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茅台镇是国酒茅台的生产地，其生态环

境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早在 1972 年，周恩来就

强调 :“茅台酒厂上游 100 km 内，不允许因工矿建

设影响酿酒用水，更不能建化工厂”[1]。茅台河谷炎

热、潮湿的气候，孕育了大量的酿酒微生物群落，生

态环境优越。但随着人为活动的频繁，该地区的生

态问题已渐渐凸显，市镇城市的无序发展，人口的

增加带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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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贵州茅台镇茅台上游河谷地区的苔藓植物生态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有苔藓植物 30 科 53 属 116 种；生态

类型有石生、土生、沙生、树附生、腐木生和水生等 6 种；PCA 排序分析表明，在大气候相同的环境下，苔藓植物生态分布格局差

异大，主要受微环境的影响。淡色同叶藓、拟阔叶小石藓、毛口藓、齿边缩叶藓、褶叶青藓和拟脆枝曲柄藓为该地区的优势苔藓

植物，其生物量为 32.80~225.00 g m-2，饱和吸水量为 23519.90~269999.96 g m-2。这说明，苔藓植物在该地区的生态修复过程中，

以其特有的生态功能在水土保持和涵养水源、物质循环、土壤性质改善和更新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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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yophytes community in valley area of upper reach in Maotai, Guizhou Province, China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16 bryophytes taxa belonging to 53 genera and 30 families. The 
bryophyt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6 types, such as petrophytia, terrestrial, psammophytic, epiphytic, saprophytic 
and aquatic.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showed that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ryophyt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fected by microenvironment factors. Isopterygium albescens, Weissia platyphylloides, Trichostomum 
brachydontium, Ptychomitrium dentatum, Brachythecium salebrosum and Campylopus subfragilis are dominant 
bryophytes, and their biomass ranged from 32.80 to 225.00 g m-2 with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from 23519.90 
to 269999.96 g m-2. It suggested that the bryophytes coul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aterial recycling, improvement and replace of soil in valley area of upper reach in Mao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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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失衡，从而破坏了茅台酒酿酒微生物生存的自

然环境，直接影响茅台酒的发展[2]。因此，研究茅台

上游河谷地区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苔藓植物分布广，具有特殊的生态功能，在岩

石风化、土壤有机质积累、森林沼泽化、CO2 的固

定和生物监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

着苔藓植物生态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苔藓植物的

生态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国外对苔藓植物生态作

用的研究较多，Pike[3]报道了威拉米特河谷奥克

森林附生苔藓植物和地衣在林层中的生态分布；

Bruce 等 [4]研究了蒙大拿州天鹅谷苔藓植物与森

林层的相关性，认为苔藓植物呈一定的规律分布；

Szövényi 等[5]报道了喀尔巴阡盆地溪谷流域森林树

附生苔藓的生态分布。而国内对苔藓植物主要集

中在分类和区系研究上，后期侧重于生物监测、水

土保持、林木更新等方面，郭水良等[6] 报道了长白

山森林中苔藓植物的生态格局；张元明等[7] 综述了

干旱与半干旱地区苔藓植物的生态学研究；吴玉环

等 [8] 研究了苔藓植物生态功能在植被恢复与重建

中的作用；刘俊华等 [9] 研究了苔藓植物的水文生态

功能；张朝晖等 [10] 研究了瀑布苔藓植物的生态学作

用等。然而，对茅台上游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生态作

用的研究还未见报道，该区域因特殊的地质构造，

形成较典型的 V 型谷，随着人为活动的日益加剧，

乱垦、乱伐造成荒漠化和山体滑坡，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遭到破坏，进而影响着茅台酒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

对贵州省茅台镇茅台上游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的生

态作用进行研究，为该区域植被恢复、生态治理和

修复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和参考资料，推动茅台酒

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茅 台 上 游 河 谷 地 区 位 于 贵 州 省 仁 怀 市 赤

水 河 畔，茅 台 酒 厂 上 游 100 km 内，地 理 坐 标

为 106°15′24.0′′~106°21′34.4′′E，27°46′27.2′′~ 
27°51′52.0′′N，海 拔 397~745 m。 该 地 区 属 亚 热

