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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状况对油松苗生长和光合特性的影响 

THE LIGHT REGIME EFFECTS ON GROW TH AND 

PHOTOSYNTHESIS IN CHINESE PINE 

但是对木本植物，特别是对乔术的研究很少。油松 (Pfuns丁d ldeformis Cart．>是我国北方的主要 

造林树种之一，对它的光台生理生态学特性的研究鲜有报道。为了解它的 光台性状和生长与 光 的 关系， 

并为育苗和抚育等林业生产措施提供理冲基础。本文就不同光质光量条件下生长的油松 苗的光台性袄和生 

长特性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洼 

1．1 植物材料与栽培条件 油松为玻璃温室中盆栽的 1— 2年生实生苗。用透明，磨毛和红、蓝及绿色聚酯 

薄膜实现各种光照条件 1986年7月10日赦4得各处 

理的辐射能量分别为{阳生(s)-450pE·m ·S一， 

阴生(SH)、蓝(B)、红(RO及绿光 (G)均为t 150 

pE·m—j·s一 光谱成分见图 I 

1．2 方法 在 25℃，30 O001x的光照条件下，用 

BINOS I CO 气体分析仪(西德产)耐定co 同化 

串和补偿点。以B0 丙酮提取叶绿素，用uV IKON 

81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瑞士产)，按Arnon⋯ 的 

方法耐定并计算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 a／b值。按 何 

平 ⋯修改的T．Oku等人 的方法提取叶绿体。叶 

绿体 PSI(光系统I)活性按高荣孚等人 ⋯ 的方法 

耐定。用还原 DCIP(~--氯酚吲哚酚) 的量表示。 

分别在强白光、弱白光，红，蓝和绿色光照射下， 

测定各种 类型叶绿体的PSI皤性。红，蓝和绿光 

均用滤光片获取。滤光片的光谱性质见图2。光照 

强度分 别为t强光， 1 450 pE·m-J·s一， 弱光 、 

红，蓝及绿光_185~E·m’j·s～。 

2 耸幂与讨论 

300 3r0 700 

誊长 ( ) 

Nave Len~th 

圈 l 培养油梧苗的薄虞的吸收光昔 

Fig．1 The absorption spectrum  of plastic 

rnembcene for growing Chinese pine 

seedlinE 

2·1 光对油松苗针叶形态及生长的影响 从表 1和2可以看到阳生苗表现出典型的阳性 特征，即叶厚， 

短，窄，地径靼，根系发达。它的干物质积累量为阴生苗的131．7 。阴生苗则具有明显的阴性特点，即叶 

薄，长·宽，根系生长弱，地径细a红、绿光使针叶形态阴生化，蓝光使针叶阳生化。 

对干物质积累来说，白光明显优于单色光a虽然阴生条件的辐射能量与单色光相同，但阴生苗 的干重 

大得多·红生苗的干重只有阴生苗的50％弱，其它苗的干重也只有阴生苗的65 左右。从这里可以看 到 

油橙对白光的光能利用率比单色光高。这与何平 ⋯ 发现的，在白光下生长的油松苗提高吸收黄绿光的比例 

的事实有很好的一致性。 

奉文千19G1年】o胃 T日收到，謦馥藕于1992年 月13日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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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期 何 平等。光状况对油松苗生长和光台特性的影响 蛄 

单色光使油橙叶曩积的干物质多，使根的生长受到抑制。干物质在叶、茎牢分配的比例按阳、明，红、 

绿．蓝的顺序增加，在根中分配比例则按上述顺序碱少。蓝光和绿光有利于高生长，而红 光 对 高 生 长不 

利。这个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单色光薄膜对红光和远红光的透过比倒不同而造成的。~／．organ摆出” ，远 红 

光对植物的高生长有强烈的刺激 作 用。实验用的 

蓝．绿色薄礁透过的红光／远红光比例小，而 透 过 

红色薄膜的红光／远红光比例则大得多。 

2．2 光对油橙苗光台速率及叶绿体括性的影响 

不同光照条件下生长的油橱苗的c0：同化率有蹰 

显差异(表 3)。以单株苗为单位计算得到的CO洞  

化串，阳生苗的最大，红生苗的最小。并且与干物 

质积曩有很好的一至性．即，阳生苗>阴生苗>绿 

生苗>蓝生苗>红生苗。此外，对于油松苗来说， 

甩叶干重．叶绿素禽量和叶面积为单位来表示CO z 

同化率，都不能反映出它净光台速率的真实大小。 

倒如，以叶干重计算出的∞  同化率，阳生苗的低 

于阴生苗。用叶绿素含量和叶面积来计算，阳生苗 

CO。同化率只比明生苗略高。而用不同单位计算出 

的单色光下生长的苗术的c0 同化率并没 有 一致 

性。 

蕞 长 (M) 

