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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命植物是荒漠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对其不同生
长阶段形态特征及生物量积累与分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荒漠短命植物的功能特征及
生存策略。 本研究选取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２ 种短命植物———毛穗旱麦草和小花荆芥为对象，
通过野外增水 ３０％、５０％，分析降水增加对二者不同生长阶段形态、生物量特征的影响。 结果
表明： 增水 ３０％、５０％均促进毛穗旱麦草植株生长，增水处理下叶面积增幅为 １４． ２％ ～
１８８．５％，繁殖器官生物量最大增幅为 ５５．９％。 增水对小花荆芥植株影响存在生长阶段的差异
性，展叶期增水对小花荆芥植株生长均有促进作用，而果熟期增水 ５０％小花荆芥叶面积、株
高、繁殖器官生物量分别降低 ５４．９％、２０．５％、４３．２％。 两种短命植物对降水增加的响应具有物
种特异性，未来降水增加可能会改变二者生存策略，进而对群落组成与结构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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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化学肥料使用

等）引发的全球气温升高、氮沉降增加、降水变化等

气候变化加剧，将会对陆地生态系统产生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１］。 植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因此，气候变化对不

同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生长节律与繁殖分配已经产

生显著影响［２］。 大量研究表明，降水量增加与植物

生长及物种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３］，但在干旱地区

的生态系统中，降水量增加，优势物种生长旺盛，反
而会抑制其他物种的生长，导致物种多样性降

低［４］。 总之，气候变化不仅对植物形态特征、物候

特征、生物量积累与分配特征等产生显著影响［５］，
而且不同生态系统中植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也存在

差异［６］。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分是植物生长的重要限

制因素，降水格局的变化可能对植物产生较大影

响［７］。 据报道，我国西北地区近年来的降水量呈逐

年增加趋势［８］，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可能持续

增加［９］。 降水增加显著缩短了毛乌素沙漠一些种

子的萌发时间［１０］。 在植物快速生长阶段，降水增加

不仅促进了腾格里沙漠一年生植物新叶和枝的生

长［１１］，而且增加了生物量积累［１２］。 孙羽等［４］ 发现，
降水增加提高了某些荒漠植物的密度、盖度、初级生

产力等，进而可能加剧物种之间的竞争［１３］，一些物

种的密度会随着降水量的增加显著降低［１４］。 可见，
降水增加对西北地区荒漠草本植物产生了显著影

响，而且不同物种对降水增加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然而，目前对于荒漠草本植物不同发育阶段生态特

性如何响应降水增加还不明确。
短命植物是指利用早春或夏初相对充足的水分

在较短的时间迅速完成其生活史的一类特殊植物，
仅分布于我国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准噶尔荒

漠早春的优势植物层片，也是我国荒漠植物区系中

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１５］。 这些短命植物生活在

蒸发量巨大、降水却极其缺乏的沙漠地区，其不仅对

水分资源利用效率很高，而且对水分变化十分敏

感［１６］。 短命植物层片结构主要由尖喙牻牛儿苗

（Ｅｒｏｄｉｕｍ ｏｘｙｒｈｙｎｃｈｕｍ）、囊果苔草（Ｃａｒｅｘ ｐｈｙｓｏｄｅｓ）
和齿稃草（Ｓｃｈｉｓｍｕｓ ａｒａｂｉｃｕｓ）等优势种及小花荆芥

（Ｎｅｐｅｔ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毛穗旱麦草 （ Ｅｒｅｍ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ｓ⁃
ｔａｎｓ）和条叶庭芥 （ Ａｌｙｓｓｕｍ ｌ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等伴生种构

成，这两种类型植物依据其优势类型和所在环境的

特征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１５］。 有大量研究表明，
降水增加显著影响一些荒漠短命植物优势种的物候

特征［１７］、 生物量积累与分配以及 植 物 的 多 样

性［１２，１８］。 目前，仅有个别研究发现，降水增加对这

些伴生种的形态及生物量特征产生了显著影响，但
其研究也仅限于生长阶段中的某个时期［１９］，尤其是

缺乏不同发育阶段对降水增加的响应特性的研究。
同时，由于伴生种的环境响应策略与优势种存在一

定差异，那么是否气候变化也影响伴生种的结构特

征和生态功能，从而影响短命植物未来的分布格局

等科学问题还不明确。
因此，本研究选取 ２ 种荒漠短命植物毛穗旱麦

草（Ｅｒｅｍ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ｓ）和小花荆芥（Ｎｅｐｅｔａ ｍｉｃｒａｎ⁃
ｔｈａ）为对象，通过野外增水试验，探讨降水增加对 ２
种伴生短命植物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变化特征和生

