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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也拥有社会性 

 

据美国《连线》杂志报道，在数十年来一直认为植物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之后，科学家最终发现它

们也拥有行为能力，这一度被视为动物的“专利”。一些植物甚至表现出社会性，它们也会关心家人同

时将附近陌生的家伙赶走。 

 

向来富有争议 

 

对植物社会性的研究仍然很年轻，很多问题尚没有得到解答。但这种研究可能改变人们看待植物世

界的方式，为提高地球上日益减少的耕地产量提供一系列新途径。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学家苏珊·达德

利表示：“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那时的研究人员认为一些植物获取资源的能力高于或者低于其它植

物，但他们却对植物世界的整个社会性形势视而不见。在将目光聚焦这个问题后，我吃惊地发现植物也

拥有社会性。自此之后，我们发现了更多与之有关的东西。” 

 

在刊登于11月出版的《美国植物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的一篇研究论文中，达

德利描述了凤仙花属植物(一种常见开花植物)在周围有亲人存在时如何消耗与正常情况相比更少的能

量，用于根部生长。如果遭遇的是在遗传学上与之无关的凤仙花属植物，它们的根部便会尽可能快地生

长。 

 

以这种方式辨认自己的亲人是亲属识别能力的一个例子。在动物世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动物是

亲属识别的前驱，它们会帮助自己的家人，而不是只考虑到自己。达德利认为植物也拥有亲属识别能

力。很显然，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想法，与之有关的争论同时也反映出植物社会性研究已经走了多远。 

 

有助提高农业产量？ 

 

上世纪80年代达德利求学时，植物也拥有社会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成为科学家的一种“禁忌”。10年

前，《植物的秘密生活》这一新世纪杰作促使植物社会性的观点流行开来。但随后有关“会说话的树”

的研究并没有被“复制”，植物社会性这一观点也随之变得黯然无光。 

 

虽然被视为一种愚蠢的想法，但有关植物间交流的研究却也不断增多。绝大多数围绕植物如何自我

防卫展开，例如释放毒素或者在附近无关植物被吃掉时将资源集中于它们的免疫系统。这种自我保护显

然与某种类型的化学信号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植物具有自我识别能力。它们是否会对亲属作出反应进

而成为一个合理而令人痴迷的问题。 

 

植物会“说话”这种观点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带着这份想象力，科学家开始朝揭开谜团的道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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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种研究将让人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植物行为和进化。通过将目光聚焦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率，

亲属识别研究能够带来丰硕的成果。 

 

荷兰内梅亨大学植物生态学家汉斯·德·科里恩表示：“我们知道，亲属识别和选择在动物世界的

家庭结构、利他行为以及类似事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在动物世界表现得非常突出。一

旦发现植物也具备亲属识别能力，我们便可将一系列假设应用到植物研究，这是此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

的。” 

 

根叶均可释放信号 

 

有关植物亲属识别能力研究的标志性论文2007年诞生于达德利的实验室，当时她演示了美国植物

searocket在置身陌生者之中时会加速根部生长，在陌生者换成其兄弟姐妹时又会减缓根部生长速度。

与动物一样，它们也会共享水和食物。 

 

根据刊登于10月号《通讯与整合生物学》（Communicative and Integrative Biology ）的一篇研

究论文描述，特拉华州大学生物学家哈什·巴斯和梅雷迪思·比德拉兹基，试图通过将拟南芥菜秧苗

(位于各自的盛装容器内)暴露在其它拟南芥属根部分泌物环境下这种方式，孤立其亲属识别通道。事实

证明，信号正如达德利所发现的那样存在于根部，其生长模式因分泌物到底来自亲属还是在遗传上与之

无关的植物发生变化。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达德利最近研究中使用的植物进行分别盛装同时并没有暴露在彼此的分泌物环

境下，说明它们的叶子也和根部一样释放出化学信号。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的一项研究对

他的发现提供了支持。分校生物学家理查德·卡尔班在6月出版的《生态学快报》（Ecology Letters）

发表研究论文称，当暴露在与之相关的植物遭到破坏这种环境下时，蒿属植物会强化自身免疫系统。形

象地说，它们似乎听到了亲人发出的警告。 

 

离父母近长势最好 

 

为了真正了解这些信号释放及反应系统究竟带来何种益处，科学家仍需进行更多研究。科里恩表

示，亲属识别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亲属选择，植物可能会进行交流，但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会给它们

带来太大益处。 

 

达德利的学生阿曼达·菲勒现正在研究一些树木是否会关心自己的后代。根据她的预测，距离父母

较近的树木可能长势最好。达德利和研究生吉勒莫(《美国植物学杂志》论文联合执笔人)则将目光聚焦

入侵植物的亲属选择现象。他说：“我们正在验证这样一种假设，即在身边存在亲属情况下，入侵植物

会更具有利他性，允许它们成为所在新栖息地更为强大的入侵者。” 

 

对于农作物，达德利建议进行亲属识别研究以分析确定类型的亲属和陌生者布局是否能提高产量。

科里恩目前正在研究多植物物种混合。他希望利用植物间的通讯对预防害虫的天然免疫系统进行工程学

改造。卡尔班说：“在此之前，我们也许认为只有人类或者动物，尤其是脊椎动物才会做这种事情。实

际上，植物也具有行为能力并且复杂性超过我们此前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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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连线》杂志相关报道（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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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还不够充分，亲属、亲缘的社会性是一种社会行为，仅以生物学的现象就推测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有耸人听

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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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太妙了！！！以前种花的时候也注意过一个奇怪的现象。花盆里单种一种花常常活不了多久（可能种花技

术有问题），偶尔新栽花之后夹杂了棵生命力极强的杂草，花和草都活了。初想了下，可能杂草根系庞大，保持

了花盆的水土，然后花活了。按此文观点，也就是说有点像动物界中的“沙丁鱼效应”了！ 

有趣，有机会我也实验下。粗略的实验简单，不拍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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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IP:113.56.82.* 所提实验方案很不错，但实验结果是你臆想的呢还是真做了？别人可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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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从科学又走向神秘。近亲植物在一起之所以减少根部发展，是因为它们在一起的时侯有一种合力，能增加根

部对水的吸收。这种合力目前还没法测出。不然，何以得出在父母身边的植物长势最好呢。这也可以通过一个实

验进行证明：以同量的水和肥加给不同类群的植物群落，那么近亲群落吸收较快。所以近亲植物在一起根部发展

减缓并不代表吸收减弱。再说，就算根部的吸收减弱，近亲植物在一起的合力一定会使在空气中的吸收增强，不

然，何以长势增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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