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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淫羊藿（!"#$%&#’$ ()*%+,’$ 9-:-,）
不同生境种群生物量与更新潜力

杨利民，韩Z 梅，吴劲松，韩忠明，张连学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吉林省生态恢复与生态系统管理重点实验室，长春Z 86$88>）

摘要：朝鲜淫羊藿（!"#$%&#’$ ()*%+,’$ .ARAB）为重要药用植物资源，由于种子繁殖问题较大，而尚未实现真正的人工栽培，野

生资源在长期过度利用中已遭到一定的破坏。研究结果表明：朝鲜淫羊藿的有性生殖能力较弱，平均开花和结果率分别不超过

>[ 和 #[，最低开花和结果率均在次生杂木林下，分别仅有 ![和 $2 >[。朝鲜淫羊藿主要以无性繁殖维持种群更新和增长，其

中，! 龄根茎无性繁殖活力最高，其产生的潜伏芽和 8 龄根茎数量平均占 >$[以上；6 龄和 9 龄根茎产生的潜伏芽和 8 龄根茎数

量显著减少，而 9 龄根茎的潜伏芽 8$$[不能发育成 8 龄根茎；7 龄以后的根茎不再有无性繁殖活力。朝鲜淫羊藿无性繁殖潜

伏芽数量具有较大冗余性，并随着根茎龄级的增高和生境条件的变差其冗余性也增大。另外，朝鲜淫羊藿的开花率、结果率和

根茎产生潜伏芽及 8 龄根茎数量，均随生境条件的不适宜性增强和根茎龄级增大而变异系数明显增大，说明生境条件变差和生

理功能衰退导致其种群增殖的不确定性增加，而有序性降低。总之，朝鲜淫羊藿是极易遭到利用威胁的易危物种，应注意对野

生资源利用强度和方式的研究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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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在中国的利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

大贡献。随着我国“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实施和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药用植物资源的需求

量也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我们对绝大多数药用植物种群更新规律研究的薄弱，加上药材采收的不合理，抢采、

抢收、掠夺式利用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野生资源成本低、质量好，栽培尚不能完全替代野生资源，甚至许

多种类尚未实现实质性人工栽培，导致几乎所有经济价值较高、需求量较大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均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J］，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物种受威胁的程度也越来越大，因此，药用植物的利用与保护不仅受到

国内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K］。为此，包括药用植物在内的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已成为

当前中药资源研究的重要热点问题之一［L M >］。植物资源是可更新资源，如果利用得科学合理，利用量控制在

种群更新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利用，不利用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从某种意义上讲，栽培、抚育

和保护等都是从缓解资源压力角度的间接途径，而深入研究药用植物的种群更新规律，确定其最大持续产量，

从而有效控制采挖强度和利用量，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直接途径。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药用植物种群

更新、收获和如何控制利用强度的问题还很少见到实质性研究［N M JJ］。朝鲜淫羊藿 （!"#$%&#’$ ()*%+,’$
8-9-,）是小檗科长根茎型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全草入药，具有抗衰

老［J;］、增强机体免疫力［JK M JD］、提高脑血流量［JO］、改善性功能［JP］等作用，是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的植物资源。吉

林省长白山区是朝鲜淫羊藿的主要分布区，由于种子繁殖问题较大，而尚未实现真正的人工栽培，野生资源在

长期过度利用中已遭到一定的破坏。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朝鲜淫羊藿种群生物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报道，为此，

立项开展了药用植物资源种群年龄结构、更新规律、采收强度和最大持续产量等研究［J，J> M ;J］，旨在为实现野

生朝鲜淫羊藿等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本文是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本研究在吉林省临江市老岭（次生杂木林）和石灰沟（蒙古栎林和胡桃楸林）进行，地理位置在东经 J;OQ
JJR M J;PQKDR，北纬 LJQ;PR M L;QLR之间，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主峰西南麓腹地，鸭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

达 >K& L< 。属北半球温带湿润性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昼夜温差大，年均气温 D& OS，年降雨量 >==:: 左右，土