~svele．gth 

红 Red 

量 Gteen 

t BIue 

瑁 2 耐定叶艨体活性用的蕾光片的畦段光谱 

Fig．2 "IT_e absorptiou印ectmm of n } 
measuring chloroplast Psl activity 

裹 1 光对油格苗形态的孵 

Table 1 The eIIecle of IIlht relO~e On srowlb of cbln~se pine 

备理指标经f检齄，在4=O o0l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封辩为一年生苗，11月庇涓定。 

There 、 ere significnce diflerac~ at =O．Ol level 0f f-test~The meauremm~t was made in 

November wheu seedlir~ was OQe year old． 

裹 2 光状况对曲橙苗干物质分配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s of lilh‘reslme on dry matter dJs~ibut|on of chinese pine 

旺f控藿，在4=O．001水平上有显著差异}材聿l为一年生苗，I1月底一定． 

Theee were sign~icsnce dlffereuce~ at a=O．001 of f-test，the measuremeu~v．+as made iq 

Novem ber when seBdl~．ng ％VaS otle year old． 

S u．qJ嚣皇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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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梧苗的CO z补偿点主要受光质的影响。红生苗的CO 补偿点最高，大于127(×10-．)。这可能是造成 

油松在红光下生长差韵原因之一。蓝生苗的 COj补偿点最低}阴生和阳生苗的 CO 2补尝点 没 明显 差 异 

(表 3)。CO z补偿点与Ru BP(1，；二磷酸核酮糖)羧化酶活性、光呼吸、暗呼吸等因子有关．而这些因子都 

受光环境的影响 I 。 

阴生叶的叶绿素含量比阳生叶高，但两者的叶绿素 a／b值相差不大。红生苗的叶绿素含量 最 高，这与 

Ltchentaler⋯ 和Wild⋯ ’报道的相同，与满江红、鱼腥藻相反 ⋯ 】。绿生苗的叶绿素含量最低。单色光 

下生长的苗术的叶绿素a／b值相差不大(表 3)。 

裹 5 光状况对曲槛光台作甩性状的影响 
Tlble 3 The effects of IIsht relm e oH chinese pine seedlings in photosynthesis 

洼l gWP圭捧千重fg)we ht of dry seedllugi gdl千 Df~ (g)w eight of dry needle=gfl蚌时重 cg， 

霄e．曙ht of fresh needle~8l时面积cm )ueedle B糟B 
材辩为一年生苗，11月一定．The measuremem was made i廿Novermber when seedling was oue 

yeats old． 

裹 4 鲁类叶曩体PsI活性 定(~MDCIP·m
．

gChF I·h—i) 

Teble 4 the PSIactivity of ehloropl̈ II grown under different lilht conditions 

注l S．-强白光 H h llght intensity，光强 Iuter~tyI l46oII】0-m ·s } ⋯ ‘ 
S-‘囊 自光 Low l ht inteusity,Rtt红光 Red lighcl Bit蓝光 Blue light, 

G II孽 光 G~-eeu l ht，光 疆 Ime~ ty-IssuE·m‘ · ． 

J _ 

各种叶绿体的PsI活性相差很大(表4)。特别是不同光质条伴下发育的叶绿依psI活性对光质的反应 

差异很大。阳生叶绿体在高光强下有高的Ps I涯性，阴生叶绿体在弱光下有高的PsI活性。而阳生叶绿体 

在弱光照下其PsI活性下降。这与平府滨藜表现的相同n 。蓝生叶绿体的PSI在蓝光下表现出高活性J 

红生叶绿体PSI在红光下的活性也比在其它单色光照下高’绿生叶绿体PSl促在白光下活性高，在单色光 

下活性低并且漫有差异。当油松叶绿体PsI在其发育的光照射时有比其它光照射的活性高的这种现象，是 

油梧对光环境适应性的结果。很可能在特定的光质条件下生长的叶绿体的PSI，形成了有利于吸收该种光 

质的特殊结构，就象阴生叶绿体类囊体堆积比阳生叶绿体多一样 ，从而使得它在生长环境的光 照射下 

有高的活性。绿生叶绿体的侧外现象，很可能是由于测定PsI活性时所用的绿色滤光片与育苗用的绿色薄 

膜的光谱性质的差异所致。测定 PsI活性用的绿色滤光片与育苗用的蓝色滤光薄膜在绿光区的 光谱性质 

相同，所以蓝生叶绿体在绿光下测定的PS I播性也比较高。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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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平等t光状况对油橙苗生长和光台特性的影响 g5 

以上的分析表明， 长和光台性状。在强光下，油松干物质 积累多，根系发 

选 粗壮，具有高的光言速率。因此，在育苗时要给予充分的光照以获得优质苗术·另外，抽松在 遮荫条 

件下虽然根系生长较弱，但有较大的于物质积累祁高生长，这表明它也有较大的耐荫性a特别是从绿 生苗 

席相通的干物质积累和它的叶绿体在白光照射下有很高的光台活性来看，{由拯在林冠下有一定的更 新能 

孰 也装田林分的问伐可以提高它的光合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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