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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探索我国梨属植物资源种类、分布及传播途径ꎬ本研究选择与陆地隔离的山东省长岛县为调查地域ꎬ对该地域

梨属植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遗传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长岛县梨属植物资源较为丰富ꎬ主要有杜梨、豆梨、沙梨等种类ꎬ变异

类型较多ꎬ并发现一种特异类型ꎻ野生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脊和半山腰ꎬ较为集中ꎬ且在小范围内能够发现多种资源类型ꎮ 遗传

分析结果显示ꎬ长岛梨属植物资源与邻近陆地资源关系较近ꎮ 通过田间果实调查证实ꎬ鸟类吃食梨属植物ꎬ推定鸟类在梨属

植物资源传播中可能充当一定的角色ꎬ这为进一步了解我国梨属植物的资源分布及演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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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属于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ꎬ苹果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
Ｍａｌｏｉｄｅａｅ)ꎬ梨属(Ｐｙｒｕｓ Ｌ. )ꎮ 由于各国学者在分类

上的标准不同ꎬ全世界梨属植物种类变化较大ꎬ目前

公认的数目约 ３５ 个种左右[１￣３]ꎮ 梨属植物与其近

缘属植物起源于白垩纪ꎬ在始新世已广泛的分布ꎬ距
今 ４０００ 万年左右ꎬ我国是梨属植物三大起源中心之

一[４]ꎬ梨属植物分布较广ꎬ类型多ꎬ目前研究认为原

产于我国的梨属种为 １４ 个ꎮ 北方以杜梨(Ｐｙｒｕｓ ｂｅｔ￣
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秋子梨(Ｐ.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 )、木梨

(Ｐ. ｘｅｒｏｐｈｉｌａ Ｔ Ｔ Ｙｕ)等为主ꎬ南方以豆梨(Ｐ. ｃａｌｌｅ￣
ｒｙａｎａ Ｄｅｃｎｅ. )、褐梨 (Ｐ. ｐｈａｅｏｃａｒｐａ Ｒｅｈｄ. )、川梨

(Ｐ. ｐａｓｈｉｉａ Ｂｕｃｈ. － Ｈａｗ. ｅｘ Ｄ. Ｄｏｎ. )为主ꎮ 另外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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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进化中出现一些新的变异类型ꎮ 我国梨属野

生植物资源极其珍贵ꎬ是培育抗寒、抗旱、抗病等优

良砧木材料的基因资源库ꎬ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

值ꎮ 目前ꎬ梨属植物由于受到环境变化、森林植被破

坏、人为砍伐等因素的影响ꎬ数量和分布区域急剧减

少ꎬ一些稀有资源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ꎮ
梨属植物资源的种类、分布及演化过程一直是

人们关注的问题ꎬ从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ꎬ国内外学

者对我国梨属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和分类ꎬ基本查

明我国梨属植物资源的种类和分布情况[５￣８]ꎮ 一些

学者从地理、气候和人为因素等多方面对梨属植物

的演化进行了分析论述[９￣１２]ꎬ另一些学者从遗传学

角度对梨属植物进行了分析[１３￣１８]ꎬ但在资源的传播

和演化方面研究稀少ꎮ 由于资源调查是一项十分艰

巨而辛苦的工作ꎬ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ꎬ相
关资料严重缺乏ꎮ 因此ꎬ及时了解我国梨属植物的类

型及分布特点ꎬ对进一步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长岛梨属植物资源的实地调

查ꎬ从资源类型、分布特点和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和

论证ꎬ探索梨属植物资源传播的途径和演化过程ꎬ为
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利用梨属植物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梨属植物资源材料全部取自山东长岛县境内ꎬ
主要包括豆梨、杜梨、砂梨等类型ꎬ均为自然野生类

型ꎬ树龄在 ５０ ~ ３００ 年之间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地域　 山东长岛县位于胶东半岛东北

