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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实生苗生物量及光合速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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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本文研 究了毛竹实生苗在围地条件下相关因于与其生物量及光合速率的

变化
,

取得以下进展
: ¹ 条件好的圆地上栽培的实生苗

,

其生物量比差围地的高
。

经过施肥处理的实生苗
,

其生物量是时照的 4 倍以上
。

º 据毛竹实生苗单叶光一光

强 曲线的浏 定
,

其饱和点和补偿点都比成年毛竹低
。

在正常的光量子流密度 (Q ) 条

件下
,

单叶光合速率 (凡 )早
、

晚低
,

10 时左右最高
,

13 时左右 曲线上 出璧现 小 的 凹

陷 , 在低光量子流密度下
,
当其他 因子变动较小时

,

其光合速率的变化主要受光量

子流密度的影响 ( Q 值升高
,

氏 值增加
,

反之
,

只 值减少 )
。

关键词 毛竹实生苗 ; 生物量 ; 光合速率(几 ) ; 尤量子流密度 (Q )

植物的光合作用研究可以帮助解决众多的生产问题
。

在毛竹生产中
,

一些栽培管理技术措

施可以参照光合作用的测定指标来选择和确定
。

而对于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

采用毛竹实生苗

作为试验研究材料
,

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同时
,

研究的结果用于指导毛竹实生苗的培育

以及成年毛竹有关内容的研究
,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
、

研究条件与方法

(一 ) 材料

1 .

研究工作是在19 8了~ 19 8 9年间进行的
。

试验材料采用圃地培育的毛竹实生苗
。

2 .

苗圃地
,

加一层客土
,

厚30 c m ,

土壤条书
;
一致

。

3 .

种子采用广西的毛竹种子
。

用温水浸种催芽(发芽率达42
. 5 % )

,

于塑料箱中用黄 砂

培养土
,

在室内自然光下保温育苗
。

4 .

移栽定植
:
于 19 8 7年 5 月上旬

,

当毛竹实生苗长有 3 片叶时移入圃地
。

株距 15 c m ,

行距20 c m ,

单株栽植
。

定植后浇一次透水
。

10 天左右移植 的竹苗醒棵
,

新叶开始生长
。

当年

秋冬生长正常的苗分孽达 5 ~ 8 株
,

高达50 c m 左右
。

5 。

整个圃地共28 小块
。

施用尿素 ( N )
、

尿素 十饼肥 (N + b) 处理
,

并设对照区
。

(二 ) 方法
1 .

小苗生物量的测定是定期挖取需测试验材料
,

洗净吸干
,

迅速在电子天平秤上 称 其

鲜重
,

后即在105 ℃下高温处理20 ~ 30 m in ,

再在65 ~ 80 ℃下烘至恒重 ; 试材的长度数据是

木文于 19 9 0年元月 收到
。

* 周江平 、

高爱 新同志参加部分测定工作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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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内精确量取的
,
叶面积的测定是采用 A D C 叶面积仪

。

2
。

光合速率测定是采用英国 A D C 便携式气体分析系统
,

在室外 自然条件下 进 行
。

气

源为取自地面 4 m 以上的空旷空间
。

用于光合速率测定时
,

净光合速率(凡 )
、

气温 (To )
、

叶

温 (T : )
、

光量子流密度(Q )
、

气孔导度(G : )
、

空气 C 0
2

浓度 (C
。

)及细胞问隙 C O
:

浓 度 (C
‘
)等

参数均可 由其数据贮存器的显示屏上读 出
,

测定结束后在实验室内接
_

L配套的微型计算机打

印出测定结果
。

二
、

结 果

(一 ) 毛竹实生苗 的生物盆

1
.

幼苗生物量 毛竹种子经浸种处理
,

在完全一致的铃理条件下培育毛竹实生苗
。

播种

后经 5 0多天
,

苗木个体之间在苗高
、

叶片数
、

根长
、

总生物量各个主要指标方面差异都不大
。

苗

高7
。

0 5 e m (S = 0
。

7 4 4 )
,

单株苗总干物质重 为 1 2
.

9 2 m g (S 二 1
。

8 5 )
,

其中
:

杆为5
.

8 7 m g
-

叶为 4
。

95 m g
。

地上部分的干物质重为 lo
.

s m g
,

占单株苗总干物质重的83
.

