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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特征和播种深度对辽东栎种子
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张金峰ꎬ 程继铭ꎬ 闫兴富∗ꎬ 罗永红ꎬ 朱雅婷

( 国家民委生态系统建模及应用重点实验室 北方民族大学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ꎬ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

摘　 要: 该文在玻璃温室内的遮阴环境下ꎬ采用盆播方法研究了辽东栎种子特征(大小和种皮)和播种深度

(０、３、６、１０ ｃｍ)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１)辽东栎大种子萌发率、萌发速率、萌发值和

萌发指数在所有播种深度均高于小种子ꎮ 其中非去皮种子萌发率、萌发速率和萌发指数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

的不同大小种子间差异显著ꎬ去皮种子所有萌发参数在 ６ 和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的不同大小种子间均差异显

著ꎻ去皮可促进大种子萌发ꎬ但抑制小种子萌发ꎻ不同大小种子所有萌发参数均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最大ꎬ在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最小ꎮ (２)不论有无种皮ꎬ大种子萌发幼苗的叶片数、单株叶面积、总干物质质量和根冠比在所

有播种深度均大于小种子萌发幼苗ꎻ去皮种子萌发幼苗的株高、基径、叶片数、单株叶面积和总干物质质量

在所有播种深度均不同程度地小于非去皮种子萌发幼苗ꎬ但前者根冠比在 ０、３、６ ｃｍ 播种深度大于后者ꎻ随
着播种深度增大ꎬ幼苗株高、叶片数、单株叶面积、总干物质质量和根冠比等生长参数均呈减小趋势ꎬ但基径

随播种深度增大而增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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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萌发和出苗是决定植物能否正常完成生

活史的关键阶段ꎬ种子大小对种子萌发具有重要

影响(武高林和杜国祯ꎬ ２００８)ꎬ不同大小的种子

贮藏营养物质的量差异较大ꎬ这种差异直接影响

种子萌发和幼苗建立ꎮ 如王晨阳等(２０１１)研究发

现 ２４ 种唇形科植物种子的萌发率和萌发速率指

数与种子大小显著负相关ꎻ种皮对种子萌发也具

有重要影响ꎬ种皮的机械束缚作用及种皮内含有

的萌发抑制物质都可能限制种子萌发(黄雍容等ꎬ
２０１１)ꎻ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植物种皮中的萌发抑制物质

可抑制种子萌发ꎬ去皮处理对此类种子的萌发具

有促 进 作 用 ( 李 庆 梅ꎬ ２０１３ )ꎻ 锥 连 栎 ( Ｑ.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种子的种皮对萌发具有更明显的抑制作

用(余婷等ꎬ ２０１７)ꎮ 种子萌发受播种深度的影响

(宋以刚等ꎬ ２０１５)ꎬ过深或过浅播种都会影响种

子萌发和出苗 (闫兴富等ꎬ ２０１４ｂꎻ 唐卫东等ꎬ
２０１７)ꎮ 播种深度对不同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有

较大差异ꎬ例如ꎬ在 ２. ５ ｃｍ 播种深度下异虉草

(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ａ)种子的萌发率最高(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ꎬ而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种子萌发

率则在 ４ ｃｍ 播种深度下达最大值 ( 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亚利桑那白栎(Ｑ. ａｒｉｚｏｎｉｃａ)种子在 １５ ｃｍ
播种深度下仍具有相对较高的萌发率(Ｎｙａｎｄｉｇａ ＆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ꎬ １９９２)ꎮ

幼苗能否顺利进入幼树阶段取决于其早期阶

段的生长与存活情况ꎬ因为种子一旦进入萌发阶

段ꎬ植物个体即从一生中风险最小的阶段跨入风

险最大ꎬ且对不良环境反应最为敏感的阶段ꎮ 种

子萌发后能否成功建立幼苗与种子的特征密切相

关(武高林和杜国祯ꎬ ２００８)ꎬ大种子萌发建立的

幼苗其生长势和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力更强ꎬ存活

率也更高ꎬ生物量显著高于小种子萌发建立幼苗

的(Ｍｏｌｅ ＆ Ｗｅｓｔｏｂｙꎬ ２００４)ꎻ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小

种子在萌发及其萌发建立幼苗的生长方面都更具

优势(杨慧玲等ꎬ ２０１２)ꎮ 种皮可通过影响种子萌

发的进程而对幼苗阶段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ꎬ闫
兴富等(２０１４ｂ)研究结果显示ꎬ去皮辽东栎种子萌

发幼苗的单株叶面积和总干物质质量均显著增

大ꎮ 选择适宜的播种深度是保证种子高萌发率和

高出苗率的重要技术措施ꎬ适宜的播种深度不仅

是降低种子被动物取食风险的保证ꎬ同时也为种

子萌发后的幼苗生长与存活提供了适宜微生境ꎬ
如适宜的埋藏深度(４ ｃｍ)为山杏(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
ｃａ)种子萌发后建立幼苗的早期生长提供了保证

(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但播种过深可能造成幼苗出

土困难(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甚至导致幼苗死亡(李
文婷等ꎬ ２０１０)ꎮ 因此ꎬ在以种子为材料的直播造

林和森林更新实践中ꎬ掌握适宜的播种深度是保

证种子出苗和幼苗建立成功的关键ꎮ
辽东栎是我国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重要优势

树种之一ꎬ以种子为材料的实生更新对维持其遗

传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ꎮ 成熟

散落后的辽东栎种子易于被啮齿动物和鸟类大量

捕食和贮藏而损失ꎬ辽东栎种子没有休眠期ꎬ在遇

到适宜萌发条件的情况下可快速萌发并建立幼苗

(孙书存和陈灵芝ꎬ ２０００)ꎮ 种皮和环境温度(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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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富等ꎬ ２０１４ａ)、土壤和凋落物埋藏 ( Ｚｈａｎｇ ＆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０１)等因素对辽东栎种子的萌发都具有

