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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质藤本是热带森林的一个重要组分
,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森林中树木的生长和更新
,

改变森林树木的种类组成
,

并且

可以通过改变森林碳固定量等方式在生态系统水平上发挥作用
。

全球气候的变化
,

以及热带森林片断化程度的加剧
,

将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木质藤本的多样性和丰富度
,

其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将在森林动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本文结合国内外目前

木质藤本研究现状
,

概述了木质藤本的一般知识(包括木质藤本的定义和生物学特性等)
,

介绍了木质藤本全球分布格局
、

其多

样性维持机理以及木质藤本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
,

并就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需进一步开展的工作展开了讨论
。

关健词

陈亚军
,

多样性
,

功能
.

木质藤本
,

热带森林

陈军文
,

蔡志全 (2 0 0 7》
.

木质藤本及其在热带森林中的生态学功能
.

植物学通报 2 4
,

2 4 0 一2 4 9
.

木质藤本在热带地区种类繁多
,

是热带森林重要的

外貌特征
,

丰富的木质藤本被认为是区别热带森林与温

带森林的重要特征(C ro a t
,

197 8 : R ieh a rd s
,

19 9 5 )
。

然

而
,

由于独特的生长模式导致其野外物种鉴定困难
,

对木

质藤本这一特殊功能类群的研究相对较少
,

对其生物

学
、

生态学特性及其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功能的研究还

远落后于其它维管植物(p u tz a n d M o o n e y
,

1 9 9 1 :

S c h 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2 )
。

木质藤本能够通过缠

绕树木从而增加树木死亡率(Pu tz
,

1 9 8 4 a ; S te v e n s
,

198 7)
,

减缓树木生长(Pe re z
一

Sa lie ruP a n d Ba rke r
,

20 00 )

并且造成树木茎干畸形等进而降低木材的商业价值

(Pin a rd a n d Pu tz
,

1 99 4 ; V ida le t al
. ,

1 9 9 7 ; Se hn itz e r

et al
· ,

2。。4)
。

近年来
,

随着大量相关研究的开展
,

人

们更加深入了解木质藤本在树木生长和更新
、

物种多

样性的维持和森林生态系统动态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
,

相关的研究结果不断发表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

上 (P u t z
,

1 9 8 4 a ; S te v e n s
,

1 9 8 7 ; A id e a n d

2 1m m e rm a n n
,

1 9 9 0 ; La u ra n e e e t a l
. ,

2 0 0 1 ; Pe re z
-

S a lie ru P
,

2 0 0 1 ; Ph illiPs e t a l
. ,

2 00 2
,

2 0 0 5 ; W rig ht e t

a 1
. ,

2 0 0 4 ; S e h n itz e r
,

2 0 0 5 )
。

Se h n itz e r 和 Bo n g e rs

(2 0 0 2 )综述了木质藤本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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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一liPs 等(2 0 0 2 )在Ns tu re 上撰文报道
,

在过去 20 多

年里
,

亚马逊森林木质藤本的优势度和平均个体大小不

断增加
,

其结果必将会造成整个森林碳固定的减少
,

他推

测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
,

该文

的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生态学家对木质藤本研究的高度关

注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森林类型多样
,

木质藤本植物

种类丰富(曲仲湘
,

1 96 4; 王宝荣
,

, 99 7; 蔡永立和宋永

昌
,

2 0 00; 朱华
,

2 0 00)
,

为木质藤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
。

近年来
,

国内对于草质藤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

究(何维明和钟章成
,

1 99 9; 钟章成
,

20 0 5)
,

但关于热带

和亚热带的木质藤本研究仅有少量报道(黄展帆
,

1 98 5;

王宝荣
,

, 9 97; 朱华
,

2 0 0 0)
,

尤其对于木质藤本的生物

学和生态学特性
、

木质藤本与树木的相互关系
,

以及木

质藤本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较少
。

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
,

对木质藤本植物

的生态学
、

全球分布格局
、

多样性维持机理以及在森

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作一系统介绍
。

1 木质藤本概况

木质藤本是指不能单独直立
、

需要借助其它植物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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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物才能直立生长
.

