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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植物物候(Phenology)是植物生活史事件的周期性变化，包括发芽、展叶、

开花、结实、叶变色、落叶等。物候是生态系统响应气候变暖的最敏感因

子。物候可以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如碳循环，可以决定物种分布格局，物

候的差异可以促进群落物种共存。近年来，物候学研究成为全球一个热点，

每年都有很多论文发表在 Nature, Science, PNAS 等顶级期刊。然而，大多数

已有研究都聚焦于少数研究地点的少数关键树种。目前迫切需要在更大尺

度上对更多木本植物的物候进行观测，探究不同物种间的物候差异以及不

同物种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为此，我们邀请“中国大学植物网联盟”（萃葩）的成员单位一起开展

木本植物的物候监测，探讨以下科学问题：物候期是否存在系统发育保守

性？哪些科属的物种物候期开始较早、哪些类群较晚？不同功能群（如乔

木 vs. 灌木；常绿 vs. 落叶；被子植物 vs.裸子植物）的物种的物候期差异？

物候期的早晚是否与植物的生态、生理或形态特征相关? 哪些环境因子驱

动植物的物候开始期？ 

二、 工作手册 

1. 如何选种？ 

 物种数：尽可能大于 100 种木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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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每个物种个体数尽量有 3 个，对于个体数不多的树种，可以选 1-2

棵作为重复。 

 类群：尽可能兼顾不同类群，如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乔木和灌木、落

叶树种和常绿树种、不同科的植物、肉果植物和干果植物、开花早的物

种和开花晚的物种等。 

 共同种：要包括参与高校的共同种。 

 第一次观测时对选择的树种用红绳标记，记住观测路线。 

 不建议选择易被摘果的树种（如柿子、板栗）。 

2. 如何确定物候期？ 

主要监测展叶期、花期、结果期、叶衰老期。 

 展叶期：有至少 3个枝条上有嫩叶刚刚展开，并且叶片的最终形态可以

看清，即记录该日期为展叶期。对于北方落叶树种，每棵树每年记录到

展叶期之后，不需要再记录展叶[不同于开花，要持续记录到盛花期]。

说明：叶片不需要完全展开，能看到未来成熟叶片的形状即可记录为展

叶期，如下图： 

  



 花期和果期： 

花期和果期均采用0-4的记录方法，表示开花或成熟果实数量占全部花

芽或果实的比例，0表示没有开花或成熟果实，1表示1-25%的花芽或果实已

经盛开或成熟, 2表示26%-50%, 3表示51%-75%, 4表示76%-100%。 

盛花期：超过 50%的花芽开花，对应上述记录 3； 

花期持续时间：以第一朵花开到最后一朵花落的时间间隔为开花持续时

间。 

盛果期：超过 50%的未成熟果实变得成熟，对应记录 3； 

 叶衰老期：定义一棵树上落叶和变色的叶片数量总和占全部叶片的一半

以上。仅适用于落叶树种。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超过 50%的叶片落叶，

其它叶片仍然是绿色的；超过 50%的叶片变色，其它叶片没有落叶；20%

的叶片落叶，30%的叶片变色。 

3. 监测频率 

 建议在生长季一周监测一次，尽量在一天内完成。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

也可两周监测一次。 

 物候的监测者不宜轻易更换。如果是多个学生参与，可以一个学生负责

春夏季物候监测，另一个学生负责秋冬季物候监测。 

4. 气候因子记录 

气候因子并不是必须的，没有气候因子也可以进行物候格局研究。但

建议最好能收集或获取温度、降水或湿度数据。 

如果高校附近有所属市县的气象监测点，可以不用记录温湿度，向气

象局申请数据共享。 



【到淘宝搜索“温湿度记录仪”】 

5. 数据共享 

本网络的物候数据对所有参与单位完全共享。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参与

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合作论文要把参与的大学的 1-2人列为共同作者。 

6. 记录表格式 

海南大学物候观测记录表 

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记录人： 

地点（路线） 种名 牌号 展叶期 花期 果期 落叶（%） 叶变色（%） 
备注 

 校门往北 3 米 榕树    √  1  0  20  30  

 上棵往东 2 米 桃金娘           60  0  

 上棵往北 6 米 百里香             修剪过 

                 

说明：有的树有现成的挂牌，直接记录“牌号”；展叶用“√”表示，对于北方落叶树种，一年只记

录一个展叶期，达到展叶，当年不必再记录展叶；当落叶+叶变色 比例超过 50%，后续不必再记录

落叶和叶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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