物量积累与分配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分析荒漠草

本植物的生存策略和功能特征，认识气候变化背景

下荒漠生态系统变化过程。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于 ４４° １１′—４６° ２０′ Ｎ、
８４°３１′— ９０°００′ Ｅ之间，面积约为 ４．８８ 万 ｋｍ２，是中

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大的固定和半固定沙漠。 该

地区年均蒸发量＞２０００ ｍｍ，而年均降水量不超过

１５０ ｍｍ，沙漠腹地仅有 ７０～１００ ｍｍ，冬春有着 ２０ ｃｍ
以上的稳定积雪，为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 该沙漠

遍及梭梭群系，主要由白梭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梭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蛇麻黄 （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ｓｔａｃｈｙａ）等沙生植物构成的小半乔木、灌木和小半

灌木群落构成，在沙丘表面的覆盖度可达 １５％ ～
５０％［１５］。

该沙漠的降水分布以春季、夏季好于秋季、冬
季，这种水热配置条件为大量短命植物生长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这些短命植物主要由优势种和伴生种

构成，优势种主要为尖喙牻牛儿苗、齿稃草、囊果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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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伴生种主要有小花荆芥、卷果涩荠（Ｍａｌｃｏｌｍ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毛穗旱麦草等，在生长旺季短命植物的

盖度可达 ４０％以上［１８］。 毛穗旱麦草、小花荆芥是荒

漠植物群落中 ２ 种主要伴生种，对环境变化十分敏

感。 同时，二者的存在及其形成的片层或群聚，对于

增加荒漠地表的粗糙度、防沙固沙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生态价值［２０］。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地点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试验区

（４４°４４．４７′ Ｎ，８７°９０．３９′ Ｅ）处于丘间平地，海拔 ４００
ｍ。 ２０１５ 年开始设置样方。 有研究指出，未来 ３０ 年

我国西北地区降水量将增加 ３０％，极端降水年份降

水量波动可能达到 ５０％［２１］。 为此，本研究设置了增

水 ３０％、５０％处理，在每次降雨后进行增水，自然降

水为对照。 每个处理设置 ３ 个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小区，
小区间隔 ２ ｍ，小区间布设 １ ｍ 深的隔水层；在每个

小区内设置 ９ 个 １ ｍ×１ ｍ 的小样方，每个小样方间

隔 ５０ ｃｍ。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在每个小样方中分别播撒

旱麦草、小花荆芥种子 １５０ 粒，以保证不同时期采

样。 由于自然条件下 ２ 种植物植株密度不一致，为
减小种内竞争对试验的影响，待出苗后将密度较大

区域的幼苗进行间苗，行距 １５ ｃｍ，株距 １０ ｃｍ。 在 ２
种植物展叶期、始花期、盛花期、果熟期和枯萎期进

行采集，每个处理在 ３ 个小区各采集 １０ 株。 采集时

根系带少量土壤，保证植株的完整性。
１ ３　 植物形态和生物量测定

采集的植物样用清水洗净，测量株高、主根长、叶
片数，测量完成后装入信封袋中带回实验室，将各器

官分离（根、茎、叶、繁殖器官），并测量叶面积。 将植

物样放置在烘箱内 １０５ ℃下杀青 ３０ ｍｉｎ，在 ７５ ℃下

烘干至恒重，用天平称量各器官生物量（０．１ ｍｇ）。
１ ４　 数据处理

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软件中进行单因素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析差异（α＝ ０．０５），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７ 软件

作图。 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降水增加对植物形态特征的影响

由图 １ 可以看出，降水增加促进毛穗旱麦草各

生长阶段的植株生长，株高、叶面积和叶片数增幅分

别为 １７． ４％ ～ ４６． ４％、１４． ２％ ～ １８８． ５％ 和 ２． ８％ ～
７４．１％，根长在盛花期、果熟期和枯萎期均显著降

低，降幅为 １７．８％～１９．２％、１３．５％ ～１４．４％和 ９．０％ ～
１６．３％。 不同增水处理间也存在差异性，增水 ５０％
处理显著增加各生长阶段的株高、叶面积和叶片数。
增水 ３０％处理对展叶期株高、叶面积和叶片数无显

著影响，但增加了其他生长阶段的株高。 增水 ３０％
处理叶面积仅在盛花期、果熟期和枯萎期显著增加。

图 １　 不同增水处理毛穗旱麦草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ｒｅｍ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Ｋ：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１： 增水 ３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３０％； Ｗ２： 增水 ５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５０％． Ⅰ： 展叶期 Ｌｅａｆ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Ⅱ： 始花期 Ｅａｒｌｙ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Ⅲ： 盛花期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 ｓｔａｇｅ； Ⅳ： 果熟期 Ｆｒｕｉｔ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Ⅴ： 枯萎期Ｗｉｌｔ ｓｔａｇｅ． 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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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２ 可以看出，降水增加对小花荆芥植株生

