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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区秋茄幼苗生长动态 

张宜辉 ，王文卿 ，吴秋城 ，方柏州 ，林 鹏 
(1．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厦门大学湿地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2．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福建云霄 363300) 

摘要：通过福建漳江口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内 8个样方 24个小样方人工种植 600个秋茄胚轴，在 3a时间内对秋茄胚轴建立、幼苗 

生长以及环境因子进行定期观测。研究结果表明：林缘空地的秋茄生长状况良好，白骨壤林内最不利于秋茄幼苗的生长。潮 

位、盐度、底质土壤理化因子不是造成该样地各样方间秋茄幼苗生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动物取食、光照状况 以及种间竞争是限 

制秋茄生长的主要环境因子。秋茄胚轴在长根前易于随潮水漂走，底质土壤中白骨壤致密的根系抑制了秋茄胚轴的定植，导致 

白骨壤林内秋茄幼苗漂走的数量最多。昆虫和螃蟹等动物的取食是导致林内已经固着生长的秋茄幼苗大量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而林外被取食的幼苗个体极少。此后秋茄幼苗能否继续成长，主要取决于幼苗所接受到的光照条件。3a后，在荫蔽的树冠 

下，秋茄幼苗无法存活；而在林外，秋茄幼苗已经长成幼树。在林外滩涂上迅速生长的互花米草 ，也将影响秋茄幼苗的更新和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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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of Kandelia candel seedlings in mangrove habitats of the Zhangjiang 

Estuary in Fujian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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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valua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mangrove species Kandelia candel in the intertidal zone，and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iotic and abiot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generation of its seedlings， we conducted a field 

experiment in Zhangjiang Estuary in Fujian．Different positions along the intertidal gradient were selected from 20 m to 1 20 m 

horizontal distance down the shore，including eight sampling sites in the mangrove areas．Equal numbers(75)numbers of mature 

propagules of K．candel were planted in each sampling site．The fates of propagules and growth of seedlings were monitored for 3 

years · 

Th e rates of rooting of K．candel propagule varied spatially．Th e lowest rates occurred in sites with an Avicennia marina． 

dominated overstory (69．7％)．The rates were higher in sampling sites with a K．candel—dominated overstory (90．0％)，at the 

fringe of the mangrove forest(89．3％)，and on the bare tidal flat outside the mangrove forest(82．7％)．After 1 year,the 

survival rates of seedlings planted under A．ma rina forest，K．candel forest，at the fringe of the mangrove forest，and the bare 

tidal flat were 13．7％ ，54．7％ ，76．0％ ，and 34．7％ ，respectively．Among the surviving K
． candel seedlings．those at the 

fringe of the mangrove forest and on the bare tidal flat had greater height，stem diameter，leaf number
， leaf area。and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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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did those under the A． mar／na and K ．candel forests．In general，our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of K．candel seedlings occurred successfully at the fringe ofthe mangrove forest but did worst under the A．mar／na forest． 

We analyzed the factors which translate K． candel seedlings’ performance in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 s of 

establishment and early growth among sites．The perform ance of K．candel seedlings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sediment texture ， 

pH，salinity，organic matter，total N，and total P among the sites．However，interspecies competition，propagule predation by 

insects and crabs，and the incident light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edling survival and growth． 

At the early growth stage，the probability of establishment of K．candel propagules planted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was 

influenced by predators and tidal disturbance．Under the A．mar／na forest，the compact root system of A．mar／na prevents K． 

candel propagules from rooting SO that the propagules tend to be carried away by tidal currents．Insects and herbivorous crabs can- 

play a considerable role in the predation of[nan~'ove propagules and possibly are a threat to the regeneration of mangroves．We 

found that rates of insect and crab predation were hisher in the intertidal location under intact canopies than at the fringe of the 

ma ngrove forest and on the bare tidal flat． 

Long-term survival of seedling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to saplings depend on light availability．Analyses showed that 

correlation be tween growth parameters of one year old K． candel seedlings and light intensity was significant．Shade reduced 

seedling growth in the field．Only those seedlings at the fringe of the mangrove forest and bare tidal flat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and grew to ma turity．Th ese sites afford better growth conditions than the surrounding understory and，as importantly，provide a 

refuge from predation by insects and crabs． 

Our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rapid growth of Spartina aherniflora reduces the regeneration of K．cande1．As a 

competitive plant to K．candel in the mid intertidal zone，S．aherniflora may be having a large impact on the mangrove 

composition of our study forests．It is necessary to search for ways to protect this reserve area of mangrove wetland． 

