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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红树植物是分布于热带、亚热带 海 岸 潮 间 带 的 木 本 植 物 群 落，因 适 应 海 岸 带 和 海 涂 的 生 长 环

境，形成了独特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生态特性。红树 林 是 海 岸 有 重 要 价 值 的 湿 地。论 述 了 红 树 植 物 的 物

种多样性、适应多样性、物候多样性以及分子水平的多样性及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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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物为自然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 林鹏，34"U）。随着《 全

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的倡议和规划，目前国内外已开展了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研究，红树林作为海岸有重要价值的湿地已日益受到关注。红树植物因

适应海岸带和海涂的生长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生态特性，具有防风防浪、保护

堤岸、促淤造陆、净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最近研究表明它还可以随海平面上升而向陆地生长或

促淤造陆抵消水面上 升，从 而 减 少 因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引 起 的 海 平 面 升 高 造 成 的 威 胁（ 黄 玉 山，

3446）。

3! ! 红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及起源

:D :@ 红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红树林由多科属红树植物组成，自然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滩涂上，属于海洋高等植物

群落。全世界红树植物有 #$ 科，#6 属，6$ 种（ 含 3 变种）（ 林鹏，3446）。我国 有 红 树 植 物 3#
科 3% 属 #6 种（ 含 3 变 种），除 # 种 为 蕨 类 外 都 是 高 大 乔 木 或 灌 木，占 全 球 红 树 林 总 科 数 的

;$V ，占总属数的 %;V ，总种数的 :6V（ 林鹏，3446）。

研究表明，红树林群落的 +L8<<?<OWKA<A> 指数明显低于相同纬度的森林群落，而均匀度则

与其相近，生态优势度偏高（ 李明顺等，344U）（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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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红树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及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比较

!"#$% &’ ()*+",-.)/ )0 .+%1-%. 2-3%,.-45 #%46%%/ *"/7,)3%. "/2 %3%,7,%%/ 0),%.4 1)**8/-4-%.

群落名称

9)+8$"4-)/
地点

:)1"4-)/ ! " #$% & %! 文献来源

;)8,1%

红树林

<"/7,)3%.
深圳福田

=84-"/，;>%/?>%/ &@ AB B@ CD B@ ED AD@ FD & 李明顺等，&FFA
:G <-/7.>8/ %4 "$@ ，&FFA

常绿阔叶林

H3%,7,%%/ #,)"2
I$%"3%2 0),%.4

鼎湖山

J-/7>8 <)8/4"-/ K@ EB L@ LB B@ DB CF@ A& L 彭少麟等，&FDL
9HMN ;>")$-/ %4 "$@ ，&FDL

常绿阔叶林

H3%,7,%%/ #,)"2
I$%"3%2 0),%.4

黑石顶

O%-.>-2-/7 A@ KC DB@ FF E 彭少麟等，&FDL
9HMN ;>")$-/ %4 "$@ ，&FDL

常绿阔叶林

H3%,7,%%/ #,)"2
I$%"3%2 0),%.4

九龙

P-8$)/7 A@ QA CF@ K& E 彭少麟等，&FDL
9HMN ;>")$-/ %4 "$@ ，&FDL

常绿阔叶林

H3%,7,%%/ #,)"2
I$%"3%2 0),%.4

香港岛

O)/7 R)/7 A@ CA CF@ BA E 彭少麟等，&FDL
9HMN ;>")$-/ %4 "$@ ，&FDL

常绿阔叶林

H3%,7,%%/ #,)"2
I$%"3%2 0),%.4

南昆山

M"/S8/ <)8/4"-/ K@ LC D&@ CA E 彭少麟等，&FDL
9HMN ;>")$-/ %4 "$@ ，&FDL

常绿阔叶林

H3%,7,%%/ #,)"2
I$%"3%2 0),%.4

武夷山

T85- <)8/4"-/ Q@ &F E@ CK B@ DA QE@ && E 李振基等，&FFA
:G U>%/V- %4 "$@ ，&FFA

红树林

<"/7,)3%.
福建龙海

:)/7>"-，=8V-"/ &@ EA B@ KC AB@ Q& & 本文

!>% +,%.%/4 +"+%,
注 M)4%：!：;-*+.)/ 指数 ;-*+.)/ -/2%W；"：;>"//)/IT-%/%, 指数 ;>"//)/IT-%/%, -/2%W；#$%：种间相遇机率 9,)#"#-$-45 )0 G/4%,I
.+%1-0-1 H/1)8/4%,；&：均匀度 H3%/%..；%!：生态优势度 H1)$)7-1"$ J)*-/"/1%

!# $ ’ 红树植物的起源及地质分布

红树植物的起源是多元性的，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纲、目、科、属，并不是单以某科属种类入

