 大 量 的 由 地 石生 植物 Bupleurum multinerve, VER Daphne 

Julia; 以 及 少量 的 Schivereckia podolica 等 0。 由 Thuidium abietium PR BAS KE 

eS BE RF. 
H. A. [posoposcxui 和 B. M. Moxposcxan (1936) Si RSA RLU (Ee 

BA ELPA bat Pa) SE JY SE ZETA ROR AE -& 

#8- Androsace villosa + Carex humilis + Festuca sulcata + Bupleusum multinerve 2 

324 Androsace villosa + Festuca sulcata + Bupleurum multinerve B¥”, jZeR 

HAVE AEE Androsace villoca 帮 是 具有 强烈 间断 分 人 区 的 高 山 山 地 草原 植物 ? ， 属 

HE ARTE HL SEL A ER GEL DG Schivereckia podo- 
lice), VEX, AISHBRYWYKEMHEMRER, ARSED (如 Gypsophila 
altisima, Helianthemum vulgare, Linum hirsutum, Onosma simplicissimumS) 和 普通 

1) ABR, WS eh b RST eR -AIEARER MAE, SOYA 

4% Festuca sulcata, Stipe capillata, Koeleria gracilis, Carex humilis, $54) (H40)) #RES 

Gypsophila altissima, Scutellaria lupulina, Thymus cretaceus 〔〈 小 秆 灌木 ) 等 也 出 现 得 很 多 ,有 时 何 

ABN Schivereckia oodolica, 

2) HAST HAE RHEE. 

3) ZERIT ATE TAT Bie Ee A ASH oD Mh OB PE (02 ZEE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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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草 甸 -草原 植物 (Brunella grandiflora, Viola rupestris 等 ) RAHM. 

我 们 在 下 面 举 出 两 个 者 装 作 篇 草 名 草原 的 个 砂 生 殉 体 的 实例 。 过 两 个 替 灶 是 见 
K SR OKPyTa As 335 JB dihatacinra st cui Jlaspenxo 和 上 工 . MW. Doxman, 

1933): 

1) Agrostis tenuifolia + Festuca sulcata + Stipa Joannis + Galium ruthenicum + 

Potentilla arenaria #3; 

2) Agrostis tenuifolia + Stipa Joannis + Stipa capilata + 砂 生 杂 类 } 草 (Scabiosa 

ochroleuca, Potentilla arenaria, Centaurea Marschalliana, Cephalaria uralensis })BS, 

FoJbay hh, settee, BUBAPAD Agrostis enuifolia (ARSAR 

草 )， 中 生 旱 生 植 物 Stipa Joannis PIBSPARD Festuca sulcata, Stipa capillata 

ha es 

HERA ES TEE LEA 

fal 10 AYR PAAR eS (EAU Stipa Joannis,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42% 424 EBABIB Carex supina, RIL WED. 

科 植 物 在 内 ) HI Leet ebay —Pulsarilla nigricans, Jurinea Eversmanni, 

Potentilla arenaria), 2A: 有 芒 的 坊 Stipa+loannis 有 果实 的 Pulsatilla 

nigricans 结 了 果实 。 土 壤 砂 在 。 沃 罗 温 什 (BoporezcKE 区 省 南部 ( 威 伊 节 列 夫 克 ) 
B. A. Kennep tm, 1931 

正如 上 面 已 经 指出 的 ，4grostisg tenuifolia 是 草原 化 草 旬 和 一 部 分 草原 的 极其 典 

RAR, DISSE RY eS WA IR -, Agrostis tenuifolia 仅 定 

IRAE RDS be Hb_E ( SL ay EA), 

1) 草 性 - 禾 草 草 名 草原 OF-AFe we) RT LEMS OS,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哈 革 克 斯 坦 北 

部 的 下 列 地 点 也 有 学 者 描 迹 过 : 莅 特 史 伊 茨 克 县 (UU. M. Kpamennunnxos, 1928) ,彼得 坎 巴 十 洛 夫 斯 

ebm (B. TT. [po6op, 1914), ， 奥 姆 斯 克 小 区 攻 其 以 南 地 区 (M. U. TMramayxelt, 1916; C. BE. 
Kyyeposckaa, 1914, 当时 夭 之 震 “ 黑 辐 土 草原 草 甸 ”) ， 巴 拉巴 草原 (1. H. Kpsiop, 1913; Jl. 

A. Tletpopa-Tpedniopa, 1925, 4 Skeet 第 2,12 iA wee), DME (EM) A CH. 下. 
Kys3Heuos,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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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mx 

SPT RR ee te 

LPR LR GI: 

草 烤 - 禾 草 草 旬 草 原 植物 替 聚 的 基本 特 徽 有 下 列 六 点 : 

1. EBS, 中 生 旱 生 植 物 ( 如 Stipa Joannis, Bromus riparius) FIRE 

植物 (Festuca sulcata, F. pseudovina =) USE (BRP BER, Ee PUREE 5 

J RES MH MM 50—60%), (AE, PERMA PEE BA A 

ris Ay) AB HOHE | 
2, KR RBRS ES, 但 其 中 也 有 很 多 的 杂 类 草 , 杂 类 草 的 成 份 傈 由 比较 或 

多 或 少 的 中 生 植 物种 ( ”北方 草原 杂 类 ] 草 ̀) 所 租 成 。 

3. PEAS WF RRA ER TOE Ah 
4。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层 片 表现 得 不 题 著 。 

”5. 一 年 生 植 物 ( 特 别 是 短 生 植物 ) 的 层 片 也 是 如 此 。 

6, 由 Thuidium abietinum 洋基 至於 由 Toxrtale ruralis 所 构成 的 苔 等 硬 往 往 有 

良好 的 生长 。 

BM RMP ERLE Ree Gb) 但 是 它们 的 经 济 意 义 不 

大 ; 因 乱 它 个 仅仅 在 不 大 的 地 段 上 秘 保 存 着 。 

2. REE EE) BARR 

ER RRUR ORAS RBH EEA, HERO PEAR Bromus riparius 

BEAABABMERHMWAR, 目前 ,将 於 肯定 地 指出 过 种 誉 族 植 物 琶 聚 的 出 现 和 

什 麻生 态 休 件 相 联 紧 。 
B. A. Keanep (1931) 在 沃 龙 钴 什 省 "文化 "国营 农场 的 生 荒地 上 人 久 经 描述 一 个 

簿 种 浴 族 植物 有 至 聚 的 良好 的 例子 ?。 在 草本 层 中 ，Brozrzs riparius (HEB; 也 有 相 

党 多 的 Festuca sulcata; 其 他 禾 草 如 Koeleria gracilis 和 Poa anguistifolia, MRA 

JABS, PRIREG ETA A: Jrifolium montanum, Achillea setacea, 

_ Draba repens, Fragaria viridis, Plantago stepposa, Patentilla opaciformis, Salvia step- 

posa, Thalictrum minus, Thymus Marschallianus, Veronica poostrata; #£30B) Thuidium 

abietinum 则 只 有 人 少量。 MHRweRS, BMNREHMPHRA IROOM 

FREEADS, 在 具有 大 量 省 变 的 一 平方 米 的 面积 上 ， 种 的 平均 数目 篇 

31.6 种 。 而 在 文化 "国营 农 场 生 荡 地 内 所 有 研究 的 地 段 上 ,每 一 平方 米 上 种 的 平均 数 

目 篇 39.4 。 种 的 平均 数目 之 所 以 有 二 种 减少 ,可 能 是 与 旺 盛 发 育 的 Bromus riparius 

ARE RRA Hy tl A BEE) AB 

3. FERS -S SR tA) 

由 缴 形 科 的 Phlojodicorpus dahuricus ,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 C. angusti- 

folia auct. fl. dah.) PPB RASA RRA , EBAARBA HQ,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 关 共 重 直 投 影 图 请 至 看 “中 部 黑土 区 草原 ”一 书 中 的 第 三 贺 。 

2) 在 学 术 镍 莹 上 ,关於 本 种 的 学 名 ,我 很 赞成 VU. M. Kpautennynaxos 的 用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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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 Phlojodicarpus dahuricus Turcz. (Phlojodicarpeta dahurici) 篇 主 的 草原 ”, 首 

先是 由 B. H. Cyxauer (1912) 在 钊 尔 琴 (HepmacKH 区 草原 作 了 简要 的 描述 。 以 和 后， 
A. B. KyMHHoB (1937 ) 提 出 过 更 着 组 的 描述 。 

按 A. B. KywHHoB 的 描述 ,本 植物 妊 聚 位 亦 过 筷 泵 山区 草原 的 印 围 内 ,分 人 在 国 

土 与 黑 钙 十 之 间 的 过 滤 类 型 的 土壤 上 。 TRH RA ; 土壤 的 上 层 常 常 

堆积 有 岩石 的 大 形 碎 导 5) 。 根 据 B.H. CyKaeB Ay AH eR es SE Se 

植 彼 稀疏 。 投影 蔓 度 一 一 50 一 60 和 % ; BRE (Bett)—10%; BBPHRE 

一 一 30 厘 米 。 草 装 化 主要 是 靠 大 草 导 的 Carex pediformis (sp.) 。 

缴 形 科 的 Phlojodicarpus dahuricus $a ATi WBRNAARY (BBE), EN 

ZRARRCIRE AMMA, Woh, DPBS hese BR fF 

Tanacetum sibiricum GZ cop.2), Pulsatilla patens (cop.-sp.), 4£i8/HtR WAR PARE 

不 多 ;只 有 Stipa capillata HRA, WHOL, BERRA (sol.) 有 Poa botryoides, Cle- 

istogenes (Diplachne) squarrosa, Koeleria gracilis, Festuca ovina s.l.,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2REEFAEA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grum (sol.); MERAH (sol.) 有 

Thalictrum petaloidium, Artemisia laciniata, Veratrum nigrum 等 。 “草原 性 (<CTeHH- 

cTocTP>)( 根 据 Tl. H. Kppinop 的 理解 ) 需 94 多。 

ZENG EB aa SCE LMR EER AAA. 

ASL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Clemateta hexapetalae) EH “Siete AR” 

RUE, ZEB. H. Cyxaves (1912) ABR ASS ESE (Hepmancenii) 
草原 的 著作 中 , 提 到 过 于 种 植物 天 聚 。 在 过 个 草原 上 , 饶 线 遵 植物 驮 聚 比 起 在 本 地 广 

泛 分 做 的 羊 草 草原 要 少 得 多 ， 羊 草草 原 可 分 佑 在 较 篇 平坦 的 地 方 或 者 滩 谷 的 比较 旨 

润 的 陡 峻 坡地 上 。 在 过 个 植物 和 王 聚 中 ,除了 优 驳 的 饮 和 线 遵 以 外 ,向 见 有 中 生 的 杂 关 草 

植物 种 ;如 ，Feratyrzzz nigrum, Hemerocallis minor, Galium verum 等 。 对 过 种 钱 和 线 

iE He Re ER ,将 很 可 能 把 它 划 筷 草 原 化 草 旬 。 

i. RES Rk 

IRIE RS iH 8 RE IE BA Ha SEA EAR (1 

盖 度 的 60—90% )。 其 中 混 生 的 比较 中 生 的 类 型 不 多 或 甚至 根本 没有 。 

在 站 正 草原 带 状 分 做 的 极 南 部 分 ,在 它们 租 成 中 有 了 时 出 现 少量 的 小 咎 灌木 。 

1。 BS -ASRESR 

ie fe Et Jit AY ee 2 5: 1) Bo ERE BE BBE Ste AC ERE Via (Steppa genuina caespi- 

1) SAS Mew, A. B. Kymnnos Seo TMS REA, HILAR AA BB 

EA ARBRE, BD UR EE PEER ER A) : 2 Tanacetum 草原 ( 详 见 下 和 节 ) 一 一 具 

Ai Phlojodicarpus dahuricus 的 草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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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o-graminosa pluriherbosa), A75 Soe Ss MERA TEA BAER OF 2 a HEE 

SMR 原 (Steppa genuina caespitoso-graminosa pauciherbosa), AAD tig 

其 旱 生 的 杂 类 草 。 
上 壕 两 个 草原 植物 雪 聚 在 草原 带 的 平地 上 , 按 南北 的 方向 相互 交替 地 分 佑 。 

PEER ARR 
ize: BiSSADNRRA: C. WU. Kopanncxui (1888—1891, 1899, 1901) HY“ 74 

”草原 ?的 一 部 分 ( 较 北 方 的 ) A. H. KpacgoB (1893) 和 A. A. Topaarmn (1901) "EMA AR 
(Stipetum 1aifozzz) 的 一 部 分 (南方 的 繁体 ) ; T. H. Bercouxn# (1908,1915,1923) 的 “南方 黑土 草 

JRL”, C. E. KysepoBcxkaa (1914) 的 “Szipe 草原 ”，B.。B. Anexun (1915, BRERA) NA © 

FS aS a (FE EM); M1. H. Kpsinop(1916) AK Stipe HR, B. A. Kennep 

(1916, 1923) Hy “ACE A A TAS SEs HP SR (SE); K. M. Sanen- 

cxn (1918) AY“ SE A -FAIR”; VW. B. Hoponoxpocknli (1921, 1922, 1925) RY “SERERNAAS 

草原 ”; B. B. AnexH (1925,1926) A H. UW. Kysnenos (1925—1930) ASE HRA VRC SP 

Pen Hie LA See O(Sf?)”; YU. M. Kpamennunnxos (1923,1925) PY“ YRIRIE 

‘ NAS HARE Be eS RR CEHLEEN); O. [. Banencxnii (1926) Py“ AER ER” 

PRS ietg2; B. UV. Bapanos (1927) 的 “黑鱼 十 草 原 亚 带 ”的 草原 (平地 上 的 ); E. M. Jlappenxo 

(1927) 的 “SERRE (Steppe festuceceo-stipacea floride); B. A. Pequenxo 和 H. ©. 

Tonyopos (1929) Fy Hie -VFeArO} BALREN RSS); HW. HW. Coppiran (1931) 的 玉 天 草原 

Ee” WES se  AEHLEAY); B. A. Kennep (1931) 的 “ 殉 菠 草原 (Steppe stipacece; Stipetum 

stenophyllae, S. capillatae, S. Lessingienae)” (EER PT SAKE HMA); U. M. Kpamennenaxos 

(1932) #0“ A-SI eS)” hn “SCE 

MA BSE A CEH)” DR “ASMA S RR Ae)”; 10. Kneonos 和 

E. Jlappenxo (1933) AY “747-—H RAR, AE, BARA”; B. B. Anexan (1934; MTSE 
MIBETA) “BAM? “MAR RRM (Stipe cepillete) 草原 ”和 “具有 

Stipa leccegiana PAAA= 2. JR’’; A. B. Mpo3oposcxaii, H. VW. Py6yos 和 A. A. Jimntpnesa (1933) 

OS hee ST MS hl + A “SER MARR”, “SER- A 

ER? 70 “SEMA EIR”, “WER RE”; . E. Ponnn (1934， 外 伏 责 加 ) BY “A 

ATi EA LR” Fl “HERA FR-FR”; B. B. Anexun (1936) AY “SERRA Ut 
AAKEHRSAMS-OF SR) idtb—2488, ii 基本 的 一 一 最 典型 的 网 体 (中 生 

| 的 )， 这 “南方 草原 " 租 中 南方 “早生 构 体 "。 
多 杂 类 草 的 草 闭 - 禾 草草 原 最 典型 表现 需 杂 类 草 - 狐 芭 - 殉 茅草 原 (图 11 一 14)， 

EES ASS EPPA ECE Py 估 据 着 整个 的 杂 类 草 十 Festuca + Stipa 亚 带 。 在 森 
林 草 原 带 的 范围 内 ， 多 亲 类 草 的 草 闭 - 禾 草 草原 只 见 於 超 带 的 条 件 下 一 一 ( 南 向 坡地 
上 )。 同 时 , 在 更 南方 的 狐 菠 - 玖 薄 ( 少 杂 类 草 的 草原 ) 亚 带 范围 内 ,过 些 植物 震 聚 着 
ABE fa) AL BAIRD OK NE EH RE HE A 

RY MMS - OSM ERMA, RBS eee RSA 
ADE VS BURAK AOE SHR GE RSE PE 
Zc Fy 1A Fae SR OSL Be HE SEHR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FATE 

HBR, HO MRA” SM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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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n ie LARS TO REKWRAMe eR, WEA 
类 草 - 狐 芒 - 羽 茅草 原 的 例子 (C. UW. Tanbunes, 1894,1898; 工 . HW. Wupses, 1904; 

E. JJIagpeHKO 和 工 . 区 oxMaH，1933)。 

在 过 庄 高 原 上 的 植物 下 聚 主 由 旱 生 的 狭 革 草 装 禾 草 所 构成 : SH2pa Lessingiana, S. 
capillata, S. rubentiformis (S. rubens 系 的 一 族 ) Festuca sulcata (图 13)。 有 时 二 

— {A A hE, AES AS EA, 16S. capillaca RRB 
Z2— a heE RMAs RR, Stipa Lessingiana 和 S. rubentiformis BIRR 

WEEE REAE, ARF, Koeleria gracilis MAES, PERERA Bro- 

mus riparius FEFEML KBE EZ, Helictotrickon Schellianum RRP CES Be eH 

i, MRR MBARS (ARERR DEAS, ELMRAERP Pee ALAS 

REAR” (dn Filipedula hexapetalea, Trifolium montanum, Vicia tenuifolia, Polygala 

comosa, Myosotis silvatica) #IASBAK BAR RMA” (dn Adonis wolgensiss 

Salvia nutans, Jurinea multiflora, Serratula radiata =) KIER, 在 草 双 中 ,往往 生 有 

PRICBIREAR Caragana frutex tERE?, 

在 高 原 的 南 向 斜坡 上 , 植 彼 也 有 如 上 所 述 同样 的 特性 。 而 在 北向 的 儿 坡 上 , 植 入 

则 更 篇 中 生 一 些 。 

简 述 一 下 过 些 草 原 上 的 季 相 演 替 〈E. JIappeHko 和 TP. Hoxman); 
I. 三 月 下 全 月 一 四 月 上 全 月 。 初春 春季 (早春 ) 的 季 相 。 在 枯草 成 址 的 去 年 枯 

BPW Tortula ruralis 和 成 片 的 深 乡 的 | Bede se " Stradnasieane commune, 

I. GRPSA. 仲春 (中 春 ) 季 相 。 SAH eS ETE Iris 

pumila (BR RE, SR, 2G NOTE) SE, Adonis wolgensis 的 黄色 花 采 

以 及 黄色 鳞 攻 的 Gagea pusila, G. erubescens 的 黄色 鳞 鞭 在 草原 也 很 常见 ,再 稍 晚 一 

些 一 -只 有 Viola ambigua 的 紫色 花 淋 。 一 年 生 短 生 植物 Bropjila verna, Holosteum 

umbellatum 大 量 开 花 ; 具 有 白花 的 Androsace elozge 如 也 在 开花 ，Dyrapa nemorosa 也 

FERRE. FELL, HA REALE) Tulipa Schrenkii 正在 开花 , aR, ARA 

天 黄花 的 T. Biebersteiniana, Pulsatilla nigricans 和 P. patens 沿 着 砂 质 坡地 并 出 了 

URSA EE VER. 
II. 五 月 上 旬 。 Seas WA) EA. FES HY, RE ERS To TE 

有 过 个 一 乒 Me eB {BS PATE AS TERE Orobus albus, O. pal- 

lescens (LERUSFRIR), Anemone silvestris FAH IE, Valeriana tuberosa BA PALE 

4£, Potentilla opaciformis 和 P. patula 开 出 了 黄色 花 。 

1) (ee PRAT SES, EH: 
i) Festuca sulcata + S. Lessingiana (+ S. rubenliformis) + Plantago stepposa + Salsia 

nutans Bez; 

ii) Stipa rubentiformis +- S. capillata + Festuca sulcata (+- Bromus riparius) + 北方 草原 的 

REE (Trifolium montanum, Filipendula hexapetala%) 43%; 

iii) Stipa rubentiformis +S. Lessingiana (+S. capillata) + Festuca sulcata (+ Bromus ripa- 

rius) + 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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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IE EE PERRY IE SR 

Astragalus pubiflorus 东南 坡 开 着 黄花 。 草 原 的 苦 草 中 开花 的 有 Carex supina 和 

C. praecox (= C. Schreberi), FEACYR_L, Paeonia tenuifolia 开 出 美妙 的 花 ， 构 成 整 

体 的 植 半 (主要 靠近 锅 侈 儿 酝 落 附 近 )。 沿 着 水 积 水 窒 地 的 北 坡 ( 在 更 中 生化 的 草原 

植物 涯 聚 的 组 成 中 ) Pedicularis 1ceie BAF ROA RMN RR EER. 
此 了 时， 混杂 成 份 中 的 (一 年 生 - 短 生 植物 ) 开 花 的 有 :Feromice verna, Alyssum 

desertorum, Viola Kitaibeliana, Arabis auriculata; Poa bulbosa 放出 它 的 花序 。 在 放 

PMHWEL LEME (uurpeauentst) 的 数量 更 多 。 
在 过 时 期 草原 灌木 也 在 开花 。Prxmzxs spinosa BATE, MTHS LA AY Amyg- 

dalus nana 天 出 粉红 花 。 TRA PA, SAFER TE. ARR SRS 

黄 - 黄 色 的 外 貌 。 

在 本 季 相 之 末 , 有 些 羽 笠 ,主要 是 Stipa Joannis 和 S. rubertiformis 出 现 第 一 批 

Pe” (AEWE). 

IV. 五 月 下 秆 月 一 六 月 上 人 定 月 。 初夏 ( 早 夏 ) 季 相 。 过 是 过 种 草原 发 育 最 华硕 的 

时 期 ， 是 草原 用 草 和 很 多 通 子 革 植 物 的 开花 期 。 在 禾 草 中 ;许多 玖 状 玖 昔 的 种 类 的 植 
栎 显然 地 分 出 ,特别 是 Stipa rubentiformis 和 S. Lessingiana, FEALMEHBR WAH 

4,5 Supa Joazzis 。 吉 些 种 类 以 它 个 的 具 羽 毛 的 艺 形成 了 波状 白色 幕 。 其 他 草 

RAR, do Festuca sulcata, {(AFEZAR PET RECE RARE, Koeleria mend lin: Haves 

ripariustL4EBA4E, Bromus riparius HISAR SELB, Felt oe LI 

© A ReAy RS, 

很 多 甸子 革 植 物 之 中 , RRR, EMSFHAREHE"h 

kit, —2 Salvia nutans *#2CEEf, Filipedula hexapetala, Trifolium montanum, Are- 

naria graminifolia BIBAR4E, Myosotis silvatica, Campanula Steveni (主要 是 生 在 北 坡 

4) 天 出 浴 昔 色 的 花 采 ， Jurinea arachnoidea 开 出 红 花 ， Vicia tenuifolia BAH EE-AL 

fE4ES, Echium rubrum BAER ALE ELSES, Cramba tatarica 以 其 个 别 的 相 沉 稀少 

RRP RCS SEER” RUE”) AER 
V. 六 月 下 定 月 一 七 月 上 后 月 。 仲夏 (中 夏 ) 季 相 。 在 本 时 期 内 ,在 上 一 季 相 中 开 

花 的 那些 禾 草 都 竺 了 果实 ,很 多 植株 开始 枯 黄 。 上 面 所 举 出 的 玖 苦 种 类 也 甩 去 了 自己 
的 “羽毛 ”( 尝 同 颖 果 一 起 ) HAAR ES (Festuca sulata, Koeleria graci1z) 酉 乾 的 还 不 多 ， 

因此 所 有 壳 些 草原 禾 草 的 花序 都 带 有 草 黄 色 ， 整 个 草原 (至 少 在 平地 地 段 ) 也 呈现 出 

乾 枯 的 现象 。 北 坡 生长 着 比较 多 ， 因 篇 过 囊 的 S#iba stenophylla, iB UHM “AB” 

状 的 蕊 正在 此 时 闻 花 ,使 得 过 种 坡地 的 季 相 稍微 有 些 不 一 样 。 

在 过 一 期 中 甸子 革 植 物 开花 的 植株 也 比 上 一 季 少 。 有 一 些 开 黄花 的 Galium 

ruthenicum (主要 分 作 在 低 的 阶地 状 高 原 和 砂 览 坡地) 和 Centaurea ruthenica; Plantago 

stepposa 开花 的 也 很 多 ; Serratula radiana ABA ROMS BERL ei, Jurinea 

multiflora (= J. linearifolia) Ky #-PAAFERIM A. FEHB EH (Depxynpcxui) 

Bit EAU ah ,在 陡坡 和 低 的 高 原 , 可 见 Saliva nemorosa BACEAR SS HOE Ee, BRB 

ALE RITER BORE, SEE ULE BATE: Gontolimon tataricum, H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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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RGE EERE TS (A th ESB. Serratula xeranthemoides WYRE 

46, Phlomis pungens 的 红色 花 Statice latifolia WEEE, EAD AML, WAK 

Af Gypsophila paniculata WHER, 

VI. tA REA-AB EPA (LA PHEA). LAMAN, TIE 
EAA —Stipa capillata 的 季 相 。 有 的 并 得 早 , AMPA, BBR eR 

象 休 件 来 决定 。 Stipe capillaa 的 黄 籽 色 带 有 金属 光泽 的 芒 基 本 上 决定 了 本 期 的 季 

相 。 缴 形 科 植 物 的 黄色 和 一 部 分 白色 的 花序 在 季 相 中 起 着 百 天 的 作用 ;如 : Peuceda- 

num ruthenicum 《主要 的 ) P. alsaticum, Bupleurum ‘falcatum 〔〈 过 一 种 钴 主要 见 认 

tx), Seseli tortuosum (很 常见 ) Libanotis sibirica, Falcaria Rivini, 此 了 时间 花 的 

fa Verbascum lychnitis, V. orientale, "E BAH REFER, HEOLER TEM eB Pata 

4j-——Odontites lutea, TRE JI\FRBRELY) Cephalaria uralensis 和 Scabiosa ochroleuca 

Fo Scabiosa ochroleuca 分 作 得 很 分 散 。 有 了 时 ;在 志 齐 润 的 年 份 ,观察 到 了 很 多 春季 和 

早 夏 植物 第 二 次 开花 (有 时 开花 甚 多) ， 如 : Anemone silvestris, Clematis integrifolia, 

Polygala comosa 等 等 。 所 以 ;本 季 相 以 黄色 和 和 白色 的 花 和 傈 和 需 特 征 。 

VIL. 思 月 下 企 月 (十 月 上 宪 月 ) 一 十 一 月 上 全 月 。 晚 秋 的 季 相 。 草 原 枯死 的 时 期 
FURS REAR RH, RADE (LRA AAR MAE. 当 秋 十 之 后 ， 

出 现 了 冬 性 一 年 生 植 物 ( 短 生 植物 ) 的 籽 苗 和 Poa bulbosa FARA RRBARS MS, 

ASE, FLSA ARB ,前述 的 能 类 和 地 面 的 藻类 仍 发 出 乡 色 。 

Resi, ADEN ARM, HT RE RAD, ko 

Stipa rubentiformis (fEAFE2—),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Salvia stepposa, Cam- 

panula Steven’ REMI EMG, LR Rh Oth SSE ea 
mya Ea (HM. K. Navocknii, 1917) , cee FAT Ze AK 
得 才 夫 省 的 荫 马 拉 河 流域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也 见 不 到 它 个 (C. O. Masuesckui, 1928; 
IO. i. Kaeonos, 1934), 

FERRIC iin Ss Ge Bel MERE BS — 7S) —e KR_ CO. AL. Kaeonos 

和 E. M. Jlappeuxo, 1933), ie RA StS AAR a ee J SSE AS BE CR 

生 的 .中 生 的 、. 旱 生 的 )。 je SERRE RAS, EP ee TE 

单位 所 特有 的 。 过 些 分 区 在 乌克兰 帮 维 堵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范 围 内 可 以 分 篇 杂 类 草 - 

Mae — 7A Fe Be is BF [i] 11、12、13)。 

1, 混 生 (或 混 生 植物 ) SAN, ERMA HR (或 中 等 ) 黑 钙 士 有 联系 。 

ERE EBB BS "Boltuca ideas Koeleria gracilis, Phleum phleoides, S. capil- 

lata (FANE), S. rubentiformis (HRI2 RHE), S. stenophylla, S. dasyphylla, 

S. Lessingiana, FEARIRSARAH PLA Bromus riparius, Poa angustifolia FE, THE 

er, ELE BPE = HEH (Triforium montanum, T. alpestre 和 稀少 的 T. 

pratense) AB Site St a) it kia SiS J. FURR eA Adonis 

vernalis, Filipendula hexapetala, Lotus corniculatus (#fs7>) , Trinia Henningti, Medicago 

falcata, Fragria viridis, Pimpinella saxifraga, Echium rubrum, Pedicularis comosa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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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1 RM SE- SR EER Plantago stepposa 特别 多 )。 

@SKl LAPHAM ALE. H. A. Jlecarosa-Lloctenxo 4%. 

图 12 RRL -WAS- 2457 Da AEANSEN® (pasHocTb)); (HOLST EW: 
BEKEA Stipa stenophylla 和 Festuca sulcata;s 识 关 草 有 草 各 草原 植 

驳 种 如 : Trifolium montanum, T. alpestre, Plantago stepposa: 南方 草原 

植物 种 如 : Phlomis pungens (AVA), Linosysis villosa (XR), Achillea 

nobilis athe), +38—BAEH ARS BEMLYRSt. BSKLE 

PS HEIL AS Dik H. A. Jlecstopa-LoctenKo te 

fe “A ee” 中 ， 有 Iris pumila, Crambe tatarica, Euphorbia glareosa, 

Galium verum ruthenicum, Onosma tinctorium, Phlomis pungens, Salvia nutaus (x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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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Hi 4%), Adonis wolgensis, Statice 

: latifolia, Serratula radiata 及 其 他 等 

So 
ZE HOT SMEAR, Tortula rura- 

lis 和 Brachythecium glareosum 1h 

T&F.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最 混 生 的 变 体 

SER HABE Rik, Ki 

Po 5 ie SB SAE YY AE HE —-AM S- 

RA CBB iF) Oe 

a, EQBKUBL (SHARES 

KA), 1hABS ASH Stipa steno- 

phylla, S. dasyphylla 也 很 多 ,有 的 

5 E 1 Te dak BY bAL RP, kn Ranunculus 
图 13 LARS AR ANTE 的 水 平 投影 图 。 ape «- POFanthemus, Anemone silvestris, 

BMAD Go SR SM: AB—Stira — Filipendula hexapetala, Myosotis sil- 
。 rubentifornis, S. capillata, Festuca sulcata 和 Bromus 2 a 

riparius, EMMA, BBM CR),  _°atica, Veronica chamaedrys, Pyre- 
1927 年 6 月 21 日 (根据 E. Jlaspenxo 和 T. Jloxman,  thrum corymbosum; 还 见 到 一 些 高 

一 0 Sore. 加 案 的 植物 种 ,如 Centaurea acilla 
Koeleria gracilis, 7——Poa bul- risy REAR DBR RY Swe 

Bromus riparius, 原 。 在 顿 汪 茨 山 上 沿 着 划 些 低 容 的 

HH HES RK RSH, 遇见 了 站 正 草 甸 草 原 植物 于 聚 , 甚至 草原 化 草 甸 的 植物 

BR 
2, 中 生 (或 中 生 植物 ) SERMON HELTER OS tA, ACR AE BS 10 78 

Festa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S. capillata, S. Lessingiana (jE WEAF 

#8), S. ucrainica; #RREALA Bromus riparius 和 Poa anguistifolia, Stipa steno- 

phylla ROA ELE NS. MARR S , SEAS LL SAL 减 

SERS 在 平地 的 位 置 上 具有 前 述 的 数 种 三 革 草 (Trifolium), 它们 有 时 还 出 现在 地 
形 低 下 处 。 赦 中 生 的 杂 类 草 和 还 见 到 : Peaceomia tenuifolia, Filipendula hexapetala, Poly- 

gala comosa, Trinia Henningit, Ferulago galbanifera (= Ferula ferulago), Pimpinella 

saxifraga, Echium rubrum, Salvia nutans {282% ,fE8B, ERARAMAE. FERRE 

ABA SRR AEB, Euphorbia glareosa 超 着 大 的 作用 ， 正 和 上 一 斜体 

中 的 情况 相同 ,不 过 在 过 圳 ,已 见 到 了 有 更 南方 的 已 Gerordiana 混 生 其 中 。 

苦 克 类 中 ,仅见 到 大 量 的 Tortula ruralis, 

本 释 体 主要 是 在 乌 克 曾 的 东南 部 分 研究 的 。 

ws IT6 。 

3 

@ 里 
Ne: 

s 

stuca sulcata, 6 

bosa, 8 



3, JAE RIAN) EN AH AL LT IR LE A (不 太 厚 ) 和 
RMA RS Le aR. 

FEAR EAB HBA: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Stipa capillata, S. 

Lessingiana, S. ucrainica, #22 ACA Bromus riparius, F358, 'E#UEBE A YMRS 

Hk—-SiS>, HIRE DR RIES SSO AS WAR RMA” wk HR 

Keo ROU PAA HIE, EEL. Poi, RAE HEL 
才能 见 到 ， 如 Filipendula hexapetala, Ferulago galbanifera, Pimpinella saxifraga; 

Paconia tenuifolia WARE "EAE T RAPE ACEH), EEL, LEB 
了 新 的 乾燥 草原 的 典型 植物 种 ;如 Tulipa Schrenkii, Astragalus utriger, Trinia hispi- 

da; Linosyris villosa 的 数量 也 大 有 增加 。 Salvia nutans HELE. PH 

上 GREE “He Jk AE” 的 比较 中 生 的 代表 ,如 : Adonis wolgensis, Statice 

latifolia, Vinca herbacea, Salvia austriaca, Veronica austriaca, Serratula radiata, 在 

F&yE -, Euphorbia Gerardiana 估 据 了 更 中 生 的 Euphorbia glareosa 的 位 置 。 

3 eesa——BRA Tortula ruralis. 

IO. J. Kneonos #7 E M. JIagpeHKo $833 eee EE BI >*ggs30” (chopma), 

ieee RE LR (oKpyr) 一 级 的 释 形 (pasHocTE) 。 因 篇 篇 幅 

限制 ,对 於 吉 些 伙 体 的 进一步 划分 我 们 就 不 准备 讨论 了 。 

局 乌克兰 的 杂 类 草 - 狐 茅 - 列 茅 草原 加 以 简短 钱 述 后， 下 面 我 们 转 和 对 於 与 马克 
兰 砍 维 块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东 部 奥 东 南部 相 衔接 地 区 上 的 类 似 草原 的 讨论 。 
近年 来 ,在 B. A. Kennep (1931), T. MW. Monos (1931), B. C. Koxkyxos (1931) 

和 H. 中 . Komapos (1931) 的 著作 中 ， 相 当 详 罗 的 描述 了 沃 猴 僚 什 省 南部 的 草原 。 

关 套 伏尔加 河 右岸 和 顿 河 流域 东北 部 的 杂 类 草 - 狐 荡 - 玖 茅草 原 的 资料 ,已 见 於 B. A. 

Keasep (1901,1903) 的 较 老 的 著作 中 。 

含 人 和 中 憾 的 是 关於 顿 河 中 游 南 部 和 亚 速 海 -黑海 幅 卉 的 杂 类 草 - 狐 茅 - 羽 茅 草原 

PPERY AR AWAMR (HM. B. Hosonoxposcxuh, 1927), 

FAKES TT AY PS BUR a ae, AER BE - 茅 - 羽 茅 草原 的 组 成 中 ， 

a Ba tite ZH RAB, sett A A Bean: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Campanula Steveni, Salvia stepposa $F 7E R RMBSKMARIRLWH, Srpe 

rubens (s.l.) FEARHHEL OGRE AB, ERAS RRS PAE, RP 

BEST BLA AE. 

{or FE BER Ps PE Ee EL ES JE OR PAE AY P-L ry te RG SEPA AY ES J, 

@e K. M. 3aneccknit (1918) AAA AH, 他 主要 是 描述 了 过 些 草 原 的 北 

部 和 西部 、 同时 MM. B、HosonokpoBcKH 首 也 在 过 衷 做 过 工作 ( 见 1935 和 他 的 更 早期 

的 著作 )? 。 

1) Il. A. Cuupxos, “®nopa cpen8e Poccun (RFT PAAR wee)” TI. Maescxoro, 第 6 版 , 1933。 

2) MAAR Ras aes CM. K. Masocxnti, 1890 等 ) 2G K. M. 3aneccxni 的 著作 (1918). 

ay 7 ae 



图 14 MBAS BP MMSRNEARV. ZAR, DO Stipa 
Lessingiana, Koeleria gracilis {477 , FEMI, 南方 种 类 中 有 Salvia 

nutans, Artemisia austriaca S428, HHS AWE WE Gee EB. A. Ken- 

jiep, 1931), 

1—Stipa Lessingiana, 2—S. capillata, 3—-Koeleria gracilis, 4—Salvia nutans, 

5—Artemisia austriaca, 6—Astragalus  pallescens, 7 一 乾 地 被 物 。 

K. M. Samecckuit 把 亚 速 海 附 近 的 草原 划分 成 需 一 特殊 的 释 体 ,把 它 归 之 乱 BE 
天 的 狐 菠 - 羽 菠 草原 的 南方 杰 体 ， 以 Stipa tirsa (= S. ucrainica—fE BE) 的 最 

大 量 分 做 入 特征"。 AEE A ES BARBARO, 
Festuca sulcata, Stipa capillata, S. ucrainica, S. Lessingiana {(hA ED, F—-AD, fa 

有 相当 多 的 杂 类 草 存在 。 Fame bP AN ILA MERE” eB, 下 烈 
植物 种 较 篇 常见 (根据 K. M. 3aurecKHE，1918; 36288 UW. B. Hosonoxposcknit, 

1921,1935): Vicia tenuifolia, Lathyrus pallescens, Filipendula hexapetala, Onobrychis 

arenaria, Stachys recta, Thymus Marschallianus, Myosotis silvatica 等 。 在 “南方 的 杂 

类 草 ” 中 ,在 过 圳 ,通常 见 的 则 有 : Centaurea trinervia, Crambe tatarica, Salvia nutaus, 

Juyinea arachnoides, Nepeta ucrainica, Statice latifolia, Veronica austriaca 等 , 驴 简 少 

1) 在 和 过 些 茧 原 上 ,时 常见 到 相 答 多 的 S. pulcherrima, PREAH (Stipa stenophylla) 52} FER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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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UA: Ajuga Laxmanni, Clematis pseudoflammula, Serratula radiata, Salvia 

austriaca, 相当 常见 的 山地 植物 种 (来 自 高 加 索 ) 则 有 Centausea axillaris FIED Fh 
的 则 有 Ajuga orientalis 中 生 旱 生根 车 禾 草 Bromus riparius 也 相当 常见 。 AEH - 

AA BARBS HER Hg PY UT AY Ee JA A) DE SS BR 

Ay (SE IE WEES BE) SEA, 

向 南 ， 靠 近 高 加 索 山 地 附近 时 ， 杂 类 草 - 狐 茅 -局 茅草 原 的 组 成 更 和 起 中 生化 

(U. B. Hosonoxposcuii, 1925, 1926); 但 是 对 於 过 些 前 高 加 索 的 草原 ,研究 得 告 不 

充分 。 高 加 索 特 有 种 的 数量 , Hes, 当然 有 所 增加 。 Bin, HieR, 出 现 了 灌木 

—-Rhamnus Pallasii, 在 高 加 索 主 脉 的 山花 处 , 已 出 现 有 森林 草原 “RAHA RRA 

METS 4 

PY SMe 

出 现 )。 

_ 现在 转 丰 伏尔加 地 区 的 杂 类 草 - 狐 茅 - 玖 茅草 原 的 伍 述 。 

在 伏尔加 地 区 西部 ， 关 帮 订 类 草 - 狐 茅 - 羽 芭 草 原 亚 带 的 资料 其 少 CH. OU. 

CrppITHH Aye, 1931; 以 及 JI. E. Ponun, 1934, UW. B. Hosonoxposcxui, 1927, 

1929,1931), 

JI, E. Pogun (1934) fais Si BSS A SS OS 

BAS, ism RRZe “ROE ARAB-YSER”’ GhmBaA M. H. 

AspaMqHK 的 著作 ，1934)。 此 地 , ERAS PIAA Festuca sulcata, HE 

也 有 大 量 的 Koeleria gracilis 混 生 着 。 在 所 研究 的 大 部 分 草原 地 段 中 ， 都 有 休 富 

的 Stipa capillata, 在 有 些 地 段 上 还 有 大 量 的 S. Lessingiana ($4 S. capillata 在 一 

起 )。 同时 漫 见 到 了 少量 的 Stipa dasyphylla, S. rubens, Phleum phleoides (每 一 种 

RERBHRE), 偶尔 也 见 到 少量 的 下 烈 植 物 : Agropyrum cristatum s.1 FFP 
AEWA —Poa pratensis, Agropyrum repens, Bromus inermis 〔〈 在 同一 个 地 

Ferp), 在 有 些 生 范 地 上 , MRE Carex supine 也 相当 多 。 在 他 所 描述 的 生 荡 地 

上 ,大 部 分 都 有 赦 多 的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Poa pru1porea。 在 所 有 草原 地 段 上 都 见 到 

或 多 或 少 的 小 中 灌木 Artemisia austriaca, 厅 类 草 (主要 是 "南方 的 ") 的 种 类 很 多 ,但 

地 段 上 多 ) 有 : Astragalus asper, A. sulcatus, A. testiculetus, Medicago falcata, Arte- 

misia campestris (RW) BBE A. inodora SESE), Jurinea linearifolia, Linosyris 

villosa, Thymus Marschallianus, Veronica incana, fiBig ABIL RA MRE, ko 

Artemisia armeniaca 和 Goniolimon elatum, 那些 西方 的 植物 种 ， 如 Salvia nutans, 

Statice latifolia, Trifolium montanum 等 在 此 地 则 见 不 到 。 在 有 些 生 范 地上, 乌 鞭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 Ornithogalum Fischerianum Krasch. (sub. O. brachystachys) , 

Tulipa sp. 成 篇 恒 有 种 (在 有 些 地 点 相当 多 )。 在 短 生 植物 中 ， 此 地 有 : Alyssum de- 

5eftorw12( 有 的 地 三 数量 很 天 )。4ztzyrosace maxima, Veronica verna, 42—t#84:52HbL, 

 ADIKEMWERE Stratonostoc commune, 在 七 块 描述 的 生 荡 地 上 ,一 共 确 认 出 105 

种 植物 ;在 一 公 二 的 范围 内 ,有 30 一 40 种, 一 平 三 米 的 范围 内 一 一 平均 16 (BK 

10 一 23 ZH), BRBEPH 70% (MAE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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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LG BY Oe, 3 A I RUC ER A Se SS, 

ERG EAE A OS OSMRILRS, MOMS BoA 
化 (444 Filipendula hexapetala, Trifolium montanum 等 )， 在 禾 草 的 基本 草原 中 ， 

tH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Stipa pennata sampl.， 族 中 的 一 些 种 (人群 见 

五 . UW. CnppIrHH Aya 4é, 1931), 

SEAR PD THB LE ARES SI 7 BIE YY BE EB M. UW. Cnppiruy (1931) 

Rie CMBR RXREM BA EM to Fae ++ SE — HEE AL ER 

BE JRL FR , RE BRAS RR BUA its A Be Dik BA Fi RR BE PY ES 

都 是 不 一 致 的 。 可 能 , 在 北方 ，Szipa stenophylla 和 S. Joannis 估 优 更, HEM, HI 

Avena desertorum 和 S. rubons 起 而 代 之 , 再 向 南 , 在 平地 的 条件 下 , 其 中 混 生 有 

S. Lessingiana, I) RATERT, 8) S. Lessingiana WFR RREK, MERE RE ,'E 

BILE BARRA 2 he 

C. E. Poxaneu-Kyyeposckaa (1926,1927) SHR BREAHRE AMARA 

Sp ARERR LL FS Se Di See HH AI BEB 

MW. M. KpauienunyuKos, C. E. Kyyeposcxan, O. 9. Kuoppunr 和 E. K. IUTY- 

KeHGepr SE A Sis AAO BS Hr A Oe UE HL AOE IS ， 
iy OS ES A LS 1922 年 出 版 。- 

M. M. Kpamenvnunkos 2)4th SHEE WH) SISTER, FES BID T OR 

所 气候 的 人 释 化 ) ARMS AFR RH HSE, BHSRA UR Wo. LF. 

Kaeonos 和 E. M. JIagpeHKo (1933; B_Lin) AAS wo A. B. Mposoposcxut 

SE A. (1933) Srna HE De A Ee SE 

WM. M. Kpamienuunnkos 444i AT HEIL A SABHA T dn PF da 

“pe ES BY SE eB J (Ay SB)” FEE “RR RAS ee PSE, FE 

ERP REAT BRB RARE EPR BS EM KSSLHeSs”. 

SS (2 ERS SSE SE RMSE, 通常 Stipa stenophylla 在 其 
Phe ARK IAA AEA Stipa Joannis, S. rubens, S. pulcherrina (RAK 

iH; 从 草 娠 的 质量 中 种 的 数量 看 来 ,， 订 类 草 的 种 类 数目 仍然 很 册 富 ̀ 。 在 杂 类 草 中 ， 
比较 中 生 的 种 类 特别 多 ， 如 Trifolzzzz montanum, Filipendula hexapetala, Galium 

verum, Medicago falcata, Inula hirta, Hypochaeris maculata, Salvia stepposa (sub. S. 

dumetorum), Plantago stepposa (sub. ar; d@’Urvilleana), Pedicularis comosa, Thymus 

Marschallianus |, ee AA Be) RAPA, 

“正常 的 〈 或 典型 的 ) ASR RR Lae) 的 特征 已 经 是 只 有 一 种 玖 

H Stipa yzpens, 可 是 杂 类 草 在 组 成 上 则 丰富 而 且 五 光 十 色 的 种 类 。 但 很 明显 它们 是 

狐 菠 - 玖 莎 背 最 的 次 要 部 分 ; 同时 在 过 对 也 有 出 现 的 一 系 烈 更 加 中 生 的 杂 关 草 , Ge HE 

杂 类 ] 草 同时 也 是 北方 羽 荡 - 杂 关 草草 原 和 草 甸 草原 特有 的 植物 种 ”。 

“ 答 乏 的 羽 茅 - 订 类 草草 原 (南方 释 体 )7“ 定 居 在 中 部 黑 钙 土 的 南方 缕 种 上 ， 特 

点 "在 於 以 Stipa rubens 优势 所 构 的 羽 芽 - 狐 荡 的 背景 ， 伞 随 很 少 的 杂 钴 草 , 可 是 ,在 
”80 。 



aha 

ee ee, 

te ORT HY Tel RE erg ee” 

订 类 草 中 ,也 没有 出 现 旱 生 的 南方 类 型 ””。 

具有 大 量 的 东方 成 份 也 是 过 些 南 饲 拉 尔 的 杂 类 草 - 狐 薄 - 羽 薄 草 原 的 特点 。 Stzpa - 

rubens 就 是 东方 成 分 之 一 ， 它 在 过 些 草原 上 通常 起 着 优 霓 种 〈 有 时 是 建 王 种 ) 的 作 

用 。 此 外 ， 了 时 常 遇 见 的 东方 成 分 还 有 Heliclotrichon Schellianum (AV RFR Bn fe 

BAfSe), Artemisia latifolia (FE), A. sericea BEF: Artemisia armeniaca, 

Campanula Steveni, Galatella fastigiata (= G. Hauptii), (BAe See ES 

西方 的 地 区 , 直到 群 联 欧 洲 部 分 中 央 黑 钙 土 区 仍 能 见 到 。 Uh, 在 过 些 草原 的 组 成 

FA, ebb SIS EA Pas BAD HRSA RA RD: Oxytropis soongorica (AR 

在 跨 过 伏尔加 河 右岸 不 过 的 地 方 )，Trzmzia Lessingii, 

现在 我 们 接着 关 述 群 联 亚洲 部 分 的 多 杂 类 草 改 生 禾 草草 原 。 

Tl. H. KpPvrog (1916) She RRA AH, Fa SE BS” AS 

R(PHOBR, BHWSRE BAAS MS OSE, tare 7 Aes: 

REPRE 〈o6xeceHHocTP) 20—1%,, HAH yte eb se Eh 60—80% , 在 个 别 的 地 

段 上 (大 小 不 定 ) 草 原 植物 平均 有 70 种 ,， 炉 的 投影 盖 度 ( 草 改 化 ) 篇 80—00%, FE 

本 更 带 的 所 调查 的 110 个 平地 草原 地 段 上 ,共有 235 种 植物 。 其 中 ,下 列 各 种 植物 的 

TEAR BEER 50% 或 50% 以 上 (下 面 所 示 的 多 度 是 根据 所 引用 的 著作 中 的 五 个 名 他 

记载 ): 

% 本 Poa pratensis angustifolia (52) sp, 

Spiraea crenifolia (73) sp- - Co 
oF iy HE ig 0 Se Ee) 

Artemisia austriaca (62) (cop.-) sp. Astragalus onobrychis (77) sp. 

A, sacorum (65) sp, eee t testiculatus (50) sp, (-sol.) 

BAA Medicago falcata (96) sp--cop,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64) sp. Onobrychis arenaria (70) sp. 

Festuca tulcata 《98) cop. 其 他 植物 

Koeleria gracilis (93) cop.-sp. Adonis villosa (72) sp, (-sol.) 

Phleum phleoides (92) sp.-cop, Artemisia dracunculus (66) sp, (cop.) 

Stipa capillata (62) sp,-cop. A. campestris (92) sp. (-cop.) - 

S. pennata (61) sp. (-cop.) A. glauca (90) sp.-cop, 

ARIK AAI A SS A. latifolia (76) sol.-sp. (-cop.) 

Bromus inermis (84) sp.-sol. Campanula sibirica (75) sp.-sol, 

Calamagrostis epigeios (74) sp.-sol, Centaurea scabiosa (84) sp, (-sol.) 

1) (8%, O. 9. KHoppHHT (1932) 4d, AERA ASS, RRA Re aay 

BA PAR WAH (Pun: Linosyris villosa, Artemisia austriaca (/7F REA) ,Pyrethrum millefolia- 

tum 等 )。 而 下 列 中 生 的 征 物 种 ， 如 Filipendula hexapetala, Trifolium montanum 等 ,在 此 地 则 不 

AHR. 

test, # O. 9. Kuoppnnr, Ase AAAS AMR Re Stipa capillata S. Lessingiana 起 的 作 

用 也 很 大 。 ARERR bt J. E. PonmaE Ay “SERUA-RA-WS AA” 很 近似 ; 但 是 ， 此 地 

PSD AS I. E. PonHH 的 伏 硒 加 区 草原 的 区 别 点 在 苹 在 草 舌 中 首先 有 Stipa rubens K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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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ngium planum (65) sp. (-sol.) Potentilla bifurca (83) sp. (cop.) 

_ Filipendula hexapetala (60) sp, -sol, P. rubens (98) sp, (-cop.) 
Fragaria viridis (55) sp. Pulsatilla patens (83) sp, (-cop.) 

Galatella fastigiata (—G, Hauptii) (59) sp. Salvia stepposa (84) sp. (-sol.) 

Galitm verum (100) sp--cop, Scabiosa ochroleuca (61) sp.-sol, 

Gypsophila paniculata (52) sp. Senecio Jacobaea (75) sp. 

Hteracium echioides (68) sp, Seseli Ledebourij (93) sp. 

H. virosum (74) sol.-sp, Silene chlorantha (53) sp.-sol, 

Jurinea multiflora (=J]. linearifolia) (78) sol--sp. §. multiflora (54) sp, (-cop.) 

(-cop.) Thalictrum minus (92) sp. 

Libanotis sibirica (56) sp,-sol, Thymus Marschallianus (100) sp.-cop, 

Onosma simplicissimum (71) sp. Veronica incana (65) sp, (-cop.) 

Peucedanum ruthenicum (85) sp. (-cop-) V. spicata (91) sp. (-cop-) 

Phlomis tiberosa (76) sp.-sol. Verbascum phoenticeum (64) sp,-sol, 
Plantago stepposa (sub, P. Urvilleana) (74) sol.-sp. 一 年 生 植物 

(cop.) Androsace septentrionalis (51) sp, (cop.) 

TEAR E SREB BY DAS , FE is ES eB , BRE BE ARR Et —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Stipa pennata, S. capillata 和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的 也 题 然 

He (hes; HRSEAARE Phleum phlecidess 也 多 。 此 地 的 杂 类 草草 甸 化 草 粮 草草 原 要 

>, 数量 最 多 的 有 : Medicago falcata, Artemisia glauca, Galium verum 〔〈 可 能 是 G. 

ruthenicum), Thymus Marsceallianus, 也 有 Artemisia dracunculus, A. campestris, 

Jurinea multiflora, Peucednum ruthenicum, Potentilla bifurca, P. rubens, Pulsatilla 

patens, Silene multiflora, Veronica incana, V. spicata, (7ER RMR REL—E, (64 

RMEEHES BMRA BRA (Artemisia glauca, A. latifolia, A. sacrorum) 有 题 

著 的 发 育 。 TERRE UN ERD ERR I SE J BB 2 S$ ——Stipa Less- 

singiana, ##3% U1. H. Kppinop 的 悦 法 ,在 车 托 姆 斯 克 省 西部 的 “ 玖 荡 - 落 草 ” 西 带 的 

草原 组成 中 ; 见 到 的 比较 少 (13 匈 )。 

在 A.A. TopxrarHaH (1901)，B. 五 .BapaHoB (1927); HU. M. 慌 parreHHHHHKOB 

(E4e AERIS, 1928), B. A. Dentenxo 和 H. ®. Touyapos (fy SKS. Bar HB, 

1929) 等 人 的 著作 中 ，, FRAPS) T BA Fs S18 Fe BS BR AA Be eH A SO 

OA EI — FAI A eR AT FS 0 

譬如 ，A. A. Vopasrun 全 经 在 描述 过 彼得 坎 巴 甫 洛 夫 斯 克 (森林 草原 的 南方 ) 

My PALER RRS SST LMR DR. 在 过 一 草原 上 ,下 列 草 闵 禾 草 起 

主要 的 作用 : Stipa capillata,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Festuca szlcet【〔 大 概 是 F. 

SERRE), Phleum phleoides; Stipa Lessingiana 的 量 旭 较 少 。 BEAR 

很 多 ， 其 中 Artemisia YRS (Artemisia glauca, A. dracuneulus, A. armeniaca, A. 

campestris (F#EAE A. inodora SEG), A. latifolia, A. pontica), BX BMWS 

32 75 78 18 Fl ne FAL eG Be oe Pt AD A PR A 

B. HW. Bapanos 对 於 同上 地 区 ( 伊 希 姆 - 额 泵 讲 斯 分 水 党 的 森林 和 草原) 描述 过 

co 8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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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BOGE OM S-OF” BR, TERESA Stipa pennata s. ampl. Fil 

‘Stipa capillata, AZ—-BRA Festuca sulcata (he ; Be RE , VERA 

BD, AB SHESTRMo +, “BOE BR’ ——Peucedanum ruthenicum Fil 

Silaus Besseri JEBFHIZAEH , SMA, P 

- Be AHR AeA Peucedanum ruthenicum 和 Artemisia (Artemisia latifolia, 

A. glauca, A. dracunculus) B@RMAMSER, 例如 , EARRERHE ( 杂 类 草 
SF -AS ERAS Lae ee $8), HE Supa rubens,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和 Festuca pseudovina —MIZG RE (SERS MRE, 1937), 

目前 ， 在 苏联 亚 洲 部 分 的 大 部 分 杂 类 草 - 狐 茅 - 羽 茅 草原 是 见 论 Ak WG Be be Hy SH 

WeBA, 下 面 我 们 根据 A. B. Mposoposcxus 和 H. HW. Py6uon WR A. A. 

Amurtpves (1933) 的 报告 来 关 述 一 下 过 些 草 原 的 特征 。 

在 哈 划 克 斯 坦 ;, 上 述 著者 倍 的 “奉天 的 羽 茅 - 草 旬 杂 类 草草 原 : 是 杂 类 草 - 狐 芭 - 玖 

茅草 原 中 最 中 生 的 表现 )。 

Sys LE Kins, 典型 种 , AY RAMS BHM Stipa rubens 和 其 通常 伴随 

者 的 Stipa capillata, Festuca pseudovina, Koeleria gracilis DL, FAA 大 形 的 缴 形 科 

植物 。 在 缴 形 科 植 物 中 ,首先 必须 指出 的 坊 Peucedanum rutpenicuz2， 写 经 常 大 量 地 

出 现 , 芝 且 在 构成 过 些 草原 的 季 相 中 有 着 首要 作用 。 此 外 ，Pezxcedazrzm alsaticum 和 

Libanotis sibirica 也 常见 。 在 杂 类 草 中 ,比较 常见 的 有 : Thalictrum minus, Eryngium 

planum, Veronica spuria, Galinm verum, Galatella fastigiata (= G. Hauptii), FR 

特别 的 还 有 Artemisia (Artemisia latifolia, A. serica, A. austriaca, A. glauca, A. 

dracunculus, A. inodora 以 及 稀 见 的 A. pontica), 

由 上 述 名 针 中 见 到 ,此 地 ; 订 类 草 是 较 北 的 和 较 南 成 份 的 的 刘 合 体 。 在 中 生根 攻 

禾 草 中 ;也 昂 到 少量 的 Bromus inermis, Agropyrum repens, Calamagrostis epigeios , 

狠 的 投影 盖 度 近 於 60% 左右 ,最 多 的 植物 质 体 是 包含 在 距 地 表 35 ERNE 

A. PSN CAE RARAA 15 一 20 公 担 ,在 割 草 程序 中 乾 草 的 质量 近 於 6 一 7.5 
公 担 。 草 天 的 特点 是 链子 革 植 物 的 重量 佑 显著 的 优势 , 在 乾 草 中 过 到 50—60% 〈 不 

计算 Artemisia), 

过 类 草原 生长 在 中 部 黑 钙 土 上 。 

以 上 所 述 著 者 们 的 “ 华 怖 的 羽 昔 - 杂 类 草 " 草 原 是 中 生性 志 小 的 释 体 (地 位 在 亚 带 
A“ PER”). 在 过 庄 ，Szpe 多 得 显著 的 优 吏 , 构成 植 彼 的 基本 背景 。 Stibpa rubens 
和 Festuca pseudovina (sub. F. sulcata) 傈 基本 的 建成 重 落 的 种 类 。 WL, Stipe 

capillata, Koeleria gracilis,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相 党 多 : ASR, Stipa Korshin- 

skyi ARS ERR BRIG), SE PEAR RS GK AB: Agropyrum 

repens 和 Bromus inermis, FERMERGR Meets SREM Dh: Artemisia latifolia, 

A. austriaca (*}“PYBA), A. armeniaca;, 稍微 少 一 些 的 有 OA. glauca, A. sericea, A. 

1) bate MF-RIR” (1933), RIC APAR MA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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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dora, A. pontica, 此 外 ,下 烈 杂 类 草 植物 种 也 经 常 出 现 : Medicago falcata, Seseli 

Ledebourii, Thymus Marschallianus, Veronica incana, V. spicata, Galium verum 《可 

能 是 G. ruthenicum), Galatella fastigiata (= G. Haupti), ARREADMIUIREDK 

CREATED. 

MHRHE EAR 50-00% ZH, ZSH—-KAR, KERR, BORF 

SE 15 AA; PPSIRLR BEARS 5.5 一 7 公 担 。 甸子 革 植 物 (不 包括 Artemisia 

MEA MA BERS IH 30 一 40% 左右 。 
上 述 著 者 个 的 “和 红 羽 莎 -S#ipa Lessizgiana 草原 "是 最 旱 生 的 释 体 ,已 是 向 狐 薄 -和 甩 

薄 草 原 欢 滤 的 类 型 。 过 些 草 原生 长 在 南方 黑 钙 十 上。 

如 其 名 夭 所 上 示 的 那样 ， 在 过 些 草 原 的 草 妊 的 组 成 中 ， 红 羽 荡 -Stipe rubens fh 

fA, Stipa rubens 傈 黑 钙 土 的 特征 利 物 。 Stipa Lessingiana FEBRUARY EE 

BALZER AAR ARR. HERRERA, to Festuca 

pseudovina, Koeleria gracilis, Stipa capillata ADI BIAYD., ARF, Stipa Korshinskyi 

12073578 SAE CEGRBSI +L), BARS Eas i BE 

D“BA” tee AA AREARB=S: Dianthus ramosissimus, D. leptopetalus, Phlomis 

tuberosa, Ph. agraria, Galium verum (可 能 是 G. ruthenicum), Jurinea umltiflora 等 。 

根据 上 述 著 者 们 称 ， LTH ER, BARR HMR es eSR 30 一 

80 儿 ,在 东部 , 则 不 超过 50 一 60%2。 

率 类 草 - 狐 茅 - 玖 菠 草 原形 成 一 连 籍 而 叉 相 当 广 关 的 亚 带 ， 过 一 亚 带 由 史 马 尼 亚 

直抵 阿尔 泰山 。 杂 类 草 - 狐 薄 - 羽 薄 植 物 寿 聚 以 超 带 现象 还 出 现在 森林 草原 内 ， 估 南 

面向 的 坡地 。 在 狐 茅 - 玖 茅草 原 的 更 南方 的 亚 带 内 , 则 见 认 北 坡 和 相近 朝 间 的 山坡 艺 

FAME HA A Hh aR 

£ FP 18 Fl) Be A FB A, RON IRE RRL ASA 

广泛 的 分 布 (B.B. Pepepgatto, 1929,1928), 

在 阿 巴 根 草 原 ( 中 西伯 利 更) 的 生 围 内 ,根据 托 姆 斯 克 省 的 地 植物 学 家 们 的 研究 ， 

下 述 植物 幸 系 可 能 属於 过 --- 改 系 组 。 “MARA OR By HR (oom) A” 
 Avena-Wsp ER” “KESOFER RR”. 

下 烈 四 种 禾 本 草 构成 四 种 禾 草 草原 的 繁茂 构 体 ” 的 基础 : ee capillata var. 

coronata Roshey., Festuca jenisseensis Révetd! 3 Glass pele: (Diplachne) squarrosa, 

Koeleria gracilis, 有 此 外 ， 还 有 少量 的 Agropyrum cristaum, 下 列 厅 类 草 有 或 多 或 少 

AEBWAR: Phlomis tuberosa, Scabiosa ochroleuca, Thalictrum minus, Onobrychis 

1) FERRIS A, Stipa Lessingiana, WHI ARR LT OER tEABAMRS 

的 数量 。 

2) SALES A EH BA ES EAA AGRA, «| 上 迹 哈 戎 克 斯 坦 的 杂 关 草 - 狐 茅 - 列 薄 

RRM ees De FIA Rh IO. Tl. Kneonos 和 E. M. Jlaspenxo 在 馈 克 梦 所 确定 的 那些 六 中 

AR LG: “Rr. AAP - 3) EAS” AA WS YO. 到. Kmeomog 和 E. M. Jlappenxo 的 灵 类 草 - 狐 荡 

TAA TERY “AE”? SETS; “RL AAD REP A? Ss De EA - - A ay “ E” 

SBUB ; ““ELAA-Stipa Lessingiana A” PA Rea Ae” ee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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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um, H. Schellianum, Stipa rubens; 第 二 亚 屋 (28 一 35 厘米 ) 

4 
i 

arenaria, Galium verum, Glycyrriza uralensis, Veronica incana, Hedysarum Gmelini, 

Artemisia glauca, Potentilla subacaulis, Aster altaicus $, Ft “JOKES Bia 

— BRE R 
PRIBBRS eK “ Avena- TA Ft JR” 的 基 厂 :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 H. 

desertorum + Stipa rubens: Wee a > sult We PS BAC ZS SD A AE 

IRE (Stipa capillata, Koeleria gracilis, Festuca jenisscensis, Cleistogenes squarrosa)”) 

Hig AD), BAB Ms ele OR : HH — Ashe (50—60 厘米 ) Helictotrichon deser- 

Festuca jenisseen- 

sis; Koeleria gracilis, Galium verum, Veronica incana, Pulsatilla Turczaninovii (sub. 

P. vulgaris); 第 三 亚 层 (10 厘米 ) Potentilla subacaulis, Cleistogenes squarrosa, 

‘Tris flavissima, Carex stenophyllas.\.. SBEWLEPEHN EBABY Stipa rubens 

FORA Eritrichium Martjanovi, Aster alpinus, Senecio campester, Lychnis sibirica 

等 所 构成 的 。 还 应 该 指出 ， 此 不 有 山区 草原 种 出 现 ， 例如 Erilrichium Martjanovi, 

Aster alpinus 等 。 本 植物 震 聚 的 种 的 数目 乱 50—60, 盖 庆 一 一 14 一 16%。 

“is AA °° Fe DO AAR AS et J RS , AEP RC ESR ABE (SE 

要 是 坡地 上 ) 和 一 定 的 高 庆 相 联系 。 

仍 以 四 种 禾 草 : Stipa capillata, Festuca ovina (s.l1.), Cleistogenes squarrosa, 

Koeleria gracilis MA, 大 型 蒿 类 植物 在 草原 的 整个 背景 中 估 着 显著 的 地 位 ,大 型 

BAAD TEM: Artemisia glauca, A. campestris (过 两 种 营 类 的 地 上 枝条 和 需 一 年 生 )， 

A. sacrorum, A. frigida 〈 小 御 灌木 ) 和 A. scoparia 〈 二 年 生 植物 )( 有 了 时 昂 到 )。 和 从 运 

僵 关 傈 上 来 看 , 演 种 草原 类 似 西 西伯 利 亚 南部 和 哈 蓝 克 斯 坦 的 草原 (参看 上 面 )。 

除了 蔓 类 以 外 , 逮 见 到 了 比较 中 生 的 和 部 分 的 旱 生 的 杂 类 草 : Phlomis tuberosa, 

Veronica incana, Onosma echioides s.1., Scabiosa ochroleuca, Medicago falcata, Thalic- 

trum minus, Aragallidium dichotomum (—2¢4E#84), Silene repens 等 。 本 植物 对 

聚 的 种 的 数目 篇 50 一 70; ea Ele L—ii BRK, z 19%, e—-S e eS 

BAZAR EA A “Avena-Y = A” SE, 

B. HW. Cumpxos (1910) FRIAR ERR S ERS AS MASH 

OR’ CSIR AHS” ETH. 他 把 过 一 草原 , 作 了 下 烈 的 记载 。 ER 
AB, MMA Stipa Capillata (B. 开 .CMHpHoB 写成 S. sareptana) WEI 

TARA HES ; Festuca jeniseensis (sub. F. sulcata) MR BWA REHER, Cleis- 

togenes squarrosa We ABR —-2e, PITA Artemisia glauca 的 植株 非常 合 人 

2S ERR RAS ET RENE Phlomis tuberosa HA: RFF RE, TEA HIRES 

SUES A HEEY be, ASF UAC Bromus inermis,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H. desertorum, Phleum phleoides 等 。 

B. MW. Cmupxos 在 他 的 更 晚近 的 著作 (1911) 中 , 论述 了 北 哈 卡 斯 草原 (过 去 的 

1) 可 网 到 “四 种 禾 本 草草 原 ”” 与 “4zye7za- 列 茅草 原 ” 之 并 的 一 切 过 滤 关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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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LARPS FR Jen EY) tebe “BE Ay”? a hi 2 fy — SL, 

Ad A A “BH BPH tie Re’, «8B. UW. Cunpuos 把 过 些 草 原 襄 成 是 

AA “Avena-Y RP KEE OSE’ Meee, Bu, 他 写 道 : ERA 

A KRPMAAKASAAREBH ZS, Stipa capillata 和 S. pennata (ARE S. rubens 

——3ES$2£) 2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H. Schellianum, 小 草 闭 的 禾 草 如 Festuca, 

Koeleria, Cleistogenes squarrosa 的 一 部 分 ，Poz。 小 的 营 草 ;如 Carex ruthenica V. 

Krecz. (sub. C. praecox Jacq.) 和 C. supina 所 起 的 作用 较 小 。 角 子 革 植物 (主要 篇 

早生 种 ) 还 具有 “相当 的 种 类 上 的 作用 "。 SSR, Ba Pl 

多 度 坊 天 的 杂 类 草 的 ”Prlsetzil1ae patens, Galatella punctata, Thermopsis lanceolata, 

Garium verum (FJ GBS G. 7rztpezicz1 一 -一 著作 站 )， Artemisia glauca, Bupleurum 

 multinerve 及 其 它 数 量 较 少 的 杂 关 草 。 

B. VW. Baparop (1927) 在 他 的 关於 西 西伯 利 亚 黑 钙 士 带 的 植被 的 荣 糯 中 , 称 汪 

Aa BRS KES IR” 

B. H. Cmupos (1911) 在 同一 著作 中 提出 了 第 二 级 的 “草本 草原 *(“ 具 有 小 营 草 

的 小 草 闵 - 狐 茅草 原 ”, 根据 B. VW. PapaHoB) ， 汪 种 草原 是 “当地 黑 钙 土 各 种 不 良 伙 

种 ”所 独 有 的 (根据 JI. W. IIpacoroB)， 所 引出 的 摘 述 来 判断 ， 填 壤 是 碱 化 主 。 志 

种 二 执 的 北 哈 卡 斯 的 草原 “级 ” 大概 是 从 多 杂 类 草 的 草 闵 - 禾 草 草原 向 少 杂 类 草 装 生 

禾 草 草原 的 过 渡 类 型 。 

小 的 苔 草 (主要 是 Carex ruthenica V. Krecz.), UNS, Koeleria 和 Cleistogenes 

squarrosa FE REAR, AR SRERESILKR BES, Supa capillata AURA 

长 得 很 分 散 ; Stipa pennata 和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往往 不 见 。 在 双子 革 植 物 

FP, Galatella puncatata, Artemisia glauca, Thermopsis lanceolata 以 及 Pulsatilla 

Turczaninovii (sub. P. vulgaris), Thalictrum minus 等 比 其 它 种 通 子 革 植 物 的 个 体 乱 多 。 

根据 A. B. Kumunosa 的 著作 来 看 , 在 外 具 加 泵 地 区 的 南部 见 到 有 类 似 四 种 禾 

BRAM Sk ee”, 也 就 是 "四 种 禾 草 - 订 关 草草 原 ", 在 四 种 基本 的 草 闭 禾 草 

(Koeleria gracilis, Cleistogenes squarrosa, Festuca ovina s.l. #1 Stipa Capillata) 之 间 

ARPES EAGER (Thalictrum minus, Galium verum, Aster altaicus #5) IRE. 

在 过 饲 锁 山地 草原 之 间 ， 沿 着 北方 方位 的 坡地 , HMR LLERA“KRE 

ROR ER”, ie RL) DR AREA RR, GE ARE Poa 

stepposa» 和 Stipa capillata (hf, W:AIRZMIAM: Thalictrum minus, Gabter 

verum, Artemisia laciniata =, 

在 过 些 杂 类 草 - 羽 基 草 原 的 杂 类 草 的 租 成 中 ， 见 到 山地 草原 的 植物 种 , 如 

1) KPE P. botryoides (P. 1O. PoxrkeBHI， 侮 联 植 物 茧 ,第 二 答 )。 

” 2) EPR AR HI SE TE ES, BS EL ty TE, 

PETZ AD Hie Hh En HT Sh RD HL EIS ( 据 M. V1. Hasapos, 1934) 包括 有 : “ 列 荡 - 订 类 草草 
SR? (GAZE Stipa capillata, WEI), “7A3¢-2F-FERUA TR”? ( 羊 草 Aneurolepidium pseudo- 

agropyrum) , ‘A-ha ES JR”? (PF —--Cleistogenes squarro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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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topodium sibiricum, Chrysanthemum sibiricum 等 。 

FP 18 Fi Bs ASL BS Ho J Re RA, ETE 

REE EAN Stipa capillata 之 中 (羽毛 状 的 羽 荡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退 到 次 要 地 

fit), Cleistogenes squarrosa 起 着 大 的 作用 ,其 次 在 於 在 杂 类 草 的 独特 的 组成 中 ,山区 

草原 植物 种 起 了 相当 大 的 作用 。 

多 杂 类 草 的 草 闭 -用 草草 原 的 凡生 伙 体 研究 得 向 少 。 EMRE 
” 亚 带 的 碱土 上 发 育 着 六 类 - 狐 弟 植物 二 聚 ,我 们 把 运 种 植物 二 聚 划 入 荡 江 化 草原 或 甚 

BExRSR, BBDPEAE EMER. | 

Bo ESS BE Be Se A AB JB (ER RARUS-OSE I) AAS, 在 下 

述 地 区 具有 相 当 广 泛 地 分 售 > 过 种 地 区 就 有 或 多 或 少 硬 褒 的 岩石 露出 地 表 , 遭 到 组 慢 

的 风化 ， 因 此 发 育 在 过 种 岩石 上 的 土壤 可 以 经 常 地 挫 太 了 或 大 或 小 粉碎 了 的 岩石 碎 

= . 

