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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当今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其中，重金属镉( Cd) 已成为我国受污染土壤中最主要的无机污染物之一．植物修复法

是去除土壤重金属的重要方法，研究表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能促进生态系统功能．那么在 Cd 污染土壤中，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生长和

Cd 污染修复会有怎样的影响，其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并不清楚．基于此，本研究选择 6 种本地常见草本植物( 荆芥、鸡眼草、短叶水蜈蚣、牛筋草、

鸭跖草和细风轮菜) ，通过室内控制实验研究不同植物物种多样性( 1-，2-，3-，6-物种) 对植物生长与土壤 Cd 污染修复的影响．结果表明: 植物物

种多样性的增加显著促进植物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的积累，并对植物根系形态( 根总长、根总表面积、根尖总数与根平均直径) 和叶绿素荧

光参数( PSII 最大光能转化效率 Fv /Fm和 PSII 潜在活性 Fv /F0 )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能显著提高植物地上、地下及总 Cd

含量( 积累量) 和富集系数;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对植物生长、根系形态指标及 Cd 的富集具有显著的净效应，且以互补效应为主．本研究选取

的是对环境条件要求不高、生长周期短的本地草本植物，可为利用本地常见短世代周期植物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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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soil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urrently． Cadmium ( C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inorganic contaminats in polluted soil in China． Phytoremedi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soil heavy metal removal． Studies also showed that plant

diversity could promote the function of ecosystem． However，it was unclear whether the species diversity can affect plant growth and Cd accumulation and

the phytoremediation mechanism． In this study，the pot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species richness ( 1-，2-，3-，6-species) of six local common herbs

( Nepeta cataria，Kummerowia striata，Kyllinga brevifolia，Eleusine indica，Commelina communis and Clinopodium gracile) was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species diversity on plant growth and soil Cd detox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underground biomass and total biomass，and promote root morphogenesis ( e． g． root length，root surface area，number of root tip and root average

diameter)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 e． g． PSII maximum light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Fv /Fm and PSII potential activity Fv /F0 ) ．

Aboveground，underground and total Cd concentrations and enrichment coefficient increased remarkably with the increase of species diversity． Species

diversit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plant growth，root morphogenesis and Cd concentration，with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 playing a major role． Moreover，

the plant specials selected in our experiments were all local common herbs with relative low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and short growth cycle．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il heavy metal removal from local common herbs using short growth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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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roduction)

镉( Cd) 是一种对人类和其它动植物均有毒害

作用的重金属 ( Shute et al．，2006; Nagajyoti et al．，
2010; Dias et al．，2013) ．我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

源部于 2014 年 4 月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公报》显示，Cd 已成为我国受污染土壤中最主要的

无机污染物之一．研究发现，Cd 较易被植物尤其是

一些农作物吸收并富集，造成生长抑制、株型矮小、
叶片失绿和光合作用降低 ( Ivanova et al．，2008; 高

芳等，2011; 陈虎等，2013) ．通过食物链，Cd 还会在

动物体( 包括人体) 肝、肾等器官大量积累，最终抑

制器官酶系统，影响生理代谢，并对身体各大系统

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 ( Jin et al．，2002; 魏筱红等，

2007; Hartwig，2013) ．
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生物修复法较多且效果

较好( Ali et al．，2013) ．但目前通过植物修复重金属

污染土壤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污染土壤中自然生长

的不同植物重金属特征比较或单物种对重金属的

富集 ( 高洁等，2012; 曹福亮等，2012; 孙晓灿等，

2012) ．有关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

发现，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会通过“选择效应”
( 随着物种数增加，随机带入高产物种的可能性随

之增加，最终使整个群落的均产值提高) 或“互补效

应”( 群落中各物种通过互补利用资源，或者种间促

进作用来提高产值) 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 ( Yachi
et al．，1999; Loreau et al．，2001; Hooper et al．，
2005) ，增加入侵抵抗力( Fargione et al．，2005) 和凋

落物分解能力( Httenschwiler et al．，2005) ．近期，利

用微藻修复水体 Cd 污染的研究发现，种间促进作

用可显著提高微藻对 Cd 的吸收( Li et al．，2012) ．对
陆生植物的研究也发现，植物物种多样性可通过互

补效应增强其对复合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能力( Wang
et al．，2014) ．此外，植物混种比例不同还会影响其对

