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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ｓｂｓｈｉ＠ ｎｗｉｐｂ．ｃａｓ．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６０５０５０８６４

师生波， 刘克彪， 张莹花， 刘世增， 康才周， 李得禄．民勤沙生植物园 ４ 种云杉属植物光化学特性的趋同适应．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 １５）：
５０３９⁃５０４８．
Ｓｈｉ Ｓ Ｂ， Ｌｉｕ Ｋ Ｂ， Ｚｈａｎｇ Ｙ Ｈ， Ｌｉｕ Ｓ Ｚ， Ｋａｎｇ Ｃ Ｚ， Ｌｉ Ｄ 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ｑ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１５）：５０３９⁃５０４８．

民勤沙生植物园 ４ 种云杉属植物光化学特性的趋同
适应

师生波１，２，∗， 刘克彪２， 张莹花２， 刘世增２， 康才周２， 李得禄２

１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１

２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甘肃沙生植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采用叶绿素荧光图像分析手段， 结合叶绿素含量和主枝生长量测定，研究了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白扦 ＰＳⅡ光化

学效率和非光化学能量耗散的光响应特性及对稳态光强的适应性。 结果表明： 在相同生境和管理条件下，１５ａ 苗龄的 ４ 种云杉

属植物生长势态良好，均能适应民勤荒漠气候环境；蓝云杉针叶的叶绿素含量较高，而青海云杉的叶绿素 ａ、ｂ 比值（Ｃｈｌ ａ ／ ｂ）较
低；４ 种植物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的光响应曲线相似，但蓝云杉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的光响应明显有别于其余 ３ 种；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光强下 ４ 种植物间 ＮＰＱ 的差异与 ＰＳⅡ最大光化学量子效率（Ｆｖ ／ Ｆｍ）一致，是内禀光合特性的反映；１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高光强下的 ＮＰＱ 和 ＰＳⅡ最大效率（Ｆｖ ′ ／ Ｆｍ ′）在 ４ 云杉属植物间没有差异，呈现光合生理的趋同适应。 综合比较分析可

知， 蓝云杉和白扦在低光强具有略低的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能力，在高光强具有相对高的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 Ｆｍ ′），光驯化适应

能力较大；沙地云杉和青海云杉具有几乎一致的 ＰＳⅡ光化学和非光化学猝灭特性，其耐荫性和喜光性相近；４ 种云杉属植物光

合机构对干旱荒漠生境的驯化适应具有趋同性，可作为我国北方防护林建设和城市绿化的重要树种。
关键词：趋同适应；叶绿素荧光；光响应曲线；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云杉属植物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ｑ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ＨＩ Ｓｈｅｎｇｂｏ１，２，∗， ＬＩＵ Ｋｅｂｉａｏ２，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ｈｕａ２， ＬＩＵ Ｓｈｉｚｅｎｇ２， ＫＡＮＧ Ｃａｉｚｈｏｕ２， ＬＩ Ｄｅｌｕ２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ａｎｓｕ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Ｇａｎｓｕ Ｄｅｓｅ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ｉｃｅ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Ｐｉｃ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ｅａ ｍｅｙｅｒｉ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ｑ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３８°３５′ Ｎ， １０２°５８′ Ｅ； １３７８ ｍ ａｓｌ） ．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ａｉｎ ｂｒ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Ｆ ｉｍａｇｅ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ｇｅｄ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ｇｏｏ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ａｌｌ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ｅｒｔ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ａｉｒ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Ｐ．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ｔｏ ｂ （Ｃｈｌ ａ ／ ｂ）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Ｐ．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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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ｅ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ｕｔ Ｐ．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ＰＳ
Ⅱ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Ｐ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ＮＰＱ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 ｌｏｗ ａｃｔｉ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ｆｏｒ １０ ｍｉｎ ａｎｄ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ｖ ／ Ｆｍ）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ｏｒ ２０
ｍｉｎ ｉｎ ｄａｒｋ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ａｒｌｙ ｎｏ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ＮＰＱ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１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 ｈｉｇｈ ａｃｔｉ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 ＰＳⅡ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ｖ′ ／ Ｆｍ′） ｄ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ａｃｔｉ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Ｐ．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ａｎｄ Ｐ． ｍｅｙｅｒｉ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ＳⅡ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ｗ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ｕｔ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ＳⅡ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ｑ′ ／ Ｆｍ′） ｉｎ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ｌｉｇｈｔ⁃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Ｐ．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ａｎｄ Ｐ．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ｓｈａ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ｈａｄ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 Ⅱ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ｉｎｑｉｎ ａｒ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ｏ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ｒｙ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 ＰＳⅡ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云杉属（Ｐｉｃｅａ）为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常绿针叶乔木；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地区，多生长在年平均温度 ４—１２℃、
年降水量 ４００—９００ ｍｍ、年相对湿度 ６０％以上的高山地带或高纬度地区，具有抗寒和耐荫的特性。 全世界约