并有特化或非特化的攀援器官和明

显攀援行为的木本植物
。

木质藤本外形上与树木有明

显的差异
,

具有较大的长度与胸径比
。

其植株生物量分

配格局和树木显著不同(Pu tz a n d Mo o n e y
,

1 9 9 1 )
,

与

树木相比
.

木质藤本支撑结构生物量所占比重较小
,

相对

分配到叶片和根的生物量所占比重较大(O a nN in
,

, 8 6 7;

C a s te lla n o s
,

19 9 1 : Pu tz a n d Mo o n ey
,

1 99 1)
。

木质藤本主要有 4 种攀援方式 : 茎缠绕(St e m
·

tw in e rs)
、

枝缠绕(b ra n e h
一

tw in e rs)
、

卷须攀缘(te n d ril

c lim be rS)以及多刺种(sPin y sPe e ie s)
,

部分木质藤本同

时具有多种攀援方式
。

木质藤本的生理适应能力与不

同攀援机制有关
,

具有特化攀援器官的种类(如 : 具有特

化的卷须等)往往比不具特化攀援器官的木质藤本(如 :茎

缠绕)种类在生理
_

L有更强的适应能力(C ar ter a n d

Ter a m ur a
,

, 98 8)
。

各攀援方式种普遍存在于各种热带

森林(H e g a rty a n d Ca b a lle
,

19 9 1 : p e re z
一

S a lie rup
,

2 0 01 )
,

但森林类型
、

森林演替阶段和干扰因素会直接

影响木质藤本这一功能类群中不同攀援方式的相对比例

(D e w a lt e t a l
. ,

20 0 0 : La u ra n e e e t a l
. ,

2 0 0 1)
。

木质

藤本的攀援机制与支撑树木的胸径大小具有明显的相关

性
,

茎缠绕种类主要攀援较细的树木
,

枝缠绕和具有不定

根的种类可以攀援粗大的树木(Pu tz
,

1 g a4 b : Pu tz a n d

Ch a i
,

19 8 7 : H e g a rt y a n d C a ba lle
,

1 9 9 1 )
。

虽然有研

究表明木质藤本对支撑树木种类有一定的选择性(蔡永立

和郭佳
,

20 0 0)
,

但多数学者认为树种与木质藤本的攀援

方式无特定联系
,

而更多地依赖森林演替状态(Per e z-

S a lie ru P
,

2 0 0 1)
。

2 木质藤本的生物学特性

2
.

1 叶片
、

茎和水分运物

叶片是绝大多数植物与环境接触面积最大的器官
,

也是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

与树木相比
,

木质藤本

叶生物量所占比重较大(C a ste lla n o s
,

1 9 9 1 : H o lb ro o k

a n d Put z
,

19 9 6)
。

在一些热带森林中
,

木质藤本的生

物量通常不足森林总生物量的10 %
,

但其叶生物量可达

冠层叶片生物量的4 0%
,

并且绝大部分叶片集中在树冠

顶层
,

形成一层致密的地毯式结构
,

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

对光的接受面积(Pu tz
,

19 8 4 a : Pu tz a n d C h a i
,

19 8 7 :

Se h n s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 2 )
。

有研究表明
,

在叶片

水平上湿季木质藤本和树木之间的光合速率
、

气孔导

度和蒸腾速率无显著差异(C a s te lla n o s
,

1 9 9 1 : A va IO S

a nd Mul ke y
,

, 99 9)
,

但在干季
,

木质藤本能够比树木维

持更高的光合能力
,

使其在干季的生长速率高于树木
,

从

而为木质藤本在干湿季分明的季雨林里占据优势提供了

生理基础(Ca ste lla n o s
,

19 9 1 : S e hn itZ e r e t a l
. ,

2 0 0 5 )
。

木质藤本茎的横向增粗很慢
。

La n g 和 K n ig ht(19 8 3)在

巴拿马Ba rro Co lo rad o lsla n d上对不同年龄森林中树木

与木质藤本胸径增长速率的研究结果表明
,

胸径在30 -

5 0 c m 之间的树木平均每年增加 9
.

0 m m
,

而木质藤本

平均每年仅增加 ,
.

