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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甘南亚高山草甸不同生境的18个植物样地的调查，研究了物种叶片N、P含量及其化学计量学

特征，并结合分析土壤养分，探讨了它们与土壤N、P含量、有机质、水分及N：P比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甘

南亚高山草甸植物叶片N含量在不同坡向之间的交化范围为4，46～26．59 mg·g-÷，平均为i6．24 mg·g．。；p含量变

化范围为0．7l～1．98“g·g-。，平均为1．37 mg·g_。；N：P比值变化范围为6．43～17．75，平均为11．60。叶片N含量

及N：P在不同坡向梯度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叶片P含量在不同生境下差异显著。物种之间叶片N、P含量

及N：P均有显著差异(P<0，05)，两物种与生境的交互作用对叶片N、P含量及N：P之问差是不显著。根据限制性

因子的N：P阈值判断，该地区植物生长受N限制，这也体现了该地区植物对其生境的一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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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lant leaf N：P stoiclliometry features from sh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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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妇ct：Throu曲the investigation of 1 8 plant pIots at south Gansu Province sub．aipine meadow habitats，this pa．

per aims to study plant leaves N，P content and their stoichiometIy chaIactedstics，an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soil

nut而ents，to understand Ielationship between plaIIt leaves N，P content and their stoichiometry chaIIacteristjcs and soil N P

content，soil organic carbon，soil water content and soiI N：P ra“o．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ant Ieaf N content at dif&卜

ent slopes Varied between 4．46 mg‘g-。卸d 26．59 IIlg‘g-。，with an avemge of 16．24 mg·g_。；P content was in the

mge of0．71～1．98 mg。g～，witlI an ave瑚唔e ofl．37 mg‘g～；N：P mtio changed between 6．43 and 17．75，and av．

erage was 11．60．ne 1eaf N content aJld N：P ratio on a different sl叩e gradient had no sigrIificant difference(P>0．

05)，while the leaf P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di矗’erent in di自ferent habitats．The inter-species difkrences of leaf N，P

content alld N：P ratios were significant(P<0．05)，while intemction efkct between species and habitats on leaf N and

P content and N：P ratio was not signi6caIl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N：P ratio threshold of lirniting factor， plant

gmwth in this area was afkcted by N，which also indicates adaptation of plants in that re西on to their habitat．

KeywOrds：plant 1eaf；N：P；stoichiometr)r；shady slope；sunny slope；sub-alpine meadow

养分是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因素，

其供应量是否充足是影响有机体生长、种群结构和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1|。氮素和磷素是生物

体的重要组成成分，是生命活动过程所必需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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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元素，也是土壤生产力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在

大多数的陆地生态系统中，氮和磷是限制生物生长

的重要限制因子L2 J。因此，研究N、P在植物叶片中

的含量和分布以及和生境的关系十分必要。

生态化学计量学(ecolo譬ieal stoichiometry)结合了

生态学和化学计量学的基本原理，是研究生物系统

能量平衡和多重化学元素(主要是c、N、P)平衡的科

学，它是分析多重化学元素的质量平衡对生态过程

相互影响的一种理论13‘4J，也是研究植物营养元素

分配的重要方法。有机体对元素的需求特性会影响

有机体之间以及有机体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并把化学元素的平衡呈现给它们以及所处的环

境¨J。Hobbie和Gough№j发现，美国阿拉斯加高山

冻原植物叶片养分浓度是由土壤养分和物种共同决

定的；Bo哪an等[7]在对高山植物的研究发现，植物
叶片氮、磷浓度与土壤有效氮、有效磷相关性不显

著；Townsend等旧。9J发现，在南美热带雨林，影响叶

片氮磷比的主要因素是物种。另外，一些研究着眼

于揭示种质、气候因子对叶片N、P含量及N：P比值

的影响。我国对中国植物叶片N、P含量及N：P比

值的研究则显示了一些不同于全球格局的分布特

征¨0|。然而，在亚高山草甸地区，对阴阳坡微生境

气候的植物叶片氮、磷浓度及其氮磷比驱动因素的

研究鲜见报道。

本文通过对甘南亚高山草甸不同生境的18个

样地的调查，分析了阴阳坡水平植物叶片N、P含量

及N：P比值的变化格局，并研究了其与土壤因子的

关系，揭示了亚高山草甸植物叶片N、P的化学计量

学特征，以期为我国植物元素计量学研究以及对其

区域性大尺度上特征的了解提供基础数据。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自然概况

试验在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

研究站(合作)进行。其地理位置为34055’N，102053’

