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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生理生
化特性对不同季节的响应

李茜倩１，２尹本丰３张元明１，∗

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干旱区生物地理与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００８７５

摘要：齿肋赤藓（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作为典型的耐旱藓类，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藓类结皮中占优势地位。 该沙漠的季节气

候差异较大，冬季低温湿润，春季干旱，夏季高温且干旱。 荒漠藓类植物叶片仅具单层细胞，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 而有

关荒漠藓类植物在生理上如何适应这种剧烈环境变化还不得而知。 研究测定了生长于两种不同微生境下的齿肋赤藓，经由低

温湿润的冬季到干旱的春季再到高温干旱的夏季过程中生理生化变化特征，以探究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在水热变化剧烈的

不同季节的适应机制。 研究发现：季节、微生境及二者的交互作用能够显著影响齿肋赤藓的游离脯氨酸、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

及丙二醛（ＭＤＡ）含量、过氧化氢酶（ＣＡＴ）、过氧化物酶（ＰＯＤ）、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 夏季的高温干旱使齿肋赤藓的脯

氨酸、可溶性糖、ＭＤＡ 含量及 ３ 种抗氧化酶活性均显著高于冬季及春季，而可溶性蛋白含量却呈相反趋势。 干旱的春季齿肋赤

藓脯氨酸及可溶性糖显著高于冬季。 而在低温湿润的冬季，齿肋赤藓丙二醛含量及过氧化氢酶活性均显著高于春季。 表明夏

季齿肋赤藓所受胁迫最大，脯氨酸、可溶性糖含量及抗氧化酶活性大幅度提高。 同时，在具有积雪覆盖的冬季，两种微生境下的

齿肋赤藓生理生化特性无显著差异；而在无积雪覆盖的春夏季节，灌丛的遮阴作用为齿肋赤藓提供了水含量相对较高的良好生

活环境，其下齿肋赤藓的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均显著低于裸露地。 表明生长在裸露地的齿肋赤藓较活灌丛拥有

更强的胁迫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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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ｏｎ ｏｐ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ｃｏｖｅ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ｉｓ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ｔｈａ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ｏｓｍ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Ｓ．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ａｒｓ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ｖ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ｓｍ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ｓ

荒漠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干旱化及风蚀等问题严重，生物土壤结皮作为荒漠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在改善和

稳定脆弱的荒漠生态环境方面起着积极作用［１］。 藓类结皮作为生物土壤结皮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相对

疏松的沙丘上生长良好，并在地下形成假根，对地表水分的截留、抵御风蚀水蚀、增加土壤稳定性［２］、氮元素

的固定和土壤养分的积累［３⁃４］均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学者们着重关注了荒漠藓类结皮的生态功能和生态效

应并已取得了充分的认识。 但关于在极端高低温，强辐射，干旱的荒漠环境中荒漠藓类在生理上如何适应并

成为荒漠的拓荒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藓类结皮对环境胁迫的生理生化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荒漠藓类的

渗透性调节物质、细胞膜抗氧化酶系统、光合作用以及叶绿素荧光特征等方面［５⁃６］。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属于典型的温带荒漠，降水稀少且季节性温差大。 水分缺乏和极端温度是限制荒漠藓

类生长的重要原因［７］。 藓类植物结构相对简单，叶片多为单层细胞，没有真正的根和维管束，对环境的变化

比较敏感［８］。 刘应迪等［９］研究高温胁迫下藓类游离脯氨酸含量变化时发现，高温胁迫与水分、渗透胁迫一样

能够诱导植物体内脯氨酸的积累， 当高温强度在 ５０℃以内时对湿地匍灯藓（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ａｃｕｔｕｍ）进行时长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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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ｈ 的高温胁迫，游离脯氨酸含量随处理温度的升高和处理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谢敏等［１０］在沙坡头地区研究

了降雪对结皮藓类生理生化的影响认为，降雪量的增加会使结皮藓类的光合色素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加，可
溶性糖、脯氨酸以及丙二醛含量降低。 尹本丰［６］ 在冻融过程中微生境差异对齿肋赤藓生理生化特性影响的

