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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民 李荣平 李雪华 骆永明 王红梅 蒋德明 南寅镐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沈阳 !!""!#）

摘 要 研究了科尔沁沙地 #$ 种植物的繁殖体（%" 种为种子，%$ 种为果实）重量。结果表明：!）传播体为果实的植

物可分为 & 个组别（即果实单粒重 ’ "(! )*、"(! + "( $$$ $ )*、! + $( $$$ $ )*、!" + $$( $$$ $ )*）；黄蒿（!"#$%&’&( ’)*+
,("&(）果实（"(",! - )*）和小香蒲（-.,/( %&0&%(）果实（"("#. / )*）最轻，苍耳（1(0#/&2% ’&3&"&)2%）单个果实（--( .$& %
)*）最重；/）传播体为种子的植物可分为 % 个组别（即种子单粒重 "( ! + "( $$$ $ )*、! + $( $$$ $ )*、!" + $$( $$$ $
)*）；马齿苋（4*"#25()( *5$"()$(）种子（"(!,! & )*）最轻，苦参（6*,/*"( 75(8$’)$0’）种子（&#(-.! # )*）最重；%）黄蒿、马齿

苋、轮叶沙参（!9$0*,/*"( #$#"(,/.55(）、碱地肤（:*)/&( ’&$8$"’&(0(）、狼尾花（;.’&%()/&( 3(".’#()/.’）、灰绿藜（</$0*,*9&2%
=5(2)2%）、刺沙蓬（6(5’*5( "2#/$0&)(）、菟丝子（<2’)2#( )/&0$0’&’）、大籽蒿（!"#$%&’&( ’&$8$"’&(0(）、狗尾草（ 6$#("&( 8&"&9&’）、野

古草（!"209&0$55( /&"#(）等植物所以广泛分布可能是因为它们繁殖体轻（ ’ ! )*）且具有持久土壤种子库；&）流沙上的

先锋植物或沙生演替系列前期植物沙蓬（!="&,/.552% ’>2(""*’2%）、差巴嘎蒿（!"#$%&’&( /(5*9$09"*0）、乌丹蒿（!"#$%&’&(
?29(0&)(）、狗尾草、雾冰藜（@(’’&( 9(’.,/.55(）的繁殖体要么重量居中或偏大，要么有降低位移的其它机制。

关键词 种子重量 生活型 土壤种子库 分布 沙生植物 比较植物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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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植物生态学研究中，种子形态学与干扰

的关系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刘志民等，EFFG）。已有

研究表明，种子重量与种子的传播距离、种子库寿

命、植物定居成功率、植物繁殖力相关（>"&.8$&7，

-H,+；>"&.8$&7 */ &( ;，-HHG；I#4"#1 */ &( ;，-HHH；

J6&1#! */ &( ;，-HHH；D<& */ &( ;，EFFF）。

比较研究就是对大量的具有明显生态学差异的

种或种群的发芽、生长、繁殖、生理进行对照研究。

它有助于更有地方性和更深入的研究，能使生态学

家辨识出植物适应进化的主要途径并且确定在特定

生境中植物具备适合度（或适合度缺乏）而所表现出

的生活史和生理特点（D14.#，EFF-）。进行植物功能

类型划分需要对大量的物种和种群进行对策分类

（A42K */ &( ;，-HHH；L6#@#1，-HHH）。英国、阿根廷、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对大量种子的重量进行了专门

的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其生态学意义（>"&.8$&7 */
&( ;，-HHG；M&6#$ */ &( ;，EFFF）。我国学者研究了典

