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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碱化草甸星星草种子散布的研究 

THE STUDY 0N SEED DISPERSAL 0F PUCCINELLIA TENUIFLORA 

0N ALKALlZAT10N MEAD0W lN THE SONGNEN PLAlN 0F CHlNA 

星星草足松嫩平原碱 草甸广泛生长的优良牧草 。本文通过对株 顺序远离毋铢取样与单优群落的随 

机取样调查，探讨了星星草的种予散布蜘律 。 

一

， 研究样地的自然概况 

本顼研究设在松嫩平厦南部、东北师范大学草原生态定位研究站的天然碱化草甸，地 理位 置是 北纬 

44。45 ，东径l23。45 耐近。年平均降水量为4 3~'Sm~t，主要集中在6～9月份，年蒸发量为1368mm,约为 

降水量的 3倍 10℃的识温 2579--3144℃，无霜期 136—163天。该区四季多风 ，春夏季 西南风的概率 

最大．属于半湿润大陆性温带季风气候 

橙嫩平原的羊草草匈，由于地理，地形和气候的综合影响，土壤深层普遍潸育着较高浓崖的可溶 性 盐 

碱，植被一旦遭到过渡放牧或开垦等破坏以后，深屠的盐碱随土壤毛管lf乍用不断上升，并积于地表 ，形成 

程度不同的碱汜草地和面翌不等的碱斑 在土壤pH值较高的碱斑上，只有雨季生长碱盎(Suaeda g~uca， 

s． nic以ate，s，he~eroptera) 碱地肤(Koehia sie~siana)等一年生盐碱植物，碱斑边缘常环形生长星星 

草 (P f州 2 tenuiflora>、朝鲜碱茅 (P．chinampocsis)、野大麦 (Hordeum br 拈曲ulatum)、碱蔷 

(Artemisia anethi]o~ia)，西{flT'J亚蓼(Po gofgum sibiricum)等多多年垒耐盐碱植物 随着环境条件的改 

善与土壤pH值下降，这些多年生植物逐渐占据更多的碱斑面稠，常常出现单种植 成片牛长 ．形成镶嶷群 

落的碱化植被，星星蓖是松嫩平原碱化草地吊广泛生长的植物之一。 

=、研究设计及方法 

】988年 7月下旬，在星星草种群的种子完全散布以后，用面积为100cm 的圆1]彤样盒做如下几种取样： 

I．在植被盖度为65 、翌星草成岢生长的地段随机取样，10次重复。 

2．对一丛平均株离 7Oem、具有76株生殖技、单独生长在碱艋边缘的星星草 ，据着东北、正末、东南三 

个方向(均为光碱班)，以样盒口径(11．4cm)为单位距离，顺序远离母株取样，做好方向及顺序标记。 

将士样婀干后，用筛分珐兮离种 子弓土壤，计数每个样盒的种子数景，用FC一1500计算机拟台和{盎骑景 

星草种予散市的各种规律。 

三、结果与分析 

1．革傀种群落内的种子散布 据珂耍，在星星草单优种小群藩内，按道机取样的颇序，各样盒里的种 

子数量变化呈波浪形，表明在群藩内种子散布没有规律性。经统计，群落内电位面积的种子数量为21 9．5± 

44．33粒／lOOem 。 

2．雁离单位面j吾{的种子散布规律 星星草为丛生型禾草，基却丛径可达30～{0cm，主要以种子散{{『 

扩大其种群的生态虹空间。星星草的颖果无附属物，散布时以重力下降为主。但星星草的种子较小，每 粒 

倪重约o．21 mg，田此，在风力的作用下，可眦向母株均用同散布种予 。在三个方向上．分别以lo个距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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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远离母株的调查中，星星草向东北方向散布的种子数量最多 根据统计分布原理．将各方向的种 于散 布 

