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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延河流域植物功能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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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延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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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物种为研究对象!测定其植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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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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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功能性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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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策略在延河流

域的适用性$主要植物的功能型划分及各功能型植物在延河流域的分布%结果表明&

#

#

ABC

策略

能很好地适用于延河流域!且通过该策略将
>$

个物种分成了
G

个植物功能型%功能型
"

植物属于

干扰型和竞争型!适合生长于高干扰$高竞争和低压力的环境中'功能型
#

植物属于杂草型!适合生

长于高干扰$低竞争和低压力环境'功能型
$

植物属于耐胁迫型!适合生长在高胁迫和高竞争的环

境中'功能型
%

植物属于竞争型!适合生长于高竞争和低压力的环境中'功能型
&

植物属于竞争型

和杂草型!适合生长于低胁迫和高竞争环境%

!

#延河流域具有较明显的环境梯度变化!各个功能型

植物在流域中表现出一定的分布特点!从南向北"森林带(森林草原带(草原带#植物功能型依次

分布为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为伴生种#

#

植物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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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植物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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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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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伴生种#

#

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为伴生种#%

关键词!延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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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功能性状'植物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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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史是指生物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全过

程!也称生长周期)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对能量

的合理调节和使用!从而促进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称

为生活史对策+

#

,

)

R=B=J.HL,23+,

+

!

,总结了前人

对生物生活史的研究!提出了
,(W

选择的生活史策

略!采用
,(

对策的生物体型小!生长周期短!繁殖率

高*采用
W(

对策的生物体型大!生长周期长!繁殖率

低)

,(W

选择理论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但亦

受到质疑+

!(%

,

!

,(W

选择理论将生物的生活史解释为

由单一选择压作用的结果!过分简化了生物的生活

史对策!不能解释生活史格局的多样性!这种做法掩

盖了生活史对策 的 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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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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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了

MCR

模型!分别对应不同的植物策略$竞争型植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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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胁迫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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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型植物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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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6

#)但
J=Y56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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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MCR

模型不能解释高胁迫和高干扰环境下植物的

适应策略!从而提出了
ABC

策略)植物的植株高'

比叶面积和种子干重这
%

个植物性状分别具有不同

的生态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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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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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植物对

光的获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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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量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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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种子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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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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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0:H/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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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能体现植物

状态的功能性状之一+

#%(#&

,

!反映植物的光截获能力

和资源获取能力!与植物的同化率+

#G

,

'生存对策+

#>

,

及叶片寿命密切相关)种子干重"

655<E.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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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植株的大小"冠层大小'植物质量'茎干直径等#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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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植物寿命和繁殖寿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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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为划分植物功能型提供了重要基础)植

物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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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对环

境条件具有相似响应机理的一组植物种!代表陆地

主要生态系统中优势植物的组合+

#>

,

!将植物的生理

生态过程和生物物理特征类似的物种组合分析!在

变化环境条件下从机理上描述植被的动态+

#$

,

!与植

物的生存策略和资源利用能力密切相关+

>

,

!可以对

生态系统的行为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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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多变!沟壑密度
G

TE

-

TE

Z!

!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我

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

,

)延河流域生

态环境质量整体一般!生态环境脆弱性以中度等级

为主+

!!

,

)在一些立地环境条件下!单物种高密度植

树!不仅不能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还会加剧深层

土壤干化!引发系统退化!形成高度不足
%E

的&小

老头树(!严重影响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效果)本研

究以黄土丘陵区延河流域为研究区!对该流域的
>$

种主要植物的植株高度'种子干重和比叶面积
%

个

功能性状进行测定!探讨
ABC

策略在延河流域的

适用性!并根据
ABC

策略划分各个物种所属的植

物功能型!解析不同植物功能型之间的性状差异及

其环境适应策略!分析各功能型植物在延河流域的

空间分布!以期为该区植被恢复或管理提供依据)

#

!

研究区概况

延河流域位于陕西省北部"

#"'[&G\Z##"[!'\D

!

%>[!%\Z%@[#@\1

#!面积
@>'@TE

!

!属大陆性半干

旱季风气候带!年均降雨量
G""EE

!年均温
$]

)

是黄河中游河口镇...龙门区间的一级支流!流经

志丹'安 塞'延 安 等 县 市!河 网 密 度 约
&@TE

-

TE

Z!