型草原 -EF 个物种的种子大小（仲延凯等，EFF-）。

科尔沁沙地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是荒漠

化相对严重的地区。对科尔沁沙地，目前关于生活

史繁殖对策的研究很少，大量物种的比较研究尤其

罕见，因此，影响了对植被持续性机制、种群扩散机

制、杂草侵入机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机制的认识。

作者对 )H 个科尔沁沙地植物区系中的植物种

的种子重量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种子重量与植

物分布和植物沙生适应性的关系，旨在为植被的保

护和管理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所用实验材料 EFFE 年采自科尔沁沙地乌兰敖

都地区。尽管植物繁殖体常指种子，但在很多场合

实际指果实，因为繁殖体同时是传播体，而有些植物

又不便于将果实和种子分开（>"&.8$&7 */ &( ;，-HHG；

仲延凯等，EFF-）。在此，所分析的是种子、闭果和单

种果实。每一物种的量测对象列于表 - 中。禾本科

植物带外稃和芒（如果有芒）量测，菊科植物女菀

（.+/*% ’&+/1:1&/3+）、山 莴 苣（ 7&,/3,& 1-41,&）、苣 荬 菜

（!"-,$3+ 8%&,$5"/3+）、黄金菊（?5#",$"*%1+ :%&-41’("%&）

果实测量时带冠毛。苍耳（@&-/$130 +181%1,30）、鹤虱

（7&##3(& 05"+"/1+）、雾冰藜（>&++1& 4&+5#$5((&）等的果

实带钩或刺量测。细叶白前（95-&-,$30 +181%1,30）、

萝摩（A*/&#(*B1+ C&#"-1,&）、罗布麻（.#",5-30 )*-*/30）

种子带毛量测。因为这些附属物具有植物传播价

值。重量是 -FF 粒繁殖体的风干重量。每种植物有

N 个重复（>"&.8$&7 */ &( ;，-HHG）。

根据文献（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

队，-H,N；曹新孙，-HHF；刘女英心，-H,N；-H,+；-HHE；刘

新民等，-HH)）引用学名并确定植物的生活型和生态

特性。

* 结 果

GH 种植物测量果实，GF 种植物测量种子（表

-）。

对传播体为果实的植物，可以大致分为 ( 个组

别（表 E）。黄蒿（.%/*01+1& +,"#&%1&）果实（F *FN- + ./）
和小香蒲（D5#$& 01-10&）果实（F * F), E ./）重量最

小。苍耳单个果实（++ *,H( G ./）最重。对传播体为

种子的植物，可以大致分为 G 个组别（表 E）。马齿

苋（2"%/3(&,& "(*%&,*&）种子（F * -N- ( ./）最轻，苦参

（!"#$"%& ’(&)*+,*-+）种子（() *+,- ) ./）最重。

以果实作为传播体的一年生杂草狗尾草（ !*E
/&%1& )1%141+ ）、金 狗 尾 草（ ! ; :(&3,& ）、水 稗 草

（F,$1-",$("& $1+#143(&）、毛马唐（G1:1/&%1& ,1((1&%1+）、雾

冰藜、太阳花（F%"4130 +/*#$&-1&-30）、鹤虱果实重量

（单果重 F *NN, + O G*GFF + ./）居中。以种子作为繁

殖体的一年生杂草如野大豆（H(5,1-* +"C&）、灰绿藜

（9$*-"#"4130 :(&3,30）、碱地肤（6",$1& +1*)*%+1&-&）、

刺沙蓬（!&(+"(& %3$/*-1,&）、碱蓬（ !3&*4& ,"%-1,3(&/&）、

马齿苋、曼陀罗（G&/3%& +/%&0"-130）、苘麻（ .83/1("-
/$*"#$%&+/1）、野 西 瓜 苗（?181+,3+ /%1"-30）、地 锦