E，海拔2 900—3 000 m。年均气温2℃，年均降水量

557．8 mm。最冷的12、1、2三个月平均气温

一8．9℃，最热的6、7、8三个月平均气温为11．5℃，

≥0℃的年积温为1 730℃左右，植被类型为亚高山

草甸。

1．2研究方法

1．2．1植物和土壤样品的采集 野外采样于2010

年8月进行。在2 900 m同一海拔的两个山地不同

坡向梯度共选取了18个采样地，每两个采样地距离

为20 m。在每个采样地，设置一个面积为50 em×

50 cm的样方，在样方内按照不同坡向采集植物叶

片(表1)。由于有的植物种类在一些样方内未出

现，因此，每个样方内采集的植物种类不等。每种植

物选择植株顶部健康、完整叶片进行采摘，分别放人

信封里，带回实验室处理。同时，在每个样方内按照

对角线法用土钻(直径5 cm)取5钻表层(0。30 cm)

土壤，混合作为一个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后带回实

验室，在室温下自然风干。

1．2，2 样品处理 土壤样品风干后，去除根、石头

等杂物，研磨，过0．15 mm筛孔备用，以供土壤因子

的分析。土壤全氮采用H2s04一K2S04：CuS04：se催

化法消煮。消煮后的溶液经定容、沉淀和稀释后用

仪器SmanChem 200化学分析仪进行测定。土壤全

磷经过H2S04一HCl04法消煮后，采用钼蓝比色法测

定。重铬酸钾热容量法测定土壤有机c的含量。

植物样品带回实验室烘干至恒重(70℃烘48

h)，经研磨后过筛，采用H2s04一Hcl0。消煮法消煮。

用smartChem 200化学分析仪对消煮液进行分析测

定；而采用钼蓝比色法(同土壤)测定样品的P含量。

1．2．3数据分析不同坡向下、不同植物种间的化

学计量学特征差异，以及土壤因子的变化采用方差

分析(ANOVA)和多重比较的方法。为了分析植物

样点对化学计量学特征的影响，一般线性模型(鼯n—

eral linear rnodel，GLM)多因素方差分析。以上所用的

统计分析都是使用sPss 15．0，用sigmaplot 10．0作图。

2结果与分析

2．1 阴坡一阳坡梯度上土壤养分的变化

从图1分析表明：甘南亚高山草甸土壤(O～30

cm)中全氮含量的变化为阴坡>阳坡>偏阴坡，偏

阳坡与阴、阳坡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

土壤中全磷含量的变化为阴坡>偏阳坡>阳坡，因

此不同坡向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土壤

中N：P是偏阳坡较低，其与阴坡和阳坡之间均存在

显著差异(P<0．05)。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为阴

坡>阳坡>偏阳坡，偏阳坡与阴阳坡两坡之间均存

在显著差异(P<0．05)。土壤含水量从阳坡到阴坡

不断增大，各坡向之间均有显著差异(P<O．05)。

土壤的pH值在从阴坡、偏阳坡到阳坡的不同生境

下，其值不断增大，速效氮和速效磷在不同坡向均无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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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不同坡向的主要优势植物物种

1铀le 1 Dominant plant species at di艉rent slope aspects

坡向 物种 科 属 生活型

Sl叩e aspect Species FaIllily Genus Ljf。Io”

， ，． ， 火薏孑， ， ⋯、。 菊科唧。，Ⅲ 火绒草属厶。mop。d池m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肋眦删i肼l Z∞m叩口d幻嗣鄂(wiud．)＆Ⅱ删
⋯’ 川 ‘

