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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胁迫对红鳞蒲桃群落 ５ 种优势植物苗木生理特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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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筛选出红鳞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群落 ５ 种优势植物中最适宜移栽的种类。【方法】通过考察
移栽失水对植物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来探讨红鳞蒲桃对移栽胁迫的抗逆性。【结果】起苗后 ２４ｈ 内，５ 种植
物的叶绿素含量下降未达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但叶绿素荧光参数 Ｆｖ／Ｆｍ、Φ ＰＳⅡ、ｑＰ、ＮＰＱ 和 Ｆｖ／Ｆｏ 变
化显著（Ｐ ＜０．０１），其失水率与起苗时间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１）。移栽胁迫对喙果皂帽花（Ｄａｓｙｍａｓｃｈａｌｏｎ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红鳞蒲桃，对打铁树（Ｒａｐａｎｅ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和紫荆木（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的影
响相对较小，对下龙新木姜（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的影响最小。【结论】５ 种优势植物中，下龙新木姜为最适
合移栽的种类，其次为打铁树和紫荆木，喙果皂帽花对移栽胁迫抗逆性较差，不宜选择；建议各树种的最佳移
栽时间为起苗后 １６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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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ｈ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研究意义】红鳞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季
雨林是广西滨海 ２ｋｍ 范围内唯一存留的地带性植
被，现以片林残存于村边，总面积仅 １９．１ｈｍ２［１］，已



处于濒危状态，急需保护、恢复和重建。移栽是植被
恢复和重建的主要组成部分，苗木从起苗到栽植期
间可能会受到失水、高低温、光照不足等异常因素的
影响，导致苗木活力下降，从而直接影响移栽成活
率。因此研究苗木忍耐移栽胁迫的能力，对其移栽
成活及生长非常重要。【前人研究进展】在国外“移
栽胁迫”分别采用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２，３］，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ｈｏｃｋ［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５］和 ｐｏｓｔ-ｐｌａｎｔ-
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６］等词进行描述，但没有对其内含进行定
义。在国内这一概念首次由李继东等［７］提出，将其
定义为移栽期间受到诸如断根、失水、高低温、光照
不足、光周期紊乱、缺氧、擦伤、振动、根际环境改变
等各种因子对移栽植物生长发育造成的不良影响。
国内外关于移栽胁迫对苗木的影响研究有失水、机
械伤害、温度及多因子共同胁迫等方面的报道［７］。
其中失水被认为是移栽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伤害，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 等［８］、Ｗｉｌｓｏｎ 等［９］和 Ｒａｄｏｇｌｏｕ 等［１０］认为

水分胁迫是移栽胁迫的主要因素。国内关于水分胁
迫对植物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的报道主要有王可

玢［１ １］，张秋英［１２］，史胜青［１３］，杨晓青［１４］，毕会涛［１５］，
柏祥［１ ６］等的研究。【本研究切入点】植物叶绿素荧
光与光合作用中各个反应过程紧密相关，任何逆境
对光合作用各个过程产生的影响都可通过体内叶绿

素荧光诱导动力学变化反映出来［１７］。因此，叶绿素
荧光参数可作为逆境条件下植物抗逆反应的指标之

一，是快速、灵敏、无损伤地研究和探测逆境胁迫对
植物光合作用影响的理想方法［１ １，１８～２０］，同时叶绿素
荧光参数的测定方法简便易行，且可快速反映出植
株受胁迫状况，所以在水分胁迫研究中也应用较
多［２１］。本研究以红鳞蒲桃群落中的 ５ 种优势植物：
红鳞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ｎ ｈａｎｃｅｉ）、打铁树（Ｒａｐａｎｅ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紫荆木（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下龙新木
姜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和 喙 果 皂 帽 花

（Ｄａｓｙｍａｓｃｈａｌｏｎ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为研究对象，通过移
栽失水对它们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来探讨其对移

栽胁迫的抗逆性。【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筛选出最佳
移栽树种以及确定它们的最佳移栽时间，以指导今
后的滨海植被特别是红鳞蒲桃季雨林的恢复和重