带河谷小气候，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

接 壤 地 带，地 形 切 割 剧 烈，山 高 谷 深，形 成 了 典

型 的 V 型 谷，属 低 海 拔 河 谷 类 型 [11]。 年 均 气 温

15.6℃ ~16.5℃，无凝冻，少降雪，无霜期在 300 d 以

上[12]。该区域地势低凹 , 形成特殊的小气候，地层

由紫色砂岩、红色页岩和石灰岩构成，其土质为红

色壤土，具有良好的渗水性，冬暖、夏热、少风的气

候特点有利于酿酒微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也为茅台

酒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地区因植

被的破坏大，人为开垦多，已没有完整的原生森林，

现存只有少量植被的次生森林。

2 研究方法

2.1 野外工作

于 2009–2010 年 3 次对茅台上游河谷地区的

苔藓植物进行全面调查，采集苔藓植物标本和基

质。选取典型 V 型谷坡面主要森林植被：竹林、灌

木林、阔叶林、针叶林和人工植被地(玉米地、红高

粱地等) 等样地中进行布点采样，每种生境设置 3
个样地，共 15 个样地，每个样地设 3 个调查样方，

在每个调查样方按 5 点取样法设 10 cm×10 cm 小

样方取样，采集小样方内的全部苔藓和基质，采集

苔藓植物标本 135 份。灌木林样地的 pH 为 5.4，有

大量灌木和草本，海拔 415~420 m，主要有土生和

水生苔藓；竹林样地的 pH 为 5.3，有少量草本，海拔

428~433 m，主要有土生和石生苔藓；针叶林样地的

pH 为 5.3，仅见少量草本，海拔 469~480 m，主要有

沙生和树附生苔藓；人工植被样地的 pH 为 5.7，海

拔 540~542 m，主要有土生苔藓；阔叶林样地的 pH
为 5.3，为次生林，海拔 610~620 m，主要有土生和

腐木生苔藓。野外调查时详细记录经纬度、海拔、

土壤 pH、频度、盖度及微环境特征等信息。

2.2 方法

标本鉴定　　应用 HWG-1 型解剖镜及 XSZ-
107TS 型显微镜对标本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借助 

《中 国 藓 类 植 物 属 志 (上、下 册 )》[13]、《中 国 苔 藓

志》[14–18] 以及多本地方苔藓植物志[19–21]，同时参

考国际最新的苔藓植物资料[22–24]及专业学术刊物

《Journal of Bryolgy》、 《The Bryolgist》和《Journal of 
the Hattori Botanical Laboratory》等对苔藓植物进行

鉴定。

生物量、饱和吸水量测定　　将藓类植物和泥

土分离清洗，过 60 目和 80 目分样筛，直至藓类植

物冲洗干净为止；将清洗干净的藓类植物室温晾干

24 h 后称鲜重，然后将藓类植物放于 60℃烘箱烘

48 h 后称干重，再将藓类植物充分吸水后放置于细

网至不滴水时称量饱和吸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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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

主成分分析(PCA)　　主成分分析 (PCA) 是

一种非约束性线性模型排序方法，在潜在梯度上

寻求代表最优解释变量物种的回归模型。PCA
是目前苔藓植物排序研究中利用较多且有效的

一 种 方 法。PCA 通 过 CANOCO Version 4.5 及

CANODRAW Version 4.0 作图软件完成[26]。

藓类植物生物量、饱和吸水率和饱和吸水量的

计算[27]　　藓类生物量(g m-2)= 藓类干重 (g dm-2)×
盖 度(%)×100；饱 和 吸 水 率(%)=[饱 和 吸 水 重            
(g dm-2) – 干重 (g dm-2)]/ 干重 (g dm-2)×100%；饱和

