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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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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自然光照（遮光率 ０ ０％）为对照，对遮光率 ２０ ０％、５２ ５％和 ７８ ６％条件下平茬后厚朴（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萌蘖株的部分形态和生理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随遮光率提高，３ 个遮光处理组萌蘖株的株高呈

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萌蘖株叶中的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和总叶绿素含量也基本上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但萌蘖株的地径却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萌蘖株的冠幅，单桩的萌蘖株数、叶片总数和叶芽总数，叶长和叶宽，单
叶的干质量和叶面积，叶中叶绿素 ａ 含量与叶绿素 ｂ 含量的比值（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和可溶性糖含量均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

件下最大，但仅冠幅、单桩叶片总数、单叶面积和叶中可溶性糖含量显著大于对照，分别较对照增加 １５６ ２１％、
２８ １８％、１２９ ０２％和 ６４ ３１％；并且，多数指标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居中、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最小。 然而，萌
蘖株的叶长宽比、比叶质量及叶的相对含水量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则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最小，但仅比叶质量

显著小于对照，较对照减少 ３７ ４３％；并且，多数指标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居中、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最大。 研

究结果显示：适当的遮光处理能够促进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生长，遮光率 ５２ ５％为最优的遮光处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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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朴（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为木兰

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落叶乔木，为珍贵的用材树种和传

统中药材。 树龄 １０ ａ 以上的厚朴植株的干燥根皮、
干皮和枝皮均可入药，味苦辛、性温，具有温中理气、
燥湿消积等功效。 由于厚朴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导
致其野生植株遭到过度采伐和剥皮，致使其野生资源

日益枯竭，因此，厚朴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和国家二级保护中药材［１］。
平茬技术是林木培育工作中常见的一种技术手

段，能够有效提高林木的生产力。 经过平茬后，林木

顶芽的生长优势可达到最大化，主干生长加速。 厚朴

具有较强的萌蘖能力，杨旭等［２］ 认为平茬后厚朴萌

蘖株的生长状况和药用有效成分的含量均能够迅速

恢复，并可提前 ３～ ４ ａ 达到采收标准，具有较高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光照强度是影响植物光合特性、生长发育和产量

的重要环境因子之一［３］。 相关研究结果［４－８］ 表明：适
度遮光不但能够避免强光对植物叶片造成灼伤，而且

还可以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光照条件，利于植物的生

长和繁殖。 通常情况下，人们采取搭建遮光棚等措施

来控制植物生长的光照条件。
厚朴幼苗具有喜阴、耐阴和忌晒等特性［９］，不宜

生长在强光环境中，因此，其苗木在培育过程中需要

一定的遮光处理。 鉴于此，作者对不同遮光率条件下

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部分形态和生理指标进行了比

较，以期明确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生长的适宜遮光条

件，为探寻厚朴的速生丰产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园塘林场内，为
磐安县的多雨地带，具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２０°３５′、北
纬 ２９°０２′，海拔 ８９０ ｍ。 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温 １３ ５ ℃，无霜期 １２５ ｄ，年降水量 １ ５２５ ８ ｍｍ，
空气相对湿度 ７７％，年均日照时数约 １ ７１４ ｈ。 土壤

类型为山地黄壤，多呈弱酸性，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

高，利于植物生长。
１ ２　 材料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园塘林场自行培育的厚

朴－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ｍｂ．） Ｈｏｏｋ．〕混
交林（林木株距和行距均为 ２ ｍ，采取中等强度管理，
平茬前每年抚育 ２ 次）中，选择生长在同一样地、同一

坡向且平均胸径为 ９ ５ ｃｍ 的厚朴植株进行齐地面平

茬，保证茬口齐平。
１ ３　 方法

１ ３ １　 遮光处理方法　 对平茬后伐桩立即进行遮光

处理。 实验共设置 ３ 个遮光处理组，在自然光照条件

下，分别采取覆盖 １ 层白色遮阳网、１ 层黑色遮阳网

和 ２ 层黑色遮阳网的遮光处理措施，遮阳网距地面

２ ｍ，遮光率分别为 ２０ ０％、５２ ５％和 ７８ ６％；以不覆

盖任何遮阳网（遮光率 ０ ０％）作为对照（ＣＫ）。 使用

ＬＩ－６４００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系统（美国 ＬＩ－ＣＯＲ 公

司）的光量子探头测量光照强度。 根据公式“遮光

率＝（处理组光照强度 ／对照组光照强度） ×１００％”计
算遮光率。 每组 ３０ 个伐桩，共 １２０ 个伐桩。 实验期

间实施中等强度管理，定期除草、除虫。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分别对萌蘖株的部分形态和生理指标进

