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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 究 了 湖 南 茶 陵 湖 里 沼 泽 中 水 毛 花7pqrstuvwsrxyzu{xwuv9|疏 忽 蓼7}~{!z~yu"tsx#w#s"rvvu"93普 通 野 生 稻7$s!%x

su&rt~z~y9和莼菜7’sxv#yrxvq(s#)#sr9"种植被类型的种子库和地上植被的物种组成及两者之间的关系C"种类型中共萌发了

!>种植物3种子平均密度为 ?@8!粒*D+!C不同植被类型的种子库的物种数和平均密度存在显著差异3疏忽蓼斑块的种子库中

萌发 !!种3平均密度是 <$$A>粒*D+!=而普通野生稻斑块种子库中只有 <"种3平均密度仅 !?$$粒*D+!C在地表植被中共鉴

定出 <A种植物C"种植被类型中3其地表植被的物种数和-H5OO0O多样性指数均低于种子库C地表植被与种子库的物种相似性

系数的范围从 $,"#8?至 $,@>!#C每种植被类型中3均有一些物种只在种子库中出现3而另有一些物种只在植被中出现C表明种

子库在湿地保护和受损湿地的恢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C采用移植法进行湿地植被恢复时3应综合考虑种子库与地表植被|
以及不同植被类型之间的物种组成的特点3以最大限度地恢复湿地植被的物种多样性C
关键词:地表植被=斑块分布=湖里沼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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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0123405678"9&:的种子库研究以来;淡水湿地种子库受到了广泛关注<种子库在植被演替和受损湿地恢复中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受损湿地上层土壤中的繁殖体’=>?=0@A1B*C传播体’D607=?>B*库对植被恢复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8&9E:<当待恢

复湿地的地上植被和种子库均遭到严重破坏时;移植法是最常用的恢复手段<采用移植法恢复湿地植被时;人们主要关心的问

题有两个!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植被生物量F以及如何最快恢复植被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F已有研究显示;充分利用原

湿地保留的种子库;以及通过种子库移植等方法恢复湿地植被;将更有利于湿地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恢复8,:<因此;加

强湿地种子库的研究;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G退田还湖H工程及湿地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I:<
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丰富的淡水湿地分布;其中大部分湿地类型为浅水湖泊<在一些偏远山区;零星分布一些山

地沼泽<该地区处亚热带气候;水热条件优良;因此湿地植被发育良好<对湿地研究起步晚;目前对该地区淡水湿地种子库的研

究 非 常 稀 少<就 是 在 对 湿 地 研 究 较 多 的 北 美 地 区;淡 水 湿 地 种 子 库 的 研 究 也 主 要 集 中 在 潮 汐 沼 泽8%9"":J浅 水 湖 泊8"9&;"(:J湖

岸8"&;"):和河流8"+:;而以零星散布的山地沼泽为研究对象的工作很少<与上述沼泽类型比;山地沼泽通常处在偏远山区;历史上

人为干扰较小;因而保存着丰富而古老的物种资源<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干扰的加剧;这些沼泽的数量正急剧减少;亟待加强

对这些沼泽的研究J保护和恢复<
本 研究以我国南部湖南省茶陵县境内的一个亚热带山地淡水湿地KKG湖里沼泽H中的 )种主要植被类型为研究对象;研

究了不同植被类型的种子库组成;以及与地表植被物种组成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加强对湿地植被及其种子库结构的了

解;同时为湿地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L 研究位点

湖里沼泽’(EM+"N(EOP;""&M)"N)+OQ*位于湖南省茶陵县境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R%S<最高气温 )#S;最低

气温T%S<年均降水 "&&%UU<湿地面积 &&R)VU(;海拔 "+&U;四周有 (+#9&##U山包围<湿地水源主要来自降水;生境水

深在 #R"9#REU波动<
湖 里沼泽位于偏僻的山区;"%I(年发现有普通野生稻’WXYZ[X\]̂_‘a‘b*分布;该位点由于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北缘种群

之一而开始被人们关注<含有丰富的湿地物种;仅 "%%&年 %月中旬的一次植被调查;就共发现 (E科 )E属 E(种植物8"E:;其中包

括莼菜’cX[deb̂[dfgXeheX̂*J长喙毛茛泽泻’i[b[ĵdk[X‘dlX[l\k*和普通野生稻等 &种国家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历史上该