EE) 植 物 生 态 学 报 E, 卷



表 ! "# 种植物的繁殖体重量

$%&’( ! )*%+,-.( /(*012 -3 "# +,(4*(+

植物种

5,(4*(+
所属科

6%7*’8
生活型

9*3( 3-.7

百粒重（ : 5;）

!<< =*%+,-.( /(*012
（70 : 5;）

量测对象（种

子或果实）

)*%+,-.( 28,(
（5((=+ -. 3.>*2+）

! 冷蒿 !"#$%&’&( )"&*&+( 菊科 ?-7,-+*2%( 55 !@ AB" : <AC" 瘦果 D41(E(
C 万年蒿 ! , *%$-&.&& 55 !# AFG : <A!H 瘦果 D41(E(
G 差巴嘎蒿 ! , /(-0+$.+"0. 55 @< AHH : !A@H 瘦果 D41(E(
B 大籽蒿 ! , ’&$1$"’&(.( DIJ CGA"H : <AC" 瘦果 D41(E(
@ 黄蒿 ! , ’203("&( DIJ @A!H : <A!! 瘦果 D41(E(
" 乌丹蒿 ! , 45+(.&2( 55 GH AH" : <AFH 瘦果 D41(E(
H 女菀 !’#$" )(’#&*&(#5’ KJ !"ABB : <ACC 瘦果 D41(E(
F 飞廉 6("+55’ .5#(.’ IJ ! BF"AG@ : G# AH" 瘦果 D41(E(
# 砂蓝刺头 72/&.03’ *%$-&.& KJ "C"A"@ : "A<F 瘦果 D41(E(
!< 黄金菊 89302/0$"&’ *"(.+&)-0"( KJ G"FA"! : #A<< 瘦果 D41(E(
!! 山莴苣 :(2#52( &.+&2( IJ !!!AF" : <A#C 瘦果 D41(E(
!C 苣荬菜 ;0.2/5’ <"(2/90#5’ KJ B<A!B : !AB< 瘦果 D41(E(
!G 苍耳 =(.#/&5% ’&<&"&25% DJ H HF#ABG : !G"AH< 瘦果 D41(E(
!B 野古草 !"5.+&.$--( /&"#( 禾本科 L.%7*E(%( KJ @HAH! : <AH" 颖果 ?%.8-,+*+
!@ 糙隐子草 6-$&’#0*$.$’ ’>5(""0’( KJ !CHAF" : !A@! 颖果 ?%.8-,+*+
!" 披碱草 6-&.$-9%5’ +(/5"&25’ KJ G#GAG< : !#A"@ 颖果 ?%.8-,+*+
!H 毛马唐 ?&*&#("&( 2&--&("&’ DJ !<HAHB : <AFF 颖果 ?%.8-,+*+
!F 水稗草 72/&.02/-0( /&’3&+5-( DJ !H#A#F : !HAB< 颖果 ?%.8-,+*+
!# 牛鞭草 8$%("#/"&( 20%3"$’’( KJ C<FA<C : !"A@H 颖果 ?%.8-,+*+
C< 冠芒草 @(3303/0"5% <0"$(-$ DJ @BA@! : <A#! 颖果 ?%.8-,+*+
C! 狼尾草 6(-(%(*"0’#&’ $3&*$&0’ KJ CBAFF : <A@! 颖果 ?%.8-,+*+
CC 金狗尾草 ;$#("&( *-(52( DJ GG<A<H : !<AG! 颖果 ?%.8-,+*+
CG 狗尾草 ; , 1&"&+&’ DJ @@AFH : BA<H 颖果 ?%.8-,+*+
CB 山竹子 8$+9’("5% )"5#&20’5% 豆科 9(0>7*E-+%( 55 ! C"BA<C : !BAF" 荚果 K-=
C@ 野大豆 A-92&.$ ’0B( DJ F@#A!# : "<AF" 种子 5((=
C" 兴安胡枝子 :$’3$+$C( +(15"&2( 55 CGBA<G : HA#! 荚果 K-=
CH 紫花苜蓿 D$+&2(*0 ’(#&1( KJ CC@AH# : GA!# 种子 5((=
CF 黄花草木樨 D$-&-0#5’ ’5(1$0-$.’ DIJ !@#A#F : "AH" 种子 5((=
C# 苦参 ;03/0"( )-(1$’2$.’ KJ B "HFA!" : #G AGG 种子 5((=
G< 苦马豆 ;4(&.’0.&( ’(-’5-( 55 !HHA#! : BA"" 种子 5((=