Key words：[nangroves；Kandelia candel；growth；Fujian(Zhangjiang Estuary)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问带具有重要生态防护功能的植被类型，由于受到海水周期性浸淹，红树植 

物特化出胎生繁殖的方式来适应潮滩生境 j̈。因此，胎生苗(胚轴)一幼苗一幼树是红树林种群更新和发展的 

重要阶段 。对红树植物成熟繁殖体从母树上掉落后幼苗生长阶段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成年红树植物种群生 

长分布的特征  ̈。 

潮问带红树植物幼苗的生长受到多种因素(生物、非生物因素)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从光照状况 j， 

底质土壤颗粒大小和理化性质 ’ “]，潮汐 ’ ]，盐度 ，I3_，动物取食  ̈ ，繁殖体大小n’ ，繁殖体传播方 

式b 以̈及种间竞争 m 等因子对红树植物胚轴或种子的发芽和生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 

本研究根据福建漳江口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滩涂和红树林植被的分布状况，在选定的样地中，从林内到林 

外光滩插植秋茄(Kandelia carme1)胎生苗(胚轴)，定期调查各样方内秋茄幼苗的存活和生长情况，同时测定不 

同样方生境的土壤、光照等生态因子。通过上述测定工作，力图从光照、底质土壤理化性质、潮汐、种子或幼苗 

被捕食以及种问竞争等方面分析影响秋茄幼苗存活和生长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当地红树林的恢复和红树林造 

林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样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样地概况 

样地位于福建云霄县漳江 口国家级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23。55 N，117。26 E)。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 

气候温暖湿润，光、热、水资源丰富。根据 1960～1999年的气候资料统计，年均气温 21．2~C，最高月均温 

28．9~C(8月份)，最低月均温 13．5 oC(1月份)；年平均降雨量为 1714．5 mm，降雨量主要集中在4～9月份。保 

护区近岸表层海水温度随季节变化较大，2月份水温较低，8月份水温较高，变化范围在 14．9～25．6cI=；受降 

雨、江河径流和潮汐的影响，海水盐度在 12～26之间变化；该海域潮汐属不正规半 日潮，最大潮差 4．67 m，最 

小潮差0．43 m，平均潮差2．32 m，最高潮位2．80 m，最低潮位 一2．O0 m，平均海平面0．46 m(以黄海平均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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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潮位高程基准面)，平均涨潮历时 397 min，平均落潮历时 315 min 。 