阳脯 矮嵩草‰6Ⅻ缸^u赢胁 莎草科cy妒r口∞∞ 嵩草属‰6m如 多年生草本Pere∞ial herb

sunnY slope 矮蔗草＆i甲“PⅧizⅢ 莎草科唧erⅧ 蔗草属sc卸Ⅻ 多年生草本PereⅡnial herb

三刺草Am￡池￡瓜甜口‰M 禾本科GmmiM∞ 三芒草属A而￡i如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米口袋Gwf如mt∞出址m础枷m 豆科妇miMs∞ 米口袋属GⅥf出mt∞出io 多年生草本Perenn甜herb

黄芪As‘^昭d批M枷mn㈣w 豆科厶gu赢，m∞ 黄芪属Amug矗Ⅲ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偏阳坡

Partial

sun“y 8lop。

棘豆嘶trop缸础roc咖k
狼毒s纠ferⅡckHlⅡ_咖s，M

垂穗披碱草跏Ⅻf nu缸w

豆科妇H蒯M5Ⅱe 棘豆属Ox”唧诂Dc．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瑞香科孤脚efd∞Ⅸ∞ 狼毒属s阳fkrⅡ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禾本科c，nm池一 披碱草属跏nm 多年生草本Perenn“herb

秦艽＆眦诅M m“ropMk 龙胆科＆mi。，MⅢ∞ 龙胆属Gemmn 多年生草本PeTe肌lal herb

针茅st咖口c叩if2咖厶nn 禾本科Gromine∞ 针茅属s￡枷 多年生草本PerellIlial herb

阴坡

Shady slop。

草莓R05Ⅱ∞∞夕础砌Ⅲ∞
鹅绒委陵菜P0把眦埘oⅡm折w

长毛风毛菊乩“∞ure口胁∞mioid∞

珠芽蓼Po毋伊nHm￡嘲印Ⅲm

线叶龙胆＆眦缸M知Ⅲ^

蔷薇科胁∞eⅢ

蔷薇科R∞Ⅲ∞

菊科c07印∞i￡∞

蓼科渤一
龙胆科＆眦i∞nc∞e

草莓属脚“n
委陵菜属P0鲫“珊Ⅱ

风毛菊属鼬∞uM口

蓼属P。务驴∞m

龙胆属＆础nM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rb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多年生草本Perennial herb

多年生草本Perermial herb

多年生草本Peren血al herb

金露梅Po鲫Ⅱnk似洳sⅡ 蔷薇科肋s口∞∞ 委陵菜属尸ofemiz缸 灌木sh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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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不同坡向土壤养分的变化

Fig．1 ne soil nu伍ent condition of di艉rent slope a8pects

2．2植物叶片中的N、P含量及N：P

除针茅(s￡咖o cnpiz缸把)外(见表2)，所有物种叶

坡向S10pe aspect5

阴坡偏阳坡刚坡
Shady PartiaJ Sunny

slope sunny slope
sloDe

坡向Slope aspects

片N含量和N：P在阴坡、半阴半阳坡以及阳坡之问

的不同坡向梯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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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嵩草(硒6船玩^“删凰)、狼毒(Js￡ef如m如口，noe一

丘s靴)、米口袋(G∽f如船f伽出施)、针茅(&咖口c叩if如把)

等的叶片P含量在阴坡、半阴半阳坡以及阳坡之间

的不同坡向梯度上均有显著差异(P<0．05)。

表2物种在不同坡向梯度上各养分含■及其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Table 2 ，11le test of signi矗cance of every nutrient index distribution di雎rent of species in di艉rent slope direction舯ds

物种 生境 样本数 叶片全氮 叶片全磷 叶片
sP。。i88 Habitats S啪ple nuIIlbers TN／(mg·g一1)TⅣ(mg·g一1) N：P

