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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种子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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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湿地种子库研究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湿地恢复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湿地种子库以及

利用种子库进行湿地植被恢复的研究!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分析了国内外湿地种子库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无

性繁殖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 而且很多优势物种以无性繁殖为主要的繁殖方式! 因此! 在湿地种子库研究

中! 采用广义种子库的概念更为科学& 此外! 干扰因素! 尤其是水文条件变化对湿地种子库的影响非常大& 水位

的高低! 洪水的强度% 持续时间和频率都会显著影响种子库的物种组成和种子萌发格局! 进而对地表植物群落产

生影响& 研究事实证明! 在利用种子库进行湿地恢复时! 也必须考虑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否则很难实现群落结构

和物种多样性的恢复&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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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以来' 随着湿地破坏的日益加重和湿地生态系统重要性的不断显现' 在世界范围内

开展了大规模的湿地自然恢复工作, 由于湿地种子库保存着不同演替阶段种子' 不仅是植被天然更新的

物质基础' 也是种群基因的潜在提供者*

#$!

+

' 因此' 关于湿地种子库的研究也相应展开' 研究内容涉及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种子库的大小和物种组成! 种子库的分布格局" 与地上植被的关系! 干扰对湿地种子库的影响! 种子库

在湿地恢复中的作用等方面# 在国内!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对长江中下游湿地土壤种子库$

&!'

%

! 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对三江平原湿地土壤种子库都开展了大量研究$

(!)

%

! 高原湿地$

*

%

& 滨海

湿地$

+

%等种子库研究也陆续有一些展开# 综述前人研究结果发现' 当前的湿地土壤种子库研究存在一些

问题! 例如采样时大都选择狭义种子库的概念! 而湿地植物有很大一部分采用无性繁殖的方式! 这对研

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 在利用种子库进行植被恢复时! 缺少对生境条件的恢复! 直接影响了恢复结果#

因此! 在本研究中对湿地种子库研究中几个常见问题进行了探讨#

,

湿地种子库的概念

土壤种子库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土壤种子库概念为存在于土壤上层凋落物以及土壤中

存活种子的总和$

,"

%

# 广义的土壤种子库既包括植物形态解剖学上严格意义的种子! 也包括无性繁殖体

)根茎& 鳞茎& 根蘖等*和其他能再生的植物结构$

,,

%

+ 在陆地土壤种子库的研究中! 多以狭义种子库为

主+ 而湿地种子库由于水文条件的影响! 采用广义种子库更为科学+ 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湿地植物具

有利用根茎进行无性繁殖的特点+ 侯志勇等$

,!

%对洞庭湖湿地土壤种子库特征进行研究后发现! 荻
!"#!

$%&'()# #%$$(%*"+,-*)-

! 薹草
./*01 -../

等湿地植物群落建群种在土壤中的种子密度非常低! 因为这些均

为多年生植物! 主要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后代来维持和更新种群+ 李守淳等$

,&

%对鄱阳湖湿地种子库进行研

究后发现! 秋季退水后! 鄱阳湖湖滨湿地植被的恢复与建立主要依赖于根茎等无性繁殖体! 土壤种子库

的贡献较少+ 王国栋等$

,$

%发现三江平原湿地中共有
!'

种物种通过根茎分蘖! 其中
,!

种在植被中出现!

小叶章
./,/2/3*-#'"# /&3)#'"+-,"/

作为优势种! 通过根茎大量繁殖+

012

等$

,'

%也指出土壤中的种子和无性

繁殖体共同决定着植被群落的结构! 根茎等无性繁殖体对于薹草
./*01 )&"#01)/,"#

等优势物种的建立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 一些湿地多年生植物虽然能够产生种子! 但能有效进入土壤种子库并能萌发的种子数量有

限+ 例如在洞庭湖湿地! 薹草
'

月刚完成生活史就进入洪水期! 由于种子轻盈! 水流淹没处薹草种子会

在水面形成漂浮层! 随洪水流失$

,!

%

+ 很多植物的种子萌发需要特定的条件! 例如芦苇
4(*/32"'0# 5-2!

2)&"#

种子萌发适宜温度较窄! 为
!%/%3&'/% "

! 否则不萌发 $

,(

%

+

456789

等 $

#)

%的研究中发现
:

尽管草

属的荆三棱
65"*7)# +,)8"/'","#

在种子库中存在大量种子! 但是必须在低温状态与水中储存
, 5

以上后再

置于高温)

&%/%3&!/% "

*和强光下才能萌发+

!

