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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枝菌根真菌对紫茎泽兰生长与
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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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紫茎泽兰是一种世界性的恶性入侵杂草ꎬ侵入我国后迅速扩散至多个省市ꎬ严重阻碍了当地农、林、牧业的发

展ꎮ 研究丛枝菌根真菌对紫茎泽兰生长和繁殖的影响ꎬ解析土壤中丛枝菌根真菌在紫茎泽兰入侵、传播和扩散过程中的作

用ꎬ能为开展紫茎泽兰防控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通过盆栽实验ꎬ测定接种丛枝菌根真菌的紫茎泽兰株高、叶片数、总叶面

积、节间距、地径ꎬ并统计单株花序数、单花序种子量、种子量、种子千粒重、含水率、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等ꎮ 【结果】丛
枝菌根真菌对紫茎泽兰的株高、地径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ꎬ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后ꎬ紫茎泽兰的单株花序数、单花序种子

数、总种子量分别增加了 ５.０３、１.５１、７.６４ 倍ꎻ种子的长度、宽度、含水率、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分别增加了 １５.２４％、
２３.０８％、１９.４６％、２９.２２％、３９１.０１％、１８３.５６％(Ｐ<０.０５)ꎮ 【结论】丛枝菌根真菌可显著促进紫茎泽兰生长ꎬ控制丛枝菌根真

菌的数量可有效抑制紫茎泽兰生长ꎬ并抑制紫茎泽兰花序数、种子量及种子的生命力ꎬ降低其扩散蔓延速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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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 Ｓｐｒｅｎｇｅｌ) Ｒ.
Ｋ. Ｈ.是一种繁殖能力强、具群居性、生态适应性

广、利用价值低、生长速度快的世界性恶性入侵杂

草(尹俊ꎬ２００６)ꎬ也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中危害最

严重的物种之一(强胜ꎬ１９９８)ꎮ 紫茎泽兰原产于中

美洲的墨西哥与哥斯达黎加地区ꎬ后作为园林植物

被带入欧洲ꎬ随后又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澳洲和亚

洲ꎬ之后迅速扩散蔓延ꎬ现在在热带和亚热带的 ３０
多个国家与地区广泛分布(万方浩等ꎬ２０１１)ꎮ 紫茎

泽兰大约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从中缅边境侵入我国

云南ꎬ现已广泛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各地ꎬ其中ꎬ云
南、四川、广西、贵州、重庆、西藏等地发生较严重ꎮ
紫茎泽兰可以通过有性和无性 ２ 种方式繁殖ꎬ但主

要以种子繁殖为主ꎮ 其种子产量高ꎬ一株紫茎泽兰

每年可产 ３ 万~４.５ 万粒种子ꎬ瘦果细小ꎬ千粒重仅

０.０４５ ｇ(王银朝等ꎬ２００５)ꎬ顶端具冠毛ꎬ可随风、水
流等传播ꎬ萌发率高(杨蓉西ꎬ２００３)ꎮ 紫茎泽兰目

前仍在以每年大约 ２０ ｋｍ 的速度随季风向内地扩

散ꎬ严重制约了入侵地的农业、林业、畜牧业的发

展ꎬ并且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环境也

造成了极大影响(万方浩等ꎬ２０１１)ꎮ
目前研究发现ꎬ在外来植物竞争排斥本地植物

入侵机制方面ꎬ入侵地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在促进外

来植物入侵的植物群落演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 Ｉｎｄｅｒｊｉｔ ＆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ꎬ
２０１０)ꎮ 菌根真菌在高等植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同古

老的陆生植物形成共生体ꎮ 丛枝菌根(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ꎬＡＭ)也是最早出现的一类菌根类型ꎮ 丛

枝菌根是球囊门真菌侵染植物根系形成的共生体ꎬ
共生体的形成极大提高了植物对环境和生态系统

的适应能力ꎬ在植物物种形成及进化的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石兆勇等ꎬ２００３)ꎮ 丛枝菌根真菌(ａｒ￣
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ｆｕｎｇｉꎬＡＭＦ)可以直接吸收或增

