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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醉鱼草居群、种子萌发特征及适应性的初步研究 

陈高，孙航，孙卫邦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摘 要：通过对云南和四川交界地区大叶醉鱼草生物学特征的调查表明：该物种在野外条件下，其居群单株的平均 

分枝数、单株最大茎的平均直径、居群的平均高度与海拔呈显著相关，居群的平均花序(果序)长度、千粒种子平均 

质量与海拔相关性不明显。此外，该物种的种子萌发率(4年内)随储存时间的增加而升高，且对光照不敏感。最 

后，结合研究结果讨论了大叶醉鱼草在国外能成为外来人侵种，而在国内没有产生危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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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Population，Seed Germination Characters and 

Adaptability of Buddleja davidii Franch． 

CHEN Gao，SUN Hang，SUN Wei．Bang’ 

(Kunming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Academy ofSc／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wild Buddl咖 davidii popul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in vicinal re— 

gion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Th e result suggested the average branch，numbers of individual，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the biggest stem of individual in population and the average height of population 

showed distinct pertinence as altitude change．However，the average inflorescence(infructescence)length 

of population and the average quality of 1000 seeds showed little pertinence as altitude change． 

Furthermore，germ ination percentage of B．davidii enhanced as deposited time increase in four years．Light 

has a minor effect on germ ination percentage．Finally，the reason why B．davidii can become an invasive 

species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may not endanger native biodiversity wa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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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醉鱼草 (Buddleja davidii Franch．)是马钱 

科醉鱼草属植物，为灌木或亚灌木，花序硕大艳丽， 

花色丰富，有紫、红、暗红、白色等，花期6—10月，花 

朵芳香并能吸引多种蝴蝶。该植物 自19世纪引入 

到欧美后已被广泛应用于园林造景，因其能吸引各 

种蝴蝶，故又被誉为“蝴蝶灌木” J。关于大叶醉鱼 

草的研究已有不少，如作为园艺观赏植物及快速繁 

殖的研究 J，固定漫滩土壤生态系统中 P元素的 

研究和作为先锋物种治理滑坡、撂荒地的研究 ．7J。 

自大叶醉鱼草从中国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国外后， 

由于管理不善和该物种良好的适应性，它很快就成 

为归化种，严重地威胁了引入国的生物多样性。目 

前，该物种已被当作入侵植物成为国外生态学家的 

研究对象，如对大叶醉鱼草在英国的出现和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的研究 ]，寻找或引种天敌来控制大叶 

醉鱼草大量生长的研究 。然而，大叶醉鱼草在 

它的原产地的情况还缺少相关的研究。基于此，我 

们和德国 UFZ环境研究中心的Susan博士一起调查 

了大叶醉鱼草在其原引种地云南、四川地区的生物 

学特征，以期能深入地了解它在原产地以外的入侵 

特征。 

1 大叶醉鱼草居群的调查 

我们于2005年 12月 一2006年 1月在云南和四 

川地区对 10个大叶醉鱼草 (Buddleja davidii)居群 

的特征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分布的海拔变 

化范围、生境、单位面积(50 m ×50 m)内植株数 

目、单株的平均分枝数、单株最大茎的平均直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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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平均高度、居群的平均花序(果序)长度、居群 

千粒种子的平均质量(表 1)。 

2 大叶醉鱼草种子的萌发 

用引种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采自 

云南昭通的大叶醉鱼草连续4年的种子进行种子萌 

发实验，具体实验设计和参数参照孙卫邦等  ̈ 和 

MiUer 论文。选取适宜萌发温度(25℃)、光处理 

12 h、全天暗处理等方法，对储存不同年份的种子 

(储藏在4"C的密闭冷藏箱中)进行萌发观察，探讨 

储存时间和光处理对种子萌发率的影响。 

3 调查研究结果 

3．1 居群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大叶醉鱼草居群在野外的单株平 

均分枝数 (r2=0．669)、单株最大茎 的平均直径 

(r =0．924)、居群的平均高度(1．2=0．863)同海拔 

呈显著相关性，居群的平均花序(果序)长度(r = 

0．262)、千粒种子平均质量(r2=O．028)同海拔相关 

性不明显(表 1，表 2)。 

3．2 种子萌发结果 

不同处理种子在培养5 d后几乎都开始萌发， 

储存 4年的种子萌发得较为缓慢 ，但最终仍可以达 

到较高的萌发水平 (暗处理，88．24％；光照处理， 

85．96％)。储存 1年的种子虽然萌发速度较快 ，但 

萌发率相对较低 (暗处理，72．72％；光照处理， 

69．57％)。从总体水平上看，在4年的储存时间里， 

随着储存时间的增加，种子萌发率有升高的趋势，暗 

处理的萌发率比光照处理高，但并不明显(图 1一 

图3，P=0．092)。 

表 1 大叶醉鱼草 1O个居群的生物学特征 
Table 1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10 Buddleja davidii populations 

