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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四种珍稀濒危树种
种子萌发对脱水和光的响应

于　洋 1, 2 ,曹　敏 1, 3 ,盛才余 1 ,唐　勇 1

(1.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昆明　650223;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绒毛番龙眼 ( Pom etia tom entosa)、琴叶风吹楠 ( Horsfield ia pandurifolia )、箭毒木 (A ntiaris tox icaria )和思茅木姜子 (L itsea

pierrei var. szem ois)是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乔木层的优势树种 ,也属于珍稀濒危物种。实验研究了 4个树种的种子在经过不

同脱水水平、人工遮荫条件下的不同光照水平以及热带季节雨林之林下和林窗的萌发特性。结果显示 :脱水对于种子萌发特征

具有显著影响 ,绒毛番龙眼和琴叶风吹楠经 48h的连续脱水后丧失了萌发能力 ;箭毒木和思茅木姜子具较强的脱水耐性 ,经 96

h的连续脱水后仍具有较高的种子含水量 ,且种子萌发率分别为 15%和 33%。干旱季散布的种子比雨季散布的种子具有更强

的脱水耐性。遮荫及森林种子萌发试验中 ,除绒毛番龙眼外 ,其它 3个树种的种子萌发率以及平均萌发周期在不同光水平或生

境下差异显著。琴叶风吹楠和思茅木姜子在 30%的光照以及林窗中心的萌发率要显著低于低光处理 (10%和 3. 5%光照 )和林

下 ,而箭毒木在 30%和 10%光水平以及林窗中心获得较高萌发率。雨季传播的具有干燥敏感性的种子 ,可以减少种子由于干

燥而引起的死亡。试验结果可以为 4种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和人工繁育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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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m etia tom entosa, Horsfield ia pandurifolia, Antiaris toxicaria and L itsea pierrei var. szem ois are dom inant

climax tree species in the trop 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in Xishuangbanna, SW China. They are also listed as rare and

endangered tree species in China. The seed germ ination ability of the four species was tested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dehydration, while their germ ination behavior was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in shade houses, in the forest

understory and in a forest gap. Seeds of P. tom entosa and H. pandurifolia lost their germ ination ability after 48 hours of

continuous dehydration treatment, whereas Antiaris toxicaria and L. pierrei var. szem ois showed strong dehydration tolerance

and were able to maintain high seed moisture content after 96 hours of dehydration with a final germ ination percent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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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nd 33% , respectively. In general, dry season dispersed seeds were more resistant to dehydration than rainy season

dispersed seeds. In the shade house and forest experiments, all species, excep t P. tom entosa,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rm ination under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and in different p laces in the forest. Final germ ination percentage of

H. pandurifolia and L. pierrei var. szem ois were very low under high light conditions (30% of full sunlight and in the centre

of the forest gap) but were high under more shaded conditions (10% and 3. 5% of full sunlight in the shade house) and in

the forest understory. In contrast, A. toxicaria exhibited higher germ ination rates in 30% and 10% light in the shade house

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forest gap. It appears that, for the desiccation sensitive seeds, a wet season dispersal strategy may

have the advantage of m inim izing losses from seed desiccation and subsequent death in dry conditions. This study may

p 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p ropagation of the four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Key W ords: climax tree species; seed dehydration experiment; shade house experiment; seed moisture content;

desiccation sensitivity

种子萌发是植物生活史的关键阶段 ,在森林恢复过程中决定着树种分布及其丰富度 [ 1, 2 ]。热带森林中的

顶极树种多产生顽拗性种子 ( recalcitrant seed) ,种子个体较大、含水量较高 ,常具有干燥敏感性 ( desiccation

sensitivity) [ 3, 4 ]。干燥敏感性的种子常采用快速萌发的繁殖策略 ,这种繁殖策略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暴

露给捕食者的时间 ,提高种子存活率 ,而且还有利于幼苗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生长更长的时间 [ 3 ]。但是 ,干

燥敏感性种子之所以能够快速萌发是以对干燥环境的敏感为代价的 [ 5 ]
,同时快速萌发的繁殖策略还存在着

一定的潜在风险 ,即一旦种子散落后外界环境条件发生突然变化 ,易造成当年种子群体的全部死亡 ,导致更新

的失败 [ 6 ]。

种子散布后即受到如光照、温度等环境因子的作用 [ 7 ]。光影响着种子的萌发 ,是热带森林演替过程中促

进物种替代的最重要的生态因子 [ 8 ]。Kyereh等 [ 9 ]采用遮荫和森林萌发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了光对加纳