研究中发现在整个冻融过程中裸露地齿肋赤藓的 ３ 种抗氧化酶活性均显著高于灌丛下，认为裸露地的苔藓较

灌丛下具有更强的抗逆特性。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选择气候差异较大的冬、春、夏 ３ 个季节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选择双穗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ｓｔａｃｈｙａ）灌丛和裸露地两种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进行样品采集，比较不同季节水热变化以及两

种不同微生境（活灌丛和裸露地）下齿肋赤藓渗透性调节物质、丙二醛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特征。 试

图回答以下科学问题：（１）齿肋赤藓在适应不同季节水热变化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生理生化响应特征？ （２）不
同微生境下的齿肋赤藓对季节性水热变化的响应是否存在差异？ 从而探究荒漠藓类在适应剧烈环境变化过

程中的生理机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４４．１８°—４６．３３°Ｎ，８０．５２°—９０．００°Ｅ，海拔 ３００—６００ｍ）地处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中

部，面积 ４．８８×１０４ｋｍ２，是我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属于典型的温带荒漠，冬季有稳定积雪且极端低温，
春季较为干旱，夏季不仅干旱而且高温。 冬夏季节极端最低和最高温度分别可达－ ４０℃ 和 ４０℃，温差较

大［１１］。 平均年降水量不足 １５０ｍｍ，沙漠腹地降雨量仅有 ７０—１００ｍｍ。 基于研究区微型气象站（ＷａｔｃｈＤｏｇ
２０００，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ＵＳＡ）数据显示，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平均气温为－１７．３５℃，４ 月份平均气温 １２．８７℃，８ 月份平均温度

３４．５６℃；１ 月份降雨为 ０．６ｍｍ，４ 月份降雨为 １７．５ｍｍ，８ 月份降雨为 ０．６ｍｍ。 该沙漠生长着由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ｄｅｎｄｒｏ）、白梭梭（Ｈ． 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双穗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ｓｔａｃｈｙａ）、淡枝沙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ｌｅｕｃｏｃｌａｄｕｍ）等组成

的小半乔木和灌木，并伴随一定的短命和类短命植物的发育。 其间还广泛分布着发育良好的生物土壤结皮，
呈现出灌木和生物结皮镶嵌分布的典型地表景观。
１．２　 研究对象及采样时间的选择

该沙漠苔藓结皮多分布在丘间低地和下坡，尤其在双穗麻黄灌丛下的苔藓结皮发育良好。 齿肋赤藓属于

丛藓科赤藓属，具有良好的耐旱性和变水特性，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苔藓结皮的优势种。 在干燥条件下，其通

常呈现为黑色或淡棕色，复水后能快速地变为绿色，并在短时间内恢复光合和生理活性［５］。 齿肋赤藓的大量

存在对沙漠的固定和微环境改善具有重要作用［１２］。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气候主要表现为冬季低温湿润、夏
季高温干旱、春秋季节干旱缺水，因此本研究在时间尺度上分为低温湿润期（冬季）、高温干旱期（夏季）以及

干旱期（春季）３ 个季节进行。
１．３　 样方设置和样品采集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４５．４０°Ｎ，８８．００°Ｅ）选择苔藓结皮发育良好的丘间低地，设
置 ３０ｍ×３０ｍ 大样方。 在大样方内分别选择活灌丛（双穗麻黄）和裸露地 ２ 种微生境各 ５ 块，大小为 １ｍ×１ｍ，
作为 ５ 个重复，各小样方之间相距 ２—５ｍ。 并在各生境样方附近地表下 ５ｃｍ 处埋设 ＥＣＨ２Ｏ 检测系统（５ＴＭ，
Ｌｉ⁃ＣＯＲ，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ＳＡ），对土壤温度和水分进行连续监测。 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冬季 １ 月、春季 ４ 月和夏季 ８ 月采

