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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测定采自4个地区（海南、厦门、北海和西双版纳）的红树科6个属共9种植物，包括竹节树

（Carallia brachiata）、锯叶竹节树（C. diphopetala）、山红树（Pellacalyx yunnanensis）、红树

（Rhizophora apiculata）、红海榄（R. stylosa）、海莲（Bruguiera sexangula）、木榄（B. 
gymnorhiza）、秋茄（Kandelia candel）和角果木（Ceriops tagal）的叶片碳同位素比值（δ13C），比
较了不同地区分布的红树科植物（尤其是内陆生长的和沿海生长的红树科植物之间）、同一地区分布不同种红树

科植物间以及不同季节红树科植物δ13C值及其所反映的胞间CO2浓度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红树科植物叶片的δ13C变化在-32‰～-26‰之间，大部分种类在两个生长季之间（春季和秋季）没有明显的

差异，而内陆和沿海分布的红树科植物有着显著不同的δ13C值，以海水中生长的红树科植物δ13C值较高。此
外，在海水中生长的红树科植物以北海地区分布的为最高，而在厦门和海南之间则较少有显著性的差异。从所取

得的结果来看，植物δ13C值之间的差异可能有遗传学的基础，但环境的影响也起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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