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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载畜率下短花针茅分蘖数量对内源激素浓度的
响应

贾丽欣，杨　 阳，张　 峰，乔荠瑢，赵萌莉∗

１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２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摘要：放牧是荒漠草原最主要的利用方式之一，载畜率的变化严重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发育；而内源植物激素是调节植物生长发

育的开关，且植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具有不同的生理要求和环境适应能力。 通过测定放牧条件下短花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分蘖叶内源激素的变化，研究短花针茅分蘖生长对放牧的响应，并分析了分蘖数量受内源激素影响的机制。 结果表

明，（１）内源激素与载畜率之间存在显著二次相关关系，说明放牧能够显著增加内源激素的浓度（Ｐ＜０．０５），但这种相关只存在

于中、小株丛的短花针茅中。 （２）其次，放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短花针茅植株个体分蘖的数量（Ｐ＜０．０５），重度放牧是增加

短花针茅植株个体分蘖数量最显著的载畜率。 （３）过高浓度的生长素（ＩＡＡ）会抑制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Ｐ＜０．０１）。 而细胞分

裂素（ＣＴＫ）与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之间尚未发现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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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具有不同的生理功能和环境适应能力，而内源植物激素是调节植物生长发育

的开关［１］。 内源激素是在植物体根、茎、叶等部分器官中合成、转移到体内其他器官后能影响生长和分化的

微量有机物质，植物个体发育中，不论是种子发芽，还是营养生长和繁殖器官形成，以及整个成熟过程，都由激

素控制［２］。 短花针茅作为葛根塔拉草原主要的建群种和优势种，其营养繁殖的重要方式就是分蘖［３］。 分蘖

与株高不仅影响短花针茅的株型，且直接影响短花针茅的产量［４］。 而生长素（ＩＡＡ）、细胞分裂素（ＣＴＫ）等内

源激素是影响株高、分蘖等性状的关键因子。 生长素（ ＩＡＡ）是植物体内分布最广泛的激素，它与质膜上一个

受体结合后，活化质膜上的 Ｈ＋泵 ＡＴＰ 酶，引起 Ｈ＋往质外体释放，Ｈ＋排出膜外后，细胞质膜内产生负电势，于
是 Ｋ＋、ＩＡＡ 和糖都进入细胞，引起代谢作用活跃；在离子进入细胞、水势降低时，水也进入细胞，促进细胞扩

大，使细胞壁的可塑性增大，细胞伸长生长的速度加快［５］。 细胞分裂素（ＣＴＫ）（ＣＴＫ）使核糖核酸酶、脱氧核

糖核酸酶、蛋白酶及肽酶等活性减弱，从而抑制核酸与蛋白质降解，促进细胞分裂与扩张，延衰与保绿；在组织

培养中与生长素（ＩＡＡ）协同调控细胞与器官分化，推动形态建成；还可促进侧芽生长，打破顶端优势［６］。 生长

素（ＩＡＡ）和细胞分裂素（ＣＴＫ）在植物分蘖芽的发生及伸长等发育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有研究表明，生长素

（ＩＡＡ）合成于植物茎尖与幼嫩的叶中，自上而下主动运输，并直接输送到分蘖芽中，抑制分蘖芽的生长发

育［７］。 细胞分裂素（ＣＴＫ）合成于根中，在植物失去顶端优势后，受外源生长素抑制［８］。 细胞分裂素通过蒸腾

作用在木质部中向上运输，对腋芽施加外源的细胞分裂素，能够直接促进腋芽的生长［９］。 而放牧对植物分蘖

生长的干扰影响多表现为，随载畜率的增加，生殖枝的分化率降低［３］。
目前对于牧草分蘖过程中植物激素动态变化及其与载畜率关系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利用葛根塔拉草原