热带森林中优势树种种子萌发的影响 ,并认为光对种子萌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光条件下种子温度升高导致

种子含水量下降 ,进而影响种子的萌发。在季节性明显的热带地区 ,林内的光环境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显著变

化 ,这种生境条件下 ,树种产生干燥敏感性种子的频率应较低 [ 3 ] ;然而实际出现的频率要高于预期 [ 4, 6 ] ,这是

因为植物能够有效地利用时间和空间等生态条件 ,如通过调整种子成熟和散布的时间与雨季到来的时间同步

等 ,从而提高种子的存活率 [ 10 ]。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位于热带北缘 ,干季、雨季的季节性变化明显 ,在山地海拔 900m以下的沟谷中分布有

热带季节雨林 [ 11 ]。琴叶风吹楠 (Horsfield ia pandurifolia ) (渐危种 )和思茅木姜子 (L itsea pierrei var. szem ois)

(濒危种 )属于微域分布植物 ,仅零星分布于西双版纳及其附近地区的热带雨林中 ;箭毒木 (A ntiaris tox ica ria)

(稀有种 )和绒毛番龙眼 ( Pom etia tom entosa) (渐危种 )是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中的标志性树种 ,虽常见于东

南亚的热带雨林 [ 12 ] ,但由于近年来橡胶林的大面积种植 ,造成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严重片断化 ,致使这两个树

种在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中数量有限 ,箭毒木更是桑科 (Moraceae)见血封喉属 (A ntia ris)中唯一分布于我国

境内的物种 [ 13 ]
,因此这 4个树种早在 1989年就被列为中国珍稀濒危植物 [ 13 ]。对珍稀植物生态学以及生物

学特性基本情况的了解 ,是研究种群结构、群落生态和濒危机制 ,从而进行有效保护的最基本条件。本文通过

测定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内不同生境的光水平 ,结合森林种子萌发试验、人工遮荫模拟森林光环境以及实

验室脱水试验 ,研究了季节雨林内 4个珍稀濒危树种种子的生物及生态学特性与光因子之间的关系 ,为森林

恢复过程中有效保护珍稀濒危树种及其人工繁育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提出以下 3个问题 : (1)延长脱水时

间是否能够降低 4个树种的种子萌发率 ? (2)种子萌发对不同的光水平以及森林林下和林窗中心的响应是

否不同 ? (3)这 4个树种的种子是否具有休眠性。若有休眠性 ,根据 Baskin和 Baskin
[ 14 ]划分的种子休眠类

型 ,它们属于那一类休眠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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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野外试验样地设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1hm
2 定位样地 (此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样地之一 )及样地附

近面积约为 116m
2的林窗内。地理位置为 21°50′N, 101°12′E,海拔约 750m。该区属于西南季风气候 ,年平均

气温 21. 5℃,年平均降雨量为 1557mm,全年干湿季分明 ,降水集中在雨季 (5～10月份 ) ,干季 (11月 ～翌年 4

月份 )降雨仅占全年降雨量的 17%。土壤为砖红壤。样地植物群落的详细情况参阅 Cao等的研究 [ 15 ]。

1.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1)种子基本参数的测定 　选取绒毛番龙眼、琴叶风吹楠、箭毒木和思茅木姜子种子作为试验材料。在

种子散布的高峰期 ,各树种均采集多株母树的成熟种子混合 ,剥去果皮 ,清洗并晾干表面水分。每种随机抽取

种子 100粒 ,测量每粒种子的重量和大小 (重量测定采用 Mettler2Toledo公司生产的电子天平 ,精度 0. 01g;种

子大小测定采用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子游标卡尺 ,精度 0. 01mm )。种子含水量测定参

照 Chin等 [ 16 ]的方法 ,每种 10粒 ,以种子鲜重为基础计算含水量。各树种种子测量结果列于表 1。

表 1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 4个试验树种及种子基本信息

Table 1　Seed character istics and life form of the four stud ied tree spec ies from a trop ica l sea sona l ra in forest in X ishuangbanna, SW Ch ina

试验树种
Species

散布时间 (月份 )

D ispersal period
(Months)

种子大小
Mean seed size

长 ×宽
length ×width (mm)

种子鲜重 ①

Seed fresh mass
( g / seed)