通过对整个保护区的踏勘，所选定的样地位于云霄县东厦镇竹塔村附近，红树林带宽 105 m，林下滩涂较 

为平整。并且该样地离码头以及潮沟较远，受人为干扰破坏较少。从堤岸开始，垂直离岸 0～20 m之间为白 

骨壤林，处于一个凹地中，地势较低；20～40 In处为秋茄纯林，地势最高；40～100 m之间为白骨壤林，105～ 

120 m之间为互花米草盐沼，在白骨壤林缘外侧和互花米草盐沼之间 5～10 m宽的交界处，有秋茄和桐花树混 

生，树高在 1．0～2．0 m之间，林下较多裸露的空地。离岸 120 m外的滩涂为泥蚶、缢蛏养殖区。在样地布设 3 

条高程水准测量横断面，测量距离从岸边人工堤岸开始到离岸 120 m处的红树林带前缘，平均 10 m为一个测 

点。退潮时，携带标志杆和已装好水的透明塑料软管，根据连通器原理进行测量，得到离岸 0～120 m之间样 

地滩涂的相对垂直高程(图1)。其中，离岸 120 m处红树林生长带前缘高程为1．03 m(以黄海平均海平面为潮 

位基准面)，在平均海平面稍上，每天 2次的涨潮均能淹及样地土壤。 

根据《中国植被》 的划分方法 ，该样地内有红树林和滨海盐沼两个植被类型。其中红树林植被类型中 

有秋茄林(Form．Kandelia cande1)和白骨壤林(Form．Avicennia marina)两个群系，滨海盐沼为天然互花米草盐 

沼群系(Form ．Spartina alterniflora)o 

(1)秋茄林 外貌整齐，青绿色或深绿色，结构简 

单，郁闭度在 80％左右。纯林，偶有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混生，树高 3～6 ITl，平均高4．5 m，平均胸 

径 5．7 am，密度为 30株／100 m2。 

(2)白骨壤林 外貌整齐，灰绿色，结构简单，郁 

闭度在70％左右。纯林，偶有秋茄、桐花树混生，呈丛 

生状萌生林，高度 1．5～3．0 m，平均高 2．4 m，平均基 

径 14．0 am，密度为 15丛／100 m2，地 面有从表土伸 出 

的指状呼吸根 ，(472±63)条／Ⅱl2。 

(3)互花米草盐沼 植被繁茂，外貌整齐，青绿 

色，结构简单，郁闭度在 80％ ～90％。以互花米草 

(Spar-tina aherniflora)为单优势种 ，高 1．5～2．0 In，周 

边偶有桐花树和秋茄的幼苗生长。 

1．2 研究方法 

1．2．1 秋茄胚轴人工插植及其幼苗生长状况调查 

根据生产实践经验，采集胚轴最好在胚轴脱落初、中 

期进行，此时采摘的成熟胚轴粗壮，插至海滩后容易 

生根固定，不易被浪潮漂走 。漳江口秋茄胚轴采收 

时间宜安排在 3月上旬至 5月上 句。在 2002年 4月 

11日，采集该保护区内的秋茄成熟胚轴，挑选发育良 

好 ，成熟度接近且重量、长度大小相近的个体，于4月 

12日栽培。栽培前秋茄单个胚轴平均鲜重(14．35± 

2．27)g，长度(22．24±1．66)am。 

根据样地滩涂剖面以及植被分布状况，采取如下 

种植方案：离岸0～20 m之间，地势较低且人为干扰 

相对较大，离岸 120 m外的滩涂为泥蚶、缢蛏养殖区， 

受人为影响非常大，因此仅选择离岸 20～120 m之间 

的滩涂进行栽培实验。沿堤岸垂直方向拉一条样线， 

表 1 样 方具体位 置和所 处林带 

Table 1 Horizontal distance down shore and v~etafiom of sampUng 

tes 

冒 0 
0 

嚣量： 
喇．墨0 

》 0 2O 4O 6O 8O 100 120 

离岸距离Horizontal distance down shore(m) 

图 1 样地内不同水平离岸距离的滩涂剖面、林带分布及样方位置 

Fig．1 Beach profile，vegetation zonation and sampling sites location 

horizontal distance down shore at Zhuta of YurI】【uao．Fujian 

A：白骨壤林 Avicennia marina forest；B：秋茄林 Kandelia candel forest：C： 

林缘 “ge；D：互花米草 Spartina alterni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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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茄林内开始(离岸25 m处)，沿样线每隔 10～15 m为 1个栽培样方，每个样方中选定 3个 1×1 m2小样方 