部ꎬ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ꎬ与陆地隔离ꎬ由数个小岛

构成ꎬ海岛属低山丘陵区ꎬ最高海拔 ２０２ ８ ｍꎬ岛上

居民主要以渔业为主ꎬ除靠近海岸线平坦地域种植

一些农作物外ꎬ大部分山体为未开垦的自然林地ꎬ植
被保存完整ꎬ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ꎬ该地域属国

家自然保护区ꎬ也是著名的鸟类栖息地ꎮ
１ ２ ２　 资源植物学性状观察记载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主

要对资源地理分布位置ꎬ地貌特征ꎬ资源类型ꎬ叶片、
果实和枝条植物学性状进行野外实地观察记载和拍

照ꎬ并采集资源样品带回室内分析ꎮ
１ ２ ３　 资源遗传学分析　 采集梨属植物叶片进行

ＤＮＡ 提取ꎬ参考 Ｔ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等[１９] 开发的梨属植物

ＳＳＲ 系列引物进行 ＰＣＲ 扩增ꎬ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对不同地域杜梨类型进行遗传多态性分析ꎮ
１ ２ ４　 鸟类吃食调查　 在资源分布区ꎬ采用走访当

地居民、实地调查以及果实成熟期实地观察等形式ꎬ
对鸟类吃食情况进行调查ꎮ
１ ３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记
录每个 ＳＳＲ 位点上重复性好且清晰的条带ꎬ以 １ 和

０ 分别代表等位基因的有无ꎬ对多态性信息参数用

软件 ＮＴＳＹＳ￣ｐｃ ２ １０ｅ 计算 ＳＭ 相似系数并采用 ＵＰ￣
ＧＭＡ 法进行聚类分析ꎬ得出聚类图谱ꎬ分析梨属植

物的亲缘关系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长岛梨属植物资源类型

通过资源实地调查结果指出ꎬ长岛梨属植物资

源较为丰富ꎬ主要资源类型有杜梨、豆梨、砂梨等类

型ꎬ其中以杜梨和豆梨为主ꎬ豆梨资源最为丰富ꎮ 在

树龄上差异较大ꎬ有 ３００ 年以上自然生长的大树ꎬ也
有 ５０ 年左右的低龄树ꎬ以及砍伐后萌生的次生树

(表 １)ꎮ 梨属植物类型间差异较大ꎬ平均新梢长在

２６ ４ ~ ４１ ３ ｃｍ 之间ꎬ枝条色泽从浅褐到红褐ꎻ果实

从扁圆到长圆ꎬ以扁圆居多ꎬ单果重在 ０ ４５ ~ ７ ５１ ｇ
之间ꎬ色泽从浅褐到黑褐色ꎬ心室数目在 ２ ~ ４ 之间ꎬ
以 ２ 心室居多ꎻ叶片形状为梭形、纺锤形、椭圆形、卵
圆形等(表 ２、图 １、图 ２)ꎮ

表 １　 长岛梨属植物资源分布区域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ｙｒｕｓ 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ｄａｏ ｉｓｌａｎｄｓ

调查编号 Ｎｏ. 推定归属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推测树龄 Ｔｅｅ￣ａｇｅ 采集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生境及群落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Ｓ￣１ 杜梨 １２０ 黑石沟 沟壑、落叶灌丛

ＨＳ￣２ 杜梨 １００ 黑石沟 落叶灌木林地

ＨＳ￣３ 杜梨 １００ 黑石沟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４ 豆梨 １００ 黑石沟 温带落叶阔叶灌丛

ＨＳ￣５ 豆梨 ２００ 安桥山 落叶灌木林地

ＨＳ￣６ 豆梨 １００ 安桥山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７ 砂梨 １００ 安桥山 温带落叶阔叶灌丛

ＨＳ￣８ 豆梨 １００ 安桥山 落叶灌木林地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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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调查编号 Ｎｏ. 推定归属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推测树龄 Ｔｅｅ￣ａｇｅ 采集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生境及群落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Ｓ￣９ 豆梨 １００ 葛庄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１０ 豆梨 １００ 葛庄 温带落叶阔叶灌丛