状况分别与以下三种理论分布拟合；(I)对数正态分布 

ex 一寺 ‘lnx- 。 
其 寸】 为lnx的均值，6‘为Lnx的方差。 

(2)Pearson I型分布 g(x；a， )= 一1 ex 一Zx3／r(口) o 

其中D为形状参数，S为尺崖参数。 

(3)W$：bul1分布 e(x；a， ，6)=— 一 一6) 1expC一(x一6) ／卢) 6 

其中6 O为位置参数，D>0， >0． 

各拟台所得到的估计参数及适台性测验见表 I。从表 1可以反映出，Weibul1分布在各个方向有普遍 

的适台性，因此，散布种子的各种持征及其变化趋势，可由Weibul1分布的估计参数来比较分析。形状参 

致 反映出各方向距离单位面积种子散布数量的曲线形状}6值为最小散布距离单位面积，以东南<东北< 

正东．表明各方向依次从母株的1．6 1．8、2．8个距离单位面积开始，向远距离散布的种子数量逐渐赋少。 

毫 1 墨墨章种子散布的理论分布●救与适合性 验 
3L"lbLe 1 The ploralflle|er|of expected dlstrlbutJon and the compRt|btllly t●xlI jn meed 

dLspersnl of PHccî~IIia tenui]Iova 

对撤 正盎 

分 布 

d 0．8778 1．7211 0．8765 1．0I98 

Pearson I 
B

．  

a．0168 6．5594 2．2719 a 4845 

型分布 譬 J 2O 69口0 20．1164 6．3749 15．0384 

<O．O1 <0．005 <0．5 <0 05 ：( ) 鞍不适台) (不最音) (扳适音) (鹭台) 

d 1．o07 3 1．2375 o eg46 1 03OS 

W ejbul】 
B 3．8711 4．2831 2 911o 3．8550 

6 2．8 1．8 I．9 

分 布 xI 日 1 EOo 1I．I222 8．o 306 4．4428 

x 
2 (Ⅱ) <o．25 < O．25 < o．5 < O．鸭 

(鞍适台) (较适合) (扳适音) (扳适音) 

5．置离一积面积的种子散布翘埠 据调查，在母株附近有限的距离范匿内，星星革向不同方向散 布 

的种子，均随着远离母株累积数量增加，达到一定距离以后不再增加。将调查的种子数量随累积面袄的变 

化标记在坐标纸上，各个方向的散布图均呈 S 型曲线形式，通过Pc一1500计算机拟合的结果表明，种子数 

量随距离累积面积符合逻辑斯谛(Logistic)曲线 ，其方程为{ 

式中：y一一种子散布的数量l 一一种子散布的数量选最大数值j e一一自然对数的底}。一一 曲线对原点 

的相对位置参数}r一一种子随距离累积面积的平均增长遮率I 一一距离累积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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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 论 

1．星星草向不同方向驻市种子的数量，在一定程度 1}=受风向的影响较大。据观察，星星草散布 种 子 

后的花序均向东北方向倾斜，反映出在硷嫩平原，自星星草开花至种子散布都是以西南风为主要 风 向，致 

使星星草向东北方向散布种子的数量分别为正东和东南方向的1．3及2．8倍 

2．统计分布是用来分析和描述随机现象的数据，以对考察的问题作出推断和强测 因此，用分 布 理 

论揭示种子的散布规律是了解种群动态的掘好方法 尽管星星草向不同方向散布的种子数量差异较大，但 

散布的距离大致榴同，最多数量均在距母样2 ．g一45．6era墨婀内．平均占d2．3％。反映出星 星 草 是 靠风 

力 大气浮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传播种子。 

5．种子散布的距离可以用米反映种群扩大空间的一种潜在能力 星星草的种子休眠期 较 短，发芽率 

较高。在捂嫩平原，种子一般 6月下旬至7月上旬成熟，8月中下旬便可萌发，如果幼苗能够安垒 越 冬， 

翌年就能开花结实 由于碱斑的环境严酷、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条件非常复杂，要想揭示星星草种 群实 

际扩大宅问的速度，除了研究其种子的数量及分布以外，还应研究在碱斑环境下种子的出苗率、成 擂 率· 

越冬率，H及自然条件和牲畜践路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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