(重复)，小样方之间相隔5 m，离岸距离相同。每个小样方插植25个秋茄成熟胚轴，株距0．2 m×0．2 m。总计 

8个样方，24个小样方，插植 600个胚轴。各样方具体位置以及所处林带见图 1和表 1。 

从 2002年4月到2003年 4月，定期(2月，次)调查各样方内固着、漂走、外来这 3种不同类型秋茄幼苗的 

数量，其中固着生长包括定居成活和死亡两类，死亡的幼苗进一步分为损伤性和非损伤性两种情况。同时观 

测定居成活幼苗的生长状况(3株，小样方)，记录幼苗的主茎节数、分枝数、叶片数，量取茎高(胚轴顶端到顶 

芽之间的长度，不包括胚轴)和基径(第 1节中部)。 

2003年 4月，随机挖取 1年龄的秋茄幼苗(2～3株，小样方)，记录各株幼苗的主茎节数、分枝数、叶片数， 

剪纸衡重法测定叶面积。量取茎高、基径。烘干法(105 c【=，24 h)测定幼苗各部分的生物量。并在 2004年和 

2005年跟踪调查各样方中幼苗的生长状况。 

1．2．2 林下各样方生态因子的测定 光照强度采用上海市嘉定学联仪表厂生产的数字式照度计，每 2个月 

测定 1次各个小样方的光照强度，测定高度为离地面0．5—0．8 m。以互花米草盐沼外侧光滩测定的光照强度 

为 100％相对光照强度，林内各样方的相对光照强度按以下公式计算： 

样方相对光照强度 =林内光照强度，林外滩涂光照强度 ×100％ 

从 2002年 4月到 2003年 4月，每 3个月采集各个小样方的表层土壤(0—20 cm)，带回室内自然风干、研 

细、拣去根系，过 35号筛，贮存备用。土壤质地，有机质，N、P含量，pH值等理化性质的测定参照《土壤农业化 

学分析方法》 J。 

1．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软件对各样方间的生态因子、幼苗生长参数进行方差分析，并对生态因子、秋茄幼苗更新数量 

和幼苗生长参数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样方生态因子 

各样方的生态因子见表 2。 

秋茄林的郁闭度高于白骨壤林，因此秋茄林下(样方 1)的相对光照强度最小，仅为 7．15％；而从秋茄林和 

白骨壤林交界处到白骨壤林林缘(样方 2～6)的相对光照强度在 14．15％～16．01％之间，较为一致。林缘外侧 

空地的光照程度受树冠影响小，其相对光照强度为 83．77％。 

各样方底质土壤均为粉粘土；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全氮量均以林外(样方 7、8)相对较低 ，全磷含量差别不 

大；土壤盐度在 13．86～21．79之间，以秋茄林下最高；土壤 pH值在 6．51～6．60之间，较为一致。 

表 2 各样方的生态 因子 

Table 2 Ecological factors in sam pling sites 

同一列数据的不同字母表示多重检验结果差异显著，P<O．05 Mean values in the sarne c。lunm having the differenl letters are significanuy differenl at 

P <0．05 level 

此外，从样方 1到样方 8，滩涂垂直高程依次下降，高程差为O．39 m(图 1)。经实测，在样方 1～8之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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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涨潮历时41 min，平均落潮历时32 min。 

2．2 各样方中插植秋茄幼苗的命运 

表 3为栽培 1a过程中，每2个月观测，总计6次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 

表3 栽培1年内各样方中不同类型秋茄幼苗的数■统计 

Table 3 Statistic ofdifferent types of Kandelia candel seedlings in samp~ng sites in 1 year．The values were the means of3 replicates 

*2002年6月测定数据 Datawere obtainedin June of2002 

2．2．1 固着、漂走和外来的秋茄幼苗 人工插植的秋茄胚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生根固着生长或随水漂走 

这一过程，在 2002年 6月份进行第一次调查测定之后，未再观察到有胚轴漂走。不同样方内秋茄幼苗固着生 

长的数目不同：样方 1、2漂走的胚轴个体最少，仅占栽培总体的 12．0％和 8．0％，相应固着个体最多；在样方3 

～ 6中，胚轴漂走的个体最多，分别占栽培总体的20．0％、33．3％、34．7％和33．3％；样方 7、8内漂走的胚轴数 

目也较少，占栽培总体的 10．7％和 17．3％。 

每年 3～5月份为漳江口秋茄胚轴大量掉落的时期，因此在第一次调查测定中可以观察到各样方中出现 

外来并固着生长的当年生秋茄幼苗。不同样方中外来秋茄幼苗的数目也不同：样方 1、2处于秋茄林下，外来 

幼苗数目为各样方中最多，分别为 5．3株／m2和6．7株／m ；在样方 3～6中，基本无外来个体；样方 7和样方 8 

中也有外来的幼苗 ，分别为 3．3株／m 和 2．3株／m 。 

2．2．2 秋茄幼苗固着后存活动态 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固着生长的秋茄幼苗 ，部分幼苗在随后的生长 过程中， 