行测定和计算。
１ ３ ２　 生长指标的测量　 分别统计对照组及每个遮

光处理组所有伐桩的单桩萌蘖株数、叶片总数和叶芽

总数，结果取平均值。 随后，各组随机选取 ３ ～ ５ 株萌

蘖株，逐个测量株高、地径和冠幅，结果取平均值。 株

高为伐桩上单个萌蘖株的高度；地径为伐桩断面处单

个萌蘖株的直径；冠幅为伐桩上单个萌蘖株东西向和

南北向直径的平均值。 其中，株高和冠幅均使用精度

０ １ ｃｍ 的卷尺测量，地径则使用精度 ０ １ ｍｍ 的游标

卡尺测量。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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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３　 叶形指标的测量　 生长指标测量完毕后，在
每个萌蘖株上采集从下向上的第 ５ 枚叶，立即放入冰

盒后带回实验室。 使用 ＭＲＳ－９６００ＴＦＵ２Ｌ 叶面积仪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测量叶长、叶宽及单叶面

积。 使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称量单叶鲜质量后，将叶

置于 １０５ ℃杀青 ０ ５ ｈ，再置于 ８０ ℃烘干至恒质量，
称量单叶干质量。 各指标均取平均值，并分别根据公

式“叶长宽比＝叶长 ／叶宽”和“比叶质量 ＝单叶干质

量 ／单叶面积”计算叶长宽比和比叶质量。
１ ３ ４　 生理指标的计算和测定　 根据上述测定结果

按照公式“叶相对含水量 ＝ 〔（单叶鲜质量－单叶干质

量） ／单叶鲜质量〕×１００％”计算叶相对含水量。
在测量叶形指标的同一萌蘖株上采集从下向上第

３ 枚叶，将每个处理组所有叶混匀，去除中脉，剪成宽

度小于 １ ｍｍ 的细丝。 准确称量 ５０ ｍｇ 叶细丝，采用浸

提法［１０］８１－８４测定叶中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 和类胡萝卜素

的含量。 按照公式“总叶绿素含量＝叶绿素 ａ 含量＋叶
绿素 ｂ 含量”计算叶中总叶绿素含量，并计算叶绿素 ａ
含量与叶绿素 ｂ 含量的比值（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在测量叶形指标的同一萌蘖株上采集从下向上

第 ４ 枚叶，置于液氮中带回实验室。 在液氮中研磨成

粉末，准确称量 ２００ ｍｇ 叶粉末，采用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法［１０］２４－２５测定叶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单叶干质量测量完毕后去除叶的中脉，磨碎后混

匀，准确称量 ２００ ｍｇ 叶粉末，采用蒽酮比色法［１０］５５－５６

测定叶中可溶性糖含量。
每组各指标均重复测定 ３ 次，结果取平均值。

１ ４　 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整理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所有数据均采用最小显著差数法（ＬＳＤ）和
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１１］。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部分形态指

标的影响

２ １ １　 对部分生长指标的影响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

茬后厚朴萌蘖株部分生长指标的影响见表 １。 结果

表明：随遮光率提高，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株高呈现

逐渐增大的趋势，而地径却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在

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萌蘖株的株高最大 （ ９３ ３３
ｃｍ）、地径最小 （ ７ ９１ ｍｍ），且均与对照 （遮光率

０ ０％）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其中，株高较对照增加

１１５ ３９％，地径较对照减少 １２ ３１％。 ３ 个遮光处理

组萌蘖株的冠幅均高于对照，且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

件下最大、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次之、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最 小， 分 别 较 对 照 增 加 １５６ ２１％、
１１９ ９６％和 ５０ ７０％。 并且，遮光率 ５２ ５％和 ７８ ６％
条件下的冠幅显著大于对照。

由表 １ 还可以看出：平茬后厚朴单桩的萌蘖株

数、叶片总数和叶芽总数均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

最大，分别较对照增加 １４ ００％、２８ １８％和 １６ ２５％；
这 ３ 个指标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均小于对照，分别

较对照减少 ６ ００％、１３ ０３％和 １６ ２５％。 差异显著性

分析结果表明：３ 个遮光处理组平茬厚朴单桩的萌蘖

株数、叶片总数和叶芽总数与对照的差异基本上不显

著，仅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的单桩叶片总数显著大

于对照。
２ １ ２　 对部分叶形指标的影响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

茬后厚朴萌蘖株部分叶形指标的影响见表 ２。 结果

表明：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叶长和叶宽均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最大、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次之、在
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最小。 并且， ３ 个遮光处理组平