ＨＳ￣１１ 豆梨 １００ 葛庄 落叶灌木林地

ＨＳ￣１２ 豆梨 １００ 风岭口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１３ 豆梨 １００ 风岭山 温带落叶阔叶灌丛

ＨＳ￣１４ 豆梨 １００ 风岭山 落叶灌木林地

ＨＳ￣１５ 豆梨 １００ 大濠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１６ 豆梨 １００ 大濠 温带落叶阔叶灌丛

ＨＳ￣１７ 杜梨 ２５０ 西濠 落叶灌木林地

ＨＳ￣１８ 豆梨 １００ 西濠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１９ 豆梨 １００ 西濠 温带落叶阔叶灌丛

ＨＳ￣２０ 砂梨 ２００ 梨树沟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２１ 豆梨 １００ 梨树沟 温带落叶灌丛

ＨＳ￣２２ 未知 １００ 老黑山 落叶灌木林地

表 ２　 梨属植物资源主要植物学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ｔａｎ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ｙｒｕｓ 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编号

Ｎｏ.

枝条 Ｓｈｏｏｔ 果实 Ｆｒｕｉｔ 叶片 Ｌｅａｆ

新梢长(ｃｍ)
ＳＬ

粗度(ｃｍ)
ＳＤ

色泽

ＳＣ
单果重(ｇ)

ＦＷ
形状

ＦＳ
色泽

ＦＣ
心室数

ＦＬ
纵径 × 横径(ｃｍ)