重金属 Cd 和 Zn 的富集量、富集系数和转运系数

( 杨远祥等，2014) ．但不同重金属会通过相加作用、
联合作用或单独作用对植物产生影响．目前，有关植

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是否能提高土壤重金属单污

染的修复能力并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选取对环境条件要求不高、生长

周期短的本地草本植物，通过模拟 Cd 污染土壤，研

究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 Cd 污染修复的影响，探

讨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 Cd 污染修复的作用机

理，以期为利用本地常见短世代周期植物进行土壤

重金属污染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实验材料

采集数种处于同一生长期的本地常见草本植

物，分别栽种于 Cd 处理土壤中，3 周后挑选存活率

较高( 至少大于 60%) 、生长情况良好的 6 种本地常

见 草 本 植 物: 荆 芥 ( Nepeta cataria ) 、鸡 眼 草

( Kummerowia striata ) 、短 叶 水 蜈 蚣 ( Kyllinga
brevifolia ) 、牛 筋 草 ( Eleusine indica ) 、鸭 跖 草

( Commelina communis ) 和 细 风 轮 菜 ( Clinopodium
gracile) 为 实 验 材 料． 剔 除 掉 爵 床 ( Ｒostellularia
procumbens) 、酢 酱 草 ( Oxalis corniculata ) 、破 铜 钱

(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鬼针草( Bidens pilosa) 和

白车轴草( Trifolium repens) 5 种．于 2014 年 7 月 19
日野外收集健康且处于同一生长期的植株，栽种于

长 56 cm、宽 38 cm 的塑料培养箱中备用．
实验所用土壤为本地农田土( 浙江省台州学院

椒江校区后山脚，附近无 Cd 污染源) ，风干，过筛

( 孔径 1 cm) 后备用．根据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土壤

Cd 污染平均水平( 王世纪等，2006) ，用 CdSO4·5H2O 分

析纯将实验土壤配制成 Cd 含量为 250 mg·kg－1的模

拟 Cd 污染土壤．土壤中添加的 CdSO4·5H2O 的质量

( g) 根据公式 m=
MCdSO4·5H2O

× ms

1000 × MCd

× 250 计算，其中，

MCd和 MCdSO4·5H2O分别为 Cd 和 CdSO4·5H2O 的相对

原子质量，ms为土壤质量( g) ． 将实验所用土壤分装

于 55 L 塑料箱中称取质量，而后将根据上述公式求

出的 CdSO4·5H2O 所需量充分溶解于 1 L 蒸馏水中，

浇灌土壤并用铁铲将其混匀．实验土壤平衡 1 个月

后使用．
2．2 实验设计

实验根 据 有 条 件 的 随 机 分 割 物 种 库 的 方 法

( Bell et al．，2009 ) ，共设置 4 个物种丰富度水平

( Ｒ= 1、2、3、6) ．单物种水平: 每个物种 12 个重复; 2-
物种水平: 6 个组合，每个重复 6 次; 3-物种水平: 4
个组合，每个重复 6 次; 6-物种水平: 重复 12 次; 一

共 144( 24×6) 个样方．
每个样方用长 23 cm、宽 18．5 cm、高 13 cm 的花

盆构建，2014 年 8 月 4 日每个花盆中种植 6 株，单

物种处理种植 6 株相同物种，多物种处理不同物种

等比例混合．样方建立后 2 周内，对死亡植株进行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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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2014 年 9 月 1 日开始对植物进行指标测定和

收获．
2．3 指标测定方法

株高用 直 尺 测 量; 叶 绿 素 相 对 含 量 用 CCM-
200plus 叶 绿 素 含 量 测 定 仪 ( OPTI-SCIENCES，

USA) 测定，每个存活植株选择 3 片叶位一致( 植株

顶部向下第 3 ～ 5 片) 的叶片测定; 叶绿素荧光参数

用 OS30P 便携式叶绿素荧光仪 ( OPTI-SCIENCES，

USA) 测定，所取叶片与测定叶绿素相对含量时所取

一致，于叶绿素相对含量测定之后对叶片用不同颜

色的荧光染料标记，夜间暗适应至少 30 min 后测

定． 之 后 对 各 样 方 中 不 同 物 种 分 开 收 集，用

WinＲHIZO 根系分析系统 ( Ｒegent Instruments Inc．，
Quebec，Canada) 及扫描仪( Epson 1680) 对根总长、
根总表面积、根总体积、根平均直径和根尖总数进

