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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海岛右红树林植物20种．分隶14科、19属：棱生态外貌和优势种的蟓则 町蛔f分为8 

个群系，11个群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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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distribution．habitats．com positions。the charact— 

eristics of m angroves in Guangxi isle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about 2o 

species of mangrove plants beIonging to 14 families and 19 genera． Accoding 协 the 

eea Iogical，phTsiognomical and dominant species principles。it may be divided into 8 

formatioas and 11 coInInnuit；es． 

Key words Mangrove：Guangxi islets 

红树林是热带和亚热带海岸一种特有的植被类型，由红树科及一些其它不同科属但具有 

相同生境要求的种类组成，常见于海岸河流出日处或港湾、海岔尾 部潮沟以及淤 泥 淀 积 较 

深的潮滩上。红树林具有防浪护岸固堤、保护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明显作用，同时也是经 

磷价值．药用价值和观尝价值较高的植物，对促进海洋生物的繁荣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全世界的红树林植物计有24科，38属、84种 [】· ，分布于南北纬32。之阔的海岸地带， 

太体上分为印度及西太平洋海岸的东方群系和美洲西印度群岛及西非海岸的西方群系等两大 

群系 )。东方和西方群系在外貌及生态关系上都是相类似的，只是前者的种类较丰富而已。 

我国的红树林与东亚的红树林同一类型， 自然分布主要在海南、广西 、广东、台湾和福建等省 

区沿海一带。广西海岛的红树林自然分布较广泛，资源也颇丰富，是广西海岸红树林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1989年--1992年广西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中，对各岛屿的红树林资 

源，采取了点面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较详尽调查研究f本文根据调查 

材料整理分析写成，意在为广西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1 自然条件基本特征及红树林的分布 

广西海岛位于广西海岸前沿的海域上(108。06 --109。13 E，20。54 --21。4】 N)，计有大 

小岛屿(高潮线以上面积大于 500 m )650多个，分属北海市．钦州市和防城港市。其中较大 

的岛屿有镧湖岛、斜阳岛、龙门岛、西村岛．果子山岛、渔访岛 山心岛、巫头岛和}疗尾岛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广 西 植 物 l5卷 

主要为砂岩、砂页岩 和玄武岩构成的低丘台地，地势低平，一般海拔高30—50 m，最高为斜 

甩岛的羊尾岭140．4 m和渔河岛的白沙 大蛉108 m。以南流江 口西岸及茅岭江口和龙 门港为 

界，可分成东、中、西三大岸段岛群区。东段的海岛少丽分散，且远离大陆岸线，边缘常为 

岩石裸露的岩壁或陡坎，少海滩或无海滩，故无红树林宜生地}中段的海岛多面相对集中， 

又靠近大陆，岛岸衄折，海湾潮沟多，且波浪作用相对较弱，潮流流速低，故红树林分布较 

普遍，西嚣的海岛虽不多，但岛屿的滩涂相当发育，潮滩广垠，宜红树林生长的潮滩面积较 

大，因此，红材栋的分布相对集中成片，各岸段的海岛红树林分布面积见表 1。 

广西海岛属北热带季风气疃区， 

海洋性气候特征现显，温度高而雨量 

E沛，水热条件结合良好。据当地气 

象站资料 (1953--1987)．年平均气 

温22—23℃，最玲月 (1月 )平均气 

温13．3～l5．3℃，垒年》10℃的积温 

7738．7～82e7．6℃；年均 降 雨 量 为 

1393．8—2765．0 r／2t~，其中5—10月 

占全年降雨 的82．2 --88．6 ．表 

现 出疆显的季节舟化。 

表 1 广西海岛红树林面积分布 

Table l The areas of mangroves in GuangxJ islets 

地 ．． 
蹙 亘 一—璺 

⋯ 天 然 蜱 ^ 工 林 

东岸段诲岛 

} 岸 段海 舒 

西 岸段 海岛 

合 计 

海岛陆域上的土壤主要为赤红壤，在高温多雨的生物气候条件下，母岩风化迅速，淋溶 

作用强烈，呈酸性反应；土层厚薄不一，常见基岩裸露， 自然肥力犏低。潮间带土壤为滨海 

盐 土，因受潮水影响深刻，土壤垒盐含量较高，为0．60 一!．28 ，以氯化物盐类为主；因 

质 不同其阅的理化性状差别较大，一般沙质盐土比较紧实，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很少}厮壤 