有 ４０ 种，我国有 １６ 个种 ９ 个变种，是云杉属植物分布最多的国家［１］。 甘肃沙生植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民

勤沙生植物园引种栽培了 ７ 种云杉属植物，拟筛选可作为我国北方干旱区防护林建设及城市绿化的备选树

种；其中沙地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青海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蓝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和白扦 （Ｐｉｃｅａ
ｍｅｙｅｒｉ） 呈现较好的生长势态，能适应民勤干旱荒漠气候环境。 有关 ４ 种云杉在形态特征、繁殖、生态特性、造
林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已有较多报道［２⁃４］。 李得禄等［５］ 测定了不同水分梯度条件下青海云杉和沙地云杉的叶

绿素荧光参数，认为沙地云杉具有较强的抗旱性。 郑红娟等［６］研究了补充光照处理对 ４ 个种源蓝云杉生长的

影响，发现自然条件下补光可显著促进蓝云杉的生长和生物量增加；引种驯化也表明，４ 种耐荫性云杉属植物

均呈现喜光的特性。 然而，荒漠生境中植物胁迫驯化的生理基础是什么？ 尚缺乏足够了解。
长期在特定生境下生存的不同种类植物，受综合生态因子的影响，会形成相同或相似的适应特征和方式，

即发生趋同适应［７］。 刘建泉［８］综述了荒漠植物的生态特性，认为植物对生境的（趋同）适应可表现在形态、结
构、生理等多方面；能形成与其气候、土壤和逆境胁迫条件相适应的结构和机能，表现出高度的趋同适应

性［９］。 韩路等［１０］运用生态位测度指标和点格局法研究了新疆塔里木盆地荒漠绿洲过渡带的种群空间格局、
空间关联性及生态位特征，发现生态过渡带内植物的种间生态位重叠普遍较高，草本植物间尤为明显，其分配

格局反映了荒漠植物对旱化生境的趋同适应。 分子系统学和生物地理学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垫状植物也

是一类适应特殊生境的趋同进化植物［１１］。 趋同适应一方面表现为生物各层次结构（细胞、器官等）与特定功

能的相适应，另一方面表现为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与特定生存环境的相适宜。 然而，迄今有关植物光合生理

特性趋同适应方面的研究依然偏少，直接证据尚不充足。
本文采用叶绿素荧光图像分析手段，结合叶绿素含量等测定，研究了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白扦 ４

种云杉属植物针叶光合机构的光化学特性。 通过分析针叶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的光响应特性， 及稳态高、低作

用光强下 ＰＳⅡ反应中心激发能的耗散规律，探讨了 ４ 种耐荫植物对典型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的趋同适应机

理，为干旱沙区生态屏障建设树种选择提供了理论数据和选择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与植物材料

　 　 ４ 种云杉属植物均栽植于民勤沙生植物园的松柏植物引种试验区。 民勤沙生植物园位于巴丹吉林沙漠

０４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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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缘，腾格里沙漠西北部（１０２°５８′ Ｅ， ３８°３５′ Ｎ， 海拔 １３７８ ｍ），是我国第一座具有荒漠特色的沙旱生植物

园。 当地多年平均气温为 ７．４ ℃，最低温度⁃２８．８℃，最高温度 ３８．１℃，年平均降水量 １１０ｍｍ， 蒸发量 ２４８５ｍｍ，
≥１０℃的有效积温 ３２４８．８℃，干燥度 ５．８５，年日照时数 ２８３３．１ ｈ，属典型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 试验区土壤为

风沙土改良而成的沙壤土。
蓝云杉（Ｐｉｃ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引自甘肃省小龙山林科所；沙地云杉（Ｐｉｃｅ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白扦（Ｐｉｃｅａ ｍｅｙｅｒｉ）引自内

蒙克什克腾旗；青海云杉（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引自甘肃省天祝县。 ４ 种云杉均栽植于松柏植物园区的云杉种植