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死亡。根据观测，死亡的个体可分为损伤性和非损伤性死亡两种类型，前者指秋茄幼苗 

的枝叶或胚轴被动物取食后而死亡，实验中未发现潮水、大型漂浮物体对样方内幼苗产生的机械损害；后者指 

秋茄幼苗出现萎蔫、枯死，但幼苗的枝叶或胚轴上未发现有噬咬或机械损伤的痕迹。另有部分幼苗枝条被咬 

后，仍可以从胚轴顶端长出新的枝条，视为定居成活的个体。 

栽培 1年内，不同样方中秋茄幼苗死亡的个体数不同(表 3)：在样方 1、2中，有 1／3的幼苗死亡；在样方 3 

～ 6中，死亡的个体数最多，为栽培总体的45．3％～68．0％；样方 7幼苗的死亡个体数最少，仅为栽培总体的 

13．3％；而样方 8幼苗死亡的个体数达到栽培总体的48．0％，主要是由于互花米草生长扩张，导致其中两个小 

样方的幼苗被覆盖而死亡。 

各样方中秋茄幼苗的死亡类型也不同：样方 1的幼苗以非损伤性死亡为主，占死亡总体的62．0％；到样方 

2，损伤性死亡类型的幼苗占死亡总体的百分比为58．5％，超过了非损伤性死亡的个体数；在样方 3～6中，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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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性死亡的个体均占死亡总体的绝大部分，为 83．4％～92．5％；样方7中，损伤性死亡的个体相对较多，但从 

死亡的个体数来看，两种死亡类型幼苗的个体数仅分别为 1．3株和2．0株，远小于其它样方的死亡个体数；样 

方 8全部为非损伤性死亡类型的幼苗，其原因是受样方边上的互花米草的覆盖致死。 

此后，到 2004年 4月，除样方 1、2、7中仍有秋茄幼苗存活外(2a成活率依次为 18．7％、23．2％和71．9％)， 

样方 3～6和样方 8中秋茄幼苗全部死亡。其中，随着互花米草的进一步扩张，最后 1个小样方的幼苗也被覆 

盖致死。而到2005年，既栽培3a后，仅样方 7中有秋茄幼苗进一步长成幼树(3a成活率为 68．2％)，样方 1、2 

中秋茄幼苗也全部死亡。 

2．3 定居成活秋茄幼苗的生长 

各样方 1年龄秋茄幼苗的生长参数见表4。各项生长参数均以在林外两个样方最大。而在林内6个样方 

中，秋茄纯林下的幼苗的生长好于白骨壤林。根据上述生长参数并结合历次调查的结果，可以得出：定居成活 

的秋茄幼苗的总体生长状况为林缘空地和林外滩涂最好，秋茄林内次之，白骨壤林内最差。 

此外，相关分析表明，各样方中 1年龄秋茄幼苗的各项生长参数和相对光照强度之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关系(表5)。表明光照水平影响秋茄幼苗的光合生产，并进而对秋茄幼苗的根、茎、叶的形态生长和生物量均 

有影响。 

表 4 各样方1年龄秋茄幼苗生长参数比较 

同一行数据的不同字母表示多重检验结果差异显著，P<O．05 Mean values in the same lOW havi g the different len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O．05 level：The values were the mea／is of 6—9 seedlings 