种子含水量 ②

Fresh seed
moisture content

( % )

群落地位 ③

Forest stratum

绒毛番龙眼 Pom etia tom entosa 8～9 (Aug2Sep) 20. 0 ×14. 0 1. 82 ±0. 29 46 ±1 CT/ ST

琴叶风吹楠 Horsfield ia pandurifolia 5～6 (May2Jun) 33. 2 ×19. 2 5. 91 ±0. 73 25 ±2 ST

箭毒木 A ntiaris toxicaria 5～6 ( May2Jun) 18. 1 ×13. 9 2. 03 ±0. 23 44 ±1 CT/ ST

思茅木姜子 L itsea pierrei var. szem ois 10～11 (Oct2Nov) 18. 0 ×13. 4 2. 65 ±0. 09 51 ±1 ST

　　①为 100粒种子鲜重的平均值 ±标准误 Mean ±SE of 100 seed; ②为 10粒种子含水量 ±标准差　Mean ±SD of five lots of 10 seeds; ③CT:

冠层树种 canopy tree; ST: 亚冠层树种 Subcanopy tree

(2)种子脱水处理及人工控温萌发试验 　用变色硅胶对种子进行脱水处理 ,脱水时间梯度分别为 0、6、

12、24、48、72、96 h和 120 h。每个树种在各个梯度所用的种子数量为 60粒。将脱水处理后的 30粒种子置于

培养皿中 (以琼脂为培养基 ) ,每皿 10粒 , 3组重复 ,置于人工气候箱 (MGC2300H智能型 )内进行萌发试验。

将萌发条件控制为 30℃恒温 ,光照强度为气候箱内全光照 (30μmol/ (m
2·s) ) ,光照周期设为 14h全光与 10h

黑暗交替 ,这与当时当地的自然光周期基本吻合。空气相对湿度设为 75% (有光照 )与 90% (黑暗 )交替。每

天观测种子发芽情况 ,直至种子 2个月内不再萌发为止。每个树种经脱水处理的另 30粒种子用于种子含水

量的测定 ,每 10粒一组 , 3组重复。

(3)森林不同生境下的种子萌发试验 　在上述选定的季节雨林样地 ,选择林窗中心和林下 ,每个树种分

别设置 5个 1m ×1m的样方 ,按自然状态投放种子 ,即不将种子埋入土内。每个样方内投放的种子数量按如

下方法确定 :在各树种母树下随机调查 5个 1m ×1m的样方内散布的该树种种子数 ,按调查所得平均值投放

种子 (绒毛番龙眼 25粒 ,琴叶风吹楠 20粒 ,箭毒木 24粒 ,思茅木姜子 15粒 )。样方四周以及上方用白色透明

尼龙网遮挡 ,以防动物取食种子。试验期间每天观测种子发芽情况 ,直至种子腐烂不再萌发为止。

(4)光环境的模拟及种子萌发试验 　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进行。该园位于 21°56′N ,

101°15′E,海拔约 580m。使用不同层数的黑色尼龙网遮荫 ,分别模拟林窗中心、林窗边缘和林下的光强。于

2004年 1月和 7月中旬的晴天两次进行光强的测定。将 L I2190SA光量子探头 (L i2Cor, L incoln, Nebraska,

USA)分别置于全光照裸地、林窗中心、林窗边缘、林下以及 3种光处理荫棚内 ,连接 L I21400数据采集器 (L i2
Cor, L incoln, Nebraska, USA )记录光量子密度 ( PPFD )。每个测定点均放置 3个光量子探头作为重复 ,从

8: 00到 19: 00每隔 1m in自动记录 1次 ,连续测定 3d。测定结果为林窗中心、林窗边缘和林下的 PPFD分别占

全光照的 32. 5% ±1. 8% , 12. 6% ±1. 3% 和 3% ±0. 8% ,人工遮荫控制条件下的光照水平分别为全光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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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 1% , 10% ±1. 2%和 3. 5% ±0. 2%。因此 ,遮荫控制下的光处理达到了模拟林内不同生境下光照水

