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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地被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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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遮光处理下的生理适应性! 以地被菊 %梅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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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试验材料! 通过人工搭设不同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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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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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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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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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光照(的遮阳网对它们进行遮光逆境胁迫处理) 结果表明$ 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地被菊株高* 叶面积* 节

间长度* 叶绿素质量分数和花径等呈增加趋势! 冠幅* 基径* 比叶质量* 叶绿素
=-;

值* 分枝数和成花量等呈降低

趋势' 地被菊在遮光条件下的光饱和点* 光补偿点及暗呼吸速率下降! 表现出它们在弱光条件下的生理适应机制'

地被菊虽是阳生植物! 但其光照生态幅较宽! 轻度遮光"

%"?

透光率(能促进其光合效率! 减少光抑制! 促进长势!

当透光率达减少到
1"?

时! 仍能正常开花' 另外! 不同品种对光的适应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金不换& 对光

强的生态适应范围大于 %梅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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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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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菊科
?,$8,;%&'*

菊属
32&'$%&1.2-%

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 是

陈俊愉院士及其带领的团队% 利用中国优良的野生菊花资源反复进行杂交而选育出的极具园林应用价值

的菊花新品种群& 地被菊具有植株低矮' 株型紧凑' 花色丰富' 花朵繁多' 花期长' 抗逆性强' 耐粗放

管理等特点#

C!"

$

% 适于在广场' 街道' 公园' 风景区' 居民区等各类绿地中应用% 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优

良地被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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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被菊作为优良的观花地被植物% 在维持城市生态平衡' 丰富城市绿化景观等方面可发

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 对地被菊的研究多集中在育种' 栽培' 抗寒' 抗旱' 耐盐碱以及耐湿热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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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光照对地被菊产生的影响却鲜有人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绿地面积逐渐减少% 由高层建筑'

立交桥' 林地等形成的荫地' 半荫地面积不断增加% 造成了大量的荫地生态环境& 光照作为影响植物光

合作用最主要的生态因子% 是影响园林植物配置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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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被菊对光照条件的适应能力决定了

它们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形式& 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地被菊进行人工遮光处理% 了解不同光照条件对地

被菊光合特性及观赏特性的影响% 为地被菊作为林下观花地被植物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C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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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梅菊圃% 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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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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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质壤土&

年平均气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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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平均年积温(平均气温大于
G &

的积温)在
A #GG &

以上& 无霜期较长% 为
CJGF

"GG 3

& 日照充足% 日照时数平均为
" @GGF" DGG 9

& 年降水量只有
@GG $$

左右%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AK

& 由于受季风影响% 降水大多集中在夏季% 占全年降水量的
DGK

以上% 而春冬
"

季降水最少% 仅占

CCK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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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及处理方法

"GCA

年
!

月
CG

日选取生长健壮' 整齐一致的地被菊品种 !金不换"

!.$/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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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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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穗% 于洁净的河沙插床上进行扦插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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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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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将已经生根的扦插苗移栽至练苗区进行练苗
!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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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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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各选取
@G

株*种!C长势

一致' 生长健壮的扦插苗定植于大田中% 缓苗
C

周后% 选用不同透光率的遮阳网进行遮光处理+ 处理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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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处理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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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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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对照
)N

(全光照)&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

株*处理!C

% 重复
!

次%

@G 3

后对各项指标进行测定&

*+-

测定项目与方法

遮光处理
@G 3

后% 用卷尺测定植株株高' 冠幅% 用游标卡尺测定基径' 节间长度#

J

$

, 用扫描仪扫描

叶片%

L2&,?LO

软件测定叶长' 叶宽' 叶面积, 使用打孔器(

''G4@ )$

)钻取叶片% 测定叶片单位面积干

质量' 鲜质量及含水量#

E

$

, 利用美国
PQ(?RS

公司产的
PQ(@AGG

型便携式光合仪测定光响应曲线% 测定试

验植株不同处理下成熟叶片的净光合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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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孔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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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胞间二氧化碳摩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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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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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光合参数% 计算出植株的光补偿点(

4

P?T

)%

光饱和点(

4

PUT

)% 最大净光合速率(

4

($'V

)% 暗呼吸速率(

7

3

)和最大表观量子效率(

!