过 些 石生 植物 释 体 的 植被 具有 或 多 或 少 特 具 的 植物 类 型 ， 吉 些 植物 类 型 常常 在 

形成 蔷 地 方 土壤 的 母 岩 露 头 上 遇见 。 杂 类 草 - 草 六 禾 本 草草 原 的 石生 人 释 体 考 是 发 育 

在 碳酸 蓝 的 岩石 上 ,其 特 具 的 植物 类 型 特别 仙 富 。 

”在 上 面 论述 草 旬 草原 前 石生 亚 体 时 ,我 们 已 举 出 了 车 干 关於 奥 斯 科 页 河上 游 ( 顿 

© 河 的 支流 ) 森 林 草 原 带 中 的 杂 类 草 - 狐 伴 - 羽 茅草 原 的 间 料 。 
AMBER MRR -MS-AS SH), 描述 过 过 些 草原 的 特殊 的 石生 

“SRA” (“copma”) (图 12), "ERVERTER ER PARAM Achillea nobilis 和 

其 它 植 物种 有 比较 大 量 的 生长 cio. 71. Kaenos, 1929, 1933; IO. H. Knenos 和 

E, M. Jlappexko, 1933), 

Ris EE MN a Se  - E A, t BIS H D Pff TE 

HEZEORHHE, Hes, 在 禾 草 的 组 成 中 , PANS RARES, 如 

Stipa capillata, S. Lessingiana, Festuca sulcata, Bromus riparius, tEREFAR HY 

币 , 旭 有 大 量 的 石生 的 喜 钙 (kanpmedymbHate) 植物 种 ,如 Gypsophila altissima, Pim- 
pinella titanophila, Teucrium polium, Thymus cretaceus (/}PYER)S, EHH, 

RAS EA Tortula ruralis, UAKMAKSRAaM Stratonostoc commune, 

HE RNALS BERN RU os PATE Ee Pee HEE (UAE Se 
丘陵 地 ) 的 范围 内 就 有 。A. B. Mpo3soposcxus, H. MW. Py6yon 和 A. A. Amurpues 

指出 过 ， 在 杂 类 ] 草 - 狐 芒 - 殉 薄 草原 亚 带 中 ， 在 黑 钙 土 的 矶 质 te,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Kk Gy \ (ES (38S), EEA Onosma simplicissimum, Centaurea sibirica 

RERERAKSCRAALA EKA DIBBAB. 

SHAM RE- ARE (FMAM RAD AE RIE 
Hb fa Tea AH ET HL: 不 管 是 帮 联 的 欧洲 部 分 ， 或 是 亚洲 部 分 的 草原 带 中 均 

有 。 

奈 联 欧 测 部 分 的 德 蔓 伯 河 下 游 的 过 种 释 体 ,通常 彼 称 之 乱 “ 砂 质 草 原 " 已 被 最 微 
底 地 研究 过 (UM. K. Tlagocxuit, 1922, 1923; E. JIaBgpeHKO 和 A. IIpAmHHHHK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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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HR, HMmpeEey “AAR IR” TR pewFsEw (M1. B. Hosonoxposcexua, 1915; 

A. 7. Tomes, 1929; A. I. Taenb, 1930,1932), BEDE ORR ME Oe 

原 或 厅 类 草 - 狐 茅草 原 的 植 彼 在 整个 草原 带 内 ,其 特征 相当 一 致 

下 面 引 用 德 瘟 伯 河 下 游 广 关 砂 质地 区 的 砂 质 草原 植物 至 聚 CER ST RESP Aut A 

pe ectrees 15). . 

fal 15 “RRR? GEAE-MAFBARAM HS SBE AY 

A), ALRMURBMSM MENT (Festuca Bee- 
keri (HEB TEARS L HY Thymus borysthenicus); 在 有 

£2) FA TASB ADA seh. “aK eb eB) ez il 

FFE SHA WSK aR (Festuca Beckeri, Euphorbia 

Gerardiana, Artemisia inodora S{hEB). FMR, AA 

Quercus robur RISA ORPATE RD HK). TERMATT TF UR 

WR AE rel FABRE (apena)]. 

HPA R RNR Ree PEAR? , 早生 的 和 中 生 早 生 的 

cadena ;主要 是 : Festuca Beckeri, Stipa Joannis sabulosa, Koeleria 

glauca, Agropyrum cristatum sabulosum E. Lavr.; FERED, APE Scirpus 

holoschoenus EVEABIER, MERA, HRD Artemisia inodora, Euphorbia 

Gerardiana FH, ERIE, 则 由 Helichrysum arenerium WARNER St 

mus borysthenicus) fE{EA” , 

ERA EP BARRERA M. , wm ME AES 

Re {hE , 特别 是 Euphorbia Gerardiana, 一 年 生 植物 也 有 了 增加 ;春季 一 年 生 植物 

(GAD) Erophila verna, Cerastium Schmalhauseni $$, 和 夏季 一 年 生 植 物 , 如 

Polygonum arenarium, Kochia arenaria, Plantago asiatica (= P. arenaria) 等 都 有 。 

在 中 地 形 中 出 察 到 一 系列 的 植物 敌 半 ( 更 正确 一 些 应 访 说 是 短 半 组 ): 

1) 在 梅 联 欧洲 部 分 的 其 它 河流 的 砂 贰 阶地 上 , 另 一 种 的 Thymus pallasianus(=Th. odoratissimus) 胶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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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EASTB Yi: Festuca Beckeri + Thymus borysthenicus (+ Helichrysum aren- 

rium) Be; 

2) 小 丘 的 坡地 和 平 划 的 高 起 地 段 . Festuca Beckeri + Stipa Joannis sabalosa + 

Artemisia inodora + Thymus borysthenicus (AB FF RRS TAS tar > KARAS 

不 见 ); 
3) 小 丘 坡 地 的 下 部 和 草原 的 低下 平坦 的 地 段 : «Artemisia inodora 十 Agropyrum 

cristatum sabulosum (+ Scirpus holoschoenus) Bo 

了 ARF, FED) SEB, Artemisia inodora 篇 Euphorbia Gerardiana PRB, 

; Pi FUE Me SE-B k, TERIOR AN 
REP LK APA TE BO A LAU ra CC AOS Pe A 

(RESP, 
: AG +—_ RCN DAEHN, LLL R ADIN a LAL AOD 

BR RHEL FINELY , aR T HLA, Rh, WALES 

。 。 轻 粘 壤 士 上 也 可 生长 的 植物 种 。 
EAN MRL OL. 

和 A. 一 年 生 植物 

1. mea 1 Plantago indica (=P. arenaria) 

5 Cerastium Schmalhausen + Polygonum arenarium 

é Crepis tectorum ATrifolium arvense 

Erophila (Draba) verna : 2. 刷 状 根 的 

Herniaria polygama : 1 Tragus racemosus 

+ Kochia arenaria 

- : B. 二 年 生 植 物 
: 1. Ra AY + Syrenia angustifolia 
° + Centaurea breviceps + Tragopogon floccosum 

十 Onosma arenarium Verbascum phoeniceum 

人 + Scabiosa ucrainica 2、 刷 状 根 的 

3 + Silene parviflora + Senecio borysthenicus 

i B. 多 年 生 植物 

nd 1. 轴 根 的 

7 Alyssum tortuosum 

Artemisia inodora 

+ Koeleria glauca 

+ Scirpus holoschoenus 

+ Stipa Joannis sabulosa 

; + Asperula graveolens 3. weir ay 

' J. Astragalus virgatus + Allium savranicum 

. + Dianthus polymorphus 4. Aik seay 

Echinops ruthenicus + Carex colchica 

Euphorbia Gerardiana + Thymus borysthenicus (AG ph bAy EAE) 

+ Goniolimon graminifolium 5. #RHABE AT 

4A Seseli tortuosum + Achillea Gerbert 

2. Bea + Jurinea Yaxa 

+ Agropyrum cristatum sabulosum E, L a v 1, + Scorzonera ensifolia 

+ Festuca Beckeri 

1) SRSSLURTHASMES-ABRRR. 



ER | REFRESHER SEAS EAH URE — A 

物 和 一 年 生 植 物 均 多 , MAR HRN S Hepes, 

伯 河 下 流 的 砂 地 过 去 鲁 有 很 多 研究 报告 ， 可 是 他 们 研 罕 的 时 期 是 在 中 夏 或 夏季 的 和 后 

定期 ， 因 而 ， 关 共 春 季 和 早 夏 的 情况 ， 在 过 些 文献 中 没有 记载 。 和 营养 期 开始 的 发 育 

相 只 得 做 了 理 葵 上 的 补充 ， 而 下 述 各 季 相 的 更 替 也 应 认 篇 是 初步 的 ， 有 待定 位 检查 

的 。 

二 ibe 08 - 
N=A—-BAEBs 早春 时 期 。 去 年 乾 枯 的 植物 的 蕉 到 处 蔷 立 着 ,造成 了 淡 灰 

conan 基本 期 之 末 ， 多 年 生 植物 和 一 年 生 植物 开始 发 交 。 FEDS EER a 

Tortula ruralis KOE SBAN Poa bulbosa HRBMHARHASHAE. 

2. 四 月 中 旬 一 五 月 上 旬 。 晚 春 时 期 。 多 年 生 植 物 , 特别 是 禾 草 发 缘 了 。 Poa 

bulba FH JY HORE RS 大 量 的 次 要 成 份 : Cerastium Schmalhauseni, C. ucrainicum, 

Erophila verna 开花 。 多 年 生 的 Pulsatilla nigricaus 44BA J 4E, 

' 3, BAPH-BATH. MRR. EME, PEMA Festuca Bec- 

keri, Koeleria glauca, 在 Stipa Joannis 大 量 开 花 的 地 方 ,造成 白色 的 季 相 。 多 年 生 

植物 和 二 年 生 植 物 发 出 它们 的 枝 人 条。 

4. NA. PER, 由 帮 禾 草 和 结实 , 季 相 和 逐 汪 以 草 黄 色 的 背景 。 同时 , 具 黄 色 

花 采 的 植物 : 到 Gabber, Euphorbia Gerardiana, Helichysum arenarium 等 也 

setae Ht Artemisia inodora 多 的 地 方 ， 过 种 植物 的 灰色 薰 上 瑚 人 季 相 。 

. tA-TrAEFA. 晚 夏 和 秋季 的 时 期 。 HRA Ms Ae, ke) 的 草 

HEMET REEMA, Thymus borysthenicus BPE Polygonum 
arenarium 也 在 开花 。 SEILA PPAR, RBRAH Ree, HHS 

年 生 植 物 幼苗 。 
正如 上 面 所 提出 来 的 所 有 事实 属 明 ， 砂 持 " 杂 类 ] 草 - 草 米 禾 草 草原 的 层 片 的 组成 

和 季 相 等 等 几乎 与 生长 在 粘 士 和 粘 壤 士 的 土地 土 的 杂 类 草 - 草 装 - 禾 草草 原 类 似 的 特 

* 

” 征 兴 乎 无 所 差别 。 IER, OA AR SM ee Oni WH , 3a th IE 

Fe REF EAD) BT aS BL 

Rib Pe Jin A GREER PER, SABRE BARS 
BTS AS OND, EEA EE ABI 

BRT Zo EFT YA SS AC J ASRS, eS 各 些 草 原 的 

PR EOS, CREO REALE EAM. 过 些 基质 ， 按 其 机 械 租 成 来 

脱 , 乃 是 向 粘 壤 - 粘 质 土 壤 的 过 滤 类 型。 

生 綦 在 砂 地 上 的 砂 质 草原 ， 因 篇 砂 地 具有 混在 其 中 不 多 的 粉 砂 和 粘土 质粒 如 上 

所 了 述 ， 在 它 的 种 属 组 成 上 生 粘 壤 质 - 粘 质 草 原 " 也 有 显著 的 区 别 。 生长 在 砂 壤 士 和 

粘 质 砂 地 上 的 草原 ,根据 其 组 成 成 份 来 看 ,好 像 是 演 些 草原 之 间 的 过 滤 , ABO AI 

於 粘 壤 士 上 的 草原 。 在 闵 生 禾 草 中 ,一 方面 有 粘 质 土壤 和 粘 喜 壬 土壤 上 特有 的 优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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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Festue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lis 和 Stipa capillata®, AAMAS LRA 

it LAE ARE Stipa Joannis sabulosa 和 Cleistogenes (Diplachne) squarrosa” , 

-在 杂 类 草 中 , 也 同样 是 一 方面 见 到 专 站 定居 在 粘 和 质 土 壤 上 的 植物 种 Artemisia 

austriaca, Eryngium campestre, Taraxacum serotinum), #173 Rei [A RP BEE BS FOR 

土壤 上 定居 的 植物 种 (例如 : Euphorbia Gerardiana, Helichysum arenarium 〔〈 多 数 在 

BO +e LL), Seseli tortuosum, Teucrium bolitz2) ; 另 一 方面 也 有 主要 地 定居 在 砂 质 

土壤 上 的 植物 种 (Achillea Gerberi, Dianthus polymosphus, Scabiosa ucrainica %)? , 

HEI SE— ASE BR BS FOV SE SO OB), A eI AOE 
的 阶地 上 。 如 所 遇 知 ， 砂 质 沿 河 阶地 对 於 其 他 的 植被 类 型 也 是 适合 的 (例如 森林 )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更 北方 的 植物 恒 落 ( 按 其 带 的 位 置 ) 也 可 能 生长 , 也 就 是 属 , 在 乾燥 的 

草原 亚 带 , 有 杂 类 草 - 狐 茅 - 鸡 薄 草原 也 能 生长 。 在 玖 荡 - 狐 茅草 原 亚 带 的 最 南方 , 主 

《 少 杂 类 草 的 ) 所 代替 。 

最 大 片 的 “ 砂 质 "“ 和” 砂 坏 质 ” 杂 类 草 - 草 装 - 禾 草 草原 (主要 篇 杂 类 草 - 狐 茅 - 鸡 茅 

草原 ) 在 莓 联 欧 洲 部 分 的 范围 内 分 做 在 德 大 伯 河 下 游 . 顿 河 和 陛 的 一 些 支流 SK 
FLEE) He, ERED (ERE EEA) , 连同 在 图 泵 蕾 海峡 库 斯 塔 奈 
(Kycerag 地 区 ) 和 额 泵 讲 斯 Hprpru 河沿 上 岸 的 广大 砂 质 地 区 的 北部 〈 巴 夫 洛 过 耕地 
与 有 ayes 

.最 天 的 ( 林 类 草 - 草 装 - 禾 本 草草 原 的 ) 砂 生 FVLEAE E BHBE, 分 
Hie DTW Ha) Be Be HH A EA A RHE (Bild, FES Ke, 顿 河 中 部 
等 地 )9。 

1) ARE MMA AVR SH, Stipa capillaca “一 般 ” 都 生长 在 轻 质 的 十 壤 上 。 
2) FEMA , Cleistogenes squarrosa 只 生长 在 夏 质 十 和 粘 二 砂 地 上 。 在 群 联 的 亚洲 部 分 , EMH 

TSE AEE (EEE pa ke HS) EHS, HEA EE AE ER BA BE 

3) Sasi s| Hayses (UH. B. Hosonoxporcxud, A. J. Toxwes, A- I. Taenp, E. Jlappenxo 等 人 ) - 

AP ey Ae ES PS 

4) CSHABWRE-AGR 草原 PANS ASEH) RTM R ERE HAT OA, BH 
TTB ay PIPE tA Le, PU PU(A Files : A RESE (E  )  CH. VU. Ky3uenos, 1914; 
iE “AFBRER? 其 中 有 大 量 的 车 类 的 大 型 草本 种 。 IbIGR wT: SHEE eK OT K- 

科 克 契 塔 夫 和 科 克 契 塔 夫 山 地 区 (B. IT 世 po6cB，1914) , 骂 木 斯 克 - 阿 克 摩 林 斯 克 «CM. HW. Mramn- 
ukHi, 1916); EER Db aye Me PE ET AE CC. E. Kyueposcxaa, 1914); 名 起 “南方 - 黑 
SLABS”), ASP -MS-WsFe aye eae, Webs BE FE Hy AY -K OBE Ek 
Wises Assia (C. E. Poxanen-Kyyueposcxaa, 1916; 4% “BA-BStLEARHRH”’, Hey 

IR — BS > ES YS - A S ); WSSEOK EAT OE BRE EZ AY IL Bb th A A 
at (H- B. IUlnnunnckxni, 1916; 4 “HER” A “HERAT ’), AEE - Ss - 

. EAE eb aegS , 在 北 哈 荫 克 斯 坦 的 狐 茅 - 列 茅 亚 带 的 下 列 地 点 ， 全 有 肖 描 述 : BB Ee (BERK 
Ay ss A) hie pte 〈(C.E.KyqepoBcKkag-PozaHeIt，1926; pHxteeS-MSt-74 3 草原 
jal 2 EE A SF - 7S SEE a) | AKA HE Sem CM. M. Unpnn, 

1928; i A -I SF- FASE J Al P-L SE - A S S  y E S- 
7A; 在 冬 本 草 和 苦 草 的 和 组 成 中 ， 估 优 亏 的 有 Stipa capillata, S. Joannis, S. Krasheninnikowi, 
Festuca pseudovina, Carex 5tzjpiz0， 有 的 地 方 有 Poa stepposa), BEE (CM. M. HTHH 和 

P. 10. Poxesay, 1928; 鼓 草 原 的 性 状 与 前 者 相同 ) ， 庆 斯 诬 奈 以 东 的 “阿拉 卡拉 加 伊 森 林 草 原 ”(B， 
H. BapageB，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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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来 纺 千 一 下 多 杂 类 草 的 草 履 - 禾 草 (或 换 句 话说 , 杂 类 草 - 草 层 - 禾 草 ) 植 物 车 

聚 的 基本 特征 ; 

1) BBARRERSHARS HEA (例如 S. Stenophylla, S. capillata, Stipa ~ 

rabens, Festuca sulcata, F. pseudovina, Helic‘o‘richon desertorum 2), eXtRRBA 

EX) Tal Aig 115 Be AE EY ©0O— 80%, HRA AEMY (Stipa Joannis, Bromus riparius) , 

旱 生 中 生 的 《例如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和 中 生 的 植物 种 起 着 和 从属 的 作用 ,过 

一 点 恰恰 颌 草 旬 草 原 相 反 。 写 个 在 杂 关 草 - 狐 茅 - 羽 芭 草 原 亚 带 的 北方 和 在 更 混 油 的 

HA RAS TEA. 

2) REBSKEERASP HES (HE, WHS Shee Eee YY 

组 成 成 份 中 ;有 中 生 的 类 型 ( "北方 草原 的 杂 类 草 ") wae ae “BARRA 

订 类 草 ̀)， ee ee 在 草 多 草原 上 ， GRR 

具有 静 题 明 的 中 生 特 性 。 

3) MEAARRAREKAEA”. 

4) SBABERS WM BHRAGS. 

5) 一 年 生 植物 的 层 片 (特别 是 春季 短 生 植物 ) 比 在 草 旬 草原 的 组成 中 ;表现 得 更 

坊 明 是 (在 本 草原 的 砂 生 释 体 的 组 成 中 , 夏季 一 年 生 植物 的 层 片 有 非常 良好 的 表现 )。 

6) BRAM AE (Tortula ruralis) AR ARS i BHA (Cladonia) Fl BE PRB 

Stratonostoc 的 层 片 ,往往 都 表现 得 相当 和 良好 。 

7) 草本 盖 彼 相当 蜜 ;种 的 角 和 度 也 相当 大 。 

8) 当政 季 的 人 后盾 季 , 正 值 最 失 热 的 时 和 节 ( 七 月 . 八 月 ) , 见 到 了 人 盾 休 也 期 ,此 时 ， 

大 部 分 的 优 殴 的 禾 草 千 了 果实 , 北 且 或 多 或 少 表现 乾 雪 。 
杂 类 草 - 狐 芭 - 玖 菠 草 原 ( 也 就 是 所 有 一 切 多 惟 闫 草 的 草 粮 - 禾 草 草原 的 纺 称 ) 一 

般 是 破 利 用 作 篇 割 草 场 和 牧场 ;它们 的 刨 料 价值 相当 大 。 但 是 ,目前 , ERROR 

分 的 范围 内 ,它们 的 经 济 意义 已 不 太 大 。 在 帮 联 亚洲 部 分 ,在 北 哈 划 克 斯 坦 傈 保留 有 

很 多 生 荡 地 的 地 段 。 

PATE GARR 
SSIES SEB UAE: C. U. Koprancxnii (1888—1891, 1899) FIRS (A. H. 

Kpacnos, A. 区 Topasrun) WYSE Ra? (RSA EIA); T. H. Bercouxua (1908, 1915, 

1923) WY “AEM FS AMAAMS BE (Stipetum gramineum)’; C. E. Kyseposcxni (1914) 的 

“ig +e As II H. Kpsiaon (1916) AUS A YAR PK-A AA RES J. AL 
Kennep (1916,1923) PA“ MASAI -US RA, SEI’; UW. K. Mauockni (1917) 的 “南方 

BUR”; K. M. Seneccxni (1918) PY AER - MS -S-S (Sz); UY. B. Hosonoxposcxna 

(1921, 1922,1925) By “FARR MS-VMSFER”’; B. B. Anexnn (1925,1926) “AMR 

%”’; H. U. Ky3nenos (1925—1930) 的 “到 茅草 原 的 南方 类 型 (Se); U. M. KpalenanAAKoB 

1) Bromus riparius 是 个 例外 GMBWBS), CHPMK-MSF-ASRRMMK, bidder sia 
z—, 

«© 92 « 



Wee A 了 aS er eo rene |: se 

(1923, 1925) RY“ ACRE (WA) BOR? (ABS) 5 OL. T. Banencxni (1926) HY“ ROMA 
FA SF BR’; E. Jlaspenxo (1927) AY“7ERE( REL) SE-WSERIA (Steppe festucaceo stipacea 

stenophylla)®; 5. A. Penuenxo 和 H. ®. Tonuapos (1929) PA“ se -MS IRE” OL BA PS 

#$); UW. YW. Capplragg (1931) “RA ee RR va eee; UU. M. Kpamennnunxos (1932) 

BA > AAS — 7S Ee IRE)”; IO. I. Kneonos 和 E. M. Jlaspenxo (1933) PA “7A 

F 草原 ( 乾 爆 草原 )2”; [KoaptmrkoBi crenn (cyxzi cmenu)]; Jl. E. Ponmaa (1934) BY“A45e-7SF 1b” 

和 Stipe cepillata “Ws - Me R”, ARDY “Bz eR ES RAAB’; A. B. Mposoposcxul, A. U. 

Py6uos 和 A. A. Jimarpnena (1933) RA “WAF-MFRIR”’, “MF-MS RRB’; B. B. Anexan 

(1936) WI “AHBUSS (AAD EAS NFO RA): a) JEAN, b) 基本 、 

PA) ioc 2 TSS (HAE), c) BS -SAES (“RREY) © 

少 杂 类 草 的 草 惊 -和 儿 草 草原 (图 16 一 22) PAS ME RE is AE AAR BE OY) [Ee Sl] AE TE 

於 前 者 的 进一步 旱 生 化 , 过 首先 表现 在 较 旱 生 的 Va BNE Ae (Stipa Les- 

singiana, S. sareptana, S. ucrainica; 和 合 者 主要 是 在 伏尔加 河 的 东南 方 ) ;其 次 是 杂 关 草 

的 作用 显著 地 降低 。 同 时 , 杂 类 草本 身 的 性 质 也 发 生 爸 化 。 写 人 释 得 更 篇 早生 。 此 外 ， 

Fa SRR BR AS CE, BE AH SE A FL ERD 6 AeA Ae EH Do RTF 

WMA ; HHA BE PE | 

> REFE BE YEE Se ARAB BAS is ies SL BARE; FERS SB AI Se EIR 

xas RMS, LHR, EBA MH, ERB edb, TK 

ETERS IC YES SE EE OS CUSED I, ICL 
BFE ae A Say ES Ye) BS PE RY Fy PE; UR a EE, 

By Rae BR ASABE EE EE, 在 土壤 的 关 傈 上 , SY EE A 

BLAARERRAS LARS HH RSSt Le, 

FL EE AR at its > AEA Be AY) BS See — AR BS Ji ER A BF, 

M. K. Wavocknt BRM A AAR, Bee RARER, MER 

Ur ee4e 4G H. A. UWlocrenxo-Hecatosa 和 M. C. IUanpT 在 黑海 沿岸 草原 南部 的 著 

名 草原 禁区 阿 斯 坎 尼 亚 - 庄 盛 〈 图 16 一 19) 的 群 引 研究 (A. K. Mavsockuii, 1917, 
1922, 1923; I. W. IIomraBcKkag，1924;，H. A. IIUocTreHKo- 责 ecaToBa，1930，M. C. 

IUampT，1930,1938)。 

在 阿 斯 克 尼 斯 克 (ackanmucKuih) 草原 范围 内 ， 帮 收 不 重 的 条 件 下 ,下列 二 个 震 
rem (HES, EY 也 可 能 在 相同 的 人 条件 下 出 现 : 1) MSb- SEAN 2) HER 

(PoMauwHHKH) 28364 (GRIEMBHHMUSBEM), (hea 

和 组。 在 阿 斯 克 尼 斯 克 草 原 的 范围 内 ,小 地 形 表现 得 相当 上 明 题 。 具 有 大 量 杂 类 草 (主要 

的 是 Falcaria Rivini, Medicago falcata, Salvia nemorosa 等 ) WOYM36-VFBR (VW 

RBH Stipa ucrainica 和 S. capillata), AVERY, Se 

似 是 一 个 到 杂 类 草 - 狐 荐 - 玖 茅 春 聚 的 过 滤 类 型 ， 和 合 者 出 现在 的 较 深 和 较 广 低地 一 一 
(ith WIS. 
BRS—-AEWNS SE (MM 17,18), 1-H ARSR ABR, ee 

BAX, HSMM ELBKUSB Stipa ucrainica, S. Lessingiana Fil S. ca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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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 URMF BN Festuca sulcata, BLRRHRBAEA , LACRAMHRA, 

ERMMRLERAS RMA MRR, 主要 有 其 长 翰 根 的 植物 , 例如 Statice 

sareptana 和 Goniolimon iaterict712， 很 多 维 形 科 的 植物 如 Ferula orientalis, F. caspica, 

Seseli tortuosum, Eryngium campestre, BBZJBW) Astragalus utriger, A. pupiflorus, 

A. dolichopyllus FIRMS S, WARS WRT SS) RX y—Allium sphaero- 
cephalum, A. guttatum, A. pulchellum (syn. A. Paczoskianum), ieee RAM 

多 或 少 的 旱 生 特性 。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的 代表 相当 油 富 ， 如 Tulipa Schrenkii, 

’ Ornithogalum tenuifolium, Gagea pusilla, G. bulbifera, G. Szovitsii, 得 生 植 物 的 代 

RL {RAB : Erophila verna, Veronica verna, Myosotis micrantha, Alyssum deserto- 

rum, Androsace elongata, Viola Kitaibeliana, Cerastium ucrainicum, Holosteum umbel- 

latum, 短 生 植物 常常 生长 得 有 极 大 的 数量 。 例如 , 根据 M. C. Mam (1938) 
的 统计 ,在 五 月 初 , 在 一 平方 米面 积 上 ，Eropi1ae verna 2000—3000 HARK, FAHD 

的 各 榜 茂 盛 的 生长 ,是 和 草 慷 之 间 有 大 片 地 块 不 篱 其 他 植物 所 估 有 有 了 关 。 在 地 丢 层 

FP, MAR SHAE AS RAN Tortula ruralis #0HBAFAH Cladonia rangiformis, 

Cornicularia steppae, Parmelia. ryssolea 等 等 。 TETAS FOS Sa ee FOE HRS 

BRAS WH 18S A MAA I AR, 
各 个 别 层 和 亚 层 的 高 度 如 下 (五 月 一 六 月 ) : ASE (Stipa Lessingtana, S. ucrainica) 

的 鞭 一 一 35 一 40 JBOK; Festuca sulcata MRAWS B20 BX; MF BHF 

一 一 7 一 10 厘米 ; 短 生 植物 一 一 2 一 5 厘米 ;地 彼 层 一 一 1 厘米 高 。IHEPaaoB 和 Ereposa 
《根据 M. C. UIaxrpT，1938) 指 出 ,一 公园 可 收 5 一 6 公 担 乾 草 , EMER 15—2 

公 担 。 乾 草 含有 很 多 营养 物质 ,但 如 上 所 见 ,过 些 琴 聚 的 生产 量 是 不 高 的 。 种 的 馅 和 

度 ( 短 生 植 物 除 外 ) 不 大 :在 一 平方 米 上 平均 篇 17 种 , 在 四 平方 米 上 平均 篇 24 种 ， 在 

六 平方 米 上 平均 乱 25 种 ,在 六 十 四 平方 米 上 平均 篇 33 种 。 
Pyrethrum 73640 SA Ail — Se A ie SERB RBK BRAM Pyrethrum 

millefoliatum, "EFM Stipa 及 Festuca F—-BRBEAE, LER ROM BART, 

Pyrethrum BIR BREREES, HRM EMS OseSeeey 

foi), MMM PE MRK:E—-PHKES 14 种 。 

ARERR PHS AMSA 

M. C. Want 确定 了 在 营养 期 内 的 下 烈 季 相 。 

I. 守 春 季 相 (三 月 一 四 月 上 人 牢 月 )。 土地 刚刚 开头 ,在 狐 芒 和 玖 茅 的 后 乾 黄 的 草 

装 间 的 地 段 中 ， 出 现 季 色 和 第 一 批 开花 植物 。 首先 发 育 的 是 从 秋季 就 出 药 的 Poa 

1) B. H. Cyxaues 和 T. U. Monnancxan (1924) 全 发 卖 了 省 柑 的 意见 ， Pyrethrum BRAARLA 

Hi, 根据 B. A. pagIeccof (1929) Zep IAM R- AMMA; EBA TMA RB 
hh, 通常 常 观 察 到 Pyrethrum 堆 聚 有 大 量 发 育 ， 而 根据 H. A. Woctenxo-Lecarosa (1930) 的 总 

见 ， 她 全 观 罕 到 放牧 和 Pyrethrum BIT ie MAAC. «OM. C. IIJampIr 的 看 法 是 极 可 能 正 
Ben, 8) Pyrethrum BEAD HEE Pyrethrum millefoliatum 的 纺 烈 营 姜 繁 殖 能 力 CPyre- 

thrum 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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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bosa, EDRWEREEREES ARMRERK MBH ELM Gagea 的 个 别 开 

花 的 花 淋 。 了 略 还 Erophila verna, Veronica verna, Myosotis micrantha #nithhi4ha 

物 的 成 大 片 地 开花 。 

Il. 但 春季 相 ( 四 月 下 盾 月 )。 肖 时 , 米 生 禾 草 从 人 牢 枯 和 乾 革 间 出 现 放出 了 饼 系 色 

的 新 革 。 这 是 南方 草原 极 篇 典 型 的 季 相 ,过 时 在 已 成 绿色 禾 本 草草 装 的 背景 上 ,突现 

由 Tulipa Schrenkii WHRERLANK EM BIAESR (16) 和 天花 的 Iris pumila WOXERS 

RE RE BOL BEE) ER, 

Mil6é MWS+-ASRR. ES: ERE RACH 

Tulipa Schrenkii, 阿 斯 坎 尼 亚 - 诺 瓦 禁 区 (乌克兰 南部 )。 

IE， 晚 春 - 早 夏季 相 (五 月 )。 BERR TEROSER, EET 
是 在 五 月 5 日 一 10 日 开始 伸 出 长 艺 。 RR EMR RS-MS FER 也 正 开 花 ， 

某 些 甸子 半 植 物 也 开始 开花 ， 其 中 呈现 到 我 们 眼中 最 多 的 有 Carduns uncinatus 和 
Verbascum phoeniceum, 前 者 的 饼 竹 色 花 淋 和 和 后 者 的 些 色 花 条 明显 地 映 现在 玖 茅 的 

成 长 长 艺 的 构成 的 纺 的 雪白 色 背 景 中 最 乱 醒 目 。 

IV. 初夏 季 相 (入 S 月 )。 AREA USAAF ENBEN, SHEBRBA, A 

原 开 始 转 乾 。 过 时 有 很 多 草原 双子 侍 植物 开花 ,例如 ， Phlomis pungens, Saivia nemo 

rosa, Centaurea ruthenica, HIME AREHEE. 

Vv. Ri ele Oi eae i 过 是 一 个 草原 夏季 和 褪色 时 期 ;草原 由 於 狐 

— 

. WSL APA A). 七 月 下 旬 Stipa capillata 开始 放出 花序 和 

同时 在 草 流 中 形成 新 信 。 草原 重新 发 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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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M-MFRRSRNERR. B-BRHS VARA 

Stipa ucrainica, S. Lessingiana, S. capillata 和 Festuca sulcata, [a 

斯 坎 尼 亚 - 诺 瓦 。 1928 年 4 月 工 日 (根据 T. B. Bepnangep, 318 B. 
B. Anexun, 1931), EA : 1—— Stipa ucrainica, 2——S. Lessin- 

giana, 3-——S. capillata, aoe ee, uca sulcata, 杂 类 草 ( 旱 生 ): 5 

Pyrethrum millefoliatum , 短 生 植物 : 人 ucrainicum, 

7 Erophila verna, 

VIL. 秋季 季 相 ( 九 月 一 十 一 月 )。Szpa capillara HFT REENAK REE 

枯 , 吉 时 草原 重 靳 披 上 草 黄 的 景色 ,过 种 最 色 一 直 保 持 到 秋雨 以 前 。 通常 在 十 月 ,十 

一 月 , 在 雨 后 , 草原 开始 准备 过 冬 。 出 现 很 多 冬 性 短 生 植物 的 幼苗 ， Pilkn, Myosotis 

micrantha, Veronica verna 每 等 ; Poa bulbosa 也 放出 华 子 > 40 Carduus uncinatns 和 

Verbascum phoeniceum 等 等 的 二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植 物 呈 现 出 他 个 的 如 遵 应 式 的 革 。 HE 

AA ae WOES AE EA SEB FE I TBE, | ALA RE APR MK 

态 进 入 冬季 ,假如 不 破 屠 雪 的 话 ,过 种 景象 通常 会 保持 到 次 年 的 春季 。 
M. C. IUaxrpIT 和 A. C. KamMPIKOBa (1935) 在 他 们 著作 中 , 报告 了 关於 上 述 

两 尾 履 和 组 根系 的 十 分 有 意义 的 资料 。 

阿 斯 坎 尼 亚 - 谤 马 的 土壤 是 属於 微 碱 化 的 上 旺 栗 钙 土 和 由 和 后 者 过 滤 到 南方 黑 俩 土 

Kia OTe “RE RPL”), 在 剖面 中 可 见 到 下 烈 层 次 : 1) BH, A 

有 不 明显 的 淋 溶 现象 的 特征 一 一 (HE)，2) 具有 沁 积 过 程 的 不 明显 特征 的 腐植 质 

J@——H (1), 3) 过 滤 层 GH 48 一 50 厘米 ) 一 一 PH 和 4) 底 土 一 一 碳酸 茧 黄土 一 一 
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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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一 种 ( 狐 E-7A ) Fe he AL 

oh 根 条 分 布 情况 如 图 19。 在 整个 广 | os 
4 33 、 5 和 oii 证 

eee": as 本 ee 
«(A (E) HCD) 层 ] 中 , 根 重 估 全 量 的 史 

81.3% , Ra IAS RRA MEK 

部 分 。 过 样 看 来 ， 根 量 减 少 的 情况 是 

相当 有 规律 , WEE, 最 大 量 的 根 位 

IBM ASMA, RBH AAT 

SAR ,— BSBA eh Pah 
FAS, NBT 50 厘米 的 深 处 。 Be 

渡 到 底 土 上 时, 根 量 突然 急剧 下 降 , MR 

向 下 深入 时 ， 根 天 有 进一步 的 惫 剧 下 

降 。 但 就 是 在 二 米 深 处 也 可 以 找到 一 

old eh | eB ho 
it eh Rae 
glee] | | | | 图 

StF 

SNe hospi 

bars 
hele |) er @ 

1[q>) 2[@] :时 +(e) 

BEAR, TE ORPRRIR IR AFR, MF 图 18 狐 荡 - 列 茂 草原 考 素 的 禾 本 

更 深 处 扎 大 。 POSSE MA ZEEE, SEO SY 
Sem sey Lotz 聚 的 根 是 Stipa ucrainica (2), S. Lessingiana(4), 

系 的 面积 。 在 阿 斯 坎 尼 亚 - 讲 马 的 一 工 

方 米 的 土 吉 范围 内 ， 殉 位 - 狐 芽 震 聚 的 

SrA RAAB ARE 225 平方 米 。 同 

了 时， 根 面积 在 各 层 的 分 布 和 根 重 量 的 分 人 完全 符合 

S. capillata (3) 和 Festuca sulcata (iy 

阿 斯 坎 尼 亚 - 诡 瓦 奉 区 。1928 年 6 月 工 日 ( 根 

据 T.B. BepaHmep， 引 上 自 B. B. AmexHH， 

1931)。 

例如 ，, 在 根 面积 纺 数 的 225 平 

FAK, BAA (SVE) (0 一 50 厘米 ) 中 狗 估 213 平方 米 , BAR A I A 
的 94.8 % ; 根 质 在 腐植 质 层 各 部 分 的 分 作 如 下 : 

H(E)—— 0 一 12 厘米 一 82 平方 米 

H(1) ——12—37 厘米 一 98 PAH 

HP ——37—50 厘米 一 33 BARK 

因此 ;在 腐植 质 层 的 范围 内 ,可 以 看 到 根 

i ARE Pei >. 在 底 土 中 《50 一 75 J 

米 ) 根 面积 减少 (和 与 腐植 质 层 比 来 ) 到 12 平方 

米 ; 而 在 70 一 100 厘米 深 处 ,， 仅 有 0.8 平方 

米 ， 而 在 170 一 200 厘米 深 处 

0.06 PAK. 

根 的 体积 要 比 地 上 部 分 大 得 多 。 例如 ， 

狐 茅 - 玖 茅 尾 聚 地 上 部 分 的 1 克 气 乾 乾 重 平 

FRANSES 8 一 14 FEAR FI 0.6 一 1.0 平方 米 的 根 

面积 。 

根系 的 所 有 过 些 资料 和 狐 茅 - 羽 茅 草 

0 H 人 

20 H 中 

Hp 

60 

PK 
80 

"0 

fal 19 fe AE CM 
PAG, DE BU BE BS VETS Fat) , A 

36-7 3 BEBE (Stipa ucrainica, S. 
Lessingiana, S. capillata, Festuca 

sulcata) 根系 (重量 ) Wa fel. 深度 

及 厘米 表示 ?根据 A. H. Coxonopcxnit 

的 发 生 层 。 阿 斯 坎 尼 亚 - 诺 瓦 禁 区 OR 

$e M. C.IIampIT 和 A- A. Kasout- 
Kosa, 1935), 

° 97 « 



原 的 生存 修 件 是 密切 地 相 联 哟 。 极 大 部 分 的 根系 集中 在 荆 壤 的 近 确 面 层 , 过 一 事实 ， 

蕉 实 了 根系 适应 放 表 面 水 分 的 混 届 人 条件。 在 乾 烛 草原 中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大 所 水 
SIS LIB A BILBAO BB. 

RBBB BASSAS eae (lO. Kneonos 和 E. JIagpeHKo， 

1933)。 在 乌克兰 wt RRZtRERA SEL RSt LH, 

BARE, BAMBI AAW: Festuca sulcata, Stipa Lessingiana, S. 
ucrainica, S. capillata 以 及 Agropyrum pectiniforme, FEMARR PR, PBRRARS “ 

AER, Pildn, Astragalus utriger, Trinia hispida, Statice sareptana, Linosyris villosa, 

Pyrethrum millefoliatum, Centaurea Talievi Kleopov 等 等 。 在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HP, 极 典 型 的 是 Tulipa Schrenkii, 过 误 的 特点 在 共 不 仅 根 本 没有 北方 (中 生 ) 的 杂 

类 草 "“， 而 且 也 没有 杂 类 草 - 狐 茅 - 玖 休 草 原 所 特有 的 那些 杂 类 草 种 类 ; 例如 ， 
Paeonia tenuifolia, Crambe tatarica, Vinca herbacea, Salvia nutans, S. austriaca, Ser- 

ratula radiata 等 等 。 

过 个 类 型 可 分 篇 下 烈 两 个 在 气候 上 不 同 的 购 体 : 

1) ERE BLAM, CRAKE) ERB RSL AR”. MAE 

RR 中 有 着 主要 的 需 杂 类 草 - 狐 薄 -丽人 薄 草原 特有 的 某 些 植物 种 ， 如 ， Adonis wol- 

5 Statice latifolia, Thymus Marschallianus, Inula germanica; 过 些 植物 种 则 不 见 

於 下 一 释 体 的 草原 中 。 
2) BASH (BRAM), AREER + Lin Re B+—T. I. Maxos), 

在 杂 类 草 中 出 现 很 多 类 型 的 南方 早生 植物 ,例如 ， Dianthus guetatus, Ferule caspica, 
Cachrys odontalgica, Achillea leptophylla, A. micrantha, Carduus uncinatus, E34 

Hae ASHE EE REESE eR aT HERI, Bilku Parmelia vagans 《最 

4), P. ryssoles (也 很 多 ) Diploschistes scruposus, Psora decipiens, 

iy Je naa AL AE RS, 

FESS ALATA Ee FE GEL, BIEL Agropyrum pectiniformis {AEH 

Be, 有 些 地 方 过 种 草原 是 那 梯 纯 混和 人 所 播种 的 Agropyrum 草地 一 梯 。 在 

Agropyrum 之 间 ， 还 刘 生 着 少量 的 Artemisia taurica (图 20)。 如 Artemisia taurica 

也 过 到 优 倪 种 的 状态 下 ,我 倍 就 可 称 篇 Artemisia 十 Agropyrum 草原 ,过 种 草原 是 已 

HEA A ce itt Ee CSL), 
K. M. S3eneccxui (1918), HW. B. Hosonoxposcxuli (1921,1924,1925,1929), 

工 . HW. Doxman 和 T. WU PearkoBa (1933) SEMA IPE PUFA JE TRI ER - 

RAMA - AAR EE TS. HOPE Anis T ee EE Ya)—-FS Je Of WY > 7K 

MAS. 它 和 阿 斯 坎 尼 亚 草 原 相 似 。 但 是 在 过 些 草 原 中 ， Stpe Lessingiana 起 

1) 适 一 多 体 可 能 和 A. A. SInar (1913) 所 提出 的 塔 夫 里 省 的 蓝 亚 利 托 波 硝 县 的 “ 现 菠 - 世 名 驮 草原 >” 相 
符合 。 

2) 还 一 狗 体 可 能 和 A. A. Anat (1913) 所 提出 的 “ 狐 荡 - 玖 茅 草原 ”相符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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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 2—Festuca sulcata, 3—Stipa ucrai- 

b 

E Bie hMteh LOSE? EA WE Stipa ucrainicae), MHMMERA: 在 一 公 

teh —49) 30 种 ,在 一 平方 米 中 一 一 12 一 15 种 。 
M. B. Hosonoxposcxuli (1926) SATA MBE, VERT AL RAS eA 

é «FR TERNS R—OF-RERMMR” (Andropogoneto-Stipeta), 过 种 草原 是 

«ARMA MR RE, KEELER ead 
3 e 32 Ay ELBE A [Stipa capillata, S. 

__ Lessingiana, Andropogon ischaemum, 0 

Cleistogenes serotina, Koeleria gracilis, fe 

_ Melica transsilvanica (sub. M. ciliata, y 

§ ARF), Bromus riparius] 构成 禾 草 背景 。 ff 

ERB WLR LBM Fes | 
tuca sulcata 在 过 囊 不 起 着 互 大 的 作用 ， p 

, $2 Stipa, Andropogon 和 Cleistogenes 

相 上 比 是 和 逐渐 地 失去 它 的 地 位 。 末 类 草 中 

估 优 殉 的 是 旱 生 植物 种 : Teucrium po- 
lium, Linosyris villosa, Achillea micrantha; Y, ‘QA <Z 二 

SERRA AER 则 有 Vinca per- 四] [是 |: (e) ek [sj [Ole 

bacea, VEFR FR HLAL ASSL Amygdalus nana tf: 
; : fal 20 Agropyrum pectiniforme {ht 

#0 Rkamnus Pallasii; Rhamnus Pallasii Ay Agropyrum SIR EUR TL ACE 

FEAR ARAL RIS Se AA ASHE CORA, TERROR ft Be Be AE 
; MW. B. Hosonoxposcxu 以 下 烈 文 区 。 位 於 锡 瓦 什 湖岸 的 库 尤 克 - 士 克 启 。 ante 
; 学说 明 过 种 草原 的 分 布 .所 ……… 在 前 高 加 年 九 月 。 屠 生 禾 草 : 1—Agropyrum pectini- 

= SREB, FEE PEER As BRA AE nica, 4—Koeleria gracilis,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旺 部 的 产 马 河 始 ， 向 南 经 过 捷 烈 克 河 到 和夫 植物 : 5 一 Po bulbosa (Bea); Pri 
| «Wt Get), RPM RT RA | EO Artemisia inee BT ON : | HORUS. 每 一 

特殊 的 省 的 释 体 ， 我 建 矿 把 蕊 称 之 乱 玖 图 形 中 : 外 部 轮廓 -一 植 冠 轮廓 ; 内 部 轮廓 一 一 
 ~£RERSE, BBE | IA. 'E. Jlaspeno te 

BA, Rests i) ”-—_ EHH) HAAS SHRM, FRESE jE TB 

ERE, 

C. E. Poxaner-Kyyepockaa(1926,1927, 1929 ;4RE An HSB), UW. UW. Cnpsirun 

1) 根据 T. VU. Dloxman 和 T. H. PrOaxopa MBH BRA TWMBARR: 1) Stipa ucrainica + 
Festuca sulcata; 2) Festuca sulcata + Pyrethrum millefoliatum + Linosyris villosa; 3) Stitg 

ucrainica(-+-S. Lessingiana) + Festuca su1catz 十 南方 草原 的 杂 类 草 ; 4) Stipa ucrainica + Koeleira 

gracilis + 南方 的 草原 的 杂 类 草 。 | 
2) 在 更 北 的 地 区 , PIINER BI, Andropogon ischacmum HARE HE, —ASEADRRAA RAS, 

(AGRA A PIA SE, «je, -REKRAERRBEBAAL BRS, ABSA 

Be--— R bk. ABHHAL, CRAMER ECRZENBAV KAR (Andropogoncta), 有 些 地 

F ERCLREeSSa Cin) Ht Riz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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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JI. E. Pomun(1933,1934, 伏尔加 河西 部 ) Ha T HA OT AO Ps SE 
Ae Fa wa AS A a, 

JI. E. Pogun (1933,1934) 对 伏尔加 河西 部 的 狐 荡 - 羽 荡 草原 亚 带 ， 提 出 了 

两 个 基本 的 驮 装 和 组 : 1) “Stipa 0 + Stipa capillata BIR”? (MyM 

Festuca MS B1KERA) 和 2) “Festuca sulcata + Stipa Lessingiana + Stipa capillata 

22” ME RS PER PRAT BAKAED)” | : 
. FE “Stipa Lessingiana + Stipa capillata 草原 ”的 成 份 中 ;, eee As L——aee 

粘 壤土 和 粘 壤 士 上 ,在 羽 茎 植 彼 中 , 估 优 倪 的 是 Suipa capillata; Stipa Lessingiana 不 

RK BH. 2B,FRRSES SAHA PY APBAMRS th (=Mae”),E 

到 过 70%, Stipa capillae 草 改 在 过 圳 发 育 得 很 强壮 。 在 一 公 喜 内 计 有 26 一 37 种 ; 
f7E—PRKAS 11--17 (FS 14) 种 。 在 中 度 粘 壤 士 上 ，Stizpa capillata 的 作用 

减弱 ,而 在 重 粘 坏 士 上 , 旭 优势 过 渡 和 到 Stipa Lessingiana, eR MRM 
HEA 90—100% BM s ESE HL tie /-} ABI 50%, , 

由 亦 草 闵 化 的 减 小 ,其 它 禾 草 和 早生 杂 类 草 多 得 了 发 育 的 机 会 ,在 一 公 喜 内 可 见 

到 大 量 种 类 一 一 47 一 52; 在 一 平方 米内 一 一 14 一 28 (平均 篇 18) 种 。 Heh, ERB 

ZS HEP, HH BUR S FS BEBE EPS (Parmelia, Aspicilia, Stratonostoc, Tortula 

等 等 ) 覆 盖 25—30% 的 土地 。 Aiea RH, 也 见 到 有 大 量 的 Koeleria gracilis;z 

年 生 矮 生长 季 植 物 Poa bulbosa, #RAR MBA, SPREE, 

在 乾燥 草原 亚 带 的 南 守 部 ,发 生 了 Stipa capillata 篇 其 相近 种 Stipa sareptana 所 

代替 的 现象 。 根据 JI. E. PomHE WRH, Stipa sareptana + Stipa Lessingiana 草原 

HOSA Stipa capillata + Stipa Lessingiana BRIBE, MERPMA+t L, Al 

BEE BASAL, Festuca sulcata 和 部 分 的 落 草 (Koeleria gracilis), 

ABMS SES RP, SEE Stipa sareptana + Stipa Lessingiana 草原 ,在 相似 的 

土壤 人 条件 下 ,也 大量 地 分 布 在 哈 草 克 斯 坦 的 Festwce-Stzpa 草原 亚 带 中 。 

JI. E. PonaH 对 伏尔加 河 及 其 支流 (大 伊 尔 吉 兹 河 , 大 卡拉 马 河 , 依 重 斯 兰 河 ) 的 

三 级 高 阶地 的 广大 地 区 以 及 伏尔加 地 区 的 Festuca sulcata 乾燥 草原 亚 带 中 的 旱地 草 
原 的 微 颁 人 狼 地 区 上 ;所 摘 写 的 Festuca sulcata + Stipa Lessingiana Stipa capillata 草 

JA BERT Stipa capillata 和 S. Lessingiana US, Festuca sulcata LARA BKM 

作用 。 此 地 倚 可 见 到 由 草 浆 权 成 的 向 地形, 过 是 由 Festuca sulcata 和 Stipa Lessingi- 

ana 的 草 六 以 及 Stipa capillata H/) RATER, MIRA SR 

ASAE, ALARA AL RAY i HK, HT EAA EB , BE AE EHD (Alyssum 

desertorum, Androsace maxima 等 等 ) 生 长 ;常常 可 遇见 夏 、 秋 一 年 生 植 物 (Pozygozzzz — 

patulum s.|., P. aviculare. Polycnemum arvense, Bassia sedoides $$), RRWMAE 

1) OPRAH, NI. E. PomaH WH Festuca sulcata + Stipa Lessingiana + Stipa capillata JAR 

7B SLEW EE (GE 100%) HFT PEAR TER, SAA) A BE BR GE— Am AIBA 

OMA AY), SeM|Jk Stipa Lessingiana {4RB, MN MMECBSLKA RM AMY -S Baye i 

Ai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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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50-90% ; Stk (MUR BE”) BIR 30 一 40%〈 不 超过 50%), 在 一 公 南 的 面积 上 
“BSR 20 一 26 种 ,在 一 平方 米 的 面积 上 -7 一 17 种 。 低 等 植物 的 地 彼 层 发 育 良 好 
«GBR 10%), 
; FERN ARRAS Hee Lk, 可 见 到 Stipa capillalea 的 消失 以 及 Festuca 

是 suleata 和 Stipa Lessingiana 的 优势 。 LRORALRMML OF-ASRRE 
标 的 个 砂 生变 体 ) 观察 到 大 量 的 Artemisia campestris (可 能 是 A. inodora 著者 赴 ) 。 

“在 西西 伯 利 亚 南部 和 哈 茧 克 斯 坦 的 范围 内 ， MF-AFBRORSES 〈B，M. 

4 Capuy, 1914; HW. M. Kpamennunuxos, 1925; C. E. Ky¥eposcxaa-Poaneu, 1926; 

_ M. M. Uneun, 1928; B. A. Degyenxo 和 H. ®. LoagqapoB，1929， 和 很 多 其 他 党 

HP ATR. 
学 根据 A. B. IIposopoBcKIH 站 和 H. WH. Py6uos 及 A. A. 区 MHTpHeBa (1933) 

Fore HG BA Bee SSH He A EI DR AF Festuca 十 Stipa 草原 在 分 水 界 

南 侧 估 有 极 大 的 地 区 。 在 靠近 河谷 和 湖沼 目地 不， ae tae 

-* 3 (Artemisia incana) PSA REE, 

wes i He LE A SE- , RBH SHER, ERE Stipa Lessin- 

giana 和 Festuca pseudovina 所 构成 的 。 在 其 它 禾 草 中 , 起 着 相当 大 的 作用 的 则 有 : 

Stipa capillata, S. sareptana, Koeleria gracilis, Agropyrum desertorum, A. pectinifor- 

- me; BEES AMBIA Poa stepposa, Stipa rubens, S. Korshinskyi, 过 些 半生 禾 草 估 

， 整个 植物 质 体 的 60-70% (或 更 多 )。 杂 类 草 的 种 关 不 由 富有 : Allium lineare, Are- 

_ naria graminifolia, Dianthus leptopetalus, Adonis wolgensis, Potentilla opaciformis, 

这 Medicago falcata, Ferula caspica, Onosma echioides s. 1., Galium verum (G. 

| ruthenicum), Artemisia austriaca, Pyrethrum achilleifolium, Jurinea multiflora, Lino- 

# syris villosa, Serratula xeranthemoides, S. nitida 和 基 些 其 它 种 类 。 EMRKARE 

省 植 彼 的 投影 粮 著 度 篇 60—70% , RRM —iw-> 40-50% ; web ee 
. BRHRBAKS 40 一 50 % ， 而 在 其 东部 篇 30-35%, BEPHRE FH 30 一 40 H 

OK, MRS AMA, , 狐 菠 - 羽 荡 草原 的 浊 草 地 段 ,在 正常 年 分 内 ,一 公顷 能 收 稳 

4 一 6 公 担 乾 的 植物 体 。 
Tl. H. Kpswios (1916) 夺 托 姆 斯 克 省 西南 部 的 具有 栗 钙 十 的 “无 林 - 草 多 

亚 带 A, 也 作 了 狐 茅 - 殉 攻 草 原 的 描写 。 他 是 过 样 来 描述 过 一 亚 带 : 成 林 性 一 一 

0% RAHM RR AYRE He” (EE SE )——60—40 % ;在 平地 草原 地 段 (大 

AA) 上 种 的 数量 坊 45 (FH); 在 草原 二 聚 的 种 类 租 成 中 , 草原 类 型 的 种 类 估 80 

一 99 罗 。 二 位 学 者 提出 了 下 列 “无 林 草 旬 亚 带 ” 的 平地 要 聚 的 植物 种 类 名 包 ,各 些 植 

WEEK AG SH (42 个 ) 地 段 上 恒 有 度 在 50% 以 上 ; 兹 还 用 德 氏 平均 多 度 表示 (所 

提出 的 是 根据 IL H. KpplxoB 著作 中 的 六 个 地 块 的 记载 )。 
a * A. frigida (57) sp.-cop, 

Spiraea Aypericifolia (57) sp. gr. MAM 
Wp & Ha Festuca sulcata (100) cop. 

Artemisia austriaca (64) sp, gt. Koeleria gracilis (95) co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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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leum phleoides (57) sp. Goniolimon speciosum (57) sp. 

Stipa capillata (81) cop.-sp. Gypsophila paniculata (69) sp, 

S. pennata (55) sp.-sol, Iris scariosa (79) sp. 

ARR SEAR AA PS Jurinea multiflora (95) sp. 
Bromus inermis (64) sp.-sol, Peucedanum ruthenicum (64) (sol.-) sp, (-cop.) 

Carex suping (52) sp. (-cop.) . Phlomis agraria (86) sp. 

HBS SF Potentilla bifurca (64) sp.-sol, 

Astragalus onobrychis (62) sp.-sol, P. rubens (98) sp. 

A. testiculatus (50) sp, ‘ Scabiosa ochroleuca (57) sp.-sol, 

Medicago falcata (100) sp.-cop. Senecio Jacobaea (71) sp.-sol, 

th HK wh Seseli Ledebourii (95) sp, 

Adonis vilosa (67) sp.-sol, Silene viscosa (55) sp. 

Artemisia eampestris (A. inodora) (76) sp. (-sol.) S$. wolgensis (59) sp. 

A, dracunculus (81) sp, Thalictrum minus (81) sp. 

A. glauca (55) sp.-cop, ; Thymus Marschallianus (55) sp. 

Centaurea scabiosa (79) sp.-sol, Verbascum phoenicem (90) sp. (-sol.) 

Galium verum (G. ruthenicum) (100) sp. (-cop.) Veronica incana (52) sp, (-cop.) 

fal 21 PeHS VEE GEA: LAM AE-2AS (Stipa sareptana 和 S. Lessingiana 4h 

EBB) LI, ME DE THA BR : RS Be EEE K SE 

VW. M. Kpamesnunnkos 播 

An 5 Ur SRA) LB) EER AES, ERE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Stipa capillata, WAEXKMS Stipa pennata (主要 可 能 是 S. rubens; HAH 55, SE 

sp.-sol.) AU BY fy PRAY Hit 5 BT EEE, PRECAY Carex supina MBSR. MER 

不 起 着 任何 作用 。 杂 类 草 数量 少 ; 遇 到 的 有 大 量 的 Medicago falcata, Artemisia glauca 

(1a AS ERR SE), Galium ruthenicum, Veronica incana 5%, —Ax@t Ze, MAAR IM. 

H. Kppitop PH WAY Le “WS-Vy” TSR RARE, 但 在 ; 

4 

ee ee a ee ee as 

有 些 地 块 上 也 还 有 Prlsatilla patens; Bi Abie AWE AA Rae, th 

应 蔽 指出 ,小 秆 灌木 Artemisia frigida 〈 恒 有 度 57) 在 很 多 地 块 很 多 。 它 是 较 石 质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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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E LATA, TEMG EHS, HIRSH HIS NE HE AR A. 
。 incana (HAS BE 26) 也 有 显著 的 多 度 (sp.-cop.)。 到 种 具有 多 量 的 小 插 灌木 的 藻类 的 
«Hae, BASRA AE (th RARE) BS 

FHA Be ORY AUPE, EAR ME ABR P RE ABO 

分 ;例如 Iris scariosa, Adonis villosa (AAR BSI EE SEL) «Goniolimon speciosum, 

a Phlomis agraria, Seseli Ledebourii, Artemisia glauca, A. frigida 等 等 。 

; | TE dr Ai, AEE RE FH WLP EG J I TAT AL) MAF 
RR aeRO ma AS, EAL IR FENG BE be OSH , 3 — Be ts A A 

eo 的 一 望 无 际 的 地 块 所 估 有 。 

; PIE AEA SI (其 中 也 包括 狐 荡 - 列 东 草原 ) 也 在 He MSE 

i oceania 在 超 带 的 条件 下 出 现 。 在 较 北 方 地 区 (包括 森林 草原 

| 的 南部 ), DRAB RAE ER (LAS AMS -UEBR), ， 主 要 地 是 
«SAWS (Hl 22), 坡地 通常 具有 不 厚 的 碳酸 匣 黑 钙 士 [有 过 过 征 事 实 的 记载 ， 例如 

. 
a erat 

4 

四 和 

ff 22 FER APSE TALI (Stipa capillata 和 部 分 的 地 点 

Festuca sulcata {5 2) (在 基 如 类 草 - 狐 茂 -型 茅草 原 亚 带 中 超 带 地 位 上 的 

WE -A DEAE), MELT be We Bit RCT AS Bt SEA BS OT 5 

a SOF Fe Ro B. C. Koxyxon #% 

7. Vi. Monos 对 沃 畴 音 什 省 的 记载 ，1931; B. H. Bapanon 对 西西 伯 利 亚 的 奥 姆 
” 河 - 额 尔 齐 斯 河 分 水 界 区 的 记载 (1927)， 等 等 ] ,而 有 时 也 分 布 在 碱 化 黑 钻 十 或 深 柱 状 

REED. 

' 1) B. H. Bapanos (1927) Feta ah— Fae ETT ok FEL ETA EE EB HH 

Bays J BEAY BE BE Tb, De FERRE ARR, WEEE “BARREN BA Poa stepposa 

AOS A SA”? , Ta GSE BASAL A RE We ET, RAREST: Festuca sulcata, 

Koleria 及 Poa stepposag W*ERKRV KBE. AAA RAT OS Ee 34 厘米 。 CG 

SK ABU 1) hE IS AS (1 Bi 30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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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Hae, , EAP re A, > ER A ee AR JR (Ee AI 

MN ATA HER) PA Ee A Hg —— Lh, PHBE, 

Be FE PRP AR aR wR AP PE 18 Fl) Be Fh HO PS EY ee A ACS EZR, Gs 

SRE ADE RK J PP AR De RAR BR (CB. B. Pesep- 

Matto, 1925,1928), . 

EE HS PR 415 Fe FY HE Es hs (Pr SOA Pe PAK Se PE De FE Dk — Pr] 

CARR PRL APE Bt EL HB) sine 2A I) AT SHE Dk Cg Sh J Dk —— 2 

Er AYE PEE UE, EH A, Pe eB 
“Do AGAR SO” ARIZ Ha, 运 种 草原 是 由 四 种 禾 草 (Stipa, Festuca, Koeleria 及 

Cleistogezer) 所 构成 的 。 过 种 草原 生长 认 栗 钙 填 上。 在 阿 巴 根 草原 中 ,根据 IoMcKHE 地 

植物 学 家 的 资料 ， 草原 主要 是 由 下 列 优 分 种 构成 : Stipa capillata var. coronata, Festuca 

jenisseensis, Cleistogenes squarrosa 和 Koeleria gracilis, 7A RFAEA AEE, SER 

EFRIBAA Agropyrum cristatum, BRY LikRRDOA, BRED) BARES: Poten- 

tilla subacaulis, Dianthus versicolor, Aster altaicus, Convolvulus Ammannii 等 等 。 草 

至 通 常 极 矮小 。 志 种 草原 可 区 分 成 考 干 楼 体 , 其 中 属 大 少 杂 类 草草 六 禾 草 草原 的 有 : 

具有 Agropyrum cristatum 的 释 体 ( 见 上 )、 具有 Veronica incana 和 具有 Carex steno- 

phylla sl, ROSAS, 植物 种 的 一 般 煽 数 坊 一 一 32 一 38; Hewett ilies BE”) 篇 
10—12% : Oho SER 30—50%, “BIR (t” (crenuctoctb) (根据 JI. H. 多 pEIrioB) : 

100%. 
fe “OMAR? MAR Hh, SARA Ste Ht BL: AS 

Cleistogenes squarrosa {tio , AREAS Stipa capillata. $1 GfEA, i 

“Dol i AR SE J”? SS ERA AD; FEN REPS LAY UE BAVED) “Avena-7 

oP J” 的 过 渡 型 ( 见 上 )。 

KyMHHOBa A. B. (1937) 是 过 梯 地 来 描述 外 具 加 泵 区 的 “四 种 禾 草 草原 "。 其 基 

本 成 份 ( 优 盆 种 或 主要 种 ) 和 中 西伯 利 亚 相 同 。 通 常 在 四 种 基本 成 份 之 外 有 还 加 入 一 种 

1) B. HH，CMrpHoB (1910) 可 能 是 第 一 位 植物 学 家 对 阿 巴 根 草原 的 “四 种 禾 草 草原 准 行 描 寓 ,他 指出 成 . 
4K SE’? Stipa capillata, Fl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Cleistogenes squarrosa 的 草 泪 成 

FPA. ALPRGEHIT Artemisia scoparia, Caragana pygmaca, Aster altaicuss AJTURNT REA 

SEG. TERRE HE Ae, MBE PARAS AS BRAY Le be Ft 7678 

(有 了 时 Stipa Capialta FAX {K EB , AWE IAT ATA Lies)» 

B. H. CMHDHOB 也 某 “ 北 哈 卡 斯 草原 ”( 大 阿 巴 根 外 族 公所 ) , BBS Bol ES A DAS A Dt, 

进行 了 “四 种 禾 本 草草 原 ” 的 描述 。 
他 指出 ,在 哈 卡 斯 意 原 也 是 Festuca, Koeleria graceilis, Cleistogene squarrosa {i{&34 , IER ZR 

少 混 生 戎 Stipa capillata var。，corozatz， 其 中 浸 有 Stipa pennata,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H. 

Schellianum, ASipR/> HA Phleum phleoides, 72th WERAER RED’. BEB... 

Ai EES Ty BA TH Se PR A, FES A PURER AL, BE a 
WAZ: Galatella punctata, Artemisia glauca, Nepeta levandulacea, Cotyledon spinosa; /\»*F ii 

AAW Artemisia frigida, 

B. H..Bapanos (1927) #8‘ papi RAR OR UA? Re Ze “SO A By) 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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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PYRE ACHE EY JR”? Ay HE Ee RR ORE ee eR 

在 着 小 灌木 Caragana pygmaea 和 C. microphylla (SERB), sale ei 

fetes 具有 锅 移 匈 草原 ”" 。 在 半生 禾 草 中 ,有 时 还 有 其 他 慷 生 禾 草 ,例如 4grobyrxm 

cristatum, Poa botryoides (sub. P. stepposa) 和 基本 的 四 种 禾 草 混 生 。 帮 草草 履 间 留 

HABA, HP RAA DT RY HAS SS SAD EEA, ku, Potentilla suba- 

caulis, Convolvulvs Ammannii, Cymbaria dahurica,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Arter 人 Artemisia fridiga, Oxytropis oxyphylla, Carex duriuscula 等 等 。 ja 

由 可 以 看 到 ,在 杂 类 草 的 成 分 中 有 时 有 蒙古 成 分 。 草 生 的 平均 高 度 坊 15 一 18 厘米 , 投 
=~‘ Rs BE—— 40 —45 0 ; 草 闵 化 一 一 8 一 12 多 。 
BL. Campton 对 外 具 加 页 区 的 但 特 软 依 艾 克 县 和 色 楞 格 县 (1913), 以 及 阿 克 
。 让 县 西部 的 一 部 分 (1914), 话 和 地 描写 了 “四 种 禾 草 草原 "和 与 其 相近 的 少 杂 类 草 的 ， 
ae FREBR( AS KEM Cleistogenes squarrosa), ; 

_CMHpHOB 指出 , FEET EI, 很 明显 的 草本 草原 …… 仅仅 是 履 闭 在 土壤 十 

.分 发 育 的 地 志 上 , HR, 过 些 地 块 通常 见 於 不 高 高 原 和 平缓 的 坡地 , 山 蓄 、 以 及 谷 

«th, SRO MBARES ARN BREAN E LE, ME RB 
j 乱 相 当 强 烈 的 碟 石 土 或 是 明显 的 砂 质 士 。 过 些 草 原 的 基本 成 分 坊 下 列 Ee AM: 
 Cleistogenes squarrosa, Stipa (capi11ata 一 一 著者 填 )2， 开 oeclerie (gracilis SESS EE), 

- Festuca (F. sulcata s.\. (RA———## #£), Agropyrum cristatum, Poa (botryoides 

| FEE). THESE A EL BE te RE, SE BB a HS 
5 ERM RAR MRAM Bek, SRT TEAMAL Stipa, Festuca 和 Cleistogenes 

 squarrosa, 过 位 学 者 提出 了 三 个 具体 地 块 的 记载 CH= HI Festuca 很 多 ， 

| 是 生长 在 不 厚 的 苦 烈 矶 石 土 上 )。 在 过 些 地 块 中 ， 全 而 察 到 不 草 的 投影 盖 度 如 下 

表 : 

第 一 地 段 ”第 二 地 段 ”第 三 地 段 
Speen seo<ndansnganee ee 2.35% 15.65% 1.52% 

ts Wi dee haploids navn cab «aarvannins 5.66 > 15.92% 
3 8.11% 6.19 
DUG cpa te ndssacsiasidncansan<avsaesdauhavs 12.33 7 ey ea 

AZLOpyrUtn-serrrrrereesccrscscsrsssessecere 0.45 12.35 a 

Re ire ce Sopa eNehanSuavudadndan eeane 1.65 稀少 1.52% 

过 一 草原 的 组 成 中 的 其 余 的 大 部 分 的 植物 种 是 部 分 粗 砂 粒 寺 ,而 特别 是 明显 的 

或 是 强烈 矶 石 士 "所 特有 的 。 例 如 ，B. MW. CMHpHoB 对 从 第 一 地 块 上 提出 了 下 烈 的 石 

年 植物: “REAR Caragana pygmaea; 小 年 灌木 Kochia prostrata. 条 类 草 一 一 

Aster altaicus, Androsace villosa (#¢3}RHh_L34484%), Cymbaria dakhurica, potentilla 

subacaulis, Erysimum altaicum, Saussurea salicifolia 和 其 它 。 ieee, TAeEes 

) Beet AALS BE HER A DBR? HR A eR Ee 
) B. HU. Cunpros: SAB HARARE ETE HB 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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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EE LAB AEN AER” 

PPA Fae FS}, A OREM, URS REARS 

RADARS RR EE BEY Stipa capilata 的 作用 不 大 ， 不 在 有 些 地 方 它 完 至 不 

存在 。 在 过 类 和 驮 聚 中 ”Cjerxstogemer Squarrosa 起 百 大 作用 ， 通 常 在 其 聚 中 估 有 优 

狼 ， 二 类 邓 栾 的 特殊 性 还 在 大 杂 类 草 成 分 特殊 ， 其 中 蒙古 山地 草原 种 起 着 显著 的 作 

FA. 

#E HERS Je oe FP AS RR A, DATE AB FB 

85, RT 3 SS RARE FREY EE J RES AS OL A IS 

到 石生 植物 变 体 ， Pay 4: She (Sd) AUDA SH 

Fi A eH He Baye eae 下 的 不 厚 士 壤 相 联 药 。 某 些 石生 植物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秦 加 到 草 翌 成 分 中 ( 见 上 )。 但 在 狐 茅 - 羽 茅草 原 亚 带 中 , A ES, 通常 生长 

Bax SHAD AR, WSR THR. HARARE RMA 

7A BRS , ki LSE. - 

EMSAs UR TAAL, URE PSE RBA, MMSE 

的 砂 生 构 体 具 有 广泛 的 分 做 ,在 它 的 种 类 租 成 中 ,半生 禾 草 Stipa Joannis cabulosa, 
Festuca Beckeri, Agropyrum sibiricum 14{BA; 杂 产 草 数量 不 多 。 FABLE, 乓 

Agropyrum sibiricum 一 起 ,还 有 大 量 的 Stipa capillata, S. sareptana, Festuca sulcata 

或 F. pseudovina (42hbAR eRe)? , 

BRAPI AR ARP RE AY AE AR EJB EL, 

1) #Z#BBEESASARE (Stipa capillata, S. sareptana, S. Lessingiana, S. 

