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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野古草是根茎型无性系禾草，在松嫩平原草甸经常形成单优种群落。 采用单位面积挖掘取样、分株按营养繁殖世代划分

龄级、根茎按实际生活年限划分龄级的方法，对松嫩平原单优群落和混生群落的野古草种群构件结构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结果

表明，在生长季初期两群落野古草种群均以春性分株和根茎芽占优势，且分株及芽构件结构相对稳定，芽库的输出率单优群落

为 ８０．４％，混生群落为 ６２．５％；整个生长季分株由 ２—３ 个龄级组成，１ａ 分株数量是 ２ａ 的 ２．９—１０．２ 倍，其生物量各月份所占比

例平均为 ９３％，随着龄级的增加依次明显减少，呈增长型年龄结构；根茎由 ３—４ 个龄级组成，根茎累积长度及生物量均以 ２ａ 占

绝对优势，为稳定型年龄结构；分株生产力 １ａ 明显高于 ２ａ，对种群贡献最大；根茎贮藏力除个别月份以 ３ａ、４ａ 最高外，两群落大

部分以 ２ａ 最高，在生长季后期，１ａ 根茎物质积累的速率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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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物种群内的个体总伴随着生死的发生，加之季节的变化，使生活在特定环境空间的生物种群，多少

都有随时间过程而出现个体数量消长和分布变化的现象。 这种生命现象被称为种群动态［１］。 种群动态是种

群生态学的核心问题［２］。 国内外对种群动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内容涉及森林优势树种［３⁃５］、沙漠植

物［６⁃７］、草本植物［８⁃１３］和农作物等［１４⁃１５］。 种群的年龄结构不仅能了解现存种群的状态，分析受干扰时种群的

结构变化，也可反映种群数量动态及发展趋势，对种群动态和种群数量的预测预报都有重要意义［１６⁃１８］。 由于

植物在形态、营养繁殖方式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其年龄结构的判断很难有统一标准，又因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差

异，不同学者采用的方法亦有所不同。 目前国内对无性系植物种群年龄结构的研究方法有：通过植物发育过

程中的形态特征变化来划分年龄阶段；按根茎形成的先后顺序判别根茎的年龄，再依根茎的年龄确定分蘖株

的年龄；按叶片数目确定分蘖株的年龄；按分蘖节营养繁殖再生的世代数确定分蘖株的年龄等［１９⁃２３］。 其中，
按分蘖节营养繁殖再生的世代数确定分蘖株年龄的方法已得到广大生态学学者的普遍认可，本文按照此方法

通过对多年生无性系草本植物年龄结构的研究来分析种群的动态并预测群落的演替趋势。
野古草（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ａ）是典型的多年生根茎型无性系禾草。 野古草营养繁殖力较强，在松嫩平原天然

草甸广泛分布，常为群落的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 目前，关于野古草年龄结构的研究极少［８］。 本研究以松嫩

平原恢复演替过程中不同恢复阶段的野古草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整个生长季内的分株与根茎构件年龄结构的

季节变化，籍以揭示恢复演替中野古草种群的数量动态及生物量动态，以预测其种群变化趋势，并为植物种群

生态学研究提供科学积累。

１　 自然概况及实验方法

１．１　 自然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松嫩平原南部、吉林省长岭种马场、东北师范大学松嫩草地生态研究站（４４°４５′Ｎ，１２３°３１′
Ｅ）。 该地区属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具有明显的大陆季风气候特征，地势平坦，草原辽阔，年均降水量为

４７０．６ｍｍ，主要集中在 ６—８ 月，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 ３．５ 倍，年平均气温 ４．６—６．４℃ ［２４⁃２６］。
１．２　 实验方法

研究样地位于研究站围栏封育的杂类草草甸内，围栏前为放牧草场，至取样时为止围栏时间将近 １０ 年。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上旬至 １０ 月下旬，选择处于野古草向羊草恢复演替系列中 ２ 个不同阶段的群落进行取样：（１）
野古草单优群落（Ｐ１）；（２）野古草＋羊草（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群落，即野古草为优势种，羊草为伴生种的混生群

落（Ｐ２），其他主要伴生种还有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和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植物。 样方面积 ２５ｃｍ×２５ｃｍ，
每个演替群落 ５ 次重复，每月取样一次。 取样时将地上植株连同地下根茎一起挖出，用清水轻轻冲洗干净。
注意保持地上与地下部分的自然联系，以便鉴别。 按分蘖节营养繁殖再生的世代数划分龄级［２２］，由根茎顶端