A 8 13．60(2．27)a 1．18(0．074)b 11．54(1．59)a

‰6曼芋三池 B 7 13吣．71)。 。删㈣7)。 1331(5．49)a

c 5 11．15(2．33)a 1．06(O．037)a 10．59(2．47)8

A 8 5．96(2．07)a 0．83(O．052)a 7．24(2．54)a

％i要罡三涵l s

B 4 4．46(1．28)a o．71(o．103)a 6．43(1．91)a∞rpw口ummu 一⋯一 ⋯⋯‘⋯7” ⋯⋯。⋯8
C 一 一 一 一

A 8 12．03(2．06)a 1．29(O．056)a 9．34(1．81)8

＆纛三甏池 B 5 12．8l(0．‰ 12l(o-053)。 lo．55(o．49)a

C 一 一 一 一

A 8 15．45(3．37)a 1．55(O．16)a 10．06(2．47)8

黧嘉曼萎。。 B 4 1522(2帆 149(o．16)a 1026(111)aPo￡e眦i如n脚e^M
B 4 15·22(2·06)a 1．49(0．16)a 10．26(1．“)a

C 一 一 一 一

A 8 23．1l(5．47)a 1．57(O．077)a 14．80(3．72)a

血打础缸H，：烹6mMmW B 2 22．52(5．23)a 1．79(o．014)a 12．57(2．81)a

C 一 一 一 一

A 8 15．35(3．18)a 1．57(O．102)a 9．83(2．35)8

‰慧磊洳。 B 2 17．㈣．73)。 1．㈣．191)。 10 95(2．33)。

C

A 6 24．34(3．47)a 1．98(O．21)a 12．35(1．96)a

＆effw出口≥池M B 7 26·59(6．05)a 1．76(o．21)a 15．03(2．63)8

C 5 24．22(6．11)a 1．70(0．12)b 14．14(2．98)a

A 6 24．77(4．48)a 1．46(0．084)a 17．01(3．12)a

‰‰苎罴以胁。 B 7 23．15(1．83)。 132(o．1枷 1775(274)。

C 5 21．45(6．48)a 1．23(O．070)b 17．44(5．37)a

A 8 17．69(5．31)a 1．42(O．144)a 12．53(3．82)a

纛纛。 B 5 17 05(3．69)。 1．姗删)。 1270(2．54)。

C————————

A————————

＆眦inn纛2rop^讹 B 4 12．72(2．75)a 1．20(o．083)a 10．73(2．53)a

C 5 12．47(3．35)a 1．21(0．045)a lO．33(2．98)8

A 8 10．91(1．57)a 1．27(0．105)a 8．63(1．42)a
针茅

＆咖Ⅱ；i如抛 B 7 ll·69(2．03)ab 1．14(o．104)ab lo．28(1．58)ab

c 3 14．3l(2．59)b 1．22(O．181)a 12．13(4．13)b

A 8 20．21(4．94)a 1．94(0．212)a lO．50(2．57)a

P02焉享三一
B 7 2057(2．37)。 1．68(o㈣。 12．纰．‰
C 一 一 一 一

注：A，阴坡；B，半阴半阳坡；c，阳坡；在尸<o．05水平上物种差异显著的用a、b、c不同字母标出，无显著性差异字母相同。

N0te：A，shady slope；B，half shady and half sunny slope；C，sunny slope．Same letter indicate not significant di艉rence，differentletter indic砒e s研njficant
difference at 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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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境和物种对植物肿片N、P化学计量特征的

影响

通过分析计算发现(表3)，所有物种的叶片N

含量、P含量以及N：P在不同的生境下均没有显著

差异，也就是说生境对它们几乎没有影响；而物种之

间的叶片N含量、P含量以及N：P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3生境和物种对植物叶片N、P和N：P的影响

Table 3 Tests ofbetween habitat and species e虢ct8

Note：R squ盯ed=O．738(adjusted R sqIlared=0．686)；8quared=o．871(adjusted R sqllared=0．845)；8qu黜d=O．532(adjusted R sqIlared=O．440)