重要影响ꎻ闫兴富等(２０１４ｂ)报道ꎬ种皮和播种深

度显著影响辽东栎的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ꎬ但不

同大小的辽东栎种子在是否去除种皮和不同播种

深度下的萌发及其建立幼苗的生长特点还缺乏研

究ꎮ 因此ꎬ本研究以采自宁夏六盘山区的辽东栎

种子为材料ꎬ在盆播条件下ꎬ研究种子特征(大小

和有无种皮)和播种深度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

的影响ꎬ旨在进一步揭示辽东栎种子萌发和幼苗

生长对种子特征和播种深度的响应机制ꎬ为其种

群的实生更新和直播造林及种苗繁育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种子的采集

试验用种子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采自六盘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１０６.９°—１０６.３０°Ｅ、３５.１５°—３５.４１°Ｎ)
所属秋千架林区的辽东栎林下ꎮ 拣拾当天散落的

辽东栎种子于次日带回实验室ꎬ结合手捏和表面

观察ꎬ挑选不同大小且无虫蛀危害的种子备用ꎬ
大、小种子鲜重分别为 ( ３. ０５ ± ０. ３８) ｇ、 ( １. ４６ ±
０.２７) ｇꎬ其中 ｎ＝ １００ꎮ
１.２ 试验设计和播种方法

试验场所为北方民族大学生物学实习基地的

玻璃温室ꎬ温室内的光照强度约为室外自然全光

照的 ５５.４％ꎮ 自 １１ 月 １ 日温室开始集中供暖ꎬ温
室内白天约为(２３±５) ℃ꎬ夜晚温度约为(１６±３)
℃ꎬ为避免光照过强而造成种子萌发过程中的过

度脱水ꎬ试验期间用黑色尼龙网眼布(单层)搭建

遮阴棚进行适度遮光ꎬ遮阴棚内的相对光强约为

室外自然全光照的 １８.９％ꎮ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取高 ２５ ｃｍ、内径 ２０ ｃｍ

的塑料花盆 ６４ 个ꎬ平均分为 ４ 组(每组 １６ 盆)ꎬ分
别播种非去皮大种子、非去皮小种子、去皮大种子

和去皮小种子ꎻ每组的 １６ 个花盆各分为 ４ 个小组

作为 ４ 个播种深度处理(分别为 ０、３、６、１０ ｃｍ)ꎬ每
小组的 ４ 盆作为同一播种深度的 ４ 次重复ꎮ 播种

前ꎬ将花盆装入经过多年种植小麦熟化的风沙土ꎬ
分别调节土层至盆口边沿的高度至 ０、３、６、１０ ｃｍꎻ
花盆浇水后ꎬ按每盆播种 ３０ 粒的密度将种子胚根

端朝下进行播种ꎬ试验用种子总计ꎬ即 ２ 种皮处理

(非去皮、去皮)×２ 种子大小(大、小种子) ×４ 播种

深度×４ 重复×３０ 粒 ＝ １ ９２０ 粒ꎮ 播种后用湿沙覆

盖种子至花盆口ꎬ４ 个小组花盆的播种深度即分别

为 ０、３、６、１０ ｃｍꎮ 幼苗出现第一片真叶视为种子

已萌发ꎬ每隔 ２ ｄ 记录萌发种子数量 １ 次ꎬ记录持

续到连续 １４ ｄ 不再继续有种子萌发为止ꎮ 种子萌

发后适时对幼苗进行浇水和松土等管理ꎮ
１.３ 种子萌发参数的计算

以萌发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ＧＰ)、萌发

速率 (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ＧＲ)、萌发值 (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ꎬ ＧＶ)和萌发指数(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ＧＩ)等

参数评价种子活力ꎬ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ＧＰ ＝试验期间萌发种子数 /试验用种子数 ×

１００％ꎻＧＲ ＝∑(１００Ｇ ｉ ∕ｎ×ｔｉ)
式中:ｎ 和 Ｇ ｉ分别为每一重复所用种子数和 ｔｉ

天( ｔｉ ＝ ０ꎬ１ꎬ２ꎬ３ꎬ∞ )内萌发种子数ꎮ
ＧＶ＝ＭＤＧ ×ＰＶ
式中:ＭＤＧ (ｍｅ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平均每天

萌发的种子数) ＝ 试验结束时最终萌发种子数 /萌
发试验总天数ꎻＰＶ(ｐｅａｋ ｖａｌｕｅꎬ 单日最大种子萌发

数) ＝ 萌发试验期间单日最大萌发种子数 ∕达最大

种子萌发所用天数ꎮ
ＧＩ ＝ ∑Ｇ ｔ / Ｄ ｔ

式中:Ｇ ｔ和 Ｄ ｔ分别为时间 ｔ 天内萌发种子数和

萌发试验持续的总天数ꎮ
１.４ 幼苗收获与生长参数的计算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收获各处理组花盆现存

幼苗ꎬ浇水后连根挖出幼苗ꎬ将根和叶片表面泥土

用自来水冲洗干净ꎬ再用干燥滤纸吸干幼苗表面

水珠ꎻ测定记录幼苗株高( ｓｈｏｏｔ ｈｅｉｇｈｔꎬＳＨ)、基径

(ｂａｓａｌ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 ＢＳＤ)、叶片数(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ꎬ
ＬＮ)和单株叶面积(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ꎬ ＬＡＰＰ) (ＬＩ￣
３０００ 叶面积测定仪测定)ꎮ 将幼苗根、茎和叶分开

分别装入纸袋内ꎬ置于 ８５ ℃电子恒温干燥箱烘干

４８ ｈ 后ꎬ１ / １ ０００电子天平称重ꎮ 根据上述测得数据

计算总干物质质量( ｔｏｔａｌ ｄｒｙ ｍａｓｓꎬ ＴＤＭ)和根冠比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ꎬ ＲＳＲ) (根干物质质量与茎叶干物