表 １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部分生长指标的影响（Ｘ±ＳＤ）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 ｔｉｌｌ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ｕｍｐｅｄ
（Ｘ±ＳＤ） １）

遮光率 ／ ％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株高 ／ ｃｍ
Ｈｅｉｇｈｔ

地径 ／ ｍｍ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冠幅 ／ ｃｍ
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

单桩萌蘖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
ｔｉｌｌｅｒｓ ｐｅｒ ｓｔｕｍｐ

单桩叶片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ｐｅｒ ｓｔｕｍｐ

单桩叶芽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ａｆ ｂｕｄｓ ｐｅｒ ｓｔｕｍｐ
０ ０（ＣＫ） ４３ ３３±３ ７０ｂ ９ ０２±２ ８９ａ １５ ７８±１０ ２１ｂ ５ ０±１ ７ａ ３３ ０±１ ７ｂ ８ ０±３ ０ａ

２０ ０ ５２ ５６±２ ３２ｂ ８ ７２±２ ３５ａ ２３ ７８±３ １２ｂ ５ ３±３ ８ａ ３４ ７±３ ７ａｂ ９ ０±２ ６ａ
５２ ５ ７６ ６７±１ ０４ａｂ ８ ６７±２ １３ａ ４０ ４３±１０ ７６ａ ５ ７±１ ５ａ ４２ ３±２ ３ａ ９ ３±３ ８ａ
７８ ６ ９３ ３３±０ ９３ａ ７ ９１±２ ７１ｂ ３４ ７１±１２ ６６ａ ４ ７±２ ３ａ ２８ ７±６ ９ｂ ６ ７±４ ８ａ

　 １）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 ０５）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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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厚朴萌蘖株的叶长和叶宽总体上大于对照（遮光

率 ０ ０％），仅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的叶宽略小于对

照。 萌蘖株的叶长宽比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最

大、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次之、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

件下最小，且在遮光率 ７８ ６％和 ２０ ０％条件下分别

较对照增加 １５ ５３％和 ７ ７６％，而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

件下则较对照减少 １３ ２４％。 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

明：３ 个遮光处理组间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叶长、叶
宽和叶长宽比及其与对照的差异均不显著。

由表 ２ 还可以看出：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单叶干

质量和单叶面积均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最大、在遮

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次之、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最小，

比叶质量则恰好相反，即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最小、
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次之、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

最大。 并且，３ 个遮光处理组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上

述 ３ 个指标基本上均大于对照，仅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

下的单叶面积和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的比叶质量小于

对照。 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萌蘖株的单叶干质量

和单叶面积分别较对照增加 ４３ １０％和 １２９ ０２％，而比

叶质量则较对照减少 ３７ ４３％。 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

表明：３ 个遮光处理组间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单叶面

积及其与对照的差异均显著，３ 个遮光处理组间平茬

后厚朴萌蘖株的单叶干质量和比叶质量及其与对照的

差异总体上不显著。

表 ２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部分叶形指标的影响（Ｘ±ＳＤ） 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ｌｅａｆ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 ｔｉｌｌ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ｕｍｐｅｄ
（Ｘ±ＳＤ） １）

遮光率 ／ ％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叶长 ／ ｃｍ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叶宽 ／ ｃｍ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叶长宽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单叶干质量 ／ ｇ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ｌｅａｆ

单叶面积 ／ ｃｍ２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ｌｅａｆ
比叶质量 ／ ｍｇ·ｃｍ－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ａｆ ｗｅｉｇｈｔ

０ ０（ＣＫ） ２２ ４５±４ ０５ａ １０ ２６±１ ９７ａ ２ １９±０ ２６ａ ０ ５８±０ ２４ａ １５８ ６０±６ ３０ｃ ３ ６６±０ ４６ａ
２０ ０ ２４ ８６±３ ２２ａ １０ ５４±１ ４４ａ ２ ３６±０ １２ａ ０ ６４±０ ２０ａ １６７ １８±４ ８２ｂ ３ ８２±０ １９ａ
５２ ５ ２７ ７５±３ ６７ａ １４ ６１±２ ４７ａ １ ９０±０ ４１ａ ０ ８３±０ ４８ａ ３６３ ２２±４ １７ａ ２ ２９±１ ２９ｂ
７８ ６ ２４ ６５±３ ５０ａ ９ ７３±２ ０２ａ ２ ５３±０ ３５ａ ０ ６０±０ ２３ａ １５０ ７３±５ ０２ｄ ３ ９８±０ ６０ａ

　 １）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 ０５） ．

２ ２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部分生

理指标的影响

２ ２ １　 对相对含水量和光合色素相关指标的影响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相对含水量