平的效果。

每个光处理设 3个重复 ,共计 9个荫棚 (规格为 8m ×8m ×2. 5m)。荫棚四周封闭至距地面 20㎝处 ,保持

地表空气流通 ,使荫棚内外地表温度一致。采用塑料花盆 (内径 30 cm、高 23 cm )播种 ,内装土壤由河沙与林

内表层土以 2∶1的体积比混匀而成。每盆散播种子 10粒 , 5个花盆为 1组 ,每个树种设 3组放置于一个荫棚

内。则每个树种的播种数量为 1350粒种子 (10粒 ×5盆 ×3重复 ×3荫棚 ×3光处理 = 1350粒 )。播种后

定期浇水 ,保持种子萌发所需的水分。每天记录种子萌发情况 ,直至种子 2个月内不再萌发为止。

1. 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方法

种子萌发指数参考 Saxena等 [ 17 ]
,公式如下 :

(1)萌发率 ( Final germ ination)

FG =萌发种子数量 /试验用种子数量 ×100%

(2)平均萌发周期 (Mean period of final germ ination)

M PFG = ∑N iD i / FG

(3)萌发速率 (Rate of germ ination)

RG = ∑N i /D i

式中 , D为种子萌发时所用的试验天数 , N 为调查时间间隔内种子萌发的数量。

采用方差分析方法 (ANOVA )对不同处理下的种子萌发参数进行分析 ,所用分析软件为 SPSS12. 0 ( SPSS

Inc. Chicago, Illinois, USA )。

2　结果

　 图 1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 4个树种种子的脱水曲线

Fig. 1　Seed dehydration curves of four tree species from a seasonal

trop ical rain forest in Xishuangbanna, SW China

图中数据为 3个重复 (每重复 10粒种子 )的平均值 ±标准误 　

Data are mean ±SE of three lots of 10 seeds for each species

2. 1　种子脱水耐性及脱水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4个树种种子的初始含水量从 25%到 51%不等

(表 1) ,脱水耐性有较大差异 (图 1)。在脱水处理 24h

后 ,绒毛番龙眼的种子含水量迅速下降 ,从最初的 46%

下降到 11% ,之后该种的种子含水量下降较为缓慢 ;琴

叶风吹楠和箭毒木种子含水量的下降速率表现中等 ,

在经前 24h脱水后二者的种子含水量下降了近 1 /3,经

过 96h脱水后 ,琴叶风吹楠种子含水量从 25%下降到

7% ,箭毒木从 44%下降到 21% ;而思茅木姜子的种子

含水量下降最为缓慢 ,经 96h脱水后 ,种子含水量从

51%仅下降到 42%。所以 ,从 4个树种的种子含水量

下降趋势 ,可以将它们的种子脱水耐性划分为高、中、

低 3种类型 ,即思茅木姜子种子具有高的脱水耐性 ,琴

叶风吹楠和箭毒木种子具有中等的脱水耐性 ,而绒毛

番龙眼种子为低脱水耐性。

脱水对于种子萌发具有显著影响 (图 2)。绒毛番

龙眼的种子在经过 12h脱水后萌发率迅速下降为 0。

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在经 24h的脱水处理后种子的萌

发率虽有所下降 ,但变化不大。而脱水时间超过 24h

后 ,种子的萌发则迅速下降。思茅木姜子种子在经短时间 (如 6～24h)的脱水处理后 ,种子萌发率较脱水前显

著提高。随着脱水时间的增加 ,种子萌发率则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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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林窗中心及林下的种子萌发

同一树种在森林不同生境下种子萌发表现不同 (表 2)。绒毛番龙眼在林窗中心和林下均具有较高的种

子萌发率 ( > 90% ) ,且差异不显著。思茅木姜子和琴叶风吹楠在林下的萌发率显著高于林窗中心 ,箭毒木的

萌发率在林窗中心高于林下。不同树种在同一生境下的种子萌发表现也不相同 ,但是无论在林窗中心还是林

下 ,绒毛番龙眼的种子萌发率均高于其它 3个树种。

表 2　4个树种在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林窗中心 (CG)和林下 (UF)以及遮荫试验 3个光水平下的种子萌发率和平均萌发周期

Table 2　F ina l germ ina tion percen tage and m ean per iod of f ina l germ ina tion of four tree spec ies under three light reg im es in shade houses and

a t the cen ter of a forest gap (CG) and forest understory (UF) in a trop ica l sea sona l ra inforest in X ishuangbanna, SW Ch ina

试验树种
Species

种子萌发率
Final germ ination percentage (mean ±SE) ( % )