建。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正常生长的 ２ 年生野生幼苗，包括红鳞蒲桃、打
铁树、紫荆木、下龙新木姜和喙果皂帽花 ５ 种植物，

每种植物取 ４ 株，取其完好成熟的叶片进行实验，其
中喙果皂帽花的叶片为纸质，打铁树为坚纸近革质，
其他 ３ 种为革质；幼苗平均鲜重分别为 １３１０ｇ、

２２８０ｇ、１６．５７ｇ、２２．２７ｇ 和 ９．９４ｇ；平均苗高分别为

２５ｃｍ、２０ｃｍ、３２ｃｍ、３６ｃｍ 和 ２６ｃｍ；平均地径分别为

５ｍｍ、７ｍｍ、５ｍｍ、８ｍｍ 和 ６ｍｍ；平均主根长分别
为 １２ｃｍ、１３ｃｍ、１６ｃｍ、１５ｃｍ 和 ２０ｃｍ；幼苗带完整根
系，根系不带土。采集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采苗地点在广西防城港市江平镇巫头村，中心地理
坐标为 １０８°０７．１８９′Ｅ，２１°３１．９４１′Ｎ。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分别在起苗后的 ０ｈ、８ｈ、１６ｈ、２４ｈ 对植株叶片
进行取样，以无水乙醇∶丙酮＝１∶１ 的混合液为浸
提液，浸提至材料刚好变白为准，取浸提液进行分光
光度比色测定叶绿素含量。

１．２．２　失水率的测定及表示方法

　　起苗后 ２４ｈ 内每隔 ２ｈ 称量 １ 次植株的鲜重
（ＦＷ ）（精确到 ０．０１ｇ），于试验结束时将植株放入
烘箱（８０℃）烘至恒重后称量干重（ＤＷ ），计算失水
率，计算公式如下：

　　失水率＝［（ＦＷ １ －ＦＷｉ）／（ＦＷ １ －ＤＷ ）］×
１００％，其中 ＦＷ ｉ（ｉ ＝ ２，３，…，１１）表示每次测定时
的植株鲜重。

１．２．３　叶绿素荧光的测定

　　起苗后 ２４ｈ内每隔 ２ｈ测定一次叶绿素荧光，共
测定 １０ 次。叶绿素荧光测定采用水下调制叶绿素
荧光仪 ＤＩＶＩＮＧ-ＰＡＭ（德国，ＷＡＬＺ）。植株叶片经

１０ｍｉｎ暗适应后打开测量光（１μｍｏｌ·ｍ－２· ｓ－１），
测定本底荧光 Ｆｏ ，再打开饱和脉冲（３０００μｍｏｌ·

ｍ－２·ｓ－１），测定最大荧光 Ｆｍ ，然后照射光化光
（１５７μｍｏｌ·ｍ－２· ｓ－１）３０ｓ 后打开饱和脉冲，测定
实时荧光 Ｆ 和光照状态下的最大荧光 Ｆｍ′，通过测
定出的荧光值，按以下公式计算其它叶绿素荧光
参数。

　　实际量子产量：Φ ＰＳⅡ＝ΔＦ／Ｆｍ′＝（Ｆｍ′－
Ｆ）／Ｆｍ′，最 大 量 子 产 量： Ｆｖ／Ｆｍ ＝ （Ｆｍ －
Ｆｏ）／Ｆｍ，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 ＝（Ｆｍ′－Ｆ）／（Ｆｍ′
－Ｆｏ′），非光化学淬灭（热耗散）：ＮＰＱ ＝（Ｆｍ －
Ｆｍ′）／Ｆｍ′。

１．３　实验环境条件

　　本实验于室外完成。实验期间天气多云间晴，
南风微风，气温 ２１～２４℃，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分
别出现在起苗后的 ２ｈ和 １９ｈ，即 １５∶００ 和第 ２ 天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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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大气相对湿度变化范围为 ８６％～ ９４％，出现
时间与温度正好相反（图 １）。

