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第３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３月

Vol３８　No３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Mar　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zk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３

低海拔常绿杜鹃小枝繁殖分配
与异速生长关系研究①

张艳茹,　陈　红,　王海洋

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６

摘要: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低海拔的２１种常绿杜鹃小枝繁殖分配与异速生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小枝

叶片大小对小枝总果实干质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对种子千粒质量的影响显著,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与总果

实干质量的SMA斜率分别为１３６６和１４８０,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与种子千粒质量的SMA斜率分别为０４５８

和０４９５,支持叶大小 果实大小及叶大小 种子大小为异速生长关系的相关研究结论;② 常绿杜鹃小枝繁殖投入及

种子千粒质量随小枝营养投入的增加不成比例的增加,表明营养 繁殖间存在权衡关系,其中果实干质量的增加速

率比种子千粒质量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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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分配模式是植物生活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植物的繁殖分配不仅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还与

个体大小等因素有关[１]．为获取生存、生长以及繁殖所需的必要资源,植物会以构件生物量分配的方式对

生境中的异质资源做出反应[２]．资源利用假说认为,在特定条件下,植物生长与繁殖的平衡是通过营养构

件与繁殖构件的资源调控来实现的[３]．当年生枝条含有的次生导管较少,且养分、水分等含量不稳定,是植

物分枝系统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在植物生理学上是相对独立的单位,叶片及果实基本都生长在这些小枝

上,因此分析小枝内部的资源分配规律是植物生活史对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４－５]．
植物不同构件间的生长关系为异速生长关系是普遍承认的生长规律[６－７]．等速或异速生长是植物体在

特定生境下所采取的生态对策方式,反映了植物体各性状间的相关程度[８]．植物各构件中,叶片是最重要

的物质生产器官,茎是物质输送器官,繁殖器官则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植物器官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性,并不是独立进化的,各构件生长之间存在权衡关系[９]．ACKERLY等人曾指出小枝茎直径的增加会导

致小枝上总果实生物量的增加,二者之间呈异速增长,此外当年生枝条茎与叶的大小也呈异速生长关

系[１０－１１]．由于叶大小与果实大小均与小枝大小相关,因此可以推测同一小枝所支持的叶与果的生长具有相

关性,具有较大叶片的物种,其果实产量可能更多．此外,植物种子大小通常与果实大小呈正相关生长[１２],

种子大小可能随小枝叶片的增加而增加．常绿植物生活史对策是其对生境资源匮乏的一种适应,与落叶物

种相比,常绿植物叶片寿命较长,因此其养分利用效率比落叶物种高[１３],据此可以推测常绿植物同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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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营养器官与繁殖器官的速率不同,资源可以更多的投入到繁殖器官中,繁殖器官的增长速度可能大

于营养器官的增长速度,进而种子的生长速率较营养器官的高．
本研究以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低海拔的２１种常绿杜鹃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小枝上繁殖分配模式及营

养生长与繁殖生长权衡的研究,确定低海拔常绿杜鹃小枝繁殖分配格局,探讨其生态适应对策及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材料

本研究的材料为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中低山杜鹃属植物常见的２１个种,采自神农架、毕节、武隆、南川

等地,海拔分布范围为５００~４０００m,其生活型、生长型见表１．
表１　研究物种及其生活史

物　　种 生活型 生长型 物　　种 生活型 生长型

麻花杜鹃 E T 粗脉杜鹃 E T

银叶杜鹃 E T 喇叭杜鹃 E T

粉红杜鹃 E T 金山杜鹃 E T

迷人杜鹃 E S 美容杜鹃 E T

马缨杜鹃 E S 阔柄杜鹃 E S

露珠杜鹃 E S 树枫杜鹃 E S

大白杜鹃 E S 长蕊杜鹃 E T

亮毛杜鹃 E S 腺萼马银花 E S

耳叶杜鹃 E T 四川杜鹃 E S

毛肋杜鹃 E S 云锦杜鹃 E S

峨马杜鹃 E S

　　注:E表示常绿;T表示乔木;S表示灌木．

１２　小枝取样与测量

本研究定义“小枝”为一年至两年生并着生有成熟果实的枝条．本文中的小枝包括茎和其上所支持的叶

及果．叶包含叶片和叶柄;果包含果实和果柄．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月,于各物种果熟期,对每个所研究的物种随机选取３个个体,且在植物外冠层对每