3 讨论

3．1土壤N、P及其它养分特征

从阴坡到阳坡，土壤含水量从阴坡的35．79％

显著降低到阳坡的16．05％，全P含量也有显著降

低，：t壤中全N含量和有机质在不同坡向阴坡>阳

坡>偏阳坡，而pH值则从7．25升高到了8．18。土

壤含水量变化可能是由于阴阳坡温度的差异所造成

的。pH值的差异可能与土壤含水量差异有关，以前

的研究表明了降水量高的地区与干旱地区的土壤相

比呈较强的酸性[¨．12。，与环境因子的变化相一致

的是群落构成。在研究区域内，阴坡坡度较缓且分

布着良好的金露梅灌丛草甸，其优势功能群是杂草

类物种；而阳坡较为陡峭，且多为退化草地，其保水

性和土壤的水文性质存在较大差异，阳坡的优势功

能群是禾草类。阴、阳坡不仅水分表现出了分布差

异，而且，气象因子差异也比较大，阳坡光照强，温度

高，而且水分蒸发量大，从而导致土壤含水量低。对

于阴坡和阳坡来说，阳坡光照强、土壤含水量小、土

壤矿化严重，而且阳坡的坡度大于阴坡的，阳坡的土

壤养分比阴坡的低。偏阳坡处于家畜通道，受踩踏

等干扰造成一些养分流失严重。

3．2植物叶片N和P的化学计量学特征

一些不同功能群的植物叶片氮、磷浓度差异较

大¨3|。Han等¨4j收集了中国109种单子叶植物和

426种双子叶植物，发现双子叶植物叶片氮浓度、氮

磷比显著高于单子叶植物，而这两种功能群植物叶

片磷浓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He等¨5o研究表明，

豆科植物和非豆科植物叶片磷浓度没有差异，而豆

科植物叶片氮磷比显著高于非豆科植物。本研究中

(表2)，米口袋和黄芪(豆科植物)叶片氮浓度显著

高于矮嵩草和矮蔗草(莎草)、针茅和披碱草(禾草)

以及其它杂类草和灌木(金露梅)，与Han等【l 4I、He

等u5j研究一致。豆科植物叶片氮浓度较高可能是

因为与豆科植物共生的根瘤菌有固氮作用。

叶片氮、磷浓度能否反映土壤养分含量，或者它

们是否仅是一种物种本身的性状，而与土壤养分无

关?本研究中，11种植物叶片氮浓度种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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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而叶片各指标与对应的土壤养分浓度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它们与土壤全氮浓度相关