质质量之比)ꎮ
１.５ 数据处理

先将所有试验数据进行平方根转换后ꎬ用多

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种子大小、种皮和播种

深度及其交互作用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参数影

响的差异显著性ꎮ 用最小显著差异法( ＬＳＤ)分析

不同大小种子、有无种皮和不同播种深度间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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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和幼苗生长参数的差异显著性ꎻ所有数据的

统计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中进行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子大小、种皮和播种深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种子大小和播种深度对辽东栎种子的所有萌发

参数均具有极显著影响ꎬ种皮对所有萌发参数均无

显著影响ꎻ种子大小和种皮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

萌发率和萌发值ꎻ种子大小和播种深度间的交互作

用、种皮和播种深度间的交互作用及三者的交互作

用对所有萌发参数均无显著影响(表 １)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非去皮大、小种子的萌发率

均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最大ꎬ并随播种深度增大逐渐

降低ꎬ大种子萌发率在所有播种深度均高于小种

子ꎬ但仅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差异(Ｐ<０.０５)ꎮ 大

种子去皮后萌发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ꎬ小种子去

皮后萌发率下降ꎬ但与非去皮种子间差异不显著ꎬ
去皮大、小种子萌发率也均随播种深度的增大逐

渐降低ꎬ其中在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不同大小种子间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不论是否去除种皮ꎬ不同大

小种子萌发率除在 ６、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间无显著差

表 １　 种子大小、种皮和播种深度对辽东栎种子萌发影响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ｕｌｔｉ￣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ＳＳ)ꎬ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 ＳＣ) 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Ｓ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萌发率 ＧＰ

Ｆ Ｐ

萌发速率 ＧＲ

Ｆ Ｐ

萌发值 ＧＶ

Ｆ Ｐ

萌发指数 ＧＩ

Ｆ Ｐ

ＳＳ ６８.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０ ０.０００ ４６.０５ ０.０００ ４８.２６ ０.０００

ＳＣ ０.５７ ０.４５５ ０.１５ ０.５８０ ０.５７ ０.４５４ ０.１９ ０.２２９

ＳＤ １７.３０ ０.０００ ３.５５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７ ０.０００

ＳＳ×ＳＣ ４.１３ ０.０４８ ０.７５ ０.０５７ ６.２０ ０.０１６ ３.１０ ０.０８５

ＳＳ×ＳＤ １.３０ ０.２８７ ２.１１ ０.２６６ １.６５ ０.１９６ １.６３ ０.１９６

ＳＣ×ＳＤ ０.２５ ０.８５９ ０.９５ ０.８７４ ０.４７ ０.７０７ ０.３２ ０.８１２

ＳＳ×ＳＣ×ＳＤ ０.９４ ０.４２９ １.１９ ０.４１６ ０.４８ ０.６９２ ０.４３ ０.７３５

异外ꎬ其他播种深度间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非去皮大、小种子萌发速率均在 ０ ｃｍ 播种深

度最大ꎬ随播种深度增大而减小ꎬ在除 ０、３ ｃｍ 外

的其他播种深度间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ꎻ大种子

萌发速率均大于小种子ꎬ但不同大小种子间仅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与非去皮处理

相比ꎬ去皮大种子的萌发速率在所有播种深度均

不同程度增大ꎬ而去皮小种子萌发速率略有降低ꎮ
去皮大、小种子萌发速率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均显著

高于其他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ꎬ随播种深度的增大

持续减小(去皮小种子)或波动性减小(去皮大种

子)ꎻ在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ꎬ大种子均显著大于小

种子(Ｐ<０.０５)ꎮ
在同一播种深度ꎬ去皮大种子萌发值均不同

程度增大ꎬ但去皮小种子萌发值均略有减小ꎮ 非

去皮种子萌发值在不同大小种子间均差异不显

著ꎬ但去皮大种子在除 ３ ｃｍ 外的其他播种深度均

显著大于去皮小种子(Ｐ<０.０５)ꎮ 不论有无种皮ꎬ
大、小种子萌发值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均显著大于其

他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ꎮ
非去皮大、小种子萌发指数也均随播种深度

增大逐渐减小ꎬ其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大于其他

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ꎬ不同大小种子间在 ０ ｃｍ 播种

深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去皮大、小种子萌发指

数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均显著大于其他播种深度(Ｐ<
０.０５)ꎻ不同大小种子间的差异在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

度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ꎮ 萌发指数在有无种皮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ꎮ
２.２ 种子大小、种皮和播种深度对辽东栎幼苗生长

的影响

种子大小和播种深度对除幼苗基径外的其他

生长参数均影响显著ꎬ种皮对根冠比外的其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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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写字母和不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一播种深度的不同大小种子间和同一大小种子的不同播种深度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ｉｚｅｄ ｓｅｅｄ (Ｐ<０.０５)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各类型辽东栎种子在不同播种深度的萌发率、萌发速率、萌发值和萌发指数
Ｆｉｇ. １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ꎬ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ｓ

长参数影响显著ꎻ种子大小和种皮间的交互作用

仅显著影响株高ꎬ种皮和播种深度间的交互作用、
种子大小和播种深度间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影响叶

片数和单株叶面积ꎬ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对所有生

长参数的影响均未达显著水平(表 ２)ꎮ
图 ２ 显示ꎬ非去皮种子萌发幼苗的株高均随播

种深度增大而减小ꎬ在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略有增大ꎬ
不同播种深度间差异不显著ꎻ除 １０ ｃｍ 以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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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种子大小、种皮和播种深度对辽东栎幼苗生长影响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ｕｌｔｉ￣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ＳＳ)ꎬ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 ＳＣ) 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Ｓ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株高
ＳＨ

