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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性状评价 ５ 种植物对热带珊瑚岛环境的适
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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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广州　 ５１０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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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被新建是保护和改善热带珊瑚岛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热带珊瑚岛极端干旱生境是影响植物存活和定居的主要限制因

子之一，因此选取适生植物对热带珊瑚岛植被新建至关重要。 通过测定在海南省文昌市苗圃和热带珊瑚岛上的草海桐

（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ｔａｃｃａｄａ）、厚藤（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花生（Ａｒａｃｈｉｓ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椰子（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５ 种

植物的光合 ／水力相关功能性状，探讨植物对热带珊瑚岛生境的适应性。 研究发现：与对照（文昌苗圃）相比，热带珊瑚岛上的

草海桐、厚藤、木麻黄最大光合速率（Ａｍａｘ）均显著升高；除椰子外，其余 ４ 种植物的比叶面积（ＳＬＡ）降低，长期水分利用效率升

高（其中木麻黄和花生升高显著）；５ 种植物的叶片碳含量（ＬＣ）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此外，厚藤、木麻黄、椰子的叶片导水率

（Ｋｌｅａｆ）显著升高；厚藤和花生的叶片膨压丧失点（Ψｔｌｐ）显著降低；厚藤和木麻黄的气孔导度（ｇｓ）显著升高。 研究结果表明草海

桐、椰子、花生主要通过非气孔调节方式（提高 Ｋｌｅａｆ，降低 Ψｔｌｐ、ＳＬＡ 等）适应热带珊瑚岛干旱环境；而厚藤和木麻黄同时通过气

孔调节（降低 ｇｓ）及非气孔调节（提高 Ｋｌｅａｆ，降低 Ψｔｌｐ、ＳＬＡ 等）两种方式促进植物碳同化和水分利用。 综上所述，草海桐、厚藤、
木麻黄具有更高的光合能力和水分利用效率，能有效协调碳同化和水分利用，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适合用于热带珊瑚岛的

植被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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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海洋开发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 海岛作

为海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价值巨大，合理开发利用海岛资源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已引起政

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１］。 与此同时，海岛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可以极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娱乐需

求。 因此，海岛资源开发利用已成为 ２１ 世纪社会、发展重要条件之一［１］。 但由于热带珊瑚岛基质具有缺少土

壤结构、缺养分、盐碱度高、含水量极低等特点［２⁃３］，加上当地高温、强光等气候环境条件，自然情况下无法形

成植被及相应的宜居环境，难以支撑岛礁上的生存、生活、生产等活动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岛目标。 因

此，在热带珊瑚岛进行植被新建具有重要意义［４］。 物种选择是热带珊瑚岛植被新建成功与否的关键，除此之

外，还受到土壤、水分条件、人工护理、物种选择等各方面的影响。 干旱胁迫是热带珊瑚岛地区存在的主要的

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影响热带珊瑚岛植物的存活率，因此有必要针对植物的生理生态特性开展研究，通过测定

植物的光合 ／水力功能性状，评价不同物种对热带珊瑚岛干旱环境的适应性。
植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效适应干旱环境的机制。 植物抗旱策略有气孔调节与非气孔调

节两种方式。 气孔调节是气孔通过生理学途径对植物的蒸腾作用进行调节，主要表现在气孔特征构造差异和

气孔对环境诱导的反馈机制上［５］。 非气孔调节主要包括叶片导水率（Ｋ ｌｅａｆ）、膨压丧失点（Ψｔｌｐ）、比叶面积

（ＳＬＡ）的改变等，帮助植物适应干旱胁迫。 叶片导水阻力在整株阻力中具有较高的比重（ ＞３０％），是植物水

分传输的瓶颈［６］。 叶片导水率反映植物水分传输速率和效率，与植物叶片光合作用密切相关［７⁃８］。 膨压丧失

点表征植物抗旱能力，是植物耐水分胁迫的重要指标，Ψｔｌｐ越低说明植物维持膨压的能力越强［９］。 比叶面积

是指单位干重的鲜叶表面积，与植物抗旱性紧密相关，较低比叶面积的植物将更多的物质用于构建保卫构造，
可以有效的减小蒸腾和叶片过度失水［１０⁃１４］。

国内外对热带珊瑚岛生态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环境评估、资源调查、群落动态等方面［１５⁃１７］，而热带珊瑚

岛适生植物对逆境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方面的研究却鲜见报道。 李婕等［１８］从植物存活率及碳同化角度研究

