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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山区先锋植物叶片解剖特征及其生态适应性评价 

以贵州花江峡谷区为例 

容丽1,2王世杰 ，刘宁2，杨龙2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 550002； 

2．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生物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通过研究贵州西南部典型喀斯特植被退化区花江峡谷植被现状，选取具一定经济价值和推广价值的先锋 

植物，采用生物显微制片技术与数理统计方法相结合，报导了6科1O种分属不同生活型的植物叶片的解剖结构特 

征，并进行了比较和解剖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喀斯特先锋植物叶片在不同种类之间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 

异除受遗传因子控制外，环境因子(主要为光照和水分)也有重要作用；生活型不同对先锋植物叶片特征有一定影 

响，但未表现出规律性。根据叶片适应特征的差异，1O种先锋植物可分为3种类型，即旱生或阳生叶类型的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火棘(Pyracantha，o “，嘲船)、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白三叶(THfolium repens)； 

偏中生叶类型(香椿的 Toona sinensis)、顶坛花椒(Zanthcccylum planispinum VaF．dingtanensis)、黔滇木蓝( — 

digofera esquirolii)、忍冬(Lonicerajaponica)、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偏阴生叶类型的繁缕(SteZ1ar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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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喀斯特面积占陆地面积的15％，我国喀斯特面 

积占国土面积的1／3。中国南方喀斯特面积达54× 

10 km2，仅贵州就有碳酸盐岩出露面积 13×10 

km2，是我国乃至世界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分布面积 

最大、发育最强烈的高原山区省份[ ，2I。喀斯特地 

区由于生态条件特殊，其上的植被被破坏后不易恢 

复。在喀斯特植被退化地区植物生态方面进行了大 

量相关研究，内容包括喀斯特森林树种的水分生态、 

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种子库及区系等【2-8】，尤其对 

茂兰喀斯特森林树种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喀斯特适 

生植物方面也进行了少量研究【9 ；喀斯特植被恢复 

模式的研究[2-4,6-12】。对喀斯特森林树种叶片形 

态结构方面虽见少量报道 J，但作为对环境最为敏 

感器官的叶片L13】，其叶片解剖结构及其所指征的生 

态意义方面的研究却较薄弱。在叶片结构性状特征 

的变异性上，袁永明等 J(1991)在研究豆科黄华族 

植物叶片解剖特征时曾区分出系统演替性状和生态 

适应性状2类，如叶片结构、气孔器密度和角质层厚 

度等性状是生态适应性状，并认为这两类性状之间 

可能有明显的界限，系统演替性状是生态适应性状 

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生态适应性状也是发展中的系 

统演替性状。本文通过对喀斯特山区生活型不同且 

具有一定经济开发价值先锋植物叶片结构进行了解 

剖学观察，并与其环境因子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进 

行相关分析，探讨它们对喀斯特生境的适应特性，为 

退化喀斯特区生态重建植物种类的选择提供一定的 

依据。 

收稿日期IR∞}-wd date)：2004一O8—10；改回日期(Accepted)：2004—1O一2O。 

基金项目IFoundation it~'n)：国家。十五”攻关项目(2001BA606A一09—03)、贵州省跨世纪科技人才基金项目[(2000)9808]、贵州省教育厅 

自然科学研究项 目(黔教科 2002309)资助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National task of the te~th Five—Year Plan(Grant No． 
2001BA606A一09—03)；Qualified scie~atists andtechnicians going beyond c~turyit~-n ofGuiz~uProvince(GrantNo．(2000)9808 

)；Natural science studied itea'n of Guizhou Education Department(Grant No．2002309)] 
作者简介(Biography)：容丽(1973一)，女(汉族)，讲师，现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植物生态学、植物解剖学方 

面的工作，已发表论文 12篇。E-mail；mnglit@163．∞m[RongLi(1973一)Femal，Hartnation，Graduatestud~qtforDo．orof sd． 
elit~．Studied mainly On phytoecology。phy~otomy．Published 12 research papers．E-~il：rc_lglit@163．∞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山 地 学 报 23卷 

