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８，Ｎｏ．７
Ａｐｒ．，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１２０１１０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２７０４６１；３０８００１３３）；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Ｙ５１１０２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０４；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ｆｅｉｈａｉｙｕ＠ １２６．ｃｏｍ； ｌｉｊｍｔｚｃ＠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７０４０４０５７５

高芳磊，郭素民，闫明，李钧敏，于飞海．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响应模拟昆虫采食的生长和化学防御策略．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７）：　 ⁃ 　 ．
Ｇａｏ Ｆ Ｌ， Ｇｕｏ Ｓ Ｍ， Ｙａｎ Ｍ， Ｌｉ Ｊ Ｍ， Ｙｕ Ｆ Ｈ．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７）：　 ⁃ 　 ．

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响应模拟昆虫采食的生长和化
学防御策略

高芳磊１，２，郭素民２， ３，闫　 明３，李钧敏２，于飞海１，２，∗

１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２ 浙江省植物进化生态学与保护重点实验室，台州学院，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３ 山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临汾　 ０４１００４

摘要：外来植物往往可以入侵多种生境并受到多种昆虫的采食，而不同生境条件将可能会影响这些入侵植物对昆虫采食的防御

策略。 本研究以入侵我国的克隆植物—空心莲子草为研究对象，分别选择生长在水生生境、水陆两栖生境和陆生生境中的无性

个体（分株），通过 ５０％去叶处理模拟昆虫采食，分析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对模拟昆虫采食处理的生长及化学防御响应的差

异。 模拟昆虫采食处理显著抑制了陆生生境、水陆两栖生境以及水生生境下空心莲子草的根、茎、叶和总生物量，但对 ３ 种生境

下空心莲子草的生物量分配（根冠比、根生物量分配、茎生物量分配和叶生物量分配）均无显著影响。 陆生生境下空心莲子草

根、茎和总生物量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根冠比显著低于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 模拟昆虫采食处理显著降低

了空心莲子草的木质素含量，而对单宁和总酚含量影响不显著。 生境对木质素含量无显著影响，但陆生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单宁

含量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且总酚含量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表明陆生生境中空心莲子草具有更强的防御能

力。 空心莲子草木质素含量与总生物量无显著相关性，但在模拟采食情况下，其总酚含量与总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而无论模

拟昆虫采食处理存在与否，空心莲子草单宁含量与总生物量均呈显著正相关。 因此，空心莲子草存在昆虫介导的生长和化学防

御之间的权衡，在昆虫采食的情况下可通过减少生长来增加对化学防御物质的投入，但生境对空心莲子草这种生长⁃防御权衡

的影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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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昆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１⁃２］，深刻地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３⁃４］。 昆虫采食能够调节植

物群落的结构、组成和功能［５］，而植物在受到昆虫采食后可通过改变自身的形态、结构及生理生化反应进行

一系列的防御［６⁃８］。 植物与昆虫的互作关系及其演化反映了许多重要的生态和进化生物学问题，其中的规律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９］、入侵植物防控［１０］、害虫有效控制［１１］及农林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１］。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增加和对环境干扰的加剧，外来生物入侵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１２］。 植物入侵严重影响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环境、经济和人类健康［１３⁃１４］。 外来植物进入入侵地后，虽然

可能逃离了原产地专性天敌的控制，但是仍需要面对入侵地广食性天敌的采食［１５⁃１６］。 一般而言，植物响应昆

虫取食主要有两种策略：（１）耐受性策略（生长策略），即植物在被昆虫取食伤害后，为了维持自身的适合度而

进行补偿性生长［１７⁃１９］；（２）抗性策略（防御策略），即植物在被昆虫取食伤害后，通过改变形态和结构的物理防

御和 ／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化学防御等来降低昆虫对它的取食偏好，甚至在昆虫采食后导致其发育延缓和降低，
从而影响昆虫的种群数量［２０⁃２１］。 许多研究表明，植物的生长和防御之间常存在着权衡，即植物增加对昆虫采

食防御的投入会降低其生长速率［１５，２２⁃２５］。
植物所处的环境是异质性的，同一种植物的不同种群往往生长在不同的生境中［１６，２６⁃２７］。 例如，在我国造

成严重危害的外来克隆植物—空心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既可以在水生生境中快

速生长，也可以在陆生生境和水陆两栖生境健康生长［２８⁃２９］。 马瑞燕［３０］ 等研究发现引入中国的原产地专性天

敌对水生生境的空心莲子草种群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陆生生境空心莲子草种群影响却不显著。 由于不同