性均不显著(P>0．05)，说明叶片氮浓度可能更倾

向于是一种物种性状。Gseweu和Koerse l咖n【16 o研

究表明，植物叶片氮浓度在物种问的差异大于不同

生境之间的差异。本研究中11种植物叶片磷浓度

有显著差异(表2)，而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植物

叶片磷浓度与土壤全磷浓度显著正相关(P<

O．01)，说明土壤全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叶片磷浓

度。然而，本研究采集的植物种类只有11种，物种

间氮、磷浓度的差异不能代表整个群落水平，因此，

该研究结论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本研究中植物叶片氮磷比与土壤全氮浓度没有

显著性关系，原因可能是植物叶片氮磷比受多种因

子(生物、气候因子、土壤养分浓度等)共同影响，或

者是我们所选的研究区域尺度太小的原因，土壤全

氮浓度对植物叶片氮磷比的影响被其它因子的作用

抵消。

3．3植物叶片N、P含量及N：P比值与生境的关系

植物养分含量及在各个器官间的分配既受生长

地点养分有效性的制约，同时也受植物自身生长型、

生理特征和生活史的影响，是环境和物种系统发育

共同作用的结果旧J。虽然叶片的N、P含量和N：P

比值反映了植物对当地土壤条件的适应[2j，但也有

研究发现，温度也是植物叶片N、P含量的影响因子

之一¨7|。例如，由海拔或者纬度引起的温度变化可

以解释植物叶片N含量的种内差异¨8’19J。许多学

者认为：在土壤发育时间较长的、温暖地区被高度淋

溶的土壤中P是植物生长更主要的限制因子；而在

土壤发育时间较短的、中高纬度的土壤中，N则是主

要的限制因子u7【。实际上，岩石中N的风化过程是

一个温度敏感的生物过程，而P的风化属于化学过

程，其温度敏感性远低于生物的010定律。因此，

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的N可利用性比P可利用性

更容易受到低温的影响。全球尺度的研究表明，温

带和北方森林生产力受N限制，而热带雨林和亚热

带常绿林生产力普遍受到P的限制幢J。Reich和

01eksyn¨7 o分析了全球452个地区1280种植物5087

个叶片N和P含量的观察数据后，发现植物叶片中

N和P的含量与温度指数相关，论证了植物的生物

地理分布格局。针对植物叶片N：P化学计量学特

征在全球尺度上的变化模式，Reich和Oleksyn提出

了两种假说来解释植物叶片中N和P的含量沿纬

度的分布格局：温度一植物生理假说和生物地球化

学假说。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该假说，一方面该地

区位于高海拔高纬度区，气候寒冷，生长季短；另一

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植物叶片N：P比值推测：当植

物N：P<14时，植物生长表现为受N的限制；当N：P

>16时，表现为受P的限制，14<N：P<16时则同时

受N、P限制或两者均不缺少120‘21|。该地区植物叶

片N：P平均值均小于14，说明在该地区，植物的生

长受N限制，这与其它相关研究高寒草甸的结果一

致。另外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的坡向梯度对植物

的叶片N含量、P含量以及N：P比值均没有影响，

而不同物种之间的叶片N含量、P含量及N：P比值

有极显著差异(P<0．01)，生境和物种的交互作用

对叶片N、P含量以及N：P均没有显著差异(P>

0．05)，这可能是由于取样地的尺度太小，生境差异

不大造成的。

参考文献：

[1] 曾德慧，陈广生．生态化学计量学：复杂生命系统奥秘的探索

[J]．植物生态学报，2005，29(6)：1007一lOl9．

[2] Gdseweu s．N：P ratios in terrest^al pl柚ts：v捌ation and functional

sigIli6callce[J]．New Phytolo百st，2004，164：243—266．

[3] Elser J J，Dobbe血}ll D，Mackay N A，et a1．0。g卸ism size，life his·

tory，卸d N：P cycle．Biogeochemistfy，1996，37：237—252．

[4] Hesscn D 0． stoichiometry in food webs—Latka revistted． Oikos，

1997，79：195．200．

[5]朴河春，刘丛强，朱书法，等．贵州石灰岩和砂岩地区C4和c3

植物营养元素的化学计量对N／P比值波动的影响[J]．第四纪

研究，2005，25(5)：552．560．

[6] H0bbie s E，Gough L Foliar and 80il nutrients in tundra on dac试

l卸dsc8pes of contmsting 89es in nortllem Alaska[J]． Oecolo百a，

2002，13l：453．462．

[7] Bo唧锄w D，BaIln L，DarIlm M．Alpine l明dscape variation in foliar

nitmgen and phospho兀ls concentr“ons and the Telation to soil nitrogen

and ph08phoms availability[J]．Arctie，Ant A弛tic，and Alpine Re—

search，2003，35：144—149．

【8] Townsend A R，ClevelaIId C C，Asner G P，et a1．C0ntrols overfoliar

N：P ratios in tropical rain forests[J]．Ec0109y，2008，88：107一188．

[9]丁凡，廉培勇，曾德慧．松嫩平原草甸三种植物叶片N、P化

学计量特征及其与土壤N、P浓度的关系[J]．生态学杂志，

2011，30(1)：77-81．

[10] H锄wx，F粕g JY，Guo D L，et a1．kaf nitrogen柚d phosphoms

stoichiome‘ry acro鼯753 terrestrial plant 8pecies in china[J]．New

Phy￡ol哂st，2005，168：377—380．

[11]Gong x，Brueck H，Giese K M，et a1．Slope 8spect has effects on

pmdudiV畸粕d印ecie8 composition of hilly铲assl粕d in the xilin

River B鹊in，I肌er Mon舶lia，China【J J．J0umal of Add Environ．

ments．2008，72(4)：483-493．

(下转第177页)

