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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克隆植物（%&’()& *&)(+）的生态学研

究在国内外都得到快速发展。在相关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中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多始于英文文献，而

在中文语境中，颇为不一。

为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尝试推进中文语

境中相关术语和概念的一致化，是为本篇要旨。

! 基本术语和概念

! , 不定胚生殖（-./0(+1+1’23 04567’(7）
通过形成不定胚种子实现的无性繁殖过程。不

定胚是指由珠心或珠被细胞直接发育形成的胚。

8 , 长命间隔子（9’(:;&1/0. 3*)<06）
寿命较长的分株间间隔子，常常维持多个生长

季节。

$ , 单轴型分枝（=’(’*’.1)& 56)(<>1(:）
主枝（干）明显，且为同一顶端分生组织的产物。

? , 顶向运输（-<6’*0+)& +6)(3*’6+)+1’(）

资源或信号从茎的基部向茎的顶端进行运输。

@ , 短命间隔子（A>’6+;&1/0. 3*)<06）
寿命较短的分株间间隔子，常常小于或等于一

个生长季节。

B , 非克隆生物（-<&’()& ’6:)(134；(’(;<&’()& ’6;
:)(134）

不具有克隆性的生命有机体。

C , 分株（D)40+）
克隆分株。

E , 分株系统（D)40+ 373+04）

克隆片段或克隆系统。

# , 分株选择性放置（A0&0<+1/0 *&)<040(+ ’F 6)4;
0+3）

在资源异质性分布的生境，尤其是资源缀块性

分布的生境中，克隆植物为了提高克隆水平上的资

源获取，在其克隆生长过程中，通过克隆可塑性和克

隆整合性，将较多的分株放置到资源较丰富的小生

境中的选择性放置方式，也称觅食行为。

!" , 分株种群（D)40+ *’*2&)+1’(）

以分株为个体单位的克隆植物种群。

!! , 根源型克隆植物（D’’+;.061/0. <&’()& *&)(+）
克隆器官为根或其衍生物的克隆植物。

!8 , 合轴型分枝（A74*’.1)& 56)(<>1(:）
主枝（干）不明显，或主枝（干）明显但由不同顶

端分生组织的产物分段组合而成。

!$ , 基向运输（G)31*0+)& +6)(3*’6+)+1’(）

资源或信号从茎的顶端向茎的基部进行运输。

!? , 基株（H0(0+）
起源于同一合子的所有分株的集合，也称遗传

学个体、克隆或无性系。

!@ , 基株生长类型（H0(0+ :6’I+> F’64）

克隆构型。

!B , 基株种群（H0(0+ *’*2&)+1’(）

以基株为个体单位的克隆植物种群。

!C , 间隔子（A*)<06）
连接相继摄食位点的横生结构，常为分株间的

连接结构。

!E , 克隆（%&’(0）
由单个原初亲体，在自然条件下，通过自发的无

性过程或营养过程，所产生的所有有机体的集合，通

常假定这些新产生个体相互之间，及其与亲体之间，

在遗传上相同；包括植物克隆和动物克隆等，也称遗

传学个体、基株或无性系。

!# , 克隆变异（%&’()& /)61)+1’(）

克隆内（J(+6);<&’()&）或克隆间（J(+06;<&’()&）的性

状变异。

8" , 克隆动态（%&’()& .7()41<3）
克隆生物种群的基株种群和 K或分株种群的动

态。

8! , 克隆动物（%&’()& )(14)&）
具有克隆性的动物，常见如珊瑚、海绵和水螅

等。

88 , 克隆多样性（%&’()& .1/0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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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中克隆或基因型或基株的数量。