或根茎节间向上生长的分蘖株为 １ａ 株，由 １ａ 株分蘖节产生的分蘖株为 ２ａ 株，由 ２ａ 株分蘖节产生的分蘖株

为 ３ａ 株，以此类推。 把本生长季内形成的所有根茎作为 １ａ 根茎，把形成 １ａ 分蘖株的根茎作为 ２ａ 根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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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ａ 分蘖株的根茎作为 ３ａ 根茎，以此类推。 通过形态特征鉴别冬性分株与春性分株［２７］。 逐样方计数分株数，
并测量各龄级根茎的累积长度，样品于 ８０℃烘干至恒重，逐样方称其生物量。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处理。 将各样方的数量指标均换算成 １ｍ×１ｍ 的常规单位数据指

标，各龄级数量指标占其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年龄结构，分株生产力为单位分株数量的生物量，根茎贮藏力为单

位根茎长度的生物量。 用统计平均值（Ｍ）作为样本的代表值，以标准差（ＳＤ）反映样本内性状变异度。 分别

对同一样地相同龄级不同月份之间，以及同一样地相同月份不同龄级之间相关性状进行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其差异显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长季初期分株及芽的结构

在松嫩平原 ６ 月初，两个群落野古草种群的分株由春性分株和冬性分株组成，芽由分蘖节芽和根茎芽组

成（表 １）。 从表 １ 可看出，单优群落春性分株数量显著高于混生群落，同时，单优群落分株总数量为混生群落

的 １．８ 倍，二者间的差异亦达到显著水平，但两种群落均以春性分株数量所占比例最大，约为冬性分株的 ３
倍，均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 两种群落均以根茎芽占绝对优势，达 ９０％以上，且群落间无显著差异，其结构也

相对稳定。 如果将分株与芽一并视为上一年的潜在种群数量，将冬性分株数量和春性分株数量共同视为芽库

的输出，则野古草芽库的输出率单优群落为 ８０．４％，混生群落为 ６２．５％。

表 １　 不同样地生长季初期野古草种群分株和芽数量结构及其比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ｍ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ｄｓ ｏｆ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样地
Ｐｌｏｔ

特征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分株 Ｒａｍｅｔｓ

春性
Ｓｐｒｉｎｇ

冬性
Ｗｉｎｔｅ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芽 Ｂｕｄｓ

分蘖节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ｎｏｄｅ

根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Ｐ１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 ｍ２ １１３６．０±５６８．２ａ ４００．０±３５９．４ａ １５３６．０±８４６．４ａ ２８．８±３９．８ａ ３４５．６±１５５．４ａ ３７４．４±１３９．３ａ
比率 Ｒａｔｉｏ ／ ％ ７４．０ ２６．０ １００ ７．７ ９２．３ １００

Ｐ２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 ｍ２ ６５２．８±２８２．５ｂ ２１７．６±９２．３ａ ８７０．４±３１９．３ｂ ２２．４±３１．２ａ ４９９．２±３７７．９ａ ５２１．６±４０６．６ａ
比率 Ｒａｔｉｏ ／ ％ ７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４．３ ９５．７ １００

　 　 Ｐ１：单优群落；Ｐ２：混生群落；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样地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　 分株年龄结构

在各月份中，两种群落野古草分株均由 ２—３ 个龄级组成（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两种群落 １ａ 分株数

量所占比例具有绝对优势，随着龄级增加依次减少，３ａ 分株数量极少，均为增长型年龄结构，两群落各月份分

株的龄级结构相对稳定。

表 ２　 不同样地野古草种群分株数量的年龄结构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ｍｅｔｓ ｉｎ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龄级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Ｍ±ＳＤ） ／ （分株 ／ ｍ２）
１ ２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Ｐ１ ６ ９６３．２±１６７．６ａ ２４３．２±９２．９ａｂ — １２０６．４±１５８．６ａ
７ １０３０．４±１９８．７ａ ３２９．６±７３．０ｂ — １３６０．０±２０１．８ａｂ
８ １０２４．０±２１３．２ａ １８８．８±３６．５ａｃ ４０．０±１１．３ａ １２２８．８±１９９．０ａ
９ １３０５．６±９０．２ｂ １２８．０±４９．３ｃ １６．０±０．００ａ １４４０．０±１２９．５ａｂ

