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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法测定了浙江省7个不同地区香果树茎和叶的红外光谱，以721～3 

366 cm-1范围内的吸收峰吸光度为指标，以红外光谱图为对象，应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比较了7个不同地理居群香果树茎和叶在红外光谱图上的差异
程度，即各吸收峰所对应的化学成分含量差异。结果表明，香果树茎和叶的红外光谱存在一定差异，叶在聚类分
析中所表现出来的居群间的距离系数和主成分分析三维排序图中各居群的相对位置都较大，在研究植物不同地理
距离居群多样性分化方面具有比茎更好的效果。与其他地区地理距离相对较远的大盘山和古田山香果树居群红外
光谱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分化显著。九龙山、乌岩岭和松阳的香果树居群红外光谱图各有其特点，在三维排序图
上的位置差异不大，聚类分析也显示这几个居群间距离系数很小，说明这几个地区香果树居群在植物化学组成上

存在一定差异，但居群多样性分化不显著。发现基于FTIR的主成分分析排序图和聚类分析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

征植物不同地理居群间多样性的分化，这也表明，FTIR在应用于濒危植物保护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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