壤为山地棕色森林土。在该地区选择了 K 个不同的研究样地，即次生杂木林、胡桃楸林和蒙古栎林，各样地局

部区域朝鲜淫羊藿常形成较大面积的种群斑块，成为林下草本层局部优势种。K 个样地生境的主要差异是森

林郁闭度和光照强度的不同，进而导致气温、湿度和土壤水分状况的差异。蒙古栎林郁闭度较低，光照较强，

气温较高，而空气湿度和土壤水分相对较低；次生杂木林郁闭度较高，光照强度和气温偏低，空气湿度和土壤

水分相对 较 高；而 胡 桃 楸 林 生 境 条 件 基 本 界 于 两 者 之 间 （表 J）。蒙 古 栎 林 乔 木 层 以 蒙 古 栎 （-’%*.’/
$),0)1#.+）为单一建群种，并伴生有紫椴（2#1#+ +$’*%,/#/）、大果榆（31$’/ $+.*).+*"+）和色木槭（4.%* $),)）

等，灌木 层 主 要 有 毛 榛 子 （5)*61’/ $+,&/7’*#.+）、鸡 树 条 荚 迷 （8#9’*,’$ /+*0%,:##）、刺 五 加 （4.+:7)"+,+;

;D;; T 生T 态T 学T 报T T T ;P 卷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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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胡枝子（!"#$"%"&’ ()*+,+-）等，草本层局部以朝鲜淫羊藿为单一优势种，并伴生有歪头菜（.)*)’
/0)1/2’）、山茄子（3-’*45(+6-5# $’-)%)7+-8)#）、山尖子（9’*’,)’ 4’#6’6’）和大叶芹（:$/-)+$)8$)0",,’ (-’*45*’-$’）

等；胡桃楸林乔木层以胡桃楸（;/2,’0# 8’0%#4/-)*’）为单一优势种，并伴生有蒙古栎、拧劲槭（<*"- 6-)7,+-/8）、

假色槭 （<*"- $#/%+=#)"(+,%)’0/8）等，灌 木 层 主 要 有 紫 穗 槐 （<8+-$4’ 7-/6)*+#）、毛 榛 子、东 北 茶 镳 （>)("#
8’0%#4/-)*/8）、北 五 味 子 （:*4)#’0%-’ *4)0"0#)#）等，草 本 层 除 朝 鲜 淫 羊 藿 外，还 有 宽 叶 山 蒿 （<-6"8)#)’
#6+,+0)7"-’）、大 花 剪 秋 箩 （!5*40)# 7/,2"0#）、莓 叶 萎 陵 菜 （?+6"06),,’ 7-’2)7+-8)#）、轮 叶 沙 参 （<%"0+$4+-’
6"6-’$45,,’）等；次生杂木林乔木层主要有色木槭、蒙古栎、千金榆（9’-$)0/# *+-%’6’）、胡桃楸、紫椴、糠椴（@),)’
8’0%#4/-)*’）、花曲柳（A-’B)0/# -450*4+$45,,’）等，灌木层主要有乌苏里鼠李（>4’80/# /##/-)"0#)#）、鸡树条荚

迷、毛榛子、蓬!悬钩子（>/(/# *-’6’"2)7+,)/#）、黄花忍冬（!+0)*"-’ *4-5#’064’）等，草本层除朝鲜淫羊藿外，还有

银线草 （94,+-’064/# 1’$+0)*/#）、铃 兰 （9+0C’,,’-)’ D")#D")）、阴 地 苔 草 （9’-"B ,’0*"+,’6’）、山 野 豌 豆 （.)*)’
’8+"0’）、东北牛防风（E"-’*,"/8 8+",,"0%+-77))）等。

表 !" 在不同群落中朝鲜淫羊藿种群的基本生境条件

#$%&’ !" #(’ %$)*+ ($%*,$, +-./*,*-.) -0 !"#$%&#’$ ()*%+,’$ 1-12&$,*-.) *. /*00’3’., +-442.*,*’)

环境因子

1.2,3).4’."-* 5-(")3/
蒙古栎林

F/"-*/# 8+02+,)*’ 5)3’/"
胡桃楸林

;/2,’0# 8’0%#4/-)*’ 5)3’/"
次生杂木林

6’().7-38 4,9’7 5)3’/"