区，生境和管理措施相同；苗龄均为 １５ａ，平均株高为（６２．９３±４．７３） ｃｍ，平均冠幅为（４０．１１±７．０３）ｃｍ×（４１．１１±
５．２８） ｃｍ。
１．２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采用英国产 ＣＦ⁃ｉｍａｇｅｒ 叶绿素荧光图像分析仪（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 Ｌｔｄ， ＵＫ）测
定针叶的叶绿素荧光参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初，在云杉种植区各选 ３ 株标准株，每株剪取当年生向阳枝条 １ 枝，选
中部成熟健康针叶，从基部剪取依次摆放在湿润垫片上并固定。 叶绿素荧光测定试验共重复有 ３ 次，第 ３ 次

测定时 ４ 个云杉属植物均选取 １４ 根针叶，成像并聚焦。 依据实验目的运行预置程序，测定暗适应及不同稳态

作用光强时的叶绿素荧光图像，并进行解析。 测定期间室内气温维持在（１８．０±１．０） ℃，室内空气湿度相对

恒定。
１．２．１　 测定程序

稳态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测定：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针叶经准确暗适应 ２０ ｍｉｎ 后，测定 ＰＳⅡ反应中心关闭时

的最小叶绿素荧光产率（Ｆｏ）和开放状态的最大叶绿素荧光产率（Ｆｍ）；依次开启 １５０ 和 １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
高稳态作用光强，每一光强辐照 １０ ｍｉｎ 后测定基础荧光产率（Ｆｓ）和最大荧光产率（Ｆｍ′）；测定 Ｆｍ 和 Ｆｍ′的饱

和脉冲光为 ６ ８４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脉冲频率为 ６０ ｍｓ。
光响应曲线测定：参照 Ｂａｋｅｒ 和 Ｒｏｓｅｎｑｖｉｓｔ 方法［１２］，准确暗适应 ２０ ｍｉｎ 后，测定 ４ 种云杉针叶的 Ｆｏ 和

Ｆｍ；开启光响应曲线测定程序，光强梯度设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１ ５００ 、１ ８００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依

据基础荧光产率 Ｆｓ 的变化趋势，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光强下的平衡时间设为 ３ ｍｉｎ，大于 ２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以后每一光强下的平衡时间定为 ２ ｍｉｎ；测定 Ｆｍ 和 Ｆｍ′的饱和脉冲光为 ６ ８４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脉冲频率为

６０ ｍｓ。
１．２．２　 针叶定位及图像解析

在荧光图像的图形编辑框中，定位并逐个分割 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针叶，解析各针叶荧光图像为叶绿素荧

光参数数值。 具体操作步骤见 ＣＦ Ｉｍａｇｅｒ 使用手册。
１．２．３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化学效率和非光化学猝灭的光响应分析

ＰＳⅡ最大光化学量子效率（Ｆｖ ／ Ｆｍ）以准确暗适应 ２０ ｍｉｎ 时的最小叶绿素荧光产率（Ｆｏ），和最大叶绿素

荧光产率计算，其中Ｆｖ ＝Ｆｍ－Ｆｏ。 各稳态作用光下 ＰＳⅡ最大效率（Ｆｖ′ ／ Ｆｍ′）和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Ｆｍ′）依照

Ｇｅｎｔｙ 等的公式［１３］ 分别由下式计算：Ｆｖ′ ／ Ｆｍ′ ＝ Ｆｍ′－Ｆｏ′( ) ／ Ｆｍ′；Ｆｑ′ ／ Ｆｍ′ ＝ Ｆｍ′－Ｆｓ( ) ／ Ｆｍ′。 ＰＳⅡ效率因子

Ｆｑ′ ／ Ｆｖ′( ) 和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依照 Ｂｉｌｇｅｒ 和 Ｂｊöｒｋｍａｎ 的公式［１４］ 计算：Ｆｑ′ ／ Ｆｖ′ ＝ Ｆｍ′－Ｆｓ( ) ／

Ｆｍ′－Ｆｏ′( ) ；ＮＰＱ＝Ｆｍ ／ Ｆｍ′－１。 以上各荧光参数计算中的 Ｆｏ′以 Ｏｘｂｏｒｏｕｇｈ 和 Ｂａｋｅｒ 经验公式［１５］ 估算：Ｆｏ′ ＝
Ｆｏ ／ Ｆｖ ／ Ｆｍ－Ｆｏ ／ Ｆｍ′( ) 。
１．３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叶绿素含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９：００ 以前在园区剪取 ４ 种云杉的当年生向阳面小枝数个。 用去离子