4 m m
。

与横向生长相比
,

木质藤本

细长的茎往往表现出较高的纵向生长速率(O a nN in
,

, 8 67;

Ca s te lla n o s
,

19 9 1 : Pu tz a n d Mo o n ey
,

19 9 1)
。

茎的

快速伸长使其叶片更快达到冠层
,

具有较大的地上竞争

优势
,

同时
,

某些种类可以快速改变叶片方位以适应新的

环境
,

从而有效地利用光能和占据空间(户e n a !。sa
,

, 98 4;

Pu tz a n d C ha i
,

19 8 7 )
。

木质藤本与树木在导管的解剖结构和水分传导等方

面已有大量的对比研究(Fis he r a n d Ew e rs
,

1 9 9 5 :

H o lb ro o k a n d Pu tz
,

1 9 96 ; Tyre e a n d Ew e rs
,

19 9 6 ;

T o m lin so n e t a l
. ,

20 0 1 : Fis he r e t a l
. ,

2 0 02 )
。

木质藤

本(尤其是一些棕搁科木质藤本)具有粗大的导管和较高

的水分运输效率
,

其宽大的导管具有较强的储水能力
,

能

高效地为叶片输送水分
,

补偿叶片蒸腾引起的水分亏缺

(G a rt n e r et a l
. ,

19 9 0 )
,

因而在很多研究中木质藤本小

的导管的功能往往被忽视(Car lq ui at
,

19 91 )
。

最近的研

究表明
,

在水分充足时
,

大导管更有效地传输水分
,

而在

水分胁迫时
,

它们易于空穴化(e av ita tio n ) (T yre e a n d

S per ry
,

, 98 9)
。

在大导管失去功能时
,

小导管也可能提

供一定的传导能力保证生长活动的进行(T yre e a n d

三w e rs
,

1 9 9 1 : Tyre e
,

2 0 0 1 )
。

树木靠近心材的木质部

导管会随树木生长而逐渐丧失传导功能
,

因而其导管的

运输功能一般只能维持几年
,

最终转为机械组织
,

相比而

言
,

木质藤本导管功能期较长
,

使其具有长期高效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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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能力(C la rk a n d C la rk
,

19 9 0 ; Fishe r et a l
. ,

2 00 2 )
。

2
.

2 生长模式和更新策略

木质藤本具有独特的生长模式
。

在整个生活史中
,

许多

木质藤本种类要经历类似灌木状直立生长或者甸甸生长

的阶段
,

有些直立的灌木状幼苗长至近 Z m 后才开始攀

援
。

支持物是限制藤本攀援习性的主要因素
。

在无法

获得合适支持物的情况下
,

一些种类的甸甸枝可以在地

面蔓延相当长的距离而不呈现出任何攀援的趋势
。

有

些藤本的甸甸茎能以极快的速度伸长(文献报道最快达

13
·

6 C m
·

d
一 ,
)

,

这种速度可以持续到开始攀援或者其分生

组织被破坏为止 (P u tz
,

1 g a4 a : B a lfo u r a n d B o n d
,

1 9 9 3 )
。

无性繁殖是木质藤本重要的繁殖方式之一
。

木质

藤本产生不定芽的能力很强
,

在伐木林中
,

木质藤本往往

可以通过不定芽的萌生获得更新
,

这是木质藤本在受伐

木干扰森林 中具有较高丰富度的主要 原 因 之一

(S c h n itz e r e t a l
. ,

2 00 0 )
。

除此之外
,

木质藤本长距离

开拓新生境可能更需要依靠风力传播的种子来完成

(C o o k
,

1 98 5 ; S te v e n s
,

19 8 7 )
。

调查发现
,

在一些森

林中
,

木质藤本比树木风力传播种子的比例更高(G ent 队

1 99 1 ; Iba rra
一

M a n riq u e z e t a l
. ,

19 9 1 ; S o lo rz a n o e t a l
. ,

2 00 2)
,

这些种子在林窗着陆的可能性更高 (A u gSP ur ger
,

1 9 8 8)
。

种子和幼苗是植物生活史中早期的重要环节
,

是新生命的开始
。

幼苗的建立常常是制约植物种群大

小的
“

瓶颈
”