生境下的植物种群面临的昆虫采食压力可能不同，那么植物对昆虫采食的生长⁃防御权衡关系可能会不同。
例如，Ｚｏｕ［３１］等研究了乌桕原产地和入侵地种群生长和防御的关系，发现存在显著的权衡关系，即乌桕原产地

种群具有较高的防御能力和较低的生长速率，而入侵地种群具有较低的防御能力和较高的生长速率。 耿

旭［３２］等通过同质园种植实验研究了空心莲子草原产地（阿根廷）种群和入侵地（美国）种群生长和防御变化，
发现入侵地种群生物量和三萜皂苷含量均显著增加，说明生长和防御不存在权衡关系。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
内外有关生境，尤其是同一入侵地的不同生境对入侵植物生长⁃防御权衡关系影响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本研究以入侵我国的外来克隆植物—空心莲子草为研究对象，分别选择生长在水生生境、水陆两栖生境

和陆生生境中的无性个体（分株），通过去叶处理模拟昆虫采食，分析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对模拟昆虫采食

处理的生长及化学防御响应的差异。 本文拟回答以下科学问题：１）不同生境下模拟昆虫采食对空心莲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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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２）不同生境下模拟昆虫采食对空心莲子草化学防御物质含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

异？ ３）生境是否影响昆虫采食介导的空心莲子草生长⁃化学防御权衡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物种

空心莲子草又名喜旱莲子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基部匍匐，上部伸展，中空，节部常有不定根，叶对生，
原产于南美洲，现在广泛的分布于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３３⁃３４］。 空心莲子草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最早作为

饲料引入中国，８０ 年代以后大面积扩散蔓延。 目前，黄河流域以南地区已广泛分布［３５］。 空心莲子草被我国

环保局列为最具危害性的 １６ 种杂草之一［３６］。 在我国空心莲子草很少产生种子，主要通过无性繁殖进行扩

散［３７］，其可以生长在水生环境、陆生环境和水陆过渡区（水陆两栖）环境，比如：灌溉沟渠、河岸和稻田等［２９］。
空心莲子草在入侵地受到全寄生植物南方菟丝子寄生时会改变自身的生长⁃防御策略，减少营养生长而将更

多的资源投向克隆繁殖，同时增强防御投入，以有利于后代的生存与繁衍［２３］。
１．２　 温室控制实验

实验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初采集自浙江省临海市郊外水沟（水生生境）、农田里（陆生生境）和河道消落带

（水陆两栖生境），每个生境分别采集 ２０ 株个体，个体间间距在 ３ｍ 以上。 土壤基质是由泥炭土、干净的河沙

以及蛭石按照 ６∶３∶１ 的比例均匀混合而成。 我们将土壤基质装入体积为 １００ｍＬ 的容器中，然后在每个容器内

添加 ０．０８ｇ 的缓释肥（Ｓｃｏｔｔｓ Ｏｓｍｏｃｏｔｅ， Ｎ： Ｐ： Ｋ＝ ２０： ２０： ２０，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Ｇｒｏ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ａｒｙｓｖｉｌｌｅ， ＯＨ，
ＵＳ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将上述采集的水生、水陆两栖和陆生 ３ 种生境下的空心莲子草分别剪取若干粗细长

度一致的茎段作为营养繁殖体，扦插于上述装有基质的容器内中；每个容器内种植一个茎段，每一生境共扦插

４０ 盆，３ 种生境共 １２０ 盆。 将所有扦插植物个体放置在蓝框内（４０ｃｍ×３０ｃｍ×１５ｃｍ），并放入步入式人工智能

气候室内（宁波江南仪器厂制造，浙江宁波）进行培养。 对于采集自水生生境中的植物个体，将其培养于水

中。 对于采集自陆生环境中的植株，维持其正常浇水。 对于采集自水陆两栖生境的个体，在第一天将其置于

水中培养，第二天正常浇水，第三天再放入水中，第四天再正常浇水，以此类推，直到实验结束。 培养 １５ｄ 后，
开始进行模拟昆虫采食处理。 对每个生境的空心莲子草植株，随机选择 ２０ 株，去除 ５０％的叶子，而对剩余的