强寄主植物根系对水分和营养物质的吸收ꎬ增加植

物对营养物质的利用效率ꎬ调节植物体内酶活性ꎬ
诱导寄主合成次生代谢物质ꎬ改变植物内源激素平

衡情况ꎬ进而改良植物体内营养和水分状况ꎬ促进

生长ꎬ提高植株的抗旱性、抗病性ꎮ 不仅如此ꎬＡＭＦ
还可以促进植物结实量ꎬ改善品质(李东彦ꎬ２００７)ꎮ

研究发现ꎬ紫茎泽兰可以通过改变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来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土

壤环境ꎬ从而形成自我促进的入侵机制(李会娜等ꎬ

２００９ꎻ 牛红榜等ꎬ２００７ꎻ Ｎ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ꎬ但 ＡＭＦ 对

紫茎泽兰的反馈效应亟待全面研究 (于文清ꎬ
２０１２)ꎮ 本研究采用室内盆栽接种方法ꎬ通过测定

分析紫茎泽兰形态分化、生物量等指标ꎬ探索接种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生长、繁殖的影响ꎬ以期为利用菌

根控制技术防治紫茎泽兰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云南农业大学后山无紫茎泽兰

和本地杂草生长的红壤土ꎬ土壤自然风干后过 ２
ｍｍ 网筛ꎬ经高温高压灭菌 ２ 次(温度 １２１ ℃、压力

０.１４ ＭＰａ、时长 ２ ｈ)ꎬ７ ｄ 后ꎬ取部分灭菌后的土壤

测定基本理化性质: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分别为

０.３４、１.０８、５.４２ ｇｋｇ－１ꎬ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

量分别为 ４１.０３、９.３４、１７１.７５ ｍｇｋｇ－１ꎬ有机质含量

８.７３ ｇｋｇ－１ꎬｐＨ ６.２５ꎮ 另取建筑工地的河沙淘洗

干净、烘干后ꎬ采用高温高压灭菌 ２ 次(温度 １２１
℃、压力 ０.１４ ＭＰａ、时长 ２ ｈ)ꎮ 灭菌的红壤土与灭

菌的河沙 ２ / １(Ｖ / Ｖ)混合后作为供试土备用ꎮ 塑料

花盆洗净后ꎬ用 ７５％乙醇溶液浸泡消毒后备用ꎮ
供试菌种:参考于文清等 ( ２０１２)、王鹏鹏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ꎬ选用幼套球囊霉 Ｇｌｏｍｕｓ ｄｉａｐｈａｎｕｍ
Ｍｏｒｔｏｎ Ｗａｌｋｅｒ 进行实验ꎮ 幼套球囊菌购自甘肃省

武威市林业综合服务中心ꎬ以玉米幼苗纯化、扩繁ꎮ
供试植株:紫茎泽兰种子采自云南省昆明市盘

龙区茨坝镇ꎬ挑选大小一致、颗粒饱满的种子ꎬ用
１０％ Ｈ２Ｏ２ 浸泡 １０ ｍｉｎꎬ再用无菌水冲洗数遍沥干

后备用ꎮ 灭过菌的培养土装至育苗盘的 ２ / ３ 处ꎬ将
种子撒播于培养土表面ꎬ再均匀覆盖一层 １ ｃｍ 的

培养土ꎬ苗期每隔 ２ 周浇 ５０％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 １００
ｍＬꎮ 接种实验时选用长势一致、株高约 １０ ｃｍ 的紫