(G ru b b
,

1 9 7 7)
,

它关系到种群的未来命

运
。

由于木质藤本常常在林缘和林窗中分布
,

一般认为
,

木质藤本更新需要强光环境
,

属喜光种(Put z
,

1 98 4 a;

H eg a rt v a n d Ca b a lle
,

19 9 1)
,

但一些木质藤本的幼苗

(非克隆苗)也能在林下找到
,

表明它们的种子能在荫处

萌发
,

且苗木能在林下存活 (Pu tz
,

1 g s4 a : 日a a rs an d

Ke lly
,

1 9 9 5 : N a be
·

N ie ls e n
,

2 0 0 2 )
。

因此 木质藤本

中常常有生活史的分异(G e阴in g
,

2 0 04)
。

最近
,

作者在

对西双版纳热带森林 4 0 多种木质藤本种子在野外萌发

实验发现
,

只有极少数几种木质藤本需要依赖强光更新
,

而绝大多数种的幼苗是耐阴的
。

尽管木质藤本的更新

需求一直存有争议
,

木质藤本同时有高光需求和耐阴种

的特征
,

即木质藤本建立可能依赖林窗的形成
,

但一旦成

功建立
,

它们可以在林冠郁闭后的林下存在
。

事实上有

些树种具有同样的更新策略(D allin g
,

20 0 1 : Po o rt e r e t

al
. ,

2。。5)
。

在森林中
,

林下和不同大小林窗的微环境

对幼苗的生长和维持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G ra y a n d

S p ie s
,

19 9 6 ; S eh n itz e r et a l
. ,

2 00 5 )
。

迄今为JL
,

国

内外有关木质藤本在森林不同微环境中幼苗存活状况的

研究报道较少
。

因此
,

加强这方面研究
,

积累木质藤本

对环境适应的基本资料
,

有助于为进一步开展其种群生

态学研究奠定基础
。

3 木质藤本多样性和丰富度

3
.

1 木质燕本分布状况

近20年来
,

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量有关木质藤本丰富度

和多样性的基础研究
。

例如
,

在亚洲 的 马来西 亚

(APPa n a h a n d Pu tz
,

1 9 8 4 ; Pu tz a n d C ha i
,

1 98 7 )
、

中国(朱华
,

20 0 0; 蔡永立和郭佳
,

2 00 0; 张玉武
,

20 0 0)

和印度(Pa rt h asa rat hy a n d Pia
,

199 7 : Muth u ra m ku m a r

a n d Pa rt ha sa ra thy
,

20 0 0 ; R e dd y a n d Pa rt h a sa rathy
,

2 0 0 3)
,

以及非洲(Ba .fo u r a n d Bo n d
,

1 9 93 : p a rren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 1)
、

澳大利亚(C h a lm e rs a n d T u rn e r
,

19 0 4 )
、

拉T 美洲(p u tz
,

19 8 4a : p e re z
·

Sa liC ruP et a l
· ,

20 0 1 ; B u rn ha m
,

2 0 04 ; R ie e et a l
. ,

2 0 0 4)等地区开展

了关于木质藤本植物丰富度和多样性的大量研究
。

与

其它植物类群相似
,

木质藤本总的分布趋势是其多样性

随纬度降低而增加(S e h 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 2 :

S ch nit ze r
,

20 0 5)
,

但木质藤本丰富度和多样性随纬度降

低而增加的比例比其它主要生活型 (如 : 乔木
、

灌木和

草本)更大(S c h n itz e r a n d Bo n g e rs
,

2 00 2 )
。

例如
,

以

总植物区系来看
,

从温带到热带雨林
,

木质藤本物种丰富

度增加了近 5倍
,

其所占总木本植物种类的比例从温带

的 10% 增至热带的 2 5% (G e n try
,

19 9 1 : H e g a rt y a n d

Ca b alle
,

19 9 1 : Seh 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2 )
。

木质

藤本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

在马来西

亚的S e m e n g o h和S a ra w a k地区
,

木质藤本占总木本植

物种类的比例不足10 %
,

而在亚马逊盆地边缘的玻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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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北部
,

这个比例可高达 4 4 % (G e n try
,

1 9 9 1 :

APPa n a h e t a l
. ,

1 9 9 3 ; Pe re z
一

S a iie ruP et a l
. ,

2 0 0 1 :

Se hn itz e r
,

2 0 0 5 )
。

相对而言
,

非洲热带森林木质藤本

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和丰富度(Se h 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 2 )
。

例如
,

在厄瓜多尔 Y a s u n i国家公园的 12 个

0
.