基径
ＢＳＤ

叶片数
ＬＮ

单株叶面积
ＬＡＰＰ

总干物质质量
ＴＤＭ

根冠比
ＲＳＲ

ＳＳ Ｆ ２２.９６ ６.４９ ４.９２ ３３.３１ １６.１８ ７.８８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ＳＣ Ｆ １４.０２ １０.４５ ４８.２０ ４８.２８ １１.６１ ０.８０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４

ＳＤ Ｆ ２.９３ ０.３５ １１.２０ ２１.８９ ５.４８ ３.５６

Ｐ ０.０４３ ０.７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ＳＳ×ＳＣ Ｆ ７.３０ ３.９８ ３.１６ ２.５９ ０.３４ ０.２８

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４ ０.５６４ ０.５９９

ＳＣ×ＳＤ Ｆ １.２９ ０.０６ ３.９５ ５.８３ ０.５９ ０.９１

Ｐ ０.２９０ ０.９７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６２２ ０.４４６

ＳＳ×ＳＤ Ｆ １.０８ １.０２ ４.９１ ３.７０ ０.６０ ０.４９

Ｐ ０.３６６ ０.３９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６１７ ０.６９１

ＳＳ×ＳＣ×ＳＤ Ｆ １.６２ ０.３５ ０.２１ ２.１８ ０.６７ １.１５

Ｐ ０.１９７ ０.７８９ ０.８９０ ０.１０３ ０.５７４ ０.３４０

播种深度ꎬ大种子萌发幼苗株高均显著大于小种

子(Ｐ<０.０５)ꎮ 去皮种子萌发幼苗株高均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最大ꎬ随播种深度增大逐渐减小ꎬ不同播

种深度间差异不显著ꎻ在 ０、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不同大

小种子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ꎬ去皮种子萌发幼苗

基径显著减小(Ｐ<０.０５)ꎮ 无论有无种皮ꎬ不同大

小种子萌发幼苗基径均随播种深度增大逐渐增

大ꎬ但不同播种深度间和不同大小种子间均无显

著差异ꎮ
不论有无种皮ꎬ不同大小种子萌发幼苗叶片

数和单株叶面积都随播种深度增大逐渐减小ꎮ 其

中叶片数在非去皮处理的 ０、３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大

于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ꎬ去皮处理的 ０、３、
６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大于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 ( Ｐ <
０.０５)ꎻ单株叶面积在非去皮处理的 ０、３、６ ｃｍ 播

种深度显著大于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ꎬ去皮

处理的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大于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

(Ｐ<０.０５)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不论有无种皮ꎬ大、小种子

萌发幼苗总干物质质量均随播种深度增大逐渐减

小ꎮ 对非去皮种子萌发幼苗来说ꎬ０、３ ｃｍ 播种深

度显著大于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ꎬ不同大

小种子萌发幼苗间的差异在除 ０ ｃｍ 外的其他播种

深度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而对去皮种子萌发幼

苗来说ꎬ０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大于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

度(Ｐ<０.０５)ꎬ不同大小种子萌发幼苗间的差异在

所有播种深度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去皮种子萌发幼苗根冠比在 ０、３、６ ｃｍ 播种深

度均大于非去皮种子萌发幼苗ꎬ但差异并不显著ꎻ
无论有无种皮ꎬ根冠比均随播种深度增大逐渐减

小ꎬ且在所有播种深度的大种子均大于小种子ꎬ但
不同大小种子间差异仅在非去皮处理的 １０ ｃｍ 播

种深度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ꎻ非去皮种子萌发幼

苗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大于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Ｐ<
０.０５)ꎬ去皮种子萌发幼苗在 ０、３ ｃｍ 播种深度显著

大于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植物在对环境的长期适应过程中ꎬ可调节同

一植株内和不同植株间的结实量而产生大小各异

的种子ꎬ大种子贮藏有更多的营养物质ꎬ对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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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播种深度下各类型辽东栎种子萌发幼苗的株高、基径、叶片数和单株叶面积
Ｆｉｇ. ２　 Ｓｈｏｏｔ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ｂａｓａｌ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ｓ

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更强ꎬ小种子因质量较

低而死亡风险较高(武高林和杜国祯ꎬ ２００８)ꎮ 大

种子通常萌发优势更强(杨慧玲等ꎬ ２０１２ꎻ 郝海坤

等ꎬ ２０１７)ꎬ但也有种子大小对萌发没有影响的报

道(王桔红等ꎬ ２００７)ꎬ甚至有研究发现小种子具

有更 强 的 萌 发 和 出 苗 能 力 ( Ｍｏｌｅ ＆ Ｗｅｓｔｏｂｙꎬ
２００４)ꎮ 本研究中ꎬ辽东栎大种子萌发率、萌发速

率、萌发值和萌发指数在所有播种深度均高于小

种子ꎬ其中非去皮大种子萌发率、萌发速率和萌发

指数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均显著大于小种子ꎬ去皮大

种子所有萌发参数在 ６、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都显著高

于小种子ꎮ 这表明大种子贮藏的更多能量不仅可

为种子顺利萌发和出苗提供保障(Ｍｕｒｒａ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而且其萌发幼苗的生长势和对不良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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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播种深度下各类型辽东栎种子萌发幼苗的总干物质质量和根冠比
Ｆｉｇ. ３　 Ｔｏｔａｌ ｄｒｙ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ｓ

抵抗能力更强(杨慧玲等ꎬ ２０１２)ꎮ
植物在异质生境中能否成功定居很大程度取

决于早期建成幼苗的大小ꎬ种子大小不仅直接影

响早期建立幼苗的大小(何彦龙等ꎬ ２００７)ꎬ而且

对幼苗生长率具有 重 要 影 响 ( Ｍｅｒｏｕ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大种子贮藏的更多营养物质可确保幼苗