１０ １２２５．６±２４３．３ａｂ ３０４．０±１０５．５ｂ — １５２９．６±２７０．０ｂ
Ｐ２ ６ ５６０．０±１４０．４ａ １９２．０±６５．０ａ — ７５２．０±１９８．２ａ

７ ９７６．０±１５５．５ｂ ２４０．０±８３．９ａｂ ４１．６±２４．３ａ １２５７．６±１３７．９ｂ
８ １１２９．６±１７４．８ｂ １７６．０±７６．７ａ — １３０５．６±２１５．７ｂ
９ ９６３．２±２５７．８ｂ １９５．２±８８．７ａ — １１６４．８±３１４．８ｂ

１０ １１４２．４±４１４．４ｂ ３２３．２±１０３．３ｂ — １４６５．６±４７６．３ｂ
　 　 群落内月份间相同龄级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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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群落野古草种群分株生物量均以 １ａ 最大，所占比例的均值为 ９３％，随着龄级的增加明显减少，均为

增长型年龄结构。 在各样地中，无论 １ａ 还是种群合计分株生物量均以 ６ 月份最小，７ 月份明显增加，７—９ 月

份已差异不显著，２ａ 各月份间差异均不显著（表 ３），表明不同群落野古草 １ａ 分株生物量的变化决定着种群的

生物量变化，并且在整个生长季内变化规律相似，而其他龄级分株对种群贡献较小。

表 ３　 不同样地野古草种群分株生物量年龄结构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ｒａｍｅｔｓ ｉｎ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龄级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Ｍ±ＳＤ） ／ （ｇ ／ ｍ２）
１ ２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Ｐ１ ６ １６６．５９±４２．４９ａ ２３．７８±１３．９７ａ — １９０．３７±４６．８４ａ

７ ５４１．１６±８１．５８ｂ ３８．２３±１０．７６ａ — ５７９．３８±９２．１２ｂ

８ ５１５．９４±１００．３６ｂ ５０．３９±１９．４２ａ １４．９６±１．５２ａ ５７２．３２±１１１．８２ｂ

９ ５５１．７４±４９．４２ｂ １９．６４±６．０２ａ ３．７０±２．５８ｂ ５７２．８５±５４．０７ｂ

１０ ３８４．８７±７０．３７ｃ １６．３８±３．６４ａ — ４０１．２５±７２．８２ｃ

Ｐ２ ６ １０１．６４±１７．２７ａ １５．１８±５．８０ａ — １１６．８２±２１．４３ａ

７ ３８１．９９±１００．６８ｂ ３２．３１±２１．９１ａ ３．９５±５．０８ａ ４１８．２５±９８．８２ｂ

８ ４０６．７４±７３．０９ｂ １６．２３±４．２６ａ — ４２２．９７±７１．５５ｂ

９ ３９０．８０±８７．３５ｂ ２２．０３±１０．５０ａ — ４１３．３７±８５．３６ｂ

１０ ３１７．１６±１０５．０８ａｂ １３．０４±６．１５ａ — ３３０．２０±１１０．６４ｂ

２．３　 根茎年龄结构

两种群落野古草种群的根茎由 ３—４ 个龄级组成，各月份 ２ａ 所占比例均达 ５０％以上（表 ４）。 除单优群落

６ 月份根茎长度以 ２ａ 占有绝对优势，３ａ、１ａ、４ａ 不同幅度下降，其它月份均以 ２ａ 比例最高，均为稳定型年龄结

构。 两群落 １ａ 根茎长度均在 ７ 月份显著增长，８ 月份比例达到最大值，生长季末期比前期分别增长了 ９ 倍和

２２ 倍，表明不同群落 １ａ 根茎生长规律相似，但混生群落具有更高的增长速度。 生长季末期两群落的 ４ａ 根茎

均消失，表明这些老龄级根茎已在越冬前全部死亡。
不同样地各月份中野古草根茎生物量 ２ａ 所占比例的均值为 ６９％，且月份间差异不显著，为稳定型年龄结

构（表 ５）。 混生群落除 １ａ 根茎部分月份间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龄级各月份间差异均不显著，两个群落中 ４ａ
所占比例极小。 ６ 月份 １ａ 新根茎物质积累量最小，结合表 ４ 可以看出，尽管根茎长度在 ６—７ 月份间部分龄级

