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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
,

但其长出的位置与一些种类在一个胚珠里具 3~ 12 个无融合生殖的不定胚的情况不同 ; 由

于胚可以在胚囊中自然发生或由物理和化学因素诱导产生
,

是一种突发的事情
,

其来源在大多数

情况下不确定 ( 6 〕 .

因此根据观察结果
,

我们认为大蕉具无融合生殖的不定胚的发育是种子成因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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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花无性系在不同光强度下表现结构的研究
’

马万里

(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
,

呼和浩特 0 10 0 2 2)

摘 要 本文以四川给云山的克隆草本蝴蝶花为对象
,

对其在竹林和针阔叶混交林林窗地带不同

的光变化生境中的表现结构进行了研究
.

经对蝴蝶花无性系小株的高度
、

基径
、

叶片数以及地上

和地下生物量的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 从林窗一林缘~ 林下
,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

蝴蝶花的高

度
、

基径和地上生物量相应减小
,

在林下达到最小
,

而地下生物量在林下却最大
,

叶片数 目没有

明显变化
.

文章分析和讨论了蝴蝶花所表现出的结构变化
,

并分别对株高和地上生物量与基径的

关系拟合了回归方程
。

关键词 蝴蝶花 ; 克隆草本 ; 表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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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蝴蝶花5 15 1少只 Po n ia cTh n ub 是莺尾科的一种多年生草本
,

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各省区
,

其花

鲜艳美丽
,

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 4 〕
。

在自然状态下
,

蝴蝶花由不断伸长的根茎先端形成新的无

性系小株来进行繁殖
,

是典型的无性系植物种群 ( 即克隆种群 d o
na l po p ul at io n) (l 2,1

3〕
。

目

前
,

以无性系植物为对象的生态学研究已经成为注目的热点问题
,

并且逐步发展为种群生态学研

究的一个新分支学科
,

在国外已取得了广泛的研究成果 〔 ’ `一 ’ 4, ’ 7一 24 〕
,

而我国只有少数学者的研

究工作涉及到这一领域 ( “
,

3
,

5
,

”
,

`5, ’ 6 〕
。

植物种群结构的研究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

一般包括表现结构
、

年龄结构
、

空间结

构和遗传结构
,

其中的表现结构 (高度
、

生物量和径级 ) 是种群在发育过程中每个成员实现其增

长机会的一种表达
〔 “ 〕 。

本文以克隆植物蝴蝶花为研究对象
,

选择不同群落类型中光照差异较大

的林窗
、

林缘和林下生境为样地
,

通过蝴蝶花表现出的构件大小
、

数量变化和空间排列等结构上

的变化
,

探讨蝴蝶花在不同生境中所表现的
“

取食
”

行为和生长对策
,

来深化对克隆生长机理的了

解和对植物种群在表现结构适应上的认识
。

表 1 样地基本特征

2 研究地点和方法

研究地点在四川重庆西北约 50 k m 的国家级

自然 保 护 区绪云 山 ( 29
“

4 6
`
一 2 9

“

5 4 ` E
,

10 6
0

2 2
产
一 106

0

2 7 了
N )

,

有关该保护区 自然环

境与植被情况 已有详细报道
〔6, 7, 8〕

。

样地选择具

有林窗地带的毛竹林群落和针阔叶混交林群落
,

在

样地内取相邻的林窗
、

林缘和林下 3 种生境代表光

变化环境
,

每个生境中再随机设 5 个 1 m x l m 的

样地类型 群落优势种 生境 光照度 (L x) 郁闭度%

A 一 4 2
.

12士 2
.

42 0

竹 林 毛 竹 A 2 20
·

8 4士 l
·

03 25
·

6 0

3A 16
·

7 7士 0
·

9 2 5 2
·

4 1

针阔叶 马尾松 B 一 4 1
·

9 3士 2
.

6 9 0

棍交林 杉 木 B 2 21
.

l 土 1
.

14 44 .5 。

大头茶 B 3 11
·

l 士 0
·

9 2 8 9
.

25

注 : A :
、

A Z
、

A 3

分别代表竹林的林窗
、

林缘和林下 3

种生境 ; B :
、

B Z
、

B , 分别代表针阔叶混交林的林窗
、

林缘

和林下生境
,

同步测 3 种生境的光照度
,

共测 20 次
,

X 士

S 为平均数士 标准误
.

小样方
。

测量以下特征 : ①竹林和针阔叶混交林的林窗
、

林缘及林下的郁闭度和光照度
,

方法见

〔 10 〕
,

得各样地基本特征 (表 1)
.