图 １　实验期间的温度和湿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失水率的变化

　　 起苗时 ５ 种植物的含水量分别为打铁树

６３６％、下龙新木姜 ５９．２％、紫荆木 ５４．９％、红鳞蒲
桃 ５４．７％和喙果皂帽花 ５３．８％。起苗后 ０～２ｈ 出
现最高气温和最低湿度，水分的散失最快，２～ １８ｈ
趋于平缓，１８ｈ后再次出现加快现象（图 ２）。起苗后

２４ｈ内，５ 种植物的失水率随着起苗时间的延长，逐
渐增大，失水率与起苗时间的相关性均达到了极显
著水平（Ｐ ＜０．０１），相关性方程见表 １，但变化速度
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５ 种植物失水率的变化
趋势为喙果皂帽花＞红鳞蒲桃＞紫荆木＞下龙新木
姜＞打铁树。
表 １　失水率与起苗时间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关性方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 Ｓｉｇ．

喙果皂帽花
Ｄａｓｙｍａｓｃｈａｌｏｎ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ｙ ＝ ０．０１６ｘ ＋０．１３２ ０．８５６ ０．０００

红鳞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ｙ ＝ ０．０１４ｘ ＋０．００５ ０．９４０ ０．０００

打铁树
Ｒａｐａｎｅ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ｙ＝０．００６ｘ＋０．０２６ ０．７８６ ０．０００

紫荆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ｙ ＝ ０．０１４ｘ －０．０２１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０

下龙新木姜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ｙ＝０．００８ｘ＋０．１０９ ０．５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２　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起苗时红鳞蒲桃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最高，为

６３３ｍｇ／ｄｍ２，下龙新木姜、打铁树和紫荆木依次为

６２４ｍｇ／ｄｍ２、５．４１ｍｇ／ｄｍ２ 和 ４．８６ｍｇ／ｄｍ２，喙果
皂帽花最小，为 ２．５３ｍｇ／ｄｍ２。起苗后，喙果皂帽花

的叶绿素含量下降最大，下降量为 ０．１４ｍｇ／ｄｍ２，其
次为下龙新木姜，下降量为 ０．１２ｍｇ／ｄｍ２，打铁树和
紫荆木下降量为 ０．１１ｍｇ／ｄｍ２，红鳞蒲桃最小，为

００２ｍｇ／ｄｍ２。起苗后（图 ３）２４ｈ 内 ５ 种植物的叶
片叶绿素含量变化均不明显（Ｐ ＞０．０５），与叶绿素
荧光参数的相关性不显著。

图 ２　起苗后 ５ 种植物的失水率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５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图 ３　起苗后 ５ 种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５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２．３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变化

２．３．１　最大量子产量 Ｆｖ／Ｆｍ 的变化

　　最大量子产量 Ｆｖ／Ｆｍ 反映 ＰＳＩＩ反应中心内禀
光能转换效率［２２］，是植物的潜在最大光合能力的表
征［１５］，也是植物健康状况的有效探针，可以反映植
物受胁迫程度。通常 Ｆｖ／Ｆｍ 值在 ０．７０～０．８５［２３］，
低于 ０．７０ 表明植物受到了较强的胁迫。起苗时喙
果皂帽花的 Ｆｖ／Ｆｍ 值稍低，为 ０．７８，其他 ４ 个种均
为 ０．８ 左右；起苗后 ４ｈ 内和 １６ｈ 后下降速度最快；
其他 ４ 个种 １８ｈ 前变化平缓，１８ｈ 后开始明显下降
（图 ４ａ）。喙果皂帽花的 Ｆｖ／Ｆｍ 值低于 ０．７０ 的时
间为 ４ｈ，红鳞蒲桃和下龙新木姜为 ２０ｈ，紫荆木和打
铁树 ２０ｈ后仍维持在 ０．７０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５
种植物的 Ｆｖ／Ｆｍ 变化均显著（Ｐ ＜０．０１），但 ５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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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中除紫荆木和下龙新木姜之间的 Ｆｖ／Ｆｍ 差异
不显著外，其他种间的差异均达到了 ０．０５ 显著
水平。