海拔 :*","07’/（4） ;<= >?= @A=

坡度 6*)#’ +3-7,’." 山顶 B’-C 南偏东 @D 6)0"! E8 ’-/" @D 北偏东 F@D G)3"! E8 ’-/" F@D

气温 :,3 "’4#’3-"03’（H） IA& @ F>& = F>& =

空气湿度 :,3 !04,7,"8（J ） <A& @ <A& @ <?& =

照度 K,+!" ,**04,.-",).（*9） ;L@@ >F;; <<==

郁闭度 M3)%. 7’./,"8（J ） @=& = >=& = ?@& =

土壤腐质层厚度 N!,(C.’// )5 /),* !040/（(4） I& ;= F& ?= ?& F=

O O !各项生境指标均为 F==< 年 ; 月 A= 日中午同时测定结果O :** !-E,"-" ,.7’9’/ %’3’ /8.(!3).)0/*8 7’"’34,.’7 -" "!’ .)). )5 :0+& ;，F==<

!& 5" 研究方法

F==< 年 L 月 AI P A@ 日，分别对各样地的朝鲜淫羊藿种群调查取样，采用 A==(4 Q A==(4 的正方形样方，

重复 A= 次，测定朝鲜淫羊藿种群密度及叶、茎和根及根茎生物量（>=H烘干重）。在 I 个样地分别随机挖出

I= P <= 个单株，并注意不破坏地上和地下及各龄级根茎之间的自然联系，计数不同龄级根茎潜伏芽数和当年

形成的 A 龄根茎数。采用 A==(4 QA==(4 的正方形样方，F==@ 年 @ 月 A> P A? 日，调查各样地开花植株数量；>
月 AL P F= 日，调查各样地结果植株数量。

5" 结果与分析

5& !" 朝鲜淫羊藿种群密度与生物量分配

表 F 表明，蒙古栎林下朝鲜淫羊藿种群总密度和总生物量均最高，胡桃楸林下居中，而次生杂木林下最

低，其单株生物量平均分别为 I& L; +、I& FA +、I& AF +。从叶、茎和根茎生物量分配上看，从蒙古栎林到次生杂

木林，叶生物量比有减少趋势，茎生物量比有增加趋势，而根茎生物量比的变化规律不明显。朝鲜淫羊藿种群

总密度、总生物量和叶、茎、根茎生物量的变异系数，均从蒙古栎林到次生杂木林呈增大趋势，特别是次生杂木

林下，其变异系数均在 =& < 以上，总密度变异系数达 =& >A;F。上述结果分析表明，随着生境郁闭度增大和光

照强度的降低，朝鲜淫羊藿种群密度和产量水平在下降，个体变小，种群分布的均一性也在降低，并且生物量

分配给支持构件茎的比例更大。

5& 5" 朝鲜淫羊藿种群的有性生殖

在长白山区，朝鲜淫羊藿在 @ 月中旬开花，> 月中旬果实成熟，开花和果实成熟期比较集中而短暂。表 I
表明，朝鲜淫羊藿的开花率和结实率较低，在 I 个生境中，平均开花率均不超过 ;J ，最低开花率在次生杂木

林下，仅有 FJ ；而且并非所有的花都能结果，其平均结果率不超过 >J ，最低结果率也在次生杂木林下，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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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结果植株平均有 2& 3 个果实，每个果实平均有 4& 5 粒种子。许多调查样方中，没有开花、结实植株。

并且通过种子萌发产生的实生苗极少，在所有调查样方中，只发现 6 株实生苗。从变异系数上看，从蒙古栎林

到次生杂木林，随着光照强度的降低，朝鲜淫羊藿开花结实植株数量和开花结实率在种群中分布的均一性明

显降低。另外，对种子发芽进行了赤霉素、789 和乙醇加氢氧化钠，以及不同温度的低温层积处理实验，均没

有种子发芽，具体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上述分析结果，一方面表明，随着生境郁闭度增大和光照强

度的降低，朝鲜淫羊藿的有性生殖能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表明，其有性生殖对种群更新的贡献率非常低，是

及其容易受到利用和生境破坏威胁的物种。

表 !" 朝鲜淫羊藿种群密度与生物量分配

#$%&’ !" #(’ )’*+,-. $*) %,/0$++ ),+-1,%2-,/* /3 !"#$%&#’$ ()*%+,’$ 4/42&$-,/*+

样地

:-;#*,.+ #*-"
参数

7-<-;’"’<

总密度

=)"-* >’.?,"@
（#*-." $ ;6 ）

总生物量

=)"-*
A,);-??
（+ $ ;6）

叶生物量

B’-C’?
A,);-??
（+ $ ;6）

茎生物量

:"’;?
A,);-??
（+ $ ;6）

根茎生物量

D!,E);’?
A,);-??
（+ $ ;6）

蒙古栎林

!"#$%"&
’()*(+,%- F)<’?"

