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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水分和盐分是影响黄河三角洲地区植被生长发育的重要环境因子，了解湿地
植物对水盐胁迫的响应规律是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有效保护和修复的重要内容。 本
研究选择黄河三角洲地区典型植被芦苇，采用室内盆栽控制实验，研究芦苇生长与根系分
布特征对不同水盐处理时期（萌芽期、苗期）和不同水位（ＣＫ、－３０ ｃｍ、０ ｃｍ、３０ ｃｍ）以及不
同盐浓度（０％、１．５％）交互作用的响应。 结果表明：水盐交互作用对芦苇根系生物量产生显
著影响，在无盐分处理和 ３０ ｃｍ 水位交互作用下根生物量与 ＣＫ 无显著差异，但在 １．５％盐
分处理和 ３０ ｃｍ 水位联合胁迫下根生物量显著小于 ＣＫ，说明土壤盐度会改变植物对水分
的耐受阈值；除芦苇株高外，０ ｃｍ 水位条件的芦苇各项生态指标均表现为高值，而 ３０ ｃｍ 水
淹条件对芦苇生态特征存在一定抑制作用，说明芦苇生长适宜浅水环境；土壤表层芦苇根
系总生物量对水盐梯度的响应不敏感，但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水盐因子显著影响芦苇根
生物量的积累；芦苇须根生物量在 ０ ｃｍ 水位、无盐分处理和苗期处理三因素交互作用下最
高，为（６．７６±２．１９） ｇ·株－１，在 ３０ ｃｍ 水位、１．５％盐分处理和萌芽期处理三因素交互作用下
须根生物量最低，仅为（１．０９±０．６８） ｇ·株－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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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上造陆速度最快的河口三角洲之一，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其突出特点表现为海洋与河口交互性、海陆过渡性、
新生性及生态脆弱性。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

地貌条件，以及海水入侵、人为灌溉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地下水埋深较浅，土壤盐渍化现象普遍，生态系

统不稳定，湿地植被退化比较严重 （荣丽杉等，
２０１０；安乐生等，２０１１；王永丽等，２０１２）。 水深和土

壤盐分等因素是影响这一区域植被发育和分布的关

键环境因子（贺强等，２００８；Ｙ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王卓然

等，２０１６）。 因此，研究土壤水盐因子对湿地植被生

态特征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湿地植物对水盐胁迫

的响应规律是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有效保护和

修复的重要内容。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属于多年生根茎型

禾本科植物，是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分布面积最广

的重要优势物种和建群种之一。 芦苇群落生态位较

广，广泛分布于地下水埋深较浅的滨海沼泽地和河

间洼地，能够耐受不同程度的水盐胁迫，并随水盐生

境条件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生态特征，被广泛应用

于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荣丽杉等，２０１０；管
博等，２０１４；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芦苇根系是植物与

土壤直接接触的界面，通过吸收土壤中的水分、矿物

质和营养元素等来供植物体生长（褚光，２０１６），并
且能够通过调节形态结构及生物量分配来增强植物

在逆境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宋香静等，２０１７）。 目

前，关于水分、养分和盐分对芦苇地上部分生理生态

特性的影响研究开展较多（马玉蕾等，２０１３；贡璐

等，２０１４；许秀丽等，２０１４；管博等，２０１４；戚志伟等，
２０１６），而根系作为植物吸收养分和耐受胁迫最直

接的器官，其对水盐因子响应方面的研究尚缺乏。
本研究选择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芦苇为研究对

象，通过温室盆栽控制试验分析了不同水盐梯度对

芦苇生长以及根系分布特征的影响，以期探讨黄河

三角洲湿地芦苇群落在不同水盐生境中的适应策

略，为湿地生态恢复工程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１１８° ３３′Ｅ—

１１９°２０７′Ｅ，３７°３５′Ｎ—３８°１２′Ｎ）北临渤海，东靠莱州

湾，介于东北亚内陆和江淮平原之间。 自然保护区

以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惜濒危鸟类为保护

对象。 该区总面积 １５．３×１０４ ｈｍ２，属暖温带季风型

大陆性气候，冬季干冷，夏季湿热，雨热同期。 年平

均气温 １２． １ ℃，无霜期 １９６ ｄ。 降水量 ５３０ ～ ６３０
ｍｍ，蒸发量 １９００ ～ ２４００ ｍｍ，降雨较少且蒸发旺盛。
自然保护区的土地是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填充渤海凹