２．３．２　实际量子产量Φ ＰＳⅡ的变化

　　实际量子产量Φ ＰＳⅡ反映植物的实际光合效

率［２４］，表示 ＰＳＩＩ反应中心受到环境胁迫时，存在部
分反应中心关闭情况下的实际原初光能转化效

率［２２］。起苗 ２４ｈ内，５ 种植物的Φ ＰＳⅡ总体呈降低趋

势；喙果皂帽花一直下降，２０ｈ 趋于零；其他 ４ 个种
呈上下小幅度波动，变化平缓（图 ４ｂ）。统计分析表
明，起苗后 ２４ｈ内 ５ 种植物的Φ ＰＳⅡ变化显著（Ｐ ＜
０．０１）；除紫荆木和下龙新木姜之间的Φ ＰＳⅡ差异不

显著外，其他种间的差异达到了 ０．０５ 显著水平，与

Ｆｖ／Ｆｍ 的差异性相同。

２．３．３　光化学淬灭系数 ｑＰ 的变化

　　光化学淬灭系数 ｑＰ 反映 ＰＳⅡ天线色素吸收的
光能用于光化学的份额［２２］，即植物光合活性的高
低［２４］。喙果皂帽花的 ｑＰ 值一直呈下降趋势，４～６ｈ
特别明显，下降总量为 ０．７０；其他 ４ 个种一直呈小
幅度的上下波动（图 ４ｃ）。起苗 ２４ｈ 内 ５ 种植物的

ｑＰ 变化显著（Ｐ ＜０．０１）。ｑＰ 与Φ ＰＳⅡ的变化规律

相似。虽然 ５ 种植物的叶绿素含量 ２４ｈ内变化不显
著，但是植物的光合活性已显著降低，特别是喙果皂
帽花，２０ｈ时它的 ｑＰ 值已趋于零。

２．３．４　非光化学淬灭 ＮＰＱ 的变化

　　非光化学淬灭 ＮＰＱ 反映 ＰＳＩＩ天线色素吸收的
光能不能用于光合电子传递而以热的形式耗散掉的

光能部分［２２］，即植物耗散过剩光能为热的能力，也
就是光保护能力。喙果皂帽花的 ＮＰＱ 值起苗后 ２ｈ
内有一个上升，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２０ｈ趋于 ０；其
他 ４ 个种 ４ｈ降至最低值后变化趋于平缓，１４～ １６ｈ
有所上升，之后又开始下降（图 ４ｄ）。起苗 ２４ｈ 内 ５
种植物的 ＮＰＱ 变化显著（Ｐ ＜０．０１）。

２．３．５　 Ｆｖ／Ｆｏ 的变化

　　 Ｆｖ／Ｆｏ 反映了 ＰＳＩＩ 的潜在活性［２２］。起苗 ２４ｈ
内 ５ 种植物的 Ｆｖ／Ｆｏ 总体呈下降趋势，变化显著
（Ｐ ＜０．０１），与 Ｆｖ／Ｆｍ 的变化规律相似。起苗时，
除喙果皂帽花的 Ｆｖ／Ｆｏ 值较低外，其他 ４ 个种基本
相同，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图 ４ｅ）。

２．３．６　 Ｆｖ／Ｆｍ 与失水率变化的相关性

　　 Ｆｖ／Ｆｍ 反映植物潜在最大光合能力，表明植
物的健康状况，它在非胁迫条件下变化极小［２２］，当
其下降时，表明植物受到了胁迫，而失水率是植物移
栽过程中主要的胁迫因子 ，Ｆｖ／Ｆｍ 与失水率的相

关性分析（表 ２）表明，除下龙新木姜的 Ｆｖ／Ｆｍ 与失
水率相关性不显著外，其他 ４ 种呈极显著负相关关
系。从表 ２ 判断，移栽胁迫对喙果皂帽花影响最大，
其他依次为红鳞蒲桃＞打铁树＞紫荆木＞下龙新
木姜。

　　图 ４　起苗后 ５ 种植物的 Ｆｖ／Ｆｍ（ａ）、Φ ＰＳⅡ（ｂ）、ｑＰ
（ｃ）、ＮＰＱ （ｄ）和 Ｆｖ／Ｆｏ （ｅ）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Ｆｖ／Ｆｍ （ａ），Φ ＰＳⅡ（ｂ），ｑＰ （ｃ），ＮＰＱ （ｄ）ａｎｄ
Ｆｖ／Ｆｏ （ｅ）ｏｆ ５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表 ２　Ｆｖ／Ｆｍ 与失水率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ｖ／Ｆｍ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关性方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 Ｓｉｇ．