59 %
,

地下部分

的根干重为2
.

12 m g
,

占 1 6
.

41 %
。

这与以往一般管理 的毛竹实生苗的研究结果一致 汇‘;
。

2
。

不 同立地条件下毛竹实生苗的生物量 (A )板结死黄泥圃地
,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土

壤板结
,

水分条件
、

通气状况均差
。

(B )平缓地加客土 3 0 c m 厚圃地
,

土壤条件一般
。

1 9 8 7年

IU I , J之l ] 乞地 〔竹 实
”

I云一百二l二物爪分 配 比今℃

1卜干爪 , 2
.

叶 {
1

重 , 3
.

地 上生物 派 卜重 ; 4
.

梢 卜重

春移植幼苗均不采取任何管理措施
,

让 其 自然 生

长
。

1 9 8 8年 8 月10 日调查其地上地下部分生物量分

布
,

结果如图 l 所示
。

生长在 B 圃地上苗高是 A 圃

地上的2
。

4倍
,

根长为 1
.

8倍
,

杆的干物质重为12
。

8

倍
,

叶的干物质重为5
.

7倍
,

叶面积为 4
.

7倍
,

根的

干物质重为1 0
.

1倍
,

都有显著的差别
。

说明毛竹苗

在土壤疏松
、

水分充足
、

具有丰富有机质的肥沃土

壤中生长快
,

生物量大
。

相反
,

板结贫府的土壤条

件下其生长差
,

生物量很小
。

3
。

施肥处理的毛竹实生 苗
,

一年中四次 测 定

的结 果 交D施肥处理的苗木与对照苗相 比
,

施肥处

理的苗木
,

其生物显一般是对照的 4 倍 以上
。

º 施
N 与N + b 肥比较

,

后 片对于杆〕
“

物质的增 加 有 明

显效果
,

但 两者地
_

L部分总生物量相当
。

而N 肥对

巾阁板月

魂.0n

余粉公势.

�袖�臼邪侧咋

」
;

叶干重和叶面积
、

杆 .
佰的增加效果明显 (图 2 )

。

» 从图 3 可以看出
,

拖肥处理 苗四个不同

测定时期的竹苗扫
: 、

叶鞘的干重变化趋势
:
至 7 月 f)] ,

各部分生物卫仍很低
, 8 川氏起有较

大增
一

长
, 11月份又有更多的增 民

; 对照苗木无论是什
、

叶 与根
, 7 月份以 后的

: l二币:增长仍十

分缓慢
,

四个时期测得的总生物量变化不大
。

(二 ) 毛竹实生苗的光合作用

毛竹实生苗的正常生长
,

需要较好的环境条件
。

当C O
:

浓 度变功较小
,

特别是保持
_

仁壤

的正常水分和养分的供应
,

竹苗
一

单叶的光合速率受光条件的影响股为突出
。

在光 饱 付以夭以
一

{‘,

光量 J气流密度
, 。竹苗的光 含速率有着密 llJ ) :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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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 , d
.

鞘干重

1
。

光一光合作用曲 线 (图 4 ) 从图4中可

以看出
:
当光量子流密度在 4 00 ; m ol / m

Z ·
s 以

下时
,

光量子流密度增加
,

其光合速率增加 很

快
;
当光量子流密度继续增加

,

超过4 0 0 pm ol

/ m
Z ·

s 时
,

其光合速率随光量子流密度的增加

而减缓
,

直至光量子流密度达 4 5 0 om ol /m
“· s

(毛竹实生苗单叶光饱和点)时
,

速率就不再增

加了
。

而当光逐渐减弱到光量子流 密度 为 25

林m ol / m
“ ·

s (毛竹实生苗的光补偿点) 时
,

再也

测不出表观的光合作用
,

亦 即 没有 CO :
的吸

收与释放的现象出现
。

无论是光饱和点还是光补偿点
,

在正常情

况下
,

毛竹实生苗都较成年竹低得多
。

在有些

情况下
,

我们甚至测到 竹 苗 的 光 补 偿 点在

1 0 卜mo l/ m Z ·
s以下

,

这说明毛竹实生苗在 弱 光

下也能很好地进行同化作用
,

具有较高的光能

利用效率
。

�。‘。�厦彩
·

一。

月.“
n八U
,门甘八
�
n
�‘注八引�门钊五甘几七户州

�

已
工JI卜训乙之八甘了尸!

l
Jr|I|�‘lL|ee尸l65通23101

(试�倒叫娜半

1 2 3

总生物级

图 3 不同处理竹苗的生物量
、

叶面积变化

2
.