放牧试验地建群种短花针茅作为试验对象，比较分析不同载畜率下植物激素的变化差异，并初步分析两种主

要内源激素对分蘖性状的影响。 探析植物激素在放牧干扰下的生理功能，以期更深入地了解植物激素对牧草

分蘖调控的作用机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区位于阴山北麓，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西北部的葛根塔拉草原，四子王旗王府一队，内蒙古农牧

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荒漠草原实验基地（４１°４７′１７″Ｎ，１１１°５３′４６″Ｅ）。 地势平坦开阔，海拔 １４５０ ｍ。 该旗地处中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具有干旱、少雨、多风和蒸发量大的气候特征。 年均气温 ３．４℃，月平均温度最高月为

６—８ 月，年均气温分别为 ２１． ５、２４． ０℃ 和 ２３． ５℃，≥０℃ 积温为 ２５００—３１００℃，≥１０℃ 的年积温为 ２２００—
２５００℃。 无霜期 ９０—１１５ 天；平均日照时数为 ３１１７．７ ｈ。 年均降水量 ２９９．４ ｍｍ，且年际变化较大，降水主要集

中在 ５—９ 月，这段时间的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总量的 ８０％以上。 年潜在蒸发量约 ２３００ ｍｍ，远超过降水量，
是降水量的 ７—１０ 倍，高蒸发量致使空气干燥，干旱严重。 草地植被类型为短花针茅（Ｓｔｉｐａ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 ＋冷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ｆｒｉｇｉｄａ）＋无芒隐子草（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ｓｏｎｇｏｒｉｃａ）。 草层低矮，平均高度为 ８ ｃｍ，盖度为 １５％—２５％，植
被较稀疏。 植物群落由 ２０ 多种植物组成，主要为多年生草本短花针茅、无芒隐子草、银灰旋花（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ｍｍａｎｎｉｉ）、阿尔泰狗娃花（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羊草（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细叶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ｕｍ）、蒙古葱 （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等；一、二年生草本有猪毛菜 （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猪毛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栉叶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等。 还有灌木小叶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矮灌木狭

叶锦鸡儿（Ｃ．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半灌木驼绒藜（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ｌａｔｅｎｓ）、小半灌木木地肤（Ｋｏｃｈ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冷蒿等。 土壤

为淡栗钙土，土层厚度大约为 １ ｍ，在 ４０—５０ ｃｍ 深处有钙积层，土体坚硬且渗透能力差，有机质含量较低。
土壤微生物有好气性细菌、放线菌和霉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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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验设计和测定方法

１．２．１　 样地概况

葛根塔拉草原放牧试验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今已有十四余年，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的采用，使得围封

的草地被划分为 ３ 个区组，每个区组设置 ４ 个处理，分别为对照区（ＣＫ）、轻度放牧区（ＬＧ）、中度放牧区

（ＭＧ）、和重度放牧区（ＨＧ），每个处理设置 ３ 个重复，共计 １２ 个小区（图 １）。 载畜率值的设定以多年研究调

查以及实地勘测为依据，依次设置为 ０、０．９１、１．８２ 和 ２．７１ 羊单位 ／公顷 ／每半年。 每个区组内的 ４ 个处理完全

随机排列，每个小区的面积约为 ４．４ ｈｍ－２，依次放羊 ０ 只（对照）、４ 只（轻度）、８ 只（中度）和 １２ 只（重度）。 放

牧种为当地成年蒙古羯羊，体重约 ６７．８ 公斤。 每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结束，进行为期半年的放牧。
每日 ６：００ 点将绵羊赶入各小区让其自由采食，１８：００ 点赶回圈内饮水、休息，不进行补饲。

图 １　 实验小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ｌｏｃｋ

ＣＫ，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Ｇ，轻度放牧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ＭＧ，中度放牧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ＨＧ，重度放牧 ｈｅａｖｙ ｇｒａｚｉｎｇ

１．２．２　 试验设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在格根塔拉草原放牧样地取样，每个处理随机采取 ９ 株植物样品。 分单株采集，大、
中、小株丛径的短花针茅各 ３ 株并测量其分蘖数量，其中，大株短花针茅的株丛径大约为 １５ ｃｍ 左右、中株短