1 方法与材料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贵州西南部关岭县以南、贞丰县以 

北的北盘江花江河段峡谷两岸，海拔 500～1 200 

m，相对高度700 m，喀斯特分布面积达88．07％，是 

贵州高原上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峡谷区域。该区裸露 

型喀斯特分布广，裸岩面积大，山高水低，地表干旱 

缺水，植物生境严酷，同时也是中亚热带低热河谷的 

喀斯特植被退化区；冬春温暖干旱，夏秋湿热，热量 

资源丰富；≥10℃积温6 542℃；年均降水量1 100 

lnn3，年均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5～10月降雨量占 

全年总降雨量的83％；气候垂直分异明显，海拔850 

m以下为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900 m以上为中 

亚热带河谷气候。 

1．2 研究方法 

1．2．1 植物解剖材料 

退化生态系统的明显特征是土壤贫瘠，生物种 

类稀少，小气候的各项指标变幅大。早期适宜的先 

锋植物种类对退化生态系统的生境治理具有重要的 

作用。先锋树种具有适应性强的特性(即较其他种 

类的多度、盖度高)。喀斯特地区先锋植物是指适应 

生长在碳酸岩石区，受基岩影响而发育的隐域性岩 

成石灰土的特定生境中的植物。这种植物在喀斯特 

地区适应性强，发育良好，能优化环境【2-4·引。 

在对具典型喀斯特峡谷地貌景观的花江峡谷研 

究区的植被进行初步调查，结合其环境特点的基础 

上，初步筛选出适合喀斯特地区生长，具有较高经济 

价值，又能快速郁闭的几种先锋植物(表1)。 

表 1 花江喀斯特峡谷区10种先锋植物概况 

Table1 Summaryof10 speciesof pioneersinHuajiang ka／mgorge 

种类 生活型 在群落中的分布 生境类型 

香椿(Toona 册岫 ) 落叶乔木 乔木上层 

构树 落叶乔木 乔木中下层
、灌木层 花江峡谷海拔850 m以下石灰岩地区，属南亚热带干热 (

Broussonetia papyrife~a) 河谷气候
，土层浅薄且不连片．石旮旯土比重大，地表水 

顶坛花椒[15】 缺乏
，喀斯特干旱严重，植株生长良好，能在较短时间内 

(Zanthaz3dum planispinum 常绿灌木 灌木层 郁闭成林 

vat．dingtanensis) 

忍冬( ，z妇mjaponica) 落叶缠绕灌木 灌木层 

刺槐(Robinia psetatazazcia) 落叶乔木 乔木亚层 花江峡谷海拔约9OO m以上的中亚热带气候区
，基岩为 

白三叶(Trifolium gepol$) 多年生小型草本 革本层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属于半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区， 

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土山、土坡较多，土层相对深 
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 多年生小型草本 革本层 厚

，土壤质地较好。由于受到干热河谷气候的影响，热 

繁缕(Stellaria media) 1--2 a生小型草本 革本层 量条件优越，但冬春有较长的干旱期 

黔滇木蓝 落叶灌木 灌木层 
花江峡谷海拔900 m以上的中亚热带气候区，石灰岩及 (1

ndigofera esquirolii)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地区均分布 

火棘(Py,-a~,nhafortuneana) 常绿灌木 灌木层 

1．2．2 叶片解剖指标设置的选定 

1．测定内容指标系统构建依据。指标系统构 

建是进行因子分析研究过程的基础环节，它关系到 

最终分类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根据以下5点设定 

叶片解剖结构测定指标系统：①代表性——指标对 

叶片解剖结构与环境类型的影响具有明确意义。② 

系统性——指标构成要反映叶片解剖结构与环境特 

征形成要素的主要方面。③变异1生-_一如果选人了 

叶片结构变异过小的指标会给分析带来困难。一般 

地讲，在一组指标中叶片结构变异系数大的指标对 

因子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可把变异系数的大 

小作为指标选择的依据。④独立性——指标不是越 

多越好，如果过多地选人了相关密切的指标不仅不 

利于揭示类型特征，还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严格 

地讲，指标系统中应排除相关密切的指标，只有选用 

相互独立的指标才能获得最优的方案。因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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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前需作指标间的相关性检验，剔除相关系数 

大的一些指标，保留独立性强的指标。⑤操作性 
— — 指标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指标的获取具有可 

