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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芽的类型和活动C攀援茎的形态C径级分布和格局C攀援能力和立体结构及其与支持木关系的测定分析2探

讨了香港黄檀的生态适应特征和行为B结果如下;D芽按活动时间分为春芽和夏芽8两类芽均可形成长枝6攀援枝:或短

枝2但在活动持续时间和抽生攀援的长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8林内不定芽6主要为春芽:的活动和适应生长是老藤更新的

重要途径BE攀援枝的节数和节间长度分别为短枝的=倍和97@倍2而且易受光照等条件的影响8林缘攀援枝的分枝率是

林内的 @倍BF径级分布反映出种群随群落演替而老化2香港黄檀属群落早期藤本BG对支持木种类表现出一定的选择

性2马尾松是其中被攀援最多的支持木2这主要与香港黄檀的生理C生长要求和马尾松枝型特点等有较大的关系BH具有

较 强 的 攀 援 能 力2单 株 在 群 落 中 平 均 可 攀 援 乔 木 层 大 树 @株2最 多 可 达 "@株2水 平 扩 展 面 积 平 均 为 @IJ!2最 大 可 达

!9#J!8藤本通过攀援与支持木形成的空间结构2构成群落的特殊层片2其群落学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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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植物的特殊生长方式很早就引起达尔文H"I的注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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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又有不少学者对藤本的形态和行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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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揭示出藤本中许多有趣的适应生态学和行为生物学问题(藤本植物也是热带)亚热带森林的

一个突出而显著的特点!$$#$*&’在群落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如将多个树冠打结在一起!$+#$,&)形成群落特有

的 层 片-与 其 他 树 木 竞 争 营 养)是 树 木 死 亡 的 重 要 原 因!$.’$/&’作 为 动 物 活 动 的 桥 梁 和 食 物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在攀援过程中与支持木之间从简单的搭靠到剧烈的竞争!$$&等(
藤本植物的形态)行为及其与支持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一个生态学问题’而且涉及到生物学的基本

理论’如运动和行为(但是’由于藤本形态和分布方式的特殊性’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多不便’过去的研究大

多为定性描述’而且主要集中在对热带藤本的研究’系统的)定量的研究不多-对亚热带藤本生态学的研究

更显不足(为此’本项研究以亚热带分布较为广泛的香港黄檀为材料’通过对其攀援茎的形成)形态和行

为’径级分布和 格 局 及 其 与 支 持 木 之 间 的 关 系 等 较 为 系 统 的 观 察 和 测 定’分 析 该 种 藤 本 的 形 态 和 行 为 特

征’以便更深入地探讨亚热带藤本的生态适应机制和行为生物学(

0 材料和方法

010 研究区概况

香港黄檀23456789:4;:557<<::=为长江以南亚热带森林和灌丛中常见的藤木’属小枝卷曲类大型落叶木

质藤本!""&(在天童森林公园香港黄檀可见于常绿阔叶林的各个演替阶段’尤以山脊灌丛和有人为干扰的次

生林中数量和密度最大’在群落中通常攀援到群落的冠层之上(天童森林公园位于浙江省鄞县东南部’北

纬 "/>+,?@’东径 $"$>+.?A(生境的基本情况见宋永昌!"*&2$//B=(

01C 研究方法

01C10 芽和茎的观测 在样地内随机选择 $%株)每株选择 "枝上年生枝’挂牌标记’观测芽的活动情况

并在枝条停止生长后’每株选择 "枝当年生枝’统计测定每枝的节数)节的长度和总长(

01C1C 藤本和支持木分布格局)种间关系的调查和测定 样地设置’由于香港黄檀在群落中总体密度较

低’数量不多’为易于比较’本文选择常绿阔叶林演替 *个阶段香港黄檀分布较集中的地段设置样地’基本

情况见表 $(用 BDEBD的样方取样’并逐株记录)测定香港黄檀的基径)座标’以及攀援的和未被攀援的支

持木的种类)高度)胸径和座标(种间相关分析和格局检验按张金屯!"+&介绍的方法(

01C1F 单株或无性系行为和结构的观测 选择样地中香港黄檀单株’用座标法测定主枝和主要侧生攀援

枝的生长开始点)转折点及其对地面垂直投影座标’并记录攀援的支持木的种类和分布层次(
表 0 F块样地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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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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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面积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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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2D=

fo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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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dikrge