水洗净表面灰尘，取小枝中部针叶，称取 １００ ｍｇ 鲜叶，立即浸入内含 １０ ｍＬ 丙酮和乙醇混合提取液（丙酮∶乙
醇∶水＝ ４．５∶４．５∶１）的玻璃瓶中；盖紧样品瓶盖，置低温处避光浸提约 １０ ｄ 至叶片无色［１６］。 每种云杉设 ６ 次重

复，叶绿素含量的测定与计算见朱广廉等［１７］。

１４０５　 １５ 期 　 　 　 师生波　 等：民勤沙生植物园 ４ 种云杉属植物光化学特性的趋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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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年生长量测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旬，在云杉种植区选 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标准株各 ７ 株，用钢卷尺测定株高、冠幅；并由主枝

顶端始，依次向下测定各年度主枝的连年生长量。
１．５　 数据分析

数据经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软件预处理后，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种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进行多重比较，显著性水平为 α ＝ ０．０５。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软件制图，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垂直条表示标准差（ＳＤ）。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１　 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和白扦的连年生长量比较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１０、Ｌ１１、Ｌ１２、Ｌ１３、Ｌ１４、Ｌ１５ 分别为主枝连年生长的 １０、１１、１２、

１３、１４、１５ａ； 图中各点数据为 ７ 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差较小，未

予标注

２．１　 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生长状况分析

图 １ 表明，第 １１ 年移栽苗木后，第 １２ 年 ４ 种云杉

属植物的主枝生长量略有降低，第 １３ 年除白扦外当年

生长量均略有增高，其中沙地云杉第 １２ 年的主枝生长

量显著低于 １１ａ 和 １３ａ 的（Ｐ＜０．０５）；从第 １４ 年起，生长

量显著增加；第 １５ 年时蓝云杉生长量略大于沙地云杉

的，青海云杉和白扦介于两者之间。
２．２　 ４ 种云杉属植物针叶的叶绿素含量差异

４ 种云杉属植物针叶的总叶绿素（Ｃｈｌ）、叶绿素 ａ
（Ｃｈｌ ａ）和叶绿素 ｂ（Ｃｈｌ ｂ）含量具有相似的相对变化趋

势。 图 ２ 显示，蓝云杉针叶的 Ｃｈｌ ａ 含量显著高于青海

云杉的（Ｐ＜０．０５），而 Ｃｈｌ ｂ 显著高于沙地云杉的（图 ２）
（Ｐ＜０．０５），但总叶绿素 Ｃｈｌ 含量仅略高于其余 ３ 种云

杉，而无显著性差异（图 ２）。 图 ２ 表明，青海云杉针叶

的叶绿素 ａ 和叶绿素 ｂ 比值（Ｃｈｌ ａ ／ ｂ）显著小于沙地云

杉和蓝云杉的（Ｐ＜０．０５）。
２．３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及非光化学猝灭的光响应

４ 种云杉属植物针叶的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Ｆｍ′）、ＰＳⅡ最大效率（Ｆｖ′ ／ Ｆｍ′）和 ＰＳⅡ效率因子（Ｆｑ′ ／ Ｆｖ′）的
光响应曲线变化趋势很相似。 图 ３ 表明，Ｆｑ′ ／ Ｆｍ′在光强小于 １ ２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之前降低较快；在中等光强范

围内，蓝云杉的 Ｆｑ′ ／ Ｆｍ′略高而青海云杉的略低。 Ｆｖ′ ／ Ｆｍ′在光强低于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之前降低较快且在 ４ 种

云杉属植物间略呈差异，此后渐趋平缓且无差异（图 ３）。 Ｆｑ′ ／ Ｆｖ′亦呈降低趋势，但在光强低于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之前几无降低，之后下降趋势明显，至光强大于 １ ２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后略有减缓；４ 云杉属植物间蓝云杉略高

青海云杉略低（图 ３）。 在较低光强范围内，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 Ｆｖ′ ／ Ｆｍ′略呈差异，而 Ｆｑ′ ／ Ｆｖ′在中高光强范围内

差异略明显，Ｆｑ′ ／ Ｆｍ′在中等光强范围内略有差异。 说明，蓝云杉针叶的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化学特性与青海云