行测定．各物种植株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于 105 ℃
杀青后 70 ℃ 分 别 烘 干 后 称 重． 样 方 土 壤 风 干 后

备用．
烘干的植物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及风干土壤研

磨后过 1 mm 筛，植物用 MAＲS 240 /50 微波消解仪

( CEM，Matthews，NC，USA; HNO3∶H2O2 = 3∶1，体积

比) 进行消化，土壤用高氯酸-硝酸-盐酸法进行消

化，消化后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ICP /
OES，Optima 2100DV，Perkin Elemer，USA) 测定 Cd
含量．通过计算获得富集系数 ( BCF ) 和迁移系数

( TF) :

BCF= C植物 /C土壤 ( 1)

TF=C地上 /C地下 ( 2)

式中，C植物、C土壤、C地上、C地下 分别表示植物重金属含

量、土壤重金属含量、植物地上部分重金属含量、植
物地下部分重金属含量．

2．4 数据分析

通过如下公式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净效应进行

计算，并对净效应分割求出选择效应和互补效应

( Loreau et al．，2001) :

ΔY = N ΔＲYM
－
+ Ncov( ΔＲY，M) ( 3)

式 中，ΔY 为 净 效 应，N ΔＲYM
－

为 互 补 效 应;

Ncov( ΔＲY，M) 为选择效应; N 为混种样方的物种

数; ΔＲY 为物种在混种时相对观察值与期望值间的

偏差; M
－

为单种平均值; cov( ΔＲY，M) 为观察值和

期望值偏差与单种观察值的协方差．
实验数据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One-way ANOVA) 对不同植物

物种多样性间各指标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并对各

指标随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的线性回归显著性进

行检验．另外，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分析不同指标

间的相关性．

3 结果( Ｒesults)

3．1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生长和根系形态的影

响及其多样性效应

3．1．1 植物生长 收获期对样方植株统计发现，6-
物种、3-物种、2-物种和单物种处理的植株存活率分

别为 71．21%、51．39%、49．07%和 48．15%．由表 1 可

知，在 Cd 处理条件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促进

了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的积累．6－物种处理的地

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均高于单物种、2-物种和 3-物
种处理，且 6-物种处理与 2-物种和 3-物种处理的地

下生物量具有显著差异，6-物种与 3-物种处理的总

生物量具有显著差异．同时，6-物种处理的根冠比和

地上生物量也高于其它处理，但差异不显著．

表 1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n plant growth

处理 株高 / cm 根冠比 地上生物量 / g 地下生物量 / g 总生物量 / g

单物种 27．60±1．12a 0．34±0．06a 0．23±0．02a 0．06±0．01ab 0．29±0．03ab

2-物种 26．75±1．12a 0．35±0．07a 0．25±0．04a 0．05±0．01b 0．30±0．04ab

3-物种 26．50±1．98a 0．26±0．03a 0．21±0．03a 0．05±0．01b 0．26±0．03b

6-物种 26．58±1．74a 0．42±0．13a 0．28±0．04a 0．08±0．01a 0．36±0．05a

注: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 ．

对植物生长指标的多样性效应分析表明，6-物
种处理条件下，植株平均株高、地上生物量和总生

物量的净效应显著高于 2-物种和 3-物种处理 ( 图

1) ．对净效应分割发现，6-物种处理的互补效应与净

效应变化情况一致，而选择效应不随植物物种多样

性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植物物种多样性对生长指标

的净效应主要由互补效应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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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株生长指标的多样性效应( a．株高; b．根冠比; c．地上生物量; d．地下生物量; e．总生物量)

Fig．1 Diversity effect on plants growth indices ( a． Plant height; b． Ｒoot shoot ratio; c． Above-ground biomass; d． Underground biomass; e． Total

biomass)