G! 网果葫芦巴 E"&*0.$--( F0"’/&.’F9& DJ G"FAHC : @A!B 种子 5((=
GC 野豌豆 G&2&( (%0$.( KJ ! HCGA<C : !#GA<< 种子 5((=
GG 沙蓬 !*"&03/9--5% ’>5(""0’5% 藜科 ?1(E-,-=*%4(%( DJ !@CAC# : CA#C 种子 5((=
GB 雾冰藜 H(’’&( +(’93/9--( DJ HBAGC : !AHG 胞果 M.2.*4’(
G@ 灰绿藜 6/$.030+&5% *-(525% DJ GHAGC : <A!# 种子 5((=
G" 碱地肤 I02/&( ’&$1$"’&(.( DJ !#AG# : <ABC 种子 5((=
GH 刺沙蓬 ;(-’0-( "5/#$.&2( DJ @#A@G : !A!H 种子 5((=
GF 碱蓬 ;5($+( 20".&25-(#( DJ F#AC! : !A@B 种子 5((=
G# 萝摩 D$#(3-$J&’ B(30.&2( 萝摩科 D+4’(,*%=%4(%( KJ GGCA#< : G!A@C 种子 5((=
B< 杠柳 @$"&3-02( ’$3&5% 5 ! C"! A@" : "< AH@ 种子 5((=
B! 细叶白前 69.(.2/5% ’&<&"&25% KJ HF"A#G : GHAC" 种子 5((=
BC 知母 !.$%(""/$.( (’3/0+$-0&+$’ 百合科 9*’*%4(%( KJ G#!AG# : "AG# 蒴果 ?%,+>’(
BG 海滨天冬 !’3("(*5’ <"(2/93/9--5’ KJ !H!GAHB : GCAG@ 种子 5((=
BB 小黄花菜 8$%$"02(--&’ %&.0" KJ #"#AC@ : !CAHC 种子 5((=
B@ 苘麻 !<5#&-0. #/$03/"(’#& 锦葵科 N%’O%4(%( DJ H"<A#G : GG AGF 种子 5((=
B" 野西瓜苗 8&<&’25’ #"&0.5% DJ G""A!B : !CAHB 种子 5((=
BH 冬葵 D(-1( %0/&-$1&$.’&’ IJ CG#AHG : !"A@G 分果 541*P-4%.,
BF 委陵菜 @0#$.#&--( 2/&.$.’&’ 蔷薇科 Q-+%4(%( KJ BCABG : !AG# 瘦果 D41(E(
B# 地榆 ;(.*5&’0"<( 0))&2&.(-&’ KJ !H#ABF : CA@# 瘦果 D41(E(
@< 石竹 ?&(.#/5’ 2/&.$.’&’ 石竹科 ?%.8-,18’’%4(%( KJ @#AC! : !AG@ 种子 5((=
@! 防风 ;(30’/.&F01&( +&1("&2(#( 伞形科 M7&(’’*3(.%( KJ !#"AFH : @A<C 分果 541*P-4%.,
@C 野鸢尾 K"&’ +&2/0#0%( 鸢尾科 R.*=%4(%( KJ GHBABB : !@AC< 种子 5((=
@G 紧穗三棱草 H0-<0’2/0$.5’ 20%3(2#’ 莎草科 ?8,(.%4(%( KJ C##A"F : CA"" 小坚果 S>2’(2
@B 益母草 :$0.5"5’ B(30.&2( 唇形科 9%&*%2%( DIJ C<HA@! : CA<H 小坚果 S>2’(2
@@ 狼尾花 :9’&%(2/&( <("9’#(2/9’ 报春花科 K.*7>’%4(%( KJ CCA<B : <AG! 种子 5((=
@" 轮叶沙参 !+$.03/0"( #$#"(3/9--( 桔梗科 ?%7,%E>’%4(%( KJ !#ACB : <ABC 种子 5((=
@H 太阳花 7"0+&5% ’#$3/(.&(.5% 牦牛儿苗科 L(.%E*%4(%( DJ CHHA#G : @A"< 蒴果 ?%,+>’(
@F 小香蒲 E93/( %&.&%( 香蒲科 $8,1%4(%( KJ "AFC : <ACG 小坚果 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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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 （’()*+),&-）