沼泽曾两次遭受严重的人为干扰;较近的一次是在 "%II9"%%#年;人为筑坝提高水位至 "R+U以上养鱼;导致群落结构发生根

本改变;包括普通野生稻在内的原有湿生物种大量消失<以后;随着我国境内的普通野生稻分布急剧减少;开始重视对该湿地的

保护;"%%"年后下降水位;"%%E年恢复原有水位条件;湿生植物在群落中逐渐恢复<
自 "%%,年开始;与当地政府合作;在该湿地的南部设立面积约 "VU(的保护区;进行普通野生稻的原产地恢复和长期的植

被监测<本实验取样即在该保护区进行<

m 研究方法

mRL 种子库取样与萌发

(##(年 &月底;在实验区内 随 机 选 取 水 毛 花’nf̂X_\dlX̂[ba\j[l\d*;疏 忽 蓼’o‘jYa‘b\k_X[eleXk̂dd\k*;莼 菜 和 普 通 野 生

稻斑块各 +个<每个斑块内用内径为 ERIpU的圆筒形取样器取 +个土样;取样深度 +pU;分别装入保鲜袋带回实验室<所取土

样总数为 "##个<
用幼苗萌发法估计种子库的种子数量<样品带回实验室后;将取自同一斑块的 +个土样混匀<因为将土样筛洗后可以增加

萌发数量和加快种子萌发速度8",:;所以土样先经孔径为 #R(UU的网筛筛洗;然后平铺到 (+q(#q+pU&高的萌发盒’已装入经

"(#S烘箱处理 "(V的 &pU厚的砂子作为基质*中;在不供热的温室中萌发<
萌 发过程中每天加水 (次;保持土样湿润<经过 (#D后种子开始萌发<每星期记录 "次萌发的物种种类及数量;幼苗一经鉴

定即移走;暂不能鉴定的幼苗移栽培养箱中培养至可鉴定为止<(##(年 I月底不再有新的种子萌发;延期 "个月至 %月底结束

种子萌发实验<

mRm 植被调查

在上述种子库取样的斑块中;每个斑块内随机取 "#个 +#pUq+#pU的样方;记录每个样方中的物种种类和个体数目’莼

菜J莲计叶r禾本科J莎草科植物计枝r其余物种计个体数*<共取样方 (##个<

mRs 数据分析

将每个萌发盒中萌发的各物种的幼苗数换算成每平方米萌发的幼苗数;由于不同物种萌发的数量差异很大;因此数据先经

1?@"#’tu"*转化<对方差齐性的个体通过方差分析检验其在 )种植被类型差异;对方差不具齐性的个体则用 v61p?w?x>0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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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通过优势度值’()*++,+多样性指数和物种相似性系数比较各植被类型中种子库和地上植被的物种组成关系-
优势度值通过相对密度和相对频率计算.

()*++,+多样性指数 /01234,5236式中 23为第 3种的相对优势度值.
相似性系数/789:;<=>6式中 8为种子库和植被中共有的物种数6;和 =分别为种子库和植被的物种数&

? 研究结果

?@A 种子库萌发

B种植被类型的种子库共萌发 CB科 7D种植物6其中萌发物种数最多是莎草科和禾本科植物6分别为 E种和 F种&表 C中列

出了在 7G个萌发盒中萌发频率大于 FH的 77个物种的萌发平均数和标准差6以及各个物种的相对丰富度和萌发频率&其它只

在 C个萌发盒中萌发的 I个物种未列出&

B种植被类型的幼苗总平均密度是 FEI7粒J#07&不同植被类型中6幼苗密度最大的是疏忽蓼斑块:CGGKD粒J#07>6其后

依次为水毛花斑块:IK77粒J#07>6普通野生稻斑块:7FGG粒J#07>和莼菜斑块:77IK粒J#07>&经方差分析检验6后面两种

类型的斑块萌发的幼苗数显著低于前两种斑块:L(M62NG@GF>&萌发数量较多的物种依次是野慈姑:OPQ3RRPS3PRS3TUV3P>:占幼

苗总数的 WB@KH>’水 毛 花:7F@KH>’龙 师 草:XVYUZ[PS3\RYRSP]̂YRSP>:I@7H>’异 形 莎 草:=V_‘PYZ[3aU\bYScP>:F@KH>’野 荸 荠