1) 必须 把 “隆子 草草 原 ” 列 人 少 杂 类 草 的 装 生 秘 草 草原 ， jazz M. VU. HasapoB〈1934) A+ Rint es 

所 提出 的 。 FEAJRAO TRL MRR ERVORS AM, 天 种 孚 到 的 极 主 要 种 关 是 CIeirtogeNe5 
squarrosa FM C. sinensis (sub. C. serotina) 与 午 些 半生 禾 草 一 起 ,下 列 植 闭 极 盘 朴 地 分 伤 普 : Porentilla 

bifurca,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Thalictrum petaloideum, Astragus, Oxytropis, Aster 等 。 

HE os AE BPE HB 40—50%, MARE 15 一 20 厘米 。 根据 M. VW. Ha3apos 的 意见 , 过 是 

布 里 亚 特 - 蔡 古 共和 国 草原 的 最 乾 爆 的 “ 闫 型 ”, 利 用 篇 十 分 和 从 痒 的 牧场 ; 每 公顷 的 生产 量 坊 1 一 3 一 4 公 
$8, Cleistogeus 草原 成 需 羊 草 八 京 (由 Anc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构成 ) 的 通 渡 型 。 

M. HU. Hasapos (1934) prmenys* AAS IE I?? (HA Stipa capillata HER) , “PAPEL”? Stipa capila- 
tta,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Agroprum crotitrm, Koeleria gruilis aneurolepidium . 

pseudoagropyrum + Stipa capilatia 草原 也 应 列 大 少 杂 类 草 的 半生 禾 草 草原 。 产 量 平均 篇 5 公 担 ; 者 
些 草 原 是 作坊 牧场 (至 年 ) ,很 少 作 需 刘 草 场 。 

2 a 

SH EAS ef PS By tA Ea: Bd SS PAA SE An ese ve a CM. OM. Vinpan, 1928), S455 

HA LBRO SE Het (CB. M. Canny, 1914) ,在 现时 的 库 斯 塔 奈 省 境内 的 库 斯 塔 奈 草 原 CM. @. Koporknii, 
1914), ， 库 斯 塔 奈 久 南 的 托 埔 三河 - 马 精 干 河 分 水 界 (B.， 开 BapagoB，1925) ， 科 克 契 塔 夫 山 以 南 地 区 
(B. II 瓦 po6oB，1914) ， 阿 塔 巴萨 稍 城 附近 草原 和 捷 吉 北湖 四 的 草原 (B. 中 . KareJlbKHH，1910) ， 

Sie LC FN ES PRS LZ BITE (中 . ©. 3emaHcKHE，1912) ， 努 拉 河 流域 的 草原 (CC. C. Tanewnn, 

1917) , Ce 73S Oe FA LPS TD A Ze (CC. E. Kyueposcxan, 1914; p75‘ 38 
6 4-- FEAR fay??), «EB OTE PS -E B  PeESCCC.,«SCXEEj. = Poomcaneu-KyueposcKkas, 

1916, 与 上 一 草原 名 称 相 同 ; B. A. Kptrep, 1927), 32KE ArT wre 120 公里 的 塞 米 巴 拉 了 于 斯 克 

sibanh (B. A，Kptorep，1928) , 塞 米 巴 拉 -i 斯 克 一 -成 吉 思 计 套 山 CK. Kocuncxnit, 1916; 在 成 吉 思 

证 套 由 一 一 石生 植物 同 幅 ) , 塞 米 巴 拉 丁 斯 克 wwe RUB CH. B. Waognnckni, 1916)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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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e ae 

Pe Ee te Te Oe 

a al a aah le ce i 

5 
. 性 “ 行 描述 是 十 分 困难 的 。 

2 is 4 . 1 

ucrainica, Festuca sulcata, F. pseudovina)", 

2) RAAB AS Bias RASS BM, Hee KE, ty ba Bil ES Be SS, TE 

ja ee ee SR A (Bild, FEL APA §=Aneurolepidium pseudoa- 

gropyrum, Carex stenophylla s.1. 的 族 系 ，C. supina, 和 后 者 在 砂 地 上 和 砂 壤 士 上 )。 

- 3) 订 类 草 的 种 和 个 体 的 数量 都 很 有 限 ， 就 其 生态 特性 而 言 ， 和 多 杂 类 草 的 草 闵 

禾 草草 原 的 种 类 和 组 成 相 比 , 则 表现 出 极 大 的 旱 生 性 。 

4) BHAA RAHN HRA A (Tuilpa; Poa bulbosa 层 片 )。 

5) 短 生 植物 的 层 片 也 极 篇 明 题 。 

6) EKA BHP , HE EA HB (Cladonia rangiformis, C. convoluta, Par- 

melia vagans, P. ryssolea 等 等 ) , BERK (Stratonostoc commune), #¥ (Tortula ruralis, 

T. desertorum) 比较 丰富 。 

7) 草本 植被 通常 比 多 杂 类 草 的 草 六 禾 草 草原 大 篇 稀 臣 ;种 的 馅 和 度 也 不 大 。 

8) 在 夏季 中 期 ,最 炎热 时 期 (大 月 下 旬 一 七 月 上 旬 和 以 和 后 ), 能 见 到 明显 的 “ 秆 休 

ARH, UAE EA AAR (Stipa capilatta 和 S. sareptana 除外 ) 的 结实 和 枯 乾 期 。 

各 些 王 聚 的 所 有 基本 特征 是 和 它们 生存 上 不 利 的 生态 条件， 主要 是 与 混 度 不 足 

Ai, FER AMEE PRM KA BSA BEN MM RAK BEAR PRIA 

长 的 成 分 的 旱 生 性 等 等 的 解释 。 另 一 方面 EMBRAER ARASH 

PHA BER (LAR HEAR AR AIA) 在 其 间 定 居 提 供 了 可 能 ;, 范 使 得 比较 中 生 的 一 年 

生 短 生 植 物 和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利 用 春季 土壤 水 分 而 有 大 量 的 生长 。 

少 杂 关 草 的 草 闵 禾 草 替 聚 的 经 湾 意义 相当 豆 大 , 它 刻 可 用 作 刘 草场 ,也 可 作息 牧 

场 。 USAR EME SM EE I 
Bm AR RSEER HREM, Hist LAS, CRUE REM, BE 

Fad) XI Be Bl) ASE ee TY i 

2. RES SE) RESALE) 
#9). AONE, 出 现 很 多 属於 站 草原 的 特殊 草原 琴 聚 。 到 些 就 是 Anue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FA), Tanaelini sibiricum 草原 和 一 些 其 它 草原 。 八 管 过 些 娠 聚 在 

很 早 以 前 大 家 都 知道 ,但 在 文献 上 ,关於 它们 的 次 桂 是 极 篇 稀少 , 以致 对 过 些 草原 进 

我 们 简略 地 来 诗 论 一 下 羊 草 草原 人 pseudoagropyri), 过 种 草原 全 

) 6% B. H. Cyxayes (1912) 和 其 他 党 者 ( 见 下 ) 描 写 。CyKgaqeB HASHES 

1) KARA, Stipa capillata 在 平地 条件 下 , 前 淮 到 很 逼 的 北方 ,一 直到 森林 草原 的 南部 。 Festuca sul- 

cata 则 更 北 一 一 到 森林 草原 的 北方 类 类 ,如 治 着 河谷 ,甚至 淮 大 相当 涉 的 森林 区 深 虎 (F. sulcata), A 
然 ,在 过 些 种 的 分 作 区 的 南部 和 北部 ,必然 产生 它 个 的 不 同 的 生态 型 。 

在 砂 地 上 的 少 订 类 草 的 草 凋 禾 草 蔓 原 种 类 的 租 成 中 ， 也 可 遇 到 比较 不 早生 的 草 半 秒 曹 ， 如 ， Stipa 

Joannis sabulosa; 但 演 一 砂 生 族 系 可 能 比 所 请 S. Joannis WY“ BLA”? FEAR RE ,后 者 撩 森林 草原 

的 平地 上 上 ,生长 在 粘 夺 和 粘 培 黑 合 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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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L EAT J - RtAR, -M. H. Hasopop 〈 夺 布 里 亚 特 -蒙古 共和 国 ) 
(1934) 和 A. B. Kymunona (对 整个 外 具 加 尔 )(1937) 提出 了 羊 草 笃 必 组 的 综合 记 

载 。 
Aneurolepidium (Agropyrum) pseudoagropyrum #LEFB, BAREREHE 

和 鞭 , 以 及 平展 的 或 充分 发 育 的 革 片 。 

A. B. KyMHHOoBa (1937) 对 外 具 加 泵 的 羊 草 娠 聚 提出 一 般 的 描述 。 
羊 草 驮 聚 的 一 般 生 境 是 乾 谷 和 谷地 的 底部 ,以 及 出 蓄 和 山 的 和 线 坡 。 在 平原 地 点 

和 山坡 下 部 篱 “四 种 禾 草 草原 ”所 履 鞭 的 地 区 内 ( 见 上 ) , 羊 草 泽 闭 则 沿 地 形 上 升 , 估 坡 
地 的 中 部 。 在 羊 草 驮 聚 分 俐 的 较 上 部 地 带 中 ,在 壹 聚 的 草 震 中 ,开始 出 现 了 Tanace- 

tum sibiricum, TEWDICE Be, ERA HEA NTE 

LEB HA AR) Bit, PRS SAAR, SRE, ARSE 

BES 

WEB 40—65%, 羊 草草 原 不 具有 多 色 性 ; 基本 背景 具有 羊 草 的 淡 芒 和 迷 色 ， 

SR EMEA, ERS MPREAFEAKSBEERE: Stipa capillata (cop.-sp.), 

Cleistogenes (Dipiachne) squarrosa (sp.), Koeleria gracilis (cop.-sp.), kA MAM 

we (Bett) 10—15%, RUE SERA E LERERAAES , EMMA 

EB LBREK EREREP, BERS RA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Schellianum (sol.), Festuca ovina s.l. (sol.), Agropyrum cristatum (sp.-sol.), Poa 

botryoides (sp.), LAZAR Carex duriuscula (sp.)， 杂 类 草 有 : 0 peta- 

loideum (sp.),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sp.), Cymbaria dahurica (sol.), Convoi- 

vulus Ammannii (sol.), Aster altaicus (sp.-sol.), Leontopodium conglobatum (sol.) 

SE REPT BU EP 1 PS Be DH 

AAEM, Fiis 226 ARB , Be (GR OT. H. Kpprroa 的 理解 ) 的 百分率 

#5 1007. ART RCM RYE SBR FP SAAR ES Be , PY DAF EAB RAB Be ae 

AR EAE (SEM AR 

AR DESH 6 ADU, Sa EERO SE ACA EAE SEL EEA BE A 

PBR EEE IAB PA ERR AEB FU WISE Rt SS Se ACR ( Ao Be 1 HG ) ; 

Fe =F LAER LES RE ( FEE EE AP Do 

M. V. Hasapos (1934) 427i Bese SSE BIE T eA 

FRM I. HASSE. sei As See ARK Be 

BE—)75 70-80%, 羊 草草 原 是 布 里 亚 特 -蒙古 共和 国 的 优秀 牧场 的 一 种 ， 而 在 

谷地 , 则 篇 良好 的 制 草场 ;产量 每 公顷 2.5 一 7 BIA”, 

A. B. Kymunosa 将 资料 作 了 简要 和 综合 的 报 壮 , RT bith eR ERE 

以 外 ,还 有 羊 草 和 其 他 术 物 种 竟 生 的 它 种 羊 草 厌 聚 

1) T. YU. IIoaraBcKag (1916, 45, 97 页 ) FEARA PETRA SE eR (GES BAAR) LIEMT ， 

SUAS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 Stipa capillata), 

+108 ， 



Aare ES AOS, BOA PA, sare a Abaca 根 K-H ME BR: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 Carex duriuscula (sub. C. stenophylla), jaf24 

聚 和 柱状 碱 士 有 联 吏 。 ROA IA BEBE I TEZE SK , BD ERI EE 

-四 地 的 目 谷 。 羊 草 (cop.) FERRE A) a e——10—15 BOK, HE (cop.) BK 
7 一 8 ERE. HMO RSIS hi: Polygonum sibiricum, Glanx maritima, 

_ Statice aurea, S. flexuosa, Cymbaria dahurica, Plantago maritima, Convolvulus Amman- 

nii; 一 年 生 植 物 Suaeda corni culata, Glaux, Plantago 和 Suaeda 的 上 撑 种 着 重地 

指出 了 过 一 圣 聚 的 瑟 大 芍 生 性 。“ 草 原 化 "( 根 据 II. H. KpprroB 所 属 的 ) 一 一 100 多 0。 

wey, A. B. KyMHHOBa eee 不 定期 的 旱 河 河 底 和 排 

水 不 良 乾 谷 的 低 部 ,描写 了 才干 其 它 短 聚 , BERR MAES ES, 但 是 早生 性 较 

小 RED WAIL”), BRON TRB, “CAR ERA, 
很 多 豆 科 植物 

”- 羊 草 震 聚 ( 除 羊 草 外 ,有 大 量 的 杂 类 草 

Se altaicus, Artemisia laciniata 等 等 )， 具 有 Iris biglumis HRC EES) An Lasia- 

grostis splendens 的 草原 和 其 它 某 些 植物 的 羊 草 草原 。 mK OARS Rw 

ABM B+’, 以 及 谷地 草 旬 中 的 高 起 地 方 , 过 样 的 妇 聚 不 如 把 它 看 作 草原 化 

FE fay BC BS AE 

FE_-EA) Fl,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的 生态 幅度 十 分 地 实 天 ， 在 过 方面 

PEAR PAE Fle OS BS RAB (Festuca sulcata 和 F. pseudovina) 也 有 十 分 广 

he AY AE RES, 

3. FERS (AAAS) RIES +R oF) 

GEAR ER I} ETA EE BE Jk (Tanacetum) FBTR ,很 显然 , 它 也 和 大 多 数 的 羊 草 

BRE , ERAGE 

西伯 利 亚 蒿 (Tanacetum) BIRFES AUPE AIRS SR PES BS Ee (HR AS 

天 的 面积 (M. 五 . Haszapos,i934; C. HW. annunos, 1936; A. B. Kymunopa, 1937), 

B. YW. Cmupxos (1913, 1914) ETE GF FS SE TY UE, 

下 面 我 们 提出 A. B. Kymuxosa (1937) 所 提出 的 对 外 具 加 页 Tanacetum 草原 

的 特征 。 

Tanacetum 草原 在 过 饲 里 中 山地 草原 是 十 分 典型 的 。 EE HR EE 

乎 所 有 方位 的 坡地 。 但 是 ; TEREILHEER, Tanacetum 要 聚 主 要 是 分 伤 在 南 向 坡地 上 。 

此 外 :西伯利亚 草原 还 出 现在 钊 和 尔 琴 斯 克 草 原 的 广 缓 糙 坡 和 波状 平原 上 和 阿 加 河 、 骂 

嫩 河 和 色 枫 格 河流 域 。 在 色 楞 格 河流 域 ，Tenacetuz 草原 是 次 生 的 , 估 据 着 松林 消减 

Astragalus adsuygens, Medicago ruthenice, Vicia amoena) ,“#EXxG# 

Sangutsorba officinalis, Galium verum, 

— 

1) B. H. Cyxaues (1913) Stein bry _b ies, 2 M. ®. Koporknsé (1913,136 A) ASAE 

APSE TS BLISS RASA SK (Carex duriuscula (sub. C. stenophylla) 十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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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地 区 2”。 RRA BSS, ERM EAR IS SAA (t, Alt,ia 

ees Jet RIS ED LAB od AE A BD a AE EHR, 

草 恒 中 的 主要 成 分 篇 Tanaceium sibiricum (cop.2), 它 是 菊 科 旱 生 植 物 , 具 有 狭长 
(有 上 时 末 成 乱 线 形 ) 革 片 ”。 其 中 也 混 生 着 很 多 杂 关 草 的 其 它 种 类 -一 --Ste11era chamae- 

jasme,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Pulsatilla Regeliana, P. Turczaninovi, Thalictrum 

petaloideum, Leontopodium conglobatum 等 等 。 FAAS HAY Tanacetum IR PRERK 

HBC IR , ACE Sh AK (7—-8% ), BARE 60-70%, 平 

QE (Tanacetum Wy RFE )——-25 厘米 。 过 位 作者 提出 Tanacetum 草原 的 季 相 注 

替 如 下 : 

1) BALA TA) BPRS RIE AR), Pulsatilla Turczaninovi (sp.) 形成 . 

tk EAB HK 
2) 天 月 中 旬 的 特点 是 粉红 的 Stellera chamaejasme (sp.) 开花 。 

3) KA MARE: Tanacetum sibiricum (cop.2) bAtE,A HA RERAEA 

KEW)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cop.-sp.), 

4) KKESMA)EAAKEPVEN Scabiosa Fischeri (sp.) 所 构成 。 

5) WRAKCILA), RR Tanacetum sibiricum Mth RRA Pei kK”, 

除了 上 述 典 型 的 Tonacetum RIKER & HRS se Ae EE Se), aH SEAT 

2 ie ale J “Tanacetum—AR RA” (SB IE MER ——-“ 3 AAR —-Tamacetum” ) Fil “TIAA 

亚 蒂 Teazacetwm- 羊 草 ̀( 更 正确 篇 一 一 羊 草 -西伯 利 亚 蒿 ”) 草 原 。 

FE A se ARB Tanacetum 草原 中 ， 除了 Tanacetum WoL, BH 原 禾 草 也 

起 着 是 著 的 作用 : Stipa repilldes ica. -sp.), Poa ‘botryoides® (sp.), Koeleria gracilis 

(sp.), Festuca ovina vat. valesiaca (sp.) 和 较 中 生 的 禾 草 和 苦 草 : Helictotrichon Schel- 

lianum (sol.), Carex pediformis (sp.), Tanacetum 3S) iis SAS iy Rett” 

(和 纯 盖 度 ) 升 高 到 10—15% 。 在 骂 嫩 河和 阿 加 河 之 间 ne 组 - -斜坡 草原 上 ， AA 

Tanacetum BRAA BIC SMH. 

5 Tanacetum aR 分 估 在 坡地 的 乾燥 下 部 。 Tanacetum sibiricum 和 Aneu- 

人 人 {hea 

Fe ys ee”? (AR OT. A. Kpsizos 的 理解 的 ) 是 100%, 

MESA , AE LL Hi BD AY J YS ee BEEK EE A IE BL TAD Clematis hexa- 

petala Pall., 

Att, Tanacetum 5 BSA VEDIO (BRM (WHA), WR 

BAAS 5 ES JE AY HELE AY , 12 FY BRE BSE te) : 

M. V1. Hasapos 也 提出 了 外 具 加 页 Tanacetum 草原 的 简要 描写 ,他 的 记载 一 般 

“2 了 根据 过 位 学 者 的 意见 ,在 哈 干 斯 涩 有 和 送 种 草原 ;在 蒙古 , 则 在 其 东北 部 出 现 
2) Tanacetum 显然 是 应 属於 A. B. Mposoponcknl (ARH BE, 45 — 48) i RH “PEPE AE f”’ ns 

FA. 
3) Sub. P. stepp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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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SRARIL, fe ONL HSE MEH EAE BATE RRL ee, DUPRE 
Aries, REAR ZE 4 IES 35 一 40 厘米 “HERE” 30-35%, 此 外 ,他 还 指 

Ht, Tanacetum 草原 的 "地表 地 亦 类 Parmelia conspersa WE AMR, 

_ B.U. CMapHog (1913) 42S, AR AEE RAE BE i 

——- 样 来 记载 Tanacetum 草原 的 : 带 有 Tanacetum 的 十 分 明显 的 草原 ,最 通常 是 在 较 高 
。 斜坡 最 上 部 分 的 相 半 平坦 地 段 的 地 区 内 出 现 ， 写 通常 是 出 现在 不 厚 和 强烈 矶 石化 的 

， 六 上 ,但 土壤 的 颜色 到 处 都 是 相当 上 虹 的 ”。 常 常 发 现 过 些 草原 和 “森林 小 岛 咱 相 隧 ,而 

有 时 甚至 和 相当 大 片 的 森林 植 彼 林 相 连 。 Tanacetum 草原 的 典型 特 徽 , 除了 具有 大 
HAY Tanacetum 外 可 以 认 和 坊 迁 有 以 下 的 特点 : 植 彼 的 密度 极 小 , 粮 生 禾 草 的 基部 和 

苦 草 的 苗 发 育 都 十 分 微弱 ，Diplacpze squarrosa BHESCEF A REE RE WE 

FD, Bile EAA ATED AEE E HO A HO AE FE 良好 , 最 后 , 存在 着 相当 多 
Fe St Ae Pie “SBE + 

a sa WS BSE YT nee ZR Att — He At, ie32 Tanacetum sibiri- 

4 cum (cop.) 的 生根 营养 区 高 过 :18 一 22 JHOK, ARP 30—40 厘米 。 在 Tanacetum 

植 业 间 很 少 有 植物 覆盖 土壤 的 地 面 。 FS AMARA 3.62%。 而 Tanacetum 植株 

th 6.91% 的 面积 。 
在 B. Vi. Cwapoe (1914) 论 及 鄂 嫩 河 上 游 植被 的 另 -著作 中 ，Tanacerum 草 
|， 原 区 得 相当 完整 的 记载 。 EIS, Tanacetum 草原 覆盖 哪 嫩 河流 域 地 区 的 开 例 平坦 

地 段 和 接近 加 嫩 低 地 的 娠 山 的 大 部 分 坡地 以 及 其 他 的 地 点 。 “Se, 带 有 Tanacetum 

sibiricum 工 ， 的 草原 具有 准 个 变 体 , 写 们 或 是 倾向 於 草原 草 旬 ,或 是 倾向 论 发 育 不 良 

的 粗 粒 圭 上 的 乾燥 生境 的 筑 关 草 原 "。B. UW. CMHpHoB 在 下 面 还 提出 Tanacetum 草 
， 原 的 两 个 地 块 的 记载 一 个 取 自 有 利 於 茂盛 草原 植 彼 发 育 的 人 条件 下 , 另 一 个 是 取 自 

。 相反 性 搓 的 休 件 下 。 
在 第 一 种 情况 下 BL Tanacetum sibiricum 一 起 生长 的 还 有 大 量 或 多 或 条 中 生 的 

旺 ” 杂 类 草 的 其 他 植物 种 ,主要 的 是 Hemerocallis minor,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Artemisia 

b commutata, Potentilla tanacetifolia, Be J E30 SRM is LAER, Carex sp. (C. 

= -著者 ) 和 Festuca ovina 一 些 闭 生 植物 在 过 圳 的 植 彼 中 起 着 比较 大 的 

TEA; 可 见 到 少量 的 Stipa capillata, 在 订 类 草 成 分 中 ,除了 上 有 述 植物 以 外 ,存在 着 很 多 

或 多 或 少 中 生 的 植物 种 ;过 些 植物 种 “是 草本 草原 志 繁 茂 的 释 体 和 草原 草 旬 的 特征 植 

Hy. Veratrum nigrum, Pulsatilla patens, Clematis hexapetala, Trifolium lupinaster, 

 YR-—HAA DEE, Blkn, Crepis tenuifolia, Androsace villosa 等 等 。 过 梯 看 来 , 运 

| 38 Tanacetum 草原 和 草 旬 草 原 十 分 相近 。 

Fz — 3%, Tanacetum 草原 位 於 坡度 很 天 的 西南 坡 。 坡 上 土壤 多 石 页 。 狗 的 季 相 呈 

VRE ,过 是 由 大 量 Tenmacetrm sibiricum 所 构成 的 。 BARE, 土壤 有 相当 大 埃 的 

1) 根据 A. H. Oxcnep 的 股 切 良 半 ，Parme1ia consperse FEMA WU BAIA. (BUA, M. VW. Hasapoe 

Ii} ReFHE LH 3 — a oe EBA AACR MAAS P. yeageazy， 把 泛 一 种 一 同 提 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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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 面积 。 在 上 一 块 上 出 现 很 多 的 订 类 ] 草 的 许多 中 生 型 植物 。 BSR MBAR 

存在 , 或 者 仅仅 以 单 株 的 状态 出 现 , 杂 钴 草 一 般 地 是 不 多 的 。 而 相反 的 ,其 中 训 生 有 

大 量 草 疫 禾 草 。 £152 平方 米 的 试验 样 方 上 ，Tanacetum sibiricum 覆 董 的 面积 过 
3.9% ;而 Festuca ovina BFS 3.6%, Koeleria gracilis var. stepposa #§ 1.6%, 

SEHEREAC, Tanacetum 草原 在 生态 系列 中 应 列 亦 草 甸 草 原 和 "四 禾 草 " 草 原 之 间 
的 居间 地 位 。 

Baek Pes 工 . UW. onnasckaa 在 外 具 加 泵 所 描写 的 奢 陵 荣 (Potentilla 

subacaulis) 址 聚 也 列 信 杂 类 草 一 一 次 正 草原 至 聚 中 。 
在 安 加 拉 河 流域 上 游 的 太 加 恰 落 中 ， 在 具有 粘 质 和 矶 石 - 粘 质 土壤 的 开 向 南方 

草原 坡地 上 “ompb 有 一 一 当地 名 )， 工 . VW. Monnasckxaa 而 察 到 了 兹 乎 过 夭 的 Poten- 

tilla subacaulis WHR, HME ES 1 一 2 米 , 其 间 有 不 大 斑 的 裸露 斑点 ,在 过 一 区 

内 , 沿 着 小 石 矶 草原 坡地 ( “HcoHma-Maya 一 一 当地 名 一 一 逮 者 ) ,过 位 学 者 也 岗 罕 到 二 

BEAIZER: Potentilla subacaulis 估 优 歼 ;, 少 量 的 则 有 Alyssim zezezye〔〈 御 小 灌木 ; 

sp.), Artemisia (sp.), Patrinia sibirica (EFAH; sol.)， Cotyledon spinosa (AW Ati 

4; sol.), Stipa capillata (BERR; sol.) 等 等 。 

Pr. UW. Monnascxas (1916) 4 BiB eM aeR J TERE Potentilla subacaulis 估 

EN cARRKEARESIVAR ( BBAR-BERRRSR): 

0 
2) Potentilla subacaulis (cop.) + Agropyrum cristatum var. humile (cop.). 

此 外 ,还 有 少量 的 〈sp.-sol.): 小 全 灌木 
SEAR Poa botryoides (sub. P. attenuata), FRESH 

C. stenophylla) , REAR Bupleurum bicaule, Dracocephalum pinnatum, Veronica 

jncana, Centaurea monanthos 和 若 于 其 他 。 BS+ME, FMI 1 5 Caragana 

- pygmaea 的 植株 。 地 秆 物 是 由 Parmelia sp. PRR”. 
isk, M..W. Hasapop (1934) 所 提出 的 Artemisia sericea {hfFAR KE Poten- 

tilla subacaulis 的 “其 项 - 故 陵 集 "草原 也 话 列 入 过 一 条 类 草草 原 组 。 

+. 荒漠 化 草原 

荒漠 化 草原 的 特征 是 ,在 草原 草本 植物 (主要 是 草 疫 禾 草 ) 的 优 倪 中 ,具有 相当 大 

量 的 早生 小 守 灌 木 的 成 分 。 因 此 , 建 短 种 的 作用 逮 是 属於 草 六 禾 草 。 

Artemisia frigida, Alyssum lenense, — 

Carex duriuscula (sub. 

1) 在 高 过 河流 域 的 过 一 Potentilla BK BWAIEWUE Potentilla BK WEBB. HEA AIA—Potentil- 

la BAKA RFA HEL 5 MEREAY Porentilla BIEN REHM tL: LRA SY 

情况 下 则 有 Potentilla subacaulis + Thymus serpyllum 2%; 在 土壤 中 礁石 革 多 的 情况 下 , 则 出 现 

Potentilla subacaulis + Artemisia frigida 起 法 ( 见 下 面 薄 度 化 草原 一 章 )。 

2) “SEWb te” 3 —5 F22K A. B. IIposopoBcKHE (PacTHTembHocTB CCCP,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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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 ASTRA 

falsear BSR DBASE LE IRA: WU. M. Kpamennanncos (1925) MSE ROR” 

HY BS HS ASRS E. Jlaspenxo (1927) PY“ MS--MSRIR”’, DIR A. B. Mposopo- 

_ pexni, H. MW. Py6mog 和 A. A. Jimatpnesa ASF LN“ Ws-S Mas eR A 

$-BMAHER” (1933); T. H. Bucouxnl AYER“ ARE MERI (Stipetum cinereum)” (1908, 

1915), B. A. Kennep FA“ 032-7 -BE HS Pe AE SEE RU EH) (1923), 
K. M. S3aneccxnii BY “ARH E-74 SEK” (1918), VW. B. Hosonoxpuiscknd Hi“ RARA-BA (A 

Fravee) Sel”? (1921, 1922, 1925 等 等 )，H. A. Bym AY “AP ce E IR” (1923), H. VW. Kysnenos 的 ~ 

“TSE eI RIS ATS I (Sty)”” (19251930) » OA. 1. BrneHcKH WY “Festuca 草原 (1926)。 

MARA Re A bee Pee 

- 最 常见 的 荡 漠 化 草原 是 Artemisia-Festuca 或 者 是 Artemisia-Festuca + Stipa 草 

原 ( 图 23,24)?, WR, EMR Pw BaP, Stipa, Artemisia 和 部 分 的 Festuca 

AA REA), eS Oke He eR. 

a is PERS Ji RE ERE FA AUS GEA , LATA ee ee (SE IE ME DELP rc ) SAR 

— «ASR BD PERE FS RRA ES EA, BEARER SP eS 

FRR, SEF DH eB DR Pc HR (Pc ) AER 
目前 ,我 何 所 了 解 到 关於 荒漠 化 草原 分 做 的 情况 如 下 : 

在 H. H. Kysnenos 主 辐 的 苏联 欧洲 部 分 地 植物 学 图 中 (15,16 及 10 A), ae 

WORE SRP (FBR SRM OES HPA LV), 

显示 出 极 大 面积 的 " 羽 东 -项 Stipe-Artemisia BORE QAR) Stu)”, 但 是 ， 

正如 最 近 末 年 来 的 研究 表明 , 演 些 地 区 的 极 大 部 分 是 坊 牛 荒漠 所 估 有 ”。 

根据 A. B. IIposopocKaii 等 人 所 制定 的 哈 茧 克 斯 坦 的 地 植物 学 图 的 推测 ,混杂 
AAS Stipa, Festuca HR” EM We oe BEART REA AK BE Festuca-Stipa 

草原 亚 带 的 南部 (SBA ease He) ARES (BAR, AS . 

以 北 ;, 伊 希 姆 河上 游 和 塞 米 巴 拉丁 斯 克 以 南 ) 成 大片 地 模 大 其 中 。 

但 是 , 假如 最 近年 来 的 研究 使 人 能 从 Festuca-Stipa MRL BRA MERE 

PAIRED (AEE LEH) Artemisia-Festuca-Stipa 草原 的 话 , 那 末 过 一 地 带 题 然 是 

1) 我 个 理解 的 荒 并 化 草原 不 能 和 UW. M. Kpamennsnnxos (1925) ay “SEE (车 类 Artemisia) IR” 

混淆 在 一 起 。KpalteHHHHHKOB 把 天 一 名 称 指 成 坊 在 引号 中 的 同 义 恒 一 一 “ 某 些 学 者 的 荒漠 ”。 因此 ， 

Kpamenunnnkos 48 Artemisia THRACE HRA”; H(A “SRE” WARE, te 

BD SE AEP SS ECR Od ee AE SE 

2) #3—B_L (5 和 10 页 ,作者 需 E. B. IJg 由 中 epc) , FEM HRA TE ERS AR 

东 和 东南 ， 治 着 锡 瓦 什 湖 的 北 、 南 和 西岸 , WR PERE SE, tHE “Stipa-Artemisia”?’ HERRERA 

和 Artemisia 草原 (Sty), FIS—EA, EMR AT WES, Re LBZ isa Artemi- 

sia 成 份 (Artemisia maritima salina s.\., A. taurica) 的 Festuca-Stipa 28, {Asz, BARE Arte- 

misia TA, ERG Bae PF ERA BIR (FASE RAN CPOE AY 4 Heh) (CM. C. UWlanpr, in l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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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FZ VAR”, 

在 Festuca-Stipa 草原 亚 带 的 南部 ;荒漠 化 草原 (主要 是 Artemisia-Festuca-Stipa Bi 

原 ) 是 生长 在 比较 碱 化 的 眶 栗 钻 士 和 栗 钙 十 上 面 , ARH FE sre ORB save 

土壤 的 碱 化 度 是 不 高 的 。 

此 外 ， 在 草原 带 中 ,荒漠化 草原 章 聚 极 常 是 在 下 列 地 贴 遇 到 ) 1) FERED ORL BB 

FDA SS FA ES Lb, 2) SRREMHRA HSA )tE, $C RAE 

ALE L—-ARRAD RAR, 在 A. B. Mposoposckuii 4 A (1933) HOMBRE SER 
坦 的 地 植物 学 图 上 湘 到 ， Artemisia-Festuca-Stipa 和 Artemisia-Festuca-#i Qi 3 JAE FE 

SFL ee LL Fe Be be SB EA Se OY 

我 们 在 下 面 要 看 到 , Be AY Pe re AL -ei) FeRwB R AIBAL HI ek 

件 有 关 : 1) ROMER AAR ER A ERE A 2) A SR, AU, A Bl ee AP ee 

聚 之 间 ( 过 是 一 方面 ), 和 荡 漠 化 草原 之 间 ( 过 是 另 一 方面 ) 的 一 定 的 生态 发 生 联 吏 : 

CEA TROL RRR GRE ADP, HY A FFI Se FE Se AS RE 

Fi re I SRR ai 也 能 发 生 上 

述 现象 (土壤 性 薄 蔡 )。 

现在 我 们 来 铬 ag UE te RAR, 2 

首先 来 讨论 在 Festuca-Stipa 草原 亚 带 南部 遇见 的 Artemisia-Festuca-Stipa BR, 

那 囊 ,过 些 荡 漠 化 草原 只 然 只 在 部 分 的 地 点 ,但 可 能 有 成 带 的 地 位 。 

根据 A. B. IIposopoBcKH 首 和 H. HW. PyOuos 4 A (1933) sa ine eS 
图 , TE ko butt , “VR BEA SS (Artemisia incana) WY) Stipa-Festuca BR MBAR RO 

Jase, WAAIP RRMA Rea EKA MR, 根据 过 些 学 者 的 意见 ， 

上 述 草 原生 长 在 碱 化 睫 蔷 凶 土 上 ,有 时 也 生长 在 亦 淡 票 钙 十 上。 下 烈 植物 估 优 侈 :六 

生 禾 曹 有 Stipa Lessingiana 和 Festuca pseudovina (tHE) Fo BARE Artemisia. 

incana, 

数量 较 少 的 种 类 : FASEARIAA Koeleria gracilis, Stipa sareptana; 小 御 灌 木 则 有 

Kochia prostrata, Artemisia austriaca, SEREXGS! Dianthus leptopetalus, Ferula gra- 

cilis, Phlomis agraria, Serratula nitida; 多 年 生 短 生 植 物 有 Tulipa Biebersteinianas; 

短 生 植物 有 Alyssum desertorum %, PRWRBMBED 40 一 45 狗 ; 车 树 平均 高 度 入 

25 一 30 厘米 。 吉 种 草原 可 利用 作乱 牧场 。 

我 们 把 饲 和 鲁 套 山 及 穆 戈 扎 雷 山地 区 内 的 过 种 草原 作坊 具体 例子 来 加 以 简单 地 言 

0 o 

在 哈 荔 克 斯 坦 中 部 的 饲 鲁 套 山 平 组 平原 山 昔 地 (图 23) ( 亲 自 的 观察)， 上 面 是 

Artemisia + Festuca + Stipa 草原 ,过 种 草 是 生长 在 粉 粒 - 磋 机 械 成 分 的 极 轻 度 碱 化 

WEES+ L, Stipa sareptana {hfEH, HRA S. Lessingiana; Festuca pseudovina 也 

1) ARR, AY ah ATL ay BA Zy wo ME, TELS FER TIA BILGE. 同时 ， 必须 要 把 下 

FN Ye TL PRR A SE HS DG, HBR FEBS, He Tea EE a kD ODN PY fi OR SAY) Je ee BR ET UR Wi Pe 

He IK HRA KA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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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hgh, 2 

的 Ephdra distachya 和 Rosa persica, 

在 这 些 Artemisia-F estuca-Stipa 植 彼 

GR ra: cae ee ce 
| Swe AWW), tesa see LI 
Artemisia incana (有 了 时 在 过 些 斑点 中 ,过 

一 植物 甚至 比 禾 草 还 多 )。 
工 . HW. Toxmau (1936) 在 穆 戈 扎 雷 

+ 而 地 区 中 ,确定 了 特殊 的 “小 Stipa: Arte. 
misia incana Ki PB” EKER ES 

YER, Supa sareptana + Artemisia incana 

BRANES, 2 —-BAWA BEAR 

AT ea A FS RL 
。 的 宽度 河谷 。 

上 带 一 级 的 景观 单位 ”。 

关於 过 一 复合 体 ， 工 王 . 
Hloxman 指出 :“ 党 种 复合 旭 落 很 明 是 是 

此 外 ,， 工 . UW. Hoxman (1936) 在 稳 

AGF SENSES AE J A 
AIBA, 例如 ,在 山 间 谷地 和 

RE CARL) 生长 着 
“Stipa lessingiana-Artemisia incana 大 复 

ee, ERATE AN Stipa lessingt- 

ana + Artemisia incana 2238, 4 FeREHH 

形 和 微 碱 化 砂 壤 淡 栗 钙 土 土壤 的 人 条件 
PB, BARA “Stipa capilalta-Artemisia 

incana KEABSE, "ERA BAN Stipa 

eapillata + Artemisia incana WYRE? , 

相当 多 ;单独 的 Koeleria gracilis, Artemisia incana 也 属於 优 玫 种 ,但 其 数量 要 比 草 闭 

a RE (Artemisieto-Festuceto-Stipeta sareptanae) 少 得 多 。 在 小 牢 灌 木 中 ,还 有 少量 的 
| Kochia prostrata #11 Artemisia atstiaca。 在 小 型 的 小 灌木 (地 上 区 植 物 ) 中 ,也 有 少量 

在 根 蔡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中 有 Carex sp.。 

在 最 近 的 奶 载 中 ,没有 指出 短 生 植物 和 其 他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的 存在 。 地 胡 类 中 
|. Af Parmelia ryssolea, BASIE AVM /E IS 35—40% ,地 面 (地 表 ) 鞋 度 移 1%。 
| 和 度 极 不 高 :在 一 公 项 中 乱 11 种 (1936;8;,6)D。 

AEE 

LOU 
LATE 

es 
fal 23» Artemisia-Festuca-Stipa %& 3 

AVAZESE RAE NAAR, BHR 

(iE A AAP REX (Stipa sareptana 

+ Festuca sulcata +- Artemisia incana), 

Wer ESE TEAS RS SAE EEE 

bho EEE. 1936,8,6, 

TS ARTE 1—Stipa sareptana, 

Lessingiane: 

2—S. 

3—Festuca sulcata, 4—Koe- 

leria gracilis; 7)\42#E%+: 5—Artemisia in- 

cama (ie His BEA Sor Bi (x ) AR AIRE 
$2): 6—Kochia prostrata: Kir: 7 一 

地 被 地 表 关 : 5 
[tee Wk wert ec 

E. M. Jlappexxo @, 

Ephedra distachya: 

melia ryssolea, 

FE Paes , SSS Bh RS Me, EP AE AE 
FTE RA BEARS EAE RE WH, FEU Le, RA AEE 

1) ZEEE BR HL (WR EVE HS) AOA IR ASR, RHA S44 aA BH Poa bulbosa 
vivipara 和 短 生 植物 (Alyssum desertorum 等 等 )。 

2) 显然 ,过 是 Artemisia-Stipa RAE we 4: 

“115° 



Spiraea hypericifolia WASHERS, 

FEW BE oe FBR HY BY) PIM, SALES AF Artemisia incana WHAM AH 

上 ， 有 时 A. incana 篇 尼 种 所 替代 ， 於 相似 的 性 聚 中 ， 见 着 芒 属 的 另 一 种 一 一 drtxe- 

misia sublessingiana, "J, Artemisia sublessingiana 主要 地 篇 石 览 土壤 所 特有 的 。 

在 攻 联 欧洲 部 分 的 范围 内 , 荡 漠 -草原 短 聚 以 犹 窗 带 状 形式 分 傈 於 黑海 和 锡 碗 什 

湖 的 沿岸 FES Seb eS (4E ae Ray AE ZO) 也 在 克 里 木 千 岛 平 原 部 

分 的 沿岸 ,在 过 些 地 区 圳 ,过 类 圣 聚 生长 在 或 多 或 少 碱 化 的 淡 栗 钙 士 和 栗 钙 十 上 ,有 

时 也 生长 在 柱状 碱 化 证 上 。 

FENG OCG a REE IBC EASE, PE) MEARE LEE Artemisia- 

Festuca 草原 和 Artemisia-Festuca-Stipa 草原 (图 24) (E. JIagpeHKo 和 H. Lecstosa- 

IHocteHKo, 1928), AAR EA, ER Stipa capillata 和 Festuca sulcata; 少 

量 的 Koeleria gracilis 和 Agropyrum pectiniforme, L457 M Artemisia maritima; 

FESPA Bie SEA Kochia prostrata, Camphorosma monspeliacum Fl Artemisia 

austriaca EB BRZ A SARE ris pumila, Dianthus guttatus, D. carbonatus, 

Eryngium campestre, Statice meyeri, Achillea setacea, Linosyris villosa,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Poa bulbosa vivipara 8, FEAR PIAA AA: Eragrostis minor, 

Bromus mollis (#83), B. squarrosus, Polygonum novoascanicum (#8), Polycnemum 

arvense, Atriplex littoralis, Bassia sedoides, Herniaria polygama, H. glabra, Gypsophila 

_ stepposa, Lepidium perfoliatum, Trifolium arvense, Filago arvensis, Crepis tectorum, — 

从 过 一 名 尔 可 看 出 ,过 圳 的 早 夏 和 晚 夏 一 年 生 植 物 是 十 分 亿 富 的 。 地 面 植 彼 很 明显 : 

由 Tortula ruralis ERS RSA AIH Cladonia foliacea 和 C. rangiformia 构成 的 

HAC A. 

Alig HR RE RM , LI ADAMS ES, fee RE Artemisia 

maritima OHS ARE xe (HEH (Sees Ae 聚 ) ASE ve it is (HEH £E Fis 5 oe 

tt ERR EA AEB, VAL HE te BY 3 5d A RR EF 

127A D-PYEAR ) , TERE AR HEB , BU LB eg BR 

FESS LTH MARS WBUCHRES EE, Artemisia-Agropgrum patiriform 

4 

ee ee eS eee eee 

— we 

BRAAMEPZNS ti, HEBER REEARE Agropyrum pectiniforme 和 亚 优 . 

PE (SUE AE) Artemisia taurica (Artemisieto-Agropyreta pectiniformis) , Artemisia 

taurica 有 了 上 时 数量 很 多 ,有 时 很 少 。 有 少量 的 Festuca sulcata, Kolerca gracilis 和 Stipa gq 

(Stipa capillata, S. ucrainica), 篇 数 不 多 的 旱 生 杂 类 草 。 多 生年 短 生长 季 植 物 Poa 

bulosa 非常 丰富 ,而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Tzlipa Schrenkii, Gagca 的 一 些 种 ) BBL 

不 多 。 不 请 是 秋季 一 年 生 植物 的 层 片 或 是 早 夏 一 年 生 植物 的 层 片 都 非常 由 富 。 

Artemisia-ACSt FS ATES ALT FA 黑海 低 岸 的 生长 ， 显然 ， 过 主要 是 和 过 

RICE BG aH BS Le —§|_ Tt ICES LAG RL Ae, 

AEM RUZ BE tH LY SR SB KE (CHMHYJIPBepHsaIHA) 有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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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ae ate Uk PER Sh LALA BR, KAMER HH 

AR) FoR PAVE bn A EE A CE) ae EY) Se 1 J eR 

ss eA AS CHP AS -7  U S F  S-S BS) 的 深 -柱状 碱 

Eb, OFS Fa HY rei (CS J aR (B. A. Kennep, 1923): MM a BR 
(Artemisieto-Festuceta) #ikh SAIS (Kochieto-Festuceta) , 

REINS - SSA, FESS EY) Pr] Ye JE Beds AL AY Be J BS FB 

〈 和 乌克兰 南部 ) , EGR LIRR IG Lat ARA Kochia prostrata WIM R 

(Kochieto-Festuceta sulcatae), 182A —-BRWRB MY. BET RA EBB) Festuca 

— sulcata Phe aKE Ay -b<BHEAR Kochia prostrata, HERM BEA Stipa (Stipa 

| weraivica, S. Lessingiana) RR DESHE MUMAE), BAREARARASS 
| Aneurolepidium (Agropyrum) ramosum, Carex zx1i1ezsigo 在 一 年 生 植 物 中 ;要 指出 

Polycnemum arvense (H. JecaroBa-IJIocreHKo，1930)。 在 碱 化 度 增高 的 生态 系列 的 

”下 一 个 代表 是 Kochia prostrata (#2) AN Festuca sulcata (hE ARM IRR 

过 楼 的 地 谋 - 狐 茅 奉 聚 ， 不 论 是 在 草原 区 的 欧洲 部 分 或 是 亚洲 部 分 的 柱状 碱土 
上 都 极 常 见 到 。 AGL, ERIS Artemisia-Festuca BR, Pin, LESH 

BOR Cha be Bel) 的 碱 十 上 , SAE ERED OPP SHE), 极其 常见 到 的 植物 至 聚 
«Ais RATA: «Festuca sulcata 十 Poa bulbosa 十 Linosyris villosa + Artemisia 

_ maritima (+ Kochia prostrata)», FE38—BBR BAND Erophila verna 很 多 。 多 

| AAR (Tulipe Biebersteiniana #1 T. Schrenkii) LARS, Wey 

Ayes eS 1 SBR AS 70 Stratonostoc commune 和 Cladonia sp. 的 个 别 革 状 体 所 构 

成 的 。Fesrzxca 和 Koleria 的 菱形 成 了 最 高 的 亚 层 (33 一 55 厘米 ) HR, AE Linosyris 
. 和 Artemisia maritima 所 构成 的 亚 层 , 最 和 后 第 三 亚 层 是 由 短 秆 植物 构成 。 在 过 种 天 

| 聚 中 ,种 的 饱和 度 是 不 高 :在 一 公 南 内 20 种 ,在 一 平方 米内 篇 11 种 (E. JIagpeHKko 和 

0 

[, Toxmay, 1933), 

< 从 乎 在 整个 草原 区 (一 直到 森林 草原 南部 ) MRL, OBOE. 

«Biko, B. UW. Bapauce (1925,1927) 在 阿拉 卡拉 加 依 草 原 (条 钴 草 - 狐 茅 - 玖 茅草 原 

亚 带 交界 的 南方 森林 草原 ) 指出 在 碱 士 上 篇 “小 草 ” 答 聚 ， 在 过 种 至 聚 中 估 优 猛 的 有 

_ Festuca sulcata var. valesiaca (可 能 是 F. pseudovina), Artemisia maritima, Linosyris 

villosa 和 statice Gmelini, BR Y je YE APBD, EGE Poa 人 P. step- 

Se Sat) #0 Koeleria gracilis, 

* FE Whe be Se SIH is, MW. M. KpareHHHHHKOoB (1925) 48H YS LENS 

2 Ro Wk ARP RIA WH EEE th BY OE Ee HL), 

Se Koleria graciles Fl Stipa #eRHOBRA—-OMGR, MRIRLA Artemisia maritima, 

_ Linosyris villosa 或 Galatella punctata, Artemisia pontica 和 Glycyrrhiza uralensis 的 

1) BS — SREB FEPRE LAVA Festuca sulcata + Poa bulbosa(+Linosyris villosa + Artemisia 

austriaca) BH. —-BRVANAY HRA HeES AABAR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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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s”, . 

HEE BRAGA AEs a es OGL A 9 a By as HA Tf ZB AE 

WAS Bt Fa AAS ) ASE (1937), FED E_L, Festuca eggs 和 Artemisia frigida 个 

(ESA) Artemesia + Festuca BRA RRR Hi. 

Te IAC BE JEL 2 AE HD 8 AE BE ATER SEF BAS I Ai FEF HB, BY 385 

FUE RETA ER ERD ZA AY DPE ARS SS BARS AA, 过 就 是 Artemisia 

frigida (在 西部 直到 筷 法 ,而 在 东部 则 过 外 具 加 页 )，4. Lessingiana (F224 Wl Alles 

ALPES EB) FI A. sublessingiana (WA he ey IA PA BRE), 

在 A. B. Wposoposcxuk, H. HW. Py6uos 和 A. A. Amurpuesa (1933) Ayr He SAY 

Wes Bae be PL Hi dB FE RB FL ae LL A Bee FB BR Hh [oe AY PS, He Ar AH 

48 Artemisia-Festuca 草原 和 Artemisia-Festuca-Stipa “A” IRAE, Taher Ss: 

9 Bis HEHE Jia Sy ee BH BB (FEF FR LL) A (BE PE) BS, 

7A 3s ES eS AR EE RR EE HT RE A BY Hh 

Ai BA, BODO & A I BE SE) 
Eig EE AS A He Ee HEB ES SO SY OE 

Pa BL SAFES at RA A SERRA Festuca pseudovina 和 Stipa Lessingianag/“FVEZ 

中 , 则 有 «Artemisia Lissingiana Fil A. incana, 42 ER SERS APA TEMA Festuca pseu- — | 

dovina, Artemisia sublessingiana, A. incana ARAN SPAMS, 

A A —  B  e h P PR SS: FEE ARE HIAY Stipa kirghiso- 

rum, S. Lessingiana, Festuca pseudovina; 在 小 秆 灌木 中 则 有 Artemisia Lessingiana 和 

Artemisia austriaca, SR Bh SERS: 在 闵 生 禾 草 中 则 Scipa kirghisorum, S. capillata, S. 

orientalis, Festuca pseudovina;fE <P YEAR PAAR Artemisia Reine 和 A. frigida; 

以 及 旱 生 杂 关 草 。 

工 . W. Hoxman (1936) #38 BRAS RL LASTS i A TEE 

BM BE js, EUS ARORA RAL, ARB Stipa capilalta 

3 + Artemisia i A-BRKERBER’, KH PHBABYEA Stipa sareptana + Artemisia 

Lessingiana, 但 在 过 囊括 陵 地 形 人 条 件 下 的 平缓 丘 承 和 不 发 育 的 土壤 上 上 则 显露 出 ` 小羽 

荡 - 芒 类 -灌木 石 质 - 草 原 大 复合 二 落 "， 在 过 种 复合 好 落 中 估 优 倪 的 特殊 寿 阁 则 篇 
Spiraea hypericifolia-Stipa sarteptana + Artemisia Lessingiana, YEAR Spiraea _Ayperi- . 

cifolia VASERRSR CS Hi TE 4rtemisie- 禾 草 植 彼 中 。 HEAP TE TEA Hi 

CATA TE HEE A — SE A, FE LL Fe AP BY BEE, EAA TR RY 

tb, AR Ao AR”, EE -BAEEIA , (HRA AREAS Stipa 

Lessingiana + Artemisia Lessingiana BH” , 

Jas Ee PGB, 7 SE Tp EB PS, ew (EA FP 

1) ARDEAR A WIRE , FED BA De FA DE Be PB Se EE ART Fe Stipa sareptana 和 S. Lessingiana, 
2) Min T. VW. Doxman (1936) A City, Ma, LAMBRA R SM, 此 外 ， 可 能 在 很 多 情况 下 ， 

PE — A SESE ALAS FR A A AS Bic RG OS ENS , ME ERS EK AS L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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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 ERE SURI HOMER, BREA Artemisia frigida 经 常 起 着 题 著 

的 作用 。 但 4. frigida isis HERA LE _L (Artemisia-Festuca-Stipa 草原 的 年 砂 生 琶 

体 )。 例 如 ,在 西伯 利 亚 的 杂 类 草 - 狐 芒 - 玖 菠 草 原 (“ 大 鄂 姆 斯 克 湖山 区 ,B. 瑟 .BapaRoB — 
《1927) 指 出 ,在 具有 砂 壤 十 的 额 尔 诸 斯 附近 地 带 上 的 Festuca-Stipa 草原 有 Cleistogenes 

squarrosa 和 生长 得 很 多 的 Artemisia frigidag “小 草 六 地 面 草 贸 化 (3arepHeHae) 是 

由 Festuca sulcata, Stipa capillata 和 一 部 分 的 Koeleria gracilis 所 造成 :也 还 有 大 量 

的 Cleistogenes (Diplachne) squarrosa, HAC Parmelia vagans eked is bw 

聚 的 特点 。 有 时 在 过 种 草原 上 散 作 着 有 uralensis» 

ZF EL PUBEAAY BDL CAI, HY OR ni FO LR -RE 

RAR EAR AAA (Pe AR EI), FAA ea a EE 

是 由 四 种 禾 草 组 成 的 ; Stipa capillata var. coronata Roshev., Koeleria gracilis, Festuca 

ovina s.1\., Cleistogenes squarrosa; 和 过 些 禾 草 一 起 还 混 生 着 相 党 数量 的 Artemisia 

frigida 和 Carex stenophylla s.1.(B. B. Pepepmatto, 1928), 

根据 A. B. Kymunona pocit ba, Zed} DAD aR AOE HEME TP  “FERD RRE 
AU L”, ARH hee USe Re, 在 过 草原 中 的 最 主要 成 分 篇 Stipa 
capillata 和 Artemisia frigida”, 

ARPA — PF Re ARE ore 1 BR A ERE, 

1) GBB PAN REARS (PRAMS AS). Ast, Pere te 

AWE hth. 
2) BASE (EBESIB, LAR Kochia prostoata, Camphorosma monspeli- 

acum, C. Lessingii ) ia SA RY ES hs EC , TE LEE ERP he ak A Hh 

3) (AE) MERA A Bt RS , 
4) Poa bulbosa 的 层 片 通常 表现 得 很 明显 。 nm 

1) RGRAY SEBS ERED Te AE A et EAE AL H GE HR) o 

例如 ，B. H. Bopowos (1913) Ze Gt WEST hy IK Do A DA i TF Bees “GS Ar- 

temisia frigida 而 植被 成 灰色 。 其 中 有 很 多 的 Carex supina, Koeleria gracilis 和 Festuca ovina’, 

FEE BIR SRA: Stipa capillata, Seseli Ledebourii (sub. S. hippomarathrum), Hieracium 

virosum, Echinops ruthenicus, Androsace maxima 利 其 他 若 于 植物 。 

草 疲 禾 草 莞 资 化 草原 , 即 蒿 类 - 狐 茂 - 列 莎 和 六 类 - 狐 菠 草 原 , 除 此 而 外 在 喻 功 克 斯 坦 北 部 很 多 地 方 都 有 记 
载 。 地 区 成 带 状 (在 粘土 地 位 上 ) 有 : 阿 克 秋 宕 斯 克 城 以 南 的 雷 勃 课 斯 克 小 区 (M. M. Hapa, 1928) , 恩 

巴 河 上 游 地 区 (M. M. HpHH 和 P. ID. PoxkeBHIU1928; 白 蒿 - 狐 荡 - 冰 草 - 殉 荡 草原 ,具有 487o 力 ?82722 
desertorum, Stipa sareptana kosakorum, S. capillata), &¥a3 | iii — WKAR BE fe HI(C. E. Kyde- 

pospckan-Poxanen, 1926) , #5 Hi mA oe (B. M. Casnu, 1914) , A fa PROT TA WE aaa ES Be 

的 草原 (B. A. Ulenyaaxopa, 1926), -EHI-E RPK SEML I (C. E. Poxaneu-Kyueposcxaa, 1916; 

“Se Ue AD”? ) , SYP HEE Rte A PUA BE EK ELT $07 ve Fie FS Te CK. Kocuacxnis, 

1916) , Ze 7% RH MR (FE HAE) PS EAL  - A A S- AA SEL) J (SES - S 
BE) AT : 4S FEEL HPA PE A E(B. II. [[poGos, 1914) , 库 斯 塔 奈 城 久 东 和 以 南 的 托 博 柄 

河和 局 博 于 河 的 分 水 界 (B. UV. BapaHoB, 1925) , 巴 两 洛 格 勒 和 巴 疗 奥 戎 山 的 地 区 (C. E. 代 yquepCBCKag， 

1914 六 由 茧 人 钙 土 草原 草 名 到 碱 荆 的 过 渡 草 原 ?>)。 地 面 送 牛 砂 生 必 左 : 阿 克 秋 次 斯 克 以 南 的 堆 艺 罕 斯 克 弛 

区 (M. M. Unpun, 1928) , 奶 巴 河上 游 (M. M. HpH 和 P. 10. PoxeBHIH, 1928), 7A 42h eee: 

es Za — ka 81 (. 中 . Bennncxnit, 1912; “四 地 草原 ”) , FEAR MRD AT ERA, CB. 
A. Kpiorep, 1927; Artemisia-Artemisia frigida 和 A. glaballa),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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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Ris eS Se 

ae ee ee Pe 

5) 5 be He i As EH (Tulipa) WUE 1 
6) 一 年 生 植 物 ( 短 生 植物 ) 通 常 比较 洒 富 。 
7) Hh HRA OMI 

8) SHR AVEA TIE RR, 
TA AMOMRBRA. ESRD AAAI, RBH ZABLE, 

BEAR BEE —e GEE, AEA STR, ARE SR AA TE, 千 果 土壤 

iP hill , FETS BBs Ot P , a AIR IG AY. 

2. FAS (BAS) ieee 

32 LA EA eR , CE Bs ER, P.M. Mon. 
JIaBCKag (1916) js HBR EY (RY al jis HAR MEAT Potentilla subacaulis, 

ja MT Hh AA PAI ALD, RB 3 BOK, A AS RE 

EWR KR ESE (HE SHED ) ‘icgoag FEEL AE VT BA ye see (sre EEE Be BS JY 

Ai Ae BERG ) : 
1) Potentilla subacaulis Se + Thymus outa pieriehiesiguias 

ESF ) 22 SE ; 

2) Potentilla subacaulis a Artemisia frigida (bP AH LSM DSS; 

3) Potentilla subacaulis + Koeleria gracilis var. stepposa + Artemisia frigida 村 

Ho , 
iS EAE RTE FO AA re, ERE RA 

Ai, HABE HTS 2 一 3 BORE ASTI BF 25—30 厘米 高 。 除 了 

SEAR Potentilla subacaulis (cop. 3 一 2) Wb, 423g —- Be PLB As Ff 

现 的 向 有 :小 秆 灌木 Thymus serpyllum (cop.3—1), BHA Agropyrum cristatum 

var. kumile Suk (cop.-sp.) ; 订 类 草 的 一 些 种 (cop.l-sp.)—Arenaria capillaris, Eritri- 

- chium obovatum, Scorzonera austriaca var. curvata Popl.; 少量 出 现 的 小 秆 灌 本 有 Alys- 

sum lenense, Artemisia frigida, >RWREREA Koeleria gracilis var. stepposa, Poa 

potryoides 和 若干 其 它 植 物 。 小 灌木 Caragana pygmaea hin Hatha. 

FEBS Potentilla subacaulis (cop. 3) + Artemisia frigida (cop.3) ,以 及 第 三 

A EE EERE AE | RP Acta I SS.) Artemisia 

frigida 形成 高 过 3 一 4 BRYN BAS ROMA Bi 20 一 30 厘米 高 。 BPA 

相 党 大量 (cop.1-sp.) 的 半生 草原 禾 草 Poa botryoides (sub. P. attenuata) 和 Koe- 

leria gracilis var. stepposag 还 有 少量 (cop. 1) BY PRAT: GEAR Ephedra monos- 

perma, /)<EYEXR Thymus serpyllum,; 多 度 更 小 (sp.-sol.) MBIA: BERRA Agro- 

pyrum cristatuw var. humile, #RABHA Carex duriuscula (sub. C. stenophylla) ; # 

类 草 有 Umbilicus (Cotyledon) spinosus (AA), Androsace villosa FERRER), 

Scorzonera austriaca var. curvata 和 车 于 其 他 植物 。 具 有 Thymus serpyllum, Potentilla 

subacaulis 和 Parmelia conspersa Wy) BS Ja” Fn _L ite BAHL] ,M. UW. Hasapos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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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 过 种 草原 存在 认 龙 乎 整个 布 里 亚 特 蒙 古 共和 国 的 河流 寅 谷 的 二 级 和 三 级 阶地 

(IRB R-tree AA IB AE). 

M. HY. Hasapos (1934) ArH Bea eA” eA bse RAI, Heke 

43: Parmelia conspersa—soc., Artemisia frigida—cop. 2, Carex stenophylla—cop. 2, Po- 

tentilla subacaulis—cop. 

十 一 . 个 荒 次 及 芒 冯 地 聚 

ME PEAY DPRKERE BR EERE, RP STR 
5c G2 (Deserta substepposa) WIP BARRE, Hee Ee et ——_ 

AER AQTETE, TERA hb PERE MOR EH 
PAA ARES A, BEE SRL EEE FL, SEALE: 1) 在 

RAL ANCE SR PUL) 5 RSG -L_L, 2) 在 各 种 岩石 的 露头 上 (图 43) 和 3) ERE 
南方 草原 范围 内 的 在 牧场 退化 情况 下 (有 时 在 芍 荡 地 复生 下 ) , 守 荒 漠 震 聚 的 退化 或 
复生 现象 在 较 篇 碱 化 的 土壤 上 ,常常 可 以 特别 地 见 到 。 

因此 ,在 草原 区 ,个 荡 漠 和 莞 漠 居 聚 在 大 多 的 情况 下 是 在 超 带 人 条件 下 由 攻 土 壤 所 
引起 的 现象 。 在 狐 茅 - 羽 坟 草 原 亚 带 中 站 荡 漠 和 荒漠 生 聚 ,通常 生长 在 柱状 碱 士 上 。 
东 且 和 生长 在 北方 后 荒 漠 亚 带 的 平地 上 类 似 的 二 聚 没有 多 大 差别 。 
MLSE LPH RES RES DALE, AERA. 
但 是 , 如 果 襄 在 较 南 方 草原 的 碱 士 上 , 很 多 植物 震 聚 在 极 大 程度 上 重复 着 ( 肇 在 

HORE, 又 在 种 类 成 份 方面 ) 北 方 千 幕 江 的 地 带 性 娠 聚 的 话 , 那 示 在 草原 
带 的 露头 上 ,我们 可 遇 到 更 特殊 的 震 聚 ,通常 落 不 重复 任何 带 状 至 聚 。 

我 们 简略 地 讨论 作 篇 特殊 生境 类 型 的 碱 士 和 露头 的 一 些 特征 。 
在 草原 区 的 范围 内 ,荒漠 ( 指 广义 而 言 ) 季 聚 估 据 着 水 生性 和 石生 性 碱 十 。 水 生 

性 碱土 就 是 起 源 来 人 说 是 和 地 下 水 有 关 , 在 碱 士 形成 前 ,地 下 水 决定 了 碱 士 的 前 身 晶 十 
的 形成 ;石生 性 碱 士 直接 在 或 多 或 少 古老 的 志 渍 化 母 质 上 形成 的 。 

对 在 碱 士 上 成 长 的 植 彼 来 人 说, 过 一 土壤 的 物理 特性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物理 特性 也 
决定 着 碱 士 的 土壤 剖面 所 分 成 的 两 个 基本 部 分 : a) 淋 深 部 分 一 一 淋 深 、 灰 化 状 、 极 牙 
松 的 部 分 和 6) 溅 积 部 分 一 -- 极 谋 实 、 柱 状 烙 构 、 强 烈 腐 植 化 的 部 分 ,下 部 通常 是 路 潮 
化 部 分 。 在 春季 下 雨 时 , 沽 积 层 强 烈 膨 胀 而 好 像 是 一 层 防 水 层 ; 过 时 ,水 分 甚至 浴 积 
在 碱土 的 表面 。 在 乾 早 时, 碱 士 乾 燥 , 沽 积 层 己 得 蔡 实 和 发 生 和 急 裂 。 趴 然 碱 士 的 溅 积 
层 是 那样 的 坚实 ,但 生长 在 碱 士 上 的 大 部 分 多 年 生 植 物 的 根系 , 正如 M. C. Warner 
(1935) 的 研究 表明 , 膛 是 能 扎 太 到 溅 积 层 而 甚至 更 深 处 一 一 到 过 底 土 。 但 是 极 大 部 
分 的 根 玲 是 集中 在 上 部 的 淋 溢 层 ( 图 27)。 

WEBLIS HY , LESS BLE BE PO OES (VR BASAL, HHL) FEARS NE P ,是 或 
LRP RUE. SEAR ASML MRRP ALE LAR 
的 生存 的 条件 相 接近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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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 ARIS OEE, 例如 , FES ee Se Ch 
Auta ) (ESR PM Fi) AE Hh SG AEE A, ACA AE bide Pr ies es CE PR 

FIA TEM GEM) Baa RERAKS BH, a ue ie 

FORA A a, A BEE EK PRCA ehRRS 

7G VERSES), HEB DSB EEL WL, WEE Pe A 

的 岩石 露头 等 等 。 

山区 党 石 露头 上 的 植 彼 的 一 般 特 征 是 具有 特有 的 种 类 成 分 。 

在 俄国 植物 地 理学 文献 中 ,对 亦 和 白垩 露头 植物 区 系 人 引 起 了 特别 的 注意 ,到 一 植 

物 区 系 充 满 着 无 数 的 特有 种 和 很 多 具有 制 裂 分 售 区 的 植物 等 。 | 
大 部 分 的 学 者 (其 中 心 UW. V1. JIarBHHoB 和 坊 首 ;1890 ,1902,1927 ) 都 说 明了 过 一 植 

物 区 系 的 残余 性 。 在 目前 对 於 过 一 流行 的 观点 持 反 对 看 法 者 的 则 有 B. HM. Tannen 

(ti896,1897,1905,1913) ,他 积极 地 蕉 广汉 一 植 彼 的 人 篇 ( 伴 人 ) 起 源 " BYE, B. MU. 
Tannes 在 其 无 数 的 著作 中 竭力 企图 首 明 白垩 露 郑 本身 的 人 篇 起 产 ”， 和 与 白垩 露 藉 

有 关 的 过 一 特殊 植物 区 系 的 人 篱 起源 。 他 认 乱 过 是 外 来 植物 区 系 。 

在 目 RO, AA) BEA EAA RE, 大 部 分 的 白垩 露头 就 其 起 产 来 说 是 筑 人 类 活动 有 

需 :森林 的 消减 ,坡地 的 开 允 , 牲 冀 过 重 的 放牧 等 等 。. AS HA KAMER LEA 

关 的 草 装 的 消减 和 随 着 发 生 的 侵 鲁 过 程 的 发 展 , 和 结果 ,出 现 了 纯 和 白垩 。 但 是 同时 ,和 无 

EM, LARS BERANE A AIBA”. 
在 文献 中 已 经 指出 , BBW EK Mie 2 ER (4 A OY AG BL 

种 ) EEA SMBH EE (CM. UH. Koros, 1928; T. HW. Monon, 1938), M. UM. 

Kotos 34: “--+--- eM Se AeA SEM Hyssopus, Artemisia salsoloides, A. hololeuca 

SF A) Fl SEA Re «+ fEje— AZIM BES. Ae LB 

型 。 过 些 最 高 的 露 状 具有 最 陡 的 坡 。 上 面 白垩 易 露 出 ,在 坡地 的 下 部 ,我 们 找到 很 多 

和 白垩 泥 灰 岩 和 自 垩 碎 石 "。 在 过 种 高 露头 的 脚下 通常 有 河水 流 过 ,在 小 水 时 ,河水 上 涨 

到 过 些 坡地 。M. VU. Koros 把 过 些 高 露 郑 也 理解 起 自然 的 露头 。 

我 们 把 过 种 高 白垩 露头 看 作 科 本 侵 鲁 的 地 块 。 过 些 坡地 线 相关 河流 高 得 多 ,有 

利 庆 侵蚀 作用 ,河流 是 坡地 侵 鲁 的 基地 。 我 们 把 白垩 露 头 的 植物 称 需 新生 植物 (Kepa- 

pophyte) (H. Simmons 的 术语 )， 宛 们 生长 在 移动 的 白垩 露头 基质 上 ， eae! HAA 

fe th REE, PSL, ER ECR PP ,发 生 了 年 青 的 一 一 人 息 露 

GR, 在 相应 的 生 荡 草 种 子 发 产地 Ca AHH) 的 存在 下 ， 人 和 起 露 郑 生 长 有 典型 的 植 

1) MASSA a HA Be B. M. Koso-IIomqgHcKHE(1931) 的 著作 。 
2) 在 竹 种 情况 下 , EEE AES SET , YE eH PW RAE 

3) FARA WL MARSH ARE ES GEA, PIA, FER REA 

PIRES) BAST PAS. i — A LS CORRE) Ee Se HE CE EK) WY BE i 

Pri; ET BASE, BARA BA. «ME Ro peer (最 近 的 150— 

200 46) FE ve PA SB ERENT TM Pea, «WS, PF ee Ek BR HE A 

72 BE ELA C AUS BAER, SAS a A BRON, eT 

Fete LES HA A BRA A EC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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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白 本 植物 ”例如 Thymus cretaceus, Hyssopus cretaceus, Matthiola fragrans 32% , 

HESASRRMEA WSS MOM Ree. Alt, wees eR, 

於 其 部 分 人 篱 起 源 问题 的 提 法 是 恰当 的 。 EREDAR AA, CAE S ABA 

和 石灰 岩 等 等 的 露头 起 源 问 题 的 情况 下 , 那 末 其 自然 起 源 当 然 是 无 疑 的 。 a EE 

上 岩石 露头 的 古老 性 筷 穴 、 冠 洞 、 矿 宫 、 晴 和 角 和 和 宅 孔 等 特殊 的 风化 形式 所 钙 实 。 

在 伐 述 了 草原 区 和 印 转 内定 荡 江 和 苞 漠 有 二 聚 的 生境 人 条件 以 和 后， 现在 将 直接 诗 论 写 

个 的 一 般 特 币 。 

“Pore Ge (或 草原 化 - 荡 漠 的 ) SER AE SEER A EA ae WE 

fi BE BS, TACT ALAR BESS) Ae AGAR HE id EIR BS EA IT 
Fe Jia [ae FP Se BR Be EZ —-FKochia prostrata 和 Festuca sulcata 

FAYE (Festuceto-Kochieta prostratae), H. A. [ecamopa-ILocreuco (1930) 和 M. C. 

Hlanbt( 1938) Shs PM eae a AL ss EPR ET At, M. C. Want 报 

sy SBR PARE. 

Kochia prostrata + Festuca sulcata@ ss (fal 25 126) 3: BEBE Ete aa PURE FO 

Kit EM, Kochia prostrata {heh ; HbR hails )BEKEHM, BS 

JET Hebe ; BE (FE) ABE 30 一 40 多 ;通常 还 要 少 。 DSARRMS EMS 

花 时 可 以 看 到 三 个 亚 层 : I Bale (20 厘米 ) Festuca sulcata 的 花序 ; I al (5—7 

厘米 ) Festuca sulcata WYRE; Wake (2 一 3 厘米 ) 

sulcata 的 生长 相当 不 良 ; 草 闵 不 大 \ 矮 小 ,其 大 部 分 不 开花 。 在 草 半 禾 草 中 , 除 Festuca 

Dn. , ie Bes SB I SEE. Poa bulbosa Bit ee FEAR EEB RH, Carex uralensis 

AS. HERA (Erophila verna, Veronica verna, Alyssum 的 一 些 种 等 等 ) 

的 层 片 以 及 晚 夏 ( 春 性 ) 一 年 生 植 物 (Polygonum novoascanicum, P. aviculare, Bassia 

sedoider) 层 片 是 丰富 的 。 由 Tortula ruralis 构成 的 苦 莓 地 丢 也 生长 得 很 发 类 ,通常 覆 

盖 地 表 过 40—50%, 
M. C. IJanpTr (1935) 也 提供 了 极其 有 碍 趣 的 资料 。 过 些 资料 是 有 关 过 种 堆 聚 

Kochia prostrata, Festuca 

me? sus 9 Ww ee me Cake ‘ 

Pa 25 PFE RAVE (Kochia prostrata + Festuca sulcata 

SH). MERA. Me ems-2g Am CER M. C. Wann, 
1938), 1—Kochia prostrata (/}\4E PEA), 2—Festuca sulcata GRA 

HL), 3—Carex ucalensi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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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 Pa. ie RAR AREA AHP Be EC 27), 

M,C. IUarar (1935) #655 JAE Ha 96 AE ES RE AH 
(Erophila, Veronica, Alyssum) 的 根系 所 形成 。 Feriuca sulcata 的 根系 形成 根 第 二 层 根 
层 ; 湛 根系 扎 进 溅 积 层 和 溅 积 层 以 下 的 小 部 分 二 壤 , 但 是 悉 也 不 能 过 到 如 在 黑 钙 士 上 
那样 的 发 育 程度 。Poa bulbosa HARA (RAS MM, ABEL MANE ABI 
fake. WRAL st — se AH ko Polygonum novoascanicum 和 P. aviculare 

的 根系 也 局 认 过 一 层 ， 但 没有 那样 明显 。 天 ocpie prostrata 的 根系 则 属於 第 三 层 , 根 

通过 溅 积 层 , 一 直 锐 到 母 岩 的 很 深 处 (经 常 超过 1.5 一 2 米 )。 
M. C. Iamprr 也 谈 和 到 过 一 天 聚 在 营养 期 内 的 季 相 的 更 替 。 

1) 早春 (3 月 一 9 月 ) 季 相 。 一 年 生 短 生 植物 和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天 花 : Bro- 

phila verna, Veronica verna, Androsace clozgata，Gageza 的 一 些 种 。 

2) 春季 (4 月 一 5 月 初 ) 季 相 。Poa bulbosa vivipara 的 生长 (放出 SEER) 和 
Carex uralensis 的 开花 。 

3) 毒 - 夏 ( 5 A)ZAAB, Festuca sulcata PATE, 

4 让 夏季 (6 月 一 7 月 ) 季 相 。 夏 季 枯 黄 。 

5) 晚 夏 或 夏 - 秋 ( 8 月 一 9 月 ) 季 相 。 开 ocpe prostrata A: fe, 

6) 秋季 (10 月 一 11 月 ) 季 相 。 植 彼 死 亡 。 遵 座 革 闵 越 冬 枝 的 形成 多 年 生 植 物 和 

| 务 性 一 年 生 植物 的 籽 苗 出 现 。 
-因此 ,从 上 面 可 看 出 ,植被 质量 上 最 大 的 发 展 是 在 春季 和 春 - 夏 时 期 ,过 时 植被 的 

物质 主要 有 是 由 Poa bulbosa 所 组 成 ;Carex uralensis 估 赦 小 部 分 ,Fesxacea 估 的 成 分 最 小 。 

在 草原 带 (直到 森林 草原 的 南 综 ) 的 柱状 碱 士 上 , RASA AS Artemisia maritima 

AH Le eA ERIS DHA AIR, RE, HT BED 
PETER Artemisia WRARA IM Festuca HRAED. 

Sue RR PFS ay a ts HEM Sp —- 7 RE HB, 

FE BARTER UU ERY) G6 EA PS, AR ARS J A, ZED bh, 5 I 

Hi Artemisia maritima stepposa Keller 和 Festuca Br Fs BG HI ZEZR 0 RJR AA, ja te 

EDA IBAA RAP AY, ku , Kochia prostrata, Pyrethrum 

 achilleifolium, Areurolepidium ramosum £%2, 

Ele He ITE EA PUB AS, TB) Festuca -Stipa REEMA ED HS 
RE GHER B RG b, AR Pea (AERIS Artemisia incana) 

(Festucato-Artemisia incanae), Festuca ARREARS BH (BAKE ARERR 

a 主 的 性 质 ) 和 Artemisia incana BAR, ERY Artemisia incana DSL AEM PLEA 

少量 的 小 秆 灌木 ,如 ， 开 oc2za prostrata, Camphorosma Lessingii, Artemisia frigida 和 

i BREE ig A Artemisia pauciflora, MEM a-OAFE RMA, A Acriplax 

; cana, FERAL BT BES SL, ISL ~Koeleria gracilia, Stipa sareptana 

ASS ERE A: LE) ; 疏 装 禾 草 种 中 ， 则 有 Elymus juncens, MERA! 