2 h m Z
的样地里

,

木质藤本达到 3 11 个种(胸径大于 1

e m ) (Bu rn ha m
,

2 0 0 4 )
,

而在玻利维亚亚马逊流域热带

森林的 1 hm “样地木质藤本达 51 个种
,

密度达到2 4 71

株lh m Z
(胸径大于2 c m )

,

是迄今为止文献报道木质藤本

密度最高的地区(Pe re z
一

S a .ieru P e t a l
. ,

2 0 0 1)
。

另外
,

温带的一 些地 区也可能出现丰富的木质藤本群落

(s ch ni tz er
,

20 05 )
,

如在频繁遭受洪水干扰的温带森林中
,

木质藤本的密度可能很高(H e ga rty a n d C ab a lle
,

199 1)
。

(La ur a n c e et al
. ,

20 0 1)
。

也有报道表明
,

森林土壤的

肥沃度并不影响木质藤本丰富度(. ba rra
一

Ma n riq u ez a n d

Ma rt in e z
·

R a m o s
,

2 0 0 2 )
。

另外
,

森林干扰(砍伐
、

火

灾等)可以增加森林木质藤本的丰富度
,

从而导致木质藤

本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在干扰频率较高的林缘显著高于森

林内部(B a lfo u r a n d Bo n d
,

1 9 9 3 : La u ra n ee e t a l
. ,

20 01 )
。

在过去 20 多年里
,

亚马逊森林木质藤本的优势

度每
:

年增加 ,
.

7% 一 4
.

6 %
,

木质藤本的密度
、

基面积和

平均个体大小也不断增加(Ph illiPs e t a !
. ,

20 0 2 )
。

导致

这种变化的可能原因或许与地区气候变化和CO Z
浓度的

增加有关
。

进一步的研究得出
,

在一定范围内
,

C O :
浓

度升高能显著影响木质藤本的生长(G ra n a d o s a n d

Ko rn e r
,

2 0 0 2 )
。

3
.

2 影晌木质藤本多样性与丰 , 度的因素

一般认为
,

木质藤本多样性和丰富度主要决定于几类关

键的非生物因子
。

如 : 温度
、

降雨
、

土壤肥力
、

森

林干扰和大气中CO Z
的浓度等(Ba lfo u r a n d Bo n d

,

199 3 ;

La u ra n ee e t a l
. ,

2 00 1 : S e h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0 2 :

PhilliPS et a l
. ,

20 02 )
。

温度是限制木质藤本向高纬度

分布的主要原因之一
。

木质藤本宽大的导管在冬季低

温下面临着空穴化甚至结冰的危险(葡萄科的一些种例

外)
,

从而阻碍水分运输
,

限制了其往高纬度的分布
,

这被

认为是木质藤本丰富度随纬度升高而急剧下降的主要原

因(B alfo u r a n d Bo n d
,

19 9 3 : Tyre e a n d E w e rS
,

1 9 9 6 :

S C hni tz er
,

2 0 0 5)
。

最新研究表明
,

木质藤本的丰富度

与年降水量呈负相关
,

与森林的季节性强弱呈正相关
。

在具有明显干湿季的季节性森林中木质藤本具有较高的

丰富度
,

这种趋势与大多数植物类群的分布规律相反

(Sch ni tz er
,

2 0 05)
。

在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中
,

作者

调查发现木质藤本的丰富度比其它类型森林高很多

(la9
.

4 土 15
.

7 株心
.

1 h m
一 2 ,

n二 5)
。

在巴拿马热带季节

性森林中
,

干季木质藤本高度的增加率是树木的7倍
,

而

在湿季仅为2倍
,

长期的干季生长优势
,

致使这些干湿季

明显的森林中木质藤本具有很高的丰富度(S c hni tZ er
,

2 0 0 5)
。

在热带地区
,

木质藤本的丰富度往往随土壤肥

力而增加(p u tz a n d C ha i
,

1 9 8 7 )
,

但这种关系较弱

4
.