不同尤量子流密度条件下毛竹实生苗单叶光合作用进程 图 5 一 a 是在正常光照条件

下测定的竹苗单叶光合作用 日进程
。

在测定期间 ( 8 一 17 时 ) 光量子流密 度 (Q ) 在 4 80 一 1 5。。

。m ol / m
Z ·

s 范围内
,

Q 值在13 时最高
。

竹苗光合 速率一天的变化是早
、

晚较低
,

10 时 出现

最高值
;
13 时

,

在 p
。

日变化 曲线上出现一个小的凹陷
。

这说明中午的高光量 子流密 度 j1I

较高的温度对竹苗的光合速率产生了抑制作用
。

图 5 一 b 是在低光量子流密度条件下竹苗的光合作用曲线
。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

图 5 一 b

光量子流密度 (Q) 在 5 0~ 2 。。卜m ol / m
Z ·
。之间

。

在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

竹苗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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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竹苗光一光 合作用曲线 图 5
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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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光照 条件下竹苗单叶光合作用 日进程

强度的高低主要决定于 光 量 子 流 密 度 的 高

低
。

图中 5 月 6 日测定的光合作用曲线 ( b ) 与

光量子流密度 (口) 曲线 ( a )表 明
,

光合速率 凡

的变化随着 Q 的变化而变化
。

Q值在 9时较低
,

到11 时15 分时出现最高值
,

之后随时间的推退

逐渐下降
,

到 17 时 40 分达到最低值 ( 5 。协m ol

/ m
“ ·

s)
。

凡值的变化与 Q值的变化几乎同步
,

Q 值升高
,

尺 值增加 , 相反
,

尺 减少
。

两 条

曲线的变化差不多达到一致的程度
。

5 月 1 日是阴天
,

测定期间光量子流密度

为 1 0 ~ 1 1 0 卜: m o l/ m Z ·
s 之间

。

结果与 5 月 6 日

测定的光合曲线 ( b ) 是一致的
。

只是 5 月 1 日

测定的 Q曲线 ( C )高低起伏
,

并在 12 时 10 分出

现最低值
。

但 尸
。

值 ( d ) 也随 口值变化而变化
。

J

庄低光量子流密度条件
一

「
,

当其它因子变动较

小时
,

毛竹实生苗的光合作用强 度与光量子流

密度相随变化
。

这 己为上述的测定结果所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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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讨论与建议

在毛竹实生苗的生产管理
, }, ,

己往有一条

爪要的技术措施
—

搭棚遮荫
。

从我们对一般

条件下的实生毛竹苗的单叶光合作川ilj[ll 定中
,

得知 i守苗在低尤量一流密度条什
一

l: 有较高的光

图 5
一

I , 低 龙盈子 流古度 卜1守苗的 ,’c ,

卜作川 l! 进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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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利用率
。

但是
,

当竹苗处在立地条件好
、

土壤水分充足的情况下
,

我们经常测到它有较

高的光饱和点
。

由此可以说明
,

在毛竹实生苗的管理中
,

倘若能经常灌水
,

保持土壤中适当

的含水量
,

可不采用遮荫措施
。

这既可以降低育苗成本
,

又可以得到生长健壮的毛竹实生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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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e s u lts s h o w t h a t i f th e m e th o d o f m e a s u r i n g t h e Ph o to s y n t h e si s

w i ll b e a d o Pt e d
, d u r illg th e s ta g e o f e u lt iva t ing t h r o u g h e ffe e t iv e ide llt i农

ica t io n o f s o m e m a n a g e m e n t t e e hn i q u e s , s e e d lillg s e u ltiv a t e d i n n u r s e r ie s

hav e th e a dv ant 昭
e 3 o f s

ma ll amo u n t o f w o r k , a s h o r t e y e le a n d Pr e e is e

da ta o v e f t ho s e e u lt i va t e d i n th e fie ld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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