坡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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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teg

香港黄檀

胸径总和2uD=

srDij3vw

密度

2株xD"=

yemkzlc
样地{slhmn{ $%%% $+% As$% *%#*B $"| *%Bp. %p$"|
样地}slhmn} ,"B *%% ~@ "B#*% |%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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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结果与分析

C10 枝条的形成

C1010 芽的类型和活动 香港黄檀芽的类型可按其抽生枝条的时间不同分为两类’一类为春天抽枝的芽

称为春芽’另一类为夏天抽枝的芽称为夏芽(春芽主要由上年生攀援枝的腋芽)短枝的顶芽和腋芽’以及多

年生或老藤茎上的不定芽组成(夏芽由当年春天抽生枝条的腋芽)多年生老藤茎上的不定芽组成(春芽和

夏芽均可抽生长枝或短枝’长枝的幼嫩部分可用来卷曲缠绕支持木’称之为攀援枝(
春 芽 活 动 的 高 峰 期 通 常 在 *月 中 下 旬’与 春 天 温 度 的 回 暖 有 关-夏 芽 活 动 的 高 峰 期 则 在 ,月 上 旬 左

右’这与本区降雨的第 "个高峰期相对应(两类芽在活动持续的时间’日抽生枝条长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2见表 "=(抽生攀援枝的春芽活动持续时间长’在生长期间所遇到的温湿度等生态因子变化大’枝条

日增长速度变幅大’春芽抽生的攀援枝的日均增长速度和年均抽枝长度低于夏芽抽生的攀援枝’这主要是

.$""期 蔡永立等&浙江天童常绿阔叶林香港黄檀的生态适应特征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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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夏芽活动期间温度和降雨同期!有利于枝条生长的缘故"
春芽中!老藤茎上的不定芽通常萌生长的攀援枝#上年生攀援枝上的腋芽也以抽生攀援枝为主!但也

形成短枝"短枝上的顶芽和腋芽一般继续抽生短枝!但也抽生攀援枝$可能受到某种因素的刺激%"春芽的

生长点在不断抽生藤茎的同时!也同时抽生叶和孕育夏芽"夏芽的活动由于处在高温高湿期!因此!抽生的

萌枝和攀援枝较多"
表 & 春芽和夏芽活动分析

’()*+& ,-(*./0/1-(2304030+/15/670-8(-9/:;;+7):9/
芽的类型 抽芽时间 芽持续时间$月% 攀援枝日均增长率$<=>?% 年均生长长度$<=%

@ABC
DEFG?

HIJCDE
KBLDGJMNO

HGLIJMDNDEFG?
I<JMPMJA$QDNJR%

HIMSA=CINOLDTJR
LIJCDE<SM=FMNO
FLIN<R$QIUM=G=%

VCILSA=CINOLDTJR
SCNOJRDE<SM=FMNO
FLIN<RQIU

春芽 WBLMNOFG? XY>Z>[\ Z]Y _̂‘a _̂\$Z_‘% bbaX[$cX̂%
夏芽 WG==CLFG? ĉ>‘>[\ X c_ba _̂Y$X_Z% \‘aẐ$cĉ%

&ded& 光照对芽活动的影响 顶芽活动一段时间后!下侧腋芽也抽生侧生攀援枝!腋芽的活动明显受到

光照的调节"对上年生攀援枝上春芽和当年生春枝上夏芽活动情况的统计发现!处于林缘的攀援枝!其腋

芽的抽生率较高!接近 b̂f#而林内攀援枝腋芽的抽生率不到 ĉf$表 Z%!这可能是林内光照弱!腋芽抽生

数量减少有利于节约养料!促进主枝的快速伸长!完成超越生长!以获得适宜的光照"林下抽生的枝条通常

比林缘的更为柔弱!因此获得必要的支持对其进一步快速生长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不能自立!易被折断"
表 g 林内h林缘攀援枝芽活动分析

’()*+g ,-(*./0/1-(2304030+/152*0;)0-8)7(-2i):9/0-0--+7(-9(3+98+15517+/3

林缘 jJC?OCDEEDLCKJ 林内 kNMNNCLEDLCKJ

活动芽 j<JMPCFG? 休眠芽 HDL=INJFG? 活动芽 j<JMPCFG?休眠芽 HDL=INJFG?