了 ７ 种植物对热带珊瑚岛的生态适应性，但并未考虑植物的水力性状及抗旱策略之间的差异。 草海桐、厚藤、
木麻黄、花生、椰子是广泛分布于热带海滨地区的植物，具有较高的抗旱、耐盐能力［３，１９］。 本研究以从海南省

文昌市苗圃移植到热带珊瑚岛上的这 ５ 种植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植物在两地的光合及水力特性，评价其

对为热带珊瑚岛干旱环境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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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本实验苗圃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郊区（１１０°４５′ Ｅ，１９°３１′Ｎ），地势低平，海拔约 １０ｍ；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年平均气温约 ２４℃，年降水量约 １８００ｍｍ，土壤类型为滨海沉积物沙壤土。 本研究的热带珊瑚岛海拔约

５ｍ，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光照强烈，年平均气温约 ２８℃，年平均降水量约 ２８００ｍｍ，但降水量分配不均，旱
季时间长；现有土壤基质为珊瑚沙，具有干旱、盐碱和贫瘠等极端环境特点，几乎无植物生长。
１．２　 实验材料及方法

基于前期对西沙群岛的植物调查及研究［３，１９］，本研究针对热带珊瑚岛特殊生境（高温、强光、高碱和贫瘠

等） 的 ５ 种潜在适生植物，即：草海桐 （ 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ｔａｃｃａｄａ）、厚藤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 木麻黄 （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花生（Ａｒａｃｈｉｓ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椰子（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本实验中海岛上的植株均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移植自

文昌苗圃，除移植时使用少量客土以提高存活率之外，后期没有对种植在两地植株进行额外的人工护理；而环

境因子的差异，如水分条件和光照辐射等，对植物功能性状的影响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也是开展对比研究的

出发点。 测量时选取完全展开、长势良好的成熟叶片，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测定其光合作用 ／水分运输相关功能

性状。
１．２．１　 光合作用

最大光合速率（Ａｍａｘ）、蒸腾速率（Ｔｒ）、气孔导度率（ｇＳ）的测定选择晴天的 ９：００—１１：００ 进行。 选取向阳

生长的枝条，使用光合仪（ＬＩ⁃ ６４００，ＬＩ⁃ＣＯＲ，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ＵＳＡ）进行原位测定，光照强度设定为 １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参比室 ＣＯ２通量为 ４００ μｍｏｌ ／ ｍｏｌ，待数据稳定后（一般 ３—５ｍｉｎ）记录。 叶片瞬时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根
据 ＷＵＥ＝Ａｍａｘ ／ Ｔｒ计算得到。
１．２．２　 叶片膨压丧失点

于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从野外采集阳生的叶片，迅速放入水桶内，用黑色塑料袋密封，防止蒸腾作用，带回实验

室过夜，使叶片吸水饱和。 取生长状况良好的叶片，迅速测定其饱和鲜重（ ＳＷ）。 用 ＰＭＳ 压力室（ ＰＭＳ，
Ｃｏｒｖａｌｌｉｓ，Ｏｒｅｇｏｎ，ＵＳＡ）测定其水势，然后测定该水势相对应的鲜重（ＦＷ）。 将叶片放置在实验台上待水势下