), 运用
WX(!!GG

分光

光度计% 采用
P%)9&*(&9'.*-

#

E

$法测定叶绿素质量分数&

CG

月上旬盛花期% 观察花的形态特征% 用游标卡

尺测量花径%

CC

月中下旬
E#K

的花枯萎后% 采摘% 计算成花量及分枝数&

*+.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UTUU "G4G

和
IV)*.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O2()'(

法进行方差分析, 运用
Y'-Z29'-

#

CG

$模型对

光合曲线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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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处理对地被菊叶片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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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处理 叶厚
7!8

叶面积
7-8

! 叶长
788

叶宽
788

!金不换"

!$9

透光率
!:%;%% ! #%;%% - <%;%% ! %;== ' #%%;=# ! <;>? ' $>;?! ! @;<@ '

$%9

透光率
!$>;>A ! @$;!? - !<;?= ! %;>= ( =!;== ! !;!= ( $@;>? ! %;AA (

A$9

透光率
<@%;%% ! @%;%% ( @?;%% ! %;?$ - A<;$% ! @;$% - ::;?! ! @;@% -

!梅红"

!$9

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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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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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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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光照处理之间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

%&

!

结果与分析

!"#

遮光对地被菊形态特征的影响

!;@;@

遮光对地被菊株高! 冠幅! 基径! 节间长度的影响 由表
@

可知#

>% 2

的遮光处理对植株的株

高' 冠幅' 基径' 节间长度等方面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在透光率
?$9

条件下(

!

个品种株高达到最大

值( 其次是透光率
!$9

条件下( 然后是透光率
$%9

条件下( 全光照下植株最矮( 各处理组间差异显著&

!梅红" 冠幅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小( 在全光照条件下达到最大值
:A;<< -8

( 透光率
!$9

条件下

冠幅最小
!=;<< -8

( 各处理组差异显著& !金不换" 在透光率
?$9

条件下冠幅最大
<:;<< -8

( 比全光照

条件下增加了
!@;@?9

& !梅红" 在全光照条件下有最大茎粗
=;=A 88

( 而 !金不换" 在透光率
?$9

条

件下有最大基径( 为
A;$! 88

( 比全光照条件下增加了
@:;?@9

& 节间长度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逐渐加

长& 可见( 弱光有利于茎的延长生长& 植物为获取足够阳光( 会大大增加基径生长速度以使新生叶片尽

快达到林木顶层( 从而引起节间明显延长)

@@

*

(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在透光率
!$9

的弱光环境下( 植

物株高增加( 同时基径变细( 冠幅减小( 节间变长( 植株变得细弱(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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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处理对地被菊植株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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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处理 株高
7-8

冠幅
7-8

基径
788

节间长度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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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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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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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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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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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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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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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光照处理之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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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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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对地被菊叶厚! 叶长! 叶宽及叶面积的影响 由表
!

可知# 经遮光处理后( 叶厚' 叶长' 叶

宽' 叶面积等差异显著( 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具体表现为叶片厚度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而呈下降趋

势+ 叶长' 叶宽及叶面积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 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其中叶面积由全光

照到透光率
?$9

条件下( 由透光率
?$9

到透光率
$%9

条件下( 由透光率
$%9

到透光率
!$9

条件下的增

幅分别为 !梅红"#

@<;>>9

(

!>;$:9

(

$A;!@9

+ !金不换"#

<%;$<9

(

<!;A!9

(

!$;$?9

& 由此可推断(

在遮光条件下( 地被菊通过增加单位生物量的叶面积来捕获足够的光能提供给植株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

出能满足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有机物( 以适应弱光环境&

!;@;<

遮光对地被菊分枝数! 成花量以及花径的影响 地被菊的分枝数及成花量受光照条件影响显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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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遮光处理对地被菊叶绿素质量分数的影响

$%&'( # )**(+,- .* -/%0123 .2 +/'.4.5/6'' +.2,(2,- .* !"#$%&'(")*+* ,#&'-./01#+*

品种 处理 叶绿素
%7

!