呈显著增长，但根茎生物量增长大部分并不显著，表明生长季中前期，分配于幼龄级根茎的物质倾向用于伸长

生长。

表 ４　 不同样地野古草种群根茎长度年龄结构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ｅｓ ｉｎ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龄级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Ｍ±ＳＤ） ／ （ｃｍ ／ ｍ２）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Ｐ１ ６ ３１３．０±１６６．７ａ ６６３７．４±６９５．２ａ １２４１．３±４６５．１ａ ２３３．９±１３５．８ａ ８４２５．６±７９０．０ａ

７ １６３９．７±４３１．７ｂ ６８４８．６±２７８１．１ａ ５０２．４±１７６．４ｂ １２９．６±７９．８ａ ９０９４．４±３０９５．１ａ

８ ３９６９．６±１８２７．８ａｂ ８００２．６±２３５７．６ａ １３６８．０±６３４．４ａ ３５３．６±３６５．６ａ １３６９３．８±４４５９．８ｂ

９ ２９８６．９±７１９．３ｂ ５７８１．８±１６９２．４ａ ２５８５．３±４７９．５ｃ ３９３．２±１０１．９ａ １１６６８．５±２３８０．９ａｂ

１０ ２８１３．８±９４０．２ｂ ５４０２．６±１２３０．４ａ １３６２．２±８０８．３ａ — ９５７８．６±２１３１．２ａ

Ｐ２ ６ １２７．６±４７．９ａ ２９６３．８±７２６．２ａ ４１３．８±１９２．２ａ １０９．３±９９．３ａ ３５４５．３±８５１．０ａ

７ ２４０９．３±８６６．９ｂ ５５４０．８±１１７２．５ｂ ５８５．０±３８６．２ａｂ ２１８．４±２０４．８ａ ８６２２．４±１５５２．１ｂ

８ ３８３９．０±１００６．７ｃ ６４８３．２±９１０．２ｂ ９４９．１±３１８．１ａｂ ２２９．９±１１０．８ａ １１４０９．３±２０５９．３ｂ

９ ２６１３．８±１１５２．６ｂｃ ４０３３．０±１１２３．０ａｂ １２７６．８±７０７．４ｂ — ７９２３．６±２８３４．９ｂ

１０ ２２７１．７±１００３．９ｂ ５２７５．５±３４１２．２ａｂ ８５５．７±６５６．６ａｂ — ８４０２．９±４２８９．９ｂ

２１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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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样地野古草种群根茎生物量年龄结构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ｅｓ ｉｎ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龄级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Ｍ±ＳＤ） ／ （ｇ ／ ｍ２）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Ｐ１ ６ ３．１９±１．５２ａ １３８．６２±１６．２２ａ ２７．４０±８．８９ａｃ ４．４２±３．５１ａｂ １７３．６３±２０．８１ａ

７ １９．３５±６．９２ａ １６９．０８±６９．４５ａ １１．７９±５．９０ａ ２．６３±０．８９ａ ２０２．３３±７２．６０ａ

８ ５６．５７±３２．４８ａｂ １７１．４０±４３．５５ａ ２６．７５±１３．８７ａｃ ６．９５±６．５１ａｂ ２６１．６７±８６．３６ａ

９ ５４．７９±１０．１７ｂ １５５．００±３３．９０ａ ６１．３１±１２．３２ｂ ９．２４±２．７４ｂ ２７８．４９±３３．８４ｂ

１０ ７０．０１±１５．９９ｂ １５９．１２±３９．４３ａ ３２．６６±１８．２２ｃ — ２６１．７９±５５．３４ａ

Ｐ２ ６ １．２４±０．６６ａ ８２．９０±４６．１９ａ １１．１１±６．９９ａ ３．１８±２．６０ａ ９６．９１±５２．３４ａ

７ ２８．６６±１３．９０ｂ １１３．９６±３３．８０ａ １０．５４±６．１５ａ ４．１１±４．５２ａ １５４．８１±４２．４７ａｂ

８ ５４．０９±２０．０２ｂ １４０．７９±３３．９６ａ １８．８２±７．５８ａ ３．７７±１．８４ａ ２１５．９５±５８．８８ｂ

９ ４３．７３±２２．１６ｂ ９４．５８±３１．５６ａ ２８．０７±１８．５２ａ — １６６．３８±６８．６６ａｂ

１０ ４５．４５±１９．５６ｂ １２６．５７±７７．５４ａ １６．１３±１６．５０ａ — １８８．１５±９８．７８ａｂ

２．４　 分株生产力与根茎贮藏力

分株生产力代表植株在一定时间内的物质生产与积累情况，不同龄级分株生产力可以通过相同单位分株

数量的生物量来体现，由于 ３ａ 分株数量少且大多月份缺失不具有可比性，两种群落野古草种群分株生产力均

以 １ａ 最高，与 ２ａ 差异达显著水平（表 ６）。 从表 ６ 还可以看出，两个龄级分株的平均生产力，最小值均在 ６ 月

份，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８ 月份和 ９ 月份。 表明分株生产力有一个增加的过程，而 １０ 月份的减少是养分向地下