表5 各样方 1年龄秋茄幼苗生长参数与相对光照强度的相关系数 

3 讨 论 

3．1 影响秋茄胚轴早期固着生长的因素 

潮间带红树林底质淤泥较为松软，即使是插入淤泥中的胚轴，在涨落潮期间也易于被潮水带走
。 秋茄胚 

轴通过迅速长根，获得抵抗潮水冲刷的能力而固着定居 。 

对红树植物早期定植生长的研究表明，底质土壤盐度、海水浸淹时间以及潮水流速是影响红树植物幼苗 

早期根系生长的主要原因。底质土壤盐度过高、滩涂潮位太低导致的海水浸淹时间太长都使得红树植物幼苗 

萌根时间推迟，根系生长不良，当幼苗受到潮水冲刷时易于被带走 ， 瑚 
。 本研究中，秋茄样品的种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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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由于各样方生境不同而影响其萌根，导致了秋茄胚轴固着率差异明显。分析其原因，除互花米草盐沼外 

侧 1个小样方处于小潮沟边上，受潮水冲刷明显而有较多秋茄胚轴漂走外，其它各样方内滩涂较为平整，潮水 

涨落过程中水流的速度比较一致；此外，红树林对水流的滞缓效应使得林内水流漫溢与排泄流速仅为相应白 

滩流速的 1／3 1／4n 。林外潮水的流速高于林内，但林缘空地秋茄胚轴漂走的个体数反而低于白骨壤林，因 

此可以首先排除滩涂潮位、潮水流速不同对样地内秋茄幼苗固着生长带来的影响。再次，相关分析表明，各样 

方的相对光照强度和底质土壤理化性质和胚轴的固着率没有相关关系(P>0．05)，因此排除了光照以及底质 

土壤差异对秋茄胚轴萌根的影响。 

实验中，观测到白骨壤林下从表土伸出的指状呼吸根密度高达(472士63)条，lll2，此外在白骨壤林底质土 

壤中密生白骨壤细根，而秋茄林、林缘空地以及互花米草盐沼外侧滩涂的土壤均未见白骨壤根系分布。调查 

结果显示在白骨壤林下秋茄胚轴固着率最低，表明白骨壤根系的存在是抑制秋茄胚轴早期根的萌生的关键因 

素。但其抑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包括白骨壤的根系是否对秋茄胚轴存在化感作用 以及养分竞争等，这 

对于了解红树林群落的种类构成，种间相互作用规律有重要意义。 

3．2 影响秋茄幼苗存活的因素 

已经固着生长的秋茄幼苗在生长过程中，处于高盐、周期性潮水浸淹的逆境中，并遭受昆虫和螃蟹等动物 

的取食，此外林下幼苗光照强度微弱，因此在栽培 3a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死亡。本研究中，不同样方土壤理 

化性质以及潮水浸淹时间和秋茄幼苗的死亡数量没有相关关系(P>0．05)，表明土壤以及水文因素不是引起 

秋茄幼苗死亡的直接原因。 

而从不同样方内秋茄幼苗的死亡个体数和死亡类型来看，昆虫和螃蟹等动物的取食是导致林内秋茄幼苗 

大量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并以白骨壤林内最具代表性，其损伤性死亡的个体占死亡总体的 83．4％一92．5％。 

实验观测和统计结果表明，林内各样方中秋茄幼苗的胚轴上黑色小孔较多，经取样解剖观察，孔内为昆虫将秋 

茄胚轴髓部蛀空，而林外秋茄胚轴有见黑色小孔，但孔口已愈合，孔内无昆虫。Sousa等  ̈研究发现，在林内 

遮荫条件下，昆虫生长活动频繁而将幼苗胚轴蛀空，导致幼苗死亡。实验中可以明显看到秋茄幼苗胚轴或顶 

芽被咬的痕迹，同时观察到螃蟹在幼苗上活动取食 ，而林外样方被破坏的幼苗个体极少。Minchinton LJ 、Krauss 

等 的研究表明，螃蟹对红树植物幼苗危害严重，林窗和林内危害不同，林内遮荫条件下红树植物幼苗胚轴 

和幼枝较幼嫩，易于被取食。这和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光照是影响红树植物更新的主要生态因子，多数红树幼苗随着遮荫的加重，存活率随之下降 ]。本实 