83

"

3

!9

# 叶绿素
&7

!

83

"

3

:9

# 叶绿素总量
7

!

83

"

3

!9

#

$金不换%

"#;

透光率
9<""= " ><>>? % ><#!! " ><>># % 9<?#@ " ><>9" %

#>;

透光率
9<9@! " ><>>A & ><#>B " ><>99 & 9<=@A " ><>9" &

?#;

透光率
9<9!A " ><>99 + ><BB@ " ><>9# + 9<#A? " ><>"= +

$梅红%

"#;

透光率
9<9A" " ><>>A % ><B#? " ><>>? % 9<=!@ " ><>99 %

#>;

透光率
9<9!A " ><>>= & ><B>! " ><>>@ & 9<#B9 " ><>99 &

?#;

透光率
9<>A@ " ><>># + ><!=9 " ><>>B + 9<B#> " ><>>@ +

全光照
+C 9<>BA " ><>>= 0 ><!"B " ><>>= 0 9<!?" " ><>99 0

类胡萝卜素
7

!

83

&

3

!9

#

><"BB " ><>>9 %

><"!9 " ><>>A &

><""! " ><>>? &+

><"=" " ><>>= %

><"#9 " ><>>! &

><"!? " ><>>= +

><"9@ " ><>>" 0

叶绿素
%7&

"<!>9 " ><>9! +

"<!=? " ><>#? +

"<#!= " ><>#? &

"<#A? " ><>!@ 0

"<A"= " ><>=# +

!<>9= " ><>"9 &

!<"!? " ><>## %

全光照
+C 9<>=@ " ><>9> 0 ><B>= " ><>9> 0 9<B?# " ><>"> 0 ><"9= " ><>>= + "<=!! " ><>!A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光照处理之间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

#(

!表
!

#( 分枝数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成花量变化趋势与分枝数一致( 遮光对花径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花径有所增加(

表
"

遮光处理对地被菊枝条及花的影响

$%&'( ! )**(+,- .* -/%0123 .2 &4%2+/(- %20 *'.D(4- .* !"#$%&'(")*+* ,#&'-./01#+*

品种 处理 分枝数 成花量 花径
788

$金不换%

"#;

透光率
#<> " 9<> 0 "@<> " !<> 0 B9<"9 " 9<9# %

#>;

透光率
@<? " ><= + B"<? " ><= + B9<?# " 9<?# %

?#;

透光率
"B<> " 9<> & 9B?<! " #<# & B><BA " ><@@ &

$梅红%

"#;

透光率
A<> " 9<> 0 9>B<> " ?<@ 0 !@<=" " 9<=9 %

#>;

透光率
9=<? " ><= + 9A=<? " ?<# + !A<!9 " ><?9 &

?#;

透光率
"?<? " 9<" & !#B<> " @<> & !A<@A " 9<"= &

全光照
+C !?<! " 9<# % BB?<! " A<# % !?<=> " 9<?B +

全光照
+C !B<? " "<# % 9A9<? " B<# % !?<?@ " ><B9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光照处理之间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

#(

#$#

遮光对地被菊比叶质量! 单位面积鲜质量及单位面积含水量的影响

比叶质量是衡量植物叶片光合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可以反映植物叶片在不同的光环境中同化产物

量的变化情况*

9"

+

( 由表
B

可知' 经遮光处理后) 地被菊的比叶质量, 单位面积鲜质量, 单位面积含水量

差异显著) 三者变化趋势一致) 即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比叶质量, 单位面积鲜质量及单位面积含水量

逐渐降低(

表
%

遮光处理对地被菊叶片质量的影响

$%&'( B )**(+,- .* -/%0123 .2 '(%* D(13/, .* !"#$%&'(")*+* ,#&'-./01#+*

品种 处理 比叶质量
7

!

83

&

+8

:"

# 单位面积鲜质量
7

!

83

&

+8

!"

# 单位面积含水量
7

!

83

&

+8

!"

