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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容 提 要 

和 对 的 科学 。 有 机 体 的 自然 周期 现象 是 有 机 体 长 期 地 适应 外 办 环 境 过 程 的 牺 
果 ， 是 生物 演化 过 程 的 产物 。 对 有 机 体 进 行 物候 学 的 研究 不 仅 有 且 僚 进 一 
步 的 揭发 和 天 明 有 机 体 的 生态 生物 学 特性 :而 且 对 於 宏 林 业 的 实践 ,如 品种 
的 推广 ,种子 的 探 集 等 工作 提供 可 靠 的 科学 绷 通 ,因而 物候 学 的 研究 具有 重 
大 的 理论 及 实践 意义 。 

本 画 著 者 除了 一 设 地 论述 物候 学 的 发 层 史 ， 物 候 学 的 任务 ， 研 究 的 内 
容 ， 方 法 以及 物候 学 资料 的 整理 ， 其 中 包括 物候 地 图 的 三 制 的 妖 半 方法 之 
Db eo ee eT Ss oA SAS UR KAA HARK 
的 物候 学 研究 的 方法 与 意义 。 

著 老 用 相当 多 的 篇 幅 刊 坊 了 物候 学 方 而 的 文献 。 这 些 文献 包括 由 十 九 
世 加 未 叶 开 始 到 现在 这 150 多 年 之 间 世 界 各 国有 关 物 候 学 方面 的 文献 ， 甚 
PRK ml Re RRR SRLS ASR, EXKMAWR 
我 国 这 方面 科学 研究 的 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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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篇 者 的 

植物 及 植物 姑 落 的 物候 学 在 和 社会 主义 农业 实践 中 和 在 合理 地 

利用 我 国 的 自然 植物 父 源 中 获得 重大 的 意义 和 广泛 的 应 用 。 在 
Th. H. eee (Belineman) 的 论文 中 充分 地 说 明了 这 个 意义 ， 这 

部 著作 除了 物候 观察 的 方法 葵 之 外 , XG a UT ie EE 
”学 形成 的 历史 ,站 且说 明 它 的 迅速 发 展 是 和 和 社会 主义 的 经 济 制 度 

的 发 展 相 联系 的 。 
在 说 明 物 候 学 观察 在 各 个 不 同 经 济 部 门 中 各 种 各 样 应 用 的 可 

能 性 时 ,作者 同时 指出 ,物候 学 科学 的 基本 目的 是 揭发 物候 学 家 在 
自然 界 所 观察 到 的 现象 中 , 内 部 的 深 列 相互 联系 性 。 作者 训 为 植 ， 
物 的 形态 变化 过 程 (物候 期 ) 和 自然 界 中 (外 界 环境 ) 季 节 变 化 过 程 
UPA AMIE ATHY, 此 且 和 植物 生活 上 上 的 基本 功能 (呼吸 营养、 蒸腾 ) 
的 速度 和 强度 的 相应 变化 过 程 紧密 地 相关 。 
拟定 观察 方法 时 考虑 到 了 各 种 不 同 植物 琴 的 物 weet 的 特 

性 ;未 未 和 草本 植物 ,多 年 生 和 -一年生 植物 ;特别 考虑 了 禾 本 科 , 木 
RAE AUBRIE HA Yoh Be FF, 甚至 也 指出 , 植物 娠 落 观察 的 特殊 性 
以 及 对 不 同年 龄 种 牌 的 观察 有 分 别 对 待 的 必要 性 [根据 T. A. 拉 
波 特 说 夫 (Paoraop) 的 意见 ]。 

论文 的 一 牢 篇 幅 是 文献 目录 ,这 个 目录 对 帮 簿 国 的 资料 搜集 
”得 很 完全 ,站 且 也 列 述 了 重要 的 外 国 得 料 。 

A SUE FAT FEAT TEE TL HE hy A A eS a a EE AT 

PERIGEE ERK, TONAL ERD AE LARA. 
BEE AE TL. A. BE ce IC Be ML BLE Died EL 
BIGGAR, KABA EON Yo SEE 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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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VAPOR RIT aA 
发 展 的 历史 概 请 

_， 在 围绕 着 我 们 的 自然 界 中 有 许多 现象 是 在 时 间 上 有 节律 地 ， 
周期 性 地 重复 出 现 ， 例 如 , 每 年 的 季节 变化 ,以 及 与 此 相关 的 植物 
的 花 开 、 花 谢 和 和 结实 , 候 岛 的 归来 和 飞 去 。 

”在 时 间 上 重复 出 现 的 自然 现象 兹 不 是 相互 分 离 的 ,而 是 相互 
联系 的 。 由 太 这 种 联系 它 个 的 运行 是 定向 的 。 弗 . 思 格 斯 说 :“ 在 
自然 界 中 没有 什么 东西 是 完全 琶 立 的 ,每 一 种 现象 都 影响 其 它 现 
象 ;而 其 他 现象 又 转 而 影响 自己 ”。 

生活 在 第 一 世 筷 的 善 烈 利 ( 即 Pliny the Eldqer 一 一 既 者 ) 就 
理解 了 西风 的 出 现 和 燕子 归来 现象 之 问 的 联系 ,甚至 称 西风 为 “ 梓 

_ Ja” (Chelidonias), 3477 pa “Chelidon” “竹子 ?而 来 的 。 

信 民 把 这 十 种 时 间 上 相符 合 的 现象 密切 结合 在 一 起 。 
PE PAN AEH, 在 我 们 世纪 之 前 农民 所 利用 的 特殊 日 历 就 是 以 

自然 现象 的 年 循环 周期 为 基础 制 成 的 。 大 部 分 的 观察 是 自发 的 没 
.有 任何 记载 , 员 千 口头 传 述 到 现代 , 这 些 观 察 在 形式 上 ,内容 上 的 
表现 都 说 明 人 民 对 自然 现象 循环 的 规律 性 的 训 规 。 其 中 有 些 观 察 
是 和 安 业 联系 起 来 的 :如 “ 当 英 攻 (Viburum) 开花 时 播 大 麦 " 当 
树叶 变 黄 时 播 襟 麦 ”等 等 。 像 这 样 的 事例 我 们 可 以 举 出 很 多 来 。 
在 史册 中 我 们 常常 可 以 见 到 关 帮 动 物 及 植物 生活 中 革 些 现象 和 气 
We AEC Ses Hy BETTE FREI LER, Bild, 在 古代 古人 的 手稿 中 就 

1) FS + eet: ARATE, 1948 42, 141 页 。 



4 地 植物 研究 中 的 物候 学 观察 方法 

有 关 亦 者 干 植物 开花 时 间 观 察 的 材料 , 这些 观 察 是 於 1490 和 本 27 

年 之 间 在 卡拉 柯 夫 〈EpaEoB) 进行 的 。 
彼得 一 世 在 工 21 年 给 A. Jl. 敏 施 柯 夫 (MeHpIIHEEOB) 的 信 中 

人 经 指出 对 自然 界 周 期 现象 进行 系 航 观察 的 必要 性 ， 他 写 到 : “为 
了 知道 那里 的 春天 先 来 到 , BOP LY KEW AT RG PO SRA 

地 探 下 植物 的 幼 叶 压 在 狗 中 三 址 明日 期 ”[ 开 0. 斯 维 亚 特 斯 基 
(Caatckui) 1926 B. 第 9 页 ]。 

Fy 1730 年 到 1800 年 俄罗斯 有 一 些 大 学 者 对 於 自然 周期 的 研 

FMV, a 1730 年 开始 ,科学院 院 士 、 物 理学 家 气象 学 家 、 

天 文学 家 VU. 克拉 弗 特 (KEpagz) 进行 了 整整 六 年 的 观察 。 他 很 有 

意义 地 注音 到 燕子 的 出 现 和 失足 的 周期 性 。 可 是 他 咒 为 " 铬 子 " 冬 

FEA CE ee TE BT ed EB, eA“ A EA, CRE FE 

— BBA RIGA. 0. 斯 维 亚 特 斯 基 1926 B. 第 9 页 )。 
在 18 世上 纪 著 名 的 学 者 A.T. 波 洲 托 夫 (BomorouB) (1738— 

1833 年 ) 对 於 气象 和 物候 的 观察 给 与 很 天 注意 , 他 把 观察 烙 果 写 
成 几 部 著作 。 根据 A.T. DRAKA Ra, MESS 

杜 里 斯 基 省 从 事 了 五 十 多 年 的 气象 工作 CB. A. RY ALA (Tle- 
peBax0B)1951]。 他 的 观察 工作 蒙 集 成 书 , 名 为 “气象 及 自然 简明 钱 : 
释 ” (iiparkue NMeTe0pOIOTIqeCEKIH6 开 HaTyYDadtICTHdecEHe BanncKH 

KE IDTMeqaHIe)， 其 中 除了 气象 春 料 外 , 也 有 关 帮 自然 界 季节 变化 . 
ITER, 他 记载 了 植物 的 开花 期 , 乔木 和 灌木 的 任 开 展 的 日 期 , 
木 本 慎 物 的 落叶 日 期 及 果实 成 熟 的 日 期 。 除了 这 些 著作 外 ,还 庶 
指出 他 还 有 三 本 手稿 “自然 陈列 馆 ”(KyHcTEaxtopa HaTypHJ ，“ 论 - 
目 然 美的 书信 ” (IIEcpxa 0 KEpacoTax HaTypHD) fl “AGAR” 

(Shnponncarer HaTypDEHIDD。 

A. 也. 波 洛 托 夫 发 现 了 植物 营养 期 和 自然 界 季节 现象 的 联系 

1) 现在 这 手稿 还 保存 在 列宁 格 勒 苏联 科学 院 图 书馆 中 手稿 部 (A. T， 波 洛 托 夫 的 
卡片 只 392, 397, 399), 314 B. A. 坡 烈 瑟 洛 夫 Hepeaaxop, 1952, 第 134 y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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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 且 第 一 次 确定 植被 的 季 相 :“……' 除 了 这 些 外 ,自然 界 东 不 把 植 

物 的 生长 、 开 花 、 成熟 都 安排 在 同一 时 间 ，, 在 制 断 它 们 来 痢 的 时 间 

也 如 同 蔬 荣 和 水 菜 的 来 蜡 时 间 一 样 是 分 配 在 一 年 之 中 不 同时 间 

的 ; 另 一 些 草本 植物 它们 的 春 苗 在 春 雪 消 失 时 立刻 生长 ,而 后 迅速 

的 死亡 ; 这 样 , 在 一 年 的 其 它 时 间 中 怎么 也 不 可 能 找到 它们 ; 另 一 - 

些 精 物 它 个 最 好 的 生长 和 开花 季节 是 在 春季 后 期 的 月 份 中 开始 ; 

第 三 类 则 在 夏 初 和 夏 末 ,最 后 ,第 四 类 其 在 秋季 月 份 东 是 是 各 种 各 

PERS, 其 中 有 一 些 花期 很 短 , 仅 仅 不 多 的 几 天 ， 另 一 些 则 较 长 ,长 达 

若干 星期 ,最 后 ,第 三 种 几乎 是 整个 夏季 秋季 都 开花 ”(A. T. 波 洛 
托 夫 :1952. 第 172 页 )。 | 

A. T. HSER TERED BY SEE BK — BARBS 

中 的 创作 的 先例 ,而 作者 本 人 是 早期 的 物候 学 者 之 一 。 

TL 法 里 基 《〈@azpKIE) BEA 1760 年 任 阿 善 切 卡 尔 斯 

He (Arrenaponnit) 荣 畏 主任 之 时 在 彼得 堡 对 扒 个 别 的 ,周期 性 地 重 
复出 现 的 自然 现象 进行 了 观察 ， 工 5 帕 拉 斯 (IIaxzmac) 院 士 在 

1769 年 也 进行 了 同样 的 观察 。 

在 俄国 最 初 物 候 观 察 〈 彼 得 第 一 给 A. 下 敏 施 柯 夫 的 信 的 一 - 

年 开始 以 后 为 A. T. 波 洛 托 夫 所 发 展 ) 后 27 SHS 1748 Ze Le. 林 

奈 〈Linne) 在 瑞典 开始 对 动 植 物 生活 周期 性 现象 进行 观察 兹 且 

和 所 人 忽 指 标 联系 起 来 。 及 . 林 奈 确定 的 任务 是 :“ 逐 年 地 在 每 一 地 

区 妃 载 植物 叶 的 发 育 期 , 花 攻 期 ,开花 期 ,果实 成 熟 期 和 落叶 期 的 

目 历 同时 也 观察 天 气 ， 这 样 ， 是 为 了 说 明 各 个 别 地 区 之 问 的 差 轴 ” 

[ 引 上 自 工 9. sR (ys) 1935， 第 62 页 ]。 KR 林 奈 在 他 的 

“植物 学 的 耕 学 "\1751) 一 书 中 关 明 了 观察 的 原则 。 Fda, 其它 
UH ES AC th BIR 5 | BY 种 工作 中 。I1767 Ae SERS + REAR 

(Torbay Peirep) 在 德国 开始 这 种 工作 。1780 年 马 崖 姆 (Mar- 

Teiw 一 一 德国 南部 的 城市 一 一 静 者 址 ) 气象 学 会 在 观察 项 目 中 包 

括 了 自然 的 周期 现象 的 观察 ; 1784 年 出 版 了 格 姆 美 尔 (Vemm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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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观察 指南 〈 了 HHcTDyYEIUHEE) [E. 科 尔 布 十 (kop6ym) ,1886， 第 134 

页 ], 但 总 的 来 说 ,这 种 指南 是 不 可 靠 的 ,因为 其 中 站 没有 褒 明 植物 

生活 中 那些 阶段 应 该 研究 。 

IC. 由 耳 拉 斯 院士 起 始 观察 后 70 4, F188 年 ;俄国 园艺 学 
会 发 出 一 个 号 召 , 希望 进行 植物 的 叶 发 至 期 、 花 履 期 :开花 其 的 长 
$i, 果实 及 种 子 的 成 熟 期 的 观察 。 一 年 之 后 , FS 1839 年 比利时 

“AG A. We ER (herae) 在 布鲁塞尔 观象台 的 花园 开始 有 计划 的 观 
察 。 在 1848 年 他 编辑 专门 的 观察 指南 ,其 中 他 主张 探 用 莱 一 的 方 

法 来 搜集 原始 硒 料 。 eg 
RK. #8 BK (Fritsch) +5 A. 喀 特 列 互 不 相 府 地 藉 1840 车 在 

布拉格 组 织 了 人 力 进行 自然 界 周期 性 现象 观察 状 料 的 搜集 和 套 料 

整理 的 大 规模 的 工作 。 了 KK. 弗 里 茨 在 捷克 斯 洛 伐 克 进行 工作 的 同时 

也 在 维 也 生 建立 了 物 候 学 观察 分 站 。 这 个 分 站 就 引起 了 奥地利 

天 观察 移 的 建立 。 在 前 一 世 各 五 十 年 代 的 未 期 (在 1857 年 ) 在 蕉 
也 和 纲 举 行 的 第 三 次 国际 航 计 会 斑 委 话 LN. Hb BR Ri Re 

法 的 指南 。 在 40 年 代 时 便 出 现 了 "物候 学 "(\@eEororEED) 这 一 木 

语 , 这 术语 是 由 比利时 植物 学 家 Ul. 葛 朗 〈Mopag) (Ul. A. ges 

MAZE (3TaHOBCEHE) 1925 B] 所 建议 。 物 候 学 是 由 两 个 希 腹 

AA: “Phainomai” 一 一 “出 现 2” 和 | 人 也 

就 是 关於 自然 界 周期 现象 的 科学 。 

在 俄国 1845 年 科学 院 院士 T1. VW. 凯 便 〈EerreH) “ome 

FA DEAT NE OS, FE BIAS Bea, BR, 

“BARR F BAT TE BK A EE 

LAF ETT KABA EO AB Ky We BS ES TE 

PERI TN. HH, Bee BE Ha A. A. PE As Citymmep), 

E. #iw#@ (Bpangr), Kk. 梅 崖 也 尔 〈Meiiep) 和 负责] 将 太 喀 特 列 
的 指南 译 为 俄 文 , 薄 把 这 指南 作为 A. AL 库 普 费 汞 (850 年 ) 所 

落 的 “气象 观察 的 指南 ” (了 PyKOoBOTCTB0 kK WpoHsBOACTBY MeT60DO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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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ueckux Hadmoqennit) PUP SHH. SEK, 俄国 地 理学 会 [由 学 

会 的 会 员 B. C. 波 罗 兴 《IIopormma) fre) 罚 制 站 分 发 了 特殊 的 

调查 表 。 这 个 表 是 了 解 俄罗斯 一 般 气 候 条 件 的 ; 在 表 中 关於 周 期 

性 的 自然 现象 问题 估 首 要 地 位 。 由 夫 这 些 号 召 很 多 观察 者 开始 自 

已 前 卫 作 ; ESE A. D. 坚 京 特 (Doengingk, 由 1845 年 到 

1855 年 ) 在 彼得 保 植 物 园 中 卫 . EL 赫 尔 得 (Herder 由 1857 年 

到 1873 年 ) 以 及 在 俄国 其 它 地 区 的 某 些 观察 者 。 

在 1867 年 发 表 了 普 耳 柯 夫 的 天 文学 家 LK. 但 谢 尔 (Linsser) 

的 物候 学 的 论文 。 他 对 帮 植 物 发 育 周期 与 伴随 植物 发 育 周期 的 温 

度 积 的 比较 给 予 很 大 的 注意 。 

TW. B. 米 丘 林 〈Mzaypma) 是 最 停 天 的 俄罗斯 自然 观察 家 和 

自然 改造 者 之 一 。 他 在 前 一 世纪 60 年 代 ; 在 沙皇 政权 下 就 开始 他 

的 科学 活动 ;但 是 他 的 工作 广泛 地 展开 则 仅 是 在 苏 维 坪 政权 建 六 r 

Zao VW. B. 米 丘 林 在 他 的 科学 活动 期 间 对 於 数 十 种 品种 SR at 

和 浆果 治本 作 了 物 收 学 观察 和 它们 发 育 周 期 的 研究 。 对 论 试 验 铺 

物 的 季节 现象 以 及 它 个 发 育 和 周围 环境 的 关系 的 深 开 了 解 , 是 于 . 

B. 米 丘 林 作 出 改变 试验 植物 自然 性 方法 的 基础 之 一 ,也 是 使 很 多 

果树 和 装 果 乔 灌木 品 种 北 移 方法 的 基 砸 之 一 。 这 样 的 观察 和 研究 

-不论 对 生物 科学 的 发 展 或 在 苏联 不 同 经 济 部 门 有 效 地 应 用 蕊 . B. 

米 丘 林 的 工作 方法 都 得 到 非常 有 价值 的 结果 。 

4, 1875 年 俄国 地 理学 会 重新 注意 到 爷 置 自然 周期 现象 观察 

的 问题 。 在 这 一 次 I. UW. BILGE 〈Eermreg) 院士 的 兄 子 B. MSL 

A (Kennen) :在 俄国 地 理学 会 的 刊物 “和 想 记 ” (8anHCEa) 上 写 了 了 

三 -篇 论 文 , 题 为 “ 论 观 察 自 然 周期 现象 " (1875 年 )。 这 篇 论文 中 谈 

B), MRSA, 俄罗斯 的 广大 证 地 上 建立 大 量 的 观 罕 点， 

进行 观察 ,那么 这 种 观察 的 意义 将 如 何 地 重大 。 

就 在 这 个 时 期 著名 的 气象 学 家 ， 俄 罗斯 地 理学 会 会 员 AH. 

TRIER (Boeiinos) 也 进行 了 这 方面 的 活动 , 他 对 自然 界 现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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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整整 地 进行 了 十 年 ,观察 的 结果 由 S87 年 起 连续 地 发 表 一 直 

到 1895 年 。A. WU. 沃 岸 科 夫 是 具有 这 种 概念 一 一 同时 进行 物 忆 . 

及 气象 观察 东 且 将 十 者 相互 联系 起 来 一 一 的 第 一 个 人 。 

因 略 在 同一 时 期 在 瑞士 .荷兰 、 苏 格 苦 对 自然 界 周期 现象 的 观 

察 也 开始 了 。 从 1877 年 起 英国 的 偷 敦 气象 学 会 组 各 了 观察 交 。 

在 德国 H. eR (Hoffman 1884, 1885, 1887, 1889) 是 物候 . 

Wew AM Aas., TE H. pS ZAR E. Ay Cihne), 他 很 

注意 植物 发 育 周期 和 伴随 着 植物 发 育 的 温度 积 的 比较 , EE 

等 物候 线 〈HsomeE) 图 ， 所 请 等 物候 入 就 是 在 地 图 上 把 同一 种 植 

物 同 一 开花 日 期 的 地 理 上 不 同 地 点 联 成 的 一 条 稼 Chne Fn Hoff- 

man 1884, Ihne 1885，1905，1930)。 差 不 多 同时 在 其 它 一 些 国 

家 也 都 镶 制 了 生物 气候 图 一 一 1884 年 在 俄罗斯 有 B. 于 fa] AL Fi) 

夫 斯 基 (osgaxeBcEHEH, 1884), 1881 年 在 瑞 由 有 R. 胡 尔 特 (Eualt， 

1881), 1882 年 在 匈牙利 有 M. BABA (Staub, 1882 a), 

la] — hy 0) Sg Hh Teas Ae DEA Lee RR CHildebrandssen) Ayia 

下 恢复 了 在 卫 . WASSER UT OES 

1888 年 在 “新 时 代 ”(Hosgoe ppema) 报 开辟 一 栏 刊载 子 臣 五. 

凯 支 罗 多 夫 〈EaiiroporoB) 的 春季 通报 (1888 a), TH Was 

多 夫 的 名 字 是 和 俄罗斯 固定 观察 点 网 的 组 各 及 有 计划 地 搜集 物 乌 

PMMA BIS, TD. H. PLR BARGE ARR RR. 
KIN GAR, We A as, AP hace A. 卫 .- 

IXY BRERA GE At AS bed Ho_b HE 47 RS EE BRET 

作 。 他 培养 了 和 建立 了 整个 的 观察 者 大 军 , 在 他 ZEA ETS 

文大 军 聚 集约 有 600 A, A. 瓦 RBBB RATE TE 

当时 的 报 约 上 ,那里 有 春季 和 秋季 自然 的 发 展 一 棚 。 他 在 1922 年 - 

Hf 1894 年 到 1922 年 (1922e) 所 搜集 的 材料 加 以 整理 发 表 了 整理 : 

的 初步 结果 。 在 下 再 RPA RIN, 自然 爱好 者 协会 《00me- 

cTB0 JUO0ITexe 交 MIHpOBereHHe) MERE AEXA Se HH Fn 1 Ky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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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现在 WN. 且 . 咒 芭 罗 多 夫 的 丰富 的 档 委 还 保存 在 全 苏 地 理学 

会 

在 上 一 世纪 50 一 90 年 代 在 研究 自然 周期 现象 方面 ,特别 地 发 

展 这 样 一 个 方向 ,使 物候 学 与 气 象 学 相知 合共 上 且 协 助 了 气象 学 。 

关 亦 植物 营养 期 中 植物 发 育 的 周期 和 温度 积 的 比较 , 在 俄罗斯 由 
1886 年 到 了 924 年 间 B. A. 坡 便 坡 列 夫 〈IIoreHroreBg) 完成 这 类 

的 工作 。 他 观察 了 500 种 的 栽培 及 野生 植物 , 花 且 发 表 了 一 系 烈 
的 论文 (1890 一 1892，1894，1896,，1897a, 18976, 1923 一 1924)。. 

1900 年 代 是 寻找 物候 学 发 展 和 解决 方法 葵 问 题 的 途径 的 时 

期 。 在 这 个 时 期 出 现 的 工作 我 们 可 以 举 出 工 . HL EERIE (Bareom- 
Kit) 所 提出 的 有 意义 的 工作 , EE I LSE IS ME Ry Boy HY A ZH 
RAED EAR SEE eC, FER EHS yO BS A 

研究 及 水 文 的 研究 紧 密 地 和 结合 起 来 。B. U. HTH (Ueauos) 
(1905—1914) 在 这 一 时 期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他 在 植物 发 青 周 期 和 温 
度 积 相互 关系 的 问题 上 是 B. A. 坡 便 坡 列 夫 的 苯 承 者 。 这 个 时 期 

还 出 现 了 一 些 葵 文 。 这 些 葵 文 的 作者 看 到 物候 学 不 仅仅 是 处 理气 

SPR FE, MARR WERE hi BRAS 
HE (LE. WW. 伊 斯 坡 拉 托 夫 ( 了 eroraroB)1910]。 在 1910 年 的 医师 及 

自然 科学 家 的 第 十 二 次 代表 天 会 上 全 经 讨论 物候 观察 的 方法 ，B. 

H. 希 特 罗 夫 〈XarpoB 1910 年 ) 在 他 的 报告 中 提出 一 个 合理 的 建 

入 ;, 把 物候 学 作为 植物 地 理学 (EoraHHqecEKag reorpadusa) py Fy ee, 

但 是 ,在 公 大 十 月 社会 主义 革命 之 前 所 有 的 物候 观察 都 不 超 

越 出 爱好 者 事业 的 阶段 。 HAH KEIRA, ATR ies 

FAMED ERE. FTES TH AY PE HR SE, PETS 

FEAL TARE Ht Ee AA Be AS] BE, Ah, EK 

Be Pe Hs Be Ea PY TD BE AE FST A EE A J, pe 

命 前 的 俄罗斯 的 物候 学 情况 就 是 如 此 。 

在 休 大 十 月 社会 主义 革命 之 后 , 物候 学 开始 有 广泛 的 发 展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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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开 始 接近 国民 和 经济 所 需要 的 方向 。 1923 年 在 全 苏 生产力 公国 
会 凡 上 讨论 了 关 夫 在 气象 站 中 合理 地 安排 物候 观察 的 问题 。 出 现 
了 具有 区 域 性 意义 的 大 网 : 乌克兰 的 , 北部 和 东北 部 的 , 克 里 木 的 
和 高 加 索 的 , 士 耳 其 斯 坦 的 等 等 [ 工 0. 斯 维 亚 特 基 〈CaarcKEi) 
1926 6), . 

在 19211924 年 随 着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联 盟 的 成 立 , 对 
自然 周期 现象 观察 的 进行 已 经 有 必要 建立 一 个 全 国航 一 的 最 低 欧 
要 。 这 个 网 要 为 辐 制 生物 气候 图 必需 确定 入 一 的 观察 方法 和 欧 一 
的 观察 对 象 ， 

1924 年 十 二 月 在 莫斯科 举行 全 苏区 域 研究 会 a, ets 
AO. SOME RARE BCE HH ESTE TR EAT Pp OE PE AL 

， 报 告 (1924a)。 会 议 作出 制定 全 苏 和 统一 的 最 低 猎 要 的 决定 落选 出 
制定 纲要 的 委员 会 0D。 拟 成 的 网 要 刊行 了 二 版 忒 给 自然 观察 者 , 物 
候 学 观察 的 最 低 网 要 ，1925 a; 给 自然 观察 者 la 学 的 观 
$2) 1926 ], ; 

在 苏联 随 着 物候 学 观察 多 的 扩大 ， 出 现 了 大 量 的 区 域 性 的 大 
网 ,这 些 大 网 是 按照 统一 的 最 低 移 要 辐 成 的 。 这 样 出 现 的 有 一 系 
列 的 大 网 和 指南 ; 对 高 加 索 的 [观察 的 指南 ……19223 A. T. 巴 拉 
布 也 夫 (Baxa0yeg) 和 H. A. RBH RIE (Tpounnui) 1927], x 
站 央 工 业 区 的 (物候 学 观察 大 网 ……1924) ,对 西 比 利 亚 【H. C. $e 
多 罗 夫 《和 eropoB) 1929 0]。 对 远东 (大 移 一 一 指南 ………: 1932)， 对 

北部 的 《在 苏联 北极 的 物候 学 观察 1935); [马达 索 夫 (HaracoB) 

1) BASRA: T. 贡 . Me PAE (Kaiiropoxropa), B. H. 希 特 罗 夫 ， LE H. 柯 
PAAR (Konavencxan), H. C. 售 尔 比 蓄 夫 斯 基 (IIU5DOaaopckai， 互 . 