验样地林内相对光照强度仅为林外光滩的7．15％ 16．01％，其中以秋茄林下最小。研究结果也表明，林内弱 

光条件对秋茄幼苗的存活有较大影响：在 1年栽培期内，林内秋茄幼苗多集中在栽培最初2个月内枯死，其中 

以秋茄林内枯死的幼苗个体数相对较多；到2004年栽培2a时，白骨壤林下秋茄幼苗全部死亡，秋茄林下秋茄 

幼苗仅少量存活(2a成活率为 18．7％一23．2％)，并在 2005年栽培 3a时秋茄林下样方内的秋茄幼苗也全部死 

亡。此外，在调查中也发现漳江口秋茄大量自然更新的地方是在林窗、林缘空地以及林外光滩上，在荫蔽的树 

冠下，秋茄无法更新或更新很少，特别是在秋茄林下，2年生和3年生的秋茄幼苗数量急剧下降。红树植物胚 

轴携带的能量用以供给幼苗成长，潮间带的水淹、盐度、林下弱光等不良环境因子不仅影响幼苗的能量支出， 

还对其能量的收入造成影响。不同的立地自然条件以及胚轴自身的情况决定了胚轴存活与死亡之间必然存 

在一个“能量的阈限”，突破了这个阈限，幼苗才有可能真正在潮间带定植和生长 。在 1 2年生长期内，由 

于秋茄幼苗胚轴携带的营养成分仍未耗尽，仍有部分幼苗存活，当秋茄幼苗生长到第 3年时，原胚轴的营养物 

质耗尽，维持幼苗生长的营养成分转由叶片光合作用提供，林下低光照条件下幼苗光合生产能力低下，导致幼 

苗死亡。此外，在林内弱光条件下，幼苗长势比林外差，并且昆虫以及螃蟹等动物活动更加频繁，进一步促进 

了秋茄幼苗的死亡。 

3．3 影响秋茄幼苗生长的因素 

红树幼苗在潮间带滩涂上受到诸如盐、水淹、遮荫、生物干扰等不利因素的胁迫。高盐度、过长的淹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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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红树幼苗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生长以及其它生理过程造成抑制 。本研究中，样地处于中 

高潮带，适合秋茄幼苗的生长。从光滩到林内的高程差仅为0．39 m，且林内滩涂平整，因此从各样方所处的 

滩涂位置来看，潮水浸淹时间差别不大；从底质土壤的盐度来看，虽然从林内到林外土壤盐度呈下降趋势，但 

总体上各样方中土壤的盐度范围在 13．86—21．79之间，在秋茄幼苗合适的生长盐度范围内” 。此外，林外 

秋茄幼苗的生长状况比林内还好，因此，土壤盐度不是影响秋茄幼苗生长的主要因素；对土壤有机质以及 pH 

值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它们和幼苗的生长之间无相关关系(P>0．05)。从上述对样地水文及土壤理化因子的分 

析来看，虽然不同样方的水文和土壤因子存在差别，但不是造成各样方间秋茄幼苗生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子。 

红树幼苗在林隙及林荫下胚轴的自然分布密度并无太大的区别，但是林隙下的小苗的密度及其生长速 

度，明显高于林荫 。本研究结果表明，各样方中 1年龄秋茄幼苗的各项生长参数和相对光照强度之间均呈 

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光照水平影响秋茄幼苗的光合生产，并进而对秋茄幼苗的根、茎、叶的形态生长和生 

物量均有影响。莫竹承 的研究结果表明充足的光照对木榄 (Bruguiera gymnorrhiza)、红海榄 (Rhizophora 

stylosa)苗期生长十分重要，解除荫蔽条件可明显促进幼苗生长。Smith 对大红树(Rhizophora mangle)、叶勇 ] 

对秋茄(K．cande1)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红树植物幼苗在林外比在林内生长得更好。 

本研究还发现，在林外滩涂上，由于互花米草迅速生长并成团丛状分布，使其存在的滩涂处于完全荫蔽状 

态，邻近的秋茄幼苗逐渐被埋没，因缺乏光照无法正常生长而全部死亡。红树林和互花米草二者生态位很接 

近，并且互花米草生命力与竞争力极强，其扩散蔓延的速度远超过红树林的天然扩散和更新。有必要进行红 

树植物和互花米草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并采取合适的措施以保护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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