胡桃楸林

."*+-)&
’-)/&0"$,%- F)<’?"

次生杂木林

:’().>-<@
;,G’> F)<’?"

平均值 HC’<-+’ 50& 3// 3I3& 03 2I& JI0 32& 555 K3& 03J
最大值 L-G,;M; II 625& KJ KI& /44 65& I63 35I& 3J
最小值 L,.,;M; 62 IJ& K06 J& /052 0& 6I/3 5J& 03J
标准差 :"-.>-<> >’C,-",). 33& 2J4 2K& 2I4 3I& 40K 2& 50I3 5/& 250
变异系数 N-<,-",). ()’FF,(,’." /& 5//K /& 56I0 /& 52I0 /& 5/IK /& 553I
占生物量比 7’<(’." ") A,);-?? O O 5/& /4J K& 2263 J/& 206
平均值 HC’<-+’ 55& 0// 3/0& I2 5/& JKK 3/& K5K JJ& K/J
最大值 L-G,;M; II 3K2& JJ K6& 53/ 3I& 620 K2& /00
最小值 L,.,;M; 66 5I& 04K 3I& 400 2& 6660 30& IJK
标准差 :"-.>-<> >’C,-",). 3/& 5I6 5K& 65J 3/& K05 5& JI5J 53& 0JI
变异系数 N-<,-",). ()’FF,(,’." /& 5/J5 /& 5J3I /& 5I44 /& 552/ /& 24J5
占生物量比 7’<(’." ") A,);-?? O O 60& 605 3/& /40 J3& J5K
平均值 HC’<-+’ 6/& 0// JI& /K2 30& /0K 4& 460K 5K& 64I
最大值 L-G,;M; 2K 323& JI II& 206 3/& 4KJ 05& 264
最小值 L,.,;M; 0 62& K/4 I& 53KJ 3& J035 34& K/4
标准差 :"-.>-<> >’C,-",). 36& 0J4 6K& 25K 0& 4K35 5& 53I2 30& 35J
变异系数 N-<,-",). ()’FF,(,’." /& J30J /& 2I65 /& 20IK /& 260K /& 2J30
占生物量比 7’<(’." ") A,);-?? O O 64& 4K/ 33& 045 J/& 55J

表 5" 朝鲜淫羊藿种群的开花率与结实率

#$%&’ 5" #(’ %&/++/0’) $*) 612,-’) 1$-,/ /3 !"#$%&#’$ ()*%+,’$ 4/42&$-,/*+

样地

:-;#*,.+ #*-"
参数

7-<-;’"’<

开花株数

P*)??);’>
#*-."?

（#*-." $ ;6）

开花率

P*)??);’>
<-",)
（1 ）

结果株数

Q<M,"’> #*-."?
（#*-." $ ;6）

结果率

Q<M,"’> <-",)
（1 ）

蒙古栎林

!"#$%"& ’()*(+,%- F)<’?"

胡桃楸林

."*+-)& ’-)/&0"$,%- F)<’?"

次生杂木林

:’().>-<@ ;,G’> F)<’?"

平均值 HC’<-+’ 5& 3// 4& 433 6& 3// I& 662
最大值 L-G,;M; I 3/& 26 2 0& 55/
最小值 L,.,;M; / / / /
标准差 :"-.>-<> >’C,-",). 3& 5// 6& 5I4 3& 35J 5& /4K
变异系数 N-<,-",). ()’FF,(,’." /& 23K /& 5/J /& I23 /& I0K
平均值 HC’<-+’ 3& J// 2& JJI /& 0// 6& 556
最大值 L-G,;M; 2 K& /K/ 6 2& 4J/
最小值 L,.,;M; / / / /
标准差 :"-.>-<> >’C,-",). 3& 6// 5& /45 /& 420 3& K53
变异系数 N-<,-",). ()’FF,(,’." /& 4I/ /& JIK /& K5I /& 060
平均值 HC’<-+’ /& I// 6& /42 /& 6// /& 06K
最大值 L-G,;M; 6 J& J4/ 6 2& /0/
最小值 L,.,;M; / / / /
标准差 :"-.>-<> >’C,-",). /& J43 6& 264 /& J// 3& 662
变异系数 N-<,-",). ()’FF,(,’." 3& 526 3& 3JK 5& /// 3& 2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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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鲜淫羊藿种群的无性繁殖

