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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攀援植物以其独特的生长方式被分为一类。我们研究调查了天目山的 21 个科的 36
种植物以后，对其攀援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分别从它的进化稳定性和生态适应性原则来

加以讨论。另外，还对攀援植物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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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区概况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临安县境内，距杭州市 94km，地理坐标为 30o18'30"—
30o21'37"N，119o24'11"_119o27'11"E，总面积 40.5km2。天目山在区域地质上位于扬子准地

台南缘钱塘凹陷褶皱带。山体主要以火山岩为主，上部为晶屑熔结凝灰岩，中部为流纹斑岩，

下部为流纹岩、凝灰岩和凝灰质砂砾岩。土壤自下而上有红壤（海拔 600m 以下），山地黄

壤（海拔 600－1 200m），山地黄棕壤（海拔 1 200m 以上）。 
天目山属华东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适宜。根据 t

天目山气象站资料，保护区自山麓（禅源寺）至山顶（仙人顶）年平均气温 14.8－8.8℃，

最冷月平均气温 3.4－26.0℃，极端最低气温-20.2℃；最热月平均气温 28.1－19.9℃，极端

最高气温 38.2℃，≥10℃积温 5 100－2 500℃，无霜期 235－209d，年均降水量 1 390－1 
870mm。［1］ 

 

2. 天目山攀援植物资源概况 

天目山保护区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据统计，高等植物 246 科，

974 属，2160 种。［2］这些植物可谓常年芳香不绝，美不胜收，为天目山凭添了无穷的生机、

秀色。其中既有高大乔木，又有低矮灌木，也有缠绕藤本，还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我们这次

主要考察了天目山的攀援植物的资源情况。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天目山共有野生攀援植物 24 科，138 个种，其中我们又对其中的

21 科中的 36 个种进行了调查。具体情况可参见表 1： 
 

表 1、天目山攀援植物资源 

序号 科名 现存种数 实际观察种数  典型代表 

1 桑科 4 2 珍珠莲 

2 马兜铃科 3 0 马兜铃 

3 蓼科 1 1 何首乌 

4 毛茛科 17 1 女萎 

5 木通科 6 1 木通 

6 防己科 7 1 防己 

7 木兰科 1 0 南五味子 

8 虎耳草科 3 0 虎耳草 



9 豆科 13 3 紫藤 

10 卫茅科 6 2 扶芳藤 

11 清风藤科  2 1 清风藤 

12 葡萄科 16 3 爬山虎 

13 五加科 1 1 中华长春藤 

14 夹竹桃科 1 1 络石 

15 旋花科 3 1 旋花 

16 猕猴桃科 1 1 猕猴桃 

17 报春花科 7 1 过路黄 

18 唇形科 1 1 莲前草 

19 茜草科 9 1 疏毛鸡屎藤 

20 忍冬科  2 1 灰毡毛忍冬 

21 葫芦科 17 8 绞股蓝 

22 百合科 8 2 华东拔契 

23 薯蓣科 7 1 薯蓣 

24 蔷薇科 2 2 蛇莓 

 

3. 攀援植物的攀援习性与分类 

    攀援植物是指茎不能直立，以茎，卷须，不定根，吸盘等攀附它物才能向上生长的植物。

由于长期的演化，不同植物形成了不同的攀援习性，攀援能力各不相同，可以分为四类： 
    缠绕茎类：此类植物无特化的攀援器官，以茎缠绕它物生长，攀援能力通常很强，如猕

猴桃属 ，忍冬属，紫藤属，木通属等多数属于此类。 
    卷须类：此类植物依靠特化的攀援器官－－卷须攀援生长，可以分为茎卷须和叶卷须两

种,前者如葡萄属，后者如拔契。 
    吸盘类：此类植物具有吸盘，可以分泌黏液将植物粘附于它物之上攀援生长，如爬山虎。 

不定根类：此类植物具有不定根，可以使植物攀附于它物之上而生长，如中华常春藤等。 

   

4．攀援植物的行为生态学原则 

攀援植物的脆弱性和依附性要求它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特定的适应对策来保证其个体的

生存和种群的延续。为了了解攀援植物如何适应其生物和非生物的综合环境，这里结合我们

在天目山的实地考察，探讨一下攀援植物的生态适应行为方式及其遵守的两条通则： 

 
4.1 进化稳定性原则 

什么才是进化稳定的呢？科学家们认为那些能增加物种进化适合度的行为是进化稳定

的。攀援植物借助他物向上攀附，是为了拓展空间以获取阳光雨露、促进生长并开花结实、

传播繁殖体。很多习见的攀援植物行为实际上是植物长期适应周围环境而产生的进化稳定

性。 

 
4.1.1缠绕茎类的旋转方向 

缠绕类植物缠绕支柱体螺旋上升，不少种类能达到 20 米的高度，缠绕茎在支柱体表面

旋转的方向，在同一植物中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多数情况下甚至在同一分类属的所有攀援植