和光合色素相关指标的影响见表 ３。 结果表明：３ 个

遮光处理组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的相对含水量均

大于对照（遮光率 ０ ０％），但各遮光处理组间及其与

对照的差异均不显著。 其中，萌蘖株叶中的相对含水

量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最大、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

件下次之、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最小，分别较对照

增加 ３ ３４％、３ ３１％和 ３ ２１％。
由表 ３ 还可以看出：随遮光率提高，平茬后厚朴

萌蘖株叶中的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和总叶

绿素含量基本上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而萌蘖株叶中

的叶绿素 ａ 含量与叶绿素 ｂ 含量的比值（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则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最大、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

件下次之、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最小。 其中，萌蘖

株叶中的 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值在遮光率 ２０ ０％和 ５２ ５％条件

表 ３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相对含水量和光合色素相关指标的影响（Ｘ±ＳＤ） 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 ｔｉｌｌ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ｕｍｐｅｄ （Ｘ±ＳＤ） １）

遮光率 ／ ％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相对含水量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ｌａ ／ ｍｇ·ｇ－１ Ｃｈｌｂ ／ ｍｇ·ｇ－１ Ｃａｒ ／ ｍｇ·ｇ－１ Ｃｈｌ（ａ＋ｂ） ／ ｍｇ·ｇ－１ 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０ ０（ＣＫ） ７９ ８３±４ ５０ａ ０ ４６±０ ３０ａ ０ ２１±０ ０４ａ ０ ０８±０ ０２ａ ０ ６８±０ ２９ａ ２ ２０±０ ０５ａ
２０ ０ ８２ ５０±１ ８０ａ ０ ６３±０ ０３ａ ０ ２２±０ ０６ａ ０ ０９±０ ０２ａ ０ ８５±０ ０７ａ ２ ８２±１ ３５ａ
５２ ５ ８２ ３９±２ ４４ａ ０ ６７±０ １１ａ ０ ２３±０ ０３ａ ０ １２±０ ０３ａ ０ ８９±０ １５ａ ２ ９６±１ ４２ａ
７８ ６ ８２ ４７±１ ８８ａ ０ ６８±０ １８ａ ０ ３９±０ ２５ａ ０ １２±０ ０２ａ １ ０７±０ １９ａ １ ７５±０ ６４ａ

　 １）Ｃｈｌａ： 叶绿素 ａ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Ｃｈｌｂ： 叶绿素 ｂ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 Ｃａｒ： 类胡萝卜素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Ｃｈｌ（ａ＋ｂ）： 总叶绿素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叶绿素 ａ 含量与叶绿素 ｂ 含量的比值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 ０５） ．

８５



第 ２ 期 汪丽娜， 等：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部分形态及生理指标的影响

下分别较对照增加 ２８ １８％和 ３４ ５５％，而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则较对照减少 ２０ ４５％。 差异显著性分

析结果表明：３ 个遮光处理组间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

中的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类胡萝卜素和总叶绿素含量

及 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值在各遮光处理组间及其与对照间的

差异均不显著。
２ ２ ２　 对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不

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可溶性蛋白质

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见表 ４。 结果表明：平茬后厚

朴萌蘖株叶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在遮光率 ２０ ０％
和 ５２ ５％条件下分别较对照减少 ４ ４１％和 ８ ６４％，
而在遮光率 ７８ ６％ 条件下则显著大于对照 （ Ｐ ＜
０ ０５），较对照增加 ８７ ８０％。 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

中的可溶性糖含量在遮光率 ５２ ５％和 ７８ ６％条件下

显著大于对照，分别较对照增加 ６４ ３１％和 ４２ １１％，
而在遮光率 ２０ ０％条件下略大于对照，仅较对照增

加 １２ １７％。

表 ４　 不同遮光处理对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
糖含量的影响（Ｘ±ＳＤ） 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 ｔｉｌｌ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ｕｍｐｅｄ （Ｘ±ＳＤ） １）

遮光率 ／ ％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可溶性蛋白质
含量 ／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糖含量 ／ ％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 ０（ＣＫ） ５ ９０±１ ２４ｂ １２ １６±０ ４３ｃ
２０ ０ ５ ６４±０ ２０ｂ １３ ６４±０ ９８ｃ
５２ ５ ５ ３９±１ ８２ｂ １９ ９８±１ １３ａ
７８ ６ １１ ０８±２ ０５ａ １７ ２８±４ ８４ｂ

　 １）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Ｐ ＜ ０ ０５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０ ０５） ．