3．1．2 植物根系形态 对植物根系形态指标随植

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进行线性回归后发现( 图 2) ，

植物根总长、根总表面积、根尖总数和根平均直径

随物种多样性的升高而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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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根系形态的影响( Ｒ2表示调整后的决定系数，p 为回归显著性( p≥0．05，不显著; 0．01≤p＜0．05，显著; p＜ 0．01，

极显著; 下同) ; 圆圈为样方数据点)

Fig．2 Effects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n root morphology

对植株根系形态的多样性效应分析发现 ( 图

3) ，6-物种处理下植物根总长、根总表面积、根总体

积和根平均直径的净效应显著高于 2-物种和 3-物
种处理; 6-物种和 3-物种处理对植物根尖总数的净

效应显著高于 2-物种处理．对净效应分割发现，互补

效应和负选择效应均随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

增加．因此，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根系的促进作用

也是由互补效应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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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植株根系形态的多样性效应( a．根总长; b．根总表面积; c．根总体积; d．根平均直径; e．根尖总数)

Fig．3 Diversity effect on root morphology ( a． Ｒoot length; b． Ｒoot surface area; c． Ｒoot volume; d． Ｒoot average diameter; e． Number of root tip)

3．2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叶绿素相对含量和叶

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及多样性效应

由表 2 可知，在 Cd 处理条件下，随着物种数增

加，植物 PSII 原初光能转化效率 ( Fv /Fm ) 、PSII 潜

在活性( Fv /F0 ) 显著提高，而 6-物种处理下植物初

始荧光( F0 ) 显著低于其它处理．相关性分析表明，

植株 F0与植株总 Cd 含量( p = 0．002) 及植株地下部

分 Cd 含量( p= 0．009) 呈显著负相关．但不同植物物

种多样性处理间的植物叶绿素相对含量和最大荧

光产量( Fm ) 无显著差异．相关性分析表明，叶绿素

相对含量与植物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及地上 Cd
含量和总 Cd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多样性效应分析表明( 图 4) ，Cd 污染条件下植

表 2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光合生理指标的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n plants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 indices

处理 叶绿素相对含量 最大荧光产 Fm 初始荧光 F0
PSII 最大光能转化

效率 Fv /Fm

PSII 潜在活性
Fv / F0

单物种 8．57±0．57a 166．68±3．58a 38．38±0．82a 0．768±0．004b 3．53±0．07bc

2-物种 9．59±1．02a 175．36±5．36a 39．79±1．20a 0．769±0．004b 3．44±0．06c

3-物种 10．46±1．41a 179．23±6．71a 36．98±1．37ab 0．786±0．004a 3．73±0．07b

6-物种 10．34±1．31a 177．15±8．95a 34．85±1．66b 0．800±0．005a 4．15±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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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植物叶绿素相对含量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多样性效应( a．叶绿素相对含量; b．最大荧光产量; c．初始荧光; d．PSII 原初光能转化效率; e．

PSII 潜在活性)

Fig．4 Diversity effect of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a． Chlorophyll relative content; b． Fm ; c． F0 ; d． Fv /Fm ; e． Fv /F0 )

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对植株叶绿素相对含量、Fm、
F0及 Fv /F0具有显著的净效应; 其中，6-物种处理的

互补效应均高于 2-物种和 3-物种处理．物种数的增

加对 Fv /Fm的多样性效应无显著影响．
3．3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 Cd 污染修复的影响及

多样性效应

随处理物种数的增加，植物地上、地下 Cd 含量

( 积累量) 及总 Cd 含量( 积累量) 呈显著的线性增长

趋势．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处理间，植株地下

部分 Cd 含量差异显著( 6-物种处理显著高于其它处

理，p≤0．001; 3-物种处理显著高于单物种处理，p =
0．002) ; 植株总 Cd 含量亦是如此( 6-物种处理显著

高于其它处理，p≤0．006; 3-物种处理显著高于单物

种处理，p= 0．002) ; 对于植株地上部分 Cd 含量，6-
物种处理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p≤0．01) ．

植株 Cd 积累量变化趋势与 Cd 含量类似．对于

地上 Cd 积累量，单物种与其它 3 种多样性处理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 2-物种、6-物种处理显著高于单物