花针茅的株丛径大约为 １０ ｃｍ 左右、小株丛短花针茅的株丛径大约为 ５ ｃｍ 左右。 随后齐地面刈割装入样品

盒，以冰盒冷冻保存，备测激素含量。
１．２．３　 激素含量测定

按照杨建昌等［１０］的方法提取和纯化样品中 ＩＡＡ 和 ＣＴＫ，其中 ＣＴＫ 组分包含玉米素＋玉米素核苷（Ｚ＋ＺＲ）
和异戊烯基腺嘌呤＋异戊烯基腺嘌呤核苷（ｉｐ＋ｉｐＲ），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其含量［１１］。 试剂盒购自中国农业大

学，使用酶标仪为 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ａｘ ｐｌｕｓ 型。
１．２．４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ＳＡＳ．Ｖ８ 在 ａ ＝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 相关分析

绘制图表。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载畜率对短花针茅内源激素浓度的影响

对小株、中株丛和大株丛短花针茅生长素（ＩＡＡ）、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与载畜率进行拟合发现：小株

丛、中株丛短花针茅的生长激素浓度与载畜率之间呈正显著相关关系（Ｐ＝ ０．００５４ ｒ２ ＝ ０．５５；Ｐ＝ ０．０２ ｒ２ ＝ ０．４３），
表明大、小株丛短花针茅生长素含量随着载畜率的增加而增加；

而大株丛短花针茅生长激素浓度与载畜率之间未表现出相关关系（Ｐ＝ ０．１３５）（图 ２）。 小株丛、中株丛短

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与载畜率之间呈正显著相关关系（Ｐ ＝ ０．００１８ ｒ２ ＝ ０．６４；Ｐ ＝ ０．０１９３ ｒ２ ＝ ０．４３），随
着载畜率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大株丛短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与载畜率之间未表现出相关关系（Ｐ ＝
０．１１７６）（图 ２）。

对不同载畜率下短花针茅生长素（ＩＡＡ）浓度进行差异性分析得知，小株丛短花针茅生长素（ＩＡＡ）浓度在

中度放牧区达到最大值为 ６２．２１ｐｍｏｌ ／ Ｌ，对照区小株丛短花针茅生长素（ ＩＡＡ）浓度显著低于中度和重度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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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载畜率对激素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显著性水平；ｒ２，决定系数

区（Ｐ＜０．０５；图 ３）、中株丛短花针茅生长素（ ＩＡＡ）浓度在重度放牧区达到最大值为 ６９．３２ｐｍｏｌ ／ Ｌ，对照区中株

丛短花针茅生长素（ＩＡＡ）浓度显著低于重度放牧区（Ｐ＜０．０５；图 ３）、大株丛短花针茅生长素（ＩＡＡ）浓度在不

同载畜率处理下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性。 对不同载畜率下短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进行差异分析得

知，小株丛短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在重度放牧区达到最大值为 ４０．５５ｐｍｏｌ ／ Ｌ，对照区小株丛短花针茅

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显著低于中度和重度放牧区（Ｐ＜０．０５；图 ３）、中株丛短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

在重度放牧区达到最大值为 ３９．９７ｐｍｏｌ ／ Ｌ，对照区中株丛短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显著低于轻度和重

度放牧区（Ｐ＜０．０５；图 ３）、大株丛短花针茅细胞分裂素（ＣＴＫ）浓度在不同载畜率处理下并未表现出显著差

异性。

图 ３　 不同载畜率下激素的浓度

Ｆｉｇ．３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载畜率下激素浓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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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载畜率对短花针茅分蘖数量的影响

放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短花针茅分蘖的数量（表 １，Ｐ＜０．０５）。 重度放牧是增加短花针茅分蘖数量最

显著的载畜率，这一现象在中、小株丛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图 ４，Ｐ＜０．０１）。 小株丛短花针茅是最易受放牧影响