杉略有差异，沙地云杉和白扦介于两者之间。
图 ４ 表明，４ 云杉属植物针叶的 ＰＳⅡ反应中心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随光强增加而升高。 低于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之前 ＮＰＱ 升高较快，此后略有减缓；在中等光强范围内，蓝云杉的 ＮＰＱ 较低，沙地云杉和青海云

杉的较高，白扦介于其间且略近沙地云杉和青海云杉。 ４ 种云杉属植物间 ＮＰＱ 的光响应差异主要表现在中

低光强范围；中高光强后不仅蓝云杉与其余 ３ 种植物的差异减少，而且沙地云杉、青海云杉和白扦之间的相对

大小也略有不同。 说明，蓝云杉针叶 ＰＳⅡ反应中心过剩激发能的非光化学猝灭能力与其余 ３ 种有较大差异，
ＮＰＱ 较低而 ＰＳⅡ运行效率 Ｆｑ′ ／ Ｆｍ′和效率因子 Ｆｑ′ ／ Ｆｖ′较高。
２．４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和非光化学猝灭对高低稳态作用光强的响应

　 　 图５表明，尽管差异并不都显著，经２０ｍｉｎ暗适应后４种云杉属植物的ＰＳⅡ最大光化学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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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和白扦针叶叶绿素含量和比值的差异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ａｔｉｏ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小写字母表示 ４ 云杉属植物间叶绿素的差异显著性（α＝ ０．０５），各柱状图的数据为 ６ 次重复的平均值，垂直条表示标准差

图 ３　 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和白扦针叶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 Ｆｍ ′）、最大效率（Ｆｖ ′ ／ Ｆｍ ′）和效率因子（Ｆｑ ′ ／ Ｆｖ ′）的光响应曲线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ＳⅡ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ｑ ′ ／ Ｆｍ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ｖ ′ ／ Ｆｍ ′）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ｑ ′ ／
Ｆｖ ′）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图中各点数据为 １４ 根针叶的平均值，标准差较小，未予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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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和白扦针叶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

灭系数（ＮＰＱ）的光响应曲线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ＳⅡ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ＰＱ）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ｖ ／ Ｆｍ）呈现青海云杉＞沙地云杉＞白扦＞蓝云杉的变

化趋势；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稳态低光强辐照 １０ ｍｉｎ 时，４
云杉属植物间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的相对差

异与 Ｆｖ ／ Ｆｍ 的相同，且蓝云杉的 ＮＰＱ 显著最低 （Ｐ ＜
０．０５），青海云杉和沙地云杉的 ＮＰＱ 显著较高（Ｐ＜０．０５）
（图 ５）；１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稳态高光强下，４ 种云杉属植

物的 ＮＰＱ 值均为 ４．０ 左右，且无显著差异（图 ５）。 显

然，低稳态作用光强下的 ＮＰＱ 也具有种的内禀性；但在

高光强下 ４ 种植物均呈现较高且几乎一致的热耗散猝

灭能力，光合机构的非光化学能量耗散表现出趋同性。
图 ６ 表明， 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稳态作用光强辐照

１０ ｍｉｎ 后，４ 云杉属植物针叶的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Ｆｍ′）、ＰＳⅡ最大效率（Ｆｖ′ ／ Ｆｍ′）和 ＰＳⅡ效率因子（Ｆｑ′ ／
Ｆｖ′）都极显著大于 １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高稳态作用光强

下的（Ｐ＜０．００１）。 低光强下，蓝云杉的 Ｆｑ′ ／ Ｆｖ′显著较

图 ５　 沙地云杉、青海云杉、蓝云杉和白扦针叶 ＰＳⅡ最大光化学量子效率（Ｆｖ ／ Ｆｍ ）及高低作用光强对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的

影响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ＳⅡ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ＳⅡ 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ＰＱ）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ａｃｔｉ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小写字母表示 ４ 云杉属植物间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差异显著性（α＝ ０．０５），各柱状图的数据为 １４ 根针叶的平均值，垂直条表示标准差