!" # 克隆繁殖（$%&’(% )*&)(+(,-&’）

营养繁殖。

!. # 克隆方式（$%&’(% /&*0）

克隆型。

!1 # 克隆分株（$%&’(% *(02,）
同一基株内，形体和生理独立的，或具备潜在形

体和生理独立性的最小个体单位（单元）；植物克隆

分株具备完整枝系和根系或具备形成完整枝系和根

系的潜力，具有非克隆植物个体的全部功能。

!3 # 克隆构型（$%&’(% (*45-,24,6*2）
基株生长类型或克隆生长类型，包括密集型和

游击型两种极端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过渡类型。

!7 # 克隆间竞争（8’,2*4%&’(% 4&0)2,-,-&’）

不同克隆间关于资源的负相关关系。

!9 # 克隆结构（$%&’(% :,*64,6*2）
克隆多样性。

!; # 克隆可塑性（$%&’(% )%(:,-4-,<）
克隆性所决定的性状的表型可塑性。

"= # 克隆扩展（$%&’(% 2>)(’:-&’）

通过克隆生长实现的克隆散布。

"? # 克隆内调节（8’,*(4%&’(% *2+6%(,-&’）

同一克隆的（尤其是相互连接的）不同部分或分

株之间，为克隆层次上尽可能多地利用资源而表现

出的相关性状的相应改变。

"! # 克隆内分工（8’,*(4%&’(% @-A-:-&’ &/ %(B&*）
相互合作的分株为了更有效地获取不同资源，

伴随着克隆整合而产生的形态与生理功能的协调特

化。

"" # 克隆内竞争（8’,*(4%&’(% 4&0)2,-,-&’）

同一克隆的（尤其是相互连接的）不同部分间或

分株间，关于资源的负相关关系。

". # 克隆内生理整合（8’,*(4%&’(% )5<:-&%&+-4(% -’C
,2+*(,-&’）

克隆内分株间的物质和 D或信号传输，并改变了

相连分株的行为。

"1 # 克隆内物质传输（8’,*(4%&’(% ,*(’:%&4(,-&’ &/
0(,,2*）

物质在相互连接的分株间的传输，例如水分、碳

水化合物和次生代谢产物等。

"3 # 克隆内资源共享（ 8’,*(4%&’(% :5(*-’+ &/ *2C
:&6*42:）

相连分株间通过克隆整合作用而实现的对不同

分株所吸收的资源（如，水分、养分和碳水化合物等）

的共享。

"7 # 克隆片段（$%&’(% /*(+02’,）
由相互连结在一起的潜在克隆分株形成的片段

或系统。

"9 # 克隆器官（$%&’(% &*+(’）

克隆生长器官。

"; # 克隆器官分枝格局（E*(’45-’+ )(,,2*’ &/ (
4%&’(% &*+(’）

即克隆器官的分枝类型，包括单轴型和合轴型。

.= # 克隆散布（$%&’(% @-:)2*:(%）
通过克隆生长和 D或克隆生殖实现的生物个体

在空间上的散布。

.? # 克隆生长（$%&’(% +*&F,5）

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自发地通过营养方式形成

遗传上相同，且具有潜在独立性的新个体或分株的

能力或过程。

.! # 克隆生长策略（$%&’(% +*&F,5 :,*(,2+-2:）
通过克隆生长过程实现的，对环境及其变化的

适应方式。

." # 克隆生长器官（$%&’(% +*&F,5 &*+(’）

克隆植物用于克隆生长的器官，如匍匐茎、根状

茎、球茎和鳞茎等。

.. # 克隆生长型（$%&’(% +*&F,5 /&*0）

克隆构型。

.1 # 克隆生活史性状（$%&’(% %-/2 5-:,&*< ,*(-,:）
克隆植物所特有的生活史性状，包括克隆内分

工、克隆器官的存储功能以及以克隆整合和克隆可

塑性为基础的分株的选择性放置。

.3 # 克隆生物（$%&’(% &*+(’-:0）

具有克隆性的生命有机体。

.7 # 克隆生殖（$%&’(% *2)*&@64,-&’）

无配子种子生殖。

.9 # 克隆系统（$%&’(% :<:,20）

克隆片段或分株系统。

.; # 克隆行为表现（$%&’(% )2*/&*0(’42）
克隆植物适合度或适合度相关性状的表达。

1= # 克隆形态（$%&’(% 0&*)5&%&+<）
由克隆性确定的形态性状及其衍生性状。

1? # 克隆型（$%&’(% /&*0）

克隆植物进行克隆生长的类型或方式，包括根

茎型、匍匐茎型、珠芽型、分蘖型、块茎型、球茎型、鳞

茎型、压条型、根出条型、根劈裂型和块根型等；克隆

方式或克隆生长方式。

1! # 克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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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自发地产生遗传结构相同