森林试验 Forest

CG UF

遮荫试验 Shade house

30% 10% 3. 5%

绒毛番龙眼 P. tom entosa 96 ±2Aa 95 ±2Aa 99 ±1Aa 96 ±2Aa 97 ±2Aa

琴叶风吹楠 H. pandurifolia 17 ±4Bc 28 ±6Ab 　7 ±1Bc 68 ±6Ab 62 ±5Ab

箭毒木 A. toxicaria 74 ±4Ab 40 ±5Bb 56 ±5Ab 65 ±4Ab 37 ±5Bbc

思茅木姜子 L. pierrei 21 ±5Bc 54 ±5Ab 0 50 ±3Ac 33 ±1Bc

试验树种
Species

种子平均萌发周期
Mean period of final germ ination (mean ±SE) ( d)

森林试验 Forest

CG UF

遮荫试验 Shade house

30% 10% 3. 5%

绒毛番龙眼 P. tom entosa 　5 ±1Ac 　5 ±1Ad 　5 ±1Ab 　5 ±1Ac 　5 ±1Ad

琴叶风吹楠 H. pandurifolia 　34 ±1Ab 　32 ±1Ab 40 ±2Aa 33 ±2Bb 28 ±2Bc

箭毒木 A. toxicaria 　25 ±2Abc 　19 ±1Ac 48 ±2Aba 44 ±1Bb 49 ±2Ab

思茅木姜子 L. pierrei 207 ±2Aa 206 ±1Aa 　0 72 ±3Aa 72 ±3Aa

　　不同的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树种在遮荫试验不同光水平下或者森林试验林窗中心和林下的种子萌发特征差异显著 ( P < 0. 05) ;不同的小写
字母表示不同树种在遮荫试验同一光水平下或者森林试验同一生境条件下的种子萌发特性差异显著 ( P < 0. 05 ) 　D ifferent cap ital letter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ree light regimes or between CG and UF for final germ ination percentage of the same species ( P < 0. 05 ) ;

D 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species under the same light regime or at the same habitat in the forest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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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树种在同一生境结束萌发的时间不同 (表 2)。无论在林窗中心还是林下 , 4个树种的平均萌发周期

差异显著。例如 :绒毛番龙眼在 1周内即可结束萌发 ,思茅木姜子则需要约 7个月的时间 ,这与种子的脱水耐

性密切相关。而同一树种在不同生境下的萌发周期差异不明显。

2. 3　不同光处理的种子萌发特性

表 2的结果显示 ,除绒毛番龙眼外 ,其它 3个树种的种子萌发率在 3个光处理间差异显著。琴叶风吹楠

和思茅木姜子的种子萌发率在 30%光水平下显著低于 10%和 3. 5%光水平 ;箭毒木的种子萌发率在 30%和

10%光水平下显著高于 3. 5%光水平 ;绒毛番龙眼的种子萌发率在 3个光水平下无显著性差异且均 > 95%。

在同一光照水平下 ,不同树种的种子萌发率显著不同。例如 ,绒毛番龙眼的种子萌发率总是最高 ;思茅木姜子

在 30%光处理下未萌发 ;而在 10%和 3. 5%光水平下 , 4个树种均能萌发。

不同光处理下的绒毛番龙眼在相同的时间内 (约 5d)就结束种子萌发 ,而琴叶风吹楠、箭毒木和思茅木姜

子在不同光处理下的平均萌发周期显著不同 (表 2)。同一光水平下 ,平均萌发周期从小到大的顺序均为 :绒

毛番龙眼 <琴叶风吹楠 <箭毒木 <思茅木姜子 (30%光水平下思茅木姜子未萌发 )。

对比遮荫试验和森林萌发试验发现 :除绒毛番龙眼外的其余 3个树种的平均萌发周期在两个试验中差异

显著 ( P < 0. 05) ,如 :遮荫试验中思茅木姜子的平均萌发周期在 10%和 3. 5%光水平下为 72 d,在林窗中心和

林下约为 207 d (近 7个月 ) ;而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的在遮荫试验中的平均萌发周期也显著高于森林内部相

同光环境 (即 30%林窗中心 ; 3. 5%林下 )。

3　讨论

3. 1　种子的休眠性

Baskin和 Baskin
[ 14 ]以种子是否具有透水性的种皮 ,胚是否发育完全和结束萌发的时间 ( 30d)为标准 ,将

种子划分为生理休眠 ( physiological dormancy)、形态休眠 (morphological dormancy)、形态生理休眠 (morpho2
physiological dormancy)、物理休眠 (physical dormancy)和综合休眠 ( combinational dormancy) 5种休眠类型。在