２０ 株个体不进行去叶处理（对照）。 以后，每隔 １０ｄ 对空心莲子草进行人工去叶，总计去叶处理 ６ 次。 实验持

续 ６０ｄ 后，对植物进行测量和收获。
１．３　 数据收集

实验过程中三株植物发生死亡，因此最终收获了 １１７ 株植物。 将每株植物分为根、茎和叶，放入纸袋，
１０５℃杀青 ０．５ｈ 后，于 ７０℃烘箱烘干至恒重，分别称量每部分的生物量。 将烘干后的空心莲子草茎和叶用高

速研磨仪磨成粉末混合均匀，过 ０．２５ｍｍ 的筛，用于生理指标的测定。 单宁含量的测定参考 Ｍｏｌｅ 等［３８］ 的方

法，总酚含量的测定采用 Ｆｏｌｉｎ－Ｄｅｎｉｓ 法［３９］，木质素含量的测定采用浓硫酸法［４０］。
１．４　 数据分析

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生境和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对空心莲子草根、茎、叶、总生物量、根生物量分配、
茎生物量分配、叶生物量分配、根冠比、单宁含量、总酚含量和木质素含量的影响。 然后，利用 Ｔｕｋｅｙ ＨＳＤ 对不

同生境下各指标进行多重比较。 运用回归分析，分析在模拟采食和不采食情况下空心莲子草总生物量与单

宁、总酚以及木质素的关系。 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 ＰＡＳ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 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和生境对空心莲子草生长的影响

模拟昆虫采食和生境对空心莲子草的根、茎、叶和总生物量有显著影响（表 １）。 与对照相比，模拟昆虫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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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处理显著降低了空心莲子草的根、茎、叶和总生物量（图 １）。 空心莲子草根、茎和总生物量在陆生生境下显

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茎生物量在水生环境下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而根生物量、叶生物量和总

生物量在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下差异不显著（图 １）。

表 １　 模拟昆虫采食（去叶）处理和生境对空心莲子草生物量影响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ｎ ｒｏｏｔ， ｓｔｅｍ，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ｆ 根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茎生物量

Ｓｔｅ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
叶生物量

Ｌｅａ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总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去叶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１１ ６．７４∗ １５．９７∗∗ １１．３４∗∗ １５．６７∗∗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 １１１ １１．２８∗∗ １８．８４∗∗ ３．９０∗ １６．０１∗∗

去叶×生境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 １１１ ０．９０ｎｓ ０．５６ｎｓ ０．０６ｎｓ ０．２０ｎｓ

　 　 显著水平： ∗∗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ｎｓ Ｐ ＞ ０．０５

图 １　 不同生境下模拟采食对空心莲子草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中数据为均值＋标准误，相同大写字母代表在 Ｐ ＝ ０．０５ 无显著差异。 ＴＨ： 陆生生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ＳＡＨ： 水陆两栖生境，Ｓｅｍｉ⁃ａｑｕａｔ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Ｈ： 水生生境，Ａｑｕａｔ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２　 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和生境对空心莲子草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模拟昆虫采食对根冠比、根、茎和叶生物量分配影响均不显著，但生境对这些变量均有显著的效应（表
２）。 陆生生境空心莲子草根冠比显著低于水陆两栖生境下，而与水生生境下根冠比差异不显著（图 ２ａ）。 陆

生生境和水生生境下根生物量分配显著低于水陆两栖生境，而陆生生境和水生生境空心莲子草茎生物量分配

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图 ２ｂ， ２ｃ）。 陆生生境空心莲子草叶生物量分配显著低于水生生境和水陆两栖生境

（图 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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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模拟昆虫采食（去叶）处理和生境对空心莲子草生物量分配影响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ｆ 根冠比

Ｒｏｏｔ： ｓｈｏｏｔ
根生物量分配

Ｒｏｏｔ ／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茎生物量分配

Ｓｔｅｍ ／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叶生物量分配

Ｌｅａｆ ／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去叶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１１ ３．３０ｎｓ ２．９２ｎｓ ２．５２ｎｓ ０．０６ｎ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 １１１ ４．１５∗ ４．４１∗ １２．２３∗∗ ７．４９∗∗