集不同微生境下的齿肋赤藓样品，每个样方采用五点取样法用自制 ＰＶＣ 取样器（直径 １０ｃｍ，高 ２ｃｍ）采集以

齿肋赤藓为优势种的苔藓结皮。 灌丛下的样品均采集灌丛北侧且距离蛇麻黄灌丛根部 ２ｃｍ 处的苔藓结皮。
样品采集后迅速置于装有冰袋的保温箱内。 并及时用刀片快速切取苔藓（随用随取）茎叶鲜样。 样品过筛 ３
次后（去除夹杂的沙粒），为每一指标称取 ０．１５ｇ 鲜样（０．０１ｇ 精度天平）， 用锡箔纸包裹并系上棉线，置于液氮

罐快速冷冻保存，随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测定和分析。

３　 ６ 期 　 　 　 李茜倩　 等：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生理生化特性对不同季节的响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４　 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１．４．１　 植株含水量

　 　 称取齿肋赤藓鲜样，１０５℃烘干 １５ｍｉｎ 后调至 ８０℃烘干至恒重。 用电子天平称量（０．００１ｇ 精度天平），并
计算其相对含水量。
１．４．２　 渗透调节物含量的测定

本研究选定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和脯氨酸 ３ 种主要的渗透调节物质进行测定，所用方法分别为蒽酮法、
考马斯亮蓝法和酸性茚三酮法，其吸光度值由 Ｌａｍｄａ３５ 紫外分光光度计（ＰＥ， Ｗａｌｔｈａｍ， ＵＳＡ）测定［１３⁃１５］。
１．４．３　 丙二醛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

本研究测定了与抗氧化酶体系相关的丙二醛（ＭＤＡ）含量、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及过氧化氢酶（ＣＡＴ） ３ 种抗氧化酶的活性。 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用 ＴＢＡ 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过氧化物酶（ＰＯＤ）及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分别采用羟胺法、愈创木酚法和可见光法进行测［１６⁃１８］。
１．５　 数据分析

用一般线性模型（ＧＬＭ）分析不同季节和微生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苔藓各项指标的影响。 同时对不同处理

间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多重比较（ＬＳＤ）。 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检验不同季节和

微生境下齿肋赤藓的含水量、温度与游离脯氨酸、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ＭＤＡ 含量和 ＰＯＤ、ＳＯＤ、ＣＡＴ 活性之

间的相关性。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完成所有统计分析，并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软件对数据做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季节变化和微生境差异对植株含水量和温度的影响

由图 １Ａ 可知，冬季的齿肋赤藓植株含水量显著高于春季和夏季。 同时，在春季和夏季，活灌丛下的齿肋

赤藓植株含水量显著高于裸露地，而冬季灌丛下和裸露地的植株含水量无显著差异。 由图 １Ｂ 可知，两种微

生境下温度均为夏季＞春季＞冬季。 且在不同时期灌丛下与裸露地的温度表现不一致，冬季表现为活灌丛下

温度高于裸露地，而在春季和夏季均表现为裸露地温度高于灌丛下。

图 １　 微生境差异下不同季节齿肋赤藓含水量与土壤温度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ｓ

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差（ｎ＝ ５）不同字母表示季节间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５），∗表示微生境间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２．２　 季节变化和微生境差异对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

２．２．１　 脯氨酸

季节变化和微生境差异对齿肋赤藓脯氨酸含量均有极显著影响，且二者存在极显著的交互作用（表 １）。
脯氨酸含量在不同微生境下均表现为夏季＞ 春季＞冬季。 同时，在春季和夏季，齿肋赤藓脯氨酸含量均表现为

裸露地处显著高于活灌丛下，而在冬季活灌丛与裸露地之间的齿肋赤藓脯氨酸含量并无显著性差异（图
２Ａ）。
２．２．２　 可溶性糖

由图 ２Ｂ 可以看出，齿肋赤藓可溶性糖含量表现为夏季＞春季＞冬季。 同时，春夏季裸露地的齿肋赤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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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微生境差异下不同季节齿肋赤藓脯氨酸、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ｓｍ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ｓ

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差（ｎ＝ ５）不同字母表示季节间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５），∗表示微生境间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活灌丛下，而冬季的齿肋赤藓可溶性糖含量在微生境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表 １　 不同季节和微生境差异下齿肋赤藓生化特征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脯氨酸含量
Ｐｒｏ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蛋
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丙二醛含量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超氧化物
歧化酶性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过氧化物
酶活性

