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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种子库是植物潜在的种群, 其时空分布格局对植物群落的动态与稳定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尤其是在

受外来种入侵危害地区, 土壤种子库的特征对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未来植被的结构、功能、组成与动态等更为重

要。本文通过野外调查与萌发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四川攀枝花市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入
侵地区的植被组成和紫茎泽兰种子雨前后土壤种子库的变化, 初步探讨了受入侵地区种子库中包括紫茎泽兰在内

的物种的种类与储量情况。结果表明: (1)在紫茎泽兰危害严重的地带, 群落组成比较简单, 草本层以紫茎泽兰最

为丰富, 种群构成为1–4年生植株及其荫庇下大量的实生幼苗, Drude多度极大, 频度达100%; (2) 在土壤种子

库中有13种高等植物出现, 与植被组成的相似度为0.31; 土壤种子库总储量为3,180粒/m2, 其中紫茎泽兰

1,950粒/m2, 占总储量的61.3%。种子库各层种子储量不同, 上层种子少于中下层, 差异不显著 (P>0.05), 在
土壤下层(5–10 cm层)的紫茎泽兰种子仍然可以萌发; (3) 种子雨后，表层土中(0–2 cm)紫茎泽兰种子总储量为

4,733粒/m2；紫茎泽兰种子雨后种子萌发出现2个峰值, 分别为第9天与第17天, 表明土壤中的紫茎泽兰种子会

阶段性打破休眠。紫茎泽兰在当地植被和土壤种子库中都占绝对优势, 其他物种从种子阶段就开始亏缺, 是紫茎泽
兰不断更新和难以彻底控制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Eupatorium adenophorum   种子库   种子雨   本地植物   恢复    

分类号 

DOI:  10.3724/SP.J.1003.2008.06232 

 

通讯作者: 
高贤明 xmgao@ibcas.ac.cn 

作者个人主页: 党伟光1;2; 高贤明1*; 王瑾芳1;2; 李爱芳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