去叶×生境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 １１１ ０．６０ｎｓ ０．４９ｎｓ ０．２９ｎｓ ０．２６ｎｓ

　 　 显著水平： ∗∗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ｎｓ Ｐ ＞ ０．０５

图 ２　 不同生境空心莲子草响应模拟昆虫采食处理生物量分配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中数据为均值＋标准误，相同字母代表在 Ｐ＝ ０．０５ 无显著差异

２．３　 模拟昆虫采食和生境对空心莲子草化学防御物质的影响

模拟昆虫采食对空心莲子草单宁和总酚含量影响不显著（表 ３，图 ３ａ， ３ｂ），但却显著降低了木质素含量

（表 ３，图 ３ｃ）。 生境不影响空心莲子草木质素含量（表 ３，图 ３ｃ），但显著影响单宁含量和总酚含量（表 ３，图
３ａ， ３ｂ）。 在陆生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单宁含量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总酚含量显著高于水陆两

栖生境（表 ３，图 ３ａ， ３ｂ）。
２．４　 空心莲子草总生物量与次生代谢产物含量的关系

在对照（不去叶）和去叶处理下，空心莲子草单宁含量与总生物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图 ４Ａ， ４ａ）。 在去叶

处理下，空心莲子草总酚含量与总生物量之间存在显著者性负相关，而在对照下总酚含量与总生物量之间无

显著相关关系（图 ４Ｂ， ４ｂ）。 空心莲子草木质素含量与总生物量无显著相关关系（图 ４Ｃ，４ｃ）

５　 ７ 期 　 　 　 高芳磊　 等：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响应模拟昆虫采食的生长和化学防御策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３　 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和生境对空心莲子单宁、总酚和木质素含量影响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ｎｉｎ， ｐｈｅｎｏｌ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ｆ 单宁含量

Ｔａｎｎ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总酚含量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ｅｎ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木质素含量

Ｌｉｇｎ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去叶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１１ １．６４ｎｓ ０．４３ｎｓ ９．００∗∗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 １１１ ２８．３０∗∗ ３．４８∗ ０．８２ｎｓ

去叶×生境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 １１１ ０．１１ｎｓ １．０７ｎｓ ２．７４ｎｓ

　 　 显著水平： ∗∗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ｎｓ Ｐ ＞ ０．０５

图 ３　 不同生境空心莲子草响应模拟昆虫采食处理的化学防御物质变化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ｎｎｉｎ， 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中数据为均值＋标准误，相同字母代表在 Ｐ＝ ０．０５ 无显著差异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生长对模拟昆虫采食处理的响应

生物量是植物适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高生物量和相对生长率将有利于入侵植物快速占领生境空间，进
而成功入侵［４１］。 我们发现，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均显著抑制了空心莲子草根、茎、叶和总生物量，这与郭伟

等［４２］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昆虫取食可以显著抑制空心莲子草的生长，减弱其入侵性。 生物量分配是植物适

应不同环境胁迫的重要生活史对策，植物可通过改变地上部分（茎、叶）和地下部分（根）光合产物的分配，来
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获得更多的土壤养分或光资源以适应多样化的生境［４３］。 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生境下空

心莲子草的生物量分配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对空心莲子草生物量分配影响不显著。 Ｓｕｎ
等［４４］采通过控制土壤含水量来模拟陆生生境、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并对空心莲子草进行不同强度的模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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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对照（不采食 Ａ⁃Ｃ）和采食（ａ⁃ｃ）情况下空心莲子草生物量和单宁含量（Ａ，ａ）、总酚含量（Ｂ， ｂ）和木质素含量（Ｃ， ｃ）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ｎｎｉｎ （ Ａ， ａ）， ｐｈｅｎｏｌｓ （ Ｂ， ｂ）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 （ Ｃ， ｃ）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

拟昆虫采食处理，发现水分与模拟昆虫采食处理对空心莲子草的生物量分配产生了显著影响。 然而，该研究

中的空心莲子草均来自同一生境（武汉阅马场），此外，并未考虑长期环境的效应。
３．２　 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防御物质对模拟昆虫采食处理的响应