非洲热带森林中 ,樟科 (Lauraceae)的两个顶极树种 (B eilschm ied ia kw eo和 O cotea usam ba rensis)的种子持续萌

发时间分别为 3个月和 7周 ,表明至少部分顶极树种的种子具有休眠性 [ 18 ]。Baskin和 Baskin
[ 19 ]对 1098种热

带地区的顶极树种种子休眠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42. 7%的树种具有不同休眠类型的种子 , Sautu等 [ 4 ]在巴

拿马热带季节雨林中也发现 48%的顶极树种的种子具有不同类型的休眠。

除箭毒木外 ,本试验的其他 3个树种的种子休眠性未见报道。绒毛番龙眼属无患子科 ( Sap indaceae) ,本

科植物的种子具有不透水的种皮或果皮 [ 20 ] ,绒毛番龙眼的种子在 1周时间内即结束萌发 ,符合 Baskin和

Baskin
[ 14 ]划分的无休眠种子的标准 ,属无休眠种子。肉豆蔻科 (Myristicaceae)风吹楠属 (Horsfield ia)的植物具

有尚未完全发育的胚 [ 21 ]
,本属植物的种子具有形态休眠或形态生理休眠 [ 20 ]。种子具有未完全发育的种胚并

且萌发时间小于 30d的为形态休眠 ,大于 30d的为形态生理休眠 [ 14 ]
,琴叶风吹楠种子的平均萌发周期小于

30d (图 2) ,属于形态休眠。箭毒木为桑科植物 ,桑科植物种子的胚发育完全并具有透水的种皮 ,应产生无休

眠或生理休眠的种子 [ 20 ] ,箭毒木种子萌发时间小于 30d,属于无休眠种子 ,与 Ng[ 21 ]的结果一致。木姜子属

(L itsea)的植物具有透水性的种皮 [ 20, 22 ]以及完全发育的胚 [ 23 ] ,产生无休眠或具生理休眠的种子 [ 14 ] ,思茅木姜

子种子萌发时间小于 30d,属于无休眠种子。

3. 2　种子的干燥敏感性

Tweddle等 [ 3 ]报道在热带雨林中 52%的顶极树种产生干燥敏感性的种子 ,并且这些种子同时具有干燥敏

感性和无休眠性的频率很高。本试验中的 4个树种均为季节雨林中的顶极树种 ,产生干燥敏感性的种子 (图

2) ,除琴叶风吹楠外 ,其它 3种均为无休眠种子 ,支持 Tweddle等 [ 3 ]的结论。

4个树种的种子均具有较高的萌发速度 (图 2) ,通过迅速萌发的方式能够减少种子被捕食的数量 ,从而

使其幼苗能够获得最长的生长时间 [ 3, 24 ]。然而 ,快速萌发也将整个更新的幼苗种群完全暴露给幼苗捕食者 ,

一旦环境条件发生突变或者被捕食者大量取食 ,意味着有可能导致更新失败。本试验中 ,琴叶风吹楠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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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具有干燥敏感性 ,同时具有休眠性 ,这种策略是树种对于整个种子和幼苗阶段生物进化压力的折中

选择 [ 4 ]。

3. 3　光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高光条件下会导致种子温度升高 ,种子含水量下降 ,进而影响种子萌发率 [ 9 ]。本试验中 ,绒毛番龙眼的