#

-金不换%

"#;

透光率
"<@> " ><>9 0 "=<#? " ><9@ 0 "!<== " ><9A 0

#>;

透光率
!<B9 " ><>9 + "@<!B " ><99 + "#<@! " ><9> +

?#;

透光率
!<#B " ><>! & !"<"# " ><!> & "A<?9 " ><"? &

-梅红%

"#;

透光率
"<B# " ><>! 0 "B<== " ><"A 0 ""<"9 " ><"# +

#>;

透光率
"<A9 " ><>! + "#<## " ><!" + ""<?B " ><!! +

?#;

透光率
!<!= " ><>! & !><>A " ><!" & "=<?" " ><"A &

全光照
+C !<@> " ><>! % !"<=! " ><!9 % "A<?! " ><"A %

全光照
+C B<>? " ><># % !#<?# " ><99 % !9<A" " ><9>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光照处理之间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

#(

#$"

遮光对地被菊叶绿素质量分数的影响

经遮光处理后) 地被菊叶片色素质量分数差异显著!表
#

#( 叶绿素质量分数在遮光处理下明显高于

雷 燕等'

"

个地被菊品种对不同遮光处理的生理适应性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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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具体表现为" 叶绿素
&

# 叶绿素
'

及叶绿素总量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逐渐增加$ 叶绿素
&('

值

在叶绿素总量增加的情况下逐渐减小! 这说明了叶绿素
'

的增加幅度比叶绿素
&

大% 这是植物对弱光环

境表现出的生态适应% 保证植物在弱光环境中能更好地利用散射光% 从而提高植株的光能利用率$ 类胡

萝卜素含量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明显增加! 由此可知" 遮光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被菊叶片叶绿素

&

% 叶绿素
'

% 叶绿素总量和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 降低了叶绿素
&('

值% 来适应弱光环境!

!"#

遮光对地被菊光合特性的影响

从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 当光合有效辐射
!

)*+

在
,%%-%%% !./0

&

.

!!

&

1

!#以内时% 地被菊叶片净光合

速率
"

2

随
!

)*+

的增加迅速升高$ 当
!

)*+

达到
,""-""" !./0

&

.

!!

&

1

!3后%

"

2

增加缓慢% 但当
!

)*+

超过一定

范围后% 植株叶片
"

2

增速几乎维持不变% 此时叶片光合速率已达到饱和现象! 由表
4

可知" 经遮光处

理后% 地被菊光补偿点# 光饱和点# 最大净光合速率# 最大表观量子效率# 暗呼吸速率均差异显著!

'金不换( 在全光照条件下% 光饱和点达到最大值
! "54-446 !./0

&

.

!!

&

1

!3

% 显著大于其他
6

组处理下植

株的光饱和点% 即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光饱和点不同程度的降低% 其中% 在透光率
,$7

条件下下降至

3 ,48-"6" !./0

&

.

!!

&

1

!3

% 透光率
$"7

条件下下降至
3 939-",6 !./0

&

.

!!

&

1

!3

% 透光率
!$7

条件下下降至

3 45$-696 !./0

&

.

!!

&

1

!3

$ '梅红( 在透光率
,$7

条件下光饱和点最大% 为
! ""6-"," !./0

&

.

!!

&

1

!3

% 明显

高于全光照条件下的光饱和点
3 96!-$,9 !./0

&

.

!!

&

1

!3

% 其他几个处理下% 光饱和点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而逐渐减低! 透光率
$"7

条件下为
3 485-4"6 !./0

&

.

!!

&

1

!3

% 透光率
!$7

条件下为
3 !86-556 !./0

&

.

!!

&

1

!3

!

光补偿点# 最大净光合速率# 暗呼吸速率变化趋势与光饱和点变化趋势一致! 植物光补偿点越低%

植物对弱光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

36

*

! 经遮光处理后% 地被菊叶片光补偿点# 暗呼吸速率及最大净光合速

率较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梅红( 最大净光合速率在透光率
,$7

条件下有

最大值
!8-$86 !./0

&

.

!!

