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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星星草果后营养期无性系

结构及其生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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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松嫩平原自然条件下星星草"

!"##$%&''$()&%"$

*

'+,(

#单优群落独立株丛!采用随机挖掘整个分蘖丛的

取样方法!对星星草果后营养期无性系结构及其生长规律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星星草无性系总构件数量

为"

9!7&":%!7"9

#个!分蘖株和分蘖苗分别占
;878<

和
9'7"<

%总生物量为"

%7;9:(7;"

#

=

!分蘖株和分蘖苗分

别占
!&7"<

和
!78<

$随丛径的增加!分蘖株数量&分蘖苗数量&分蘖株生物量分别呈直线增加!总构件数量和总

生物量呈幂函数增加!分蘖苗生物量呈对数函数增加%分蘖株生物量&总生物量分别与分蘖株数量和总构件数量

呈直线函数关系!分蘖苗生物量与分蘖苗数量呈幂函数关系%其相关性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

&7&(

#$

关键词!星星草%分蘖株%分蘖苗%无性系构件%生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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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

$

&'?&!"#?&;

#!

!!

多年生植物的果后营养期是冬眠构件形成和养

分向地下储藏的重要阶段&

(

'

(对于禾本科植物来

说"果后营养期形成的分株不一定都是冬眠构件"只

有那些不拔节的苗期分株因生长点位于地表以下"

才能进入冬眠"下一年返青继续生长&

%?8

'

(丛生型植

物的每一个分蘖丛都是界限分明的独立无性系"了

解其各生长阶段构件结构及无性系各数量性状之间

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星星草#

!"##$%&''$()&%"$

*

'+,(

$是多年生丛生

型禾草"具有耐盐碱性强)饲用价值高等特点"是治

理天然盐碱化草地和利用价值最大的牧草之一"在

松嫩平原碱化草甸广泛分布"常形成大面积单优种

群落&

9

'

(星星草分蘖力强"春季返春早"果后营养期

长"营养丰富"其饲用价值是盐生植被中较高的优良

牧草&

;

'

(有关星星草的形态解剖的结构特征&

'

'

)生

理生化机制&

"?!

'

)生物生态学特性&

(

"

(&?(%

'

)生产特

性&

(8?('

'

)种群数量特征&

%

"

("

'等研究已有报道(但对

于星星草无性系水平的定量研究仅有较少报道&

(#

'

(

本研究以实地调查为依据"从无性系水平定量分析

了松嫩平原果后营养期星星草各构件的数量和生物

量的结构"以及各组分数量性状与无性系大小之间

的关系"为丛生无性系植物种群生态学的深入研究

累积资料"为松嫩平原碱化草地的利用与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

!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7!

试验地概况
!

试验地设在松嫩平原南部的吉

林省长岭种马场)东北师范大学草地生态研究站

#

99@8#A3

"

(%8@9(A2

$(该地区位于松嫩平原南部

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海拔
(8"7#

"

(997#B

"属于典

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97!C

"

$

(&C

的年积温
%;9;

"

88"9C

*

D

"无霜期
(8'

"

('8D

(

'$#

月平均气温超过
%&C

"

"

月气温最高%年降水

量
8(8

"

;#(BB

"主要集中在
'$!

月"约占全年降

水量的
'&<

以上"年蒸发量一般为年降水量的
%

"

8

倍&

(!?%(

'

(在松嫩平原盐碱化草甸植被中"星星草在

低洼地段经常形成单一优势种群落"也容易成为獐

毛#

-&'",+

.

"//$%&%/$/

$)黄蒿#

-,)&0$/$(/#+

.

(,1

$(

$)虎尾草#

23'+,$/4$,

5

()(

$)碱蒿#

-6(%&)3$

*

+1

'$(

$等其他盐碱群落的伴生种(

!7"

研究方法
!

在松嫩平原"星星草种群于
'

月

上)中旬开花"

'

月末籽实成熟(本研究在东北师范

大学草地生态研究站的天然盐碱化草甸的星星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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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进行"于
%&&!

年
"

月中旬"在星星草果后营养期"

采用整个分蘖丛挖掘的方法"随机挖取
8&

个大小不

同的星星草分蘖丛(带回室内逐一测定无性系的丛

径后"将营养株从分蘖节处掰下"按拔节的分蘖株和

未拔节的分蘖苗分别计数"并放置于
#&C

下烘至质

量不变后用
(

!