转移的结果，此现象在混生群落更加明显。

表 ６　 不同样地野古草种群各龄级分株的生产力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ｒａｍｅｔｓ ｏｆ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龄级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Ｍ±ＳＤ） ／ （ｇ ／ １００ 分株）

１ ２ 平均值 Ｍｅａｎ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 ％

Ｐ１ ６ １７．４３±３．８６ａ ／ ａ ８．７０±３．６６ａｂ ／ ｂ １３．０６±５．８０ａ ４４．４３

７ ５４．５５±１６．７７ｂ ／ ａ １１．６３±１．９７ｂｄ ／ ｂ ３３．０９±２５．２６ａｂ ７６．３５

８ ５０．６６±５．９７ｂ ／ ａ ２５．９８±６．２２ｃ ／ ｂ ３８．３２±１４．２２ｂ ３７．１１

９ ４２．４８±５．３７ｂｃ ／ ａ １６．２１±４．７３ｄ ／ ｂ ２９．３５±１４．６５ａｂ ４９．９１

１０ ３２．１７±７．８７ｃ ／ ａ ５．９１±２．４５ａ ／ ｂ １９．０４±１４．８９ａｂ ７８．２１

Ｐ２ ６ １８．５４±２．５８ａ ／ ａ ７．８１±０．９７ａｂ ／ ｂ １３．１７±５．９４ａ ４５．１２

７ ３８．７３±４．１３ｂ ／ ａ １２．９９±５．２８ｂ ／ ｂ ２５．８６±１４．２８ａ ５５．２３

８ ３６．１８±５．４９ｂ ／ ａ ９．９９±３．０３ｂ ／ ｂ ２３．０９±１４．４２ａ ６２．４８

９ ４３．２５±１７．８０ｂ ／ ａ １１．８６±４．０２ｂ ／ ｂ ２７．５６±２０．５４ａ ７４．５３

１０ ２８．２４±５．１４ａｂ ／ ａ ３．９３±１．０２ａ ／ ｂ １６．０８±１３．２８ａ ８２．５６

　 　 “ ／ ”前不同字母为同一龄级群落内月份间的差异显著，“ ／ ”后不同字母表示各月份龄级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根茎是重要的繁殖器官和营养物质贮藏器官，不同龄级根茎贮藏力可以通过相同单位根茎长度的生物量

来体现。 野古草种群根茎贮藏力除单优群落 ６ 月份以外，其它均以 ２ａ 最高（表 ７）。 从表 ７ 可以看出，两个样

地 １ａ 根茎贮藏力均随季节呈增高趋势，尤其从生长季后期的 ９ 月份开始明显增高，而变异系数的最小值均出

现在 １０ 月份，表明 １ａ 根茎物质积累有一个从逐渐到快速的增长过程，至生长季后期各龄级根茎所贮藏的营

养物质已趋于相对平衡，以保证其安全越冬。

３　 结论与讨论

以往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冬性分蘖株由于在上一生长季末期的物质积累，在本生长

季中具有养分竞争优势，一般其数量会在群落中占有较高比例，典型的代表植物包括羊草（Ｌ．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光

３１６２　 ８ 期 　 　 　 李程程　 等：松嫩平原野古草种群构件结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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稃茅香（Ｈｉｅｒｏｃｈｌｏｅ ｇｌａｂｒａ） ［２７⁃２８］。 但在生长季初期松嫩草甸上的野古草种群均以春性分株为主，其原因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同时期两群落分株及芽的结构较稳定，形成分株主要来源的根茎芽比例高达 ９０％以上。 可

见，野古草具有羊草等根茎型无性系植物所共有的通过根茎芽进行种群更新的营养繁殖策略和趋同适应

特性［２７］。

表 ７　 不同样地野古草种群各龄级根茎的贮藏力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ｒｈｉｚｏｍｅｓ ｏｆ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龄级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Ｍ±ＳＤ） ／ （ｇ ／ １００ ｃｍ）