种子库与湿地恢复

!"#

种子库在湿地恢复中的作用及存在问题

大部分研究表明
;

种子库比现存植被具有更高的物种数+ 持续性种子库具有重要的遗传学意义! 它

含有所有群落地上部分在不同时期产生的等位基因! 因此! 在植被演替更新和受损湿地恢复中起着重要

作用$

,*!,+

%

+ 在湿地的保护和恢复实践中! 充分利用原湿地保留的种子库! 以及通过种子库移植等方法恢

复湿地植被! 将有利于湿地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恢复$

!%

%

+ 目前! 国内外已开展了大量有关种子

库在湿地植被恢复中潜力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

个方面' 一个是通过研究种子库的组成确定受损湿地的

物种资源储备并评判它的自我恢复能力! 同时为植被恢复提供管理策略+ 另一个是采用种子库进行湿地

植被恢复时的技术手段研究$

!,!!!

%

+

种子库恢复湿地植被取决于种子寿命" 干扰时间" 种子扩散和水文条件等诸多因素$

!&

%

+ 事实证明!

在利用种子库进行植被恢复时还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

!%

世纪
*%

年代以来! 随着湿地重要性的不

断显现! 美国"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湿地恢复工作$

!$!!(

%

+ 结果发现' 经过多年恢复! 湿地

仍然难以达到开垦前的状态+

<2=>?2-8

等$

!'

%对经过
#! 5

天然恢复的美国中部某湿地进行研究后发现!

许多天然湿地中的物种并没有出现! 而部分入侵物种却大量繁殖+

@8AA86916B

等 $

!(

%对恢复湿地的研究也

发现! 先前群落优势物种和其他湿地物种难以出现! 而入侵种却大量繁殖! 恢复的景观不能反映原来湿

地的结构和物种多样性+ 王国栋等$

#$

%对三江平原恢复
) 5

和
#$ 5

的湿地进行研究后发现! 毛薹草
9/*01

,/#"-5/*7/

等莎草科
CD.895E858

物种在种子库和植被中数量很少! 恢复趋势较差+ 这是因为湿地植被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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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不仅与种子库状况有关" 还和水文干扰等环境因子的影响有关#

!"!

水文干扰对湿地种子库的影响

水文变化是湿地生境最主要的干扰因子" 水位的高低$ 洪水的强度$ 持续时间和频率都会显著影响

种子库的物种组成和种子萌发格局" 进而对地表植物群落产生影响%

#$!#%

&

# 由于湿地水文存在变化" 研究

人员专门将沉水和湿润处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作了对比# 结果表明!

#

个处理仅有
#&'

的种类是共同

的" 而且湿润处理时萌发的植物种类更多%

($

&

# 王国栋等%

)*

&发现! 淹水
)+ ,-

处理条件下萌发物种仅有菹

草
!"#$%"&'#"( )*+,-.,

" 灯芯草
/.()., '00.,',

和宽叶香蒲
12-3$ 4$#+0"4+$

等
!

种" 其中以菹草占绝对优

势' 而湿润条件下物种萌发数在
#.

种以上" 萌发物种数及种子密度显著高于淹水条件" 而且
#

种水分

条件下萌发物种的生活型不同# 刘贵华等%

#/

&对亚热带淡水沼泽种子库的研究表明" 随着水位的增加" 萌

发的物种数和种子数呈明显减少的趋势" 植被群落类型也截然不同#

0123

等%

&

&对具有丰水期和枯水期变

化的湖滨沼泽种子库和地上植被进行研究" 发现种子库与植被均沿水位梯度呈现明显的带状分布格局"

浅水区以挺水植物和湿生植物为主" 而深水区则以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为主" 在浅水和深水交错区" 物

种多样性最高# 徐凌翔等%

)%

&对青藏高原湖泊尕海湖滨湿地的研究也发现" 随着水位的升高" 种子库中的

优势种逐渐由以露蕊乌头
5)"(+#.% &2%(6(7*.%

为指示种的中生植物向以水毛茛
86#*6)3+.% 9.(&'+

为指

示种的沉水植物过渡# 此外" 干扰频繁的湿地中" 底泥的不断悬浮和沉淀也会导致种子所处的微生境发

生变化" 从而影响种子的萌发#

水文条件同时也是影响湿地种子扩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

&

# 洪水高频区比低频区的湿地种子库物种

丰富度高" 物种组成复杂" 表明洪水频率直接影响着种子库的大小和组成%

!4

&

# 弱的水文波动有利于种子

的沉淀" 强的水文波动不利于持久性种子库的建立%

!!