万方数据



第3期 廖伟彪等：外源过氧化氢和脱落酸对3种萱草抗旱性的影响 177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nlonj R，Ro凶gIlez L，GonzaIez—Gu珊粕M，et a1．News on ABA

tfallsport，pmtein de芦adation，alld ABFs／WRKYs in ABA slgTlaling

【Jj．CIl丌Opin Pl卸t Biol，20ll，14：547—553．

nt弱c}Il【e A，Fo庀a11i C，}Iirt H．Reactive假ygen 5pecies si印a】jng in

pIarIts[J]．Antioxid Redox s岫，2006，8：1757一17“．
Liaow B，Hu8|lgG B，Yu JH，et a1．Nitric oxide and hydrogen pe卜

嘶de are involved in indok一3一butyric acid—induced adventitious

foot developme嗽m marj90ld[J]．J Hoftic Sci Bi。tech，2011，86：159一

165．

Chen Z，Silva H，Ⅺessig D F．Active oxygen 8pecies in the induction

of Pl∞‘systeInic acqtlired resiSl卸ce by salicylic acid[J]．science，

1993，262：1883·1886．

DeUedonne M，Zeier J，Marocco A，et a1．Sigrlal interactions between

nitric oxide粕d reactive oxygen Inte珊ediates in the plant hypersensi一

“ve disease resist硒ce跫8ponse[J]，n倪Natl Ac8d sd USA，2。0l，

98：13454-13459．

Pei Z M，Mumla Y，Benni“g G，et a1．Calci啪ch姐nels actjvated by

hydrpgen per删de mediate abscisjc acid si印auing jn gIlard cel】s[J]．

NaIure，2000，406：731—734．

Bright Jo，DesikaIl R，HaIlcock J T，et a1．ABA—induced N0 gener-

allon锄d stomatal closure in A，曲i幽p厶are d。PeIldent on H20z syIl—

thesis【Jj．Plar【t J，2006，45：113一122．

李长宁，srivastava M K，农 倩，等．水分胁迫下外源ABA提高

甘蔗抗旱性的作用机制[J]．作物学报，20lO，36(5)：863．870．

汪月霞，索标，赵鹏飞，等．外源ABA对于旱胁迫下不同品

种灌浆期小麦胛M基因表达的影响[J]．作物学报，2011，37

(8)：1372．1377．

廖咏梅，母容，罗松青．外源脱落酸(ABA)对白术幼苗生长

的影响[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加lI，32(3)：

221．226．

[13]于洋．王晶英，肖云鹏．干旱与外源ABA交互作用对水曲柳

苗木光合参数的影响[J]．东北林业的大学学报，2009，37(3)：

4143

ArnrA A，SaIr啪R K．S打vastava G C．0xidative stress and antiox—

idative syStem in plants[J]．cllr sci，2002，82(10)：1227．1238．

NeiU S J，Desik卸R，Clarke A，et a1．Hydmge“pemxide衄d nimc

暇ide鹳sl鄹alling molecmes in plants[J]．J Exp Bot，2002，53：

1237一l“2．

u∞Weibia0，xiao Hond锄g，zh卸g Meih“g．瑚fect of而tric 0xide

如d hydro萨“PeT0xide on adventitious root devel叩ment加m cutti“gs

of gmund—cover chrysan山emum and associated bioche而cal cha“ges

[J]．J Plam Gmwth Regul，2010，29：338-348．

Feng H蛐qin，Duan Jiango“g，h H0n刚，et a1．Altemative re8pim—

t。ry pathway u“der dfou曲￡is pan蹦!y盈ed赢ed by hydrogen pef矾lde

and contributes to antio】【idant protection in wheat leaves[J]． PlaIlt

Prod Sci，2008，1l：59—66．

Ishib＆s‰Y，Yamaguck H，Yu如a T，et a1．Hydroge“peroxjde

spmyi“g aIIeviates dmug}lc stre骚in蚰ybe拥plants[J] J PlaIlt Physi—