质盐土比较松软，有机质和养舟的含量也比较丰甯，海岛的红树林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 。 

2 红树林的基本特点 

毛1 种类组成 

广西海岛地处热带的北缘，红树林的种类组成较简单。报据埘查资料统计，有 4科、19弱、 

20种 (表 2)，其中红树科有 4属各 1种， i专现有的红树林植物种类的20 。 与广西海岸带 

的红树林植物种类数量几手相当．种类相同 ，但远不及马亲半岛邻近岛屿的红树秫艟 车l}r 

类 丰富 ，亦逊色于海南岛。 

按广西海岛红树林所处的生境条件不同，可划分为海沛氩树林翱海岸半白：树林两大类。 

组成海滩红树l林植物的种类有白骨壤、秋茄树，桐花树、红海榄、术榄，角果木，榄李 褶老 

鼠筘等 8钟；各岛群区的海滩红树林植物种类都有较大的相似性，一般都是 桐花树、白骨 

壤 ，戳茄、木榄、老鼠蕲等为群落的建群种或优势种，其余的种类数量上很少，且出现的频 

度 低，在群落中属于偶见种。组成海岸半红树林植物的种类常见有海漆、海幸亡果、银叶树、 

苦 榔树、卤蕨、永黄皮和黄槿等，它们或混交成小群落或以 优的小群落的形式不连续地分 

布在海滩红树林内缘的高潮线上，，I"N种类 (海忙果、黄样 )还可分布到完全脱离潮水 影响 

豹滨海沙滩或海边丘陵坡地。 

2．2 外貌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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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人为经济活动的干挠下，海岛大部分红树林的现状主要为灌术林或灌丛林，群落 

一 般高t．O一2．0m，最高也不超过 4 m，仅个别岛屿的局部地段上残存有极少量的小块状小乔 

木林。因而在结构上除少数群落出现有乔木层和灌木层二层结构外，绝大多数的都是高度大 

体一致的单层次结构。群落中既无附生植物，亦无藤本植物，也只有在近岸林缘或较稀疏婚 

林段上，才能见到一些卤蕨或沟叶结缕草 (Zoysia matrella)等草本植物。所以广西海岛的红 

袁 2 广 西 海 岛 红 树 林 植 物 种 类 成 分 

Fable 2 The species strucLare of m angroves in Guangxi ialets 

1)此次 1胡查未见 ，据资 {}在 爰 海岛有 分布 。 

树林结构相当简单，丽有别于海南岛清河港的红树林 

3 缸树林的生志系列 

宜红树林生 眭的潮滩，由外缘到高潮线上，受潮汐淹没的时间和深度不同土壤基质和养 

分状况以及盐度等因素也不同}因而从低潮带到高潮带直至潮上带，形成 了一系列不同的生 

态环境。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红树林群落按照生态分布而排列的情况。 

在贫瘠的沙质裸露潮滩上，以白骨壤为主要建群种的红树林植物首先出现，它是红树林 

在潮间带沙质裸地上的先锋植物群落。这类植物不仅具有以种子进行有性繁殖的能力，更主 

要的是它那发达的根系。它分布在土壤浅层的水平根系宽度相当于其树冠的 3— 5倍，最长 

可达 8 m多 ，营养面相当宽，能广泛地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且还具有很发述的指状气生 

根，密布在植株的周围 (约183—360根／m ，甚至更多 )，从而有利于它们扎据定居在较 

贫瘠紧实的细沙质外滩带出上，长年累月浸泡海水中，任凭风浪袭击仍旺盛地生长发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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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类植物群落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植物的根、千、枝．叶残休在土中不断积累腐烂，加上 