(&&&

电子天平称量(

!7#

数据分析
!

统计分析各样地所测定的数量指

标"用最大值和最小值反映观测样本的实际大小范

围"用平均数代表样本各性状的整体水平"用标准差

#

0P

$反映样本的绝对变异度"用变异系数#

-4

$反

映样本的相对变异度&

%%

'

(选取直线函数)幂函数)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
9

种函数模型回归分析各性

状间的关系"对各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作显著性检

验"比较模型的相关系数"并选用相关程度较高的函

数方程作为定量化描述模型(

"

!

结果与分析

"7!

构件的数量特征及结构分析
!

星星草无性

系丛径的整体水平为#

%7';:(7&'

$

KB

"丛径的变异

系数最小"除分蘖苗生物量外"其他各项指标的变异

系数大约为丛径的
(7;

"

(7'

倍"而以分蘖苗生物量

的变异系数最大"为丛径的
(7!

倍"表明星星草正处

于果后营养期的生长阶段"生物量随着生长而变化%

分蘖株数量与分蘖苗数量的变异系数二者差异相对

较小%总生物量与分蘖株生物量二者的变异度基本

处于同一水平"而明显低于分蘖苗的变异度#表
(

$(

同时"星星草无性系构件是由分蘖株和分蘖苗组成"

分蘖株数量占总体构件数量的
;878<

"是分蘖苗的

(7(9

倍%分蘖株生物量居优势地位"占总体生物量的

!&7'<

"是分蘖苗生物量的
!7;#

倍#表
(

$(由此表

明"在果后营养期"分蘖株是无性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7"

构件数量与丛径的关系
!

对于无性系植物

来说"衡量无性系大小的数量指标之一是丛径(经

统计分析"星星草分蘖株和分蘖苗数量与丛径之间

均呈极显著直线正相关关系#图
(

$(从图
(

直线方

程斜率值可以反映出"在丛径
&7'

"

97'KB

范围内"

理论上丛径每增加
(KB

"将增加
((7'&"

个分蘖株

和
(&7;';

个分蘖苗"两者增长速率大体相同"反映

了分蘖株与分蘖苗的数量增长具有同步生长规律(

而总构件数与丛径之间呈极显著幂函数关系"增长

的幂值为
(7(;'"

"由此反映了总构件数与不同组分

增长的方式不同"并表明总构件数生长要快于丛径

的增长(

"7#

构件生物量与丛径的关系
!

星星草无性系

分蘖株生物量)分蘖苗生物量)总生物量与其丛径之

间也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图
%

$(经回归分析分蘖

株生物量与丛径呈极显著直线相关关系"分蘖苗生

物量与丛径呈极显著对数函数关系"总生物量与丛

径呈极显著幂函数关系(由此表明三者的增长方式

不同"但都与丛径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丛

径的大小制约着无性系的物质生产(

"7$

不同构件生物量与其数量的关系
!

经相

关性分析"星星草无性系分蘖株生物量与分蘖株数

量)总生物量与总构件数量呈极显著直线函数关系"

分蘖苗生物量与分蘖苗数量呈极显著幂函数关系

#图
8

$(就两个直线方程的斜率值比较"分蘖株生

物量生长速率是总生物量的
(7#

倍"由此间接地反

映了分蘖苗生物量增长率远小于分蘖苗数量的增长

率(

表
!

!

星星草无性系构件的数量特征

%&'()!

!

*

+&,-.-&-./)01&2&0-)234,546+()347!"##$%&''$()&%"$

*

'+,(0(4,)

"

%8#9

#

数量特征

>NFJQGQFQGRMKIFSFKQMST

最大值

UFV

最小值

UGJ

平均值

UMFJ

结构比率

0QSNKQNSF6SFQG5

!

<

标准差

0P

变异系数

-4

!

<

丛径
,NOQDGFBMQMS

!