物种的旋转方向都是固定一致的。除了少数攀援植物的缠绕茎在支柱体表面顺时针方向旋转



上升（右旋）外，其他攀援植物的缠绕茎在支柱体表面多为逆时针方向旋转上升（左旋）。

当然，也有个别种的攀援植物茎无固定的螺旋缠绕方向，既可以左旋也可以右旋，如蓼科的

何首乌（Polygonum multiflorum），薯蕷科的薯蕷（多数为左旋）。另外，尚有个别种的茎缠

绕上升的方向会因个体而异。总而言之，绝大多数缠绕茎类植物的旋转方向是固定的，这显

然是由于曾经长期经受了某种自然力的影响所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合理的

证实，只不过是存在一种可能解释这种进化稳定性的假说：缠绕类植物的旋转方向可能与它

们起源地有关，地球自转使起源于北半球地缠绕植物向右旋，使起源于南半球地缠绕类植物

向左旋，而起源于赤道附近的缠绕植物则既可向右旋也可向左旋。我们将我们在天目山的所

有常见以缠绕茎为攀援方式的植物列在了表 2 中，发现确实有三种旋转方式，而且基本上是

右旋的占有优势。当然，要验证这一假说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表 2.天目山常见缠绕茎类攀援植物的旋转方向: 

序号 科 种 旋转方向 
1 豆科 野大豆 右旋 
2 豆科 紫藤 右旋 
3 薯蕷科 薯蕷 左、右旋（多数左旋）  
4 旋花科 小旋花 右旋 
5 茜草科 毛叶鸡屎藤 左旋 
6 寥科 何首乌 左、右旋 （多数左旋） 
7 蕨类 海金沙 右旋 

 
4.1.2 卷须类的分岔方式 

卷须从形态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种：一分岔（无分岔）、二分岔（存在分叉点前有无卷须

两种）、三分岔，如图 1 所示。在我们调查的植物中，种内分岔数目基本保持稳定。其中 

 

  
一分岔           二分岔        二前分岔       二后分岔         三分岔 

 

                   图 1 攀援植物中卷须类的分岔模式 

 

一分叉的有：西瓜 
二前分叉（分叉前无卷须）的有：南赤胞等 
二后分叉（分叉前有卷须）的有：绞股蓝、乌敛梅、葡萄等 
三分叉的有：栝楼 

分叉的数目对植物有两个意义：一方面增加分叉数可以提高攀援植物命中附着物的机

率；另一方面分叉数的增多伴随着能量和资源的支出，过多的分叉对植株来说是一种不必要

的消耗和浪费。因此，在长期的进化中，卷须类攀援植物的卷须分叉数普遍在 1－3 个之间。 
 

4.1.3 吸盘类的吸盘着生方式  
我们以爬山虎为模本研究吸盘类的攀援植物。调查中一共选取了三个地点的五个样本。

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得出如下结果： 



（1）吸盘与株节的关系稳定： 
种内稳定性：爬山虎的所有吸盘都是长在节上的，但并不是所有节上都生有吸盘。吸盘

在节上的着生存在图  所示的规律。即吸盘在节上是以 0，1，1，0，1，1… … 的规律生长。 
株内稳定性：如图 2，测量多个 AB 及 BC 的长度，并且计算 AB/BC, 发现同株内这一

比值基本一致；而异株间这一比值则相差较大。说明吸盘在同株上的着生位置很稳定。 

 
图 2 爬山虎的吸盘在节上的着生模式 

 
（2）吸盘组的着生方式稳定： 

所有的吸盘都是以五至七个为一组，在同一小枝上依次长出  
（如图 3，其中可能有枯萎的吸盘，但不影响该形状）。爬山虎      
的吸盘主要起牵拉支持植株的作用。它的生长模式及形状的 
稳定性能保证了植株采用最经济的支撑体系。 

 
 

4.1.4 不定根的着生 
我们选取了主要以不定根来攀援的辟荔做研究对象。它生长在粗糙的树皮上以及岩 

石表面等有缝隙可供扎根的附着物上。调查中共采集了 4 处的辟荔，发现： 
① 辟荔的不定根在节上非常发达。有两株是只长在节上的。 
② 很明显，粗枝条上的不定根长而粗，细枝条上的则短而细。 
③ 不定根不会发育到一定阶段后停止生长。相反，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长加粗。现在

