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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植物梭梭和沙拐枣的花环结构及C4光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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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和沙拐枣（Calligonum mongolicum）适应高温强光荒

漠环境的光合作用机构及特征，通过对其同化枝的解剖结构观察，δ13C值分析，以及气体交换测定表明：二者

均具有花环结构(Kranz anatomy)，肉细胞（Mesophyll cell）呈栅栏状，其内侧是维管束鞘细胞（Bundle 
sheath cell），小维管束与维管束鞘细胞相接。在栅栏组织和贮水组织中，梭梭具有形状巨大的含晶细胞；沙

拐枣具有大量的粘液细胞。梭梭和沙拐枣同化枝的δ13C值分别为-14.3‰和-14.8‰，在不同生长季节和土壤

水分条件下，二者的δ13C值变化在-14‰到-16‰之间。梭梭和沙拐枣的CO2补偿点分别为2 μmol•mol－1
和4 μmol•mol－1，光饱和点分别为1 660和1 756 μmol•m－2•s－1，表观光合量子效率分别为0.044和
0.057 mol CO2•mol－1 photons。这表明，广泛分布于我国荒漠地区的木本植物梭梭和沙拐枣为C4植物，
其光合途径不随生长季节和水分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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