1

木质藤本的生态学功能

对树木生长和更新的影晌

一般认为
,

木质藤本对树木存在许多负面影响
。

例如 :

木质藤本会对树木造成机械伤害和减小树木对病虫害
、

森林火灾的抵抗力等(Pu tz
,

1 9 8 4 a : S te ve n s
,

1 9 8 7 :

SCh 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2 )
。

木质藤本影响树木的

繁殖能力
、

减小树木的生长和结实率
,

甚至影响其生存

(Pu tz
,

19 8 4 a ; S te ve n s
,

1 98 7 : K a in e r e t a l
. ,

2 0 06 )
。

多年来
,

木质藤本和树木之间的竞争关系一直引起生态

学家和林学家的强烈兴趣(p u tz a n d M o o n e v
,

1 9 9 1 ;

Pe re z
一

S a lieru P a n d B a rke r
,

2 0 0 0 ; S e h n itz e r e t a l
. ,

2 0 0 5)
。

在热带森林中
,

光被认为是决定苗木生长和存

活的主要非生物因子
。

许多研究表明
,

光合有效辐射的

增强可减小地上竞争因而增加苗木的生长和存活率

(Po Pm a a n d Bo n g e rs
,

198 8 )
,

植物l’M的地下竞争对苗

木的更新作用很小(D e n slo w et a l
. ,

1 9 90 )
。

但最近的

研究表明
,

喜光树种和耐阴树种间的地下营养竞争和地

上光资源竞争同样重要(Le w is a n d T a n n e r
,

2 0 0 0 )
。

很

少有研究能清晰地解释木质藤本和树木之间的关系以及

木质藤本对树木作用的确切机制
。

长期以来有关木质

藤本和树木相互作用的研究认为
,

地上竞争起着主要作

用(Ste ve n s
,

19 8 7 : Ca m Pb e ll a n d N ew b e ry
,

19 9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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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随着对森林林下苗木间地下竞争的认识
,

研究者发

现木质藤本和树木间的地下竞争同样很重要(Di lle n b ur g

e t a l
. ,

19 9 5 : S eh n itz e r e t a l
. ,

2 0 0 5 )
。

如 : D ille n b u rg

等(, 9 93
,

19 95) 在通过对2种木质藤本(金银花和五叶地

锦)和 , 种树木(北美苏合香)地上和地下竞争的相对强度

研究
,

发现地下竞争(特别是土壤N
,

而不是地上竞争光)

显著减小了树木生长率
。

在季节性森林的干季
,

尸er e z
-

S a lic ru P和 B a rke r (2 0 0 0)发现在除去木质藤本 1天后
,

支持树木的叶片水势就表现出显著升高
,

表明木质藤本

和支持树木强烈竞争土壤水分
。

近期
,

通过设置不同的

光强及挖沟处理
,

作者发现在弱光环境下木质藤本地上

竞争对树木幼苗生长产生显著作用
,

而在高光下这种影

响较弱; 与此相反
,

地下部分竞争在高光下对树木幼苗生

长产生了极显著的作用
,

并且
,

在弱光环境中
,

喜光树种

对木质藤本地上部竞争更为敏感
。

所有这些不同的结

论可能与地上和地下资源的相对有效性有关(C。。m e s

a n d G ru b b
,

2 0 00 ; Lew is a n d Ta n n e r
,

20 0 0)
。

木质藤本与树木竞争水分
、

营养或者直接造成机

械损伤从而限制树木生长
,

甚至可能导致树木死亡

(s a rke r a n d p e re z
一

Sa lie ru p
,

20 0 0 )
。

但有趣的是
,

并

不是对所有树木都表现出这种效应
。

一些研究表明
,

木

质藤本对树木的影响程度随不同物种而有所 不 同

(Se hn itz e r et a !
. ,

2 0 00 : La u ra n ee et a l
. ,

2 0 0 1)
,

对生

长缓慢
、

耐阴的树种有较大影响
,

而不影响(甚至间接促

进)先锋树种的生长(p u tz
,

19 8 4 b : La u ra n C e e t a l一

2 0 01 )
。

这种不对称的效应会改变树种间的相对竞争能

力和增加某些树木的死亡率
,

从而改变森林群落树种的

构成(Pu tz
,

1 9 8 4 a
,

1 9 8 4 b ; S e h n itZ e r e t a l
. ,

2 0 00 :