②每小样方内各分株的基径
、

高度和叶片数
,

并统计 〔 ’ 〕求出

又士 s值
。

③每小样方内地上部分 (包括花枝和叶片 ) 生物量
。

秤鲜重后带回实验室
,

烘干秤干重

表示生物量
。

④根据所得数据
,

基径按 .0 2 c m 为一个径级
,

高度按 5 c m 为一个高度级
,

叶片数

以 l 片为一个数量级
,

分别进行株 数统计
,

共测 6 x 5 个小样方
,

样本总数 4 0 4 个
,

时 问

19 9 5一 0 3一20 至 19 9 5月)5一 10
。

3 研究结果

3
.

1 蝴蝶花高度
、

基径和叶片数的结构特点

根据统计数据
,

分别绘出株数随高度级
、

基径级和叶级变化的分布图
,

见图 1
、

图 2 和图 3
,

结

果表明
,

从林窗~ 林缘一林下
,

高度和基径的统计值万士
s均表现出降低的趋势

,

特别是在混交

林中
,

这种趋势更明显
,

高度和基径在混交林的林下生境中的万士 : 值分别为 28
.

7士 8
.

83 和 0
.

71

士 0
.

15
.

但是对于叶片数
,

3 种生境中的统计值比较接近
,

都集中在 6 一 7 片
。

3
.

2 生物量结构的特点

根据各小样方内地上生物量 (包括叶生物量和花枝生物量 ) 和地下生物量的统计 (图 4) 及

方差分析 (表 2) 可 以看出
,

蝴蝶花无性系小株在生物量的分配上明显不同
,

地上部分生物量比



4期 马万里 :蝴蝶花无性系在不同光强度下表现结构的研究 4 5 3

口口口
林 窗窗 林 缘缘 林 下下

竹竹竹 加 4 3 31 土 ,
.

0 999

…
...

4 1
.

1士 8
.

4 444

}
... 4 0

.

0 8士 8
.

7 777

…
...

林林林 一5 ( x 土 s ))))) ( X 士 S }}}}} ( X 士 S )))))

lllll 00000 , .

}。
11111

.

川川川55555555555555555

11111 . 1111111111111

混混混 2 0 4 3刀了士 了
.

` sss

…一一
4 2

.

2 8土 8
,

4 999

1
……

. . .

… ……交交交 r s 天x 士 sssss ( X 土 5 11111 2 8 了土 8 8 333

林林林 100000 , 二 ,
.

11111
( X 土 S ,,

。。。 . 1
}}}}}}}}}

.

1 }一…{
...

株数

10 20 3(、 4 0 别 6 0

图 1

10 2 0 3吸) 4 0 匆 6 0 川 2门

高度级与株数的关系

30 4 0 别

高度级 ( cm /单位 )

口口口
林 窗窗 林 缘缘 林 下下

竹竹竹 1
.

2 2土 0
、

2 333

}!!!
L
、

20 土 0
,

2999 吸 1 1土0
.

2 555

林林林 20 `
又士 s ))))) ( X 土 S ))) ( X 士 S )))

1111100000 ,

. } .

{}i
!

}}
,, … ! J}{

}lll
『『『 .

! } }}}}}}}}}}
混混混 】

.

12士 0
.

2 333

一}
...

1
.

10士 0
.

2 444
.

{
...

…

……
交交交 20 _____ 丈 X士 S ))))) 0

.

7 1士 0
.

1555

林林林 《 X士 S )))))

二 , , .

}11111
( X 士 S )))

’’’

{
. ,

J} }---------
. 1 , }}

}
,,

株数

0
.

6 0
.

8 0
.

6 0
.

8 1
.

0 ]
.

2 1
.

4 1
,

6 0
.

6 0
.

8 ]
.

0 1
.

2

图 2 基径级与株数的关系
基径级 (“ / 单位

口口口
林 窗窗 林 缘缘 林 下下

竹竹竹 6
.

7 2 士 1
.

1666

!
. ,, 6

.

8 3土 1
.

000l 222

}
}}}

7
.

12土 1 0 999

…
...

林林林 sooooo

{{{{{{{ 二

}}}}}22222000000000000000

111110 .

}】】】】】】】】
混混混 6

.

4 2土 1 2 11111
{ lll 7

.

0 5士 】
.

1333

}
, ... 6

.

38 士 1
.

{ 333

}
...

交交交 30000000
.

}………
.