有 Aneurofepidium ramosum;, SAAEMEXIRL AIAG Lynosyris villosa 等 等 。 藻 类 -地 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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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Parmelia vagans, P. ryssolea, Stratonostoc commune) {({#RWHH BSJe th AM 

FAFA BSR, Hi WR HE ee tS EFS 10 —15 厘米 (A. B. IIpopopoBcKIE 等 等 , 1933), 

Pore a eR LE a A Of ek, FE PE SL A (Festuca | 
pseudovina, Stipa sareptana, S. Lessingiana, S. caucasica 等 ， 其 中 还 歼 加 了 相 党 多 的 

FARE), AREA HN BRR (Festuceto- Artemisieta Lessinginae, Slipeta-Artemisieta 

Lessingianae 等 ), 估 有 优 雪 的 是 Artemisia Lessingiana, 

在 狐 蔗 - 玖 菠 草 原 亚 带 南部 的 哈 莉 克 福 

Sk Hh ae , 於 相同 的 土壤 人 条件 下 ,也 有 相似 的 于 

聚 。 只 是 Artemisia sublessingiana 代替 本 

A. Lessingiana (A. B. Wpo30popcxuh 等 ， 

1933), je tUe Ri IiMEL-BESTR 
的 具有 Artemisia Lessingiana 和 A. subles- 

singiana a, -PBREAR, HEHE 

FS RBA Ale HAR Lia; FA ae 

fe Ais SS he ST ESB, 

ZF [Fe] Ws Ee FB RAB PE 1B Fl) Be 

FAIS A RE RR, 小 个 灌 木 蕊 -4rxemisia We 
frigide COMER EE MM LE I y ELE 
HLL PH A EE, lal 26 “PEGE ZEAE (Kachia prostrata+- 

ETA, TF Festuca sulcata BATRA ATEISAE 
exe FE, BS 0.25 平方 米 。 土壤 一 一 杜 

Tit FR APY FS A SE AR a ato — PREPS 驮 碱 士 。 Teme AEE (根据 M. 
HR C. IIIamplT, 1938), 1—Festuca sulcata, 2 一 
ASO 

Kochia prostrata, 3—Artemisia austriaca, 

ko LP wt , Ne- BES PRA FE 4_Carex uralensis SRA AEE 

荒漠 和 荒漠 性 质 的 符 聚 通常 是 发 生 EE BRA 
草 粮 禾 草 震 聚 的 地 点 上 , 由於 放牧 所 引起 的 退化 作用 。 (AAR Are a aE 

的 一 个 阶段 出 现 。 我 们 来 讨论 一 下 下 面 的 例子 。 .正如 前 述 ,在 锡 马 什 湖 岸 的 碱 化 栗 

Sit bk, eS - OSA Eke RRA RI, AS, 在 过 些 禾 草 中 混 生 

有 大 量 的 Artemisia tauricag FER HeHHL, SHAR (Agropyreto-Artemisteta 下 2 全 

Festuceto-Artemisieta tauricae) 有 广泛 分 休 ， 其 中 ，4rteazsia taurica {EfEA, WR 

或 少 地 混杂 有 烤 生 禾 草 一 一 Agropyrum pectiniforme,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racilis 

ats FE/DP REAR, HS Binie SWAG Kochia prostrata, Camphorosma monspe- 

liacum; TERERG RB, ARES ta Statice. sareptana, S. tschurjukiensis Klokoy, Linosyris 

1) 3aBeHEse de M. VU. Hasapop (1934) preity REPS Ay “AB-AR’, MOMs 
Artemisia frigida, #HepxtAq KA MGB RM ——Festuca ovina s.1. 和 Poa botryoides (sub. P. at- 

tenuata), WIA ERR, Rh MA T. U. Monnapcnan (1916) 425+ A One AS 3 eT 

描写 的 Artemisia frigida + Veronica incana #3 (JtsAPKAKN Koeleria gracilis var. stepposa 

和 Poa botryoides Bji\(sub. P. attenuata), WIR Artemisia frigida 十 Androsace villosa Bi, FE 

je ear +thAy Koeleria gracilis yar. stepposa KMHLCH ERB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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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d 

f prostratag Att, }<FREK/E HES. 

villosa, Medicago falcata, Serratula xeranthemoideso Fi ¥E 0 

| CH 禾 草 中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Poa bulbosa 也 非常 册 富 
IH (图 28) s ERE AS EARARS BOA Tulipa 

[ JHP 2 Schrenkii, FBX BMH Ko, — TEA 

IPK 

PK 

8 

植物 层 片 中 有 早春 植物 CAyhsdien desertorum, Lamium 

amplexicaule), ARAB Hy (Lepidium perfoliatum, 

Bromus squarrosus, B. tectorum, Anthemis ruthenica, 

60 

: . Crepis tectorum), AMR Shy (Bassia sedoides, Petrosi- 

he ang Santee monia triandra) ,4E (KER FS BERRA Stratonostoc 

BAER RAMS commune 和 稀少 的 小 整 状 的 Tortula ruralis, 根据 ©. 

fio 阿 斯 次 尼 亚 - 漠 蕊 禁区 CR ”JJIesHHa 和 M. IIlanmprr 的 料 计 ,在 过 种 蒿 类 符 聚 中 (种 的 
据 M. C. Want 和 A. 五 . 

Kanmeixona,1935), 深度 以 厘米 ”数量 ): 主要 成 分 一 一 27 一 43 多 ; 混杂 成 分 (一 年 生 植 物 ) 
ti a ania A. 了 ____ 1726 % ; #E#= ~(copaHKu)—— 17—26%; {BAK 

; Fh ( SBE a ABUT BAe eR A BH —— 3 — 
5%. 7A he FE a MERA eH LAY BIER Artemisia taurica HRM BRED RE 

了 一 年 生 植 物 和 Poa bulbosa, A Hb, je EAE PE, BSBA 

BR, BERS TSEHBeR PAK, KREMER UBESH KMS 

MSE RMB”. . 

FE GRP CR Ae aE FE bP ASM (Artemisia incana 和 A. pauciflora) #6 AM 

ERSE A RBI 3S — BLS OL. TP. Buneuckuit (1918) 在 伏尔加 河 下 游 北 
Gh FEET Fs Se) Tae BE, UW. B. JIapaa 和 T. ©. Tuxomuposa (1927) 35 hr 

Mire se I, FESS ASS (特别 是 在 碱 化 士 ) 上 的 强烈 放牧 影响 下 , 在 

Stipa capillata 和 Lessingiana 44 (Ay & J PEEL _L, ASE A“ Artemisia incana” 

15 BESS AER ; FENG EEG ES “ER” EER BAER Artemisia austriaca”, TH. 
Bplcorgr 痢 (1915) 在 耶 耕 根 尼 早 就 描写 过 相 类 似 的 现象 。 显 然 ,在 强烈 放牧 的 草原 生 

荒地 上 (在 少 杂 类 草 的 草 闵 用 草 地 聚 或 茵 类 - 草 闵 禾 草 尾 聚 的 地 位 上 ) ,由 小 个 灌 木 荔 

上 类 佑 优 细 的 年 荡 漠 达 聚 的 形成 主要 是 狐 茅 - 玖 芭 草 原 亚 带 南部 所 特有 的 。 

我 们 可 以 过 榜 来 悉 结 上 述 牢 荡 漠 ( 草 慷 禾 草 - 小 个 灌 木 ) 驮 聚 的 特 币 : 

1) BRE HPA, 通常 是 Artemisia 的 Seriphielium 族 的 种 类 和 Kochia 

2) 运 些 短 聚 的 经 常 成 员 是 草 六 禾 草 一 一 Festucza，Sziba 的 某 些 种 。 
3) REARS SG SORA Re eT SCA AS SM RES 

1) BAERS ICT WAR A Artemisia taurica 的 禾 草 - 藻 关 有 王 素 都 是 次 生 的 。 在 车 竹 - 禾 草草 原 中 
ARACEAE, A BAP aS (例如 , 我 在 过 人 自 区 的 库 尤 克 - 土 普遍 上 就 见 到 温 冰 草 - 功 对 

Fe (RATER AY ARABIA SR. AR RE Lb) BPE RE-BIAER CArte- 
misia taurica + Campho rosma monspeliacum) , 

2) 3 aA” PE Se , SE F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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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Carex uralensis 等 等 )。 

4) Poa bulbosa A: Fey% 

5) 其 他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物 (Tu2ipo) Aa AR o 

6) 不 论 是 春季 短 生 植物 ， 或 是 在 很 多 情况 下 的 早 夏 和 晚 夏 的 一 年 生 植物 也 亚 

Bo 

7) HOA FNRI +B. 

8) EPRRBRE A HRSA, AAMAS oR, 休 眼 期 是 在 

最 热 和 最 乾 旱 的 月 份 一 一 6 月 一 8 月 。 

机 MV No 4 

Se 
Ft 

WG aren 
if RVI er if 

Eat me 
图 28 Artemisia taurica (itt AIBA BZA 4BE REM (Poa 

bulbosa) G1 WS ARORA EAT il WEE EE , BAT RE -G 
MAR. WK esr PHEA: 1—Artemisia tauricas 多 年 生 短 生长 

foruns: 5—Trifolium arvense; 6_-Vieia tetrasperma; 7—Brodium cicutarium, 

(中 . 5.Nonosns 原 图 ) 。 

牢 荡 漠 聚 的 经 济 意 义 不 大 ， 尤 其 是 它们 在 草原 带 所 估 的 面积 一 般 地 癌 来 相当 

地 少 , 因 篇 吉 些 生 聚 通常 仅仅 成 篇 植 彼 的 复合 驮 落 中 的 二 航 成 份 , 过 类 二 执 成 份 主要 

地 是 禾 草 天 聚 和 葛 类 - 帮 草 短 聚 御苑 漠 替 聚 可 以 利用 作 篇 放牧 。 同 时 ,可 以 把 石 摘 什 

荒漠 利用 篇 冬季 牧场 , 因 篇 雪 通 常 从 石 质 御 荡 漠 上 丢 吹 向 低 塞 的 谷地 。 在 平地 的 牢 

HBR AMR, SETI RYE AY Poa bulbosa vizipara， 过 是 一 种 良好 的 乌 
料 植物 ,可 以 割 篇 加 草 

ARERR ABR, 苞 效 性 聚 在 草原 区 估 有 的 面积 比 什 范 并 短 聚 更 少 。 

它 全 主要 是 碱 士 (柱状 千 es 和 各 种 岩石 露头 所 特有 。 

首先 来 讨论 和 与 碱 士 有 了 关 的 蒿 类 范 江 二 聚 

Festuca-Stipa 草原 亚 带 从 瑚 河 起 一 站 向 Hz Bal AR LY , AE ee AS (特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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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 Be AS SAP re CAE) AE ME LAAT Artemisia pauciflora Tei RK FE 

hee ih, mREREARE Rt LM kh,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OME ze 

间 的 碱 湖 或 嘱 湖 的 两 岸 (A. B. IIposopoBcKIHE 等 ,1933)。 在 过 一 亚 带 的 南部 ;我们 

经 常 可 遇 到 Atriplex cana BRR, Anabsis salsa BREF Nanophyton erinaceum 7R 

或 范 漠 型 的 娠 聚 。 然后 ,在 白 蒿 - 狐 茅 - 羽 荡 草原 复合 短 落 中 ,在 结 皮 碱 十 上 ,有 时 可 

遇 到 不 混 生 有 草原 六 生 禾 草 的 纯 Artemisia incanae BRA 29)。 

外 一 篇 专著 

BRAS 3S LENE eR Ee SE 一 章 (过 是 指 本 荣 集 一 -- 雁 联 植 被 一 一 中 的 另 
愤 者 ) 中 话 细 论述 。 

我 们 在 过 囊 来 讨论 一 些 生 长 在 露 关上 的 那些 范 漠 生 聚 。 

国 , 鸭 : 国 : A): (> bel 
7 fal 29° SEE GSK [- riemisia incana 

_ (+ Psathyrostachys juncea) #38] iyi skmM 

植 冠 的 水 平 投影 图 。 土壤 一 一 千 皮 碱土。 岛 
BBW ALBTR. 1936438 月 6 日 。 1 一 
Festuca sulcata, 2— Elymus junceus, 3— 

Artemisia austriaca (E/\\ BEM), 4—Ar- 

temisia incana (〈 死 植株 的 植 基 和 植 告 投影 ) ， 

5—Kochia prostrata, 6—Parmelia ryssoles, 

对 Festuca sulcata, Artemisia incana, Ko- 

chia prostrata 作出 单独 的 植 基 ( 训 圈 ) 和 植 冠 

(外 圈 ) 的 投影 ;其 他 植物 种 表 喜 出 植 基 和 植 冠 

的 一 佰 粽 合 投影 ,而 壮 际 上 过 两 个 投影 是 相 吻 

合 的 。 

E. M. Jlappesxo 和 给。 

FE Fo D0 FA PS BE ORF BG Ee PK 

Fh ASCP, FER AS MRA 

Rtas +, BRERA BH RAR, 

HES ie EUR URSA, Pree 

ARS FAS RR OS 2S Bt ERB Artemisia 

Lessingiana, A. sublessingiana, A. frigida 

(RSENS AIMED BE). MA 

Ate A Eh A EAI IZ Be 

ARERBIMNABBR (Artemisieta Lessingia- 

nae, A. sublessingianae, A. frigidae), jet} 

72 RARE RY , HOE EA Ko 

ti a is HEAR A) Ce ) EB 9 

BIEBER SEAR, ie PEAR A AG ES 

RSM PRRBR, AEE 

He EAT , ALL HE — AE, 

FEAP eR RR Hb Lb , ATE Be A 

DX MA OFA BR, BUG GE 

Are node dh EUR BIS: WY Ae ae BE AEH 

烈 : 1) EPR AS TR ah sei AS 

AR, 2) FE L—_AB-BMF ce RB 

FR, 3) SH T Bh AOL —— SB -- 

AEA TARP, eS LT ey 

FETS ASB) AE RE aR AE SH Pill eB SE SE EL HE FH 

PM; Fen FAY 2 ee BSS Aa oe AY) BE SA te 

> AB i eee SSE A ARE 

1) 过 一 演 蔡 的 动力 是 外 因 的 同时 也 是 内 因 的 。 丘 陵 顶 部 破 ! 的 通 程 对 丘陵 植被 来 说 是 外 部 的 肖 程 , 它 况 定 
BS SAAB i FI AU DE EE ESE BE Pi RS SE LA EE BS HG BE, DEPRES OS 
Pee PO ERAS | WES HABEAS St FE LES EY BES , EO BS Sa 
F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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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FE AR PAC ay ate CE ARAB UNAS > , SOs OA, ESE A ee 

Ree, FERS EA RO RRMA De! Hele 和 ESE 

Bb Ast i Bie, SEDER 
seb Mis th, V. H. BercorKHE 23064 eR Hb ARE (1915), eR 

RPI Ih) Se PALA BT EE a, HER T oe WH RA PE ee 

Fills eR ee ES 

他 过 楼 写 道 〈[. H. Betcouxnii, 1915): “Pilla, Thymetum——TEdg OAS A EA 
FORE REE A ee ea eR LAR, SSMS Ah 

fs SA ECFA ETZEL (Thymus, Satureja, H yssopus, Zizyphora, Salvia, Scutellaria, Stachys, 

Teucrium) feBGh i EAM MES EEA”, Wig a: “Artemisietum 

CED AF sre ae Fre es Feo Se ik) EKER AS AE Thymetum 和 Salsoletum 之 间 
SAE” (TC. H. Betconxuli ¥f Salsoletum PERE BALE y-Salsola BR), 

Ke wath, B. M. Koso-Ilonauckuit (1931, 1934) 显然 地 下 没有 受到 VT. H. 

Beicouxni W388, (hee LARC ABB 

也 不 能 不 提出 A. H. Kpacuos (1893, 80 页 ) 4S ARS NET 
fey PAE Ses LARA ELL, CEAPERKAR, EHP RAR A 

UR HEE AERA RTE ih 9 eh USK , UE EAUAS OF , BHAA BEA AEA 

RISE ey JR BS, TE HE AY EAS Hae ee Jk AR, ES Fd FS 

7) FR BEA AS B Peet, AR A BEAR REA Xerofunioi W483, FE HE 

MAAR, BA Xerofunioi*®, A. H. Kpacnos 的 锐利 眼光 在 白 于 露头 植 彼 中 发 
现 二 个 基本 特点 :第 一 , TER SER PPE ES, 其 次 在 白垩 露头 天 聚 和 地 中 海 

By SE Be FA AER AE A. THEA REI I Ae 

似 性 ;而 且 也 可 谈 到 植物 区 系 发 生 上 的 接近 性 (B. V1. Taames, 1905; E. M. Jlapenxo, 
1932; JI. A. CMHpHoB,1934)。 4 

ia i, 在 草原 区 的 露天 上 ， 可 以 遇 到 由 草原 用 条 到 荡 江 夺权 的 一 切 过 渡 型 。 

这 一 切 都 决定 於 土 壤 形 成 性 的 程度 。 

由 套 篇 幅 所 限 , 我 们 仅仅 来 讨论 白垩 露头 的 植被 。 过 种 植被 主要 分 做 在 顿 河 及 

HEY eS Kiem, 在 伏尔加 右岸 , AIS KR ER AK BD EI AD 

SBAN PEE , tL UE Br EIN 

在 纯 和 白垩 地 上 , 我 们 通常 遇 到 整个 系列 的 喜 侵 鲁 植 物 ， Te AEE Se DR Hh 

成 篱 或 多 或 少 克 于 的 植 破 。 下 烈 和 白垩 特有 种 表现 篇 最 明 题 的 喜 侵 鲁 : Silene cretacea, 

Matthiola fragrans, Hedysarum cretaceum, Linaria cretacea, Scrophularia cretacea, 

Hyssopus cretaceus, jee A BSA La MARIE. EMZE 

的 数量 关 傈 也 是 相当 多 种 多 榜 的 ,中 然 其 中 Hyssopus cretaceus He's (if (Aysso- 

1) 天 藉 守 物 区 系 和 关 页 白 至 嘉 站 植被 存在 戎 大 量 的 女 献 。 和 后 者 的 文 页 则 比较 的 少 。 但 是 ,但 过 些 著作 的 天 | 
部 分 是 属 撩 本 世 绝 最 初 的 十 五 年 中 ,因而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已 猎 陈 但 了 。 目前 ,我 们 类 乎 从 没有 能 符合 现代 | | 
地 植物 三 客 方 法 水 平 的 白垩 露头 植物 众 取 的 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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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i’ 

Me 

ARIAL 
7 

| P peta Pretaces) « ALAR SS Artemisia hololeuca BSKAHESC Re SAN 

{BRIS ERAS, Artemisia salsoloides AUTZ REE A MARAT AREA RIZE, A. salso- 

loides AES HB Ye 2, LA IS Miah, (tet a Seth bee ay 

q 植物 。 在 由 过 一 种 Artemisia MRWARP, MEEA T _EAMAVRS WA Gis 

BMI MAP), Te Bete AAR RL , ES REARS (Festuca sulcata, stipa 

c capillata 等 等 )。 因此 , 轻 常 出 现 件 车 漠 型 的 蔓 类 天 聚 (Artemisia salsolides + BAER 

2%). 
Thymus cretaceus {h(E (Thymeta cretacei) #29 Se IR LAA RRRIZ AY 

| Sti. BMRA LER LAR, LER MER RMSE RED 
| PLE EAM, ARSE AI). 

Ais HAR, SDSS Rae Oi 

BERS Lat ASE (Ayssopus cretaceus, Artemisia hololeuca, A. 

. salsoloides, Thymus cretaceus) AED, FDPIR, Lea AZIAER ES 

露头 上 的 典型 植物 > Miku, Silene cretacea, S. supina (AiR MeO es58), Astragalus 

subulatus (472A IA AS EA), A. albicaulis, Helianthemum rupifragum 等 等 。 A 

于 露头 上 的 其 它 植物 大 部 分 是 属於 草本 灯 类 草 关 。 在 白垩 特有 种 中 ， 也 有 不 大 的 灌 

Genista cretacea B. Schischkin。 3 Se MRA, KAAS 

生 禾 草 ) 很 少 是 典型 的 ;可 是 在 白 BEA A eB SEAR GAREY Festuca cretacea 
Czern., $242795% Koeleria Talievi E. Lavr., Agropyrum cretaceum Klokov et Pro- 

kudin), (HSH RABE SEERA PERRET. 一 年 生 植物 

FMR PH Be “LIE” SE WR," AE SL 
ABA. | 
HLL A HE EAR TEE WOR RE, EPA FP Ae EE eH 

BE. th CREAR KSSH, SMT ALA 

十 二 . BREE 

FRYE SE (Aestifruticeta stepposa), ARULID ERS ERB”, 是 草原 区 上 面 

APs BA, EPI SLE EA ee A, TEE REALS) i FE HT Ba FE 

aDAR eh ss HM Hh, Alb, SRERARES RE MRIS lh, 西西 伯 

AERC HHATSERE PS (B. VU. Bapanos, 1927), 或 是 德 副 伯 河和 莫 洛 奇 秽 雅 河 间 的 黑海 

UE Fe) EPR EE MER) : 

FE JLYE Se 28 FR FE RR ER DNER DARK Se SSS, TE 

Py BUSS Hii FEMS te) SCE, WEE EER SE RL EY \ 以 

1) B. HW. Bapanos (1927) 便 释 把 阿尔 秦山 的 册 艺 区 生长 有 大 量 洪 装 的 地 区 到 分 篇 特殊 的 地 区 ，BapaHoB 
hE is “BT NUR AE RAE ae. 

Bim SN se SE UK pS AN EF: Lonicera tatarica, Rosa acicularis, R. cinnamomce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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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 A RE Le, FE EET BIL ER (BL sh th BLE AR 

7 Je RE AR A, REA RE PERE, TRA HB AE A CB dn, 

Prunus spinosa, Cerasus fruticosa, Amygdalus nana, Rosa 和 Spiraea WJ—-YE#R, Ca- 

ragana frutex 等 等 )) 有 了 时 带 有 轻微 的 早生 性 (早生 中 生 植 物 )， 如 ，CyU5U5 rutheni- 

cus, C. borysthenicus (STEM Jk BRUNER ADH), FEE LES FETE (Cytisus) 

KS fe bee REE, ERE REA SRI A 

AP HR ( AE i 4), Bild, Caragana mollis (ABBR) C. grandiflora 

(ASSES SERA EE). REIT, Ha Pe AL eT 

特有 。 

草原 治 装 中 大 部 分 种 类 具有 过 样 的 中 生性 的 原因 ， 一 方面 可 和 从 草原 兴 木 适应 的 

那些 地 形 生 态 人 条 件 ( 即 包括 冲 兆 、 寺 兆 、 铁 谷 ̀. 思 地 和 的 底部 或 坡 上 ， 那 对 刘 度 条件 有 

RAMEE) 来 理解 , 另 一 方面 则 和 从 根系 的 特性 来 理解 。 灌 木 根系 当然 比 草本 草原 

HM MARR BRK, TERE MPSA MAM SKS IRA REHM, Pea 

HEAR (例如 Spiraea hypericifolia) YS AME FITS Mth ERR, BABA 

“Pitt Ro 

BPI AR at ais — PAR SEAR a Hs AE) I Hi 

Spiraea crenifolia C. A. M. (BREE AJ AG) ELE Ee PES, AR 

FSAEAERG (Spiraceta crenifoliae), 在 草原 区 从 西西 伯 利 亚 东 南部 起 (从 和 匈牙利 起 ) 到 

阿尔 泰山 广泛 地 分 佑 着 , 向 南 进 展 到 土耳其 斯 坦 山 地 ; 以 及 高 加 索 , 蒙古 和 中 国 。 主 

BEE BR PK ES Ji FERS I HA a Jk A 
S. hypericifolia L. (BREE EY J) LB AS JE SE IR & (Spiraeeta hypericifolia) | 

MBS, FEAR EE SD SLB) AEA AE). ERAS file , 

"EE FA i, 2 SE Fa BA PB Oe; 以 及 在 克 里 木 和 高 ， 
TM Se ESE oe 77H LL He , FE 7 GB BRIG A eH BR BP HR 

S. media Schmidt #578 (A Fl Ge ee PMs SUH. EM i Ee LTR SS 

ACHR , 1A Fl) Be (GE RERS tn Bi) FS Dr A), MES BY Zach, SETS ALA, KW, SAL ; BG PT 

后 Sy pte A ZS Fil, TK i, A el AAAS EP Es LB, 

S. aquilegifolia Pall. (S. thalictroides Pall.)?, ESL ADI SEMA SS 

— HEE eS ALR CGE BS eG Fh) Be ES EB, . 
Prunus spinosa L. (FRR FRE RPE) ES REE BIR (Pruneta spinosae) 

FERRE —— TEAUN ER AB Al eb BS A a BD , TE oe BAS FT IR RS Mh o 

ie LAE 21> fii EU AR PK Eo 

pimpinellifolia, Spiraea hypericifolia, S. crenifolia, S. media, S. trilobata, Caragana arborescens, 

C. frutex, FEN BA FER PETA ATA IS), Amygdalus nana 起 项 显 落 的 作用 。 
Fe HEAS PR S se BEE ~Caragana frutex Fil Spiraea hypericifolia, “ETERS 

PERE BRIZEIE TS Sivas, CIN, ZEAE ALT ope LEB. A. Kpiorep, 1928), ZESEKE ALT MEH 
AE TZ i) ee Be ee (H. B. Wiananncknd, 1916), ， 上 背 特 山 ,在 卡拉 干 违 省 的 束 部 (了 . 
A. 上 人 piorep，1927) 和 其 它 地 点 。 

2) 我 麻 把 有 关注 一 种 的 命名 同 指出 和 过 种 的 所 棣 属 的 同名 入 功 艾 A. HW. Tloapko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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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se 

Cerasus fruticosa (Pall.) G. Woron. (EKER ZEKE ARE) LE HEEB (Ceraseta- 

fruti cosae) FEBIBZ—, "EV PEA Hh FEES EE) BUS PG 1) a i $ —— 1 

多 巴 甫 洛 夫 斯 克 一 一 新 阿 依 簿 套 哥 攻克 村 ) 和 卡拉 干 过 省 以 西部 ,在 前 高 加 索 也 有 广 

泛 分 伤 。 进 入 森林 区 的 南部 。 通 常 不 进入 到 狐 薄 - 羽 薄 草原 的 南部 。 

Amygdalus nana L. CBR BEBE at THB) Fe Bt DEA TE Se VAR A A ae BA BE — FSF 

Biweke ete (Amygdaleta nanae), "ERISA hte NG Se Jae, TE SD CFS 

EB, AA, PRAM AEE , HERS JE BS) EPP AS CHK 555° Beth, TERE A Fae, 

A a FO ee PRE AE A. Pedunculata Pall. 所 替代 CH. B. Mapaos, 1935), 

Cotoneaster melanocarpa Lodd.. "EX MMB MDAR+t LYRIS RM #8 

成 中 , (ASH rs (8 HE 79 Be YE EE BS RS, | ee IER 

Fe: GERRI FB — BI Sh BB eS 5 Be od EBA, ey SA FB Be ee Ly 

草原 种 )。 ! 

Cytisus ruthenicus Fisch.» (AEH), 草原 灌 闵 竹 聚 优势 种 之 一 。 在 草 

本 草原 琴 聚 中 (主要 是 草 甸 草原 ), PRAMS EBA SMe 

ike, ARAMA MS AAEM; 也 分 佑 於 克 里 木 和 高 加 索 

(RUS ISAT SNS). ERO HERMES RAMS US YS es, ER 

PRES AIRES RED, te EE RH OE, ta i SU 9 

0  C. Zingert (Nenuk) Krecz, 

C. austriacus L. 〈 潘 候 - 黑 海草 原 种 )。 有 了 时 秦 人 到 草原 灌木 王 聚 的 组 成 中 ,在 草 

原 上 网 到 散 生 的 植株 CM. K. Mavockuit, 1917), "EATER HE FAIRE , be eI KK 

vette F Fil , FETS BER ay 

Caragana grandiflora D. C.” (2 ii- Wai). EZRA DH BRE 

SEERA RAL HEA, EARTH Pit ABREU Be JAS BB SB , BE 

SERBBIK ie) (FEM Se — AS J AS FE I J eB) SEB 

) ANA, SEINE LEE EL 
PEE MSC, BHD OER, 它 形成 者 干 族 系 ; 其 
引 在 帮 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有 : Subsp. scythica Kom. (pro var.) ;过 一 亚 种 的 分 伤 区 和 于 

| 一 种 的 其 它 亚 种 的 分 售 区 分 部 而 不 连 筑 在 一 起 。 
C. frutex K. Koch. (EKER AJR #E), PR) AG HO A RSE SL AAYE (Caraganeta fruti- 

cs) HEB, ERB RZHORE, BTR FOE BBE HT Lt Re BIH ESET 

| ALATA: 向 南 进 大 到 土 泵 其 斯 坦 的 山区 。 写 不 像 上 述 种 一 
榜 ( 上 壕 一 种 主要 是 荡 漠 灌木 ) , 臣 不 进入 到 很 深 和 下 的 荡 漠 区 。 

C. mollis Bess. (种 黑 海 种 ) 。 过 一 种 和 上 述 种 相近 似 , (EB BAMBARA, 

放 具有 丢 毛 者 的 小 人 革 片 。 在 由 别 蓝 拉 上 比 亚 过 前 高 加 索 的 杂 类 草 - 狐 医 - 玖 茅草 原 和 狐 

1) H+ EH B. U. 区 pederoBHq， 但 惠 克 我 利用 他 所 制定 的 Cytisus AREA Hi. 

2) SR RAD Him B. Il. KoMapoB 所 提出 的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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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RSPRRABBRMAH, ERA. 

C. pygmaea (L.) D.C. GER HB-RAH). ERAN AREF AE 

AR, ASE RARHESE (Radde 根据 B. JI. KoMapoB 的 资料 ，1909)。 在 阿 巴 根 草 原 
也 有 广 泥 的 分 傈 。 是 草原 上 典型 的 灌木 ,不 见 於 荡 漠 。 在 西方 分 人 到 科 雷 万 湖 , 在 阿 

泵 泰 ,分 俐 在 楚 依 草原 ; 兹 分 人 到 蒙古 北部 。 

C. microphylla Lam. 〈 过 篇 里 -蒙古 种 )。 在 外 SUNT ARR Lee 

的 种 , TE ADELE FE BO RR AES; 也 同样 分 佑 在 蒙古 的 中 部 。 -生长 在 砂 士 上 和 

DARA BRB, eee 在 砂 质 丘 地 (新 月 形 砂 丘 ) ,在 石 质 岩 堆 和 乾燥 天 做 山坡 上 ， 

茂盛 地 生长 着 ”(B. Jl. Komapos), ‘ER AMHIME EIR, je —- TEBE 

羊 的 放牧 地 。 

Calophaca wolgarica (L. f.) Fisch. G2 A-BRB ME), LEK SACRED 

ASE 〈 和 从 微 高 位 芽 到 地 .上 芽 植 物 的 过 滤 类 型 )。 EMA ize RRR ie 

饲 克 苦 共 和 国 南部 顿 泡 获 山 的 东部 到 伏尔加 河 的 下 游 (在 北方 过 蔷 拉 托 夫 ) (A. 工 
Bopucosa, 1933), aay -OFRRS Sri Hstm, 二 种 灌木 的 生 集 

3 Fs HED Hip TE BABB EA BET BK AEE. 

(iis Sth, AAEAKRATA RMS ih, EPI T Beh SS aE 

ASA PB aE SER, Bildko Cerasus fruticosa (G9 43°), Amygdalus 

nana, Spiraea crenifolia, S. hypericifolia GES AXIS), Caragana frutex, HO EYEA 

AGFA (SE TE A EAU OS BRIS ii, RAL AR BASS AOE XE A FI 8 1 Fl ee , Bi ko 

Cytisus ruthenicus FERRARA, MEE RAR BEE BAL (Prunus spinosa), 

SUC TRE EET EAM «(Cytisus austriacus) WALI YEA EE (Caragana mollis, 

Calophace zolgarica)。 相 反 的 , 7 LEREAL FP BH 1A Fl Be FOS) BEA (Caragana 
pygmaea 和 C. microphylla), 

FERRE BSR MAM AB PANERA: Potentilla fruticosa (ERE 

SLAIN) , IR ALE (Pda, R. canina s. 1, ERRAND, R 
cinnamomea, R. pimpinellifolia 及 其 他 等 等 )，Cyataegrs monogyno (主要 是 妹 联 欧洲 部 

Ae ).s 
fa Ai) , Rhamnus cathartica, Ligustrum vulgare (FEMA te Bia EM) , Lonicera 

iararciz〈 主 要 在 苏联 枉 洲 部 分 ,在 西方 少许 越过 伏尔加 河 ) 和 其 他 。 
草原 灌 闵 二 聚 中 的 草本 层 有 相当 多 种 多 样 的 植物 一 一 草原 植物 ， 草 匈 植 物 和 

极 少 的 森林 植物 。 一 般 都 具有 或 多 或 少 中 生 植 物 的 外 貌 。 "ERI ae AB eB Kk, 

通常 是 高 於 灌木 。 在 苏联 的 欧洲 和 亚洲 部 分 ,在 於 阿尔 泰山 以 东 的 草原 治 装 中 , 估 优 

AM ACERS PAIR A: ~4Calamagrostis epigeios, Agropyrum repens, A. 

intermedium (BEIREKUNER A), Bromus inermis, B. riparius (苏联 欧洲 部 分 ) Melica 

=] 
4 [ae A 

1) H. B. Tasos (REEMA MER, So, 368 页 ) IR, ZENS RESHAPE yore AAO 
泵 著 区 ， 存 在 著者 一 小 灌木 ， 但 A.T. Bopncona (AGRE RAM MAE: I, A, 
1933) 指 田 ,这 一 植物 不 存在 於 伏 硝 加 河 下 游 以 东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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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silvanica, Poa angustifolia; FEA BERRA FRU R TE: Carex melanostachya, 

C. praecox (= C. Schreberi); 在 杂 类 草 中 常见 的 坊 : Asparagus officinalis, A. verti- 

-cillatus (在 东方 过 伏尔加 河和 药 尼 塞 河 ) Vicia tenuifolia, Lathyrus tuberosus, Coro- 

有 ( 舱 联 欧洲 部 分 ) ，Eevetera thuringiaca, Libanotis sibirica, Salvia nemorosa, 

Phiomis tuberosa, Origanum vulgare, Artemisia pontica 等 等 。 tes RIB SBSR eB, th 

RRB ee (AR) ER KE Me, 
BSL BPS Be EAC A Ok see BE AR aT ig — TP Sh} AS 

BAR BAK LFA ARRUNER PA FBS FS Be oe AL a AR 

有 着 显著 的 差别 。 

TP, HW. IIomrapcKkag (1916) 2 IER BAER TY Se AL BT 

SRRSMHR, 过 庄 奥 筷 过 河流 域 相 在 较 低 的 斜坡 上 ,覆盖 着 草原 草本 植 破 。 在 

BE Ya BY See DE AAG eA Hh LB ae EER, TT PEE HA A i 

Hi, EB GUE AR RYE WE , UAT HE DRA TS, SEL VO Se AG HE See 
a AY ABACK (EBS a BEAST Hs RP AS) BT BEE 5 AL RS PSE A SE 

MABE, BEePBARPHLRSARL, ARE Spiraea aquilegifolia 

(= S. thalictroides); 少量 的 Caragana pygmaea 和 Cotoneaster sp.， 草 本 植被 是 由 

草原 型 植物 构成 ， 比 帮 联 欧洲 部 分 和 西西 伯 利 亚 草 原 汐 愤 的 草本 植 彼 一 般 具 有 更 篇 

ALA, 在 过 方面 是 和 哈 节 克 斯 坦 中 部 的 Spiraea hypericifolia 澡 凉 的 小 秆 灌木 

草本 植 彼 相 接 近 , EMP MS OR REPRE MAE EY, 在 草本 植 彼 中 佑 

(BA ASL Potentilla szxpacax1r， 有 了 时 大 量 混 订 着 草原 禾 本 草 

P. attenuata), Koeleria gracilis 或 是 小 年 灌木 

Poa botryoides (sub. 

Artemisia frigida, Thymus serpyllum 

' 等 等 。 

工 YW. Nonnasckan 775, 过 些 灌 木 生 聚 基本 上 是 原生 现象 , 当然 也 不 否认 其 部 

分 是 森林 草原 带 内 的 次 生 形 成 的 可 能 性 ( 具有 分 散 孤立 的 硕 木 的 灌 粮 草原 是 在 森林 . 

砍伐 的 影 叶 下 所 发生 的 ”)。 

M. H. Hasapos (1934) 在 布 里 亚 特 - 蒙 古 共和 国 的 石 质 坡 地 上 指出 灌 闵 二 聚 ， 
sate: Ulmus pumila, Arimeniaca sibirica, Spiraea aquilegifolia, Potentilla fruti- 

cosa, 草本 植被 主要 也 是 由 草原 型 植物 所 构成 : «Stipa capillata, S. sibirica, Melica. 

virgata, Calamagrostis epigeios, Cleistogenes (Diplachne) squarrosa 等 等 。 

PEPER BORE , Mem TE BESS EK DAB A AME She, DAE TE SRK EA AEE EI 

WN Fe Fe JES RCE PY, FRSC SE A BK IESE BRK Fe BS) Hho 

现在 , BAG UH PAS EAR AE AE oe J Eis 而 在 过 去 , 草原 火炎 可 能 是 阻 三 

TEAS Vi HA $e. 
正如 C. HW. Kopxxuncknh (1888—1891) #9 T. VW. Tancunnes (1294) 在 党 时 

1) 32 (ORE) Spiraca Aypericifolia BHT SBR NRRABA CREA Artemisia 
sublessingiana 所 构成 。 

5135， 



Fa i , Be ESE LAR ATE EAR, FE LENE Rp (AAU D) , eM 

Be T EPPA PETAR A SE ,然后 是 Ulmus suberosa, Wek WARES ts Be HE Be 

J. BEARER DEM ERR A, VT. CrenyHaH (1914) GE RUES 

PRK Ha ie HS Ee BR FY aK, 

TBE , SEEPS a EAR ERR BEB RAB , FE RRR TD 

EE RY, M. B. Mapxos (1935) 在 查 卡 麦 的 森林 草原 ( 卡 马 河流 域 以 南 ) 特 别 有 力 地 

发 展 了 二 一 者 点 。 jas ER Cerasus fruticosa, Amygdalus nana, Spiraea 

crenifolia, Caragana frutex tt, wR PH BAH ALE ERA Ga ee RON A 

HEUER AH) ER SAT, RSS aM Kat Lee MBA 

植 丢 成 份 中 包括 : 森林 种 一 一 17.6 多 , 草 旬 种 -一 -25.3% , 草原 种 一 一 39.5 色 ,田间 杂 

草 一 一 17.6 多 ;因此 , 佑 优 双 的 是 草原 和 草 旬 植 物种 。 
M. B. Mapkos #245, Tilieto-Quercetum aegopodiosum BEEERKEMERMIE 

AER, «RR RABE, 3s —- BIBER Betuleto-Quercetum substepposum. 

BE 而 在 更 强烈 的 放牧 下 ， 柑 梢 不 能 由 灌木 的 状态 成 长 成 短 木 ， 形 成 草原 柑 林 

(Quercetum stepposum 本 闭 )。 最 和 后 过 一 退化 系 烈 终 庆 形成 草原 灌 米 (Fruticeta step- 

posa)”, 草原 治 六 是 在 特别 弦 烈 的 放牧 条件 下 形成 的 。 

目前 在 森林 草原 带 箔 围 内 草原 灌 六 的 无 数 地 块 ， 十 分 可 能 是 丰 伐 地 上 的 次 生 植 

, 但 是 过 一 秽 点 甚至 对 森林 草原 带 来 说 也 未 必 可 以 认 和 起 是 有 普 沁 的 意义 。 在 草 

原 带 中 ,大 部 分 的 草原 治 闵 就 是 在 现在 也 是 原生 植 破 ,特别 是 在 较 南 方 的 亚 带 一 一 狐 

ERTS, 草原 带 很 多 地 方 的 水 份 人 条 件 对 於 像 森 林 那 榜 强 烈 的 蒸发 来 谣 已 

是 不 够 了 ,但 对 草原 灌 灿 的 生存 来 瑶 还 是 足够 的 。 

T=. 植被 的 动态 ( 演 蔡 ) 

大 家 都 知道 ， 通 常 是 划分 成 下 烈 天 落 演 替 类 型 (B， H. CyKadeB，1928; B B. 

AmexHH，1936) . 

I. AA anne : 

1) AREAS, 

2) BRAS, 

3) DRAB, 

4) APRA, 

Tl. AA Bees. 

Ph A Bh RE Tees EE IY A EE LR ae; A nee 

ZEAE DA AS iS ER EE AY , 28 ATE a EN eR, TS 

ShHE te J RAS, BIR TA ao BAA Se, Be 

1) M. B. Mapxos Pryahy 3st OY RE FE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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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是 在 所 有 因素 的 整体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下 而 产生 ; TOL BRE FP BS TRE 
区 分 开间 不 是 一 件 容易 的 事件 。 但 是 因 篇 上 述 演 埠 的 分 类 对 谎 决 定植 多 奉 薪 演 窟 的 
直接 原因 的 提供 了 某 些 概 念 ,所 以 我 们 下 面 将 探 用 过 个 分 类 ,但 加 一 些 补充 。 我 们 首 
先 讨论 长 期 省 桩 ,过 一 演 蔡 的 年 代 是 以 数 百年 ,或 者 甚至 用 数 千年 计 ,然后 讨论 短期 

RU SE CRORE. HR I IZ 
BER AO IELB 

EWE LD CE IS A EE, AOR Re 
和 士 壤 起 因 演 替 , 短 期 演 替 完全 重复 上 述 格式 。 但 是 ,我 们 必须 在 短期 演 蔡 中 膛 加 入 
PUK SB [te AK BR 
Ae ER OE I SF ESR 

A. 长 期 沉 替 。 B. SESE, 
I. 外 因 动 态 演 替 : I. RRS: 

1) SURE, 1) KAS, 
， 2) FRR, 2) RRA, 

I. AA BE 3) REA IRE, | 

4) Byes, 

5) ABR ABE, 

ll. AR Sew, 

lL kB S 

长 期 气候 起 因 演 符 2 

大 部 分 的 气候 起 因 演 埠 是 长 期 演 替 。 
本 段 的 作者 和 天 部 分 的 学 者 一 样 都 训 篇 ， 在 生 冰 期 过 滤 到 现代 的 最 后 一 个 地 质 

了 时期， 在 琶 联 和 范 围 内 〈 很 明显 在 欧 亚 大 陆 的 一 般 南北 方向 的 中 部 地 方 ) 具有 温度 少 

许 增 大 的 现象 。 作 者 把 过 一 特点 和 在 和 后 冰期 所 发 生 的 在 森林 草原 有 大 片 成 林 现 象 联 

1) 我 仅仅 把 由 藉 人 类 的 攀 动 工具 ,主要 是 割 草 和 耕作 工具 ， 当 了 基 植 被 的 直接 作用 所 引起 的 演 蔡 列 大 人 篱 起 
Ame. 

BEE As MARTI ET A CE, KF | LHI A Sk HE ATE. 

TRAN A EES AES Ae EE , MR HRE IPE, BBA, EPS EE 
PRAARKHM BEM REARS. HL, Bk RAMA KERR, EK RERKSAR YE 

FEAR FEN; FER SEM AIOE PA EE eS A SB A BS (RTI) 5 

KBD ASCH BE TE SAR BS ETRE MAAS), PEE RE BE ERA 

SPF Ik T (RAS BAR, 如 毅 莞 地 的 “ 生 荒 化 ”, 砂 地 的 “自然 固定 六 (caMosapacTa8He) 
Siawe 

eK ZARA SHADMADEN, STARA KASAM Re 

Te ZEA SR FEI aE SEPA AS Sy WRB”? HSE 

2) FEA TEA VERA PLE SE i CORES 4S) A AA EME, GELH wee 
BaD, EE Bek Sh Ha BE RE Se BFS NAY 4 1), (ze, FRSA NS RSE Siew 

TERS , Fe PH AA Jee) PL BS a ta PBL (EW EAB I] PQ BS A: Be RSS GEE A SE S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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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BFE (Det 5 TT SEA Hs EA 1 IR (eS A EOE 一 "年青 
的 ”成 林 现 象 , 爸 质 黑 钙 填 是 森林 草原 典型 的 土壤 ; 泣 在 那 庄 估 据 着 大 厂 的 面积 。 

在 森林 草原 范围 内 的 正常 黑 钙 士 (没有 旧病 化 和 碱 化 的 特点 ) 上 ,森林 可 以 出 现 ， 
甚至 在 没有 由 灌木 所 预先 所 准备 好 的 土壤 上 森林 也 能 成 长 。 在 目前 ,森林 草原 的 所 
候 人 条件 有 利 庆 正常 草原 土壤 的 逐渐 成 林 。 由 於 过 楼 情况 , 黑 钙 土 森 林 ; 其 至 从 草原 灌 
SALAH QRS IEE IRE), BURIED EMA REM, BB 
RAEI re eS (EEA RT) PE HE IE eeie ew 
大 影响 。 

Be: SN ACR Be ORE TEA UE DEAE 草 

原 的 “ 带 " 和 - 亚 带 ”的 移动 。 和 

在 一 系列 草原 植物 (crennak) 的 现在 分 集中 ， 存在 车 _ 些 责 料 秦 切 地 指出 在 从 

让 期 时 代 中 ,草原 亚 带 有 大 量 的 移动 。 我 们 现在 来 讨论 炎 个 过 样 的 例子 。- 

例如 ，(LC. O. Unmuescxuh (1933) 指出 了 在 布 列 谢 ( 即 森 林 区 ) 的 左岸 范 围 内 ， 

沿 着 契 宦 尼 坏 夫 城 附近 的 捷 斯 条 河 右岸 的 黄土 地 上 见 到 草原 植物 的 "初期 侵 移 夫 聚 ” 
(KoloHuA), ， 下 烈 植物 参加 到 二 种 天 聚 的 组 成 中 : Stipa capillata, Carex humilis, 等 。 

_ TL A. Capoe (1927) @80SMSEME RR, EMAL, CS 
Jit fy” EL PS ek EB PS I A A ER”. FERS UE 
=; Stipa joannis, S. stenophylla, S. dasyphylla, S. pulcherrima, S. glabrata, S. rubenti- 

formis, S. capillata, S. praecapillata 和 S. Lessingiana, S. rubentiformis 和 S. lessin- 

giana 以 及 S. praecapillata 在 此 不 发 现 是 特别 值得 注意 的 。 根据 TL A. Cuupnos 

的 现 察 S. rubentiformis 的 最 近 分 伤 地 点 是 在 伏尔加 河 区 、 大 科 琐 叙 县 (〈 斋 庄 夫 也 失 
卡 站 一 一 A. TI. IJUeaHagoB 根据 fT]. A. CMHpHoOB Aggie, 1933), {BEL CESS AH 

AMS EEA Ma. OSA eee 

SF BY Ji Ame AS Oo BY Ge FL, T. A. CMHpHoB (1928, 1933) BIS. praecapillata 

TERR PRES ST ASE EE BI EBL, ARS ASR OS. sareptana RRA 

W]e SEES a BS ABEL FR Ya Te 5 FB eT Pre UT, 司 

外 ,发 现 了 S. sareptana ULZEAR RAAT LAG BRE HS PS AY Te A Re (4 

SET Ee Mes Pa ee  <$—— HEIN, WATS I SE; AT ARERR U1. 

A. CmupuHos, 1933) FAB, S. sareptana 的 很 多 过 种 间断 的 生境 在 伏尔加 河 区 的 森林 g 

草原 地 带 中 也 有 人 发现 (1. A. Cémpuon, 1928), BBA RIA (8. 
Lessingiana) 的 生境 也 是 很 有 意义 的 ,过 一 玖 第 分 做 在 蔓 谢 尔 加 由 县 的 上 壕 森 宁 草 原 

岛 内 。 汪 说 具 有 由 泥 交 形成 的 土壤 , 在 南 坡 和 东 坡 上 S. Lessingiana 形成 整个 惟 聚 。 

S. sareptana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的 生境 也 与 具有 大 量 石灰 的 土壤 有 联 哟 。 - 

3 PATRAS RR I a ee, TEE —- 

草原 亚 带 中 也 有 出 现 , 例如 , EIS RHINE A oe AA LE HLF Pyreth- 

1) IJ, A，CMHDHoB (1928, 1933) 63848 S. praccapillata 和 S. sareptana i, j—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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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fam 0 本 

。 所 有 这 些 章 原 醋 物 ,甚至 是 藻 资 植物 的 间断 生境 (可 次 考 LK, Ilarockafi 1917, 
地 于 B， Hosonoxposckuit 1936) 束 下 地 昂 认 它们 的 速 续 分 售 区 以 北 或 西北 的 地 方 ， 根 

4 镶 革 电 其 他 学 者 (B. B. Amexuny 1936) , 我 们 把 它们 作乱 后 冰 期 乾 热 期 的 残 遗 种 , 在 
a FSS 5 HA OE EL EEE 的 地 方 。 

a bs ER ABE? 

在 土壤 起 因 演 替 温 程 中 ， 植 物 替 落 演 巷 的 直接 原因 是 植被 本 身 以 外 的 士 壤 的 稚 
化 。 而 土壤 释 优 的 士 壤 起 因 省 替 也 可 能 是 决定 於 气候 的 爸 化 或 是 地 质 原 因 的 释 化 
(排水 大 的 发 至 ， Fie 3 MEEVEE ESE) | 

”过 样 的 士 起 起 因 演 替 在 草原 区 内 研究 得 最 完 完善 的 是 在 排水 不 良 的 低地 笠原 地 区 
， 的 特殊 型 的 范围 内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便 是 在 莓 联合 域内 汪 种 地 区 的 典型 例子 。 

”由 大 不 存在 十 分 明显 的 大 地 形 ， TE ASAT EHH RO i URC Te 
| Be SE EL PRT A HIE RO ek PROS, C6 EAI AI HB Re 
| 着 任何 显著 的 作用 ,但 在 排水 不 良 的 低地 ,过 些 因素 对 土壤 和 植 彼 的 发 育 具有 特别 巨 
0 
和 分配 。 夺 这样 的 低地 平原 来 及 , 下 列 的 情况 也 起 作用 的 :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特别 是 在 较 
四 低 的 地 段 ) 比 较 接 近 地 表 , 可 能 引起 沼泽 化 , 以 及 在 草原 区 中 乾燥 气候 范围 内 的 与 沼 
。 泽 化 相连 攀 的 土壤 晶 渍 化 。 
气候 的 炙 化 (气候 释 得 很 乾 , 或 是 相反 地 亚 得 过 混 )， DBA ARE NTT AOE, BI 
REA pe AHA PO PS A EE Ek Ba 
) BREA, MEARS, WRIST Sete PI AME A 
| (AYR BPE, ELE EBD E AY, LAR OLIAEOIEA EAO, 而 
在 某 地 方 的 地 下 水 迎 水 (monmnop) ayls3e PF BEA: Batt 
4 侵 凶 基准 面 的 下 降 ， 以 及 引起 的 排水 多 的 增 大 和 加 深 ， 也 可 能 促使 胶 破 化 过 程 
> GEHL) 的 广泛 发 展 和 沼泽 化 的 创 弱 等 等。 
—— “研究 过 种 排水 不 良 的 低 平 原 上 的 土壤 - 植 科 动 态 的 先 壮 者 是 TM Tonos (1914), 
| 他 答 在 唐 波 夫 低地 (下 河 上 游 ) 范 围 内 工作 。 玉 . 区 .Tenpoiil (1926, 1928) 的 典型 著 
作对 了 解 蝎 读 士 的 动态 具有 极其 重大 的 意义 。 过 种 晶 渍 土 是 类 似 的 低 平原 (过 圳 包括 

上 河谷 阶地 ) 的 特点 。 瓦 ，M. KparreHaaHHgoB 的 著作 :“ 欧 亚 大 陆 草原 带 的 河谷 的 植 寥 
BAA” (1922) 和 DP. BaregckaHii 的 有 关 关 明 唱 清 士 发 生 的 一 系列 著作 (1924 
) 等 等 )， 对 了 解 草原 区 和 围 内 的 河流 阶地 和 低 平原 景 峙 的 发 青 有 着 互 大 的 意义 。 其 
次 ,我 们 必需 重 痢 提 到 开 . M. 民 pameHHHHHKOB (对 H. A. HBaHoBa 合 著 的 ) 的 著作 ， 

国 过 本 著作 关於 在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地 带 以 北 范 围 内 的 西西 伯 利 亚 RE HR 

”了 REBAR, FER IAI EE, TIME TS ES, BR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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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 10. Dl. Kaeonos REWARA MME. PTE eR L, 
关 明 了 土壤 因素 所 引起 的 植物 娠 落 演 替 。 

我 们 从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开始 来 讨论 土壤 起 因 省 替 , 在 那 庄 ,过 些 省 蔡 过 程 特别 明 
显 冰 包括 着 极 广泛 的 地 区 。 现在 我 们 主要 庄 论 上 述 的 H. A. Heaosa 和 UW. M. 
KparreHrHHHKoB 的 著作 (1934) 所 提 到 的 。 JSP OLA OPEN 
即 托 博 泵 河流 域 及 托 博 泵 河 的 伊 希 姆 阿 问 地。 他 们 是 放样 来 描述 从 和 后 冰期 起 始 的 西 
西伯 利 亚 低 地 的 历史 。 -> 

他 们 认 和 起 ， 冰 期 的 气候 是 温润 和 寒冷 的 。 “和 过 一 时 期 对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南部 来 
襄 , 是 作乱 读 地 还 处 於 比 现在 排水 更 不 良 的 时 期 来 描述 ”(24 页 )。< 由 亦 在 北方 遇 六 
AOS We, 可 能 彼 封 闭 , 而 有 些 河 流 区 得 相反 方向 的 水 流 , DHE”, “HE BI 
河 间 平 地 处 於 完全 未 遭 侵 他 的 破 一 ,在 课 泣 和 寒冷 气候 下 , 必 委 引起 广泛 的 沼泽 化 和 
地 下 水 接近 亦 土 壤 表面 。 正如 土壤 学 家 所 强调 的 ,当地 下 水 接近 地 表 时 则 有 不 仅 在 
低 塞 地 就 在 最 高 起 的 平原 和 回 陵 上 , 医 渍 化 成 乱 共同 现象 。 ARMA RAMIEH 
在 ,我 们 把 冰期 时 代 的 河 间 植 被 认 乱 是 极其 纯 一 的 由 沼泽 和 卓 化 草 多 的 不 同类 型 所 
构成 的 植 彼 ”(25 页 )。 因 此 ,过 是 西西 伯 利 亚 的 士 壤 - 植 彼 发 译 中 的 赂 化 -沼泽 期 。 
“其 次 ,可 能 由 亦 冰 川 在 北 万 的 消失 ,发 生 侵 创 基准 面 的 下 降 , 因 此 引起 了 河床 的 

强烈 下 切 和 高 阶地 的 突起 ”。 “同时 也 发 生 了 附近 地 区 的 支流 排水 现象 (向 较 大 的 河 
流 ;, 例 如 To6oro 一 -著者 赴 ), 支 流 对 湖 的 放水 和 河岸 地 区 初生 平原 地 形 向 着 倾 科 - 波 
状 地 形 的 转 磷 ”(25 页 )。 但 是 , 乱 了 在 侵蚀 过 程 中 六 至 较 束 地 区 的 改造 , 侵 创 基准 面 
的 过 河流 地 区 ,下 降 表现 得 还 是 不 够 的 ,地 层 (rracrHga) 的 原始 形状 龙 乎 无 改 释 地 保 
存 着 。 由 亦 气 候 十 分 乾燥 ,无数 湖沼 缩小 了 它们 面积 , 地 下 水 位 普 沁 地 下 降 。 结果 
高 地 和 低地 的 土壤 - 植 彼 一 定 显示 出 十 分 强烈 的 分 化 。 在 低地 中 ;土壤 -植被 可 能 保 
持 其 原来 面貌 , 在 高 地 上 , BRL LOL, PEM LBS Tee 
土 和 碱 化 黑 钙 士 上 所 特有 的 草原 植被 类 型 (25 A), ECR 
时 甚至 是 沼泽 化 低 痊 地 的 股 碱 士 作 和 需 从 前 信 是 碱 士 土壤 的 释 质 产物 来 看 待 。 过 时 代 
过 种 而 点 引起 了 关於 经 过 一 个 比 现时 更 温暖 和 更 乾燥 的 假说 ”(25 页 )。“ 在 任何 情况 “ 
下 , 河 间 平 地 的 森林 殉 乎 完全 没有 典型 的 森林 植物 种 类 ,过 一 事实 说 明 植 逢 的 过 些 成 
员 还 是 很 年 青 的 ,过 去 公 经 是 草本 有 圣 聚 (就 是 草原 ) 演 砍 中 的 成 员 。 当 草 原 最 广泛 估 
优势 的 上 时候, 很 可 能 , 是 和 没有 明显 觅 碱 化 特征 和 土壤 碱 化 的 出 现 相符 合 ”(26 页 )。 
因此 ,土壤 -植被 发 育 的 过 一 时 期 可 称 坑 碱 化 -草原 期 。 

“现代 气候 条件 的 来 到 标 读 着 觅 碱 化 过 程 的 广泛 展 开 。 SSR 
粒 淋 溶 黑 钙 土 的 形成 , BHM RRL, SERB, 植被 的 草原 类 
型 退化 震 草 旬 草 原 类 型 ,最 后 森林 进 丰 草原 ,森林 牢固 地 固定 在 最 完 公 觅 去 阳 份 的 土 
壤 ， 胶 碱 士 和 淋 溶 黑土 上 , 但 是 ， 森 林 也 侵 太 脱 碱 化 的 腹 碱 士 上 。 同时 ， 低地 上 次 
生 沼 泽 化 过 程 已 经 开始 ， 过 一 过 程 引起 了 森林 草原 带 中 ， 和 森林 和 并 做 沼泽 问 等 的 现 
象 有 一 些 准 以 置信 ”(26 页 )。 因 此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土壤 -植被 发 至 的 过 个 第 三 个 障 
段 可 舌 需 股 碱 化 ,森林 化 , 草 名 化 和 沼泽 化 阶段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还 有 次 生 蔓 清 化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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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 

RES , RR EEA LET SEB RRS, 
“te, ERE Rp US EL: BRL 

- RUBBERS ey ; AGS LE BAL BSE CE, LCE ETE, OS LC A] 
HA PEEL ARE”. SARA REA EP 
是 现 。 这些 环节 受到 当地 自然 地 理 条 件 变 化 的 影响 。 因此 ,作者 们 所 提出 的 生态 系 
烈 薄 具有 发 生 上 的 意义 ( 生 驴 -发 生 系列 或 生态 -发 生 演 替 系 烈 )。 

作者 们 划分 出 二 个 基本 生态 -发 生 系列 : 1) 碱 化 -草原 系列 和 2) 沼 泽 -森林 系 
烈 。 
。 第 一 个 系列 存在 放 一 种 地 点 ， 它 们 的 地 形 休 件 把 膀 碱 化 和 次 生 沼 泽 化 的 出 现 基 
丰 到 最 低 限度 。“ 在 该 带 中 ,草原 化 现象 有 最 大 的 表现 ,草本 二 聚 估 广 泛 的 优 名 是 过 
一 柔 烈 的 基本 特点 ,过 一 系列 的 最 区 森林 不 是 景观 的 主要 成 份 ”(26 页 )。 如 果 植 物 

| 地 半 的 形成 过 程 是 受到 脱 碱 化 和 次 生 沼泽 化 的 影响 ， 过 一 系列 可 能 伙 得 极其 复杂 。 
“所 谈 的 土壤 温 程 可 能 见 於 基本 生态 发 生 系列 的 任何 部 分 (当然 , 除了 最 站 和 的 部 
分 ) ees 

第 二 个 (沼泽 -森林 ) RAMEE, | NAOT IB 
Ab, WASH, 逐渐 地 改造 一 个 地 区 的 地 层 。 这些 过 程 对 去 那些 低 塞 地 的 士 壤 和 植 

| 稚 的 发 育 有 着 重大 的 影响 。 在 低 罕 地 已 经 存在 着 脱 碱 作用 及 次 生 沼泽 化 作用 。 “Hi 
属 。 果 不 花 是 那些 低地 的 泛滥 或 是 排水 都 使 得 植 彼 发 生 进 化 ， 形 成 新 的 生态 系列 …… 和 

一 系列 从 带 有 Carex dislicha (= C. intermedia) 的 开 做 沼泽 草 旬 和 沼泽 一 一 踏 头 多 

子 开始 , 径 过 沼泽 柳 闭 和 沼泽 化 柳 林 , 进 丰 到 沼泽 化 极 乱 微弱 的 玉林 ”(27 页 )。 
所 确定 的 生态 -发 生 系列 在 南部 森林 草原 亚 带 中 有 最 完全 的 代表 。 在 北部 森林 

草原 中 ,森林 、 当 温和 草 名 中 的 较 乱 水 生 的 至 聚 的 作用 增强 。 | TEREST, PES AHH 
。 位 过 滤 到 草原 。T. 蕊 .Joxwag (1936) 在 更 需 东 北 的 地 区 工作 ,但 在 谷 伊 希 姆 县 的 

1) K. [I]. TopimregaH (1922, 1927) 孝 册 了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土壤 羞 被 歌 育 的 类 似 方 案 。 他 也 训 坟 ,在 冰川 
PURE PET CHAKA) SURES SHH. 他 指引 ,就 在 现在 ,西西 伯 利 亚 ( 森 林 草 
DAS LAMA BRE i. EARS ARK, BALES 
PRAGA ESI He EI SARE BA AT eK A. SERRE, BRP ELS DR 
teense 加 更， 因 篱 在 土壤 乾 爆 时 ， 地 下 水 开始 上 升 到 地 玫 层 ， 邵 时 地 下 水 和 于 填 之 间 的 联 紧 还 浸 有 了 移 
(1927) 286 一 287 页 。“ 当 地 下 水 下 降 时 ,土壤 和 地 下 水 之 阅 的 联 花草 到 破坏 ,开始 出 现 着 淋 洲 的 和 荔 请 
a (+) eS PRB”? (288 页 )。 

BPR ATV JN] SAAR SSSA BE BRA RH SAAT RE. FETE ED, “SAG 
RSE HSER PE BE EAT. FIRE, HS UE EE ST 
PAA AEWA BIE LE , EG AEE” (287 页 )。 

后来， 氛 侯 开始 温和 化 ,， ATED CSAE, te, Die ih ey (ES EEE BA AY 
AVA SE EE Pt EE PETE A ARETE) . EWE SA HAI BS. Alt 人 .II.ToprmreHHH 
sa, “StF AEA a COG AF LS PEs, — ETE AS HABA AY BEA. (287 页 ) 或 更 

正确 的 六 , BEBE Go 
LEDS, TEATS HR ERS ( SAAN eh BE BC BA AE SF BL”? Cocena- 

HHe) AyTLZE EUR AY SE HV WEI AY BE HF FRA TI (DA AR I EE, HERE 
AR Hy VE SEAN DE ae ee RR RE BB TP cy © EH BL PL A Bee “SE 
P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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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ne Sa ee ee 
HSER, RMI RA]: A 一 一 1) BBTERIM-, 2) MEMS, 3) WE 
(HEL) BSG, 4) 灰色 森林 土 ; B—1) Bw, 2) Bete, 3) 
精 皮 柱状 碱土 ，4) HRI, 5) PEARL, 6) LEE ERLE, 7) 脱 
WL, AA EMAAR RRANEA, VENER eRe 
如 的 演化 。 在 系列 A He, FT CR 5 7S PEELS fa) 2A UR; SUN 5 
FSH LAE fa) LE EMSA: SUR ARE ELE FES RL) DB —— Bs 
林 。 在 系列 6 op , URE a) ie BE A CRE EB SAE), AK 
He AB A META «BR Fs Be REND BA AY BU a) AE DR, PES OS J 
¥; USERLAMMERRA SAME 9 CEH BR ILE), RRP 
VA AS BUC RETR BAY AE, EEE 
LAURA ESE, 过 囊 完 全 引用 了 IT. M. Doxman 的 三 个 生态 -发 
生 系列 ( 见 本 书 末 页 附 表 3 和 4 ); 过 两 个 系列 有 它 的 理论 根据 ;它们 是 根据 很 多 有 具 昌 
HEA AO aH CAD? 4 

FER ARAR NERD, SLE PG Bi 1h FES A AR 
AOS Ss WS amd i He THAT He SR a) Ae ES, AEA ee 
是 过 梯 。 

对 唐 波 夫 低地 南部 来 及 , 有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T. VW. Mlonos 著作 (1914)， 过 一 著作 
揭 开 了 分 水 巾 肉 地 上 的 十 壤 和 植 秆 演化 的 基本 特点 

鼓 作 者 用 下 烈 泣 名 巧妙 地 写 出 了 过 一 著作 的 基本 灶 论 :“ 悉 千 来 癌 , 册 棍 米 条 (由 
山 声 酸 成 的 不 大 闭 林 -一 -著者 赴 ) 仅 仅 是 一 个 复杂 肖 程 一 一 分 水 崔 止 地 转 赤 成 森 久 
地 区 的 过 程 一 一 的 一 定 的 阶段 , IE, 过 一 过 程 的 一 般 阶段 开始 是 碱 主 , 而 后 来 位 线 量 
Bigs, EAM, 同时 , BARA, HOB RR, Aw 引 
EE) AMAR RL ERE), WALT, HAAR 
5, 53 — Jy SE BK HH 3 BF PoE RS 

“Ha MHRA HE RO RITES, 土壤 上 的 植 彼 也 发 生 伙 化, 芷 随时 间 的 前 进 有 可 能 
在 草 旬 和 沼泽 类 型 中 未 渐 出 现 了 灌木 柳树 ,及 后 来 杨 楠 也 定居 其 中 。 仅仅 从 党 个 时 
期 起 ,无 机 的 自然 因素 的 优势 作用 退 到 次 要 地位。 植 彼 起 始 起 主要 的 作用 。 fiPtk 
BIE OLARMLE) 使 得 植 彼 本 身 发 生变 化 半 至 罕 地 演化 到 和 白 覃 装 林 阶段 ”171 
页 )。 

T. Wi. Monos 在 过 一 著作 中 完全 正确 地 指出 ,在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中 ,在 黑 钙 
土地 带 的 第 一 级 阶地 上 也 存在 有 类 似 的 现象 。 

T. i. Monon 以 其 著作 的 大 部 分 篇 幅 来 关 述 草 名 李 聚 ,灌木 ( 柳 灌 装 ) 和 森林 ( 山 
杨 林 ) 树 聚 。 因 此 ,我 们 不 准备 更 群 租 地 来 讨论 过 一 著作 。 

现在 我 们 来 谈 草 原 区 的 最 西 侧 , 属 於 饲 克 兰 的 草原 。 

1) 应 艾 指 出 ,在 各 些 表 中 ,我 们 在 “党 六 多 ” 过 一 名 氏 下 作 了 某 些 不 大 的 修改 ,和 需 了 能 和 SMO Me a. 
根据 “ 群 联 植物 起”( 答 于 ) ,对 苦 草 属 的 名 舟 也 作 了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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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aeonos 和 了 . Jlaspenxo (1933) ARPRALURIE Ay Fe 1M IEF Bl AY IE Jk ee A AE 
REVI ACUR ATH TL, SAE REHASH BE Tn EES AL HE IR HL 

| RARBG MS, 也 没有 受到 地 面 下 的 水 小 (在 地 下 水 上 升 的 情况 下 )。 水 生 
本 ”起 源 的 草原 分 售 认 平原 低地 , 侵 创 微弱 的 地 区 , 如 一 级 河 岸 高 阶地 , 其 表面 乱 黄土 及 
黄土 型 粘 壤土 构成 。 最 宽广 的 阶地 位 於 德 副 伯 河中 部 的 左岸 。 过 些 平原 在 过 去 遭 到 
LE 大 量 河水 的 泛 泪 ,而 在 更 低 的 地 万 可 能 秘 济 没 。 和 过 是 指 冰 川 过 和 后 的 大 量 溶化 时 期 。 

过 些 地 区 的 植 彼 在 过 个 时 期 具有 草 名 性 里, 而 有 的 地 方 则 有 草 名 -沼泽 性 质 。 当 气候 
RPE BER, TAY PETE , 3 — 7 AG EU BH 2S Ae Ee IR TR, Be 

SSE BA RO Te CE Le 甸 圭 或 甚至 是 草 

fA ER MAR). HTK AE FP, BE Ss RE RSS, ME 

SRP TRS OEE FP , RUSE ASR RSG, RL, Brea Rit, 尤其 是 

fan 13) Ze FeO SE He CGS ad Ze CH , BOSE TE EAL HP It) 在 目前 

FST PS LBL D5 = BES, BSE ES EH BE , J GH A PE A Ta 

化 复合 体 , IEE ALT (EIA FE) AAA LS 1 ES OR 

碱 士 。 rear 

: 10. 瓦 Kneonos 的 专著 (1934) MSR T EAA EAM SE 
| « fee eee A Re A A At, AR FLT AT RRMA 

—CO# RT RAM, KERABREAR, RENO. UATE 
(22 7E EH $0 PY , HR PRA ER RE AS Eee PEASE. 气候 的 混 

1S in eS Ae Fe a Ae AER PRE, AAS HH POA ESP, 过 就 引起 了 

FRAG 1 | Jes 2a 5 BA: ah Ee EE, RE FS fy ( BE TE TE SE, HE QQ: 

A), RAE M BALE Taek” (68 A), Alt, BrihReeaTy 

— FERIA BE TE EE a) BR EE RE AH EE ithio 

ae Pilgn, 'O. T. Kaeonos 指出 ,在 Puccinellia (Atropis) convoluta {ute Opa 

| DBR, MIURS INE Tripolium vulgare, th G| MRS ANE 

«AERA, PATER, UPS | Le Be TERE OS HEI PD 

: Ba WRF) : 

1) Festuca sulcata + Obione verrucifera + Artemisia maritima salina2ye ; 

' 2) Puccinellia (Atropis). convoluta + Obione verrucifera Axe , AA 5!) Plantago 

‘ tenuiflora FIER 的 Stratonostoc; 

. - 3) Puccinellia palustris (在 }O. Tl. Kneonos s928f Era PEAS Ar opis festucaeformis) 

‘ + Suaeda prostrata + Obione verrucifera #2, AAS ICE Salicornin herbacea 和 Tripo- 

lium vulgare; 

4) Puccinellia palustris (在 IO. T. Kaeonos 的 著作 中 是 Acropis festucaeformis) 
Lg eA Crypsis aculeata, Tripolium vulgare; 

5) Juncus Gerardi + Triglochin maritima 全 六 ; 

6) Bolboschoenus maritimus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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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 EIEN FEL AY AEH Fe, TES PB He 
现 0 MES HREPUPR RAS . Festuca sulcata, 

长 期 内 因 动 态 演 和 替 

森林 草原 (一 般 的 研究 得 很 少 ) 中 棕 林 的 森林 居 落 的 演 替 可 以 作 需 长 期 内 因 演 蔡 

的 实例 。 过 些 演 蔡 是 和 森林 本 身 对 於 植物 气候 和 土壤 的 影响 有 直接 的 连 此 。 士 壤 相 

应 的 释 化 通常 称 往 释 质 。 不 过 因 篱 过 些 演 替 涉及 到 森林 植 破 ， 所 以 我 们 不 预备 对 它 

加 以 讨论 。 

2 短期 这 和 替 

火 起 因 i 

草原 火 伙 的 发 生 不 仅 是 由 故人 类 的 影响 ,而 且 也 由 帮办 电 。 但 是 ;现在 大 部 分 的 草 
原 火 从 显然 是 与 人 类 活动 有 天: 不 善 的 短 火 , 抛 出 未 减 的 火柴 可 能 是 草原 火 作 的 原因 。 
UES UA SRR RAHA, BS TBR AAA. 
很 多 学 者 (例如 B. U. Tannen, 1904 等 人 ; A. A. Topaarun, 1901 等 等 ) #45, 

草原 火 伙 ， 在 解释 草原 无 林 现 象 具有 巨大 甚至 是 基本 的 作用 〈 至 少 是 在 较 北 方 的 草 
原 )。 例 如 , A. A. Topraraa(1901) 认 起 ， 在 西西 伯 利 亚 范 围 内 (过 去 的 托 博 泵 斯 克 
省 南部 和 阿 克 摩 林 斯 克 省 北部 ) ,分散 着 个 别 “ 和 森林 岛 ”, 在 过 一 地 区 内 无 林 过 程 是 “ 汪 
HA SSI A, 无 疑 地 ,以 前 (到 草原 开 愤 前 ) 草 原 火 伙 是 常见 的 现象 ;但 是 
把 草原 火 估 作乱 阻 三 草原 成 林 因 素 过 就 未 如 有 曲 过 分 庆 大 (M1. 区 . IIaqocKHii, 1921), 
事实 是 过 伐 , 对 能 墨 大 片 地 区 的 草原 火 伙 的 发 生来 说 ,需要 相当 乾 的 草地 和 极 乾 爆 的 
空气 。 过 种 情况 主要 是 见 於 较 南 方 的 草原 中 , 那 庄 火 代 是 在 夏季 最 乾 爆 的 时 间 ( 坟 
末 一 七 月 ) 以 及 秋季 ( 八 月 底 一 十 月 一 十 一 月 ) 发 生 。 EAE AR 
的 时 期 。 而 在 较 北 方 ， 森 林 草原 区 中 就 没有 夏季 休 限 期 。 过 就 必然 地 阻 研 火 伙 的 发 
生 。 在 乾 爆 草原 中 ,过 一 时 间 是 在 六 月 未 一 七 月 一 作 月 。 站 的 ,草原 火 伙 也 可 能 出 现 “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 但 仅仅 是 在 最 乾 旱 的 年 份 , 站 且 是 在 死地 彼 物 大 量 积累 的 条件 下 。 

遗 憾 的 是 ,我 们 从 乎 没有 进行 对 於 由 火 伙 的 影响 而 发 生 的 草原 植 彼 伙 化 的 锋 罕 。 
我 们 根据 M. C. IHampIT 和 A. A. KamMEIKoBa (1935) 4¢ fa idk Je Ra ae A BE 

RIN SE-B) 亚 带 中 ] AA SEO, 提出 关於 过 一 问题 的 若干 资料 。 
汪 十 位 学 者 观察 了 在 草原 火 伙 后 的 若干 年 内 的 植 彼 更 新 。 他 们 作出 了 过 样 的 结论 : 
Ha PSHE EL SS ORES, 消减 了 死地 彼 物 (在 乾燥 草原 中 一 般 是 不 多 的 ) POE ER 

1) 10. Il. Kneonos 在 他 以 和 后 的 落 作 之 一 (1935) 中 , 作 了 非常 有 意义 和 重要 的 当 献 ,他 沉 献 讨论 当地 的 地 

吏 的 发 育 ， 与 马克 天 植被 后 冰 期 发 育 的 殿 史 的 天保 ,天 亦 地 名 问 题 主 要 是 茯 必 大 陆 的 造 陆 作用 。 在 天 一 

获 作 中 ,他 指出 了 局 克 了 项 共和 国 某 些 天 然 植物 -地 貌 分 区 的 植 倒 珀 育 中 的 土壤 起 因 的 党 替 系 列 〈 主 要 是 

conceal ugh Riel: MO te porn gs TAR IN fi) BOG, BAH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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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 EAE ACA AHH, Ke SABES T Hie > WI ACRE RE ate (Ges HSE BE Sth 

Festuca AAT HHS, (RAZ AIK RG ERS RAK TEC). KR, HARA 

RAS WR CEMA WKERS, 到 一 种 程度 可 以 作 放 牧 用 。 多 年 生 植 物 和 

二 年 生 植 物 厅 乎 没有 和 坊 火 所 消减 ; 火 作 的 影响 遵 致 生长 的 芹 时 停顿 和 有 些 植物 的 发 

Aa (BERRA) 的 极 大 的 延缓。 例如 , VE HK RRR — eH HE PE 

REFER > BS — FEAL FAL HK SRA; ABE, EPR TFS ER AY STE 

(BEB PHO SILK IR eS ; RP AEH TE 7 Ss ES HE KR 

Poa bulbosa 也 属於 过 一 类 ; HRERGFERE BEAR, EUS HORE, 48 

ee BSS AO HEA Hh BEB (Cladonia rin giformis, C. convoluta, Cornicularia steppae, Par- 

melia ryssolea) WSEAS K GIT, ARE BENE, BES. BUA LRH 
EHD, PEDAL TE KH Bh BAA Tortula rurolis 7S REMAP. ia PE KAR 

fe EMA, 显然 , EM -VRUE PKRE R . AE 

BE , SEP 7 SE AE” 

C. M1. Hanunos (1936) WFR Y FESR A 0 BS He De J DH A E 

Hanustos [iA YS Fa RA, BARS PSE 

AR, FREE, HSKRAKRERRH. Pilkn Poa botryoides, Koeleria gracilis, 

Festuca Se S545 84%, EMITER RS A ee pa, (BS EEK 

4, DD) AAG 9S EC PR BATE Fa eS Re. FERS PK HBL Stipa ca- 

pillata (REP RIE BSIERG HE, IRR, SEAR AO SEA TIO TT AE AYE. ULL, 
Mannnoe Het, ZE Stipa capillata {iE RO LIL, RAMA BIRLA I, 
Stipa capillata Ky) Bt RD TE HLS Hl EMP AVIRA 

AB EHTS ERA SEAR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和 其 他 草原 根基 

RENE SREPRSS KE, GH, EARTHED POR 

处 。 

Tanacetum 草原 fi) Et BES HAR AB (Tanacetum sibiricum) , tA BLK R , ite 

#, SERA, MRE FHF oS Le 
WER. WESk, Tanacetum sibiricum FEM FEF GG RAR, ORREP UC LARA AB, 

Fake RH AR AY BB AS 1k HERE, 

在 外 具 加 至 地 区 ,当地 居民 每 年 和 部 分 地 放 野 火 ,目前 对 夏季 草原 牧场 还 放 春 季 

(四 月 一 五 月 ) 野 火 ， 过 是 乱 了 牧场 撮 觅 去 年 乾燥 的 革 和 枝 (所 请" 蔓 残 余 物 ”)。 没 有 

WAS kB EH SAK LH 30—40 % ERE, FERRA HEE SS EBS 

AY) Ae aE ASF a) EV  teg 

Alanwnos $3 th Bt EP Bes a RE AE PAY BE BER SE: LRA 

TAK 52) ai TERR AS A RIA 3) RO EA EY A He AB HE 

OK HE AYE, WIEST A SA ARR 5 4) tee SE ERE A ER RR” 的 

1) BURR 3k MS MT SRNR EEC —ZETER ,根据 Teeuman BURRS, UR Kenmen 所 发 表 的 #20 (P. Koeppen,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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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 5 MB SIA ARAB: SEL HS By EMREEBS, HBSS 

BEL TR 

SF kc SE fi Be BEY SE AS FR BE BS oP: 1) ea EH HE 
WUE ; 2) eH TY LES LE OL ( Ah, RABE; 32 

受 火 伙 的 土壤 表面 的 雪 彼 歇 走 ,过 就 减低 了 土壤 的 春季 水 份 ;4) 春 季 烧 允 的 土壤 容易 

WEEN , 汪 就 促使 植 彼 的 发 育 比 未 轻 野火 的 地 段 的 植 彼 的 发 育 来 得 早 ;5) 草 原野 火 消减 

化 马 余 物 的 同时 ,也 消减 了 有 害 评 草原 植物 的 很 多 昆 串 。 

毋庸 鳞 疑 ， 野 火 是 改善 草原 牧场 的 一 个 极 篇 粗放 管理 的 方式 。(C. MM. DaaaamoB ， 

很 正确 地 指出 必须 以 正确 地 输 换 放牧 来 代替 草原 放 野 火 ， 正 克 输 换 放 收 有 可 能 保全 

PETER TAA Ht SBE AIL. 

a te EA HS 

Hy SP ETE AIRE LOK MPR EB ET | ER TREE JG eS AGS SR EB YB 

FB MIAME AS SEC UR Ee ee ASC, 

(EAB Hh 99 Te PE SE HH AHS A ITE BBE 

8 SPE EE ER LO KEE), EE RZ 0 Ti EH AE (BIE HE Hh BR EE) FE BE BSE 

OF PY ABE ALE BHD EPA PREIS AL A A BE GR te) — BJ TEE FS 

as FY SEL PS ER EP SB SY YA LZ, FE REP Hse IK ERAGE FY EPR = 

FAME BEBE PARE BY is a FL, 因此 ,有 时 在 数 月 内 ， 有 了 时 甚至 

有 1 一 3 年 内 造成 了 周期 性 的 \ 但 相连 德 的 混 泣 条件 和 曹 时 的 嫌 气 性 生活 。 因 此 ,不 

仅 在 土壤 中 而 察 到 湾 育 现象 , 亚 且 逮 在 底 土 一 一 位 认 极 深 上 处 的 黄 士 (过 10 米 或 更 深 ) 

一 一 也 枫 察 到 湾 表 现象。 在 乾燥 年 份 内 EB ee PSE, BE LRA a 
we, A) DE A ARE (CM. C, UUarprT)。 

FBR AYR EB He ac BA ( Se A PA, SER EE PR ee PPE 
(hie se 22(W. K. Mavocxni, 1917; A. A. Suara, 1913; M. C. Wanpit,1930,1938), 

Pr it BR Pe Hi Sat Pry PT Fe Bas AS REP CARE Hb ) 

ASHE AFR BS RB YES , Ss eT aE ER RM. C. Manin iy pps}, 

EEE Hh eB REI A SER AIR BS ; Olden , Fee 50 SEAR, Bis MMA BL 

象 的 是 在 1882,1906,1911,1912, 1927—1928, Aine) 1932—1933 年 内 。 Feige 

SEC RRR EUS RB AAIA, PRES 50 一 100 厘米 或 更 深 ， 湖 面 在 夏季 大 量 地 . 