Ｐ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过氧化氢
酶活性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微生境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４４０．７５１∗∗ ２９３．４６８∗∗ ８８．２６６∗∗ ８２．８０６∗∗ １１０．３８８∗∗ ９８．３１９∗∗ ２１６．７７１∗∗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２６６．０２５∗∗ ８．４７４∗∗ １０．５９０∗∗ １００．８３∗∗ １３４．７１５∗∗ １０７．５０９∗∗ ８４．８６１∗∗

微生境×季节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ｓｅａｓｏｎ ８２．５９∗∗ ２．０６５ ６．８７８∗∗ ２３．２６３∗∗ １２．９９１∗∗ ４．０５４７∗ ２０．２１∗∗

　 　 ＭＤＡ： ｍａｌｏｎｙｌ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ＰＯ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ＳＯＤ：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ＣＡＴ：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 Ｐ＜ ０．０５； ∗∗， Ｐ ＜ ０．０１

２．２．３　 可溶性蛋白

齿肋赤藓可溶性蛋白的含量无论在灌丛下还是裸露地处，均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冬季＞春季＞夏季。 同

时，不同微生境下的齿肋赤藓可溶性蛋白含量在不同季节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在春季和夏季，活灌丛下的齿肋

赤藓可溶性蛋白含量均显著高于裸露地，而冬季却无显著性差异（图 ２Ｃ）。
２．３　 季节变化和微生境差异对丙二醛的影响

由图 ３ 可以看出，齿肋赤藓丙二醛的含量在冬季和夏季均显著高于春季。 且在 ３ 个不同时期齿肋赤藓丙

二醛含量均表现为裸露地＞活灌丛下。
２．４　 季节变化和微生境差异对抗氧化酶的影响

季节和微生境对齿肋赤藓 ３ 种抗氧化酶活性均有显著影响，且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表 １）。 在夏季

３ 种抗氧化酶的活性均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季节。 同时由图 ４ 可以看出，齿肋赤藓的 ３ 种抗氧化酶活性在冬

季、春季、夏季 ３ 个时期一致表现为：裸露地＞活灌丛下。
２．５　 生理生化指标与植株含水量及地表温度的相关性分析

荒漠藓类从低温湿润的冬季经由干旱的春季再到高温干旱的夏季，期间水分和温度的剧烈变化，导致荒

漠藓类的生理特征随着水热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差异。 相关性分析表明（表 ２），冬季齿肋赤藓

生理生化特征与含水量无显著相关性，３ 种抗氧化酶及 ＭＤＡ 与温度程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冬季主要受低温影

５　 ６ 期 　 　 　 李茜倩　 等：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生理生化特性对不同季节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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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微生境差异下不同季节齿肋赤藓丙二醛含量的比较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ＤＡ ｉｎ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ＭＤＡ： ｍａｌｏｎｙｌ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差（ｎ ＝ ５）不同字

母表示季节间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５），∗表示微生境间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响，；春季干旱少雨，齿肋赤藓生理生化特征除可溶性糖

外均与水分达到显著性负相关，而与温度的相关性仅脯

氨酸达到显著，说明藓类的生长主要受到了干旱的限

制；到了夏季齿肋赤藓的各生理特征无论与水分还是温

度均达到显著性相关，受到干旱和温度的双重胁迫。

３　 讨论

３．１　 季节变化对齿肋赤藓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和抗氧化

酶活性的影响

季节气候变化是影响水热变动的重要因素，在温带

荒漠，不同季节的温度和含水量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荒漠藓类的生理代谢过程［３⁃４］。 在高低温和干旱

胁迫下，藓类植物可以通过失复水和调节体内渗透调节

物质（脯氨酸、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来维持细胞渗透

压［１９⁃２０］，同时通过抗氧化酶（ ＳＯＤ、ＣＡＴ、ＰＯＤ 等）的合

成来清除体内多余的活性氧和超氧化物阴离子自由

基［２１⁃２２］，进而减少对植物组织的过度损伤，稳定和维持

细胞内大分子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增加植物体对环境的适应性。 本实验发现：不同季节 ２ 种微生境的温度和