能性，一些对叶片环境分析有一定价值，但缺乏数据 

支持的指标，则考虑用意义等同的指标替代。 

2．指标设置。在上述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针 

对不同地区具体的叶片解剖结构与环境的关系，制 

定出符合该地区的17种最佳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 

表2。 

1．2．3 实验方法 

从每种先锋植物自然分布的(生长较一致的)5 

棵植株上各选择 1～2片充分展开的成熟叶片，用 

FAA固定液固定，用于石蜡制片。石蜡制片采取常 

规方法，即固定后的材料经脱水、透明、透蜡、包埋、 

切片后，进行脱蜡、复水，经番红一固绿对染，经再脱 

水、透明等处理，最后用加拿大胶封固。显微镜观测 

和统计叶片各部分形态结构和宽度，并选取有代表 

性的切片进行显微摄影。叶片、中脉、上下角质膜厚 

度，表皮的层数、厚度，栅栏组织的层数和厚度，海绵 

组织的厚度、细胞层数、栅栏细胞的高和宽，以及叶 

脉最大导管直径等，每项指标重复测定10次，取其 

平均值。 

1．2．4 分析方法 

叶片解剖结构数据经标准化后，根据以上原则 

和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利用复合指标进行 

聚类分析(PCA)与判别、因子分析，综合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两种途径的结果，利用Jhon A．拉德维格， 

阳含熙等[16,17]的方法及相关软件(SPSS)于计算机 

上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片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 

10种先锋植物叶片均属中生的非等面叶，但叶 

片各部分结构仍存在很大差异，观测结果如表2。 

具体分析如下： 

2．1．1 角质层 

角质层的厚薄通常反映了叶片对环境中水分和 

温湿条件的适应状况，在 10种先锋植物中除繁缕 

外，其余9种植物均具此结构。角质层是变异幅度 

最大的一个性状，特别是上下角质层厚度，上角质膜 

变异系数为 89．4％，下角质层的变异系数为90％。 

上角质层最厚的是火棘 (5．97 ym)，最薄的是构树 

(0．3肚m)，最大相差20倍。下角质层最厚的是火 

棘(3．3 ym)，最薄的是构树和刺槐 (0．4 ym)。而繁 

缕则上下表皮具蜡质层结构(上表皮 6．4 ym，下表 

皮5．9 ym)。 

2．1．2 表皮 

从横切面观，上下表皮为单层细胞组成，细胞长 

方形或近方形，但有的叶片上表皮细胞大小比较一 

致，如黔滇木蓝和忍冬，有的则大小不等，差异很大， 

如刺槐，较为特殊的是刺槐的表皮细胞向外呈凸透 

镜形凸起，这种形态被认为是对低光环境的适应 

(Putz，Moonry，1991)，同时草本植物白三叶、紫云英 

和繁缕的上表皮细胞也不同程度向外凸起，表现出 

对低光环境的适应。上表皮的平均厚度为 17．5 

ym，最厚的是顶坛花椒 (31．6 m)，最薄的是火棘 

(5．12 m)；表皮层厚度在被测先锋植物间的变异 

幅度为 41．1％。 下表皮细胞的形态、大小较上表皮 

的规则、均匀，但在不同植物间也存在一定差异；下 

表皮厚度变化在构树的4．7 ym与白三叶的 14．9 

ptm之间，变异幅度为47．2％。 
一 些测试种类上表皮较光滑，如香椿、刺槐、火 

棘、顶坛花椒、白三叶、紫云英等，不具表皮毛；另一 

些上表皮具相对下表皮少的表皮毛(如构树、忍冬)， 

而下表皮多密被表皮毛，这可能是对强光照及其伴 

生的干燥空气环境的适应。 

2．1．3 叶肉 

叶肉是叶片结构中变异最大的部分，细胞形态、 

数目和厚度以及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的比例等在不 

同先锋植物间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栅栏组织细胞 

的层数，1～2层不等，栅栏组织的厚度变化在 27．3 
～ 70．8 ym 间，平 均为 46．9 ym，变异 幅度为 

28．8％，最大相差 2．6倍。栅栏细胞的形态，高债  

比有很大的变化，大多为长方形，从近方形，如繁缕 

(高债 比为2．1)，到高腕 比十分悬殊(7．9倍)的顶 

坛花椒。栅栏细胞的形态影响到叶绿体的分布，方 

形细胞可以提高近轴面叶绿体分布的密度，有利于 

对低光环境的适应，被认为是对阴生环境的适应 J。 

海绵组织是 10种先锋植物变异较大的性状，其 

厚度的变异幅度为 54．4％，从 9．4 m的构树到顶 

坛花椒的70．8 ym，最大相差 7．5倍。海绵组织细 

胞形态、排列层次和胞间隙大小等在不同植物间有 

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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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肉是叶片光合的主要部位，栅栏组织和海绵 