图 /0 朝鲜淫羊藿无性系分株

1,+& /0 2!’ (*).-* -3(!,"’("43’ )5 !"#$%&#’$ ()*%+,’$

- 为多年生植株，6 为实生苗 - ,7 #’3’..,-* #*-."，6 ,7 7’’8*,.+

朝鲜淫羊藿地下横走根茎发达，常形成较大面积的

无性系种群。各无性分株间彼此相连，具有明显的分级

特征（图 /），故按根茎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把当年生

长季节内萌发所形成的根茎作为 / 龄根茎，其顶端芽翌

年春季可形成地上植株；/ 龄根茎所着生的根茎为 9 龄

根茎，其上着生有当年春季萌发的植株；9 龄根茎所着

生的根茎为 : 龄根茎，依次类推。据观察朝鲜淫羊藿 /
龄根茎呈黄白色，以后根茎随着年龄的增加色泽加深，

老龄根茎呈黑褐色，甚至有的已经死亡和腐烂，因此，可

依据相连根茎颜色的深浅度来辅助判断根茎的出生

年龄［9;］。

研究结果表明，在 < 月末至 = 月初（果后期）以后，

朝鲜淫羊藿主要在 9、: 和 > 龄根茎上形成潜伏芽，部分

顶端潜伏芽生长发育，形成 / 龄根茎。绝大多数翌年春

季的无性系小株由 / 龄根茎顶芽形成，植株长势正常；

而极少部分由 9 龄根茎上的潜伏芽形成，但植株长势多

数较弱。表明朝鲜淫羊藿无性系分株具有明显的顶端

优势。

表 > 表明，: 个样地的朝鲜淫羊藿无性系种群当年

产生的潜伏芽数量和 / 龄根茎数量，均以 9 龄根茎最

多，并随着根茎年龄的增大而明显减少，> 龄以后根茎上的潜伏芽不能生长发育成 / 龄根茎，? 龄以后根茎上

基本不再形成新芽，而成为没有活力的残茎。无论从 9、: 和 > 龄根茎上产生的潜伏芽数量还是形成的 / 龄根

茎数量上看，均以蒙古栎林最大，次生杂木林最低，而胡桃楸林居中。说明蒙古栎林也是 : 个样地中，最适合

朝鲜淫羊藿无性系种群更新的生境。变异系数分析表明，随着根茎年龄的增加和生境条件的不适宜性增大，

朝鲜淫羊藿产生潜伏芽和 / 龄根茎的变异系数增大，说明其不确定性增加，而有序性降低。

表 > 数据进一步分析表明，通过 9 龄根茎产生的潜伏芽和 / 龄根茎是朝鲜淫羊藿无性系种群更新的主要

途径。9 龄根茎产生的潜伏芽数平均占 @/& 99A ，蒙古砾林、胡桃楸林和次生杂木林分别为 ==& =:A 、=>& </A
和 B/& :9A ；产生的 / 龄根茎数占 @<& >:A ，: 个样地分别为 @<& 9/A 、@9& />A 和 B;& B<A 。: 龄根茎产生的潜