:XdbVPaRPQ3aY3TUSc3\>:F@WH>’有尾水筛:=V_‘PYZ[3aU\bYScP>:F@CH>’水筛:=dePbUa3ZP>:W@FH>&这 I个物种共占萌发总

数的 KI@BH&除有尾水筛和水筛外6其它 F个物种都在 FGH以上的萌发盒中出现&
大部分物种的标准差大于它的平均数6表明在同一类型斑块的取样中6个体数量的变化很大6这说明种子即使在同一斑块

内也是异质分布&正是这种异质分布6使在对物种在不同类型斑块中萌发的幼苗数量进行方差分析时6发现许多物种的方差不

具齐性&所有物种中6只有野慈姑在各斑块类型的分布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fW6CE/B@EB62/G@GCE>6该物种在疏忽蓼中的

数量最多&其它物种尽管没有统计上的差异6但可以明显看出6水筛和水毛花等物种在不同斑块中的萌发数量差异很大6同时还

有许多物种只在一些斑块中出现&
表 C的 77个物种中6多年生物种:占 FB@FH>和 C年生物种:占 BF@FH>的物种种数差别不是很大6但萌发的个体数目则有

很大差异6在所有萌发幼苗中6多年生物种占总萌发数的 ID@DH6远高于 C年生物种:7G@CH>&
萌发物种中有 B种沉水植物-有尾水筛’水筛’水车前:gRRYV3PPV3\cU3hY\>和黄花狸藻:iRS3ẐVPS3PP̂SYP>&另有 C种浮叶植

物莼菜&其余均为挺水或湿生植物&

?@j 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关系

植被调查共发现 I科 CK种植物6其中多年生植物 CB种6占总数的 II@KH&优势度较大的物种依次为莼菜:占优势度总和的

7E@EH>’水毛花:CD@KH>’疏忽蓼:C7@EH>’李氏禾:kYYS\3P[Y‘PahSPl*m@ePbUa3ZP>:CG@CH>’普 通 野 生 稻:CG@GH>’泽 苔 草

:8PVhY\3PbPSaP\\3TUV3P>:F@FH>’睡莲:n_cb[PYPRYRSPQUaP>:B@BH>和锐棱荸荠:XVYUZ[PS3\PẐRPaQ̂VP>:B@CH>&
种子库与地表植物的物种组成差异很大&各种植被类型的斑块中6种子库萌发的物种数均多于地上植被中的物种数&各物

种在种子库和植被中的优势度值也不相同&
疏 忽蓼斑块中6种子库和植被中的物种数分别为 77和 CB:图 C*>&在种子库优势度最大的 CG个物种中6龙师草’异形莎草’

水蓼:2@[_hSUb3bYS>’水竹叶:o ŜhUaa3PRS3]̂YRSP>’石龙尾:k3caUb[3VP\Y\\3V3TVUSP>’黄花狸藻和野荸荠等 I个物种未在种子

库 中 发 现.而 植 被 中 优 势 度 最 大 的 CG个 物 种 中6睡 莲’锐 棱 荸 荠’长 喙 毛 茛 泽 泻:pPaPV3\cPSU\RSPR̂c>和 粉 被 苔 草:8PSY‘

bŜ3aU\P>未在种子库中发现&共有的物种中6疏忽蓼和李氏禾在植被中的优势度:分别占 WF@DH和 7B@CH>远大于其在种子库

的优势度:7@CH和 C@GH>.野慈姑则相反:7@KH和 W7@CH>&
水毛花斑块中6种子库共萌发 7G种6而植被中只有 C7种:图 Cq>&优势度最大的 CG个物种中6异形莎草’野荸荠’有尾水筛’

