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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遮阴对圃地栽培的朝鲜淫羊藿植株生长的影响。 ［方法］设置遮阴和对照 ２ 种处理方法，连续观测 ３ 年朝鲜淫羊藿株
数、株高、叶片长、叶片宽和收获量。 ［结果］遮阴的朝鲜淫羊藿株数、株高、叶片长、叶片宽和收获量均逐年递增，且前 ４ 项指标更接近于
野生朝鲜淫羊藿。 对照组的朝鲜淫羊藿在栽植第 １ 年被过强的光照灼伤，导致植株产生抗逆性，生长指标均低于遮阴组，并在第 ２ 年全
部死亡。 ［结论］在圃地栽植朝鲜淫羊藿时，必须加盖遮阴网，且遮阴强度最好为 ７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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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Ｎａｋａｉ．）为小檗科多年

生草本植物，产于我国吉林、辽宁、浙江和安徽，朝鲜北部和

日本亦有分布，多生于林下、灌丛间或林缘等半阴环境［１］。
野生朝鲜淫羊藿株高 ２１～ ５０ ｃｍ，其地下茎沿地表延伸长度

可达 ３７ ｃｍ，每株植株含有 ２ ～ ７ 条地下茎，须根最多可达

１５ ｃｍ，叶片纸质，卵形，叶长 ６．８ ～ ８．２ ｃｍ，叶宽 ５．３ ～ ６．３ ｃｍ。
其地上部分可入药，具有补肾壮阳、强筋骨、祛风湿、抗衰老

和增强免疫力等作用［２－４］。 现如今的朝鲜淫羊藿主要依赖野

生资源，尚未实现大面积人工栽培［５］。 任桂芳［６］调查甘肃省

岷县的野生淫羊藿分布情况时发现，淫羊藿分布区普遍植被

较好，有较为茂密的乔木、灌木和草本层，为淫羊藿提供了较

好的遮阴条件。 杨子松等［７］ 研究金城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

野生淫羊藿发现，淫羊藿喜阴、好潮湿，相对光照要求 ０．０４～
０．３０。 笔者对遮阴条件下朝鲜淫羊藿的生长情况进行初步研

究，为其圃地栽培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

县草河口镇，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的试验苗圃内，年平均

温度为 ６～８ ℃，年降水量 ８００～１ ０００ ｍｍ，无霜期 １５６～１７２ ｄ，
土壤为棕色森林土，ｐＨ ５．５～６．２。
１．２　 材料　 ２０１４ 年秋季于草河口镇采集野生朝鲜淫羊藿，
并假植于苗圃内，２０１５ 年春季在苗圃内栽植。 栽植时，将朝

鲜淫羊藿根茎剪成 １０～ １５ ｃｍ 小段，在苗床上每隔 １５ ｃｍ 横

向开成深 １０ ｃｍ 的沟，将根段平放入沟内，每行放入 １０ 段

（苗床宽为 １００ ｃｍ），先覆上 ４～５ ｃｍ 细土，再覆平踩实。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遮阴和未遮阴（对照）２ 种处理，每种

方法栽植 ３ 个 １００ ｃｍ 长的苗床，苗床之间设立 ３０ ｃｍ 的缓冲

区。 试验期间及时浇水除草，保证植株正常生长。
１．４　 测定方法　 统计朝鲜淫羊藿单位面积株数，朝鲜淫羊藿

植株的株高、叶片长和叶片宽等指标采用直尺（精度０．１ ｃｍ）
测定。 连续测定 ３ 年，测定时间选择每年 ８ 月中旬，即朝鲜

淫羊藿停止生长并可以采收的时期。 采收后的朝鲜淫羊藿

以电子天平（精度 ０．０１ ｇ）称量鲜重。 称量鲜重后在 ６０ ℃条

件下烘干 ８ ｈ，再以 １０５ ℃烘干，每隔 １ ｈ 记录 １ 次质量，直到

最后 ２ 次质量小于 ０．０１ ｇ 为止，此时质量即为干重。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 软件，ＬＳＤ 方法和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方法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遮阴对朝鲜淫羊藿单位面积株数的影响　 由表 １ 可知，
遮阴区的朝鲜淫羊藿单位面积株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而
对照组的朝鲜淫羊藿只有在第 １ 年达 ４９．０ 株 ／ ｍ２，相比遮阴