１ ２ ３ ４ 平均值 Ｍｅａｎ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 ％

Ｐ１ ６ １．０４±０．２８ａ ／ ａ ２．０９±０．１８ａ ／ ｂ ２．２４±０．２８ａ ／ ｂ １．９２±０．７５ａ ／ ａｂ １．８２±０．６２ａ ３４．１９

７ １．１８±０．１８ａ ／ ａ ２．５１±０．４２ａｂ ／ ｂ ２．２９±０．３９ａ ／ ｂ ２．８２±１．９０ａ ／ ａｂ ２．１６±１．０４ａｂ ４８．０６

８ １．３８±０．１６ａ ／ ａ ２．１９±０．３３ａ ／ ｂ １．９４±０．２６ａ ／ ｂ ２．０４±０．２９ａ ／ ｂ １．８９±０．４０ａ ２１．１２

９ １．８６±０．２５ｂ ／ ａ ２．７３±０．２８ｂ ／ ｂ ２．３８±０．２３ａ ／ ｃ ２．３３±０．１６ａ ／ ｃ ２．３３±０．３９ｂｃ １６．９２

１０ ２．５８±０．４４ｃ ／ ａ ２．９４±０．３５ｂ ／ ａ ２．３９±０．５１ａ ／ ａ — ２．６４±０．４７ｃ １７．８６

Ｐ２ ６ ０．９４±０．１４ａ ／ ａ ２．７７±１．３６ａ ／ ａｂ ２．５６±０．５６ａ ／ ｂ ３．４７±１．７０ａ ／ ａｂ ２．４０±１．３１ａ ５４．４９

７ １．１４±０．１６ａ ／ ａ ２．０４±０．３０ａ ／ ｂ １．９４±０．３８ｂ ／ ｂ １．６３±０．５４ａ ／ ａｂ １．７０±０．４９ａ ２８．５７

８ １．３９±０．３０ａｂ ／ ａ ２．１５±０．２４ａ ／ ｂ １．９７±０．２５ｂ ／ ａｂ １．６３±０．０２ａ ／ ａ １．８０±０．３８ａ ２１．３２

９ １．６４±０．１７ｂ ／ ａ ２．３４±０．３３ａ ／ ｂ ２．１６±０．４０ａｂ ／ ｂ — ２．０５±０．４３ａ ２０．８３

１０ ２．０２±０．４８ｂ ／ ａｂ ２．４３±０．４５ａ ／ ｂ １．６８±０．４０ｂ ／ ａ — ２．０５±０．５２ａ ２５．４５

野古草分株均由 ２—３ 个龄级组成，以 １ａ 占有绝对优势，为增长型种群。 据观察，１ａ 分株大多是从根茎

顶端或根茎节间发育而成的，这种方式比分蘖节成蘖有着旺盛的生活力和生产力［２９］。 两群落中的野古草种

群均在 ７ 月中、下旬抽穗开花，绝大多数进入生殖生长的分株均为 １ａ，但其结实率偏低，未见纤细的 ３ａ 分株抽

穗，且多数 ３ａ 分株于生长季后期因竞争而死亡。 混生群落中，羊草的 １ａ 分株高大且抽穗率低，亦为增长型

种群。
野古草根茎由 ３—４ 个龄级组成，均以 ２ａ 占有绝对优势，其根茎累积长度与生物量所占比例均达 ５０％以

上，为稳定型种群。 两群落的野古草种群根茎粗短并伴有高龄级木质化现象，１ａ 新生根茎呈白色且较柔软，
随着龄级增加根茎的颜色逐渐加深，部分 ４ａ 根茎已腐朽失去生命力而呈现深褐色。 野古草根茎芽集中生长

于 ２ａ 根茎上，而羊草则为长根茎型无性系禾草，且 ２ａ、３ａ 根茎均具有根茎芽。 从而，羊草的扩展能力强于野

古草并在混生群落中具有更强的扩展优势，随着演替的进程羊草将逐渐取代野古草而成为群落的优势种。
两个群落各月份均以 １ａ 分株的物质生产力最高，反映出年轻龄级的分株具有的旺盛物质生产能力和种

群扩展过程中物质的优先分配原则［３０］。 根茎贮藏力波动性较小，最大平均值与最小变异系数均出现在生长

季末期。 根茎作为重要的物质贮藏器官，其生长季末期的贮藏能力决定了植物能否安全越冬以维持下一个生

长季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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