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生态学报    2007 31 (4): 673～679    ISSN: 1005-264X  CN: 11-3397/Q  

 

扩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343KB)
 [HTML全文](0KB)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相关信息

  本刊中 包含“去叶”的 相关文章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 王正文  

根茎克隆植物羊草体内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的时间变异及其对去叶干扰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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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研究针对根茎型克隆植物羊草(Leymus chinensis)考察了以下内容：1）地上枝条和根茎中可溶性碳
水化合物含量的时间动态及其对去叶干扰  
的响应；2）特定阶段植物体内一定部位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差异；3）植物体各部分（地上部分、直立茎地
下部分及根茎）间可溶性碳水  
化合物浓度变化之间的关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作者试图弄清碳水化合物对于羊草克隆分株和整个基株生长和

存活的意义。实验共有4个处理  
：1个对照和3个不同频度（在整个实验进行期间分别去叶1次、3次和5次）的去叶处理。所有去叶处理都采取一

个统一的强度，即留茬15 cm。  
地上枝条和根茎的取样频次为每10 d 1次。植物体各部分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以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
定。对不同去叶频度处理间的碳  
水化合物含量差异显著性进行 ANOVA分析。结果表明：不去叶对照处理在生长季盛期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的
显著下降归因于植物体快速的生  
长而引起植物叶片旺盛的呼吸消耗，而去叶处理中植物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并没有大的降低甚至在最频繁的
去叶处理下还有所上升，主要  
是由于去叶处理减少叶片而造成地上部分总呼吸量下降所致。一次性去叶处理并没有影响植物地上部分最终的可
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但是连  
续数次的去叶处理对地上部分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秋季气温下降时，碳水化合物自地上
向地下的转移在去叶频度越大  
的处理下表现越为迅速。这表明当植物体接受到气温降低的信号后，去叶干扰加速碳水化合物自地上向地下的转
移。可能由于地下枝条存在一  
定的贮藏功能，在实验过程中地下枝条中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浓度比地上枝条中表现的更加稳定。根茎中的可溶性
碳水化合物必要时会转移到地  
上以供应地上 枝条的生长，而旺盛的生长会消耗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然而自未接受去叶处理的分株向接受去叶处
理的分株的克隆整合（常常在  
较高频次的去叶处理中发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消耗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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