陷成陆的海相沉积平原，地势平坦，潜水位小于 ２
ｍ，矿化度 １０～２０ ｍｌ·Ｌ－１，土壤为隐域性潮土和滨

海盐土，地下水矿化度和土壤全盐在 ６—８ 月当地旱

季和雨季交替时变化最大。 区域内植被的分布以水

生植被和盐生植被为主，其中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
ｒａｌｉｓ）在该区域分布面积最广，是黄河三角洲滨海湿

地的典型优势物种。
１ ２　 试验设计

芦苇根系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黄河三角洲滨

海湿地典型芦苇群落区采集，选择一处长势均一的

芦苇丛，于方圆 ９ ｍ２内挖取芦苇根段，以确保实验

用芦苇基因型一致。 将取回的芦苇根段放入淡水条

件下缓苗约 ２０ ｄ，待根芽发出后，选择长势均一的芦

苇幼苗进行移栽，移栽到直径 ２０ ｃｍ，高 ６０ ｃｍ 的

ＰＶＣ 筒中，每筒移栽 ５ 株幼苗。 将 ＰＶＣ 筒放入用于

保持水位的方盆中，方盆高 ９０ ｃｍ，每个实验处理 ３
次重复。 实验用土为野外芦苇群落区原状土，土壤

理化性质本底值为：总氮（１．４０±０．２１） ｇ·ｋｇ－１、有效

磷（１３． ４ ± ２． ５） ｍｇ·ｋｇ－１、有效钾 （ ２２２． １ ± １３． ８）
ｍｇ·ｋｇ－１、总盐（２．２２±０．５２） ｇ·ｋｇ－１。 ＰＶＣ 筒底部

用纱网封盖，以防止土壤流失，同时可以保证水分正

常交换，实验在温室中进行。
实验设置水分、盐分和处理时期 ３ 个因素处理。

处理时期分别为萌芽期和苗期，第一个时间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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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周）为萌芽期处理，第二个时间段（第 ６—１３
周）为苗期处理。 盐处理设置 ２ 个梯度，分别为无

盐处理和 １．５％ ＮａＣｌ 盐分处理。 水位处理设置 ４ 个

梯度，分别为 ＣＫ、－３０ ｃｍ、０ ｃｍ、３０ ｃｍ 水位，其中对

照组 （ ＣＫ） 为保持土壤田间持水量 ６０％ ～ ８０％，
－３０ ｃｍ是指保持土壤表层以下 ３０ ｃｍ 的水位，０ ｃｍ
是指水位与土壤表面持平，３０ ｃｍ 水位是指土壤表

层以上 ３０ ｃｍ 淹水深度。 本实验共 １６ 个处理，每个

处理设置 ３ 次重复。 萌芽期处理时芦苇平均高度为

（８．８０±１．９０） ｃｍ，水盐处理时间为 ２ 个月，后进行去

水处理；苗期处理时芦苇平均高度为（４７．０４±２．２７）
ｃｍ，处理时间同样为 ２ 个月。 实验结束后将 ＰＶＣ 筒

分成 ３ 个土层（０～ ２０、２０ ～ ４０、４０ ～ ６０ ｃｍ）收集芦苇

根系，芦苇根系区分主根和须根分别收集。
Ａ 组和 Ｂ 组在萌芽期进行水盐梯度处理，Ａ 组

为无盐分处理，Ｂ 组为添加 １．５％ ＮａＣｌ 盐分处理，同
时设置 ＣＫ、－３０ ｃｍ、０ ｃｍ、３０ ｃｍ（分别标记为 １、２、
３、４）水位处理。 Ｃ 组和 Ｄ 组在苗期进行水盐梯度

处理，Ｃ 组为无盐分处理，Ｄ 组为添加 １．５％ＮａＣｌ 盐
分处理，水位处理方式同萌芽期处理。
１ ３　 生态指标测定

每周用卷尺测量植物株高，并记录分蘖数。 实

验结束后，收取植物，将植物主根、须根分开，并分 ３
层（０～２０、２０～４０、４０～６０ ｃｍ）分别测定主根、须根生

物量，于 ６０ ℃烘干至恒重。
１ ４　 数据分析

实验所得数据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中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水盐因子和土层深度

对芦苇生态特征的影响，并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

（ＬＳＤ）进行显著性分析（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时期水盐胁迫对芦苇形态特征的影响

２ １ １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

株高的影响　 由图 １ 和表 １ 可知，水盐处理时期和

盐度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了芦苇高度（Ｐ＜
０．０５），这种影响表现为萌芽期进行水盐处理的芦苇