上年生攀援枝l$f% Z[db m̂db Yd‘ [bdX
当年生春枝n$f% YmdX bZd‘ ĉdX ‘[d‘

lXoACILDS?<SM=FMNOFLIN<R#ncoACILDS?KBLMNO<SM=FMNOFLIN<R"

&dedg 不定芽与老藤茎的更新 老藤茎的更新由不定芽的活动完成"香港黄檀的萌蘖能力很强!这与老

藤茎从下至上均有不定芽的活动有关"林下老藤茎上抽生的枝条早期主要靠老藤茎提供养料!叶片的光合

功能较弱"枝条的生长方向常不固定!在林内可见水平h迂回等方式生长的枝条!这可能由于枝条在生长过

程中需要一定光照!而林内光照又不稳定所致"
通常林内老藤干上有大量的不定芽活动!但形成的大多数枝条寿命较短或发育不良最终转化为供老

藤干搭靠使用的枝刺"只有少数突发形成的枝条!靠主干提供的营养快速抽生!遇适宜支持后可攀援生长

至森林冠层!形成次生干部!久之可替代主干!完成更新"未遇适宜支持则可在林下适应生存!水平生长!寻

找适宜光照!从而形成横向枝系"但也有不少萌枝未遇适合光照和支持!不能持久而渐枯死"

&d& 枝条的形态和活动

无论是春芽!还是夏芽!均可抽生攀援枝和短枝$表 Y%"攀援枝的功能就是攀援并超越生长!最终获得

冠层空间!因此其形态必须适应这一功能的需要"从发育上看!攀援枝上叶的抽生时间推迟!叶的发育也不

够完全"从形态上看!攀援枝节间长度和节数大大超过短枝!分别是后者的 \倍和 mdb倍"短枝主要由攀援

枝上产生!也可由上年生短枝的顶芽继续抽生形成!短枝在抽生过程中!叶片也同时形成!因此其作为光合

营养枝的功能是比较明显的"短枝的节间很短!一般不超过 cd̂<=#节数也不多!一般不超过 b节$表 Y%"
攀 援枝$包括侧生攀援枝%的前端幼嫩部分象卷须一样具有卷曲攀援的功能!一旦遇到适宜的支持木

便螺旋状卷曲缠绕!固定支持木#未遇支持木的特别是侧生攀援枝!头部自卷曲生长!基部未卷曲部位抽叶

作为光合枝!顶芽损伤或死亡"若顶芽停止生长或死亡!紧靠顶芽下部的腋芽可代替顶芽继续生长"
光照强弱对枝条形态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对而言对节数的影响较小!而对节间长度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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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短枝的影响较小!对攀援枝的影响较大"见表 #!图 $%&不同年龄攀援枝节间长度有一定的变化!但差异

不显著"见图 ’%&
表 ( 林内和林缘当年生枝节间长度和节数的比较

)*+,-. /012*3450607468-3609-,-6:8;*69609-6<1+-307.=>-*30,9+3*6?;+-8@--646466-3*69*8-9:-07703-58

枝条类型

ABCD

平均节间长度"EF%
GDHIJIKDLIMNDODIPDKQ

"GHRJFSF%

变异幅度

TU"V%

单芽当年形成平均节数

GDHIIMNDISFWDLXWSN
"GHRJFSF%

变异幅度

TU"V%

攀援枝 林内 YIJIIDLMZZMLD[K #\]̂ $\’"_\‘% ’]\$ ’‘̂ ]"#’% ’#\a
bOJFWJIPWLHIEQ 林缘 cKDNPDMZZMLD[K ’\$̂ $\$"‘\a% ‘’\# ’d̂ $$"#a% #e\_
短 枝 林内 YIJIIDLMZZMLD[K a\‘̂ a\$"$\a% ’a\a d\‘̂ a\_"‘% ’’\_
fQMLKWLHIEQ 林缘 cKDNPDMZZMLD[K a\d̂ a\$‘"a\]% ‘a\a #\â a\_"‘% ’a\a