缩小 ;到 秋季 (或 甚至 在 五 一 六 月 ) 低 诠 平 地 乾 泗 ; 仅仅 在 较 深 的 部 分 ， ARP RET 

长 的 时 间 而 到 第 二 年 。 

在 低 罕 平地 彼 渡 没 的 年 份 内 , 植 彼 具有 下 列 特征 。 

在 水 保持 最 入 的 、 最 深 的 低 窒 平地 的 中 央 部 分 ， 我 们 看 到 植 彼 的 主要 成 分 有 : 
Agropyrum repens pseudocaesium, Heleocharis palustris, Carex melanostachya (= C. 

nutans) . 36 POH 5 Pe EE BA, 基本 是 由 上 述 植 物 中 的 任何 一 种 植物 所 租 成 。 和 上 
述 植物 混 生 的 膛 有 少量 的 : Phalacrachena inuloides (= Centaurea inuloides), Eu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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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 virgata, Middendorfia borysthenica, Nasturtium brachycarpum, Scirpus supinus, 

| Inula britannica, {RRL , ARABI BR ee, eR EE He 

植物 种 (尤其 是 Phalacrachena inuloides), ZE7KP, MALTEAGR IE, TEBE LE, 

FAFA Ey EH Elatine alsinastrum #lE. hungaricag RR, FE(RE PHL 

JE) eo Vin Fa SFE HL Butomus umbellatus Hi4$ HB IGIE AE Aas Agropyrum 

repens pseudocaesium: BUZB, FHA) Heleocharis palustris BEBE. CEH 

ERA ATAIAT Agropyrum repens pseudocaesium 和 Alopecurus pratensis {hfe AK) Fi 

EA; DIVE LG A Alopecurus pratensis 地 带 。 进 大 低 塞 平地 的 坡地 ,开始 
和 需 草 旬 - 草 原 植物 有 王 聚 ,再 向 上 则 篇 草原 植物 才 聚 。 加 

在 低 窒 平地 的 秆 渡 没 的 一 年 和 以 后 的 1 一 2 人 年内， 上 面 的 植 破 情况 就 如 上 所 

述 。 和 后来 个 别 植物 和 整个 植物 琴 装 开始 减少 和 消失 。 两 楼 植物 如 Elatine FIA 

有 Heleockaris palustris 和 Butomus umbellaus WM2ARIBKI. "EPR HED 

Agropyrum repens pseudcaesium AS PTA PA DE , BAC HS ES Ee, TE PH 

HALA PAILS: BARRE HE PRED BEA. Agropyrum repens pseudocaesium 

(TERME RE RED) ,而 在 周 稳 旭 有 Alopecurus pratensis, 混 生 着 
同上 时 草原 旱 生成 分 ,首先 是 Festuca 一 些 Agropyrum repens pseudocaesium 部 分 

_—s selcata, GEREHE TE, He AMEE PH. 

3 PRE — 3b ER, FEE BORA T ee, BEE 
有 草 旬 -草原 特征 。 狐 茅 Festuca sulcata Baga EA, WIRAKREPHN SA KR: 
Agropyrum repens pseudocaesium, Ventenata dubia, Carex melanostachya, Potentilla 

argentea, Phalacrachena inuloides 等 等 。 除 了 党 种 Festuca 23241, 在 蹇 平地 的 乾 旱 时 

间 办 ,分 伤 着 具有 大 量 二 inuloides 的 另 一 Festuca x - Festuca sulcatat 

Phalacrachena inuloides BH, 过 一 至 装 形 成 直径 起 50—100 米 的 互 大 斑点 ， 东 和 

Festuca sulcata 址 六 相互 地 交替 。 除 了 过 些 植物 以 外 , 在 乾 旱 年 份 的 在 罕 平 地 的 植物 

竹 装 组 成 中 ,还 包 括 有 极 大 量 的 短 生 植物 ”: Erophila (Draba) verna (在 一 平方 米 的 面 

fab, 个 体 数 过 7500), Veronica verna (在 同上 的 面积 上 ;个体 数 直 300) Myosurus 

minimus 225%, 

FENCEP HD LS ABR POR AA, 当 注 沟 时 ， Festuca sulcata 

ARRIBA, (EAE SERRE PH. ERA AE IZ 

期 还 保存 在 低 窒 平地 中 (例如 ，Ppalecracpezpa inuloides, Euphorbia virgata #0’ E ) ,但 

是 过 些 植 物 过 时 改 爸 其 外 形 ,甚至 解剖 构造 也 发 生 了 爸 化 (M. C. Mlanpir, 1930), 

+e RE 
PRP AR RTI ae , BAR OR FR A AY A BY BE 5 | RSS EAE PE 

(ROSES (TE BURT SBR LI RAP RG LW), SYST AR(E RIL RB ae 
A PLETE SBR PH EBS ES I AB BE I HT LT Re PE, TALE 

1) PR SSE ib WF Jek ERC LAH PY Ae HE BLK DB SY H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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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 He GE 9 + APE PE A Ee OR EPR, MEISE, GB 

OE ER ET BAC A BUS SF — | aul 

Bye A i eS 

FRPITE KAA PPE I ok ME a (Bi 性 和 人 篇 演 

替 )， TI. 了， BprcorgH 首 (1915) 建 议 把 它 老 们 称 筷 退 化 (merpaccus) : 当 动 物 或 人 类 停止 

某 一 作用 的 情况 下 所 鞠 察 到 的 植物 居 聚 Ti OB, l’. H. Beicouxni #8 E 称 
AE (nemyTanHs) , 

BALE BUA Hi hy BE NIB TE DEGAS ee 

BUS )o 

| AIEEE, Tn Pee LE AN TE, 
TF RES AS ABE FA , PES EH Stk (Durocarn), 作 往 草原 植物 传粉 者 的 

Fo BRAS EES Ay RI OPE 

SEH Fe aa GE LEE Ps BP 3 A, WW. K. Mauo- 

CkHM (1917,1921) 发 表 了 Cledeobia moldavica 幼 患 对 乌克兰 南方 草原 的 草原 植 彼 影 

装 的 有 趣 的 观察 ,过 一 蜡 蛾 主要 是 乱 害 狐 茅 属 的 Festuca sulcata, YAMS BAYS TE 

BEB EGET PSA RR Festuca szlcate 的 地 上 部 分 和 地 下 部 分 交接 处 : PRG TI— AR 

地 割断 其 地 上 部 分 ， 遭 到 虹 蛾 强烈 翁 害 的 狐 薄 草 粮 的 地 上 部 分 可 以 像 腊 帽 子 一 榜 的 

完 人 至 摘 掉 。 狐 茅 的 根系 也 死亡 ， 而 在 草 闭 的 地 方 留 下 秃顶 。 值 蜡 蛾 大 量 发 至 在 狐 芭 

佑 优 更 的 放牧 草原 的 年 份 内 ;, 狐 注 遭 到 过 一 食 植物 昆 旺 的 侵害 ,致使 它 在 大 片 地 区 内 

失去 优 倪 。 
PE sk AY HEAD BAAR AE FS A I) EE (Pilko, Veronica verna, part: 

micrantha, Holosteum umbellatum, Erophila verna, Sisymbrium Thalanum ) ,其 中 还 散 

ia Rise EE, MARRS FEE, Festuca sulcata PHS HH 

才 和 逐渐 地 恢复 。 
HL A，PyGugs (1935) 名 西伯 利 亚 , 主 要 是 雪 加 拉 河 地 区 的 钵 细 的 生态 学 作 了 和 

有 虎 趣 的 而 察 。 作 者 在 蝗 盐 发 源 地 的 分 仙 和 个 别 植物 居 落 之 间 观 察 到 明显 的 相互 关 

傈 。 蝗 吕 的 大 量 繁殖 仅仅 见 於 某 些 少数 的 植物 者 落 中 : hn Agropyrum cristotum, Poa 

pratensis, Whi JB (Festuca ovina, F. sulcata), JB (Artemisia frigida, A. scoparia 

SE )ABVE HB s Ta PERE AR , We aA EVE LI ABREU (EE ES 

BOB FEAT 5 EM), (AFRHETR AL, 38 — 7 A AE PR EHETE TE, SE RE 

HBAS SE LAE NR” SE, PyOuon 没有 武 到 在 蝗 患 天 
量 发 育 情 况 下 的 植物 震 聚 中 必然 发 生 的 一 些 释 化 ,但 是 ,过 些 释 化 必然 是 显著 的 。 

B. HW. Bapavos 和 天 . II TopImeHHH (1927) 出 版 了 星 旺 在 改 释 西伯 利 亚 〈 鄂 森 

1) 者 一 事实 是 值得 泪 意 的 ，Cledeopia moldavica 和 星 强 的 大 量 纹 生 是 发 生 共 与 放牧 有 关 的 、 次 生 的 秆 物 

惟 泰 。 因 此 ,放牧 不 仅 影 卿 植被 ,引起 相应 的 这 赫 ,站 上 且 过 是 间接 的 , 是 对 生物 恒 落 中 的 动物 部 分 也 有 间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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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sa FE) OHA BR FE EE AR + Se A Ea T_T S 

建成 封 的 小 土 堆 。 汪 些小 土 堆 呈 贺 顶 形 ,直径 篇 50 一 80 厘米 ,高 篇 25 一 40 厘米 。 形 

成 的 策 成 物 的 泥土 由 寺 壤 下 层 过 上 来 的 。 在 过 样 的 旺 封 中 ,除了 地 上 部 分 以 外 ,有 还 具 

” 有 倒 圆 锥 体形 的 地 下 部 分 , STA PEL Ri 70 一 80 厘米 深 处 。 因 此 ，, Sei 

封 的 体积 篱 0.104 立方 米 , 而 旺 封 地 上 部 分 的 体积 糙 等 让 0.045 立方 米 ， 地 下 部 分 

需 0.059 立 无 米 。 在 一 公 项 上 , 赚 封 估 有 平均 篇 30 立方 米 的 体积 , UE LRA, 
”一 公顷 上 平均 能 有 300 EE, SHER ERS aE DP AUTH IE : Chthonolasius flavus, — 

Formica fusca picea 和 较 少 的 Formica rufibarbis, FEMA AR, PRS 

FERRE EEDA, RH RM BAA LA ASHE, Blan, AR 

着 Atropis convoluta + Artemisia maritima 琴 六 的 碱 十 上 ,在 旺 丘 上 出 现 Koeleria gra- 

cilis + Festuca sulcata 至 装 ， 也 就 说 是 ， 出 现 典 型 的 草原 型 短 聚 ; EAR Koeleria 

gracilist+ Festuca sulcata Aye 的 碱 十 上 , Ape LB AA 名- 草原 型 的 Calamagrostis 

epigeios + Stipa rubensBR, Alb, tee Ai rWKALKR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十 中 吉 物 - - 蜂 赚 和 士 中 动物 - 必 北 类 一 样 ， 对 植 彼 主 要 是 间接 的 影 

eis CEE 

”现在 我 们 来 简要 地 讨论 一 下 由 帮 哺 乳 类 动物 一 一 士 中 动物 ,主要 是 碑 商 类 动物 
上 所 引起 对 植被 的 作用 。 
”上 鬼 商 类 动物 ， 其 中 主要 的 是 黄 鼠 属 (Citellur) 和 特别 是 草原 土 斤 鼠 属 (Marmote) ， 

和 进行 天 规模 的 地 下 "建筑 ” ,把 大 量 的 底 圭 带 到 十 表 ,学 且 在 其 穴 旁 把 底 圭 堆 成 比较 高 

的 小 丘 。 旦 独 的 过 些小 丘 特 别 大 ,过 一 米 高 。 因 篱 草原 底 土 通常 舍 有 册 富 的 石灰; 所 

以 在 旱 独 士 堆 的 表面 经 常 可 以 观察 到 表面 土壤 的 褐色 泡沫 反应 ， 而 在 相 隘 没有 十 中 

动物 抛 出 物 的 土壤 地 段 上 , 泡 半 反应 可 能 在 巍 士 表 一 定 深 卡 才 能 午 察 到 。 因 此 , 旱 锋 

土 堆 上 的 植 丢 成 分 和 相 隘 草原 的 植 彼 有 显著 的 差别 。 
在 莓 联 欧洲 部 分 (乌克兰 TRAST A) , 土 手 鼠 现在 主要 是 保存 在 杂 类 草 - 狐 东 - 

SRE FELIS RAEI HY “SLE? UAL ,通常 可 以 观察 到 过 样 的 
«ARR 最 近 洞 究 不 散布 着 生长 在 垃圾 堆 上 的 杂 草 的 个 别 植株 体 : Hyoscyamus niger, 

Chenopodium foliosum, Descurainia sophia 等 等 。 演 些 生 在 垃圾 堆 上 的 杂 草 在 过 儿 出 

现 是 和 下 烈 情况 有 关 , 土 搂 鼠 把 其 排泄 物 留 在 洞穴 出 口 的 土壤 表面 。 因 此 ,十 手电 上 鼠 

究 土 堆 上 的 过 些 地 埃 全 是 在 址 圾 堆 上 生长 的 杂 草 的 自然 生境 。 在 鼠 穴 士 堆 的 坡地 上 ， 

”可 以 见 到 在 杂 类 草 - 狐 茅 - 羽 荡 草原 和 范围 内 的 那些 表现 出 高 度 的 喜 钙 性 的 植物 的 和 集 

人 和合 :如 Stipa Lessingiana, Agropyrum pectiniforme; jet€ PETE IS FL EL Festuca sulcata 

EBA, ARBRE BY REE ESAW: Kochia prostrata, Corato- 

carpus arenarius, Jurinea multiflora(= J. linearifolia) #%, 

4 Alt, HRLRMERADHEL, REE SEL Py LS Oe 

| 8, ELBRARE EMA (而 土 手 鼠 通常 是 大 替 生 活 ), HERRERA. 
着 显著 的 作用 ， 构成 了 特殊 的 动物 起 因 小 地 形 。 

FREER BUAHEPE 1 PME GEE SEH CE AYE BSE A BEER S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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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 的 结果 )。 但 是 ,上面 的 植 彼 长 久 逮 具有 特殊 的 性 览 , 1E—-BRW ESP 

BE bee. 
FBG BIB SE AY SE Het BA) 5 BEET A SE, A RAS 

i 7A BE, 3S RI ER | ET PE ER (SBS WW. K. Mavockui, 1917,1921; 
lr’. H: Beicouxuli, 1908—1909,1915; K. M. 3enecxuli, 1918, SE AMSE4E), 

现在 , 吵 食 的 动物 主要 是 家 畜 ; 但 在 史前 时 期 ,野生 动物 起 着 主要 的 作用 。 
Pate BS ik ok Ft we Bae AO. HH. Botcouxui #9 VW. K. Mavocknii F¢ 

WAM Sep ID ate, BRO ae Fei B. B. Anexun SET iAH OR 

(1934), 

Me Be ESE LEHR PRBS: 1) ES A BA ke A Be, SE 

FRERPA Stipa WYRE, TA RA; 2) BES FOTN EHR ; 3) 促 使 能 
以 某 种 方式 防止 嘴 食 的 植物 成 分 有 茂盛 的 生长 ( 具 刺 植物 ， 密 彼 昔 毛 植物 ， 有 香味 的 

植物 ;有 乳汁 的 植物 等 等 );4) 促 使 一 年 生 植 物 和 春季 短 生 植物 的 发 育 ;5) 加 强 了 外 来 

成 分 ( 杂 草 植物 ) 而 引起 的 刘 杂 性 ; 6) 践 踏 草原 土壤 , 因而 加 强 土 壤 的 乾燥 度 ( 士 壤 的 

毛 和 组 管 现象 增强 ) ,过 一 点 麦 现 在 较 喜 旱 植 被 的 出 现 ;7) 欠 土 壤 带 来 了 大 量 的 肥料 ;8) 

把 植物 的 种 子路 大 土壤 中 ;过 能 促使 其 更 好 的 井 发 等 等 。 

在 放牧 影响 下 的 植 彼 释 化 的 基本 阶段 , BRT. H. Boicouxnii (1915,1923)— 

样 把 植 秘 的 过 种 演 奉 ?2 称 之 需 牧 场 的 退化 。 过 些 释 化 基本 阶段 由 森林 草原 的 南部 开 

th—- BEADS OFS (HE BIE, SR LRP, : 
ABLES , 4698 Jia 4) 1 Be PS REELS AER 

FERRE, SE PTH RAR B. B. ArexHH (1934) 指 出 了 库 

ID oe DEA Ke BAYT PU ER es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植 彼 不 受 压 制 

(无 其 是 Stipa 没有 受 压 抑 ); 构 成 多 花 的 禾 草 - 杂 关 草地 彼 ;2) 在 较 重 的 放牧 情况 下 ， 
Stipa 完全 消失, 草原 的 种 类 成 分 显得 格外 和 贫 乏 ; Bromus riparius 开始 表现 得 更 明显 
而 突出 ;3) 其 和 后 ,雄关 草 遭 到 强烈 压抑 ,而 相反 地 ,在 上 层 ，Brozzzs riparis ARR AVAL 

长 ;在 下 层 , 则 Festuca sulcata 有 良好 的 生长 。 在 过 些 地 方 ， WT MMB eR: 
Bromus riparis-Festuca sulcata;4) Festuca szlcata 队 段 , 在 过 一 阶段 中，Feszuce sulcata 

” 佑 优势 :5) 放 牧 进 一 步 对 草 尾 压抑 和 后 ,经 过 一 系列 较 小 的 阶段 之 后 , 则 遵 致 Pozygozzzz 

队 段 在 整个 草原 上 的 分 伤 。 在 过 多 ,出 现 了 南方 草原 的 典型 后 期 附 段 之 一 ;在 此 阶段 

Hs 1 EE AEA E Poa bulbosa, 

FE REFER Gi I J SB Hic 1B STACSET OOS BE, BELA FR ee 

WA. T. A. Betcoyxnit TAFE TB SST TE Fe eh RS Bk (SH 1901) 和 伏 

1) 例如 ,在 分 伤 在 杂 关 草 - 狐 荡 - 绚 莎 草原 亚 带 北部 的 卡 明 草原 中 ( 沃 软 但 什 省 ) Crambe tatarica, Conio- 

limon tataricum, Phlomis pungens 的 存在 是 和 “现时 的 二 用 早 就 抛 出 的 介 土 铬 和 鼠 鼠 穴 堆 有 天 ,天 些 植 

物 在 土 后 和 鼠 二 堆 以 外 很 少见 到 。 
2) T. H. BpicorgHE 开始 把 者 一 演 蔡 称 之 篇 “将 牧 退化 一 - digressio pastoralis” (1915), 但 是 过 一 通 减 

的 因素 不 是 笋 人 , 而 是 放牧 动物 , 后 来 (1923) 把 才 一 名 笑 改 成 “牧场 退化 一 digrcssio pascu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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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IUampT, 1938), 

Mini (eee Rare &,1903—1909), B. A. Kennep HF 7 HEBERT tik 
ee t+A(1916), UW. K. Mavocnnit 售 研 究 了 黑海 沿岸 的 草原 (1917;,1921)。 此 外 ， 

| 在 过 一 亚 带 的 范围 内 ， 还 进行 过 相应 的 午 察 ，T. H. Monon(1931) 研究 通 沃 欧 涅 什 
(4 SAH Beh, E. M, Jlaspenxo 和 工 . WU. Hoxman (1938) PE BSE 3) PS Be 

ee 
ss REAINSE-7ASP ROR BH AS HS , CBSE SR (CS ERY BY Be SE BE LS OU. K. Mavocknii 
(1917) 所 查 明 。 此 外 , AEWA REEMA M. C. 

JIIIariaiT (1927,1928)， H. ecaTroBa-IIJocTeHKo (1930) (HFIP RT JE sas AL), 

 K. M, 3anecxnit (1918) (BPFH TP WEI) $0 O. 1. Buneucxuii (1918) [研究 伏 

fA NT) ie (BT SE) 等 人 的 著作 。 

BUTERA aR HCH TEESE (LAO EEE, SEE. 区 . Iladocka 丰 光 黑 海 沿岸 区 草原 
”所 黎 定 的 ,主要 地 是 在 狐 伞 - 玖 薄 草 原 亚 带 和 杂 类 草 - 狐 薄 - 玖 薄 草 原 亚 带 南部 的 和 范围， 

| 内 (图 30)。 汪 些 醋 段 显 然 可 能 分 伤 在 狐 茅 - 玖 芭 草 原 的 整个 亚 带 中 , 但 是 无 论 如 何 ， 

二 ALA tip FE EF SD Se A Se DS 

部 。 

1， 故 牧 不 足 阶 段 (a 草 甸 化 ” 障 

段 ) 或 是 完 公 没有 : pete. "PERI RS IE 

遗体， 过 些 艾 遗体 阻 研 着 站 正 草原 草本 植 

物 的 生长 。 死 亡 老 草 慷 的 更 新 过 程 不 良 。 千 

pyrum, RECE FER Bromus) PARE. FEAL 

禾 草 的 背景 中 ， 生 乓 着 的 植物 大 部 分 是 二 

| 年生 植 物 成 分 (Melilotrus officinalis, Fal- 

caria rivini 等 等 )。 少 量 附属 的 植物 由 於 存 

在 着 隔年 的 董 和 革 Gee Iii 

eA), 只 有 微弱 的 生长 (sei 2st 

an 

本 fal 30 在 进一步 OBR KF, Festuca sulcata+ 

| Stipa RRR ERC. we OU ssa 的 多 fe Achtin 相 党 eR 
«$i —_ Plinth whe WAR, RU eR EMA ES 

> #BAaa%. 4,B,C,D,E,F,6—Ae BAD ey Alp sf Ae i 
} 1 ——Stipac, 2 Festuca sulcata, 3——Artemi- ERE 的 位 It OAR SE HP eR 所 ifs Tio 

sia austriaca, WIM JE-PRIAM, GEM. C. TEJA 2S (LJ Re Hee TE 

t FEAT , Dewi RET eT E, 
| SEMIS ARE, EOL BRR AE TE AE HO TS SE 
[DESERT Pa A 9 ie se LAAT MLE AOS I 
RELL E ERA? , 

1) WV. K. Mayocknii JOR Oe ey Sed — Pa Sh EAL Zi RAR HAE HEWES} Alte 

Unf eK ERE -SA RL ae iS oe HS ET HEAT A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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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轻微 放牧 阶段 (Stipa 阶段 )。 草原 植 彼 的 所 有 成 分 都 保存 着 。 烤 生 禾 草 赵 

#9 Ee EEA fil 31)。 具有 许多 年 青 小 六 的 草原 草 慷 。 一 年 生 植物 层 片 以 及 二 年 

生地 面 芽 植物 的 层 片 在 它们 的 发 育 上 遭受 到 压抑 。 在 二 一 阶段 中 ， neces 

gan 自 春 至 秋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不 断 的 生长 。 

3. AB ARE Be (Festuca 阶段 )。 当 放牧 加 强 时 , 玖 芽 开 始 逐 放 消失。 最 先 消失 
的 是 Stipa dasyphylla, S. stenophylla (在 杂 类 草 - 狐 荡 - 玖 菠 草 原 亚 带 中 ) ,8. ucrainica, 

然后 乱 S. Lessin giana, tx me 5 S. capillata,"E PI RIHELLAS Festuca sulcata PREF Festuca 

sulcata 3875 TE is FS OL P RSP ER (ll 32), 在 过 一 放牧 退化 阶段 中 ， 植物 

且 体 的 数量 减少 ;草本 植 彼 傈 由 较 旱 生 的 植物 所 组 成 。 

| Mm SS rt Ge vey 
图 32 #2 0.25 BKK _E Festuca sul- 图 31 Festuca sulcata+Stipae Bae hy 

HE 4 FR ARE (SERS) FE CE) 的 

AZZ. RATS 0.25 平方 米 。 放 牧 不 

Festuca Hise, 阿 斯 坎 尼 亚 - 诡 瓦 禁区 。 1 

sulcata, 2--—-Stipa capillata, 3—S.ucrainica, 

4——Koeleria gracilis (根据 M. C. Wasnt, 

cata+Euphorbia gerardiana HUKE Hh a 

基 (ERR, BURT KF) PURE CRRA) 的 水 平 投 ， 
影 图 。 放牧 显著 。 阿 斯 坎 尼 亚 - 诺 瓦 禁区 。 ee 

FE 1 —Festuca stlcala; 订 类 蔓 : 2 Eu- 

phorbia Gerardiana; 一 年 生 植 物 ( 夏 季 一 年 生 六 

1938)。 3——Polycnemum arvense; 4 Atriplex ta- 

tarica;5 Portulaca oleracea; 6——Filago ar- 

vensis, (ARR M. C- Ulansit, 1938), 

4, 早熟 禾 废墟 阶段 。 在 更 加 强烈 放牧 情况 下 ，Festwca sulcata 开始 稀少 ,它们 的 

PE SARI HY HL TESTER FAAS Poa bulbosa vivipara 所 替代 ， 而 过 种 植物 在 前 一 

阶段 中 仅 起 着 从 局 作用 。 根 据 U.K. IIaqocKHii 的 意见 ，Poa bulbosa vivipara 在 有 利 

的 条件 下 (温和 、 潮湿 的 早春 ) ERE TEE. ARE AE EAE OY We Bl 

在 雨量 答 乏 的 年 份 中 , 草原 从 春天 迅速 褪色。 在 狐 茅 - 羽 菠 草 原 亚 带 中 ， FP RA Poa 

bulbosa vivipara 的 是 Carex zxro1ens25， 而 在 杂 类 草 - 狐 荡 - 玖 莎 草 原 亚 带 中 则 篇 C. 

braecoxe 所 有 的 各 些 多 年 生 植 物 和 过 一 放牧 阶段 的 相当 休 富 的 一 年 生 短 生 植物 一 样 ， 

利用 土壤 表层 中 的 大 量 春季 水 分 。 仅 仅 在 以 后 的 草原 上 才 生 长 出 来 牲畜 不 能 食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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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ENI, Plt Euphorbia (Euphorbia Gerardiena——#EIM$-V SAAS, 
E. glareosa 和 部 分 E. Gerardiana 在 杂 类 草 - 狐 芒 - 玖 茅 草原 亚 带 办) Artemisia 

- [Artemisia austriaca 〈 图 33) ， 但 在 草原 带 南 部 ,在 土壤 明显 的 碱 化 下 则 篇 A. mari- 

tima] ;部 分 百里香 属 (TZyzatis Marschallianus) 

等 等 。 上 述 Euphorbia 早 在 牧场 的 Festuca WE 

段 中 就 开始 有 大 量 的 生长 。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在 早春 的 过 种 早熟 禾 刻 址 中 ,生长 着 相 

党 多 的 鳞 鞭 多 年 生 短 生 长 季 植 物 〈 地 下 工 植 

物 ) ,例如 Gagec 的 一 些 种 等 等 ,以 及 像 Fero- 

nica verna, Alyssum desertorum 等 等 那样 的 

小 型 春季 一 年 生 植 物 。 和 到 夏 末 和 秋季 ;假如 雨 

o 5- 引 “ 量 很 多 ,大 量 发 至 着 薄 生 长 一 些 一 年 生 植 物 ， 

3] . Ae SIL Eragrostis minor, 此 外 ;在 过 种 Poz FE 

| ng dai] 城 阶段 中 ， 膛 遇 到 大 量 的 芒 各 洛 
41[@] a = s[o] 5[e] = ‘[>} nostoc commune, LI R—EuEK, 

33 在 6.25 平 方 米 上 ,收场 上 的 4rtemi eee Seeder tees 
sia austriaca HURRAH) Ee REAR ARGS, GS PAR ERG 

” OREO ATAFRE. HIRE. Bae RE - 
weet. PERE: :1—Festuca sulcatayP RAPA AE EEE ore AS FP 4 BO Ly AS ZB 

Strato- 

灌木 : :2——-Artemisia austriaca :一 年 生 植物 Ge 上 ， 多 年 生 和 一 年 生 短 生 植物 估 优 歼 的 一 聚 

Hie): 3——Echinopsilon sedoides;4 Ce- (K. M. 3anecckuit, 1918), 

_—- ratocarpus arenarius;5——Polycnemum arven- 

se} 6——Eragrostis minor; 7 Filago arven- a. 放牧 场 阶 段 。 过 一 阶段 通常 在 牲 冀 休 

eee cy ets, 1998) oh CRB) 附近 和 村 莫 附 近 较 乱 明显 。 
Poa bulbosa vivipara BARS, MASCAIAK:; 主要 发 至 地 俊生 长 有 一 一 年 生 

植物 ， 它们 带 有 te EBA ANE, 如 Atriplex tatarica, Ceratocarpus arenarius, Polygonum 

aviculare FISH, Bishi iA we ER ST RH, 

AR FRAMES RR RPOKS RSs (Hes), 遭遇 到 

了 中 生化 作用 ， 也 就 是 改 草 旬 化 过 程 ,但 在 强烈 放牧 情况 下 ,相反 地 ,草原 遵 遇 到 了 早 

Att fe FAM. K. IIadqocKrzE, 1917; K. M. Saneccxuit, 1918) 的 结果 ， 在 草原 发 青 的 

某 些 阶段 中 ， 草 原 接 近 於 帝 漠 带 的 一 些 植物 王 聚 。 过 种 现象 主要 是 和 水 分 人 条件 的 要 

化 有 天: 土壤 在 强烈 的 牲 音 跨 踏 情况 下 , 爸 得 察 实 ,其 上 层 的 正常 车 构 得到 破坏 ,结果 

土壤 的 表面 蒸发 加 强 ,而 相反 地 ,水 分 情况 因此 恶化 。 

M. K. Mavockuit (1917) 4812 LT TRIM EZR PR Bae” 

(camoBEIpoxksrenHe) (25 JR y(t”) AYRE , AA PE HH TS TE eB a AR OS AE 

1) Feet 7 A a SBS eee: T. H. Buicouxnli (1908) 3h4kitinds mee, B. A. 
Kennep (1916) SKREA EK AAI ES AH SF - ARA OK. M. 3aneccxnii(1918) 3%} 

CA AR, WHER iE 有 & 有 指出 第 一 个 放牧 不 足 阶段 ， 而 K. M. 3anecckni #4 RS — PS AT 

存在 。 

* 153° 



fi] TBE, A RH RHE By FEE PI RY ERE HB EE 
作用 下 才 有 可 能 ”。 

“在 过 去 ,草原 带 鲁 居住 有 大 型 食 草 动 物 组 成 的 站 富 动物 区 系 。 其 中 包括 野马 ; 草 
原 郑 羊 一 一 高 鼻 郑 羊 , 草原 和 性 牛 或 原 牛 , 也 可 能 有 诈 和 和 蔓 大 陆 的 野牛 一 一 欧洲 时 后 。 

过 些 动物 的 冀 震 当然 强烈 地 影响 草原 植 补 ， 使 草原 不 能 过 到 由 於 厚 地 和 被 层 积 聚 所 引 

RA “AOR”, 但 是 过 是 否 意味 着 草原 植 科 到 处 都 是 一 样 和 始 欧 都 是 不 於 
“轻微 放 收 "的 阶段 呢 ?3 Vi. K. Mavockuli 是 完全 正确 的 , WEE AS AS 
答 。 草 原 移 是 有 着 相当 复 订 的 植 彼 ， 兹 且 生 一 复杂 性 不 仅 决 定 於 地 形 和 底 主 条 件 的 

影响 SE RERAY AR ERE Ba, BLY, Aaa 

物 的 不 同 强度 的 作用 。 有 踊 钴 食 草 动物 还 决定 着 (在 地 形 和 土壤 的 相同 条 件 下 ) 

过 去 草原 植 彼 复杂 镶 风 性 的 存在 。 接近 性 冀 休 息 处 和 大 食 草 动物 人 饮水 处 的 小 径 寿 ， 

狗 是 存在 着 十 分 天然 的 ”"\ 带 有 不 太 多 植物 的 放牧 地 ,过 些 植物 目前 是 烈 大 -次 草 的 

和 组 成 中 。 由 过 些 地 方略 束 处 ， 显 著 伸展 着 早熟 禾 广 墟 等 等 。 ”因而 ，, 现代 和 性 冀 放 牧 的 

一 切 影 法 和 吕 服 动物 以 前 的 时 期 比 来 ， 可 能 仅仅 在 数量 上 的 表现 而 在 质量 方面 完 至 

不 存在 着 任何 差别 "( 瑟 . K. TMasocxnit) 。 

上 面 我 们 讨论 了 放牧 在 粘土 草原 和 粘 款 土 草原 人 条件 下 的 影 澳 。 下 面 我 得 来 简要 

地 讨论 在 砂 质 草原 人 条件 下 的 牧场 退化 过 程 。 在 轻 摘 -流动 砂 偶 土壤 上 ,收场 退化 的 发 

展 和 在 固定 基质 上 的 发 展 有 所 不 同 。 其 最 乒 和 结果 不 仅 植 彼 发 生 纺 烈 改 释 ， 土 壤 也 发 

生 改 区 ,土壤 不 是 完全 破 扰 和 遭 到 风 鲁 ,就 是 乱 风 所 吹 来 的 砂 士 所 渡 沟 。 

人 人 不止 一 次 地 描写 了 砂 质 草原 因 放 牧 而 引起 的 退化 过 程 (T. H. Beicouxuii, 
1915; HU. B. Hosonoxposckuii, 1915,1926; E. M. Jlaspexnxo, 1927; A. T. Taenp, 

1932), Pi SePaz He METRE SE ASE HE EH BL, Se 
FLAIR AES a PA Ca PT Be a) Ee A 的 观 

察 。 但 是 过 些 阶段 (在 层 片 的 演 替 方面 ) 可 以 认 需 也 是 整个 草原 带 的 普通 现象 。 

1, BARRE, 在 轻 度 放牧 的 情况 下 ， 砂 摘 草原 的 植 彼 结构 是 十 分 典型 ， 
hy SEAL FEUEGESN, Festuca sulcata, Koeleria glauca, Agropyrum cristatum sabulosum, | 

E. Lavr., Stipa Joannis sapr1ora， 其 中 或 多 或 少 混 杂 一 些 珊 根 型 多 年 生 植物 ， 

ty Artemisia inodora, Euphorbia Gerardiana, Dianthus polymorphus, Goniolimon gra- 

minifolium, Thymus borysthenicus (AASBEAEFR AY Bl) 等 等 ， 还 有 一 些 二 年 生 植 

iy, 如 Silene parviflora, Centaurea breviceps, Syrenia angustifolia 等 等 。 在 放 禾 进 一 

步 加 强 的 情况 下 FECES SEN Euphorbia Gerardiana WHET ED, 它 是 性 音 不 

食 植物 ”。 

1) Hi. K. Taqockai (1922) 副 壳 , 届 粘 土 和 精 境 二 基 贰 上 的 草原 一 样 , 砂 坚 章 诛 上 备 层 片 间 要 保持 正常 的 
BOGE , 必须 要 轻 度 放 牧 。 根 据 他 的 意见 ， 在 缺乏 轻 许 放牧 的 情况 下 ,， 由 大 兢 委 人 条件 的 改 芸 ， 砂 质 草 原 ( 注 

A FEL A) WT DE ESE AFR , FEF BURT ERE TS “RA” Ao 

2) A. T. Taens (1932) Fat LURE HH, FOBOR TCAD PE RRIEZERS, XR RE—Tortula 
ruralis (REPS , "CRAZE WSLZED COA EPPA Pe MRA, MAHER Cornicularia steppae, 
Cladonia foliacea, Parmclia vagans, P. ryssolea 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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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e ee a ae SA Ce Haiti me 情况 下 发 生 。 RAR BRI 
| RAR RK: PE AAMAS BM Stipa Joannis uN 其 它 则 
“PE, MESS RRB ME, RAE S A, EE 
A, (ei SES Be BE Ae SpA , IB BL (35, 36) SE — TH ES 
”所 不 食 ， ohmic ea arat 二 年 生 植物 和 一 
“年 生 植物 通常 也 很 由 富 。 

;在 过 一 阶段 中 风 鲁 过 程 已 经 开始 ,但 目前 , 仅 及 於 砂 质 士 的 表层 。 
| 3, AL ROHN Be (EBLE AH), 早 在 上 一 阶段 中 , CETL we IEE 

| HOC, HERAT ED Le RL A EF A 最 常见 的 有 
Agropyru:n dasyanthum (图 38) ， 而 在 很 多 情况 下 也 有 Elymus giganteus, Fe ta 

—Calamagrostis ebpbigeiog， 以 及 草原 砂 生 若 草 由 湖水 盆地 向 上 升 长 到 流动 砂 丘 上 ， 

， 砂 生 营 草 在 原始 砂 士 上 是 生长 在 低地 的 站 和 铺 。 EG ARK") (BEIHYXmeHHO-KO- 
PHeBHIIHEI 首 ) 0 植物 中 ; 册 现 灌 本 一 一 Cy2str borysthenicus, 

在 汪 一 陵 段 不 仅 保 存在 砂 蛙 草原 由 型 植物 Jurizeae laxa, HL Jurinea laxa 表现 

| APRA, EIA PRR RAI. 
ss AASGA TA EAEE, 在 过 一 阶段 内 一 年 生 植物 装 中 。 在 混 油 的 年 份 , 有 时 
Digitaria sanguinalts ASA Rea HF 。 在 风 鲁 的 残 丘 上 ，, 仍 保存 着 上 一 阶段 的 植 

eam acinigone rr, Calamagrostis epigeios 在 过 

一 点 上 有 明显 的 表现 。 和 过 种 植物 在 微弱 放牧 的 砂 质 草原 中 ;通常 生长 在 罕 地 上 ,但 是 
， 当 砂 士 破 坊 时 , 拂 子 芒 开始 逐渐 上 升 到 丘陵 , 估 据 了 裸 砂 的 地 块 。 过 是 和 裸 砂 地 或 是 

未 固定 的 砂 士 积累 水 分 的 特性 有 天。 雨水 很 快 地 渗透 不 砂 地 中 ,而 乱 较 粘着 的 问 层 

”所 保持 。 BHP EE EH SIH 因而 砂 地 表面 蒸发 不 大 ;上 层 喜 燥 层 好 似 

| RAR RE Be. a PE BP , 稀 芯 的 植 破 燕 腾 较 小 ;过 促使 水 分 的 积累 

和 在 丘陵 上 出 现 像 上 述 2 epigeios ASARATS aH, (RKUTE RR ADH 

AR bo ERR AH Le, RIP AB DRS RI i BS 

WS | 

4. peee ie WHE e ban EP EA SA. 宛 
IBA Salix acutifolia 和 S. rosmarinifolia ESE FB SSE CH ah (lel 37), ja 

| AAR AE OS RB ERE ES He, LEN 
He SLE PRAY I Ze AEE TT A BOK, 

5 在 过 重 放牧 的 影响 下 WOES A eR Re, (Ae, BRN 

| RAE PH IE, EEE ALTE Bra SH ARE Po RECS BSL, tt 
© 是 在 低 的 砂 丘 , 砂 丘 间 的 高 起 地 段 和 砂 丘 较 高 的 坡地 的 下 部 。 

1) 我 个 是 把 竹 杰 的 植物 称 之 坊 “ 强 沁 - 根 垄 ”植物 。 那 就 是 媳 ,在 这 些 植 物 的 整 和 枝 的 散 作 地 塌 上 出 现 不 客 

AR FA He ERG Le LB lb a A ce “RS AAR A?” 



在 更 高 的 砂 丘 上 , 易 流 动 砂 地 的 形成 发 展 得 特别 迅速 。 长 根 董 植物 在 第 一 阶段 性 

部 已 出 现 。 
在 砂 质 草原 上 流 砂 地 景 对 形成 的 一 般 景象 , 正 像 A. [. Iaemp (1930) 的 公式 中 

的 描 纵 和 E. M. JIaagpeHKko (1927) 对 德 昌 伯 河 下 认 砂 地 的 描述 一 样 ,是 过 楼 进行 的 。 
AEB HK AB, SS Oy EE Oh SE Bee ee ATA 

ii, ME HPSARE, DHEA, BIRO 
Ho, ZESSPR Ons ASE OL A EE SELL REIS BAY Agropyrum dasy- 
anthum BASSAI RCA, Gh SAS SS AE GEE LAB BR BB Oh 

MABE =) 
sa 35 UH AOR A REO AO ESE RIERA, 

Bb, WIBAAS RIA, ERD AHL PPE SEES Euphorbia 或 其 他 双子 革 植 
APB ATE, inSh, Festuca PREECE MHL WA PREAH BAS 
WRIZ AY Festuca 草 准 ;而 在 吹 到 凹 地 中 的 流 砂 上 ,在 初期 3, Calamagrostis epigeios 

表现 强烈 的 生长 ，Calamagrostis epigeios HERD HHL, 沿 着 歇 动 的 砂 士 上 , 开始 它 

的 腾 利 的 "游行 "。 
过 一 过 程 , 再 进一步 进展 如 下 :在 长 期 的 放牧 人 条件 下 , 丘 顶端 的 风 创 寅 数量 增多 ， 

风蚀 寅 也 在 较 低 的 砂 丘 上 出 现 。 吹 动 着 砂 士 逐渐 埋没 了 较 低 塞 的 地 段 。 因此 ,形成 
着 不 同类 型 的 埋藏 土壤 (埋藏 砂 质 黑 钙 士 , 草 甸 士 和 姜 泽 士 ), 在 由 水 蚀 所 形成 的 “ 风 
鲁 点 ” 则 成 坊 更 寅 广 的 “ 风 鲁 中心 ”。 - 

现在 ， 我 们 简要 地 未 诗 葵 砂 士 风 锰 的 原因 和 各 个 时 期。 Sak 
现在 风 鲁 的 直接 因素 是 家 畜 。 因 此 ,根据 现代 风蚀 的 汪 一 直接 原因 ， 可 以 把 过 各 

原因 称 之 坊 动 物 起 因 。 但 是 ， 畜牧 业 是 人 类 活动 的 一 个 方面 ， 因 篱 流动 砂 地 的 现代 
风蚀 广大 地 区 就 其 起 源 来 届 , 是 妈 千 於 家 冀 的 过 重 的 放牧 ,所 以 可 以 把 过 一 现代 风 鲁 
称 之 篇 人 篇 起 因 的 风蚀 ,过 样 就 可 区 别 谎 天 然 的 动物 起 因 的 风蚀 , 关 族 过 一 点 将 在 下 
ii FA at. 

He J ra AD Sa BY) BH TE Sek AEE RE, 35 EE J A Ae te AE 

MLAS, AES M easly: AHAB 

控 士 哺乳 动物 , 它们 把 砂 士 由 其 突 中 带 出 〈 突 旁 的 过 些 砂 士 也 就 是 风 鲁 的 最 初 发 源 

地 )， 另 一 方面 (可 能 是 主要 的 方面 ) 乱 野生 动物 的 放牧 。 在 后 一 种 情况 下 , 风 鳃 的 发 

源 地 看 来 是 发 生 庆 有 踊 类 动物 所 常 走 的 小 径 , 有 踊 类 从 过 些小 径 到 过 侯 水 点 。 草原 

地 带 沿 河 砂 质 阶 地 以 散 做 在 砂 丘 中 的 草 旬 地 块 和 水 池 吸 引 有 踊 类 的 动物 。 水 池 甫 常量 
在 乾 旱 时 期 内 也 有 水 。 因此 ,过 一 风蚀 按 其 起 因 来 看 ,可 能 称 篇 动物 起 因 的 风 鲁 ,是 

然 , 过 种 风 鲁 主要 是 由 於 互 大 的 食 草 动 物 所 引起 的 。 

在 水 期 后 的 早生 时 期 ,过 一 自然 动物 起 因 风 鲁 特 别 地 绚 ， 那 上 时， 由 套 植 彼 的 稀 臣 

和 士 壤 的 乾燥 ,动物 对 土壤 的 破坏 性 的 影响 也 显得 特别 弦 烈 。 

过 些 移 是 存在 的 当地 的 、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是 不 大 的 风 鲁 中 心力 是 牢固 定 砂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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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特有 的 砂 生 植物 的 避 闪 所 (Pilko, Elymus giganteus, Lineria odora, Tite TA Ft 

盖 伯 河流 域 则 有 Agropyrum tanaificum, A. dasyanthum 22) , 

SRP SSE _E YS a -  h LLTG  h e  A  J P  BSE CHSEE T F 

| REARS Pl dn, PARE EE) FARA RSE, TDR ERE YJ Bh 
FiRZS by St (A. TW. Toxwes, 1929; A. I. Paens, 1930,1932; C. C. Codones, 1934 . 

等 等 ) 所 相 篇 。 但 是 ,现在 OLY OAS RRB EMR, BRA 

动物 雁 加 的 情况 下 ,气候 起 因 的 风 鲁 和 造 陆风 鲁 的 发 生 伙 得 极 乱 困 准 。 生长 良好 的 

MARR ( 狐 茅 - 羽 茅 或 是 水 草草 原 ) 我 甚至 鲁 在 南方 定 荡 漠 亚 带 中 的 了 著 雷 BR SBE 

克 斯 坦 ) 中 部 的 稳定 的 砂 质 阶地 上 疾 察 到 。 

我 认 乱 ,还 存 在 着 一 种 风 鲁 类 型 , 过 种 类型 我 把 它 称 之 入 无 植物 的 风 鲁 , 它 发 生 

在 脱离 河 漫 潍 不 久 的 砂 览 阶地 上 。 砂 生 植 被 由 帮 一 系列 的 原因 (请 参看 我 1936 年 的 

著作 )， 和 外 能 在 过 种 阶地 上 迅速 出 现 。 因 此 , 砂 质 阶地 的 砂 遭 到 吹 申 , 砂 生 植 彼 之 所 以 

不 能 形成 , 傈 由 族 当 地 植物 区 系 中 所 “ 崇 存 ”的 种 类 和 侵 移 的 种 类 。 EMME 

人 质 障 地 印 转 内 最 古老 的 风 鲁 。 

人 篇 起 因 ia 蔡 

现在 我 们 把 是 目 转 到 在 草原 植 彼 中 直 殷 和 人 类 活动 有 关 [ 即 割 草 和 赫 作 (请 看 

一 节 ) 的 那些 演 蔡 (人 乱 演 蔡 )。 sic ion ack A535 1 4h. , eines 

植物 起 作用 。. 

”正如 在 未 割 草地 境 上 的 岗 察 2 所 表明 一 楼 制 草 的 影响 是 十 分 互 大 的 。 
”在 沃 多 图 什 省 的 卡 明 草原 的 老 的 撩 荡 地 上 ， A DUAR SATS IE ie 

BIS A FAH AY SEH EH (1882, 1885,1890,1895,1900,1908 年 ) 在 完全 相同 

的 地 形 休 件 (分 水 铀 的 平坦 地 段 和 伍 代 对 地 段 ) 和 完全 相同 的 土 直 休 件 (普通 黑 钙 二 ) 
下 , 相 东 地 排 烈 着 。 割 过 草 和 未 割 草 的 同年 的 摆 荡 地 之 间 的 界线 ,正如 B. B. Anexun 

(1934) 十 分 正确 地 指出 RRS TSP, BS 
草 的 控 荡 地 的 植 彼 通 和 常 和 生 荡 地 的 植 彼 区 别 不 大 , 控 荡 地 的 生 菜 化 复 行 得 极 快 :种 的 

数量 很 大 ;它们 一 般 是 分 散 分 作 (Szpe Joannis 例外 ,过 个 种 有 的 地 方 相当 多 ,有 的 地 

“ 方 则 兹 乎 没有 )。 在 未 割 草 扬 荡 地 上 ,植物 种 则 比较 少 ,过 些 种 的 分 估 都 是 成 性 的 ,有 

Rp RSF et MiSS , ARP 2 一 3 MRR, 生活 型 的 比例 也 有 是 著 区 别 : 在 割 过 

草 的 控 荡 地 上 , 闭 生 禾 草 估 优 芝 (具有 相当 由 富 的 杂 类 草 ) , ER SAA eek, 根 

(AE EE ED) FR he. 根据 H. A. Aspopaa 的 研究 ,在 各 稳 

SER Bre sg _L, (ha YE EB — 3G (Galium verum, Libanotis sibirica 等 

Pe ee REI RSS Be 〈 豆 科 中 主要 是 Ficie tenuifolia, Lathyrus 

1) 在 诡 类 草 - 狐 茅 - 列 莎 草原 亚 带 ,也 就 是 在 沃 区 渔 什 省 的 卡 明 草原 中 的 某 些 芍 薄 地 有 下 列 弯 作者 的 避 窗 和 准 

’ #+CK. Buapumupos, 1914; B. A. Kennep, 1916; A. U. Mam5ifeB, 1922—1923; B. B. Anexnu, 

1934; H. A. Aspopau, 1934; 5. M. Jlappenxo, 1935); FEMLF-ASFL a, HSE, Bo 
Al He al We JE Ra - SL A HE RAE CU. K. Mauockui, 191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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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rosus, Coronilla varia, Medicago falcata; 三 昔 草 属 的 Trifolium medium, T. alpestre 

TE AA SEE), FERRE A re HEL , 1/3 Wo ARES he EAR ACER (Bromus iner- 

mis, Calamagrostis epigeios, Agropyrum repens) WIHHIEATIATE, Apa Abo 

FEREAR EFL Poa angustifoliag BAZLABRAA Festuca sulcata, Stipa Joannis Fil 

S. capillata BRS. “EP Fs ee FAYE RD UE HL sg CHR SEE, Cir 

sium arvense 的 慎 六 通常 在 较 年 青 的 熟 荡 地 上 出 现 。Cytisrs ruthenicus 和 Amygdalus 

nana 的 灌 闪 也 常见 到 ,它们 都 能 营养 繁殖 "。 

At, SSAA eH, SPE ey “OR ee” TR”, Ti FE AB 

Be Fy ES A AP Se He, LEST SAS BE I Es 1 A J HH 
程 。 

文献 已 经 指出 (BE. A. Kemuep, 1916，B. B. Anexun, 1934) ,在 未 割 草地 段 引 起 

特殊 亲生 植 入 的 出 现 的 基本 原因 ， 是 由 植物 革 和 蕉 所 柳 成 的 大 量 死地 稚 层 的 积 标 。 
当 完 注 一 :死地 彼 层 对 春季 短 生 秆 物 和 多 年 生 短 生 植物 的 生长 起 了 不 良 的 机 械 影 响 ， 

村 SR ay, 其 中 也 包括 草原 六 生 禾 草 的 种 子 更 新 , 也 起 了 不 良 的 机 械 作 用 。 

因此 .在 未 割 草 的 撩 荡 地 上 (以 及 在 未 割 草 的 生 荡 地 上 )” , 消失 掉 很 多 层 片 , 其 中 包 

括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 植 物 ( 鳞 攻 和 埃 攻 的 地 下 芽 植 物 ) 和 短 生 植物 ;有 些 层 片 (例如 嗣 生 

AE) WAR HBR, MAY AR AAR ESA LS SE (Galium verum, 

Coronilla varia, Lathyrus tuberosus, Trifolium medium, TF. alpestre, Cirsium arvense 

等 等 ) Me ih TEA, Wea Se IZED eh Tes. 因 

Be, CER OM ANAC Bek HR A AT HE HEA, 
FER , We His i EA kf eR PE AEE, eS 

OR, TE EES ME 5 EHD PEA RU RAI, RS LR ANE, 

i FAA A tit A BAL Bl AD EEE HS AY OS, TE 且 也 促使 草原 层 

片 虹 型 比例 的 保持 。 但 是 荐 草 对 植被 成 分 也 超 着 特殊 的 影 狼 。 第 一 ; 制 草 可 能 渤 源 

伤害 那些 在 割 草 期 开花 的 秆 物 ， 或 是 在 割 草 和 后 迅速 开花 的 植物 和 没有 营养 繁殖 能 力 

的 证 物 。 内 然 大 部 分 的 草原 禾 本 草 在 割 草 前 来 得 及 部 分 结实 。 «AEE A (Stipa 

stenophylla) si PEATE, 过 种 现象 可 能 发 明了 筷 什 笨 在 森 宁 草原 南部 和 杂 类 草 - 

狐 茅 - 玖 薄 草 原 亚 带 的 无 数 草原 中 不 存在 过 一 羽 芭 或 是 发 育 不 良 。 第 二 , 制 草 可 能 是 
季节 性 二 型 现象 发 生 的 遗 种 因素 :两 个 相近 的 种 ,其 中 一 种 是 在 割 草 前 结束 其 生活 周 

期 (包括 结实 期 ) ,而 另 一 种 主要 是 在 割 草 合 发 育 ( 在 割 草 时 , 写 还 是 相当 矮 ,有 还 不 能 割 

BE), B. B. Anexun (1934) 已 经 在 文献 中 狗 结 了 在 库 泵 斯 克 附 近 的 斯 特 列 泵 斯 克 

割 肖 草 的 生 莞 地 上 ， 存 在 着 丝 胆 目的 两 个 极 坊 相似 的 种 (CEI) 
lingulata (FS 4) #0 G. axillaris FLED). 

Gentiana 

1) #BH T. H. Buconxuh 的 著作 (1923)。 

2) H. A. ABpopHH SEACH Te ie BeBe TF A EZ Calamagrostish'y ‘FEA: REPL’. 
3) tie U. K. Tauocknit ay E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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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By ei = 

| By De re Hea) Ae et Fa Hh BPR Ze A EE A AN ee a. HEB 

> RBS St PAR PSE BY TE Fs Se eS A PE BS — PT Hi PR BE 

— RE PSE. 

区 现在 我 们 来 简单 地 讨论 一 下 草原 植被 在 耕作 和 后 的 恢复 过 FB. lr. H. Betcouxui 

月 (1915) 4835 SB RS 1S 8 re wie 3th Ae re (demutatio squaloris) , 

Piss — EAA THC Bilan, BS Fe ewe, FE JI. Uepusen (1868) 

| Fn Mapnosuy (1876) 的 著作 中 炉 结 了 最 初 较 篇 详 区 的 扬 荡 地 植 彼 的 植物 学 资料 。 半 

| 帮 联 欧洲 部 分 来 说 ，[T. U. Taucbuses (1898,1902) 合作 了 关於 近 落地 植 彼 资料 的 

| 第 一 部 荣 糯 。 和 后 来 双 出 现 了 一 些 近 平 诗 论 摆 荡 地 植 秘 淘 蔡 问 题 的 著作 ,这些 著作 的 
| 63875 A. B. Bonoros (1915) 和 B. C. Borgan (1913, fe Sit AM RS BM 

| 的 南部 ) K. Baagumupos (1914, 沃 史馆 什 省 的 卡 明 草原 ), 工 . H. Botcouxnii (1915, 

| CRRA), ，K，M. Saneccnnii (1918, WIT Fie IRE SEE MIE Ie 
«Sh, MESS J BAS FO ST  S), K. M. Sanecckuii 作出 

SRR CUNAB UF Re PE eH LAS i, ER ER PEA, 

| 重 莉 又 出 现 了 直接 涉及 控 荡 地 的 一 系 烈 著作 : A.V. Bunencxnii (1918, (RAT HE), 

er. H. Boicoukuit (1923, Mae") eee SEH AE SE (ea eR), A. WW. Maapues (1923, 

| RASS A-EMR), YW. B. Hosonoxposcxnli (1927; HIS EVE HA), VU. K. 
q Taucckuii (1927, BRS), B. 工 . Tancduntes (1929—1930), JI. Tionnna(1930, 

5 Wn ERE AE) , M. Waser (1930,1938, ,同上 地 区 ) , E. K. WryKxex6epr 

《1932, 巴 什 基 里 亚 共 和 国 南 部 ,主要 是 杂 类 草 - 狐 芒 - 允 茅 草原 等 等 ) , H. A. AspopHH 
上 〈1934, 沃 林 馆 什 省 的 卡 明 草 原 )。 共 1930 年 出 版 了 B. II Vonyounuesa 的 著作 ;该 

著作 中 伐 述 了 阿 巴 卡 草 原 ( 中 西伯 利 亚 南 部 ) 扬 荡 地 的 复生 的 观察"。 

RB ES PS AE SE Hb ASSES, ep BSH BEE HE Hs LE ees 

RPGR RE, 5S SPE RASTA A SE EP RSS (TW. Tancbuaen, 

YW. K. Masockwi, JI. Tron 等 等 )。 其 中 最 主要 的 有 下 烈 一些 条 件 。 1) 腐植 质 

层 的 厚度 。 假如 腐植 质 层 相当 厚 , 黎 仅 能 过 到 腐植 层 的 上 部 ,半生 荡 植 被 的 恢复 来 癌 

过 就 有 可 能 一 直 恢 复 到 耕作 前 存在 的 状态 。 但 假如 腐植 质 层 不 厚 , 复 把 过 滤 层 的 土 

RMA, ， 或 者 假如 在 耕作 和 后 腐植 质 上 部 一 遭 趾 刷 (在 坡地 上 ) , 那 未 在 过 种 情况 

时 下 , 生 荡 化 的 结束 阶段 将 或 多 或 少 不 同 於 生 荡 地 的 原始 植被 2。2) 分 散在 扬 荡 地 中 的 

胃 地 埃 印 围 内 栽培 期 间 的 长 得， 在 耕作 进行 不 久 和 在 田野 上 漫 保存 着 一 些 生 充 地 成 

ea FE re EES ER HEE SEE ite Rk, AAS TE EPEAT AB re Hh 

3 成 份 , $f BEE EAT ee BA A os Fl ts 8 EAL, 3) EBRATENS Ee 

| 1) 请 看 草原 扩 落 地 复生 各 阶段 比较 附 才 〈 附 玫 5)。 在 过 一 表格 中 包括 K. M. 3auteccKkHE 和 T. H.- 

Ue Buicoukni Phe BIN Sia BRERA eG AAG I) Bs A PFT ALS ERE 

2) 十 分 明 题 , 当 寺 被 是 傈 或 多 或 少 的 复合 情况 下 BEE Ae ey TA BA PY AS R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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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 BEEBE sie He BD HE Ee Ye A a ee EA, eR, -E BHT 

(农业 技术 措施 ) BSL SE (土壤 "熟化 "的 程度 )。 决 定 认 农业 ， 
技术 措施 的 田地 杂 草 感染 度 ( 杂 草 的 成 份 ,它们 均匀 或 是 不 均匀 地 分 佑 在 田地 中 ) ef 

Sen ee aE THEM ORS, 例如 ,假如 授 荡 地 上 生长 的 杂 草 篱 大 量 的 ， 

Agropyrum repens B% Agropyrum ramosum, FUSARAR Pest RA Ae Set SS 

Be —— AREA CPE SES), SEM EERE 
UE, 4) RMD, NO sis oo 8a 

大 地 (生生 本 条 的 因 本源) 的 存在 中 星 据 范 地 是 近 带 是 这 $k eG 

HBAS ASE Ma Hh SER EGE Ha TEE 必 将 天 大 加 速 复 生 的 过 程 。 MARY, ie 

Al: Sic Het Fl SUH SEE, FRB AER EMD A HERE RRA. 例如 ， 

M. K. Mavockuit $9 Fs EG A Fie Hi RSE S EAE RB) Hh Bc HK 30 一 50 年 。 

SLE FRIAR AY ata Fre HES AE SEAR BR, 

K. M. Sanecckni #8 1918 4EEEHR TY BARU ED Be J BY J re HE re 

的 综合 概述 。1918 A SCR RSDP OK. M. Saneccknt 所 提出 的 概述 增 

Va TMG ,我 们 根据 过 一 概述 猎 述 如 下 。 

i 田间 杂 草 阶段 。 杂 草 成 份 主要 是 决定 於 最 后 作物 的 性 质 。 在 过 一 阶段 中 ,可 . 

光 到 大 量 的 一 年 生 和 二 年 生 植物 。 在 较 乾 燥 的 草原 中 ( 狐 莪 - 列 菠 草原 中 ) 的 过 一 阶 
段 的 典型 植物 是 最 大 量 的 一 年 生 植 物 。 多 年 生 植物 的 数量 在 较 潮 混 的 亚 带 和 带 内 

( 订 闫 草 - 狐 芭 - 殉 荡 草 原 , 森 林 草 原 ), 以 及 在 耕作 不 良 的 情况 下 增多 。 例如 ;在 第 一 

年 的 扬 荡 地 上 38S (HEA AAS Cirsium arrense, Sonchus arvensis, MARE Agropy- 

rum jebez15， 而 在 狐 菠 - 玖 茅草 原 亚 带 中 是 Agropyrum ramosum . Agropyrum repens. | 

或 Agropyrum ramosum 在 第 一 年 撩 荒地 上 估 优 分 ， 吉 就 模糊 了 第 一 阶段 的 Paes St 本 
BARSIA Hb EFI HS — BE ER 

FE RERUN EBD FS BB (fee LAO , MENA UNEASE EID 的 第 一 年 或 是 

第 二 年 的 扬 幕 的 放 收 地 上 ， 通 常 大 量 生长 着 具 刺 的 欧 科 植物 
des, C. Thoermeri (C. nutans auct. fl. ross.) 。 

2 根茎 植物 阶段 (图 34)。 从 较 潮 混 的 草原 区 (森林 草原 ) 内 ,在 过 一 阶段 的 摆 

pe sh_k , Ak eB pie angustifolia, Calamagrostis epigeios, Bromus inermis 和 一 些 

TIE, RBA AE A AONE S- OSs BPD 

A TAS), Agropyrum repens FZ RARE BEE, FE BBE sick , WAARGEN) Artemisia 
a 

‘Cardunals acanthot- 

austriaca 

aes ee Ate AY WUAR ERE eA ise hs Agropyrum ramosum CEZERED SE, 

ERE Ae ) 所 构成 。 

一 一 一 一 

1) Vi. K. IIauockH 首 (1927) 在 数 得 际 省 黑 钙 十 上 玫 牧 氛 荡 地 上 SREY Hierochloé odorata 有 大 量 的 生 

eo in FERAE Awa Artemisia absinth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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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RRMA Pa epic LAR ee ( 左 图 一 一 从 1908 

和 年 起 19 年 的 撩 莞 地 ; 右 图 一 一 45 4e ay Hesichh, ff 1882 年 起 )。 1—REATE, 

2—DA iE BSR, 3A, 4—T EAI, 5—Artemisia pon- 

tica, 6—Cirsium arvense, 7—Agropyrum repens, 8—Cytisus ruthen'cus, — 

9 一 Amygdalus, 10—Rosa cinnamomea, 11—Prunus spinosa, 12—Pirus 

communis, 13—Lonicera ta‘arica, 14—Crataegus sp., 15—Ulmus laevis, 

16—siidt, 17—AB RAE. (根据 H. A. Appopnn, 1934) 

PME HBAS RS ARMA. AB Pee, © 

| «ELK ARR, 
. 3, BAKE ABE, MAA HMR BRE SHEERS Dt, 

DB, 1 Kaclivia gracilis, Stipa sp.p UEFA, 

“ae, 次 生生 荒地 阶段 。 随 着 闵 生 禾 草 的 奏 老 ,其 中 有 些 植 装 死 亡 ,形成 六 间 空 地 ， 

《KaiBBHIHS) ,' 写 逐渐 筷 生 荡 草 原 上 的 其 他 典型 植物 所 定居 。 
工 . 再 . BEIcoUKH 站 (1923) 提 出 草原 摇 荡 地 复生 的 一 般 相同 的 网 述 ,他 建议 把 第 一 、 

PS Be HER AAR SEER AEC ehh (meperor)。- 在 泻 一 阶段 的 摆 荡 地 上 杂 草 佑 

优 贫 。 他 把 自 大 量 闵 生 草原 禾 草 植物 出 现时 起 的 以 下 阶段 称 之 需 老 押 荡 地 (3artezkp) 

(请 参阅 表 5 )。 

过 一 层 片 省 替 的 一 般 方案 ,对 区 联 亚 济 部 分 的 草原 摇 荡 地 来 如 ,也 是 授 用 的 。 例 

如 ，B. 1. Pony6unuesa (1930) 在 阿 巴 根 草原 (西伯 利 亚 南 部 ,人 革 尼 塞 河流 域 , 主 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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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BI Se — YB) SB ore 1 A BE HP Te ER 

1) 第 一 和 第 二 年 “Sas HEAR : AR LAE EE AREA: Brassica juncea, Staples 

arvensis, Setaria viridis 和 其 他 主要 是 一 年 生 植 物 。 

2) 第 三 和 第 四 年 一 一 大 高 草 植被 "其 中 估 优 势 的 种 类 有 Artemisia sp.(Artemisia 

campestris, A. scoparia, A. glauca, A. sacrorum, A. frigida fii7>), Cirsium arvense, 

Melilotus albus, 

3) SS FSS S$ 1h Oh OB SEH ARS (ABE) AF—— Agropyrum repens, A, 

ramosum, Bromus inermis #4 Hierochloe odorata, AE PS ELLA ih 4: PE 

PEPE, SERPS T BCE SA. ESE LT A ARE Clei- 
stogenes (Diplachne) squarrosa, Koeleria gracilis, 

4) § SAI FEAR HE Ho Stipa capillata HR, 

(LJP RESRARIPT AT DLS Te Fy ADRESSE SE AURA PE HY 

J ATER IR), RTA AYRE REE BY Fo AE re FB HR RE, 

Br7 Evita ALIS ESE A eB A Hh Lee Hh AMIS, 

RAB BU , ee TR PAS BL BE ER EY SE re HA FER, 
过 是 A. T. Faeurm 在 顿 河上 游 所 作 的 观察 (1932 )。 

1. 一 年 生 ( 夏 -秋季 的 ) 订 草 的 优 殉 (在 珊 物 收割 后 )e 主 要 的 植物 种 类 有 Setraria 

viridis 和 3 glauca, oe 人 ey minor, “EAL HER ARRAS: Polygonum - 

arenarium, Polycnemum arvense °F, THRRAW BAER 20—30%, on] 

2, —— LAE AHL BLD I A 9 — IL A) I, rE 
有 : Bromus tectorum, B. squarrosus, WAR Erigeron canadensis, Crepis tectorum; 一 < 一 

二 年 生 植 物 Artemisia scoparia, 二 年 生 植 物 中 有 : Berteroa incana, Verbascum sp. 