株高显著大于苗期（Ｐ＜０．００１），无盐分处理下的株

高显著大于 １．５％盐分处理（Ｐ＜０．００１），在萌芽期无

盐分处理的芦苇株高达到最高，为（１１４．６１±４．３６）
ｃｍ，而苗期处理和 １．５％盐分处理的交互作用下株

高最小，仅为（７３．４７±３．７９） ｃｍ。 此外，盐度对芦苇

株高的影响大于水盐处理时期，而水位及三因素的

交互作用对芦苇株高未产生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
说明在水盐联合胁迫下，水位对芦苇高度的影响不

显著，盐分是影响芦苇株高的主要驱动因子，盐分单

一因子对芦苇株高的影响比较大，适宜盐度有利于

芦苇生长发育。

图 １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下芦苇株高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 组为萌芽期无盐分处理， Ｂ 组为萌芽期添加 １．５％ＮａＣｌ 盐分处理， Ｃ 组为苗期无盐分处理， Ｄ 组为苗期添加 １．５％ＮａＣｌ 盐分处理， １、２、３、４ 分

别对应 ＣＫ、－３０ ｃｍ、０ ｃｍ、３０ ｃｍ 水位处理。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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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在水盐处理时期、盐度、水位三因素交互作用下对芦苇生态特征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Ｆ 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ｆｏｒ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ｓ ｆｉｘ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 ｖａｌｕｅ）
生态特征 水盐处理时期 盐度 水位 时期×盐度 时期×水位 盐度×水位 时期×盐度×水位

株高 ３６．２７８∗∗∗ ６０．９６１∗∗∗ １．１７５ ２５．７６０∗∗∗ ３．６８２∗ ４．１６９∗∗ １．８４７
分蘖数 １．９４４ ２１．３８８∗∗∗ ２２．４８１∗∗∗ １３．７４６∗∗∗ １．４３１ ０．５１２ １．３３６
总根生物量 １．２０６ ３．４３０ ３．６２２∗ ０．５２８ ０．８３７ １．８６６ ０．７２１
主根生物量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６ ２．９０９∗ ０．８０６ ０．８０７ ０．９２８ １．４０６
须根生物量 ６．６０２∗ ６．６０２∗ ５．５９３∗∗ １．５４９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０．１６２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 １ ２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

分蘖数的影响　 由图 ２ 可知，在不同水盐处理条件

下，芦苇单株分蘖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无盐分处

理处理的芦苇分蘖数保持一定增速增长，而 １．５％盐

处理下的增速在处理中后期放缓。 由图 ２ 和表 １ 可

知，不同水盐处理时期的芦苇单株分蘖数没有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 在萌芽期和苗期进行水盐处理的

芦苇，３０ ｃｍ 水位的分蘖数显著小于其他 ３ 种水位

（Ｐ＜０．００１），并且无盐分处理下的分蘖数显著高于

１．５％盐分处理下的分蘖数（Ｐ＜０．００１）。 在苗期进行

水盐处理的芦苇，３０ ｃｍ 和－３０ ｃｍ 水位条件下的分

蘖数显著小于 ０ ｃｍ 和对照组 ＣＫ（Ｐ＜０．０５），并且 ３０
ｃｍ 水位的分蘖数显著小于－３０ ｃｍ 水位条件（Ｐ＜
０．０１）。 说明偏高或偏低的水位条件都会对芦苇分

蘖数产生抑制，且淹水比缺水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水位对芦苇分蘖数产生的影响比盐度大，而水盐处

理时期、盐度、水位三因素的交互作用未对芦苇分蘖

数产生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

２ ２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根

生物量的影响

２ ２ １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

总根、主根、须根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 ３ 可知，主根

生物量显著大于须根生物量（Ｐ＜０．００１），主根生物

量是须根生物量的 １．７４ 倍。 水盐处理时期、盐度、
水位对芦苇根生物量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 Ｐ ＜
０．０５）。 萌芽期进行水盐处理的根生物量显著小于

苗期（Ｐ＜０．０５）。 １．５％盐分处理下的根生物量显著

小于无盐分处理（Ｐ＜０．０５），这是因为根系是植物吸

收盐分的部位，为了保持植物继续生长，植物通过减

少根系生物量来抵御体内对盐分的吸收，此时对盐

离子的输送也就相对变缓，有效避免了植物的盐胁

迫伤害（张力，２０１３）。 ３０ ｃｍ 水位下的根生物量最

小，０ ｃｍ 水位根生物量显著大于对照组 ＣＫ（Ｐ ＜
０．０５）。 淹水过深限制植物的光合作用和体内氧气

的运输，而氧气浓度会制约植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
从而导致植物生长速率降低，湿地植物生物量分配

