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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支持柱直径对紫萼龙吐珠!

$'(4&1(.1495/

K

(-,&/95

"形态特征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为

其在城市园林垂直绿化中的快速攀援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紫萼龙吐珠
%

年生扦插苗为试验材料(采用完全随机

区组设计(设置
G

种直径支持柱!

&

(

%"

(

#!KK

竹竿"处理(并以无支持柱为对照!

Rd

"(分析不同直径支持柱下植株的

生长动态,形态特征,生物量分配及表型可塑性指数的变化规律)*结果+!

%

"直径
&KK

支持柱上植株主茎长,节间

长和叶片数均增长较快'直径
%"KK

支持柱上紫萼龙吐珠具有较高的自主螺旋缠绕能力(且植株通过增加叶片数和

主茎长提高自主攀援能力'直径
#!KK

支持柱上植株的叶柄长和分枝节间长显著大于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

L

$

$<$[

"(自主缠绕情况较差的植株通过增加分枝的比茎长和比叶柄长,伸长节间等方式进一步搜寻外界支持物)!

#

"

无支持柱组植株的根冠比显著大于有支持柱的植株!

L

$

$<$[

"(显示支持柱的存在使植株的生物量更多地分配到地

上部分的枝和叶'当植株攀援外界支持柱的扭转率下降时(植株分配更多的生物量到地上部分的分枝茎和叶柄上)

!

G

"紫萼龙吐珠在主茎水平上具有较强的形态可塑性'而在其分枝水平上(植株主要通过改变生物量的分配来适应不

同的外界支持物条件)*结论+紫萼龙吐珠对不同直径支持柱表现出较强的形态和生物量可塑性(在园林实践中选取

直径为
&

%

%"KK

的支持柱供其攀援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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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藤本植物是热带森林的重要结构和功能组

分%

%C#

&

(因其具有占地面积小,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

等特点(成为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丰富绿化层次的

不可或缺的垂直绿化材料%

G

&

)木质藤本植物在生长

过程中缺乏直立生长能力(需要攀援其他植物或物

体获得支持(以拓展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

!

&

(由于受

支持物资源的限制(加之生境的时空变化十分剧烈(

木质藤本植物在形态和生物量分配等方面常发生明

显变化(表现出较大的可塑性%

[C"

&

)

支持物的不同形式决定着藤本植物寻觅外界资

源的能力(因此支持物的有无及其存在状态对藤本

植物的生长和适应性有着重要影响)木质藤本植物

围绕直立的外界支持物的成功缠绕显示出其行为的

稳定性与其茎的螺旋结构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攀援

茎的螺旋结构如螺旋波长!

2,:3-3+

P

01

",曲率!

>)*C

:,0)*3

"和扭转率!

0(*49(+

"会随着支持物直径大小

而发生变化%

HC&

&

)目前对草质藤本植物与支持物%

L

&

,

森林群落中藤本植物与支持木关系%

%$C%%

&的研究已经

较为深入(还未见有关城市园林中木质藤本与支持

物关系的报道)因此(本研究以南亚热带地区常见

的缠绕类木质藤本植物紫萼龙吐珠!

$'(4&1(.1495

/

K

(-,&/95

"为材料(通过对其在不同直径支持柱上

主茎和分枝水平形态特征,生物量分配的差异研究(

选用扭转率作为衡量紫萼龙吐珠缠绕效率的指标(

揭示其在不同直径支持柱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及策

略(以期为城市园林垂直绿化中特定木质藤本景观

形式!如篱垣式和栅栏式"的快速攀援及苗木栽培提

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苗圃

内(该地位于北纬
#Gr$Lf#&u

(东经
%%Gr#%f$Hu

)地理

上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光照充足(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为
#%<!

%

#%<Le

(

%%

月下旬至
#

月

中旬有时出现霜冻'年平均降水量为
%"#G<"

%

%&LL<&KK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

%

%L"$1

)

%<#

!

试验材料

选择紫萼龙吐珠
%

年生扦插苗为研究对象)紫

萼龙吐珠为马鞭草科
A3*Y3+,>3,3

!

桐属
$'(4&%

1(.1495

多年生常绿缠绕类木质藤本植物(是龙吐

珠
$Q6=&5/&.0(

和美丽
!