群落自身的促淤保积作用，使其内缘潮滩地势得以逐渐抬高，沙质土壤逐渐得到改良，沙性 

减弱，有机质增加，养分状况相对得以提高，于是具有萌发和天然更新能力都较强的秋茄瓤 

桐花树相继地入侵，形成秋茄或桐花树群落。随着这些群落不断生长，占地面积不断扩大， 

群落内缘的淤泥越积越厚，地面不断抬升 ，这样又为红海榄瓤术揽的入侵生长魁造了适宜环 

境条件，故在秋茄和柯花树群落的内缘便又形成了红海榄和术榄群 落。当这一生态演替系列 

发展到最后勰阶段时，内濉进一步淤积抬高，高潮钱外移，普通潮浪不及，地面积累盐分减 

少，在雨水的淋溶作用下，盐分降低，适宜低盐环境的半红树林植物相继在岸缘生长发展， 

形成 了以海漆、海丰亡果．银叶树等种类为主的半红树林植物群落。继而逐步地过渡到陆生森 

林植物群落或术麻黄 (Casuarina sguisstifo~ia)人工林群落，或是人工改造成农田的农作 

物群落。 

以上是红树林植物在典型滩面上生态演替系 的形成过程。但广西的海岛很少见到这种 

典型濉面， 目前只有在渔 岛和山心、巫头岛的个别濉段上才能得到反映，其余的多为复合 

滩或港湾尾部潮沟，滩面较窄，一般多在3OO一5OO m之间。因此， 多数形成从低潮带至高 

潮带直至潮上带的生态系列，依次为白骨壤林一秋茄林一榈花树林一半红树林 (海漆林或海 

}亡果林 )。也有形成 白骨壤或桐花树纯林直接过渡到岸缘半红树林的生态系列。 

4 红树林的主要类型 

根据红树林的种娄组成、外貌和结构的特征以及生境的特点 ，广西海岛的绳树林可 

划分为 8个群系n个群落。 

I．1 白■■林 (Form．Avicennia marina) 

为海岛红树林主要类型之一，分布比较普遍，凡是有红树林分布的海岛都有此种类犁。 

按生境和组成种类可分为 2个群落t 

■羞白骨壤群落 分布在常受潮浪影响最深刻的低潮带附近，土壤为较紧实而无结构性的细 

沙土。由于常被采割利用 (当地群众喜欢用作绿肥 )，生长较差，植株的基干扭曲倾斜或从 

根颈处分被，无明显主干，呈灌丛状，较稀疏。每100 m 内有 6～168丛不等，高1．0 m左 

右；冠层低矮，结构简单，仅有一层，覆盖度为sO％--50 。 

白骨壤、桐花树群落 分布在中内滩或港湾外侧和湾 内尾 部潮沟， I：壤为半沙泥或淤泥 

质。组成种类以白骨壤为主，伴生种类主要为桐花树，偶有少量秋茄树散生其中。白骨壤在 

此生境中生长较好，高2．0～3．0 m，基径4．O一7．0 ON，具较明显主干，桐花树生长中庸， 

高0·8—1．0m,从而形成较明显的二层结构，总覆盖度60％--80 之间。 

本类型在人为干扰破坏程度较轻的情况下， 自然更新能力较强 ，每100m。内有 5一 10 cn 

高的幼苗120～21O株。但因白骨壤的粜实可以^药或经处珲后可食用而多被采啦，闭此目前 

多数群落天然更新受抑制。 

4．2 敖茄林 (Form．Kandelia cande]) 

分布不很普遍，腺山心岛有相对较集中的成片分布外，其余各岛均呈零星小块状 该类 

型在不同滩位上发育着2个群落： 

敢茄拜落 自然分槔苹围是紧接白骨壤林内缘的中外濉或中滩，土壤为半泥半沙质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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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沙量较多的淤泥土。组成种类以秋茄占绝对优势，有时亦有少量的桐花树或白骨壤等种类 

混生。植株的生长发育较差，大多数在根颈处分叉，无明显主干，呈灌丛状态·每10O 内 

有60--129~，每丛计有5—1O株分叉枝。高1．2 m左右，群落覆盖度为40 一60 。 

秩茄、桐花树群落 分布在中内滩或港湾海岔尾部潮沟，土壤为含沙量较多的淤泥土， 

呈浮烂状态。组成种类以秋茄树为主。伴生树种主要为桐花树，但某些片段也有少量的白骨 

壤植株散生其中。秋茄生长相对校好，高1．6—2．2 m， 主千较明显，往往高出桐花树树冠之 

上，总覆盖度65％一80 。 

在海滩内缘淤泥质土的秋茄树人工群落，植株整齐一致，密度为64株／10O m ，生长发 

育良好， 4— 5年生群落高0．7 m，平均基径4．7 om，覆盖度3O 。 

秋茄属典型 胎生”植物， 自然更新靠胎萌胚轴插入土中方能生长，因此其天然更新力 

的 强弱受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大。在较紧实的半沙半泥滩位上的秋茄林，林下幼苗很少，通常 