图 $ 林内"H%和林缘"W%攀援枝节间长度比较

gJP\$ bMFCHLJ[MIMZJIKDLIMNDODIPKQMZEOJFWJIP

WLHIEQJIJIIDL"H%HINHKDNPD"W%MZZMLD[K

图 ’ 不同年龄攀援枝节间长度比较

gJP\’ bMFCHLJ[MIMZJIKDLIMNDODIPKQWDKhDDIKQD

MIDiBDHL"H%HINKhMiBDHL["W%MONWLHIEQ

图 d 香港黄檀在样地j中径级分布图

gJP\d kJHFDKDLEOH[[NJ[KLJWSKJMIMZl\mnoopqqnnJI

[KHINj

rst 径级特征和分布格局

rsts. 径 级 特 征 香 港 黄 檀 的 藤 干 是 由 攀 援 茎 发 育 增

粗而成!其形成层可能来源于副额形成层!而非由正常的

次生形成层形成!茎的形状为多棱形!看不出正常的同心

年轮!因此其实际年龄不易确定!径级大小也并非与年龄

呈直线相关&尽管如此!本文对径级分布所做的统计分析

仍能看出其种群的发展趋势"图 du图 ‘%&本文所选的 d
块 样 地 基 本 上 代 表 了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d个 不 同 演 替 阶 段

"表 $%&香港黄檀的径级分布在群落所处的不同演替阶段

显然是不同的&样地j属常绿阔叶林演替的前期阶段!香

港黄檀径级主要以小径级"vd\aEF%为主!从图 d径级分

布图看!属于增长型&样地w为演替阶段属中前期!群落

中仍有一定数量的马尾松分布&其中中等径级的植株占

一半以上!径级呈正态分布!年龄结构趋于合理稳定"图 #%&样地x属常绿阔叶林演替中后期阶段!马尾松

退出群落y香港黄檀主要为大径级的藤茎组成!林下缺少实生幼藤!种群表现出老龄化"图 ‘%&
香港黄檀为喜光藤本!通常分布于林缘或群落上层y在本区!群落演替的早期阶段!马尾松数量较多!

马尾松稀疏的树冠!有利于光线的透入y这种生境适于香港黄檀侵入和生长&此外!早期群落的中下层具有

较多小的支持木适宜于香港黄檀攀缘!有助于其攀援成功&随着群落的演替!马尾松逐渐减少!并最终退出

群落y群落郁闭度增大z透光变差y群落中下层缺乏中小径级支持木!这不利于香港黄檀种子的萌发和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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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越!老藤萌枝也由于缺少适宜的支持"很难在短时间内抵达冠层"获取适宜的光照"不易攀援成功!即

使有少数萌枝抵达冠层"也因常绿树种的不断长高"把香港黄檀枝系抬的越来越高"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因

此"其更新受阻#

$%&%$ 分布格局 在亚热带森林中"大多数藤本植物个体的数量在整个群落中仅占很小的比例"有些种

类只在群落的某些地段具有较高的密度#香港黄檀种群个体的密度受到群落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在早期群

落中个体的密度可达 ’()株*’+++,("但处于演替后期的群落其密度不到 (-株*’+++,(#通过对样地.和

/中香港黄檀种群格局分析发现"分布格局也与群落演替的阶段有关#如样地.中为随机分布"样地/中"
则是集群分布上#这可能由于在群落的早期阶段光照好0适宜的支持木多"随机侵入的香港黄檀的种子容

易萌发和攀援成功所致#而在群落演替的后期阶段群落密闭度高"种子侵入难以获得成功"老的个体也因

支持木种类的变化"退缩或残留在群落某些区域"测定结果表现为集群分布的特点1见表 -和表 )2#

图 3 香港黄檀在群落4中径级分布图

56783 96:,;<;=>?:@@A6@<=6BC<6DEDFG8HIJJKLLII6E

@<:EA4

图 - 香港黄檀在样地/中径级分布图

5678- 96:,;<;=>?:@@A6@<=6BC<6DEDFG8HIJM

JKLLII6E@<:EA/

$%N 在群落中的行为

$%N%O 种间相关性分析 根据 -,P-,样方网格调查的数据"用 (P(列联表的方法计算了样地.和/
中 香 港 黄 檀 与 群 落 主 要 树 种 的 种 间 联 结 系 数 QR0点 相 关 系 数 SRR和 相 关 系 数 T"并 进 行 了 显 著 性 检 验