茎泽兰无菌苗进行移栽ꎮ
１.２　 实验设计

实验处理:将灭过菌的培养土装至花盆的 ２ / ３
处ꎬ加入 １０ ｇ 菌剂ꎬ再均匀覆盖一层 １ ｃｍ 的培养

土ꎬ每盆装入培养土 １ ｋｇꎮ 对照组为添加 １０ ｇ 灭菌

的 ＡＭＦ 菌剂和经微孔无菌滤膜滤除真菌后的土壤

细菌群落滤液 １０ ｍＬꎬ其他处理和培养方法与接种

处理一致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５ 次ꎬ共 １０ 盆ꎮ 花盆随

机摆放于温室中ꎬ每隔 １ 周变换一次位置ꎬ并补充

１００ ｍＬ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ꎬ每 ３ ｄ 浇一次无菌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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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生长繁殖指标的测定

实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开始ꎬ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结束ꎮ 紫茎泽兰生物量的测定于种子完全成熟

后进行ꎬ从盆中完整地取出紫茎泽兰ꎬ洗去根部泥

土ꎬ尽量减少细根的损失ꎬ收获整株ꎮ 分别测定株

高、叶片数、总叶面积、节间距、地径ꎬ并统计单株花

序数、单花序种子量、种子量、种子千粒重、含水率、
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ꎮ 称重使用电子天平(精
度 ０.０００１ ｇ)ꎻ叶面积采用扫描像素法(于守超等ꎬ
２０１２)测定ꎬ即用扫描仪扫描叶片后利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６ 分析图片计算出叶面积并记录ꎮ 各指标测定

后在 １０５ ℃下杀青处理 ５ ｍｉｎꎬ置于 ７０ ℃烘箱烘干

７２ ｈ 至恒重ꎬ再分别测定叶、茎、根的干重ꎬ计算生

物量(紫茎泽兰总干重)、根冠比( ｒｏｏｔ ｍａｓｓ / ｃｒｏｗｎ
ｍａｓｓꎬ根干重 /地上部干重)、根生物量比( ｒｏｏｔ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ꎬ根重 /植株总重)、茎生物量比(ｓｔｅｍ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
ｏꎬ茎重 /植株总重)、叶生物量比( ｌｅａｆ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ꎬ叶
重 /植株总重)ꎮ 种子在实验前用 ７５％酒精消毒 １５
ｍｉｎꎬ５％次氯酸钠消毒 ５ ｍｉｎꎬ灭菌蒸馏水冲洗一

遍ꎬ将消毒过的种子放在垫有 ２ 层定性滤纸的培养

皿中ꎬ加适量灭菌蒸馏水ꎬ放入预先设置好温度

[(２７±１) ℃]和湿度[(９０±５)％]的光照培养箱中ꎬ
每日记录样品种子的发芽数ꎮ 以胚根冲破种皮为

发芽标准ꎬ每天记录发芽种子的数量(韩利红等ꎬ
２０１０)ꎮ

１.４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ＬＳＤ 法多重比较分析ꎬ对发

芽率与侵染率数据反正弦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ꎮ
发芽势 / ％ ＝前 ３ ｄ 发芽 /总种子数×１００ꎻ发芽

势是指种子开始萌发后ꎬ某天之前所有的种子数占

所测样品种子总数的百分率ꎮ
发芽率 / ％ ＝ 发芽种子总数 /供试种子总数 ×

１００ꎻ发芽率是指样品种子测试结束时所有发芽的

种子占样品种子总数的百分率ꎮ
发芽指数(ＧＩ) ＝ ∑(Ｇ ｔ / Ｄｔ)ꎻ Ｇ ｔ为在 ｔ 日内的

发芽数ꎬＤｔ为发芽日数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紫茎泽兰的菌根侵染率

对照组紫茎泽兰未被 ＡＭＦ 侵染ꎬ接种处理的

紫茎泽兰生长一年后菌根侵染率达 ８９.５３％ꎬ显著

高于未接种ꎮ
２.２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生长的影响

接种 ＡＭＦ 显著促进紫茎泽兰地上部分生长

(表 １)ꎮ 与对照相比ꎬ接种处理的紫茎泽兰植株各

茎叶生长指标均极显著增加(Ｐ<０.０１)ꎻ其中ꎬ接种

处理的紫茎泽兰株高和茎粗分别是未接种植株的

２.６３、１.９０ 倍ꎮ 接种处理的紫茎泽兰叶片数、总叶

面积、分枝数和节间距分别是未接种植株的 ３.２８、
４.１４、２.７１、１.８６ 倍ꎬ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表 １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生长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地径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 ｍｍ