水分等环境因子均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不同季节水热条件变化，齿肋赤藓植株的含水量、脯氨酸、可溶性糖、可
溶性蛋白、ＭＤＡ 含量及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等抗氧化酶均发生显著变化。

表 ２　 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生理生化特征在不同季节与植株含水量和温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ｈ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脯氨酸含量
Ｐｒｏ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
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
蛋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丙二醛含量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超氧化物
歧化酶活性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过氧化物
酶活性

Ｐ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过氧化氢
酶活性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冬季低温期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含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９ ０．８６１∗∗ ０．３４３ ０．４９１ ０．４１４ ０．０７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４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４ －０．６５７∗ －０．９１９∗∗ －０．８６５∗∗ －０．７５４∗

春季干旱无雨期 Ｄ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含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９０５∗∗ －０．５９８ ０．６３８∗ －０．８２０∗∗ －０．７６６∗∗ －０．７７０∗∗ －０．７６０∗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８５１∗∗ ０．５８２ －０．５３６ ０．６９５ ０．４６５ ０．６２０ ０．６０８

夏季高温期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含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９２８∗∗ －０．８７６∗∗ ０．８３３∗∗ －０．９４３∗∗ －０．９２７∗∗ －０．８５４∗∗ －０．８７４∗∗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９６６∗∗ ０．７９１∗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９∗∗ ０．９２３∗∗ ０．９０１∗∗

　 　 ∗， Ｐ ＜ ０．０５； ∗∗， Ｐ ＜ ０．０１．

脯氨酸和可溶性糖作为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在植物受温度和干旱胁迫下其含量的增加对细胞渗透压、
蛋白质结构功能的维持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１２，１９⁃２０，２３］。 通过实验样地微型气象站观测数据可以发现，从冬季

低温湿润期到春季干旱期再至夏季高温干旱期，是一个干旱加剧和温度升高的过程，藓类在冬季的脯氨酸和

可溶性糖含量均显著低于春季和夏季，随着温度的升高、含水量的减少、胁迫的增强，植物体可通过增加脯氨

酸和可溶性糖含量来维持细胞渗透压［９，２４⁃２５］。 可溶性蛋白作为细胞内重要的渗透性调节物质，同时也与膜系

统中的酶有关，其含量越高表明植物体的新陈代谢越旺盛［２６］。 藓类植株可溶性蛋白的含量无论在活灌丛下

还是在裸露地均呈现冬季＞春季＞夏季的趋势。 且在 ３ 个时期均与植株含水量呈显著性正相关，与温度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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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微生境差异下不同季节齿肋赤藓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Ｄ，ＳＯＤ，ＣＡＴ ｉｎ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ＰＯ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ＳＯＤ：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ＣＡＴ：ｃａｔａｌａｓｅ；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差（ｎ＝ ５）不同字母表示季节间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５），∗表示微生境

间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相关。 可能是干旱、高温不利于荒漠藓类的生长，且一定的低温更适宜其生长，这与随着干旱胁迫的增加，土
生对齿藓（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ｖｉｎｅａｌｉｓ）的可溶性蛋白含量下降［２７］，以及荒漠苔藓的生长和繁殖主要发生在寒冷和湿

润的冬季月份的研究结果相似［７，２８］。
植物在温度和干旱胁迫下，体内的活性氧会大量积累，活性氧可以过氧化细胞内膜脂肪酸中的不饱和键，

ＭＤＡ 作为膜脂过氧化作用的最终分解产物，其含量会随着胁迫的加剧而增加［２６，２９］，且植物体可通过提高

ＰＯＤ、ＳＯＤ 及 ＣＡＴ 等抗氧化酶的活性，清除体内活性氧和自由基以防止过氧化［２１］。 前人对多蒴灰藓（Ｈｙｐｎ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Ｓｅｎｄｅｎ）在短期极端高温和低温胁迫下的研究发现，高低温胁迫均会使多蒴灰藓体内 ＭＤＡ 和 ＣＡＴ 含量

升高［３０］。 而在本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结果：荒漠藓类的 ＭＤＡ 含量及 ＣＡＴ 活性在低温的冬季和高温干旱的夏