1U("表 -"表 )2#
检验的结果是香港黄檀除了在样地/中与杨梅叶蚊母树一对种群间负相关达到显著外"其它均不显

著#尽管如此"可以看出在样地.中香港黄檀与马尾松呈正相关"各项指数相对较高#木荷与香港黄檀的相

关性较弱"在样地/中联结系数均为负值#藤本植物除了攀援支持木"而与支持木发生直接的机械接触外"
与其他植物之间也保持特定的种间关系#但检验的结果表明香港黄檀与其他种群间的关系较弱"这可能反

映香港黄檀对群落的侵入是一种比较随机的方式"尽管在群落演替早期数量较多#
表 V 样地W中香港黄檀与其他种类间相关性分析

XYZ[\V ]̂__\[Y‘âbYbY[cdadZ\‘e\\bf8ghiijkkhhYbl ‘̂m\_dn\oa\dabd‘YblW

类型 pqr; G8H s8t u8H v8w x8t yz8{ s8t| }8~ !8H v8" v8#

U( +8($) +8-() +8+%% +8++$ +8+)+ +8($- +8(’) +8(’) +8++( +8’(+
&x +8+-3 +8(’’ ’+8%((’+8(’)’+8’)$’+8+3) +8++- +8++- ’+8’((’+8’’’
uxx +8+(- +8%+) ’+8’%(’+8’3)’+8+%(’+8+(’ +8+(- +8+(- ’+8’’(’+8+-3
T ’+8+’) +8()$ +8+%( ’+8%’’ +8++) +8’(3 +8++’ ’+8’3( +8++) +8%+)

格局 S:<<;=E * * R * * R R * * * R

$%N%$ 对支持木的选择 由表 $可以看出"群落中有很多种类攀有香港黄檀"但在 %个样地中香港黄檀

攀援在马尾松和木荷上的数量最多"而马尾松被攀援率又明显高于后者#如在样地.中木荷和马尾松在样

地内的密度和数量基本相当"在样地4中木荷的数量高于马尾松 ’倍多"但香港黄檀攀援在马尾松上的数

量却远高于在木荷上"前者平均 )’%++"而后者仅有 (’%(+!表中的统计还不包括同一株马尾松被几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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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黄檀攀援!但在样地"中#由于缺乏马尾松这种具稀疏树冠的支持木#木荷却成了主要的攀援对象或者

说是被动攀援的对象!在 $个群落中#落叶树种也不是香港黄檀首选的攀援对象#这可能与两者抽叶生长

的时间基本一致#落叶树在生长季枝叶密度大#不利于香港黄檀藤条获得适宜的光照和穿越树冠有关!
表 % 样地&中香港黄檀与其他种类间相关性分析

’()*+% ,-..+*(/0-1(1(*2303)+/4++1567899:;;88(1<-/=+.3>+?0+301@/(1<&

类型 ABCD E6F6 G6H I6J E6FK G6LM N6O P6Q G6L

RS T6UVS T6WTT S6SXT T6TXW T6TSY T6STT T6TVY
ZG T6TU[ \T6VWW \T6XSY T6SSS \T6UVX \T6$$$ \T6UUU
]GG T6TSW \T6SWX \T6$Y$ T6T[̂ \T6UXT \T6U[$ \T6TVT
_ T6UYU \T6U$T \T6XVS \T6U$T T6TUX \T6UUW T6STS