并具有潜在独立性新单元或个体的能力或习性；克

隆性包括克隆生长和克隆生殖两种主要方式。

!" # 克隆性状（$%&’(% )*(+),）
与克隆性密切相关的生物性状。

!- # 克隆整合（$%&’(% +’)./*()+&’）

克隆内生理整合或生理整合。

!! # 克隆植物（$%&’(% 0%(’)）
具有克隆性的植物，常常是指具有克隆生长习

性的植物。

!1 # 克隆植物网络（$%&’(% 0%(’) ’.)2&*3）

克隆植物通过克隆生长形成的由相连分株和间

隔子组成的地上和 4或地下的水平网状结构；常常为

游击型植物的克隆片段。

!5 # 克隆植物种群（$%&’(% 0%(’) 0&06%()+&’）

一定时空中克隆植物同种个体的集合，包括基

株种群和分株种群。

!7 # 觅食行为（8&*(/+’/ 9.:(;+&*）
有机体在其生境内进行的促进对必需资源获取

的搜寻或分枝过程。

!< # 密集型（=:(%(’> /*&2): ?&*@）

基株生长型的一种极端类型；同一基株的分株

间的距离较小，分株呈密集状分布。

1A # 密集型克隆植物（=:(%(’> B%&’(% 0%(’)）
基株生长型为密集型的克隆植物。

1C # 蘖片（D+%%.*）
克隆分株的一种；常常指禾草植物的分株；由秆

基部侧芽产生具有自己的不定根系的新的小植株。

1E # 潜在分株（=&).’)+(% *(@.)）
形体上不独立，但具备完全独立潜力的分株。

1" # 趋 富 特 化（ F0.B+(%+G()+&’ ?&* (96’H(’) *.I
,&6*B.）

植物在对资源水平的响应中，将相对多的生物

量投向吸收较富足资源的器官或部分，或将相对多

的生物量投向形成有利于吸收富足资源的结构或生

理等方面的特征。

1- # 趋贫特化（F0.B+(%+G()+&’ ?&* ,B(*B. *.,&6*B.）
植物在对资源水平的响应中，将相对多的生物

量投向吸收较缺乏资源的器官或部分，或将相对多

的生物量投向形成有利于吸收较缺乏资源的结构或

生理等方面的特征。

1! # 取食点（8..H+’/ ,+).）
摄食位点。

11 # 摄食位点（8..H+’/ ,+).）

克隆植物网络中吸收资源的部分，常常具有根

系和 4或枝系。

15 # 生理整合（=:J,+&%&/+B(% +’)./*()+&’）

克隆内生理整合或克隆整合。

17 # 实际分株（KB)6(% *(@.)）
形体上完全独立的分株，通常具备完整的枝系

和根系。

1< # 无配子种子生殖（K/(@&,0.*@J）
从单个体细胞形成多个种子或多个胚的无性过

程。

5A # 无融合生殖（K0&@+>.,）
克隆生殖或无配子种子生殖。

5C # 无限生长型（L’H.).*@+’(). /*&2): ?&*@）

每个分株可产生无限数量的构件。

5E # 无性系（$%&’.）
克隆、基株或遗传学个体。

5" # 无性系小株（M(@.)）
克隆分株。

5- # 叶性分株（N.(? *(@.)）
由茎节、叶和不定根系构成的分株；常常具有有

限的构件增长能力。

5! # 遗传学个体（O.’.)+B +’H+;+H6(%）
基株、克隆或无性系。

51 # 营养繁殖（P./.)()+;. 0*&0(/()+&’）

在自然条件下，生物通过营养方式自发地形成

新个体的能力或过程；克隆生长，克隆繁殖。

55 # 游击型（O6.*+%%( /*&2): ?&*@ ）

基株生长型的一种极端类型；同一基株的克隆

分株间的距离较大，分株的分布比较离散。

57 # 游击型克隆植物（O6.*+%%( B%&’(% 0%(’)）
基株生长型为游击型的克隆植物。

5< # 有限生长型（Q.).*@+’(). /*&2): ?&*@）

每个分株仅可产生有限数量的构件。

7A # 源株（R*).)）
克隆或基株的众多分株中，最初的那一个分株；

例如克隆植物由合子形成的实生苗。

7C # 枝性分株（F:&&) *(@.)）
由枝和不定根系，或由根或不定枝系构成的分

株；常常具有较大的构件增长能力。

7E # 枝源型克隆植物（F:&&)IH.*+;.H B%&’(% 0%(’)）
克隆器官为枝或其衍生物的克隆植物。

7" # 资源共享（M.,&6*B. ,:(*+’/）
克隆内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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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术语和概念