&

1

!3

% 比全光照条件下显著提高了
3,-,57

% 透光率
$"7

条件下最大净光合速率与

全光照条件下差异不显著% 分别为
!5-!5, !./0

&

.

!!

&

1

!3和
!5-8"3 !./0

&

.

!!

&

1

!3

% 透光率
!$7

条件下较全

光照条件下显著降低% 为
3,-434 !./0

&

.

!!

&

1

!3

!

最大表观量子效率+

!

,是叶片光能利用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反映了植物在弱光条件下对光的利用能

力)

35

*

! 一般情况下% 耐荫植物的最大表观量子效率在弱光环境中有所增加% 以提高光能利用效率! 从表

4

可知" 地被菊在全光照条件下具有最大表观量子效率% 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最大表观量子效率并没

有出现递增的现象% 由此可推断" 地被菊对光照的适应性表现为喜阳! 在全光照及透光率
,$7

条件下%

地被菊对光照强度的利用能力显著高于透光率
!$7

及透光率
$"7

条件下% 即当遮光程度较高时% 地被

菊不能很好地利用光能效率% 影响了其生长势!

图
3

地被菊 !金不换" 光响应曲线

:;<=>? 3 @?A BC/A/1D2AC?A;E >&A?"0;<CA >?1B/21? E=>F?1 ;2

0?&F?1 /G

'

H;2'=C=&2

(

图
!

地被菊 !梅红" 光响应曲线

:;<=>? ! @?A BC/A/1D2AC?A;E >&A?"0;<CA >?1B/21? E=>F?1 ;2

0?&F?1 /G

'

I?;C/2<

(

6

讨论与结论

光环境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环境因子! 随着光环境的变化% 植物能够在形态和生理方面发

生可塑性响应来适应变化的光环境)

#$

*

! 从试验结果与分析中可知% 地被菊的形态特征# 比叶质量# 色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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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遮光处理对地被菊光合!光响应参数的影响

$%&'( ) *++(,-. /+ .0%1234 /3 50/-/.63-0(-2, 5%7%8(-(7. /+ !"#$%&'(")*+* ,#&'-./01#+*

品种 处理
光补偿点

2

9:;

<

!

!8/'

"

8

!"

"

.

!=

#

光饱和点
3

9>;

<

!

!8/'

"

8

!"

"

.

!=

#

最大净光合速
3

38%?

<

!

!8/'

"

8

!"

"

.

!=

#

最大表观量子效率

!

光下呼吸速率
4

1

<

!

!8/'

"

8

!"

"

.

!=

#

$金不换%

"#@

透光率
"AB)=C " CDE#F 1 = )E#D!G! " E=DFAG 1 =GD"EG " CD)A! 1 CDCGC " CDC=C & "D)!F " CDCC! &

#C@

透光率
!"DF=C " CDG#G , = G=GDCA! " )DG=! , "CDFCG " CD)G) , CDC)= " CDCC" , "DE"E " CD=#= ,

G#@

透光率
!#D#A! " CDEC) & = A)FDC!C " "!DG#G & "!DEE! " =D"CF & CDC)# " CDCC" &, "D"A# " CDCC# ,

$梅红%

"#@

透光率
"GD)G! " =D=C# 1 = "F!DEE! " =!D)FF , =AD)=) " CD"CE , CDC#F " CDCC= , =DACA " CDC#E 1

#C@

透光率
!#DE=G " CD#=F , = )FED)C! " !!D"!A & "ED"EA " =DCEE & CDC#= " CDCC" 1 "DE)G " CDC=# ,

G#@

透光率
)=DE)C " CDFG! % " CC!DCAC " AD)EC % "FD#F! " CDAGA % CDCG= " CDCC" & EDGG= " CDC=C %

全光照
,H E!D"G! " CD!E! & = G!"D#AG " "#DC)G & "EDFC= " CD!FA & CDCG) " CDCC" % !DEE# " CDC=# &

全光照
,H !ADFC! " CD!CF % " CE)D))! " EED#FG % ")D="C " CDAAG % CDCG) " CDCC= % !D!EC " CDC=C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光照处理之间在
CDC#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CDC#