海后再繁衍分化发展起来的（ 林鹏，&FFC）。

据现有的记载，在白垩纪冈瓦纳大陆从联合大陆分裂前即有原始的红树科（X>-?)+>),"1%I
"%）和使君子科（()*#,%4"1%"%）红树植物的存在（<8$$%,，&FCD）。目前最早的红树植物化石记

录为美国东部晚白垩世希诺曼尼期的 X",-4"/ 植物群落中发现的红树化石及晚白垩世地层中

发现的 !>%"1%"% 花粉（ 金建华，韩博平，&FFK）。

王开发等报道了我国 南 海 沿 岸 第 四 纪 地 层 孢 粉 分 析 结 果，发 现 从 第 四 纪 早 期 的 更 新 世

（ 距今约 EAB 万年前）即有红树植物的分布，且红树科植物占木本植物花粉总数的&K@ AY ，所

占比例最大，可见当时红树植被的繁盛。此外，在对长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第四纪地层孢粉分

析时发现，在相当于中全新世的地层中，也有红树植物的花粉（ 王开发，&FFB）。说明在气候温

暖时期，中国红树林分布曾达长江三角洲（ 包括太湖地区）和杭州湾（ 包括杭州西湖一带），最

北界为江苏南部北纬近 LLZ的地域。

E’ ’ 红树植物的适应多样性

红树植物通常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滨潮间带的淤泥滩涂上，滩涂特点为盐渍化、通气不

良、富含有机质。红树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受潮汐的影响，涨潮时树干甚至树冠也被淹没，退潮

时露出枝叶繁茂的植株。红树植物长期适应这种特殊的生境，在形态、结构与繁殖特性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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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殊的适应机制。

!" # ! 对高盐度生境的适应

从系统发育上来说，红树植物所处的热带海岸云量大、气温高、海水盐度也高。红树植物

长期生长于这一生境中，已特化出一套有别于陆生或淡水生植物的适应机制。主要表现为：!
叶片形态解剖的旱生结构；"叶片具有高渗透压；#树皮富含单宁；$具有拒盐或泌盐等生理

生态适应。一般认为，红 树 植 物 的 生 长 发 育 需 要 一 定 的 盐 度 条 件（ 林 鹏，"#$%；&’(()*，"#+#；

,’-(.’(，"#$/）。林鹏（"#$%）研究表明，秋茄（!"#$%&’" ("#$%&）在海水盐度为 01 23 4 /"1 /3
时生长旺盛，高于或低于该盐度范围，生长均 受 到 抑 制。567(6) 发 现 白 骨 壤（ )*’(%##’" +",’-
#"）可生长于 +83盐度的海滩，高者甚至可达 #83（567(6)，"#++）。9)6:（"#0#）在波多黎各

和美国佛罗里达的沙洲也发现红树属、白骨壤属和假红树属植物生长的渗流区盐度高达 +83
4 $83。

!" ! ! 根的特化

由于处于淤泥细致而缺氧的土壤环境，又受到周期性潮汐海水的浸渍和冲击，红树植物根

系产生各种适应形态，这有利于植物的呼吸和抵抗风浪冲击。红树植物很少具有深扎和持久

的直根，而多生长靠近地表、耐泥埋的水平的缆状根和表面根，还有特别适应泥滩生境的由枝

条长出垂向地面的气根、扩大固着能力的板状根和拱状支柱根，以及有利于吸收氧气在地面横

走的膝状或垂直向上的笋状、指状呼吸根（ 林鹏，"#$%）。尽管红树植物根系较浅，但根冠比通

常高于其它植被类型（;6)(<)*，"#$/），特别是生长早期。林鹏等（"#$%）研究发现，福建九龙江

口的秋茄没有支柱根而具有板状根，但生长于泉洲湾外海风地方的秋茄则为支柱根，说明支柱

根的有无不仅与种类有关，而且与其在群落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 $ ! 对光的适应

红树植物分布于热带、亚热带，这里光照较强。=>?@)（"#%#）发现，在高强光下发育的叶片

的旱生结构较强。因此，红树植物叶片的旱生结构也是对高强光的适应。许多红树植物的幼

叶在形态学上可分为阴叶和阳叶，白骨壤的阴叶比阳叶含有较多的叶绿素 AA，且叶绿素 6 B C 的

比率高，叶重量小，叶面积大（D6?? E &*@.7F?)>，"#$/）。

许多研究表明，红树植物虽然是高生产力的植物群落，但其光合同化途径以 &G 途径为主

（ 林鹏，"#$%，5’’*) ). 6?1 ，"#0/）。

!" % ! 红树植物的耐寒等级

红树林起源于热带，由于暖流的影响可分布至亚热带海岸。随着纬度增高，红树植物的物

种多样性逐步下降，只有较耐寒的种类可以分布至高纬度地区。林鹏等采用月最低温度这一

指标，以温差范围 /H 划分，并结合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的野外考察资料，把我国红树植物分