格局 ‘abbDcd e f e e f e f f

I6J\IgOhFMJijk_lM#]6F\]hQiJFMJJmQhMQM#N6n\NhoOmgM_jiJnpMlk_#N6O\N6OkQ_Kh#G6J\GMJoMQmjJhJJgpk_mjOKppM#
G6L\G6LM_nkJhh#G6g\G6gM_pkJhh#qO6\qOmrmrkQr_mQmsMoiF#I6Ji\IKFjpmgmJJiFiQohM#t6Q\ti_KMQhohrM#u6F\
uMgghQhiFFMQrM_hQm_iF#N6L\NhvihrMFlM_Lm_FmJMQM#N6g\Nm_mjkoMpiFgOhQkQJk#w6L\wik_giJLMl_h#G6p\GiQx
QhQnOMFhMpMQgkpMoM#G6H\GpkKk_MHMjmQhgM#E6FK\EhJoKphiFFK_hmjOKppiF#G6LM\GM_jhQiJLM_nkJhh#P6M\PkmphJokM
Mi_MoMsM_6gOkyhMQnkQJhJ#I6o\IMJJML_MJoziFi

{|}|~ 攀援能力及空间结构 藤本植物的攀援能力是反映其与支持木之间的关系和在群落中作用大小

的重要指标#作者将其划分为攀援种类数!攀援株数和扩展面积 $部分!很显然这种能力与藤本植物的种

类和大小有关!香港黄檀是大型木质藤本对群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冠层空间的影响#表 的̂统计是基于

对样地中较大的香港黄檀随机统计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香港黄檀的攀援能力并不与直径大小呈正相

关#而可能与其枝系大小有关#当然枝系大小也并非与直径呈正相关!香港黄檀攀援能力"直径为 X|Y#$左

右的植株%#平均可以攀援 $种"最多 种̂%V株"最多 UV株%支持木!空间扩展面积为 VX$S"最大为 SWT$S#
表 [%!

香港黄檀由于不能自由直立#在群落内芽的活动和枝条的生长受到光照条件和支持木状况的限制!而

这些条件在群落中通常是十分异质的!香港黄檀通过芽灵活的抽生策略来调节顶枝与侧生攀援枝生长!营

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藤枝在群落中表现出水平前进!迂回和穿越上升 $种方式#填充林中的光隙#占

据林冠的上层#从而形成庞大的空间结构#这种由藤本植物与支持木交织形成的空间结构成群落的特殊层

片#可能对群落的结构和动态产生影响#不过香港黄檀的枝系较为稀疏#因而对群落的影响不太明显!空间

结构大小受到攀援能力的影响"图 W#图 %̂!

~ 讨论

藤本植物生长型特殊!枝系零乱#定量分析十分困难!‘Dda&’(a)V* +̂通过区分枝条类型和跟踪枝系的活

动来研究热带藤本 ,jmFmkMjOhppmFknM和 -M_JrkQhMpM.hLpm_M的生长格局和形态适应性!faB)Y+也通过测

定热带雨林中 IKQnmQhiF属的 $种藤本枝条的形态#比较了 IKQnmQhiF属藤本枝条周期性异胚体"eB#&/#

0DbDc’C0/&&B%的特征和差异#分析了藤本植物枝条在异质环境中的动态适应!本项研究通过对攀援枝的形

成!形态!动态#以及由攀援茎发育形成的主干和分枝与支持木关系的测定#系统地研究了香港黄檀枝系形

态适应特征和行为#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枝条动态分析是研究藤本植物适应生态和行为生态的重要内容#
藤本植物的生存与发展可以通过其枝条的变化和行为得以体现!

藤本植物枝条的形成和扩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光照和支持木条件!首先#芽的活动明显受

到光照的调节#如香港黄檀林缘枝条侧芽的活动率是林内枝条的 V倍#这种分枝策略可能是为了获得光合

和伸长平衡的需要!芽的活动还受到温湿度条件和自然发育节律的调控#如有春芽和夏芽之分!由于藤本

不能自由直立#必须通过缠绕或攀援器官的攀援才能达到一定高度#从而获得适宜的光照空间!此外由于

受到支持木条件的限制#藤本植物体在生长扩展过程中较其他植物通常要遇到更为异质的环境条件!因

此#同一形态的枝条既要光合又要保证营养体的扩散#通常很难兼顾!许多藤本植物在进化过程中特化出

专 门 用 于 扩 散 和 光 合 的 不 同 枝 条!通 常 光 合 功 能 的 形 态 具 有 大 的 叶 型#而 扩 散 功 能 的 形 态 具 有 长 的 节