A. MIAMAML, B. H. MLM (odumenxo), H. WH. Mgeiatek CKy- 
3HeIHOB)， 攻 0， 斯 给 亚 特 基 ，B. A. 坡 格 金 夏 里 (Corrennoas), b. B. 南澳 斯 

杀 亚 特 基 ，(BcecBgTcKHii), H. Il. peg (Cumonorn), A. ®. ff (Benker), 

A. A. AGHA AR (Dpaynep). C. BH. 2&4 (Topiages), B. A. eB 

AA (Peqren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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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x} REPAY (PPK GA------1936) , Sb OSE ve IOS hy (RE 
Ks eee Ne 1936) , 

ACPI ET KOE a, 希 望 建 立 全 球 和 统一 的 物 
候 观 察 的 间 题 便 产生 了 。 1925 年 4 月 25 日 英国 气象 学 会 就 提出 
国际 网 要 的 草案 (J. EL 克拉 克 (Clark) 1925]，1926 ze“ AR” 

(Nature) 4228 i J Ei RWB J. EL 克拉 克 1926) 。 
RARER AE RHI BLE Me A ERR TK TF 

Mis — PLB eR NH. 加 姆 斯 (Gams) (1918)， 一 位 是 苏 
联 学 者 A. Tl 谢 尼 柯 夫 〈HIeaHHE0B) 〈1928)。 瑟 .加 姆 斯 建议 以 

” 园 解 来 表现 每 一 个 种 的 发 育 过 程 , 这 种 图解 就 是 人 所 熟知 的 物 收 
ALASa, A. TL 谢 尼 柯 夫 在 没有 受到 加 姆 斯 影响 下 , 独立 地 提出 另 
一 种 比较 更 出 色 的 贺 计 和 结构。 这 种 圆 计 饶 便 放 表 现 了 个 别 种 的 发 
至 周期 也 便 亦 表现 整个 地 落 的 发 育 周期 。A. II 谢 尼 柯 夫 的 方法 
在 植物 学 者 中 获得 极 广泛 的 应 用 , 兹 且 直到 现在 为 止 仍 然 是 总 结 
与 表达 物 候 奏 料 的 最 成 功 的 方法 。 在 这 方面 出 现 了 一 系列 的 方法 

葵 的 论文 ,说明 物 候 学 观察 和 家 业 的 联系 。 
ESE NSA WY HE BUS HULL. A. 区 达 庄 夫 斯 基 〈3xaHoOBCKI[6 

1925—1935), H. Il. KA HS (Cuupnos 1924—1938) fn 1. 小 

斯 维 亚 特 基 〈CBarckIHi 1924—1926) ROT TE, Pye ERIC RR— 4 
三 年 地 增加 。 由 物候 观察 开始 的 初期 到 1925 4p Me > A 
有 507 篇 ,而 在 1925 年 一 年 内 就 有 168 篇 , 到 1929 年 的 一 月 一 
目 按 H. IL 斯 米尔 说 夫 计算 在 物候 学 方面 大 和 绝 有 800 篇 的 芥 文 
CH. Tl. 斯 米尔 庄 夫 1927 x) , 

NW ENE T HE Se SE Hy PER BE IS, 它 才 开始 
WeSC. 这 时 ， 虽 然 还 有 许多 学 者 坚持 物候 学 只 能 作为 
气象 观察 方法 的 观点 , 但 是 已 经 有 人 发 出 支持 物候 学 作为 一 头 独 
豆 生 物 科 学 的 呼声 [C. 0. 伊里 切 夫 斯 基 (JiardqeBcKHE) 1923— 

1924; Jl. O. 斯 维 亚 特 基 1924a,19260; H. I. 斯 米尔 诺 夫 19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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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B, 19297), “SINEMA TARY a ne Dy RE LAE 

FL bff yy Ee EEE BRAS BY Be ASAT oP, a AL DEE He BR 

史 的 方法 (A. E: 查 多 夫 斯 基 Mazosenui) 1920; E. B. Rip 

弗 (Byars) 1925; E. B. fede sess (pepe) 1923—1924; 
A. Tl. 伊里 因 斯 基 - (JimpaHcKHE8) 1925, 1937, 1939; B. B. pam 

义 (Auexmm) 1938 a, 19386; A. B. #yFe ERIS (Komepannos) 
19376, 1937], It L. hese (Diels, 1918), R. 什 舍 费 特 耳 

(Scharfetter, 1922). A. Tl. 伊里 因 斯 基 (1937T) 也 发 表 了 精 物 发 

育 节律 的 学 说 。A. IL 伊里 因 斯 基 在 他 的 著作 “地球 上 的 植被 ” 
(PacrarembHocTh -3eMHOTO IITapa 1937) 有 一 书 中 有 一 章 论 述 节 律 问 

题 。 他 将 季节 周期 类 型 专 四 作 为 植被 替 系 分 类 的 基本 标准 之 
一 , 兹 且 最 先 引 用 到 植物 -地 理学 中 。 

在 广泛 地 利用 积聚 诸 料 的 基础 上 植物 开花 期 和 精 实 期 的 地 图 

[H. TL. 斯 米尔 语 夫 1925m 1930; A. B: 巴特 马 证 夫 〈EamMat0s) 

1934] 因 以 知 成 。 同 时 有 关 物 候 学 田间 研究 的 方法 LHC. BARE 

庄 夫 斯 基 1926 a; T. 9. ape KAN B. abr se (IIaxpaeB= 
ckHH) 1936; B. B. 阿 烈 兴 1938a，193806] FIA RASA EE 

(H. TL 斯 米尔 诺 夫 1926r, 19286, 1930; A. 了. 谢 尼 柯 夫 1928; 

B. B. 阿 烈 兴 1935) 的 论文 数量 也 增多 了 。 

T. J. 李 森 科 (JIErceHE0，19310，1932，1935) WH RBA 

规律 对 理解 物 忽 现象 的 实质 具有 决定 的 意义 ,这 一 理论 是 以 对 植 

物 季 市 发 育 的 观察 为 基础 的 。 按 这 个 学 说 发 育 是 由 个 别 质 正 不 同 

的 发 育 阶 段 所 组 成 的 ,为 了 通过 植物 发 育 阶 段 要 求 示 同 的 外 界 条 

件 \ 不 同 的 营养 ,光照 ,温度 ) (CT. 区 李 森 科 19466, 第 3834 页) 4 
T. 小 李 森 科 揭 发 了 植物 阶段 发 育 的 规律 性 后 , 他 才 有 可 能 对 植 

物 发 育 过 程 加 以 分 析 , WA Tm PE: 1. 春 化 阶段 和 呈 光 

照 阶段 (参考 下 一 章 )。 

物 傍 学 文献 足 所 包含 的 问题 的 范围 逐渐 地 扩大 ; _ -方面 有 自 



第 一 章 “” 物候 观察 的 开始 和 发 展 的 历史 概论 San 

REL EDTA, — Fy TG HN HK Be BY RET a 
论文 数量 也 增多 了 [A. kh. FEB EG VIK (Tormayes) 1927, C. B. ii 

BRIE (YIEPaHOBCKHE) 1937; A. TT. Bp ime iH (Ma- 

ecamermi) 1937; T. T. pe EHS MEA (Camoiiazopny) 1930, 1937; 

H. H. $sr#HK (Taaaxos) 1935a, 1937, 1938; A. Hl. 42 arte 

(Ulepumr) 1938],° 农作物 的 物候 观察 的 资料 也 刊载 了 有 相当 数 
me [A. A. MRK (HHEroreg) 1927a; H. Il. 布 缚 (Bysun) 

1929 a, 192960; A. VU. 重建 科 (Pynenko) 1950], HRA 

周期 的 来 临 是 从 局 放生 态 因子 〈\ 士 壤 . 气 候 和 其 它 因子 ) 的 概念 获 

得 了 更 大 的 重要 性 ,， 在 这 一 方面 WT. 斯 米尔 庄 夫 的 (1937, 

阳 33 大 论文 是 非常 有 意义 ,其 中 虽然 有 许多 缺点 , 但 对 植物 发 育 速 

度 的 地 理 变 晏 ,这 一 特性 的 提出 是 很 有 价值 的 。 也 应 亦 提 到 A. B。 

AK ete (KoxzfesHHEOB) 的 工作 (1929 a，1931，1937a， 

19376, 1937 m) ， 他 以 植物 发 育 季节 的 周期 性 和 不 同 地理 条 件 下 
茵 现代 气候 周期 性 相对 比 的 方法 ,对 二 落 及 个 别 层 片 (Cmayamm) 的 
发 生 及 年 龄 作出 了 和 结论 。 

1938 ze FE EAL A. i PS Be; (Hopkins, 1938) 发 表 了 他 的 

ALi Nite. A. 替 普 康 斯 的 生物 气候 的 学 说 是 论 及 生物 界 的 生 

活 过 程 和 和 气候 ,每 年 的 季节 过 程 及 地 区 的 地 理 分 佑 之 间 的 相互 关 

MAS. A. HERI RHE AE, HAMS AR 

界 季 节 发 育 受 到 形式 理解 的 拘束 , Aw RAS EEA LA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卫 . 弗 里 梅 耳 (Ermnmel) #0 Rh. 拉 饲 齐 (Lauche) 

(1937 年) 的 论文 的 内 容 企图 将 隐 芽 植物 (Kpmmrodanr) 类 型 按照 
它 在 春季 灵 醒 的 特性 分 成 小 恒 ， 

里 . @. 达 和 维 塔 雅 (dasHTagi 1938) 在 她 的 论文 中 划分 出 苏 

联 的 葡萄 气候 带 。 作 者 是 以 对 物候 观察 和 气象 观察 平行 分 析 方法 
确定 栽培 葡萄 的 地 带 ， 

随 着 苏联 农业 的 发 展 , 具 有 实用 意义 的 物候 学 苍 让 数量 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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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EAA AE G(T. B. BERLE (CaatoifioBa) 1936, 
1939], 7c IE ba eR ei CSL. B. RAE (A yrynnn) 
A 0. H. 尤 加 谤 娃 (IOraroga) 1946, 1950] WR FEWER BH 

Wye TAT CA. A. Be 1941) FARA SC, AB ze 

USA, VAAL Re R'E eh KE EM LIL U. 

fy KALA (Hexpacos) 1937; 农业 水 文 气象 学 ，1938; LP. 3. HE 
SiR MEA (BeHIKEKeBHU) 1952], 

在 一 系列 的 一 般 植 物 学 著作 中 都 有 论述 物候 学 任务 的 章节 。 

Blin, HET. Ve yk He sae (IIorxiapcEag，1937,，1948) ay = 

中 , 使 涉及 物候 学 的 方法 论 问 题 。 在 A. C. 别 尔格 《Bepr,， 1936) 

Al 工 T. Ot oe Je Bie (Ceasunnorn, 1937) 的 书 中 也 沫 识 到 不 考 

虑 自然 的 周期 现象 便 扰 法 对 植被 及 景观 进行 深入 的 分 析 , 同 时 也 

不 可 能 对 气候 作出 安 业 的 评价 。B. B. 阿 略 兴 (19380) 按照 植 牧 
的 开花 类 型 对 植物 进行 分 类 , 花 且 对 物候 学 作 了 一 些 方 法 上 安排 。 

物候 学 观察 牢固 地 渗 人 植物 -地 理学 研究 的 方法 中 缚 且 成 

为 情 物 居 落 学 定位 研究 中 的 一 般 性 方法 。 有 些 作 者 详 葡 地 研究 了 

植物 物候 学 的 个 别 部 分 ,例如 CA. 克拉 索 夫 斯 卡 生 《KEKpacos- 
cgaf，1949) FEEL FE HE setae LR Py aE MUTE Ey OAR AY) 
ti, Ul. H. 奥 洛 夫 棍 尼 柯 娃 (On0pannuKopa, 1949) dee Fil eee 

斯 特 列 欧 基 草原 植物 开花 的 节律 。 开工 谢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CepeOpakos, 1946, 1949) 对 莫斯科 附近 森林 中 植物 的 每 一 个 物 

候 周 期 的 发 育 都 作 了 详细 的 ,有 意义 的 处 理 。T. AL UR DS 

(Pa0orHOB，1949，1950 a，19500) 关 夫 多 年 草本 植物 生活 喝 的 

著作 是 栓 其 新 弓 的 ， 作 者 将 全 部 植物 生活 史 分 为 四 个 期 为 了 深 

及 地 分 析 丁 物 驮 落 中 的 个 别 种 的 生活 , 扒 进 行 多 年 的 物候 学 研究 

时 必须 考虑 工 AL 拉 波 特 诺 夫 所 提出 的 生活 周期 ， 了 下 工 谢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1947，1952) 关 帮 更 新 芽 和 更 新 昔 的 发 育 问 题 也 作 了 

研究。 这 个 问题 也 是 相当 重要 的 。 一 个 种 的 开花 的 时 间 是 决 宗 讼 芽 



BT My PAA FP ARE EA Ds aia 15 

FP HT ITE WG AS I CA A IER i aa EIS TEAS ER 

未 PRAT AEN RHE ASE WE oR 

季节 发 育 ( 人 参考 第 五 章 )。 

关 庆 陡 牺 越 条 的 问题 是 应 鼓 受 到 重 观 的 。 这 个 问题 最 初 是 -由 

H. 区 质询 艾诺 夫 [(Schelesnov) 1851, 1868, 1872] 提 出 的 。 他 研 

究 子 冬 辜 的 发 育 此 得 出 以 下 的 和 结论: 乔木 及 灌木 的 蕴 不 仅 在 解冻 
时 生 其 而且 在 零度 以 下 的 温度 中 也 有 些 生 长 。 对 越冬 植物 的 观 

察 在 过 去 的 百年 问 还 是 很 少 的 , 而 现在 则 有 许多 学 者 在 这 方面 成 

功 地 进行 了 研究 : B. C. eR AGM (Cosopyxun, 1939, 1948), 
H. WW. 4) 8 54K (Temnoes, 1941), HA. 普罗 左 罗 夫 斯 基 

(Tiposoposcrm#, 1940), ®. ®. 达 维 塔 雅 (Tapmran, 1941), A. TI. 
谢 尼 柯 夫 (1942), U. TI. 谢 烈 布 列 亚 柯 夫 (1947, 1952),B. A. 齐 

eK Bs (THEXOMHpoB，1948,， 1950) A. 工 RB Re (Boponos, 

1949) AIGRS RES. SHS RED AY (BRS: 

Ys, BIS; AH: AAR AE AE A, 2 
至 果园 和 花园 中 花 的 品种 ) 的 生物 学 研究 应 当 注 意 这 个 问题 的 重 

要 性 ,这 类 工作 必须 用 一 切 力 量 使 它 展 开 。 

1949 4e A. IL. HMR HE TERE WORMS LEK, 

FEA PI, “RATES BAe PMA RRS ENE 

Be, 5 EBIZEREAY BRA LAE RAAB PE Te Pe Se 

落 的 研究 才 有 芙 正 的 价值 。 因 此 便 需 要 把 物 验 学 观察 和 我 们 所 观 

察 的 植物 及 植物 故 落 的 生物 和 自然 因素 的 周期 性 质 雨 者 纺 一 起 

来 ”4949， 第 43 页 )。 作 者 提出 在 研究 土壤 时 ,同时 应 考虑 下 列 

各 点 : WERE. 温度 、p 互 值 、 化 学 、 微 生物 过 程 、 土 壤 中 的 动物 及 慎 

Hy. e 

现时 苏联 物候 学 研究 的 中 心 是 全 苏 地 理学 会 , 学 会 中 有 一 个 

委员 会 ， 它 统筹 和 计划 物候 观察 者 蜀 的 观察 人 员 的 工作 。 大 多 数 

的 志愿 物候 通读 员 分 散在 全 苏 各 地 , 按照 航 一 的 计划 和 大 网 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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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搜集 可 料 。 这 个 大 网 是 由 休 苏 地 理学 会 物候 学 委员 会 主席 
AI {9288} (Pynenno) 制定 的 , 1951 年 印行 (19510) BE He RE 
察 者 作为 指南 。 é 

ER RATT BRD, 就 可 REID EE 
JAAS FPR JEL IED en SE — sy BY A A 
的 和 意义 不 同 的 一 个 时 期 。 一 个 时 期 从 开 姑 到 伟大 十 月 入 会 主义 
划 命 (1721 一 1917) ， 一 个 时 期 从 俱 大 十 月 让 会 主义 革命 起 到 现 
在 〈1917 一 1953)。 第 一 个 时 期 是 物候 学 贷 定 基础 的 时 期 ,是 个 别 
学 者 对 自然 界 周期 现象 观察 的 发 展 和 传播 而 斗 等 的 时 期 , 是 引起 
入 会 对 於 这 个 事业 注意 的 时 期 。 在 十 月 赴 会 主义 革命 之 后 的 时 期 
是 标 计 着 物候 学 暴风 雨 般 的 发 展 , ie 在 我 国安 业 的 所 有 部 四 中 生 
根 成 长 的 时 期 。 

在 我 们 伟大 祖国 广 关 的 十 地 上 , 我 们 必须 观察 和 研究 季节 现 
象 ,因为 这 些 研究 提供 我 们 揭发 一 柔 烈 的 规律 的 材料 ,这些 规律 对 
HERR ALA RIVA BAIN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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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2 年 开始 到 现时 , 正如 在 前 一 章 已 经 谈 到 的 , WHS 
观察 具有 各 种 不 同 的 目的 最初 物 候 观察 是 和 气象 的 观察 平行 进 
行 的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植物 是 机 械 地 当 作 反映 气候 周期 过 程 的 仅 
器 。 在 不 同 的 地 理 带 中 对 不 同 植物 种 所 进行 的 物候 观察 是 不 专门 
的 ; 而 且 一 般 地 表现 协调 性 不 是 。 以 和 致 所 搜集 的 材料 不 能 加 以 比 
By. : 

Ri wR LAA, IE hy RE CEH PEE 
4#e 1896 4e, B. A. 拉 津 柯 夫 (PasHHEKOB 1896, 1897) 指出 : 为 

了 获得 完 公 有 价值 的 碍 料 , 物候 学 的 观察 必须 由 生物 学 家 来 进行 
研究 。 随 着 植物 符 落 学 的 发 展 , 在 1900 年 提出 了 这 样 的 问题 : 一 

大 面 ;物候 学 是 不 同 植物 地 理 带 中 植物 双 系 和 和 验 系 特征 的 生物 学 
分 析 方 法 [B. 再 希 特 罗 沃 (Xmrpopo),1910]， 而 另 一 方面 物候 学 
可 以 作为 揭发 植物 发 育 与 决定 发 至 的 因素 总 体 之 关 的 从 属性 的 手 
BE CU. 齐 托 夫 (Tamop) ,1913]。 

随 着 植物 科学 在 深度 及 关 记 上 的 开展 , 物候 学 的 作用 取得 更 
显明 的 地 位 , 它 效 蕉 进入 了 生物 科学 的 便 域 ,小 且 成 为 研究 农业 科 
学 中 与 自然 季节 发 育 有 关 部 门 的 必要 方法 。 

在 苏联 不 同 气候 条 件 下 , 按照 航 一 的 大 欧 对 同一 种 类 的 植物 
进行 物候 观察 , 这样 的 观察 就 使 得 我 们 有 可 能 确定 出 种 类 的 营养 
期 的 开始 与 千 束 在 不 同 温度 条 件 下 的 适应 性 , 站 确定 必要 农业 措 
施 的 时 期 。 

择 在 我 国 物候 学 面前 的 研究 任务 范围 可 以 区 分 为 十 个 范畴 : 
(1) 与 各 个 农业 科学 部 门 有 关 的 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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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WE KARR A KN POR BES. 

与 各 个 农业 科学 部 朋 有 关 的 物候 学 观察 任务 

1. SS RAB ea, 来 确定 与 果树 、 葡 萄 茧 、 
棉花 、 谷 类 作物 、 gen 
作物 的 病虫害 进行 斗 等 的 时 期 ， 

2. 确定 更 适合 的 安 作 物 区 谷物 ， ere 的 播种 和 

WR AW, 及 确定 在 草地 及 牧场 上 的 放牧 , 割 干 草 ， 再 生 草 放 

禾 的 合理 的 开始 日 期 。 

3. 为 了 林业 工作 的 正确 安排 ,特别 是 ,为 了 建立 防护 林带 的 目 

的 ,拟定 树木 种 类 的 开花 、 和 车 实 和 种 子 的 收集 时 期 ， ARE NOR 

ago 

4. Ti REL AS AH AVA BIBT BF FA. 结实 及 秋 叶 

变色 的 日 期 ,以 便 为 综 化 我 们 的 城 、 市 、 村 、 钞 、 工 厂 选 择 最 好 的 品 

种 。 

5. 确定 为 畜牧 业 、 养 峰 业 及 其 蕊 事业 的 发 展 所 必须 的 收 草 及 

EU Aste 

_ 有 关 植 物 区 柔和 植被 硫 究 的 物候 学 观察 任务 

认识 植物 发 至 的 季节 性 是 研究 植 区 系 和 秆 鹤 的 主要 环 闪 之 
一 。 在 这 方面 物候 观察 是 这 样 进行 : 1. ES a A BE CH 
种 类 物 饼 观 察 ); 2 与 其 它 种 类 联系 起 求 观察 CH iy 28 

HE); 3. GAT AE HIKE MR (A DORR)» 
在 植物 区 系 和 植被 的 研究 中 ,物候 观察 可 能 解决 下 列 任 务 : 

根据 开花 期 的 特性 和 个 别 物候 周期 开始 的 日 期 有 可 能 把 按 
形态 性 状 难 蕉 区 分 的 相近 的 新 种 区 分 开 。“ 研 究 生活 周期 是 讽 截 
种 的 实质 的 根本 问题 , 不 同 的 种 具有 完 公 不 同 的 周期 ” Sie 
RSL, 19380, 第 17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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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T IE HL EP I PI BS EB JED) 或 多 年 
Kee (B. B. 阿 列 兴 ，19380) HP RElAl AY fe Ye — MK PIIE 
务 : 

A) 短期 物候 观察 的 任务 是 为 了 取得 肯定 Re 
标 百 期 的 碍 料 以 及 取得 不 同 种 的 物候 周期 的 比较 答 料 , IEE 
有 驳 夫 落 的 划 三 种 季 相 的 材料 。 如 果 这 种 短期 的 物候 观察 与 土壤 观 
察 同 时 进行 《例如 ,在 土壤 坑 附 近 ) 就 有 可 能 对 在 不 同 土壤 上 的 同 
PMR RASA CRY, AS AL SE 的 植物 种 类 的 物 
性 周期 的 更 替 。 这 是 训 埠 所 有 季 落 的 生态 碍 料 。 在 地 植物 学 路 禾 
调查 时 就 用 这 种 观察 方法 。 

B) 在 季节 性 观察 时 我 们 注意 到 植物 生活 季节 循环 ,全 有 可 能 
将 植物 天 落 划分 成 层 片 (cmysHE) 。 所 性 层 片 我 们 是 这 样 理 解 的 ， 
ER HE A Ahr HE, 这 些 植 物 有 一 致 的 生态 特征 ， 
这 种 一 致 性 表现 在 生活 型 的 相似 , 或 者 表现 在 空间 上 或 时 间 上 是 
同属 承 一 层 的 ,或 者 具有 相似 的 发 育 节律 ”(B. B. 阿 列 兴 ，1935， 
第 21 页 )。 biel 

B) 物候 观察 对 锥 揭发 植物 者 沙 中 植物 BEE 节律 的 规律 和 原 
理 是 极其 重要 的 。 这 个 任务 的 解决 是 要 借助 放 多 年 的 物 忽 观察 。 
芒 样 的 观察 关 明 了 多 年 生 植 物 ( 木 本 和 草本 的 一 样 ) 的 发 育 循环 的 
Ah, AFH, 效 过 幼年 阶段 到 成 束 千 实 的 个 体 (参看 下 一 章 植物 
S445). 同一 种 植物 在 不 同 植物 二 落 中 的 生活 过 程 的 节律 是 
RET AR A: a) 历史 植物 地 理 的 原因 ; 6) 植物 二 落 的 原因 ; 
3) 生态 的 原因 。 

-~ 

吉 历史 植物 地 理 的 原因 决定 了 植物 季节 节律 的 特性 ,也 就 是 
够 早 贡 和 华 活 在 另 一 种 环境 条 件 下 的 植物 在 外 界 环境 条 件 ( 气 候 , 士 

HES) 变迁 下 仍 保存 了 原 光 的 季节 发 育 节 律 。 这 些 特性 的 详 和 物 

WBA AP AT, PY TM BN REA PATH Py HB BT 兹 关 明 现时 娠 落 与 从 前 台 

落 的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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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物 王 落 性 的 原因 决定 了 一 种 植物 在 与 生长 在 同一 入 落 

时 的 其 它 植 物 的 相互 关系 下 的 季候 节律 特点 。 Plan, RAPHE 

层林 木 层 的 林 冠 所 这 蔽 下 木 和 草 被 的 发 育 节律 和 在 见 光 地 区 CR 

后 空地 ) 相 比 时 便 发 生 了 改变 。R. 什 舍 费 特 耻 (Scharfetter, 

1922) 和 A. Tl. 伊里 因 斯 基 (了 xpHHCEH8 1937) 把 这 种 现象 称 芳 

“ 爱 系 节律 性 ”( 瑞 opMaIHOHHag PHTMHEa )。 在 植物 天 落 中 种 的 成 

分 改变 时 ,植物 生活 过 程 的 周期 也 发 生 了 变化 ,站 且 在 季 相 更 蔡 的 

时 间 上 也 有 了 变更 。 

B) 生态 原因 一 方面 决定 了 从 属於 周 轩 环 境 闻 律 的 物候 周期 

季节 更 替 的 特性 , 另 一 面 也 决定 了 与 物候 周期 有 关 的 植物 基本 生 

活 功 能 (蒸腾 作用 ,同化 作用 等 ) 的 物候 周期 的 节律 。. 

3. 物候 观察 确定 了 植物 发 育 与 环境 相互 制 狗 的 节律 。 当 进 ， 

行 植 物 与 环境 的 节律 观察 时 , 应 将 在 数 年 或 一 年 中 将 植物 地 落 的 

发 育 过 程 和 下 列 因 素 的 变化 作对 照 的 比较 :大 气 温 度 ̀ 湿 度 、 风 向、 

人 光 的 强度 、 光 的 质量 、 土 壤 带 度 、 士 壤 矿 物 芯 类 

Na RRR IK CHE PK are HEARN sie A BFP 

PEACE 2!) BEE) -植物 的 形态 季节 变化 是 与 植物 中 的 生理 和 生物 

学 过 程 的 更 蔡 有 联系 ,同时 也 与 植物 所 处 的 环境 的 节律 性 有 关 z 在 

完全 相同 的 环境 条 件 下 不 同 植物 在 营养 期 间 蒸 腾 强 度 的 变化 与 物 

候 周 期 的 更 替 是 相 类 似 的 。 例如， Solsola. crassa, Petrosimonia 
brachiata Fil Artemisia meyeriana (我 们 所 研究 的 三 种 植物 ) 生 

长 在 同样 的 气候 条 件 下 《生长 在 同一 个 地 理 点 )， 宅 个 的 根系 在 同 

样 干旱 的 土壤 层 , 在 炎热 的 夏季 月 份 中 物候 更 奉 周期 和 共 腾 强度 

的 变化 具有 一 致 的 性 质 〈 如 图 二 a, 6), 这些 植物 的 燕 腾 强 度 在 

六 月 中 名和 急剧 地 下 降 ,， 开 花期 的 来 临 是 在 蒸腾 强度 降低 之 后 上 志和 第 

四 种 植物 Suaeda allissima (faj16) 生长 在 与 前 三 种 相同 的 气 

sgh 但 根 ee LS 

re PMnA RK, ‘EKO zee EEE A,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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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加 mm 
“22SSSE 

MS Vi 

EL OOSE OF DLA HD Hs HP Fy IR AG COE Be 

fal 1 aa 过 程 与 营养 周 

期 (物候 图 芒 ) (原作 )。 
EC 一 虚线 一 一 Salsala crassa M. B., X%*$——Pterosimonia brachiata 

(Pall.) Bge.;6—Artemisia Meyeriana Bess.; e—Suaeda altissima 

(L.) Pall. 1 一 营养 期 ;2 一 开花 期 ; 8-H; 4 一 死亡 期 。 

气温 也 最 高 。8auaeda altissima 是 不 同 帮 前 三 种 植物 ， 它 的 开花 

期 是 在 蒸腾 强度 最 大 的 时 期 。 

因此 在 变化 不 同 的 土壤 湿度 条 件 下 ,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的 来 临 

和 和 葵 腾 强度 变化 ,就 会 在 它 生 活 周期 的 不 同时 期 中 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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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A AR RAB, 上 述 的 每 一 个 原因 是 能 够 腹 离 其 他 原因 单独 
地 对 植物 发 生 影响 。 所 有 这 些 因素 的 作用 是 在 同一 时 间 总 且 在 相 
互 制 狗 的 情况 下 实现 的 。 上 面 所 指出 的 原因 ,不论 是 外 因 或 者 是 
内 因 都 一 样 地 相互 制 狗 植物 的 发 育 。 所 谓 内 因 系 指 在 植物 体内 由 
本 身 的 生理 过 程 所 产生 的 原因 。 为 了 全 面 地 训 识 植物 发 育 的 规律 
性 , 必须 同时 研究 所 有 的 周期 过 程 , 不 论 是 植物 灰 身 的 或 者 是 植物 
生境 中 的 外 界 环 境 的 。 但 是 这 样 的 工作 牙 非 至 部 都 是 可 能 的 ,为 
了 进行 这 样 性 质 的 观察 , VASA REO A SIME LE. 

EZ, RE RESALE a ee RR 
赫兹 且 要 揭发 自然 现象 节律 中 的 相互 联系 。 只 有 考虑 到 在 艇 一 的 
互相 制 欧 的 联系 下 的 物候 周期 过 程 , 才 可 能 揭发 出 安 业 上 所 必须 
的 重要 规律 。 基 庆 上 述 的 一 切 我 们 提出 我 们 拟定 的 物候 学 定义 ， 
物候 学 是 柱 究 植物 界 动物 界 和 环境 (气候 、 土 壤 : a 的 自 
然 周 期 现象 的 相互 关系 的 科学 。: 



= EPOCH Aa 

POA He RTT 3G PPB: CD 观察 
的 组 积 ; (2) 观 察 的 进行 。 

—. Assen 

衫 据 研 究 者 所 拟定 的 任务 来 确定 观察 的 性 质 。 
不 仅 在 个 别 的 植物 (栽培 的 或 野生 的 ) 上 观察 ,而 且 也 在 植物 

BE DAE: Rw GRA RITES) 和 技 生 
MHS (BBE AK RARE). 当 研 究 者 是 对 
划一 点 的 重要 种 类 观察 , 那么 观察 可 以 单独 地 进行 。 如 研究 者 要 
同时 在 很 多 地 点 进行 观察 ,站 上 且 有 一 般 的 任务 , Bilan, HRY 
图 ,那么 观察 就 要 成 为 天 众 性 的 。 

物候 学 观察 的 组 织 包 括 以 下 几 方 面 : (1) 观 察 对 象 和 观察 地 
区 的 选择 ; (2) 规 定 进 行 观 察 的 日 期 ; (3) 确 定 对 植物 和 植物 生境 
的 环境 条 件 的 薄 行 观察 。 

CL) 观察 对 象 和 观察 地 区 的 选择 ”观察 的 对 象 可 以 是 一 个 幅 
物种 也 可 以 是 植物 王 落 中 所 有 植物 种 的 总 体 。 如 果 对 某 一 植物 种 
(4n Quercus robur, Betula pubescens 等 ) 有 特别 的 兴趣 那 就 有 

必要 在 不 同 的 环境 条 件 下 进行 观察 : 在 不 同 土壤 (不同 的 机 械 成 
分 、 不 同 的 物理 、 化 学 特性 ) 上 的 险 萌 及 见 光 地 点 , 湿 油 及 干燥 地 
点 ,以 及 在 不 同 的 地 形 条 件 。 如 果 任 务 是 研究 植物 王 落 的 整体 , 那 
么 就 应 雯 对 二 落 中 所 有 的 植物 种 进行 观察 。 让 且 应 首先 观察 建 乔 
种 (onudhunarop) (在 奉 落 中 估 有 优势 的 种 )， 然后 观察 起 次 要 作 
用 的 所 有 其 它 种 类 。 FER BURL, RE E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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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在 描述 时 应 特别 注意 层 (spyYc) 的 区 分 ， 层 是 由 植物 的 高 度 

不 同 所 形成 的 。 也 应 该 指出 植物 的 生活 型 。 如 果 观 察 的 对 象 是 未 
SPS SEL EER Nee, mS ee 
PENAL, ARR PR a A 
和 TE, SRA Ro 
hp oie seaeiiataimanidmitmatiabali ye 它 地 点 的 
3, | 

在 描述 中 说 明 : (1) 地 理 点 ; (2) vee: (3) Re CUI. ee. 