长的影响存在生长阶段差异性。 在展叶期，增水

５０％处理小花荆芥株高和叶面积显著高于对照，根
长则显著低于对照，增水 ３０％处理对小花荆芥叶面

积、株高和叶片数无显著影响，但根长显著降低。 增

水 ３０％和 ５０％处理显著增加了始花期的株高，但始

花期的叶片数显著降低。 增水 ５０％处理显著降低

了果熟期和枯萎期的叶面积和株高，叶面积和株高

最大降幅分别为 ５４．９％、２０．５％。

２ ２　 降水增加对生物量积累及分配的影响

２ ２ １ 生物量积累　 降水增加显著促进了毛穗旱麦

草各器官的生物量积累（图 ３），并且在不同生长阶

段影响不同。 增水 ５０％处理显著增加各生长阶段

旱麦草的叶、茎生物量，但对展叶期根生物量无显著

影响。 增水 ３０％处理对各生长阶段茎生物量无显

著影响，但增加了叶和根生物量。 增水对繁殖器官

生物量存在显著影响。 增水 ５０％处理显著增加繁

殖器官生物量的积累，尤其在枯萎期，其增幅最大为

图 ２　 不同增水处理小花荆芥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ｐｅｔ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３　 不同增水处理毛穗旱麦草各器官生物量积累
Ｆｉｇ．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ｅｍ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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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９％，但增水 ３０％处理对繁殖器官生物量无显著

影响。
由图 ４ 可以看出，小花荆芥展叶期的各器官生

物量积累在不同处理间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始花期，
增水 ５０％处理显著降低了茎生物量积累。 盛花期、
果熟期和枯萎期的叶、根生物量在增水 ５０％处理也

显著降低。 增水 ５０％处理对盛花期繁殖器官生物

量无显著影响，但显著降低了果熟期和枯萎期繁殖

器官生物量，降幅分别为 １７． ９％和 ４３． ２％。 增水

３０％处理则对各生长阶段叶和茎生物量无显著影

响，但显著增加了始花期的根生物量。
２ ２ ２ 生物量分配 　 由图 ５ 可以看出，不同生长阶

段毛穗旱麦草根、茎、叶、繁殖器官生物量分配比例

存在差异。 其叶片、根系生物量在展叶期所占比例

均最大，随着植物不断生长，叶和根生物量所占比例

不 断降低。增水３０％处理和增水５０％处理对展叶

图 ４　 不同增水处理小花荆芥各器官生物量积累
Ｆｉｇ．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ｐｅｔ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５　 不同增水处理毛穗旱麦草（Ｅｄ）和小花荆芥（Ｎｍ）的生物量分配
Ｆｉｇ．５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ｅｍ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ｓ （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ｐｅｔ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Ｎｍ）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Ｒｂ： 繁殖器官生物量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Ｌｂ： 叶生物量 Ｌｅａ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ｂ： 茎生物量 Ｓｔｅ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ｏｂ： 根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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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器官生物量分配比例均无显著影响，但降低了