ＬＷＬ
形状

ＬＳ
色泽

ＬＣ

ＨＳ￣１ ３６ ４ ０ ３８ 淡褐 ０ ５５ 扁圆 浅褐 ２ ４ ５ × ３ ２ 梭形 浅绿

ＨＳ￣２ ３０ ２ ０ ５２ 浅褐 ０ ５１ 扁圆 褐色 ２ ４ ２ × ３ ５ 纺锤 浅绿

ＨＳ￣３ ３５ ４ ０ ４９ 褐色 ０ ４６ 扁圆 绿褐 ２ ６ ７ × ３ ８ 椭圆 浅绿

ＨＳ￣４ ３７ ３ ０ ４４ 红褐 ０ ７６ 扁圆 褐色 ２ ６ ２ × ３ ８ 卵圆 绿褐

ＨＳ￣５ ２８ ３ ０ ３１ 褐色 ０ ５４ 卵圆 褐色 ２ ４ ３ × ２ ６ 纺锤 黄绿

ＨＳ￣６ ３６ ２ ０ ３９ 浅褐 ０ ４９ 扁圆 褐色 ２ ５ １ × ４ ３ 卵圆 绿色

ＨＳ￣７ ３９ １ ０ ４７ 淡褐 ３ ７２ 长圆 黄褐 ３ ６ １ × ３ ８ 椭圆 黄绿

ＨＳ￣８ ３３ ４ ０ ３４ 黑褐 ０ ７８ 长圆 绿褐 ２ ７ ３ × ５ １ 椭圆 绿色

ＨＳ￣９ ３０ ４ ０ ４５ 红褐 ０ ５６ 扁圆 褐色 ２ ５ ５ × ３ ７ 长圆 红绿

ＨＳ￣１０ ２７ ４ ０ ３５ 红褐 ０ ６６ 扁圆 深褐 ２ ４ ８ × ３ ５ 纺锤 红绿

ＨＳ￣１１ ３２ ８ ０ ４２ 红褐 ０ ５６ 扁圆 褐色 ２ ５ ５ × ３ ４ 长圆 红绿

ＨＳ￣１２ ２７ ５ ０ ４９ 褐色 ０ ６２ 圆形 褐色 ２ ５ ６ × ４ ３ 卵圆 红褐

ＨＳ￣１３ ３７ ２ ０ ５６ 灰褐 ０ ７２ 扁圆 绿褐 ２ ６ ３ × ４ ８ 卵圆 深绿

ＨＳ￣１４ ３０ ４ ０ ４５ 灰褐 ０ ６８ 圆形 黑绿 ２ ６ ６ × ４ ５ 长卵 浅绿

ＨＳ￣１５ ２８ ７ ０ ３７ 红褐 ０ ４５ 圆形 褐色 ２ ３ ７ × ２ ８ 纺锤 绿色

ＨＳ￣１６ ２６ ４ ０ ３８ 浅褐 ０ ６６ 扁圆 黑褐 ２ ６ ４ × ４ ２ 纺锤 红褐

ＨＳ￣１７ ３８ ２ ０ ３６ 红褐 １ １２ 圆形 黑褐 ２ ７ ９ × ５ ５ 卵圆 绿色

ＨＳ￣１８ ４１ ３ ０ ４８ 灰褐 １ ３５ 卵圆 黄褐 ２ ５ ５ × ３ ７ 梭形 绿色

ＨＳ￣１９ ３８ ２ ０ ４１ 灰褐 １ ０３ 扁圆 褐色 ２ ６ ７ × ４ ５ 梭形 绿色

ＨＳ￣２０ ３８ ３ ０ ４３ 浅褐 ３ ８３ 圆形 褐色 ３ ５ ９ × ４ ３ 长卵 浅色

ＨＳ￣２１ ３３ ４ ０ ３８ 棕褐 ０ ８２ 圆形 褐色 ２ ５ ５ × ４ １ 卵圆 红褐

ＨＳ￣２２ ３８ ６ ０ ８７ 黄褐 ７ ５１ 纺锤 黄褐 ４ ７ ４ × ５ ３ 卵圆 深绿

ＳＬ:Ｓｈ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ꎬＳＤ:Ｓｈ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ＳＣ:Ｓｈｏｏｔ ｃｏｌｏｒꎬＦＷ: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ꎬＦＳ: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ꎬＦＣ: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ꎬＦＬ:Ｆｒｕｉｔ ｌｏｃｕｌｅꎬＬＷＬ: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ｆꎬ
ＬＳ:Ｌｅａｆ ｓｈａｐｅꎬＬＣ: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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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类型梨属植物资源果实照片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Ｐｙｒｕｓ 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小果豆梨ꎻＢ:大果豆梨ꎻＣ:小果杜梨ꎻＤ:园叶豆梨ꎻＥ:大叶砂梨ꎻＦ:卷叶豆梨ꎻＧ:黄褐色杜梨ꎻＨ:大果变异ꎻＩ:黑褐色豆梨

Ａ: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Ｐ.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Ｄｅｃｎｅ. )ꎬＢ:Ｌａｒｇｅ ｆｒｕｉｔ(Ｐ.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Ｄｅｃｎｅ. )ꎬＣ: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Ｐ.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ꎬ
Ｄ:Ｒ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Ｐ.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Ｄｅｃｎｅ. )ꎬＥ:Ｌａｒｇｅ ｌｅａｆ(Ｐ. ｐｈａｅｏｃａｒｐａ Ｒｅｈｄ. )ꎬＦ:Ｃｕｒｌｙ ｌｅａｆ(Ｐ.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Ｄｅｃｎｅ. )ꎬ

Ｇ:Ｙｅｌｌｏｗ ｂｒｏｗｎ(Ｐ.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ꎬＨ:Ｌａｒｇｅ ｆｒｕｉ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ꎬＩ:Ｂｌａｃｋ ｂｒｏｗｎ(Ｐ.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Ｄｅｃｎｅ. )

图 ２　 不同类型梨属植物叶片和果实比较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Ｐｙｒｕｓ 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 ２　 特异梨属植物资源