间)Y+!有的植物形成了更为特化的枝条#如 ,6jOhppmFknM具有地面横向扩展的匍匐茎"高的伸长率!长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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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间和小而短命的叶适应于隐蔽的 林 下!和 攀 援 生 长 的 缠 绕 茎"低 的 伸 长 率#短 的 节 间 和 大 而 长 命 的 叶!$%&’

()*+,*-./属的藤本在生长过程中可因基质环境的改变0如从林下隐蔽环境向树干明亮环境转变时0枝条

形态发生类似于 1234-55,/6+7的周期性变化$8&’本区的中华常春藤也形成了形态和功能明显不同的匍匐

茎#攀援茎和生殖茎$9:&’这种在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形态上的明显差异被称为异胚性$9%&0异胚性形成和调节

的机制目前尚未定论$9%&’香港黄檀枝条可分为长枝"攀援枝!和短枝两种形态0短枝的功能主要是光合和生

殖0长枝兼具有扩展空间和攀援升高两种功能0形态上有一定的变化0如林内枝条同冠层或林缘枝条节间

长度有明显的差异0但这种变化远小于上述两类藤本’在这一点上更象直立的植物’
表 ; <块样地中攀援与被攀援情况分析

=>?@A; BC>@DEFEGHIJAK@FL?FCM>CN?AFCMK@FL?ANFCIJOAAEI>CNE

种类

PQRSTRU

V W X

数目

Y

密度

"Z[\9!

]R̂UT_‘

被攀株数

Ya

百分率

"b!

3

数目

Y

密度

]R̂UT_‘

被攀株数

Ya

百分率

"b!

3

数目

Y

密度

]R̂UT_‘

被攀株数

Ya

百分率

3

(2c 8d e2e8d 9% 9f28 g8 e2e9d d g:2h f e2eg9 : fg2i
32/ ge: e2ge: ff fd2d 8 e2egg h hh28
j2+ 99 e2e99 g i2: i e2ee: g 9:2e
k2c % e2ee% g g%2f
l42, :e e2e:e d :2:
(2c. g% e2eg% d gh28
m2*2 gf e2egf 9 gg2h
n2/ g8 e2eg8 d g:2h
j2o f e2eef g gi2d : e2ee% g 9e2e
j2a g: e2eg: g %2f
p2o f e2eeh 9 9h2%
k2o f e2eeh g gi2d f e2eg9 g gi2d
k25 : e2ee% 9 ie2e
j24 d e2eei g dd2e 9h e2eif % 9g2i
k2q : e2eeh g 9e2e
r2/) 98 e2eih i gd2f
k2o7 i e2eef g 9:2e
Y27 h e2egd g g92:
k2a d e2ee: 9 %%2f
(2s d e2ee: g dd2d

t Y样地中每种植物的数量 ZuvwRxyzR{S|UQRSTRUU_{̂}~YS每种黄檀攀援的数目 ZuvwRxyzR{S|UQRSTRUST!vwR}w‘

r2/-556ss--~3"RxSR̂_{#RYk[Y$geeb
表 % 香港黄檀单株攀援能力分析

=>?@A% &@FL?FCMK>’>KFIDGHFCNF(FN)>@*2+,--.//,,@F>C>

株号

Zy2

直径"Sv!

]T{vR_Rx

攀援种数

Y

攀援株数

Ya

扩展面积"v9!

01_R̂UTŷ {xR{

株号

Zy2

直径"Sv!

]T{vR_Rx

攀援种数

Y

攀援株数

Ya

扩展面积"v9!