组织厚度、细胞层数及栅栏细胞的形态(高／宽)变化 

等组合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光合作用的效率。生长方 

式相同或生长在相似光照下的先锋植物，其叶肉结 

构的组合也是不同的；如：顶坛花椒具有发达的栅栏 

组织。同时也具有发达的海绵组织；而构树则具有较 

厚的栅栏组织，但海绵组织较不发达，而刺槐的栅栏 

组织数量、厚度以及栅栏组织／海绵组织之比均较低 

等；结构是功能的基础，这种差异反映了植物对光照 

条件利用方式的不同，或者说是适应方式的差异。 

栅栏组织膊 绵组织是叶肉指标特征中变异最大的 

性状，其变异幅度达83．3％，从忍冬的0．5到构树 

的3．8。 

2．1．4 中脉 

中脉也是先锋植物叶片中差异或变化幅度较大 

的一个性状，中脉的厚度或直径可从繁缕的 179．3 

m到香椿的733 m，相差 4倍，变异系数为49％。 

本研究所有先锋植物的维管束均为双子叶型， 

但导管列数、大小不同植物间有一定的差异。反映出 

疏导能力不同。导管直径最大的是香椿(32脚 )、 

最小的是繁缕，仅8．2／．tm。 

综上所述，叶片的解剖特征，如细胞形态、厚度 

等在不同种类及不同生活型先锋植物间均存在较大 

变化，各性状的变化幅度不同；其中变化幅度最大的 

是角质层厚度，变异系数为 90％，其次是栅栏组织 

厚度／海绵组织厚度(83．3％)和栅栏细胞层数／海绵 

细胞层数(83％)，变化较小的是栅栏组织厚度和总 

细胞层数，变异系数分别是28．8％和22．4％。但在 

不同生长型生活型内的变异幅度并非一致，如在乔 

木类中变化较大的是海绵组织厚度(变异系数为 

73．2％)，其次是栅栏细胞层数／海绵细胞层数(变异 

系数为63．6％)，下表皮厚度和最大导管直径的变 

化相对较小。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的比值 

在不同生态类型植物间的变化也是不同的，其中灌 

木和草本间变化相对较小，而乔木间的变化很大。 

叶片细胞层数变化小于叶片厚度变化，两者不 

同步。这些变化主要是由叶肉细胞层数，特别是栅 

栏组织细胞的形态和层数变化所至。 

角质膜厚薄、气孔数量和导管大小等是影响水 

分蒸腾和输导、气体交换的主要结构指标。最大导 

管直径在先锋植物中也不同，最大相差近4倍，如香 

椿的最大导管直径为32／an，而繁缕只有 8．2 1。 

此外，在本次叶片的解剖结构中，刺槐叶的横切 

面上表现出较多的染色沉积，这是该种植物叶片富 

含鞣质(Tennin)的表现特征，表明刺槐可开发为鞣 

料植物，叶可作为浸提栲胶的颜料，为提高刺槐的经 

济价值提供了一定依据。 

2．2 叶片解剖特征因子分析 

2．2．1 PCA分析结果 

对叶片解剖结构17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其 

中前4个因子可以概括绝大部分信息，累计信息量 

已达87．3％，故前 4个主成分作为新的综合因子 

系。反映植物生态适应特征。根据这些变量的原始 

含义可以指出4个主成分功能含义：Y1反映叶肉栅 

栏组织与海绵组织的特征，主要表现植物对光照强 

度的适应；Y2反映叶片表皮特征、厚度及叶肉细胞 

层数，主要表现植物对光照及空气环境的适应；Y3 

反映叶片角质层特征，主要表现植物的水分蒸腾； 

Y4反映叶片疏导组织状况，主要表现植物对旱生环 

境的适应。 

主因子(主成分)1、2的信息量(贡献率)分别为 

39．9％和25．7％，以这两个因子为指标进行聚类， 

结果如图1。X轴反映叶肉栅栏组织与海绵组织的 

特征，主要表现植物对光照强度的适应；Y轴反映叶 

片表皮特征、厚度及叶肉细胞层数，主要表现植物对 

光照及空气环境的适应。其聚类结果为：一类(1、香 

椿；2、刺槐；3、构树)；二类(4、黔滇木蓝；8、白三叶； 

9、繁缕；10、紫云英)；三类(5、火棘)；四类(6、顶坛花 

椒；7、忍冬)。从以上聚类结果看出乔、灌、草各层植 

物叶片的解剖结构表现出差异性，植物长期形成的 

不同生活型植物叶的差异性大于环境短期对植物的 

影响。尤其是乔木与草本差异明显，而灌木介于二 

者之间，且与草本植物的叶片更为相近，其中豆科植 

物黔滇木蓝甚至与草本的白三叶、繁缕、紫云英聚为 
一 类。 

2．2．2 因子间关系 

通过检测4个主因子间的相关性，即根据反映 

叶肉特征的主因子 1与反映表皮特征的主因子 2、 

与反映疏导组织特征的主因子 4、以及与反映角质 

层特征的主因子3之间的相关性，作出被测先锋植 

物主因子重叠相关图(图2)，反映叶片解剖结构特 

征与环境特征之间的关系。X轴反映植株对光照条 

件增强的适应，轴正向沿着栅栏组织、海绵组织厚度 

增加；Y轴则综合反映植株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图 

2显示了表示光照强度的叶肉组织，包括栅栏组织、 

海绵组织和栅栏细胞等指标的厚度和表皮细胞、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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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1 

图 1 先锋植物叶片解剖结构的主因子排序 

．1 Factor taxis analysis of leaf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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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1～10表现随上、下角质层厚度的不同，植株对水分条件的适 

应；“*”1～10表现疏导组织诸如导管直径等不同。植株对旱化环境 

的适应；“口”1～10反映表皮、叶片厚度及细胞层数的变化对植物适 

应空气环境及光照的影响。 

图2 先锋植物叶片解剖特征的主因子重叠相关图 

Rg．2 F 目l印 mnvhfoa analysis ofleaf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片厚度，与反映水分蒸腾强度的上、下角质层厚度等 