桐
$Q/

K

'(.1(./

的杂交

种(以观花为主(聚伞花序腋生或顶生(花色艳丽(小

花红色(

[

瓣(花冠易脱落(但萼片长久留存(成为主

要观赏部位(观赏期为全年(盛花期
L

%

%#

月(恰逢

广州地区少花季节%

%#

&

)

%<G

!

试验设计

从长势良好,无病虫害的
%

年生紫萼龙吐珠扦

插苗中(选择
%#$

株大小和生长状况一致的幼苗(移

栽在深
#$>K

,直径
#[>K

的花盆中(移栽土壤为壤

土(参考前人研究%

%G

&选用直径分别为
&

(

%"

(

#!KK

的上下端粗细一致的竹竿(同地平面的角度均为

L$r

(并以无支持柱作为对照!

Rd

")每种直径支持

柱处理
%$

株幼苗(设置
G

次重复)在试验初期人为

将植株引向支持柱(试验期间统一水肥管理)试验

于
#$%"

年
[

月
%$

日开始(在
[

月
%H

日,

[

月
#!

日,

[

月
G%

日,

"

月
H

日,

"

月
%!

日进行
[

次生长动态记

录(测量指标包括主茎长,节间长和总叶片数'最后

按照随机采样法从各重复中选择
[

株(于
"

月
%!

日

进行形态参数和生物量参数等指标的测定)

%<!

!

测定指标与方法

%<!<%

!

形态参数
!

按主茎和分枝水平记录不同直

径支持柱下植株的叶片数,一级分枝数和二级分枝

数)用卷尺或直尺!精确度为
%KK

"测量植株的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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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分枝茎"长,叶柄长度,节间长度(用游标卡尺!精

确度为
$<%KK

"测定主茎和分枝水平的地径(用

X9+7(-9,#$$&

软件测定叶面积)分枝数按照分枝

茎的自然长度不小于
%$>K

(且有
#

片以上叶片计

算(叶片数以叶片完全展开为准(将植株按其分枝发

育顺序的离心法分级(即根茎长出的作为一级分枝(

一级分枝上的侧枝为二级分枝!二级分枝相遇处为

一级分枝"

%

%!

&

(分枝率
h

分枝数$相对应的茎长度)

比茎长!

=

B

3>9.9>403K-3+

P

01

(

==V

"

h

茎长$茎干质

量'比叶柄长!

=

B

3>9.9>

B

309(-3-3+

P

01

(

=QV

"

h

叶柄

长$叶柄干质量'比叶面积!

=

B

3>9.9>-3,.,*3,

(

=V5

"

h

总叶面积$叶片总干质量)

%<!<#

!

缠绕螺旋参数
!

测量并计算主茎缠绕在支

持柱上稳定生长时的扭转率!

'

")根据弗莱纳向量

!

7*3+30:3>0(*

"推导出
'

h

-

1

#

%

&

&

(而
1

#

h0

#

i-

#

(其

中(螺距
-

!

B

90>1

"表示扭转一圈最高点到弧旋转半

径的垂直距离(每弧度弧长
1

!

,*>-3+

P

01

B

3**,@9C

,+

"表示单位半径的弧长(螺旋半径
0

!

*,@9)4(.013

13-9b

"表示藤本缠绕支持物一圈中螺旋圈的半径)

自主攀援情况用扭转率
'

的大小来量化(

'$

"c

为
%

级缠绕(

"c

)')

%#c

为
#

级缠绕(

'#

%#c

为
G

级

缠绕)

%<!<G

!

生物量参数
!

将每个处理分为根,茎,叶,叶

柄(于
&$e

下烘
!&1

至恒质量(用电子天平!精确

度为
$<$$$%

P

"按照主茎水平和分枝水平分别称量

各组分干质量)计算各自的根冠比!

T((0C41((0*,C

09(

(

T=T

"

h

根干质量$地上部分总干质量'根生物

量比!

T((0Y9(K,44*,03

(

TMT

"

h

根干质量$植株总

干质量'茎生物量比!

=03KY9(K,44*,03

(

=MT

"

h

茎

干质量$植株总干质量'叶生物量比!

V3,.Y9(K,44

*,03

(

VMT

"

h

叶干质量$植株总干质量)

%<!<!

!

表型可塑性指数
!