种子萌发率在所有光处理下 (包括人工遮荫试验和野外种子萌发试验 )均大于 95%且全部种子在 1周时间内

萌发 ;思茅木姜子在高光条件 (30% )下不能萌发 ,而林窗中心的种子萌发率显著低于林下 (表 2)。

红光 (R) / 远红光 ( FR) (R / FR)值的改变可能会抑制种子的萌发 [ 25 ] ,森林试验中 ,并未测量林下以及林

窗中心的 R / FR值 ,光经过林冠到达林下后 , R /FR值由 1. 2降低到 0. 2,因此林下的 R /FR值低于林窗中

心 [ 26 ]。本试验的结果显示 : 2个树种在林下的萌发率显著高于林窗中心 ; 1个树种在林窗中心的萌发率显著

高于林下 ; 1个树种在两种生境条件下无显著性差异 (表 2) ,可见 R /FR值的改变对本试验的 4个树种的种子

萌发无影响 ,与 Kyereh等 [ 9 ]的研究结果一致。

3. 4　季节性降水与种子散布及萌发的关系

热带季节雨林中 ,季节性降雨对种子萌发有重要影响 [ 2, 24 ]。Sautu等 [ 4 ]通过对 100种巴拿马热带季节雨

林树种的种子研究发现 ,大部分产生顽拗性种子的树种选择在雨季散布种子。图 3显示了 4个树种种子散布

的时间和西双版纳近 40a月平均降雨量的关系 ,绒毛番龙眼在 8月底 ～9月初散布种子 ,此时降雨高峰期刚

过 ,为雨季末期 ;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在 5～6月份散布种子 ,这段时间是雨季初期 ,降雨量比干旱季大幅度增

加 ,但是距雨季降水的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 ;思茅木姜子在 10月底 ～11月初散布种子 ,此时为干旱季初期 ,

月平均降雨量已经降到 100mm以下 ,并且在随后的 6个月里降水更为缺少。

图 3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 4个树种种子散布时间与西双版纳月平均降雨量关系

Fig. 3　Time of seed dispersal in relation to monthly rainfall of four tree species from a trop 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in Xishuangbanna, SW China

种子散布时间用箭头指出 ,月平均降雨量和平均空气相对湿度为西双版纳近 40a降雨量和空气湿度的月平均值 　Time of seed dispersal is

indicated by arrows; The monthly rainfall and monthly relative hum idity are the means of recent 40 years in Xishuangbanna

4个树种种子散布的时间存在着雨季末期、雨季初期和干旱季初期差异 ;同时脱水耐性也有低、中、高之

分 ,通过对比发现 ,种子散布时间和种子脱水耐性存在一定联系 :雨季末期散布的绒毛番龙眼 ,种子脱水耐性

低 ;雨季初期散布的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 ,种子具有中等的脱水耐性 ;而干旱季初期散布的思茅木姜子 ,种子

具有高的脱水耐性。表 2显示 ,除绒 毛番龙眼外的 3个树种在遮荫试验和森林试验中平均萌发周期显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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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季节性降水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雨季初期散布的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种子具有中等的脱水耐

性 ,能够保证种子在降水高峰到来时具有较高的存活率 ,但是遮荫试验中对种子采取规律性的浇水 ,没有体现

自然降水增减的变化 ,从而造成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在遮荫试验中的平均萌发周期大于森林试验 ;思茅木姜

子在干旱季初期散布种子 ,高的脱水耐性有助于种子经过 6个月的干旱季后保持一定的存活率 ,遮荫试验我

们保证了种子萌发的水分条件 ,而森林种子萌发过程中没有浇水 ,导致干旱季森林土壤水分由于降水的缺少

而干燥 ,因此森林试验中思茅木姜子的种子平均萌发周期显著高于遮荫试验。上述结果表明季节性降水对于

种子的散布和萌发具有重要影响。具有较强干燥耐性种子的树种选择在干旱季传播 ,而干燥耐性相对较差的

树种选择雨季传播种子 ,体现了植物对时间和空间等生态条件充分利用的能力。

3. 5　有关人工繁育的建议

扩大繁育和栽培是人工促进珍稀植物保护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案。对于自然状态下种子萌发率较低或

者萌发时间较长的树种 ,可以预先处理种子 ,从而获得最大的种子萌发率或缩短种子萌发的时间 ,为合理安排

繁育幼苗的时间和空间创造便利条件。预先处理要综合考虑种子的萌发特性、休眠性和干燥敏感性等各方面

因素 ,例如 :绒毛番龙眼的种子干燥敏感且无休眠 ,播种后萌发迅速 ,不经过脱水的种子萌发率最高 ,因此种子

收集后应尽快播种 ;琴叶风吹楠和箭毒木在雨季初期的 5～6月份散布种子 ,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保持较高的种

子萌发率 ,若育苗的时间和空间有限 ,综合考虑种子萌发周期和脱水耐性等因素 ,要先对琴叶风吹楠种子进行

处理 ;刚刚散布的思茅木姜子种子萌发率低 ,可先将其种子进行一定程度的脱水处理 ,并保证苗床的土壤湿度

在一定水平 ,这样能够显著提高种子的萌发率 ,缩短繁育时间。此外 ,在 10%光水平下 4个树种都能获得较

高的种子萌发率 ,因此种子萌发时要注意将遮荫水平控制在最优光强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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