植物种

./&’+&0
所属科

1#2+%3
生活型

4+5& 5(62

百粒重（ 7 .8）

!99 -+#0/(6& :&+;<*
（2; 7 .8）

量测对象（种

子或果实）

=+#0/(6& *3/&
（.&&-0 (6 56,+*0）

>? 东北木蓼 !"#$%&$’() *$+)&,#(-$ 蓼科 @(%3;()#’&#& . ABB CDE 7 FCE9 瘦果 G’<&)&
H9 大麻 .$++$/() )$"(0$ 桑科 I(6#’&#& GJ ! 9E>C>! 7 BFC>> 瘦果 G’<&)&
H! 菟丝子 .,)-,"$ -&(+1+)() 旋花科 K()L(%L,%#’&#& GJ HECA9 7 BC?! 种子 .&&-
HB 马齿苋 23#",4$-$ 341#$-1$ 马齿苋科 @(6*,%#’#’&#& GJ !>CE! 7 9CAF 种子 .&&-
HA 苋菜 !*$#$+"&,) #1"#3541’,) 苋科 G2#6#)*<#’&#& GJ E?CBH 7 9CE> 种子 .&&-
HE 曼陀罗 6$",#$ )"#$*3+(,* 茄科 .(%#)#’&#& GJ HB?C!! 7 !9CEB 种子 .&&-
H> 毛茛 7$+,+-,4,) 8$%3+(-,) 毛茛科 M#),2’,%#’&#& @J ?DCDH 7 !CAE 瘦果 G’<&)&
HH 地锦 9,%&3#/($ &,*(5,)$ 大戟科 8,/<(6$+#’&#& GJ AFCE9 7 !C9! 种子 .&&-
HF 鹤虱 :$%%,4$ *;3)3"() 紫草科 N(6#;+)#’&#& GJ !?ACB! 7 !9 C>F 小坚果 O,*%&*
HD 罗布麻 !%3-;+,* 01+1",* 夹竹桃科 G/(’3)#’&#& @J F?C9> 7 ACD> 种子 .&&-
H? 盐生车前 24$+"$<3 *$#("(*$ 车前科 @%#)*#;+)#’&#& @J >ECED 7 9C>! 种子 .&&-
GJ：一年生植物 G)),#%0 GNJ：一、两年生植物 G)),#%P$+&))+#%0 NJ：两年生植物 N+&))+#%0 @J：多年生草本 @&6&))+#%0 .：灌木 .<6,$0 ..：

半灌木（小半灌木）.&2+P0<6,$0

表 B 繁殖体单粒重分组

"#$%& B Q6(,/+); (5 0+);%& -+#0/(6& :&+;<*

单粒重 .+);%& -+#0/(6&’0 :&+;<*
R 9 C! 2;