Pye FER): (Hew: (5) 是 否 有 著 水 地 区 ( 池 旭 、 沼 泽 、 河 流 、 泣 : 

泊 、 海 ) 以 及 它们 与 观察 点 的 距离 ; (6) 母 兰 ; (ORR BRE: 
(8) 地 下 水 的 深度 ; (9) 周围 的 植被 ; (10) A28 AR 该 地 区 的 性 
质 。 

最 好 能 往 制 一 个 地 区 的 草图 ,上 面 注 明 物 个 观 守 的 二 点。 
当 同时 在 若干 地 理 点 上 对 植物 符 落 或 个 别 植 物种 进行 牺 候 观 

察 时 ,应 访 在 一 致 的 生存 条 件 下 进行 同样 的 观察 。 对 每 二 不 点 都 
PMO. SERS Hh ean UA Aa 
据 。 died 

(2) 规定 物候 观察 的 日 期 MBS, ATE Pre 
了 本 是 AI 

WRF ALES 28 AAO: ER 
度 和 计划 ,周期 地 进行 , AS AAR TLR TSA REA Ex, 

因而 在 科学 查 料 整理 工作 中 就 然 法 比较 。 最 好 在 营养 期 的 观察 坎 ， 
Be Lowey ee, 而 在 开花 萌 和 和 结实 期 观察 立 数 多 一 些 。 在 营养 期 

应 三 天 进行 一 灾 观 察 , 开花 期 和 和 结实 期 则 每 日 进行 一 次 观察 ， 而 冬 

季 一 个 月 观察 一 次 。 如 果 为 了 同一 个 目的 ， 同时 在 许多 地 点 进行 

物候 观察 时 ,那么 各 点 的 观察 日 期 必须 相同 。 

。“G3) 确定 对 植物 和 它 的 居住 环境 的 赣 行 观察 “为 了 天明 在 不 
同 环境 条 件 下 植物 物 外 周期 更 替 的 差 黑 , 必须 TA AS SE BR 

象 的 周期 性 加 以 冰 行 的 观察 。 首 先 应 芒 利 用 了 近 气象 台 对 天 气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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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 湿 度 、 土 壤 温 度 、 降 水 量 的 观察 栖 料 。 对 地 下 水 及 士 壤 的 水 份 
情况 观察 也 相当 的 重要 。 因 此 必须 每 十 天 测定 一 交 地 下 水 水 位 扯 
探 取 测定 土壤 水 份 用 的 士 样 。 必 须 刀 载 秋 季 士 壤 玫 层 千 冻 的 日 
期 ;冬季 千 冻 的 深度 , 在 雪 融 解 期 中 土壤 的 状况 , 士 壤 完全 解冻 的 
目 期 。 FERRDTA RA, 进行 土壤 售 果 量 变化 的 周期 性 的 观察 也 是 
有 用 的 。 SCRE GES Hs Ey EAT BP PS A AE 
开花 、 结果 和 死亡 。 APRA TA Yn We EF 
量 ; 水 份 和 其 他 性 质 的 各 秆 程度 的 更 替 时 期 相 比 较 ,就 有 可 能 来 确 
定植 物 发 育 和 土壤 相互 制 狗 的 规律 性 ， 

应 蔷 指 出 ,只 有 用 植物 生活 的 周期 现象 和 其 他 自然 周期 现象 
相 比 较 的 方法 才 可 能 找 出 它们 之 问 的 联系 和 确定 控制 这 些 现 象 的 
规律 。 

st 二 .观察 的 进行 

植物 某 一 物候 周期 的 求 临 是 制 狗 共 发生 在 植物 体内 部 的 过 
程 : 在 不 同 的 发 育 阶 段 , 植物 对 外 界 环境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植物 不 通过 一 个 阶段 , 后 面 阶段 的 来 临 就 可 能 延迟 或 者 完 
全 不 能 出 现 ， 物 候 周 期 在 形态 上 的 具体 表现 是 植物 某 一 器 官 ( 芽 、 
PY AER) 的 出 现 ; 它 在 一 方面 是 和 植物 内 部 变化 有 紧密 的 联系 ， 
另 一 方面 和 处 界 条 件 的 粽 合体 也 有 联系 。 了 世 李 森 科 很 强调 这 

hy MEBs “发 育 的 植物 对 外 办 环境 条 件 所 提出 的 要 求 是 有 变换 
的 ;这 种 变换 贡 明 一 年 生 的 种 子 植物 , 由 种 子 萌 发 到 新 种 子 成 熟 的 

发 育 花 不 是 单一 类 型 的 ， 也 不 是 局 一 性 质 的 。 植物 的 发 至 是 由 个 

别 早 上 不 同 的 发 育 阶 段 所 组 成 的 。 为 了 通过 不 同 的 植物 发 育 阶 

Ee, BRB AAR AE (不 同 营养 .光照 .温度 等 )。 阶段 就 是 

楠 物 发 青 中 的 一 定 的 和 必需 的 步 且 。 在 阶段 的 基础 上 才 发 生 植物 
所 有 的 个 别 形 状 (植物 器 官 和 性 状 ) 的 发 育 。 只 有 在 一 定 的 阶段 之 
于 才 可 能 发 生 某 种 器 官 和 特征 。 在 某 一 阶段 基础 上 , 才 可 能 形成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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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器 宫 和 性 状 , 但 远 非 在 雯 植物 上 , 为 我 们 所 知道 的 ,全 部 的 器 

官 和 性 状 (19486, #4 26, 27 页 )”。 rhe 
AAR Be Et AE i RE BE 

不 一 定 与 植物 进入 某 一 阶段 有 联系 。 器 官 的 发 育 可 能 起 源 藉以 前 
的 发 至 阶段 的 基础 上 ,而 进入 新 的 周期 不 总 是 都 能 立刻 在 形态 的 
变化 中 显示 出 来 。 工 下 李 森 科 说 “因此 , 我 们 对 阶段 发 育 的 理解 
不 是 植物 不 同 的 器 官 和 不 同 的 部 分 如 , 叶 、 董 等 的 形成 (发 言 ) 的 本 
身 , 而 是 植物 发 育 中 (起 源 认 鞋 的 生长 点 ) 某 一 环节 和 某 一 质变 的 

转折 点 。 缺 少 这 种 步 县 就 不 能 有 更 进一步 的 正常 发 育 。 这 种 正常 

发 育 的 途径 是 通过 不 同 器 官 , 特征 的 形成 而 到 千 实 。 在 这 种 质变 
的 基础 上 (更 正确 的 说 ,是 由 从 这 种 质变 )， 即 在 阶段 发 育 的 基础 
上 ,发 育 着 植物 的 各 部 分 和 器 官 ,植物 的 特性 及 特征 。 其 中 有 些 只 
要 通过 任何 一 个 发 育 阶 段 ,而 其 它 的 则 要 通过 几 个 发 言 阶段 ,甚至 

TAHT A Be” (19486, 第 27,28 页 )。 
这 样 显明 表现 的 发 育 阶 段 区 分 出 来 的 计 有 二 个 : CRE 

段 ;(2) 光 照 阶 段 , 植 物 不 通过 其 中 头 一 阶段 就 不 能 进入 第 二 阶段 ， 
也 就 不 可 能 顺利 地 完成 整个 发 育 周期 。 众所周知 的 ; 第 一 阶段 是 
在 植物 生长 的 早期 需要 一 定 的 环境 条 件 的 综合 体 〈 气 温 ̀ 湿 度 ̀  空 、 
气 ) 有 关 ; 缺 少 这 样 的 综合 条 件 ,植物 进一步 发 育 便 发 生 贪 差 ; 不 
能 结实 兹 且 不 能 正常 地 发 育 。 对 冬 性 谷类 作物 来 说 ) 这 二 阶段 是 
和 在 一 定 的 土壤 湿度 条 件 下 的 低温 有 关 。 光 照 阶 段 就 需要 一 定 的 
光照 (在 通过 春 化 阶段 后 )。 光 照 阶 段 是 和 植物 对 长 日 照 与 短 目 昭 
的 需要 有 关 “ 通 过 春 化 阶段 的 植物 ,在 适当 的 外 界 条 件 和 综合 总 体 的 
影响 下 ,进入 了 不 断 的 光照 或 长 日 光照 , 植物 便 发 生变 化 ; 这 种 变 
化 在 生长 过 程 中 双 传 甫 答 所 形成 的 和 胞 ， 这 种 传 折 是 和 春 化 阶段 
质变 的 传 珀 相同 "(T. 工 李 森 科 ,19486, 第 40 页 )。 一 个 发 至 阶段 
不 能 代替 另 一 个 发 育 阶 息 。 在 植物 体 中 所 发 生 的 某 --- 阶 段 的 变化 
是 不 可 斤 转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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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 作物 的 阶段 发 育 研究 得 很 多 ,而 大 多 数 的 植物 ,特别 野生 

植物 , 条 有 待 论 我 们 研究 。 

在 研究 植物 发 育 的 环节 时 测定 温度 的 情况 以 及 土壤 永 份 的 情 

驶 是 研究 的 必要 条 件 。 

记载 和 植物 的 发 育 过 程 相 关 的 形态 改变 时 , 一 般 地 分 为 五 

Ay ty FEV. 营养 期 、 花 鞋 期 〈3amBeraHre，6yTraHHsarHE) 、 开 花 

期 、 和 结实 期 、 死 亡 期 。 我 们 的 意见 , 物 人 收 观察 应 以 这 五 个 周期 作为 

基础 ,但 是 还 必须 加 一 个 第 六 周期 ,所 谓 相 对 体 眼 期 。 上 述 的 各 个 

周期 都 可 以 更 分 为 更 组 小 的 亚 期 。 

(一 ) 物候 周期 的 记载 及 表格 形式 

在 描述 上 面 所 列举 的 物 收 周 期 时 , 准确 性 及 时 序 性 是 检 疡 重 

要 的 。 为 了 达到 这 目的 扰 需 根据 一 定形 式 千 制 的 表格 北 且 擎 担 标 

衣物 候 周 期 的 方法 。 物 候 周 期 的 标记 应 以 方便 而 不 肾 准 的 符号 为 

主 。 个 别 物 候 周期 的 标记 的 方法 可 分 为 三 类 :有 用 字母 的 ,有 用 符 

号 的 驴 及 用 数字 的 。 

按照 A. IL 谢 尼 柯 夫 《1928) Ham, 每 一 物候 周期 用 名 字 

的 头 一 字 为 标记 : 

B 一 一 营养 期 (Bereranua); 

3 — fi a3) (Sanpetanne); 

开 一 一 开花 期 《HegeraHEe) ; 
Ii—— ¢$3c Hj (IIxoroHOITeHHe6); 

O— FEC (Ormmpanne) , 

按照 KE. B. hrniii®} 〈yIagpeEEo， 地 植物 研究 的 简明 指南 

1952) 的 建议 , 每 一 个 物候 周期 也 用 字母 来 标记 ,而 亚 期 用 数字 。 
IE 一 一 实生 熙 (由 种 子 或 果实 长 出 来 的 )。 

P— Fh (HAR be, BEE SI ATO). 

BEI 一 一 直到 花序 显现 之 前 的 营养 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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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6 Fan phew, 

下 一 一 开花 期 ( 刚 开 花 I， 完 全 开花 I, EVA Ml). 

HI 一 一 辕 实 期 (不 成 熟 果 实 I, Be FA HR SETI, FR SE HR 

% Is). 
TI 一 一 开花 一 和 结实 期 ( 当 部 分 的 苗 连 秆 地 开花 一 II;ITID， 

HIs)。 

0I 一 一 果实 腹 落 。 

0 了 PP 一 一 果实 胸 落 之 后 抽出 新 昔 。 
0ITM 一 一 地 上 部 分 死亡 。 
划一 一 地 上 昔 死 亡 (干枯 )。 

B. B. pila armen FES (1925): 

一 营养 期 ,植物 在 抽 条 时 期 或 开始 董 的 伸展 时 期 。 
\ FROIN JRA CIE, ES ERD, 

>) ti Eines. 

OQ 植物 完 全 开花 。 

@ PEkAZNHMD. 

C HiME. 

+ FR TE VAR PR AR 
* FP RBS, 

i. DP. 谢 列 布 烈 亚 柯 夫 (1949) BELL PASS: 
coe. 芽 饼 的 原 基 的 形成 。 
-一 一- ek HS JERE YD TE Be, 
renee 花序 和 花 的 原 基 的 形成 。 
世 PRE 

Lo RF. 

YW oTAGE IF HE. 
Hi. FF 46H (Turow, 1913), E. B. He He Air (Titnepbepe, 

1923—1924) 和 A. A. 格 罗 斯 格 姆 (ITpoccreii， 1929) Awe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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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MN. A. 格 罗斯 格 姆 将 定 物 发 育 的 整个 循环 所 表现 的 5 个 周期 用 
五 个 数字 来 标记 

1 一 营养 期 。 
2 一 花 昔 期 (Byronnsanust) , 

3 一 开花 期 。 
4 一 结实 期 。 
5 一 死亡 期 。 
除了 上 面 所 钱 迹 的 。 5 个 周期 之 外 ,所 增补 的 相对 体 眼 期 ,我 

个 用 6 字 来 代表 。 | 
每 一 个 周期 再 划分 为 若干 更 小 的 亚 期 。 在 表格 中 记载 时 , Ze 

未 周期 的 数字 刀 在 前 面 ,而 落 列 在 后 面 的 数字 则 标记 亚 期 的 〈E. 
B. 施 弗 费 尔 斯 1923 一 1924)。 Bilan, “2,1”, 以 乔木 植物 来 疝 ， 它 
就 帮 示 植物 正在 “ 花 苗 期 "的 “花芽 膨 朋 亚 期 ”; 或 者 “3, 2”, 以 同 一 
类 植物 来 说 ,是 表明 植物 在 “开花 期 "的 “ 普 逼 开花 亚 期 ”等 (参看 
#2), 

Ait TE ESPEN PH RE IHS, TER Et 
也 网 到 类 似 的 情况 。 FEMAIL, BER Ay a ae Ce 

- 让, 按 序列 放 在 较 早 出 现 的 周期 的 后 面 , 例如 ,对 划一 种 多 年 生 的 
草本 植物 所 记 的 数字 是 “3，3 〈4, 1)”， 这 就 表示 植 物 是 处 在 “ 开 
FEI” HS" FTE VE BEY Hs, 而 同时 又 处 在 “和 结实 期 > 的 “开始 千 
亦 亚 期 "中 .( 表 人 。 数 字 系 舟 的 标记 可 以 应 用 在 乔木 、 灌 木 或 草本 
檀 物 的 二 体 (关於 这 方面 后 面 详 站 的 谈 ) 上 和 个 别 的 植株 上 。 应 用 
数字 系统 标记 的 材料 易 认 整理 和 上 比较 。 
”在 每 一 个 别 情况 下 ,观察 者 应 该 探 用 对 完成 任务 最 方便 的 标 
刀 系 纺 ， 在 详 租 地 研究 芽 , 叶 的 形成 , 花 和 花序 原 基 的 形成 时 最 好 
探 用 UL. 工 和 铬 烈 布 烈 亚 柯 夫 的 符号 。 当 记载 不 同 植物 种 类 的 发 
育 期 时 可 以 广泛 地 探 用 B. B. 阿 烈 兴 的 符号 。 在 地 植物 的 描述 中 
应 该 探 用 A. TL. 谢 尼 柯 夫 和 EL B. HAM PLATA RAT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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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在 研究 王 落 时 探 用 了 B. 施 弗 费 尔 斯 ; A. A. eSB 

和 我 们 所 建议 的 数字 标记 法 也 是 很 常见 的 。 

在 观察 之 前 应 该 准备 好 记载 用 的 ( 画 的 或 印 的 ) 雪 格 -。 在 开始 

记载 物候 之 前 必须 记载 该 地 点 的 生境 材料 , ERK 

MRI, 拟定 的 观察 对 象 或 点 《田间 、 种 确 声 、 森 林 < 草 名) 应 

Bias, 每 一 表格 首先 卉 写 点 或 对 象 的 号 数 ， 然 后 卉 每 观察 的 日 

期 。 在 表 中 “种 名 "一 行 应 卉 上 我 个 在 这 一 点 所 要 观察 的 全 部 种 的 

AER. FEMA RIAA” PoE, FESS Ber Fit, FETE 

Sh 9 BES BS DL _L Br a RS JES | 

在 表 的 下 端 是 用 求 记 载 本 日 所 观察 的 其 它 事 项 : PRE 

水 分 的 土 样 ( 士 壤 盒 的 号 数 ) ,测量 地 下 水 的 深度 (分 析 用 的 水 样 的 

号 数 ); 测 定 气温 .十 壤 温 度 、. 和 其 它 因 素 。 

在 附 直 中 应 该 指出 观察 者 所 注意 到 的 特点 :如 树木 的 病害 , 较 

其 它 观 察 地 点 早 开花 ,植物 的 死亡 以 及 与 苏 近 地 点 比较 的 其 宅 特 

对 木 本 植被 观察 的 记载 建议 用 下 列 格 式 的 表格 ,如 表 十 。 

Fe 3 

th th M: 4 地 理 点 : WSR be TR 

地 块 大 小 : 100 7 HA BA: 1955, 5, 3, 

物 fi 周 
种 名 

1 2 | 3 | 4) = Pee Sg 

Betula pubescens 2.2 | | : 

测定 土壤 水 份 的 十 样 : 0 一 5 JF +: ME 55, 64, 84; 5 一 10 R-E EG 75, 
86, 98; 10 一 20 F+W Ar 89, 100, 105。 地 下 水 深度 1.5 公 尺 。 水 样 : 70.8 
温 12"C。 

附 广 :天 气 队 , 风 微 弱 。 树 木 的 发 育 比 阵 近 地 块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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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形式 也 可 以 用 另 一 种 的 形式 。 例如 A. T. RHA 
(LozoBad) 和 JI. B. AAR Raw (Jleournes) 〈 座 谈 会 中 的 报导 ) 

裔 为 多 年 的 物候 观察 的 记载 , 在 表格 中 应 列 人 所 有 在 研究 之 例 的 
物候 周期 ; 蓄 按 年 代行 灵 记 截 每 一 个 物候 来 临 的 日 期 。 这 样 记 载 
就 能 够 迅速 地 总 千 多 年 的 瞪 料 。 这 样 的 表格 适用 讼 乔木 和 涪 木 ， 
表格 的 格式 如 表 2, 

地 wi MM: 地 理 点 : 

地 块 天 小 : 

a .#..'B 其 

1953 年 “| 195447 | 195547 | 195643 
ym tk ih 期 

I, 营养 期 

。 树 液 流动 的 开始 

. SFA 

- IP SFAER 

. Set ah 
~ Aish sy 

. Fee 

Il. 463733 

1. 4€3F PIR 

。 花 芽 的 开张 

. ACSF REE HIER 
Ill. 开花 期 

。 第 一 条 花 的 开放 

- AE MEE HTP ik 

。 个 别 的 花 凋 落 

。 花 普通 凋落 
。 FEWIKET 

ant tk WwW Nw & 

ce bw 

a fF WN & 

_———- 

1) 让 种 故 格 也 适用 办 小 灌木 的 物候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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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oO gy 
周 人 

wei at 19534 | 19544 | 19554 | 19564 

IV. 3500 | 
.个 别 的 花 粘 实 
SEE 
RRR SCA 
.大 量 的 成 熟 果实 
， 果实 开始 下 落 
.全 部 果实 下 落 

V. 营养 期 精 束 
. 叶 开 始 变色 
. 叶 的 秋色 
: 落叶 开始 
。 大量 的 落叶 
- AKT 

VI. FAA RIE 

ab ar 
. SALA 
| Bilton BURR AMOSEe- 
， 出现 冻伤 
.个别 部 从 干枯 

ar ond» 吃 oar OS 靖 

ar © NW 情 

Mize: SOA NT ETAT AE 

观察 一 年 生 及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的 表格 可 以 根据 这 

样 的 原 则 ， 靖 以 草本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请 看 下 面 草本 杜 物 一 节 ) 作 

FERMI ae Ht. 

AS lil A GAYA SEH, 在 季节 发 青 中 通过 物 候 周 
期 都 有 其 自己 的 特殊 性 ， 因 此 在 观察 的 开始 时 , 图 须 确定 出 未 本 

及 草本 植物 中 应 该 注意 的 那些 物候 周期 , ZEA AD REP 

在 通过 物候 周期 时 有 何 特 点 ,以 后 在 植物 验 落 中 进行 植物 总 体 观 

察 时 ,才能 看 出 不 同 植物 对 中 各 别 物候 周期 的 相互 相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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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APY AGW EA AC AL : 
(=) RAR GEA AER DR) REY 

木 本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 
T 营养 期 ;: 1. 树 液 流动 的 开始 ; 2. 3F OBI: 3. 叶 芽 变 炮 ; 

4. SHOE; 5. 大 部 分 叶 的 偶 展 ; 6. SEARLE, 
TL 46H: 革 2ESE WABI 2. 个 别 花芽 的 开张 ; 3. 花芽 
普 逼 地 开张 。 

TTT 开花 期 : 1. 第 一 巡 花 的 开放 ; 2. EMMI as 3. 个 别 
的 花 凋 落 ; 4. 花 普 通 地 凋落 ; 5. 花 期 经 了 。 

TV 千 实 期 : 1. 个 别 的 花 烙 实 ; 2. 普 逼 地 千 实 ; 3. 第 一 个 成 
PSH; 4. 大 量 成 熟 的 果实 ; 5. 果实 开始 下 落 ; 6. Arsh 
实 下 落 。 

V ”营养 期 千 束 : 土 叶 开 始 变色 ; 2 时 的 秋色 ; 3. 落 叶 开 
站 ; 4. 大 量 的 落叶 ; 5. 叶 落 光 了 。 

VI 相对 体 限期 ): 1. 吐 的 有 摆 ; 2. 芽 是 否 生 长 ; 3. 植物 个 

别 部 分 死亡 ; 4. 出 现 冻 伤 ; 5. 个 别 部 分 干枯 。 
营养 期 ， 头 一 涌 液 计 出 现 的 日 期 便 算是 液 计 流动 的 开始 。 事 

Se FAR ILS EL EN LIL, 孔 必 须 朝 南 向 , 位 车 
等 基 人 的 胸 高 , 欠 后 用 粘土 或 塑性 物质 填塞 。 在 开始 观察 时 , 将 粘 
I, 观察 后 再 仔 移 地 封 起 。 随 着 芽 的 开放 流出 的 液 计 就 不 明 
显 。 

1) 我 们 把 个 灌木 和 小 个 河 木 的 物候 观察 与 乔木 合 在 一 起 。 
2) 有 些 作者 称 花芽 的 开张 期 为 BanuperaHre2 而 有 些 作 者 特 这 术语 理解 为 第 一 某 
花 的 开放 ， 即 开花 期 开始 的 术语 。 为 了 使 这 术 证 不 致 发 生 混 乱 起 见 ， 我 决定 完 
全 不 用 “3anperazre2， 而 用 “Bytonmsanna” ( 花 蓝 期 ) 作为 花芽 开张 期 的 术 
语 。 很 多 作者 辟 成 这 样 的 更 改 。 但 开花 期 的 双 划 分 为 亚 期 。 

3) 相对 的 体 限期 内 的 数字 ,不 是 表示 亚 期 ,而 是 襄 明 植物 成 冬 情况 的 个 别 特点 。 



a SWAYNE IE De ES y s 

Bi By 8 SEA TSE ASE, Te ABO OK A Be Be 

Sp whit, UPSET, 在 有 些 情 况 下 , G07 SE pe 
的 原始 体 在 开始 生 长 后 便 相 当 迅 速 地 形成 苗 ,在 另 一 些 情 驶 下 ,这 

种 芽 长 期 地 没有 生长 。 这 类 芽 称 作 湾 伏 芽 (CISIIag toma) 或 休 . 

WRSF (woKoamaa HOdEa)。 在 流 伏 新. 上， 下面 的 叶 原 基 可 能 转变 为 

SF ie ; co dali J ere nite lee: #8 2. EARP 

谢 列 布 烈 亚 柯 夫 (Cepe0peEoB， 1947, 1952) 将 芽 分 为 三 类 : 1) se 

二 年 的 昔 已 经 完全 形成 , 花 及 花序 的 原始 体 亦 都 形成 ，2) 昔 的 营 

养 部 分 已 经 完全 形成 ,而 花序 的 形成 则 在 第 二 年 的 生长 季 开 始 时 ， 

3) 昔 的 营养 体 只 部 分 的 长 成 , 苗 进一步 的 形成 则 需要 在 第 二 年 的 

生长 季 。 

芽 的 变 缘 是 当 芽 上 所 包 的 芽 鲜 起 始 开张 , 问 外 推移 , 北 显 露出 : 

TRA, MAT DE A BT HG Be it VE op ae Re 

期 , USOT AGS. ASENBEI, SEORIRARRESTE, SEE 
分 散 开 在 顶端 露出 绿色 幼 叶 的 灾 端 。 SUAS BOAR Pic BEB ik EST 

IB FF 

叶 蓄 不 立时 展开 ,而 是 水 渐 地 展开 。 最 初叶 答 得 很 紧 , 后 来 时- 
片 舒 展开 来 。 a AE ee a uss 

IPT A St Fe LSE 
当 大 部 分 的 叶 都 已 经 展开 , 我 们 便 计 255 LOL HE MINH 

Mo TER ICP ABSA UIRAR IEW INE, Tee 
Wiese, RA RE SR, “EAN E448 -b A EE 
ti CAPRA POT SEW”). SE BEAT hi TES A EEA, “ERS 
PE CPA BASE MARL, BT NT 每 年 部 你 地 死去 ; 
死 的 部 分 具有 生殖 器 官 。 根 据 也 . UL. 拉 茨 柯 夫 斯 基 (PaqgoBcEHiy 

1) 莫斯科 附近 森林 的 乔木 及 灌木 , 除了 根 树 〈Tzia) 外 ， 它 亲 的 花 及 花序 的 形成 
都 在 开花 的 前 一 年 。 

ee ee e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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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rtemisia herba alba Assa 的 观察 ，, 更 新 芽 中 的 楷 和 花序 不 

是 很 早 形 成 的 〈 和 根据 作者 在 苏联 科学 院 植 物 研究 所 科学 讨论 会 上 

的 报告 )。 和 根据 A. IT AVERT (Cremenko) 对 Lurotea ceratov- 

des ©. A. M. 的 观察 ， 上 部 的 营养 枝 的 更 新 芽 中 则 具有 花 的 原 基 

(在 生物 学 副 博 十 学 位 论文 答辩 时 提出 前 )。 | ERE RAT, SPE 

术 所 形成 的 更 新 华 是 有 区 别 的 。 而 这 个 央 题 在 康 献 中 车 时 还 没有 

提 到 在 最 近 时 期 内 有 计划 地 研究 什 灌 木 和 小 御 灌木 的 发 至 节律 
和 确定 上 述 特 性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花 芝 期 AE SF RAAT SE, UAE TEP IR, | FES TEDL 

Ai te 4 FF i, BEAT De oy SHE AE ER KAP AE 

ANZE SF AS FF Eo AE SE PST, FEA AE FETE BE TSE HP AE J 

基 的 时 期 在 各 种 植物 上 是 不 相同 的 )。 在 Betula verrucosa, 
Betula pubescens, Corylus avellana, Alnus incana, Alnus 

glutinosa _-AEAE FRAT We EAS AB, Ulmus effusa, Padus 

racemosa Fil Evonymus verrucosus 的 花序 的 形成 是 在 第 2 一 3 

REM AMT LIE ZR, 以 后 便 不 再 发 育 了 。 Quercus pedun- 
culata, Acer platanoide:, Picea excelsa, Pinus stlvestries 则 在 了 

月 上 中 开交 形成 花序 。 在 Quercus 和 Acer 上 花序 的 发 生 是 在 第 
2— 8 片 条 时 形成 之 前 。 作 月 形成 花序 的 有 : Lonicera sxylostewm, 

Sorbus aucuparia, Rhamnus rangwWau。 在 这 些 种 类 中 如 Quve 盖 

cus 和 Acer 人 质 定 在 昔 上 的 花序 分 化 程度 节 不 大 ， 而 在 Lontcera 

A Rhamus 它们 的 花序 是 发 生 在 顶端 二 对 各 叶 的 叶腋 内 , 花序 
成 为 第 二 代 的 苗 。 在 Sorbus sp. 和 Rosa sp. 芽 中 花序 的 形成 是 
在 和 捍 定 和 形成 第 A—6 A A, Tilia cordata 花序 

的 质 定 是 在 昔 的 第 1 一 2 叶片 叶腋 内 , 兹 且 只 有 在 毒 季 芽 张 开 时 才 

开始 ; 虽然 Tilia cordata ESE PARK BY Wi 在 大 月 底 便 已 经 完全 

1) Be . DP. 谢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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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也 就 是 说 比 Lonicera, Prunus 本 和 Kvonymus verr— 

—ucosus 都 早 。 在 更 新 芽 中 具有 未 完全 形成 的 昔 的 形成 体 (cdiop= 

MaHpoBaHHag cdepa) 的 植物 在 乔木 和 灌木 中 人 向 没 有 见 到 。 

开花 期 在 有 些 花 的 花冠 完全 开放 时 是 开花 期 的 开始 。 在 风 

IAC HE By _E (RSP Rta Betula, Alnus, Populus Tomentosa, Corylus,, 

斜 时 树 如 Pinus, Picea) ~ lak iti sy tA Eee A BS 

开花 期 的 开始 。 而 虫 媒 植物 在 有 花粉 和 问 外 推移 时 便 算是 开花 期 开 

始 。 花 序 开花 期 的 开始 则 在 第 一 采花 完全 开放 的 时 想 。 在 Vibu- 

rnum 的 花序 ， 既 应 鼓 注 意 中 央 能 千 实 的 花 也 应 当 注 意 边缘 上 不 

和 结实 的 花 〈 这 种 花 在 园艺 上 是 很 重要 的 ) 。 在 乔木 于 当 大 部 分 的 

花 开 放 时 ， 便 是 花 普 逼 开 放 期 。 大 部 分 的 花冠 枯 干 时 则 为 开花 期 

的 结束 日 期 。 当 夏季 的 下 秆 季 和 秋季 在 有 些 植 物 上 网 到 三 度 开花 . 

的 现象 。 这 些 现象 应 特别 地 注意 而 加 以 记载 。 有 一 柔 列 的 梢 物 是 . 

先 时 开花 的 (例如 : Alnus, Corylus, Amygdalus, Parsica, COero — 

sus, al caprea 等 ) 。 有 些 植物 是 花 叶 同时 开放 的 【例如 :: 

Beiula 和 有 些 salir)， 有 一 部 分 的 植物 是 先 出 叶 后 开花 (例如 = 
Tilia) , 

。 千 实 期 ”果实 的 成 熟 和 开花 期 一 样 ， 楼 照 -证 的 顺序 进行 ， 
在 个 别 花 中 花冠 部 分 地 股 落 就 标 读 着 这 些 花 已 经 千 实 ;所 有 花 的 : 

花冠 完全 凋落 表明 花 普 通 的 结实 。 FR RRR, FEHR 

RR Se CHES» ASR) AUB, BOR ACE ASE SESE Se (PEAR SC) 

WOFASE TS, SHOT I AAT, FSA brah EPA. © 

WIZE RAR SEMI. WITT SCH FA Be BR TE RR Se re es, 

1B, Ae JAS BLK, 
CMR WM ERT AE ART 

AOA), bi SHER _b HOSEA eee (RAS, ACA) 的 日 
MW), FERIA BE LAPP EAR EE: AC BE ( Be- 
iula, Quercus)， 而 另 一些 植 物 则 很 快 (Populus  toment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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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us, Corylus) 。 应 该 注意 这 些 时 期 :秋季 最 初 变色 叶子 觅 落 的 

时 间 , 大 量 地 觅 落 时 期 和 植物 上 叶子 完全 落 光 的 时 期 。 很 多 木 本 植 
物 在 这 时 候 筑 定 了 更 新 芽 的 基础 。 在 落叶 结束 之 后 植物 便 进 入 相 

_ 对 的 休 眼 期 。 
相对 休眠 期 2 ”乔木 和 灌木 的 种 类 可 以 划分 为 二 类 :; a. 在 各 

季 周 期 性 地 公 部 落叶 ，b. 全 年 都 有 时。 在 观察 时 应 该 考虑 这 十 种 
类 型 。 在 冬季 首先 应 观察 芽 ; 这 样 就 必须 注意 芽 的 形态 特征 ,描写 
寿 指 大 小 ,位 置 ,形状 ,颜色 ,保护 冻害 的 特征 ( 芽 鳞 的 生长 和 形状 ， 
是 否 有 毛 , 粘 性 物质 等 ) , 花芽 和 叶 芽 的 区 别 ， 顶 芒 和 侧 芽 的 区 别 ， 
副 芽 和 腋芽 的 区 别 。 应 访 注 意 植 物 冬 季 的 叶子 , 是 活 的 , 干枯 的 ， 
或 者 股 落 的 。 严寒 影响 到 乔木 和 灌木 的 苗 和 攻 死 亡 ; 以 及 冻 裂 
痕 交 形成 。 为 了 确定 不 同 乔木 和 灌木 种 类 的 冬眠 期 的 持续 性 , 从 
秩 季 开始 每 十 天 从 不 同 的 乔木 -灌木 种 类 剪 下 三 个 枝条 , BRE 
A RRS, WEA AMIR PRR BA. 

FEU WA PALE HE AAD PRE A (dn Artemisia) 除 冬 眼 外 ， 
EE — FP ZEA, Ze BS Ze RI EA a FE 
St, SPIRE BEI, i ER AI. TE 
3 — PE Ih} FE DERE BE (OT, SE AR) EL, BREE BOK, BBY 
死亡 ,以 及 植物 上 其 它 特 征 。 

(三 ) 草本 植物 

草本 植物 按 生 活期 的 长 短 区 分 为 一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二 类 。 一 年 
生 植 物 在 一 个 季节 中 完成 了 全 部 生活 史 的 各 个 发 育 环 节 , 也 就 是 

襄 去 年 落 在 土壤 中 的 种 子 , 或 者 由 风 或 动物 带 到 圣 落 中 来 的 种 子 ， 

肥 这 些 种 子 萌发 ,生长 ,形成 花草 ,开花 结实 ,传播 新 种 子 , 到 死亡 。 

所 留 下 的 新 种 子 , 以 后 又 从 这 些 种 子 萌发 重新 开始 植物 的 生活 的 

1) 根据 A. I. HBRBK( BopoHop，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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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 部 循环 。 这 个 循环 的 持续 期 是 不 超过 一 年 。 

多 年 生 植物 则 具有 完全 另 一 种 发 育 过 程 。 它 伽 需要 几 年 来 完 

成 一 个 生活 循环 , 花 且 它 们 在 外 观 上 随 年 龄 有 本 览 上 的 改变 5 OT. 