根据
A,--,@,*34

等%

%[

&的

方法计算每个指标的表型可塑性指数%!不同处理下

某一变量的最大值
N

其最小值"$其最大值&)平均

形态可塑性和生物量可塑性指数是
G

个直径支持柱

处理植株各形态和生物量指标可塑性指数的平均

值(反映紫萼龙吐珠对不同直径支持柱的相对平均

适应能力)

%<[

!

数据分析

采用
?b>3-#$$H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运用
=Q==

%L<$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D)+>,+

0

4

检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并采用
E*9

P

9+&<[

软

件制图)所有的数据在进行分析之前都进行正态性

和方差齐性检验(当不满足时对数据进行对数转换)

#

!

结果与分析

#<%

!

支持柱直径对紫萼龙吐珠生长动态的影响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的生长动态见图
%

)

图
%

!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的生长动态

79

P

<%

!

W*(201@

;

+,K9>4(.$'(4&1(.1495/

K

(-,&/95)+@3*3b03*+,-4)

BB

(*042901@9..3*3+0@9,K303*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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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显示(在紫萼龙吐珠的攀援过程中(不同直

径支持柱对植株的生长动态具有显著影响!

L

$

$<$[

")较小直径支持柱下植株的主茎长大于较大

直径支持柱(直径
&KK

支持柱上紫萼龙吐珠节间

长的生长速度在试验开始后
H@

和试验结束前
H@

均表现出加快(表明在较小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

珠主要通过增大主茎长和节间长的方式进行有效的

自主攀援)直径
#!KK

支持柱上植株的叶片数于
[

月
G%

日开始多于直径
%"KK

支持柱(而其主茎长

依然小于直径
%"KK

支持柱(显示紫萼龙吐珠在较

大直径支持柱上通过增加分枝数的方式提高对外界

合适支持物的寻觅能力)无支持柱组植株的各指标

生长速度明显小于其他
G

组处理(结果显示支持物

的存在可以帮助紫萼龙吐珠生长得更快(对其寻觅

支持物和光照资源有一定的帮助)

#<#

!

支持柱直径对紫萼龙吐珠形态参数的影响

由表
%

可见(紫萼龙吐珠在直径
&

(

%"

(

#!KK

支持柱下的螺旋缠绕等级分别为
#

,

G

,

%

(显示支持

柱直径大小可以影响植株的自主螺旋缠绕效率(当

支持柱直径为
%"KK

时植株的自主缠绕效果最有

效(而其产生的一级分枝数和一级分枝率均显著小

于其他处理!

L

$

$<$[

")

由表
%

可见(支持柱直径的大小通过影响植株

的攀援状况而对植株的生长施加影响(在主茎水平

的形态特征方面(从主茎长和叶片数指标看(直径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均显著大于直径
#!KK

支

持柱上的植株(与直径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无显

著差异!

L

#

$<$[

"(无支持物组植株显著小于其他
G

种直径支持柱上的植株'而从叶柄长指标看(直径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显著小于直径
#!KK

支持

柱上植株)结果显示(获得有效攀援的植株能更好

地伸展主茎(而未能有效攀援的则通过增大主茎叶

柄长,增加分枝数的方式寻觅新的,合适的支持物)

表
%

!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主茎水平的形态参数

U,Y-3%

!

=03KK(*

B

1(-(

P

9>,-

B

,*,K303*4(.$'(4&1(.1495/

K

(-,&/95)+@3*3b03*+,-4)

BB

(*042901@9..3*3+0@9,K303*4

支持柱直径$
KK

?b03*+,-4)

BB

(*0

@9,K303*4

主茎长$
>K

=03K-3+

P

01

地径$
KK

D9,K303*

叶柄长$
>K

Q309(-3-3+

P

01

节间长$
>K

F+03*+(@3-3+

P

01

叶片数

V3,.+)KY3*

一级分枝数

Q*9K,*

;

Y*,+>1+)KY3*

& %#H<""j!L<#",Y #<"Hj$<#GY #<GHj$<!%,Y &<$&j$<L%, #"<H$j"<H$,Y %<G$j$<![,

%" %[#<"$j#%<#L, #<L"j$<#[,Y #<$"j$<%&Y &<##j%<!H, G%<$$jH<!&, $<!$j$<##Y

#! %$L<GLj##<#%Y G<$Hj$<#", #<![j$<#H, H<&"j$<[H, ##<$$j#<#"Y %<!$j$<&#,

Rd

!