种子

.&&-
果实

16,+*

9 C! S 9 C??? ? 2;
种子

.&&-
果实

16,+*

! S ? C??? ? 2;
种子

.&&-
果实

16,+*

!9 S ??C??? ? 2;
种子

.&&-
果实

16,+*

植物种

./&’+&0
黄蒿>、

小 香

蒲>D

马 齿 苋HB、轮 叶 沙

参>H、碱地肤AH、狼尾

花>>、灰 绿 藜A>、地

锦HH、苋菜HA、盐生车

前H?、石 竹>9、刺 沙

蓬AF、菟丝子H!、罗布

麻HD、碱蓬AD

冷蒿!、女 菀F、万 年

蒿B、大 籽 蒿E、狼 尾

草B!、乌 丹 蒿H、苣 荬

菜!B、委陵菜ED、差巴

嘎 蒿A、冠 芒 草B9、狗

尾草BA、野古草!E、雾

冰藜AE、毛茛H>

沙 蓬BA、黄 花 草 木

樨BD、苦马豆A9、紫花

苜蓿BF、萝摩A?、野西

瓜 苗EH、网 果 葫 芦

巴A!、野鸢尾>B、曼陀

罗HE、苘麻E>、细叶白

前E!、野大豆B>、小黄

花菜EE

毛马唐!F、山莴苣!!、

糙隐子草!>、地榆E?、

水稗草!D、鹤虱HF、防

风>!、益母草>E、牛鞭

草!?、兴安胡枝子BH、

冬葵EF、太阳花>F、紧

穗三棱 草>A、东 北 木

蓼>?、金狗尾草BB、黄

金菊!9、知母EB、披碱

草!H、砂 蓝 刺 头?、大

麻H9

杠 柳E9、

海 滨 天

冬EA、野

豌 豆AB、

苦参B? 山竹

子BE、

飞廉D、

苍耳!A

! S H?：同表 ! .&& "#$%& !

（9,%&3#/($ &,*(5,)$）的种子重量差异悬殊（单种重

9 CAFA B S DC>?! ? 2;）。

两年生植物飞廉（.$#=,,) +,"$+)）、山莴苣和冬

葵（>$40$ *3&(410(1+)()）都以果实作为繁殖体，重量较

大。

多年 生 杂 草 有 的 繁 殖 体 重 量 小，如 狼 尾 花

（ :;)(*$-&($ /$#;)"$-&;)）（种子单粒重 9 CBB9 E 2;）、轮

叶沙参（!=1+3%&3#$ "1"#$%&;44$）（种子单粒重 9 C !?B E
2;）、委 陵 菜（ 23"1+"(44$ -&(+1+)() ）（ 瘦 果 单 粒 重

9 CEBE A 2;）、苣荬菜（瘦果单粒重 9 C E9! E 2;）等，有

的繁殖体重量大，如石竹（6($+"&,) -&(+1+)()）（种子

单粒重 9 C>?B ! 2;）、细叶白前（种子单粒重 F C DH? A
2;）。

草原植物繁殖体重量复杂。蒿属植物黄蒿、冷

蒿（!#"1*()($ 5#(<(=$）、万年蒿（ ! ? <*14(+((）（单个瘦

果重量 9 C 9>! F S 9C !?D A 2;）瘦果重量小。禾本科

植物繁殖体重量差异大，如糙隐子草（ .41()"3<1+1)

)@,$##3)$）颖果单粒重 ! CBFD H 2;、冠芒草（2$%%3%&3A
#,* /3#1$41）颖果单粒重 9 C >E> ! 2;。其它植物繁殖

体重量悬殊较大。对于砂蓝刺头（9-&(+3%) <*14(+(A
(）、网果葫芦巴（ B#(<3+144$ C3#)&(+)C;(）、兴安胡枝子

（:1)%1=1D$ =$0,#(-$）、野 鸢 尾（ E#() =(-&3"3*$）、杠 柳

（21#(%43-$ )1%(,*）、菟丝子（.,)-,"$ -&(+1+)()）等草原

植物，菟丝子（种子单粒重 9 C HEA 9 2;）的繁殖体重

量偏小，砂蓝刺头（瘦果单粒重 H C BHH > 2;）和杠柳

（种子单粒重 !B CH!> H 2;）的繁殖体重量偏大。

沙生植物或处于沙生演替系列早期的植物沙蓬

（!<#(3%&;44,* )@,$##3),*）（种子单粒重 ! C >BB ? 2;）、

刺沙篷（种子单粒重 9 C >?> A 2;）、乌丹蒿（!#"1*()($
F,=$+(-$）（瘦果单粒重 9 C AFF H 2;）、差巴嘎蒿（ ! ?
&$43=1+=#3+）（瘦果单粒重 9 C>9F F 2;）、狗尾草（颖果

