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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草 〔Codariocalyx m otorius (Houtt. ) 〕为豆科含羞草亚科舞草属植物。直立小灌木 , 三出复叶 , 侧生 , 小叶很
小 , 或缺仅单小叶 (图版 , 1)。原产北美 , 我国产于福建、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台湾等地。花期 7～9

月 , 果期 10～11月。植株供观赏及药用。
试验于 2004年 3～7月在北京进行。观察发现 , 舞草的小叶在每天的 10: 00和 17: 00左右会出现两个活动高峰 ,

其与大叶叶柄之间的角度变化幅度接近 180°, 表现为小叶片向大叶方向活动 , 紧贴叶柄 , 也可相反远离大叶 ; 此间大
叶的活动不明显。各叶片向光性强 , 叶片相互遮荫的现象很少见 (图版 , 2)。傍晚 , 光照和温度均开始下降 , 各小叶
先后向叶柄下端活动 , 每动 1次约 1 s, 有时 1片小叶可出现 2～3次明显动作。大叶的活动为在凌晨 5: 00迅速展开 ,

叶柄向上 , 与主茎之间的角度多呈 45°或 60°。而在傍晚 17: 00～19: 00缓慢闭合 , 紧贴主茎 (小于 30°) (图版 , 3)。
舞草植株的保卫反应 : 2004年 4月 3日 , 盆栽土壤过于干燥 , 在阳光下叶片为减少蒸腾均呈下垂状态 , 经夜晚浇

水后第 2天叶片恢复正常。顶端新长出的大叶叶片多以叶脉为中轴相互闭合 , 可避免灼晒和水分蒸发。
舞草的生物钟现象 : 即使夜晚室内用 100 W的灯光照射 , 舞草仍处于夜闭合睡眠状态。
舞草在北京栽种的可能性 : P. Simons (1992年 ) 指出在温室中夜温 21℃, 昼温 25℃小叶活动频繁。张智英等

(2001年 )、袁志章 (2002年 ) 也指出舞草适宜在 20～30℃中萌发生长。本试验证实北京地区 4～9月份 , 阳台或加
温温室中均可栽种。从播种开始到植株长到 20 cm, 约 2个月。10月份将长到 90 cm的植株转入温室 , 始终未见开花
结实 , 这可能与长日照有关。未进行田间栽培试验。

Paul Simons将舞草的活动称为 “搏动”。他观察到舞草在黑暗中 “搏动 ”明显减弱 , 直至停止。早在 1923年 J. L.

Bose就指出 : “搏动”主要是外部刺激引起的 , 强光增加 10 m in可使 “搏动”增加 4个幅度。并认为 “搏动”的作用是
促进植株汁液上升和维持水分转移。本试验中对舞草活动的观察均未伴随音乐 , 而在室内的盆栽舞草旁边唱歌或播放音
乐均未见舞草有活动迹象 , 因此作者认为舞草的活动与音乐无关 , 日光和温度的变化是影响舞草活动的主要因素。

图版说明 : 1. 舞草的叶片 ; 2. 舞草白天的株型 ; 3. 舞草夜晚的株型。
Explana tion of pla tes: 1. Leaves of Codariocalyx m otorius; 2. Codariocalyx m otorius p lants during the day; 3. Codariocalyx m otorius plants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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