为 0 个耐寒等级序列，其中最耐寒的种类为秋茄，自然分布纬度最高，达到福建福鼎，人工引种

已分布到浙江乐清，该地最低月均温 01 GH 。最不耐寒的是半红树植物水芫花（.%+/0’1 "(’$2-
&"），仅分布于热带海洋岛屿（ 林鹏，傅勤，"##2）。

575@??6(（"#0"）对亮叶白骨壤（)3 4%,+’#"1）和白骨壤分布的研究表明，分布于不同纬度

的同种红树植物的耐寒力不同。

由于红树植物起源于热带，长期适应演化才使其耐寒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红树植

物基本都是喜温的。结合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低纬度国家红树林

分布资料可以看出，耐寒性最强的秋茄等红树植物，在最热地区同样有分布，但生长不好，竞争

不过高大乔木，呈零星分布而不成纯林（ 林鹏，傅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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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胎生

胎生是红树植物适应环境的一个特点。不少红树植物果实成熟后仍留在母树上，种子在

母树上的果实内发芽，其种子萌发无休眠期，但 "#$$%&（’()*）发现，有些种类在水分缺乏时会

产生休眠。红树植物的胎生方式可分为显胎生和隐胎生，具显胎生的红树植物有红树（!"#$%&
’"%() )’#*+,)-)）、红茄冬（!. /+*(%0)-)）、木榄（1(+2+#3() 24/0%("#$)）、角果木（53(#%’6 -)2),）、

秋茄等，隐胎生主要有桐花树（732#*3()6 *%(0#*+,)-+/）和白骨壤（ 林鹏，’(+,）。

红树植物的胎生胚轴常为棍棒形或纺锤形，能够垂直地插入松软的海滩淤泥中，并快速生

根而固定于土壤中，再次涨潮时就不会被冲走（ -./0.%，’(11）。红树植物的胚轴中有很多气

道，比重较海水轻，且富含单宁，不易腐烂，可以在海水中漂浮 2 3 4 个月不死。此外，红树植物

的系统发育是从陆生到盐生环境的，幼苗含盐分低，直接落入水中不能萌发，在母树上萌发，种

子发芽后不仅充分吸收母树营养以利发育，同时不断从母树果实中获得盐分，当其胚轴伸长到

幼苗成熟后，已含有几乎与周围环境中相应的盐分，落入海水中即可以生存了（ 林鹏，’(+,；金

杰里等，’(*+）。

4! ! 红树植物的物候多样性

全世界红树植物种类虽然不多，但分布很广，然而由于其分布生境条件的相对均质性，同

种植物不同分布地的物候特征差异不大。研究表明，红树植物的生殖周期在亚热带比热带稍

短，在澳 大 利 亚 红 海 榄（!"#$%’"%() 6-4,%6)）的 繁 殖 器 官 发 育 时 间 需 要 ’+ 3 25 个 月（ ".%06%7，
’(+2）。王文卿对九龙江口引种的红海榄和木榄的物候观察发现，红海榄从开花到胚轴成熟

至少需一年时间，但不能形成成熟的胚轴。木榄尽管从海南跨 * 个纬度引种，仍能正常繁殖并

产生成熟的胚轴，从显蕾到胚轴成熟需 ’’ 3 ’2 个月!。分布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木榄从显蕾

到胚轴成熟需 ’4 3 ’, 个月（8#9% %: .;< ，’(+,）。

对红树植物而言，一般 4 3 , 年生的幼树即可开花结实，红树植物花期较长，澳大利亚许多

种类始花期在春季，并持续到夏季（".%06%7，’(+2；8#9% %: .;< ，’(+,）。九龙江口的红海榄及原

产地海南均为终年开花，在一年内任何时候均有 *5= 以上的枝条处于生殖状态!。红树植物

多为风媒和虫媒传粉（".%06%7，’(+2）。许多研究表明，红树植物的花粉较小，刘兰芳等（’(+(）

对我国红树植物花粉形态的研究也表明，红树科植物花粉体积细小。此外，不同的种类花粉形

态不同，有利于对其种类及化石鉴别（ 刘兰芳，唐绍清，’(+(）。

,! ! 红树植物分子水平的多样性

生化标记和分子标记物直接与基因型相关，而形态学则受周围环境的强烈影响，并且还受

各种自然选择因素的作用。因此，生化标记和分子标记能检测出很多不同水平的多样性，近年

来被广泛应用于分子系统学、种群遗传学及林木改良等各个领域（ ":7.#$$，’((2；>%06%7，’((2；

?%.;%，’((2）。以生化标记和分子标记物为手段进行遗传多样性检测分析也得到广泛应用（ 李

俊清，’((+；@ABCD$B0，’((2），但应用于红树植物的报道不多，仅见以下几方面。

$" % ! 红树植物脂类组成的多样性

卢昌义等（’(()）对红树植物叶片中脂肪酸组成的研究发现，分布于我国不同地区的主要

红树植物秋茄、木榄、海莲（1. 638)02+,)））、尖瓣海莲（1. 9. E.7< ("40%*"%’3-),)）、红海榄和老鼠

*(’第 2 期 ! ! ! ! ! ! ! ! ! ! ! ! 赵萌莉等：红树植物生物多样性及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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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的叶片与非红树植物榕树（-)"’( .)"/,"#/0#）、相思树（!"#")# ",$+’(#）在