单粒重 9 C >>D F 2;）、雾冰藜（瘦果单粒重 9 C FEA B
2;）、东北木蓼（ !"#$%&$’() *$+)&,#(-$）（瘦果单粒重

A CBBD E 2;）、山竹子（G1=;)$#,* 5#,"(-3),*）（荚果单

BBD 植 物 生 态 学 报 BD 卷



粒重 !" #$%& " ’(）等的繁殖体重量居中或偏大。

草甸植物盐生车前（!"#$%#&’ (#)*%*(#）、野豌豆

（+*,*# #(’-$#）、海滨天冬（ ./0#)#&1/ 2)#,34034""1/）、

小黄花菜的传播体为种子，只有盐生车前的种子单

粒重（& # )%% * ’(）小，其 它 的 都 较 大（+ # $+" ) ,
!-#".& " ’(）。草甸植物女菀、山莴苣、黄金菊、披碱

草（5"*$-"4(1/ 6#31)*,1/）、野古草（.)1$6*$-""# 3*)%#）、

牛鞭草（7-(#)%3)*# ,’(0)-//#）、狼尾草（5#"#(#&)’/%*/
-0*&-*’/）、紧穗三棱草（8’"2’/,3’-$1/ ,’(0#,%/）的传播

体 为 果 实，瘦 果 重 量 有 的 很 小（如 女 菀 单 果 重

& #!$% % ’(、狼尾草单果重 & # "%* * ’(）、有的居中

（如山莴苣单果重 ! # !!* $ ’(、披碱草单果重 . # +..
’(）。

! 讨 论

植物功能类型在研究全球生态系统对人类干扰

的响应中是一个重要的生态学概念（/012 3 415678，
!++-），而众多的生态学家在划分植物功能类型时都

将种子重量作为指标之一。比如，在划分植物功能

类型时，91:8;<= 等（!+++）将禾草种子划分为 " 级（轻

量级 > &# &&! (，重量级 ? &# &&! (），将非禾本科杂

草植物分成 . 级（轻量级 > &#&&& ! (，中量级 & #&&& !
, &#&&! (，重量级 ? &# &&! (）；41’@5<== 等（!+++）将

种子重量分成了 > &# . ’( 和 ? &# . ’( 两级；A=<B<;
（!+++）将种子重量分成了 > &# " ’( 和 ? &# "! ’( 两

级。

种子重量与种子库寿命的关系受到了生态学家

的广泛关注。CD8’@E8F 等（!++.）在研究了 +- 种英

格兰植物后发现，如果繁殖体是球形或接近球形，重

量小于 . ’( 的致密繁殖体在土壤中具有持久性（即

植物种的繁殖体在土壤中可保持至少 ) 年）；如果繁

殖体扁平或细长，则土壤种子库寿命短。GHF<E 等量

测了 -! 种阿根廷草本植物后支持 CD8’@E8F 等的假

说，但是，9<6ED’1F 和 I<EJ85B 研究了 !&! 种澳大利

亚植物以及 K8=<E 等研究了 %- 种新西兰植物后对上

述结论提出了质疑（K8=<E -% #" 9，"&&&）。K8=<E 等

（"&&&）发现具有长寿种子的物种与具有短寿种子的

物种相比，种子有偏小的趋势，但大粒、长形或扁平

的长寿种子也相对普遍。尽管英国和阿根廷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在种子形态对种子持续性的作用效果

上有不一致之处，但都显示，小粒、近圆球形种子易

于形成持久种子库。

风媒种子重量偏小（I<6D<; -% #" 9，!+++）。小粒

种 子 可 能 至 少 部 分 地 表 现 了 抵 御 捕 食 的 功 能

（CD8’@E8F，!+*-）。在一个既定繁殖分配值下，种子

数量和种子大小存在均衡关系（9<6ED’1F，"&&!），因

此，小粒种子常与大的产种量相伴（I<6D<; -% #" 9，
!+++）。与大粒种子植物相比，小粒种子植物有更大

的多度范围、更广泛的空间占有量、出现的年份更多

（LH8 -% #" 9，"&&&）。

作者所量测的 $+ 种植物的繁殖体（种子或果

实）重量差别很大，最小的单粒重不足 & # ! ’(，最大

的超过 -& ’(，这大体与在中国其它草原地区所得结

果相同（仲延凯等，"&&!），表明所量测植物有较好的

代表性。

虽然有学者认为植物生活型与种子重量有关

（仲延凯等，"&&!），但本研究却没有揭示出很明显的

相关性。能被识别的较弱的关系为以果实作为传播

体的一年生杂草植物的果实重量居中，但当种的数

量进一步加大时这种关系能否稳定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研究所涉及的植物有 "+ 种繁殖体重量小于 !
’(，其中黄蒿、马齿苋、轮叶沙参、碱地肤、狼尾花、