个个体随机剪取没有明显叶面积及果实损失的４个小枝,用自封袋带回实验室测量．以小枝为单位,记录

其上所有的叶数量、果数量,并用游标卡尺测茎长与直径,用 YMJ型叶面积测定仪测每片叶片的面积．待

样品经自然风干至恒质量后,用电子天平(万分之一克)称质量,分别称量茎、叶片、叶柄、果实、果柄、种

子干质量．

１３　数据分析

在数据分析前,对每个小枝各功能特征数据进行个体内算数平均,然后进行种内算数平均,各干

质量指标均用平均值的形式给出(表２),之后对各物种平均值进行对数转换(以１０为底),使之符合

正态分布．小枝不同功能特征间关系的研究用方程y＝bxa,线性转化为log(y)＝log(b)＋alog(x),

其中,x 和y 分别代表任意两个功能特征,a 表示两个属性关系的斜率,b为截距,当a＝１时,二者

则为等速生长;当a≠１时为异速生长,b 值不影响相关关系的形式[９]．运用软件(S)MATR VerＧ

sion２０,采用标准化主轴估计(Standardizedmajoraxisestimation,SMA)的方法进行参数估计[１４],所

有图均在 Excel２００３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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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１种野生杜鹃属植物果熟期小枝各构件干质量

物种
小枝茎干质量/

g

总叶面积/

mm２

总叶片干质量/

g

总叶柄干质量/

g

总果实干质量/

g

总果柄干质量/

g

总果皮干质量/

g

种子千粒质量/

g
麻花杜鹃 ０３９１±０２５８ １２５７５±７４５ ２５４１±０８７８ ０２１１±００１２ ９７２０±３９１９ ０６６８±０１２１ ８９７２±４０８７ ０１２２±００２２
迷人杜鹃 ０５０１±０２１０ １７４７３±２９０４ ３５８６±０６３３ ０２７３±００５７ ５３０８±２５４５ ０２８８±００４５ ５５９７±２０９５ ０１５０±００３５
马缨杜鹃 ０２０９±００１８ ５４３０±３１７ １４１６±０３６７ ０１１１±００２７ ５２８５±２１９３ ０２５３±００４６ ４６０３±１８３６ ００９４±００２２
耳叶杜鹃 ０８０８±０１７９ ４３９０１±６３３７ ５２７３±０９２１ ０５１０±００３１ ３９９８±１５２１ ０５３７±００６０ ３５６９±１３１１ ０１３０±００３４
银叶杜鹃 ０１４９±００３５ ３８１５±３８４ ０９８５±００８５ ００６７±００１２ １５１６±０４８０ ０１７４±００２８ １３７１±０４６５ ０１４５±００３０
峨马杜鹃 ０１２７±００３６ ４４９１±１２８７ ０９５７±０１８５ ００８５±００１５ １１６９±０１５８ ０１０２±００１８ ０９５６±０１４８ ０１４８±００２５
金山杜鹃 ０１３５±００４５ ３６７８±１０３５ ０７７１±０２５２ ００５７±００２１ ２０１６±０７９６ ０２０５±００４８ １３７５±１３３８ ００９１±００１６
露珠杜鹃 ０４２０±０１１４ １７４１３±２２３８ ２９４６±０７３０ ０２１８±００５３ ５００８±２１９５ ０３９４±００８４ ６７１９±１０６７ ０２１４±００１１
云锦杜鹃 １１２２±０１１９ ２８４６６±５５２７ ５７０４±０３９６ ０５８７±００３９ ６１４１±０７４４ ０９７９±００７４ ５４３４±０６８７ ０２５３±００２６
大白杜鹃 １０６０±０６１３ ２２９１５±３５４７ ５４５４±１１８７ ０４０２±００８４ ３８４４±０８５９ ０６９３±０１６２ ４７０１±３９２０ ０１５３±００４９
美容杜鹃 ０９５３±０５１７ ４０３８７±７４７１ ６４６９±１９５６ ０２６３±００７５ １０５４１±１１５２ ２０６８±０１２２ ９４７８±０７１９ ０１３３±００４１
毛肋杜鹃 ００６９±００２３ ２６３９±４６２ ０３１１±００７３ ００１２±０００２ ０２３２±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０００２ ０１４９±００３８ ００５３±０００５
亮毛杜鹃 ００２２±０００７ ３３２９±６４３ ０２８６±００６４ ００１２±０００１ ０１３６±００５３ ００１５±０００９ ０１１５±００３９ ０１２４±００２３
粉红杜鹃 ０２２３±０１７８ １０７７５±１９８９ １２６９±０７０６ ０１６９±０１０１ ２１７３±０２２６ ００９８±００１１ １８９６±０３５１ ０１９１±００２１
粗脉杜鹃 ０２５４±０１４２ ８３２６±７５０ １８１１±０５６１ ０１１０±００２５ ３４０８±１２１６ ０１６１±００４７ ３０２９±０６８１ ０１６９±００４８
四川杜鹃 ０３９５±０１７５ １４２３０±３８２７ ２７１７±０８４５ ０２４２±００８３ ６１９６±１１９３ ０６１７±００５７ ５３５９±０１９２ ００７２±００１４
长蕊杜鹃 ０１７９±００９０ ６３５６±６３４ ０１７１±０４３６ ００６７±００２１ ０７９２±０３３４ ００６４±００２２ ０７４９±０２９７ ０１２６±００４１