!平均坡度
&=&̂

)从东南向西北!气候'温度

呈现明显的梯度变化特征)受环境筛选影响!流域

内植物资源丰富!但植被类型随环境梯度的变化明

显)植被的分布从南向北依次为森林区"以辽东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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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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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为主#和草原区"以百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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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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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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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针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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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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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为主#)了解不同环境梯度下物种的功能型

组成及其环境适应策略!对于该区植被恢复过程中的

物种选择及群落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

!

野外试验材料采集

数据采集工作于
!"#G

年
@Z'

月进行)数据采

集时!首先根据温度和降雨将延河流域划分为不同

G'

第
!

期 杨玉婷 等$基于
ABC

策略的延河流域植物功能型划分



的环境梯度单元!在各环境梯度单元内!充分考虑地

形变化!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

个样地做调查"图

#

#!样地详细情况见表
#

)在样地中选择人类活动

干扰较轻'自然植被生长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段

分别设置乔木'灌木和草本样方!每个样地调查
#

个

乔木样方'

#

个灌木样方和
%

个草本样方"若调查样

地中没有乔木或灌木!则不进行该类样方调查#!其

中乔木样方面积为
#"E_#"E

!灌木样方面积为
G

E_GE

!草本样方面积为
#E_#E

)在样方中选

取长势较好的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记录物种名!测

量植株高度*每个物种选取
#"

株分别沿东西南北
&

个方向采集
#"

片光照条件良好'完全伸展且没有病

虫害的叶片)并且每种植物按相同要求收集
G""

颗

果实+

@

,

)

表
<

!

样地基本情况

O.S/5#

!

O35

F

5-5,./6:2+.2:*-*05̀

K

5,:E5-2./6:256

序号 样点 纬度%"

[

# 经度%"

[

# 海拔%

E

年均温%

]

年均降雨量%

EE

植被结构

#

张家滩
##"=! %>=G '@@ #"=# &''=#

灌草

!

张家滩
##"=! %>=G '@@ #"=# &''=#

灌草

%

碾庄
#"$=G %>=> #"#$ $=' &''=>

灌草

&

碾庄
#"$=G %>=> #"#$ $=' &''=>

灌草

G

黑家堡
#"$=' %>=> '@$ #"=% &'G='

灌草

>

黑家堡
#"$=' %>=> '@$ #"=% &'G='

灌草

@

黑家堡
#"$=' %>=>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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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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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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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河口
#"$="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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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花乡
#"$=! %>=& #%#& '=G G!"=!

乔灌草

#!

仁台山
#"$=G %>=& #%!$ '=% G!'=>

乔灌草

#%

安塞
#"$=% %>=' #%%& '=> &'>=!

灌草

#&

安塞
#"$=% %>=' #%%& '=> &'>=!

乔灌草

#G

大路沟
#"'=' %@=! #>!> >=> &&'=&

草

#>

大路沟
#"'=@ %@=! #@"& >=# &G"=@

草

#@

姚店
#"$=> %>=> #""@ #"=" &'$="

乔灌草

#'

杏河
#"'=' %>=$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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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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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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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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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湾
#"'=$ %@=# #!'# '=# &&"=@

草

图
<

!

样地分布情况

7:

F

=#

!

a:62,:S+2:*-*05̀

K

5,:E5-2./6: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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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材料处理

将采集的叶片铺平后用扫描仪进行扫描!用图

像分析软件
VNN

"

:E.

F

5

K

,*(

K

/+6

#计算叶片面积)

然后将叶片置于烘箱!

'"]

烘
!&3

后!测量叶片干

重"

E

F

#!以计算比叶面积"

EE

!

-

E

F

Z#

#)每份随

机抽取
%"

颗果实!进行
G

个重复!共计
#G"

颗果实!

剥出种子!将种子置于
'"]

烘箱内
&'3

!烘至恒重!

称量种子干重"

E

F

#)方法参照
M=X*/*<526

+

!%

,

)

!"$

!