灰绿藜、刺沙蓬、菟丝子、女菀、大籽蒿、狗尾草、野古

草的繁殖体比较接近圆球形，依据前人研究结果，它

们可能具有持久种子库。

小粒种子植物更易于扩散种群。黄蒿、马齿苋、

轮叶沙参、碱地肤、狼尾花、灰绿藜、刺沙蓬、菟丝子、

大籽蒿、狗尾草、野古草等小粒繁殖体植物均有广泛

的分布（刘女英心，!+*)；!+*-；!++"；中国科学院内蒙

古M宁夏综合考察队，!+*)）。

种子重量与植被动态可能有关。虽然草原植物

和草甸植物的繁殖体重量复杂，但流沙上的先锋植

物或沙生系列演替前期植物的繁殖体要么重量居中

或偏大，要么有降低位移的其它机制。荒漠植物进

化了抵御位移的繁殖体传播机制（刘志民等，"&&.）。

最普遍的沙生植物沙蓬重量超过 ! ’(，且呈圆盘

形，不易位移；差巴嘎蒿和乌丹蒿也是流沙上的先锋

植物，果实重量在 & # ! , ! ’( 之间，这两种植物可通

过分泌粘液增加繁殖体重量（刘中民等，!+$.）；比沙

蓬、差巴嘎蒿、乌丹蒿侵占沙地更晚的植物狗尾草、

雾冰藜的果实在 & # ! , ! ’( 之间，其中雾冰藜的果

实呈星状，具有辐射状的刺。东北木蓼和山竹子的

果实更大。

半干旱草原荒漠化地区植物繁殖对策受到广泛

关注是因为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各种干扰，植物

进化了各种繁殖对策（LH8 -% #" 9，!++*；:1F ND<<7<
:1F 8H7JED88;F 3 :1F N88B<F，!+++）。了解荒漠化过

" 期 刘志民等：科尔沁沙地 $+ 种植物种子重量比较研究 ""+



程中植物繁殖对策和植被过程的关系是进行有效植

被管理的前提。对于半干旱草原荒漠化地区，亟待

解决下述与植物繁殖对策相关的问题：!）对不同的

干扰方式，草地植物分别借助什么繁殖对策予以适

应？"）在不同干扰强度（或不同荒漠化水平）下，不

同演替系列或不同演替阶段的植物各自表现了怎样

的繁殖对策格局？#）在异质景观草地，物种在不同

斑块间的传播机理是什么？$）草地生物多样性丧

失、杂草入侵的繁殖生态学基础是什么？

虽然就植物繁殖对策问题，人们已经做了很多

工作，但是，对已有理论假说的进一步验证、对地方

性的植物区系提出合理的管理意见等理论和实践上

的任务还要求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已有文献指

出，关于中国荒漠区植物繁殖生态学的研究还很少

见（%&’ ()**+* %&’ ,-+./),,0’ 1 %&’ (,,2*’，!333）。

就以科尔沁为代表的中国半干旱草原荒漠化地区植

物繁殖对策的研究而言，进行繁殖体重量研究是本

方面研究的开端，营养繁殖、种子形状、土壤种子库、

种子传播、种子萌发，以及这些方面彼此间的关系、

它们与植被过程间的关系还基本处于研究空白阶

段。应在多物种基础上测量种子产量和种子雨，观

测种子形态，调查种子传播、土壤种子库及持续性，

观测种子发芽对策、研究物种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间的配置格局，以便为当地的植被管理提供依据（刘

志民等，"44#）。将当地的研究结果与世界其它地区

的研究结果比较进而开展生态学的综合是开展科尔

沁沙地植物繁殖生态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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