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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两种大型沉水植物无机碳利用效率差异及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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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通过pH值漂移实验比较了太湖常见的两种沉水植物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和马来眼子菜(P. 
malaianus)对无机碳 利用效率的差异，并测定两者无机碳吸收关键酶——碳酸酐酶的活性，探讨了两者无机碳

吸收效率差异的原因。根据太湖自然水体的无机碳条件设定了3种不同碱度条件，测定起点pH值和无机碳条件。

不同碱度下pH值漂移变化和总无机碳/碱度比值的结果表明，两个种均能利用HCO3
－，适应低无机碳条件。两

者对HCO3
－的吸收速率决定于其浓度大小，该离子浓度越大，光合速率越高。但是对HCO3

－的吸收速率存在差

异：马来眼子菜在各碱度下终点pH值显著高于菹草，整体光合速率较高。CO2-光合速率响应曲线表明，在高pH

值(CO2受到限制)时，马来眼子菜对CO2亲和力较大。尽管菹草在pH值较低(6.5～7.0)时有相对较高的光合速

率，但是基于太湖自然水体夏季高pH值(>8.5)条件，马来眼子菜具有更大的生长优势，成为优势种群。两者无
机碳吸收速率的差异是造成它们生活史差异和时间生态位的一重要原因。同时，马来眼子菜碳酸酐酶活性明显高

于菹草，表明在相同无机碳条件下，前者催化HCO3
－与CO2之间的转化效率更高，这可能是造成两者无机碳吸

收速率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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