始花期毛穗旱麦草的根系、叶片分配比例，茎的分配

比例则明显增加。 进入盛花期，增水 ５０％处理提高

了根和繁殖器官生物量的分配比例，降低了叶片分

配比例。 在枯萎期，增水 ３０％和 ５０％处理对各器官

的生物量分配比例均无显著差异。
　 　 增水 ３０％和 ５０％处理对小花荆芥展叶期各器

官生物量分配无显著影响，始花期茎生物量分配比

例有所增加，同时根、叶片的分配比例降低。 随着植

物生长，进入果熟期和枯萎期，增水对根、茎的分配

比例影响不显著。 枯萎期繁殖器官生物量在增水

５０％处理下被降低。

３　 讨　 　 论

３ １　 增水对植物形态特征的影响

植物形态特征可塑性是植物行为中的重要特

性，植物通过形态上的调整来影响其适合度，在资源

充足的环境下会尽可能大地增加适合度，在受到资

源胁迫时仍然维持其必要的生理功能，确保一定的

生存适合度［２２］，降水的变化势必会对植物的形态特

征产生一定影响。 本研究表明，降水增加后，在盛花

期、果熟期、枯萎期，毛穗旱麦草和小花荆芥的根长

均显著小于对照，表明降水增加使上层土壤剖面中

的水分含量增加，满足了植物需水，因此植物根系停

止向更深的土层生长。 对内蒙古荒漠草原的研究也

发现，植物根长与土壤剖面中的水位存在显著正相

关关系，当土壤水位较高时，表层根系较发达，根系

停止向更深的土层生长，当水位较低时，根系长度则

显著增长［２３］。 也有研究认为，根系形态的可塑性与

植物生长及资源利用能力有密切关系，植物形态特

征对降水增加的响应可能与根系形态有关［２４］。 本

研究发现，毛穗旱麦草具有须根系统，并且存在包裹

着毛根的根套组织，这不仅扩大了根系与土壤的接

触面积，对保水和养分吸收也十分有利［２５］。 而小花

荆芥根系由一个主根和少量须根组成，相比于须根

系统，这种直根系统吸收养分和水分的能力较

弱［２６］。 由于沙土保肥保水能力较差，大量降水易将

土壤中养分淋洗至更深土层，上层土壤养分不能满

足植物快速生长所需，因此小花荆芥生长受到限制。
而毛穗旱麦草须根发达，在水分淋洗作用加剧条件

下，根系能够快速在表层土壤中生长并吸收更多的

养分［２７］。
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体内能量分配及环境变

化的响应存在差异。 植物在幼苗阶段更多地受到种

子内储存的营养物质的影响，而后期随着生长，植物

主要受到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２８］。 因此，植物在其

不同生长阶段会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 本研究中，
降水增加显著促进展叶期毛穗旱麦草和小花荆芥叶

片数量、叶面积及根系生长，而随后各生长阶段旱麦

草不同处理形态变化均不显著。 有研究发现，某些

荒漠地区的植物在营养生长阶段提供有限的降水，
而生殖生长阶段不再进行供水也可以完成生活

史［２９］。 生长前期，植物在养分、水分充足条件下，会
将更多的能量分配给地上部分，而在水分缺乏时，植
物会降低对地上部分的投入［３０］。 因此，这可能是降

水增加对 ２ 种短命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形态特征影

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发现，降水增

加 ５０％降低了小花荆芥盛花期、果熟期、枯萎期的叶

面积，繁殖器官生物量在果熟期、枯萎期也显著降低，
这可能是小花荆芥对水分的响应存在一定阈值，当水

分含量高于这一阈值时植物生长会受到明显影

响［３１］。 ２ 种植物形态特征在降水增加的背景下发生

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改变其在群落中的竞争

能力，进而对群落结构产生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３ ２　 增水对生物量积累与分配的影响

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环境变化复

杂和多样的适应机制， 在不同的环境与生长压力下

表现出不同的生长特性与物质积累、分配规律，生物

量是植物积累能量的主要体现［３２］。 Ｃｈｅｎｇ 等［２３］ 发

现，某些短命植物生物量与植物形态特征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中，增水条件下，各生长阶段毛

穗旱麦草根、茎、叶生物量均高于对照，其形态特征

也显著大于对照，然而果熟期、枯萎期小花荆芥在增

水 ５０％处理下各器官生物量积累均小于对照，其繁

殖体生物量也显著低于对照。 即降水增加促进了毛

穗旱麦草各器官生物量积累，增水 ５０％不仅明显抑

制小花荆芥各器官生物量积累，对后代繁殖也有着

明显的抑制作用。 有研究发现，根系生物量与植物

吸收土壤中养分的能力有密切关系，草本植物因具

有较大的根生物量，其与土壤的接触面积也相对较

大，其对养分的吸收利用效率也更强［３３］。 本研究

中，各生长阶段毛穗旱麦草根生物量均显著高于对

照，而小花荆芥根系生物量在增水 ５０％条件下显著

降低，因此，２ 种短命植物对增水的响应差异可能与

其根系生物量变化有密切联系。
荒漠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如何调整各器官能量

的分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是研究荒漠植物生

存策略的重要内容［３４］，生物量的分配反映植物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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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响应。 本研究中，２ 种一年生短命植物地下生

物量仅在展叶期分配比例较大，随后在各生长阶段

所占比例均呈不断下降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植物生

长前期将更多的能量分配给根系，以促进水分和营

养物质的吸收，在后期将更多的营养分配至繁殖器

官，以维持繁殖体数量。 张涛等［３５］对 ２ 种沙漠短命

植物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 本研究中，降水增加，
２ 种植物均在始花期表现出茎生物量增加、叶生物

量降低的趋势，且仅在这一时期的生物量分配对降

水增加有明显响应，其他时期降水增加对生物量分

配均无显著影响。 这进一步说明营养生长向繁殖生

长过渡时期可能也是 ２ 种短命植物生长的敏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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