注：调查数 目是指调查面积内的个体数，不足 2o株以实际数 目计，超过 2o株以2O计；居群的平均高度是指该居群所有被调查株的平 
均茎高；居群花序的平均长度是指该居群被调查个体花序长度的平均值(单株取2o个花序进行测量，不足2O的以实际数目计)；居 
群千粒种子的平均质量是指结实正常植株千粒种子的质量，“一”表示没有收集到种子(种子未成熟或已散失)。 

Notes!Investigated hum．mesJ'ls counted individuals in a population．We measured at most twenty individuals in one population．The aver~ ge heisht 

0f D1ants in a population mean8 average heisht of measurecl sterns in the population．Th e average inflorescence length in a population means 

average length of me皤uIed inflorescence of individuals in the population(if measured num．of inflorescence less th8Il twenty，we counted ac— 
tual number)．Th e average weisht of 1000 8eed8 mean8 the 8eed8 from normal individual with fine quality．“一”means immature or fallen 

8f，t 8． 

表 2 居群的生物学特征和海拔高度的相关性 
Table 2 Th e pertinence between altitude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B．davidii population 

注 ：··，P=O．05；···，P=O．01。 ，海拔；，，，生物学特性。 
Notes：+·。P=O．05； +··，P=O．O1． ，Altitude；，，，Biological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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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储存不同时间的大叶醉鱼草种子在光、 
暗条件下的萌发率 

Fig．3 Th e Changes in germination percentage 

B．davidii seeds stored for di rent times 

under light and dark 

4 讨论 

我们研究发现大叶醉鱼草的分布海拔范围广 

(1 000—3 000 m)，分布的生境多为撂荒地、道路、 

河流两旁或受干扰较为严重的贫瘠土地上，可作为 

先锋物种占领新生境。大叶醉鱼草植株上能生长出 

上百个花序，果实众多，种子更甚，单株可达 3O一4O 

万粒以上，果实在低温下生长良好，一般都在冬季成 

熟，在一lO℃的条件下，仍能正常结实。种子储存较 

长时间后萌发率仍然较高，且对光照不敏感，容易在 

土壤中建立其种子库，待时机成熟后再破土萌发。 

此外，大叶醉鱼草的种子很小，且有长翅，易借助外 

力远距离扩散。 

此外，大叶醉鱼草居群单株的平均分枝数和海 

拔呈正相关，而居群的平均高度与海拔呈负相关，这 

可能表明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大叶醉鱼草通过矮 

化将繁殖营养转化在更多的分枝上，是一种适应策 

略。但居群的平均花序(果序)长度和千粒种子平 

均质量同海拔相关性不强可能表明该物种的果实数 

目和种子质量都较为稳定，只要在适宜生长的地方， 

它的居群就能够正常生长，产生数目和质量比较恒 

定的种子。 

研究发现大叶醉鱼草种子的萌发可能受光和储 

存时间的影响较小，单株种子的数目大、扩散容易、 

分布海拔范围广、抗寒性强，作为先锋物种容易适应 

各种恶劣环境。这些特征可能决定了大叶醉鱼草在 

国外容易大量繁殖成为蔓延性杂草。在国内为什么 

没有产生危害呢，就我们 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来看， 

牧草虫( 咖 flav,~)、螨类(Acari)、蝇类、植物病毒 

及某些象虫科的昆虫都能控制大叶醉鱼草的生长。 

如在大叶醉鱼草开花时，单个花序上可以发现 5O一 

200只牧草虫取食醉鱼草的花蜜或花粉，降低它的 

传粉成功效率，提高其繁殖成本。在春季植株发芽 

时，观察到象虫科的昆虫在植株上交配并取食幼嫩 

的新枝，最多的情况可以观察到超过 2O只的象虫类 

昆虫在植株上活动，几乎每个新枝条都被取食物过， 

而这些现象并没有在国外的大叶醉鱼草居群中报道 

过，我们初步推断这与大叶醉鱼草在原产地受到天 

敌的控制有关。此外，我们也在开展原产地和引入 

地的生态因子对比研究。最后，考虑到繁殖器官的 

构建和维护过程对有限资源的占用有可能会影响到 

种群未来的生长繁殖或存活等方面(繁殖成本)，还 

有必要选取更多的居群，特别是分布海拔较为集中 

的地区(1500—2500 m)，进行连续多年的观察。 

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叶醉鱼草在四 

川、云南的分布特征并没有对本地的生物多样性产 

生影响。但随着国家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等)的建 

设，醉鱼草的分布格局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从 

昭通到昆明的路上可以明显注意到醉鱼草近期建立 

的连续带状居群；在路边农田生态系统中也可以看 

到醉鱼草居群围绕在生产用地周围或分布在农作物 

群落中)。按照 目前醉鱼草居群的发生、发展速度 

来看，将来该物种是否会在新生境下成为地区性入 

侵物种，是否需要对该物种加强管理和控制还有待 

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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