&

#

567899:3

等 %

!*

&在对河岸植被的研究证实了这一

点" 被水传播种子的种类丰富度随着屏蔽程度的上升而增大" 种子库的多样性也较高# 因此"

;<==87>:3

%

4*

&指出从景观尺度上恢复洪水波动来重新连接种子传播的途径是成功进行湿地恢复的重要条件#

!"#

湿地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关系

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关系是种子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群落恢复和生态系统管理都具有重要

意义%

!&

&

# 土壤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关系大致有相似或不相似
4

种情况# 这主要是由于群落类型差异$ 环

境因子和所处演替阶段等因素造成的%

!?

&

# 湿地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关系也符合这
4

种情况%

4.

&

# 环境因子

对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在水文条件变化大的生境中" 湿地种子库与地表植被

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
@7,A

等%

!$

&对淡水潮汐沼泽的研究$

B1><82

等%

!%

&对海岸滩涂湿地的研究$

C2D:3

等%

!/

&

和
EF:-D9:3

%

*+

&对河滩湿地的研究以及
G23=76

等%

)$

&对干旱时期经历水位下降影响的普列利冰川沼泽的研

究等都发现这些种子库与地表植被具有密切的相似性" 而这些群落植物种都以
)

年生植物为主# 于顺利

等%

!?

&认为这与系统经常受不可预测的干扰有关#

而演替阶段对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影响是! 随着演替的进行" 群落中多年生植被占优势种子库与地

表植被在种类组成上的差异不断增大" 湿地种子库亦是如此%

)+

"

*)

&

# 有人认为这种不相似是由于优势种对

土壤种子库形成的贡献较小导致的" 这些物种一般具有较低的种子产量或种子在土壤中具有短寿命# 研

究发现! 沼泽湿地$ 湖滨湿地以及一些退耕湿地和临时性湿地" 其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的物种组成差异很

大%

*4

&

# 党丽霞%

*!

&在春$ 夏$ 秋
!

个季节对北京野鸭湖地表植被进行调查" 发现土壤种子库和地表植被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

H<89:3

等%

*)

&在对加拿大安大略某沼泽的种子库研究中发现! 在
4/

种植物中" 仅有
/

种为种子库和植被共有# 此外" 由于很多湿地植物具有无性繁殖的特点" 而目前很大一部分的湿地种子

库研究采用狭义种子库概念" 这也导致了调查结果为种子库与地表植被在种类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表明" 在演替进程中" 湿地种子库比地上植被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对外界干扰破坏具有更强的

缓冲能力%

**

&

# 王国栋等%

)*

&和王相磊等%

*&

&对处于不同演替恢复时期的湿地种子库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

小结

目前" 湿地种子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陆地种子库研究基本一致" 但是由于湿地存在水文变化这一

特殊干扰" 种子库特征具有其特殊性" 因此" 在概念和研究方法等的选择上需有针对性# 对受损湿地种

子库以及与地上植被关系进行研究" 是利用种子库开展湿地恢复的基础# 对不同恢复阶段湿地种子库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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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 有助于对湿地恢复状况进行科学评价! 并能对恢复所需时间和恢复后植被状况进行预测" 目前

的研究结果表明! 湿地种子库的存在对于迅速形成新的稳定的湿地群落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为湿地

植被恢复还和其他生态因子密切相关! 利用种子库可能并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有天然湿地水平或者需要上

百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

$

" 因此! 在开展湿地种子库研究的同时! 还应加强影响种子萌发% 格局分布% 植

被类型等环境因素尤其是水文干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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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香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由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组织申报的 '香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获国家林业局$林科发

)

!"`(

*

`P(

号%批准成立+ 该中心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主体# 整合浙江省内相关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组建

成立# 着重围绕香榧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开展科学研究, 示范与推广工作+

浙江省是中国香榧核心产区# 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浙江农林大学拥有一支长期从事香榧研发的产

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和管理团队# 在香榧良种选育, 优质丰产栽培和产品加工利用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研

究成果+

香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针对现阶段香榧产业快速发展的技术瓶颈# 重点围绕香榧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 评价及利用# 香榧良种选育及良种壮苗快速繁育# 香榧生态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 香榧栽培,

加工系列标准制定与应用推广# 香榧自动化加工机械研发应用与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与应用

推广+

该中心的组建将带动香榧产业的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 促进产学研结合# 加快香榧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刘守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