是20株／100 m 左右}而在淤泥质的内滩．中内滩的秋茄林，林下幼苗多，为85—125株／ 

lOOm 。但后者的秋茄林往往又与桐花树形成复层结构，覆盖度比较大，林地光照条件差， 

更新幼苗常出现枯死现象，很少长出桐花树树冠之上，因而限制了群蒋的发展，现存的群落 

面 积不大。 

_4。3 桐花槲林 (Form．Aegiceras cornicula turn ) 

是海岛红树林中 占地面积晟大、分布最广、且保存也较好的一种类型。常见的只有一个 

群落{ 

桐花树群落 适应的环境条件较宽，港湾外侧至跨外海岔尾部潮沟，甚至河口内缘、溺谷 

湾等处，不论稍干实的高潮滩至中潮滩，还是外侧柔软的低潮滩，从淤泥深厚的土壤至半泥半 

秒土壤，甚至卵石沙泥土都有它的分布，生长繁茂，常密集成带状或片状。组成种类单纯， 

以桐花树占绝对优势，桐花树之上或之间常散生有少量秋茄或白骨壤。植株的主干细长，灌术 

驮 ，生长良好。群落的高度 与繁茂程度，随着生境和群落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淤泥深厚 

钧 滩位上，17—2O年生的群落，植株平均高2．O一2。5 m，密度为1200--1390株／100 m ，基径 

范围2。5—9．00Ⅲ，群落覆盖度9O --95 ；4— 5年生的群落，平均高1．4m，群落的密度相当 

大，达2200株／100 m ，基径在1．5—4。0 om之间，分枝短小，覆盖度几乎100％。而个别地 

段接近成熟期的群落，植株基部萌枝多而呈灌丛状，且在基部还着生着密集的似拱笼状支柱 

根，每丛计有1O～2O根不等，高0。5—0．8 m。 

该类型天然下1种更新力 的强弱与林地光照条件关系密切。 当林冠 盖度90 时，每100m 

内有幼苗90—16O株，但多见林内光斑处，树冠荫蔽处极少幼苗生长。因此，当群落的覆盖度 

太大时，应 选择林地落果最多时进行透光伐或疏伐，以利群落的正常更新，达到稳定群落的 

目的。 

·● 术梳林 <Form．Bruguiera gY mnorrhiza) 

目前仅在西段海岛有分布，中段海岛个别地段有少量植株散生。有 1个群 落。 

禾税群落 分布于潮滩内缘，土壤为胶结状或半硬化淤泥 由于长期人为干挠破坏，天 

然分布的残存无几。所见的都是小群落或树丛，其外侧常与桐花树林相连，内侧则与半红树 

林相接 组成种类单纯，以术榄为优势，呈小乔本状，高 2—3．0 m，胸径 4～6．0 c ，最 

高达4·2m，最大胸径11．7 cm，具有突出地面的屈膝状气生根。群落中常见有桐花耦f，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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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苦榔树、苦槛蓝等散生。群落覆盖度为60 左右。 

本类型还有最近两三年人工营造的幼林，分布在海滩内缘，密度和秋茄人工幼林相同， 

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85 以上，生长发育状况较好。 

木榄无萌芽更新能力，在板结或硬化了的淤泥土潮滩， 电不利其 自然下种更新， 自然发 

展缓慢。因此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拯救现存的群落，树丛和散生母树，为人工扩大造林提供 

种源是很有必要的。 

4．5 老曩端林 (Form．Acanthus ilicifolius) 

呈零散小片状分布于西段各岛，仅 1个群落： 

老鼠铀、相花树群落 主要分布在河口内缘咸淡水混台 沼泽地或海湾尾部潮滩，土壤为 

较深厚灼淤泥土，半胶结状。组成种娄以老鼠输为主，伴生种类为桐花树}有少量海漆和榄 

李等散生其中，草本植物有 卤蕨。群落为密集灌丛，结构单屡，不整齐，高1．0 m友有，总覆 

盖度70 一90 ， 防浪护堤效果极好。 

1．B海漆林 (Form．Exeoecaria agalloeha) 