01_R̂UTŷ {xR{
g i2g d : 9i ge %2e 9 d 9i
9 i2g d % :% gg d2: i : i:
d :2e d : i: g9 :2e d i :%
i i2i d i ie gd :2% 9 9 9f
: %2e f g: 9%e gi f29 d i d9
% i2g i : hi g: :2e d d i9
f %2h d f ie g% i2h 9 d ie
h i2g i h de gf d2: 9 9 d%
8 i2: d d i9 \R{̂ i283g2g d3g :3d :d3:i

藤本植物与支持木之间的关系特殊而又复杂’如选择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4即对支持木的种类的大小

是否具有选择性’就香港黄檀而言0攀援器官本身对支持木种类选择性尚不能断言0但对支持木的大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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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选择要求!香港黄檀有两种攀援方式和攀援器官"一种是攀援枝#包括主枝和侧枝$的幼嫩部分作为

攀援器官"通过卷曲固定支持木"其状似卷须!在群落内香港黄檀通过小枝卷曲固定的支持木较小"支持木

直径的大小变化在 %&’()&*+,之间!小枝攀援对香港黄檀幼藤或幼枝的生长固定起重要作用!另一种是

老藤茎上不定芽抽生的枝条特化为刺"搭靠在其它树干上!在群落中老藤茎主要通过枝刺搭靠固定在支持

木上"这通常要求直径较粗的支持木才能使其搭靠稳定!种间分析和攀援情况调查表明香港黄檀对支持木

种类的选择要求可能不是攀援器官本身的需要"而是香港黄檀生长过程中对光照生理需求的结果!香港黄

檀是一种喜光 的 藤 本"通 常 分 布 在 群 落 的 林 缘 或 林 冠 的 上 层"林 下 幼 藤 或 萌 枝 若 成 功 地 攀 援 至 群 落 的 冠

层"在生长过程中就要寻找适宜的光照"由于群落中马尾松植株具有稀疏的树冠"进而有较大的透光度等

特点有利于香港黄檀攀援茎获得光照和从林下穿透"因此群落中马尾松成为香港黄檀攀援的首选对象!
藤本植物可能存在的觅光和定位支持木的能力-*%."使得藤本植物在群落的异质环境中"采取灵活的生

长方式"可以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穿过不同可利用的资源"因此藤本被认为是适于开发利用地上空间

资源的最佳代表-/.!藤本通过异胚性发育-*0.形成不同形态的1适应不同环境的植物体在森林群落中利用不

同方向的资源形成三维空间结构"反映藤本植物特有的利用异质资源的方式!对不具有异胚性发育的大型

木质藤本植物如香港黄檀则可能是通过生理可塑性和其它能力"如个体极易产生不定芽和快速生长能力"
通过调节顶枝与侧生攀援枝生长1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来适应异质环境的"在群落中形成庞大的空间结

构!具有较大空间扩展能力的藤本植物的成熟个体的 冠层空间远离种子萌发点"反映出藤本植物独特的

2觅食3和空间占有方式"这是与其它植物明显不同之处4非藤本植物在种子萌发后的生长方向是从萌发点

垂直向上生长"达到一定高度1获得适宜的光照后才发出侧生攀援枝向水平方向进行有限的扩展"冠层的

空间相对不大!匍匐类植物则以水平方向生长为主"垂直方向的扩展却有限"形成的立体空间也不大!藤本

植物的空间格局大小与藤本植物的攀援方式1生长能力1生理生态特性和形成无性系的能力有关"支持木

的种类和分布也影响到藤本植物的扩展!

图 0 样地5中单株2觅食3空间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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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样地P中单株2觅食3空间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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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通常未引起群落学工作者的重视!实际上"藤本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也是十

分明显的"如同支持木之间可以从简单的机械接着到剧烈的相互绞杀-)).!攀援类型不同作用大小也不同"
其中缠绕藤本是所有类型中产生矛盾最大的一个类型"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缠绕藤本与支持木之间通

过2你死我活3的2斗争3后能才能结束竞争"群落进入2安定期3-)).!香港黄檀与支持木之间的作用分为两个

部分或阶段"幼藤或幼枝与小的支持木#或大的支持木析枝杈$之间发生剧烈的机械作用"通常是支持木被

毁坏4老藤茎对支持木的搭靠作用"通常对支持木的负面影响较小"由于香港黄檀的枝系比较稀疏"因而对

支持木机械作用也不大!此外"大型藤本枝系与乔木层多个树干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特殊层片和对支持木的

破坏作用是形成林窗的原因之一-)Q")’."因此对群落结构和动态的影响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R***期 蔡永立等S浙江天童常绿阔叶林香港黄檀的生态适应特征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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