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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耍 矮 毒草无性藁分掾和分寨分别作为萁种群的基车单元 ．对不同放牧强度下种群的动态与调节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 ，每分株的分集投，叶片披及分株十悻地上生物量均增加．分 

奠死亡率和叶片死亡率在备处理问差异不显著．分寨死亡率的高蟑 出瑰在生长季束，叶片死亡率在生长 

韧期和束期较 高，而且都不属于宙度制约性的死亡．矮崔草多重种群结构水平的数量调节是由最外层趺 

f叶片层孜)的鼓量变化引起的，进丽影l胄到拉内层次上结构单元的大小和鼓量． 

关键 !塾竺 擅 坌堡 茎： 态’调 ! 

英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 Harper认为“ ，植物种群具有由遗传单位形成的个体种群和由无 

性繁殖所形成的构件种群两个结构水平。前者指直接 由种子形成的个体种群——源株种群 

(genet population) 后者指由构件所组成的}勾件种群(modular population)。所谓构件是指一 

个多细胞结构的重复单元，在植物中如一个具腋芽的叶片、一个分生组织、一个茎叶系统或一 

个分蘖都是一个构件单元。在理论生态学研究中，关于植物种群生物学基本内容的研究大都在 

源株种群结构水平上进行。但由于植物具有无限的分生生长过程 ，复杂的构件结构和生长的可 

塑性以及多样的繁殖特性 ，其种群的大小和密度的调节与适应是两个种群结构水平在环境的 

作用下的综合反映。因此，有关植物种群动态的研究，Harper认为 可以在 3个层次上进行： 

(1)合子或源株数量 (由种子产生，经无性繁殖形成一个无性系)；(2)组成每个源株的分株构件 

(ramet modute)数量，所谓分株是指组成源株的一个单独构件或枝叶组合，可能附属于源株， 

也可能是独立的。 ；(3)分株中分蘖(tiller)或叶片的数量 。在这 3个层次中，(2)和 (3)都属于构 

件种群结构水平。对于具有构件结构可进行无性繁殖的克隆植物(clonal plant)来说，对于邻体 

的反应可能分别发生在无性系、分株、分蘖或叶片各结构水平上，也可能是这些结构水平的综 

合反应0 。因此 ，对于构件种群动态研究的进行无疑会深化对植物种群动态与调节机制的认 

识 。 

在草地群落中有相当数量的种是具有根茎或匍匐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多以无性繁 

殖或称克隆生长(clonal growth)进行个体数量的补充和增殖 ，因此，种群数量的变化主要表现 

在构件的数量而非源株效量的变化上。Schmld认为“ ，这种增殖方式对于群落中特定种多度 

的影响要远大于种子扩散的作用，克隆生长是草地群落中植物种群生物学的首要特性。对于植 

*中国科学院梅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定位站基金资助疆目．野外工作得到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刘伟同志的帮助， 

周立副研究员挺供样地．特致谢意 】 

车文于 1992年 5月 20日收到，修改璃于 1993年 1月 15日收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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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身而言 ，虽然因种类不同而以多种方式对放牧采摘 (defoliation)造成的影响做 出反应。 。 

但那些以克隆生长为主要增殖形式的种对放牧的反应则主要表现在掏件数量和大小的变化 

上 。 

国际上关于构件种群动态的研究“ 既包括同一种的两个分株种群在相对环境条件下的比 

较，也包括蘸肥扰动的影响研究。但放牧扰动对天然群落中建群种分株种群动态的影响研究尚 

未见报道。本文试图以矮嵩草无性系分株和分蘖分 0作为其种群的其本单元，对在不同放牧强 

度下种群的动态与调节机制进行初步探讨。有关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已有专题论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于 1991年 5～1o月在中科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定位站的矮嵩草草甸群 

落内进行。放牧样地围建于 1 988年 6月，位于海拔 3200m的平缓滩地。共设 A、B、c、D、CK 5 

个 放牧试验区(或处理)，放牧动物均为 2龄藏羊。各 区的放牧强度 (只／hm )yj-别为 5．24、 

4．38、3 51、2 65和 0．00。在 A、B、C、D 4个区又各设 3个轮牧小区，轮牧天数 lOd。每年放 

牧开始于 11月 1日，至次年的 5月31日结束，为冬春草场。1991年 5月初 ，在第 1轮牧小区各 

设 3个 0．5×0．5m 的固定样方 ，并用 0．7×0 7m 面积的铁丝扣笼罩住 ，防止藏羊在这一时 

期的啃食 ，造成取样的困难 在 CK 区设 2个大小相同的固定样方作为对照。 

矮嵩草是该群落的建群种，属寒冷中生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密丛生 ，高 3—15cm，具 