野 慈姑’鸭舌草:oUaUZ[US3PrPQ3aPV3\>和谷精草:XS3UZP̂VUaŝYSQYS3Pâc>等 E个物种只出现在种子库中.而泽苔草:8PVhY\3P

bPSaP\\3TUV3P>’睡莲和粉背苔草等 W个物种则为植被所特有&另外6有些物种6如莼菜6在植被中的优势度占总数的 7G@DH6而

在种子库中只占 W@FH.龙师草则相反6在种子库中占 7C@IH6而植被中只有 C@KEH&
莼 菜斑块中6种子 库 萌 发 CK种6植 被 中 有 C7种:图 Ct>&优 势 度 较 大 的 物 种 中 有 尾 水 筛’野 荸 荠’异 形 莎 草’沼 生 水 马 齿

:8PVV3RS3Z[YbPV̂\RS3\>’灯 心 草:ûaẐ\YTT̂\̂\>’水 竹 叶 和 水 蓼 只 出 现 在 种 子 库 中.锐 棱 荸 荠’睡 莲’莲 和 菰:v3wPa3P

ZPĥZ3TVUSP>则只在植被中&莼菜和泽苔草在植被中的优势度:分别占 FI@GH和 CW@CH>远大于其在种子库的优势度:C@KH和

C@KH>.龙师草相反:7@7H和 WB@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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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茶陵湖里湿地 "种植被类型的种子库在温室中萌发的幼苗平均数#$%&和标准差#’(&#已转换为每平方米的数量)表中只统计频率*+,的

物种-&

./012! 3425/62789025#$%&/7:;</7:/5::24=/<=>7;#’(&>?;@2A=2;<B/<292562:=7<B265227B>8;2?5>9;>=1;A>112A<2:?5>9"4262</<=>7

<C@2;/<D81=9/5;B)EB/1=76F.B2:/<//522G@52;;2:>7/@25;H8/5292<520/;=;FI71C;@2A=2;J=<B/?52H827AC>?*K, /52=7A18:2:/F

物种

’LMNOMP

水毛花斑块

QFRSTUVWXYURZ[
\]̂ ^F

疏忽蓼斑块

_F‘SUZRZSaT[[Xa
\]̂ ^F

莼菜斑块

bF[cdSZeZST
\]̂ ^F

普通野生稻斑块

fFSXgT‘hWhV
\]̂ ^F

$% ’( $% ’( $% ’( $% ’(

相对丰富度

iMj-kOlM
-mnop-oNM
#,&

频率

qrMsnMoNM
#,&

有尾水筛 bYtuUZcdTVh[‘ZSaU#v&w xxx xy+ zz +{ |+} }~z }! ~xy |Fy| x+F{{
水筛 bF"U‘hVTcU#v& |}! |xx zxx zz# ~~ z+ { { zF!} x{F{{
莼菜 bSU[ZVTU[cdSZeZST#$& xx x} }! y~ ~~ z+ { { {F+! |+F{{
泽苔草 %UY&Z[TU‘USVU[[TghYTU#v& { { zz +{ ~~ z+ { { {F~+ ~{F{{
沼生水马齿 %UYYTRSTcdZ‘UYX[RST[#v& { { zz +{ +} y} { { {F|+ ~+F{{
异形莎草 %t‘ZSX[&TgghSaT[#v& }#y ~||{ zzz |!! !# !+ zz +{ xFx! +{F{{
野荸荠 ’YZhcdUST[‘YUVRUWTVZTghSaT[#$& |#y |!x z!# +y~ ~#y ~!x !# ~zz |F}y ++F{{
龙师草 ’FRZRSU(XZRSU#$& +~| |#x z~| ~#z zx{ ~zy z#y z|x z!F++ y+F{{
谷精草 ’SThcUXYhVeXZSWZSTUVXa#v& ~!# zx! { { { { { { {F!y ~{F{{
柳叶箬 )[UcdVZWYheh[U#$& { { { { ~~ z+ xx yy {Fz+ ~{F{{
灯心草 *XVcX[ZggX[Z[#$& xx }~ !# ~{# #y ~yy ~zz !z ~F+{ x+F{{
李氏禾 +ZZS[TUdZuUV&SUl-rF"U‘hVTcU#$&~~ z| ~~ z+ ~~ z+ { { {F~} ~+F{{
石龙尾 +TaVh‘dTYU[Z[[TYTgYhSU#$& zz +{ ~~~ ~|} { { { { {F}{ z{F{{
鸭舌草 ,hVhcdhSTU-UWTVYT[#$& ~}! z{y { { { { { { {F!x ~+F{{
水竹叶 ,XS&hVVTURST(XZRSU#v& ~~ z+ ~zz ~xy zz +{ || +{ {F#} |+F{{
普通野生稻 fSt.USXgT‘hWhV#$& { { zz |{ { { ~~~ !y {F}~ |{F{{
水车前 fRRZYTUUYT[ahT&Z[#v& ~~ z+ ~~ z+ ~~ z+ { { {F~} ~+F{{
水蓼 _hYtWhVXadt&Sh‘T‘ZS#v& { { ~+} ~#z zz +{ ~~ z+ {F#+ z+F{{
疏忽蓼 _F‘SUZRZSaT[[Xa#v& }! ~yx xx }~ zz +{ ~!# zz{ ~Fx{ x{F{{
野慈姑 QUWTRRUSTURSTghYTU#$& |!#-ww !#| ++~~m x|#+ }!N y~ ~xx-N ~!# z}F!+ }+F{{
水毛花 QcTS‘X[RSTUVWXYURZ[#$& z|zz zz{+ ~yxx ~|~+ }! !z z{{ zx~ ~yFy~ #{F{{
黄花狸藻 /RSTcXYUSTUUXSZU#$& }! yy ~{{ yy xx yy ~~ z+ ~F{{ |+F{{
萌发幼苗总数-0]k-jPMMpjOo1P2̂ z !#zz- ~{{#y- zz!#m z+{{m

