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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研究了不同光强下生长的（透光率分别为12.5%、36%、50%、100%）两种入侵性不同的外来

种——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和兰花菊三七（Gynura sp.）的生物量分配、叶片形态和生

长特性。结果表明: 1）两种植物叶片形态对光环境的反应相似。弱光下比叶面积（SLA）、平均单叶面积

（MLS）和叶面积比（LAR）较大，随着光强的升高，SLA、MLS、LAR和叶根比（LARMR）降低。2）100%
光强下紫茎泽兰叶生物量比（LMR）、叶重分数（LMF）和叶面积指数高于低光强下的值，也高于兰花菊三七，

支持结构生物量比（SBR）则相反。强光下紫茎泽兰叶片自遮荫严重，这可能是其表现入侵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兰花菊三七分枝较多，避免了叶片自遮荫，较多的分枝利于种子形成对其入侵有利。3）随生长环境光强的升

高，两种植物的净同化速率（NAR）、相对生长速率（RGR）和生长对NAR的响应系数均升高（但100%光强下

兰花菊三七RGR降低），平均叶面积比（LARm）和生长对LARm的响应系数均降低，但不同光强下LARm对生

长的影响始终大于NAR。4）随着光强的减弱，两种植物都增加高度以截获更多光能，但它们的生物量分配策略

不同，紫茎泽兰根生物量比（RMR）降低，SBR增大，而兰花菊三七SBR降低，RMR增大。紫茎泽兰的生物量分
配策略更好的反应了弱光环境中的资源变化情况。结论：紫茎泽兰对光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于兰花菊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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