!#<[[j%G<"!> #<HLj$<#&,Y %<[[j$<$"> [<$!j$<H$Y %G<&$jG<#H> %<"$j$<!#,

支持柱直径$
KK

?b03*+,-4)

BB

(*0

@9,K303*4

一级分枝率$

!枝1

K

N%

"

Q*9K,*

;

Y*,+>1*,03

比茎长$

!

>K

1

P

N%

"

=

B

3>9.9>403K

-3+

P

01

比叶柄长$

!

>K

1

P

N%

"

=

B

3>9.9>

B

309(-3

-3+

P

01

比叶面积$

!

>K

#

1

P

N%

"

=

B

3>9.9>-3,.

,*3,

扭转率!

/

"$

c

U(*49(+

缠绕等级

U29+9+

P

-3:3-

& %<$Gj$<%G, [&<&[j%#<&"Y L<"&j#<##Y G$G<#%j%!<[H, H<G!j$<$%Y #

%" $<#"j$<%[Y %%!<HLjG&<!$Y %#<![j#<"%Y GGG<$Lj%L<[!, %G<GHj$<$#, G

#! %<!Gj$<L&, "$<"[j%$<&[Y %%<%%j%<!!Y G!G<HHjG!<"%, !<%[j$<$%> %

Rd

!

!<#Hj#<%!, "!<GHj%G<H!, #%<$$j!<&#, #[H<&"j%L<!!Y N

!

N

!!

注#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L

$

$<$[

")

/(03

#

D9..3*3+0-(23*>,43-3003*49+3,>1>(-)K+K3,+49

P

+9.9>,+0@9..3*3+>3

!

L

$

$<$[

"

<

!!

在分枝水平的形态特征方面!图
#

"(直径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分枝叶片数,节间长,分枝茎长均与

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

L

#

$<$[

"(显示在遇到合适粗

细的支持柱时(缠绕型木质藤本植物的生长将集中在

主茎上(从而弱化了其分枝生长)缠绕情况较好的

植株!直径
%"KK

支持柱"的分枝叶片数显著少于

其他
#

个直径支持柱处理!

L

$

$<$[

"(缠绕情况较

差的植株!直径
#!KK

支持柱"的形态参数均显著

大于直径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显示植株的自

主攀援有效性越差(其分枝水平的形态参数会越大)

#<G

!

支持柱直径对紫萼龙吐珠生物量及其分配的

影响

表
#

显示(在主茎水平上(除了总生物量之外(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植株的各组分生物量和生物量比

均没有显著差异!

L

#

$<$[

"(无支持柱组植株的根

冠比显著大于有支持柱的植株!

L

$

$<$[

"(表明支

持柱的存在更多地增加了植株地上部总生物量)在

主茎和分枝水平上(直径
&KK

支持柱上植株的总

生物量均显著高于直径
%"KK

支持柱上的植株)

在分枝水平上(攀援较好的植株!直径为
%"KK

支

持柱的植株"的茎生物量,总生物量显著小于其他
#

个直径处理的植株(且随缠绕等级的下降(茎生物

量,叶柄生物量和茎生物量比都增加)结果显示(随

着植株扭转率下降(攀援外界支持柱的有效性降低(

植株会将生物量更多地分配到分枝茎和叶柄上(达

到进一步搜寻到支持物的目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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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柱上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L

$

$<$[

"

D9..3*3+0-(23*>,43-3003*441(249

P

+9.9>,+0@9..3*3+>3,K(+

P

0*3,0K3+04,0L

$

$<$[-3:3-

图
#

!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分枝水平的形态参数

79

P

<#

!

M*,+>1K(*

B

1(-(

P

9>,-

B

,*,K303*4(.$'(4&1(.1495/

K

(-,&/95)+@3*3b03*+,-4)

BB

(*042901@9..3*3+0@9,K303*4

表
#

!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主茎和分枝水平的生物量及其分配

U,Y-3#

!

=03KY9(K,44

B

,*,K303*4(.$'(4&1(.1495/

K

(-,&/95)+@3*3b03*+,-4)

BB

(*042901@9..3*3+0@9,K303*4

!!!