小（Ｐ＜０．０５），白扦的 Ｆｑ′ ／ Ｆｖ′显著小于青海云杉和沙地云杉的且又显著大于蓝云杉的（Ｐ＜０．０５）；高光强下青

海云杉的 Ｆｑ′ ／ Ｆｖ′显著小于蓝云杉和白扦的（Ｐ＜０．０５），但沙地云杉与其余 ３ 种均无显著差异（图 ６）。 图 ６ 显

示，低光强下蓝云杉的 Ｆｖ′ ／ Ｆｍ′显著较高，沙地云杉和青海云杉则显著较低（Ｐ＜０．０５）；高光强下蓝云杉的 Ｆｖ′ ／
Ｆｍ′略低，而青海云杉的略高，４ 云杉属植物间无显著差异，均值为 ０．４５。 低光强下各云杉属植物的 Ｆｑ′ ／ Ｆ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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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而高光强下白扦的 Ｆｑ′ ／ Ｆｍ′显著较高，沙地云杉和青海云杉无差异且显著低于蓝云杉和白扦（Ｐ＜０．
０５）（图 ６）。 显然，低稳态作用光强下 ４ 种云杉属植物针叶的 ＰＳⅡ运行效率 Ｆｑ′ ／ Ｆｍ′呈现趋同性；而高光强下

的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均极显著小于低光强下的，且彼此略有差异。

图 ６　 高低作用光强对 ４ 种云杉属植物针叶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 Ｆｍ ′）、最大效率（Ｆｖ ′ ／ Ｆｍ ′）和效率因子（Ｆｑ ′ ／ Ｆｖ ′）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ａｃｔｉ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ＰＳⅡ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ｑ ′ ／ Ｆｍ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ｖ ′ ／ Ｆｍ ′）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ｑ ′ ／ Ｆｖ ′）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低、高稳态作用光强下 ４ 云杉属植物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差异显著性（α ＝

０．０５），各柱状图的数据为 １４ 根针叶的平均值，垂直条表示标准差

３　 讨论

民勤沙生植物园的引种栽培试验证实，沙地云杉（Ｐ．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青海云杉（Ｐ．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蓝云杉（Ｐ．
ｐｕｎｇｅｎｓ）、白扦（Ｐ． ｍｅｙｅｒｉ）都能适应典型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环境，栽培在沙壤土基质上的 １５ 龄苗木均呈现

良好生长势态。 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连年生长量表明，蓝云杉具有相对较高的主枝生长量，而沙地云杉和白扦

的生长量略低 （图 １）；与祁生秀和陈艳在引种试验中与青海云杉的对比分析相一致［４］。 移栽会影响次年的

主枝生长量，第 ３ 年时白扦仍呈现较低生长状态，表明该植物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略低或生理功能的恢复较迟

缓；而第 １４ 和 １５ 年的高生长量显然与移栽苗木后幼苗根系活力的逐渐恢复有关。
叶绿素 ａ、ｂ 比值（Ｃｈｌ ａ ／ ｂ）的大小与反应中心色素的比例高低有关［１８］。 ４ 云杉属植物的 Ｃｈｌ ａ ／ ｂ 均较低，

与一些学者的测定结果相符［１９］，但是否为种属特性尚需证实。 蓝云杉针叶的 Ｃｈｌ、Ｃｈｌ ａ 和 Ｃｈｌ ｂ 均略高于其

余 ３ 种植物的，且蓝云杉和沙地云杉的 Ｃｈｌ ａ ／ ｂ 显著大于青海云杉的（Ｐ＜０．０５），可能是构成较高光化学效率

维系和主枝高生长量的一个原因。 青海云杉幼苗在栽培期间可观测到针叶色泽由嫩绿变为灰绿的现象，其相

对较低的叶绿素含量和显著较低的 Ｃｈｌ ａ ／ ｂ 很可能是对荒漠生境的驯化适应。
叶绿素荧光图像分析得到的诸多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参数是评介光合机构 ＰＳⅡ光化学活性的有力工具［２０］。

ＰＳⅡ运行效率（Ｆｑ′ ／ Ｆｍ′）与通过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线性电子传递通量（ＬＥＦ）密切相关，可快速反映光环境变化

或其他环境因子改变时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电荷分离状况［２１］。 ＰＳⅡ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则表示光合机构

通过非辐射能量耗散方式祛除 ＰＳⅡ反应中心过剩激发能积累的热耗散能力大小，是影响植物体光合量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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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调节的重要方面［２２］。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 Ｆｑ′ ／ Ｆｍ′在 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稳态作用光下

均无显著性差异，其数值约为 ０．６７；而在 １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高稳态作用光下，ＮＰＱ 也无显著差异，其均值为

４．０５。 显然作为耐荫植物，４ 云杉属植物在低光强下的运行效率很一致，反映了光合机构对弱光环境的适应；
而强光下高且一致的 ＮＰＱ 则意味着对过剩激发能的热耗散能力接近，均能抵御高光强的胁迫，是 ４ 云杉属植