- 表中未列出的频率3+,的物种 ’LMNOMP4Ok5-6rMsnMoN7]63+, 4MrMM8NjnpMp9看麦娘 :Yh‘ZcXSX[UZ(XUYT[;粉背苔草 %USZu‘SXTVh[U;

小蓼 _hYtWhVXaaTVX[;圆叶节节菜 <hRUYUShRXV&TghYTU;陌上菜 +TV&ZSVTU‘ShcXaeZV[;畦畔莎草 %t‘ZSX[dU[‘ZV和菰 =T.UVTUcU&XcTgYhSU>萌发

幼 苗 总 数 中 包 括 这 些 物 种 的 数 量 ’MMpon̂ mMrP]6k5MPMPLMNOMP-rMOoNjnpMpOok5Mk]k-jP>w v表 示 ~年 生 植 物 -oon-j)$表 示 多 年 生 植 物

LMrMooO-j>ww 不同植被类型萌发的物种幼苗数通过 j]1#$?~&转化后进行方差分析或 @OjN]8]or-oAPn̂ kMPk>相同的上角标表示差异不显

著#_*{B{+&>vo-j7PMP]6l-rO-oNM]r@OjN]8]or-oAPn̂ kMPkP4MrMLMr6]r̂ Mp]oj]1#$?~&kr-oP6]r̂ Mpp-k-k]kMPk6]rpO66MrMoNMP-̂ ]o1k5M

6]nrlM1Mk-kO]ok7LMPFCM-oP4Ok5k5MP-̂ MPnLMrPNrOLkjMkkMr-rMo]kPO1oO6ON-okj7pO66MrMok#_*{F{+&

普通野生稻斑块中)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物种数分别是 ~x和 ~z#图 ~p&D优势度较大的物种中灯心草;野荸荠和水竹叶只

在种子库中>莼菜;泽苔草;李氏禾;锐棱荸荠和莲只出现在植被中D龙师草在种子库中 |xB~,)而在植被中只占 ~B{,>普通野

生稻在植被中占 x+B#~,)而种子库中只占 #B+,D
将 x种植被类型综合)种子库共萌发 zy种)而地上植被中只有 ~#种D在优势度最大的 ~{个物种中)只在种子库出现的有 |

种)分别是异形莎草;野荸荠和灯心草>只出现在植被中的物种有睡莲 ~种D
从 ’5-oo]o多样性指数比较#图 z-&和物种相似性系数#图 zm&分析)种子库的物种多样性普遍高于地上植被)物种相似性