La u ra n e e e t a l
. ,

2 0 0 1 ; Pe re z
一

S a lie ru P
,

2 0 0 1)
。

实的高峰
,

或与树木有明显的区别(Lei g ht o n a n d

Le ig h to n
,

1 9 8 3 ; Pu tz a n d W in d s o r
,

1 9 8 7 ; lb a rra
·

Ma n riq u e Z e t a l
. ,

19 9 1 )
。

因而
,

在树木缺少花和果的

时期
,

木质藤本可以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
,

这对森林生物

多样性的维持和结构复杂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森林中
,

林窗为竞争力不同的树种提供异质性的

资源
,

林窗的形成对于森林更新至关重要
,

长期被认为是

维持森林物种多样性的主要途径之一(O e ns IOw
,

19 8 7;

S c h n itZ e r e t al
. ,

20 0 0)
。

但在有关林窗假说的研究中
,

大多数仅仅只涉及树木
,

木质藤本的作用往往被忽略

(S eh n itz e r a n d Ca rs o n
,

20 0 1 : S c h n itz e r a n d Bo n g e rs
,

2 00 2)
。

事实上
,

在一部分林窗中
,

树木并没有轻易地长

成大树而使林窗愈闭
,

由于木质藤本的存在
,

林窗更新还

可能遵循另一种演替途径:林窗中木质藤本占优势
,

树木

可能被藤本覆盖压抑相当长的时间(S c hni tZ er et al
. ,

2 0 00)
。

研究表明
,

在林窗和非林窗之间
,

耐阴树种的密

度和物种丰富度没有差别
,

但先锋树种和木质藤本密度

和物种丰富度在林窗里明显增高
,

表明林窗不维持耐阴

物种的多样性
,

但能促使木质藤本多样性的增加

(S c h n itz e r a n d Ca rs o n
,

2 00 1)
。

由于木质藤本和先锋

树种在森林林窗中占很大比例
,

因此对木质藤本的研究

可以为林窗维持热带森林维管植物多样性的假说提供强

有力的证据
。

4
.

3 森林生态系统碳库

4
.

2 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林窗更新

木质藤本加强了森林树木之间的联系
,

为林内动物提供

通道
,

花与果实为动物提供了食物
,

其宽大的林冠也为动

物提供了栖息地
,

增加了森林资源的丰富性(尸ut z
,

1 9 8 4 a ; S c h n itz e r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 2 )
。

木质藤本有

多样的传粉途径和种子传播机制
,

与树木相比
,

木质藤本

表现出不同的花期和结实模式
,

通常不表现出开花和结

木质藤本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中碳固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
。

Phil liPs 等(2 0 02) 发现在过去 2 0 多年里
,

在没有

片断化的亚马逊森林中木质藤本的优势度增加
。

由于

木质藤本提高了树木的死亡率和抑制树木生长
,

且木质

藤本的生物量通常较小(Pu tZ
,

19 83)
,

树木生物量的丢失

不能被木质藤本生物量的增加所弥补
,

且随着森林片断

化的加剧
,

木质藤本丰富度的继续增加可能改变森林的

群落结构
,

使得先锋树种相对比例增高(S eh n itz e r a n d

Car s o n
,

2 0 0 1)
。

这意味着
,

从长远看
,

木质藤本会 导致

森林对C O Z固定能力的降低
,

森林储存的碳库将可能减

小
。

但木质藤本对森林碳固定的贡献率可能随森林生

产率的增加
、

气候的变化和干扰导致其丰富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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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化(La u ra n c e e t a l
. ,