图 ２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下芦苇分蘖数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ｉｌｌ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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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总根、主根、须根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ｒｏｏｔ，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ｒｏｏ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到地下的部分随水深增加而减少（邓春暖，２０１２）。
水盐交互作用也对芦苇根生物量产生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在无盐分处理和 ３０ ｃｍ 水位交互作用下根生

物量与对照组 ＣＫ 无显著差异，但在 １．５％盐分处理

和 ３０ ｃｍ 水位交互作用下根生物量显著小于对照组

ＣＫ（Ｐ＜０．０５），可见，盐分加剧了水位对于根系生物

量的影响。 综合水盐要素，水位对芦苇根生物量的

影响大于盐度，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对根生物量的影

响最小。
２ ２ ２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

不同土层总根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 ４ 可知，芦苇总

根生物量随土层深度加深而显著减少（Ｐ＜０．０１）。
根系总生物量主要分布在近地面土层，０ ～ ２０ ｃｍ 土

层总根生物量达到最大，占总根系生物量的 ５３．２％，
２０～４０ 和 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总根生物量分别占总根系

生物量的 ２７．７％和 １９．０％。 水位对总根生物量也产

生显著性影响，３０ ｃｍ 水位条件下的总根生物量最

小，可见，淹水条件不利于芦苇根系的生长，这可能

是由于根系缺氧所造成的，使芦苇地下生物量显著

降低（Ｐ＜０．０５）。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层中总根生物量随着

水位增长出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０ ｃｍ 水位处理

组根系总生物量达到最高，后随着水位继续升高生

物量下降，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中根系生物量随着水位升

高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土层与水位的交互作用对

总根生物量产生了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１），且土层的

影响比水位大。 从图 ５ 也可以看出，水盐因子对表

层 ０～２０ ｃｍ 根生物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 ２０～４０ 和

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的根系生物量的影响较大。 对照组

ＣＫ 的 ４０ ～ ６０ ｃｍ 深层总根生物量在无盐分处理下

占总根系生物量的 ２０．６％，在 １．５％盐分处理下占总

根系生物量的 ２７．１％，说明植物为逃避盐胁迫伤害，
根系不断向下生长。

植物的主根占总根系生物量的比重最大，但它

对植物根系的吸收功能影响不大，不会对植物的生

长发育产生决定性影响（郭京衡，２０１６）。 由图 ５ 可

知 ，０ ～ ２０ ｃｍ土层的主根生物量显著高于２０ ～ ４０和

图 ４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不同土层总根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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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不同土层主根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图 ６　 不同水盐处理时期和水盐联合胁迫对植物不同土层须根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４０～ ６０ ｃｍ 土层 （ Ｐ ＜ ０． ００１），占总主根生物量的

５６．４％，而 ２０ ～ ４０ 和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的主根生物量

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它们分别占总主根生物量

的 ２３．１％和 ２０．５％。 地上 ３０ ｃｍ 水位对芦苇主根生

物量的生长存在明显抑制作用，使淹水条件下的主

根生物量显著小于其他 ３ 种水位（Ｐ＜０．０１），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的主根生物量均有随着水位的升高呈现先

升高后下降的趋势，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和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

层的主根生物量随着水位升高，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土层与水位的交互作用对主根生物量产生了显著性

影响（Ｐ＜０．０１），且土层的影响大于水位。 不同水盐

处理时期与盐度下芦苇主根生物量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由图 ６ 可知，须根生物量的分布与土层、水分和

盐分的状况关系密切。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的须根生物

量显著小于 ０～２０ 和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层（Ｐ＜０．００１），占
总须根生物量的 １５．４％，０～ ２０ 和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须

根生物量分别占总须根生物量的 ４５．７％和 ３８．９％。

芦苇须根生物量在近地面土壤表层分布集中，使其

能充分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对芦苇生长发育起到了

促进作用。 水盐联合胁迫对芦苇须根生物量产生了

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 ０ ｃｍ 水位条件下芦苇须根

生物量最大，无盐分处理的须根生物量显著大于

１．５％盐分处理（Ｐ＜０．００１），盐胁迫抑制了须根的生

长发育。 须根生物量在总根系生物量中所占比例较

小，但它是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须根生

物量的差异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郭京衡，２０１６）。 在 ０ ｃｍ 水位、无盐分处理和苗期