KB 978& &7!& %7'; $ (7&' 9&7('

分蘖株数
3NBWMS5O

X

5GJQGJ

=

QG66MST '#7&& 97&& %'7(8 ;878 (;7"! '&79%

分蘖苗数
3NBWMS5O

L

5NJ

=

QG66MST '!7&& 97&& %%7!8 9'7" (97!9 ';7(9

总构件数
,5QF6JNBWMS5OB5DN6MT (8"7&& (87&& 9!7&" (&&7& %!7"9 '&7'(

分蘖株生物量
YG5BFTT5O

X

5GJQGJ

=

QG66MST

!

=

'7(9 &7(" %78& !&7" (79' '878&

分蘖苗生物量
YG5BFTT5O

L

5NJ

=

QG66MST

!

=

&7!9 &7&8 &7%9 !78 &7(# ""7&;

总生物量
,5QF6WG5BFTT5OK65JM

!

=

'7'; &7%% %7;9 (&&7&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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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星星草无性系不同构件的数量与丛径的观测值及拟合曲线"

,8#9

#

:.

;

<!

!

='3)2/)66&-&&,6-1)3.5+(&-)60+2/)34,2)(&-.4,31.

>

3')-?)),-1),+5')2476.77)2),-546+()3&,6

-1)-+7-6.&5)-)2.,!"##$%&''$()&%"$

*

'+,(0(4,)

"

,8#9

#

注+

##

表示极显著水平#

!

"

&7&(

$(下同(

35QM

+

##

GJDGKFQMTTG

=

IGOGKFJQFQ&7&(6MRM67,IMTFBMWM65Z7

图
"

!

星星草无性系不同构件的生物量与丛径的观测值及拟合曲线"

,8#9

#

:.

;

<"

!

='3)2/)66&-&&,6-1)3.5+(&-)60+2/)34,2)(&-.4,31.

>

3')-?)),'.45&33476.77)2),-546+()3&,6

-1)-+7-6.&5)-)2.,!"##$%&''$()&%"$

*

'+,(0(4,)

"

,8#9

#

#

!

讨论与结论

天然盐碱化草甸群落中"星星草的分蘖丛大小

参差不齐"主要是这些无性系并非同一时间定居的

同生群"致使星星草无性系构件的数量性状均变异

较大#表
(

$(一般情况下"种子萌发与定居越早"其

无性系生长的时间就越长"营养繁殖的构件越多"丛

径就越大"反之亦然(此外"由于植物固着生长"种

子萌发与定居微地形的不同"将引起微环境的差异(

即任何群落内在土壤质地的均匀性)土壤小动物的

干扰等方面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即使是同

时播种与相同管理下的栽培草地"其无性系构件的

数量性状也存在较大的生态可塑性&

%&

"

%8?%9

'

(

不同生活史阶段的个体组成植物种群"而种群

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种群的调节体现在不同生活史

阶段个体的数量和生物量的配置&

%&

"

%;

'

(在整个生

长季的不同生育期"植物种群组成的生活史格局必

然发生变化(在松嫩平原天然草地"星星草果后营

养期达
8

个月#

"$!

月$之久"其中"果后营养期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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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草无性系不同构件的生物量与数量的观测值及拟合曲线"

,8#9

#

:.

;

<#

!

='3)2/)66&-&&,6-1)3.5+(&-)60+2/)34,2)(&-.4,31.

>

')-?)),-1)'.45&33&,6

-1),+5')2476.77)2),-546+()3.,!"##$%&''$()&%"$

*

'+,(0(4,)

"

,8#9

#

期形成的分蘖大多数可进入拔节生长"而后期则大

部分以芽的阶段冬眠&

(

"

%'

'

(本研究只是星星草果后

营养期前期的构件结构特征"其中"后期随着新构件

的不断补充"其结构的变化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

伴随着构件的形成和生长"无性系在不断增大(

每一个边界明显的丛生型禾草的无性系#分蘖丛$均

可视为一个小种群"其构件增加和空间扩展均极为

有序(在松嫩平原天然草地星星草果后营养期前

期"星星草无性系各构件的数量与丛径之间"各构件

的生物量与丛径之间"各构件的生物量与其数量之

间均具有极显著#

!

"

&7&(

$的相关关系"大体呈线

性)对数和幂函数规律变化"这与植物个体的生长及

生产分配有着相同的规律&

(9

"

%%

'

(但是随着生长季

的进程"这些数量性状之间的规律是否发生变化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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