叶片数 / 片
Ｌｅａｖ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总叶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 ｃｍ２

分枝数 / 个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节间距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 / ｃｍ

接种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０２.４４±２.９４Ａ ７.５８±０.２９Ａ ６２.４０±７.１８Ａ ３６９.５７±３７.６８Ａ ７.６０±１.１４Ａ ６.３２±０.３９Ａ
对照 ＣＫ ３８.９２±３.１５Ｂ ３.９９±０.１３Ｂ １９.００±３.４６Ｂ ８９.２７±８.７１Ｂ ２.８０±０.４４Ｂ ３.４０±０.８８Ｂ

　 　 同列数据(平均值±标准误)后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在 １％水平上差异极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ｅａｎｓ±Ｓ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１％ ｌｅｖｅｌ.

２.３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干物质量及生物量分配的

影响

如图 １ 所示ꎬ接种 ＡＭＦ 极显著增加了紫茎泽兰

的生物量积累(Ｐ<０.０１)ꎮ 在整个生长期内ꎬ接种处

理的紫茎泽兰叶、根、茎器官的干物质量分别是对照

组的 ３.７９、６.３７、７.４２ 倍ꎬ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接种

处理的紫茎泽兰地上生物量和总生物分别为对照的

６.７５、６.５３ 倍ꎮ 单株干物质总积累量ꎬ接种植株为

１６.５０ ｇꎬ对照植株为 ２.５３ ｇꎬ干重相差 １３.９７ ｇꎮ 从生

物量分配比可以看出(图 ２)ꎬ接种处理的生物量比ꎬ
仅茎生物量比高于对照ꎬ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ꎬ叶生

物量比显著低于对照(Ｐ<０.０５)ꎬ根生物量比、根冠比

也均低于对照ꎬ但差异不显著ꎮ
２.４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花序数与种子量的影响

与对照相比ꎬ接种 ＡＭＦ 显著提高了紫茎泽兰

种子产量及种子质量ꎮ 接种 ＡＭＦ 后紫茎泽兰的单

株花序数、单花序种子数和产籽量为对照植株的

５.０３、１.５１、７.６４ 倍ꎬ差异达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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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度、宽度以及千粒重均显著高于对照ꎮ 通过测

量种子含水率ꎬ接种植株的含水率较未接种植株增

加了 ３.１８ 倍ꎬ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 ２)ꎮ

图 １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干物质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在 １％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１％ ｌｅｖｅｌ.

图 ２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在 ５％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

２.５　 种子发芽率等参数的比较

接种 ＡＭＦ 的紫茎泽兰发芽率显著高于未接

种ꎮ 发芽势反应的是种子质量优劣程度ꎬ接种 ＡＭＦ
的种子发芽势达 １８.５６％ꎬ未接种的为 ３.７８％ ꎬ显著

高于未接种(Ｐ<０.０５)ꎮ 发芽指数反应的是种子活

力ꎬ接种 ＡＭＦ 的发芽指数为 ４３. １３ꎬ未接种的为

１５.２１ꎬ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ꎬ说明接种过的种子发

芽速度快ꎬ发芽能力好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ＡＭＦ 与土壤养分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ꎬ而

紫茎泽兰的入侵会改变土壤养分情况 ( Ｂｌａｎｋ ＆
Ｙｏｕｎｇꎬ２００２)ꎬ如 Ｎ、Ｐ、Ｋ 的供应发生变化ꎬ这种变

化必然会对本地植物造成伤害ꎬ外来植物由此改变

土壤化学和土壤生态ꎬ创造利于入侵的条件(Ａｎｎａ￣
ｐｕｒｎａ ＆ Ｓｉｎｇｈꎬ２００３ꎻ Ｄｕｄ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ꎬ增强其扩