1………林林林 2000000000000000

’’’ ”
. ,

iiiiiiiiiiiiiii

株数

4 5 石 7 8 9 屯 0 4 5 6 了 8 9 毛 0 4 5 6 7

图 3 叶片数与株数的关系

8 9

叶片数

地下生物量大得多
。

方差分析表明
,

蝴蝶花各构件的生物量在不同样地间的差异不显著
,

但在不

同生境间差异显著 (表 2)
,

其中在林下生境中
,

地上生物量的值要低于林窗和林缘生境
,

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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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物量反而高于林窗和林缘生境( 图) 4
。

地卜部牛分物鼠
一从/ 单位à

地卜部分生物缄ǎ从/ 单位à

3
.

3 回归关系的建立

根据所测数据
,

分别用基径

和叶片数与株高进行回归方程的

拟合
,

以及分别用基径
、

株高和

叶片数与叶生物量
、

花枝生物量

和 地 上 生 物 量 进 行 回 归 拟 合

〔 l 〕
。

结果表明
,

只有基径与株

高表现出直线回归关系和基径与

地上生物量表现出的 L og iist
c 增

长性
。

结果见表 3
。

4 分析和讨论

众所周知
,

生物生存的环境

具有异质性
,

资源在生境中的分

配和资源对生物的供应都会表现

出差异
。

对于无性系植物
,

其表

现结构往往会影响对资源利用的

效率
,

所以
,

在不同的生境中
,

无性系植物的各种构件的表现应

奢奢奢奢奢奢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 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 篡篡篡篡篡篡篡篡篡篡篡篡篡

A :
、

A Z
、

^ 3 和 B l
、

B Z
、

B 3 同表 l ,

盗二刁 表示叶生物量
,

二〕 表示花枝生物量
,

. . 表示地 下生物量
,

勺一 表示标准误

图 4 蝴蝶花无性系小株在不同样地和生境间的生物量分配

保持最好的状态
,

以达到对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
。

表 2 不同样地间和同一样地不同生境间蝴蝶花无性系小株各构件生物量分配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D F D十生物量 花枝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不同样地间 1
,

4 0
.

5 1 n s 0
.

93 7 n s 1
.

0 24 n s 0
.

7 74 n s

不同生境间 l
,

3 0 68 5
.

0 0 * * 122
.

5 0 * * 月石
.

6 * * 9 8
.

55 * *

表 中数据为 F 位
,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尸 < 欣 01 )
,

仍 (no
n` ign iif ca

n cc ) 表示差 异不显著 (P ) 0 .0 5)
.

表 3 不同样地和不同生境间蝴蝶花基径与株高和基径与地上生物量的回归关系

样地和

生境

基径与株高的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 俩

I

基径与地上生物量

的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4
.

9 1 * *

13
.

88 冲*

5
.

77 * *

7
.

3 1 * *

10
.

75 * *

19
.

89 * *

y = 8
.

824 / l + 矛 J S一 12 :

y 二 9 827 / l十 e 3 08 一 3注 Zx

y = 9
.

566 / 1+ e么 ,卜 3治 5 1

y = 9
.

7 89 / 1+ e么 3̀ 一 I B日几

y = 9
.

8 27 / 1+ e 4
·

72味 93 x

y = 7
.

9 8 2 / l + e 3
,

6卜` 4 1 1

一 0 9 4

一 0
.

9 8

一 0
.

9 3

一 0
.

96

一 0
.

90

一 0
.

95

14
.

4 5 * *

2 3
.

3 3 * *

12
一

9 4 * *

18
.

4 6 * *

10
.

68 * *

15
.

72 * *

-464-,只以n,n,公UC,n,

……
o0nù000y , 0

.

97 6+ 3 4
.

9 9 x

y , 2
.

0 86十 3 3
.

8 4 x

y = 1
.

183 + 3 6
.

3 3 x

y = 10
.

6 13+ 29
.

06
x

y = 3
.

9 58十 3 3
.

2 3 x

y = 一 8
.

5 9 十 5 1
.