种处理，p≤0．005) ; 对于地下 Cd 积累量，在 6-物种

处理与其它处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 ; 总 Cd
积累量在 6-物种与其它多样性处理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p＜0．03) ．
相关性分析表明，地上 Cd 积累量和地下 Cd 积

累量分别与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呈现显著正

相关( p＜0．001) ．因此，植物对 Cd 吸收的增加可能与

生物量的增加密切相关．此外，植株地上 Cd 积累量

和总 Cd 积累量与根系形态指标( 根总长、根总表面

积、根体积和根平均直径) 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但地

下 Cd 积累量却与根系形态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植
株 F0与植株总 Cd 含量( p = 0．002) 及植株地下部分

Cd 积累量( p= 0．009) 呈显著负相关，在不同处理植

株间 Cd 含量( 积累量) 之间的显著差异体现出植物

物种多样性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植物对 Cd
的吸收，这一点在植株富集系数上有明显体现: 随

物种数增加，富集系数呈显著线性增长趋势; 但植

物物 种 数 的 提 高 对 迁 移 系 数 的 影 响 不 甚 明 显

( 图 5) ．
多样性效应分析表明( 图 6) ，6-物种对地上 Cd

含量、地上 Cd 积累量和地下 Cd 积累量的净效应显

著高于 2-物种和 3-物种处理，但其中只有地上 Cd
含量的净效应主要由互补效应引起．地下 Cd 含量和

总多样性效应计算结果显示，随着植物物种多样性

增加，互补效应显著增强，如 6-物种处理下，植株地

上部分 Cd 含量、地下部分 Cd 含量( 积累量) 、总 Cd
含量( 积累量) 及富集系数与 2-物种、3-物种处理间

存在显著差异( p≤0．037) ．在某些指标中，选择效应

强度与互补效应接近，但总体变化趋势无显著规律

性．净效应主要由互补效应引起，物种数的增多同样

可引起净效应的增强: 6-物种处理下，植株地上部分

Cd 含量( 积累量) 、地下部分 Cd 含量及总 Cd 含量

与 2-物种、3-物种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 ( p≤0．03) ．
而物种 数 的 变 化 对 迁 移 系 数 多 样 性 效 应 无 显 著

影响．

4 讨论( Discussion)

通过控制实验发现，在添加重金属 Cd 的土壤

中，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显著促进了植物生长和

对 Cd 的富集能力．植物地下部分及总 Cd 积累量随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显著升高，植物对 Cd 的富

集系数也随植物物种多样性增加显著提高．说明植

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中 Cd 的富集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对矿区不同污染程度土壤重金属调查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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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 Cd 修复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n soil Cd removal

植被覆盖较多的地方土壤重金属污染较少 ( 付兰

等，2012) ．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 Cd 富集的促进作用与

植物物种多样性对生物量的提高密切相关．大量研

究表明，高物种多样性处理条件下，物种间通过互

补效应( 生态位不同或互利作用) 或选择效应提高

群落生产力．本研究也发现，在 Cd 处理土壤中，6-物
种处理的植物总生物量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并且植

物地上与地下 Cd 积累量分别与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呈显著正相关．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物生物量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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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析也表明，6-物种处理的净效应和互补效应显

著高于 2-物种和 3-物种处理．Li 等( 2012) 对单细胞

绿藻多样性与水体 Cd 污染清除的研究也发现，绿

藻多样性对水体中 Cd 污染的清除很大程度上是由

物种多 样 性 对 生 物 量 的 正 效 应 引 起 的． Wang 等

( 2014) 对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的研究也发现，在重

金属污染土壤中，植物物种多样性对生物量也具有

明显的正效应．

图 6 土壤 Cd 修复的多样性效应( a．地上 Cd 含量; b．地下 Cd 含量; c．总 Cd 含量; d．地上 Cd 积累量; e．地下 Cd 积累量; f．总 Cd 积累量; g．迁
移系数; h．富集系数)

Fig．6 Diversity effects on soil Cd removal( a．Above－ground Cd concentration; b．Underground Cd concentration; c．Total Cd concentration; d． Above-
ground Cd content; e．Underground Cd content; f．Total Cd content; g．Migration coefficient; h．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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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添加土壤中 6-物种样方植物生物量的增加