数据统计和分析

本研究共采集了
>$

个物种的性状信息!每个物

种出现的样方频率为
!!=!!b

'

@&="@b

)所选取

的
>$

个物种中!株高范围为
"="@

'

>=G"E

*比叶面

积范围为
!=>@%

'

%!='G%EE

!

-

E

F

Z#

*种子干重范

围为
"="!"

'

%G@=&!'E

F

)

将
>$

个物种的性状数据用
c

得分数据转化法

进行标准化处理!对照
Y562*S

8

提出的
ABC

策略!

分析比叶面积'植株高和种子干重的相关性"表
!

#!

结果表明!延河流域内
>$

个主要物种的功能性状间

相关性不显著!其
E

值分别为
"=$!@

'

"=%GG

'

"=#$@

!

符合
ABC

策略的分析要求)

表
=

!

植株高"比叶面积和种子干重的
N5.,6*-

相关性矩阵

O.S/5!

!

N5.,6*-H*,,5/.2:*-E.2,:̀ *0

K

/.-235:

F

32

"

B

#!

6

K

5H:0:H

/5.0.,5.

"

CAL

#

.-<655<E.66

"

CJ

#

指标 植株高
B

比叶面积
CAL

种子干重
CJ

B # Z"="## "=##%

CAL # Z"=#G@

CJ #

!!

注$表中数值为比叶面积'植株高和种子干重的矩阵相关性

系数)

在此基础上!根据同类离差平方和较小!类间离

差平方和较大的原则!利用
%

个不同功能性状之间的

差异采用
Y.,<

聚类法划分物种功能型)同时将所

有的聚类结果输出!通过观察分类数与误差函数的碎

石图的&拐点(!并结合组间聚类树状图"图
!

#!确定最

优分类数及每组对应的详细物种)图中&拐点(对应

分类数为
G

!当分类数
$

G

时!各类别间误差函数差异

较小*当分类数
%

G

时!各类别间距离迅速增大)

结合聚类树状图!最终把物种分为
G

个植物功

能型)利用
CNCC!"="

对分类后的各个植物功能型

性状进行单因素方差"

L1dUL

#分析!利用
N*62

B*H

进行多重比较!了解不同功能型植物的性状特

征)图 通 过
J:H,*6*02D̀H5/!"#"

和
C:

F

E.N/*2

#!=G

绘制)

%

!

结果与分析

$"#

!

植物功能型划分及其性状特征

根据图
!

!归纳各植物功能型的物种分类情况

图
=

!

延河流域
>?

个主要物种
Y.,<

聚类树状图

7:

F

=!

!

Y.,<H/+625,:-

F

.-./

8

6:6*0>$6

K

5H:56

:-Q.-35R:;5,S.6:-

"表
%

#!并比较各功能型植物的性状差异"图
%

#)

功能型
%

的植株高度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功能

型"

E

&

"="G

#!功能型
&

的植株高度显著高于功能

型
#

!功能型
"

'

#

'

$

的植株高度间无显著差异!功

能型
"

'

$

'

&

的植株高度间也无显著差异)功能型

#

的比叶面积最大且显著高于其他功能型"

E

&

"="G

#!功能型
"

和功能型
%

的比叶面积无显著差异且

显著高于功能型
$

和
&

!功能型
$

和功能型
&

的比叶

@'

第
!

期 杨玉婷 等$基于
ABC

策略的延河流域植物功能型划分



面积无显著差异)种子干重中!功能型
&

的种子干重

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功能型"

E

&

"="G

#!功能型
%

显著

高于功能型
"

和
#

!功能型
"

'

#

'

$

之间无显著差异!功能

型
$

和
%

之间也无显著差异"图
%

#)

表
@

!

延河流域主要物种依据层次聚类划分的
A

个功能型

O.S/5%

!