6 x

lA人气lB乓氏

A : 、

A Z、

戊 和 甄
、

B Z、 B ,
同表 l ; 率 ,

表示 t谊 > 饭01
,

相关极显著
·

本文选择的两个样地 中的林窗
、

林缘和林下 3 种生境
,

环境因子差异最明显的是光照强度
,

从林窗一林缘一林下
,

群落郁闭度越来越大
,

光照强度反而减小
。

蝴蝶花在株高
、

基径和地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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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方面表现出了逐渐减小的趋势
,

在林下生境中为最小
,

这种减小在混交林中更为明显
。

我们

认为
,

蝴蝶花各构件的表现可能与其生境的光照强弱有一定的关系
,

在光照充足的林窗和林缘生

境
,

蝴蝶花的光合产物更多地供给无性系小株地上部分各构件的生长
,

因此
,

表现在株高
、

基径

和地上生物量方面都要比林下生境大 ; 而在林下生境
,

特别是在针阔叶混交林的林下
,

群落结构

层次比较复杂
,

遮荫影响了林下的光照条件
,

无性系小株为了获得足够的光照来进行光合作用
,

就必须通过不断地伸长地下根茎
,

使无性系小株尽可能地置于有光斑的地方生长
,

因此
,

整个植

物体内的营养分配首先要满足根茎伸长的需要
,

因此地下生物量表现出了 比林窗和林缘生境中地

下生物量高的特点
。

所以
,

蝴蝶花可通过株高
、

基径以及生物量等的改变来适应变化的环境
。

蝴

蝶花在叶片数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

3 种生境中的无性系小株不论高度如何
,

但大多数植株

的叶片数集中在 6一 7 片
,

这是否与植物的个体发育有关
,

还待进一步研究
。

5 结 语

( l) 本文着重探讨了在野外自然状态下的光变化环境对蝴蝶花表现结构的影响
,

同一样地内彼

此接近的 3 种生境间
,

在温度
、

水分及土壤理化性质上有可能存在某些细微变化
,

这些变化是否

对其产生影响和作用如何
,

本文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
。

( 2 )研究结果表明
,

在不同的光变化生境中
,

蝴蝶花的表现结构 (高度
、

基径及生物量方面 )

存在差异
,

从林窗一林缘~ 林下
,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

表现出的株高
、

基径和地上生物量的统

计值又士 s也相应减小
,

在林下生境中达到最小
。

但在地下生物量方面
,

情况则相反
,

`

在林下时

达到最大
。

蝴蝶花通过这种克隆生长的变化和调节来适应生境的光照差异
。

( 3) 文中拟合的回归方程
,

表明在不同的生境中
,

蝴蝶花的株高和地上生物量都随基径的增加

而增大
,

用直线方程和 L o
ig ist c 增长方程分别表示这种增长是合适的

。

本文是在西南师范大学访学期间
,

由钟章成教授指导完成
,

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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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3穷穷穷穷穷穷穷3穷穷匀穷穷穷穷穷穷穷霉称穷穷穷穷穷穷介
,

3穷匀3穷穷穷穷穷透

广西植物研究所实行广西壮族自治

区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

19 9 6 年 10 月 30 日
,

广西植物研究所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
,

庆祝该所实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

国科学院双重领导
.

中科院协调发展局伶凤勤局长
、

中科院原生物局局长
、

原广西科学院院长钱迎倩教授以及

协调发展局宏观生物处
、

计财局编制处
、

预算处
、

综考会的领导专程从北京到桂祝贺 ; 中科院 11 个植物园的领

导
、

广西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杨道华同志
、

桂林市副市 长康天保同志 以及有关单位领导也出席了庆典仪式 ; 广西

区科委发来了贺电
.

广西植物研究所成立于 19 35 年
,

19 5 2 年至 19 6 2 年曾属中科院领导
,

19 6 2 年以后归广西地方政府领导
。

儿

十年来
,

该所在各级政府部门及中科院有关院所的支持下
,

为我国植物学事业的发展及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

此次回归中科院双重领导
,

标志着该所一个新的里程碑
,

对加强广西所与中科院兄弟所的联系
、

交流与

协作
,

扩大信息来源
,

增加参与市场竞争与国际合作的机会
,

加强人才培养
,

提高研究所的学术水平和知名

度
,

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

同时
,

广西植物研究所是目前在广西唯一属中科院领导的所
,

这对完善中科院学科
、

机构的区域布局
、

发挥广西的地理及资源优势以及桂林风景旅游名城的优势
,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

有极重要

的意义
。

庆典之后
,

举行了学术报告会
.

中科院钱迎倩教授作了
`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国际热点
” 、

广西所金代钧研究

员作
“

乌柏品种资源的研究
” 、

韦发南研究员作
“

广西苏铁资源及其分类研究
” 、 “

蓝福生副研究员作
”

第三届国际蔬

菜多样性会议简况
” 、

傅秀红助研作
“

银杏良种选育 咬 ` , t实丰产研究
” 、

黄仕训助研作
”

广西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

护研究
” 、

李光照研究员作
“

广西杜鹃花属的研究
”

报告
。

广西植物研究所 文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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