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体内重要的防御物质［１６］。 比如，单宁作为植物体内的一种有效的化学防御物质，不
仅可以抵御病原体的侵害而且可使植物具有苦涩的味道降低草食动物与昆虫的采食［４５］。 酚类也是植物体内

重要的化学防御物质，酚类在植物体内的积累有利于促进植物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助于植物进行主动防

御［４６］。 本研究表明，模拟昆虫采食显著降低了木质素含量，而对单宁和总酚的含量影响均不显著。 研究表

明，空心莲子草在响应南方菟丝子寄生时，其体内的单宁、总酚和三萜皂苷含量显著升高［２３］，而乌桕入侵地种

群防御专食性昆虫的抗性物质（单宁）含量显著低于原产地种群，而入侵地种群和原产地种群防御广食性昆

虫的抗性物质（类黄酮）含量无显著差异［４７］。 本研究与以上研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采用的是去叶处

理，而真实的昆虫采食可能是一个缓慢的持续的伤害过程，这种持续过程才有利于诱发植物的茉莉酸防御途

径，激发次生代谢产物的生成和积累；因此，我们后续研究中，人工去叶处理后，应立即喷洒一定浓度的茉莉酸

溶液，诱导植物的防御反应，确保和真实昆虫采食的一致性。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陆生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单

宁含量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和水生生境；陆生生境空心莲子草总酚含量显著高于水陆两栖生境，与水生生

境差异不显著；木质素在各生境下差异均不显著。 耿旭彦［３２］ 研究也发现入侵地空心莲子草相比于原产地三

萜皂苷含量显著提高。 陆生生境相对于水生生境环境条件更为复杂，空心莲子草在陆生生境下可能面对更多

的采食者，可能采取增加单宁和总酚含量的策略来适应陆地生境。 因此，空心莲子草在陆生生境下对昆虫采

食的抵抗性可能强于水生生境和水陆两栖生境。 但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生境与人工去叶的交互作用对单宁、总
酚和木质素含量均没有显著影响，表明空心莲子草响应人工去叶的防御物质的变化受生境的影响不大。 这可

能与空心莲子草对生境的适应时间长短有关。

７　 ７ 期 　 　 　 高芳磊　 等：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响应模拟昆虫采食的生长和化学防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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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不同生境下空心莲子草生长⁃防御权衡对模拟昆虫采食处理的响应

植物的生长与防御之间往往存在着权衡［４８］。 在逆境环境下，如受到食草动物和病原体等生物因子的攻

击，或是受到寒冷、干旱等非生物因子的胁迫时，可以通过减少对生长的投资，增加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来增

强对生物与非生物因子胁迫的防御［４９⁃５０］。 酚类是植物体内促进植物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主动防御的次生

代谢产物［４６］。 我们发现，在对照下，空心莲子草总酚含量与总生物量之间不存在显著者性相关，但在模拟昆

虫采食处理条件下，空心莲子草总酚含量与总生物量之间存在显著者性负相关，表明人工去叶条件下，空心莲

子草减少生长，增加总酚含量，增强防御能力。 这一结果与郭素民等［２３］研究发现的空心莲子草响应南方菟丝

子寄生的生长⁃防御权衡策略是相似的：南方菟丝子寄生后，空心莲子草可改变生长⁃防御权衡策略，使总生物

量下降，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增加，重新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防御，减少对生长的投资。 另外，还发现空心莲子

草总生物量与单宁含量存在显著正相关。 耿旭彦［３２］通过同质园种植的方式研究了空心莲子草入侵地种群和

原产地种群防御策略的进化，发现入侵地空心莲子草个体生物量增加，且对泛化天敌的防御投入增加。 本研

究与该研究结果类似，表明不同物种不同次生代谢物其防御功能可能不同，从而对不同处理的响应也存在不

同。 进一步的研究需更加准确定量化学防御物质的含量，并且要区分防御性化学物质的种类，以更深入探讨

入侵植物的生长⁃防御的权衡策略的普遍性。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生境下，基于单宁、总酚和木质素的空

心莲子草的生长⁃防御权衡虽存在相似的趋势，但生物量与其含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存在显著性意义（结果

略），这也反映了空心莲子草响应人工去叶的影响受到生境的影响较小。 这可能是由于 ５０％人工落叶诱发的

补偿生长弱化了这一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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