的根系系统充分发育ꎬ增大根系的吸收面积或使

根系向更高含水量的土层扩展ꎬ从而增大幼苗建

立的机会 ( Ｇａｒｃíａ￣Ｃｅｂｒｉá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本研究

中ꎬ非去皮大种子萌发幼苗株高在除 １０ ｃｍ 的其他

播种深度均显著大于小种子萌发幼苗ꎬ去皮大种

子萌发幼苗株高在所有播种深度均大于小种子萌

发幼苗ꎻ无论有无种皮ꎬ大种子萌发幼苗叶片数、
单株叶面积、总干物质质量和根冠比在所有播种

深度均大于小种子萌发幼苗ꎮ 杨慧玲等(２０１２)和
郝海坤等(２０１７)分别以不同大小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和柚木(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种子为材料的

研究结论与上述结果一致ꎬ有关其他乔木树种的

研究也有类似报道(Ｃｏｏｍｅｓ ＆ Ｇｒｕｂｂꎬ ２００３)ꎮ 究

其原因可能主要与大种子的营养物质贮藏更多有

关ꎬ大种子萌发幼苗对光照和营养等资源的竞争

能力更强ꎬ且具有更强的抵御不良环境的能力(何
彦龙等ꎬ ２００７)ꎬ从而对幼苗增补和种群更新贡献

更大(Ｃｏｏｍｅｓ ＆ Ｇｒｕｂｂꎬ ２００３)ꎮ
种皮对种子吸胀或胚根突破种皮的机械障碍

及其透性不良均直接影响种子的萌发(黄雍容等ꎬ
２００９ꎻ 余婷等ꎬ ２０１７)ꎬ人工去除或损伤种皮可促

进此类种子萌发(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对不能耐受

过度脱水的顽拗性种子来说ꎬ种皮机械障碍引起

的短暂休眠可能是其调节种子萌发的最佳时空分

布的重要机制(闫兴富和曹敏ꎬ ２００９)ꎬ栎属植物

种子的胚根一端的种皮有较厚的角质层和栅栏组

织ꎬ种皮的这一特殊结构对种子萌发的机械障碍

可使种子表现出一定程度休眠(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刘艳等ꎬ ２０１２)ꎮ 本研究中ꎬ种皮对辽东栎种子萌

发具有明显抑制作用ꎬ去皮大种子的所有萌发参

数均不同程度增大ꎬ即种皮限制了种子的透水和

透气性ꎬ从而抑制种子萌发ꎮ 栎属植物种子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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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和子叶可能含有抑制种子萌发的物质ꎬ去皮处

理不仅可排除种皮内的萌发抑制物质ꎬ而且有利

于释放子叶中的萌发抑制物质ꎬ从而促进种子萌

发ꎻＲａｋｉ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和刘艳等(２０１２)报道的“用
清水浸泡或去除种皮可促进栎属植物种子萌发”
的结论可从另一侧面为本研究的结果提供佐证ꎮ
去皮小种子萌发参数均略有降低可能与小种子失

去种皮保护后更易于脱水或被微生物侵染而丧失

活力有关ꎬ且栎属植物种子易于因本身寄生的真

菌而引起腐烂(Ｂｏ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７)ꎮ
种皮的保护作用在幼苗生长方面的结果更为

明显ꎬ去皮种子萌发幼苗株高、基径、叶片数、单株

叶面积和总干物质质量均不同程度减小ꎬ表明种

皮保护作用可一直延伸至幼苗建立后的早期生长

阶段ꎮ 辽东栎种子散落后的秋季萌发期间仅限于

胚根伸长ꎬ翌年春季胚芽才开始伸长进入幼苗生

长期ꎬ在种子萌发期间失去种皮保护必然会因子

叶被微生物侵染而影响营养物质向幼苗主根转

移ꎬ从而对幼苗生长产生影响ꎮ 去皮种子萌发幼

苗根冠比在 ０、３、６ ｃｍ 播种深度均大于非去皮种子

萌发幼苗ꎬ这些失去种皮保护并处于萌发阶段的

“幼苗”为了避免子叶被微生物侵染或小型动物取

食而引起致命性营养损失ꎬ会尽可能多地将子叶

中贮藏的营养转移至主根ꎬ从而导致翌年胚轴伸

长期营养供应亏缺而影响了地上部分的生长ꎮ 然

而ꎬ幼苗将子叶中的营养物质大量向主根转移是

一种“风险防御策略”ꎬ这一策略可能因子叶营养

物质的耗竭效应而影响幼苗茎的发育和地上生物

量积累ꎬ因为在幼苗茎发育的最后阶段ꎬ其营养可

能主要来源于子叶ꎬ而非主根 ( Ｋａｂｅｙａ ＆ Ｓａｋａｉꎬ
２００３)ꎮ 此外ꎬ播种过深可能会使胚轴穿过深厚土

层时过度消耗子叶中的营养物质ꎬ甚至“透支”主

根中的营养物质ꎬ因而去除种皮和深播(１０ ｃｍ 深

度)的双重胁迫可能会导致幼苗根冠比减小ꎮ
播种深度直接影响种子所在土层的水分、光

照和 Ｏ２ 供应状况而影响种子萌发ꎮ Ｇｕ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 发 现ꎬ 锐 齿 槲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ｖａｒ.
ａｃｕ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ａ)种子萌发率和出苗率都随埋藏深度增

大而明显下降ꎬ播种过深或过浅都会影响种子萌

发和出苗并导致更新失败ꎮ 不同植物种子萌发对

播种深度的反应差异较大ꎬ例如ꎬ秦岭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ｃ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李庆梅等ꎬ ２００８)和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ｍｎｏｉｄｅｓ) (任珺等ꎬ ２０１２)种子的最大出苗率分