19 9 7
,

2 00 1)
。

5 木质藤本的经济价值和管理措施

很多木质藤本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植物资源
,

在药品
、

食

物
、

工艺品和建筑材料等方面被当地居 民广泛利用

(B o n g e rs e t a l
. ,

2 0 0 2 )
。

例如
,

在非洲象牙海岸
,

有 1 14

种当地木质藤本被利用
,

其中被作为药材的多达 8 3 种

(Tr a et al
· ,

20 0 2 )
。

有些木质藤本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

如喀麦隆的一种木质藤本 A n c is to c la du
s k。川p e n sis,

含有可以抑制艾滋病病毒(h u m a n im m u n o d e fie ie n ey

v irus
,

HIV )活性的生物碱(Th o m a s
,

1 9 94 : Fo s te r a n d

S or k
,

, 9 9 7)
,

使之成为十分珍贵的植物资源
。

在我国

热带地区
,

省藤
、

臭菜
、

见血飞
、

买麻藤
、

油瓜 和

通光散等是当地被广泛利用 的经济类木质藤本
。

但森

林中大量木质藤本的存在往往对森林管理和经济效益带

来负面影响(Pa rre n a n d Bo n g e rs
,

20 0 1 : Pe re z
一

S alic ru P

et a !
. ,

2 0 0 1)
,

为此人们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

先前

广泛采用的地毯式人工砍伐的确可以迅速降低木质藤本

密度
,

但成本较高
,

并且可能会降低森林保护的价值

(V id a let a l
. ,

19 9 7 : Pa rre n a n d B o n g e rs
,

2 0 0 1 : Pe re z
-

S a !iC ru P e t a l
. ,

20 0 1)
。

如何管理森林中的木质藤本以

及提高木质藤本的砍伐效率是许多林学家和生态学家多

年来一直关注的焦点
。

为了减轻地毯式砍伐后带来的

潜在负面效应
,

有人提出了选择性砍伐
,

即把需砍伐的树

木上的木质藤本砍掉
,

或者将直径大于某一水平的木质

藤本砍掉
,

另外还可以将需砍伐的树木某一半径范围内

的木质藤本砍掉(G e rw in g a n d v id a l
,

2 0 0 2 )
。

鉴于人

工砍伐的利弊
,

砍伐木质藤本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和

认真细致研究的基础上
。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人力物力

的消耗
,

同时可以最小限度地减少砍伐对整个生态系统

的破坏
,

从而获得最大净经济效益
。

来的研究开始着眼于木质藤本多样性维持机理
,

木质藤

本对树木影响的确切机制
,

地上竞争
、

地下竞争的相对

重要性的研究
。

然而
,

现在还面临着许多重要的问题
。

例如
,

干扰对木质藤本多样性维持的确切机制? 多大比

例的木质藤本是真正耐阴的
,

仅仅在早期阶段耐阴还是

整个生活史都耐阴? 在不同森林生态系统中
,

木质藤本

对树木的影响到底如何 ? 全球气候变化下
,

木质藤本的

增加对整个森林系统碳收支平衡的影响程度如何? 随着

全球森林片断化加剧
,

木质藤本数量明显上升
,

木质藤本

在整个森林动态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将日益明显(W rig ht

et al
· ,

2 0 0 4)
。

通过长期野外
、

室内观察实验
,

从而对

其个体生态学行为
、

微观结构及生理特征进行研究
,

并

且结合在种群和生态系统水平上对木质藤本的研究将有

助于我们对木质藤本有更好的认识
,

从而对其更好地利

用 和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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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概论(原书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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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是 21 世纪的主要技术
。

基因工程
、

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兴起以及转基因作物和动物的产生
,

使许多人类

活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

在本版中
,

Jo h n S m ith 再次深人浅出地阐述了生物技术
,

特别是基因操作的奥秘
,

为学生和普通

读者介绍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历史
、

技术和应用
。

本书涵盖了生物技术的各个方面
,

包括它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利益
。

同时
,

也介绍了公众对生物技术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和安全问题
。

本书既可用作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

也可供

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使用
。

《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检测实施规划研究》

黄真理 吴炳方 敖良桂 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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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的学术专著
,

从规划层面对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进行了初

步研究和总结
。

本书介绍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
,

总结了国内外大型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监测的经验
,

构建了三峡

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的总体结构
、

各子系统和信息系统
,

讨论了监测系统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及已经取得的本底

监测成果
。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
、

科研单位从事环境保护和监测的科技人员
,

生态与环境监测单位(部门)的专业人员
,

政府相

关部门的管理人员以及对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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