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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岸生植物秋华柳对水淹的光合和生长响应  

罗芳丽,曾 波*,陈 婷,叶小齐,刘 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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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阐明三峡库区岸生植物秋华柳(Salix variegata)对水淹的耐受机制，模拟三峡库区消落带水淹发生的情

况，研究了在不同水淹时间和水淹深度处理下秋华柳的光合和生长特性。实验设置了对照(不进行水淹，常规供水

管理)、水淹根部(植株置于水中， 植株地下部分被淹没)、水下0.5 m(植株置于水中，植株顶部在水面下0.5 m)
和水下2 m(植株置于水中，植株顶部在水面下2 m)4个不同的水淹深度和0、10、20、40、60和90 d 6个不
同的水淹时间处理，并测定了在不同水淹时间和水淹深度处理下秋华柳的光合作用、叶绿素荧光和生长。研究结

果发现：随着水淹时间的延长，对照和水淹根部植株都具有高的净光合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和羧化效率。水淹40 
d后，相同水淹深度处理秋华柳植株的净光合速率显著高于耐水湿环境的垂柳(Salix babylonica)(p<0.05)。水

淹90 d后， 全淹处理植株的光合能力较对照有显著的下降(p<0.05)，对照、水下0.5 m和水下2 m植株的净光

合速率分别为13.2、10.1和8.05μmol CO2&#8226;m－2&#8226;s－1，同时全淹植株 PSII的最大光化学

效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显著低于对照和水淹根部 处理的植株(p<0.05)。水淹40、60和90 d后，全淹植株

的胞间CO2浓度都高于对照和水淹根部植株。随着水淹时间的增加，水淹根部植株不定根数量不断增加，而全淹

植株只有极少量的不定根产生。水淹根部植株的主茎长的增量、分枝数的增量、主茎新生叶片数、根生物量的积
累和总生物量的积累都高于全淹植株，全淹植株在水淹过程中，其主茎长、分枝数、 主茎新叶数、根生物量和总

生物量都有增加，同时其凋落叶片较多。水淹90 d后，秋华柳植株的存活率为100%。研究结果表明，秋华柳在
经过较长时间的水淹后，表现出较强的光合和生长适应性，可以考虑将秋华柳列为三峡库区消落带植被构建的物
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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