别在 ２ 和 ４ ｃｍ 播种深度ꎻ弗吉尼亚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ｉｒ￣
ｇｉｎｉａｎａ)种子的适宜播种深度为 ０ ~ １０ ｃｍ (宋以刚

等ꎬ ２０１５)ꎻ另据 Ｎｙａｎｄｉｇａ ＆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２)报

道ꎬ播种深度为 ７.５、１５ ｃｍ 时ꎬ亚利桑那白栎种子

萌发率均高达 ７０％ꎮ 本研究发现ꎬ不同大小辽东

栎种子所有萌发参数均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最大ꎬ在
１０ ｃｍ 播种深度最小ꎬ由于本研究是在光照相对较

弱的遮阴棚下进行的ꎬ且试验过程中定期浇水ꎬ这
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种子萌发遭受水分胁迫的风

险ꎬ从而使种子在 ０ ｃｍ 播种深度也能够顺利萌发ꎮ
幼苗生长方面的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推

测ꎬ因为播种深度对种子萌发后幼苗的生长发育

具有潜在影响(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不论有无种皮ꎬ不同大小辽东栎种子萌发幼

苗的株高、叶片数、单株叶面积、总干物质质量和

根冠比等均随播种深度增大呈减小趋势ꎬ但基径

随播种深度增大而增大ꎮ 这表明辽东栎幼苗依赖

子叶中的营养完成早期阶段发育后ꎬ地上部分生

长和干物质积累主要取决于有效生长时间ꎬ播种

过深引起的萌发推迟势必使幼苗有效生长时间缩

短而对生长产生影响ꎻ深播可改变辽东栎幼苗的

生物量分配模式ꎬ促使幼苗分配更多的资源优先

保证地上部分生长(王文娟等ꎬ ２０１１)ꎬ从而使根

冠比随播种深度增大而减小ꎬ但当播种深度超过

一定限度时ꎬ胚轴伸长因穿过的土层更深而增大

幼苗的株高ꎮ 幼苗在克服深层土壤阻力的缓慢生

长过程中的过度横向生长可能是基径随播种深度

增大而增大的主要原因ꎬ具体机制有待于深入

研究ꎮ

参考文献:

ＢＯＮＮＥＲ ＦＴꎬ ＶＯＺＺＯ ＪＡꎬ １９８７. Ｓｅ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Ｒ]. 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ꎬ
Ｌ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ＭＥＳ ＤＡꎬ ＧＲＵＢＢ ＰＪꎬ ２００３.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ｉｚ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Ｅｃｏｌ Ｅｖｏｌꎬ １８(６): ２８３－２９１.

ＧＡＲＣÍＡ￣ＣＥＢＲＩÁＮ Ｆꎬ ＥＳＴＥＳＯ￣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Ｊꎬ ＧＩＬ￣ＰＥＬＥＧＲÍＮ
Ｅꎬ ２００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ｒｏｂｕｒ Ｌ. [Ｊ]. Ａｎｎ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６０(１): ６９－７３.

ＧＵＯ ＣＲꎬ ＬＵ ＪＱꎬ ＹＡＮＧ Ｄ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ｂｕ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４３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ａｃｏｒｎｓ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Ｊ]. Ｆｏｒ Ｅｃｏｌ Ｍａｎａｇꎬ ２５８(７):
１４９７－１５０２.

ＧＵＯ ＣＲꎬ ＷＡＮＧ ＺＬꎬ ＬＵ ＪＱꎬ ２０１０.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ｒｉａｌ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Ｊ]. Ｊ Ｆｏｒ Ｒｅｓꎬ ２１(４): ４９２－４９６.

ＧＵＯ Ｋꎬ ＬＩ Ｒꎬ ＷＥＲＧＥＲ ＭＪＡꎬ ２００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ｏｒｎ ｂｕｒｙ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ｖａｒ. ａｃｕ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ａ [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ꎬ
４３(９): ９７４－９７８.

ＨＡＯ ＨＫꎬ ＨＵＡＮＧ ＺＬꎬ ＰＥＮＧ Ｙ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Ｓｉｚ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ｅａｋ ｓｅｅｄ
[Ｊ]. Ｓｅｅｄꎬ ３６(１): １０４－１０７. [郝海坤ꎬ 黄志玲ꎬ 彭玉

华ꎬ 等ꎬ ２０１７. 柚木种子大小变异及小苗生长特性

[Ｊ]. 种子ꎬ ３６(１): １０４－１０７.]
ＨＥ ＹＬꎬ ＷＡＮＧ ＭＴꎬ ＤＵ ＧＺꎬ ２００７.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ｎａｌ ｈｅｒｂ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２７(８): ３０９１－ ３０９８. [何彦龙ꎬ 王满堂ꎬ 杜国祯ꎬ
２００７. 不同光照处理下青藏高原克隆植物黄帚橐吾(Ｌｉｇｕ￣
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种子大小对其幼苗生长的影响[Ｊ]. 生态

学报ꎬ ２７(８): ３０９１－３０９８.]
ＨＵ ＸＷꎬ ＷＡＮＧ ＹＲꎬ ＷＵ ＹＰꎬ ２０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ｏｎ

ｉｍｂｉｂｉｔｉｏｎꎬ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 [Ｊ]. Ｅｃｏｌ Ｒｅｓꎬ
２４(３): ５５９－５６４.

ＨＵＡＮＧ ＹＲꎬ ＺＨＵＡＮＧ Ｋꎬ ＷＵ Ｐ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
[Ｊ].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ｏｌꎬ ３６(５): １２５１－１２５８. [黄雍容ꎬ 庄凯ꎬ 吴

鹏飞ꎬ 等ꎬ ２０１７. 福建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种子

萌发与生长特性[Ｊ]. 生态学杂志ꎬ ３６(５): １２５１－１２５８.]
ＫＡＢＥＹＡ Ｄꎬ ＳＡＫＡＩ Ｓꎬ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ｓ 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ｃｒｉｓ￣
ｐｕｌａ: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 [Ｊ]. Ａｎｎ Ｂｏｔꎬ ９２(４): ５３７－５４５.