伏芽数平均占 /?& ?>A ，: 个样地分别为 /<& ?@A 、99& 9:A 和 =& @9A ；产生的 / 龄根茎数平均占 /:& ?<A ，: 个

样地分别为 /:& =BA 、/=& @<A 和 B& ;>A 。> 龄根茎产生的潜伏芽数平均占 :& 9>A ，: 个样地分别为 ?& <@A 、

:& /=A 和 ;& @9A ；没有潜伏芽发育为 / 龄根茎。上述分析说明，尽管朝鲜淫羊藿为多年生植物，但是，从种群

无性更新角度上看，代有明显的 / 年生植物特征。

从潜伏芽形成数量和发育为 / 龄根茎的潜伏芽数量上看，具有明显的冗余性。潜伏芽发育为 / 龄根茎率

平均为 9B& >>A ，蒙古砾林、胡桃楸林和次生杂木林分别为 >/& 9:A 、9?& B:A 和 9/& /<A ，其中，9 龄根茎的潜

伏芽发育为 / 龄根茎率平均为 :9& B=A ，: 个样地分别为 >?& =9A 、9@& ??A 和 9/& ;@A ；: 龄根茎的潜伏芽发育

为 / 龄根茎率平均为 9<& ?@A ，: 个样地分别为 :>& 9BA 、9;& @:A 和 9>& >@A ；而 > 龄根茎上没有潜伏芽发育

为 / 龄根茎。上述分析说明，根茎年龄越小和越适宜生境潜伏芽的冗余性越小，而根茎年龄越大和越不适宜

生境潜伏芽的冗余性越大。

图 9 表明，9 龄根茎潜伏芽数量分布为完整的正态分布规律，占比例最高为 : C ? 个潜伏芽，占比例约在

9;A C>;A 之间，: 个样地分别有 9@ 株、9B 株和 9= 株，分别占总和的 ==& =@A 、@9& @<A 和 @=& /;A ；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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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根茎数量，最多仅有 / 个，占比例最高为 0 1 2 个，/ 个样地分别有 23 株、/0 株和 24 株，分别占总和的 356 、

70& 8/6 和 98& 526 左右。/ 龄和 8 龄根茎潜伏芽数量明显减少，并且分布规律呈级数分布，即数量最低者占

比例最大，随着数量增加占比例显著降低。/ 个样地中 / 龄根茎不形成潜伏芽者分别有 07 株、0: 株和 28 株，

分别占 52& 3:6 、50& 8/6 和 33& 826 ，而 8 龄根茎有 :46 以上没有潜伏芽形成；/ 个样地 / 龄根茎不形成 0 龄

根茎者分别有 28 株、2: 株和 27 株，分别占 99& 936 、:46 和 72& :96 ，而 8 龄根茎的潜伏芽 0446 不能发育成

0 龄根茎。

表 !" 朝鲜淫羊藿不同龄级根茎形成潜伏芽和 # 龄根茎数量统计

$%&’( !" $)( *+%+,*+,-* .,/(0 &,1+) +2 &34* %04 # %.( 1),526(* 20 4,77(1(0+ %.( 1),526(* 27 !"#$%&#’$ ()*%+,’$

样地

;-<#*,.+ #*-"
参数 =->-<’"’>

2 龄根茎

2 -+’ >!,?)<’

潜伏芽数

（@AB
$ #*-."）

根茎数

（>!,?)<’ $
#*-."）

/ 龄根茎

/ -+’ >!,?)<’

潜伏芽数

（@AB
$ #*-."）

根茎数

（>!,?)<’ $
#*-."）

8 龄根茎

8 -+’ >!,?)<’

潜伏芽数

（@AB
$ #*-."）

根茎数

（>!,?)<’ $
#*-."）

蒙古栎林

!"#$%"&
’()*(+,%-
C)>’D"

胡桃楸林

."*+-)&
’-)/&0"$,%-
C)>’D"

次生杂木林

;’().B->E
<,F’B
C)>’D"

平均值 GH’>-+’ 8& 559 2& 4:/ 4& 732 4& //// 4& /// 4
最大值 I-F,<A< : / 5 0 / 4
最小值 I,.,<A< 2 0 4 4 4 4
标准差 ;"-.B->B B’H,-",). 0& 095 4& 99: 0& 25: 4& 872 4& 3:2 4
变异系数 J->,-",). ()’CC,(,’." 4& 259 4& /20 0& 278 0& 833 2& /85 K
平均值 GH’>-+’ 8& 42: 0& 054 0& 244 4& 254 4& 030 4
最大值 I-F,<A< 9 2 / 2 2 4
最小值 I,.,<A< 0 4 4 4 4 4
标准差 ;"-.B->B B’H,-",). 0& 05: 4& 5:30 0& 897 4& 554 4& 889 4
变异系数 J->,-",). ()’CC,(,’." 4& 2:3 4& 5049 0& 225 2& 244 2& 94/ K
平均值 GH’>-+’ /& /:3 4& 308 4& 274 4& 430 4& 4/2 4
最大值 I-F,<A< 5 2 2 0 0 4
最小值 I,.,<A< 0 4 4 4 4 4
标准差 ;"-.B->B B’H,-",). 4& 748 4& 900 4& 537 4& 293 4& 039 4
变异系数 J->,-",). ()’CC,(,’." 4& 293 4& :59 0& 778 /& 382 5& 833 K

