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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叶片功能性状之间存在着关系，以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

五道江口第二松花江支流缓坡河漫滩上的三种主要优势草本植物为研究对象，通

过测量其叶面积、叶周长、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叶片干物质含量以及三种植物

地上部分的干重和鲜重来检验不同性状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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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 

植物在漫长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与环境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了许多内在生

理和外在形态方面的适应对策，以最大程度地减小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适应对

策的表现即为植物性状。植物性状能够客观表达植物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而某

些植物性状的存在与否及其数量多少，也反映了植物种所在生态系统的功能特

征，因此这种植物性状也被称为植物功能性状。植物性状反映植物对生长环境的

响应和适应，并应用于全球变化、古植被恢复和古气候定量重建、环境监测与评

价、生态保护和恢复等研究。而绿色叶片是陆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基础，它们的形

态和生理性状与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叶片性状之间

经常表现出相关关系，并且叶片性状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于植物种群、群落和生

物区系中，能够明显的反映出植物对气候和其它环境限制的趋同适应。 

1 研究地点概况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点自然概况 

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东经127°29'～128°24'，北纬42°24'～

42°49'）地处中纬度内陆山区，位于长白山西北麓，海拔450m~1400m，为针阔

混交林带，地势平坦，土壤以暗棕壤为主。属北温带东亚季风气候，冬季漫长、

寒冷，夏季多雨、气候潮热，春秋两季干燥，年平均气温2.9℃，年平均降水量

894mm，年平均相对湿度170.3%，年平均日照时数1965.8h，平均无霜期108d[7]。

露水河地区动、植物种类繁多，群落结构层次明显，生物多样性丰富。林地面积

2565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78.5%。其林分组成主要有红松（Pinus koraiensis）、
白桦（Betula platyphylla）、山杨（Populus davidiana）、水曲柳（Fraxinus 
mandshurica）等，草本植物主要有拂子茅（Calamagrostis kengii）、野艾蒿

（Artemisia lavandulaefolia）、东北蒲公英（Taraxacum ohwianum）、灯心草

（Juncus effusus）等。 

1.2 实验方法 

在河漫滩上选取三种优势植物：长芒野稗（Echinochloa caudate）、翼

果苔草（Carex neurocarpa）和菵草（Beckmannia syzigachne），任意选取五

个1m×1m的样方，分别量取样方中三种植物地上部分的株高并在测量过程中每个

样方中随机取每种植物的一片叶片，每种植物各随机取15片叶片；将样方中的这

三种植物全部带回，用电子天平测量测量茎、叶、果的鲜重，晾干后用同一电子

天平晾干后测量茎、叶、果的干重；用叶面积仪测量所取的叶片的叶面积、周长、

长度以及宽度；最后用SPSS Statistics17.0软件进行分析。 

    1.3 数据处理 

     叶片性状的相关性用Pearson相关分析(双尾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所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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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使用SPSS软件完成。 

2 结果 

2.1不同物种功能性状特征 

2.1不同物种间叶片性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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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audata C. neurocarpa B. syzigac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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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audata C. neurocarpa B. syzigac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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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audata C. neurocarpa B. syzigac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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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不同物种间植物功能性状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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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讨论 

经过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长芒野稗、翼果苔草、菵草三种植物的

叶面积、叶周长、叶长和叶宽与其各自的生物量无明显相关关系，而长芒野稗、

翼果苔草、菵草其各自的叶面积与他们各自的叶周长、叶面积与叶长、叶面积与

叶宽或叶周长与叶长、叶周长与叶宽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所以猜测可能是这三

种植物的地下部分的植物性状对生物量的影响更大，但因为本实验没有进行地下

部分相关性状的测量，因此只能猜测是地下部分的植物性状对生物量的影响更

大，可能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