在资源调查中ꎬ在位于长岛大黑山主峰位置

发现一株梨属植物ꎬ推测树龄在 １５０ 年左右ꎮ 该

资源树势中等ꎬ半开张ꎬ１ 年生枝褐红色ꎬ多年生枝

条灰白色ꎬ光滑具有明显的蜡质层ꎬ芽体饱满肥

大ꎻ叶片长卵圆形ꎬ叶色浓绿ꎬ叶片厚ꎬ叶缘圆钝锯

齿ꎻ果实较大ꎬ长圆形ꎬ平均单果重 ７. ５１ ｇꎬ果面浅

褐色ꎬ萼片宿存ꎬ多内卷ꎬ心室数目 ４ꎬ种子黑褐色

(图 ３)ꎮ 从该资源的枝条、叶片和果实特征比较来

看ꎬ与该区域内其他资源具明显的差异ꎬ相同类型资

源在该区域仅发现这 １ 株ꎮ 从果实和心室数目来

看ꎬ该资源接近砂梨类型ꎬ但在叶片和枝条色泽上与

砂梨明显不同ꎬ在叶缘锯齿和枝条色泽上与西洋梨

较为接近ꎮ 以我国现有野生梨属植物资源分类依

据ꎬ难以将其进行归类ꎬ初步认为属于一个特异

类型ꎮ

６９１



　 ２ 期 马春晖等:山东长岛梨属植物资源分布及演化分析

图 ３　 特异资源(ＨＳ￣２２)田间枝条、叶片和果实照片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ꎬ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ＨＳ￣２２

２ ３　 长岛梨属植物资源分布特点

梨属植物资源集中分布于大黑山地区ꎬ主要分

布于山涧、沟边及山顶部位ꎬ种类和数量较多ꎬ其中

以山涧分布居多ꎻ在分布形式上主要以零散式和集

中式为主ꎬ大多数资源零散分布在不同区域ꎬ间隔较

远ꎬ然而在山体中部沟间林木茂密地带资源分布较

为集中ꎬ在小范围内存在多类型集中式分布ꎬ不同类

型资源间隔较小ꎬ最小间隔为 １ ~ ２ ｍ 之间ꎬ几乎相

邻而生ꎬ但类型间差异较大(图 ４)ꎮ 这可能与种子

的洒落方式、风雨传播和植被状况等有关ꎮ
２ ４　 梨属植物资源遗传学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确认采集地域梨属植物的资源特点ꎬ选
择普通杜梨、河北杜梨、冠县杜梨、郑州杜梨、湖北杜

梨、美国杜梨、滕州杜梨、崂山杜梨(少山 ２ 号杜梨)、
龙口杜梨及毛杜梨等 １０ 份杜梨资源与长岛杜梨(黑
山 ５ 号杜梨)进行分子遗传学比较分析ꎬ通过聚类分

析ꎬ在遗传距离 ０ ６１ 处可将杜梨划分为 ３ 个类群ꎬ河
北杜梨、冠县杜梨、郑州杜梨和普通杜梨划分为第Ⅰ
类ꎬ湖北杜梨、美国杜梨和滕州杜梨划分为第Ⅱ类ꎬ而
崂山杜梨、龙口杜梨、毛杜梨和长岛杜梨划分为第Ⅲ类

(图 ５)ꎮ 以上结果指出:受地域和来源的影响ꎬ同种梨

属植物在亲缘关系上存在一定差异ꎬ而长岛梨属植物

资源与其相邻的龙口和崂山两地资源亲缘关系较近ꎬ
海岛资源与陆地资源间可能存在遗传亲缘关系ꎮ

Ａ:山涧ꎻＢ:沟边ꎻＣ:斜坡ꎻＤ:生境ꎻＥ:老树ꎻＦ:小树ꎻＧ:老树

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ꎬＢ:Ｄｉｔｃｈ ｅｄｇｅꎬＣ:ＳｌｏｐｅꎬＤ:ＨａｂｉｔａｔꎬＥ:Ｏｌｄ ｔｒｅｅꎬＦ: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ꎬＧ:Ｏｌｄ ｔｒｅｅ
图 ４　 梨属植物资源分布地域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ｙｒｕｓ 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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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基于 ＳＳＲ 数据绘制的不同杜梨类型间聚类图

Ｆｉｇ ５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ｙｒｕｓ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２ ５　 鸟类吃食调查