降 ０．３ＭＰａ 左右，再次测定其水势和重量，如此重复测定直至叶片水势下降不明显为止。 测定完成后将叶片

放到 ６５℃的烘箱中 ４８ｈ，测其干重（ＤＷ），计算叶片的相对含水量［２０］：ＲＷＣ＝ １００×（ＦＷ－ＤＷ） ／ （ＳＷ－ＤＷ）。 通

过拟合叶片水势和相对含水量曲线的程序，计算叶片膨压丧失点的水势［２１］。
１．２．３　 叶片导水率

叶片水力导度（Ｋ ｌｅａｆ）的测定采用 Ｆｒａｎｋｓ［２２］的方法。 Ｋ ｌｅａｆ ＝ Δν ／ （１０× Ａｌｅａｆ× （Ψ１－Ψ２）），其中 Δν 为从压力

势（Ψ１）迅速升高到压力势（Ψ２）时前 １０ 秒的水流量，Ψ１等于饱和叶片的水势；Ａｌｅａｆ是叶片的面积；压力势 Ψ２

比 Ψ１高约 ０．５ ＭＰａ。
１．２．４　 比叶面积

用叶面积仪（Ｌｉ⁃ ３０００Ａ，Ｌｉ⁃Ｃｏｒ，Ｌｉｎｃｏｌｎ，ＮＥ，ＵＳＡ）测量植物叶片面积（ＬＡ）。 测量后的叶片置于 ６５℃烘箱

中烘干测定干重（ＤＷ）。 比叶面积（ＳＬＡ）计算方法为［２３］：ＳＬＡ ＝ ＬＡ ／ ＤＷ。
１．２．５　 稳定性碳同位素含量（δ１３Ｃ）及叶片碳含量（ＬＣ）

将烘干的样品研磨后送往华南植物园公共实验室，对稳定性碳同位素含量（δ１３Ｃ）及叶片碳含量（Ｃ）进行

测定，测定仪器为稳定同位素质谱仪（ＩｓｏＰｒｉｍｅ１００， ＩｓｏＰｒｉｍ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 稳定性碳同位素含量（δ１３Ｃ）
是判断植物长期水分利用效率的可靠指标，δ１３Ｃ 越高（负值越小）植物叶片长期水分利用率越高［２４］。
１．３　 数据分析

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生长在不同生境的同种苗木的性状进行 ｔ 检验，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１６．０ 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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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光合速率与叶片经济学性状

图 １ 为 ５ 种植物在文昌和海岛两地最大光合速率（Ａｍａｘ）、蒸腾速率（Ｔｒ）、比叶面积（ＳＬＡ）及叶片干物质

含量（ＬＣ）的比较。 与生长在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热带珊瑚岛地区的草海桐、厚藤、木麻黄最大光合速率

（Ａｍａｘ）均显著升高，而花生、椰子没有显著差异（图 １ａ）。 热带珊瑚岛地区木麻黄的蒸腾速率（Ｔｒ）显著升高，
除木麻黄外，其余植物的蒸腾速率（Ｔｒ）在两地间均无显著差异（图 １ｂ）。 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热带珊瑚岛

地区椰子的比叶面积（ＳＬＡ）没有显著变化，其余 ４ 种植物的比叶面积（ＳＬＡ）较文昌苗圃的植物均显著降低

（图 １ｃ）。 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热带珊瑚岛地区 ５ 种植物的叶片碳含量均有所下降，其中草海桐、花生、椰
子与文昌相比差异明显（图 １ｄ）。

图 １　 ５ 种植物在热带珊瑚岛和文昌的最大光合速率 Ａｍａｘ（ａ），蒸腾速率 Ｔｒ（ｂ），比叶面积 ＳＬＡ（ ｃ），叶片碳含量 ＬＣ（ｄ） （平均值±标准误

差）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ｍａｘ（ａ）， Ｔｒ（ｂ）， ＳＬＡ（ｃ）， ＬＣ（ｄ）ｖａｌｕｅ（Ｍｅａｎｓ ± ＳＥ）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表示两地值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两地值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ＮＳ 表示两地值无显著差异

２．２　 植物水分利用效率

图 ２ 为 ５ 种植物在文昌和海岛两地瞬时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和稳定碳同位素（δ１３Ｃ）的比较。 热带珊瑚

岛地区草海桐、厚藤的瞬时水分利用（ＷＵＥ）效率显著高于文昌苗圃的植物，而其余 ３ 种植物 ＷＵＥ 在两地差

异不显著（图 ２ａ）。 与文昌相比，热带珊瑚岛地区除椰子外的其余 ４ 种植物稳定碳同位素含量均有上升，其中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木麻黄和花生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差异显著（图 ２ｂ）。

图 ２　 ５ 种植物在热带珊瑚岛和文昌的瞬时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ａ），稳定碳同位素含量 δ１３Ｃ（ｂ） （平均值±标准误差）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ＵＥ（ａ）， δ１３Ｃ（ｂ） 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３　 水力性状

图 ３ 为 ５ 种植物在文昌和海岛两地气孔导度（ｇｓ）、叶片导水率（Ｋ ｌｅａｆ）、膨压丧失点处的水势（Ψｔｌｐ）的比

较。 热带珊瑚岛地区厚藤、木麻黄的气孔导度（ｇｓ）显著上升，而其余 ３ 种植物 ｇｓ没有显著变化（图 ３ａ）；厚藤、
木麻黄、椰子 ３ 种植物的叶片导水率（Ｋ ｌｅａｆ）较文昌地区显著上升，花生的叶片导水率（Ｋ ｌｅａｆ）显著下降，草海桐