7:;5N7O6H/.66:0:5<S

8

H/+625,:-

F

.-./

8

6:6:-Q.-35R:;5,S.6:-

植物功能型 生活型
物种

3e>$

"草本
3eG#

'木本
3e#'

#

N7O

"

"

3e!&

# 草本"

3e!#

#

风毛菊"

-,?77?4%,

J

,

G

#)*.,

#'沙 参 "

(/%)#

G

1#4,754*.5,

#'白 羊 草 "

L#514*#.1$#,*7.1,%M

+?+

#'白花草木樨"

C%$*$#5?7,$F?7

#'沙打旺"

(754,

&

,$?7,/7?4

&

%)7

#'苦苣菜"

-#).1?7#$M

%4,.%?7

#'茭蒿"

(45%+*7*,

&

*4,$/**

#'鬼针草"

L*/%)7

G

*$#7,

#'小蓟"

"*47*?+7%5#7?+

#'蒲公
英"

0,4,=,.?++#)

&

#$*.?+

#'北京隐子草"

"$%*75#

&

%)%71,).%*

#'唐松草"

01,$*.54?+,

N

?*M

$%

&

*

'

#$*?+

#'猪毛菜"

-,$7#$,.#$$*),

#'益母草"

O%#)?4?7,45%+*7*,

#'阴行草"

-*

G

1#)#75%

&

*,

.1*)%)7*7

#'地黄"

A%1+,))*,

&

$?5*)#7,

#'异叶败酱"

E,54*)*,1%5%4#

G

1

2

$$,

#'牻牛儿苗"

B4#M

/*?+75%

G

1,)*,)?+

#'亚麻"

O*)?+?7*5,5*77*+?+

#'角蒿"

>).,4;*$$%,7*)%)7*7

#'天门冬"

(7M

G

,4,

&

?7.#.1*).1*)%)7*7

#

木本"

3e%

# 尖叶胡枝子"

O%7

G

%/%I,

J

?).%,

#'绣线菊"

-

G

*4,%,7,$*.*

'

#$*,

#'葱皮忍冬"

O#)*.%4,

'

%4/*M

),)/**

#

N7O

#

"

3e@

# 草本 细叶百合"

O*$*?+

G

?+*$?+

#'鹅观草"

B$

2

+?7P,+#

J

*

#'猪毛蒿"

(45%+*7*,7.#

G

,4*,

#'抱茎
苦荬菜"

>=%4*77#).1*

'

#$*,

#'臭草"

C%$*.,7.,F4#7,

#'香青兰"

Q4,.#.%

G

1,$?++#$/,;*.,

#'

狗尾草"

-%5,4*,;*4*/*7

#

N7O

$

"

3e%&

# 草本"

3e!%

#

达乌里胡枝子"

O%7

G

%/%I,/,;?4*.,

#'远志"

E#$

2&

,$,5%)?*

'

#$*,

#'甘草"

R$

2

.

2

441*I,?4,M

$%)7*7

#'蒙古蒿"

(45%+*7*,+#)

&

#$*.,

#'野豌豆"

S*.*,7%

G

*?+

#'阿尔泰狗娃花"

K%5%4#

G

,

G

M

G

?7,$5,*.?7

#'飞廉"

",4/??7)?5,)7

#'大蓟"

"*47*?+

J

,

G

#)*.?+

#'大针茅"

-5*

G

,

&

4,)/*7

#'

长芒草"

-5*

G

,F?)

&

%,),

#'苜蓿"

C%/*.,

&

#7,5*;,

#'委陵菜"

E#5%)5*$$,.1*)%)7*7

#'野葱"

($M

$*?+.14

2

7,)51?+

#'白头翁"

E?$7,5*$$,.1*)%)7*7

#'虫实"

"#4*7

G

%4+?+1

2

77#

G

*

'

#$*?+

#'灰
绿藜"

"1%)#

G

#/*?+

&

$,?.?+

#'柴 胡 "

L?

G

$%?4?+7.#4I#)%4*

'

#$*?+

#'绿 苋 "

(+,4,)51?7

;*4*/*7

#'紫 筒 草 "

-5%)#7#$%)*?+7,=,5*$%

#'灰 叶 黄 耆 "

(754,

&

,$?7/*7.#$#4

#'砂 珍 棘 豆
"

T=

2

54#

G

*74,.%+#7,

#'地稍瓜"

"

2

),).1?+51%7*#/%7

#'野胡萝卜"

Q,?.?7.,4#5,

#

木本"

3e##

# 互叶醉鱼草"

L?//$%

J

,,$5%4)*

'

#$*,

#'铁杆蒿"

(45%+*7*,7,.4#4?+

#'狼牙刺"

-#

G

1#4,;*.*M

*

'