指标的相关性。如构树(3)表现出对较低光照和干燥 

环境的适应；火棘(5)更倾向于较干燥环境的适应。 

3 结论与讨论 

3．1 叶片解剖特征的变异性 

在被测先锋植物叶片解剖特征中，蔡永立[14]等 

(2001)对浙江天童山常绿阔叶林藤本植物叶片的解 

剖特征认为不同藤本种类间存在明显变异，其变异 

系数>50％的被认为是生态适应性状，而变异系数 

较／J、的是相对稳定的系统演替性状。本研究所测 

10种喀斯特山区先锋植物，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 

织厚度，上、下角质层厚度，栅栏细胞宽度、栅栏细胞 

层数／海绵细胞层数等的变异系数较大，均>50％， 

有的甚至达到90％(下角质层厚度)，是典型的生态 

适应性状：而上、下表皮厚度在各自乔灌草系列的变 

异系数均不足30％，是相对稳定的系统演替性状。 

植物叶片的解剖性状在不同生活型的植物间表现出 

一 定的差异，但未表现出规律性。同种植物的不同 

植物体问也存在差异，但远小于种间差异。 

3．2 叶片的生态适应性 

根据植物对水分条件的适应或依赖程度，Esau 

(1977)[19J指出可 以将植 物划分 为旱生 (Xero— 

phytes)、中生(Mesophytes)和水生(Hydrophytes)3 

大类型。 

根据叶片结构适应分化程度的差异，将 1O种先 

锋植物分为3类，即 l：旱生或阳生叶类型，如构树、 

火棘、刺槐、白三叶等，表现出栅栏组织发达，海绵组 

织排列紧密，细胞间隙小，具有较厚的角质层或发达 

的表皮毛，以适应干燥的生境或较强的光照；ll：偏 

中生叶类型，如香椿、顶坛花椒、黔滇木蓝、忍冬、紫 

云英等，叶片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如顶坛花椒的栅 

栏组织排列紧密，胞间隙小，栅栏细胞长柱形，具较 

厚的表皮毛，但海绵组织疏松，胞间隙大；Ill：偏阴 

生叶类型，如繁缕，叶肉组织疏松，栅栏组织不发达， 

胞间隙大，角质膜不发达，很少表皮毛覆盖等，适应 

于较弱光照。 

生长型相近的植物叶片特征并未表现出一致的 

适应，如同样生长于乔木层的先锋植物，香椿具有扁 

平，细胞近长方形的表皮细胞和胞间隙较大的海绵 

组织等特征，反映出对光湿条件相对较高的要求；而 

刺槐具有小的叶片(指复叶中的小叶)，凸透形表皮 

细胞、发达的栅栏组织和排列紧密的海绵组织，反映 

出对低光和干燥环境的适应，这与其生长于乔木亚 

层的环境相适应。同时，白三叶、紫云英、繁缕 3种 

草本的叶片表皮细胞也向外突起，呈凸透镜型，但其 

突起程度稍弱于刺槐，说明这 3种草本也适应低光 

环境。 

分布于群落同一层片的植物其适应异质环境的 

解剖特征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生长于草本层 

的繁缕与白三叶，白三叶具有较厚的角质层、长柱形 

的栅栏细胞，发达的栅栏组织以适应较干旱环境；而 

繁缕虽然没有角质层，但其表面不规则的分布着较 

厚的蜡质层，既可减少蒸腾，也是适应恶劣环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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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于一些有害光的照射，不同植物形成一些防 

护机制，包括叶片和表皮蜡质增厚u 8l。 

位于群落不同层片的植物，在长期的生存竞争 

中为获得有效支持，进化适应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 

生长方式及生理特征，同时这些差异也影响到植物 

在群落中的分布【20】。这种适应既有趋同的一面也 

有多样性的一面，如同为乔木层的香椿、刺槐、构树， 

却表现出中生、适阴或趋干的适应方式；草本层的紫 

云英、繁缕的叶片表现出中生或偏阴的结构特征，适 

宜于林下透光环境的生长；灌木层如花椒、忍冬等叶 

片解剖结构既表现出旱生类型的排列紧密的栅栏组 

织，长柱形的栅栏细胞，同时表现出适应弱光或湿润 

环境的发达的海绵组织胞间隙等特征，即适应方式 

的灵活性。以上都表现出先锋植物适应方式的多样 

化。 

喀斯特先锋植物叶片解剖结构所表现出的叶表 

皮细胞旱化，叶肉分化明显，在环境和遗传因子的共 

同作用下，表现出趋同和趋异两种演化趋势。先锋 

植物为躲避和抵御外界环境胁迫所变异的结构与其 

生理生态机能的相互结合，是植物抗逆性的形态解 