腺萼马银花 ０１４０±００５１ ２６２４±４７７ ０３３８±００３８ ００１７±０００５ ０１７８±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０００２ ０１０６±００１６ ００５７±０００９
喇叭杜鹃 ０１５４±００２６ １７３５７±６７０１ ３８２７±０６４８ ０２８１±００５１ ５０５４±１０５０ ０２８０±００２６ ４５３１±０９９６ ００７１±０００８
阔柄杜鹃 １６４６±００７６ ８４６０±６４６ １９１５±０５２２ ０１４６±００１１ ９５８４±１３７３ １１５０±０１７６ ６２９６±１７４８ ０２４６±００４０
树枫杜鹃 ０１４８±００７１ ３５００±６９９ ０７６７±０１８１ ００３８±００１４ ０６９６±０１８５ ００２８±０００５ ０４１８±０１３９ ００９６±００１４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小枝叶片大小与小枝总果实干质量及种子千粒质量的关系

种间分析表明,小枝上总叶片干质量(R２＝０７７５,p＜００１;图１(a))及总叶面积(R２＝０５８５,p＜
００１;图１(b))均与总果实干质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叶片干质量与总果实干质量的SMA 斜率为

１３６６(９５％CI＝１０９０~１７１３),显著大于１０(p＝０００９);总叶面积与总果实干质量的 SMA 斜率为

１４８０(９５％CI＝１０８７~２０００),显著大于１０(p＝００１４)．结果显示杜鹃属植物小枝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

面积与总果实干质量之间均为极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并且总果实干质量的增长速度大于总叶片干质量及

总叶面积的增长速度．
小枝上总叶片干质量(R２＝０２２５,p＜００５;图１(c))及总叶面积(R２＝０１９９,p＜００５;图１(d))

均与种子千粒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叶片干质量与种子千粒质量的SMA斜率为０４５８(９５％CI＝
０３０４~０６９１),显著小于１０(p＝００００);总叶面积与种子千粒质量的SMA斜率为０４９５(９５％CI＝
０３２６~０７５１),显著小于１０(p＝０００１)．结果显示杜鹃属植物小枝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与种子

千粒质量之间均呈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并且种子千粒质量的增长速度小于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

的增长速度．
２２　小枝繁殖分配与营养分配的权衡

在特定的生境下,植物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植物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相互影响,彼此制

约,若分配给繁殖构件的资源增加,则会导致分配到营养构件的资源减少．杜鹃属植物果熟期小枝营养

器官(茎、总叶及总果柄)与繁殖器官(总果实)干质量间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２＝０８３１,p＜００１,
图２(a)),SMA斜率为１３２０(９５％CI＝１０８７~１６０８),显著大于１０(p＝０００７);小枝营养投入(茎、
总叶、总果柄及总果皮)干质量与繁殖投入(种子千粒质量)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２＝０２５６,p＜
００５,图２(b)),SMA斜率为０３９０(９５％CI＝０２５８~０５７７),显著小于１０(p＝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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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对数(以１０为底)坐标下小枝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与