喙果皂帽花
Ｄａｓｙｍａｓｃｈａｌｏｎ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ｙ ＝ －０．６５９ｘ ＋０．８５１ ０．６３８ ０．０００

红鳞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ｙ ＝ －０．５５３ｘ ＋０．８５０ ０．７５０ ０．０００

打铁树
Ｒａｐａｎｅ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ｙ ＝ －０．２６０ｘ ＋０．８２２ ０．６１８ ０．０００

紫荆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ｙ ＝ －０．２５５ｘ ＋０．８０６ ０．６１０ ０．０００

下龙新木姜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ｙ ＝ －０．１０１ｘ ＋０．７９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０

３　讨论

　　植物起苗后会引起植株体内叶绿素的降解［１ ６］，
本研究表明，起苗后 ２４ｈ 内 ５ 种植物的叶绿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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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但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它们的叶绿素荧光
参数变化是显著的（Ｐ ＜０．０１），叶绿素荧光参数是
叶绿素生理活性的重要指标［２２］，说明 ５ 种植物的叶
绿素活性明显降低了。其中 Φ ＰＳⅡ、Ｆｖ／Ｆｍ 和

Ｆｖ／Ｆｏ 总体呈降低趋势，并在 １６ｈ 后开始有显著下
降，这与毕会涛等［１５］、柏祥等［１ ６］、张秋英等［１２］、史胜
青等［１３］、杨晓青等［１４］、路丙社等［２５］、赵丽英等［２６］的

研究结果一致；但红鳞蒲桃、打铁树和紫荆木的

ＮＰＱ 在 ２ｈ和 １６ｈ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阶段，这与
张秋英等［１２］、史胜青等［１３］、杨晓青等［１４］对核桃苗木

和冬小麦的研究有相似的规律。

　　失水胁迫是移栽胁迫中最主要的因素［８～ １０］，同
时也是抑制植物光合作用最主要的环境因子之

一［７］。起苗后 ２４ｈ 内 ５ 种植物的水分散失显著，失
水率与时间表现出极显著相关，随起苗时间的延长，
失水率的变化趋势为喙果皂帽花＞红鳞蒲桃＞紫荆
木＞下龙新木姜＞打铁树。革质的植物叶片的角质
层较厚，而纸质的较薄，发达的角质层可以减少植物
水分的散失［２７，２８］，通常而言，革质叶片更有利于在
干旱环境中蓄存水分。喙果皂帽花的叶片为纸质，
打铁树的为坚纸近革质，其它 ３ 种为革质，从叶片性
状结构上来说，喙果皂帽花的水分散失速率最快，本
研究结果与此基本一致。

　　５ 个参数中 Ｆｖ／Ｆｍ 与失水率的关系最为密切，
除下龙新木姜外，其他 ４ 种植物的 Ｆｖ／Ｆｍ 与失水率
表现为极显著负相关关系。植物体内部生理的水分
的平衡是植物成活的关键，所以失水率直接影响成
活率，从失水率对 Ｆｖ／Ｆｍ 的影响判断，５ 种植物移
栽后成活的可能性为下龙新木姜＞打铁树＞紫荆木

＞红鳞蒲桃＞喙果皂帽花。

　　综合上述，在红鳞蒲桃群落 ５ 种优势植物中，下
龙新木姜为最适合移栽的树种，其次为打铁树和紫
荆木，喙果皂帽花对移栽胁迫抗逆性较差，不宜选
择；最佳移栽时间为 ０～ １６ｈ，因此起苗后应尽快
栽植。

　　评判植物移栽时所受胁迫的指标比较多，故仅
从失水方面来评估移栽时植物遭受的胁迫还有一定

的局限性，而且影响苗木水分散失快慢的还有植株
的高度、地径、叶面积等因素，所以相关的研究还有
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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