A. 拉 波 特 蓄 夫 (Padornos,1950a, 19506) 2 Ai Bhed Taye 

龄 特性 的 问题 。 AARTE AE A EE TK KE I TS BS 在 植物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植物 外 表 型 的 改变 是 随 年 龄 而 发 生 的 (参考 植物 地 

落 一 节 )。 对 杰 一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的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应 该 分 别 地 处 

理 ， 

A. 一 年 生 草本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对 一 年 生 的 植物 观察 基本 上 应 用 上 述 的 大 个 周期 和 下 下 的 亚 
期 ， SC 

1. 营养 期 : 1 籽 苗 的 出 现 ; 2) MOT aaTe es 8) RMT 
厘米 计 的 高 度 ) 和 董 上 叶 的 出 现 ; 分 叶 完 全 长 成 。 

2. FESS: 花药 膨胀 ; 2)4E IM: 3) 165 ATER. 3 
3. 开花 期 切 花 蓄 展开 ,起 始 开花 ,第 一 条 花 的 开放 ; 2 完全 

开花 ; 3) AEB, 
4. 竺 实 期 ; 1) SSE BR HE RE EMD 2) (LAF 

在 不 成 熟 的 果实 ; 3) 仅 存在 成 熟 的 果实 ; 4) 起 始 傅 播 种 子 : 9) 在 、 

开花 期 时 种 子 的 散播 ; 6) 在 有 些 果 实 信 未 成 熟 时 种 子 的 傅 播 ; 7) 
仅 存 少 数 成 熟 果实 时 种 子 的 散播 ; 8) 在 植物 死亡 和 完全 村 于 后 种 
子 的 散播 。 

5. 营养 期 千 束 ;1 变色 时 的 出 现 ; 人 植物 休 体 死亡 和 楼 王 。 
6. 相对 休 眼 期 0: LAR, 夏 , 秋 ,和 季 在 土壤 中 都 存在 着 具有 
生活 力 的 种 子 ; 2) 存 在 从 秋季 发 育 的 冬季 营养 器 官 生生 
生 )。 
一 

1) 以 下 的 数字 不 是 代 开 亚 期 ,而 是 植物 越冬 状况 的 不 同 特点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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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 年 生 草本 慎 物 的 物候 周期 

对 多 年 生 植 物 的 观察 应 该 与 对 一 年 生 植 物 的 观察 略 有 不 同 。 
妇 归 我们 的 目的 是 追踪 多 年 生 植 物 生活 的 全 部 发育 循环 ,那么 观 
案 就 有 必要 延 顷 若干 年 , 落 且 涿 步 地 注意 每 年 在 植物 上 所 发 生 的 
人 部 变化 : 众 籽 昔 期 开始 ,后 及 扒 幼 年 植物 ， FUG BORSA EHR 
DANI , 最 后 及 於 具有 种 子 更 新 能 力 的 成 年 植物 。 但 是 这 种 目 
揭 也 可 由 另 一 种 方法 达到 。 在 植物 验 落 中 认 一 年 内 用 同时 观察 的 
方法 研究 。 研 究 同一 种 植物 的 不 同年 龄 的 个 体 。 这 样 便 建 立 了 这 
种 植物 的 各 全 发 育 阶段 的 概念 (参看 植物 玫 落 一 节 )。 

具有 泛 对 种 子 产 生 后 代 能 力 的 多 年 生 植 物 的 发 至 的 开端 是 从 
菠 在 春季 膨 甩 开 始 ,这 个 芽 是 在 前 一 年 生长 季 时 和 货 定 的 ,有 的 更 早 
地 就 贷 定 了 。 观察 的 进行 应 考虑 到 下 烈 的 周期 和 亚 期 :3 

1. 营养 期 : 芽 的 开放 ; 2) 第 一 对 和 第 二 对 叶 的 长 成 ; 3) 更 
新 华 的 筑 定 和 填 的 类 型 (有 的 在 芽 中 形成 艾 年 昔 的 全 部 , 汞 包括 花 
序 ; 有 的 在 芽 中 只 形成 昔 的 营养 部 分 ;有 的 在 休 中 昔 的 营养 部 分 也 
BARA TER); 鸡 双 子叶 植物 坦 座 叶 的 形成 或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分 
(BBRARH A) , 叶 的 起 始 和 形成 ; 5) 鞭 的 生长 (高 度 以 
厘米 计 ) 和 董 的 出 叶 ; 6) SEA MEL; 7) 一 年 内 出 叶 的 次 数 和 每 区 的 
延续 期 。 

2.46: 1) ESE Me: 2) AE AEE We CA TERE HE A AE FH 
时 候 ); 3B)AEASEA LE. 

3. FRAG: 1) AEM IT He, TRIE, REM HE SE OR 
势 ; 2 完 侍 开花 (在 这 一 时 期 开始 千 实 ); 3) 花 谢 (果实 比 花 估 优 

势 ;这 些 果实 可 能 有 部 分 的 成 熟 )。 
4. 结实 期 : 1 果实 形成 期 的 开始 ( 花 丢 胸 落 ); 2) AAR LAH 

1) 芝 些 周期 和 王 期 的 区 从 是 参考 了 H.C. eAeR REM (19266) 和 UL I. 
aM IAG AEE (1947, 1952) 的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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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 同时 也 有 花 ( 开 花期 的 第 二 亚 期 ); 3) TA AR Se -SS 

熟 的 果实 ; 4 约 仅 有 成 熟 果实 ; 5) 开 始 散播 种 子 ; 6) 在 开花 时 种 子 

的 散播 (开花 期 的 第 三 亚 期 ); 7) 有 未 成 熟 的 果实 存在 时 种 子 的 散 

播 (结实 期 的 第 三 亚 期 ); 8) 仅 仅 有 一 些 成 熟 的 果实 时 种 子 的 散播 

《结实 期 的 第 四 亚 期 ); 9) 在 植物 完全 枯 于 之 后 种 子 的 散播 。 

5. 营养 期 的 千 束 : 1) 出 现 叶片 颜色 的 改变 ; 9) 正常 颜色 叶 比 
变色 叶 多 ; 3) 变 色 叶 上 比 正 常 颜色 时 多 ; 4) 叶 还 存在 但 和 洛 全 变色; 

5) 落 叶 ; 6) SEMPRA; 7) 植 物 在 不 同 发 育 周期 不 同 的 个 别 器 官 局 

MIC; 8) 植 物 地 上 部 分 的 枯 闭 ; 9) 地 上 营养 部 分 的 死亡 和 完 公 - 

干枯 。 
6. 体 眼 期 ": 1) FERS. BE. OY. WY th A ASF ARES 2) BP 

ra HbA SF OWE ACES) HO, AK RED Hii SRA 

土壤 表面 的 关系 ; 3) FAP EGARA SB AE, AE 

物质 ) 的 适应 性 ; 4) 划 与 抽 条 的 出 现 和 方向 (水 平 的 上升 的 .稍微 

升 起 的 .直立 的 )。 

营养 期 ">: 营养 期 包含 从 籽 划 一 直到 长 成 的 花 营 开始 出 现 的 
一 段 时 期 。 在 一 年 生 的 植物 中 全 部 发 育 周 期 都 在 一 年 内 完成 ， 而 

在 多 年 生 植 物 则 可 能 延长 到 数 年 ， 在 从 种 子 萌 发 到 成 年 状态 的 发 

育 过 程 中 , 植物 是 有 若 于 的 改变 , 这 些 变化 有 表现 在 形态 上 ， wud 

表现 在 生理 和 生化 性 状 上 的 。 

在 物候 学 的 观察 中 最 容易 注意 的 是 地 上 器 官 的 形态 变化 。 从 

另 一 种 形状 。 这 还 不 是 成 年 的 个 体 。 IT. A. BLURRED 

年 植株 COBCHHIDEDIM BY IHOITecEIHE) (1950a), S)=R RAPER RE 

WARE A Si, Bi EAA EA EK DOS ERA SS “EA 

1) 以 下 的 数字 不 是 亚 期 ,而 是 植物 冬季 状态 的 个 别 特点 。 
2) 这 一 部 份 的 篇 写 是 以 T. A. 拉 波 特 诺 夫 (Paorgop)(1949，1950 a，1950 0) 和 

H. 工 _ 狂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Cepe6prrop)(1947) 的 工作 为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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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闻 的 区 别 仅 仅 表现 在 叶子 生长 和 一 般 体 型 上 。 按 T. A. 拉 波 特 

庄 夫 的 计算 植物 的 幼年 期 可 以 从 几 个 月 长 到 十 年 。 
正如 已 经 指出 的 , SER ARSE RUBE, 在 草本 植物 中 也 见 

到 裸 芽 ,例如 : Fragaria JR. Viola JB. Ajuga FB. Veronica By 

Geum JB. Galiwm 属 、 Campanula JB, Brunella JB. Ranunculus 

JB CR. repens), ABER i EE a a BS, 它们 的 芽 具 

7A BE, 但 在 生物 特性 上 是 裸露 的 , BT te Va TES HE, RES 

在 7 月 - 8 RRIF $e IF WOE ES TORRE Re MT (SENT 
BE, WA SF PGE A). FEES PRA A Se RE 

PY, CPS ES BARS, ROR. 有 具有 这 样 类 型 的 芽 的 
植物 有 Stellaria holostea, Agropyrum caninum, Potentilla erecta, 

Viola canina, Festuca gigantea, Poa nemoralis, Achillea mil— 

lefolium, Centaurea jacea SS, AeeRh iat AA PRS ABS CE 

Ar), FEK— AEA, EPS ES, TE SAE A ae 
VERSIE RA, ORERORRZEA Bromus, Benekeni, Briza media, 

Phleum pratense, Cynosurus cristatus, Daciylis glomerataS$ , 

BBR Oy YA BES Pildgn Carex pilosa, Viola mirabilis, 

Convallaria majalis, Geranium palustre, Lysimachia vulgaris 

a 

当时 形成 后 最 重要 的 一 点 就 是 追寻 叶 在 整个 生长 季 的 发 育 。 

草本 植物 的 特点 是 叶 有 几 度 《2 一 3 次 ) 的 发 育 。 在 有 些 柄 物 上, 夏 

季 时 时 病 不 断 的 生长 ， 冬 季 则 保留 最 后 一 度 发 育 的 叶子 。 叶子 只 
AKRAM WA Carex pilosa, Festuca silvatica 等 , 叶 有 一 

度 发 育 的 植物 有 Festuca gigantea, Agropyrum caninum, Gna- 

phalium silvaticum 等 。 第 二 度 的 时 在 了 7 月 一 8 月 时 开始 发 青 。 

JEG: 这 个 物候 周期 表示 生活 植物 的 生殖 期 开始 ， 在 这 一 
时 期 中 植物 表现 出 开花 和 千 实 的 能 力 。 此 时 植物 营养 生长 的 强度 

Th ALAA Hust it, 此 后 植物 即 进入 生活 的 生殖 期 。 在 更 新 芽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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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ACAR HP — PETE FAIS Jat JE PY BE SE IE SERRATE 

ie. JE MSUEAAA EE AME AIIE HE I ORS 98 eB 
1), PAB CE FRA, “EAA tE ik Ab Ee EE A 

A, 在 这 些 植物 的 芽 中 营养 昔 的 形成 已 经 完成 , 花 AE RTE 
花 。 而 所 有 花蕾 期 较 晚 的 植物 , 在 它们 的 姬 中 区 还 没有 完全 长 

成 。 在 芽 中 花序 形成 得 较 早 的 植物 是 属於 早春 开花 的 种 类 。 没 有 

时 期 形成 的 花序 的 植物 则 属於 夏季 的 或 晚 受 开花 的 种 。 也 有 不 六 

角 这 种 规 例 的 ,有 些 植物 具有 已 经 形成 的 花序 原 基 ,而 开花 则 退 至 

3 KR BK (如 Potentilla erecta, Thalictrum aqutlegifoliwm 

AAR PGE Ey) 7S TEA A EE BE ARE, 18 FE BB 

SUVA MIME AE. EUR ASEM A, BL a 
研究 。 

开花 期 ; 头 一 条 花 开 放 时 可 专 训 为 是 开花 期 的 开始 ;当天 后 

数 以 上 的 花 蓝 开花 时 可 况 为 花 普 遏 的 开放 ; 当 杆 物 只 留 下 唯一 的 

一 条 花 时 则 为 开花 期 的 结束 ， 在 有 些 多 年 生 植物 中 北 不 是 每 年 一 

定 开 花 , 可 能 发 现 间 断 LT. A. 拉 波 特 庄 夫 (Pa0orHoB)1950aj]; 植 

物 的 生存 条 件 您 坏 时 ,这 种 间断 便 您 长 。 在 多 年 的 物候 观察 中 必 

须 注 意 这 些 事实 , 兹 且 必 须 和 气象 、 土壤、 水 文 的 材料 相 比 较 。 多 

年 草本 植物 大 多 数 具 有 每 年 开花 的 本 能 ， 我 们 可 以 将 多 年 本草 未 

植物 区 分 为 三 类 : (1) 一 次 花 植 物 (MoHOFaprIEHE) 一 生 中 只 开 一 次 

花 ; (2) BAGH 〈Oammrofaprms) 在 生活 期 中 开花 和 千 实数 鼠 ， 
(3) BREN Clommkaponk) 开花 结实 很 多 砍 。 这 一 方面 的 观 

察 ,在 研究 植物 在 不 同 环境 条 件 下 的 生活 循环 时 是 有 重大 的 意义 
结实 期 : 子 房 脱 朋 和 花冠 觅 落 应 该 认为 是 千 实 期 开始 的 日 

期 。 果 实 成 就 和 千 实现 象 一 样 不 是 发 生 放 片刻 , 而 是 逐渐 地 5 A 

此 在 同一 株 植 物 上 可 以 同时 发 现 称 色 果 实 和 成 熟 的 果实 中 成 熟 期 

的 开始 日 期 应 该 从 植物 上 个 数 以 上 的 果实 有 了 自然 的 颜色 和 种 子 

或 果实 起 始 大 量 地 肌 离 母体 时 计算 起 ， 在 进行 这 类 观察 时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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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研究 植物 种 子 的 产量 也 极其 重要 。T. A. 拉 波 特 诺 夫 合 详 引 地 论 
j 豚 这 种 方法 (1950a) 。 这 里 仅仅 指出 ,决定 一 个 植株 的 种 子 数 量 ， 
疲 计 算 每 一 个 苗 的 果实 数 和 每 一 果实 中 种 子 数 。 计 算 这 些 数量 得 
出 一 全 植物 的 种 子平 均 产 量 。 在 选择 的 面积 上 用 标签 标 出 个 别 的 

“植株 样本 , 北 且 对 每 一 植株 计算 种 子 的 数量 。 
营养 期 的 千 束 : 当 植 物 千 实 期 千 束 和 果实 胸 落 时 ,植物 便 开 

娩 水 淋 地 王 枯 。 在 一 年 生 植物 上 地 下 和 地 上 器 官 都 完全 死亡 ;而 
泪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上 仅仅 地 上 部 分 干枯 , 而 重新 偶 定 更 新 芽 的 地 
下 部 分 在 冬季 则 全 部 保留 。 干枯 也 不 是 立刻 发 生 的 ， 当 果实 你 未 
ANAM EEL RIF. 起 先 叶 的 色 泽 有 了 改变 ,叶子 变 成 黄色 ， 
红色 和 黑色 , 水 渐 凋 落 , 失去 叶 的 荃 即 行 干枯 ,植物 就 在 这 样 的 状 
PHASE, 

相对 休眠 期 0: 在 冬季 必须 进行 植物 的 形态 的 描写 ,指出 保留 
的 器 官 和 它 的 颜色 , 越 么 萌 和 芽 的 位 置 。 测 定 越 和 器 官 的 水 份 , 雪 
盖 下 发 育 的 有 扰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因 此 在 秋季 从 一 种 植物 取 30—50 
个 样 株 , 量 它们 生活 苗 的 长 度 , 以 后 经 过 同等 的 间隔 时 间 ， 从 雪 底 
下 控 出 这 个 种 的 三 个 生活 苗 重 复 地 量 它们 的 长 度 。 同 时 我 们 也 要 
找 出 越冬 种 类 的 休 眼 持续 期 。 为 了 测定 这 一 点 我 们 应 将 植物 从 地 
上 连 根 控 出 来 , 放 在 有 士 的 箱 中 ,箱子 放 在 露天 下 。 其 中 一 箱 则 移 
置 於 暧 房 (在 不 同 的 日 期 )。 在 那里 观察 它 的 发 育 。 我 们 就 用 这 种 
方法 来 估计 受 冻 期 长 短 的 影响 。 我 们 也 要 研究 同一 种 植物 在 不 同 
的 环境 条 件 下 和 在 不 同 的 植物 生 落 中 的 越 科 性， 

在 草原 上 有 些 营 养 期 很 长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Stipa capillata, 
Stipa sarepiana, Stipa Lessingiana, Stipa ucrainica, Festuca 

ssuleata, Festuca pseudoovina))“ 在 仲夏 最 炎热 的 季节 (CNA 
年 月 一 七 月 上 定 月 和 更 晚 一 些 ) 旦 现 明 显 的 定 体 限期 (roxyroFomD ， 

1) #8 A. 工 . HPA (BopoaoB，1949) 的 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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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当 大 多 数 优势 禾 本 科 ( 除 了 Stipa capillaia 和 Tpcza 之 

外 ) 和 结实 和 枯 王 的 时 期 ”[ 了 E. B. Hr Ai sai} Jlaspenno) 1940, 3 135 

页 ]。 到 秋季 这 些 禾 本 科 的 营养 生长 又 重新 复活 ,而 冬季 重 又 进入 
体 眼 期 。 

在 莹 并 中 有 一 类 短 营 养 期 的 多 年 生 植物 (多 年 生 短 生 植物 ， 

89diexepoHIa) 在 夏季 要 沟 历 一 个 很 明显 的 休眠 期 ,例如 ，Eoa 
bulbosa, Carex physodes, Carex pachystilis 等 。 这 类 多 年 生 植 

ity BE AA ERA ie WEALD, 但 有 一 点 和 一 年 生 植物 不 

fl, 它们 在 夏季 保存 着 地 下 器 官 和 地 上 器 官 (小 鳞 鞋 、 根 董 ) 的 一 部 ， 
分 。 

li. B. mig (JIapaH) 4 #SR1H, Carex physodes 夏季 的 干 

DEERE TI Ja JF AES RL AL WG tbe (Bacraben) My BUR] s SREB EAE 
物 中 仍 保持 着 生机 , 只 有 在 过 份 炎 热 的 不 适宜 时 期 生机 才 停 目 

(UL. B. spa 1950, 第 580 页 )。 在 草原 禾 本 科 生 休眠 期 和 莹 并、 
多 年 生 短 生 植物 的 休 限 期 中 完全 有 必要 对 植物 炎 续 地 观察 :对 和 
的 更 新 芽 ， 它 的 地 下 及 地 上 器 官 等 。 这 些 植 物 的 生活 节律 为 宅 个 
的 生物 -生态 特性 所 制约 ,这 种 生活 节律 应 有 进一步 的 详 稍 研究。 

莞 漠 一 年 生 植物 在 春 末 便 进入 生长 季 的 结束 阶段 ;在 夏季 对 
茶 王 培 中 种 子 的 状态 应 进行 观察 ,而 冬季 则 应 观察 它们 的 营养 体 。 
我 们 还 要 讨论 一 下 分 类 上 的 某 些 类 姑 , 这 些 植物 需要 用 特殊 
方法 来 进行 物候 观察 。 

(四 ) 各 种 分 类 对 的 物候 周期 特征 

A. 下 本 科 的 物 饼 周期 
在 草本 植物 之 中 必须 把 禾 本 科 植 物 分 出 来 , 在 这 一 类 植物 中 

必须 区 分 为 下 列 的 周期 7): 

1) BY A. i. Ba (Pyrenxo, 1950) 的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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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营养 期 : 了 将 苗 的 出 现 〈 在 土壤 表面 露出 头 一 个 顶端 展开 

的 小 叶 ); 2 第 三 个 叶 的 发 展 (由 早先 展开 的 第 二 个 叶 的 叶腋 中 露 

出 第 三 个 呈 的 顶端 ); 3) 分 葵 ( 便 古 的 形成 -从 叶鞘 的 叶腋 出 现 第 

一 个 倒 昔 , 昔 的 顶端 知 成 叶 简 ); 4) 技 节 ( 主 昔 开 始 蔡 的 生长 ,也 就 

是 ,在 主音 基部 中 央 的 攻 原 基 的 节 间 开始 伸 长 , 慈 形成 具有 了 明显 攻 

节 的 空心 棵 )。 

2. FEES: 抽穗 “由 顶 叶 的 叶鞘 中 出 现 FABER SE 

花序 上 部 的 314)。 

3. 开花 期 : 在 穗 的 中 部 或 圆锥 花序 的 上 部 的 个 别 的 额 片 张 

开 , 而 成 熟 的 花粉 宫 出 现在 穗 的 外 面 ,从 花粉 讲 中 散 出 花粉 。 

生 结实 期 : 了 ) 已 熟 期 《在 穗 的 中 部 或 圆 雏 花序 的 上 部 的 颖 果 

达到 正常 成 熟 颖 果 的 长 度 ; 在 这 一 时 期 颖 果 完 全 充满 了 穆 片 间 的 

ZS (GR ,而 颖 果 的 内 部 含有 物 则 为 乳 竺 状态 , 凝 乳 秆 状态 或 者 熟 蛋 白 

奢 的 状态 ); 2) Bee a HS ee CHE a BF Be LE] EE FT ag 

AAR, ABMRIS—E, 容易 用 脚 踏 碎 ); 3) AUR SEA AF 

(URRY , AEE, A MALI ) 
5 死亡 期 : TAC TE APS Ik PEASE. 

P. ACI AS Wee JB] 50 

““ 毒 雪 融化 后 木 隋 很 快 地 出 现 ， 各 种 木 虐 的 发 育 是 不 相同 的 。 

BK iin) Ye Lquisetwm arvense PARR BE 的 

SAA SPATE, EET RAZ J ES , oP ES RET 

rE EF RA ATA Si, SAR FE HH BSE A RRR EE, TE 

Tn FOOTER, 1 TE CAIN, HES RE AK (an Equise- 
tum stlvatecum 的 发 育 )。 第 三 类 (Houisetum ramosissimum) 

春天 长 出 缘 色 如 云 杉 幼 若 状 的 植物 体 , 在 相当 晚期 才 在 植物 体 上 

出 现 绚 子叶 球 ， 

在 物候 观察 中 应 注意 以 下 木 左 发 育 的 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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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quisetum arvense FH EM: , 

1) WRAAWS HERMAN; 2) 70a: 3) HF 

Ba HSH ERAVSE Ts 4) REBAR KD HR; 5) 

植物 完全 发 育 ; SO). 

6) EHquisetum silvaticum 型 的 物候 周期 : 

1) HRA ASHER A IE: 2) 孢 子 散播 ; 3) 蔡 上 出 
FLERE RIAL; 4) REN SEA IB RK: 5) 苗 的 死亡 。 

B) Equisetum ramosissimum Fane eM: 

1) RE BAZ a KIT PRBS BL; 2) FE S-PPSRAUBEAE; 3) 

FEA AGE (SEIN EE IAS, AFB 

FPF th RS PETS TA): 4) AE 

B. PRENSA A 

我 们 这 里 所 提出 未 的 物候 周期 ， RLM (水 志 胡 各 
Polypodiaceae)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 大 家 都 知道 ， 蕨 类 发 育 是 通过 
二 个 世代 (有 性 世代 和 和 扰 性 世代 ) 的 交替。 我 们 只 讨论 宅 的 乱 性 世 : 
代 。 在 茧 类 的 无 性 世代 邦子 吉成 为 有 柄 的 0 子囊 圭一- ES, 
生 在 叶 的 下 表面 , 叶 版 和 叶 和 缘 之 问 , 很 少 生 在 叶 缘 , 复 盖 的 或 者 裸 
露 的 ?。 套 类 植物 只 有 在 为 数 不 多 的 属 中 绚 子 叶 和 营养 叶 有 区 别 。 
大 多 数 蕨 类 植物 在 这 二 者 之 问 是 没有 什么 区 别 的 。. 幼 叶 (Bais) 
HARB — EB , 它 的 伸展 是 非常 绥 慢 的 。 

蕨 类 植物 有 下 烈 的 发 育 周期 ; 
1 时 的 出 现 ; 2) 完 全 张 开 ( 蜗 乱 叶 子 的 伸展 ); 8) Ae BROLIN 

PF Pei HA THE: 4) HOA LEASE PA PE 
面 变 褐 色 或 变 黄色 ， 当 的 动 叶子 时 孢子 便 散 落 ); 5) 死 亡 期 (营养 
BAKE). 2 

1) (RARE BAR KA AKT ae FA HE LE. 
2) 仅 在 放大 镜 下 ,才能 看 的 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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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植物 竹 落 

进行 值 物 答 落 的 观察 首先 应 该 得 出 一 个 植物 硬 落 全 部 成 员 的 
GAS) BAHT, 薄 指 出 季 相 时 间 上 的 更 替 , 这 种 更 替 在 苏联 
不 同 的 带 和 不 同 的 植被 类 型 中 都 具有 自己 的 特色 ; 其 次 必须 指出 
植物 委 落 内 部 在 任何 一 个 物候 周期 的 种 类 的 个 体 数 量 和 同一 种 类 
在 其 它 物 候 周期 的 个 体 数 量 间 的 相互 关系 , 也 需 指 出 不 同 种 类 的 
各 个 物 外 周 期 的 相互 关系 。 

正如 前 面 已 经 提 到 的 ,在 进行 植物 替 落 物候 观察 之 前 ,应 该 详 
MALIA: MYR, FEMME, RM 
APH. HAIL RA Ha, Ue ae RS A, BE PK EE 
和 周转 的 植被 。 观察 应 该 在 划分 出 来 的 样 地 上 进行 ， 样 地 上 植被 
的 种 类 得 成 一 致 ， 萌 能 足够 代表 植物 对 落 的 特点 。 样 地 的 大 小 最 
好 依 地 点 来 决定 ,应 从 属 评 地 点 的 地 形 ,植物 短 装 所 估 面 积 的 大 
小 , 查 成 涯 六 的 层 片 ,植被 的 复杂 性 和 其 他 条 件 。 

我 们 建议 样 地 面积 如 下 :草本 震 落 不 超过 4 平方 米 , 森 林 则 不 
超过 100 平方 米 。 另 一 些 研究 者 对 认 样 地 的 大 小 , 则 各 有 不 同 的 
Fe, Plan A. Tl. 谢 尼 柯 夫 (IIeHaagoB) (PERAK) BHI 
本 二 落 不 小 於 100 BFK, MIRA ARH BE 地 HAS AHS 500 平方 
Hk, PUP RB PER ERR: i, PUP TEP BL thi 
TERT PE RE (— AGA D HS 10 个 ) Lr T GA HRA 
全 部 特有 的 种 类 ;第 二 ,生长 在 该 样 地 之 内 的 任何 植物 都 可 以 观察 
到 ;最 后 , 第 三 , 可 以 计算 出 一 个 种 同时 处 在 不 同 的 物候 周期 中 的 
企 体 间 数量 的 关系 。 
下 4 选 好 的 样 地 上 应 该 条 上 标 苇 ,在 其 中 的 一 个 标 革 上面 应 写 出 
HIBS, 在 多 年 观察 时 样 地 是 不 应 该 移动 的 , 研究 大 面积 的 
森林 、 草 名、 草原 . 莞 漠 时 每 公 鞠 所 做 填 的 样 地 不 应 少 论 十 个 。 
;在 进行 土壤 水 分 ,以 及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和 化 学 成 分 的 变化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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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EE FL ANSE HCY ERE LEST I EL ES JP PER TAB 
BGS 5K, FS RK AHI EF, HL EK HY BE AD 
的 生活 状态 ,都 必须 和 样 地 所 在 地 区 相同 。 

在 记载 物候 周期 的 同时 必须 探 集 不 同 物 候 RAR, WE BL 

将 芽 、 和 花蕾 、 花 和 果实 都 用 酒精 泡 起 来。 这 样 便 有 可 能 在 冬季 ,在 
整理 工作 时 对 孝 所 全 究 的 植物 作 详细 的 了 解 。 欣 集 标 本 不 应 在 划 
分 出 来 的 物候 观察 样 地 上 进行 ,而 是 在 它 的 陵 近 选择 同一 种 类 的 
个 体 , 这 秘 个 体 在 生活 力 方面 及 物候 周期 方面 都 和 所 观察 样 地 上 
的 个 体 相同 。 

在 对 落 中 不 仅 需 要 考虑 到 不 同 种 类 的 不 同 的 发 育 情 况 , 也 需 
要 考虑 同一 种 类 的 不 同年 龄 个 体 的 不 同 发 育 情 况 。 在 任何 森林 中 

记 成 年 树木 的 林 冠 下 面 都 见 到 年 幼 的 个 体 , 树木 的 将 昔 和 下 森 有 
一 年 生 的 、 二 年 生 的 、 三 年 生 的 以 及 多 年生 的 。 迎 昔 和 下 未 可 能 是 
SSS DRE HT BE, 也 可 能 是 属於 另 一 些 种 类 ,而 这 些 种 类 荡 不 
BSP BURR RAIS ALD, SRR ARTE RS IE PEE 
有 更 新 的 能 力 。T. ©. BBR (Moposos) 说 “下 木 是 年 青 一 代 
的 森林 ，, 将 来 蔡 代 老 的 一 代 ”(1926, 第 29 页 )。 

对 所 有 这 些 年 龄 汪 : HEE PARE (一 年 生 的 ̀ 二 年 生 的 、 三 

年 生 的 和 多 年 生 的 ) 和 有 繁殖 能 力 的 成 年 树木 至 ,都 应 访 进 行 特 殊 
的 物候 观察 ;因此 ,在 描述 林地 时 ， 首先 需要 说 明 所 有 这 些 年 龄 列 

| 揭 存 在 与 否 , 然 后 开始 观察 。 

ee ae ee 
Ay 4s NIBH, AZ 3 。 

RE Hii BS §— 2p fh SE BEN SG RANE. UE AY Fs 
格 是 按 表 和 4 的 形式 。 在 观察 下 木 时 , 每 一 年 龄 二 都 应 分 别 地 处 理 。 
表 5 就 是 为 了 在 森林 便 落 中 用 认 下 木 的 (一 年 生 ̀ 二 年 生 ̀ 三 
五 年 生 、 五 年 一 十 年 生 和 更 大 的 ) 特 区 表格。 观察 蕊 年 的 树 未 豚 
灌木 的 物候 周期 则 按 表 2 的 格式 。 在 进一步 对 这 些 观察 作 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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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3 

地 A Me: 地 理 点 ; 

_ 

323。 下 木 , 全 样 方 的 总 数 : | 

a) 一 年 生 | | 

_ 6) 二 年 生 | | Ry 

B) 三 年 一 五 年 生 

T) 五 年 一 十 年 生 | 

3. 后 成 年 的 植物 (年 龄 由 FI) 

全 样 方 的 总 数 

4. (RAPA ,全 样 方 的 总 数 : 

中 a) 营养 的 个 体 

. 籽 苗 ,1 平方 米内 总 数 | Cees 8 

| 

6) 有 精 实 能 力 的 个 体 

时 ;可 能 揭露 出 同 种 的 不 同年 龄 和 同年 龄 不 同 种类 在 发 育 上 的 差 
别 。 在 表 中 欠 每 一 观察 日 一 行 中 正 对 物候 周期 的 标记 处 , 按 需 要 
生 下 在 某 一 周期 的 个 体 数 量 和 个 体 总 数 的 百分比 数字 ,或 者 记 下 
象征 某 种 性 状 存在 的 符号 ,或 者 记 下 相应 的 文字 ;例如 : 在 “营养 期 
待 东 ”周期 的 “ 叶 的 颜色 "一 - 栏 相对 处 记 下 ,黄色 ”“ 红 色 ”“ 杂 色 ?” 
等 。 

籽 昔 及 下 木 的 个 体高 度 是 以 厘米 计 , 而 成 年 个 体高 度 则 以 米 
Bhs 籽 划 和 下 本 用 划分 到 厘米 的 标杆 或 标准 米 特 尺 来 量 。 标 查 或 
米 特 尽 的 一 端 靠 近 基部 或 少许 离开 根 杆 一 点 〈 如 果 在 植物 下 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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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4” 
地 i MS: 地 理 点 : 

SHIRT: . 
ES Ae ce . 
ASR: la 
种 名 : 

年 龄 重 一 籽 苗 : 

营 7 期 

在 一 个 平方 米内 的 幼苗 总 数 
BaD tat ay he 

eee nt 
ASMA HEC RH FH) 
顶 芽 的 形成 2) 
Nic SF BYTE » 
ETF FETCH Bl 苗 的 形成 

Bt? 2H RRA 

MA KR 

秋季 叶 发 生变 色 2? 
闫 色 pa 

相对 休 眼 期 

MISE: 静 明 幼苗 发 育 所 有 的 特性 。 

1) 0. HW. RARE (Kapaa) #235 PERE TIE. 
2) 在 物候 周期 一 行 中 有 福 2) er a A os PU RT We 

可 能 条 件 下 计算 在 每 一 周期 的 个 体 的 确实 数 是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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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5” 

地 th 地 理 点 : 

shh 

SE ER 

RRA: 

Wo OM: 

45 ie BE — EK (MEK) 

mR RK 期 

年 : 
物 fee 周 期 eT ee 

HAA 

“=z * “期 

全 样 方 内 个 体 总 数 

高 度 ,以 厘米 或 米 计 (由 __ 到 ) 

Faw 

SPAHR? 
Shep iy IF? 