ＬＩ ＱＭꎬ ＬＩＵ Ｙꎬ ＬＩＵ Ｇ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３３(７): ２１０４－２１１２. [李庆梅ꎬ
刘艳ꎬ 刘广全ꎬ 等ꎬ ２０１３. 栎属 ７ 种植物种子的发芽抑制

物质研究[Ｊ]. 生态学报ꎬ ３３(７): ２１０４－２１１２.]
ＬＩ ＱＭꎬ ＸＩＥ ＺＱꎬ ＳＵＮ ＹＬꎬ ２０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ｉｅｓ ｃ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Ｊ]. Ｆｏｒ Ｒｅｓꎬ ２１(４): ４８１－４８５. [李庆

梅ꎬ 谢宗强ꎬ 孙玉玲ꎬ ２００８. 秦岭冷杉幼苗适应性的研究

[Ｊ]. 林业科学研究ꎬ ２１(４): ４８１－４８５.]
ＬＩ ＷＴꎬ ＺＨＡＮＧ Ｃꎬ ＷＡＮＧ 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ｎｄ

ｂｕ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ｗｏ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ｓａｍｍ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Ｍｕ ｕｓ ｓａｎｄｌａｎｄ [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３０(５):１１９２－１１９９. [李文婷ꎬ 张超ꎬ 王飞ꎬ 等ꎬ ２０１０. 沙埋

与供水对毛乌素沙地两种重要沙生植物幼苗生长的影响

[Ｊ]. 生态学报ꎬ ３０(５):１１９２－１１９９.]

ＬＩＵ Ｙꎬ ＬＩ ＱＭꎬ ＬＩＵ Ｇ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Ｊ]. Ｓｃｉ Ｓｉｌｖ Ｓｉｎꎬ ４８
(９): １６４－１７０. [刘艳ꎬ 李庆梅ꎬ 刘广全ꎬ 等ꎬ ２０１２. 麻栎

种子萌发的抑制机制[Ｊ]. 林业科学ꎬ ４８(９): １６４－１７０.]
ＬＩＵ Ｙꎬ ＱＩＵ ＹＰ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Ｒｏｘｂ. (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ｓｅｅｄ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Ｊ Ｉｎｔｅｇ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 ４７(１): ３８－４９.

ＭＥＲＯＵＡＮＩ Ｈꎬ ＢＲＡＮＣＯ Ｃꎬ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Ｍ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ｏｒ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ｅ 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ｒｋ ｏａｋ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ｕｂｅｒ Ｌ.)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Ｊ]. Ａｎｎ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５８(５): ５４３－５５４.

ＭＯＬＥＳ ＡＴꎬ ＷＥＳＴＯＢＹ Ｍꎬ ２００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Ｊ Ｅｃｏｌꎬ ９２ ( ３):
３７２－３８３.

ＭＵＲＲＡＹ ＢＲꎬ ＢＲＯＷＮ ＡＨＤꎬ ＧＲＡＣＥ ＪＰꎬ ２００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 Ａｕｓｔ Ｊ Ｂｏｔꎬ ５１(１): ４７－５６.

ＮＹＡＮＤＩＧＡ ＣＯꎬ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ＧＲꎬ １９９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ｗａｒ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ｏａｋｓꎬ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ｅｍｏｒｙｉ ａｎｄ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ｒｉｚｏｎｉｃａ
[Ｊ]. Ｃａｎ Ｊ Ｆｏｒ Ｒｅｓꎬ ２２(９): １３９５－１４０１.

ＲＡＫＩＣ' Ｓꎬ ＰＯＶＲＥＮＯＶＩＣ' Ｄꎬ ＴＥＳ' ＥＶＩＣ Ｖ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Ｏａｋ
ａｃｏｒｎꎬ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Ｊ]. Ｊ Ｆｏｏｄ Ｅｎｇꎬ ７４(３): ４１６－４２３.

ＲＥＮ Ｊꎬ ＴＡＯ Ｌꎬ ＺＨＡＯ Ｙ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ꎬ Ｈｉｐｐｏ￣
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ｉｎ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ｓ ａｌｏｎｇ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 [ Ｊ]. Ｊ ＮＷ Ｆｏｒ Ｕｎｉｖꎬ ２７(２): １３－
１７. [任珺ꎬ 陶玲ꎬ 赵迎迎ꎬ 等ꎬ ２０１２. 播种深度对青藏铁

路沙区植物白刺、油蒿、沙棘存活和生长的影响[Ｊ]. 西北

林学院学报ꎬ ２７(２): １３－１７.]
ＳＯＮＧ ＹＧꎬ ＤＥＮＧ Ｍꎬ ＷＡＮＧ ＹＴꎬ ２０１５.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ａ ｓｅｅｄｓ [Ｊ].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ｏｌꎬ ３４(５):
１２９５－１３００. [宋以刚ꎬ 邓敏ꎬ 王妍婷ꎬ ２０１５. 弗吉尼亚栎种子

萌发特性[Ｊ]. 生态学杂志ꎬ ３４(５): １２９５－１３００.]
ＳＵＮ ＳＣꎬ ＣＨＥＮ ＬＺꎬ ２０００. Ｓｅｅ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ａｏｔｕｎ￣

ｇ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 Ｊ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ꎬ ２４
(２): ２１５－２２１. [孙书存ꎬ 陈灵芝ꎬ ２０００. 东灵山地区辽东栎

种子库统计[Ｊ]. 植物生态学报ꎬ ２４(２): ２１５－２２１.]
ＴＡＮＧ ＷＤꎬ ＷＥＩ ＬＹꎬ ＭＡ Ｑ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 [Ｊ]. Ｊ ＮＷ Ｆｏｒ Ｕｎｉｖꎬ ３２(２): １５６－
１６１. [唐卫东ꎬ 魏林源ꎬ 马全林ꎬ 等ꎬ ２０１７. 不同因素对沙

蓬种子萌发和出苗的影响[Ｊ]. 西北林学院学报ꎬ ３２(２):
１５６－１６１.]