剖学将来研究的趋势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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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Anatomical Characters and Its Ecological Adaptation 

of the Pioneer Species in the Karst Mountain Area 

— — J 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uaj iang Canyon of Guizhou 

RONG Li ．一，WANG Shijie ，LIU Ning2，YANG Long2 

(1．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Environmatal Geochemitry，Geochemistry Institute ofChineseAcademy of1s[ ， 

( 枷ng，Guizhou 550002，China；2．Geogrophyand Biology Science School ofGuizhou Normal Unizersity， 

Guiyang，Guizhou 550001，China) 

Abstract：The authors choose some volunteer plants with some economic values in Huajiang Canyon with a typi— 

eal degraded vegetation area in southwest Guizhou．The ecological adaptations and leaf characters of 10 species of 

pioneer plant(belong to 6 families)were studied in Huajiang gorge，Guizhou Province．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ith biological sectioning technology．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despite the meso— 

phyte leaf form of the ten pioneer speci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f anatomical characters am ong 

them and some differences am ong different plants of an individua1．Thes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controlled by 

genetic factors，but environmental factors(mainly light and water or humidity)also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m and these ma y oppose forms required in living methods．Based on leaf adaptive characters the 10 species 

may be divided into 3 adaptive kinds：sun—adapted taxa or xerophytes(Broussonetia papyrifera，Pyracantha 

lD “撒缎，破，Robinia pseudoacacia， Trifolium repens)；mesophytes (Toona sinensis，Zanthoxylum 

planispinum Var．dingtanensis，Indigofera esquirolii，Lonicera ponica，Astragalus sinicus)；and shade- 

adapted taxa(Stel r／a med／a)． 

Key words：karst；pioneers；leaf anatomical characters；ecolog ic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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