散能力、繁殖能力、竞争能力等(万方浩ꎬ２０１５)ꎮ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的生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ꎬ

实验结果表明ꎬ接种处理植株的株高、叶面积分别

是对照的 ２.６３、４.１４ 倍ꎻ接种处理植株显著增强了

紫茎泽兰的干物质量的积累ꎬ接种后ꎬ其地上部干

重、地下部干重与总干重分别是对照植株的 ６.７５、
６.３８、６.５３ 倍ꎮ

种子萌发对物种的更新至关重要ꎬ种子萌发率

会直接影响一个物种在一个种群中所占的数量和

比例(刘志磊等ꎬ２００６)ꎮ ＡＭＦ 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和结实(李东彦ꎬ２００７)ꎬ接种 ＡＭＦ 可以显著提高棉

花(刘润进和沈崇彦ꎬ１９９４)、西瓜(杨兴洪和刘润

进ꎬ１９９４)和柚子(杨晓红等ꎬ２００２)等植物的产量和

不同部位的生物量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接种 ＡＭＦ
增加了紫茎泽兰的有性繁殖能力ꎬ植株头状花序

数、产籽量及种子发芽能力显著增高ꎮ

表 ２　 ＡＭＦ 对紫茎泽兰花序数及种子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ａｎｔｈｏｔａｘｙ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花序数 / 个
Ａｎｔｈｏｔａｘｙ
ａｍｏｕｎｔ

单花序种子数 / 个
Ｓｅｅ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ｐｅｒ ａｎｔｈｏｔａｘｙ

总结实量 / 个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ｅｄ
ａｍｏｕｎｔ

种子长度
Ｓｅ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 ｍｍ

种子宽度
Ｓｅｅｄ

ｗｉｄｔｈ / ｍｍ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含水率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接种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１８.６０±５.５１Ａ ６８.９２±１.１９Ａ ８１５８.８０±３１７.０４Ａ １.８９±０.１１ａ ０.３２±０.０４ａ 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ａ ２２.２８±１.３３ａ
对照 ＣＫ ２３.６０±３.８５Ｂ ４５.７０±１.５３Ｂ １０６７.４０±１５８.７４Ｂ １.６４±０.０４ｂ ０.２６±０.０２ｂ ０.０３５±０.００１ｂ １２.１８±１.６６ｂ

　 　 同列数据(平均值±标准误)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１％、５％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ｅａｎｓ±Ｓ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１％ꎬ 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种子传播是紫茎泽兰扩散蔓延的主要方式(刘
伦辉和刘文耀ꎬ１９８９)ꎮ 铲除大面积的植株后ꎬ土壤

中已有的种子仍会大量萌发ꎬ而且残留的少量紫茎

泽兰也能产生大量种子ꎮ 张丽坤等(２０１４)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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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ꎬ紫茎泽兰的植株高度与种子传播速度和种

子形态相关ꎬ植株越高ꎬ种子传播的越远ꎮ 紫茎泽

兰接种 ＡＭＦ 后ꎬ其株高比对照高 ６３.５２ ｃｍꎮ 相比

于对照ꎬ接种植株的种子借助风力或人为因素ꎬ能
更迅速传播ꎬ且范围更广ꎬ对于其建立种群发挥了

重要作用ꎬ对防治工作也带来了极大困难ꎮ 因此ꎬ
减少紫茎泽兰结实量以减小种子产量和种子发芽

率ꎬ被认为是有效防控紫茎泽兰危害和扩散蔓延的

主要方法之一(李爱芳等ꎬ２００６)ꎮ 是否能够通过降

低土壤中丛枝菌根含量以降低紫茎泽兰开花结实

量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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