物对民勤荒漠气候趋同适应的表现。
暗适应叶片的 ＰＳⅡ最大光化学量子效率（Ｆｖ ／ Ｆｍ）是开放 ＰＳⅡ反应中心潜在能量捕获效率的最佳估计。

４ 云杉属植物经 ２０ ｍｉｎ 暗适应后的 Ｆｖ ／ Ｆｍ 都较低，其均值为 ０．７６，低于一般中生植物［２２］，可能与野外采集容

器的低温储存运输有关，也不排除植物种属特性的可能。 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光强下，４ 云杉属植物间 ＮＰＱ 与

Ｆｖ ／ Ｆｍ 的相对变化一致且差异明显，表明弱光下光合机构的非光化学猝灭具有内禀性，此结论与师生波等在

青藏高原就不同小麦品种的对比分析一致［２３］。 Ｆｖ ／ Ｆｍ 和 ＮＰＱ 的这种内禀特性似与 ４ 云杉属植物间 Ｃｈｌ 和
Ｃｈｌ ａ 含量的相对差异有关，可能 Ｃｈｌ 含量，尤其 Ｃｈｌ ａ 含量的高低影响着低光强下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光量捕获

效率。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光响应曲线可快速反映植物光合功能对环境光强变化的应答。 由图 ３ 可知，４ 种云杉

属植物针叶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的光响应曲线具有非常相似的变化趋势，是光合机构对民勤干旱荒漠气候趋同

适应的表现。 ４ 种植物间 ＮＰＱ 的光响应在低光强范围内 （图 ４）与图 ５ 低光强下的相对差异完全一致；但高

稳态光强下 ＮＰＱ 均为 ４．０ 左右，光响应的则略低且种间略有不同，这与两试验期间作用光强的平衡时间不同

有关。 光响应曲线测定时，本文依据不同光强下基础荧光产率（Ｆｓ）和最大荧光产率（Ｆｍ′）的稳定趋势，将小

于 １５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低光强的平衡时间设为 ３ ｍｉｎ，而将大于 ２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光强以后的定为 ２ ｍｉｎ。 此平衡

时间远大于诸多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快速光响应测定［２４⁃２５］，各测定光强下的 Ｆｓ 已趋于稳定且 Ｆｍ′也不再呈现

较大变化；但不同植物光合机构的光合诱导时间不尽相同，可影响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化学和非光化学量子效率

的分配［２６⁃２８］，导致 ＰＳⅡ运行效率 Ｆｑ′ ／ Ｆｍ′、ＰＳⅡ最大效率 Ｆｖ′ ／ Ｆｍ′和 ＰＳⅡ效率因子 Ｆｑ′ ／ Ｆｖ′的相对差异在两种

测定中略有不同。 Ｆｖ′ ／ Ｆｍ′在光响应测定时，光强高于 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后渐趋平缓，均值接近 ０．４５（图 ３）；１
２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高稳态作用光辐照 １０ ｍｉｎ 后，４ 云杉属的 Ｆｖ′ ／ Ｆｍ′无差异其均值也为 ０．４５（图 ６），表明高光强

下光合机构的 ＰＳⅡ最大效率 Ｆｖ′ ／ Ｆｍ′较易达到稳定，趋同性显著。
生活在荒漠生境中的植物由于遭受相同的自然选择压力，在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生活史特征、生理特性、

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以及大分子物质的诱导产生等诸多表型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趋同性［２９］。 植物表型是遗

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物种的遗传基础不同，因而在趋同适应过程中又各有特点，即适应

的具体途径呈多样性。 光响应曲线和不同光强下叶绿素荧光参数的相对变化反映了 ４ 种云杉属植物对光环

境的响应和适应策略的细微差异。 蓝云杉和白扦的耐荫性较强［３０⁃３１］，低稳态作用光照下呈现较低 ＮＰＱ 和较

高 ＰＳⅡ最大效率 Ｆｖ′ ／ Ｆｍ′；同时高稳态光强下相对较高的 Ｆｑ′ ／ Ｆｖ′也是 ＰＳⅡ运行效率 Ｆｑ′ ／ Ｆｍ′维系的基础，表
现出较强的喜光性。 沙地云杉和青海云杉具有几乎一致的 ＰＳⅡ光化学和非光化学猝灭特性，低稳态作用光