为弄清鸟类对梨野生果实的吃食情况ꎬ通过连

续几年的实地观察和多点调查指出ꎬ在果实成熟季

节ꎬ杜梨和豆梨果实常常成为鸟类的吃食对象

(图 ６)ꎬ并且在一些区域吃食较为严重ꎬ一些留作采

种用树果实几乎被鸟类吃光ꎬ导致无法采种ꎮ 而且

吃食鸟类种类较多ꎬ通过现场观察主要有喜鹊、灰喜

鹊、松鸦、鸫、山斑鸠、岩鸽、白头鹎、灰雁等种类ꎮ 其

中一些为长留鸟类ꎬ也有一些候鸟类型ꎮ 鸟类吃食

果实后ꎬ一些鸟类受自身消化能力的限制ꎬ可能会将

种子一同与粪便排泄到大自然中ꎮ 随着鸟类的飞

迁ꎬ将梨属植物资源传播到不同地域ꎬ这些鸟类的吃

食活动为梨属植物资源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图 ６　 鸟类吃食野生梨果实田间照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ｗｉｌｄ ｐｅａｒ ｆｒｕｉｔ

３　 讨论

３ １　 长岛梨属植物资源分布特点

长岛与其他地域相比较ꎬ属于梨属植物资源较

为丰富和类型多样的区域ꎬ同时还存在稀有特殊资

源类型ꎮ 如在资源类型上主要有杜梨、豆梨、砂梨及

特殊类型等ꎬ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域较为少见ꎮ 另外ꎬ
资源变异类型多ꎬ相互间差异明显ꎬ如杜梨中出现大

叶杜梨、小叶杜梨、紧凑型杜梨等ꎻ豆梨中发现大果

豆梨、长叶柄豆梨、叶缘平展型豆梨和皱褶型豆梨等

类型ꎬ这些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对原有梨属种的认识ꎬ
为今后梨属植物资源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ꎮ 山

东长岛属我国北方地区ꎬ在资源分布上梨属植物资源

主要以杜梨为主ꎬ但从调查结果来看ꎬ豆梨资源极其

丰富ꎬ杜梨所占数量较少ꎮ 以上说明ꎬ豆梨适应山东

的气候环境ꎬ生长发育良好ꎬ也是山东省主要梨属植

物种之一ꎬ今后在梨属植物资源利用上豆梨资源值得

引起重视ꎮ 但由于杜梨资源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梨属

植物资源ꎬ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ꎬ因此本试验选择长

岛杜梨与其他区域杜梨进行遗传分析ꎬ来探索长岛梨

属植物资源遗传多样性更为适宜ꎮ
３ ２　 鸟类在梨属植物传播中的作用分析

在长岛资源实地调查中发现ꎬ在小区域内出现

多个梨属植物种ꎬ混杂生长ꎬ且类型间差异较大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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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梨和豆梨相邻而生ꎬ有些甚至仅仅相隔 １ ｍ 的距

离ꎮ 从现有调查地域和资源生境来看ꎬ完全可以排

除人为引种传播的因素ꎬ属于自然野生类型ꎬ但这种

资源类型的多样性和近距离分布模式ꎬ值得人们去

思考ꎮ 长岛自然植被为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
草丛ꎬ植物种类多样ꎬ各种昆虫数量和种类较多ꎬ为
各种鸟类提供了丰足的食物ꎬ是许多鸟类栖息、繁殖

的乐园ꎬ是山东省鸟类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２０￣２３]ꎮ
通过调查确认ꎬ在秋季果实成熟季节ꎬ梨属植物果实