ＴＡＹＬＯＲ ＩＮꎬ ＷＡＬＫＥＲ ＳＲꎬ ＡＤＫＩＮＳ ＳＷꎬ ２００５. Ｂｕｒｉ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ａꎬ ｓｅｅｄ ｉｎ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Ｊ]. Ｗｅｅｄ Ｒｅｓꎬ ４５(１): ３３－４０.

５３２２ 期 张金峰等: 种子特征和播种深度对辽东栎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ＷＡＮＧ Ｃ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ＣＨꎬ ＬＩＵ 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ｍａｓ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 Ｓｉｎꎬ １９(４): ６０１－
６０６. [王晨阳ꎬ 张春辉ꎬ 刘文ꎬ 等ꎬ ２０１１. 青藏高原东缘唇

形科植物种子大小对萌发的影响研究[ Ｊ]. 草地学报ꎬ
１９(４): ６０１－６０６.]

ＷＡＮＧ ＪＨꎬ ＣＵＩ ＸＬꎬ ＣＨＥＮ Ｘ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ｍｅｓａｄ ａｎｄ ｓｉｃｃｏｃｏｌｏｕｓ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ꎬ ３１ ( ６):
１０３７－１０４５. [王桔红ꎬ 崔现亮ꎬ 陈学林ꎬ 等ꎬ ２００７. 中、旱
生植物萌发特性及其与种子大小关系的比较[Ｊ]. 植物生

态学报ꎬ ３１(６): １０３７－１０４５.]
ＷＡＮＧ ＷＪꎬ ＨＥ ＤＨꎬ ＴＡＮＧ Ｘ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ｄ ｂｕｒｉａｌ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ａｎａ [Ｊ]. Ｊ
Ｄｅｓｅｒｔ Ｒｅｓꎬ ３１(６): １４３７－１４４２. [王文娟ꎬ 贺达汉ꎬ 唐小

琴ꎬ 等ꎬ ２０１１. 不同温度和沙埋深度对砂生槐种子萌发及

幼苗生长的影响[Ｊ]. 中国沙漠ꎬ ３１(６): １４３７－１４４２.]
ＷＵ ＧＬꎬ ＤＵ ＧＺꎬ ２００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Ｃｈｉｎ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ꎬ １９(１): １９１－１９７. [武高林ꎬ 杜国

祯ꎬ ２００８. 植物种子大小与幼苗生长策略研究进展

[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１９(１): １９１－１９７.]
ＹＡＮ ＸＦꎬ ＣＡＯ Ｍꎬ ２０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ｖｅａ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Ｊ]. Ｊ Ｔｒｏｐ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Ｂｏｔꎬ １７(６): ５８４－５８９. [闫兴富ꎬ 曹

敏ꎬ ２００９. 种皮和环境温度对橡胶树种子萌发的影响

[Ｊ].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ꎬ １７(６): ５８４－５８９.]
ＹＡＮ ＸＦꎬ ＱＩＵ ＺＨꎬ ＤＵ 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ｓｅｅｄｓ [Ｊ]. Ｊ ＮＷ Ｆｏｒ Ｕｎｉｖꎬ ２９(３): １１９－１２４. [闫兴富ꎬ 仇智

虎ꎬ 杜茜ꎬ 等ꎬ ２０１４ａ. 种皮和环境温度对辽东栎种子萌发

的影响[Ｊ]. 西北林学院学报ꎬ ２９(３): １１９－１２４.]
ＹＡＮ ＸＦꎬ ＱＩＵ Ｚ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ｂ.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

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Ｊ]. Ｃｈｉｎ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ꎬ ２５
(１): ５３－６０. [闫兴富ꎬ 仇智虎ꎬ 张嫱ꎬ 等ꎬ ２０１４ｂ. 种皮和

播种深度对辽东栎种子萌发和幼苗早期生长的影响

[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５(１): ５３－６０.]
ＹＡＮＧ ＨＬꎬ ＬＩＡＮＧ ＺＬꎬ ＺＨＵ Ｘ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ｎｄ

ｂｕ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ｓｉｚｅ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Ｋｏｍ. (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３２(２４): ７７５７－７７６３. [杨慧玲ꎬ 梁振

雷ꎬ 朱选伟ꎬ 等ꎬ ２０１２. 沙埋和种子大小对柠条锦鸡儿种

子萌发、出苗和幼苗生长的影响[Ｊ]. 生态学报ꎬ ３２(２４):
７７５７－７７６３.]

ＹＵ Ｔꎬ ＭＥＮＧ Ｌ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ＨＨꎬ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ｔｏ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 Ｓｅｅｄꎬ ３６(７): ３－７. [余婷ꎬ 孟丽媛ꎬ
张辉红ꎬ 等ꎬ ２０１７. 锥连栎种子萌发对种皮和温度的响应

[Ｊ]. 种子ꎬ ３６(７): ３－７.]
ＺＨＡＮＧ ＺＢꎬ ＷＡＮＧ ＦＳꎬ ２００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ｕｒｉａｌ ｏｎ ａｃｏｒ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ａｏｄｏｎｇ ｏａｋ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ａ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ｏ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ｃｔａ Ｔｈｅｒｉｏｌ Ｓｉｎꎬ
２１(１): ３５－４３.

(责任编辑　 周翠鸣)

６３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