AP MAI. OK (HB) 

:当年 侧 苗 的 长 度 , 悍 米 (由 Fy) 

a) 第 一 圾 创 苗 

营养 期 的 车 束 
* 叶 色 开 始 变化 ? 

-完全 秋色 
my ay Re eR 

时 开始 腕 落 ” 
大 部 分 叶 觅 落 
OP Re? 

' 

in ce et i 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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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e 5” 

地 Bi NM: 地 理 点 : 

sD): 

BRA ER: 

IRAE: 

利 4: 

Aah Ee — FAK (14 i) 

| 

相对 fk a BR i 
Ajay? 
Sent?) 
Sy We 
植物 个 别 部 从 冻伤 9 

ASSES 记载 不 同年 龄 植株 发 育 的 全 部 特点 。 

小 国 。 记 下 最 高 昔 的 高 度 。 成 年 村 未 用 高 度 放 来 测量 。 piste 
TOE HA HS TEL BETES UE, AOU A 
也 应 量 一 量 , 每 藉 都 由 年 昔 的 基部 量 到 芽 顶 。 在 这 种 情况 于 ,观察 
的 枝 应 加 以 标 配 。 最 好 用 布 条 系 住 ,这 是 最 好 的 祭 旭 岂 或 者 在 村 
的 基部 涂 上 白色 油 读 或 石灰 。 
草本 植物 的 复合 体 , 不 论 它 是 否 为 森林 中 的 层 片 或 者 是 犯 立 . 

PARK BERL, WORSE) ,在 研究 时 都 应 考虑 到 它们 的 特点 。 根 据 这 
一 点 我 们 应 当 探 用 在 森林 重 落 研究 中 的 同样 原则 , A EO 

1).C. H. 卡子 季 纳 Kapanquna 登 贿 与 本 形 格 的 制定 工作 。 
2) 在 物候 周期 一 行 中 襄 明 2 的 应 指出 在 每 一 周期 的 个 体 与 个 体 总 是 的 再 分 比 或 从- 

可 能 的 条 件 下 计算 每 一 周期 的 确实 的 个 体 数 量 。] 
3) 由 树冠 的 不 同 部 分 ( 见 光 部 分 及 除 暗 部 分 :上 部 .及 下 部 ) 取 下 若干 一定 数量 的 枝 

进行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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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 每 一 种 所 有 年 龄 的 个 体 。 生 且 在 一 定 王 落 中 的 一 个 种 的 个 
EA, T. A. 拉 波 特 诺 夫 (Pabornos, 19506， 第 466 页 ) 称 之 为 

种 竹 (HoIyaarra)。 对 物候 学 家 来 说 研究 种 天 的 物候 情况 是 有 巨 
大 意义 的 。 
» 9 Te A. 拉 波 特 诺 夫 (Padormos, 19500, 19506) 2 MA ahaa 
了 多 年 生 草本 的 年 龄 问题 。 
.二 我 们 钱 述 一 些 他 对 亦 草 本 植物 各 种 年 龄 的 个 体 答 所 作 的 摘 

LRRD AR PRB 应 理解 为 从 种 子 或 其 它 繁 殖 体 所 发 
生 的 幼年 植物 。 在 生活 的 初期 籽 昔 在 形态 上 是 不 同 南 青年 植物 
(AF, 没有 地 上 器 官 等 )。 在 大 多 数 情 驶 下 ; 发 生 在 当年 营养 季 
区 的 小 昔 都 属 亦 这 一 类 。 春天 出 现 的 籽 昔 称 为 春 昔 ， 秋天 出 现 的 
PLA. 在 籽 苗 生活 中 头 一 年 有 部 分 的 死亡 ; 春草 的 部 分 死 
亡 发 生 於 当年 的 夏季 和 秋季 , 而 秋 昔 的 死亡 则 在 当年 的 冬季 或 者 
下 三 年 的 冬季 . “将 苗 出 现在 种 地 成 分 之 中 ;这 是 种 二 特性 的 重要 
指标 筷 标 莫 着 在 短 落 中 存在 着 对 於 种 子 形成 及 幼苗 的 发 生 的 有 
利 条 件 。 任 何 种 类 的 籽 苗 数量 随 季 节 有 强烈 的 波动 。- 逐年 也 有 相 
当 显著 的 波动 "(T. A. Heke, 1950a, IIT A). 因此 ,在 
进行 观察 时 , 应 特别 地 注意 计算 在 单位 面积 之 内 各 个 种 类 的 幼苗 
数量 及 其 逐渐 死亡 数量 。 第 一 年 观察 时 应 这 样 做 以 后 的 观察 还 
应 当 这 样 做 (了 A. 拉 波 特 诺 夫 ，1950a, 19500)。 

2. 青年 植株 “前 面 已 经 提 到 过 , 这 一 类 的 植株 与 成 年 植株 六 
非 都 是 易 於 区 分 的 。 青 年 植株 在 叶 及 -- 般 体型 上 与 成 年 植株 是 有 
区 别 的 。- 青年 植株 的 发 育 是 很 缓慢 的 ， 植物 可 能 停留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十 年 之 久 , 这 个 时 期 长 短 在 不 同 的 种 类 七 也 不 相同 。 TERE 
成 分 中 不 同年 共 的 青年 植株 的 存在 此 克 昔 的 存在 更 能 完全 地 并 

1) #29 T. A. 拉 波 特 绪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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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REE PN ETRE, LE SEAS PER AR 
PRAY RAAT, GTP HOPE A 
AR, 4A ANT AE AS UE He PCR 
年 植株 的 数量 是 完全 必要 的 。 

3. 牢 成 年 植株 «ACT ED A hE WSR 
SELLA TERI, ITAA Re PEE A A BR 
渡 的 阶段 ,生成 年 阶段 或 者 叫 作成 熟 前 阶段 ”(T. A. 拉 波 特 庄 夫 ， 
1950a, 第 117 页 )。 在 种 二 的 成 分 中 个 成 年 植株 的 存在 关 明 青苗 
植株 向 成 年 植株 转变 的 速度 。 在 更 粗放 地 划分 种 地 的 年 龄 天 时， 
把 生成 年 植株 地 合作 到 成 年 植株 腔 中 是 合理 的 

4. 成 年 植株 “具有 有 性 繁殖 能 力 的 个 体 是 属 基 这 宇 类 其。 租 
是 在 这 一 类 地 中 也 有 不 产生 生殖 器 官 的 , 也 就 是 失去 区 种 能 为 的 
衰老 植株 的 营养 体 。 成 年 植株 的 数量 每 年 刀 乎 是 不 变 的 RAE 
体 雄 的 成 分 可 能 使 得 现存 生殖 个 体 和 营养 个 体 数 量 关 系 于 发生 
变化 : 

为 了 估计 一 个 地 落 中 和 种 浴 中 , 不 同 种 的 不 同年 龄 季 的 看 在 
PRN 6 的 形式 是 最 为 适宜 。 

在 多 年 的 观察 中 计算 由 将 苗 植株 转变 为 青年 植株 的 数量 ; 由 
青年 植株 转变 为 牢 成 年 植株 的 数量 , 以 及 由 守成 年 植株 转变 芳 成 
年 植株 的 数量 是 非常 重要 的 。 为 了 登记 这 类 事实 , 我 们 可 建议 三 
种 表格 ,这 种 表格 是 探 用 下 A. 拉 波 特 哇 夫 (19500) Noe HAMA 
少量 的 修改 ( 表 7)。 

WR A A A OR A ACH 
Vi Me ee ea ee eee 则 需 参考 ae 
拉 波 特 庄 夫 的 论文 (1949, 1950a, 195006), 

在 研究 种 者 之 时 不 应 把 种 翰 和 层 片 的 概念 混淆 起 来 下 让 
拉 波 特 店 夫 是 这 样 把 它们 区 分 开 : 

“L. 种 至 和 层 片 一 样 ,是 在 生物 地 理 替 落 发 育 过 程 中 形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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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i LM: 地 理 点 : 

2。 所 有 样 方 的 青年 植株 的 数量 : 

a) 一 年 生 

6) 二 年 生 

B) 多 年 生 

3. 样 方 内 牛 成 年 植 栋 数 量 

4。 样 方 内 成 年 植株 数量 ; 

a) 营养 式 个 体 

6) 有 类 实 能 力 的 个 体 ?> 

Mise: 记载 种 琴 中 个 别 组 的 全 部 发 育 特 性 。 

1) T. A.， 拉 波 特 计 夫 还 将 衰老 的 植株 划分 出 来 ， 但 是 由 从 这 一 入 负 少 可 以 处 理 的 
特征 ,我 调 不 探 用 他 的 见解 。 

“2. 种 王 是 同一 个 种 的 个 体 所 组 成 的 ,而 个 别 层 片 的 成 分 可 能 
是 一 个 种 也 可 能 是 很 多 种 。 

“3. 层 片 有 一 致 的 生物 学 特性 的 个 体 玛 ,具有 同样 的 生态 境地 
(amma), 种 沽 是 同一 种 的 个 体 的 总 体 ， 这 些 个 体 由 太 年 龄 和 生 

1。- 一 平方 公 尺 内 籽 苗 数量 

Prd ee, ‘ 

1) Spi) (amma) 这 个 概念 是 广泛 地 应 用 在 动物 学 上 ，T. A. RRR 
用 到 植物 学 中 (1950a)。 生态 境地 应 理解 为 在 空间 上 有 一 定 限度 的 生境 部 共 。 
SMEAR ARE LSE Eat ELI ch Ae ME 且 在 生物 地 理 棒 落 的 
发 刘 过 程 中 为 一 定 的 植物 类 票 所 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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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7 

二 地 理 点 : i 
地 起 大 小 : \- ed 

ERE: a a 
土 直 类 型 : 
种 名: 

个 tt & 基 
TO 

1953 年 eT rl ; - seca 

Es: 
sn 

= 
io 
: 
| 

eS hp AM MH wR 称 

a) 转变 为 青年 状态 的 

6) 死亡 的 

2。 者 年 植株 
青年 植株 的 数量 : 

a) 转变 为 全 成 年 状态 的 

6) TRE RAY 

B) 死亡 的 

3。 人 生成 年 的 植 栋 
尘 成 年 植株 的 数量 : 

a) 转变 为 成 年 营养 体 状 态 的 
6) 停留 在 半 成 年 状态 的 “ 

B) 转变 为 青年 状态 的 

T) 无 生长 的 

A) 死亡 的 

4。 成 年 植株 

MARTE FE PATE: 

a) 转变 为 生殖 状态 的 

0) 停留 在 营养 状态 的 

B) 转变 为 侍 成 年 和 少年 状态 的 

T) MERA 

a) 死亡 的 

1. 4 of 

FE HALPS FF Hi BCE : | 

活 状 态 的 不 同 , EAA PED BE APY 所 居住 的 生态 境地 也 
有 区 别 。 但 是 种 的 的 所 有 个 体 有 其 特 具 的 能 力 , 将 来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能 生存 在 同一 的 生态 境地 ,北上 且 成 为 同一 个 层 片 的 组 成 成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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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层 片 的 组 成 中 , 通常 只 有 种 沽 的 一 部 分 或 者 几 个 部 分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同一 种 短 可 以 参加 几 个 层 片 的 组 成 "19506. 第 475 
Meum ./ 

PREM] RE TS, 二 个 层 片 的 , Beas = 7 SE 
Pl He PEL iy EVA BOSS PE HK ES, 革 Bh TE 
一 个 年 龄 部 分 参加 班 一 种 层 片 。 

在 研究 植物 答 落 物候 学 时 还 有 一 个 很 重要 的 因素 PSB. 
这 一 点 就 是 处 在 某 一 种 物候 状况 下 个 体 数 量 的 相互 关系 。 一 般 地 
在 一 个 种 骏 中 同时 存在 着 各 种 物候 周期 的 个 体 , 而 县 它们 的 数量 
在 观察 过 程 的 整个 时 期 中 是 有 变化 的 。 例如 ， 部 分 的 个 体 是 在 营 
养 期 ,部 分 的 个 体 是 在 花 蓄 期 ， 部 分 的 个 体 是 在 开花 期 ;有 数量 不 . 
多 的 个 体 可 能 已 进入 结实 期 。 换 一 句 话 说 , 物候 周期 的 来 临 是 瓦 

“ 相 重 登 的 。 在 以 后 的 时 期 双 有 另 一 种 的 关系 。 在 不 同 的 种 类 上 这 
种 关系 的 表现 也 有 不 同 。 

要 探讨 同一 个 种 的 各 别 物 候 周期 的 相互 关系 , 只 有 了 解 了 在 
某 一 个 物候 周期 时 的 个 体 的 数量 时 才 有 可 能 。 有 二 种 方法 来 确定 
这 一 点 :一 是 以 某 一 种 类 在 某 一 物候 周期 的 个 体 数 与 这 个 种 类 个 
体 总 歼 百 从 比 来 表示 ,一 是 将 该 种 的 人 至 部 不 体 作 为 五 儿 ( 与 多 度 恩 
关 )， 而 数量 关系 则 用 数字 来 表示 , 精确 到 一 个 单位 〈 即 总 数量 的 
1/5)。 如 该 种 的 所 有 个 体 都 在 营养 期 , IS 么 在 表格 中 营养 期 一 行 
则 写 为 50。 如 果 大 部 分 (总 数 的 3/5) 的 个 体 是 在 营养 期 ,而 小 部 
分 (总 数 的 2/5) 是 在 花蕾 期 ,那么 在 表格 中 记载 数量 相互 关系 时 ，。 
营养 期 为 3 , HEM W 2, 数字 总 和 应 等 於 5 。 在 每 一 次 新 观察 
时 周期 的 数量 相互 关系 是 有 变化 的 。 不 同 种 的 周期 数量 相互 关系 

也 是 不 相同 的 。 
.我们 以 在 东 高 加 索 低 地 的 Artemisia-salsola 举 聚 所 卉 写 的 

1) FAST B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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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A AR ( 表 8)。 种 的 描述 是 按 层 的 ， 由 -上层 开始 。 在 

下 一 行 中 写 明 这 个 种 在 植物 奉 落 中 的 多 度 , 北 且 要 在 不 同时 间 的 

每 一 次 观察 中 来 记载 它 的 变化 (特别 是 对 一 年 生 的 种 类 )。 如 果 观 

察 接连 好 几 年 ,这 是 很 显然 的 .更 右边 的 六 行 (物候 周期 ) 中 对 每 一 

植物 名 称 所 记载 的 数字 是 表示 这 个 种 在 一 个 或 几 个 物 收 周期 的 个 

体 数 量 。 数 字 的 本 身 就 确定 了 亚 期 :如 果 在 “开花 期 “这 一 行 数字 

My 1, 这 就 表示 开花 期 的 开始 , 如 果 为 5 就 是 大 片 地 开花 。 BOR TE 

“开花 期 "这 一 行 是 4， 而 在 “结实 期 "这 一 行 是 1, 这 就 表示 开花 已 

开始 减少 以 及 部 分 的 植物 开始 结实 。 这 样 记载 是 很 方便 的 而 且 保 

证 春 料 可 以 比较 。 在 最 后 一 行 应 指明 植物 高 度 , DURKEE. 草本 

植被 的 高 度 在 每 立 观察 时 都 需要 测量 。 而 成 年 的 树木 一 季 只 攻 一 

次 ,而 下 木 每 一 季 中 应 该 量 数 姑 。 在 表格 的 下 面 ,; 和 以 前 的 情 沉 一 

样 ,应 刀 下 补充 观察 的 查 料 以 及 植物 二 落 发 育 的 特点 ,如 果 在 不 同 

Hz 8 

地 HM: 8 地 理 点 : 在 德 热 五 特 北 部 附近 
HK: 10 平方 米 
Bx: Artemisia~-salsola H HH: 1950425 9 258 

土壤 类 型 : DUM PHRRat 

Salsola dendroides cop.2 | 5 I | 30 
I Poa bulbosa cop. 3 4/1 30 

I Bromus japonicus cop. 1 orl 沁 35 

I Allium rubellum cop. 1 2b 2 32 

Il | Artemisia Meyeriana 

#49: Poa bulbosa 开花 

为 了 测定 土壤 中 的 含水 量 所 取 的 土 样 : 0 一 5 层 标 号 62, 64, 83; 5 一 10 层 标 号 
88, 89,90; 10 一 25 层 标号 101, 102, 103; 25—40 层 标 号 205, 206, 207， 地 下 水 的 
YES: 3 HK, Ae: 65, 

Mize: AARAR. SH EHDA Artemisia-salsola 性 府中 Allium ru=- 

bellum (AEE TAM , AEA Allium rubellum 已 在 开花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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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LD BUENA, LORNA, 粗 成 植物 
BERNE IEE Tel A eS UE Be BU WI IK 
Rs th: 

“在 同一 Ariemisia-salsola 堆 聚 中 秋季 的 记载 完全 是 另 一 种 
:样子 《 表 9)。 从 这 个 表 和 表 8 很 明显 地 可 以 见 到 在 一 个 替 落 中 各 

种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相互 关系 在 秋季 和 春季 是 完 公 不同 的 。 Poo 
bulbosa 春季 开花 和 和 车 实 , 秋 季 已 经 死亡 , 仅仅 有 些 部 分 由 攻 秋 季 
的 雨水 又 重新 开始 生长 。Bromwis japonicas 春季 开花 而 秋季 估 
PRINZE), Artemisia meyeriana 春季 营养 生长 后 到 了 秋季 
1 向 开花 ,和 结果，Salsola dendroides 春季 营养 生长 ,秋季 才 和 结实 
缚 由 热 它 的 银白 色 的 果实 形成 美丽 的 季 相 。 所 取 的 测定 土壤 水 分 
:的 土 样 显示 出 土 层 中 的 水 分 在 春季 和 秋季 是 有 差 届 的 。 

顺序 卉 写 的 表格 反映 出 个 别 种 类 及 整个 植物 震 落 的 一 定 的 发 

#9 

i 地 理 点 ; FE RURAC ARE 
WH: 10 平方 米 
者 落 名 称 : Artemisia+salsola 日 期: 1950 年 10 月 20 日 
FRR: DHS wt 

I Salsola dendroides cop. 2 | 3 | 2 102 

II Bromus japonicas cop. 1 5 35 

I Artemisia Meyeriana | cop. 3 3132 65 

III-IV | Poa bulbosa cop. 3 2 3 30—40 

Allium rubellum cop. 1 | 5 一 

#4: Artemisia Meyeriana 在 开花 期 而 Salsola dendroides 在 灶 实 期 。 

为 测定 土 址 含水 量 所 取 的 土 样 : 0 一 5 JP ,标号 34, 35, 36; 5 一 10 RS 48, 49,. 
69; 10—12 fetes 64, 65, 66; 25 一 40 |#4eB 78, 79, 80, Hi FARAH: 3.3 AR. 

水 样 : 74. 
BIE: Allium rubellum 没有 量 ， 只 可 能 在 土壤 中 找到 它 洞 的 急 荃 ; 地 鼠 的 实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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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a. 二 

从 物候 观察 中 可 能 获得 植物 验 落 的 以 下 特性 : 1. 种 类 组 成 ; 

2. 在 种 短 中 存在 着 不 同年 龄 的 个 体 ; 3. 逐年 地 种 生年 龄 变化 的 更 

SF; 4. 同一 植物 种 类 认 不 同 物 侥 周期 时 的 数量 关系 ; 5. 每 一 种 类 

物候 周期 时 的 发 育 期 ; 6. 在 一 年 的 不 同 季节 中 种 类 的 物候 状况 ; 

7. 短 落 的 季 相 和 季 相 在 时 间 上 的 更 替 ; 8. 植物 的 物候 型 。 

在 不 同 生态 条 件 下 观察 植物 的 发 育 是 极其 重要 的 ;在 平原 的 

条 件 下 应 该 在 低地 、 和 斜坡 、 小 丘 的 顶部 进行 观察 ,在 山区 则 应 该 在 

不 同 的 坡 癌 ,在 范 交 旭 应 藤 在 不 同 的 号 污 化 程度 和 不 同和 干旱 程度 

的 土壤 上 进行 观察 ,站 上 且 也 应 亦 在 地 下 水 深度 不 同 的 地 点 进行 观 

察 。 在 森林 中 研究 草本 植被 应 该 在 林 冠 下 面 和 林 中 隙 地 上 进行 

察 。 当 我 们 把 物候 现象 和 其 他 周期 的 自然 现象 ( 士 壤 水 分 的 动态 ， 

地 下 水 的 动态 , 动物 及 昆虫 的 物候 现象 等 ) 作对 比 时 便 有 可 能 关 

明 验 落 生 态 的 特质 和 个 别 种 类 生态 的 特点 。 如 将 若 于 年 的 观察 车 

SR VES He Be AY HE EBA UALR. te HE AS AS RRA 

iN 



SOR: PRERENY eRe 
物候 学 观察 的 次 料 一 般 地 都 集中 在 大 量 的 笔记 和 表格 中 。 为 

了 上 比较 的 方便 ,资料 应 加 以 按 排 整 理 , 使 得 我 们 易 认 于 读 。 材 料 整 
理 的 方法 应 该 符合 讼 观察 者 所 追求 的 目的 。 如 果 观 察 者 的 目的 是 
研究 个 别 植物 的 发 育 节律 ,站 将 这 种 节律 和 其 它 自然 现象 的 节律 
和 植物 生活 过 程 的 节律 相对 比 ,在 这 样 情况 下 就 应 该 编制 综合 曲 
称 图 。 如 果 观 察 的 目的 是 更 深入 地 研究 植物 震 落 发 至 的 节律 , 那 
么 物候 圆 计 是 最 好 的 综合 图 解 (H. 加 姆 斯 1918, A. Tl. 谢 尼 柯 夫 
1928)。 如 果 观 察 的 目的 是 比较 不 同 地 理 带 的 某 种 植物 的 开花 期 
和 和 结实 期 的 日 期 , 亚 就 可 辐 制 这 种 植物 的 花 蓄 期 的 物候 图 
物 收 获 期 的 物候 图 。 物 候 圆 可 以 和 大 气 的 温度 、 降 水 量 、 大 和 气 

度 , 以 及 其 它 气 候 指 标的 分 做 图 相 比 较 。 这 种 比较 就 有 可 和 sien 
出 气候 因子 分 信和 植物 个 别 物候 周期 来 临时 期 的 规律 性 。 

下 面 详细 地 论述 上 面 所 提出 的 每 一 种 方法 。 

Wy be Boe al 

Ba tall Py we Hh SR eal BY AAS LBA Be, PA Mia) 2) 探 用 二 根 直 

PRANZOL , Heh Re A OP , MEM TR Ae 1 toe A SB Be. TT. BY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Cepe0paE0B) 和 T. M. An Bee (Tasos) 1951; 

A. M. 谢 勉 诺 娃 (CexeHoBa)1939]j。 所 得 的 曲 乏 明显 地 关 明 开花 种 

类 的 数量 变化 。 如 果 在 观察 植物 时 ,同时 平行 地 观察 其 它 自然 现 

象 。 把 这 些 因素 的 指标 也 给 在 图 上 ， 就 可 能 加 以 对 比 。 例如 在 同 

二 图 上 把 大 气温 度 和 脸 落 中 的 一 个 种 或 几 个 不 同 的 种 的 开花 个 体 

的 数量 列 在 一 起 ,是 很 有 效 的 对 比 ， 对 土壤 水 分 ,地 下 水 的 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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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物候 观察 的 同时 平行 地 观察 植物 本 身 的 生理 过 程 , 例如 蒸腾 

作用 的 强度 也 可 以 用 类 似 方 法 来 对 比 〈 圆 1)。 这 样 的 综合 图 很 明 

显 地 揭发 出 物候 周期 和 植物 本 身 或 其 它 白 然 现象 中 周期 重复 的 过 

程 的 相互 交 蔡 关系 。 

12 

开花 种 数 

~ a SS: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Vv 7 Vj Yl Wil K 
期 

Fal 2. 在 黄 斯 科 附 近 沿 济 植 物 的 开花 期 曲 各 园 (根据 

开工 .等 列 布 列 亚 柯 天 和 T、M. 加 里 菊 卡 嫩 1951). 
1 一 卡 里 斯 托 夫 斯 基地 方 的 中 营养 沼泽 植物 的 开花 曲 篆 ; 
2 一 巴 拉 斯 兴 斯 基地 方 的 中 营养 沼泽 植物 开花 期 的 曲 统 ; 
3 一 巴 辽 斯 兴 斯 基地 方 的 湖滨 WEE Hl Po FP AE IR 
4 一 个 奇 斯 基地 方 高 沼泽 植物 的 开花 期 曲 综 。 

A. He PLAY BK (Maitropo gon) ( fil] 3) 最 先 制 成 植物 三 落 硼 成 
中 所 有 种 类 的 物候 发 育 总 圆 ,随后 这 样 做 的 有 ADB. 克 留 柯 夫 
(CRpmg0B)〈 图 4). He ana, A. TL 儿 尼 柯 夫 以 及 晚近 的 开工 
AAA MAAN M,C. Hoke (aac) QE RT ESE ay 
WE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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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WAVAUARARALOLOCAeeEeE 
SY IY GU yt Ae 

FOSS IS ovod ALA 
—_———— = ==ttt Proe 4 “We UGG 

| | BAZZAZ Zoat t 
Gi? 22; TE Beas Be 

图 3 Prunus Padus 和 Pinus Ayo emmikegse 由 H. 

IXBAZRCL 工 . UW. 坡 普 拉 斯 卡 娅 1948))] 

1 一 开花 时 期 ; 2 一 半 叶 和 对 呈 开 始 出 叶 时 ; 3 一 关 叶 和 对 叶 完 
全 形成 ; 4 一 半 叶 和 健 叶 的 凋落 ; 5 一 种 子 和 果实 的 成 熟 ; 

6 一 探 集 里 实 及 种 子 时 期。 

BEBEWEs 

ce 
wre 
ws 
再 区 ie 
na 
mat 
a 
ae 

6 月 7A 
5 202500 5118 02590 5 1015 02590 5 0 2025005 
5 8 

EE) Ole Ge 2 Zs So BB oD 
4 AER eRe CARE A. B. TERRI 

Ch 工 . UW. 坡 普 拉 斯 卡 娅 1948) 

Z 一 播种 时 间 ; 2 一 营养 发 育 其 ; S— FRI, 4 一 开花 期 ; 5—FL 
RAIN; 6 一 黄 熟 期 ; ?一 完全 黄 熟 期 8 一 收获 期 。a 一 在 土豆 深 
BE 20 厘米 处 每 日 平均 士 站 温度 ; 6 一 每 日 平均 气 遇 ; oT 

低 气 温 。 



6A Sb Re TE He Pn AES 

Hn REY; sy toe RE ch BE AE BE ZS BAL, 其 中 
每 一 横 条 表示 -一 个 相应 种 的 发 育 ( 圆 5) 。 条 的 长 度 等 去 年 周期 , 袖 
度 是 不 一 样 的 , 它 相 应 的 表示 植物 的 不 同 发 育 周期 ， 体 限期 或 以 
狂 综 表示 (多 年 生 的 植物 ) 或 者 星空 白 ( 一 年 生 植 物 )。 根 据 精 物 发 
育 的 情况 增加 条 的 关 度 ,开花 期 条 最 寅 ,以 后 又 变 窄 。 在 植物 生活 
活动 停顿 的 时 期 则 转变 为 租 综 或 写 断 。 重 县 的 横 条 按 一 年 十 二 个 
月 垂直 地 划分 为 十 二 个 等 分 格 。 互 加 姆 斯 的 物候 贰 由 艾 简 埋 所 
以 -一目了然 。 但 是 其 中 有 严重 的 缺点 , 它 不 够 明显 地 表示 出 个 别 
物候 周期 北上 且 对 每 一 种 植物 也 不 能 关 明 个 别 物候 周期 间 的 联系 。 

B. B. 阿 略 兴 (1938a) 制作 物候 周期 总 图 的 尝试 也 是 很 清楚 
的 。B. B. 阿 略 兴 用 物候 符号 芷 按时 间 鼠 序 的 排列 和 纵 成 Se Cl 
6)， 从 这 个 表 上 便 可 能 剧 断 植物 三 落 中 的 植物 发 至 情况 。 在 圆 表 

Lou WW VV) vi vik X Xt Xi 中 每 一 条 代表 一 种 植物 ;在 条 

NE ize? 上 表示 出 营养 期 和 生殖 期 的 长 
度 。 生 殖 期 是 用 物候 符号 来 记 
i (BS MS RS 
说 明 )。 而 营养 期 是 用 称 条 来 
记载 ,排列 次 序 是 由 左 向 右 。 

A. Tl. 谢 尼 柯 夫 在 1928 年 

所 制 的 物候 谱 是 最 成 功 的 ( 图 
本 史 植物 发 育 的 年 周期 用 横 条 

表示 ,在 横 条 上 划分 为 著 干 块 
或 段 。 每 一 段 上 有 条 件 地 让 载 
物候 周期 ， 物 候 周期 的 段 是 由 

| 左 到 右 , 由 初春 的 物候 期 开始 

Saas DKK USER, FE—BEY 

mS fem-wsemawomem eRe Gate) rachis 
(根据 H. 加 媚 扬 1918) 周期 长 度 。 每 段 可 以 涂 以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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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0% 的 频 度 ，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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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闫 色 或 者 画 上 不 同 的 Tae lee 
Ae. Tein eh Lie 
re Cea 
明 月份 和 日 期 。 NS 

的 半 度 指示 出 这 一 种 植 : 

物 在 访 短 落 中 的 频 度 的 

多 少 。 最 关 的 带 相 等 於 
=, £0, OM; Eh 

ae nt 图 6 BPFH CSD Papeete 
FU BY RS aCe B. Be 阿 列 兴 1938a) 
iRce MAA ERIE, ayes > wyayaegein; 2—IKAY ARI 
如 有 可 能 ) FB Re SR KP 3 一 奔 的 形成 ; 4 一 叶 和 节 的 死亡 。 

为 雨 部 分 ; 上 部 是 按 通 过 发 育 的 生殖 周期 的 个 体 频 度 的 百分数 的 
比例 ,下 部 按 在 营养 状态 下 个 体 频 度 的 百分数 的 比例 。 在 种 的 物候 
广 上 界 指明 种 进入 发 育 周期 的 时 间 ( 头 一 个 开花 个 体 的 出 现 , 冻 一- 
个 落花 出 现 的 时 间 等 ) 。 在 下 界 (或 在 中 加 的 横 乏 上) 指明 周期 千 束 
的 时 间 ( 最 后 一 个 开花 个 体 和 最 后 一 个 未 成 熟 果 实 的 时 间 等 )。 把 
周期 的 开始 点 和 上 一 个 周期 的 结束 点 用 入 联 起 来 。 这 样 ,种 的 图 诸 
便 分 为 一 系列 小 段 , 这 系列 便 代表 了 种 的 发 育 物 候 周 期 .划分 周期 
FMC BE; LAY” (A. TL. 谢 尼 柯 夫 1928 
41 Ba) ae ae Sd Be hy £8 RES ,如 图 3 A. 