认为不定根不仅有支持作用，还有营养作用。 

 
4.2 形态可塑性原则 

植物之间地上部分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它们对光的捕获方面，竞争是否成功取决于植物是

否能够快速地把它们的叶子伸展到植冠中光照较好的位置，如果植物能对空间的广环境差异

作出可塑性较强的反应，那么其成功的机会就较多，由于攀援植物在自然植物群落中大多属

于层间植物，群落中的光照强度自上而下说接近地面越落，所以要获取足够的光照，攀援植

物就必须能尽快的上升到较高的光照位置，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4.2.1 支撑条件与形态可塑性  

由于攀援植物缺乏自我独立支持的能力，必须依靠支柱植物作为外部的支撑，它们在自

然植被中优势的强弱将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支持物可供利用以及它们攀附这些支持物的效

率。我们从天目山常见的几种攀援植物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4.2.1.1 卷须类的形态可塑性 
（1）卷须可塑性 

除了以缠绕茎为攀援方式的植物，以枝叶变态形成的卷须或叶柄也有其左右旋的缠绕方

式，根据我们在天目山观察到的植物中，多数是无固定的，也就是说它们多半是既有左旋，

图 3 吸盘组的着生模式 



又有右旋的，而且同一植株的同一卷须可以先左旋再右旋，或者先右旋后左旋，如葫芦科的

绞股蓝，栝楼，葡萄科的乌敛梅等，我们猜想这些植物的卷须的旋转方向和其所处的环境有

关，特别是攀附物所处的位置；当然，这也是一种设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考察。 
关于螺旋的起源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有报道说在外界没有刺激的情况下，它们还是照

样可以自己螺旋，只是如果有支持物，显然会促使螺旋生长。最近有学者对苦瓜在光资源充

足的情况下，外界支持物的缺乏不会对苦瓜的生长造成太大的影响。可见植物对支撑条件的

形态可塑性不可以一概而论的。［3］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葡萄的卷须运动观察：葡萄的卷须不

断向外伸展 ,在空间进行探索 ,卷须的尖端在慢慢地画着圆圈 ,每画一圆圈大约五至八分

钟。当它接触到支撑物的时候 ,只要经过 2 0 秒 ,就能将支撑物包围一圈 ,紧紧箍住不放。

不过，在我们的观察中还是发现，有一些卷须的各个分岔的不等长。有的分叉因为没有碰到

支持物，卷须枯死或者退化。比如在绞股兰，栝楼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现象。 
（2）茎长可塑性 

Den Dubbelden &Oosterbeek 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在分组实验中将野豌豆和

啤酒花两种攀援植物分别栽培在自始至终有支持物和无支持物两种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结果

在有支持物可攀援的情况下这两种攀援植物的主茎长都要比在无支持物的情况下长得多；而

在无支持物情况下两种攀援植物的基部分支数要比有支持物的情况下多得多；且根冠比较

小。虽然可塑性程度因植物种类不同而不同，但几乎所有的攀援植物都有类似的反应，这似

乎表明外部支持物对攀援植物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态可塑性的适应有

利于增强攀援植物探寻外部支持物的能力。 

 
4.2.1.2 吸盘类的形态可塑性 
（1）吸盘组的退化：虽然观察到的每一个样本都是以图 3 的模式生长的，但事实上，当缺

乏附着物或植株由于种种原因从附着物上剥离下来时，就会出现一大段没有吸盘的茎干。由

目前掌握的不全面的资料，我们仅可推出，在吸盘无法附着的时候会发生枯萎退化。 
（2）单个吸盘的退化：当一个吸盘组的部分吸盘出现萎缩现象时，顶生吸盘是吸盘组中最

常保留下来的部分。这存在两种可能：①顶生吸盘是先生的，由于外界的刺激信号，其它吸

盘不再生长。②顶生吸盘是外界刺激信号下最后枯萎的。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发现有相关的

研究，因而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证实。 
吸盘的退化体现了爬山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退化说明了生物对能源的经济利用。而环

境究竟是如何将信息传给爬山虎的，也许和攀援植物的卷须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是附着与

否对攀援器官产生刺激，影响植物内的信号传递，分泌某一类化学物质，进而直接或间接导

致吸盘的退化。 

 
4.2.2光照条件与形态可塑性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攀援植物的高度生长是有显著差异的。它