! " 表现型（#$%&’()*%）
可观察到的个体性状的总和。

+ " 表型可塑性（#$%&’()*,- *./0(,-,()）
相应于环境波动，一个有机体（遗传学个体）改

变形态、生理和行为的能力；某一基因型在不同大环

境中平均表现型的变化。

1 " 出芽（2%33,*/4)）
亲代藉由细胞分裂产生子代，但是子代并不立

即脱离母体，而与母体相连，继续接受母体提供的养

分，直到个体可独立生活才脱离母体，是一种特殊的

无性生殖方式。

5 " 地上匍匐茎（6(’.’&）

沿地面横生的茎。

7 " 地下根状茎（8$,9’3%）
在地表下生长、形态似根的茎，可横生、斜向生

或竖生。

: " 反应（8%0*’&0%）
响应。

; " 反应格局（8%0*’&0% */((%4&）

响应格局。

< " 反应规范（8%/-(,’& &’43）

相应于某一环境变量的系统变化而存在的某一

表型特征平均表达的系统变化。

= " 分蘖（>,..%44,&?）
禾草由侧芽形成蘖片（新分株）的过程。

!@ " 分枝生长（A4/&-$,&? ?4’B($）

植物不断产生新分枝的生长方式。

!! " 个体（C&D,E,DF/.）
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对外部刺激发生反应、自

主行使功能的生命系统，也称生物体或生物有机体。

!+ " 根出条（8’’( 0*4’F(）
从根上的不定芽长出的枝条。

!1 " 根劈裂（8’’( 0*.,((%4）
由于根内部的衰老腐烂，植物的先端根系分裂

而形成多个遗传结构相同的个体。这些个体享有部

分共同的根系和一个或多个枝系。

!5 " 功能性状（GF&-(,’&/. (4/,(0）
反映所在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的物种性状。

!7 " 构件（H’DF.%）
生物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一个顶端分生组织的

产物，包含一个或多个单体。

!: " 构件动物（H’DF./4 /&,3/.）

具有构件性的动物。

!; " 构件生长（H’DF./4 ?4’B($）

重复产生相同单位结构（构件）的能力或过程。

!< " 构件生物（H’DF./4 ’4?/&,03）

具有构件生长习性的生物有机体。

!= " 构件型（H’DF./4 I’43）

构件的不同类型，包括叶构件、根构件和芽构件

等。

+@ " 构件性（H’DF./4,()）
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自发地产生多个遗传结构

相同、形态相似的结构单元（即构件）的能力或习性；

通常构件的体积和生物量的增长能力是有限的，而

构件数量的增长能力很大；构件生物的生长主要体

现为构件数量的增长。

+! " 构件植物（H’DF./4 *./&(）
具有构件性的植物。

++ " 环境（J&E,4’&3%&(）
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以外的空间，以及

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存的一切事

物的总和，包括条件和资源。

+1 " 环境空间异质性（6*/(,/. %&E,4’&3%&(/. $%(K
%4’?%&%,()）

生物的环境要素在空间上的异质性。

+5 " 环境梯度（J&E,4’&3%&(/. ?4/D,%&(）
是指在群落和环境条件在同一维度上逐步的持

续性变化。这些梯度常和一些环境因子相关，如海

拔、温度和水分供应。

+7 " 环境异质性（J&E,4’&3%&(/. $%(%4’?%&%,()）
生物的环境要素的异质性。

+: " 基因型（2%&’()*%）
一个基株、克隆、无性系或遗传学个体具有的所

有基因密码的总和；在遗传学上，常常是指与某一个

表现性状有关的基因组成。

+; " 进化权衡

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

中形成不同功能（性状）之间的负耦联。

+< " 进化稳定对策（JE’.F(,’&/4) 0(/L.% 0(4/(%?)）
一旦被种群的多数个体采用，将不再被改进并

将被自然选择所确立的对策。

+= " 茎劈裂（6(%3 0*.,((%4）
植物的茎干因自身原因或受外界作用而分裂，

进而形成多个遗传结构相同的个体。

1@ " 可塑性（#./0(,-,()）
表型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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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块根（$%%& &’()）
块根是由侧根或不定根膨大而形成的储藏养料