Tl 谢 尼 柯 夫 用 以 下 的 颜色 代表 个 别 的 周期 : REE REEEEM, 浅 

蓝 色 代表 花 昔 期 ,红色 代表 开花 期 ,浅黄 色 代 表 果 实 成 熟 期 , 橙黄 

色 代 表 和 结实 期 , 褐色 代表 死亡 期 。 整个 地 通过 对 落 整体 的 物候 蔷 
的 垂直 义 划 分 出 天 落 的 物候 周期 和 季 相 。 

A. II 谢 尼 柯 夫 所 规定 的 物候 谱 的 结构 的 基本 原则 得 到 最 腿 

姑 的 效果 。 这 些 厚 则 也 为 其 他 作者 所 应 用 。 

M. C. 撒 累 特 (IIaxpr,1946) 提 出 种 的 物候 讲 的 闫 度 应 与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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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TC Py IK PS JE oe ES EE TAS AS A. TT. it FE HIE 

FREE AE, AFP TCE HE AY (lal 8). Ut 

PAs AEB Loy 2 Se UN Gy A 288 EL FE DE 15 BAH WE PB VE 

ACE HE PURSES, RR SK aR T BE TEAL PPE.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H | UA 
The Ghh 7 lala Fal Fahl agit, 7 Fane tata 

(MM: ZA2 Wills a ‘Eels [中 5 

ims Festuca. sulcata — stipa #ii(Ackanna nopa )p49 

候 访 (根据 M. C. fice 1946) 

a—Iris pumila; 6—Fe ituca sulcata; e—Carduus uncinatus; 

2—Galatella villosa; 0—Artemisia austriaca, 1 一 营养 状态 ， 

2— JERE; ?一 开花 期 ; 4 一 成 熟 期 〗 SRR PIs 6 一 死亡 期 。 条 

的 宽度 相应 英 种 的 复 盖 多 度 ( 多 )。 

我 们 建议 将 准 制 物候 谱 的 方 法 加 以 小 量 的 修改 以便 符合 於 我 

何在 进行 音 落 物 配 观 察 时 所 探 用 的 数字 记载 方法 。 在 物候 谐 上 交 

画 个 别 的 物候 周期 时 应 将 每 一 观察 日 所 记载 的 这 个 种 的 物 忽 周期 

韵 相 百 关 系 的 数值 ,( 按 比例 地 ) 画 出 条 的 宽度 (图 9)。 例 如 ， 如 采 

在 草 志 日 该 种 植物 有 2/5 是 在 营养 期 而 315 是 在 花 昔 期 ,那么 在 

Wylie LAs 2/5 aS LR CRI A. TT. aE MR AA tr 

Ye) iii 3/5 BASE, TOP UR BR PE ES 

1 FE NHI 3, FETE 1, AAT We a A TELS 

1/5 LEHR 3/5 IRE 1/5 eA. PR ea AT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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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条 与 绿 条 连 起 来 ,并 蓝 色 条 与 涝 蓝 色 条 过 起 来 ,红色 条 与 笨 色 条 
联 起 来 (或 用 相应 的 绿 条 )。 

这 样 形式 的 物 忽 计 在 关 明 通过 个 别 的 物 忽 周期 时 间 上 的 特点 
时 比 用 A. TL 寻 尼 柯 夫 的 方法 所 制 的 物候 计 更 加 接近 於 实际 情 

驶 , 节 且 有 可 能 在 任何 一 日 上 看 出 任何 一 种 植物 物候 周期 的 其 实 
相互 关系 ， 如 果 把 两 种 表明 不 同 生态 条 件 下 的 物 属 周期 来 临 日 期 

变化 的 物候 计 作 对照 的 比较 便 很 易 放 看 出 在 不 同 环境 条 件 下 同一 

征 在 通过 物候 周期 上 的 差 轩 。 
Y 1V iv 1ViJ 

50° 2005) 5D Oe 9 po 2 ¥ 

22225 | 

7 SA OO OOK NC 0 anes 7, e s fF 

6 WM VSS 
HUAN 1 te yO 

PPS 

图 9 Wea SL i a a eas CES rill hl) 
a—Astragalus hamosus; 6—A. cruciatus; e—Eremopyrum 

triticeum, 1—%# 35); 2—1E7G 50); 3 一 开花 期 ; IES; 5 一 种 
子 获 播 期 6 一 死亡 期 。 

物候 讲 明 显 地 表示 出 个 别 物 候 周 期 的 长 短 , 某 一 种 植 换 的 某 
一 个 周期 来 临 的 时 期 在 通过 周期 过 程 中 的 特点 (迅速 的 交替 或 迟 

组 的 通过 )。 也 可 以 看 出 个 别 种 和 整个 植物 妇 的 发 育 节律 上 的 特 
FOIE Be HEAR AS LSE, ASIA Ee EE 

BEE TBR IF Et PH BG FRAY 1. | . 
A. Tl. BYE PID ER — BR BK at » CPP a WEAN LHS 22 8, 

ME BFS SUA EB Se TES AR RR, FERC SL PAT AD 

A ATH HE SE Ae a Be, 初春 阶段 , 仲春 阶段 等 。 "在 物候 
nk, 相应 阶段 的 植物 开花 期 是 成 为 梯形 的 。 决定 这 个 梯形 的 地 

位 和 形状 的 点 是 这 样 的 :左上 点 是 表示 在 这 个 阶段 开花 的 种 中 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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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开花 的 时 间 ,右上 点 是 表示 在 这 一 阶段 中 花 谢 最 早 的 种 的 开花 
期 辕 束 的 点 ,左下 点 是 代表 花 谢 最 晚 的 种 的 开花 期 的 开始 , 右 下 点 
是 最 晚 开 花 的 种 开花 期 千 束 的 点 。 这 样 便 确 定 了 周期 在 时 间 上 的 
FPR” (A. TL. 谢 尼 柯 夫 ,1928 , WIT 页 )。 在 综合 的 物候 蔽 上 用 图 
解 表 示 了 降水 量 和 大 气温 度 , 但 也 表示 了 开花 曲线 ,这 曲 粮 是 由 每 
一 观 罕 时 期 中 的 开花 的 种 数 来 制 成 的 。A. II 谢 尼 柯 夫 (1928) 建 
议 以 类 似 形式 在 其 它 E 因 素 , 如 士 壤 湿度 , 大 气 ae, 土壤 温度 等 的 

背景 上 给 出 物候 发 育 过 程 (网 10)。 

VW. 工 . 谢 列 布 烈 亚 柯 夫 (1947) 与 前 一 作者 不 同 ,除了 -一般 的 物 
候 周期 之 外 还 画 上 省 FE J DEAR OT Jes SE A TE we FE AE Ja 

降水 量 HU 

> il 
c= ts i 邑人 

0 120 0 10. 20 $0 f 2 
Ww ) vill x Pree ads My 2 eo 2 * 

ie 1 | oe 5 6a 6b 7 fee 

图 10 SiMe ere oes RG A. Il. 许 尼 柯 夫 1928) 
G、D、c、d、e、; 一 董 落 的 物 仿 谱 :早春 、 仲 者 … 等 。 物 候 谱 《上 面 的 重 直 粽 
为 降水 量 。 物 候 以 中 部 的 重 直 线 为 每 日 气温 ( 综 上 端 是 最 高 温度 而 下 
映 是 最 低温 度 )。 曲 精 是 在 出 每 一 观察 日 中 开花 的 种 数 所 制 成 的 4 下 
花 曲 综 2。 物 候 谱 下 面 三 行 数 字 是 轻 落 在 开花 期 这 一 段 期 间 的 月 日 的 
数字 ,最 下 一 行 的 数 是 物候 阶段 或 “季节 2?(1,23,3……7) 的 区 共 。 



a 

70 地 植物 研究 中 的 物候 学 观察 方法 

基 的 形成 ,以 及 更 新 开 的 特点 ( 裸 芽 , RSE UIE BERS) (图 11). 
叶 先 官 的 发 育 以 曲 绢 的 形式 来 表示 ， 更 新 芽 的 发 育 用 四 个 符号 来 
记载 ， 点 标 读 芽 的 被 羡 物 形成 的 周期 ,更 正确 的 说 ; 它 的 开始 是 在 
前 一 年 的 夏季 ， 横 的 曲 乏 表示 叶 原 基 的 形成 ， 特 别 的 符号 表明 花 
皂 及 花 原 基 的 形成 。 开 花期 及 和 结实 期 用 B. B. ime RES. 在 
物候 图 的 右边 画 上 不 同类 型 的 芽 的 符号 。 She 

Li. DL. SRA RE Ke TRE REHEARSE 
HF BE ALES . FE DRI Ti HAS TES TN Sy ET EZ 
PP Ake le KAA EE. UT. ay AHR he 1 ASR 

Pee FS 
ae Fea 

q caboose seme 2 a an an Oe 3 >P PSR 4 

20¢ § tee 6G OF 4S 8 “a9 

图 1 Tilia PebK CGE RLS ARS BE HT A 
(根据 UW. 工 . 谢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1947) 

TI 一 叶 面 积 的 变化 ; 2 一 芽 然 原 基 的 形成 ;》 3- eet ayes 4—7€ 
及 花序 的 原 基 的 形成 ; 5 一 开花 期 的 起 冶 和 辕 束 ; 6 一 果实 ， 种 子 
的 成 熟 忆 及 种 子 的 散播 ; 7s SOE; 9 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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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研究 了 莫斯科 附近 的 森林 ,因此 ,他 所 得 的 有 意义 的 结论 推广 到 

所 有 植物 的 生态 型 暂时 还 不 可 能 。 但 是 , 按照 UL. 工 谢 列 布 列 亚 

柯 夫 的 方法 在 不 同 地 带 进 行 物候 观察 时 研究 更 新 芽 的 类 型 和 叶 面 

的 发 展 对 认 恰 莹 漠 草原. 极地 以 及 森林 植物 的 发 育 规律 是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在 攻 国 的 文献 中 A. U. 坚 尼克 尔 (Dimiker，1947) 所 给 
画 掏 一 种 特殊 的 物候 贰 方法 是 值得 注意 的 。A. UL 坚 尼克 尔 在 
1931—1940 年 在 苏黎世 植物 园 中 进行 植物 的 物候 观察 。 作 者 在 
将 著作 中 给 成 物候 计 表 ,在 这 个 物候 导 表 中 表示 出 同年 中 各 个 种 
的 发 育 和 同一 种 在 不 同年 代 中 的 发 育 (图 12) 。 植 物 的 不 同 物候 周 
”期 图 表 是 在 直线 上 用 符号 表示 芷 且 与 气象 指标 的 符号 相 和 结合 ， 开 
花期 以 空 台 圆圈 来 表示 ,圆圈 大 小 是 随 着 开花 的 强度 的 增 大 而 增 
天 ;完全 开花 时 圆圈 最 大 , 赣 在 圈 的 上 面 加 一 条 黑 线 。 和 结实 期 的 标 “ 
蒜 是 黑 贺 图。 下 列 现 象 则 以 不 同 的 符号 表示 :长 度 生 长 的 起 点 , 生 
长 结束 , 叶 的 展开 。 虚线 条 表示 叶 的 变色 。 营 养 期 的 开始 和 落叶 

:的 结束 是 以 箭头 的 向 上 ,向 下 来 表示 。 光 合作 用 的 开始 是 用 粗 穆 来 
表明 。A-. U. 坚 尼 克 尔 符号 系统 的 主要 缺点 是 对 芽 的 出 现 和 花 营 
的 出 现 缺 少 符号 。 但 是 从 整体 来 说 A. U. WE VE AR fy 
的 表示 方法 是 有 意义 的 , 薄 且 有 可 能 於 研究 个 别 植物 种 的 物候 周 
期 时 利用 这 种 物候 的 结构 。 对 共 给 制 植物 验 落 的 物候 蔷 时 这 种 方 
法 是 不 玉 适 用 , 因为 它 没 有 关 明 种 的 多 度 的 可 能 性 ， 

以 上 所 述 的 物候 图 谐 的 方法 在 苏联 为 很 多 植物 学 家 所 探 用。 
A. TL. 谢 尼 柯 夫 在 1928 年 所 提出 的 方法 必须 训 为 是 最 清楚 的 , 它 
.在 地 植物 实践 工作 中 有 广泛 的 应 用 。 兹 且 今 后 在 必要 描画 妇 落 中 

愧 候 周 期 在 时 间 上 的 更 替 的 这 种 情况 下 也 应 探 用 A. TL. 谢 尼 柯 夫 
的 方法 。 

在 植物 物候 学 研究 中 有 必要 特别 的 表明 植物 多 度 的 变化 和 物 
候 周期 的 更 替 时 ,可 以 探 用 M. (5. 撒 妹 特 和 我 们 所 建议 的 修正 的 



72 SAT eB eS 

A. Il. HEMRMA. 

OEE A ES TEA A AEE 

Mle] — Aoi Py Wwe ae, 便 

有 可 能 讨论 种 的 土壤 生态 特 

性 ， 在 同一 气候 条 件 下 细 晶 

在 不 同 的 十 培 上 物候 周期 来 

师 的 时 间 是 不 一 致 的 ,站 且 

从 制 成 的 物候 计 上 看 出 物候 

周期 在 时 间 上 持续 性 的 差 罢 

EEE: OAS Ty ION A, 
NE LAWL R, B13 是 在 同 

一 地 理 点 ,同一 个 营养 季节 

和 同一 个 观察 日 期 ,但 在 不 

同 土壤 上 的 Poa bulbosa 的 : 

Wy te 2, Poa bulbosa 在 不 

ow 

WIA ce 
LA 5 

aa Cae 同 士 壤 上 的 物候 加 是 极端 ; 

2A 不 相同 的 ,研究 了 这 个 物 全 
应 便 有 可 能 确定 出 对 Poa 

TWN Oe bulbosa 有 利 的 土壤 条 件 和 

za 这 各 条件 所 有 有 的 -定理 
ail 7 ti" viv ev tev dey 及 化 学 指标 。 这 样 的 物候 评 

日 期 Set Fey AE BS AE AS + aE 

(MM: 26 SS! Ee EES ee ye EM. 
13 Poa bulbosa 物候 图 诈 

ASG: 1,2—-K-BBRBA; 3 /—Bgt; 物候 图 
6757 一 肯 土 。 营养 周期 : 4 一 营养 期 ; 6—1t 

19) 56—FE4E WN; -— HF SEY); O— Fh AM, 4 FOAPY ill EL RE ea 

上 同一 种 植物 的 物候 周期 的 来 临 的 时 期 是 不 一 致 的 。 这 种 时 期 和 
气候 带 有 紧密 的 联系 , 亦 决 定 蕉 一 系列 的 其 它 困 素 。 例 如 :区 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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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势 ,海拔 等 。 知 道 值 秆 在 春天 撩 何 时 何 地 起 始 苏醒 ,知道 植物 在 
条 长 季 中 如 何 地 发 育 对 欠 我 们 的 农业 是 非常 重要 的 。 这 些 次 料 使 

得 我 们 能 更 合理 地 在 时 间 上 支配 农业 上 工作 , 此 上 且 在 栽培 新 品种 

作息 指 区 域 划分 上 提供 更 大 的 可 能 性 和 更 多 的 根据 。 RB ( 生 

移 气 候 圆 ) 就 是 为 了 这 个 目的 。 它 个 是 基 共 物候 观察 午 制 成 的 。 

在 预定 制图 的 地 区 上 布置 点 区 (或 利用 已 有 的 点 )。 在 这 些 反 

于 按 统 二 的 大法, 同一 日 期 对 同一 植物 进行 物候 观察 。 根据 所 搜 

”和 莫 的 交 料 (开花 期 、 花 落 期 、 千 实 期 等 ) 在 研究 地 区 中 查 明 物 收 的 春 

季 、 夏 季 等 同时 来 临 的 地 点 (图 14)。 

I. H. 凯 去 罗 多 夫 第 一 次 给 制 了 等 物候 稼 图 (Usohena), Pr 

ii4 H. HI. 斯 米尔 诗 夫 轿 制 的 Preumnaws Padus 等 花期 鱼 

(了 aoaarg)( 工 . VW. 坡 普 拉 斯 卡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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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y ie RL TEE KR RRR, AEE 

BESET ALE s 1 FER eS PE TP i TE 

ARE ITE, AAR Ore lit ad nik US FI hh, TE LT ES 

FE OD°, EE 21°, Da Rear Le Te EP ae TE 
0 Fey, A. He MAR BRT ES 

GARISH HSI O1, TW. WARS SKS AMS EH 

FEBS HRD 3% RO BCP TE fel LIE oe Ba AR, 

WE i SRR PRG “SEN ER” (Usoxpona), sec Pal elie 

fia) YY Ay SEL TRA FL 1 EK BRE A ASR 

KE. 因 勤 [hne) 芭 05] 企 图 定 出 经 验 的 公式 ;按照 这 公式 从 已 

知 的 经 度 和 迁 度 便 能 找 册 春季 相应 的 等 物候 和 多 ; 按照 他 的 公式 当 

$3 eam 1°11 公里 ) 时 ,花草 期 就 会 延迟 三 天 ,在 同一 竹 度 上 淘 

度 增加 111 公里 时 延迟 :0.9 天。 但 是 E. 因 勤 所 计算 出 的 数据 和 

我 国学 者 在 苏联 所 收集 的 材料 兹 不 完全 相符 合 : 
N. 弗 里 茨 (Fritsch,1850, 1851, 1854) 强 届 地 指 思 , 三 度 坐 标 

-一 海拔 一 一 是 影响 物候 周期 通过 的 重要 因素 ,他 便 提 出 一 个 候 
襄 当 海拔 升 高 200 公 尺 时 则 所 有 的 发 育 周期 延迟 6 A. eae 

是 受到 苏联 学 者 一 系列 的 批 利 ,苏联 学 者 如 为 “这 种 概括 的 结论 在 | 
任何 情况 下 都 是 不 符合 实际 的 , 这 个 问题 是 极端 复杂 ”( TL 谢 

尼 柯 夫 1950, 第 349 页 )。 

TH. TL. 斯 米尔 庄 夫 (dt925mr) 提 出 他 的 给 制 物候 图 方法 , 偶 差 车 

构 法 。 他 注意 到 在 全 部 植物 有 机 体 的 总 数 中 发 育 周期 来 临 日 期 是 
All 2B 39 He AR ZEA, 薄 且 这 种 差 遇 逐 年 也 有 波动 。 高 开 多 年 的 

平均 数 的 差 届 达到 £21 日 。 但 是 同一 年 在 对 某 一 点 各 个 现象 来 
临 日 的 摆动 范围 则 很 微小 。- 例 如 ， 在 麻 基 列 夫 省 的 前 具 赫 夫 斯 基 

RYE KE RARE, RAR +6 A, HO. KARMA 
己 的 方法 为 “偏差 法 ”"\aHOxMaxd)。 作 者 训 为 一 年 的 物候 偶 差 是 周 

期 现象 过 程 与 多 年 的 平均 数 之 间 的 差 民 。 Mew Mz,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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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看 出 全 欧 区 域 分 化 为 几 个 很 广大 的 区 ,其 中 一 个 区 的 特点 是 周 

期 现象 来 临 的 时 间 是 早 花 平均 时 间 ( 快 速 区 06xracTP okcHpeccnm) , 

另 一 区 则 表现 发 育 过 程 的 延迟 ( 迟 绥 区 06xacT5 KeIpeccHH) 。 这 些 

区 的 边界 《中 和 线 ) 是 沿 一 定 的 方向 伸展 ,站 且 形成 以 一 定点 为 中 心 

PSE] ,这 样 的 中 心计 有 四 个 。 

根据 物候 偏差 图 的 原则 来 制定 物候 图 还 有 其 他 学 者 ,他 们 在 
制定 方法 上 有 一 些 修改 。B. A. PL4el EK (Batmanos, 1934) 4 eR 

=] / ; 

De As < NO PLL, ; vs SEs = Ups 7 

“| == ae = 

SSNS 

TTT TT 

ae > 
NS 

ELLE NN 
人 

15 I. 9. smokin B. ahr bE PAIS 

格 勒 地 区 Prudus padus 7-2 HAVES AF A, ARIS 1897 — 

1933 年 观察 的 材料 (根据 工 . 9. ef HK 1935). 

Prunus padus 花 划 期 的 平均 日 期 1 一 5 月 14 一 16 日 ;2 一 5 月 17 一 

19H; 2 一 5 月 20 一 22 日 ;4 一 5 月 23 一 25 日 ; 5 一 5 H26—2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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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尔 和 T. 9. FBR Clyawn, 1935) 为 烈 宁 格 勤 的 物候 圆 三 制 的 

方法 作 了 说 四 的 论述 。 这 两 个 作者 所 利用 的 方法 可 作为 辐 制 物候 
图 ,或 换 一 句 话 , 生 物 气候 圆 的 入 制 的 例子 。 

钙 制 任何 一 个 地 区 的 生物 气候 圆 必须 有 相当 ce Rte, eS 

些 点 上 进行 了 多 年 的 物候 观察 。1953 年 在 列宁 格 勤 区 三 十 万 平方 
公里 的 范围 内 罚 制 区 域 物 候 地 图 (图 15) ICSE TWA 1897-1933 
三 十 七 年 的 物候 观察 栖 料 。 以 Prunus padus 花 履 期 作为 基础 所 
收集 的 物候 日 期 的 总 数 有 825 个 。 平 均 每 1500 BH AH RA 
个 点 。 点 天 的 平均 直 稼 距离 为 39 有 公里。 所 搜 货 的 冤 料 对 答 制 比 
例 尺 1:200000035 的 物候 图 提供 了 可 能 性 ， 在 纵 制 更 大 比例 尺 的 
物候 圆 时 保持 物 钻 圆 精确 性 的 方法 是 增加 点 的 数目 , Bc AA 
是 和 稼 比例 尺 的 平方 数 成 正比 。 

在 征 制 乌拉 尔 的 物候 圆 (图 16) SE 1177 个 点 上 天 
年 (1928 一 1933) 的 观察 。 所 用 日 期 的 总 数 等 庆 9700, 

任何 一 种 物候 现象 都 可 以 炉 制 成 圆 : 树 液 流动 开始 , 花 董 期 的 
开始 ,开花 期 开始 , 千 实 期 开始 ,落叶 期 开始 ; 安 作息 的 成 熟 期 的 开 
始 。 此 外 也 可 以 用 若干 现象 的 和 综合 来 钼 制 物候 图 (如 ,春秋 季节 来 
Wife). A. B. 巴特 马 诺 夫 辕 制 春季 来 临 圆 人 利 用 七 种 早春 所 特有 
WRK, Betula 的 树 液 流 动 开 始 ，Betula 和 Prunus padus FF 

Haste, Prunus padus 和 acacia arbovesens dam, Syringa 和 

Sorbus 的 开始 开花 。 

当 整 理 所 搜 集 的 全 部 岁 料 时 必须 把 碍 料 按 区 分 开 。 划 分 物候 
区 时 应 蔷 考 虑 这 个 区 域 全 部 的 自然 历史 条 件 : 海拔 、 地 形 、 土 壤 类 
型 及 植被 类 型 。 山 区 、 平 原 、 沿 海 低地 河流 谷地 (KaHpoHa) 等 应 单 
独 地 分 出 来 ,详细 地 检查 材料 定 出 分 区 标准 。 在 烈 宁 格 勤 地 区 划分 
物候 区 时 , 是 按 每 一 罗 纤 度 的 地 区 范围 内 物候 现象 日 期 的 变化 指 

1) 1935 年 入 制 的 物候 图 范 不 反映 现在 的 行政 苍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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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Betula 在 1928 一 1933 年 六 年 间 树 液 流动 开始 图 
(A. B. PRGA 1934) 

树 液 流动 期 的 来 临 ; 1— 4} 16-18 A; 2 一 4 月 18 一 21 日 ; 
8— 4H 22 一 24 日; 4 一 4 月 25 一 27 日 5 一 4 月 27 一 30 日 ; 

6 一 5 月 1 一 3 日 ; ?一 5 月 4 一 6 日 ; 8 一 5 月 7 日 及 以 后 。 

” 标 作 为 根据 的 ,这 种 变化 是 不 超过 1 一 2 A, OT. OO. SF BRK (1935) 

讽 为 ,在 欧洲 温带 气候 区 域 春 天 植被 发 育 每 越 一 综 度 (HL 公里) 

WIHESR 2 一 3 日 。 春 季 现 象 来 临 的 日 期 按 和 经度 的 改变 则 小 得 多 。 作 

者 觉得 很 方便 地 将 公 部 研究 的 区 域 划 分 为 近 认 正方 形 的 小 声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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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I Amy, Prunus padus WER MAR 

1924 4 | 1925 年 

点 的 名 称 AH | 郊外 8 |B 日 离 
中 中 中 

| = zx | % 

6 Fil 一 1 一 | 一 1 一 | 一 | 一 | — | —|20V] -1 

BAW $6 天 Oo 2a Oa Ae ee 

PETE 一 | 一 | 一 | 一 | — | —] 27V]_-2) 一 sal 

pie BS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29VI01 一 in 

KiB HE | — |—| — | —] — |} 31Vv i 42) 证、 一 

BERRA —~ |—| — |—}2v}o}] —}—| —]| — 

KG AVEREIR 一 }—}| — |—} — |—}] — | —)21VI{ oO 

Seas VE BE 27V|+1/ 13 V|+1}24V|+1| 12 V| +4] 23V) +2 

沃 洛 祝 达 25V|-1/12V/ 01233V|o 129V10122Y| +1 

切 殉 包 微 欧 26v| 0 |11V|—1| 22V\|—1| 26V|-3|19V| —2 

BULA —, | —4 11 V | —14-22 Vf 1) 26.V) =seet ee 

Bay St sek 一 {—]14V\|+2} — |—|31V}+2) 一 一 

72 RAK — |—} — | ] p23 Vpo) — 4S pee 一 

丘 奇 — |—} 13 V\+1) 22Vt=11°— |= 

bE SEK 一 | 一 | — |—} — |—/2vil+4}) — | — 

| Rbk) — |}-— | — |} —|— yal — Hp asVv] +2 

WUE 一 :| 一 | — |—}| — |-—} — |-] 一 2 

全 区 平均 日 期 | 26.V 12V >) 8B pee 21 V 

SA HAL TE Be 60 一 80 公里 ,而 东西 长 度 则 为 100—150 公里 。 这 

样 小 区 的 平均 面积 接近 起 一 万 到 一 万 二 千 平 方 公里 。 事 实 上 物候 

ER BRE VEE HOWE WY EI PR DG SB FE OE RAAB 

可 能 成 为 平行 四 方形 。 

在 划分 区 域 时 必须 利用 高 度 加 (nueowerpmiecmoe)、 He LTE 
土壤 圆 和 地 植物 峰 。 对 地 植物 圆 更 应 特别 地 注意 。 

当 碍 料 不 多 时 ,在 这 种 整理 工作 中 则 应 琢 法 利用 短期 的 一 年 

了 9. 5 (1985) 2 HETERO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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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来 整理 莫 洛 戈 一 一 苏 德 区 的 资料 的 样 例 ( 按 T. 9. 舒 里 蒋 1935) 

Vi 3| 19V | 一 3|, — | — | 一 | 一 | 36Y| 一 1| -1.8}*19—20 V 

了 9V | -2 一 | 一 | — | — | — | —] — | ~] -0.7] 20-21 V 
PPS PS Pe pape | Re Pa} = fH ft =2)] ev) 
Pare iit Oth | em pm | mo] ed (CO) | 21 V) 

ee er bee met em | | — | 1042) ) 208 VV) 
—— f—{| — | — {[@3vy(45)} 二] 一 | — 1-1 ©) T5@Lvy) 
ave 8) 20-V} —-1) 17 Vi} 1 | 24 Vy) =1) — | —)-o.6 a 2lv = 
23X HE2 22V)+1/19V) +1 | 15V| o | 28 V| 41} 41.4] - 23 V 
23.V | +2] 22V)+1}18V] 0 |15V| 0 | 29V/+2/)+40.5|} 22V 
wV)—3) — | — (Q1vV)yi(-7)| — | — | 26 | —1h-1.1] & 20'V 

” oe ek be a a ee een ae rd es vat IB / 
21V +1.3 | 22—23 V 
ie (21 V) 
ae 21 V 

te (+4) |(23—25V ) 

224 V 24V 
» areal 22 VI 

21V 21 V 18 V 15 V 27 V 21V 
| | Pee Ae 

CaS ESS 1934) Ie ds. SEPT Ba Eat A EK f§ SF 

ENCES LS RAT). 然后 再 计算 出 每 一 日 期 与 平均 
目 戎 药疹 中 差 ; 站 分 析 公 部 材料 的 变 婴 率 (JeegrHocr5) ,也 就 是 分 
析 该 地 区 的 个 别离 中 差 的 变动 范围 。 材 料 可 以 划分 为 三 种 类 型 。 
中 下 惠 型 的 ;与 年 平均 物候 日 期 的 整个 离 中 差 不 越过 +3 日 。 

2. 可 疑 型 : 与 年 平均 物候 日 期 的 离 中 差 在 14-6 日 。 这 部 
分 材料 应 当 加 以 更 详 和 的 分 析 。 

.133 明显 变 婴 型; 离 中 差 超 过 地 区 当年 的 平均 日 期 土 6 日 的 都 
属於 这 一 类 型 。 写 们 是 不 列 人 整理 工作 之 中 。 在 表 计 中 只 有 在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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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 ORAS Ha AOE ws 

PUA FHS 1931 年 是 有 这 种 
情况 。 5 eu 

Fi FEE SY IY SETAE 

后 , a IEAM BAER. 

后 计算 多 年 的 地 区 平均 物候 日 
期 ,精确 到 小 数 一 位 ,同时 也 诗 
算出 每 一 点 上 逐年 离 中 差 的 平 

均 数 ;也 准确 到 小 数 一 位 ( 列 在 

表 工 中 倒数 第 二 行 )。 区 域 的 

多 年 平均 日 期 加 上 平均 离 中 差 
(BAS TRAE) BAP BE BY SREY 

有 的 点 都 具有 意义 的 多 年 平均 
日 期 ，。 这 种 日 期 计算 到 整数 

( 烈 在 表 工 中 最 后 一 行 )。 

从 一 年 的 观察 的 基础 上 获 

得 的 平均 材料 ,每 年 都 具有 相 
当 的 摆动 性 ,可靠 性 较 少 。 芝 
些 材 料 , 写 在 括 张 中 ,假使 某 一 

点 缺少 个 别 年 份 的 日 期 时 ,区 

域 日 期 的 逐年 平均 可 以 从 相 隘 

的 区 域 日 期 用 补 揪 法 计算 出 : 

x, I. 3. BRM MRKA 

Wy PRI KK FEE HR 1931 — 

1932 年 就 用 了 这 种 补 插 计算 
法 ( 表 2)。 

作 溢 用 补 插 法 计算 出 19 引 

和 1932 年 的 物候 月 期 。 在 相关 

的 莫 洛 茅 - 苏 德 斯 基 区 在 398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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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物候 归期 是 5 A 18 (42 2). KAM RB RARE SH 
Ye Dh BS IG EK 2S PS te A 1) A Ee Hy —-1.5 A; 18+ 

(1.5) $16.5, FEA RAPER MRAM 5 18, BIKA 

MAR HX RIHESARIAWMAE Z Hy we A AES 

1.3 A :18+(-1.8)=16.7, 739% 16.6, SAM HS 5 A 17, 以 

WRMABRHAL 1932 年 的 平均 物候 日 期 为 5 月 14。 

二 作者 称 这 种 以 陵 近 点 对 照 来 验证 和 整理 物候 材料 的 方法 六 

“相互 又 证 法 ?为 了 更 大 的 精确 性 和 可 所 性 作者 实际 上 还 探 用 了 温 

度 积 的 方法 5)。 

在 检查 了 所 有 平均 物候 日 期 的 资料 后 就 把 资料 给 在 图 上 。 然 

后 按 材料 上 的 数字 将 相同 的 指标 用 牧 连 起 来 。 对 於 平 原 地 区 这 样 

做 划 敞 有 任何 的 困难 。 如 果 有 些 点 的 物候 日 期 与 其 它 的 点 有 差 婴 

时 , 宅 个 不 很 引入 注意 的 。 在 地 形 有 很 大 的 变化 时 ,那么 把 物候 周 

期 同时 通过 的 点 连 起 来 的 绿 就 很 复杂 。 地 形 上 有 大 数量 的 和 斜坡、 

A. 丘陵 就 会 形成 复合 的 小 气候 。 相 陡 的 点 常常 具有 不 同 的 物 

候 目 期， 以 目 力 估 言 所 作 的 和 线 已 经 不 可 靠 。 研 究 这 样 的 地 区 必须 

确定 物候 日 期 按 海拔 高 度 而 延迟 的 航 度 。 | 
B. A. PLGA BAL i teas RK ey ERR RR 

到 一 个 平均 数字 : 在 每 异 高 100 ARRESRERK, RM EEE 

的 量 从 属 放 地 一条 件 的 ,可 能 有 相当 的 波动 。I. 9. 舒 里 茨 融 为 这 

种 波动 的 基本 原因 是 由 亦 在 空气 干燥 情况 下 或 潮湿 情况 下 ,上 蜡 

时 失散 乓 量 是 不 同 的 。 因 此 最 好 对 每 一 个 具体 情况 单独 地 测定 它 

的 海拔 级 度 。 

1) 在 B. A. 坡 客 金 坡 里 IIorreanors 和 UW. B. PARMAR T. 工 . 李 和 森 科 院士: 
FH: 《请 物 的 每 一 周期 必需 受到 严格 的 一 定 热能 量 后 才 起 始 发 育 , DRAM 

AREER REF ie AE eR 
| SR RFR a EE PATER AACR EE ED HE oS FAP 9 BG — BY 

”期 有 这 样 一 个 温度 点 ,在 这 点 上 这 种 过 程 开 始 , RIS BORG I ER” 
(1949 第 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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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9. 舒 里 茨 得 出 这 样 的 结论 : SK A AE A at 

NE TES RF REL DRE FE BLK Bit EB BS FL Zs BT SE BBR 

1935 年 给 制 烈 宁 格 勤 省 的 物候 Ml IS “EKO HE, 三 日 

带 的 界限 是 以 垂直 高 度 120 ARMS ROARS. SBS eA 

= AFF RIB 50 AR, PABA BE IR ASO WR 妆 高 - 

ETS PRD ES, VAS RRR. AMD 

时 三 有 日 带 的 界限 上 升 , 当 问 北 移动 时 带 的 界限 下 降 ”(T. 5， 每 里 

茨 ,1935, 第 12 页 )。 物 饼 带 的 界限 的 划分 只 以 海拔 般 度 为 基 砸 没 

有 考虑 狭小 地 方 条 件 的 整个 总 体 , 因 而 巧 不 是 稳 对 的 精确 。 导 相 是 

用 海拔 级 度 所 构成 的 物候 圆 对 实践 来 届 要 比 不 考虑 海拔 而 构成 的 

物候 图 , 扰 疑 地 要 较为 精确 和 较为 有 价值 
绘制 任何 一 地 点 (MecTHocTE) , KK (pation) 或 省 Ce 的 物 

人 履 圆 不 可 能 与 在 这 区 或 省 内 所 发 生 的 其 它 自 然 现 象 隐 离 开 求 外 

理 。 因 此 , 将 物候 图 和 地 形 图 、 土 壤 赂 .植被 图 、 地 下 水 的 竣 谨 和 厂 

物质 化 图 作对 照 的 比较 就 可 能 发 掘 出 依 郁 花环 境 因 素 的 物候 周期 

《在 时 间 上 ) 运行 的 规律 性 , 也 有 可 能 找 出 在 相 隧 的 区 中 植物 物候 

周期 来 临时 间 的 差 遇 的 原因 和 解释 >。 一 直到 现时 大 多 数 的 只 是 将 

物候 图 与 气候 图 作对 照 的 比较 ,因而 物候 图 的 作用 有 时 理解 得 非 

Ths Phe. FEA EET Ps 物候 图 仅仅 作为 气象 观察 的 助手 。 按 我 

们 的 理解 物候 圆 的 作用 是 相当 地 广泛 ,我 们 况 为 它 是 植 秆 生态 分 
析 的 手段 之 一 。 在 开发 新 地 区 ,在 有 计划 地 配置 农作物 时 5 哆 局 图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这 时 就 应 该 考虑 植物 的 物候 发 育 小 县 把 它 个 和 

新 的 自然 条 件 下 作 一 对 照 的 比较 。 at 

PE RTS , EULA E AS TERA HID WE UB Ab RAE ASS ES 
的 , We FARE IEA ECE WIE RE RL AE HB 
是 有 缺点 的 。 在 最 近 的 年 代 中 所 有 各 门生 物 科 学 都 指出 植物 忌 

须 与 环境 紧密 联系 起 来 研究 ,而 在 给 制 物候 圆 时 更 有 必要 考虑 这 

种 关系 。 



ti OK 话 

PUP TBE HH HBA WEEE Ty Bs Ti POR, GR 
BEATER. BUM BE IG Wh We OE FE HEP 
析 ; 着 重地 指出 它们 的 优 缺 点 六 推荐 最 方便 的 ,而 又 可 以 得 到 最 接 
SSCA RIT te. 