#$*,

#'杠柳"

E%4*

G

$#.,7%

G

*?+

#'沙棘"

K*

GG

#

G

1,%41,+)#*/%7

#'水栒子"

"#5#)%,75%4+?$M

5*

'

$#4?7

#'灌木铁线莲"

"$%+,5*7

'

4?5*.#7,

#'连翘"

9#47

2

51*,7?7

G

%)7,

#'紫丁香"

-

2

4*)

&

,

#F$,5,

#'虎榛子"

T754

2

#

G

7*7/,;*/*,),

#'杜梨"

E

2

4?7F%5?$*

'

#$*,

#

N7O

%

"

3e!

# 木本 臭椿"

(*$,)51?7,$5*77*+,

#'火炬树"

A1?75

2G

1*),

#

N7O

&

"

3e!

# 木本 黄刺玫"

A#7,=,)51*),

#'酸枣"

H*I*

G

1?7

J

?

J

?F,

#

$"!

!

各功能型植物的环境适应策略及其流域分布

根据
ABC

策略划分!功能型
"

的植物种有较

小的植株高度和种子干重!较大的比叶面积"图
&

'

表
&

#)该功能型植物生长速度快!但易受到放牧干

扰等的影响!多生长在高干扰'高竞争'低压力的环

境中!一般属于干扰型和竞争型策略!即可以通过快

速生长完成生活史!而较低的种子质量可提高种子

的扩散范围!从而提高生存几率)本研究中该功能

型植物多为
#

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表
%

#!在延河流

域均有分布!主要作为群落的伴生种出现!且多出现

在林缘或林窗)

功能型
#

的植物植株高度最低!种子干重最小!

比叶面积最大"图
&

'表
&

#)功能型
#

植物属于生态

群落中典型的&

,(

策略植物(!一旦把握住机会就会

迅速繁殖扩散!占领环境中的资源!但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的干扰!在群落演替中后期易被淘汰)该功能

型
#

植物一般生长在高干扰'低竞争'低压力环境

中)在延河流域!该功能型植物主要分布在流域中

部的森林草原带上!且多分布在竞争压力较小的荒

地或路旁)

表
B

!

延河流域植物功能型比较

O.S/5&

!

M*E

K

.,:6*-6S52455-GN7O6:-Q.-35R:;5,S.6:-

植物功能型 功能性状
!!!!

生长环境
!!!!

植物策略
!!!!

分
!!

布

功能型
"

B

和
CJ

较小!

CAL

较大 高干扰'高竞争'低压力 干扰型和竞争型 延河流域

功能型
#

B

最低!

CJ

最小!

CAL

最大 高干扰'低竞争'低压力 杂草型 延河流域中部

功能型
$

B

较低!

CAL

较小!

CJ

较大 高胁迫'高竞争 耐胁迫型 延河流域的中部和北部

功能型
%

B

高!

CAL

较小!

CJ

较大 高竞争'低压力 竞争型 延河流域南部

功能型
&

B

较高!

CAL

小!

CJ

大 低胁迫'高竞争 竞争型和杂草型 延河流域中部

!!

功能型
$

物种的植株高度较低!比叶面积较小!

种子干重较大"图
&

'表
&

#)一般生长在高胁迫'高

竞争的环境中!属于耐胁迫型策略!该功能型植物主

要是多年生草本和灌木!多分布于延河流域的中部

和北部且成为该地区的优势物种)由于抗胁迫能力

强!功能型
$

物种是群落演替初期的主要物种)

''

西北林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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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不同字母代表
%

个功能性状在不同功能型间存在显著差异)

图
@

!

不同功能型之间植株高"比叶面积和

种子干重的差异性比较

7:

F

=%

!

M*E

K

.,:6*-6*035:

F

32

!

6

K

5H:0:H/5.0.,5..-<

655<E.66S52455-<:005,5-2N7O6

图
B

!

延河流域基于
ABC

策略的植物功能型划分

7:

F

=&

!