们在低光强环境中要比在高光强环境中显著的长的高，这是通过较多的节间数和较长的节间

长以及较少的分支，较薄的叶片来实现的，这种特性有助于攀援植物在植被下层较弱的光环

境中生长时，速度快、效率高的攀升到较高的位置以取得竞争优势。［5］ 
 

5. 后继研究方向 

    本次考察积累了一些初步的资料，对攀援类植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

的研究： 

(1)由卷须生长的几种模式以及它们的生长背景找出一个参数，以此来建立一个卷须生长的进化路线。这可



以和它们的生长环境挂钩。 

(2)吸盘生长模式的讨论。吸盘以如图 2的生长模式生长而不是以每节都长或者每隔两节长的模式生长。这

是否是其最佳的支撑模式。可以通过这一模式的研究而应用到我们的支持体系中。 

(3)不定根和支撑物之间的接触导致的信号传递。 

(4)缠绕茎保守的左右旋起源学说。 

                  

6. 开发利用建议 

天目山可供开发利用的攀援植物种类较多。如中华猕猴桃叶大形美，花秀味香，秋后沉

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别有一番情趣，是良好的廊架绿化材料；中华长春藤性极耐荫，适生

范围广，四季常青，果色鲜红，可用于攀援假山、光石或建筑物的阴面，亦可作室内悬垂绿

化，颇具观赏价值，同时也可作地被物；络石叶色浓绿，花白而繁茂，据芳香，性耐荫，多

植于假山、墙垣处，亦可作桩柱绿化及常青地被；五味子叶色浓绿，叶柄红色，花白至粉红

色，秋季一串串深红色的球形浆果挂于藤上，甚为美丽。 
根据攀援植物的攀援习性、能力及绿化的场所不同，攀援植物的应用方式也不相同，我

们主要可将其作以下用途： 

 
6.1 垂直绿化 

城市高层建筑的不断增加，建筑用地面积的激增势必导致平地绿化面积的减少。如果可

以充分利用攀援植物进行垂直绿化，则可以增加绿地面积，美化空间、隔音防尘甚或降温增

湿，改良气候。使用攀援植物有养护成本低，生态防护效果好，一次种植多年受益的优点。

具体来看，垂直绿化有以下几种形式： 
6.1.1 廊架式 
    廊架式绿化是以攀援植物覆盖廊架的顶部及侧方，形成绿廊、花廊或花架，一般以遮荫、

观花、观果为主要目的。应选择生长旺盛、分枝力强、叶幕浓密且花多秀美或果形奇特的缠

绕类和卷须类。如紫藤。 
6.1.2 篱垣式 
    篱垣式主要用于矮墙、篱架、栏杆、铁丝网等处的绿化，以观花为主要目的。由于高度

有限，篱垣式绿化对植物材料的攀援能力要求不高，几乎所有的攀援植物均可用于此类绿化。 
6.1.3 附壁式 
    附壁式绿化是对墙面、假山石、楼房等设施立面的绿化，植物材料一般仅限于吸附类攀

援植物。如中华长春藤。为了取得较好的绿化效果，应根据不同的墙面选择不同的植物材料。

当墙面粗糙度很高时，也可考虑使用一些攀附能力强的卷须类植物。 
6.1.4 立柱式 
    各种立柱（如电线杆、灯杆、高架桥立柱等）不断增加，对它们的绿化已成为垂直绿化

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际应用中，应充分考虑立柱所处的环境条件，选择攀援能力强、抗污

染、适应性强并具有一定耐荫能力的植物种类，如扶芳藤、络石和辟荔等。 

 
6.2 护坡绿化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179 万 km2 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18.2％，每年土壤流失总量达 50×108t，水土流失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

的威胁和损失。另外，公路、铁路的大量修筑而形成的挖方、填方坡也是水土流失的敏感区

域，极易受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治洪涝减少水土流失的根本在保护现有天然林的同时，加快

荒山秃岭及铁路、公路边坡的绿化步伐，而攀援植物及地被物应是首选对象。可供利用的有



爬山虎等。 

 
6.3 其它应用方式 
6.3.1 悬挂垂钓式 
    即利用植物茎枝柔软、披散之特点，将其种在花坛或容器内，使其枝翻越容器悬挂于外，

美化立体空间。目前，这种方式多见于室内绿化，植物材料也局限于天门冬、吊兰等几种多

年生草本植物。可以在室内推广的悬挂垂吊式攀援植物有金银花等。 
6.3.2 造型式 

目前的植物造型一时在已有的造型支架上扦插五色草、小叶苋之类的草本植物，色彩丰

富，但观赏期短；一是利用乔灌木经过长时间的精心修剪成型，有较长的观赏期，但制作周

期长，且需要大量的人工维护。如果利用常绿攀援植物覆盖人工被制的造型支架，则可以一

次种植，多年受益，且不需太多的维护，可供利用的植物有络石、中华长春藤和扶芳藤等。 
6.3.3 作桩景造型 

利用攀援植物干型苍古、奇特及易整形修剪之特点，通过造型制成桩景经行观赏。可供

利用的植物有清风藤和紫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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