季均显著高于春季；同时，结果还表明 ＰＯＤ、ＳＯＤ 在夏季活性最高，说明高温干旱的夏季需要大幅度提高抗氧

化酶活性来抵御不利环境。
３．２　 微生境对齿肋赤藓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尽管不同季节的水热变化是影响生物生存和分布的主要因素，但小环境的差异也会对生物活性产生影

响。 灌丛的存在能够为藓类提供一个低辐射和高含水量的生存环境。 前期研究表明灌丛下的藓类结皮光合

活性显著高于裸露地，且苔藓结皮下层的土壤养分也存在显著差异，裸露地的土壤水分、有机碳、全氮、全钾、
ＰＨ 均显著低于灌丛下［３１］。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发现藓类植物不仅形态特征会受微生境的影响，其生理生化特征也会因生境的不同而

产生差异［８，３２⁃３３］。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春夏季节，生长于裸露地的齿肋赤藓脯氨酸、可溶性糖和 ＭＤＡ 含量及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酶活性均显著高于具有遮阴效果的灌丛下。 灌丛下的遮阴作用形成“湿岛效应”减少了干旱

对植物体造成的伤害，而裸露地环境的高温及高蒸发量，是造成齿肋赤藓脯氨酸和可溶性糖含量积累的主要

原因。 冬季降雪的覆盖会削弱灌丛效应，脯氨酸和可溶性糖含量在两种微生境中差异不显著，而 ＭＤＡ 含量

及 ＳＯＤ、ＰＯＤ、及 ＣＡＴ 酶的活性在冬季则表现为裸露地高于灌丛下，可能是抗氧化酶的活性对微环境差异的

响应更为敏感而导致的。
与脯氨酸、可溶性糖相反，夏季和春季齿肋赤藓植株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均表现为活灌丛下＞裸露地。 相

关性分析也表明可溶性蛋白与含水量呈显著性正相关，与温度呈显著性负相关，随含水量的增加，植物可溶性

蛋白含量越多，植物活性越高，而高温环境不利于其生长。 灌丛的遮阴作用为藓类提供了低辐射、高水分以及

７　 ６ 期 　 　 　 李茜倩　 等：不同微生境下齿肋赤藓（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生理生化特性对不同季节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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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蒸发量的良好生存环境［３４］。 同时有研究也发现，在西班牙东南部的半干旱生态系统中苔藓植物在遮阴下

比暴露在阳光下的生物量更高，生长状况更好［３５］。

４　 结论

（１）季节变化和微生境差异对齿肋赤藓的生理生化特征具有显著影响。 不同季节水分和温度的不同，齿
肋赤藓在 ３ 个季节生长所受的胁迫不同，在逆境胁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渗透调节物质和抗氧化酶也发生不同

程度的积累。 冬季低温促使 ＭＤＡ 含量及 ＣＡＴ 活性的提高；干旱的春季藓类通过积累脯氨酸及可溶性糖含量

降低体内渗透压；夏季藓类大量积累脯氨酸、可溶性糖、ＭＤＡ 含量和提高 ＳＯＤ、ＣＡＴ、ＰＯＤ 活性，进而适应极端

高温干旱的环境。 总之，荒漠藓类可以通过调节体内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来提高自身在不同环

境中的适应性；同时，有意义的是，纵观春、夏、冬 ３ 个季节，脯氨酸、可溶性糖、ＭＤＡ 含量及 ３ 种抗氧化酶活性

均在夏季达到最大积累量，这归因于夏季高温且干旱的环境。 说明在荒漠藓类的生长过程中，高温而干旱的

夏季仍是其生长发育的主要限制时期。
（２）荒漠藓类生理生化特性对微生境差异的响应在不同季节有一定的差异。 在具有积雪覆盖的冬季，微

生境差异对荒漠藓类生理生化特性无显著影响，其差异主要体现在没有积雪覆盖的春季和夏季。 生长在裸露

地环境中的荒漠藓类的脯氨酸、可溶性糖含量和 ３ 种抗氧化酶活性均显著高于灌丛下，说明裸露地环境中的

齿肋赤藓表现出更高的生理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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