吸水量 (g m-2) = 生物量 (g m-2)× 饱和吸水率 (%)。

3 结果和分析

3.1 苔藓植物种类组成

经初步鉴定，茅台上游河谷地区苔藓植物共有

30 科 50 属 116 种；其 中，苔 类 12 科 13 属 20 种，

角苔 1 科 1 属 1 种，藓类 17 科 39 属 95 种。较常

见的苔类有地钱(Marchantia polymorpha)、粗裂地

钱原亚种 (M. paleacea subsp. paleacea)和片叶钱苔

(Riccia crystallina)等，角苔仅有褐角苔(Folioceros 
fusciformis)1 种，而 藓 类 植 物 在 该 地 区 明 显 占 有

较大优势，较常见种有淡色同叶藓(Isopterygium 
albescens)、拟 阔 叶 小 石 藓(Weissia platyphylloides)
和褶叶青藓(Brachythecium salebrosum)等，说明该

地区苔藓植物分布广，适应能力强，耐旱且抗干燥

的苔藓种类多，反映出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的多样

性，其中苔类相对较少，对环境要求高；藓类占主体

部分，而绝大多数藓类常交织成垫状群落，易吸水

和固土，在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角苔的出现，说明该区域环境虽遭到破坏，但还

不是很严重，使其能很好的繁衍和发展。这些种与

亚热带季风河谷常见种具有一致性。对不同生境

苔藓植物丰富度的分析表明，竹林 > 阔叶林 > 针叶

林 > 人工植被地 > 灌木林 (表 1)，可见竹林中苔藓

植物丰富度最大，灌木林中最小，这与林内微环境

密切相关。

3.2 苔藓植物的生态类型

以不同基质为划分准则，茅台上游河谷地区

苔藓植物共有 6 种生态类型，即：石生、土生、沙生、

树附生、腐木生和水生等。较常见的石生苔藓有

平叶异萼苔(Heteroscyphus planus)和阔叶小石藓

(Weissia planifolia) 等，它们常形成垫丛状覆盖于

岩石上，可减少岩石的风化和侵蚀，且易与土壤形

成生物结皮，构成一个共同体，在土壤循环中起到

重要作用。土生类型的代表种有：拟阔叶小石藓

(Weissia platyphylloides)、疣叶石灰藓(Hydrogonium 
gangeticum)和 大 叶 石 灰 藓(H. majusculum)等，易

通过假根和叶表皮细胞来吸收水分和有机质，维

持自身的生命活动，也为其他生物新陈代谢提供

条件。较常见的沙生苔藓植物有狭网真藓(Bryum 
algovicum)和 真 藓 (B. argenteum) 等，沙 生 类 型 是

一 些 较 耐 旱 的 广 布 种，与 河 谷 地 区 的 苔 藓 种 类

相一致。树附生的代表种是平锦藓(Platygyrium 
repens)，该物种易附生在树干和树皮上，当自身多

余的水分细胞失水后，经过皮孔进入到植物体内，

使得植物体生命活动更加旺盛，同时起到林木更

新的作用。腐木生的代表种是细枝刺枝藓(Wijkia 
surcularis)，该物种常与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构成群

落，在微循环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水生的代表种是

密叶泽藓(Philonotis hastata)等，此物种在水生生态

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生产者的角色。这反映了茅

台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其苔藓在

各生境中具有不同作用。虽然大环境相同，但每种

表 1　茅台上游河谷地区森林植被中苔藓植物的物种丰富度

Table 1 Species richness of bryophytes in forest vegetations in valley area of upper reach in Maotai

生境类型

Habitat type

科数

Number of families

属数

Number of genera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丰富度指数

Abundance index

排序

Order

灌木林 Shrubbery 6 6 8 –0.542 5

竹林 Bamboo forest 9 9 10 0.475 1

针叶林 Coniferous forest 7 8 11 0.170 3

人工植被地 Artificial vegetation 5 8 8 –0.435 4

阔叶林 Broad-leaved forest 8 9 10 0.332 2

王登富等：茅台上游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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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藓植物对基质、微环境的要求各不相同，出现了