等 等 。 对 土壤 上 的 植物 覆 著 度 乱 40 一 609。 
3. ARS AAR GENE ATE mT ee ae ol te 而 

在 开始 有 日 深情 多 (第 三 “第 去 年 ) 栅 不。 优 盆 的 多 年 生 植 物 : AAR DAD Hiero- 

chloa, odorata, Agropyrum repens (YSE7F 1K MH) AR ASTD Euphorbia Gerardiana, 

Artemisia inodora, 一 年 生 植 物 有 Kochia arenaria 3, HiME 50— 

70%, 

4, SBALAEE (Festuca sulcata 等 ) WIPE SHEIK BL 维 有 大 部 分 的 二 根 型 多 
年 生 植物 ， 例如 了 inodora (Shee ste ae uy & 4), 

Wee AL ahi 2 BALE sre HEY AE ret, 

AUG , ADR ek A EA ore He GE AE es 3, SH PE ee FR RE A 

应 过 程 近 似 。 

A. T. Tae (1932) 正 确 地 指出 ,在 砂 壤 十 上 的 原生 生 荒 植 被 的 孩 复 仅 仅 是 在 下 

DEEL Ta A BS BE ; 那 就 是 琢 , 假如 砂 坏 士 的 耕作 篇 期 其 短 ， EBS te PETE ie EOP ae 

RRW ROMA SAAS ARE. 在 受 耕 作 破 款 极 其 的 砂 壤 士 上 ,以 及 在 乱 牲 冀 践 路 的 

人 砂 地 上 ; 那 就 不 可 能 恢复 到 在 耕作 前 那 榜 的 中 正 生 苑 植 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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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我 们 来 讨论 砂 丘 自 然 固定 过 程 。 
在 放牧 停止 合 ， 流动 砂 地 逐渐 长 满 值 物 ， 释 坊 稳定 ,而 结果 篇 “次 生 砂 质 草 原 。 

雍 我 们 来 简单 地 看 一 看 在 砂 地 上 的 这 一 复 

YL K AFR (E. M. Jlaspenxo, 1927; A. 工 .Iaemp， 

| 1932), 在 砂 丘 (古代 风 成 的 ) 上， RAM 
tak If 粒 的 士 粒 。 复 生肖 程 在 极 大 程度 上 重复 退化 浊 ， 

程 一 一 当然 , 按 着 相反 的 顺序 。 但 也 不 是 完全 

相同 。 复生 阶段 ( 砂 丘 的 自我 固定 和 以 合 的 草 

goes 

1 人 2 .裸露 砂 丘 ,在 砂 丘 上 完全 没有 慎 补 ,或 

一 pe cabal me 

六 Kise: BALZER A Agropyrum dasyanthum (图 

Ze” fA UES kn Salix acutifolia#i S. 

38), Elymus giganteus, Calamagrostis epigeios, 

See re ARESHA YAS Linaria odora 〈 图 39), 强迫 - 根 

图 35 WR LAR 
EN Sei Eup iorbia Gerar- 

diana 的 根系 。 根 切面 的 直径 以 
LE). 4: EEK 1/100 平方 

AR, gin T i Liew ee 

Ha (AREER E-M.Jlappenxo,1935). | 

fal 36 aE ChE EAR ee SE 
‘Euphorbia Gerardiana 的 根系 。 WH 

ie Se “a RE” , eee ARE 

eb JC PERE TD TE. FER ETI 

TEAR EA A DP A Ea ER 

E. M. Jlappeuxo, 1935), 

rosmarinifolia ({@ 37) 或 是 小 年 澡 本 旭 有 Artemisia arenariag 

7 Ae TE Yay Fis Fy BBR A ae Sw Ae Bh FE BE PDH RE, Dianthus squar- 

5 rosus 是 典型 的 。 在 流动 砂 地 上 通常 是 没有 一 年 生 丁 物 。 HATE FE ok ERE Re 

1) F WOH Hay A FE TRA TP ee BFE SEE (ESAT FRAY EP WARES 

A. T. Taenn 也 确定 了 同 要 的 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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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设 状 的 。 
2, 少许 覆 鞭 的 砂 丘 〈 根 枚 植物 除 

段 )。 常见 到 的 兵 根 蕉 植 闭 ， 主 要 地 有 

Agropyrum dasyanthum, Elymus giganteus, 

fi “FRIB-HRAE”? HERE (Salix scutifolia, 

S. rosmarinifolia, Cytisus borysthenicus 和 

AN4PYEA (Artemisia arenaria) 及 在 上 一 

阶段 所 提出 的 其 它 植 凉 。 有 时 ,主要 是 

在 温润 的 年 分 内 ， 或 在 略 篇 低 的 位 置 

Cr BERS be He, WH) ;大量 地 出 现 了 一 年 

ERD ALRE YD Digitaria sanguinalis, Exit 

36 (tite LER ee AY 5-25 % , HHI 

是 丘陵 起 伏 SERA AS Se. 

5， 中 等 覆盖 的 砂 丘 ( 根 于 和 轴 根 植 

ARS 灌 闵 的 数量 增多 。 在 中 等 平坦 (就 

地 形 而 言 ) 的 地 区 ,出现 着 轴 根 型 的 多 年 

AER, SEL Eupharbia Gerardiana 

(图 35 ,36) ,和 一 些 二 年 生 植 物 〈Syrezzza 

angustifolia, Centaurea breviceps) R—<f Tv 
年 植物 (Polygonum arenarium)FIH’E Za 

人 

植物 王 聚 还 是 十 分 不 稳定 。 植 小 估 据 整 2 = SHE 

个 面积 的 25-50 多 。 地 形 是 强烈 丘 陵 起 bis 

AR HAF AT Ge FRE EF ARE 

上 不 均匀 的 生长 : HBSS) 让 

附近 堆 积 成 输 廊 明显 的 小 砂 丘 。 表 始 形 前 37 ee re eau 
f 盾 丘 陵 顶 部 ) 上 的 ,“ 强 浊 - ean Salix ros- 

成 砂 质 黑 钙 士 : FERALAS PIE — marinifolia 的 根系 。 TWAS eS BEE 
7 2 所 形成 的 三 个 “分 请 后 ”。 在 根 上 具有 大量 不 定 根 。 

BURRS 5 JER RECEIEE s 到 一 层 带 有 REG TF Urey EL GRE E. M. Jlappenxo, 
RAKE. 1935), 

4, FS HF se A) BD Er HARA PE) HR HAS , “GRIB-AREE”’ HERA 

ARENAS, BRAM ES, 主要 种 关 7 有 Euphorbia Gerardiana, 

Artemisia inodora, 以 及 二 年 生 和 一 年 生 植 物 ; 有 了 时 ,六 生 禾 草 在 有 些 地 方形 成 个 别 草 ， 

壮 。 形 成 更 需 稳 定 的 娠 聚 。 植 被 估 据 砂 地 的 面积 一 一 50 一 80% : 1 oR ARS 
HAS, Rhee Rees. WIEST AER, 土壤 乱 不 成 熟 的 
黑 钙 土 ,厚度 过 5 一 10 厘米 。 

5, RA EAA), DAMM IER RD A BE: BEAR 
(主要 是 Festuca 和 Koeleria gracilis, 7ASEJB i>) Fut ROS AL Hy (Euphor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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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emisia) (HER. 二 年 生 和 一 年 生 杆 物 的 数量 也 相当 显著 。 但 是 草本 植被 的 性 质 
上 部 分 还 保存 着 半生 (sapocnenoe) 结构 ,过 就 是 “次 生 ” 草 原 区 别 於 “原生 ”草原 之 处 。 
| 土壤 需 示 成熟 的 黑 钙 土 ,腐植 质 层 厚度 乱 10 一 20 厘米 。 MIRAMAR, 
q {HBR A: Bs RLS 

fi 2S 32 1S AA 20—5 %, TEEPE, 
DRE RAV) ERS Li ee 
砂 生 植物 。 
Sei Li pe Ee EEA 

PHB BPS Ae TST EE PEE BE 
LEN Ze fry eb Ee Bi) eA BG eH A PE 
著 地 加 强 着 。 同时 ,土壤 中 和 底 土 上 层 的 水 
分 含量 下 降 。 在 过 方面 , 砂 地 上 的 复生 过 程 
和 粘性 - 粘 壤 基 质 上 的 草原 植 彼 的 恢复 过 程 
相似 (网上 )。 

fal 39 ALBEE A 物 
fal 38 4RHEAEL Agropyrum Linaria odora (#54: #842) 89 

’ dasyanthum( WEED) HRS. ta 根系 。 德 亚 伯 河 于 洲 砂 质 阶 

FRAME UP ERE, CARER M. C. 地 。( 根 据 M. C. IIamplr 和 
HIaxrprr 和 A.A.KaxMBIKoBa,1935)。 A. A. Kasmeixopa, 1935), 

Ab AUR FEA REAR Ras hh it Lara a MRA Be ise AY 

PREAREKRLEUAM. EMBER RESSERLARWEEAES. BH 

和 主 砂 十 或 粘土 砂 塘 士 遭 到 吹 区 时 , 可 以 观察 到 更 大 的 差别 。 RAL RSH 

和 境 和 底 土 遭 到 风 吹 司 时 ， 较 细小 的 粒 航 一 一 粘 十 级 和 粉 砂 吉 两 粒 级 的 极 大 部 分 都 彼 

和 风 所 吹 走 :因而 , 汪 种 吹 台 地 块 上 土壤 的 机 械 成 分 “ 短 轻 了 ”。 在 过 样 的 人 条件 下 永 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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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完 公 恢复 到 原生 草原 的 状态 ,过 是 很 自然 的 。 

发 生 在 粘 质 砂 地 或 是 砂 壤 土 上 的 流动 砂 上 植物 生长 过 程 的 步 县 在 极 大 程度 上 是 

决定 於 生长 在 流动 砂 地 特有 的 砂 生 植物 的 生 荡 草 种 子 发 产地 的 距离 。 当 二 些 发 产地 

内 开 在 粘土 砂 士 和 粘土 砂 壤土 中 所 发 生 的 风 鲁 发 产地 很 下 的 情况 下 , 那 末 ,所 发 生 的 “ 
流动 砂 丘 上 植物 生长 的 进行 则 和 上 壕 的 情况 略 有 不 同 。 

A. T. [aexrp (1932) 指 出 过 种 流动 砂 丘 的 下 烈 复生 阶段 (下 元 典型 砂 生 植物 生 荡 

1. 流动 砂 乒 带 有 和 亚 立 而 散 生 的 Thymus Pallasianus (= T. odoratissimus), Eu- 

phorbia Gerardiana, Chondrilla juncea (UPHAM DAR DK Hh LER 

植物 ) 的 植株 。 
2, 砂 丘 上 生长 着 钠 Thymus Pallasianus 和 Euphorbia Gerardiana 等 估 (BACHE 

FEAR SHLD). MERRY, Thymus Pallasianus FRADE eR, FURR 

AS —- LEAF, A A BAAR 

3, PRE eM AAA RM (Festuca Beckeri 和 Koeleria glauca) {hfe 

WRB ILIA AR 

在 次 生 草 原 上 ;出现 了 Festuca Beckeri 和 Koeleria glauca 代替 了 "粘土 -草原 ”上 

MAURER DEE (Festuca sulcata 和 Koeleria gracilis) ,使 得 入 一 砂 质 “次 生 ” 草原 接 近 

BLAS AD RAL” SE 

十 四 NO 
TEM LM ERS PERSE, REE a Be SM as AIR 

Zo Mo BAL Wi Ht RAR EH , DEPTS Be ie HY) Seg ss AH LF TE’ 

16 TA RE FS FE A Hh i Ei AA a, ie eA ts FE PH 

LBP is TE ee BORER A ia be LER ER EA, Sea ede 

HRA) Be Vik SIR LE AE AY , MES EB Be Je a) AY AE BACAR REA AES, 

BS ARE, 5 RABE HEE RAK RRA IER ERA ， 

Bi ARR AAA SAP ARBRE, 在 草原 区 的 南部 ,过 儿 的 土壤 主要 的 是 比较 碱 化 

的 土壤 ,在 草原 的 草本 植被 中 侵入 荒漠 的 建生 种 , 旱 生 的 小 咎 灌木 。 旱 生 小 个 灌 木 在 。 

碱 士 和 部 分 地 在 石 质 露头 上 ,甚至 论 形 成 御 东江 和 荒漠 愉 聚 ,它们 在 上 述 的 生境 上 侵 

和信 到 草原 区 很 深 下 的 地 方 。 

He RE AHS tH CE BE JA TER, , SAE HL ER RE Ha) ERR A BABA, Salsola MRR) 有 大 

HMA, HAE 封闭 低地 等 等 )。 也 就 是 说 ， 

在 过 些 地 点 ,地 下 水 水 位 高 ,地 下 水 在 土壤 中 厌 毛 组 管 作用 不 断 地 向 表面 上 升 。 在 草 

原 区 乾燥 气候 人 条件 下 ,地 下 水 的 集中 在 表面 ,引起 土壤 中 咯 分 的 积累 , 而 过 一 积 轩 就 

CAS BAS BI HAL EL, 和 从 森林 草原 起 ,低地 位 置 植被 的 或 多 或 少 表现 太 生 现象 

是 草原 地 区 的 特点 ,这 种 馈 生 化 现象 总 向 南 旭 念 强 ,小 在 南方 荡 漠 区 过 到 最 高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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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TEE ALL EA IAG (oOnacth ) BREA TP AS AEA, BAS 
'E (ite EB, 

eR AE FD SHE ih 2 AH , (ELE PER 
AEB R(T POS Bee SE I 4 A BEEK 

ht Bab). FE (GEA) ARB DB HP a: Koeleria glauca (aaa At he 

种 ; 砂 质 草原 ), K. gracilis VALCKE EE), Phleum bpl1eoider( 欧 亚 草 原 区 种 :在 狐 菠 - 

玖 茅草 原 亚 带 此 种 比较 地 少 而 在 其 它 草 原 区 的 其 他 则 比较 多 ) , Poa px1poxe( 如 在 欧 

” 亚 大 陆 乾 旱地 区 的 范围 具有 广 分 估 区 的 植物 种 ;在 北方 到 过 森林 草原 的 南部 )，3Stita 

Joannis s.1. ( 欧 亚 草 原 种 ;在 南部 过 渡 到 砂 士 地 )，S. capillata (BREE HARE). 

REE RA SRR PLES, 

在 草原 区 具有 同样 广泛 分 做 的 双子 革 植 物种 ,可 以 附 出 下 烈 植物 种 ”: Artemisia 

austriaca, Medicago falcata, Phlomis tuberosas.1., Thalictrum minus, Thymus Marscha- 

 Llianus, Verbascum phoeniceum, Veronica incana 等 等 。 

: FRE GREASE WEBB RA AKRRBRM Ko RPARAS 

Rey HE My Be ES) AH PS BES SE FE 
Bil ar LE BRAK HE iS AS FEE AS BACH EI I SE ASE) ES, PY DAS HP Ba 

Wye, EAPUCE cla BRIGADE HS BI HEB BY BS Ly A DR ER RS rp ES a SE HY 

作用 。 
在 禾 本 科 中 有 : Poa angustifolia (VLALREKE WEE) , Stipa stenophylla ( 欧 亚 草 原 种 ; 

通常 起 着 建 乔 种 的 作用 )?)。 在 新 沽 草 中 有 : Filipendula hexapetala, Fragaria viridis, 

» Galium verum, Libanotis sibirica, Myosotis silvatica, Peucedanum ruthenicum, Plantago 

_ stepposa (=P. Urvilleana), Pulsatilla patens “5% , 

”上 面 所 举 的 种 类 中 的 一 些 种 在 草原 区 的 亚 凋 部 分 和 在 欧洲 部 分 的 情况 略 有 不 

同 。 例如 , UEFA Libanotis sibirica 和 Peucedanum ruthenicum 在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哈 

| MBB ERG ARERR ESS, 
现在 我 们 来 列举 起 在 草原 带 的 整个 地 区 内 的 草原 至 聚 组 成 成 分 中 的 优 驭 种 和 亚 

优势 种 。 
BARD RSA: Festuca Beckeri ( 欧 亚 草 原 种 ; 砂 质 草原 建 短 种 之 一 )， 
‘Stipa Lessingiana (BK Ea AS | EAR), Stipa Lessingiana 在 姨 联 欧洲 部 分 ; 癌 

FB BE AE A 7 AH HS, OS RT ae AE CE A 

1) 在 必要 的 情况 下 , ASME Sede He fi ES 

2) 36 AREZGHS HH ETS EET SL (PAN, Thalictirum minus, Phlomis tuberosa) 

BAT LERE (Artemisia austriaca) IALER EI. 

3) #RHABA , FETA ES EIR NM ES 

4) PRAYER EVAL TE AIR be bE BRA SAT ORE, MAI — ART KAR: Anemone silves- 
tris, Astragalus hypoglottis, Campanula sibirica, Hypochaeris maculata, Onobrychis arenaria, 

Polygala comosa, Potentilla opaciformis (= P. rubens), Scabiosa ochroleuca, Veronica spuria Bk 

REX CHM. HARSH IEE APIA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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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S ide eT, "ES BS Hh Re A 7A J BY EA 

FES DE ES, BZ a ae A DEA "EAP Des RS Pe 

JETER: Amygdalus nana, Caragana frutet, Cerasus fruticosa, Spiraea crenifolia, S 

hypericifolia, 

is SR Be DR A AFR A A BF A PY Ss FB IZ A Hi , FOC a A 

He Je eA (ee HH A) WEE, 

RTARTA, CRM | 

| 
| 

区 的 某 一 部 分 的 特有 种 。 
有 关 最 后 一 类 植物 种 在 草原 区 范围 内 的 分 伤 ,我 们 可 以 指出 一 些 界 限 ,这些 界限 

一 般 地 具有 经 度 方 向 有 关 或 是 接近 亦 经 度 方 向 。 们 是 整个 一 系 烈 的 草原 植 驳 分 伪 
的 西方 或 是 东方 界线 。 在 才 方面 具有 最 主要 作用 的 有 :1) 和 乌拉 泵 山地 和 称 坪 扎 雷 山 ， 
其 次 2) (ERLE, So Ls A AS RA AS Mk Aw 
Fe Bes ep. ( a SES SO PT eT BE EE BEE OR UBS, PTET 
顿 涅 欧 河 上 的 卡 明 斯 克 , 然 后 沿 着 顿 温 欧 河 到 顿 温 茨 低 地 和 达 顿 河 )。 具 有 较 小 的 作用 
则 有 伏 泵 加 河流 域 ,而 德 蝇 伯 河流 域 的 作用 则 更 小 ?2。 

乌拉 页 山 和 穆 去 扎 雷山 是 许多 西方 草原 植物 种 的 东方 界桩 ， 过 些 种 是 草原 区 欧 
洲 部 份 的 特有 种 ( 瑟 ，EoprroB，1865 也 和 鱼 指 出 过 过 一 点 )。 在 乌拉 泵 山 以 西 的 很 多 地 
区 中 , 亦 草 原 震 聚 的 种 类 组成 中 具有 建 驮 种 作用 的 植物 种 ,可 以 指出 : Stipa ucrainica 
[Steffen"a(1935) 称 之 篇 黑海 区 植物 种 或 真 黑 海区 植物 种 ;伏尔加 河 以 西 很 多 ;伏尔加 
河 以 东 直 到 因 巴 河上 游 ; 则 以 稀 见 植物 出 现 ，IL A. CMHpHoB] Festuca sulcata | Ya Ve 

-黑海 区 植物 种 ;草原 区 欧洲 部 分 的 所 有 的 带 和 亚 带 ;根据 B. 1. Kpeverosuy 和 E. 
工 _ Bo6pog (AA iii ik, 8 — SE, 1934) 的 意见 ,在 东方 过 西西 伯 利 亚 的 上 托 博 耕 斯 克 

区 ;过 样 看 来 ,过 一 狐 荡 少许 超越 过 乌拉 页 山 ]。 在 草原 王 聚 的 组 成 成 分 中 具有 亚 优 
YMA AED LAO MRER RA , EB) Sb a ee ae 
有 : Agrostis teztifoliza( 黑 海区 植物 种 ; SBA ee OS -S 

草原 亚 带 ) Bromus riparius 〈 潘 偿 - 黑 海区 植物 种 ; 它 可 能 起 很 明显 的 植物 奏 落 意义 
主要 是 伏尔加 河 以 西 的 ;主要 是 在 森林 草原 和 杂 类 草 - 狐 药 - 羽 芽 草原 亚 带 )。 在 草 甸 

草原 和 杂 类 草 - 狐 荡 - 玖 任 草原 成 分 中 有 些 订 类 草 经 常 起 着 亚 优 邹 种 作用 ， 而 在 分 作 

hE WA BZ RAS 7S SE FS BE A je tower AAP ae: =Paeonia 

tenuifolia (Eesti; 主要 在 东方 到 过 伏尔加 河 ; 伏尔加 河 以 东 则 巡 一 一 
JAGH1R) ,Crambe tatarica s.].〈 话 偿 - 黑 海区 植物 种) Trifolium alpestre (中 欧 - 黑 海区 ， 

1) 在 草原 带 的 草原 爱 到 的 狙 成 成 分 中 , 很 多 杂 类 草 种 类 在 炉 度 分 伤 上 也 具有 裤 广 的 分 做 区 ,例如 ，Gal1iz7u 
ruthenicum, Jurinea muliiflora (= ]. linearifolia), Linosyris villosa, Silene wolgensis 钼 等 ; 在 

多 年 生 短 生长 季冬 物 中 , 则 有 Gagea bulbifera, Tulipa Schrenkii, T. Biebersteiniana s.1.,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种 在 草原 遇见 时 它们 的 数 最 兹 不 多 , 因此 , ESA RAR ALES, MEH, Linosyris villosa — 
和 Festuca sulcata 一 起 ,有 时 在 迁 联 欧洲 部 分 的 柱状 碱土 上 形成 爱 聚 。 

2) 在 草原 区 的 亚洲 部 分 (在 乌拉 页 山 和 阿 泵 泰山 之 问 ) ,现在 指出 过 种 界 侠 是 相当 地 困 交 ,显然 , 因 篇 过 衷 浸 

有 像 草原 区 欧洲 部 分 秒针 内 的 那 梯 明 显 的 界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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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种 )，T. montanum 〈 中 欧 -黑海 区 植物 种 ) ， Salvia nutans (YER ESA te) 

FOE SS, ETE BEEK UE J RE hs OE GS LLL: Prunus 

spinosa (FREK- AIR), Cytisus ruthenicus 〈 黑 海区 植物 种 )。 

和 相反 的 ,可 以 举 出 很 多 自 东 向 西 不 越过 乌拉 锁 出 的 植物 种 ,也 就 是 说 , 仅仅 是 草 

原 区 亚洲 部 分 所 特有 的 植物 种 。 在 闭 生 禾 草 中 ,可 以 指出 Stipa Aiz8gpisoruzz《〈 哈 攻克 

斯 坦 - 中 亚 西 亚 种 , 是 石 贰 草原 上 的 特有 种 )， S. Krylovii ER MPBER BM | 

GS) ERB PA: Artemisia glauca (EFA DL , 过 伏尔加 河 区 的 东部 )， ae 

Seseli Ledebourii (= S. hippomarathrum auct.; 西西 伯 利 亚 - 哈 节 克 斯 坦 种 ) 等 等 。 | 

ARPA ELLIS ED RAR TP AREER ABSA EB LAT: Carex 

humilis 〈 基 本 上 是 潘 偿 -黑海 区 植物 种 )”，Cyiisrws austriacus 〈 潘 候 - 黑 海区 植物 种 ， 
是 一 些 饲 克 兰草 原 的 典型 灌木 ; WI. K. Mayocxnii, 1917; IO. Kaeonos 和 E. Jlas- 

peako，1933)。 而 相反 的 ,伏尔加 河 是 下 列 植 物种 的 西方 基本 界线 : Festuca pseudovina 
[是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哈萨克 斯 坦 草 原 的 典型 建 短 种 ; 但 是 , 根据 B. VW. Kpeuerosuy 和 | 
E_ IT. Bo6pos 〈 帮 联 植 物 苇 ， 第 二 敌 ) 的 意见 , EE PARE KR, HEAP 

Th) ee PS BR CAA Was) ] Stipa Korshinskyi (Wa Bie bt iSO EE) 和 杂 类 草 中 的 很 

Bie, 

ho LPT, os Bye CE AA) STA Soa O RR FREI LY , 

$5 hy 140 FS Pe FRE Yh HE IE AS Kk FE ED FU 3B 

PAP ADEE EA EFL EAH AS: Caragana scythica (黑海 区 植物 
FE), C. mollis (黑海 区 植物 种 ) ; MEE GETTER A PRRAMSER) 中 有 : 

Crocus variegatus Cie -FR tS EAL 种 ; 4p AGA EH Wy), Ajuga Laxmanni 

CA R-SISEEDE), Phaeopappus trinervius ( = Centaurea trinervia, Rte ati 

种 ) 等 等 。 而 相反 的 , FARA RCM PR a AR: BRE 

中 有 : Stipa rzupens2) (东欧 亚 草 原 植 物种 或 是 西西 伯 利 亚 - 哈 节 克 斯 坦 植 物种 : 向 西 

“ 略 乱 越 浊 上 壕 界 稳 ; 过 顿 温 欧 山 地 区 ,甚至 在 其 西部 界 缚 ,例如 , 但 别 尔 斯 克 区 ， 保存 
着 显著 植物 改 落 作用 ) Stipa sareptana (东欧 亚 草 原 植物 种 或 西西 伯 利 亚 - 哈 节 克 斯 
Shee; TR ee SS Bi), Helictotrichon (Avenastrum) Schellianum 

CSREK GE ERE), H. (A.) desertorum 〈 基 本 上 是 东欧 亚 草 原 种 ; Sa — EE AY 

连 和 欧 分 佑 区 和 从 伏尔加 河 区 开始 ;过 上 述 界 各 ( 雷 里 斯 区 一 一 天 镍 茨 河 河口 ) , "EE 

| Sy BFE AER ee REA Se fs A PE; Ent RDS RS Be 

WY, 在 加 利 奇 亚 ， 波 利多 和 波 希 米 亚 ， 孤 立地 分 俩 着) ; AORTA AT: Salvia stepposa 
(三 S. dumetorum auct.; 基本 上 是 东欧 亚 草 原 种 ) , Campanula Stevenii subsp. sibi- 

了 SRS ee ee TO 

e 

: 

1) CZ-BMAAARMD HD HRA, RE HAUS, 还 有 和 它 基 本 的 潘 江 -黑海 区 分 佑 区 分 割 WA 

Es Fi] BRR ind AS SL GRY Tr HO SA BT BSE LAS A BA 

2) BIRMEHR ,是 由 S. rubens 钥 的 西部 族 系 。3. rubentiformis 2h wD hie BIT me, Hite 

TF Bis a BH Ae A ART In TAY BA , BUSSE OA Oe A EIS, FRACS BE a. Abo Aye 

HE A AE SESE SET _E Fa At Be 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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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a Fomin 〈 东 欧 亚 草 原 族 系 ) ， BIRARS RAR —— Artemisia armeniaca, A. 

latifolia, A. ‘ied? 和 其 写 。 

德 基 伯 河流 域 也 是 一 些 草原 植物 的 界 粮 (西部 或 东部 的 ) (IO. Kaeonos 和 E 
JIagpeHKo,1933) ;但 是 ,过 一 界 乏 对 草原 区 经 度 划 分 的 意义 不 大 。 我 们 来 小 出 个 例 

+, Wiko, EAR BEBE AAW Thymus Lovyanus, Iris bat72i2225〔〈 稀 见 植物 ) ;而 

ABI, FP RUSE CE BR Be REPOS BS A Hei, Bil kn, Cleistogenes (Dip- 

lachne) squarrosa (3 eX He Ft Ji BB ; SE BE ke BF Eb tg 4) > Aneurolepidium (Agro- 

pyrum) ramosum. (3A eK Be Bt Je BE ; Ze PGA aS ay (A IA PURE), 

IRE Seg HEY y Slt i iA BAAS AR, (a a A PT LYE) BS 
WEEE JER EE ASE — Hh [AR at ;都 是 典型 的 慎 物 种 , 除了 特殊 的 情况 外 , 它们 在 过 一 或 另 

—- BE Jia AS BR ER, AE SE A A , BNC sf A, 

我 们 认 乱 , 所 有 上 述 情 况 , Ba soot BA ST ES ee ee I, 

过 是 一 万 面 ， 而 另 一 方面 也 反映 了 在 过 一 区 的 上 述 龙 个 经 度 段 中 ，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差 

ee 

—E ifih 25 4) Bae] PE Bt ER ABR BS ELIBe BG PE ar BS PEF — 9 Za DH 

分 做 的 资料 ， 从 植物 区 系 的 击 点 我 们 妆 草 原 区 作 了 部 分 论 了 述 。. 现在 去 要 提出 一 些 事 

实 和 见解 来 定 充 草原 区 种 类 成 分 的 特征 。 

整个 草原 区 是 分 做 於 近 冰 川 [对 放 克 伐 泵 捷 钵 (Keaprep) FRB DK JIS BH 1 HF 

因此 ， 草原 区 的 现代 地 区 潮 到 了 半 植 彼 不 利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 件 , 过 是 与 欧 洲 和 西伯 利 亚 

(至 少 是 西西 伯 利 亚 ) 的 巨大 大 陆 冰 川 有 关 。 属於 各 些 不 利和 休 件 中 , 永川 期 的 低温 和 

EDK INH AURA KB (ASK) 初 的 大 陆 性 的 气候 条件, 以 及 在 外 冰川 带 内 的 强烈 

Meta Hh IB te SS, 

Br SEER Pa PU Hh ie Ek JS A le PA, | REA a 

Fy Te Bs is ARR AS AY i BS TE FE HL FR FBG | REIL SBS BY BS 

BR APSE LE Pr Sem 5 Fed SJ UB 4 J PE SB SE Bh, Jeet 

f¥) fit 4 Iie SEAS _E LE SHEE AY PPS PE YY) , A, Se EH 

是 年 轻 的 ,无论 如 何 , 它 炉 是 比 像 相 阵 的 地 中 海 、 伊 裔 和 部 分 亚 训 中 部 那些 古老 的 植 

物 区 系 来 得 年 轻 。 

上 壕 由 套 近 冰川 带 中 对 植 彼 不 利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 件 , 在 近 冰 川 带 的 范围 内 ,分 佑 着 

欧 垩 大陆 的 现代 草原 区 。 二 一 地 区 的 植物 区 系 主 要 是 由 相 障 的 古老 的 旱 生 植物 区 系 

所 形成 的 , MX. 工 . IIonos 把 过 些 地 区 入 称 之 篇 “ 古 地 中 海 " 区 。 因 此 ， 草原 植物 区 系 基 

本 上 是 侵 移 的 起 源 (MH. M. KparreHHHHHKOB，1925， E. M. JIappeHKO， 1932: 10. 

Zi. KuteoroB， 1936). 

1) 最 近 ，O. A. Ennamesny (!) ZEbit FRED PSA MASE eR AREIT Artemisia armeniaca 的 

孤立 的 生境 。 

2) F5BA LIRA, 由 局 拉 随 以 西 ， 五 24 原 全 到 的 植被 中 起 兰 较 需 不 大 的 作用 ; 它们 在 草原 区 亚洲 部 分 草 必 

SE | TRS BATE CRE). 

wd 



RMSE — PEA — PE — Pm BE 
VM. M. KparreHaaHakoa (1925) 在 他 的 一 个 著作 中 指出 ,哈萨克 斯 坦 草原 的 地 区 

FE DK INH AAS UK IEE A, PTE FT BE eS FS LH RE A ES SER LHL RE DCI 
期 (或 各 个 冰川 期 ) 由 山上 下 降 到 低 山 或 平原 上 。 NS BHEANIC, SEPIA EE 
斯 坦 草 原 的 很 大 部 分 (和 西西 伯 利 亚 的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相反 ) 在 克 伐 泵 捷 泵 (KBapTep) 
BE, 处 讼 强烈 堆积 过 程 以 外 的 这 首先 是 包括 像 哈 节 克 斯 坦 〈 根 据 JI. 2. Bepr 
是 吉 策 吉 斯 ) 完 敏 地 区 和 称 戈 杞 雷山 样 的 低 山 (小 丘陵 )。 克 伐 泵 接 尔 的 乾 旱 期 , “在 很 
多 高 山 型 植物 的 早生 化 中 ， 和 在 构成 北 万 草本 草原 的 植物 区 系 那 些 植物 种 复合 体 
的 形成 中 , 鲁 起 着 互 大 的 作用 。 过 些 植物 种 类 在 面 瑶 上 一 直到 现在 还 和 高 山 带 的 
WEARER”, “草原 带 本 身 界 线 不 止 一 次 的 混乱 , 引起 北大 平原 森林 再 的 
FLORA ,而 相反 的 , 南 石 …… 相 半 南 万 地 区 的 代表 的 侵入 ”。 乾 旱 时 代 ( 按 HOM. 
KparreHwHHHKoBs 是 指 问 站 期) “促使 古老 荡 江 - 旱 生 类 型 积极 地 脖 移 到 较 北 方 绰 度 

3 

° 

放样 看 来 , 根据 VW. M. KparueHaHHHkoB 的 意见 ， 哈 萨克斯 坦 草原 植物 区 系 形 
成 的 主要 中 疙 是: 1) 和 草原 区 相 阵 的 西伯 利 亚 南 部 和 士 泵 克 斯 坦 山 的 高 山 带 2) 森 林 
区 和 3) 荒漠 区 。 

N.“Stojanoft (1926) 分 析 了 保加利亚 植物 区 系 中 旱 娄 (草原 和 露 标 慎 物 等 等 ) 成 
分 的 起 源 ,他 作出 过 样 的 结论 ,过 些 成 分 (其 中 有 很 多 转 信 世 联 境内 ) 是 地 中 海 起 源 ， 
因而 是 从 南面 而 不 是 从 北面 进入 保加利亚 。 

E. M, Jlappeuko 在 1927 年 的 著作 中 ， 也 指出 了 地 中 海区 的 东部 植物 在 饲 克 

PPB RIDES ARAB AK HO AEE PS A Se AHR ATE AA 
大 的 作用 。 

IO. O. Kaeonos (1931) 在 关 明 馈 克 兰 植被 历史 的 著作 中 也 就 过 样 地 来 描述 
草原 植物 (cTenHAK) 和 露头 植物 的 起 源 的 基本 特点 :乌克兰 〈 和 俄罗斯 的 相 隧 部 分 ) 
的 草原 和 露头 上 的 草本 植被 的 发 生 是 由 评 在 冰川 期 内 由 山地 和 亚洲 荧 漠 渤 移 来 的 
“高 由” 和 旱 生 植 物种 类 。 有 一 些 较 需 脆弱 的 植物 种 ( 草 甸 草 原 的 ) 可 能 和 森林 植物 种 

上 类 一 样 是 由 南方 避 些 所 来 到 过 庄 "。 在 同一 著作 中 ，]1O, 0. Kmeonos iH Be Rite 
物种 的 旱 生 类 好 ( 草 原 和 露头 的 植物 种 ) 和 “ 东 地 中 海 (广义 来 说, 包括 士 泵 克 斯 坦 ) 早 
生 植 物 区 系 有 一 定 关 傈 (是 指 起 产 而 言 5 ies 

E. M. Jlappenko (1932) 以 下 列 词 名 来 表 ; sii RE A et A 

. 点 :“ 汪 一 寅 闫 的 省 〈( 指 广义 的 黑海 区 而 言 》 过 里 包括 草原 区 的 亚洲 部 分 一 一 著者 赴 ) 
於 第 四 构 的 过 程 中 ,在 地 中 海区 、 战 海 -于 海 省 和 淮 噶 页- 阿尔 泰 省 ;而 在 西部 是 在 喀 尔 
巴 陡 =- 巴 页 干 省 影响 下 所 发 青 成 的 "。 炎 德 写 道 ;“ 逐 渐 向 东 , 喀 泵 巴 陡 - 巴 锁 干 以 及 地 
中 海中 心 的 影响 和 逐渐 减 小 ， 而 庙 海 - 庄 海 和 准 噶 泵 -阿尔 泰 中 心 的 影响 强烈 地 增 大 ”。 

10. Tl. Kaneonos (1936) 在 他 的 后 期 著作 之 一 中 , 则 用 下 列 词 句 来 八 述 帮 联 欧洲 
“部 分 植物 区 系 的 起 源 : “在 帮 联 欧洲 平原 ( 黄 黑 海区 ) 草原 植物 区 系 形成 时 , 在 克 伐 尔 
兵 氏 时， 地 中 海 的 伊 良 -小 亚细亚 和 巴 寅 干旱 生 中 心 的 影 都 估 优 要 ”;…“ 尖 黑海 区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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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E FH ALB EAT I BR BI sf AE HBT HAR ATR AE” 5 3 — ni 
HS SE PEA TLE HED AU EE A RR EO HS FB, 

A. A. Tpoccrelim (1936) 在 他 的 后 期 著作 中 ， 关 共 分 析 高 加 索 植 物 区 系 的 著作 

中 也 指出 : 黑海 区 植物 区 系 和 周围 乾 旱 植物 区 系 (特别 是 地 电 海 植物 至 系 ) 在 发 生 上 

有 密切 的 联系 "。、 

在 上 面 提出 的 所 有 学 考 的 论点 中 有 很 多 相同 之 处 。 
因此 , 可 指出 欧 亚 草原 区 的 比较 年 青 的 值 物 区 系 有 下 列 发 源 的 中 心 : 1) 四 地 高 

山 带 ，2) “ 古 地 中 海 ” 旱 生 植物 区 系 中 心 和 3) 伍 草 原 相 阵 的 森林 区 的 植物 区 系 。 琳 

宁 植 物 区 系 在 草原 植物 区 系 形成 中 的 作用 ,显然 ;要 比 高 山 的 ,或 多 或 少 中 生 ( 或 是 高 

山 沦 混 生 ) 植 物 区 系 和 特别 旱 生 的 南方 植物 区 系 小 得 多 。 在 奋 联 欧洲 部 分 草原 区 的 
0H AY GR RE) , 东 地 中 海 ( 指 狭 义 而 言 ) 中 心 ( 很 明 题 是 伊 遍 或 前 亚 风 亚 ) ， 中 心 

”的 西 必 ( 即 小 亚 罗 亚 和 阿美 尼 亚 中 心 的 西 必 ) 的 作用 特别 地 大 。 在 伦 联 草原 亚洲 部 分 

的 秀 围 内 , 较 题 著 的 作用 必须 明 属 族 伊朗 中 心 的 东 导 , 和 亚洲 中 部 的 早生 中 心 ”。 

假如 说 已 经 指出 了 草原 植物 区 系 发 展 的 基本 道路 ， 那 示 还 必须 承认 关於 过 一 过 

程 的 很 多 极 篇 重要 的 因素 ,我 人 还 知道 得 很 少 。 必须 要 注意 研究 草原 区 的 基本 人 建 剧 

种 一 一 Festxcz，Sizitpa 等 。 从 探 索 它 们 的 超 源 和 其 一 般 的 形成 压 史 的 要 求 下 ;, 当 它 人 

的 分 类 和 地 理 分 人 加 以 阁 罗 的 分 析 。 

草原 区 的 本 身 就 是 草原 植物 区 系 形成 的 中 心 。 由 相 阵地 区 移 来 的 脖 移 植物 ， 於 ， 
很 多 情况 下 ,在 过 圳 ;, 欠 自 己 篱 进一步 的 形态 的 形成 找到 了 有 利和 休 件 。 

极 簿 憾 的 是 ,关於 形态 形成 过 程 的 研究 主要 地 仅 限 於 草原 区 的 欧洲 部 分 。 

TAF )R (Stipa) Bran Bk oS Ja GRAY) “a a’ —— ey 6 eB DF 

种 的 形成 过 程 经 过 研究 (IIL. A. Cumpuos, 1927,1928,1933), Lie VIRUS. 
前 把 它们 合 在 一 超 纺 称 坊 8. pennata S. ampl.) 在 发 展 上 过 到 了 繁荣 点 。 出 现 了 很 

Big, je MPLS REESE, Wien, Stipa ucrainica® BAEK DHA 

分 较 南 部 草原 的 特有 种 ( 按 Steffen WHER, ERR RE) :把 整个 组 的 族 系 联 

结 篇 S. rubens sl. (S. rubens s.tr., S. rubentiformis, S. glabrata) , i — GK 

UUERAP SEE ER Fee Gh EO BS > FY) ee Dak SE PT RA, 

FE ApoE AR Ze (TY Ji BAR ZS JG BA AL SSF BI BST BE 例 

如 Pyrethrum millefoliatum S. ampl. #4(M. M. KparreHHHHHKOB，M. B, Kaoxos), 

1) 3S “— AER” SEAR AEA, TAPS LIER PS A A 
区 的 一 个 部 分 。 例 如 ，H. Walter (1927) Bose: “yee Fes PEC - SEA a FER ABT” 
顺便 地 所 到 1O. Jl. Kneonon mysbeta cin hs Fi 1h Es Cay be ae BOS sy DE BRNO Ji A Be eH ak HAN“ 

UNS BR? HA BA SAAT ARIE HL (1931) ams AT Sy ee. HEPAT, TYTN RSE FE th RE! (1936) 
SEAR VR AD LM ET A OR OS BET RYE 植物 区 系 (RWS SAA 

RATA eo ES) we PY EES 

2) Aut, MEYERS H. VU. Ky3nevos (1920) A TFIR EA TIER: “RETR Oe BAK 
SUK BRE AL SRT OIA? ,, BERT BT --—- “HRI VIC ER em 
SATU AAS”? o 

3) 根据 1. A. Cunpnos 的 意见 ， 它 是 克 里 木 -高 加 索 - 小 亚 区 亚 山 地 -草原 种 ，3，potziice 的 平原 -草原 

派生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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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a 属 中 的 一 些 组 (UW. M. Kpamiesunnnkos), Tragopogon (C. A. Huxurun), 

Linaria (JI. Kynpuanopa), Thymus (M. B. Kaoxos 和 H. A. Wloctenxo-ecsatosa, 

JI, Ti. Cepruescxan) 等 属 的 一 些 和 组。 

正如 上 述 , 形 态 形 成 的 最 完善 现代 过 程 , 关 明 得 清楚 的 是 在 区 联 欧 济 部 分 草原 区 

的 和 范围 。 亦 最 近 一 些 年 代 中 ;在 过 囊 查 明了 大 量 的 特有 类 型 ,它们 通常 具有 不 大 的 分 

7 各 些 特 有 种 的 大 部 分 种 是 和 某 一 些 岩石 的 露头 有 了 关 (土壤 起 源 的 新 特有 种 现 

象 )。 过 一 特有 种 现象 是 非常 年 轻 的 ,在 字 闵 的 完全 意义 来 说 是 现代 的 。 我 们 通常 把 

党 些 新 特有 种 的 系 攻 发 生 关 傈 引 向 地 中 海区 或 是 前 亚细亚 区 的 西部 OCA. A. LIpoc- 

creiw 1917,1936; E. M. Jlappenxo, 1932,1936; HM. WM. CnppIrHH，1934; 10. J. 

Kaeonos, 1936), FESR EERO A, RETIREE NE EK RR 

都 知道 的 ,例如 在 下 烈 各 改 中 : Agropyrum (Agropyrum s. str., Elytrigia) [Ge 全 

HeBcKH 首 IC. H. Mpoxynun), Silene (S. otites s. ampl.; IO. 1. Kaeonos), Dianthus 

(M. B. Kaoxos, 10. 1. Kaeonos), Tiymus (M. B. Kaeonos 和 H. A. IUocreHro- 

Hlecatosa), Jurinea (M. M, Unbun), Centaurea (C. margarttacea s. ampl.;;M. M. 

YUnpun, M. B. Kaoxos), Tragopogon (C. A. Huxutun, HW. B. Aptemuyx) 等 等 。 

在 Crambe, Onobrychis, Gypsophila 和 其 他 局 中 的 很 多 特有 种 ,集中 在 前 高 加 索 草 原 
Fp (UW. T. Bacunbyenxo, 1930; A. A. Tpoccreiim, 1936), HPAES RRR 

An EZ SEB AEE , 过 种 事实 的 数量 将 无 疑 地 大 量 增多 。 

FE is BS ,我 们 和 结束 欧 亚 草原 区 植物 种 类 的 评述 ,而 来 谈 草 原 区 的 大 区 区 划 。 

首先 我 们 将 讨论 与 我 们 所 谈 到 的 地 区 有 了 关 的 大 植物 -地 理 区 划 的 个 党 试 。 

A. Grisebach (1872, 1884) 把 苏联 草原 包括 到 在 他 的 欧 亚 大 陆 草原 区 和 芝 漠 区 
Pe 

D. Drude (1890) #2358 % M5 ti WS HS AEB, CEE Bi 

平 烈 草原 "区 ”(Region)， 过 些 区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是 进 丰 苏联 国境 的 。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Mgt Asia ves (Vegetationsregion), 该 区 向 西 进 大 了 匈牙利。 在 过 一 区 的 

界 委 中 ,根据 A. H. Bexeros 的 意见 0 显然 可 划 出 下 列 亚 带 :“ 前 草原 ”(Vorsteppe; - 

”或 森林 草原 )，“ 深 渡 草 原 ” (Ubergangssteppe; AHEAN EME MU SS 
带 ) 和 “特有 禾 本 草草 原 ” (eigentliche Grassteppe; 7H’ FID —-74 $B A AS), 

| Ze HOESAL HE 14 Fl aH WEA, 5 a 1 PE J” ice BE, DA 
FRE BERT AR PRES JE, é 

| FEHB Po EH BLAS, Ae He“ aa — ER” SE”, PE 
| AERC ECE EME, RRS ERE 
| (A AER ARPES Ak, Drude AVE FH PA Fill Be FURR Be Fe LH AL Ep DB AK 

BRR RARN, 但 是 , 正如 我 们 下 面 要 看 到 的 , 过 一 空白 点 一 直 存在 到 Rikki 和 
Hayek 的 地 球 现代 植物 -地 理 地 图 中 。 

1) 请 于 但 多 A. Grisebach 著作 的 俄 妆 灵 本 的 赴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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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de #24, Seve SR CEA Hh FU AR, UP SE PSE BE Be 
A. Engler (1912 和 更 时) $5 Be Pei (4 Fl BeBe PKS J Fi A Be A 1 

亚 省 (西西 伯 利 更 亚 省 ) 8-H HEALERS AE, 过 位 学 者 把 

帮 联 欧洲 部 分 的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列 大 黑海 省 ， 把 黑海 省 作 篇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灶 大 中 欧 
CEPR) WARE ULE YAP) A rp ap RY A A 

SEEK, A. Engler 的 欧 亚 糙 一 草原 区 GRASIMA A) 是 在 三 个 地 区 伸展 
的 。 

J. Braun-Blanquet (1923, 1928) 把 引 马 尼 亚 和 帮 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的 草原 列 不 庙 
BSAC Be, Alb Se AA AR, AO 
, SERMRRAALIEREM, Jit, MARRS RNB He DER, BS A. 
Engler IBGE HS 48 ES 5 ak (ARK) RR, 

A. Hayek (1926) 把 欧 亚 草 原 区 烈 估 黑海 -亚洲 中 部 区 。 划 分 出 二 个 草原 县 : 1) 

BA AURA 2) 南 俄 县 。 天 提 西 西伯 利 亚 和 哈 蓝 克 斯 坦 草 原 。 

H. Walter (1927) 把 帮 联 欧洲 部 分 草原 区 认 篇 是 黑海 植物 区 的 一 部 分 ,从 他 的 

地 图 来 刊 断 , 它 也 包括 着 黑海 附近 的 荒漠 和 个 荡 漠 。 TEX LI, eR ATR 
(ES , AR RE RAS ETE HE BY. | 

M. Rikli) 把 草原 区 的 大 部 分 (包括 南部 的 森林 草原 ) RAE RR 
物 区 的 一 部 分 (或 者 另行 叫 作 中 亚 区 ,草原 区 )。 按 照 M. Rikli 的 意见 ， 过 一 区 的 
北方 界 统 是 一 条 由 塔 尔 讲 波 尔 ( 加 利 谢 亚 ) 经 过 节 马 拉 到 阿 筑 泰 的 不 ,他 把 森林 草原 
的 大 部 分 (中 部 和 北部 森林 草原 ) 列 入 欧 亚 森林 慎 丢 区 (或 “ 欧 亚 区 , 欧 亚 森林 区 汶 。 在 
“中 亚 区 的 范围 内 ，Rikli 划分 出 “ 南 俄 省 或 黑海 省 ”过 一 省 包括 苏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在 
东 斑 到 伏尔加 河和 全 尼 塞 河 ;而 在 东南 方 到 高 加 索 ) 草 原 , 以 及 罗马 尼 亚 和 向 牙 利 草原 
(“ 布 施 塔 涯 落 ”) 。 过 位 学 者 在 过 一 省 的 北部 划分 出 “ 肖 滤 草原 ”(ibergangssteppen ) , 
HPEARRKED, HERRERA AMET SHERMER, BA 
以 看 到 ,西西 伯 利 亚 南 部 草原 和 哈萨克 斯 坦 北部 草原 ,在 Rikli 的 植物 -= 地理 “区 ”和 
“省 ”的 系 萄 中 彼 漏 掉 了 。 

泪 梯 看 来 ，Rikl 夺 欧 济 草 原 在 植物 -地 理 区 系 攻 中 所 估 位 置 和 各 区 的 进一步 划 

分 的 而 点 和 Grisebach，Drude 及 Hayek 的 对 於 过 个 问题 的 观点 没有 多 大 区 别 。 

A. Hettner (1935) 把 系 联 欧洲 部 分 (在 东方 过 伏尔加 河 ) 森 林 草 原 和 草原 列 太 古 

北方 欧洲 森林 植物 区 ,而 苏联 亚洲 部 分 的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CAPE EEE) 
烈 大 草原 植物 区 (在 过 一 区 中 也 包括 北美 草原 )。 因 篇 ，Hettner 的 过 一 划分 和 A. 

Engler 的 划分 相似 。 对 A. Engler 的 划分 所 作 的 上 述评 论 也 可 用 於 对 Hettner 的 划 

分 方面 。 

1) Handw. d. Naturw., 2. Aufl., 65. Lief. 

2) “Ubergangssteppen”? AY PSMA HS PRES PEPE HS PH 1G FEY PS 

3) JERSE RB SS Wiistensteppen und Halbwiisten”’, ft fb AVHRAC AT LEH, Aba eee ya FE 

wd B. A. Kennep #3 (hain ds ire WEA EEE AN 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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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LER fe Ce AR BD FR KEE JR I 
[. UW. Tandunbes (1897) 在 其 关於 欧洲 俄 软 斯 自然 地 理 区 的 著作 中 D ,他 把 “ 南 

俄 区 或 是 十 草原 区 "划分 成 “无 色 黄土 带 ”( 和 相当 闪 关 华 林 亚 带 ) 和 "“ 黑 钙 土 带 "( 相 当 放 
森林 区 )。 和 后 一 带 再 分 成 : a) “前 草原 或 淋 深 (森林 草原 的 ,连续 的 ) 黑 钙 土 带 ”( 森 林 
草原 带 ) 和 6)“ 连 夭 的 黑 钙 土 草原 带 ”( 相 当 帮 狭义 的 草原 带 )。 
CH. Kopaxuncnnit (1899) 把 世 联 草原 部 分 划分 成 两 个 “区 ”( 正 确 地 襄 是 

“种 汶 : 1) 草 甸 草 原 区 和 2) 典 型 草原 区 。 SER, C. VW. Kopxunckuit 在 过 种 情 
况 下 ,仅仅 指出 草原 区 的 基本 地 带 划 分 , 过 种 划分 和 IT. IE. TaHdrrpeB (1897) bt 

的 划分 极 篱 相似 。 
L.A. Tancwnes (1902) 在 他 所 著 关 於 俄罗斯 植被 的 名 著 中 ， 把 苏联 草原 区 

《 南 俄 区 或 是 草原 估 候 势 区 ”) 划 分 成 两 个 基本 "地带 “( 依 我 们 的 冕 点 篱 带 ): 1) 前 草 
JA CR HAS”) Fu 2)“ 黑 钙 土 和 票 钙 土 草原 ”( 在 文章 中 篇“ 草原 地 带 ”)。 此 外 ,前 
草原 沿 着 乌拉 顶 可 分 成 两 部 分 : a)“ 检 树 前 草原 县 或 南 俄 前 草原 县 ”或 (在 图 上 )"“ 带 
有 黑 钙 土 的 检 竺 前 草原 ”( 馈 拉 条 以西 ) 和 6) “樟树 前 草原 县 或 西伯 利 亚 前 草原 屋 ” 或 
(在 图 上 )“ 带 有 黑人 钙 土 碱 士 和 沼泽 的 樟 巍 前 草原 ( 扁 拉 泵 以 东 )”。 

在 “草原 地 带 ” 的 范围 内 ,划分 出 下 列 县 : a)“ 南 俄 草原 县 ", 6)“ 西 和 中 西伯 利 亚 
草原 县 *, B)“ 吉 琐 吉 斯 由 春 区 ”和 口 “ 外 上 只 加 琐 草 原 县 ”( 考 干 岛 昨 ”) 。T. IE. Tanda. 

mbes 对 森 联 草原 区 的 过 一 划分 鲁 是 我 国 演 一 部 分 地 植物 学 大 区 划 以 后 很 多 党 试 的 
先锋 。 汪 样 看 来 ,基本 上 是 保留 着 C. VU. Kopxunckuli 的 划分 ,但 把 和 森林 草原 (前 草 
原 ) 再 分 两 个 省 一 级 部 分 ,而 把 草原 分 成 四 个 省 一 级 部 分 。 应 访 指 出 ,在 萄 联 的 亚洲 
部 分 ,在 工 WU. TanrmpeB 图 上 的 哈 节 克 斯 坦 北 部 范 围 内 ， 没 有 连 乱 的 草原 ， 而 以 
“ 碱 化 -粘性 ( 较 少 需 石 质 ) 荡 漠 ?来 玫 示 ,; 而 其 中 散 做 着 一 些 草原 地 段 。 在 鄂 嫩 河 以 南 
的 过 高 里 也 仅 用 荡 汉 表示 (在 他 的 文章 内 篇 “过 包 里 荒漠 地 带 ")。 下 面 我 们 将 看 到 ， 
是 不 正确 的 。 

A H. VY. Kysaerog (1912) 在 他 的 西伯 利 亚 植 物 - 地 理 省 图 中 ,划分 出 两 个 草原 省 : 
遇 人 切 “ 西 西伯 利 亚 草 原 省 ”; 它 也 包括 哈 节 克 斯 坦 的 北部 和 2) SERB” eee 

括 外 贞 加 泵 地 区 的 东南 部 。 把 过 包 里 草原 和 西西 伯 利 亚 草 原 划 分 开 , 上 应 鼓 认 篇 是 正 
«EH, Eto bit, 过 种 划分 已 需 了 . UW. Tandhuses 所 指出 。 
| 1913 48 JI. C. Bepr 的 著名 著作 问世 了 。 过 一 著作 是 关 亦 西伯 利 亚 和 士 泵 克 斯 
| SAA A, 它 利 用 了 土 塘 和 植物 资料 ,提出 了 把 帮 联 的 草原 地 区 和 
| 森林 草原 地 区 划分 成 < 景 枫 带 ”: 1)“ 灵 色 森林 粘 壤 士 上 的 森林 草原 "( 过 是 关 革 林 亚 
| 带 一 一 著者 址 ), 2)“ 黑 登 士 上 的 森林 草原 "， 3)“ 黑 钙 填 草原”， 4) “OLE B+ 
| 高 草原 "，5) “乾燥 草原 ”( 在 东方 过 伏尔加 河和 革 尼 塞 河 ) 6) “丘陵 乾燥 草原 ”( 从 伏 
| 泵 加 到 阿 泵 泰山 蓄 )。 在 过 一 区 划分 中 ,应 鼓 指 出 册 . C. Bepr 划 出 了 乾燥 草原 (相当 欠 

1) 在 着 一 著作 中 , AI Tpayrderrep, A: H. Bexetos 和 ®. Tl. Kennen SARA MIN oo He - 
HOFEK me WATE 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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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EO$SRE), 2—-RHMH EA ANT. VU. Tandunes 的 相似 。 
1914 年 , 在 “亚洲 俄罗斯 地 图 ”中 包括 有 BA. Denuenxo Sree tlhy BAIN RE 
斯 植 彼 图”。 在 过 一 图 中 ,在 西伯 利 亚 草 原 部 分 (包括 到 尖 饲 里 ) 和 哈萨克 斯 坦 北部 的 
范围 内 ,划分 出 两 个 带 :1) 森 林 草 原 和 2) 玖 坟 草 原 。 其 中 每 一 带 逮 划分 出 两 个 省 的 部 
分 。 因此 , 在 森林 草原 的 乞 围 内 分 出 : a)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过 圳 也 包括 中 西伯 
利 亚 草 原 ( 指 广义 而 言 )“ 岛 赋 ” 的 森林 草原 部 分 ;和 6) AAR, EMER 
原 分 做 的 范 围 内 也 有 类 似 的 划分 : a) 丽人 茅草 原 (西西 伯 利 亚 和 中 西伯 利 亚 的 ) 和 ©) 
JS BNR ASS (PAE ROSE). PAGE HHA AO aS Se 
BAA SSR”, Bit eee PRAT SERIE, EERE 
HSB ASR A SS, LR”, 过 一 划分 在 极 大 程 
度 上 和 上 工 . WU. Tanbunes BIBRA AAA, 

1919 , HART OU. H. Kpewos 的 西伯 利 亚 植 物 地 理 小 区 划 。 他 分 出 : A) “一 
级 区 ”和 一 级 区 无 关 的 B) “一 级 区 ”。 前 者 的 划分 是 和 “主要 成 分 一 一 气 兆 " 在 水 平 
和 垂直 方向 的 改 伙 有 关 的 植被 的 释 化 相 适 应 。 根 据 过 一 原则 ,划分 出 “植物 -地 理 区 ?” 
(极地 -北极 区 ,高 山区 ,北方 森林 区 , SRR, 荡 江 草原 区 和 中 国 -日 本 区 )。 这些 区 
双 划 分 成 带 和 亚 带 (请 并 本 书 的 第 大 章 )。 U1. H. Kpsinos 所 提出 的 西西 伯 利 亚 的 
区 、 带 、 亚 带 的 划分 ,当然 ,在 基本 上 也 具有 地 植物 学 性 质 。 

关 疼 二 级 区 考虑 到 的 对 植被 分 伤 影响 的 是 地 形 和 其 他 人 条件。 BEAK, 
然后 再 把 省 分 成 县 和 亚 县 。 II H. KpPrroB 对 省 的 划分 在 大 多 的 情况 下 ,包括 着 不 
同 的 植物 区 。 例 如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省 包括 着 极地 -北极 区 北方 -森林 区 和 草原 区 的 
部 分 。 REBAR EM (TL. 百 . KpsrxoB 所 礁 定 的 大 部 分 的 省 和 县 瞩 不 是 

”地 植物 学 单位 , 也 不 是 一 般 的 植物 地 理学 单位 ,还 不 如 悦 是 不 同 级 的 地 散 区 。 例如 
HL. H. Kppinos 的 省 在 极 大 程度 上 和 JL. C. Bepr 所 确定 的 地 貌 大 区 划 相 符合 。 根 
据 11. H. Kppinos 的 意见 ;西伯利亚 草 原 分 售 於 四 个 省 : 1)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省 ，2) 
阿 泵 素 - 萨 疼 区 (森林 草原 的 “ 岛 赋 ”地 段 和 中 部 西伯 利 亚 南 部 的 草原 ), 3) SEE 
LAIR), 4) 中 西伯 利 亚 台 地 (中 西伯 利 亚 南 部 的 不 多 最 北方 森林 草原 “ 岛 
ie” FEE EHH EL). | : 

还 有 其 他 在 西伯 利 亚 工 作 过 的 地 植物 学 家 一 一 6. U1. 65apaHoe (1927) 等 人 基本 
上 也 同意 过 样 的 区 划 5。 

1923 年 ，Kowapoe 的 西伯 利 亚 的 植物 地 理 划 分 图 解 问世 了 。 他 划 分 出 下 烈 草 原 
大 区 : 1) 西西 伯 利 亚 草 原 , 2) 革 尼 塞 河 草原 , 3) 外 贝 加 泵 草原 ,同时 ,他 强调 了 滞 些 
森林 草原 区 和 草原 区 之 间 的 互 大 差别 。 

1923 年 ，H. A. Bym 的 帮 联 全 域 植物 省 的 区 划 也 出 版 了 (在 1926,1932,1935 

1) B. H. Bapanos 多 西 西伯 利 亚 低 地 的 草原 部 分 , 探 取 了 另 一 套 亚 带 的 名 悚 ,例如 ,他 分 出 : 1) “春泥 的 -~ 

18 4a) - BAST SO PRA EL (AL, “EDAPIA BIA MRE). 2) “北方 森林 草原 ” (= IT. H, 

Kpsincs 的 闭 生 草 旬 亚 带 。 Wart), 3) “典型 森林 草原 ”(= 11. H. Kpsinop Aye - A ee 

WH), 4 “Meee” ( 王 II. H. Kpsinop 的 列 茂 - 落 草 亚 带 。 落 者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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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Be AS HS FLIIL) YG LES ERT 09 06 LPS I A Sak AS —— KL 
AAI AS, EHNA. RR GO PB HSA 1) WRAL 
济 部 分 南部 森林 草原 ,2 ) 伏尔加 森林 草原 ， 3)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 4) 3B PRK 
草原 ; 在 草原 带 的 范围 内 : 5) 世 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草原 ， 6) 伏尔加 草原 , 7) 西西 伯 利 
亚 草 原 , 8) 过 饥 里 -蒙古 草原 。 遗 城 的 是 ,过 位 学 者 龙 乎 没有 提出 各 省 的 特征 。 在 尖 
一 区 划 中 ,森林 草原 带 和 草原 带 省 一 级 的 划分 的 党 试 ,是 珍贵 的 。 

1925 年 ,出 版 了 VU. M. KpammeHaHgoB 天 认 哈 茧 克 斯 坦 草 原 省 区 划 的 值得 注 
总 的 著作 。 在 哈萨克 斯 坦 草原 部 分 的 范围 内 ,他 分 出 两 个 带 一 一 1)" 温 - 混 羽 芒 - 杂 类 
草草 原 带 在 黑 钙 士 上 上) 和 2) ' 玖 茅 ( 禾 草 ) 乾 燥 草原 亚 带 《在 村 钙 士 上 )。 | RE 

-西西 伯 利 亚 和 哈 隘 克 斯 坦 箔 围 内 的 整个 草原 区 列 人 黑海 省 ， 其 中 也 包括 苏联 欧洲 部 

分 的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 黑 海 省 在 区 联 亚洲 部 分 的 和 围 内 ,下 分 成 两 个 亚 省 : 1)“ 西 西 
伯 利 亚 亚 省 ”[ 在 其 植被 成 分 中 有 很 多 是 由 相 隘 的 亚 北 极 森林 区 (A. Engler Bruit) 
和 出 地 高 山 带 来 的 脖 移 植物 ] 和 2)“ 吉 泵 吉 斯 亚 省 ”( 旱 生 类 型 估 优 狗 , 由 较 南 方 地 区 
AEH: ALN AS), AUS Ee” 

在 WU. M. Kpamenunauxos fy32—Ee fl PRESS HIE Te ER 
到 阿 泵 素 ) 和 烙 合 成 一 个 空间 单位 ,他 称 之 篇 黑海 省 。 过 位 学 者 强调 了 整个 过 一 草原 区 
在 植物 定居 和 植物 震 聚 起 源 上 的 共同 性 。 过 当然 东 不 排除 过 一 广大 地 区 西部 和 东部 
的 植物 区 系 和 植被 发 育 中 的 显著 差 胃 , 其 差 展 在 前 面 已 论述 过 D。 

应 亦 指 出 ”黑海 的 ”( 区 ,省 ) 过 一 形容 词 ,正如 Steffen 所 认 和 起 的 ,最 好 不 包括 整个 

欧 亚 草原 区 ,而 仅 包 括 帮 联 欧洲 部 分 和 相 隧 (草原 的 ) 用 局 尼 亚 境 内 草原 区 的 片断 ,更 
TE WE HERE ,甚至 共 包 括 上 述 地 区 和 范围 内 的 纯 草原 带 。 

1925 年 起 ,中央 植 物 园地 植物 学 部 开始 出 版 H.H., KysHeuoe 2245 ny RERUN 
部 分 著名 的 地 植物 学 地 图 。 在 过 一 图 中 单独 地 分 成 1) 森林 草原 带 (CU 

St!) 和 2) 草原 带 。 在 草原 带 的 范围 内 ， 表 出 下 烈 形 成 个 别 亚 带 的 草原 “类 型 ”: 
a) “MEENA” Be (Sv), b) “PARAS” BA (Se) Fc) “W#-E 
OR (St), 我 们 可 以 完全 同意 前 两 类 型 的 划分 ， HRS DFE IR 
JR? BK , SE — ERP SARE AEE, 

sb [E 
IB) 

网 Ay hi BE lel , 5 —75 AA BE Fl . 

1) E. M. Jlappenxo 在 极 大 程度 上 是 根据 了 WU. M. KpalreHHHHHKOB， 在 1932 年 也 是 把 整个 欧 亚 草原 

区 (在 东方 到 阿尔 泰 虹 山 枇 ) 吓 作 黑 海 省 。 他 提出 了 过 一 省 (在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的 范围 内 ) 进一步 旭 分 成 

亚 省 〈 在 极 大 程度 上 是 根据 植物 种 类 成 分 材料 ): 1) 潘 全 亚 省 (多 牙 利 )，2) 乌克兰 - 顿 河 亚 省 (在 东方 到 

AAT MARVEL), 3) 伏尔加 河 区 亚 省 CER DH PGE GH), 4) 西西 伯 利 亚 - 哈 荫 克 斯 坦 亚 省 (在 
REM HE VNB ) 

1936 年 〈 和 乌克兰 共和 国 植物 苇 ， 1), Jlappenxo Si pos Be A oe NS HE Ht Ss A RY 

SID: 1) 黑海 - 麦 奥 次 省 (斯 基 夫 斯 克 省 ) 和 2) A-TRAK 

草原 带 和 草原 带 。 

在 第 一 种 和 第 二 种 划分 中 ,我 利用 了 上 面 已 帮 训 到 过 的 草原 植物 一 一 帮 联 欧洲 ES or spk Fd GB 
种 分 伤 的 那些 界线 。 

ee FA 



现在 来 讨论 第 一 幅 图 。 图 中 提出 过 样 来 划分 草原 区 :“ (北方 ) AER J”? —— 
在 森林 草原 带 的 范 围 内 和 ”“( 南 方 ) 羽 薄 草 原 " 一 一 在 草原 带 的 范 围 内 。 杂 类 草草 原 以 
下 是 这 样 划分 的 : a) “北方 型 ", b)“ 南 方 型 ” (过 两 个 型 仅 是 在 库 泵 斯 克 和 奔 蕊 之 癌 
所 划 出 的 )，c)“' 北 高 加 索 型 ”, d)“ 北 克 里 木 型 ”。 【南方 ) 羽 茅草 原 的 划分 如 下 : a) 
“ 北 古 型 一 一 红色 羽 茅 恒 落 ”，b) 北方 型 的 “ 顿 亿 蒋 释 体 ”，c) “HH RED 
FB”, d) 南方 型 的 “ 沿 亚 速 海 又 体 ” 和 e)“' 北 高 加 索 型 "。 过 一 划分 实际 上 是 根 

” 据 二 个 原则 来 进行 -一 草原 的 亚 带 爸 体 和 草原 县 的 释 体 的 划分 〈 更 正确 的 甚至 是 亚 
带 和 县 的 划分 )。 属 於 前 者 的 是 杂 类 草草 原 的 “南方 "和 ?北方 ”型 和 玖 芭 草 原 中 的 “种 
色 ” 和 “SRE” VE, BREA RMA Lew Ade BS 
Be? “U1 AAS” FH SR EY” 

在 匣 联 亚 训 部 分 植 彼 图 上 , 仅 划 分 出 上 述 的 草原 亚 带 :“( 北 三) 杂 类 草草 原 和 ( 南 
Fi) MES RY BAY” Fn “At AAMAS)” BH CREMAES 
YE)", DES, SEE BI“ oh BE” , BSS A“ A 
AMES MEAS FE 5) BRS AEE Pe, 

B. B. Anexnx (1936) ESR RRA PE a ee 
F0ZE 1931 SET BETG AY_E sa Ree i Be UB AE aS Des SAT, 

下 面 ,简要 地 来 概述 O. M. JIaspeHKo 所 理解 的 区 , 带 , 亚 带 和 省 "。 

1. 欧 亚 草原 区 

过 一 区 由 匈牙利 延伸 到 阿尔 泰 的 范围 。 (i GA HSU CH RL 而 仅 是 

在 本 区 北部 的 平地 上 , 间 革 林 ( 和 森林 草原 ) 才 起 着 题 著 的 作用 。 在 过 一 带 的 和 范围 内 ,可 

极其 明显 地 看 到 植 彼 分 伤 的 水 平地 带 性 ”。 

() RRR 

在 平地 上 (地 带 性 植 彼 ) 草 名 草原 估 优 势 ， 而 在 过 一 带 的 北部 也 有 草原 化 草 名。 
此 外 , FEAR HEED HOI RUGS RSE BR, 关 药 林 也 必须 列 大 森林 草原 带 的 地 带 性 植被。 
有 些 地 方 森林 甚至 比 草原 估 优 势 。 平均 来 悦 ,森林 草原 的 成 林 性 (在 深 去 ) 大 狗 巡 到 
40— —50%, 

ZE ABD, PRPRIN ASHORE (4S RR; 因此 , BAER 
到 森林 草原 的 亚 带 划分 就 相当 困 闪 。 可 以 划分 出 两 个 亚 带 (就 像 UM, ee 
HHKOB ¥} hr eS ehF0 B. U. Bapanos 对 西西 伯 利 亚 的 划分 )。 ， 

1， 北方 森林 草原 亚 带 。 在 平地 的 植 彼 中 , 除了 草 名 草原 以 外 , 草原 化 草 名 起 着 

1) 篇 由 不 足 使 我 不 能 做 进一步 把 省 划分 成 亚 省 和 晴 的 土 其 。 

2) 某 些 学 者 (A. A. Ipoccreiim 高 加 案 植 物 区 系 分 析 ，1936; W. Gajewski,——Elementy flory 

polskiego Podola, Planta polonica, Warszawa, 5, 1937) 7KaUpKER ISG MAY SE— PE, MISE 

M27 RE 马 特 区 ” (Capmatcxan o6nacth). ivui—AHKR, AS A. Engler 很 时 以 前 就 
把 中 欧 森 林 区 的 东北 部 称 之 需 际 了 尔 马 省 。 

etre 



SE ERAE OES, BERLE BE (a) AR a A ATE Be HE AR ET DEH: 
2, 南方 森林 草原 亚 带 。 ETEHI AGRIC WE DAE TUE, EA Ste — 

篇 旱 生 的 草原 。 TERIA AE Ae ee DM EE 
PACA RD HBL; a) 东欧 森林 草原 省 和 6)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省 。 
1) 东欧 森林 草原 省 。 在 草原 化 草 名 和 草 多 草原 ,以 及 草原 灌 闭 和 草原 森林 的 建 

a BMA OH A, HASAN RD EEG ET RB BL 

fi (LE), Aah WORSE pee EE a SE HE, SOE, 伏尔加 
河 以 西 的 标 , 波 三 塔 匹 - 钥 仁 一 粮 以 西 的 芒 耳 概 ) 所 构成 。 

CHICA , 计 _ 省 的 特 伍 在 让 有 或 多 或 少 给 烈 的 侵 估 的 分 水 崔 CERT) 40 
在 大 部 分 情况 下 分 水 由 上 有 小 地 形 的 微弱 发 至 。 

关於 过 一 省 的 可 能 的 亚 省 划分 ,根据 由 西 到 东 草 旬 草 原 植被 组 成 成 分 的 爸 化 ,在 
hii Baa Heda 7 

过 一 森林 草原 省 范围 内 的 森林 ,分 伤 得 极 需 不 均匀 。 HRM, RAKE 
HARK) 主要 集中 在 森林 草原 的 中 部 和 南部 地 方 。 在 德 盟 伯 河 流域 和 德 志 伯 河 以 
东 ,; 森 林 也 是 主要 地 集中 在 森林 草原 的 中 部 和 南部 ,分 伤 在 德 直 伯 河 左 支流 ( 砍 拉 河 ， 
普 肖 条 河 , 伏 尔 斯 克拉 河 ) 的 右 侧 高 的 和 侵 鲁 的 河岸 。 在 顿 沂 茨 河 上 游 和 顿 河流 域 ， 

“” 关 药 林 的 主要 地 区 和 集中 在 森林 草原 的 南部 : 哈 尔 科 夫 附 近 的 大 片 森林 地 区 :在 四 个 角 
一 一 别 页 城 一 无 列 依 基 一 科 用 图 雅克 一 蔓 奥 斯 科 锁 一 别 泵 城 的 森林 地 区 : 施 伯 夫 森 
林 壳 际 上 是 位 於 草原 带 的 范围 内 ; 博 里 索 格 烈 布 斯 克 城 森林 一 捷 烈 耕 马 讨 夫 森林 ,也 
分 人 在 沃 儿 着 什 以 北 的 顿 河 的 右岸 和 左岸 。 沿 着 伏尔加 河 的 右岸 ， 有 相当 巨大 的 关 
革 林 地 区 散 做 在 森林 草原 的 厅 乎 整个 相应 地 段 的 范 围 内 D。 

伏 磺 加 河 以 东 的 大片 森林 地 区 主要 地 集中 在 森林 草原 的 北部 和 中 部 。 
关 艾 最 大 森林 地 区 对 伏 泵 加 河 以 西 地 区 内 的 中 部 和 南部 森林 草原 的 适应 性 ， 其 

可 能 的 原因 已 经 在 草原 无 林原 因 汪 一 章 中 伐 述 过 。 
还 礁 蔷 指出 的 ,在 伏尔加 河 区 的 前 乌拉 泵 部 分 ,不 论 在 森林 草原 或 是 在 部 分 的 草 

原 带 ,除了 树林 以 外 ;有些 地 方 可 遇 到 大 量 的 梭 - 杰 林 和 梭 木 林 。 
膛 需 要 提出 两 个 相当 广 泌 的 小 区 (县 ) ,它们 在 地 形 土壤 和 植 彼 性 质 方 面 和 过 一 

省 的 其 余部 分 有 着 显著 的 差 愤 :左岸 - 德 雳 伯 低 地 (阶地 平原 ) 和 所 谓 的 唐 波 夫 低地 。 
| 和 后 者 包括 沃 履 涅 什 河 左岸 和 蒋 那 河 \ 比 秋 格 河 、 伊 良 箱 河 的 上 游 (图 40,41)。 过 喜 的 
”地 形 是 平坦 的 ,分 水 党 有 微弱 的 侵 鲁 ; 低 罕 的 中 地 形 和 小 地 形 是 其 特征 。 除 了 草 旬 草 
原 ( 有 了 时 是 它们 的 晤 生灵 体 ) ,草原 化 草 旬 及 其 上 噶 生 植物 释 体 在 过 囊 获 得 广泛 的 发 展 ， 
而 在 凹 地 中 则 有 碱 士 上 典型 的 居 聚 (一 站 包 括 什 荒漠 性 质 的 居 聚 ), IES 
生 植 物 草 多 ,沼泽 天 聚 , 柳 以 林 ， 0 tremula seh (Mil FEF aa EA EE Populus 

1) 大 家 都 知道 , PATER TY TG RR CREE RAISE), th PR RAS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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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 林 ) (ATaR “mR” (Kyct)], TES BRA LI RATA RE, 
Ae, BE) ATR et, A He ANS CARL: A RH 
草原 相似 D。 

2)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省 。 在 草 甸 草 原 和 草原 化 草 多 的 组 成 成 分 中 ,具有 大 量 
RA RD, EE A RB RE GATE), RISE KEE ca ME CHER 
SEP)”, 

i — 8 FE Hh Be Fe PH AF HA EE), AKA HE 
合体 性 和 小 复合 体 性 表现 极 乱 明显 (图 42), 3S ERE (地 形 , 土壤 和 植 
丢 ) 对 东欧 省 是 例外 的 ;而 对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则 是 常 例 。 

(2) Siw 

在 平地 上 , 估 优 更 的 是 中正 草 原 ,而 在 草原 带 的 南部 ， 荡 汉化 草原 也 估 了 优 劳 ”> 。 

除了 极 少 的 例外 ,森林 公分 伤 在 河谷 , 冲 沟 和 较 深 的 四 地 。 

过 一 带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亚 带 ,其 特征 篇 扶正 草原 替 系 的 亚 组 。 

3. 于 类 草 - 狐 东 - 菠 草原 亚 带 。 在 平地 上 ， iS he rr 

原 , 它 是 多 杂 类 草 的 半生 禾 草 草原 的 最 一 般 的 表现 。 

过 一 亚 带 由 区 马 尼 亚 延伸 到 阿尔 泰成 一 连续 带 。 

4。 狐 芭 - 玖 茅草 原 亚 带 。 在 平地 上 佑 优 欧 的 是 所 谓 狐 荡 - 殉 茅 “ 乾 爆 草原 一 

它 是 少 杂 类 草 的 趴 生 禾 草 草原 的 最 一 般 的 表现 。 REESE BL 

上 也 能 看 到 主要 地 篇 大 片 芒 类 - 狐 茅 - 羽 茅 (eR EL) 草原 地 段 。 在 本 亚 带 的 范围 内 ， 

於 和 平坦 的 草原 分 水 山上 ,通常 能 观察 到 小 型 复合 性 质 的 植 破 (图 44,45) - 

在 草原 带 的 西部 ,本 亚 带 彼 亚 可 海 附近 的 杂 关 草 - 狐 茅 - 羽 莪 草原 的 柱 ST 

we 桥 把 顿 河和 德 慢 伯 河流 域 的 相应 的 草原 和 前 高 加 索 草 原 联 接 起 来 。 

蕉 更 群 多 地 研究 草原 的 情况 下 , 在 过 两 个 亚 带 的 和 范 围 内 ， 还 可 以 分 出 更 小 的 带 ， 

1) 在 高 泵 基 省 的 阅 华 柑 林 亚 带 的 和 范 围 内 ， 存 在 车 一 些 森 林 草 原 “高 冉 ”。 其 中 最 大 的 有 阿尔 查 马 斯 “高 

WA? , SABE I 32°" OL? CRUE DL ARK De) Be Seay “Se”, BRT A. H. Kpacuoe 

和 B. UV. Tannen 的 较 老 的 著作 以 外 , 还 有 B. B. Anexnn 在 1925—1928 +e Aye B Beets 

HOHE oS MA ERB I SMe mT BHA “i? (BB. Anexux 和 JI. C. 