的株丛类型，中度、重度放牧均能够使其分蘖数量增加（图 ４，Ｐ＜０．０１）。 而大株丛是稳定性最好且最不易受放

牧影响的株丛类型，与对照区相比，其余载畜率均未使大株丛短花针茅分蘖的数量受到干扰（图 ４，Ｐ ＝ ０．９８）。
短花针茅基丛径的大小是控制分蘖数量的主要原因（表 １，Ｐ＜０．００１），放牧也是影响分蘖数量的原因之一

（表 １，Ｐ＜０．０５），然而基丛径与载畜率之间并无交互作用（表 １）。

表 １　 载畜率对短花针茅分蘖数量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ＭＡＮＯＶ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ｉｐａ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 ｔｉｌｌｅｒ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自由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分蘖
Ｔｉｌｌｅｒ Ｐｒ（＞Ｆ）

Ｔ １ １７３．１４ ０．０２８８∗

Ｒ ２ ５０４．８ ９．６７×１０－１０∗∗∗

Ｔ×Ｒ ２ ６６．２２ ０．４５０４

　 　 Ｔ，载畜率，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Ｒ，基丛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ｅｍ；∗，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图 ４　 载畜率对短花针茅分蘖数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ｉｌｌｅｒ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载畜率下激素浓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　 内源激素浓度对分蘖数量的影响

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与生长素（ ＩＡＡ）浓度之间存

在一种极显著相关的二次关系（Ｐ ＝ ０．００６５ ｒ２ ＝ ０．２６３），
满足方程 ｙ ＝ －０．０００１ｘ２＋．０７ｘ＋４９．９２（图 ５）。 当短花针

茅体内生长激素的浓度超过 ６３ｐｍｏｌ ／ Ｌ 后，短花针茅的

分蘖数量将不会超过 ４２０ 个 ／株，说明过高浓度的生长

素（ＩＡＡ）会抑制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图 ５）。 而细胞

分裂素（ＣＴＫ）与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之间不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Ｐ＝ ０．１１２６ ｒ２ ＝ ０．１２４）（图 ５）。

３　 讨论

３．１　 放牧对短花针茅分蘖数量的影响

短花针茅通过有性繁殖产生实生苗的数量及其微

少，小的实生苗在群落中难以成功存活所以其对种群数

图 ５　 分蘖与激素浓度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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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１２］。 因此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分蘖，增加新的枝条才是增加种群个体数量的有效途径，
故探索分蘖对载畜率的响应［１３］。 有研究表明：过度放牧干扰了小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ｐｙｇｍａｃａ）型草地及其原生植

被优势种的生长生殖特征，使得原优势种的株丛数，分蘖，分枝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１４］。 ２０１６ 年古琛对短

花针茅的繁殖策略进行研究时发现：轻度放牧区短花针茅的分蘖数要显著高于中度、重度和不放牧区域［４］。
本试验得到的结论与上述均不相同：即放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短花针茅植株个体的分蘖数量（Ｐ＜０．０５），
重度放牧是增加短花针茅植株个体分蘖数量最显著的载畜率。 原因有一下几点：（１）本试验为规避丛径对分

蘖造成的影响，特设定大、中、小三种丛径范围进行取样，比较不同载畜率下，同等丛径大小植株的分蘖数量。
与上述实验的测量方法不同。 （２）上述文献均为样方取样而本试验为单株取样，样方取样比较的是群落差

异，而单株取样比较的是个体上的差异。
为什么重度放牧能够增加短花针茅个体的分蘖数量，却不能增加种群的分蘖数量呢？ 最为显著的一个原

因是，重度放牧使短花针茅株体趋于小型化，小型短花针茅在重度放牧样地占的比重相对较高［１５］。 并伴随群

落高度降低，使其形成了一种避食性的生态适应对策［１６］。 但是草地植被表型特征的改变不是放牧单一作用

的结果，它与牧草的遗传特性、生理特性、气候变化和土壤养分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１７］。 有研究植被