成为一些鸟类的食物ꎬ鸟类吃食后ꎬ随着鸟类的飞

迁ꎬ可能将种子传播到不同地域ꎬ导致在小范围内存

在多种梨属植物类型ꎮ 另外ꎬ长岛资源与相邻陆地

资源相似性较高ꎬ也说明海岛资源与邻近陆地资源

间的亲缘关系较近ꎮ 基于以上原因ꎬ可初步推知ꎬ梨
属植物资源的分布和演化可能与鸟类的活动存在一

定的关系ꎮ 相关研究在一些其他植物研究中已经得

到证实ꎬ如邓青珊等[２４]对南方红豆杉天然更新种群

的分布研究指出ꎬ食果鸟类吞入种子ꎬ消化果肉后ꎬ
种子随粪便排出而得以传播ꎮ 王直军等[２５] 认为鸟

类传播植物种子量大、传播距离远、传播效率高ꎬ鸟
类传播沟通了各林地之间的联系ꎬ对植被的演替和

扩展至关重要ꎬ成为森林更新的重要动因ꎮ 鲁长

虎[２６]指出ꎬ一些鸦科鸟类能有效地扩散松类种子ꎬ
有利于松树的天然更新ꎮ 这其中ꎬ相当多的植物种

子和果实可作为鸟类的食物ꎬ其中食果鸟类最为重

要[２７￣２８]ꎬ有些学者甚至认为ꎬ地球上被子植物如此

广泛地分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鸟类的传播作

用[２９￣３０]ꎮ 在鸟类资源传播调查中ꎬ由于受观察条件

和仪器设备的限制ꎬ未能直接观察到鸟类排泄物中

是否含有种子和迁移过程ꎬ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ꎬ加
之梨属野生植物果实小ꎬ便于鸟类吃食ꎬ随着鸟类生

存环境的改变ꎬ觅食虫类困难ꎬ梨果实已经成为一些

鸟类重要的食物来源ꎬ鸟类可能参与了梨属植物的

资源传播ꎬ这一推测为今后梨属植物资源传播和演

化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ꎮ
３ ３　 鸟类对梨属植物资源保存的意义

植物的自然演化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ꎬ一般在

长期的演化中会形成较为稳定的种群分布区域ꎮ 在

资源传播上ꎬ除传统的风力、水、动物等因素外ꎬ鸟类

资源传播路径为濒临灭绝的梨属植物种的保存提供

了机会ꎬ有利于资源繁衍和保护ꎻ鸟类频繁区域也可

能是梨属植物资源的丰富区ꎬ对寻找和研究梨属植

物野生资源提供了新思路ꎬ这一点在其他地域梨属

植物资源调查中也得到了验证ꎬ如在沂蒙山区资源

调查中发现鸟类频繁区域资源分布密度高ꎻ在资源

演变上ꎬ由于梨属植物属于异花授粉植物ꎬ种子高度

杂合ꎬ随着鸟类的飞迁传播ꎬ生存环境的改变和自身

遗传因素会导致新的变异产生ꎬ丰富了梨属植物资

源ꎬ另外ꎬ鸟类飞迁距离远ꎬ也为地域之间物种交流

提供了可能性ꎮ 因此ꎬ鸟类传播对梨属植物的保存

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３ ４　 梨属植物是我国重要的宝贵资源

我们在长期的野生资源调查中发现ꎬ我国梨属

植物分布范围广、类型多样和地域特色突出ꎮ 但在

梨属植物资源认识上还有许多不明之处ꎬ有待进一

步研究ꎮ 如一些新的变异类型的出现ꎬ难以用传统

的分类依据去划分ꎻ对普遍存在的种内变异多样性ꎬ
目前缺乏较为详细的调查资料和归类依据ꎻ在资源

的开发利用上ꎬ由于受经费和条件的限制ꎬ调查工作

不详尽ꎬ对一些稀缺和特异资源发现和利用不足ꎮ
如本次在长岛发现的特异类型资源ꎬ与现有资源差

异较大ꎬ难以划定归属ꎬ从分布位置来看ꎬ位于山顶

部ꎬ可能与鸟类传播有关ꎬ另外ꎬ在枝条色泽、果实形

状、心室数目等植物学性状上特色明显ꎬ有可能为种

间自然杂交种ꎬ或者外来物种ꎬ在资源演化和砧木利

用上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因此ꎬ及时的开展我国梨属

植物资源研究ꎬ对保护和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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