与净效应主要由互补效应引起．本研究中植物物种

多样性的增加对植物根系形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根系长度、表面积、根尖数及根平均直径均随植

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显著升高．这是由于植物物

种多样性高的群落会由于不同物种的根系生长格

局不同而占据不同的土壤空间( Meinen et al．，2009;

Brassard et al．，2013) ．本研究所选物种分属 5 个不

同的科．亲缘关系较远可能使得植物生长特性不同，

使得根系占据土壤不同深度和利用不同养分资源，

从而 能 更 有 效 地 利 用 土 壤 水 分 和 养 分 资 源

( Silvertown，2004) 及进一步促进根系生长．研究表

明，高浓度的 Cd 会抑制植物根系生长，使根长、根

体积等显著减少从而影响植物生长 ( Dixit et al．，
2001) ．本研究发现，随着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对

Cd 的富集也显著增加．此外，根总表面积、总体积及

根平均直径与地上 Cd 积累量与总 Cd 积累量呈显

著的正相关，表明植物根系的增加不仅会提高对矿

质养分的吸收，还会促进对重金属的富集．这可能是

由于根系是植物与重金属的直接接触面，是植物最

主要的吸收器官，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一方面通

过增加重金属与植物根系接触面来提高对 Cd 的吸

收; 另一方面，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使根系分泌

物数量和种类增加，从而刺激来源于根的酶活性和

根际微生物数量，进而加快污染物的分解与吸收

( Kozdrój et al．，2000) ．
其次，植物对矿质养分吸收的增加可以间接地

通过提高植物光合作用和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力来

促进植物生长与对 Cd 的吸收．在 Cd 处理条件下，植

物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毒害作用．大量实验证实，植物

积累一定量的重金属后会引起生长缓慢，新陈代谢

受抑制等生理生化变化，具体表现为株型矮小、光

合作用效率下降( Ivanova et al．，2008; 高芳等，2011;

陈虎等，2013) ．本研究中，6-物种样方中，植物物种

多样性对植物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净效应和互补效

应显著高于 2-物种和 3-物种处理，且叶绿素相对含

量与植物生物量和 Cd 积累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

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增加对于植物生长与 Cd 的吸收

具有正效应．研究表明，Cd 污染能降低植物光合作

用和 PSⅡ最大光化学效率 Fv /Fm( 曹玲等，2006; Hu
et al．，2014) ．本实验对植物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分析

发现，在 Cd 处理条件下，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初始荧

光 F0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 PSⅡ最大光化学效

率 Fv /Fm和 PSII 潜在活性 Fv / F0有显著促进作用．
说明植物物种多样性能提高 PSⅡ反应中心内的光

能转化效率．植株 F0 与植株总 Cd 含量及植株地下

部分 Cd 积累量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与 Cd 胁迫下

植物物种多样性单一环境中，植株更易受 Cd 毒害，

光合系统更易被破坏，从而导致 F0 值增大有关．这
说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在促进植物生长的同

时，也提高了其对 Cd 的耐受力．保险假说认为，在多

变环境中物种间生态位差异可以使不同物种“风险

分摊”，因而物种丰富的系统面临环境波动时会表

现出“缓冲效应”( Yachi et al．，1999; Loreau et al．，
2000; 张全国等，2002) ．多样性效应分析显示，本实

验中多物种处理植物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因此

可以推测，可能是试验植物在种间存在资源利用上

的差异，或者存在物种之间的正相互关系，从而产

生了生态位互补，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 Cd 带来的

不利影响，毒害作用得以被“缓冲”．

5 结论( Conclusions)

1) 在 Cd 处理条件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提高

对植物生长有着较大程度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植物生物量的显著提高，对植物根系形态显著的正

效应以及植物光合能力的显著增强．
2) 在 Cd 处理条件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提高

对实验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功能产生的净效应，均由

植物物种之间的互补效应引起．
3) 从生态系统或群落尺度研究土壤 Cd 污染治

理问题具有一定潜力: 实验植物群落中，植物物种

多样性的提高不仅能够削弱 Cd 对植物的毒害作

用，还能通过改变植物根系形态和生物量来提高对

土壤 Cd 污染的修复，但产生这一结果的内在生理

生态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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