Axnepxkues, 1927, 1928; J]. C. Apepxnes, 1928; I]. A. Cunpron, 1927; A. A. Ypanos, 1928), 

在 高 泵 基 省 以 南 , SEPTIC ESCA CALA PO PS ,- TSE TER SLA TALS , ThA BSE 
PAT LP KR“ RV? (C: HW. Kopxuncxni, 1891; T. B. Bepnangep, — 

1930), AA RIBERA Py? (SR ETE ERE, WESSEL “me? ) FEPERSOE MERE In PT EB EIR kG 
FBS SEK SED) a A Pk (3 EE EERE Zt). Ta — IM KE C. WH. Kopxuncxnii (1888, 

1891) RH. 再 向 南 , TTR I i SF SERIE A AAEM A SR AN , ESE 
KEL“ ee? (VU. VY. Cupnirun, 1931), 

$e ASB LEAR OR ? PS, PE A DAR Ee, 草 旬 草原 , 在 

AT LEWD FRE AE -  F - TD (FEB RE F ) o 

2) Fe RoRCAT BPE EAS, ATR SE OE PRA “* Ry? —— BP AR By SEMIS SE ky 

Wa, 

3) BREE ASK BD 1 SAY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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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Neos 
aT on Be SOon [eee 

ST eo Bee si) eC] 
fal 42 西西 伯 利 亚 森林 草原 “DR” RARE (SO BRT 

437th) (根据 B. UW. BapagcB 和 K. II. TopIreHH，1927)。 

1 一 一 棒 木 闭 林 ; 2—— PPA RAR WES (kypTH8a);， 3 REAR ERK AE 
PRE BE; 4—— SREPKPASLATRERAIL «= (Brachypodium pinnatum#il Geranium 
pseudosibiricum); 5—— STA LATREROL: 6 和 7 RAS PA FL fa) TC ARE ¢ 
%; 8 AAAEAH (Stipa rubens) WRI; 9— BAe: 
落 的 较 旱 生 草原 ; 10-—2e pay “IIE ay HE; 1 一 草 沧 被 压抑 的 
地 段 ; 12——HIA BHR; 13 一 一 具 拂 子 茂 属 的 小 草 列 茅 办 落 ; 14 一 一 具 车 
BURT = CArtemisia pontica) 斑点 ; 15——HAM (Carex praecox) 的 
MAILE; 16 具有 Galatella punctata 的 狐 茅 属 小 草 ; 17-——“ eR” 
的 碱土; SARS CArtemisia maritima) RIDA SE EIS ESE s 18 一 一“ pp? ay 
Ba, AAG [Puccinellia (Atropis) Convoluta); 1 Alopecurus 的 
BAK a AR B. VU. Baponop 的 说 明 )。 



5) RM, ia REAR ORES ALTAR RAL LAG BE HHA >. 
. RAL A ET AC (HEEL EE ADT) FU MERE Ae Be EEN 

i 42 MRAM RRA KER 

A- VW. Jlesenraynt 3%. 

 HEBIR, 1 1000 

区 可 om (Gand ama 
fa 44 GPR ERE -2A AYE HEM A - A a AH — B 

项 地 段 内 的 小 地 形 。( 根 据 M. C. Uanit, 1930), 

1) MESA bw se AIH Be 

Pe ge VE | 
成 份 〈 趴 黑海 成 分 ， 中欧- 
黑海 成 分 和 地 中海- 黑海 
成 份 ) ABB In FB) BR 
BRAREAKBR, KBE 
7p FE — SAAB Fl es (SM 

eA RAE ARE 
Bes PR BS A 
FHLB ww. 

Hh EBS HH PRE TAY 
PAPE HB AIH ED Mi 
(主要 是 在 杂 类 草 - 狐 茅 - 
Vise wi a TEAS), 

Ae SHR Meo 
内 ,例如 , ISS, 亚 速 
海 附近 的 山地 ， 斯 塔 夫 林 
波 条 高 地 ， 伏 泵 加 河 丘 陵 
AM Sie, WAS ez 
直 地 带 性 的 萌芽 : 向 南 进 
A Bee PAE AGES JEL SE BE 
HEPA ANE DAES, 
PIP RE AIT SB “ 
TK#G§ ESE. WUE BRAN 

UA URE, th AR 
BEER, 
Pps 4 AO Ay RY 

亚 省 的 划分 ， 则 根据 种 类 
RAE BIBL, GE 
ERT ESB Y 

4) 险 阵 克 斯 地 省 。 蕊 
包括 从 南 饲 拉 锁 东 部 和 程 
CFL WL Bl PA AE LE 
的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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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ARCA, BDI 

Fi RAK BBM! HR RAS BE SB, 

PE AES, IE ASCH A — Bp 

分 东方 成 分 还 进 大 黑海 省 (例如 Stipa 

rubens; 内 然 过 一 植物 的 基本 分 人 区 是 

在 哈 蓝 克 斯 坦 省 境内 ), 另 一 部 分 则 向 

西 不 越 遏 筷 拉 锁 或 穆 戈 扎 雷山 (例如 ， 

Artemisia frigida, A. Lessingiana, A. 

sublessingiana 等 等 )。 

在 本 省 界 内 不 见 柑 林 ; FEM AEA 

县 上 岩 间 的 峡谷 中 ， 仅 能 见 到 间 药 林 中 

BO BEAR DK Fl BB > Hb HG BEB Populus 

tremula 林 。 

在 和 过 一 省 的 范围 内 ， 划 分 出 低 山 

区 : 南 和 乌拉尔 (东部 ) , 穆 戈 扎 雷 和 哈 蓝 

克 敏 福地 区 。 带 些 不 高 的 山地 地 带 使 Ba 45 碱 士 - 暴 钙 士 槛 合体 [在 阿 斯 次 尼 

AERTS RE 7 eee eee a aeem teen 
mE: PARLE, HORA ta) 地 段 ]。 (根据 H. II. Capanos 和 B. A. 

泵 卡拉 林 高 地 。 所 裔 垂 直 带 性 的 萌 基 ?ppmeccog 1929), 
现象 就 表现 於 此 。 

2。 更 洲 中 恤 山 地 荒漠 -草原 区 

亚洲 中 部 山地 荒漠 草原 区 包括 亚洲 中 部 的 大 片 高 原 地 区 ， 过 圳 包括 蒙古 和 苏联 
遗 入 的 一 部 分 一 一 塔 泵 巴 哈 台 山 , 阿 页 泰 的 南部 ( 楚 依 草原 ) 和 南 外 具 加 宕 。 

汪 训 ,基本 上 是 山区 , PERS, 典型 的 是 垂直 地 带 性 现象 。 但 因 篇 这 一 区 位 放 
广大 亚洲 大 陆 的 中 央 , 其 气候 具有 强烈 乾 旱 范 具 大 陆 性 的 性 里 ,过 圳 基本 的 植 秆 型 将 
是 莞 漠 和 草原 ,它们 在 过 衷 的 分 做 ,在 极 大 程度 上 , 决定 於 地 形 人 条 件 。 此 外 ， 森林 (小 
FUSE bk, MEA HK) BEA BES EB HOE . 

SEAR (LAR HEE) BR AD ERS, EPO Hh (BL Be 
Fy FEA LL) BRS BE JR ER BO HR SE 3 

ESL AIG, OGRSRRE RR AZAMWER, Bln OMAR R” 
(Stipa capillata, Festuca pseudovina, Koeleria gracilis, Cleistogenes squarrosa)”, >E% 

1) BRASS He EG ee 8 es | A I ae. Fa Se PN ite tA Be BB 

Sek, 7 FA an aR is BAS He Dt es Be TY AY Da Fl Sc REE FE o 

2) PEP All Se PALI AD BD A EE eT A CEL) AOL Al Sa —- “A 

a’? AAW, Boke eth wef Stipa ciapillata, Festuca pseudovina, Koeleria gracilis, Cleistoge- 

nes squarrosa {A 7E— RHINE FAA E KAS (Stipa Joannis) N+ Wy RAR AI Carex supina 

也 是 常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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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urolepidium (Agropyrum) pseudoagropyrum] Fil Tanacetum sibiricum 草原 ， 以 及 

Ha $8 SE 6a JB A 2 ECaragana microphylla Fl C. pygmaea 等 等 构成 的 一 聚 。 奇怪 的 

BZ, VSB PERL MF Stipa capillata 和 其 相近 的 族 系 ; 鸡毛 状 羽 茅 在 当 

地 玖 茅 生 聚 的 成 分 中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是 不 存在 的 , 而 在 欧 亚 草原 区 的 范围 内 ，, Be 

原 中 主要 是 由 鸡毛 状 羽 荡 估 优 猛 。 ME S. capillaa 的 发 展 的 中 心 人 

TN). FEARS PL APH , 仅 能 遇 到 Stipa Joannis, 

pH (ESV HP HE FAS SBIR DI Be eB 18 FR RAS 

FR ABE, SLAG BEC HEE ECL HE ED 

GUE ARR — ik AP 1 Fe Ba ASO HP a BAL 的 Ris ERE Ji 

中 西伯 利 亚 南部 ; 以 及 外 员 加 宾 中 部 和 北部 是 主要 和 需 森 林 植 彼 所 履 著 的 山区 , I 

在 山 羡 四 地 和 山谷 ,通常 具有 或 多 或 少 平坦 地 形 的 个 别 分 此 的 草原 岛 赋 。 颗 然 ,假如 
阿尔 素 - 蔷 老 山 和 外 上 只 加 泵 山区 的 地 点 鲁 是 平原 的 话 , 那 未 在 中 西伯 利 亚 南部 和 外 具 

加 尔 我 们 将 看 到 草原 或 甚至 认 是 荡 漠 。 
在 各 些 草 原 饲 几 ' 中 的 水 平分 带 现象 是 受到 地 形 的 影响 而 起 了 释 化 ,地 形 ( 和 十 

境 人 条 件 在 一 起 ) 在 各 些 森林 草原 Fe a”? FT Jk“ GR”? 生 围 内 基本 上 支配 植物 愉 聚 的 

Ft 

PS ESR AP Hit He De 18 FS BB 
ES A HA BSB SSL) BK, 在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所 看 到 的 一 切 规律 , 由 

於 地 貌 休 件 改 释 的 结果 ,就 发 生 了 显著 的 爸 化 。 西 西伯 利 亚 低 地 极 需 典型 的 按 绰 度 带 
现象 通常 乱 向 必 带 所 更 替 , 冰 且 , 亚 带 本 身 常 常 仅 能 概括 地 和 OL. H. KpprroB 对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所 如 载 的 亚 带 相近 似 。 

我 们 来 研究 一 下 过 些 森 林 草 原 岛 几 和 草原 岛 是 植被 的 一 般 特 性 ?。 

1) A. B. KyYMHHOBa (1937) 是 过 样 来 描 寓 南部 和 化 古 草 原 相 连接 的 外 只 加 秤 南部 草原 。 

SH aT 二 骂 嫩 河 草 原 分 伤 在 外 具 加 守 的 东南 角 。 年 雨量 需 160 毫米 。 在 平原 以 及 在 山 眶 的 

FP LAIR Ey Hii Ter BE RR RS Di 5 WORE AE“ DUB ALAS ELS Jk? “SSR? Pe; PER WIA ES 

FEATHESL. FEANTZALI SES, BAG Ae A SE IL RY a EG EU -, SLAY 

POAC SEAN SN, Ee BE ERB Fe Te) PES Ss DT RR; Pe A AT ie eh EA de EAA 
Tanacetum 2238 5 GWE bie AAP BBE Sh FS A SE ST (FE AE 

SERFS], AERA ARIAT AN SP aR TA ek, FEA RS ERA Tanacetum 堆 聚 和 Tanacetum 
sibiricum + Stipa capillata BE ,jiMHAANALRAR, HAAR) mS MBE HA 

FER HAP (AA Aneurolepidium + Carex BE)FIB+ (ABRAM). 在 骂 嫩 河流 域 ,大 
面积 的 Tanacetum BRED ARM LMKRADA(GABA B. YU. CMEDHoB 的 著作 1914 年 )。 

色 楞 格 河 草原 。 RE 16f ek. 彩 科 依 河 下 游 地 区 和 吉 过 河和 有 有 科 依 河 下 游 问 的 色 楞 格 河 地 

段 是 特征 由 松林 、 四 种 禾 本 草草 原 ”、Teazaccetz 姑 eee eI REAR. HAAG 

倾 妊 的 和 平坦 的 GSES B. 开 。CMHpHoB，1913)。 在 希 洛 克 河 和 英 支 过 河流 域 等 地 的 草原 地 区 一 部 

分 具有 次 生 超 源 。 

外 具 加 宋 草 原 通 常 和 具有 丰富 草原 植物 的 松林 和 梭 - 落 硅 松 林 祖 连接 送 。 
2) 中 西伯 利 亚 南 部 和 西西 伯 利 亚 的 部 分 的 草原 “总 旱 ”和 和 森林 草原 “高 峙 2 的 下 列 简短 评述 是 根据 托 姆 地 

植物 学 家 所 发 表 的 著作 而 固 富 的 。 他 们 在 记载 适 些 森林 草原 “高 幅 ” 和 草原 “总 昭 ”的 植被 时 , 半 用 了 

II. H. Kppiios 针 平 原 西西 伯 利 亚 所 确定 的 亚 带 一 带 的 术 诈 。 但 是 得 些 概念 在 应 用 到 沽 些 草 原 ” 饲 周 ?” 

和 森林 草原 ”高 幅 ” 时 要 有 休 件 的 , 因 篱 者 彭 植物 对 到 的 分 作 是 十 分 秦 检 的 。 

> 185。 



JERI 茨 区 草原 (更 正确 地 说 ,是 森林 草原 ) SA Ty i Fi PS Ly Fd LE VS He] Sh 

451A? , Bata LATA BASRA tay BAS” CGR YR TI. A. Kppinop ), 223040E8 
PS, i EA AE ES fa) IE RE IAEA, je RRR ROS Ae 

的 核心 (“MEE a] TEAS”), je — “RB? ARE KAT ELE( JI. 中 . Pesepgarto, 

19215. 

FAR LE TS DEE BR AA ED SW? BR it A Be Pe — 3 2 Ht AE, SG 

伯 利 亚 草 原 相 比 是 极 篇 和 贫乏 的 。 

半 尼 塞 河 附近 草原 组 (B.， Vi, Bapanion, 1927) 是 由 有 雅 尔 斯 克 森 林 草 原 " 饲 同 "、 
TRI GE ARR A FETC BS RY Ep GE RS SE BR BU” FT “ES MG? ”所 和 组 

KAP RAA ft, RAIS Ke FO A A a Ze, BUR 

多 山地 和 蒙 吉 植 物种 类 成 分 (Cym2ariz dahurich, Dracocephalum discolor 等 等 )。 出 

现 了 外 具 加 熏 和 著 古 北部 典型 的 草原 居 聚 ,例如 “四 种 禾 本 草草 原 ChE), jee 

草原 具有 复合 录 落 的 性 质 ， 过 是 由 於 极 乱 明 显 的 中 地 形 和 小 地 形 以 及 成 十 母 岩 的 多 
种 多 榜 性 等 等 所 造成 的 。 一 般 属 来 , 革 尼 塞 河 附近 的 过 些 森 林 草 原 和 草原 ” 岛 赋 在 

植 彼 的 特性 方面 已 接近 於 外 具 加 尔 草 原 。 

ACTERISTIC (BBE VL. B. Kysueuon 的 著作 , 1913), 在 它 的 北部 可 能 
列 太 “ 兼 生 - 草 旬 亚 带 "( 具 有 常见 的 权 木 林 ) ， 而 在 南部 和 革 尼 塞 河 以 外 的 部 分 , 旭 必 

於 “ 扰 林 -草原 亚 带 ”, 就 是 悦 属 於 具 有 少 杂 类 草 的 半生 - 禾 草 草原 特征 的 带 (根据 我 们 

的 分 类 法 )。 坎 斯 克 森 林 草 原 具有 "对 生 - 草 名 亚 带 的 性 质 (具有 样 木林 )。 多 坎 斯 克 
PEPE ACRE, 十 分 典型 的 是 “丘陵 草原 ” 的 小 复合 恒 落 ，I. H. Bytopuna (1934) 把 

叱 的 起源 和 永 姜 土 对 土壤 和 地 形 的 作用 联系 在 一 起 (也 请 参阅 UW. B. Kysnenos Agee 
4F,1912). 

IEF f09 PT EIOR sD SE Is I WAAR” RA, PT 
Fp ID ERIE Foelk HOPI ZS roe PRE IR 〈 请 于 C. TO. Typkesny 的 著 

72,1913, 1914) A DALA BEA KAS BA — Et fa) a 4”, FE J] SG VE FI el HS Se 

ANAL MR Ee PTET. H. Kppisos Bg 8). ACW IER (eo 
索 - 希 里 斯 克 草 原 )(B. UW. Cuupuos, 1911) 具 有 特别 复杂 的 植被 特性 (, EE Spat hf 

(eH LAERBEARERAA “ 杂 类 草 - 草 旬 亚 带 ” 和 FPR” 的 特征 )。 因 

此 ,过 圳 存在 着 由 草 甸 草原 (具有 大 量 的 东方 成 份 ) 到 少 - 杂 关 草 的 六 生 禾 草 喜 燥 草 

原 (过 时 是 指 “ 四 种 禾 本 草草 原 ") 的 生态 系 烈 。 阿 巴 根 草原 (B. H. Cumpuos, 1910; 
M. M. ImpHH 1914 等 人 ) 基 本 可 烈 大 ”无 林 草 原 带 ”, 跌 然 适 正在 实际 上 存在 着 由 草 

原 化 草 旬 到 “四 种 禾 本 草草 原 ”\ 芒 类- 羽 药草 原 和 在 融 状 碱 士 上 的 秆 荡 漠 型 和 荡 站 型 

(22 BE (LAG Artemisia frigida, Kochia prostrata, Convolvulus Ammannii, Carex steno- 

phylla s. 1. ) 等 等 的 完整 生态 系 烈 。 UESh TaD ia Avena A” 和 大 形 

1) 比 斯 克 - 楚 礁 什 草原 位 锥 骂 举 河 以 束 , 是 西西 伯 利 亚 森林 草原 的 直接 连续 朵 ,在 目前 ， 它 伸展 到 阿 祖 泰 出 

和 蓝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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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 (BLL), RPV E MA ASA BARRA, Eee 

ZEBRA PHILA EB. 阿 巴 根 和 北方 - 哈 卡 斯 草原 从 周 婉 过渡 到 

棒 榭 - 落 人 革 松 亚 带 。 米 努 辛 斯 克 草原 在 其 图 巴 部 分 ,具有 和 阿 巴 根 草 原 南 部 相似 的 性 

质 , 但 是 具有 极 少 量 的 碱 士 和 石 监 草原 的 地 段 。 从 周 瀑 深 渡 到 梭 树 林 , 征 者 位 於 星 对 
RIBS E(B 蕊 . B. Kysnenos, 1944 和 B. B. PoBepxarTo 的 著作 ,1925， 

1928), 

J, EDT, RAPE BA HH (RH “Ki60" — FH IE ALF RARE 
(A. H. Kpumrodosuy, 1909, 1910, $5 )5 3A EE. ia 

— Hh i SB (LEE HL) , 草原 南 坡 以 及 樟树- 松林 的 互相 交错 ， 
另 一 方面 是 森林 化 的 北 坡 搞 具有 梭 权 -松林 的 分 水 幅 高 地 的 互相 交错 。 过 一 特殊 的 

BPR ASRS PASI BE YA SS RAAT, FE TE) is th Pic at 
BR (FLAY Artemisia frigida, Kochia prostrata, Goniolimon speciosum) 到 草原 化 草 旬 和 

BRAK — Fe RUD VE 

现在 来 谈 外 上 只 加 簿 “ 岛 咱 ”草原 ( A. B. Kymunosa, 1937), 
温 尔 琴 斯 克 草原 (请 4286 HW. B. Hosonoxposcxuii, ,1909,1910;B, H, CyKadeB， 

1912) 是 由 ， 中 部 草原 “ 核 ” 和 周 簿 森林 草原 所 构成 的 。 山 坡 和 中 部 多 斜坡 的 分 水 党 起 

Tanacetum 草原 (由 Tanacetum sibiricum 构成 ) 所 构成 ;接近 森林 草原 通 簿 BBB “ORAS 

Mee” RAM (A Festuca pseudovina, Poa botryoides 和 Stipa 

capillata 以 及 相当 遇 富 的 杂 钴 草 ) , FRAP Bis BAAD RE AY) ae AER RS OR 

在 凹 地 则 有 羊 草 寿 聚 sete. YA ACURA ABIES! Betula humilis HFK, 

Ca ER ES Be BE ny ta] PE “T-BAR” CA_E) 和 少 杂 

Rak gE FH 和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以 及 Carex stenophylla 

os. 1. TEAM ARMS; Carex stenophylla 分 作 在 柱状 碱 十 上 FBR M. O. 

KopoTKH 直 的 著作 ,1912)。 

依 拉 蕉 斯 克 草原 估 据 着 依 拉 蕉 湖 周围 的 整个 平原 和 山地 的 南 坡 和 Pa A YK, Poa 

Fabs obtae 和 Rooters gracilis {({2AM “RMF RR” BRS ye, FE 

BGG LENS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e (ABE M. 中 . Koporknit 的 著 

tf, 1913), 

SP Ste A (Ae A Ht kes IER, 2X fry ee ve AY) EB BR ia, BG 

许多 小 而 分 散 的 同 陵 (comxrmD。 在 山地 的 平地 和 图 陵 的 坡地 上 四 种 禾 草 草原 和 其 

他 草原 三 聚 估 优 驭 。 辆 陵 的 矶 石 顶部 篇 稀 焉 的 石 质 草原 植被 所 覆盖 ; 在 凹 地 和 古河 

45 FB , HUASARH + Aneurolepidium pseudoagropyrum 42 3% FL Agropyrum pectiniforum 

+ Stipa capillaa BR, BRBRY RB RAETO ASH. 

mika, FEAT AS LES, BES “ae”? 草原 中 , SA oe he EY 

1) ZF BE SS ES GWU RE Di AP Ey EK EE MEK ER AS & , TSE DT Ge A —— 275 wake, EO 

原 一 一 232 RK, Wie A ei—_-164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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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ZEHREBA Hh, XM BAM). 

UES FE SE BES AY As Ae eH le SS A) SS RE, Pe, 

FS HS DOSES A) is Ba A He aK, AF M1. B. Hosonoxposcxnit (1909, 1910) kk 

HB nya] $i 5 Be a eR Ry DAE) Weak, H. M. Kpamenvnnuxos(1910,1913) 
eee Mie las ata, T. WU. Nonaasckaa (1912) BBWAA ERAS 

Sy 744 ace, T. WU. Nonnaecxaa (1913) 对 安 加 拉 河 上 游 流域 的 记载 , M. P. Kopo- 

TKH 光 (1916) 对 巴 琐 古 津 泰 加 居 落 ( 穆 亚 河 ) 的 记载 。 过 些 南 坡 一 一 日 照 地 通常 或 多 

LSA, SH eSESEMES RAR HBA BT. YW. Monsascxan,1913; HU. 
M. 区 parmeHHHHHKoB,1913; M. HW. Ha3apos, 1934), TERE MI HARE Eee 

ALEK Bt (Stipa capillata, Koeletia gracilis, Festuca pseudovina, Poa botryoides 等 

©). FARM ADR“ E BH BARA A. BRBR ZEA FAVE AU BLS BS AL 

的 南 坡 ,当然 ,过 和 在 整个 外 具 加 页 的 一 般 大 陆 性 气候 条件 下 的 过 些 地 点 的 小 气候 人 条 

件 有 关 。 正 如 IT. H.IIomzapcKag 所 述 (1913) , 泰 加 符 落 中 ,位 於 人 类 居住 点 很 带 的 地 
方 的 过 征 草 原 坡 地 ,是 原生 的 。 

上 员 加 琐 潮 以 西 ;例如 沿 着 安 加 拉 河 也 能 见 到 相同 的 现象 ( 泰 加 本 落 中 草原 化 南 拔 

Hoag BR) (IT. A. EopoBHKoB,1913)。 

Th. & 4 

EDL TBA aig HEEB , AY Sd, SRR SE IGE TAPE , sae ER AR 

$22 FR He EEE BURA Uk Ee A SE BR als A AS A HE, 同 

RR, HERE TE RAERUNER >, ESI ES oe bed Sh (SE on PK Et A, 期， 

SE REE), ME ARIE A AOR, FE EA EE 
WTR TE AAS ERA, RMF A RA a. Be 
亚洲 部 分 的 草原 研究 得 更 差 。 但 就 是 那些 在 定位 研究 人 条件 下 的 研究 得 最 好 的 草原 ， 
例如 , 库 泵 斯 克 的 斯 特 列 尔 斯 克 草 原 或 是 著名 的 阿 斯 坎 尼 亚 - 主 达 禁 区 草原 , 到 目前 
也 还 没有 十 分 详 戎 的 地 植 学 专著 , 能 用 来 划分 和 充分 论述 ( 慎 物 生还 学 和 生态 学 广 
i) ESE PL DIE, 

SLL AS BASES HH eB, 在 文献 上 ， eT F848 6 HP Boe 
oe JA RA A (景观 的 ) Slt , EE AD eS DB a 
SY (a ESE AA 5 SS IB ALO RAS Ze EE, PA A 
等 ) ;发 表 的 数量 则 极 少 。 

守 定 位 及 定位 的 草原 研究 则 做 得 也 还 要 少 。 
在 目前 研究 草原 时 ,上 应 访 注 意 下 列 诸 事项 : 
1) {SUR EH EE PEE 

1) ARERAC ELA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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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MPS Ly ey BE Be AW BE SE, EAT I IR Ae HL 
生活 型 的 研究 。 

3) 草原 生 聚 的 层 片 结构 的 研究 。 
4) 草原 和 聚 动态 的 研究 ,从 个 别 草 原 幸 聚 在 一 个 或 数 个 生长 期 内 发 译 相 的 研究 

”开始 ， 到 在 不 同 因素 影响 下 , 娠 装 演 替 的 研究 坊 止 (包括 长 期 演 蔡 的 研究 在 内 )。 

5) 草原 植 彼 在 土壤 形成 过 程 中 的 作用 的 研究 。 

6) 秋 知 积累 媳 竹 的 调查 资料 ， 过 些 资料 要 对 二 闵 的 个 别 地 段 (一 公 献 ， 一 平方 

米 等 ) 有 全 面 的 局 述 。 RASH, 将 不 可 能 进一步 去 拨 秽 草原 生 聚 的 分 狂 系 纺 ， 

也 不 可 能 进一步 去 划分 草原 带 的 地 植物 学 区 草 等 。 

在 Sizipa + Festzcz 草 原 亚 带 , 以 及 较 北 方 的 草原 区 ， EARL RH 

方 ， 目 前 ， 进 行 着 割 草 - 放 牧 的 畜牧 业经 六 ， 过 种 经 济 在 将 来 也 会 存在 着 。 因 此 , 植 

彼 的 研究 ， 应 赦 全面 的 篱 各 种 经 湾 措 施 服务 。 和 过 囊 主 要 的 问题 如 次 : 首先 , BIER 

fA BPE SK, AS AD Rie, (放牧 的 时 期 ,其 载 冀 量 ) 的 最 合理 的 

利用 方法 的 研究 ,第 三 ,自然 制 草 及 放牧 改良 方法 上 的 研究 。 过 些 问 题 的 完成 , 必须 

在 集体 农 昔 及 国营 农场 具体 经 济 情况 下 ,确实 地 进行 相应 的 实验 的 伤 置 。 

对 草原 植物 种 属 的 组 成 中 , 作 经 济 植物 的 研究 也 是 有 写实 践 的 意义 , 如 : PPLE 

物 ， 改 良 用 的 植物 "( 固 砂 , 固 冲 沟 用 ) ,技术 作物 以 及 更 用 植物 等 。 

必须 强 届 一 下 , 想 要 胜利 地 解决 如 上 所 壕 吉 些 和 纯 实 忠 上 的 问题 , 沟 有 对 草原 加 以 

深入 的 研究 ,是 决 不 可 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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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n. B CuOupu u B TypKkecTake B 1912 r., CII6., 1913. 
FopogaKos, 6. H. Mog3zona THCTBeHHEIX JecOB B mpegenax JRMCKOFO ye3na 

ToSonpcKoH ryGepHuv. Tp. mous.-60T. oKkcM. MO MCCT。 KONOHH3aU. palion. AsuaT- 

cKkoH Poccuu, 4. 11, Botanwueckne, uccyiegopanua, 1912. IIrp., 3, 1915. 

FopoxnKos, 5. H. Onsr genenua Sanaguo-CuOupcKok HH3MeHHOCTH Ha 60TAHMKO- 

reorpapuyeckue OOnactu. Exxer. ToOonpcx. ry6. my3., 27, 1916. 

Fopwurenun, K. i. K sBonpocy 06 3BOTIOIKMH IIOUBeRHOFO MOKpOBa YepHOsemMHO 

nonocht 3anaquolt CuGupu. OmcK, 1922. 
Fopmeuwnun, K. 9. Moustr uepHosemHom% monocst Samaguoi CxOupu. San. 3an.- 

Cu6. orn. PFO, Omcx, 30, 1927. 
rpoccreim, A. A. @nopa Exarepuuocnascxom ry6epnuu, tT. I. fOppes, 1917 

(KOPpeKT. 9K3.). 

rpoccreim, A. A. Ananu3 中 TopBI Kaska3a. Tp. Bor. uuct. AsepbatpK. un. 

Axag. Hayk CCCP, Baxy, 1, 1936. 

Fpoccremum, A. A. uv CocnuosceKkuit, OW. YU. One Ooraxnxo-reorpapwyeckoro 

paiionupopanna Kapxascxoro Kpaa. W3e. Tun. Foc. nomurexu. uncr., THpruc, 

3, 1927 
Wanunos, C. H. Man B Sabaiikanbckux crenax M er0 BTIEAHHe Ha PacTHTeJIb- 

HocTs. Bectu. JJ.-B. @unuana Anan. Hayx, 21, 1936. 
Mecatosa-Woctenxko, H. Boraniyne o6cninysannn crenis ep xsanopiz- 

HHKa «Yanni» (Kom. -Ackanis-Hoga) Ha BecHi 1927 p. Bicri Depo. cremosoro 3amno- 

BignuKka <Uanni» (kom. AcKkaHia-Hosa), Ackania-Hosa, 7, 1930. 
Mecatospa-WloctrenxKo, H. O. flo THTaHHR mpo KOMIITIeKCHicTP pOcuHHHOTO 

BKpuTTA Acxkanilicxoro cteny. Tp. Haykoso-f0cniqHol KaTeKPH. rpyHTO3HaBCTBa, 

Xapxis, 1, 1930. 
Mecaropa-Wloctenxo, H. O. tallanit, M. C. Marepian yo BHBYCHHA 

HiTHHHHX CTeIiB TiBHidHoro Kpumy. Xapx. Lepx. yuus. Tp. Incr. Oor., Kuis— 
Xapxis, 1, 1936. 

WsespanoscKuh, C. PesynpbTaTbI usyyenna pacTHTeTPHOTO noxpopa crencit 
33ITaRHO 阁 .dacTH HKPPIMCKOTO nomyocrposa B TedeHHe 1922—1925 rr. T[nesnuk Beec. 

cbe3qa 60TaHHKOB B MocKBe B AHBape 1926 T.，M.，1926. 
Wumo, H. A. u Kennep, 5B. A. Ha o6nacrn nonynycremm. IIOqBeHHBIE 

wm GoTaHMuecKue MccneqoBaHuA Ha ‘ore LapHIBIHCKOFO y. Capatopcko# ryd. 
Caparos, 1907. 

MoKkyuaes, B. B. Hamm crenu npexze u tenepp. CII6., 1892. 

Woxyuaes, B. B. Hamm crenu npexge H Tenepp. KnaccHKH ecrecTBOsHaHitt, 

M.—Ji., Cenbxosru3, 1936. 
Moxywaes, B. B. Pyccxnit uepyosem. Msg. nog peg. axag. B. P. BUNBAMC AS 

M.—JI., 1936. 
Hoxmau, T. UW. durocoumonormeckuit aHamH3 pacrvrenbHoro moKposa Craposenb- 

CKHX ETRHHHBIX Cremei. HisB, Acco. Hay¥HO-MCCM. MHCT. Mp 中 H3.-Mam. 中 aKyJIBTeTe 
I Mry, 3, Ne 2-A, 1930. 

Woxman, [. H. O nexoropprx KnaccubuKayMoHHEIx egunMuax KOITeKCOB。 3emnes 
regenne, 38, 3, 1936. 

Moxman, [. HW. Ons oxonoro-renernueckoit KRaCCHHKaHHE = PaCTHTebHOCTH 
aoe necocrenu. Bion. Mock. o6uy. ucnbir mpup. (oTg. Guonorun), M., 45, 
936. 

Moxman, f.H1 un PH6akoBaa Pr. H. OuepK pacrurenbuoctn crenei Cano- 
Mannrickoro Bogopasjena (6. CanncKnit oxp. Cesepo-KasxascKoro Hpasn). Bion. 
Viock. oGuy. ucnbIr. npup., org. Guonorun, 42, 2, 1933. 

Mpoécos, B. IM. Pactwrenbyocth men0Bpx obnaKernit Gaccelina p. Xonpa B mpene- 
max [oucko% oOnactu. Bor. xxypx. CII6. o6u. ecrectsoncn., CFIG., 3, 1908. 

Wpocos, B. M. M3 crenei AKMOTHHCKO 00macTH。 Mipegsap. orger 0 Gor. ucca. 
——. 

1 Bo spema TedaTaHHA nactoameii pa60TB! Gbine ony6nuKoBaHa cnemywulad KHTe- 

pecuaa padora Ff. VW. JLoxman, xoTopaa no' yKasaHHOH npvunHe He MOrna G6bITD 

HCTOnP30B3aHa: F. WM. JJoxmanu. Bonpochl Knaccuduxaymu crenefi. Semmepenenne, 
39,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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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u6upu wu Typxecrane B 1913 r., CIM6., 1914. 
Ay6Gauckuit, B. O xapaxrepe pacTHTenbHOCTR NMenOBEX o6HaKeHNE (mo mecne- 

有 OBEaHHRM 8 Boponowcoit ry6.). Mas. C.-Merep6. Gor. caza, €M6., 3, 7, 1903. 
AyGauckui, B. A. Xapaxrep PacTHTeTPHOCTH menopeix obuaxeHuit B Gacceiine 

p. Xonpa. Has. C.-Mereo6. Gor. caga, CII6., 5, 3, 1905. 

3Sapanuunn, A. A. Mow Ky3neyxo% mecocrenu. Tp. COMC Axag. Hayx, 
cep. cHOupcxaa, 20, 1936. 

Sanecckuit, K. Pehepar padorss B. Anexuwa. THIPI pyccxux crenef (Has. 
Bor. caya,i9*5, Ne 3—4). Bian. Xapex. o6uy. niO0HT. mpup., XappKos, 1916, 2. 

Sanecckui, K. M. 3anexnaa u racrOuujHaa pacturenbHocTs 五 OHCKO 话 oOmacTH. 
Poctos Ha Jjony, 1918, 

Samecckui, K. M. Marepnantt K mO3HaHHIO pacTHTenbHOcTH 到 OHCKHX crenei. 

P. n/JI., U3q. Cenn. Org. Touckoro 062. mpogos. Kom., 1918. 
SenmuucKkui, 中， 中. Kyumypyuckxan BOTOcCTP MerponapnoscKoro ye3Ma。IIpenBap， 

oTyeT .0 60T. Hecn. B CuOupH u TYyprkecraHe B 1909 r.，CII6.，1910. 

Senuuckuit, ®. @. PacrurenbuHocTs KyilimypyHcKoit Bonoctu, TMerpomapmopcKoro 
ye3qa, AkmonuHcKoit oGmactu. Tp. IIOqB.-60T. 3KCIT。 MO HCcH. KOMOHH3au. paitoH. 
A3HatcKow Poccuu, 4. II. BoraHHqecKHe uccneqopanua 1909 r., CI16., 2, 1910. 

SenmuucKkui, 中 中， Ouepk pacTHTeTPHOCTH cpequeit uactH ArOacapcKoro ye3K3 

AKMOJMHCKOH O6macTH. Tp. IIOqB.-607。3KCHE。IO Hct. KONOHH3aN. paitoH. AsHat- 

cKo Poccunu, 4. II. Borannueckue uccnegopanna 1910 r., CI6., I, 1912. 

Senuuckunit, 中 . ®. Pacturenbuoctb cpequei JacTHE ATOacapcxoro yesga. IIpenB。 

oTueT 0 Gor. Hccn. B CuOupn H TypKecTaHe B 1910 r., CII6., 1911. 
303, I. Pocnunnicts MuxaiinoscKoi uinuna Ha Cymuquni. }Xypx. 6io-Sor. yxxay BYAH, 

_ Kui, 5/6, 1933. 
Mspanosa, H.A. uh Kpamenuuunxos, HW. M. K HCTOPHH pa3BHTHR pacTK- 

TenbHBIX JIaHNIIadTOB 3aramHO 放 CHOPE.。3emreBereHHe，M. 一 本 .，36，1，1934. 
HHmmHdeBcKH 关 C. O. Odcaigysanna HimrHHIHX crenis Montasuunn B 1927 p. 

Oxopona mam’ATOK npupogu Ha Yxpaini, Xapxis, 2, 1928. 
Mabun, M. M. Adaxzuckaa crenb. Mpeqpap. orset 0 Gor. uccn. B CuOupn um Typ- 

KecTaHe B 1913 r., TIrp., 1914. 
Unpun, M. M. Cexuna Phalolepis Cass. poma Centaurea B mpegenax Esponeit- 

cKou 4uactu CCCP. 3s. a. Gor. cana, JI., 26, 1927. 
Unsun, M. M. Hosste cnonnoupetusre. Use. Ta. Gor. caga, JI., 27, 1928. 

Uneun,M. M. Ouepx pacrHTenbHOCTH XoOgunckoro pakona. Oruer 0 padorax 

H0qBeHHO-60TaHHqdecKOrO OTpaAga Ka3axcTancKoi oKcnegquynuu AKkag. Hayx CCCP, 
JI., 3, 1928. 

Hneun, M. M. Cucrematuyeckue 3ameTKH B mpegenax TpHOPL Cynareae. Map. Bor, 
cana Axag. Hayx CCCP, J1., 30, 1932 

Uneun, M. M. HH Powesuy, P. 10. OvepK pacTHTeTPHOCTH paitonoB pp. Bepx- 

Heit SmObl, Temupa mu Uerana: OTdeT 0 padorax IOdBeHHO-60TaHHHeCKOTO OTpaga 

Ka3saxcTaHCK0 诈 oskcnequynum Axag. Hayx CCCP, JI., 3, 1928. 

Kambrues, H. C. Hospie ganupre 0 中 mope CoKonpcKow ToOpBI HM ee OKpecTHOcTelt, 
Tp. Boponexck. Toc. yHus., Boponex, 9, 1936. 

KanenbpKun, B. 中. ArOacapcxnh ye3q AkmonuHCKOH oOOnacTH. [Ipeqs. oruer 

c¢ 6or. uccn. B CHOHPH u Typxectane B 1908 r., CII6., 1909. 

Kanenpkuu, B. 中 OuepK pacTHTenPHOCTH oxpecrHocrew o3. JeHTH3 uw p. Tepe- 

Axxan, ATOacapexoro ye3Ra，AKMOTHHCKO 诈 OOnacTH. Tp. MOqB:-60T. 3KCII。 MO HCC. 

KOn0HH3ay. paiton. Asnarcxoi Poccun, 4. I]. Boranwueckue uccneqoBanua 1908 r., 

4, 1910. 
Kantapeutko, O. K. Perenepauia Rerpan0BaHHX d0pHO3eMeTP Ha KOA. TyaboKH- 

wuHi. UeTBepTHHHH 首 nepion, Kuia, 3,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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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menckuit, Bb. @. Pacrarenbuocrs MeTOBEIX oOuaxenuit CrapofenpcKoro yes, 
'  XapproscKoit ry6epuun (Bacceiin p. Atigapa). Tp. Bor. caga, Cil6., 26, 1906. 

Keanep, Bb. A. Boranuxo-reorpapuwueckue ccnegopanuna. B CapaToscKom ryCepHnn, 

Tp. Odum. ecrecrBoucn. Ka3anck. yHus., Kasanp, 35, 4, 1901. 
Kennep, B. A. Hs 00mracTH， wepHO3eMHO-KOBPUIPHPIX CreneH. Boranuko-reorpapi- 

yeckHe Hccreq0BaHua B Cepgobckom ye3Ke CaparoscKoi rySepHun. Tp. OO. ecrecTBo- 

ven. mpH Ka3aHCKONM yHus. Ka3anb, 37, I, 1903. 

Keanep, B.A. Tpapano-crenupie, nO ymycTbHbie MW MyCTbIHHble POpMayuK. Mporpammyz 
WIA OoTaHnKO-reorpapuyeckux HcceROBaHHH, Bt. 1,-43y, Bor.-reorp. NOAKOM. npH 

TIous. KOM. B.-9. OOuy., CI6., 1909. | 
Kennep, B. A. Buitcxnit yesa Tomckoi ry6epHum. Tipegpap. oruer 0 Oor. 了 CC， 

B Cu6upu HE TypKecTaHe B 1909 r., CII6., 1910. 

Kennep, B. A. Pacrurenbyocth SmennoropcKoro yesga. Iipegp. oTuer 0 Gor. uecn. 

B Cu6upu u Typxectane B 1910-r., CI6., 1911. 
Kennep, B. A. Mo gonmnam H ropam Antaa. Boranuko-reorpapwueckue uccmeno- 

BaHuA, T. 1, Kasanb, 1914. 

Keanep, B. A. K sonpocy 0 xnaccupuKkayum pycckux creneli. Pyccxmit mouso- 

Beg, Tirp., 16/18, 1916. 
Kennep, bB. A. Pactutrenbuoctp Boponexckoit ryOepHuu. BuO. cenbeK. XG3。 

Bopou. ry6., Boporex, 5, 1921. 

Kennep, B. A. Pacriitenbupit MHP pyccKkHx cTeneii, IOTYIIYCTEIHP MH MyCTWHAh. 

OuepkH 9KONOrHYeCKHe H uTOCOWMONOrMYecKHe. Buin. 1. Baezenue. OGwaa acto, 
Tp. Foc. comouy.-menHop. uHcT., Boponex, 1, 1923. 

Kennep, B, A. O TepmuHonorMK HM KacCHHKaIHHE MO OTHOWIeHHIO K pyc- 

CKMM cTemiM. 有 HeBHHK Beec. cpe3qa 60TaHHKOB B MocKBe B RHBape 1926r., 

Mocxsa, 1926. 
Kenxsep, B. A. @nopucruyeckne, re000TaHE9eCKHe M SKONOTMUeCKHe 3aMeTKH. 

I. O pacnpocrpaxenuu Stipa stenophylla Czern. B 6. CaparoscKoi ry. 

If. Crenb c npeoOnagannem Avena desertorim B KysHeukom Ye3Re CapatoscKoi ry6. 
3an. Bopou. c.-x. uucT., Boporerx, 5, 1926. 

Kennep, 6. A. B Xpenoscxom cremu. THHJ9aKOB0O- M KOBLINBHO-myroBbte cTenH. 

B xuure «Crenu LIUO» nog pegaxywet B. A. Ken mepa, M.—Ji., 1931 r. 
Kennep, B. A. Kosbmbyble (TecCHHFHaHOBO-TEIPCOBPIe) crenu B Ganke Tanosoit 

oxono 及 OKydaeBCKO 放 onbITHO4 CTaHIKRH uM B Ganke THun0Boii B paitone Beiiqenesku. 
B xuure «Crenu L[UO» nog pefaxuvet B. A. Kennepa, M.—IJI., 1931. 

Kennep, B. A, Crenb Kak mpoxasoquTenbHad CHa DTPHPONPBI H SHaYeHHe CTeMHBIx 

.3300BeRHHK0B。33XadH H MeTOREI paGoTH. C6O.: Crenu Llenrp.-Uepuo3s. oOnacTH, nox 

pea. B. A. Kennepa, M.—JI1., Cenpxosrus, 1931. 

Kennep, Bb. A. Cremi Ha peng3HHHOM SepHO3eMe H UYePHOSeMOBHANOM cynecH, 
B xu. «Crenu L{HO», nom pen. B. A. Kennepa, M.—J1., 1931. 

Kenanep, Bb. A. Crzren LUesTpanbpHO-UepHO3eMHO 诈 oGnactu. B Ku. ¢«Crenu LLUO», 
nom pea. B. A.*Kenaepa, M.—Ji., 1931. 

Keasep, 5. A. Txanaakono-nyrosaa crenb B COBR03e «Kynstypa>. B ku. «Crema 
W4O», nog pez. B. A. Kennepa, M.—Ji., 1931. 

Keanep, B. A. Yaxonucruo-Kospuivenle cremm B OctTporoxcKoM OKpyre B paitone 

Beligenesku. B kx. «Crenu LJUO», nog pey. B.A. Kennepa, M.—JI., 1931, 

Kenanep, 6B. A. Iporpamma FI o6mero reodoranwmueckoro u3yycHun crTenci, 

NONyNyCcThnb HM NycTaHb. Mporpamms! yma reooranwyeckux Hccaegosanuit. Mon pen. 
axaqy. B. A. Kennepa 8 npop. B. H. Cy xkauesa, JI, 1932. 

Keanep, 6. A. O6 msyuennm XXXH3HeHHEIXK opm mpH reoOoTanmueckux McclegoBa- 
Huax. Cos. Ger., JI., 1933, 2. 

Kaeonos, 10. J. Xomyroscexuit cren (Mapiyninscka oxpyra). Oxopona nam’s= 
TOK TpHpoOAH Ha Yxpaini, Xapxis, ¥, 1927. 

Kaeonos, WO. J. Mo HTaHHR npo xkasncuixauii cremis nisgennoro cxony. 
Yxpaini. Bic. Kuisce. Gor. cagy, Kuis, 19,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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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onos, 10. J. Pocnunnicts Cranincbxoi oxpyru. (Koporku mnonepequift 
HauepK). Mar. Jlocnimx. rpyxtis Yxpainu, Kuis, 4, 1929. 

Kueonos, 0, Jj. [fo icropii pocnunnoro expurta Yxpainn JeTBepTEHHH 诞 nepiog. 

Brum. 1 一 2 3a 1930. Beeyxp. Axagq. Hayx. Tp. mpup.-Texn. Bima., Kunis.’ 10, 1931. 
Kaeonos, 10. Jj. Ornaq npercTaBHHKiB p. Dianthus Yxpainf UM CyMeKHEIX 

micuesoctei. Bicrn. Kuiscpx. Gor. cagy, Kuis, 12/13, 14, 1931—1932. 
Knueonos, 1. Jj. Sanmmxu crenopoi pocnMHHoctH Ha Kuisckoi sxcounni. KypH. 

6io-GoraH. HHEKTIY BYAH, Kuis, 5/6, 1933. 
Kaeonos, 1. J. Poccnmyne BKpHTTA NiBgeHHO-3axiquoi yacTunH lonenbKoro 

KpsKa (Ko. CranincbKoi oxp.). Bicn. Kuischk. 6or. cagy, Kuis, 15, 1933. 

Kneonos, 10. J. Teo6orannunui ecki3 Jlisobepenoxa Cepequnoi HamnRinpRHLKMHH。 
dKypx. Incr. Gor. BYAH, Kunis, 2, 1934, 

Kaeonos, 10. Jj. Pocnunicts Kapniscpxoro crenoporg sanosiquuxa BYAH. 

Bicu. Kuiscbk. 6or. cany, Kunis, 17, 1934. 
Kaeonos, }0. J..Mpo reomoporeneTuuni MOTHBH pO3BATKY pOCNHHHOrO BKPHTTA 

YCPP. dKypu. Incr. 607. YAH, Knis, 5, 1935. 

Knueonos, 10. Jj. Zo cucremaruku i reorpagii- Caryophyllaceae CCCP. >xXypH. 
Inct. Got. Akag. Hayx. YCPP, Kuis, 9, 1936. 

Kneonos, IO. J. ta Jlappenxo, €. Cyyacnni cran Knacupixayii yKpaince- — 

KHX crenisB. }KypH. Gio-6or. HHKIY BYAH, Kuis, 5—6, 1933. 

Kaoxos, M. B. Anani3 rpynu nepnopux sBonowoKx (Centaurea margaritacea sen - 

su amplo). Xapx. Ilep»Kapupli Yuisepcurer. Tp. H.-m. Inct. Bor., 1, 1935. 

Knoxos, M. B. wu Tlecntospa-IUWloctenKko, H. A. Kputnyeckuit 0630p 
pona Thymus po @nope wro-BocTroKa Esponeicxoi uacra PCCP u Sanagquore 
TypKectana. WM3s. Bor. caga Axag. HayK CCCP, JI., 30, 1932. 

Kaoxos, M. i Tecatospa-Llioctrenko, H. Ue6peui Yxpainu. BicH。 

Kuiscek. 60T. cany, Kuis, 16, 1932. 
Kuoppunr, O. 9. PacrrrerpHOcTP sanaqHoro cKOHa HKO>KHOrO Ypana B Gace 

celine p. Bonpuoro Nxa. — Tp. COMC’a, cep. GamupcKaa, JI., 2, 1932. 

Kowespuuxos, Ti. Mi. Tunn micy ta micoBi acoyiauii Moginna. 一 H3q. Beec. #.-2. 

incr. Jlicosoro rocnogapcrsa Ta arponicomeniopyii, XapxKis, 10, 1931. 
Koxyxoan, B. C. Hexoroppie THM KOPHeBLIX CHCTeM paCTeHHit CTeMHbIX Y4aCTKOB 

WUO. B xx. «Crenu LUO nog peg. B. A.. Ke nnepa, M.—J1., 1931. , 
Koxwyxos, Bb. C. Hopo-Kapgaunscxan crenb. B xx. «Cremm LUO», mom pen. 

5B. A. Kennepa, M.—JI., 1931. ; 

Koxwxyxosna-Bemuuxo, A. A. Jlorapesckaa cremb. B xu. . «Crenu LUO», 
nog peg. B. A. Kennepa,; M.—JI., 1931. , 

Ko30-fMonauckui, B. M. Cxema Oorannyeckow XapaKTepHCTHKH LlenTpanbH0- > 

UepnosemHol OOnacTy. Mar. no paiionup. LIUO, Bopouex, 1, 1925. 

Ko3go-Monauckuit, B. M. Chrysanthemum tuna sibiricum Turcz. Ha Cpegue- 

PyccKOii BO3BbMUeHHOCTH. Bonn. O6uy. ecrecrBovcn. np Bopon. roc. yHMB., 
Boponenx, 2, 1, 1927. 

Ko30-IIonRHCKK 首 B. M. B erpane  XKHBbX HcKOnaempix. M., Toc. 
yinenru3, 1931. 

Ko3se-Monanckuii, B. M. K sonpocy 0 G6oraHnyeckom paiioHHpoBaHHH LIUO. 

Cou. crpoutenserso LIUO， Boponex, 1934, 3/4. 
Komapos, B. JI. Kparkui ouepx, pacrurenbuocrH Cu6upu. Mar. ana M3yaenHa 

ecTecTB. npovspog. cin Poccuv, u3qas. Kom. npu Axag. Hayk, lIrp., 45, 1922. 

Komapos, H. ®. Crenu wro-Bocroxa Poccomanckoro oxpyra. C6. «Crem LUO», 

nog pey. B. A. Kennepa, M.—JI., 1931. 

Komapos, H. ©. Cremxana pacrurenbuoctb H re060TaHHJecCKHe pakonul BoponesxcKou 

uw Kypcxoi o6nacreit (reauchr KangumaTcKO: qucceprayuu). Akag. Hayx CCCP, 1935. 

Homapos, H. 中 u TWpockxypakos, E HW. Sanaguste crenu LUO. 一 

Co. «Crenu LIYO», nog peg. B. A. Kennepa,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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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xuuckui, C. H. Cesepyanrpannua uepHosemHok oOmacTa BOcTOUHOM momOCb 
Esponelicxoi Poccuw B O60TaHuKO-reorpadHuecKOM HW MOUBCHHOM OTHOUICHHH. 

YW. In II. —Tp. O6uy. ecrecrsoncn. mp Hasanck. yuus., Kasanp, 18, 5, 1888, 

22, 6, 1891. 
KopoxuucKkuit, C. HH. Pacrutenbyoctb PoccnH. CroBapb Bpoxray3-Eppou, 

27, A, 1899. 
KopxuucKkuih, C. HW. Crenu. PORK cnopapp Bpoxray3a H 3poua, 

CIi6., 31, A, 1901. 
Koposun, E. MM. Pacrurenboocts Cpeqned A3sun. MocKBa 一 TauIKeHT，1934. 

KoporTrkuit, M. ©. BaprysuucKue crenv. Tipeqs. orger 06 opranus. u ucnonH. 

pa6or no uccu. nous AsuarcKo PoccHH B 1911 r., CII6., 1912. 

KopoTKH 首 M. ®. Epaspunckue crenv. JpemrB。 oruer 06 opraHH3. MH HCnOAH. 

paOor mo nuecn. nous A3natcKoi Poccuu B 1912 r., CI6., 1913. 

KopoTrKkni, M. 中 HKyctanaitckue crenv. IIpenB。 oryer 06 OpraHH3. wu HcnonH. 

paOor no uccn. nous AsuatcKoi Poccuu B 1913 r., CI6., 1914. 
KoporTrkui, M. ®. Kyctanaiickue crenu. Tipeqs. OTueT 0 O6oT. uccn. B CHOHPK 

Mw Typkectane B 1913 r., CII6., 1914. 
KepotKkui, M. 中 .CTenHPIe spnenna B Bapry3uncKoi Talire.. (QkcnequyHA Ha 

p. My). pene. oOTdeT 0 Gor. uccn. B CHOPH u Typxecrane B 1914 r., IIrp., 1916. 

Kocuuckuit, K. K. Pacrurenbxocrs tro-sanaqnom yvacrau CemumanarancKoro 

yesna. Mpenp. oryer 0 Gor. uccn. B CHOUPH uw Typxectane B 1914 r., Tirp., 1916. 
Kocruues, I. H3 nyrespix 3amerox. CenbcKoe xo3aiicrBo HM necoOBORCTB0， 1865. 

Kocthues, I. A. Hs crenxo% monockt Boponexckot u XapbKoBcK oli ry6ep- 
Huu. Cen. x03. H mec-BO, 1881. 

KocrTrsues, I. A. Csaa3b mexay MOYBAMH M -HEKOTOPbIMH PaCTHTeNbHbIMH MopMa- 
RMH。VIII che3q pycck. ecT. KE Bpay. B CII6., 1890. 

Kotoe, M. Boraniuno-reorpajiyuwi HapHCc yonunu p. Inrynbus. Tp. 3 Cin»cKo- 
rocnoq. OoT., Xapkis, 1, 3, 1927. 

Kotos, M. HW. Botannko-reorpapuyeckue uccnegqopanna B IipwyepHomopcKHx cTenAx. 
Hayxosi 3am. no Gionorii, XapKis, 1927. 

Kotos, M. HW. Marepnans K nope crened Xapbroscxow ry6. (I. Kounnoscxan 

crenb B KyneHckom oxpyre). }KypH. Pyccx. Oor. o6uy., 12, 1927. 

Horos, M. H. Boranuxo-reorpapuyeckuit ouepK pacTHTeMbHOCTH MeNOBEIX OOHAKe- 

Hui mo p. Ockony mw ero mpuToKam. )Kypx. Pycck. Gor. o6uy., 12, 3, 1928. 

Koros, M. Marepian 0 BuBicHHA POCTHHHOCTH TouagcuBallicbKoi CMYTK Yxpainu. 

(TeoOoran. Hapuc ginanKu Ne 15—16. Uourapcn. Kinin). Marep. ROCHIMPK. 3eMeJIb 

meniopongy Ha Menirononpuuni, Xapxis, 1, 1929. 

HotTos, M. OcHosyHi PHCK poOcnHHHOCTH Mpocxypouceicot OKpyrM B 3BR3KY .3 TpyH- 

ramu. Mar. gocnimx. rpyHTiB Yxpainu, Kuis, 3, 1929. 

Kpasxos, C. I. Wccnesopanua B OOmacTH M3yucHHA MePTBOTO pacTHTebHOrO 

TOKPOBa B mowoobpasoBaHuM. Mar. mo usy4. pycckux mous, 21, 1912. 

Kpacuos, A. H. Marepnansr ana 中 TOpE Montascxoit rydepHuu. Tp. Oout. 

CnEIT。 pup. NpH XapbK. yHuB., XappKos, 24, 1891. 

Kpacuos, A. H. Penbep, pacTHTeJIPHOCTP HM IOd9BI XapbKOBCKOH ryOepHHH. 

MKypu. Xappk. o6uy. c. x., Xappxos, 1891, 3, Mpun., 1893. 

Kpacuos, A. H. Tpaspanbie crema cesepHoro nonyuiapua. V3s. Odu. TIOOHT。 

ecTecTBO3H., aHTpomon. mM gTHOrp., M., 83, 1893. 

Kpacuos, A. H. JIeKHKH no dusuuecko reorpabuu. XappKos, 1910. 

KpaweHHuuHukos, HW. M. Matepuanst no Ooranvyeckoit reorpaduu HeTR6HH- 

ckoro ye3KR， OpeH6yprcK0 次 ”FTY6. Semmesegeune, M., 15, 2, 1908. 

KRpamwenuHHuKkos, VW. M. Typraicxui ye3q. Bropan HaypsymckaaA BOJI0CTH. 

IIpemB. oruer 0 Gor. uccn. B Cuduph u TypxecTane B 1908 r., CI16., 1909. 

KpameHWHHHAKOB, WM. M. Baccetih pexw Apryuu. Tipegs. oruer 0 Oor. uccn. 

B CuOupu H Typxectane B 1909 r., CII6.,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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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menunHukos, HW. M. Ma nabmogenuit nag 中 opMaIHRMH Jeca M CTenh ~ 
Uenadunckoro yesga B 1910 r. M3. CII6. Gor cama, CIli6., 12, 1912 

KpamenuuHuuKos, HW. M. K xapaxrepucruke nanqmadTop pocrouxoro 3a6ait- 
Kaba (puTO-oporpapuyecknit oyepK). Semnespemenue, M., 1913, 1—2 

KpawmenuHut Kos, WH. M. Boranuxo-reorpapuyeckue rpynnupopKm uw reomop- 

onorva IO)KHOrO Ypana B Mx B3aMMHOit cBasM. )KypH. Hosoyepx. orz Pycck. 
Gor. o6m., 1, 1, 1919. 

KpameHvHHuKosB, HM. M. Luka pasBuTHA pacTHTeMbHOCTH JONKH CTEMHEIX 

30H Espasuv. Mss. Feorpadp. uncr., 3, 1922. 

KpameuuWHHUKOB, HM. M. Kuapruscxne crenm KaK OObeKT OoTaHHKo-reorpapi 
uecKoro 3H3aJIH3a H CHHTe33. M3. In. Gor. cama, 22, 1, 1923. 

KpameHnuHHukos, H. M. _ Pacrutenbupit noxpos Kupruscxod pecnyOnuKu, 

Tp. O6uy. H3yy. Kuprusckoro Kpaa, OpenOypr, 6 (T. V, Boim. 2), 1925. 

KpamenHHHHKOB, HM. M. H3 uecTopun pa3BHTH manqwadTos HOXKHOrO Ypana. 
JI., Usy. Bawkupcxoro HK3, 1927. 

KpameuuuHukKos, HM. M. Oprann3zayua pador IOxHOro reoboTranwyeckoro- hs 
oTpaga Bauwtkupckom 3KCIIeIHHHH AKag. HayK ccce. Tp. COMIC’a, cep, Oaur- 

KupcKaa, JI., 2, 1932. 
Kpuwrogosuny, A. H. Sxcnequyna no 二 Tpaxty. pegs. 

oTueT 0 60T. uccn. B CuOupu uw TypKecTaHe B 1908 r., CII6., 1909. 
Kpuwrogosuy, A. H. Boranuxo-reorpaduyeckne uccneqopanua B OOmacru Bepe- 

soporo xpeOta u BamaraHCK0 首 crenu B MpxytcKou ry6. Tp. mous.-OoT. 9Kcn. nO 

UCC. KONOHH3, pation. AsnatcKoit Poccuu, ¥. II. Borannueckue KCCTeROBaHH 1908 r., 

3, 1910. 
Kpwrep, B. A. Botannyueckue mM reorpapuyeckie HaOniogeHHa B CemumamaTHH- 

ckoit O6nacTu. Tp. OGu. ecrecrBsoncn. npw Ka3auck. yHus., Ka3anp, 45, 3, 1913. 
Kpwrep, B. A. uro-reorpapuyeckue 3TIORPI (Kapkapanunckua y CemunamaTuu- 

cxoit ry6.). San. Cemunanar. nogboTg. 3anaquo-CuOupcKoro org. Pycck. reorp. o6ul. 

(org. oTr.), 1927. ’ 
Kpwrep, B. A, Pacrarenbuocts CemunanaTunckoro onbtrnoro mona. 3am. CeMK- 

nanar. oTm. Toc. pycck. reorp. o6ut., Cemunmanarunck, 17, 2, 1928. » 
Kpwrep, B. A. PeoOotannueckne uccneqosaHua B IOKHOM YacTH HasmomapcKoro 

ye3Ra (Cemunanar. ry6.): Tp. Cemunanar. oxp. my3., CemunanaTunck, 2, 1929. 
Kpba0os, Il. H. Pacrurenbyocrs B Bapabunckoit crenu H CMe)KHbIX C HelO MecTaX。 Mpens. 

orueT Gor. uccn. B CHOHPH H Typxecrane B 1912 r., CMM6., 1913. 
Kptinos, I. H. K Bonpocy 0 Kore6aHHH rpaHHHEI M©KAY JecHO 首 HM CTeMHOK 06ma- 

cramu. Tp. Bor. mysea Axag. Hayx, 14, 1915. 
Kpobtaos, I. H. Crenm sanaguoi yacra Tomcxoit rydepuun. Tp. mous. a KCI. 

MO MCCI. KONOHHS.. paton. AsuatcKol Poccnu, 4. 2, Boranuyeckue mccmeqoBanua 
1913 r., TIrp., 1, 1916. 

HKPpPHIOB， Ti H. Ilo nosogy Bonpoca 0.KIacCCHKKaIRH pyccKux creneit. B OTBeT B, A. 
Kenanepy. Craructuko-9konomuueckne Oionnerenu, Tomek, 1918. 

Kpttaos, I. H. Ouepk pacrurenbuocta CuOupu. CTaTHCTHKO-3KOHOMHdeCKHe 6lomIe- 
TeHH, Tomck, 17, 1919. 

Ky3Heuos, WM. B. Pacrurenbyoctb Kanckoro yesga. ITIpenB.。 oryer 0 Gor. mecca. 
B CHOHPK HK Typxecrane B 1911 r., CM6., 1912. 

Ky3Heuwos, HM. B. Pactarenbuocrh Kpackospckoro yeana. Mpegs. oruer 0 Gor. 
uccn. B CuGupu u TypKecrane B 1912 r., CI6., 1913. 

Ky3Heuos, YU. 8. Munycuncknit yesq Enuceiicxou ryG6epnun. Mpege. oTdeT 0 6or. KMCCL。 
B CuGupu u Typxecrane B 1913 r., IIrp.，1914. 

Ky3Heuyos, H, VU. PacTHTerTPHOCTE cpequed dacTHK Tomcxoit ryOepuun. Mpegs. oruer 
0 Oor. uccm. B CuOupu u Typxecrane Ba 1912 r., CM6., 1913. 

Ky3Heimos, H.W. Ouepe pacturenbyocra BapHayrtpCKOFO ye3qa. Mpegs. oraer 
0 Gor. ucca, B CuOupu MK Typxecrane B 1913 r., Mrp.,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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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3Hewos, H.H. Pacturensuocts cpeaned uacta TomcKoit ryO. Tp. mous.-60T. 3KCIT。 

mo vecn. KoNDHMS. pation. AsuatcKoit Poccuu, 4. Il, Boranuy. uccneqosanna 1912 5 

TIrp., 2, 1915. 

Ky3ueuos, H. H., mpop. Ontir genenua Cu6upu Ha O6oTaHuKo-reorpapuuecKue Mmpo- 

puHuuu. M3s. Akay. Hayx CCCP, CM6., 1912, Ne 14. 

Ky3Henoe, H. H., npod. Kype reorpapun pacrenui, 4. [. Cumepononp, 1920. 

Ky3ueuos, H. H., mpod. (peg.). PeodoranuyecKkan KapTa Esponeitcxoa uacta CCCP 

(aucter 5, 9, 10, 14, 15, 16). 1925—1930. 

Ky™mMuuHosBa, A. B. CTerH SadaiikanbaA M MX MecTO B 60TaHKKO-TreorpaKdecKOM pai- 

OHHPOB3HHH Jjaypun. 1937. 

K ympuanosa, JI. A. O pacax Linaria macroura M. B. & L. buriatica Turcz. 

Cos. 6or., M.—JI., 1936, 4. ; 

Kypeuuos, A.M. Crenu B Gacceiine BepxHe OKH B 6. Opnoscxoit ry6. Usa. Ces.- 

UepHoszemHont (6. Warunosckoi) 061. c.-x. cr., Open, 3, 2, 1929. 

了 yueposcKasa, C. E. PacTHTeJIPEOCTP KapKapaTHHCKOTO Ye3Ra， IIperB. oTuet 0 Sor. 

ucen. B CHOHPH u TypKecraHe B 1910 r., CII6., 1911. 

KyueposcKaan, C. E. Pacrurenbuocrs MapHHHCKOr0 Ye3Ka. IIperB。 oTaeT 0 6or. 

ucen. B CuOupu u TypKecTraHe B 1912 r., CII6., 1913. 

Ky4ueposcKas, C. E. Pacrurenbuocth Masnozapcxoro Ye3Ra， Tipeas. oTuet 0 00T， 

uccn. B Cu6upu HK Typxecrane B 1913 r., CIT6., 1914. 

KyueposcKaan, C. 已 . PacTHTeTPHOCTP GatrKHpCK0 光 dacTK OU6UIerO CKPpTra，TPp， 

COIIC'a，cep. Gaumupcxas, JI., 2, 1932. 

KyweposcKkan-Ponxaneu, C.E. u Powxanen, M. U. TMousenno-boTaHnueckHe 

ycnopua yyactKa Kymcait 区 mpumeratou4x MeCTHOCTE 首 . M3q. O6u. u3y4. Ka3axX- 

craHa, K3bin-Opaa, 1926. : 

Jlaspeuko, E.M. Boranuxo-reorpapuyeckne HCCTeROBaHHR MOKAY P. Muycom HK Kasb- 

muycom. (Mar. aia 6or.-reorp. paonup.). Tp. C.-x. Om. yaperky. IIo8a u Ces. KaB- 

Kaza, P./]f., 1925. 

JlaspeunKo, E. M. Jteca JJoneyxoro Kpska. Tlousonezenve, M.—JI., 21, 3 一 4， 

1926. 
aspperxo, E. M. Macréuumana gurpeccua Ha HKKeRHEeTPOBCKHX mecKkax B CBASH 

¢ sagayamu paoor AnelurmKoscKoH meMOpaTHBHOH mecuaHoi OMtITHOH CTaHuHH, 

C.-x. om. geno, XappKos, 3, 1927. 

FJlappexxko, €. Pocaunnictrs Yxpainu. Bick. Mpup., Xapxis, 1927, 1, 2. 

Jlasppeuko, €. Pocnunnicrs UenOacbkoro i MBaxHiscbKoro MaCHBiB ta KunSypHcpKoi% 

Koch! ED)KHe- 卫 HimpOBCPKHX nickis. Mar. Oxopons! npxpogu Ha Ykpaini, Xapxiz, 
1, 1928. 3 

Jaspenxo, €. [leaxi cmocrepexesua nag KOpow 3BiTpiopaHHAa Ha ITPO3amPCKiM cremy 
B loxeybkomy KpaxKi. Tp. Hayk.-gocn. Karenpu rpyHTosHascTBa, Xapxis, 1, 1930, 

Jlappexrko, €. Hapne pocTHHHOCTi Yepainn. B ky. T.Maxosa ¢l’pyutH Yepaiuw, 

Xapxis, 1930. 
Jiappexuko, E. M. Hexoropbie RaHKEbIe 0 cTremHOl PacTHTeNMbHOCTH CeBepHEIX SepHO- 

3eMOB JeB00epe)KHO 首 Yxpanner. CO. «][paquaTb NATb eT Hay4HO-Meq. K OOW!. AeAT. 

B. A. Kennepa», Boponex, 1931. 
Jlappeunko, E. M. Hexoropsie na6mogeHHA Haq KOPHeBLIMM CHCTeMaMH, 3KOOrHe; 

M XO3AMCTBEHHBIM 3HadeHHeM McamMOpuTOB ITeCKOB Himxnero 有 HeIpa。 Mpoos. 