的叶片导水率（Ｋ ｌｅａｆ）无显著差异（图 ３ｂ）；与文昌相比，热带珊瑚岛地区厚藤和花生膨压丧失点处的水势

（Ψｔｌｐ）显著降低，而其余 ３ 种植物膨压丧失点处的水势（Ψｔｌｐ）无显著差异（图 ３ｃ）；

３　 讨论

３．１　 光合速率和叶片经济学性状

光合速率反映植物碳同化的能力，可以表征植物的生长状况，因此一般将最大光合速率作为判断植物对

环境综合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２５］。 本研究发现，移植于热带珊瑚岛上的草海桐、厚藤、木麻黄 ３ 种植物

的最大光合速率均高于文昌苗圃的植物，花生、椰子在两地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草海桐、厚藤、木麻黄这 ３ 种

植物对热带珊瑚岛环境均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李捷［１８］ 的研究结果显示，热带珊瑚岛地区的草海桐具有较

低的最大光合速率，这与本实验结果有差异。 前人的研究发现苗木移植过程可划分为耐受期、恢复期和稳定

期 ３ 个时期，移植苗木在 ３ 个时期中存在不同的生理反应［２６］，因此，李捷［１８］ 报道的较低的光合速率可能是由

于移植的草海桐幼苗前期对热带珊瑚岛环境没有完全适应而导致的。
比叶面积（ＳＬＡ）是指单位干重的鲜叶面积，与植物抗旱性、光合能力等紧密相关［１１］。 比叶面积较低的植

物将很大一部分物质用于构建保卫构造或者增加叶肉细胞密度以防止过度失水［１２］。 张林和罗天祥［１３］、李明

财等［１４］研究发现叶片可以通过降低 ＳＬＡ 来避免强光辐射和过度失水（减小蒸腾）。 本实验中的热带珊瑚岛

具有强光照、干旱等气候特点，移植于热带珊瑚岛的草海桐、厚藤、木麻黄、花生这 ４ 种植物的 ＳＬＡ 均显著降

低，说明热带珊瑚岛强光条件促进大多数植物将更多的能量用于叶片的构建，降低 ＳＬＡ 以避免强光辐射对植

物的伤害，并防止植物过度失水。
叶片碳含量（ＬＣ）表示单位叶片干物质碳元素的含量，它代表了植物叶片的构建成本。 Ｗｒｉｇｈｔ 等［２７］ 提出

“叶片经济学谱”的概念（Ｌｅａ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认为叶片重要的性状指标能反映出植物偿还叶片养分和

干物质投资时间的快慢。 在“快速偿还”一端，植物往往有低的叶植物叶片碳含量（ＬＣ）和高的最大净光合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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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５ 种植物在热带珊瑚岛和文昌的气孔导度 ｇｓ（ａ），叶片导水率 Ｋｌｅａｆ（ｂ），膨压丧失点 Ψｔｌｐ（ｃ） （平均值±标准误差）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ｇｓ（ａ）， Ｋｌｅａｆ（ｂ）， Ψｔｌｐ（ｃ） ｖａｌｕｅ（Ｍｅａｎｓ ± ＳＥ） ｏｆ ｆｉｖｅ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ＳＥ）

率，而在“慢速偿还”的一端则有相反特征［２８］。 “叶片经济学谱”各个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实质上反映了叶片成

本（构建叶片所需要的能量投资）和收益（光合能力）之间的权衡关系。 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热带珊瑚岛

地区 ５ 种植物的叶片碳含量均有下降（其中草海桐、花生、椰子降低显著），说明这 ５ 种植物将更多的能量用

于提高光合能力而非投资到叶片构建当中，草海桐、厚藤、木麻黄这 ３ 种植物光合速率显著升高也验证这一

观点。
３．２　 植物水分利用效率

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指植物消耗单位水量产出的同化量，是反映植物生长中能量转化效率的重要指

标［２９］，以光合速率（Ａｍａｘ）与蒸腾速率（Ｔｒ）之比（Ａｍａｘ ／ Ｔｒ）来表示植物的瞬时水分利用效率。 植物叶片碳稳定

性同位素组成（δ１３Ｃ）被认为是估算植物长期水分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３０］。 许多研究表明 δ１３Ｃ 和 ＷＵＥ 之间

有很好的相关性［３１］，但由于 δ１３Ｃ 值是植物长期生理生态过程的综合指标，综合了植物生长周期中各组织的

所有碳吸收， 反应的是植物长期水分利用效率， 而 ＷＵＥ 值代表测定时植物瞬时的水分利用效率［３２］，所以他

们的测量结果可能并不完全重叠。 热带珊瑚岛地区的草海桐、厚藤、木麻黄的瞬时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均高