生物量参数
M9(K,44

B

,*,K303*

支持柱直径$
KK?b03*+,-4)

BB

(*0@9,K303*

&

!

%"

!

#!

!

Rd

!

总生物量$!

P

1株N%

"

U(0,-Y9(K,44

&<LLj%<H&, "<GHj%<$%Y> H<[$j%<G&,Y G<H&j$<&H>

根冠比
T((0C41((0*,09( $<%Gj$<$HY $<%$j$<$%Y $<%#j$<$GY $<!Gj$<%#,

主茎水平

=03K-3:3-

根生物量比
T((0Y9(K,44*,03 $<%%j$<$[Y $<$Lj$<$%Y $<%%j$<$#Y $<G$j$<$",

茎生物量比
=03KY9(K,44*,03 $<#!j$<$!, $<##j$<$", $<#!j$<$!, $<%&j$<$!Y

叶生物量比
V3,.Y9(K,44*,03 $<"#j$<$G, $<"[j$<$", $<"#j$<$G, $<[$j$<$#Y

茎生物量$!

P

1株N%

"

=03KY9(K,44

$<[$j$<%L, $<$Hj$<$!Y $<""j$<#&, $<$Gj$<$#Y

叶生物量$!

P

1株N%

"

V3,.Y9(K,44

%<"Lj$<"[, $<G%j$<%[Y %<#Hj$<$#, $<H[j$<G$,Y

分枝水平

M*,+>1-3:3-

叶柄生物量$!

P

1株N%

"

Q309(-3Y9(K,44

$<$Hj$<$GY $<$%j$<$$Y $<%$j$<$#, $<$"j$<$#Y

总生物量$!

P

1株N%

"

U(0,-Y9(K,44

#<#"j%<$G, $<G&j$<%"Y #<$!j%<$%, $<&!j$<GGY

茎生物量比
=03KY9(K,44*,03 $<#[j$<$L, $<%Lj$<$LY $<!Gj$<#%, $<$!j$<$%>

叶生物量比
V3,.Y9(K,44*,03 $<H%j$<%%> $<HLj$<%#Y $<!Lj$<##> $<&Lj$<$[,

!!

注#同行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L

$

$<$[

")

/(03

#

D9..3*3+0-(23*>,43-3003*49+3,>1*(2K3,+49

P

+9.9>,+0@9..3*3+>3

!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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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柱直径对紫萼龙吐珠表型可塑性指数的

影响

表
G

和表
!

显示(在主茎水平上(紫萼龙吐珠的

形态参数中(主茎长和一级分枝数表型可塑性指数

均较高(在
$<"[

以上'而其生物量参数中(仅根冠比

和根生物量比的表型可塑性指数较高(分别为

$<H"H

(

$<H$$

(主茎水平的平均形态可塑性稍高于平

均生物量可塑性)分枝水平上(形态参数中(紫萼龙

吐珠分枝的叶片数,二级分枝数,比茎长和比叶柄长

的表型可塑性指数均较高'而生物量参数中(除了叶

生物量比的表型可塑性指数低于
$<"[

外(其他参数

的表型可塑性均较高)总体而言(在分枝水平上(紫

萼龙吐珠的平均生物量可塑性高于平均形态可塑

性)由此可见(不同直径支持柱对紫萼龙吐珠主茎

水平的平均形态可塑性和分枝水平的平均生物量可

塑性影响较大(而分枝水平相对较高的平均形态和

生物量可塑性指数意味着其具有较强的寻觅外界支

持物的能力(植株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维持较

高的生长速率)

表
G

!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形态参数的表型可塑性指数

U,Y-3G

!

F+@3b(.K(*

B

1(-(

P

9>,-

B

-,409>90

;

.(*$'(4&1(.1495/

K

(-,&/95)+@3*3b03*+,-4)

BB

(*042901@9..3*3+0@9,K303*4

指标
F+@3b

主茎水平

=03K-3:3-

分枝水平

M*,+>1-3:3-

指标
F+@3b

主茎水平

=03K-3:3-

分枝水平

M*,+>1-3:3-

茎长
=03K-3+

P

01 $<H#% $<"$H

比茎长
==V $<!&H $<HL[

叶片数
V3,.+)KY3* $<[[[ $<"&&

比叶柄长
=QV $<[GL $<H&H

分枝数
M*,+>1+)KY3* $<H[$ %<$$$

平均形态可塑性

Z(*

B

1(-(

P

9>,-

B

-,409>90

;

$<"%$ $<H%L

表
!