1 我 们 必须 想到 ,在 我 们 国家 中 每 一 植物 带 在 植物 的 季节 发 育 
方面 都 具有 特殊 的 特点 。 一 个 植物 学 家 着 手 研究 物候 学 , 一 定 要 
考虑 到 修改 和 改换 观察 的 日 期 ,记载 的 形式 , 兹 且 引 用 新 方法 如 果 
这 些 新 方法 在 这 一 带 使 用 起 来 确 是 方便 的 话 。 

十 分 清楚 的 ,在 常 称 针 叶 林 冬 季 体 限期 的 观察 方法 就 不 能 和 
在 条 季 落 叶 的 关 时 林 中 一 样 。 在 昔 漠 地 带 相 对 的 休 限 期 是 在 夏 
季 , 在 上 月 照 和 热量 最 高 的 时 候 , 而 在 北极 地 带 的 植物 在 这 个 时 期 的 
RGR. 因此 对 每 一 带 应 该 考虑 它 的 特性 , 个 别 地 制定 它们 的 
物候 观察 确 要 是 非常 重要 的 ,植物 在 雪 下 的 发 育 研究 得 还 很 少 ,这 
坟 面 还 需要 详 组 地 研究 。 这 个 重要 的 问题 必须 在 最 近期 间 内 有 更 
双 面 而 深 叉 的 研究 。 在 植物 发 育 的 周期 性 和 士 壤 季节 变化 过 程 之 
MAIR HARON, 这 一 点 也 轻 揭 发 出 。 同一 种 植 
物 在 不 同 士 壤 条 件 玉 〈 士 培 的 类 型 , 酸 龄 谨 , 湿度 ,腐殖质 性 ) 的 发 
育 过 程 的 比较 的 工作 也 做 得 很 少 。 对 莞 漠 地 区 最 主要 的 是 比较 在 
十 壤 的 各 种 售 凡 量 条 件 下 植物 物候 周期 来 临 的 时 间 。 植 物 物候 周 
期 的 更 替 和 蒸腾 作用 ,同化 作用 和 其 它 的 生理 功能 之 问 的 相互 关 
柔 仅仅 是 提出 来 。 这 些 问 题 是 揭发 植物 的 生物 学 过 程 中 的 相互 制 
狗 性 的 问题 ,必须 唤起 物候 学 家 对 记 这 些 问题 特别 地 加 以 注意 。 

应 该 指出 ， 在 低 等 植物 物候 学 方面 的 工作 , 数量 是 很 不 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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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烈 别 俊 娃 (JIe6erega)1924，1937; B. 0. 切 尔 诺 夫 (Uepaop) 

1935;B. WU. BARAK (orromreg)1935 6 和 其 他 学 者 ]， 这 样 的 

研究 对 认 农 作物 病害 的 保 获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Li. T. 谢 烈 布 烈 亚 柯 夫 (1947, 1948, 1952) RSE PSEA 

作 * 和 关 认 地 上 昔 周 期 发 青 的 研究 已 经 指出 了 扩大 物候 学 任务 的 

一 个 途径 。 te 
T. A. ALYRAERE (1949, 19500, 19506) HS BEA Ay 

Az 2G E)JUASFFE 1 BAe Hs PSE ES ETT. SLL APSE TE 
HE) SPAS, A RR EK, BE TK 
BSH ACAS PE Ay FE A FY REE REP ES. BRAK 
AE TAS Zs [BP PL TE A BE A BY Bi ES, TED 
PSE PMRW APE ME Lye ATK BRE 
Si HAA 2 RS SE RISES PS 5 | PA SAFE AR AEA PPE IB 
ARHITETE. SBI CHE Ty OE BN 地 有 必要 。 CK Tl 
B. 米 丘 林 试 验 的 光荣 传统 。 在 北方 He A. 阿 弗 罗 无 (ABpopHa) 
(在 柯 里 斯 基 定 岛 ) 在 这 方面 否 进行 了 工作 ,已 经 得 有 意义 的 结果 。 
但 这 些 研 究 还 很 不 够 , 需要 更 广泛 地 开展 。 在 北极 了 地带, Ze, 
在 莞 漠 和 在 极端 的 生存 条 件 下 植物 生活 循环 的 研究 是 极端 重要 的 
问题 ,其 目的 是 如 何 掌握 控制 植物 发 育 的 方法 。 现 在 在 我 国 广 阅 的 
颌 域 上 在 草 名 、 森 林 \ 草 原 . 莞 漠 和 冻 土 带 中 ,在 物候 学 家 的 面前 展 
FFE MES BAC REE, 农业 中 所 有 的 部 门 , 不 仅 是 植物 我 
培 就 是 动物 乌 养 ( 养 羊 业 , 养 峰 业 等 ) 甚 至 工业 YORE, PiAL 
产 和 其 他 很 多 方面 ) 方面 都 需要 物候 观察 的 。 每 一 物候 学 家 的 所 
有 研究 都 应 该 考虑 到 马克 思 瓣 证 法 的 基本 理论 ,在 自然 界 没 有 什 
么 东西 是 完全 孤立 的 ,也 不 可 能 腹 离 与 它 相伴 随 的 现象 来 研究 它 。 
植物 生活 的 周期 性 是 不 可 能 股 离 全 部 自然 界 及 植物 本 身 的 发 至 节 
律 。 所 谓 植 物 本 身 发 育 节 律 就 是 在 植物 体 中 所 发 生 的 全 部 的 生理 
过 程 的 节律 。 只 有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 才 可 能 揭发 规 哇 性 和 成 功 地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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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ATER AL SE RL 
Sy THE By We BY LSC ARE SRE SE Ze BS ARIE TEAR 

我 们 附带 地 刊载 了 文献 名 录 这 些 文献 有 的 合 经 I A, a 
BMA ARR ARIC., 2 : 

3 Bee 56 fe Be TEE rh OE te, 因为 在 我 国 
BACAR ABR PRE, FER A A IL 
Wy BES SE EL SSRIA Ty EEA FER BE PY 
的 文献 。 

此 外 芝 种 蒙 集 对 大观 察 时 所 进行 的 改 熏 措 施 是 有 帮助 的 ,从 
绾 方面 看 这 种 工作 是 极其 重要 。 在 所 提出 的 目录 中 包括 有 关 下 列 
死 不 方面 :物候 学 历史 ,物候 学 研究 方法 (指南 ), 在 苏联 不 同 地 区 
的 工作 灶 要 ,对 不 同 对 象 的 物候 观察 。 最 后 一 方面 的 工作 估 所 收 
集 的 交 献 的 相当 大 一 部 分 。 有 一 部 分 的 文献 是 十 人 世纪 和 十 万 世 

.加 的 ,这 些 广 献 可 以 作为 在 这 100 年 一 150 年 之 闫 种 属 物 候 学 的 比 
RGR: F. E. tA (Herder), H. VW. RAYS hy (AnnenKos) , 

A. D. 坚 京 特 (Doengingk), K. 分 谢 尔 (Liusser) C. E. 梅 尔 克 

里 (Mercklin) 和 其 他 学 者 的 若干 著作 就 属於 这 一 类 。 
特别 注意 农业 气象 学 中 所 包含 的 栽培 植物 的 物候 学 得 料 。 也 

EBD LEP eA REND REA. HRA 
We EAT EEE FAS Hy AE (EOE SE , 根 的 季节 发 育 , 植物 
的 过 冬 性 和 其 他 许多 方面 的 问题 ) 的 文章 也 考虑 到 。 

上 让 的 文献 是 对 基本 方法 葵 的 补充 ,是 从 事物 候 学 工作 者 的 
BEIM. 对 植物 物候 学 方面 的 选择 , 作者 尽量 地 考虑 到 各 专业 
人 个 的 兴趣 : 宏 学 家 ,气象 学 家 ,植物 地 理学 家 ,地 植物 学 家 和 部 分 

的 植物 生理 学 家 。 
租 国 的 文献 收 策 得 最 完 人 对 ,而 外 国文 献 则 稍 少 一 些 。 
作者 希望 ,他 所 收 策 的 文献 能 作为 解决 植物 物候 学 研究 中 所 

发 生 的 各 种 各 样 问 题 的 参考 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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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al MBs E»xemMecaug. 61021. Meteoponor. 610po Mock. ry6. 3emcrsa, | 

Smanosckut HW. A. Kanenzapp npapogn Mockorcxom ry6epama. 
B xa.: Cnpasownaa Kaura semnenenbma. Mag. 2-e, M., 19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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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manosckua H. A. Iipmpona a Kammat Mockosckoa ry6. Mag. 
Merteoponor. Giopo, Mock. semenbu. oTm., M., 19256. 

3Ranosckuew HW. A. Matepmanny no dexonormu. Mag. Mereoponor. 
6wpo Mock. 3ememnH. oTy., M., 1925n. ' 

S3mHanoscKkuo HM. A. Hactapnenne aa npomsso_ctaa Ha6TIOTeHH 站 
HaX TepEOKESecKIME ABIeHAAMM H3 *KUSHE UpAposEH. M3. Meteoponor. 
6iopo Mock. sememba. oTy., M., 1925r. ; 

SmhanwoscKkun HM. A. Paspnrne denonormyeckux Ha6TIOIeHE 首 B Mo- 
ckoscKol ryOepana. Cemscr. xo3., 1, 2, 1925z. 

S3manoBscKuH HH. A. HKanengaps npapoqw a censcKoxo3aitcTBeHHEx 
paGor MocxozscKoro xKpaa. M., 1926a. 

ShanoscKkunu HM. A. O MexKYHapONHEIX henonormueckax nabnmge- 
HERX。CeIpBCK. 区 TecH. x03., BEIM. 5, 19266. 

S3manoscKkan HM. A. Ha6rromeHKR nepwoqnieckux HBTeHI 首 TDEPOTST- 
Man. 2-e, M., 19268; wan. 3-e, Mock. semenbn. org., M., 1928. 

Smanosckwun HW. A. O weoSxogumoctru opranusannm mMaccoBux 
enonormieckux nadmopennii B MockoscKoli o6n. }Kypu. «Kpae- 
eo 2, 1930a; raz. «3a coq. 3emmeqenmer, 17—18, 

S3manospcKkaun LU. A. Oxepexune 38KaqE denonorug. Cos. Kpacsez., 
3—4, 1930. f 

3mRanoBcKuH VW. A. Maccosne denonormieckne HaGTIOKeHTA B pa6ore 
KPaeBeOB (MHCTPyKNAA, yKAasaBNA M CUIDaBOqHEIe MaTepHamEH). Usz. 

ock. 067. Giopo Kpaesex. Mock. o6m. mysea, M., 1931. 
3fanOoBC KHUN. A. Ipmpoga a HKTIMaT MocROBCKO 站 TYyY6epHHH. M., 1935. 
3e 站 区 IIHEI H. O. O mypHane mepnomuiecKHx ABIeHHH PHpoKSI，Be- 

FeHHOM B Jlarogexax r. Mnakocesmyem. Uap. KapKa3cr. org. Pyccn. 
reorp. o6m., T. V, 2, 1877. 

3eneuckait P. Lf. Bananne rmapneiimux metreoponormyeckax hakTo~ 
POB Ha O8MMy10 PO*Kb NO JaEHBIM CeJIBCKOXO3AiCTBCHHO-MeTeOpouOrA- 
ecko cTangum Boropoyqunkoro celscKoxosAiicTBeBHOTO yqHIIIIIR。 
Tp. mo c.-x. meteoponor., BH. XIV, IIrp., 1914. 

S3y6xos A. HU. Tbpegomxnrentnocts Bereraqnonnoro-nepzona Ha CeBep- 
’ HOM ocTtpone Hosow Semana. iKypH#. «Arctica», 3, JI., 1938. 

Msauos B. H. K sonpocy o smmanAn KIIMaTH9IeCKHX PakTOpoR Ha pas-- 
BuTHe pacteHuA. M{yPH. ONHITH. arpoHoMun, 6, 1905a. 4 

Msanos B. WM. Pyxozogcrso K poOE3BOKCTBY meHonormieckux Habmw- 
nenuu. May. Mnnosckoro onsite. necumyectsa, 19056. 

了 BaHOD 了 WM. Cymmer temnepatyp, nyxXHHe HeKOTOPLIM PpacTeHHAM 
C.-Ilerep6ypra (napx JIecHoro HHCTETYTa) ANA ux sayBeTanuA. Us. 
JIecE， uact., CII6., tr. 13, 1905s. 

Msaunos B. HM. K sonpocy 06 opranmsanun denonormecknx Ha6ITIOR6- 
Huu. Tp. mo necH. onnITH. Zemy B Poccnu, sum. 22, CII6., 1909a. 

Usauos B. HW. O6sz0p norogy BereTamrHOHHOTO mepEoa 1909 r. no Ha- 
6miomeHERM MeTeOponormyecKkHX CTaHIZ 首 IIIEDOBCKOTO onHTHOrO TeC- 
HH9ecTBa B 也 OpoHe)KCKO 直 ry6. Tp. 00 TecH. OUETH. Jey B PoccHE， 
BH. 22, CH6., 19096. 

Hsaxnos B. HU. 06 o6paborxe mereoponormueckux na6mozennit IO 中 e- 
HOTIOTE9eCKEM BpeMeH8M roga. MerTeoponor. Bects., 7—8, 1910. 

Msanos B. HM. Obzsop norogzn seretanmonHoro nepzoga 1910 r. no Ha- 
6ntofennAM MeTeoponorm4yeckux CTaHIIE 首 IIEUOBCKOTO OUTEITEOTO 2ec- 
HH9eCTBa (BoporexcKkon ry6.). Tp. DUO zecH. OUETHE. XeIy B Poccua, 
BH. 29, CII6., 1911. 

Msanos B. H. O6s0p noronmw sereraquonnoro nepnoga 1911 r. mo ma-- 
6npgexuam Dlmnosckoro omniTHoro wecHuuectBa. Tp. no mecH. ONHTH.. 
Remy B Poccun, sum. 39. CYi6..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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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nos B. UH. WMenonorugeckne na6mopenua B HacaxkeHEAX Jleco- 
ppoMnu. BecTH., 14, i913a. » 

Msauos B. WM. Odsop norogy sereragnonnoro nepnoga 1912 r. no 了 8a- 
6zmiOKeHKRM B JUEHUOBCKOM necamyectBe. Tp. 00 NecH. ONHITH. ery 
B Poccun, Bam. 48, CII6., 19136. 

项 BaHoOB B. HM. Menonormueckne Ha6rIOKeHIR B HacammeHMAx. Tp. 
0 JIeCH. ONBITH. KeIy B Poccuu, Bum. 51, CII6., 1914. 

Msanuos B. HW. ow A. Kamuuckain. I[lporpamma cocrapmenva 
063opoB MOroqH B CBA3H C ABNeHMAMM pacTuTemBHOrTO Mupa. Tp. 
HO JI€CH. OMBITH. KeTIy B Poccun, BHU. 22, CII6., 1909. 

Msanos HW. A. un A. X. [kaa p. Hekoroppe pe3yrIETaTEI dexono- 
ruveckux HaOTIOTeHH 首 no BCCP. Mock. 00m. neg..uucT., Y¥. san. 
reorp. dax., T. II], sem. 1, M., 1940. 

Mromuxya KH. H. ‘Ilact6zmune kopmMa 4 KOPMOBHe Ce30HEI B OneHe- 
BORCTBe IIpuypanba. Cos. cnenepogcrso, Bim. 10, JI., 1937. 

M3 «Manu npupozn nox Mocksow. Ha6rIomeHIR KpymnKa m06mTenek 
eCTeCTBO3HaHHA mp MOCKOBCKOM CeJIBCKOXO3AMCTBEHHOM MHCTHTyTe. 
VMi3s. Mock. ¢c.-x. uuct., Tt. XXI, wu. 3, 1915. 

Ms pa6o0oT dgenonornzeckow Komuccuu. Mar. Conmopenk. om. Kpaeseg., 
ee Brim. 23,.1929. i 

auau”ugespncKunH C. O. Hosye HYTE B denonormu. aepefeHue, 3 
19231924, DO coat tor ee 

Maauwaescnruu C. O. O saBTCHMOCTE mexqy CTeHeH5IO CO0BepITeB- 
CTBa B CTPOCHMM WBeTKa M BpeMeHeM ero UBeTeHuA. JiypH. Pyccx. 
6otaH. o6m., 9, 1925a. 

UnnuzescKnuu C, O. Bropoe mserenme, ero MexaHE3M BH EPEHSEEEI 
B CBA3H C. NPWIMHaME HBeTeHER BOOOMe. H{ypH. Pyccx. Goran. o6m., 
rt. 10, 1—2, 19256. 

Manuuescrun C. O. Bropoe meetenue, ero MeX2Hu3M HM NPHIAHE. 
7inepH. Mock. ctreaga Goran., JI., 1926a. 

WManuizescnun C. O. Eme o caasn mexmy creneabw COBepIreEcTBa 
B CTPoeHEH 了 BeTK8a H BPemMeHeM ero yBeTeHUA. 7HypH. PyccK. OoTan. 
o6m., tT. II, 3—4, 19266. 

WUMnnuawiescKnun C. O. Cass MeKIY ycTpolicTBom KBeTKa H BpeMe- 
HeM ero mBeTeHua. Jinepn. Moc. ctesfa Goran., 1926B. 

UnanuwszescKkuw C. O. Xom pacnyckanna KBeTKOB B CONBeTMAX. 
Jiuepn. Bcecotosn. Cresma Ooran., JI., 1928a. 

Mnnuayescxunk C. O. Buemogs ua 11 (12)-meraux dhesomormieckux 
HaOmiofenmi. (Pestome).. Tena. BcecoiosH. Ctesya Goran., JI., 19286. 

UanuzescKkuw C. QO. O sakonomepHocrm BO BpeMeHM KBeTeHHS H 
0 pacnpefzeneHum TunoB oBeTKOB. Iipmpona, 11, 1929a. 

(Wanuresckuit C.) Lllichewsky S. The seconda ine 
flowering and its caus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uses of flowering 
generally. Proceed. Intern. Congr. Plant Sc., 19296, erp. 41.’ 

{Unnnwzescenuun C.) Illichewsky 96. The Results of the 
phenological observations at Poltava. Acta Phaenologica, I, 1, 1951. 

(Unuaniaescnuu C.) Lllichevsky S. On the methodics of 
the phenological observations. Acta Phaenologica, I, II, 1932a. 

(Unauwescennt C.) Lllichevsky S. Plant flowering and 
con factors (microrelief—water—soil). Acta Phaenologica, I, Il, 

MUnausesckxunu C. O. Iserenue pactrenau oxpecrnocrel r. Nontasy 
B CBA3H C ar mR a Cos. Kpaesen., 9, 1934a. 

Mnansescwxni C. O. JaereEEe pacTeHH 这 m 980TIOIGOEHH 道 UPHE- 
nun. Iipmpogza, 11, 19346. 

(Wanasvescwxuauw C.) Ihlichevsky S. .Die pbanologi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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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rnebyungen des Jahres 1934 in Poltava. Acta Phaenologica, 
MII, V, 1930. 

HAnauyuesckaiu C O. Oreer upod. 5. M. Koso-lMonanckomy. Bonn. 
Mock. o6m. nucnuir. npmpons, T. 46, 3, 1937a. 

Waa : yer ve Kuw C. O. O BTOpESHOM HBeTeHIE pacrenult. Cos. 6or., 

Manuvesckaa C. O. Burts unm ze Onith 3aKOHY COOTBETCTBMA xona 
ogame © xogom oBomonuy. Boras. »#ypy. CCCP, rT. 23, 3, 

Musuuckad A. II. O sxmpem eIEHOM 3TaJIOHe Ha OnoKNuMaT. K meTo-+ 
JEKe menonormueckux Habsiopenszu. Use. Pycck. 00m. n06uT. mupo- 
pey., 3 (50), 1925. 

Wnuntuauckun A. II. Pacrurensxocth semnoro mapa. M.—JI., 1937. 
MasuucKkzuzu A. II. Wpmmenenne dutowpqukatopos npu u3syieHun 

6uonnmmmatos. Mss. Toc. Teorp. o6m., tr. LXXI, 5, 1939. 
Ha Ane ckuaw A. [. YTomwuntte DETMEHEI B *u3HM ACpeBa. IIpupona, 

’ : 
Uneuwucwun A. I. Ceso8HEaR FEHaMHKa JecHBX Ononenosos. Cos. 

Gotag., 4—5, 1944. . 
Mneuucnxuw H. B. Wenonorua wu ayrosogctso. Menonor. 610n1., 

, 

MuctpykK@HA PIA arpomereoponormueckux cTannmu (HadmIOReHHA 
Hal CeNLCKOXOSAUCTBCHHEHIMA KYyJIbTypaMH). 2-e usy., PewqakquoHHO- 
uafatenpcKua oT. IYEMC, M., 1936. 

MuauctpykQ2A A DpOE3BORCTBa Ha6TIOKeHH 站 HA CaROBHX CeTPCKO- 
XO3AMCTBEHHO-MeTeoponormiecKHx CTaHIEHX。 Tp. DO C.-X，MeTeopO- 
nor., BE. X, Cli6., 1942. 

MactrpykKHA NA yceTpoucTBa IOTeBEHX OUEITHO-HaAGITIOTaTeTPHEIX 
YIACTKOB CeTbCKOXO3H 妆 CTBeHHBIX MeTeOponormuecKuX cTaHyMu. Tp. 
m0 ¢.-x. meTeoponor., BEIM. .V, oTm. JI, CII6., 1909. 

MuctpykQu“aA IT yctpoucrBa caqoBow ceNbCKOXO3AUCTBEHHOM MeTCO- 
ONOrMyecKOu CTaHiIIE A NA npomsBomcTBa Ha Heli Ha0TIOReHB 站 . 
3m. Mereoponor. 61po c.-x. ya. KomutT., 1917. 

MuctTpykKWuA K TDoI3BomCTByY HeMHCTPyMeHTaNbHBIX MeTeOpOTOTH- 
yecKUX HM deHONOormuecKnx HaOsmoneHuu. VMi3n. Mereopomor. O10po 
CesepokaBkascK. OMbITHO-MeyImOpaTHBH. oOpraHmsan., BaaguKanas, 

Wactpykaua MerTeoponormueckmm cTaHaMAM-KoppecnoHneHTam MeT- 
‘i “acta Onsirgoro oTgena Hapofnoro KoMuccapmaTa ascmseeunA. 
~ Msn. 2-e, M., 1924. ; 
MapctrpyxkuH“4 no npouesoyzcrBy arpometeopomormueckax HR6TIOKeHH 首 

B TOCcyYIapcTBeHH5IX 3aMMTHEIX JIeCHBIX 也 0OTIOCaX， HUOJIe3aIIUHTHHBIX 
TiecHEBIX HacCa)KIeHIRX M NeCHHX TXTOMHHKaX， JI., 1950. 

Hoctusn WH. A. fJlecarnnetune Ha6TIOKeHHAH Ha MeTe0pPOTOTH9eCKEMI 
‘ ABICHNAMH B CBA3N C ypomanmMn B KaproBCKOE skoHOMAH. tKYypH. 

C.-x. 0o6m., 5, Korncrayutmnorpan, 1902. 
Ucnoaatos E. MV. O6s0p cumpepononpcexon BecHEI 3a 1901 mw 1902 rr. 

Ectects. u reorp., 5, 1901; 5, 1902a. 
Ucn 9 Minas B E. WU. Menonormyeckue Ha6TIOReHER, Ectects. u reorp., 

’ ‘ 
Mcnonatos FE. WM. Menonormueckne Ha6TIOneHHH B TyopcKom yeaye 

C.-Iletep6yprcrou TY6epHEH 3a BecHy u metro 1904 r. Ecrects. u 
reorp., 3, 1905. 

Mcnonatos E. WM. Menonormieckne nabnionenna B MOBCKOM yeare 
C.-erep6yprexou Ty6epHHB 3a 1905 r. Borag. ah ae 6, 1906a; 
Tp. umn. CII6. o6m. ecrects., T. XXXV, sum. 3, 19066.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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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uonatos E. WU. Menonormieckue nadnipenua B Iposcxom ye3Ke 
C.-Iletep6yprexom ry6epauu 2a 1906 a 1907 rr. Botan. *KYPH., deste 
1907a; Tp. CII6. o6m. ecrecrs., tr. XXXVI, Bem. 3, 19076. ; 

“cnonaatos E. WM. HeobOxogumocts OpraHK3aKHH skouloro-periomora- 
qeCKHX HaOTIOKeHH 站 Kak MeTOK8 GoTanM4ecKou reorpadun. Ectects. 
u reorp., T. XV, Bain. 6, 1910. 

Mcnonatos E. HM. O neooxoqumocra opranmsanua 9kororo-degomo- 
TH9qeCKEX HOTIOKXeHH 站 Kak MEeTOK3 OoTaHMdecKou rearpaun. sKypa. 
«JlecH. yx», 8, 1912a. - ; 

Meuonatos E. i. Ha0zrroregIA Hak pacHUBeTaHFeM pactenuit B Byry- 
pycrraHcKOM ye3ge CaMapcKo 妆 ryOepHun 8 1908 r. Tp. Borag. cana 
lOppesck. yHus., T. XIII, sem. 3—4, 19126. 

Menonatos E. HM. @enonorna m censcroe xosaiicrso. Menomor. 
6romn., 4, 1928. 

ficnonatos E. WM. Menonormyeckaa ocobennocts pactesuit nOMApHOrO. 
nponcxoxqenua. Muposegenue, T. 18, 2 (67), 1929. 

Kageun H.H.a H.B. lappa. Mexonorna cTeIHEIX pactenua & 3aKon 
Muauo-Vnnaryescxoro. borax. *xypx. CCCP, tT. 27, 5, 1942. em. 

Kasanuckuun B. I. Xapaxrepmctuka Bpauckoro JecHOrO maccHBa 
B deHoTOTE9ecKOM oTHouIeHuM. Tp. BpaHcR. TecH. wHCT., T.T. 2 a3, 
Bpsucr, 1940. . 

Kauwropogos -j. H. Becenumi Gwnnetens. Tas. «Hosoe spemay, 
1 bi leg 1888a. 

Kaur onos Jl. H. Ocensui OnomeTeHE. Las， «Hospoe Bpema», 
188 6; [Ipaput. secta., 1888s. 

Kautropogos i. i. Koncnext J@BATH BECCHHUX YKCKyYPCHH B OKPecT- 
HOCTRX IJerep6ypra. ¢{ypH. «Pyccxaa mona», 1892. 

Kawropoxos I ii ee 00sop aeta 1893 r. B TloxonscKom 
ye3Ke MockoscKou yea tn Meteoponor. BecTs., 1893a. 

Kauwropogos J. H. IIepaani cresuow Kanenyaps (lerep6yprexow 
BeCHEI. CII6., 48936. 

Kauropogos Jj. H. [neseux nerep6yprekom BeceHHEe 妆 wu OcenHeH 
TDpHPOKBI sa Jecatunetwe 1857—1897 rr. CO. BeceHHE. a ocenH. Onmn. 
ma o630pos, CII6., 1899a. 

Kauwropoxzos qn. H. Ceppmom CTeHHO 站 KaneHaps nerep6yprckom — 
BecHu. CII6., 18996. 

Hauropoxzos J. H. Boctmom crennow Kanenzaps Herep6ypPrCKO 首 - 
BecCHEI、CII6.，1900a. 

Kau ae pe nos i. H. If[pmarme secuy. [Ta3. «Hopoe sBpemay, 
0 

Kauropoxos Jj. H. U3 kanesgapa pycckou upupogH. Hype. «Por 
HHH», AHBApb—maw, 1902. 

Katiropoxos J. H. O secne Ha Cu6mpcKoi xenesnoi mopore. Tas. 
《HoBoe spema», 1904. 

Kauroponzos Jj. H. [pesecusemi xancuzapsp Esponeticxou Poccua, 
CH6.，1907a. 

Kauttroponos J. H. nhs sent ae ABIeCHHA B MalCKOH npHApore 
Esponelickoi Poccnm. }kypx. 《IIprpora B mone», 4, 19076. 

KRawtropogos J. H. Vusouisi HEI MaTepHasl Ha XepeBERX H Tree 
B 3HME6ee Bpema. Hypa. «IIpmpoga B urKones, 11, 

Katroponxos J. H. Bropowt KKHeBHHK riers arcuate np 
C6. peceHH., OceHH. H 3uMH. G10. 可 O6zopoB 3a AecaTuneTHe (1 98— 
1907), CI6., 1908. 