通过改变叶片角质层的厚度或表皮细胞的面积大小影响植物叶片解剖结构来适应放牧胁迫，以恢复植株的光

合作用能力、增加光合速率和繁殖的适应性［１８］。 通过比较过牧和正常放牧条件下种群的形态特征和遗传多

样性，发现过牧分割植物群体，降低草丛高度，增加营养枝的密度，减少繁殖枝的密度。 但在两个种群间未发

现明显

的遗传学差异。 形态特征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放牧条件下微环境的变化造成的［１９］。 ２００６ 年刘忠宽研究

不同放牧强度草原休牧后土壤养分和植物群落变化特征时发现：植物群落的生物量、群落高度、群落密度与土

壤养分分布均表现一致的正相关关系，但只有植物群落生物量和群落高度与土壤有机碳、全氮、无机氮、土壤

有效磷和有效硫相关显著（Ｐ＜０．０５） ［２０］。 除了受环境因子、遗传特性的影响还存在许多未被深入研究的因

素，所以影响短花针茅分蘖的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３．２ 载畜率对内源激素的影响及其与分蘖的相关关系

家畜对草地采食践踏等行为对植物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这使放牧过程中成为一种逆境条件。 为了减

轻植物损伤，细胞内的内源激素会做出相应的调节从而影响植物的生理代谢［２１］。 放牧强度过大导致克隆整

合的能量投入远远大于该特征的正向产出［２２］。 从表观来看，植物能够在草食动物采食之后能够进行补偿性

再生生长，弥补动物采食所造成的损失。 事实上，植物的补偿性效应是与碳水化合物和氮素在植物体各部分

之间的转移，以及外界的环境干扰对植物体内源激素的产生及传递直接相关的［２３］。 王静研究放牧退化群落

中冷蒿种群生物量资源分配的变化发现：载畜率的增加，可以使冷蒿体内生长素（ＩＡＡ）的含量下降，从而消弱

顶端优势、抑制植物细胞的伸长，增强分蘖［２４］。 这与高莹年模拟羊草种群放牧耐受性研究时得到的结论相

反，即分蘖芽生长促进型激素（ＩＡＡ）在载畜率增加时增加［２３］。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与高莹的研究结果一致，即
放牧能够显著增加内源激素的浓度（Ｐ＜０．０５），但这种相关只存在于中、小株丛的短花针茅中。 这是由于植物

激素是植物响应环境胁迫的信号转导的主要成员，当植物受到放牧胁迫后，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受到抑制，激素

含量会发生变化，以缓解环境胁迫对植物的伤害［２５］。 如生长素（ＩＡＡ）含量的增加抑制了花芽的分化作用以

减少分蘖芽的生长。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ＣＴＫ）与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之间尚未发现相关关系。
但细胞分裂素（ＣＴＫ）与水稻分蘖的相关研究多为：细胞分裂素（ＣＴＫ）直接产生作用促进水稻分蘖芽的发

生［２］。 此外刘杨在研究细胞分裂素对水稻分蘖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时发现：外界因素对分蘖芽生长的调控

至少存在 ２ 条途径，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通过调控节和芽中细胞分裂素（ＣＴＫ）含量，进而调控芽中 ＯｓＴＢ１ 等

基因表达［２６］。

４　 结论

放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短花针茅植株个体的分蘖数量（Ｐ＜０．０５），载畜率影响短花针茅植株个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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蘖数量，特别是重度放牧下。
内源激素与载畜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放牧能够显著增加内源激素的浓度（Ｐ＜０．０５），但这种相关只

存在于中、小株丛的短花针茅中。
过高浓度的生长素（ＩＡＡ）会抑制短花针茅的分蘖数量（Ｐ＜０．０１）。 而细胞分裂素（ＣＴＫ）与短花针茅的分

蘖数量之间尚未发现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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