一定的差异性规律，苔藓植物以其自身的生理构造

适应不同环境，同时又对不同基质和微环境进行改

造和更新，在人为活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还能使

酿酒微生物能很好的栖息、生存和繁殖，对维持生

态平衡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推动了茅台酒的生存和发展。

3.3 苔藓植物生态分布格局

对茅台上游河谷地区 V 型谷坡面不同森林植

被中的苔藓植物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反映物种与生

境的关系，也可看出物种与物种间的相关性。以各

生境中苔藓植物的重要值作为研究指标(表 2)，对

15 个样点和 32 种苔藓植物进行 PCA 排序(图 1)，
从图 1 可看出，苔藓植物在各生境中呈不均匀分

布，W3、W4、W5、W6、W25 等 5 种可归为一组，

各物种在样点 2、3、12 中的多度值均大于其他物

种，与实际调查结果相符，适应灌木林和人工植被

地的生境，说明这 5 种苔藓植物生存环境极其相

似；同样，W28、W29、W30、W32 这 4 种可归为

一组，在样点 14、15 中的多度值均大于其他物种，

适应阔叶林环境；物种 W9、W13 在样点 6 的多度

值均大于其他物种，也可归为一组，适应竹林环境；

物种 W2 单独归为一组，因为靠近原点且在各生境

中的多度值均最小；其余物种可归为一组；说明在

大气候相同的环境下，苔藓植物在各生境的生态分

布格局差异大，主要受微环境的影响。然而，从表 2
中可看出，拟阔叶小石藓分布于 4 个生境中，出现

的样点多，频度大，生态分布广，属于较耐旱的广布

种，在该地区占有最大优势；其次，淡色同叶藓，疣

叶石灰藓和绿片苔各分布于 3 个生境中，频度相对

大，在各样点中出现的次数也多，也占有较大优势；

其他物种在样点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少，不占有优

势，但在整个环境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说明在极干

燥的亚热带河谷地带，苔藓植物以其自身的生理构

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3.4 苔藓植物生物量、饱和吸水量

苔藓植物不仅生物量大且分解缓慢，因此能积

累较大的生物量，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初级生产

图 1　茅台上游河谷地区森林植被中苔藓植物的 PCA 排序。W1~W32 为苔藓植物物种，见表 2；1~15 为采样点。

Fig. 1 PCA diagram of bryophytes in forest vegetations in valley area of upper reach in Maotai. W1–W32 are bryophytes, see Table 2; 1–15 are 

sampling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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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茅台上游河谷地区森林植被中苔藓植物

Table 2 Bryophytes in forest vegetations in valley area of upper reach in Maotai

编号

No.

苔藓

Bryophytes

样点

Plot

盖度

Coverage

各样点出现频

度 Frequency

重要值

Importance value

W1 粗裂地钱原亚种

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 paleacea 
1 1.00 1 0.01000

W2 小石藓 Weissia controversa 1 0.30 1 0.00650

W3 淡色同叶藓 Isopterygium albescens 1,9,10,11 0.30, 0.50, 0.05, 0.08 1,1,2,1 0.00650, 0.00750, 0.01050, 
0.00540

W4 圆枝青藓 Brachythecium garovaglioides 1,2,3,9 0.20, 0.15, 0.15, 0.05 2,1,1,1 0.01175, 0.00575, 0.00575, 
0.00525

W5 平叶异萼苔 Heteroscyphus planus 2,15 0.40, 0.40 1,1 0.00700, 0.00700

W6 拟阔叶小石藓 Weissia platyphylloides 2,3,9,11,12 0.25, 0.15, 0.25, 0.05, 0.03 1,3,2,1,3 0.01800, 0.02450, 0.01250, 
0.00250, 0.01545

W7 楔瓣地钱东亚亚种

Marchantia emarginata subsp. tosana

4 0.40 1 0.00700

W8 疣叶石灰藓 Hydrogonium gangeticum 4,7,11 0.20, 0.30, 0.05 1,2,1 0.00600, 0.01400, 0.00525