强下 ＮＰＱ 相对较高，尽管 Ｆｖ′ ／ Ｆｍ′都较低，但 Ｆｑ′ ／ Ｆｖ′较高，可保证 Ｆｑ′ ／ Ｆｍ′的有效运行；而高稳态光强下 Ｆｑ′ ／
Ｆｍ′相对较低，ＮＰＱ 较高且与蓝云杉和白扦几无差异，因此沙地云杉和青海云杉也具有耐荫和喜光的

特性［３２⁃３６］。
荒漠植物常面临极度干旱、强光、高低温等逆境胁迫。 为应对严酷的多变环境，植物形态结构与功能可产

生一系列响应并形成特殊的抗逆机制。 盐腺、表皮毛、角质层及表皮蜡质纹饰等作为荒漠植物常见的附属结

构， 在抗逆过程起着重要作用，是旱生荒漠植物在表皮细胞外形成的趋同适应结构［３７］。 基于形态学和叶解

剖结构的分析表明，珍稀濒危植物沙冬青、四合木、绵刺和半日花在生物学特性、生理功能、生态对策和繁育方

式选择上所形成的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结构和机能，也是长期进化过程中趋同适应的表现［９］。 一般认为，生
态适应总是趋向于与环境的协调，多表现为形态结构水平和生活史策略的趋同性［２９］。 光合作用为绿色植物

利用光能将 ＣＯ２和水合成有机物，并产生氧气的生理过程，是植物体最基本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 荒漠植

６４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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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碳同化途径的趋同性随 Ｃ４途径的发现已得到普遍认同［３８］；并证实 Ｃ３植物和 Ｃ４植物的区分并非是绝对

的［３９］，环境因子能导致 Ｃ３途径向 Ｃ４途径的转化。 Ｃ４植物以光合代谢途径的改变适应高温、强光及干燥的气

候条件，多分布在热带、亚热带为中心的干旱地区［４０］；而景天酸代谢途径植物（ＣＡＭ）则借其对干燥条件的光

合代谢途径和肉质形态的双重适应，主要分布在沙漠中［４１］。 尽管高等植物中 Ｃ４和 ＣＡＭ 光合碳同化途径的

生态地理分布规律已表明此类植物是对干旱环境长期趋同适应的结果，但荒漠生境中强光是否会引起光合机

构激发能分配及过剩激发能耗散的趋同适应，即光胁迫驯化（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 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是否会导致 ＰＳⅡ反应中

心光化学特性的趋同性，尚未见有报道。 本文以民勤荒漠气候条件下能维系正常生长势态的 ４ 种云杉属植物

为材料，通过分析针叶 ＰＳⅡ光化学效率的光响应特性， 及比较稳态高、低作用光强下 ＰＳⅡ反应中心激发能的

分配与耗散，探讨了 ４ 种耐荫植物对典型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的驯化适应。 表明，ＰＳⅡ反应中心最大效率

Ｆｖ′ ／ Ｆｍ′和 ＰＳⅡ非光化学能量耗散的趋同适应是光合机构适应荒漠生境的主要方式。 研究结果丰富了环境

胁迫下生存对策的理论，并为荒漠植物抗逆机制研究提供了参考。

４　 结论

尽管机理略有差异，４ 种云杉属植物的光合机构都表现有较强的光胁迫驯化和表型可塑性（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ＰＳⅡ反应中心最大效率 Ｆｖ′ ／ Ｆｍ′和 ＰＳⅡ非光化学能量耗散呈现较强的趋同适应特性。 蓝云杉的

ＰＳⅡ光化学和非光化学猝灭与其它 ３ 种云杉略有差异，耐荫性较强；青海云杉针叶的叶绿素含量较低且 Ｃｈｌ
ａ ／ ｂ 显著最低，可能缘于对民勤温带荒漠气候的一种驯化适应；低光强下白扦的 Ｆｖ′ ／ Ｆｍ′显著高于沙地云杉和

青海云杉，而高光强下 Ｆｑ′ ／ Ｆｖ′和 Ｆｑ′ ／ Ｆｍ′都略高，是该种分布区域较广的光合生理基础；沙地云杉具有网络状

发达根系，为防风固沙和防沙治沙的优选树种，耐荫且适宜于强光环境。 高光强下 ４ 种云杉属植物均呈现高

且一致的非光化学猝灭能力，显示了对干旱荒漠气候的趋同适应；而低光强下 ＰＳⅡ运行效率 Ｆｑ′ ／ Ｆｍ′高且几

乎一致，是耐荫性的光合生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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