#'

质量分数及各项光合指标经遮光处理后( 差异显著' 经遮光处理后( 地被菊株高增加( 基径变细( 节间

变长( 分枝数减少( 成花量降低) 叶面积* 叶长* 叶宽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逐渐增加( 叶片变薄( 比叶

质量降低( 叶绿素质量分数增加( 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下降( 暗呼吸速率降低等( 与赵大球等+

=)

,

* 蔡志

全等+

=G

,研究结果一致( 体现了其通过增加光的捕获能力( 降低呼吸消耗( 保证植株碳水化合物正向积累

的弱光适应机制' 这是地被菊在弱光环境下表现出的生态适应'

光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原动力( 光照强度的改变会引起植物生长环境的其他因子的变化( 如温度* 水

分等+

=A

,

' 适度的遮光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水分亏缺及强烈的太阳辐射等胁迫因子的副作用( 从而

提高净光合速率+

=F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适度的遮光!

A#@

透光率#会显著提高地被菊的净光合速率和潜在

光合能力( 主要是由于全光照条件下( 过强的光辐射超出了地被菊叶片光能利用的范围( 导致其光合机

构受损( 光合功能下降+

"C

,+

"=

,

' 轻度遮光!

A#@

透光率#能促进其光合效率( 减少光抑制( 促进其生长势'

而光照过弱!

"#@

透光率#时( 地被菊净光合速率显著降低( 即在重度遮光!

#@

透光率#条件下( 光合作

用受抑制' 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地被菊的分枝数及成花量显著降低( 花径却不同程度的增大' 原因可

能是( 在弱光环境中( 花芽分化率降低( 成花量减少( 每朵花能获取足够的营养物质( 促使花径变大'

由此可推测( 随着遮光程度的增加( 成花量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花径的增大'

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植物对弱光利用的能力( 是植物耐荫性评价的重要指标+

""

,

'

一般光补偿点低且光饱和点高的植物能适应多种光环境+

"!

,

' 本研究表明& 地被菊 $金不换% 和 $梅红%

的光饱和点及光补偿点均较高( 这说明地被菊对强光的利用能力较强( 具有典型的阳生植物特征+

"E

,

' 同

时(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光饱和点及光补偿点降低( 这是地被菊对弱光环境的生理响应和适应' 光饱

和点高且光补偿点低的植物对光强的生态适应范围较大' 通过拟合
"

个地被菊品种的光补偿点及光饱和

点( $金不换% 光饱和点为
= )E#D!G!I" CE)D))! !8/'

-

8

!"

-

.

!=

( 光补偿点为
"AD)=CI!ADFC! !8/'

-

8

!"

-

.

!=

(

.梅红% 光饱和点为
= "F!DEE!I" CC!DCAC !8/'

-

8

!"

-

.

!=

( 光补偿点为
"GD)G!I)=DE)C !8/'

-

8

!"

-

.

!=

' 可见(

$金不换% 对光强的生态适应范围大于 $梅红%'

综上所述( 地被菊虽为阳生植物( 但其光照生态幅度较宽' 在弱光环境下( 地被菊会在形态及生理

方面做出相应的适应( 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在透光率
A#@

条件下( 部分品种的净光合速率及光合能力

有所提高) 透光率
#C@

条件下( 各项形态指标虽有所下降( 但长势良好) 透光率
"#@

条件下( 则严重

抑制了地被菊的光合作用( 植株徒长( 茎干细弱( 分枝数及成花量显著降低( 但对花的质量影响不大(

仍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因此( 地被菊在园林应用中既可以栽植在阳光充足处( 也可以栽植在稀疏的乔木

下方或者林冠线边缘' 另外( 本试验研究的
"

个地被菊品种 $金不换% 和 $梅红% 经遮光处理后( 各项

测定指标变化趋势大致相似( 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地被菊品种繁多( 各品种对弱光环境的适应能

力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多品种间的耐荫性比较试验( 挑选出较耐荫品种( 以丰富

耐荫地被观花植物种类'

雷 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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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被菊品种对不同遮光处理的生理适应性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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