W9 绿片苔 Aneura pinguis 4,6,13 0.30, 0.15, 0.05 1,2,1 0.00650, 0.01125, 0.00525

W10 短齿牛毛藓 Ditrichum brevidens 4 0.30 1 0.00650

W11 美丝瓜藓 Pohlia lescuriana 4,5 0.20, 0.10 1,1 0.00600, 0.00550

W12 南亚石灰藓 Hydrogonium consanguineum 5,8 0.10, 0.15 1,1 0.00550, 0.00575

W13 褐角苔 Folioceros fusciformis 5,6 0.15, 0.15 1,3 0.00575, 0.02200

W14 拟小凤尾藓 Fissidens tosaensis 5 0.20 1 0.00600

W15 毛地钱 Dumortiera hirsuta 5 0.20 1 0.00600

W16 长叶细鳞苔 Lejeunea discreta 7 0.05 1 0.00525

W17 亚灰白青藓 Brachythecium subalbicans 7 0.20 2 0.01175

W18 灰青藓 Brachythecium glauculum 8 0.15 1 0.00575

W19 细枝刺枝藓 Wijkia surcularis 8 0.10 2 0.01075

W20 暖地大叶藓 Rhodobryum giganteum 8 0.15 1 0.00575

W21 拟梳灰藓 Hypnum submolluscum 10 0.20 2 0.01200

W22 石地钱 Reboulia hemisphaerica 10 0.15 1 0.00575

W23 小青藓 Brachythecium perminusculum 11 0.10 1 0.01075

W24 蛇苔 Conocephalum conicum 12 0.05 1 0.00525

W25 尖叶美喙藓 Eurhynchium eustegium 12 0.05 1 0.00525

W26 小蛇苔 Conocephalum japonicum 13 0.20 2 0.01175

W27 东亚小金发藓 Pogonatum inflexum 13 0.05 1 0.00525

W28 丛毛藓 Pleuridium subulatum 13,14 0.15, 0.20 1 0.00575, 0.00600

W29 柔叶同叶藓 Isopterygium tenerum 14 0.40 3 0.02150

W30 拟纤枝曲柄藓短叶变种

Campylopus gracilentus var. brevifolia

14,15 1.00, 1.00 1,2 0.01000, 0.01225

W31 长蒴灰藓 Hypnum macrogynum 15 0.40 1 0.00700

W32 细小叶苔 Jungermannia pumila 15 0.40 1 0.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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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在一些极端环境中，苔藓植物作为优势种