较高D水毛花斑块中)种子库的多样性指数为 ~B{y+x)地上植被为 {B}~|#)两者的物种相似性系数为 {Bxxxx>疏忽蓼斑块中分别

为 ~B{x+}和 {B#|z~)物种相似性系数为 {Bx|!+>莼菜斑块中分别为 ~B{z~~和 {B}||y)物种相似性系数为 {B+|||>普通野生稻

斑块中分别为 {By+z~和 {B!~x#)物种相似性系数为 {B}yz|Dx种植被类型综合)种子库的多样性值是 ~B~+#{)植被是 {By|{|)
物种相似性系数为 {B+y+!D

" 讨论

湿地是自然保护活动中最为关注的重要生态系统类型之一E~#F)研究湿地种子库的生态学特征)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管理和

保护湿地D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探讨从种子库恢复湿地植被E!)~yF)并结合种子库和物种生物学的一些知识以及环境条件来预测植

被演替Ez{)z~FD然而)以目前所掌握的湿地种子库的知识)还未能对湿地种子库形成完整的认识D由于湿地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无

|+x|期 刘贵华 等9湖南茶陵湖里沼泽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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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从一种湿地类型的种子库知识应用于另一种湿地类型!因此加强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湿地的种子库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图 # 茶陵湖里湿地 $种植被类型的种子库中萌发的物种与地上植

被调查到的物种的优势度的比较

%&’(# )*+,*-&.&*/*0-11234/54/243*617’8*9/2:*++9/&.&1-&/

$61’1.4.&*/.;,1-4.<9=&+48->?)>4=&/’

4水毛花斑块 @ABCDEFGCBHIJEKHGEF)*++(L3疏 忽 蓼 斑 块 MNKOJNI7

EPDCHQGQCPBFFEP)*++(L:莼菜斑块 RCHFQIBHFASCQTQCB)*++(L2
普通野生稻斑块 UCOVHCEWBDNJNI)*++(

图 X 茶陵湖里湿地不同植被类型的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 Y>4//*/
多样性指数比较Z4[及物种相似性系数 Z3[

%&’(X )*+,48&-*/*0Y>4//*/2&618-&.;&/21\Z4[4/2:*100&:&1/.*0

-&+&=48&.;*0-11234/54/243*617’8*9/2:*++9/&.&1-Z3[&/$

61’1.4.&*/.;,1-4.<9=&+48->?)>4=&/’

Y] 水 毛 花 斑 块 @ABCDEFGCBHIJEKHGEF)*++(L̂ ^疏 忽 蓼 斑 块

MNKOJNIEPDCHQGQCPBFFEP)*++(L_Y莼 菜 斑 块 RCHFQIBHFASCQTQCB

)*++(L‘a普通野生稻斑块 UCOVHCEWBDNJNI)*++(

种 子 库 与 地 表 植 被 的 物 种 组 成 存 在 明 显 差 异?种 子 库 中 的

物种数多于植被中的物种数!关于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物种组成

的关系?已有的湿地种子库研究有两种相反的结论b一些研究表

明不同植被类型斑块中的种子库能很好地反映地上植被的物种

组成cd?#ef?另一些研究则表明两者差异较大cXX?Xgf!
造 成 种 子 库 与 地 表 植 被 物 种 组 成 差 异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首先?不同物种种子萌发所需的适宜条件不相同?很难在一个实

验 中 满 足 所 有 物 种 种 子 萌 发 的 最 适 条 件?导 致 种 子 库 中 有 一 些

物种不能萌发?从而低估了种子库的物种组成!例如?]>*+,-*/
等cX$f指出?许多湿地物种萌发前需要经历温度波动的环境?所以

水 位 下 降 以 及 植 被 残 留 物 去 除 将 利 于 种 子 萌 发!)81--h1==和

i8&+1cXjf发现?许多湿地物种需要直接暴露于阳光下 才 能 萌 发?
植被对阳光的遮挡影响了野外条件下的种子萌发!另有一些湿

地物种的萌发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c##?#g?Xgf!用来与种子库

进 行 比 较 的 地 表 植 被 的 物 种 组 成 只 是 一 次 调 查 的 结 果?不 同 物

种的生长季节存在差异?因此也可能低估了植被的物种组成!
本 研 究 的 $种 植 被 类 型 的 种 子 库 中 萌 发 的 物 种 数 目"幼 苗

密度以及生物多样性指数均有差异!地表植被中物种数目较多的斑块中?其种子库中的物种数也较多!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bZ#[不同斑块类型的小生境差异大!本研究的 $种植被类型中?普通野生稻的个体高大?分枝密集生长?使得