8" 结论与讨论

8& #L 朝鲜淫羊藿为长根茎型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研究地区每年果实成熟后，9 月末至 3 月初在根茎前端形成

白色潜伏芽，并逐渐长出根茎，翌年根茎先端芽出土形成地上植株，年复 0-，根茎最高龄级可达到 02 龄，形成

庞大的地下根茎系统，建立起无性系种群，并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常在林下形成局部优势种群，面积可以达

到数平方米到数十平方米，甚至群落内个体较纯，其它植物很难侵入。

8& 9L 朝鲜淫羊藿在研究地区 5 月中旬开花，9 月中旬果实成熟，开花和果实成熟期比较集中而短暂。种群有

性生殖能力较弱，平均开花率不超过 :6 ，最低开花率在次生杂木林下，仅有 26 ；平均结果率不超过 96 ，最

低结果率也在次生杂木林下，仅有 4& :6 。在朝鲜淫羊藿种群中很少见到种子繁殖的实生苗，除有性繁殖率

低外，其它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8& 8L 朝鲜淫羊藿主要以无性繁殖维持种群更新与增长。2 龄根茎无性繁殖活力最高，在 / 个代表生境中，产

生的潜伏芽数量和 0 龄根茎数量平均占 :46 以上；/ 龄和 8 龄根茎产生的潜伏芽和 0 龄根茎数量显著减少，

而 8 龄根茎的潜伏芽 0446 不能发育成 0 龄根茎；根茎龄级在 5 龄以后不再有无性繁殖活力。

8& !L 朝鲜淫羊藿无性繁殖潜伏芽数量具有较大冗余性。/ 个生境平均有 27& 886 的潜伏芽发育为 0 龄根茎，

而平均有 34& 596 的潜伏芽是冗余的。翌年未发育为 0 龄根茎的潜伏芽绝大部分不能形成地上植株。并且

其潜伏芽的冗余性，随根茎龄级的增高而增大，随生境条件的变差而增大。

8& :L 朝鲜淫羊藿的开花率、结果率及不同龄级根茎产生潜伏芽和 0 龄根茎的变异系数有较大变化。/ 个代

表生境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生境条件的不适宜性增强，其开花率和结果率变异系数明显增大；随着根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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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朝鲜淫羊藿不同龄级根茎形成的潜伏芽和 1 龄根茎的多度分布

2,+& /0 3!’ -45.6-.(’ +,7’. 4,8"! ") 4569 -.6 1 -+’ 8!,:);’9 ). 6,<<’8’." -+’ 8!,:);’9 )< !"#$%&#’$ ()*%+,’$

-，4，( 为蒙古栎林，-，4，( ,9 ,. -’%*.’/ $),0)1#.+ <)8’9"；6，’，< 为胡桃楸林，6，’，< ,9 ,. 2’01+,/ $+,&/3’*#.+ <)8’9"；+，!，, 为次生杂木

林，+，!，, ,9 ,. 9’().6-8= ;,>’6 <)8’9"& 白色柱为潜伏芽的多度分布，3!’ %!,"’ #)*’9 -8’ "!’ -45.6-.(’ )< 4569；黑色柱为 1 龄根茎的多度分

布，3!’ 4*-(? #)*’9 -8’ "!’ -45.6-.(’ )< 1 -+’ 8!,:);’9

的增高和生境条件的不适宜性增强，其产生潜伏芽和 1 龄根茎的变异系数明显增大。这说明生境条件的不适

宜性和生理功能的衰退导致其不确定性增加，而有序性降低。

!& "0 朝鲜淫羊藿在 @ 个代表性生境中，无论有性生殖、无性繁殖，还是种群规模及种群生物量，均以蒙古栎林

最好，因此，其最适生境应为蒙古栎林。而胡桃楸林和次生杂木林下朝鲜淫羊藿的种群生物量和密度较低，说

明在更荫闭环境下，一方面不适于朝鲜淫羊藿的生长发育，另一主面也对其有性生殖和无性繁殖有较大影响。

生境基本条件见表 1。

!& #0 通过上述研究结果看，朝鲜淫羊藿是较易遭到利用破坏的物种，应采取轮采、轮收、控制资源利用量等措

施，注意对朝鲜淫羊藿采收时间和采收强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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