３　 讨论和结论

植物在面对外部环境改变时可能发生形态变异，
这种变异能力对于植物适应外部环境条件骤变具有

重要意义［１２］。 对植株的地径和株高进行调整是植物

体适应遮光环境的策略之一。 洪明等［１３］的研究结果

表明：在遮光条件下，植物的地径明显减小，而株高却

明显增大，表现出明显的细长生长的特征，本研究结

果与之一致，即随遮光率提高，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

株高逐渐增大而地径却逐渐减小。 在遮光率 ２０ ０％
和 ５２ ５％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冠幅以及单

桩的萌蘖株数、叶片总数和叶芽总数均大于对照（遮

光率 ０ ０％），其中，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上述 ４ 个生

长指标均最大，而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单桩的萌蘖

株数、叶片总数和叶芽总数均小于对照，说明轻度或

中度遮光处理利于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生长，而重度遮

光处理则不利于其萌蘖株生长。
对植株叶面积和比叶质量进行调整是植物在弱

光条件下的典型生态学反应［１４］。 在遮光率 ２０ ０％和

５２ ５％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单叶面积均大于

对照，说明适度遮光能够促进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片

的生长。 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萌蘖株的单叶面

积最大，而比叶质量却最小，说明在弱光条件下等质

量叶片的叶面积越大，其叶片厚度越薄，叶片捕获光

能的能力越强，利于植株在弱光环境中生长［１５］，这是

植物在弱光环境下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
本研究中，３ 个遮光处理组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

中的相对含水量均大于对照，这可能是因为自然光照

条件下的光照强度较高，导致萌蘖株的蒸腾速率较

大，从而使叶中的水分散失增多，含水量相对较低。
叶绿素 ａ 和叶绿素 ｂ 在植物叶片光合作用过程中具

有捕获和吸收光能的作用，其含量高低与植物光合作

用强弱密切相关，并且，在遮光条件下植物可通过增

加叶中叶绿素含量来增强其对光能的捕获和吸收能

力［１６］；而类胡萝卜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不仅能够吸

收光能，而且还能够淬灭过剩光能，保护植物体内的

光合器官免受强光破坏［１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 个

遮光处理组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的叶绿素 ａ、叶绿

素 ｂ、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大于对照，并且，
这 ４ 个指标均随遮光率提高而逐渐增大。 在遮光率

２０ ０％和 ５２ ５％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的叶

绿素 ａ 含量与叶绿素 ｂ 含量的比值（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均大

于对照，而在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萌蘖株叶中的

Ｃｈｌａ ／ Ｃｈｌｂ 值则小于对照。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遮

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总叶绿

素含量的增加主要依靠叶绿素 ｂ 含量的增加，并且叶

绿素 ｂ 含量的增幅高于叶绿素 ａ。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８］ 认为，
在弱光条件下，植物叶片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主要吸收

和利用波长较短的蓝紫光，叶绿素 ａ 以吸收长波光为

主，而叶绿素 ｂ 则主要以吸收短波光为主，推测这可

能是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叶

绿素 ｂ 含量增幅高于叶绿素 ａ 的最主要原因。
植物叶中可溶性蛋白质的合成受光调控，在弱光

环境中生长的植物叶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通常低于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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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光照条件下生长的植物［１９］。 在遮光率 ２０ ０％
和 ５２ ５％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的可溶性

蛋白质含量小于对照，而遮光率 ７８ ６％条件下萌蘖

株叶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却大于对照，这可能是由

于弱光环境改变了平茬后厚朴萌蘖株的某些基因表

达，使细胞中合成了对弱光环境更稳定、活性更强的

同工酶或者产生了某些特异性的逆境蛋白，从而使平

茬后厚朴萌蘖株能够适应弱光环境。 可溶性糖对于

调节植物细胞渗透势、维持细胞膜完整性和提高植物

抗逆性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２０－２１］。 本研究中，３ 个遮

光处理组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的可溶性糖含量均

大于对照，说明在遮光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可

通过增加叶中可溶性糖含量来降低细胞的渗透势，从
而使萌蘖株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２２］。 在

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叶中的可

溶性糖含量最大，说明该遮光处理可使平茬后厚朴萌

蘖株的叶细胞最大化地积累渗透调节物质，从而增强

其植株的抗逆性。
综上所述，在对平茬后厚朴进行适度遮光处理

后，其萌蘖株可在形态和生理上产生一定的变化，反
映出平茬后厚朴萌蘖株对遮光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

性和抗逆性。 总体来看，在遮光率 ５２ ５％条件下，平
茬后厚朴萌蘖株的生长良好，因此，建议在厚朴植株

平茬后对其伐桩进行遮光率 ５２ ５％的遮光处理，以
促进其萌蘖株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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