!

不同直径支持柱下紫萼龙吐珠生物量参数的表型可塑性指数

U,Y-3!

!

F+@3b(.Y9(K,44

B

-,409>90

;

.(*$'(4&1(.1495/

K

(-,&/95)+@3*3b03*+,-4)

BB

(*042901@9..3*3+0@9,K303*4

指标
F+@3b

主茎水平

=03K-3:3-

分枝水平

M*,+>1-3:3-

指标
F+@3b

!!

主茎水平

=03K-3:3-

分枝水平

M*,+>1-3:3-

茎生物量
=03KY9(K,44 N $<L[[

根生物量比
TMT $<H$$ N

叶生物量
V3,.Y9(K,44 N $<&%H

茎生物量比
=MT $<#[$ $<L$H

总生物量
U(0,-Y9(K,44 $<[&$ $<&G#

叶生物量比
VMT $<#G% $<!!L

根冠比
T=T $<H"H N

平均生物量可塑性

M9(K,44

B

-,409>90

;

$<[$" $<HL#

G

!

讨论与结论

支持物作为藤本植物攀援生长所必需的一种资

源(其有效性是制约藤本植物生长和觅食的重要因

素(支持物的有无及其性状实质上是改变了藤本植

物的光环境)缠绕类藤本植物攀援外界支持物呈现

螺旋管状结构(其成熟的茎在直径均衡的支持物上

往往拥有统一的扭转率%

H

&

)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直

径支持柱上紫萼龙吐珠的扭转率
'

不同(且有显著

差异(因此考虑用扭转率量化其自主攀援能力是可

行的)在直径为
%"KK

支持柱上的紫萼龙吐珠具

有较高的螺旋缠绕能力(且植株通过增加叶片数和

主茎长提高自主攀援能力)无支持柱组植株的根冠

比显著大于有支持柱的植株(表明支持柱的存在更

多地是增加了植株地上部生物量)本研究结果显

示(直径为
&

和
%"KK

的支持柱均较有利于紫萼龙

吐珠的攀援生长(这与前人有关森林群落%

%"C%H

&的研

究结果类似(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缠绕类木质藤本植

物作为一种比较原始的攀援类型(其通常要求中小

径级支持木)由生长动态分析可见(支持柱的存在

对紫萼龙吐珠的生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

论是否适合其他木质藤本植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适应是植物个体对变化环境所作出的形态和生

理的调整(植物常通过表型改变来响应环境的变化(

所以表型可塑性常被认为是植物适应环境的一种积

极生长策略%

%&

&

)植物通过其个体或构件形态和生

物量分配格局的改变(提高对外界资源最大限度的

利用(各构件的生长速度可以解释植物在生境中采

用的生活策略和资源利用效率%

%L

&

)陶建平等%

%G

&研

究发现(卷须类草质藤本植物苦瓜在不同直径支持

物上节间的生长速度较快)本试验研究结果显示(

直径
&KK

支持柱上紫萼龙吐珠各指标均增长较

快(而各处理节间长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这与前人

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由于缠绕类木质藤本植物的

可塑性相比具有特化器官!卷须"的藤本植物小之

故)本研究结果显示(紫萼龙吐珠主茎水平的外部

形态和分枝水平的各器官生物量分配在异质环境中

具有更大的可变性)

综上所述(在不同直径支持柱条件下(紫萼龙吐

珠通过形态特征,生物量及其分配的改变(能促进其

有效地自主攀援生长和寻觅外界支持物)对主茎和

分枝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紫萼龙吐珠主要通过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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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茎叶柄长,增加分枝数,比分枝茎长和比分枝叶

柄长的方式提高对外界支持物的寻觅能力)对于生

物量及其分配方面(不同直径支持柱对于植株分枝

水平的影响较大'从主茎水平看(直径为
&KK

支持

柱有利于紫萼龙吐珠的生物量积累(并且植株的主

茎长,节间长和叶片数生长更快(而直径
%"KK

支

持柱更有利于植株的自主有效攀援生长(因此在实

际园林应用中选取直径在
&

%

%"KK

的支持柱供其

攀援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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