脂肪酸组成上相似，但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较多，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较少。汪和海对琼

山和浮宫两地同种红树植物秋茄的脂肪酸不饱和指数（ !"#$）研究表明，高纬地区 !"#$ 高于

低纬地区!。

!" # % 等位酶水平的多样性

&’’()** 和 +,’(()-,（./0/）用等位酶技术研究了红海榄的遗传变异，在 10 个酶位点中仅

有 2 个多态位点，其中只有 1 个多态位点能进行遗传变异分析，揭示出种和种群水平上的遗传

变异程度远低于植物的平均值（ 表 1）（&’’()** 3 +,’(()-,，./0/；4)5-678 3 +795):;*，./0<）。

在秋茄也有同样情况，.0 个酶位点中仅有 < 个为多态位点，种群平均多态位点百分率为 ./=
/> ，平均每位点等位基因数为 .：.，期望杂合度（12）只有?= ?2（ 黄生，.//2）。桐花树中也有

类似情况"。总之，等位酶分析揭示出红树植物的遗传变异程度较低。

表 #$ 红树植物与植物平均遗传变异比较

@):*; 1% A’5B)-6C’D ’E F;D;,67 (6G;-C6,H ’E 5)DF-’G; I6,9 ,9; 5;)D G)*J; ’E B*)D,

平均遗传变异

K;)D F;D;,67 (6G;-C6,H 3 ! 12 引用文献

L;C’J-7;

种平均" % +B;76;C <?= < .= /M ?= .2/ 4)5-678 3 +795):;*，./0<

种群平均" % N’BJ*),6’D O2= 1 .= <O ?= ..O 4)5-678 3 +795):;*，./0<

红海榄 % 4&)5,0&,/# (%6*,(# P= P .= . &’’()** 3 +,’(()-,，./0/

秋茄 % 7#$82*)# "#$82* ./= / .= . ?= ?2 黄生，.//2
"为 22/ 种植物的平均值 % " 6C ,9; 5;)D G)*J; ’E 22/ CB;76;C ’E B*)D,C；3：多态性百分率 % N-’B’-,6’D ’E B’*H5’-B967 *’76；
!：等位基因丰富度 % L679D;CC ’E F;D;；12：期望杂合度 % QRB;7,;( 9;,;-’SHF’C6,H

!" % % TU$ 水平的遗传多样性

L#VN 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研究植物遗传多态性的方法。目前应用 L#VN 进行的研究工作

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物种遗传图谱的构建、遗传多样性的分析以及基因的定位和分离等

诸多方面。对植物而言，可以分别用核基因组和叶绿体基因组进行 L#VN 分析。

V)8C956 等（.//P）采用 L#VN 和 L$NT 技 术 研 究 了 印 度 0 个 不 同 分 布 地 的 20 株 老 鼠 勒

（!9 )*)")+,*)’(）的核基因的多态性。结果表明，L#VN 揭示的种群内的多样性较低，多态率为 O=
1> W /= .> ；在种群间，/0 个位点中有 22 个为多态位点，多态率为 2<= 0> 。L$NT 揭示的种

群内的多态率为 O= 0> W P= O> ；0 个种群间，.O 个引物扩增的 PO 个产物中，有 1< 个为多态性

产物，多态率为 O2> 。此外，N)-)D6 等（.//P）还采用 L#VN 和 L$NT 分析了白骨壤属（!:)"2$;
$)#）O 个种———白骨壤、药用白骨壤（!9 ,++)")$#*)( ）和白海榄雌（!9 #*<#）的遗传多样性，L$NT
揭示的 .? 个不同分布地点的白骨壤种群的多态率在 .P= 0> W O0= /> 之间，标准差为 P= 10，变

异系数 1M= <> ；其中分布于 N679)G)-)5 的药用白骨壤的多态性（O1= 1> ）和分布于 A’-6DF) 的

白海榄雌的多态性（OP= 0> ）高于同一分布点的白骨壤，也高于白骨壤种群间的平均水平（1P=
2> ）。

综上所述，红树林是具有维护海岸生态平衡的特殊的生态系，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物

种多样性以及可以适应这种咸淡水交迭的环境生长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的丰富基因库。随着

人们对红树林湿地重要性的认识，关于其多样性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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