是最大的生产者，且苔藓植物常交织形成垫状，产

生大量毛细空隙，可以通过细胞壁直接从植物体外

部吸收水分，具有吸水快、保水能力强的特点[8,28]。

为了探索茅台上游河谷地区典型 V 型谷森林

植被中优势苔藓植物，即淡色同叶藓、拟阔叶小石

藓、毛 口 藓(Trichostomum brachydontium)、齿 边 缩

叶藓(Ptychomitrium dentatum)、褶叶青藓和拟脆枝

曲柄藓(Campylopus subfragilis)的生态功能及在生

态治理中的作用，对其生物量和饱和吸水量进行

了测定(表 3)。结果表明，在茅台上游河谷地区，6
种苔藓植物的生物量为 32.80~225.00 g m-2，拟脆

枝曲柄藓的最小。由于苔藓植物是森林植被层下

主要的植被类型，且藓类植物体内含有类似木质素

的酚类化合物较多，具有抗腐蚀和抗捕食的作用，

一旦形成地被层，不易被微生物分解或被食草动物

取食，因而藓类植物的生物量逐年增加 [29]。然而，

这些苔藓植物下部衰老死亡后，留下大量残体，可

改善土壤性质，为其他微生物提供很好的栖息场所

和生存条件，维持了生态平衡，在物质循环方面起

到促进作用。从表 3 可见，淡色同叶藓、拟阔叶小

石藓、毛口藓、齿边缩叶藓、褶叶青藓和拟脆枝曲柄

藓的饱和吸水量分别高达 269999.96、149199.40、

251999.93、48930.00、221400.90、23519.90 g m-2，

其 饱 和 吸 水 率 分 别 为 1436.17%、1065.71%、

1161.29%、1165%、1054.29%、717.07%，这 对 于

在茅台集干旱、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和人为

破坏于一体的生境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藓类植物

在充分吸水后，在长时间没水源的情况下能很好地

生存。此外，如果长时间不降水，藓类植物也会失

水，其细胞的渗透压极度降低进入休眠状态，此时

藓类植物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维持生命而长年不

死，遇到降水它能很快复苏生长[27]。藓类植物这些

独特的生理特性，也为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登陆创造

条件，这对茅台河谷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植被恢复

和生态系统的修复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从表

3 还可看出，苔藓植物的饱和吸水量和生物量呈正

相关的关系，说明生物量大的苔藓植物不仅含有大

量的有机物，而且保水作用和固土能力强，可在茅

台上游河谷地区的生态修复过程中，特别在水土保

持和涵养水源、物质循环和土壤性质改善和更新等

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表 3　茅台上游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的生物量、饱和吸水量

Table 3 Biomass and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of bryophytes in valley area of upper reach in Maotai

苔藓

Bryophytes

饱和吸水重 Weight of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g)

生物量

Biomass (g m-2)

饱和吸水率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rate (%)

饱和吸水量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g m-2)

淡色同叶藓 Isopterygium albescens 28.88 225.00 1436.17 269999.96

拟阔叶小石藓 Weissia platyphylloids 16.32 140.00 1065.71 149199.40

毛口藓 Trichostomum brachydontium 27.37 217.00 1161.29 251999.93

齿边缩叶藓 Ptychomitrium dentatum 15.18 42.00 1165.00 48930.00

褶叶青藓 Brachythecium salebrosum 24.24 210.00 1054.29 221400.90

拟脆枝曲柄藓 Campylopus subfragilis 6.70 32.80 717.07 23519.90

4 讨论

通过野外采集苔藓植物进行分析鉴定，结果表

明该地区共有 30 科 50 属 116 种 , 以藓类植物占较

大优势，苔类分布相对较少，角苔仅 1 种，说明苔藓

植物种类组成丰富，适应能力强，耐旱且抗干燥的

苔藓种类多，反映出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的多样性，

虽茅台上游河谷地区环境人为破坏大，但较多苔藓

植物适应能力强且分布广，能很好地繁衍和发展。

对各生境苔藓植物丰富度分析表明，竹林中的苔藓

植物丰富度最大，灌木林的最小，这与林内微环境

密切相关。

河谷地带苔藓植物生态型可分为 6 种类型，

即石生、土生、沙生、树附生、腐木生和水生等类型，

各种生态型的苔藓植物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从

而反映了茅台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生态类型的多样

性。虽然在大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但由于河谷小气

候的影响，使得每种苔藓植物对基质、微环境的要

求各不相同，出现了规律性差异，苔藓植物以其自

身的生理构造适应环境，同时又对不同基质和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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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改造和更新，在整个河谷地带中发挥着重要

角色。

PCA 排序结果表明，苔藓植物的分布状况呈不

均匀性，说明在大气候相同的环境下，苔藓植物对

小生境的要求大，苔藓植物受微环境的影响分布格

局差异大。然而，拟阔叶小石藓分布于 4 个生境中，

出现的样点多，频度大，重要值高，生态分布广，属

于较耐旱的广布种，特别适应于该地区的环境，为

其他生物登陆创造了条件，在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

循环中具有促进作用，然而，淡色同叶藓、疣叶石灰

藓和绿片苔各分布于 3 个生境中，频度相对大，在

各样点中出现的次数也多，占有较大优势；其他物

种在样点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少，不占有优势，但

作用不容忽视。在亚热带河谷地带，苔藓植物以其

自身的生理构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探明茅台上游河谷地区苔藓植物生态功

能及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对优势苔藓生物量

和饱和吸水量的测定结果表明，淡色同叶藓饱和吸

水量和生物量均最大，占绝对优势，且两者呈正相

关的关系。可见，生物量大的苔藓植物不仅含有大

量的有机物，而且保水作用和固土能力强，因此，可

利用生物量大的淡色同叶藓经过大量的组培繁殖

移植到受到破坏的环境中，以达到生态治理的目

的，为保护茅台上游河谷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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