Kauroponos J. H. Hamm secennue unetn. Usa. Cysopmua, CIIG., 
cep. I, 1910; cep. II, 1911; cep. III, 1914; Mag. 2-e, cep. I, 1916a; 
cep. II, 19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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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ropogzos J. H. OHa6rroreHHE nay nepmonnieckumn HBTGHERMI 
, B mpupone. Pycckuli Kanengaps, MIrp., 19166. 
Katiropogzos J. H. Hanm merHKe opetw. May. Cysopuna, Ci6., 

: cep. 1, 1912; cep. II, 1913; cep. Il, 1916s. 
Kawropogxzoen J. H. Mecrnagnatsii CTeH8O 站 KameHIapP IIerep5yprcKo 站 

* pecuul. H3y. Cysopuna, CIl6., 1916r. 
Kawropogzos J. H. Tadnnns 3aIBeTaHEKR XpeBeCHEIX mM KYCTaDHHIX 

apoE B uapKe Jiecsoro uuctatyta. Mss. Jlech. wncr., Bam. XXXI, 

Kattroponzos J. H. HeckonsKo sameyannii OTHOCHTeJPEHO IIKOTPB- 
HEIX MyseeB HM deHonorMyecKux BaGniofjeHHi. Tp. WKOUBH. KOMBT. 
mpm Mau. semmen., 1917s. 

Kauro 2 omnos Jj. H. Uccnegopanme xoga 3aIBeTaHEH uepemyxx 
B Epponetickoa Poccuu. 1917r (xpaHHTCR B Apxase Beecowan. 

. Teorp. o6m.). 
Kawropogzos J. H. O rmKOTPHEIX denonormieckux nabniogenmax. , 

May. Cesepocoiwsa, Bonorna, 1920a. 
KRawtropogos J. H. Ta6nuna KaT geerenma XpeBecCHHIX HM KycTapHE-: 

KOBBIX pactesuu B apke Jiecuoro uncTuTyrta 19206 (xpanatca B apxaBe 
Beecorosg. Teorp. o6m.). 

Kawroponos Jl. H. padhuxa 23 nerporpancnmx ocene (c 1898 
pe ee r.) ¢ rexcroM. 1921 (XpagETCR B apxuse Beecowsa. [Leorp. 
o6m.). 

Kakropopyos Jl. H. Ilporpamma sa6mogeHma Hag CMeHO 站 TepEOE- 
SeCKEHX ABIeHNH B npupore. C6. «llporpaMMEI IIKOJIEHEIX HaOTIOK8H 责 
Hag npuponouw, Tocuagat, Nrp., 1922a. 

Kauropogos fl. H. Matepaany no denonormm Ietporpaga. Vas. 
Teorp. uxct., sam. 3, Tirp., 19226. 

Rawropoxos Jl. H. loqnanni KPYyF KE3HHE NeTporpancKol npupogE 
puetyecnan Ta6TEIR no cpeqHyM KaEEEINM 3a 1872—1920 rr.). Has. 
eorp. unctT., sum. 3, IIrp., 1922s. 

Hawtropoxos jl. H. Hparkue xapaxrepuctukn nerporpaycKux BeCeH 
ga 1888—1920 rr. Mas. Teorp. uucr., sem. 3, lIrp., 1922r. 

Haawropogos Jl. H. Xo BeceHHEHX nepwoxnieckux ABNeHMH B TUeTDO- 
2] rpanckou npupore, no nexagam. Vas. Teorp. nacr., pan. 3, lIrp., 19227. 
Katropogos Jj. WM. Uccnexosanna 27 nerporpancnux 3HM 1894/95— 

» 1921/22 rr. Tun. Poccniicx. rmgponor. uxcr., Iirp., 1922e. 
Kawropogzos Jl. H. Uncrpykuna gna DDOH3BOFCTBa dexonoruge- 

' -- ekmx Ha6mopennii. CO. nporpamMM ua DTIKOTPHBIX BAOMIO_eHHH Hay 
npupogzor, nox pez. npod. B. I. Pnyumosa, [rp., 1922. 

Kaiuro pomos i. H. Cemuannarnii crenHolt Kanenfaps JleHmErpay- 
ckou npupons. JI., 1925. 

Kazroponos J. H. K ucropan pazPHTHRK denonoruu B CCCP. Has. 
JUeaTp. Oropo Kpacsen., Bem. 2, 1927. 

Kak upou3sB0RuTs, derorormqecKIe nabmojenna. Hype. «Knpas 
npupona», 10, 1925. 3 

Kanenyaps npHIpor Mogmockossa. Mnoronetane cpequne M Kpangne 
CPpOKM HacTynneHnA TIIaBHeizrnrEX Ce3OHHHIX ABeHMM 3a nepHog c 1919 
no 1938 r. B KH.: OqepKkE npzpogn IloqmMockoBbA 五 MocKOBCKO 站 
06TacTH: M., 1947. J 

Kaneuxzaps npuponn CCCP, xu. II. Ectecrsenso-mcropaieckau cupa- 
pownmk. Wsqg. Mock. o6m. nenuir. npupoper, 1949. ie 

KHaneuyaps pycckow npapogu, xa. I. Ectectsenno-mctopmieckae 
CnpaBoqHENK. Yon. Mock. o6m. mcnit. npwpomn, 1948. 

Kanexuxaps HBeTeHTR pactenwii OpAHKepeHEIX，TeIJIEHSHEIX HM KOM 
HaTHEIX. CII6., 18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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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 bi x apb HBIeHE 直 upupogH. typo. xsBecTHEK 3Hanum. -dJ., 
1935. 

Kamuuncrud A. K sonpocy 06 oprann3aqna denonormyeckux 了 257Im- 
FeHH 首 B ONNITHLIX JeeHEH9qecTBaX HB O rpynnApoBke MeTe0pOTOTESeCKRKX 
RaHHEIX JITAH XapaKTepECTHKH BereTaIUEOHEHOTO HepEOK8. Tp. no mecH. 
ONEITH. ety, BEIM. 22, CII6., 1909. 

KanayuescKkaa M. Menonoriqsi cnocrepexenna. Kunis, 1928. 
Kaunep O. I. O6 oprann3anmm ezKcFOTHEEIX CHCTeMaTHYecKuxX Ha0TIBD- 

KeHH 首 Ha HIIOROHOIIeHEeM ApeBecHEIX nOpog. Tp. IO TecE， OnEHITH. 
Reny, Bram. 8, JI., 1930. hs 

KapauvauHa C. H. Pacrutennnocrs cranuonapa B JIHIIOBO-KY760BOM 
necy. Ya. san. JITY, cep. Owonor. ways, sam. 17, 1949. 

Katanckasn -B. M. Q@ewonormyeckae craguonapHsre nabmozenna 
Hajl BOMHOM pacTuTembHOcTLY Ileprozsepa M MeTOTHK8a HX NOCTAROBHKE. 
Yq. aan. JITY, 30, 1939. 

KHayg®dmau H. H. Mockosckaa 6nopa une onncanne BHICMMX pacTenni 
wu 6oTanuKo-reorpaguyecknu 0630P Mockoscrou ry6epuuu. M., 1866. 

Kennep B: A. OsepKIH u 3ametKa no drTope bra LlapmnsmcKoro yeaRa. 
B KkH.: H. A. Tumo wa Bb. A. Keauaep. B o0racTI nonyny- 
cTtoun, 4. If. Usy. Caparosck. ry6. 3emctBa, Capatos, 1907. 

Keuur E. YF. MarepEaxEHE gua durodenonorun Kaskasa. Habmmopenna 
Ham HBeTeHKeM pactenuu B Tudiucckom OoTanmyecKoM cay. Tp. 
Tuganccn. Goran. cama, T. 11, Bem. 2, 1910. 

Kenneu B. I. O Ea6rrIOKeHIE nepmoguaeckux ABNeHM MmpHpogE. 
San. Pycck. reorp. o6m., 7. Vi, xB. 4. 1875. 

Keunneag If. VY. O sa6moqenum nepnogaieckux sapnenunm. StypH. Mux. 
roc. uMymiecTB., T. XVI, 9, 1845. 

Kepuep A. }Kusup pacrenua. May. «ipocsemennue», CII6., 1901. 
Ketae A. Hactapnenne gna Ha6IIIOKeHE 站 nepmowqMIecCKHX ABMeRHH. 

B KH.: PykoBoycTBo K HpPOH3BOTCTBY MeTeoposiormuecKHx Habmozennit 
A. Al. Kyndepa. Cil6., 1848. 

KHu6apiun P. E. Iipempnmucnenwe cpokoB HacTyYDIEHER BeTeHHA 
puHorpaga. Mereoponor. mw rugponor., 6, 1951. 

Kupuaxzos H. B. Wenonormueckue nabnwgzenua. B KEH.: JporOROITE 
coBemaHaaA MeTeoponoros JjambRero Boctoxa HB MpkytcKom Mar- 
HUTHO-MeTeopouor. o6cepsatopuu, 5—12, IpxrytcK, 1910. 

Knuep oO. O Ha6rIoKeHKHX Haq IepHOIH9eCKEMH ABIICHHAMM B 7KHSHH- 
pacrenuil. San. Ypanscn. oOm. mbar. ectects., T. 1, 1874. 

KuoccoscKkuun A. geororrdqecKEe HOTIOKCHIH， TDOEH3BeXCHEEIO 
Ha IOro-3arae Poccum B 1888 r. Orecca 1889. 

Kaunas C. B. Ta6auna na6mogenmi nay HTIOKOBEIM cagom 3a 20 Zer. 
‘4 ee «Cenep», 2, 1923; 2 (6), 1927; 7—8, 1928. 

K nw6utTexaam npupope. Ilporpamma desouormueckux HaOTIONEER 首 、 
Msn. RE HaYSE，06I。IHO u3y%. MecTH. Kpad, H.-Hosro- 
pon, : 

K pa6éabRaTera aM nopupogu. (IIporpaMMa-MHHIMYM GeHOTOTH9eCKHS 
Ha6TTOKeHH 首 MeHonormueckoro oTAeza uM. Kaliropogona UpE Brpo 
HayyH. Hadm0g. Pycck. cOm. mOntT. MEPOBereHIH，H3X. 2-e), Lextp. 
Giopo Kpaesex., JI., 1925a. 

K HaGawWAatTenAM upupomu. (DeonormuecKkaA nporpamMmMa Pyc- 
mart gtr moOntrenea mMupopeyenua). Llentp. 610po KpaeBeg. 

K wa6nxmRaTenaamM npnpomn. (O denonormyeckux HadmReHHAX). 
BLA Gwpo Kpaesen., JI., 1926. 

HK wadOuawaAaTten aM IDIPo KySancxoe oKpysxHoe Grupo KpaeBe= 
nenua, Kpacnoyap,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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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Gpanos H. I. O6sop norogm 1911—1912 rr. 8 Bemmxo-Ananons- 
'-—-cKow# faze w MapmynonbcKom OIEITHOM JecHHqecTB6 B CBA3M C HeKO- 

TOPHIMM @eHOJlormueckuMn Ha67TIOKeHIERMH。 Tp. nO weCH. OHSITH. 
neny, Bum. 48, CII6., 1913. 

Kospanescxun B. HW. O npoxonmxurensyoctnm pererannonnoro ne-. 
puowa KyITYPHEIX PacTeHUM B 3aBACHMOCTM OT MIMPOTH Mm RONTOTH 
mecta. Tp. CII6. o6m. ecrecrsoncnut., T. XV, Bem. 1, 1884; B KH,: 
CCTPCKOXO3HECTBeHHEIe mM crarmcTmuecKwe  CBeeHEH， malapaemnre 

' 0 38eMIJIeIeIIG 克 HM CeTIPCKO 直 EDOMPUIIIeHEOCTE，1.CII6.， 

下 

Romesuukos A. B Becennee XBH)KeHIe COKOB y XepeBpeB。 并 ypH. 
和 IOHEIX HaTyPasMcTOB HM. 天 人 A，THMHPR3eBay， 

? = 。 

KRomesuukos A. B Pa6ora c pacreHERMH sumo. CO. «Sumune 
pa6orsi KPpyKKOB IOHHIX HaTypanucrops, TH3, M., 1928. 

Komespuuxos A. B. HK gurocommonormieckou xapaktepuctaKe 
, Junopoi yacta 38 KBarpara Tlorommo-Jlocmacxoro ocrpopa. Tp. 

HO JecH. ONEITH. Jey, Br. 6, JI., 1929a. 
Homesuuxkos A. B. I[ipo6yapenme pepeppes. 六 ypH. «Osu Hary- 

pannct», 2, 19296. ’ 
Romesuuxkos A. B. JorcaexxROoe paspurue TDaBRHECTEIX DaCTeHH 首 。 

#Kypy. 《IOHEIE watypanuct», 10, 19298. 
Komespununros A. B. O nepesmmosKe H PuTMe Da3BHTEH BeceHAnX 

oo ia haga neca. Bromma. Mock. o6m. ECHRIT.。 IDPEPDORSI t. XL, 
. , 

Komesnauukos A. B. MUccnegosanna npofxomxurenbnocta 3ZMHeTO 
IICPHOK8 MOKOA y HeKOTOPHIX pacTeHMH 3anaqHoro GakaBxa3aba. Tp. 
了 oraE. caga MocRK. Toc. yuus., sam. 1, 1937a. 

Komespuuaxos A. 8B. Habnwperma 3a Ce630HE0O 首 HM TOROB0O 站 可 3MeHGE- 
BOCTPIO DaCTHTeTPEKOFO HOKPOBa BOTXEKCKOFO- LyGonoroe Neca. Bw. 
Mock. 06m、Hcazrr. HpEpDOoNE，T. XLVI, 5, 19376. 

Homesuukos A. B. }XtasHs nog cuerom. #KypyH. «Omit HaTYPa- 
auct», 3, 1937p. 

Komespuukos A. B. Kaxue pacreHER Hpo6yYzKKaIOTCH nepsama. 
Ryps. «lOssm warypanncr, 3, 1937r. 

Komespaoukos A. B.- Jly6s:, koropue ne cOpacnBaiwr Juctses. typH. 
4IOHEIE HaTypanucT», 3, 1937z. } 

Komespuukos A. B. 3mkHHH cufiKa pacrenmii. ftypy. ¢«lOnno 
HaTypamucT», 11, 1937e. 

“KHomesuuros A. B. Hekoropse sakonomepHocTm ce30HMoro pa3- 
pei pacTuTenbayx acconuanua. Yu. san. Mocrn. Toc. yaus., 11, 

Komeszuuros A. B. BecHa uo cceus B MKH3HHE pactenni. M.—J., 
1939; 2-e u3y., Mock. o6mi. nensit. npwpomm, M., 1950. 

KRomesuukos A. B.uC. WU. Ucaen. K deroneruyeckow xaparre- 
ae PacTKTeTPBHEIX acconuaunl. 及 H6BH. Bcecowan. Creaza Ooran., 

oy /A¥26,. CTP. 233. 
Hosnosckna VT. H. Us Senonormeckux na6nwpennii nay 0O38MO 避 

mennyed B Xepconckow TyOepHPW no KaHHEIM 3 ser. WrxHOpyc- 
_ CKaa c.-x. rasera, 46, XappKoz, 19 

Koso-llonaunckunut 5B. M. Jloxtpusa pexanmtynauum B denono- 
rum pacteuma. Broun. Mock. oni. ucubT. opxpogn, Org. Omozor., 
tT. LXV, 3, 1936. 

KRoso-llonascKuiu B.M. Emeo dhenonoro-punorenetuyeckom 33KOHe- 
Muuno-Mnanszescxoro. Bionn. Mocx. oOuy. mwcnmt. npspomn, Org. 
Gzonor.. 7. 46, 3,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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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zospauos H. A. Tura Necop MOXMOCKOBHHX OIEITHEIX WeCHMICCTB. 
Tp. mo wecy. ounTH. Remy, LleaTp. TecH. OULITH. CT., BEIM. 5, M., 1929. 

Eououos 了 B H. Becennaa cmMeHa acieKTOB Ha CT@NHBIX yuacTKax 
oxpectHocTeai rop. Bopomunoscka. Tp. Bopoummosck. nef. BacT.， 
II, 1940. 

Koactauten Kf. PacTeHFe u cpema (npwcnocoOnenne w 560TIOHEH)- ， 
Tlep. c @panny3crk. nog pea. K. Tumupazepa, 1908. 

Eop6ym E. @exonorna. Jlech. mypH., Bun. 2, 1886. 
Koposkus A. B. MOcuonormyeckaA BHCTaBKa B Uepenosne. Kpae- 

peneHue, T. V, Bh. 4, 1928. ? 
Kopuarnea il. 8B. Cepexaa BecHa (MHOTOTeTHFe cpefume). Bron. 

KpymkKa MupoBpeysenna uM. J. O. CaatcKkoro yaammxca Cerck. feBa- 
TumeTH. mKONH uM. B. VW. Yusauospa-Jlenmna, 4, mons, 1926. 

KHopuatun Ii. B. Menonormyeckne HaOTIDIeHEA Ha TeppuTOpun Iyn- 
KoBcKOM oOceppaTopnu. Pycck. oOm. m106uT. MapoBexeHua, Tp. 
cekumu reorp. a enonor., 1, 1927a. 

Kopuarus If. B. Hexoropsie KaHHE6 0 OMOKIMMaTe 1O*KHOM GACTH 
CCCP. Pycck. o6m. m00uT. Mupopegenna, Tp. cekuuu reorp. mu 中 eao- 
nor., 2, 19276. : 

Kopuarus J. B. Uccnezopanne sayperanna cupesu (Syringa vul- 
garis) Ha teppzopuu Esponelicxoa acta CCCP. .Muposenenue, 

Kopuarnua MF. B. IcecreropaBEe sanseranua yepemyxa (Prunus 
eile Ha TeppuTopua Esponeickon uacta CCCP. Muposeyenue, 
2, 1vad~ 

Kopuaruag I. B. Matepmanw no denonorun Huesa. tKhyps. 《Kororai 
uw mu3HE», 4, Hues, 1931. 

Kopuarue I. B. @enonormieckua Kanenqaps. Us: «Bectaax 3Ha- 
HuAD, Ji., 1934a. 

Ropuraruae Il. B. Mexonormzeckaa pabota B Bocrowso-CaOupcKom Kpae- 
Cos. Kpaeseg., 11, 19346. 

Kopuarava II. B. O630p denonormyeckux aBnenum B Boctown0-Cubamp- 
ckom Kpae. Cos. Kpaepen., 1, 1930. 

Kopuarus I. B. Wesonormyeckne nabmomenaa B ONOPHEIX NyHKTAX 
Boctoyno# Cu6zpu. B xa.: Upnpoga Bocroaxo-CuOupceKoro xpaa. 
Menonorna, Bun. 1, Uprytcer, 1936. : 

Kopuaruna I. B. wn C. XomaewkKoO. Ocnosn OnoKmuMata Bpag- 
cKolu rydepauu. Kyps. «Bpanckaa Kpai», Bum. 2, 1927. 

Koctornaonos B. @Oul. X. Boragmu. l[setownmt Komsenep 
mia usen. Pocros, 1946. . 

KoctonaoscKxun HM. B. Ws dhenonormiecnux nabmogenai. Hypa. 
«PoqHoH Kpam, Bh. 3, 4, 1922. | 

Kocynua M. B. Menonormueckue na6nopenun' nay npapoxom Pasaa- 
ckoli ry6epanu. Mactpykonma no coOupanmio MaTepHanoB B 6CTe- 
CTBCHHO-ucTopHyeckow OOmactu. Pasaub, 1922. :o3 

Koxpeupzs3e B. fF. Wenonorma cy6tponmuecnux pactenmi. Maz. 
Batymcr. cy6tpon. Goran. cana, Batyma, 1938. | 

Kpacoscxkaa C. A. Usyaenne m3HeHHOTO IEHKTa IUBeTKOBHIX pacTe- 
HH B HKXTOMHEKe 五 了 PP9a B BanikupcKoM 38IIOBeRHEK6， 且 aysHO- 
MeTOR，330.，BED. XII, M., 1949. 

Kpart I. O BereTanEOHEEIX nepaoxax. KypH. onsite. arponomun, r. IT, 
1901, ctp. 455. 

K patKuii od30p no dexonormn 3a sumy u BecHy 1914 r., 3a meTO 1914r., 
ga oceHb m 3mmy 1914—1915 rr., 3a Becny w nero 1915 r. Bonn 
Cyxymcx. onnits. ct., 1, 2, 1914, erp. 42, 52; 3, 1914—1915, erp. 66; 
4, 1915, cr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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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tkn & o630p no dexonornn 3a neto 1914 r. Mas. Cyxymcx. canosog. 
1 C.-x. OUIBITH。 cT., 19, 1914, crp. 44. 
Kpatkuit o630p no denonornn 3a 1914 r. Usp. Cyxymcx. camosom. 

€.-X. ONBITH. cT., 23, 24, 1915, crp. 25 uw 66. 
Kpatrkoe pykosogctso FTIR rcodoTraumuecknx mccnefonanna B cPA2K 

© monme3aIITHEIM TecOpa3BeXeHHeM M C03RaHHeM ycTOiYMBOM KOpMo- 
Ha tore Esponelickou qacTH CCCP. Msg. AH CCCP, M., 

Kpasot-Hemaunand 了 BeceHHHE Gwnnerens 1926 r. ttyps. «Cono- 
I BeIKHe OcTpoBa», BIN. 7, 1926. 

Kpytiexeckuu B. Mpoxonxnutenbyuocts MBeTeHER MerOHOCOB Ha Ky- 
_- Gann. #ypH. 《KorTegkTHBHOe muenosognoe nero», 7—8, 1930. 
Kyapawes C.H. K sonpocy ego3KOTOFHH nekoTopstx BEIOB dmroper 

11 CCpenae Asun. Tp. Cpenneas. Toc. yuus., cep. VIII, sam. 6, 14 
Tawkent, 1930. 

Kyapaues C. H. Marepnanu no denonorum pactenni duopw Cpen- 
nell A3HH B prong Kybtypyr. Tp. Botag. cana Cpenueas, loc. 
yuns,, BE. 9, 1934. 

.Ky3Henos H. HM. Ws sernux Ha6TIOTeHK 首 1904 roga Ha pactntens- 
HEIM MOKPOBOM B OKPecTHOcTAX rop. Kupsaga BnagumupcKol ry6. 
Ecrects. o reorp., rom; 1X, 10, M., 1904. “ 

HRysHenwos H. WU. Mesonornueckne Ha0mIORKeHHR Hay- DacTeHERMH 
B OKpecTHOcTAX Tr. Hupacaya BTaRKHMHPCKO 站 ry6. Becua, Neto u ocens 

J 1905 r. Tp. Baagumupcr. o6uy. niobut. ectects., tT. II, Bom. 1, 
Baayumup, 1907 

HKHysHemos H. UH. Ontoherorornmieckne nabmiogenna 1906 r. B oKpe- 
eTHocTax r. Kupmasa Buagumupcxon ryGepxun. Tp. Bnuagumupcx. 
o6m. m6nT. ectectBy, T. II, Berm. 2, Baagumnp, 1908 

其 yamI5BaHOBCRKHIE C. BG. Kanengzaps npnpoxyw 3yescxo-ODanenckoro 
pawoua (KEpoBcKaR 060.). Exxemec. TopsKoBCK. yup. equHow FTEHXDO- 
MeTeopouor. cily#O6nr, 2, 3, Toppxua, 1934. 

Kyaspspanosckunnh C. B. Kparkua kanengapp upnpogn TopbpKoa- 
cKoH oOnactn. TopsKoscn. o6n. u3y., 1937. 

Kyugep A. A. PyrkoBoncTBO K npon3BO_cTBy mMeTeopomormyuecKux 
HaGmionenmu. CII6., 1850. 

Jlappe a 0 M. Crenu CCCP. B KH.: Pactatenpnocts CCCP, 1. IL. 

Jianmuna E. HW. O nepe3umosee Bircummx pacTeHH 站 no Ha6TIOKeHIRM 
eimai hieaa Iletepropa Tp. Jleamurp. ecT.-Hay4H. BHCT., 3,. 

eee E. WM. Depe3mMoBEIBaHFe BEICIIHX pacteani. Tprpoza, 

Mapua WU. B., O.M. Arara6éan, T. A. Pa6GorTuos, A. o.' 
~ eJlrm6ckan, B. K. Tapnaua, M. A. Kuacameuxo, 

B.C. Tosopyxun, C. RH 3agpen. HKopmossie pacTeHEH 
CeHOKOCOB nm nactouny CCCP, r. I. Flom peg. sacn. eat. HayKu mpod 
UW. B. Jlapuna, M.—JI., 1950; T. IT, 1951. 

JeGenesa JI. A. Mnkodenonormieckne Ha6nIOIeHER B TapKe H Opan- 
_ mepenx T['napnoro Goranuyeckoro cafa. Botan. mat. Muct. cnopos. 

pact. ['napu. Gotan. cana, T. II, sem. 6 w 9, 1923; Bem 4, 1924. - 
JleGenesa Ji: A. I'pn6n. JI.—M., 1937. ; 
Jlesnu H. A. Kak BecTE deHonoraqgqecKHe nabnwgeuna. Kapenopmack 

. roc. u3q., Herpozasogzcn, 1938. . 
Jesunkwi A. O BINHRHHKR meTeoponormueckux 四 8KTOPOB Ha pasBuTme 

所 C@JIBCKOXOSAIICTBeHHBIX pacTteHHm. BecTH. censcn. xo3., 8, 19038 
Jlecosux I. Mexonormsa B oxoroxossiictee. Cop. kpaenen., 3—4, M., 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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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 uuneaw K. Ounocohax OoTaunkn, B8bACRAWMaA TeEpBEIe OHO 0CE0= 
BaHHA, H3anHad Ha poccviickom aAsLike Tamodeem CMeIOBCKHM upa 
umn. Akanemuu Hayx. CII6., 1800. ’ 

(Iuncep H.) Liensser, K. Die periodischen Erscheinungen der 
Pflanzen in ihrem ,Verbaltnis zu, den Warmeerscheinungen. Mém: 
Acad..Imp. sc. St. Petersbourg, VI! série, t. XI, 7; 41867. 

(Izuncep H.) Linsser K. Untersuchungen iiber die periodischen 
Lebenserscheinungen der Pflatizen. Mém. Acad. Imp. sc. St. Peters- 
bourg, VII série, t. XIIl, 8, 1869. . . 

JIucnuna H. ©. Ha6roneaag nag passntTnem TIKOPDacTYIIEXI pacte- 
nuii B ToGonmpcKe mw OKPecTHOCTRX eFo B 1858 uw 1861 rr. To6omsbeK: 
ryGepucr. Bezom., 19, 21, 23 m 29, 1859; 18, 19, 21, 23, 25 m 29, 1861. 

JIocxe 3. YT. O630p pa6or no cenmseKoxo3alicTBeHHOM MeTeOPOROrHH: 
uno BompocaM, © Helo CBx3amHLIM. Tp. no c.-x. meteoponor., CH6., 

; phim. VIII, 1911; pum. IX, 1912; pum. XI,1915; sem. X VII, Urp., 1917. 
Jyyaunxk 3. H. Tpexnerune GenoGnonorgyeckne nabawgenHa Haq ama- 

KaMH 4 ocoKaMu JO>KHO-Yccypziicxoro xKpan. Tp. J.-B gan. 
AH CCCP, t. 4, 1939a. pact 

JIyz2uuxk 3. WV. QMenonormieckue naGmpennA nek pacTHTenLROCTAW 
nyros p. Cynyruuxn. Tp. Jj.-B. @an. AH CCCP, t. 1, 19356. 

JncenxoT. Jl. Hoppe met Qu! B3aMeneHHA BereTagnHORHOTO MepHoma. 
pacrennu. a3. «3a con. 3semnenenme», 1 mapta, 193i%a. i 

JlucenxkoT. Jj.HK 5 mpocy o perynuposanan BereTanmoBROrO MepHonra 
Gone O LORE NCL PEE pactenuu. tHypxH. «Cemenopogersos, 13—44, 
19316. . . 

JIncenxo T. JJ. K sonpocy o perymaposannn AMEE BereTaqMoHEOro- 
nepHoma CeJIbCKOXO3AHCTBEHHHIX pacTeHua. Biwun. apopasayun, 1, 
Onecca, 1932. 

Jissceuxo T. Jl. HK nospnm 3aBOeBaHHRM Te0pDHF CTaqMuMHOCTH PasBUTBA.. 
Pas. «3a con. 3emmenemme», 30 oxTAOpa, 1935. 

JIunecenxko T Jj. Cenexngua mn teopua cramninoro Pa3BETES pacTeHaH. 
B KH.: ArpoOuonorua. M., 1946a; M., 1948a. 

JInsceero T. Jl. Teopermueckne ocnopm apospu3sannu. B KE Arpo- 
6uonorna. M., 19466. M., 19486. | - 

JEceHKO T. Jj. Buaanne TepMEgecKOTO daxropa Ha nposommATeIb— 
HOCTP a3 pasBnTuAa pactenu. Cenpxosrm3, 1949. 

MarannpaAn A. K. an H. B. Mapsoesa. Matepnmann no denosKo- 
OTH HeKOTOPHX AmKOpacrymux BAROB @uop—ey ApmancKou CCP, 
KyiLTHBUpyemMbIxX B EpepancKom OoTranmyeckom Cany bron. Borag. 
cama Apm@®AH CCCP, 2, 1940. 

Maxkpowxenkuit C. Xo BecHLI HacTOAMero roma B OKPeCTHOCTAX 
Cumd@eponona. Cepactronoms, 1893. 

MaxcuMosB H. Onporpammax B MeTOfax 了 3ydeHH8 3aBHCMMOCTH pacTe- 
HUY OT MeTeOponornyeckuX daxTopos. Use. Nuct. OUHTH. arponomun, 
t. I], 1—2, 1924. . 

Makcnumos C. A. II. MY. Bpoynos — ocnopononomnnKk cembcKOXOsAH- 
cCTBeHHOM MeTeoponornu. Tuppomereonsmat, JI., 1952. 

Manaxos.M. B. Ilepwogmyeckne HBTneHHHU npaporbl B YpasbCKoM 
Kpae. San. Ypanscx. o6m. ecreerBoucnnmt., T. II], Bam. 2, 1876; 
T. V, Brn. 3, 1879. 

Maabnnes A. O6 ocennem nsetennn Caltha palustris a HeKOTOpHX tg 
Hite pactennai. Tp. Brpo uo DprgknanH.， Gotan, 7. 6, CIl6., 

Manumes A. A. Ysen rpaHna pacnpoctpanenma XpeBecHEIX nopok 
Mw pe3KHX dexogzenpeccnii B 6acceiHe Bepxuei Bonrn. Jloxa. AH 
CCCP, wos. cep., T. XVI, 4.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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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jipcKkoe xosfAlictBo», 1914. 

Maczneuunkos fi. Bwnnerent asnennit upnpony. 2-H Becenuniz 
nmepwon. #typH. «Cenep», ka. 3—4, Bonorma, 1923. 

Macxzeuuuxkos 7. u C. Kautuas. Becenunizt Gonnetens 1923 r. 
.. iypuH. «Cepep», KH. 2, 1923. 
Maccannekuit A. I. Ocenunme Genonormueckne nadnlogenua um ux 

oGpa6otka. Cop. Ootau., 2, 1937. 
Matacos M. WM. IJiporpamma-nuctpyKuMA QA nponsBoncTBa deHom0- 

TE9eCKEX HaOTIONXeHHE B AkytcKou ACCP. Axytck, 1936. 
Matacos M. WH. Ceszonnoe pasBHTEe B AKyTCKOM upmpoge B 1946 r. 

_ Tipmpoya, 4, 1949. 
-Matepawaawn yaa dnropenonorma Kasxasa. Tp. Tudaaccr. Goran, 

cama, Bum. II, 1897; sem. III, 1899. 
Measuaxk C. Il. Jlecosoqnna eh atid Pg Harmagani y 工 0- 

: JaKKiM FoHTpanoriwyMm FTOKOBaTPHHKYyY y 1924 r. San. Bemopyccn. 
3apm. Away. c.-r., BEM. 2, 1926. 

Meapunk C. Il. Jiecohenonormyeckne naGaiogenua. Tp. no szecH. 
onmuiTH. femay BCCP, sum. 2, 1928. 

(Mepxauu HK. E.) Mercklin C, E. Data aus der periodi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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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 zu St. 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 Akademie der Wis- 
sensch., Bd. II, .H. 1,-St. Petersburg,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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