短的木质根状茎“ 。一般 4月中下旬返青，从位于地表的分蘖节上长出分蘖叶，同时在根茎的 

节上产生新的分株 ，分株上不断形成分蘖 ，使分株个体株丛逐渐变得 比较稠密，表现为典型的 

“phalanx”生长型。 。由于矮嵩草根茎很短，地上部分密集成丛，不容易将分株区分开，通过采 

挖地下部分观察后认为：如果株丛问基部的距离超过 2cm，即为两个分株。据此，在设置好的各 

样方中随机选取 1O个分株，并挂牌标记，便于定株观察 。对标记分株进行叶数、叶片死亡数 、分 

蘖数 、分蘖死亡数、分株死亡数的测定，同时测定分株密度。在扣笼四周同时选取 1O个比较完 

整、大小与标记分株相近的分株齐地面剪下，装入样品袋，在室内检净 ，置入恒温干燥箱，70℃ 

下烘 36h，称重。共进行 1O次取样，取样 日期(日／月)yj-别是 15／5，28／5，18／6，29／6，15／7，28／ 

7，21／8，4／9，17／9和 7／10，每次取样时的放牧处理及样方顺序完全相同。最后一次取样只进行 

了生物量的测定。 

对所获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采用新复极差检验法对各处理平均值进行多重比较，并用字母 

标记法表示u”。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放牧强度下矮嵩草无性系分株种群的动态 

由表 1可知 ，在 C、D处理中分株密度显著高于其它处理(F一9．491O>F 1(4，32)，P< 

0．01)。A、B、CK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处理间每分株分蘖数差异显著(F一195．6678>F。．。 (4， 

32)，P<0．01)，分蘖数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每分株叶数在处理 间也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F=97．5029>F (4，32)；P<o．01)，随放牧强度的增加，每分株叶数也显著增加。但各处理 

问每分蘖叶片的数量变化并不是这样，而是与处理间每分蘖叶数的变化并非如此，而是与处理 

问的分蘖密度 (yj-蘖密度一分株密度 X每分株分 蘖数)呈显著的负相关(相 关系数 R=一 

0．9899，P<O．O1)。分株个体地上生物量在较重的放牧强度下显著增加，而在轻度放牧或不放 

牧的处理间则无差异。分株生物量与每分株的叶片数量之间呈显著 的正相关(相关系数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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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株的地上生物量，使分株个 体的适合性增 

强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矮嵩草分株种群适 

合于在较重的放牧强度下得到保持。这与周兴民 

等对该群落演替规律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然 

而 ，较重的放牧强度却不利于矮嵩草根茎产生新 

的分株。 
。

分株密度在 A、B、c处理 中随时间所表现出 

的缓慢增加或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增加的特性可能 

说明其密度已接近或达到作为群落组成种 自身的 

密度阈值，但是并没有超过这个阈值 ，因为在整个 

生长季中并未发现分株出现死亡。由于各处理中 

分株初始密度(指第 1次取样时的分株密度)与在 

生长季中分株密度的增加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相关系数 lR⋯ 0 4048 l<R ；(3)，尸> 

0 05)，因此在矮嵩草分株个体之间以及与群落中 

其它种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尚不足以造成矮嵩草 

分株发生死亡，只是其大小发 生了变化。这与 

Hutehings对不同群落中 9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无 

性系分株种群的研究结果0 一致。 

每分株分蘖数在各处理中都是随时间而增加的(图 2)。由于组成分株的各分蘖都是密结 

在一起的，如果将分蘖作为一个种群单元“”，那么随着分蘖数的不断增加，如果发生密度制约 

性的死亡则主要是分蘖的过度密集造成的。从矮嵩草分株分蘖数和分蘖死亡率的分析中发现 ， 

尽管死亡率随分蘖的增加有升高的趋势(表 2，图 2)，但在任一处理中，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表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 R从最小值 R。⋯ 0 3682增加到最大值 R 一0．6415，均小于 

R (7)，尸>0．05)。这说明分蘖的死亡属正常的生理性死亡 ，而非密度制约性 的死亡。出现这 

种结果的原固可能是：(1)由于克隆植物各分株之间以及分株和源株之间通过根茎或匍匐茎相 

连，保持着生理上的一致性 ，分株之间存在着被同化物质的重新分配与有效利用过程，具有一 

种能够避免其枝叶在生长过程中过度密集的能力 ”。这与很多一年生植物不同，其种群中的 

个体之间没有生理上的联系，在种群密度较大时，在生长后期往往发生 自疏现象，导致个体死 

亡，造成对资源的浪费。矮嵩草分株之间 ，分株与源株间有短根茎相连，因而分配到分株上的物 

质与能量，可能不足以使分蘖增加到可引起密度制约性死亡的数量 ，(2)密度制约性死亡的发 

生主要是由于个体密度太大造成对光资源的竞争而引起的，即较大个体形成对较小个体的阴 

蔽作用，影响其生长并进而造成其死亡。 。但矮嵩草草甸群落垂直结构简单 、阳光直射群落内 

部，况且矮嵩草叶片纤细 ，个体间彼此不会相互遮阴，不存在对光的竞争 ．因而也不会发生密度 

制约性的死亡 。 

从上述结果中还反映出分株数量的季节变化相对比较稳定，每分株分蘖数也随时间而稳 

定增加，只有每分蘖叶数随时间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图 2)。如果将矮嵩草一个无性系的结构表 