于文昌苗圃的植物，而花生和椰子在两地间没有显著差异；除椰子外，热带珊瑚岛地区其余 ４ 种植物碳稳定性

同位素组成（δ１３Ｃ）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均有上升（其中木麻黄、花生在两地差异显著），说明这几种植物的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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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水分利用效率有所提高。 任书杰［３３］等的研究表明，干旱会导致叶片碳稳定性同位素组成（δ１３Ｃ）上升，这
与本实验结果相一致。 因此，这 ４ 种植物均可以通过提高叶片长期水分利用效率来适应热带珊瑚岛干旱

环境。
３．３　 气孔调节与非气孔调节

气孔是外界 ＣＯ２与叶片内水汽交换的通道，气孔调节对植物调控水分散失与碳同化的平衡具有重要意

义［３４⁃３６］。 本研究中，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移植于热带珊瑚岛上的厚藤、木麻黄具有更高的气孔导度，其光

合速率也相应较高，实验结果表明热带珊瑚岛的胁迫环境可以激发厚藤、木麻黄进行气孔调节，提高植物光合

速率。 此外，本研究中，热带珊瑚岛地区的厚藤虽然具有更高的气孔导度，但其蒸腾速率并没有上升，这与王

健林［３７］的实验结果不一致。 杨惠敏［３８］、王玉珏［３９］的研究结果发现干旱条件下，植物气孔减小，密度增大，分
布趋向均匀，在保持光合的同时减小水分的散失。 因此，本实验结果中蒸腾速率没有升高可能是由于气孔结

构调整所致，即热带珊瑚岛的胁迫环境可以激发厚藤进行气孔结构调整，提高植物光合速率的同时减小植物

体失水，但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解剖结构的相关研究来证实。
此外，本研究发现，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热带珊瑚岛地区的厚藤、木麻黄、椰子的叶片导水率均显著升

高。 有研究表明，在一定范围内，Ｋ ｌ ｅａｆ与 Ａｍａｘ存在正相关关系［４０⁃４３］，这与本实验中厚藤、木麻黄、的结果一致。
因此，厚藤、木麻黄、椰子均可以通过提高叶片导水率（Ｋ ｌｅａｆ）这一非气孔调节方式来提高植物光合作用以适应

热带珊瑚岛环境。 而花生的叶片导水率显著降低，可能是该物种在热带珊瑚岛上受到的胁迫已经使其丧失了

正常的复水能力，进而导水效率和光合能力都受到抑制。
本实验中，热带珊瑚岛上厚藤、花生的 Ψｔｌｐ较文昌显著降低。 王爱英等［４４］ 的实验结果显示：干旱条件下

植物 Ψｔｌｐ会上升，这与本实验结果一致。 本研究表明：热带珊瑚岛干旱的环境可以激发厚藤、花生自主进行渗

透调节（非气孔调节），提高植物抗旱能力以适应热带珊瑚岛干旱的气候条件。
另一方面，降低比叶面积可以有效的减小蒸腾和叶片过度失水，提高叶片的渗透调节能力［１３⁃１４］。 本实验

中除椰子外其他植物的 ＳＬＡ 均显著降低，表明这 ４ 种植物均可以通过调节 ＳＬＡ（非气孔调节），以避免强光辐

射对植物的伤害，防止植物过度失水以及提高植物渗透调节能力。

４　 结论

综上所述，草海桐、椰子、花生主要通过提高 Ｋ ｌｅａｆ，降低 Ψｔｌｐ及 ＳＬＡ 等非气孔调节方式适应热带珊瑚岛干

旱的环境；厚藤、木麻黄同时通过气孔调节（降低 ｇｓ）及非气孔调节（提高 Ｋ ｌｅａｆ、降低 Ψｔｌｐ、ＳＬＡ）两种途径促进

植物碳同化和水分利用，以适应热带珊瑚岛生态环境。 与文昌苗圃的植物相比，移植于热带珊瑚岛的草海桐、
厚藤、木麻黄均具有更高的光合能力，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可以用于热带珊瑚岛生态系统的恢复。 本实验综

合植物光合、气孔导度、水分利用与传导、抗旱性等数据即等数据考量 ５ 种潜在适生植物对热带热带珊瑚岛严

苛环境条件的适应性，为热带热带珊瑚岛适生植物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然而，由于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提高热带珊瑚岛新建植被生态系统的服务与功能，须对更多适生植物的生理生态适应性

进行长期观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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