地表面的光照强度弱!同时?在秋冬季节其地上部分枯萎倒伏?在地表面形成一层凋落物Z=&..18[!这种小生境条件不利于其它

物种的生长和种子萌发!这样?一方面阻止了斑块外围的物种侵入L另一方面导致斑块中原有的种子库得不到有效更新?导致一

些物种在种子库中的种子数量减少甚至消失!疏忽蓼斑块的小生境条件有利于其它物种的侵入和种子库更新?因而物种数量最

多!ZX[已有的研究表明?种子萌发与所处生境的水位条件有关!在湿润条件下种子库中萌发的物种数显著高于淹水条件下的

物种数cg?XklXdf!研究的 $种植被类型在生境中的水位分布具有明显的生态位差异?按水位由浅至深依次为疏忽蓼"普通野生

稻"水毛花和莼菜cgef!m湖里n湿地在种子萌发季节Zglo月份[水位维持在 Xe:+左右波动?这个水位条件下分布在浅水生境的

物种斑块有更多的机会露出水面?从而促进种子库中更多的物种的种子萌发?保证了种子库的更新!分布在深水生境中的斑块?
它的那些只能在湿润条件下萌发的物种的种子库因不能有效更新?导致数量减少甚至消失!因此?斑块的水位分布差异可能导

致种子库中物种组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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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库对湿地植被在长期干扰条件下的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种群遗传结构也具有显著的

差异!’()’’$%种子库的物种种类*数量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地表植被&表明种子库在湿地保护和受损湿地植被恢复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种子库中物种数量较多&但有些地表植被中的物种没有在种子库中萌发&而且不同植被类型中种

子库的物种组成差异很大%因此&在采用移植法恢复受损湿地植被时&从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角度来说&一方面应该考虑同

时移植地表植被和种子库&同时也应该考虑不同的植被类型%
湖里沼泽是一个北亚热带山地沼泽&目前对这类沼泽的植被和种子库的研究很少!’0$%本沼泽面积只有 ’’12,3"&然而&根

据从 0445年开始的已持续 #-的植被调查资料初步估计&该沼泽的物种数在 5(种以上%本研究中&取样只在其中 0,3"的面积

范围内取样%即使如此&沼泽所含的 ’个国家级珍稀物种中&有莼菜和普通野生稻 "个物种在种子库中萌发%目前已知只有少数

几个分布点的另一国家级珍稀物种长喙毛茛泽泻&在本沼泽的植被调查中也发现有少数的小斑块分布&但种子库中未发现该物

种的萌发幼苗%此外&水车前*睡莲*谷精草等物种也已经在野外少见&正准备列入国家保护计划%在如此小的沼泽面积中同时含

有如此多的稀有物种&是其它受干扰较大的沼泽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从管理*资金投入等方面来说&小沼泽也比大沼泽更易于

保护%因此加强对湖里沼泽及其它与之类似的山地沼泽的保护是当务之急%尽管当地的株洲市和茶陵县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定的

保护措施&但对该湿地的干扰从来没有停止过%0466)0444年的关水养鱼曾导致普通野生稻的地上部分灭绝&这种风险目前仍

然存在%

78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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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R0&&K,A.s#MFJeB?Af/.d,A,-OId-dJ/PB-BA-.@A.@-.RABA@-ue-dISQD-.dJI.%e.-.tB/?I.SAMT1XVw}w_XZWX2w\}X‘a&0442&+>

04’)046M

!05$ NAB%AAB@dG~s&CABjAI3Gh&LAEEAByz&w‘U]MF.I3QB/?A@3Ad,/@P/BJAA@$O-.E-.-DfJIJ>+AA@DI.RA3ABRA.SA-PdABBA3/?I.Rd,A

J/IDOfJIA?I.RM4[Vm‘XZVU]pmZ]Zqa&044#&)5>022)0o0M

!06$ #A@@ftF&"IJ,AeiK&+,IQDAfL&w‘U]M+AA@O-.E-.@?ARAd-dI/.3-.-RA3A.dP/BS/.JAB?-dI/.>d/j-B@QBA@ISdI?AS/33e.IdfAS/D/R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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