O35H/.66:0:H.2:*-*0N7O6S.65<*-ABC6H35E5

:-Q.-35R:;5,S.6:-

功能型
%

的植物植株高度高!比叶面积较小!种

子干重较大"图
&

'表
&

#)该功能型植物生长于高竞

争'低压力的环境中!属于竞争型策略)该功能型物

种都是乔木!主要分布于水热条件较好的延河流域

南部!并成为该区域的优势物种)

功能型
&

的植物植株较高!比叶面积小!种子干

重大"图
&

'表
&

#)一般生长在低胁迫'高竞争环境

中)该功能型物种包括黄刺玫和酸枣
!

种灌木!作

为灌木层的主要优势种!分布于流域中部的森林草

原带)

在延河流域降雨量相对丰富'温度适宜的南部!

植物群落的比叶面积较低!叶组织密度较高!种子大

而重*延河流域北部群落植物的叶片较厚!地上生物

量较少!地下根系分布深而广!种子小而轻!即多数

以灌木或草本群落为主+

!&

,

)依据前人对延河流域

物种分布的预测+

!&(!G

,和实地调查结果!功能型
"

物

种在延河流域均有分布*功能型
#

物种分布广泛!主

要分布在流域中部的森林草原带上*功能型
$

物种

主要分布在流域中部和北部*功能型
%

物种主要分

布在流域南部森林带和中部靠南的森林草原带*功

能型
&

的物种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部森林草原带

中!且多生长在林下或林缘区域!与本试验结果基本

吻合)

&

!

结论与讨论

根据植物的植株高'比叶面积和种子干重这
%

个植物性状!将延河流域的
>$

个物种分成
G

个植物

功能型!结合植物的分布区域+

!G

,

!可以大致得出植

物功能型的分类与物种分布相关+

!>

,

!从南向北植物

功能型依次为$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为伴生

种#

#

植物功能型
$

和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

#

'

&

为伴生种#

#

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为伴生种#"表
G

#)

表
A

!

延河流域植物分布

O.S/5G

!

N/.-2<:62,:S+2:*-:-Q.-35R:;5,S.6:-

植被区划 优势种 伴生种

森林带 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森林草原带 植物功能型
$

和
%

植物功能型
"

'

#

'

&

草原带 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
"

植物功能型随环境梯度的规律分布!体现了植

物对环境变化的长期适应!对黄土丘陵区的植被恢

复重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植物会选择适宜

的环境进行生长繁殖+

#&

,

!另一方面环境因子也会影

响植物的物种组成和区域分布+

!@

,

!不同功能型的植

物分布在延河流域的不同区域!凸显了延河流域植

物群落分布的多样性)因此!在实践中必须依据环

境条件特征!选择与环境因子相匹配的具有相应环

境策略与能力的功能型物种作为环境恢复的主要物

种!制定合适的植被恢复方案)如果忽略植物功能

$'

第
!

期 杨玉婷 等$基于
ABC

策略的延河流域植物功能型划分



型分布与环境的响应关系!将分布在水分条件较好

的流域南部的功能型
%

植物人工栽植在水分条件较

差的中部或北部地区!则会快速消耗土壤水分!引起

土壤干化!林分退化)植物的生活史策略对于了解

植物对环境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和植物抗胁迫的方式

有一定的帮助!一直都是生态学家的研究热点)

J=

Y562*S

8

+

>

,提出的
ABC

策略是以植物
%

个功能性

状间的相互独立性为基础!本研究证实延河流域主

要植物的植株高'比叶面积和种子干重这
%

个功能

性状间是相互独立的!即
ABC

策略适用于延河流

域!与施宇的研究结论不同+

!'

,

!可能与所选取的物

种不同有关)

采用
ABC

策略从物种的性状方面揭示了延河

流域主要物种的生活史策略!结合延河流域实际的

物种分布状况!反应了延河流域群落演替中植被的

更替顺序!对该区域的植被恢复重建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并得出了延河流域主要物种的所属植物功能

型和生活史策略!但植物的生活史策略并非永恒不

变的!同一物种在不同环境下!会表现出较大的性状

差异!并采用不同的生活史策略以适应环境变化!从

而更好地生长繁殖+

!$(%#

,

)如果要继续深入研究植物

的生活史策略!应该结合宏观气候环境及微气候环

境进行研究!更全面'更精确地划分植物的功能型!

从而预测延河流域的群落物种组成!为植被恢复作

出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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