处理三因素交互作用下芦苇单株须根生物量最高，
为（６．７６±２．１９） ｇ·株－１，在 ３０ ｃｍ 水位、１．５％盐分处

理和萌芽期处理三因素交互作用下须根生物量最

低，仅为（１．０９±０．６８） ｇ·株－１。

３　 结论与讨论

滨海湿地区域，植物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多

种环境因子共同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水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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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子之一（Ｓａｌ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贡璐等，２０１４）。 芦苇在 １．５％盐分处理下的各项生

态特征均低于无盐分处理，植株生长发育受到明显

抑制。 盐胁迫主要是通过渗透胁迫和离子毒害效应

等途径来限制植物生长发育，随土壤盐度增加，盐胁

迫程度加大，芦苇以低密度、低生物量的生态特征来

适应盐胁迫生境 （赵可夫等，１９９８； Ｐａｒｉｈ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戚志伟等，２０１６）。 冯忠江等（２００８）研究也表

明盐度是芦苇生长的限制因子，由于生长受到盐度

的抑制，芦苇形态特征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生物量的

积累。 此外，盐分加剧了水位对于芦苇根系生物量

的影响，在无盐分处理和 ３０ ｃｍ 水位交互作用下根

生物量与对照组 ＣＫ 无显著差异，但在 １．５％盐分处

理和 ３０ ｃｍ 水位联合胁迫下根生物量显著小于对照

组 ＣＫ，说明土壤盐度会改变植物对水分的耐受

阈值。
淹水深度和地下水埋深影响了土壤的生物、物

理、化学过程，促使植被生长环境中水分和盐碱化程

度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植被空间分布和植被生态

特征（谭学界等，２００６）。 在本研究中，水位对芦苇

株高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３０ ｃｍ 水位变化

幅度不足以对芦苇高度产生促进或限制作用。 除株

高外，３０ ｃｍ 水位条件对芦苇各项生态特征均存在

明显抑制作用。 Ｐａｎ 等（２０１４）指出，淹水条件通过

降低根区氧的利用率而抑制湿地植物生长，表明在

淹水条件下湿地植物的形态调整可能更加明显。 相

比之下，０ ｃｍ 水位条件的芦苇各项生态指标均表现

为高值，说明芦苇生长适宜浅水环境，水位变化对芦

苇生态特征具有一定制约作用，同时使植株形态发

生改变，适宜的水深条件有利于芦苇单株生长（邓
春暖等，２０１２）。

植物通过根系实现与土壤之间的物质能量交

换，根系生物量的空间分布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它对

环境的适应性和竞争力（Ｃａｓ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根系

生物量的空间分布主要体现在根系生物量垂直分布

上的差异性（宇万太等，２００１；游海林等，２０１３），芦
苇根系生物量的垂直分布格局与水盐等环境因子存

在密切关系。 本研究中根系生物量主要分布在近地

面土壤表层，随土壤深度增加根系生物量呈递减趋

势。 盐分对主根生物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须根生

物量对不同盐度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１．５％盐分处

理条件须根生物量显著小于无盐分处理。 植物主根

虽然在总根系生物量中所占比例最大，但它主要起

到支撑植物的作用，对根系吸收功能影响很小（郭
京衡等，２０１６）。 须根生物量所占比例最小，但它因

为吸收面积最大，是植物吸收水分和营养物质的主

要器官，所以在决定植物生长状况方面更有意义

（高瑞如等，２０１０；郭京衡等，２０１６）。 芦苇的须根生

物量在表层土壤中分布集中，占总须根生物量的

４５．７％，使植株能够吸收充足的水分。 在 ０ ｃｍ 水

位、无盐分处理和苗期处理三因素交互作用下芦苇

单株须根生物量达到最高，而在 ３０ ｃｍ 水位、１．５％
盐分处理和萌芽期处理三因素交互作用下须根生物

量最低，仅为最高生物量的 １６％。 芦苇近地面表层

土壤的总根系生物量对水盐梯度的响应不敏感，随
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水盐因子显著影响了芦苇根生

物量的积累。 水盐因子对芦苇根生物量影响程度排

序依次为水位＞盐度＞处理时期。 芦苇通过调整分

配在各土层深度的根生物量，来适应不同水盐梯度

环境，这正是芦苇能够长期生存在黄河三角洲地区

的一种适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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