示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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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叶片构件 

f分蘖构件 叶片构件 

r分株构件 分蘖构件 l⋯⋯ 

源株 分株构件 【⋯⋯ 
I 
I ● ● ● ● ● ● 

一 级层次 二级层次 三次层次 四级层次 

这样 4个结构层次 ，在不发生灾变性扰动的情况下，整个无性系各构件部分的数量变化或调节 

作用将通过外部结构单元(4级层次)的数量变化来影响到内部结构单元的大小和数量。至于 

数量变化最先发生在哪一结构层次则取决于外部因子作用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以及种本身的 

生物学特性。如果作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对于一些具有匍匐茎或地上芽的植物 ，则可能直接 

改变其分株种群的数量，而对于具有根茎、地面芽或地下芽的植物 ，则只影响到分株的大小而 

不容易改变其数量。当然，一些极端因子的作用则另当别论 。但是，这个结构层次的划分，可进 
一 步明确对群落中植物种群数量变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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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ramet or tiller of Kobresia humilis as a basic unit of population，the dynam— 

ics and the regulation of populations were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stocking intensities．The re— 

sui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tillers Or leaves per ramet and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of 

ramet individua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stocking intensities．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mortality of tillers and leaves among grazing treatments．The peak of mortality 

was in the end of growth season for tillets，and i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growth season for 

leaves．The regulation of the Kobresia humilis population that have multiple levels of popula— 

tion structure was caused by the quantitative changes in the exterior layer．It affected the size 

and the numbers of structure unit of the interior layer． 

Key words s／coc ng~qtensity，clone，ramet population，dynamics，regulation—Kobresia 
●  

hum il担． 

第15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B本横浜举行 

第 l5届 国际植物学大会 (The XV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于 1993年 8月 27日至 9月 3日在 

日本横浜隆重举行。这是自1964年在比利时Brussel举行的第 1次植物学大会以来，首次在亚洲国家召开的。 

大会设置了8个学科，下设约 300个专题．其中约有1200十大会发言，2200十墙报发表。参加者多达4000余 

人。作为大会名誉主席的 日本皇太子和皇妃参加了大会并致辞祝贺．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发来贺电．大会设置 

的 8个学科是t①系统学与进化学；@生态学与环境植物学I③结构及其动态 ④植物化学与天然制品；⑤代谢 

与生物能量学 一@发生发育学}0遗传学 I⑥育种与生物技术。 

这次盛会是在人类即将步入 2l世纪 ，全球正面临着重大环境同题以及包括科学家和政治家在 内的国际 

社会对此表示极大关注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在会议议程和内容的安排上都体现了这一时代背景 。大会组织 

者认为 ．本届大会不仅限于促进植物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还希植物科学能在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全球环境朽染 

和由人口剧增所造成的粮食短缺等关系全人类生存的社会同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这一考虑，大会对生 

态科学表现出格外的重视。全部论文(古大会发言和墙报发表)中．与生态学有关的论文约占 1／3就是有力的 

说明．在 生态学与环境植物学 这一学科中，以较大比重安排了。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亢 、“热带林的生物 

多样性与安定性 等专题。通过这些专题、科学家们对大气中CO 浓度的上升，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的变化与 

陆地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抄漠化、热带林的生物多样性、热带林的保护与持续发展等当前的热点同题展开了 

讨论 ，交流了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的参会者，除了大会的盛大 气氛热烈的印象外，这里想特别提及两点。一是来自我国的参会者 

(包括台湾)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没能统计到具体的人数，但仅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参会者就多达 36人。另外， 

从美国等国家去的海外学者也较多。更高兴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吴征益教授和张新时教授分别当选为大会 

决议案委员会成员和大会名誉副主席。这些说明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植物学界所占的分量和地位。二是大会在 

安排生态学的内容上考虑了东方特有的地域特征，这有利于推动东方科学走向世界。如大会安排了 华日区 

系 它的多样性及 其特征 和 亚洲高山生态学 它的格局与人类影响”等专题 。 

总之 ，这次盛会规模巨大 渣l织充分、重点突出，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聚会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方精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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