小枝总果实干质量及种子千粒质量间的RMA线性拟合关系

图２　双对数(以１０为底)坐标下小枝营养器官干质量与繁殖器官干质量及

营养投入与繁殖投入间的RMA线性拟合关系

３　讨　论

３１　小枝叶大小与果实及种子大小的关系

本实验结果验证了“小枝叶片大小显著影响总果实干质量与种子千粒质量”的推测,叶片较大的物种其

小枝所产的总果实干质量及种子千粒质量越大．植物在其整个生活史中,资源分配对策因物候期不同而变

化,各器官之间存在相关生长关系;前人研究表明植物各构件资源的分配与植株大小密切相关,个体大小

决定了植物繁殖及种子发育可利用资源的多少[１５]．MIDGLEY等人认为植物叶与花序大小之间存在异速生

长关系[８,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杜鹃属植物小枝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均与总果实干质量之间呈显著的

异速生长关系,叶片大小显著影响果实生物量,与CORNELISSEN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随叶片干质量及叶

片总面积的增加,小枝能不成比例的产生更高的总果实生物量[１７]．其原因可能是叶片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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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器官,叶片越大,光合能力就越强,其产生的同化产物就越多,进而能被繁殖器官(果实及种子)利用的

资源也就越多[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小枝总果实干质量较总叶片干质量及总叶面积增加的快,种子千粒质量

则呈相反趋势．其原因可能是果实越大,其所需的机械支持也随之增加,从而会影响种子对资源的获取,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较大叶物种并不总具有优势．
３２　小枝营养分配与繁殖分配间的关系

植物的生殖生长是以营养生长作物质基础,生殖器官发育的好坏与营养器官的生长密切相关[１５]．在本

研究中,常绿杜鹃小枝营养器官干质量(包括小枝茎、总叶以及果柄)与繁殖投入(总果实)干质量间存在极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００１),繁殖器官干质量随营养器官干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若将果实的果皮部

分视为小枝的营养投入,则营养投入(包括小枝茎、总叶、果柄及果皮)干质量与种子千粒质量间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p＜００５),种子千粒质量随营养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开花结果,植物同化的资源要兼顾

营养与生殖器官的生长,因此在植物繁殖期,营养生长会受到一定抑制[１９],本研究结果中营养生长与生殖

生长之间呈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即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权衡关系,与艾沙江阿不都沙拉木、刘左军、钟筱

波、李彦连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９－２０]．当植物生境条件较为恶劣时,其资源会更多地分配到繁殖器官中,
以保证产生足够的种子完成繁殖过程．随海拔的升高,植物生境条件逐渐不利于植物生存,常绿植物在长

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策略,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与生境相适应的营养 生殖生长关系,
即使同化资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到繁殖器官中供生殖生长．然而本研究发现,尽管小枝繁殖器官的生长速率

大于营养器官的生长速率,其种子千粒质量的增长速度却小于小枝的营养投入(包括小枝茎、总叶、果柄及

果皮)干质量,可以看出低海拔常绿杜鹃可能出现了有性繁殖退化现象,其原因目前尚不十分明确,可能与

系统进化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分析结果可得出,常绿杜鹃小枝各构件间存在显著相关生长关系,小枝总叶干质量及总叶面积均

与总果干质量及种子千粒质量之间为显著的异速生长关系,小枝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间也呈异速生长,
且二者为权衡关系,与许多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结果所揭示的这一生物量分配关系对于研究常绿杜鹃

各功能特征及其生态适应对策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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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sBetweenWithinＧTwigReproductive
AllocationandAllometricScalinginEvergreen

RhododendronatLowAltitude

ZHANGYanＧru,　CHEN　Hong,　WANGHaiＧyang
SchoolofHorticultureandLandscapeArchitec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６,China

Abstract:Inthepresentpaper,reproductiveallocationandallometricrelationsof２１evergreenRhododenＧ
dronaccessionsatlowaltitudeinChongqinganditssurroundingareaswerestudied．Theresultswereas
follows．① Leafweightandleafareasignificantlyaffectedfruitandseedweight,theirSMAslopebeing１３６６
and１４８０,and０４５８and０４９５,respectively,thussuggestingthattheyareallometricrelations．② ReproＧ
ductiveallocationandseedweightincreaseddisproportionatelywithinvestmentinnutritioninevergreenRhoＧ
dodendron,indicatingthattherearetradeＧoffsbetweenreproductiveallocationandvegetativebiomass,and
fruitdryweightincreasingrateismoresignificantthanseedweight．
Keywords:allometricscaling;twig;reproductiveallocation;evergreenRhododen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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