01．2011．168：1562．1567

苗雨晨．宋纯鹏，董发才，等．ABA诱导蚕豆气孔保卫细胞

H202的产生[J]．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2000．26(I)：53—

58．

K曲ler B，Hius S，Blaft M R．Control 0f gLIard ceU iDn chaIlIlels by

hy血}gen Pe『oxide柚d abscjsic acjd indicales t heir舵tion tJlrougll出一

temate si印aling pathw8ys[J]．Pl明t Physiol，2003，13l：385．388．

Zha“g Xi∞，Do“g Facai，Cao Junfe“g，et a1．Hydmgen pem)【ide in-

duced chan学皓in intraceUl|lar pH of guard ceUs precede stomatal clo-

sure[J】ceⅡRes，200l，“：37-43．

·‘●-+-●-+-¨-+-◆-+-◆-+-‘●-_．-+。+-‘●}_．-●·◆-+-●。_--◆m+-◆-·◆m+-◆-◆-+-+-◆-+-●-+-◆-◆-+～+-+-+-+m+-◆-+-+．

(上接第144页)

[12]

[13]

[14]

[15]

[16]

[17]

Bad蛳o E I，CavieIes L A，Molina—Montene伊o M A，et a1．Sl叩e

aspect i11nuences phn￡associa￡ion p8ftems in the MediterrAnean ma—

torral of cemral chile[J]．Joumal 0f Afid Envir0啪ents，2005，62

(1)：93．108．

Reiuh P B，EUs w叭h D S。Walters M B，et a1．GeneraliIy of leaf

trait relatioIlshlps：A test acmss six biomes[J] Ecology，1999，80：

1955—1969．

H孤w X，F柚g JY，Guo D L，et a1．kafmtrogen and phDsphoms

stoi商ome田acr0辐753 terrest打ai PI锄t speck in china[J]，一ew

P吣舀st，20Q5，168：377·38．
He J s，w柚g L，nyIlIl D，et a1．I肋f Ilitrogen：phosphonls stoi—

ckometly across chjnese铲＆ssl卸d bi砌es【J]，oec010乎a，2008，

155：301—310．

GnseweⅡs，K0er跎lmall w．Variation in llitmgen蛐d Ph08phonl8

concentmtioIls 0f wetland pl蛐ts[J]．PerspectlVes in Pl柚t Ecology，

Ev0Iution∞d Systemtics，2002，5：37—61．

Reich P B，0leksyn J．Global panerIls 0f pl柚tleafN舭d Pln reIa-

[18]

[19]

[20]

[21]

tion to tempeIature and latitude[J]

cademv《Scjences of tile Unifed

11001—11006．

PToceedings 0f the Nalional A—

Sla沁s d Amedca，2∞4．i01：

Ae血R．ch印in III F s．ne IIlineral nutrition of wild plants revisit-

ed：a re—eValuation 0f processes and pallems．AdVances Jn Ecolo舀cal

Research，2000，30(2)：l一68．

Elser J J，BrackenM E S，Cleland E E，et a1．G10ha】analvsis of ni．

trogen柚d ph08Phoms bIIlitaIion 0f primary producers in fhshwater，

m蚵ne a|ld terIes硒aI e∞sy3te脚[j】，Ec。Iogy ktters，2007，IO

(12)：1135—1142．

Te翳ier J T，Raynal D J．Use 0f Ilitrogen to ph08phoms ratios i“pl粕t

tissue鲢an indicatDr of nuI打明t b面tatjon舳d Tlitrogen saluration[Jj．

Jo啪a1 of Applied Ecology，2003，40(3)：523—534．

刘万德，苏建荣，李帅锋，等．云南普洱季风常绿阔叶林演替系

列植物和土壤c、N、P化学计量特征[J]．生态学报，2010，30

(23)：6581．659．

M

垮

坩

"

堪

悖

∞

n

[r【

[r【

[

[r【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