区减少了 １３．５ 株 ／ ｍ２。 第 ２ 年起对照组再无植株萌发，挖掘

其根部发现地下根段均已死亡，即在全光照条件下，朝鲜淫

羊藿仅在栽植当年成活部分植株。 说明遮阴是朝鲜淫羊藿

成活并持续生长的必要条件。 这也证明了朝鲜淫羊藿是典

型的阴性植物，遮阴环境更接近其自然生长环境。
２．２　 遮阴对朝鲜淫羊藿株高、叶片大小的影响　 遮阴的朝鲜

淫羊藿其株高经过 ３ 年的生长呈现递增的趋势。 生长第 １
年的株高为 ７．３９ ｃｍ，第 ３ 年达 １４．７３ ｃｍ，相比第 １ 年增长了

９９．３％（表 ２）。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生长前 ２ 年朝鲜淫羊藿

株高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生长第 ３ 年的株高较前 ２ 年差异

极显著（Ｐ＜０．０１）。 对照组的朝鲜淫羊藿只在生长第 １ 年时

出苗，其株高为 ６．３４ ｃｍ，相比遮阴组低了 １．０５ ｃｍ。 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生长第 １ 年时，是否遮阴的朝鲜淫羊藿的株高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即遮阴对当年生长的朝鲜淫羊藿株高并

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当年栽植的朝鲜淫羊藿与多年生的朝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６）：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９



鲜淫羊藿相比，植株相对矮小，这可能是因为当年栽植的朝

鲜淫羊藿根系较短，无法为植株提供充足的养分。
遮阴的朝鲜淫羊藿其叶片长经过 ３ 年的生长呈现递增

趋势。 生长第 １ 年的叶片长为 ４．９９ ｃｍ，第 ３ 年则达 ６．８３ ｃｍ，
相比第 １ 年增长了 ３６．９％（表 ２）。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生长

前 ２ 年朝鲜淫羊藿叶片长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生长第 ３ 年

的叶片长较前 ２ 年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对照组的朝鲜淫

羊藿只在生长第 １ 年时出苗，其叶片长为 ３．７９ ｃｍ，相比遮阴

组短了 １．２０ ｃ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遮阴组和对照组生长

第 １ 年的朝鲜淫羊藿之间叶片长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即遮阴

对当年生长的朝鲜淫羊藿叶片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遮阴的朝鲜淫羊藿其叶片宽经过 ３ 年的生长亦呈现递

增的趋势。 生长第 １ 年的叶片宽为 ３．５０ ｃｍ，第 ３ 年则达

４．５５ ｃｍ，相比第１年增长了３０．０％（表２）。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生长第 ２ 年朝鲜淫羊藿叶片宽与生长第 １ 年和第 ３ 年均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是生长第 １ 年和第 ３ 年之间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 对照组的朝鲜淫羊藿只在生长第 １ 年时出苗，
其叶片宽为 ２．７７ ｃｍ，相比遮阴组低了 ０．７３ ｃｍ。 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遮阴组和对照组生长第 １ 年的朝鲜淫羊藿之间叶片

宽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即遮阴对当年生长的朝鲜淫羊藿叶片

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表 １　 遮阴对朝鲜淫羊藿单位面积株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株 ／ 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生长第 １ 年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第 ２ 年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第 ３ 年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遮阴 Ｓｈａｄｉｎｇ ６２．５±１１．８ ７７．０±１４．４ ９０．０±２５．９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９．０±１２．３ ０ ０

表 ２　 遮阴对朝鲜淫羊藿株高、叶片大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Ｅ．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ｃｍ

生长年限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遮阴

Ｓｈａｄｉｎｇ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叶片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遮阴

Ｓｈａｄｉｎｇ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叶片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遮阴

Ｓｈａｄｉｎｇ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生长第 １ 年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７．３９±０．５８ Ａ ６．３４±０．８３ ４．９９±０．５０ Ａ∗ ３．７９±０．２３ ３．５０±０．３９ ａ∗ ２．７７±０．１７

生长第 ２ 年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０．９０±３．１０ Ａ — ５．２２±０．２７ Ａ — ３．９２±０．２６ ａｂ —

生长第 ３ 年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４．７３±１．５３ Ｂ — ６．８３±０．５９ Ｂ — ４．５５±０．４３ ｂ —

　 注：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遮阴与对照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２．３　 遮阴对朝鲜淫羊藿收获量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遮阴处

理的朝鲜淫羊藿经过 ３ 年生长，其鲜重和干重逐年增长，含
水率保持在 ５４．９２％～５７．２５％。 对照组的朝鲜淫羊藿只在第

１ 年收获鲜重 ２１．０５ ｇ ／ ｍ２（干重 １０．４２ ｇ ／ ｍ２），收获量为遮阴组

的 ５９．３０％（６７．１８％），含水率比遮阴组低 ５．８１ 百分点。 原因

可能是光照强度过大，植株产生抗逆性。

表 ３　 遮阴对朝鲜淫羊藿收获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生长年限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