PacTeHHeBORd. OcboeHuA NycTbIHb, JI., 3, 1935. 
Jiasppeuko, E. M. K Borpocy 0 sospacre mcammosHqemMH3Ma Ha lore EppomeicKon 

yacTH CCCP. Hss. Moc. reorp. obuy., 68, 1, 1936. 
Naspeunwo, €. ta Mecatrospa-WocrenkKo, H. Poccnunnicrh 3aconeHux 

rpyHTiB Sropnuupkoro nipocrpopa Xepconeck. OKpyrH. Mat. mocaimK. rpyHTia 

Yxrpainu, Kuis, 2, 1928. 

Nasppeuxko, €. ta Toxman, IP. Poccnunnicrd Crapobinsckux ctenis. }KypxH. Bio- 

6or. unKT. BYAH, Kuis, 5/6, 1933. 

Jlappeuxko, €. ta 303, |. Poccnunyicrs Gin MYX3 认 TiBCbK，、 KiHHOrO 3aBORy 
(kon. Kanuicra), CymcbKoi OKpyru. Oxopona 0PHKpPORR Ha Yepainu, Xapxis, 2, 1925. 

» 199 + 



JlaspexKo, €. ra IIpRHimaikoB，O0. Pocaunnicth Hwxue-[xinposceKnx 

(OnemxuecbKux) Tickis Ta NiBReHHOTO pakouy, wiO 3 HHMM Moye (moO IOCTipDKeHHIO - 

1925 poxy). Mar. no yocaimK. rpyHTria Yxpainu, Xapxis, 1, 3, 1926. 
Jlapuu, H. B. Pacrurenbupie 30H cpemue “acta YpanpcKoit ryGepHim, dKXypH. 

Pycck. Oor. o6uy., 12, 1927. ; 
Jlapun, H. B. Kparkoe Doco0re mo H3ydeHEIO ecrecTBeHHbIx xKopmoB. M.—JI., 

Tocu3gar, 1930. ; 
Jlapunu, H. B. Moupsi, pacturenbHocth HM eCTeCTBEHHEIE paonb! YpanbcKoro, OKpyra. 

Ypansck, 1930. 

JIapuu, WH. B. TMporpamma gna reo6orannyeckoro usy4eHHA nacrOuut 下 CHOKOCOS 

creneii, ROYIIYCTEIHP H mycTsi>. Mporp. aia reodor. uccn. Mog peg. B. A. 
KennepauB.H. CyKxayesa, JI., 1932. 

Jliapun, HW. B. u ap. EcTecTBeHHPBIe KOpMBI Wwro-sanaquoro iasataaenete (ae 

PHAaIbI 110 M3yYCHHIO eCTECTBCHHEIX KOPMOB CTeMeH MW MYCTSIHHbIX creneii.) Uacts I. 

Tloegaemocts 4 xumusm. Mar. K3H, JI., 14, 1929. 

JaprH HW. B. un Tuxomuposa, T. ®. Tousen, pacTHTeTEHEOCTP K HX XO3Ait- 

CTBeHHOe 3HadeHHe yUacTKa YpaNbCKOM CeIbCKOXOSAHCTBCHHOK OIIEITHO 放 CTaHL。 

Msx. Obuy. H3yqg. Kasaxcrana, Ksbu1-Opza, 1927. 

Jlespina, @. Marepisnn 20 sBuBYeHHA pocnuHocTH TloxagcupailiceKoi cmMyrn 
Yxpainu. (Teosoranwannit napuc XirRHKH Ne 100). Mar. OCTimK。 3eMeJib Menio- 

gounqy Ha Menirononpuyuni, Xapxis, 1, 1929. 

Jlepina, . ta Wanut, M. Mpo pocTHHHicrP ocrpozis “ypwxa ta UypwK- 
Tw6a Ha CuBami Menirononscpkol oxpyru. Oxopona nam’aroK TDPHDORH wa Yxpaini, 

Xapxis, 1, 1927. 
JIHTBUHOB, 区 MY. Teo60TaHHq9ecKHe 3aMerKH 0 nope. Esponelicko Poccu. 

Bron. Mock. o6uy. ucn. mpup., M., x. cep. 4, $899, 

Jiuteunos, J. HW. O pexuxrosom xapaxrepe 中 TOpPBI KaMeHFCTEIX CKIOROB B Espo 

‘neiickoit Poccuu. Tp. Bor. mysea Axag. Hayx, Ci16., 1, 1902. 
JIurspunros, A. HW. O nexoropsix GOoranuKko-reorpapuiecKHX COOTHOMICHUAK B ene 

nope. JI., u3N. apropa, 1927. 

Manbues, A. WH. Durocounonormyeckue uccneqonanua 日 Kamennow crema. Tp. 
Bwpo no npxxn. Gor., Mrp., 13, 1923. 

Mapkos, M. B. Jiec 8 crenb B yCTIOBHRX 3aKamba. Ya. san. Kaszancx. Toc. yHMs., 
Kasanb, 95, 7, 1935. & 

Maxos, Ff. TIIoses JJoneyxoro Kpsaxa. Tlouposezenue, M.—JI., 21, 3—4, 1926.. 

Has3ap os, M. H. OcHoBHPIeE THIPI pacriTenbHocta Bypxto-MoxronpcKo ‘ACCP 
u HX KOpmoBoe 3HayeHne. Bor. XKYDH. CCCP, JI.—M., 19, 1934. 

Hukutun, C. A. K cucremaruke mecuanbix pac poKa Tragopogon.. M38. Ta. Gor. 
caga CCCP, JI., 29, 1930. 

HosponoKkposcKkuit, HU. B. Sadaitkanpcxaa oGnacrb. JlomunHa pex Hepuu, 

Kysuru, 5. Ypioma 8 Yurypa. Mpegs. oruer 0 Gor. uccn. B CuOupu u iain 
B 1908 r., CI6., 1909. 

Hosponoxposckui, UH. B. Pacrurenbuocrs paiiona AmypcKoh  xemesHoit goporu 

or p. Hepumucxa u cr. Kyenrm 90 HH30BbeB Benoro Ypioma. Tp. moup.-6or. 5KcD， 
mQ MCC. KONOHH3. pation. A3narcKom Poccun, 4. Il, Boranwyeckue mecnegosaHua 

1908 r., CII6., 9, 1910. 

HosponokposcKkuit, HW. B. PacturenbHocTh BOHCKOBLIX meCYaHWx MeCHHUeCTB 

Moucxohw o6nactu. 3s. Bor. caga, lirp., 15, mpun. 1, 1915, 

HoponoxkposcKkuit, HW. B. Pacturenbuocrs JJoncKoro Kpaa. (Borawuxo-reorpa- 

@uyeckuit OuepK.) HosogepKacck, 1921. 
Hosonokposckuid, , WH. B. Ecrecrsenxo-ucropuyeckue paiiortt swro-s0cToKa 

Poccun (lonckasn 06n., Cesepueiit Kapka3, UepHomopcKan ry6.). CO «lOro-Bocrox», 

P./I., 1922. 
HosonoxposcKknuit, HU. B. Pactutrensyocrs Cesepo-KapKascxoroe xpaa. P./Jl., 1925, 

HosonoxposcKunk, HW. B. Pacrurempuocrs Mosgoxcxou crenu. Tp. Ces.- 

Keak, accou. H.-uecn. uncr., P./., 18,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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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onoxpobcKknrit, H. B. Hexoropsie game 0 pacturenbyocrm § creneh 于 
peqHPIX fonun IOXRKOTO Mpenypasiba. Tp. Cope. m0 Bomp. myrop. u on. nyronon., 
M., 1, 1927. 

HosponoxpospceKknit, HM. B. Yeodoranwmueckoe o6cneqopanne Bene6eeecxoro 
KaHTOHa B 1928 r. «Xossaiicrso Bautkupum, Yoa, 1929, 10/12, npn. 

HosonokposcKuik, HW. B. Marepvanst K IO3HaHHIO pacTruTenbHocTu TIPHMa- 
HBTICKOH crenmu. Tp. Ces.-Kasx. accoy. H.-ucca. uucr., P.LT., 70, 1929. 

HosonoKxposcKkuit, MH. B. Marepnantt gna mosHannHa PacTHTemTPHOCTH IOKHoro 
_ [ipezypanba. Crepnuramaxckuit vu YumcKuit KanToubtl. Tp. Toc. mous. HHCT。， 
Susi, By LOS1. 

HosonoxposcKuit, HW. B. Pactutenbuocts yqe6HO-OTBITHOrO cosxoza Je2 
sepHorpecta (A30BcKo-“UepHomopcKoro Kpan). Tp. Kpacnogapcxoro c.-x. RHCT。， 
1935. 

HoponoxposcKun, H. B. onanbupe tune creme Evponeticoit sacra 
CCCP. (Onbir Knaccubukaynu pyccKux creneit.) Semnesencnne, M., 39, 1937. 

Hosponoxposckunit, HW. B. un Borganos, B. M. K opraHH3aatRH crenoro 
SanopegHMKa B JjoHeyKOM OKpyre. JJoHeyxoe OO. Kpaesegenva mpu Jon. 
Oxpnutane, Hopoyepxaccn, 1927. 

Hosoroxposckui, HU. B. un TypKesnuy, C. 1O Teo6oraHqeckoe obcne- 
ROBaHMe CrappononpcKolt rV6epHHK B 1915 r. Pycckuii mowsoneg, 1—4, 1916. 

Hosponoxposcknit, H. B., Typresus, C. 1. un Mapannes, H. B, 
PactuTenbHocth Crappononba. Tp. Ces.-KaBk. accoy. H.-HCCH. MHCT., ae da 
22, 1927. 

Onexciis, A. Crenosi yinuua TpHHHCPKOrO paitoxy Ha Aprtemisumni. dHypu. 
Bio-Gor. yuxny BYAH, Kunis, 5/6, 1933. 

OnexciceuxKo, M. .I PocnrHHicTP BigcnoneHb i Kam’AHHCTEIX cTenis Topniscs- 
Koro patouny Ha JonOaci. Yu. 3an. Xap. Dep. yHus., Xapxis, 4, 1936. 

Maspaos, H. B. Komnuexcuple crenu H TYCTBIEH Kapcaknas. M., “3g. Tous. HHCT。 

HK3, Kas. ACCP, 1931. ; 
Maspnosuy. O KopMOBBIX TpaBaX，RHKOPacTYIHIAX M BOSMeMbIBAeMbIX Ha YKPaHHe。 

XappKos, 1876. 

MayocKkun, HU. K. Ouepx pacrurenbuoctu JiwemposcKoro ye3na Taspuyeckoit 
ryOepHun. 3am. Hopopoce. o6uy. ecrecrBoncn., 26, 1904. 

‘Mawockui, HW. K. FipwyepHomopcxue crenu. Botanuko-reorpapuyeckui o4epK. 

San. oOuy. c.-x. KOoxHom Poccun, Ogecca, 1908. 

Mauockxud, UW. K. TOcHoBHPIe depTPL passuTua daopbt wro-3anaguoit Poccnu. 

3an. HoBopocc. o6ur. ecrecrsoucn., 34, npun., 1910. 
MawocKkun, HW. K. Xepcoucxaa mnopa. I. Xepcon, 1914. 

MawocKkun, WU. K. Onncanme pacTHTeTPHOCTH Xepconckow ry6epuHun. II. Crenm. 

Xepcou, 1917. 

Mayocxui, HW. K. Mo neckam J[uenposcxoro ye3na. U. I. uw II. U3. Toc. crenn. 

3anos. AckaHusa-Hosa, Xepcon, 1, 1922, 2, 1923. 

MauocKkuit, MW. K. Borannueckaa oxcxypcua B Kppm. M3s. Moc. crenx. 3anoe. 
Acxanua-Hopa, Xepcou, 2, 1923. 

Tlayockun, HW. K.. Ha6ntogenua way pacruTenbubim moKposom creme AckaHun- 
Hoga p 1922 r. Usp. Foc. cremu. 3anos. Ackanua-Horga, Xepcou, 2, 1923. 

NMayocKuk, U. K. HaGniogenna nag HeTHHHPIM noKpopom B  AcKanua-Hosa 

B 1923 r. Bicti Tepx. cren. 3anos. «Uanni», Xapxis, 3, 1926. 

IlauocKuiu, HW. K. Onncanne pacTHTenPHOCTH XepcoucKoi FTY6epHHH。 IIT. Maasyn, 
MecKH, COOHYAKH, COpHble pacreHwa. Xepcon, Xepc. ecr.-ucrop. mysel, 1927. 

Netpova-Tpeg@unrosa, Ji. A. Mlouwst uw pacritrenpuocth cpeqnel uactu Bapa- 

OHHCKOM CTeNnM NO MaTepilanam, COOpaHHsiImM SsKCMeAHUMAMK YopaBrenua menuopannn 
Br. Tomcxe B 1910 HB 1921 rr. H3p. Buon. n.-uccn. HRECT. np Mepmex. Foc. yuus., 

Tlepmb, 2, 2, 1923. 

NMetposa-Tpegunosa, Jl. A. PactutenbHocth CONOHWOB H coOIOHJaKOB BapaduncK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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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xaney (KyyeposcKaa) C,. E, OuepK pacrirenbuocra paiicun Basan 

ayn-KapKapanbt. Fipems. oruer 0 60T， HCCH. B Cu6upu H TypKectaxe B 1914 ro 

FIrp., 1916. ; 

Powkanen-Kyueposckaa, C. E. Ouepx pacTHTeRPHOCTIE OpernGyprckoa ry6ep- 

HHH。 BecTH。 mpocsemenua, Opexéypr, 10, 1926. ' 

Pomwkanen-KyueposcKkan, C. E. Ecrecrpennbie MW KyNbTYPHbIe PacTHTCIbHbIe 

janquiaptst Tpeaypanba. B mpemenax Cnaccko-Iierpopcxoro paidoua OpexOypr- 

-cKoit ry6. Tp. Open6yprckoro nous.-Goranny. 6wpo, Ji., 3, 1927. 

Powxanheu-Kyueposckasn, C. E. PacrurenbHocth pakona Opexn6yprcKon 

CembCKOXOSAMcTBeHHOM cTaHyMH. Tp. OpeH6yprcKOFO mouys.-6oraxH4. Cropo, 

JI.¢,,4,, 1929, 

PyGuos, HW. A. Mecroo6HTaHHR H yCNOBHA MaCCOBOrO PasMHO)KeHHA CapaHIeBbEK 

Tipvanrappa (Tesvcbt KaHRHRaTCKO 次 RHCCepTaIHB)。 Axangemua “HayK CCCP, 

JI, 1935. 

P y nm pe xT， 中 . Teo6oTaHHdecK0e uccneqoBanue 0 yepHoseme. San. AH, 10, mpumonxKe- 

HAe，1866. 

Caspunos, H.IH. HGdOpaHIeccoH B. A. MarepHanPI K HO3HaHHIO TOSB 号 了 EC 

COB0 访 TOTII crenu TocyaapcTBeHHOFO sanopequuKa 《arm (6. AcCKaHHR-HOBa)。 

Bicri Tepox. cren. 3anos. «Yanni» (x. Ackanua-Hopa), 6, 1929 r. 

Casuy, B. M. Typraiickaa oxcnequuna. Mpegsapur. orger 0 GoraHMy. mccnenee. 

B CuOupx HE Typxectane 8 1909 r., CIIG., 1910. 

Casuy, B. M. «Bop6ac». Haypsymckue KOBPITPHEIE crenu Apano-MummcKoro BOKOp32- 

nena. Mas. Bort. cama, CI6., 14, 1—2, 1914. 

Cemenos, B.®. EorarueckHe pa60TBI B AKMOnuKCKOM OGmacTu B 1912 ER 1913 romax 

(mpeqsapHTenbHEin oTueT). (HK MaTepHamaM mo nope KupruscKHx crencii.) 

ize. Tomcxoro Texnonornyeckoro uHcT., Tomck, 32, 1914. ‘ 

Cemeuos, B. ®. Boranwyeckve 3ameTKH ApH [0Oe3RKe nO Tlapnogapexomy yeamy - 

CemunanaTHHcKow oOmacTH B KOHWe maa 1913 r. 3am. CemmnanarMacKoro 

nogoTz. San.-CuOupck. oTgen. Pycck. Teorp. oOuy., Tomck. 9, 1915. 

Cemenos, B. ®. Or ONMcKa Ko IIepoBcka uepes AKMOTHHCKYIO o6nacTs. Tp. 
CuOupcKon c.-x. aKag., 1, 1922. ee 

Cemenos, B. ®. Kpatrkui ouepkK pacTHTenbHOCTH OmcKkoit ry6epxum. Has. 

Samanuo-Cu6upck. org. Pycck. reorp. oOuy., Omcx, 4, 1, 1924. ’ : 

CepruescKkan, JI. MI. K u3yaenuw cuOupcxoro Thymus serpyllum wt. s. tb. " 
Cucrem. 3ameTKH mO matep. rep6apHR um. Tl H. KpataoBpa TPR 

Buon. HHCT. Tomckoro Toc. yHus., Tomcx, 1936, 1—2. 

Cmupuos, B. HW. Axmonuncxuh. yesq. Baccein pp. Capst-cy—SHman-Hou. 

Mpegsap. oryer 0 Gor. uccn. B CuOupu uw TypKectane B 1908 r., CIIG., 1909. 

CmupHoe, B. H. Jloniwa p. AG6axana B Ennceiicko ryOepHuu. Mipempap. 

oruer 0 OoT. Hccn. B CHOpDH u TypxKectaHe B 1909 r., CI6., 1910. 

Cmupuos, B. WH. Pacturenbuocrs 3emenb AfaKkancKkoit Muopoqueckok ympaBee. 

IIpenBap. oruer 0 Gor. uccn. B CHOHDH 8 Typxecrane B 1910 r., CII6.， 

1911. 

Cmupuos, B. WH. Pacrurenbuoctb Tpouyxocasckoro mw Cenenrunckoro ye3mos. 
IIpensap. oruer 0 Gor. uccn. B CuOupu wu TypKecranxe B 1912 r., Cild., 1913. 

Cmupuos, B. WH. Pacrvrenbyoctb 3anaqucii ywacru AkumucKoro yeaga. Tpeg- 3 

Bap. oTyer 0 Gor. necn. B CuOupu KM TypKectaxe B 1913 r., CI6., 1914. _ 

Cmupnos, JI. A. O nope NMenoBbIX  BBXONOB B SaBomxbe. Bronn. Mock. 
o6m. Hcnur. mpup., org. GuonoruH, 43, 1934. . 

Cmupuos, Tl. A. SAmcxaa crems nog Tamoondm. JIneanuk 1-ro- Beepoce. . | 
_CPe3Ma pycckux Goraimxop B Tierporpage B 1921 r., firp., 1921. 

Cmupnos, MT. A. O Stipa stenopkyila Czerna. Boran. marep. repéapna Tu. Ber. 
cana, Tirp., 5, 8/9, .1924. 

Cmupuos, FM. A. Pacrirenpnocrs Mebane Cepraicxoro ms ApsamaccKoro 

yesfos. Mponssoqurenbuuie CHIBI Hinxeropogckoii ry0., Hioxunii Hosropog, 6,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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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nu. se. Buoa. w.-ucca. HHCT. TDH TIepMCK. Toc. yrus., NMepms, 3, 8, 1925. 
Morpe6uak, MW. C. Jlicopocnunni ymosu [oginna. W3g. Bcec. u.-g. incr. Tic。 

rocnogapcysa Ta arponicomeniop., Xapxis, 10, 1931. “ 
MonaascKkas, FT. WU. MaTepHanpI no 3ydeHHIO paCTHT€MbHOCTH ceBepo- 

BOCTOYHOM SacTH Sadalinanbpcexom OOnacTH. Tp. AmypcKo oKcn., CI16., 16 (Botann- 

JeCKMe MccremoBanua 1910 r.), 1912. 

MonnaaspecKxaan, VF. HW. Bacceit p. Bepxueit Anrapbt. FOoKHBIC OTKPbITBIC CKJIOHB, 

Tpeas. oruer 06 opraHu3. 4 KcnonH. pador no HCcm mous AsuatcKo Poccuus 1912r., 

Cii6., 1913. 

TlonnascKas, IT. HW. Mecneqopanua B Bepxneygunckom yesge. IIpenB。oTdeT 0 Oor, 
_-Mcen. B CuOupu E TYPKecTaHe B 1913 r., CI6., 1914. 

MonaascKaan, VF. HW. Ha cesepuo oxpaune CenenruncKoi [aypuu. Tp. Bor. my3ea 
Axag. Hayx, CI6., 15, 1916. , 

MonnaascKaa, I. HY. Oneir durocoyuonornyeckoro aHamH3a pacTHTeTPHOCTH UeTHH- 

HOM 3anopeqHOw crenu AcKanua-Hosa. )Kypu. Pycck. or. oOuy., M.—dJI.,9, 1924. 
flonos, T.W. Mpoucxoxgenve wu pa3BHTHe OCHHOBbIX KYCTOB B ITpeneTax BopouexcKoit 

ryGepHuu. (Teodotanuyeckui ouepK.) Tp. TJoxyy. mous. Kom., CII6., 2, 1914. 

flonos, T. HW. KpacHAHCKHe crenm Bopucornedckoro oxpyra. B KH. «Crenu L{YO», 
non pez. B. A. Kennepa, M.—JI., 1931. 

Monos, T. W., Komwyxos, B. C.u Komyxospa-Benuyko, A. A. 
Toiigenckne crenu. Bxu. «Crenu LIUO», nog peg. B.A. Ken nepa, M.—JI., 1931. 

Mpaconos, Ji. 五 IOXKHOe Sabatkanne. Tloupenno-reorpapuyeckuit ouepK. Wag. 
Axag. Hayx CCCP u FocruaHa Bypat-Mouronpcxom ACCP, JI., 1927. 

Mpaconos, JI. WU. Uroru usyyenua u o6uyni o630p nodB Bonro-KacmuitcKoro. 

Oaccetua B CBASH C npoOmemow B3aMMHOM cBA3M nOduB HM Kacnua. Mout Hwxnero 

SaBomxKbaA, Kak 06PeKT MppHrayun, JI., 1934. 
TMposoposcKkuit, A. B. O 30HanbHbIx, Tumax QIYCTEIHP CopetcKoH Cpequei 

Asuu. M3. oc. reorp. o6uy., JI.—M., 67, 3, 1935. 

MposoposcKun, A. B., Pyo6uos, H. H. uh Dmutpnuesa, A. A. npH 

yuactuu ABpamuuxKa, M. H. YFeobotannueckaa KapTa Ka3axcTaHa。 HKagax- 
CTAHCKHH H.-uct. MHCT. yOOp. HM arpomouBoBeg., Qumuan BUYA, Anma-Ara, 1933. 

Mposoposckui, A. B. Py6Guos, H. WM. Dmutpnuesa, A. A. 
uv Ua6an, B. C. Pacturenbuoctb KasaxcTaHa。 1933. 

MposopospcKui, H. A. K H3ydeHHIO pacTHTeTPHOCTH Simckoit ctenu. KypcK, 

Kypcx. o6m. Kpaeseg., 1929. 
MposoposcKuit, H. A. Ha ceBepHOM mpegene crene#. I. Anracosckue crtenu. 

Pasancknit 06m. Cp.-Oxckxnit my3. Mecneg. u matepnanbt, Pasanb, 6, 1930. 

MNposoposcKkun, H. A.u MoxposcKas, B. M. Hosoe mecronaxoxgenne 
Bupleurum ranunculoides L. s. 1. B cpequem TMoockonbe. Tp. Boponexck. yHHB., 

Boporex, 9, 1936. 

MrawuyKui, M. WY. Pacrurenbuocts Vurmmo-HMptrenuckoro BOROpa3nena B mpege- 

fax TIOKaDHHCKOTO H Tapcxoro yesgos. IIpeB. oruer 0 60T. ucca. B CHOHPH u TypKe- 
craHe B 1912 r., CI6., 1913. 

NrawuuyKunk, M. VW. Ons MeTOZONOrH4eCKOrO M3yYeHHA PacTHTeNbHOOTH AKMO- 

JIMHCKUX cTeneH. Iipeys. OTqeT 0 Gor. uccn. B CHObH um Typxectane B 1914 rw 

Tirp., 1916. 
PespepgzarttTo, JI. Boranuueckum ouepk Kysueykoit crenu. H3s. Tomek. org. 

Pycck. Oor. oOm., Tomcx, ¥, 1921. 

Pemusos, H. A. Moxno 4 cqHTaTP cepbie JeCHPBIC 3eMIH NOYBaMM yCTaHOBMB- 
uleroca paBHoBecua. IIOuBOBeIeHHe， 1931, 1. 

PisHuueuko, B. Jo nutanna mpo crpaturpapii ta TeKTOHiky Tepac J{Hinpa. 

Bictu. YKp. patonosoi Feon-poss. ynp., 14, 1929. 

Pogun. JI. E. Tuner crenet Hmxnero Sapomxba. Bor. oxypx. CCCP, JI.—M., 
18, 4, 1933. 

Pogun, JI. E. Ovuepk pacrurenpuocta CHIDTOB0O 放 “dacTH Hywxne-Bomxckoro Kpaa 

B 006macTH NpoeKTMpOBaHHOrO OpolleHHR If. Tunbl 30HaNbHOM pacTHTeMbHOCTH. 

Tp. Kom. no uppxrayun, JI., 2,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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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pnos, M1. A. Ta6anya ana onpexenenua KosbieH. M., 131. apTopa, 1927. 

Cmupuos, MM. A. Stipa. ®nopa IOro-Bocroka Espom. sacra CCCP, JI., 2, 1928. 

Cmupnos, WT. A. Stipa. B Kx. 1. Maesckuit ¢Onopa Cpegned Poccum, 

6 uan., JI.—M., 1933. 

CoGoaes, Jl. H. O crpaturpapun nueiicrouena HK reomOponormu OKP. 人。 Muxait- 

nopxa, Bicunk YxpainceKoi paiionosoi-reonoro-posBiqKoB0i ynpapy, 14, 1929. 

CoKxonosa, JI. A. Borasnuxo-reorpapwueckoe onncanne paioHOB crt. Fpopanbe 

u cr. Konnaxoso JJoneyuxux oxen. gopor. COopxH. Teorp.-sKOHOM, CC 。 MHCT. 

3a 1928 r., JI., 1930. 

Cnupugzonos, M. J. Cxema ecTecTBeHHO-HCTOPHQeCKHX o6pasopaHuh ceBepHorw 

qacTHK OmcKoii ry6epHuu. Omck, 1923. ° 

Cuopurun, UW. Hosa padota H3 06macTH cepepHbix crenei. [Anexun, B. B. 

BaBereHHe BO dmnopy TamOoscxoit ry6. (Botanuyeckuit ouepK). Msn. TamGoscxoro 

ry6. semcrsa. M. 1915.) Tp. IIeH3ehcK。 o6ut. moodurenei ecTecTBO3HaHHA, 

Tlensa, 2, 1915. 

Cnpurnun, HW. YW. Orser Anexuny. Tp. Mensencx. oOm. ndurenel ecre- 

cTBo3HaHUA, Fien3a, 3, 1917. 

Cnopuirunr, HW. WH. Bopb6a neca co crenswo B Mensenckou ry6. [lensa, wag. 
Mlensexckoro ry6semynpagnenua, 1922. 

Cnopuruu,H.H. Marepnwanst K OnHCaHHIO crenu oxono 4. [lonepewHow Menscu- 
CKOFO ye3Ka mM 3am0Bemu0ro yuacrKa Ha Hel. Pasort m0 H3yYeHHIO men- 
3CHCKUX .3anoBemHuKOB, [leu3a, 1, 1923. 

Cnopuruu, WH. HW. U3 o6nacru Mensenckok necocrenu. I. Tpabyubie crenu Tensencxor 
ryGepHuu. Tp. no H3yqeHHIO 3anopesHuKOB, M., 4, 1926. 

Cnpurun, WH. HW. Pacrurenbupit noxpos Cpequesomnckoro. Kpaa. Camapa—M., 
1931. ; 

Cnopurun, HW. UY. Botxogsr nopon "TarapcKorO ”Hpyca mepmcKo cHcTemMm B 3a- 

BOJDKbe， K2K OHH H3 WeHTpOB  BHKO006p3a30BaHHR B_ rpynne ap 

pacrenuit. Cos. Botanuxa, JI., 1934, 4. 

Crenyuunu, Jeca B pepxoBERx p. MYyca。JIecH0 闪 »xypuan, 1914, 8. 

CyKkaues, B. H. Ouepx pacrurembuocru wre-socrowHoH yactH KypcKoit a iced toon 
Visa. CM6. Jiecnoro uucr., CI1S., 1903, 9. 

Cyxauyes, B. H, Fidpausicane crenH. [Ipegpap. oTSeT 06 opranv3. mM ucnorH. 

pa6oT mo Hccneg. mows A3. Poccuu B 1911 r., CII6., 1912. 

Cyxages, B. H. Baccetiz p. Bepxueit ARrapM。 O6.yud ovepx. MpemBap. orser 

06 OpraHH3. uw ucnonmH. pabor no uccneg. TOUB A3. Poccun B 1912 r., 

Cii6., 1913. 
Tanues, B. WH. MenoBEe Sopp Joneuxoro u Bomxckoro 6acceinos. Tp. O6ur. 

MCHbIT. TDPHPONBI TDK XapbK. yHuB., XapeKos, 29, 1896. 

Tanues, B. HM. K sBompocy 0 penuKropo pacturenbHOcTH seqHHKOBOrO nepuona. 
Tp. ‘o6uy. CIPBIT。 TDDORBI mpu Xapbk. yHus., XapbKos, 31, 1897. 

Tanueer, B. WU. Matepuansk gia OoTanuxo-reorpapuueckoro onvcanma Jonenxot 

BOSBbMUeHHOCTH,. I. bBaccettz p. Muyca. Tp. o6uy. MCNEIT. mpHponE npH 

Xappk. yuue,, XapsKos, 34, 1899. 
Tanues, B. HW. Konraxr neca w crenw B BankoscKom ye3Re Xapbxoscxok ryGep- 

Hum. Tp. o6uj. ucnur. npupognl px XappeK. yuus., Xapbxos, 36, 1901. 

Tanues, B. HW. Hepewennaa npobnema pycckok Ooraunueckoi reorpaduu (Jlec 

HM cremb). Jiecuod sxypHan, CII6., 1904, 3—4, 

Tanues, B. H. Begun Peponor u aApyrue 《4CBeTHJIPHHKH) B ZJYKaX MOYBeCHHO- 
GovannmueckoH reorpapun. Ecrecrso3Hanue u Teorpadua, M., 1905, 8. 

Tanues, B. UW. PactutenbHoctb ,MeTOBEIX OOH@KeHH HOoKHOM Poccun. Tp. 

o6. HCN. PHPORPI npu XapbK. yHus., XappKos, 39, 1904; 40, 1905. 

Tanues, B. H. K ceegexuam 0 pacturenbyocru’ Crapo6enpcKoro ye3na Xapbkos- 

cxoA ry6epHun. H3s. CII. Botan. caga, CM6., 7, 1907, 3. 
Tanues, B. HW. Beenenue B Gorannueckoe uccneqopaHHe XapbKoBcKoil = ryv. 

Hi3g. Xapbx. ry6epucK. semcrBa, XappKos,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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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dunbes, B LF Onncanne ecTecrBeHHPD KOPMOBPI yromuii Y3OC’a (no HaGmto- 
menuam 1929 r.). Ypynckaa 3oorexH. OMbrrHo-MemeHHan cTamrua, 1929—1930. 

Tanguaves, VF. H. Mpegenst necop Ha wre Poccun, CII6., 1894. 

Tanguases, .F. W. 有 orcropHSecKHe crema Esponeiicxoi Poccum. Sepurese- 

menue, 1896, 2. 
Tanugunpbes, fF. WU. usuxo-reorpapuyeckue OOnacta Esponeiicxoi Poccun. Tp. 

Bonbu. SKoHOmMuY. OOw., CI6., 1897. 
Tauounbes, VF. H. Boraxnxo-reorpapwaeckue HMccieqOBaHHA B CTeMHOK DOTOCe， 

Tp. Oco6oH 3KCTeRHIHH JIecH. qemapTam., Hay¥H. OTL., 2, B. 2, 1898. 

Tanoduapes, Fr. H. Eapa6a wx Kynynaunckaa cremb B mpegenax Antaiickoro oKpyra, 
CI6., 1902. > 

Tangunses, TF. HH FraBHeiirre wepTBI! DacTHTeTPHOCTH Poccuu. Jfononnerue 

K KKHTE BapmMuura E.; Pacnpegenenve pacrensHi. U3g. Bpoxray3-Eppona, 

CIm6., 1902. . 
Tangunbes, FT. H. K nponcxoxgenuw creme. Mouwsosegenue, M.—JI., 1928, 

1 一 2. 
TeetumMan, Op. IIpo nibgeHHo-pocificbKi cremu Ta mpo MaeTKH repyora AHT3JIPT- 

Kerenchkoro, IO 3HaxogaTcaA B TaBpii (mepeBog c wHemeyxoro). Bict. flepox. 

cren. sanos. «Yanni», XapKis, 3, 1926. 

TepenoxxKun, HM. Cxorodot, ero ponb H 3HadeHHe AIA nacTOuuHOrO X038 放 ~ 

CTBa B CYXO-CTeMHbIX HM HOTYIUYCTEIHHPIX pakoHax Hwxxnero Hosomxpn. Cos. 
Boranuxa, JI., .1934, 4. 

TypxKesuy, C. 1, Pacrurenbyoctb AdqrHCKOrO ye3qa. Mpensapur. oruer 0 60Ta- 
Huy. uccneg. B CuOupu HK Typxectane B 1912 r., CI6., 1913. 

Typkesuy, C. 1. Ouepk pacrurenbHOcTH. IOKHO 这 YacTH AMHHCKOrO KH CceBepHOi 
9qacTHE MuHycHHCKOro ye3gos. [Ipegsap. oTuer 0 OoTaHny. uccneq. B CHO8PK 

H TypxectaHe B 1913 r., TIrp., 1914. 

Twauna, Ji. MarepHaThI no HK3yueHHIO nepenoros “Toc3an0BeRHHKa «Yanan 

(6. AckaHua-Hosa). Bicri Jjepx. cren. 3amop. «Yanni», AckaHna-Hosa, 7, 1930. 

Tiopun, H. B. K sonpocy’ o renesice wv KmacCHUKAYHM TecOCTeIHBIX HM JICCHBIX 
mous. YdqeHBIe 3am. Hasanck. yuus., 40, 3/4, 1930. 

Ypaunos, A. A. Marepuanst K muTO-coyKonorMyeckomy OHHCaHHIO 3anoBeqHOM cTenn 
8 Tlen3eHcKol ryO. B CBA3H C 3aKOHOM KOHCT@HTHOCTH. Tp. nO H3y4. 3amoBen- 

HuHKOB, M., 7, 1925. 

Ypanos, A. A. Pacrurenbuoctb JibickoBcKoro ye3qa. IIpor3BORKT。 cunt Hxerop. 

ry6., H. Hosropog, 9, 1928. 

@®enywenxKo, B. A. Kapra pacTrHTeTPHOCTH AsuatcKoi Poccuu. Atnac AsMat- 

ecko Poccuu, 3R， HMepecen. ynpapn., 1914. 
@exnwveunko, B. A. H3yyenne pactutrenbuocru CHOHPK 3a mocnequne roger (1918 一 

1925). CesepHaa AsHR (KypHan), u3q. OOw. u3yy. Ypana, Cu6upu wu Jlanbuero 

Bocroxa, 5—6, 1925. 
®enyeuxko, B.A. Hosa Ootrannyeckaa THTepaTypa CuOupu (3a 1918—1925 rr.). 

CeBepHag Asuna (OxypHam), u3q. OOuy. u3y4. Ypana, CuOupu uw JJanbuero Bocroxa, 

5—6, 1925. ; 

中 endeHK0，B. A. Mnopucruyeckoe H3ydeHHe Kasaxctana. C6. «Kasaxctan», 
u3q. AH CCCP, Jl., 1932. : 

@enuenKo, B. A. H Fouaapos, H. 中 ， OduepK pacTHTembPHOCTH BOCTO9HO 许 

qacTH Open6yprckoit rySepuuu. Tp. Pa. Boran. caga, JI., 41, 1, 1929. 

@Mnepos, A. ® nu Banauganun, B. H. Crenu CeBep0-FKaBKa3CKOFO Kpaa. 

Kpaesequeckan Hay4HO-nonynapHaa GuOnuoTeKa, u3faTenbeTBO «CeBepHbIit KaBKa3y， 

PocroB Ha Jjony, 1931. ; 
Xutposo, B. H. Carex humilis Leysser u ee 3HadeHHe B cTenHOM BOMpoce. M3s. 

06HI. WIA MccneqOB. IDPHPOIBI OpnoscKoH ry6.,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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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亚 大 陆 草原 区 的 草原 及 其 地 理 、 动 驴 和 历史 
E M. ifm PA 

”在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A) HEN, SRDS EHES, K-BRRBRED 
向 ,在 从 多 瑙 河 的 下 游 到 中 国 东 北 的 广大 地 区 内 , 呈 或 寅 或 窄 的 地 带 延 伸 着 。 过 是 地 
球 上 最 广 关 的 草原 区 。 | 

俄国 的 科学 家 们 全 完成 了 研究 自然 界 ( 其 中 也 包括 植 彼 ) 和 欧 亚 草 原 区 的 主要 工 
fe, B. B. 杜 库 查 耶 夫 (JokyqaeB) 及 其 亲密 的 战友 和 学 生 的 著作 对 革命 前 和 帮 维 
埃 草 原 学 的 发 层 , 以 及 妆 炉 的 地 植物 学 和 土壤 学 的 发 展 起 着 互 大 的 作用 。 BRE 
学 的 特点 是 集中 注意 对 植 息 和 士 壤 间 关 傈 的 研究 ， 以 及 对 草原 和 森林 问 的 相互 关 傈 
( 郎 所 谓 的 草原 无 林地 段 原因 的 问题 )\ 植 和 动态 和 植物 生物 学 的 研究 。 

Sf RH 类 型 

由 多 年 生 的 低温 旱 生 ( 抗 塞 和 耐 旱 的 ) 的 草本 植物 (主要 是 草 准 禾 本 草 ) 所 构成 的 

植物 硬 落 属於 草原 植 彼 类 型 。 此 外 ,在 草原 植物 二 落 组 成 中 , 参 不 大 量 直 根 型 的 甸子 

SD. 在 草原 的 天 然 植 彼 中 ， 营 养 器 官能 动 植 物 (BereTaTHBHOIONBH3HPIC pacTe- 

-Hag) 一 一 根 朝 毕 性 植物 和 根 状 董 植物 以 及 一 、 二 年 生 植 物 的 作用 较 小 。 在 草原 的 多 

年 生 和 一 年 生 植 物种 中 ,可 分 出 在 草 王 中 估 优 雪 的 长 期 营养 植物 和 短期 营养 植物 (多 

“年 生 的 短 生 植物 和 一 年 生 的 短 生 植物 ) , 和 后 者 的 营养 期 是 在 春季 ，, 而 某 些 植物 逮 在 秋 

=, | 

我 们 的 草原 植 彼 研究 家 , 从 C. UU. 科 泵 仁 斯 基 起 , 对 草原 类 型 的 划分 给 予 很 大 

的 注意 。 关 放 草原 类 型 学 的 主要 著作 是 电 属 於 C. MH. 科 泵 仁 斯 基 〈1888 一 1891)、 
Tl. 百 . 维 索 茨 基 (Boicouxuli) (1908, 1915), B. A. 凯 勤 泵 (1916，1923，1931)、 

Tl. H. 克 雷 洛 夫 (Kppwios) (1916) 多. M. 札 过 斯 基 (1918)、B. B. 阿 略 理 (1925， 

1926;,1934) 和 其 他 的 一 些 学 者 。 T. UW. pipe (Hoxman) (1937). B. 讲 沃 波 克 
”加 夫 斯 基 〈HosgorogpoBcKHEN) (1937) 和 E. M. 拉 甫 连 科 (1940) 出 版 了 草原 类型 学 

的 汇 太 。 这 些 作 者 是 指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的 平原 和 低 山 的 草原 。II. H. 奥 夫 奇 尼 科 维 

〈《OequHHHKoBb 首 ) (1947) 研究 了 中 亚 普 亚 山 且 更 坊 多 种 多 样 的 中 度 山 地 草原 和 高 山 

草原 类 型 学 的 问题 。 

”温带 草原 植 彼 类 型 学 (分 类 学 ) MM, LEKSEMERRNERSSE NES 
rp eee PARRA Sth, 通常 在 草原 和 组 成 中 有 2 一 4 个 草 装 禾 本 草 估 优 务 。 hee 

草 、 小 秆 灌木 ,小 灌木 、 灌 木 所 构成 的 若干 新 优 霓 种 〈corocHomcTByIOIIEe BHXPI) 和 上 

述 的 这些 优 努 种 千 合 在 一 起 。 



在 欧 亚 大 陆 的 范围 内 ,可 以 分 成 下 烈 三 个 主要 的 草原 类 型 。 

1. 典型 (其 正 ) 草 原 (Tanmaaate crent)， 它 具有 良好 旱 生 和 广 早生 《sppacepo- 
Qube) BAN He; BEM. TER 本 草 植物 种 
ihe (APSARA Stipa capillata, S. decipiens, S. rubens, S. ucrainica, S. Lessin- 

giana, TERDREL®A Stipa Joannis s.l. 的 特殊 族 系 Sulcatae 的 一 些 种 ,通常 篇 Festuca 

sulcata, Helictotrichon desertorum, Cleistogenes squarrosa, A gropyrum pectiniforme, - 

A. cristatum, 0 4E FP Ra AS A EIA WR PA Poa relaxa, Stipa heres 

rum 和 某 些 其 他 植物 。 

2 草 甸 草 原 和 凌 正 草原 比 来 ， 其 特征 篇 在 组 成 中 耐 旱 植物 较 少 。 在 过 草原 中 属 

Ae A) Bh A SA: 广 旱 生 和 和 良好 旱 生 的 禾 本 草 , 在 它们 之 间 经 常 刘 生 着 大 量 多 年 

EREDAR PED (主要 是 由 杂 类 ] 草 和 根 状 鞭 禾 本 草 所 构成 的 )。 ER. 

林 草 原 特 别 典 型 的 草 甸 草原 组 成 中 ， 通 常 估 优 倪 的 是 草 闵 禾 本 草 中 玖 东 属 的 Stipe 

Joannis,S. Stenophylla, 8. capillata, Festuca sulcata 和 近似 的 一 些 种 ,以 及 Carex numilis, 

EAR GRAS MMR, CREAM, EOD Tene 

cetum sibiricum, 在 由 订 类 草 和 根 状 攻 儿 本 草 所 构成 的 朵 优势 种 组 成 中 ,有 很 多 是 草 

原 化 草 甸 上 暴 型 的 旱 生 中 生 种 (例如 Poa pratensis, Agrostis Syreistschikovii, A 

Trinii, Filipendula hexapetala, Trifolium montanum, Artemisia tanacetifolia 等 )。 

| 草 旬 草 原 是 一 草原 到 草 甸 的 过 渡 类 型 。 当 人 类 消减 森林 后 , 草 甸 草 原 和 草原 化 
草 名 可 能 估 据 森林 的 位 置 ， 无 疑 的 , 过 一 点 在 不 久 以 前 大 面积 的 森林 草原 亚 带 、 东 欧 ， 
和 西西 伯 利 亚都 被 实现 了 。 

3, Pic ibe Be Jak 3 是 最 旱 生 的 一 种 草原 类 型 。 在 和 运 种 草原 的 组 成 中 ， 可 以 观察 到 径 

常 的 、 REARS ORBEA MEERA SAR BAER 中 , jg H+ 

ERE BBA Artemisia (EAB Seriphidium), Kochia, Eurotia, Pyrethrum, 

Tanacetum FIM BR RAREABE EAH, EXRRRHRS 

(BAM is A PAINE SARAR. Stipa sareptana, S. _capillata, S. Lessingiana, 

Festuca sulcata, Agropyrum pectiniforme, A. desetortz7z2， 在 砂 地 上 是 A. sibiricum, Ti 

FER TARR PRIA Stipa glareosa, S. gobica, Cleistogenes mutica FIM BHA 

VBA (Allium polyrrhizum, A. mongolicum), 4 PA 4 Ze FFP Es AMEE BSL eb te 

Ehsan hoses (Stipa turkestanica, S. caucasica, S. orientalis, S. gla- 

reosa 等 等 )。 

可 以 把 荡 漠 草原 仙 坊 是 由 草原 到 荡 漠 的 过 滤 类 型 。 ENR (AS 

BEB ek) 的 影 法 下 , 范 漠 草原 向 北 扩大 自 己 的 分 信 ， 到 和 无疑 地 损害 了 和 典 习 的 草 状 

ARAM 

Sh ee) BR A EE ( 带 ) MAA A. 

1) PURARA SMES MHRA EA ARR MND EE] RH 
2) DATE AWI Tanacetum AAP AR IF a (Heme Da) (hr AY, 1940), 
3) ABTS PFE HER TE AB “ck”? Te Dak LT, 1940), 

* 214.6 



2+») & ee DT 

mr H ，: 

本 

(al 训 

根 
tp | Aneurolepidium Aneurlepidium ramosum | Bromus ripérius Agrostis Syreistschi- 
# | pseudoagropyrum (Trin.) Nevski Rehm. kovii P. Smirn. 

区 GEsin.) Nevski A. Trinii Turcz. 
| Carex duriuscula 

E| GAM Calamagrostis 
Ele i res ge epigeios (L.) Roth. 

科 Clark e ee Poa angustifolia L._ 

车 Carex ruthenica 
V. Krecz. 

属 
站 

i Phlojodicarpus 
# sibiricus (Steph.) 
ti K.-Pol. 

59 Tanacetum sibiricum 
oy oS 

ti 
af 
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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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按 生 态 学 和 生物 学 分 区 的 欧 亚 大 陆 草原 簿 的 草原 植物 侣 落 主要 优势 种 的 划分 

SAR AHS + hw 

Agropyrum cristatum | Agropyrum desertorum 
(L.) Gaertn. (Fisch) Schult. 

Festuca sulcata Hack | A. Lavrenkoanum 
(incl. F. pseudovina | Prokudin 

Hack. etc.) A. pectiniforme Roem et 
Koeleric gracilis Pers. | Shult [incl. A. imbrica 
a Baliocs 1. tum (M.B.) Roem et 

Schult] 
Stipa capillata (s. 1.) 

Cleistogenes squarrosa 
(Trin.) Keng 

C. mutica Keng 

Festuca Becheri Hack. 

Stipa decipiens P. Smirn. 

S. glareosa P. Smirn. 

S. gobica Roshev. 

S. kirghisorum P. Smirn. 

S. Klemenzii Roshev. 

S. Korshinskyi Roshev. 

S. Lessingiana Trin. et 
Rupr. . 

S. orientalis Trin. 

S. rubens P. Smirn (incl. 
S. rubentiformis 
P. Smirn.) 

S. sareptana Becker 

S. ucrainica P. Smirn. 

Allium mongolicum Rgl. 

A. polyrrhizum Turcz. 

A sibiricum (Willd.) P. B. 

中 旱 生 植物 旱 生 中 生 植 物 

Lasiagrostis splen- 
dens (Trin.) Kunth 

Festuca lenensio 
Drob. 

Helicotrichon deser- 
torum(Less.) Nevski 

Poa botryodes Trin. 

P. stepposa (Kryl) 
Roshev. 

Stipa dasyphylla 
Czern. 

S. Joannis s. 1. 

S. stenophylla Czern. 

一 

Carex humilis Leyss. 

C. pediformis 
C. A. M. 



REDS, "EMRE dh hi ER (特别 是 南 高 加 索 ) FORE ME AS Se AH, 

同时 , 在 山地 ,荒漠 草原 通常 是 适应 生长 於 山 蓄 ， Cis i 

发 育 ,而 草 甸 草原 则 在 中 部 地 带 以 上 部 分 和 高 山地 区 发 育 。 

还 有 很 多 的 草原 类 型 ,一 部 份 类 型 记分 何在 山地 ， 又 分 信 在 平原 上 ， 而 另外 一 些 

Bl) Ge EAE A LY HEH 

4. HSE AAA RLE AAS DI SR i EE OR EAH 

株 , 主 要 是 由 Caragana 和 Spiraea 二 属 构成 的 。 例如 , TENSES ABHOR 

mekiA, HMA BAN, 在 布 里 亚 特 蒙 古 自治 共和 国 和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内 ,可 见 

到 生 有 Caragana pygmaea, C. Bungei 和 C. microphylla MBER. | 

if ee REE FR St ALR Ta 

HE se Be ABE FO AR ARE, «RHE EAE HH Caragana 和 Spiraea UR 

Cerasus, Amygdalus, Prunus » FF @#RAMAROH SES, Livtiz—B RBM 

一 定 程 度 上 具有 和 从 草原 到 草原 灌 闵 的 过 湾 特 征 。 

ae 百里香 草原 et tee eee See Sees ee . 

2m, 早生 小 定 灌木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具有 地 上 上 升 的 枝 或 是 外币 在 土壤 表面 的 

枝 , 或 是 在 多 年 生 木 本 枝 的 贴 肾 土 壤 的 部 份 形成 不 定 根 。 Sit ROL SCA DE 
灌木 ,特别 多 的 是 百里香 属 〈 百 里 香 属 术 其 无 数 的 种 )、 石 车 属 (例如 Teucrium po 
lium), Scutellaria 的 一 些 种 (例如 S. orientalis s. 1. —$H)\Dracocephalum, Ziziphora 

等 等 ;以 及 其 他 科 的 一 些 种 。 

百里香 草原 主要 是 具有 或 多 或 少 的 石 摘 坡地 所 特有 的 ， 有 时 可 在 土壤 发 育 微 弱 

的 砂 地 贞 到 。 过 类 草原 在 草原 区 的 范围 内 分 伤 得 相 营 广泛， “EAP i HSBe FOB 

4) AYR LEE, Wilko , Ath SB i ET AK DS He WS KI, ROMA, 南 饥 拉 和 泵 

LURE, BCA LAL Re, PARE ADS, OLR OR, 而 

在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则 分 作 於 肯特 - 杭 爱 高 地 。 此 外 , RES RA BS WSS 

CTHMPHHHHKH) 还 分 佑 於 克 里 木 , 高 加 索 和 中 更 组 亚 的 出 地 。 

BHR Re SRS PROSE, Be a ae 

ERIZ A EBS AI A FSB ARETE A? 。 

J OORT eR SR (CLM cue 石 宙 或 一 实 基 的 

露 画 ) 的 结果 ,百里香 植物 二 落 和 百里香 草原 无 疑 强烈 地 扩大 了 自己 的 分 侯 面 积 。 

6. 牛 稀 树 乾 草 原 〈IIomycaBaHHOBPIe cTemH) 的 特点 是 在 草原 草 闵 禾 本 草 ( 玖 茅 、 

狐 茅 ) 中 大 量 妈 居 着 亚热带 草原 或 是 稀 树 乾 草 原 所 典型 的 植物 种 ,后 者 主要 的 建 短 种 . 

首先 是 Agropyrum (Elytrigia) trichophorum, 以 及 Ferula, Eremostachys, Phlomis 等 

属 中 的 多 年 生 短 生 杂 类 草 的 一 些 种 。 | 

1) 某 些 科学 家 , 像 C. Vi. 科 关 仁 斯 基 (1901) 把 者 风 的 草原 灌 六 称 之 需 洪流 草原 。 
2) 百里香 植物 合 落 是 接近 锥 荒 并 的 爱 落 ， 在 其 成 份 中 也 是 小 年 江 木 估 优 霓 , 但 在 大 都 的 情况 下 , DP MAR 

"RRA DR EAR ARES WARE. FER BBR ERE FL, Dwr (1940 
年 ) 我 货 把 百里香 草原 列 人 荒 并 化 草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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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R Ri CE KL a SB AK PT SE Ly, Fh EA i Be AS i 

禾 本 草草 原 之 间 的 大 陆地 带 ， 低 温 草 装 禾 本 草草 原 在 中 亚 租 亚 的 山地 上 分 佑 在 比 中 

| 温 亚 数 带 草原 更 高 的 山地 地 形 上 。 

7. FLFR Bee AS EE Vik eH A Dak BE SAS AS (EREMS) Fleh Cousinia 构成 的 大 量 

早年 具 刺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所 租 成 。 后 者 在 中 亚 苯 亚 的 山地 上 西天 山 、 而 特别 是 在 由 

米尔 - 阿 菜 册 的 西部 形成 独立 的 天 聚 。 

zh. EDL MM 5c FE Fee ik (TparaxauTospie CTenH) fie Bh oe SAE A BAK NE 

K( 3 Mbrapaleed: Oxytropis 和 Acantholimon BAN) BAF bh Hes aE 

” 秒 本 草 ( 玖 茂 , 狐 薄 等 ) 构 成 的 草 竹 中 。 汪 类 草原 是 由 草原 到 特 拉 加 克 托 夫 双 落 ( 佛 里 

FABRE) ABIES . 
RINT EALERTS (EBLE 

西天 山 )。 ERB ABS RRNME ARIA (Stipa glarcosa 或 是 S. 

gobica (ABARAKE HHL AL NEA Oxytropis tragacanthoides, O. aci- 

phylla, Convolvulus Gortschakovii ) 4. ES A ( 杭 爱 山南 部 ,蒙古 -阿尔 秦山、 戈壁 

“ 宙 谷 地 和 大 湖 盆 地 ) 草 原 区 南部 的 某 些 地 方 。 过 类 草原 分 伤 于 轻 各 (APA) Re 

等 (rpyHTED , AP #E is BARAK A. 
9. 塞 生 ( 荡 地 ) 草 原 [Kpuobunpupie 《nycTOITHPIe) crenu] 在 这 类 草原 租 成 中 ， 

大 量 高 山 荒地 成 份 一 一 草 装 帆 草 属 和 禾 本 草 植物 (Cobresia, Ptilagrostis mongolica) 

AUPE OMA RBI ANARABRAAR ( 狐 荡 ,早熟 禾 和 燕麦 ) 中 去 。 因 

此 ,荒地 草原 是 从 草原 到 高 山 荒 地 的 过 渡 类 型 。 

荒地 高 山 草 原生 长 在 由 米尔 - 阿 莱山 东部 、 天 山 和 准 踢 页 阿拉 套 山 草原 的 上 部 稳 

Fe. 在 草原 区 的 范围 内 ， 过 类 草原 在 蒙古 阿 泵 泰山 和 杭 爱 山中 部 山地 带 的 上 部 和 高 
而 带 的 下 部 分 做 得 相当 广泛 。 (ARRAN KS TR (其 中 有 
Cobresia WIS) = RATIA AAT, At, Fie He ik SR Ae SE Hh FEL BE TER PS 

高 山 带 接壤 的 地 方 。 

从 上 述 所 引 的 各 类 型 草原 中 ， 种 大 部 份 旦 生长 在 区 王 大 痪 革 原 [Be 5 FE ES J 

HA , 仅 没 有 什 稀 栅 乾 草原 和 具 刺 草本 草原 。 

从 上 述 中 可 以 看 出 ,天 部 份 的 草原 类 型 [除了 典型 (站 正 》 草 原 以 外 ] 都 包括 着 过 

渡 到 另 一 植 彼 类 型 的 草原 节 系 的 类 有 熏 (过 些 二 系 是 按 建 驮 种 和 亲 优 驶 种 的 组 成 来 确 

Ze), Abt, 1. H. Bea eR HEA (1917 年 ) 把 各 些 草 原 类 型 称 之 篇 植物 天 系 的 地 

FERS HF.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植物 -地 理学 的 划分 

从 事 於 草原 类 型 学 的 很 多 研究 家 也 研究 草原 区 ( 带 ) 划 分 成 亚 带 ( 见 上 ) 的 问题 。 

1) 上 面 提 玫 的 前 三 个 草原 关 型 早 篱 俄国 草原 学 家 所 划分 ; SAME PHBA. PRM, 
塞 生 和 特 拉 加 克 托 夫 草原 需 TI. H. 奥 夫 奋 尼 于 准 奇 所 划分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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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Spe hELE(E SUA AE 4 A BID (1942,1947) ,而 A. A. 尤 纳 托 

Fe (lOwatos) 是 从 事 於 草原 区 的 东部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 的 工作 (1950)。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从 多 BS IY PRED PBL, RMS 

1) 黑 海 沿岸 -哈萨克 亚 区 , 包括 以 多 瑙 河 下 游 到 阿尔 泰山 和 蔷 饥 泵 山 的 地 区 , 2) BH 
中 部 和 过 饥 里 -蒙古 亚 区 ， 包 括 草原 区 东部 , 锡 到 过 帮 联 阿尔 泰山 中 部 以 东 。 就 舌 度 
方向 , 把 具有 地 带 性 的 草原 区 划分 成 三 个 主要 亚 带 : a) 草 甸 草 原 或 森林 草原 亚 带 ， 
6) 典型 草原 亚 带 和 B) 荡 漠 草原 亚 带 。 在 过 每 一 个 亚 带 内 ,有 相应 的 草原 类 型 估 优 元 
( 见 上 )。 前 述 的 两 个 亚 区 是 不 包括 过 三 亚 带 的 相应 部 份 或 地 段 。 

黑海 沿岸 -哈萨克 亚 区 的 特征 如 下 :在 森林 草原 中 ,主要 是 具有 关 药 林 ( 松 林 仅 生 、 
REM At LL), 在 草原 草 三 中 , HRMS (Pennatae RAM) 起 主要 作用 LRA 

BENS, 大量 发 育 着 多 年 生 短 生 植物 (特别 是 Poa bulbosa) 和 短 生 植物 。 在 

过 亚 区 的 范围 内 划 出 四 个 基本 省 : 在 森林 草原 部 份 一 - 间 革 (主要 是 检 树 ) 林 的 欧洲 
森林 草原 省 和 小 全 (主要 是 权 玉 ) 林 的 西西 伯 利 亚 森林 草原 省 5 ; 在 草原 部 份 一 一 黑 
海 沿岸 省 和 哈 莫 克 草 原 省 ， 它 何 具有 不 同 租 成 的 建 罕 种 和 其 他 草原 成 从 的 特点 ?> 。 
每 一 个 草原 省 是 由 两 个 相应 草原 亚 带 的 地 段 所 和 组成 ( 见 上 )。 典 型 草原 亚 带 在 过 一 亚 
区 内 划分 成 两 个 二 级 亚 带 : 1) 杂 类 草 一 草 米 禾 本 草草 原 二 和 级 亚 带 和 2 ) 草 装 禾 本 草 
草原 二 级 亚 带 。 

亚洲 中 部 (过 乌 里 -蒙古 ) 亚 区 的 特 徽 如 下 ; Fe Shee I RANMA HE SEHK 
(PEERS AUD PK) ALS BK HEAD ， EPR ALR RPA ERS 
PASSER URS Capillae KAM), WEA RES ARRAS 
(很 多 Bardatae 族 系 的 ) ,在 草原 草 骏 中 末 乎 完全 没有 多 年 生 短 生 植物 和 短 生 植物 
《 表 2 ) 和 很 多 在 其 组成 和 和 结构 中 的 其 他 差别 。 在 过 亚 区 东部 精确 的 省 分 划分 是 需要 
进行 补充 调查 。 在 亚 区 的 北部 划分 出 的 两 个 森林 草原 是 : 杭 爱 - 寻 饥 里 森林 草原 省 ， 
包括 杭 爱 高 地 (Xaraiickoe Haropbe)， 肯特 山 的 遗 季 和 往 东 直到 天 栅 安 败 的 西部 
WBE, 存在 落 革 松 或 松 横 的 孤立 森林 ; FARE PRA ALR 
Quercus mongolica 构成 )。 显 然 , 在 各 些 省 中 ， 草原 的 组 成 也 是 略 有 差别 的 。 亚 区 的 

草原 部 份 是 属 讼 具 二 个 亚 带 的 蒙古 草原 省 。 
欧 亚 大 际 草 原 区 的 所 有 整个 地 区 的 分 化 首先 是 和 在 过 广大 地 区 中 的 气候 条 件 的 

丛 化 有 关 : 从 北 到 南 ,降水 量 汉 渐 减少 ,空气 瀑 度 降低 ,温度 异 高 ,气候 的 大 陆 性 从 西 到 
KAW. ARAB PUA AE EE Ee gE RS 

lA ME ARAM LASS, AAR Bt 
PEG AAA RAMA L, ,而 在 蒙古 则 需 淡 黄 棕色 士 。 

1) 竹 两 森林 草原 省 的 草 多 草原 和 草原 化 草 旬 的 和 钥 成 中 是 存在 差别 的 。 

2) FLA BREA A a ES A HR HEE AA Bk, Dea A oe A HE EE 2 

中 表示 出 。 

在 这 篇 女 章 中 我 没有 提 及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着 分 成 亚 省 和 县 (okpyT)， *K—RID FEMA GE A A AE 

E. M.。 拉 甫 连 科 (1947) 所 制定 的 , MER A RAB A. A. 尤 纳 托 夫 (1950) 所 制定 的 。A. A. 万 

钠 托 夫 划 分 的 蒙古 -阿尔 泰山 地 草原 省 和 北 支 壁 荡 资 草原 省 我 认 禽 应 赦 是 蒙古 草原 省 的 亚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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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S PERS LEA RPA AB, FEE Te," 

PS RSS HEU RIA BAAR, BECHARA Da WMS EB HS TT 
(ERE (PIFISERAVE), BLA RRKARS Riv CRELEWBRAEH BF. 
KRMDAEE RRO: 在 伏尔加 河 丘 陵 上 的 曼 什 皮 亚 尼 草 原 岛 嗅 ， 在 

南 饥 拉 笨 的 森林 山地 间 的 克拉 斯 讲 饲 索 尔 斯 基 森 林 草原 岛 咱 以 及 其 他 较 小 的 岛 
ABR, 

在 西伯 利 亚 南 部 森林 (松林 ) LLDPE REARS FLL PA EG A IB A 
_ 林 草原 岛 咱 : 阿 琴 斯 克 - 米 努 辛 斯 克 森 林 草原 点 和 草原 岛 噬 ,图 灯草 原 岛 咱 ,克拉 斯 计 
雅 尔 斯 克 森 林 草 原点 和 草原 岛 几 , OTE LI, ELLIE MER 
林 草 原 岛 昨 , 巴 尔 十 津 草原 岛 咱 , 耶 拉 灯 斯 克 森 林 草 原 岛 咱 和 其 他 一 些 较 小 的 草原 和 
森林 草原 岛 嗅 。 就 植 彼 的 硼 成 来 说 ,南西 伯 利 亚 的 过 些 草原 岛 嗅 和 森林 草原 岛 同 是 
趋 近 於 达 馈 里 -蒙古 亚 区 。 

HE JCAL RE FRE EN PA A DE I PR PR OE ER 
a: 在 中 部 勤 拿 河流 域 MICA) AN RS A LHR 
Be. CURCUMIN RK, WEA LAME AR 

SBR tk BH Hh 

AAPT ES BY 18 SRE HS i Bs BY FR HE Be HD, OT FE DH AB SE 

. 要 是 植物 琴 落 的 演 蔡 。 U.K. 帕 却 斯 基 (1917) 和 工 . 互 . 维 索 茨 基 (1915,1922— 

_ 1923) 在 汪 方 面 的 功绩 特别 互 大 。 过 两 位 研究 者 特别 注意 研究 了 家 冀 的 放牧 对 草原 

草 么 的 作用 和 在 摇 范 地 及 熟 荡 地 上 植 彼 的 演 奉 。 演 些 过 程 的 研究 在 草原 区 的 不 同 部 

”分 一 直 币 和 续 到 现在 ; 关於 过 些 问 题 方 面 的 文献 是 极其 多 的 。 自 1920 年 以 来 ,对 研究 

流 砂 生长 明 程 和 在 流 砂 地 上 草原 植物 有 一 落 的 形成 ， 以 及 对 研究 草原 草 硬 受 火 炎 的 影 

法 、 叔 次 土 中 动物 对 草原 植 彼 的 作用 等 等 也 同样 给 予 很 大 的 注意 。 

我 们 来 讨论 一 下 般 些 研究 工作 的 某 些 结果 。 

最 近 灯 年 的 研究 工作 (A. HW. RARER, A. 工 . KROBR, B. B. RBH, 

A. T. 巴 尼 科 夫 ，XM. C. SHEER, B. B. RBA, E. M. 拉 甫 连 科 等 等 ) 表 

明了 上 鼠 类 督 效 二 中 动物 ,特别 是 田鼠 (Microtus 的 种 ) 和 Lagurus lagurus MH AAR 

的 生活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这 些小 的 草原 食 草 动物 具有 典型 的 生物 学 特征 一 一 周期 性 

地 、 平 均 经 四 一 五 年 产生 大 量 的 繁殖 体 , WS, EMM Ste SE eK KT A 

«RARE “RL”, ELMAGW ERM HOE “BS” 期 通常 千 合 成 一 个 
BAMA, EME PPPR-AE , 而 如 把 其 中 有 某 些 空间 也 计算 在 内 的 话 , 则 长 过 数 

百 公 里 。 过 些 动物 在 其 穴 中 抛 出 大 量 的 土壤 ,在 草 笃 中 开辟 了 小 路 ,它们 不 仅 食 地 上 
枝 , 拭 食 带 更 新 芽 的 草原 草 闵 禾 本 草 的 地 下 部 份 ; 秋季 , EPIERARHEP HABA 

AMP, ee hO wean “KE” WB FRR ARBAR MMH EAT eR 
meh, ASSAM HABRERARNS EAM OHWAAS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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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S ERGY RREMDURHREED). BOOMS “RZ R 
快 下 降 , HEAD BRERAR CANS AMRKEEE, ARAMA 
Sesh, EAT RAE EA. 

BRAT fe By ——i BU (Citellus) 的 种 和 士 拔 鼠 属 〈Mearmota) 的 种 在 

草原 植 徙 生活 中 的 作用 很 大 ,但 其 作用 纺 没 有 鼠 类 叔 此 动物 来 得 大 , 写 们 在 自己 的 穴 
LE RRND, 

H. K. pa dnerde (1917) 22S, ES RRS AY BY te ep, IS 
作用 的 是 巨大 有 中 类 食 草 动物 (草原 卷 羊 和 局)。 在 过 一 方面 Wien AERIS AA 
。 拷 些 士 中 动物 没有 什 条 互 大 的 意义 。 现 代 的 砚 察 和 研究 所 告诉 我 们 的 却 是 相反 的 结 
cm 6, AP 5 BO BR LH ACRES “EAR GR A FS BE SA” 
«ROE SPE BE, 

Pee EVE EA, AK RE, A th ABUL, GE 
Bb SL FEE eS (Pe ER) LIBR, Ai, eee 
ELLE ERAERRBESEARS RAMSAR, FA ,表现 在 最 近 娄 年 

 〈 个 别 年 内 水 分 状况 良好 ) 一 年 生 、 二 年 生 植物 的 大 量 出 现 。 e 
DDS BS RC ee A Fe HT CHL ARID) 

ss 及 研究 东 帕 米尔 荒漠 草原 中 Stipa glareosa WA EW CE EBA) BA, BR 
_ BESSA HMM EMA SEE BES (Stipa glareosa)”  。 

ALES SBE Se Ae eS 4 SE ARAL, IB) Hh LE HE BRE 

遭 到 互 大 的 伙 动 。 过 时 ,植株 的 或 是 草 闵 的 数量 没有 改 释 ,但 是 从 物候 学 的 角度 和 运 
些 植物 地 上 部 份 对 士 壤 表面 的 复 鞭 看 来 可 而 察 到 十 分 互 大 的 侈 化 。 假 如 不 去 考 处 通 
LOBE, 那 未 草原 植 彼 的 同一 地 段 在 以 后 相继 两 年 内 来 到 地 段 , 对 比 一 下 降水 量 ， 
不 仅 可 以 把 蔷 地 段 烈 入 两 个 不 同 的 植物 替 灶 ,而 甚至 可 列 太 两 个 不 同 的 植物 琴 系 。 

” 夏 - 秋 一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植 物 的 大 量 发 育 (例如 Eragrostis minor, Salsola ruthenica, 

Artemisia scopax1d)， 而 在 演 饲 里 -蒙古 典型 草原 和 荡 漠 草原 中 的 A. pectinata 等 ;在 

WRERN ,甚至 在 没有 遭 到 有 中 类 和 大奖 食 草 动物 影响 的 “原始 ”草原 中 也 能 观察 
S|, HERB EME MLD ,就 其 起 源 来 说 是 草原 植物 。 

当 来 到 了 较 漫 长 的 、 多 年 的 潮湿 的 (或 相反 是 乾 旱 的 ) 时 期 时 ,可 以 现 察 到 相互 演 
替 类 型 的 植物 替 落 结构 的 更 重要 的 改 爸 。 

所 以 过 些 王 明了 草原 植 秆 的 十 分 互 大 的 “ 释 动 性 "。 

Sh tH ®@ WD He & 

随 着 ©. UV. 和 鲁 普 列 赫 特 的 名 著 “ 黑 钙 士 的 地 植物 学 研究 ”问世 以 后 (1866) , Ree 

的 草原 学 家 集中 省 意 着 草原 植被 的 历史 。A. OA. 克拉 斯 诺 夫 (1888 ,1891,1894) A. 

1) 在 过 饲 里 -区 十 章 原 亚 区 ,少年 生 植物 有 Salsola ruthenica SS; HR AAA WMA Ancurolepii- 
dum pseudoagropyrum, Artemisia Adamsii, Thermopsis lanceolata, 

2) Stipa glareosa wee FTA A. Tl. BRA HE FEI K AR RY 200—300 42. (253495) 5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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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 李 特 维 诺 夫 (1890)、 巧 . 人 帕 却 斯 基 (i910, 917) RRA eA IO. OL. 克 列 

奥 波 夫 (KmeonoB) (1935,1941) 和 特别 是 妃 ，M. 克拉 售 宁 尼 科 夫 (1922， 1939) 在 研 

究 各 一 问题 方面 作 了 很 多 工作 。 

MIRE DSA, LAS PSE 发 生 了 森林 动物 区 系 坊 并 做 地 区 

所 昌 型 的 上 新 世 十 局 动物 区 系 所 演 替 。 开 . 工 皮 多 普 利 奇 科 (IIHrormtaqgo) (1950) 

25, 现在 草原 主要 原始 的 动物 区 系 ,完全 有 根据 可 钢 需 是 中 新 世 动物 区 系 "。 

现代 的 古生物 学 研究 ,以 及 古 动 物 学 研究 记载 了 雁 联 欧洲 部 份 南部 草原 的 发 生 。 

例如 ，E. H. 安娜 诺 娃 (1954) 根据 花粉 分 析 的 研究 认 坊 , 自 中 蓝 尔 马 特 期 的 下 件 期 

以 来 ,可 以 提出 斧 联 欧洲 部 份 南部 草原 景观 的 发 生 。 在 过 时 期 内 ,在 孢子 粽 合 的 花粉 

中 典型 的 是 小 灌木 和 草本 植物 花粉 估 优 势 ;在 乔木 树种 中 , 留 下 来 的 仅 篇 松 和 某 些 半 

半 和 小 革 和 大 木 榭 种 的 花粉 。 这 一 开 做 地 域 带 稻 乱 扩大 到 上 萨 尔 马 特 ， 中 新 世 和 上 新 

世 。 在 下 第 四 丰 时 ， Hy ASHE YS FONG SR, 发 生 了 森林 向 草原 的 推进 。 HM. M, 

Ue HERI Ri (Moxposcxaa) (1954) ALAR OOHRS BB AL BE a 

HAT, WWE RERRABHR Re 植 彼 组 成 的 精确 资料 。 因 为 草本 

植物 花粉 确定 通常 算 进 行 到 科 。 
但 是 ， 草原 植 彼 可 能 基本 上 在 第 四 和 时 已 经 形成 了 现代 的 状态 。 在 更 新 世 的 氨 

LO, AMARA REDO, FATE URAC eR 
JR RSL, 42 BD A REI He RE) “” ee 
de SMS, EMAL REIT ES HEAD a ESET LAYERS ESE, PR 
西伯 利 亚 和 肯特 - 杭 爱 高 地 的 山地 草原 (HL. M. He EAS” TERE 
艾 遗 种 ) 相 似 。 在 更 新 世 气候 温 瞬 期 , URES,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区 的 草原 组 成 中 
估 优 侈 的 是 南方 一 一 地 中 海 一 一 起源 的 植物 种 。 

苏联 的 南方 山地 草原 ,就 其 钥 成 来 说 是 接近 於 欧 亚 大 陆 草原 区 的 草原 。 例 如 , 南 
高 加 索 (亚美尼亚 ) 的 山地 草原 在 租 成 方面 ,很 大 程度 上 相似 於 黑海 沿岸 草原 省 的 草 
原 ， 而 准 噶 条 阿拉 套 山 的 和 北 天 山 的 山地 草原 则 和 哈萨克 草原 省 的 草原 和 丰 似 ， 素 管 
现在 在 演 些 山地 草原 和 欧 亚 大 陵 的 平地 和 低 山 草原 之 问 没有 直接 的 联 傈 ; SPS 
RE RE PR AH Sa = FES RE, (HAL CE DL BIS Bh OR SE a LE 
的 ; 显然 , ARETE eH Pe A a PS AON LL Je 0 SRE RE 
22 JA BH Ae EHO PE, Se, eR EL 
PAA) ACA ARS ES EL, BE eR 
ESE LE LA AY KES AE UY CE PS 

HORPVERE TIS B.D. BGAN RTT 

(ae BE es ROE “ARR TIN”? Ss 4s, 19544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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