用的块状增大根。

!* # 块茎（+&), &’()-）
一种短而肥厚的地下茎，具有储备养料的作用。

!! # 鳞茎（.’/(）

一种球形或扁球形的变态茎，由肉质鳞片和一

个变形的芽所组成，通常在地下生长。

!0 # 球茎（1%-,）

一种肉质、鳞茎状的变态茎，外面常被有具鞘状

的苞片，芽位于苞片内。

!2 # 生活史（345) 647&%-8）
生物在生活周期中经历的，与影响生存和繁殖

的对策相关的重要特征或事件。

!9 # 生活史对策（345) 647&%-8 7&-:&);8）
各种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从生活史层面反映出

的生存相关对策。

!< # 生活史性状（345) 647&%-8 &-:4&7）
直接反映生活史特点的或与其密切相关的性

状。

!= # 生理学个体（>6874%/%;4?:/ 4@A4B4A’:/）
任何潜在或现实的生理上独立的生物单元。

!C # 生命周期（345) ?8?/)）
从合子产生到个体死亡的全部事件序列。

0D # 生态异质性（E?%/%;4?:/ 6)&)-%;)@)4&8 ）

生态系统及其组分的属性的异质性。

0" # 适合度（F4&@)77）
一种基因型的相对繁殖成功率，也就是它的生

殖有效性的度量。

0* # 适合度相关性状（F4&@)77G-)/:&)A &-:4&7）
与生物适合度相关联的性状。

0! # 适应（HA:I&:&4%@）

相应于环境胁迫的有机体调节过程，即 :A:I&G
:(4/4&8；导致生存和生殖效率改进的进化饰变过程，

即 ;)@%&8I4? :A:I&:&4%@ 或 )B%/’&4%@:-8 :A:I&:&4%@；促进

有机体生存和生殖成功的任何形态、生理、感应、发

育或行为特征，即 :A:I&4%@ 或 :A:I&4B)。
00 # 条件（1%@A4&4%@7）
环境中，不可被生物或生物群体消耗的要素，例

如温度和湿度等。

02 # 响应（$)7I%@7)）
一种有机体或机制对特定刺激的反应。

09 # 响应格局（$)7I%@7) I:&&)-@）

有机体对一系列特定刺激（如环境梯度）的响应

式样。

0< # 形态学个体（>6874?:/ 4@A4B4A’:/）
任何潜在或现实的形态上独立的生物单元。

0= # 行为（.)6:B4%-）
个体在其生存期表达的表型可塑性。

0C # 遗传学个体（J)@)&4? 4@A4B4A’:/）
是指从一个合子经有丝分裂而生成的产物。

2D # 异质性（K)&)-%;)@)4&8）
属性在空间和 L或时间上的非均匀分布。

2" # 植物繁殖单位（>68&%,)-）
常指植物的叶片、节点、节间和腋芽，它们可以

在枝条内和枝条间重复出现。

2* # 植物行为（>/:@& ()6:B4%’- ）

植物个体在其生存期表达的表型可塑性。

2! # 珠芽（.’/(4/）
由地上芽形成的一种位于地上的小的鳞茎。

20 # 资源（$)7%’-?)7）
环境中，可被生物或生物群体消耗的要素，例如

空间、光量子、1M*、水、矿质养分和食物等。

22 # 资源交互缀块性（$)?4I-%?:/ I:&?64@)77 %5 -)G
7%’-?)7）

不同的资源项的丰度在斑块内呈现负相关而在

相邻斑块间差异显著的资源缀块性。

29 # 资源吸收器官（$)7%’-?)G:?N’4-4@; %-;:@）

生物体所具有的专门用于吸收资源的器官。如

动物的口和植物的叶、幼根。

2< # 资源缀块性（$)7%’-?) I:&?64@)77）
不同资源项和 L或其丰度呈现的斑块状分布，在

同一斑块内资源丰度相同，在不同斑块间丰度显著

不同；不同斑块在空间上缀嵌在一起。

2= # 自然选择（O:&’-:/ 7)/)?&4%@）

环境确定物种的那些成员能够存活到繁殖成

功，将其基因传给下一世代的复杂过程；在可繁育种

群的连续世代中，可遗传有利性状变得更加普遍而

可遗传非有利性状变得更加稀少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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