是海岛中最常见的海岸半红树林类型，可划分为 2个群落： 

海漆拜落 通常以小群落分布于普通潮位可波及或短时浸淹的岛岸边缘，土壤沙质 ，无结 

构性。多为单优势种群落，某些岸段有少量苦榔树或海幸亡果散生。 植株生长较差，高 1。0— 

1．5 m，覆盖度4O ～6O％ 

海漆、桐花树拜落 分布于海湾尾部河 口或陆域边缘、人工海堤上．土壤为半硬化或胶结 

辩泥(人工海堤为沙质壤土)。群落组成种类相对较复杂，以海漆占优势，伴生种隙榈花树外， 

还有老鼠翁、水黄皮、榄李或苦榔树，钝叶豆腐术、黄槿等。结构多具二层，海漆株高3．0— 

4．0 m，胸径5．0—8．0 o }少量植株高达 8．0 m，最大胸径23．0 cm，分布疏密不均 ，总覆 

盖度6O --80 。 

海漆根系发达，枝叶繁茂，萌生力很强，容易繁殖，能扎 根石缝中．是护岸固堤的优照 

树种。 

●．7 海虻果林 (Form．Cerberam anghas) 

属半红树林类型，在各岸段的海岛均有分布，但多为萌生∞零星林片。有 1个群落： 

海{亡果拜落 生境范围多在岛陆边缘，即从受大潮淹没的湖上线附近列完全脱离潮水直 

接影响的台地上部、沙堤，沙滩，地势相对较其他半红树林植物分布地高，土壤为海积沙土 

或砂页岩母质发育的沙壤土。组成种类 以海杞垠占绝对优势，常混生着一些耐盐或耐低盐环 

境的植物，如苦榔树、酒饼蒋 ( f。 f buxifolia)、露苑 篱 (Pandan~'z I~clor~8)、越 

南叶下珠 (Phyllanthus cochinchinensia)等。 分布在台地下部的海柁果群落还见有野牡 丹 

(Melastoma eandidum)、桃金娘 (Rhedomyrlus Iomenlo~a)等陆上酸性土指示植物。海 

柱果植株呈灌丛状，高1．5—0．0 Jn不等，通常只有一层，不平整，群落覆盖度40 --6oZ。 

在沙质 岛岸的术麻黄防护林下，海托果生长发育也比较好，常形成林下高1．5～2．5 m灌 

术层。反映出海棺果既可组成单优势种群落，也能耐一定荫蔽，同时还能耐一定程度沙埋。 

阜丽在沙质岛岸营造防护林时，可用海柁果和其它材种配合营造混交林，以便进一步提高它 
的防护效益。 

●．● 叶树林 (Form．Hexitiera littor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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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属半红树林类型。在海岛的红树林类型中，它是唯一残存具有代表性的乔木林，分布 

在酉岸段的渔沥岛和山心岛下。只有 1个群落： 

银叶树群落 成窄带状或小片状出现在海堤或陆域边缘。生境虽已脱离潮水侵淹，但毋 

受间接性的影响，土壤为海积沙土或砂页岩母质的盐渍性土。本类型为单优势种群落，植株 

平均高8 m左右，平均直径21．2 c ，个别植株最高达12．O m，最大胸径3O·6 om，板根较 

明显。单层结构，覆盖度约8O 。散生的种类常见有海漆、水黄皮、苦榔树等半红树林植物。 

银叶树虽具有萌芽更新能力，但天然下种更新力较弱，林下或林缘很少见到更新的幼苜 

幼树，自然状态下很难得到发展。固而在保护好现存的小片林和散生母树的同时，应结合进 

行人工繁殖发展。 

5 结语 

从广西海岛红树林的分布面积、组成及各类型的特点看，广西海岛的红树林在广西红树 

林上 占有相当的位置，是广西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 

从所词查的历史材料看，广西海岛过去大部分海滩涂都为较繁茂的红树林覆盖。但出于 

长期的人为于挠破坏，至今幸存的红树林已不足原有面积的1／ 8 且现存的红树林其组成 

和结构越来越简单，生态系统退化，生物生产力下降，防护性能降低，而且还在受到不断的 

破坏。因此，在 认识红树林现状、分布和动态趋向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开展对红树林退化生 

态系统的恢复研究工作，探索红树林退化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演变过程和速度、演替的动 

力学机理及可能调控措施，以便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人工重建和优化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技术 

问题，实现正确地、台理地，永 续地开发利用红树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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