收获量 Ｙｉｅｌｄ∥ｇ ／ ｍ２

鲜重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干重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含水率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遮阴 Ｓｈａｄｉｎｇ 第 １ 年 ３５．５０±６．１１ １５．５１±２．６６ ５６．３１
第 ２ 年 ５８．８５±１３．５３ ２５．１６±５．１９ ５７．２５
第 ３ 年 ９７．５２±１７．９３ ４３．９６±８．３３ ５４．９２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第 １ 年 ２１．０５±４．４１ １０．４２±１．０３ ５０．５０
第 ２ 年 — — —
第 ３ 年 — — —

３　 结论与讨论

孙超等［８］将 ３ 种淫羊藿属植物移栽定植于植物园林下

后发现其株高和叶片长宽等指标与野生相比均有一定的差

距，株高仅为野生的 １ ／ ２，矮化现象普遍。 分析原因可能是光

照强度增大，并且分根栽培导致须根减少，地下部分养分供

应不足。 该试验中也出现类似矮化现象，原因与孙超等分析

相同。 随着生长年限增加，朝鲜淫羊藿株高更加接近野生植

株，若继续观测几年，株高可能会达到野生朝鲜淫羊藿的水

平。 遮阴区的朝鲜淫羊藿随着生长年限增加，其叶片大小更

加接近野生朝鲜淫羊藿，原因如前所述。 对照组的朝鲜淫羊

藿叶片比遮阴组的更厚，呈革质，且颜色更深。
遮阴是朝鲜淫羊藿成活并持续生长的必要条件。 在圃

地栽植朝鲜淫羊藿时，必须加盖遮阴网，且遮阴强度最好为

７０％以上。 经过 ３ 年生长，遮阴的朝鲜淫羊藿株数、株高、叶
片长、叶片宽和收获量都逐年增长，且前４项指标更接近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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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增加了地面植被覆盖度和保护膜，削弱了空气

下垫层的水热交换作用，形成了局地微气候效应，缓解了日

温极差变化，使日间升温缓慢、晚间降温缓慢［１３－１４］。 小气候

效应是区域生态效应发挥的基础，退耕还林已成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战略选择。
３　 讨论

受试验条件、技术力量及监测手段限制，该试验仅在有

限样本测定条件下，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研究了相同

退耕还林年限的生态效应，所得结论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

值，但仍存在局限性。 森林生态效益涉及水、土、生、气等多

方面内容，受植被因子和环境要素共同作用和制约，至今仍

无法对森林生态效益从定性到定量的准确评判，需要长期的

全面定位观测。 退耕还林工程是生态脆弱区恢复与重建的

关键切入点，既要考虑国家对生态的需求，又要兼顾群众对

利益的要求，本着适地与适树相结合、保护与重建相结合、树
种和林种相结合、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原则，在有效保护现

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开展中幼林抚育和林中空地补植

补栽，积极探索适合于门源县自然条件和立地条件的造林模

式及造林技术，强化乡土树种苗木培育，合理配置乔灌草和

网带片，以异龄混交复层林为终极演替发展目标。
４　 结论

相同退耕年限的不同退耕还林模式生态效益不同，由高

到低顺序为青海云杉＋白桦、白桦、青海云杉、撂荒地。
（１）青海云杉、白桦、青海云杉＋白桦林负氧离子浓度分

别为 １ ９０７、２ ０７７、２ ２１６ 个 ／ ｃｍ３，是撂荒地的 １．８６ 倍；负氧离

子寿命分别为 １３．４６、１４．６７、１５．６３ ｍｉｎ，是撂荒地的 １．９６ 倍；
ＰＭ２．５浓度分别为 ５０．９０、４５．６３、４０．９９ μｇ ／ ｍ３，是撂荒地的 ０．６５
倍；净化大气效益高低顺序为青海云杉＋白桦、白桦、青海云

杉、撂荒地。
（２）青海云杉、白桦、青海云杉＋白桦林土壤容重分别为

１．２６、１．２４、１．２１ ｇ ／ ｃｍ３，平均为撂荒地的 ０．８０ 倍；总孔隙度分

别为 ５０．２４％、５１．６９％、５２．３９％，平均为撂荒地的 １．２４ 倍；非毛

管孔隙度分别为 ６．５１％、７．１５％、７．５６％，平均为撂荒地的 １．４３
倍；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２．６７％、２．８７％、３．０９％，平均为撂荒地

的 １．４２ 倍，改良土壤效应高低顺序为青海云杉＋白桦、白桦、
青海云杉、撂荒地。

（３）青海云杉、白桦、青海云杉＋白桦林土壤表层日较差

分别为 ９．０６、９．００、８．８９ ℃，平均为撂荒地的 ０．８０ 倍，缓解日较

差效应高低顺序为青海云杉＋白桦、白桦、青海云杉、撂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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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朝鲜淫羊藿。 未遮阴的朝鲜淫羊藿在栽植第 １ 年被过强

的光照灼伤，导致植株产生抗逆性，生长指标均低于遮阴，并
在第 ２ 年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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