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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西海岸巫头村野生红 鳞 蒲 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Ｍｅｒｒ．ｅｔ　Ｐｅｒｒｙ）季 雨 林 中 选 择 重 要 值 较 大 的 红 鳞 蒲

桃、膝 柄 木（Ｂｈｅｓ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Ｒｏｘｂ）Ｄ．Ｈｏｕ）、滨 木 患（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Ｂｌ．）和 紫 荆 木（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Ｄｕｂａｒｄ）Ｌａｍ．）４个树种进行物候观测研究，结果表明：各树种繁殖生长指数 （Ｒ／Ｖ）以红鳞蒲桃１．４最适宜，膝

柄木０．７投入不足，紫荆木５．０投入过大，后两者是濒危植 物。红 鳞 蒲 桃 和 膝 柄 木 在２～３月 出 新 梢，温 度 是 主

要影响因子；紫荆木在５月出新梢，降水量和日照时数是主要影响因子。膝柄木９月开花，旱季来临的信号是触

发因子。红鳞蒲桃、滨木患和紫荆木均在雨季开花，４个树种的果期均出现在一年中的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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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物候期综合地反映了气候等环境因子的变

化，被认为是指示气候与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
对植物物候影响较大的环境因子有温度、水份和光照

等气候因子［１］。此外植物 也 要 调 整 物 候 期 以 适 应 全

球变暖趋势，全球气候每升温１℃就会引起植物开花

期提前２．６～２．９ｄ［２］，而不同种类乡土植物适应气候

变暖能力也有差异［３］，因此全球气候变化必然会导致

部分乡土植物的退化或灭绝。红鳞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Ｍｅｒｒ．ｅｔ　Ｐｅｒｒｙ）曾 广 泛 见 于 广 西 海 岸 带 海 拔

５００ｍ以下的丘陵和台地，以其为主组成的季雨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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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区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之一［４］，而现在广西滨海地

区的地带性植被类型红鳞蒲桃林常绿季雨林现存面

积仅１９．１ｈｍ２，呈小片状分布于企沙镇的簕山村、山

新村和天堂坡，光坡镇沙螺寮，江平镇巫头村和东兴

市竹山村［５］。这说明气候 变 化 对 广 西 滨 海 地 区 红 鳞

蒲桃林常绿季雨林的影响很大。本文通过观测红鳞

蒲桃林乔木层重要种群的物候变化，分析气候因子对

各树种物候变化的影响，为广西海岸乡土树种保护与

繁育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及其主要乔木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该村有

广西海岸面积最大的天然红鳞蒲桃片林（８．５９ｈｍ２），
见图１。巫头村 土 壤 属 风 沙 土 类 型，无 层 次 结 构，有

机质含量低（０．０７％～０．６９％），肥力低下。常年平均

气温２２．３℃，年平均降雨量２７６５．０ｍｍ，年均相对湿

度８１．０％，气候有日照长、气温高、冷期短、雨量分配

不均等特点［６］。巫头村红 鳞 蒲 桃 林 中 重 要 值 较 高 的

乔木 有 红 鳞 蒲 桃、膝 柄 木（Ｂｈｅｓ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Ｒｏｘｂ）

Ｄ．Ｈｏｕ）、滨 木 患（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Ｂｌ．）和 紫 荆 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Ｄｕｂａｒｄ）Ｌａｍ．）等。红鳞蒲桃

是桃金娘科蒲桃属常绿乔木，树高可达２０ｍ，主产于

我国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常见于低海拔疏

林中。卫予科 植 物 膝 柄 木 树 高 可 达４８ｍ，于 上 世 纪

在广西合浦被发现，最早定名为华库林木（Ｋｕｌｉ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　Ｈｕｎｇ　Ｔ．Ｃｈａｎｇ　＆Ｓ．Ｙｅ　Ｌｉａｎｇ）［７］，１９８８年 订

正为 膝 柄 木（Ｂｈｅｓａ　ｓｉｎｉｃ　Ｈｕｎｇ　Ｔ．Ｃｈａｎｇ　＆Ｓ．Ｙｅ
Ｌｉａｎｇ）［８］，１９９８年归并到膝柄木［９］，在巫头红鳞蒲桃

林中有９株 散 生［１０］。该 树 种 自 然 分 布 于 巴 基 斯 坦、
印度东北、不丹、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安达曼岛、马

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洲、新几内亚。山榄科紫荆木

是重要的用材和油料树种，树高可达３０ｍ，分布于广

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边等地，越南北部也

有分布［１１］。无患子科植物滨木患树高３～１０ｍ，木材

图１　巫头村红鳞蒲桃群落分布示意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ｔ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坚硬，花期夏初，果期秋季。产滇粤桂之南及琼全境，
广布亚洲东南，向南至伊里安岛［１２］。

１．２　观测树种选择

　　在巫头村红鳞蒲桃林中随机设置３个１００ｍ２ 的

调查样方，对离 地４ｍ以 上 乔 木 层 进 行 调 查，计 算 评

估各乔木树种的重要值，对重要值较高的红鳞蒲桃、
膝柄木、滨木患和紫荆木进行物候观测。

１．３　物候观测方法

　　每个树种一般选择２个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植株作为观测对象，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连续

两年观测４个树种的新梢期、展叶期、开花期、结果期

物侯，每３ｄ观测记录一次。新梢期为叶芽萌动长出

幼嫩枝叶时期（落叶树种老叶脱落超过５０％以上，常

绿树种无明显落叶），展叶期指幼叶已经成熟至出现

花蕾时期，展叶生长期为大量新叶出现后至植物进行

繁殖物候前 的 时 间 段，开 花 期 指 花 蕾 开 放 至 凋 谢 时

期，结果期指出现幼果至果实成熟掉落。当观测植株

上有１、２个枝条有变化时，确定为发育期的初期；单

株上有５０％的枝条出现变化时确定为该发育期的盛

期；单株上只 留 有 个 别 现 象 时 确 定 为 该 发 育 期 的 末

期［１３］。一年内植物有性繁殖时间（开花期和结果期）
和营养生长时间（新梢期和展叶期）之比定义为繁殖

生长指数 （Ｒ／Ｖｉｎｄｅｘ），用这一指数来比较评判各种

群的繁殖策略。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候变化规律

　　从表１可以看出，滨木患没有明显的新梢期，紫

荆木新梢期 只 有５ｄ。新 梢 期 所 在 月 份 分 别 是：红 鳞

蒲桃２月，膝柄木３月～４月，紫荆木５月。展 叶 生

长期分别是红鳞蒲桃３月～６月，膝柄木５月～９月，
滨木患１月～４月，紫荆木５月～６月。

　　红鳞 蒲 桃 花 期７月～９月，果 期１０月～翌 年１
月，繁殖期用 了７个 月 时 间。膝 柄 木 花 期９月～１１
月，果期１２月～翌年２月，用５个月时间进行繁殖生

长。滨木患花期５月～７月，果期８月～１２月，用８
个月时间进行繁殖生长。紫荆木花期７月～８月，果

期９月～翌年４月，用１０个月时间进行繁殖生长。

　　各树 种 繁 殖／生 长 指 数 （Ｒ／Ｖ ）变 化 较 大，分 别

是：红 鳞 蒲 桃１．４，膝 柄 木０．７，滨 木 患２．０，紫 荆 木

５．０。红鳞蒲桃是广西海岸常绿季雨林中发育最好的

野生种群，其Ｒ／Ｖ 值最为合理。膝柄木分配在 繁 殖

上的时间过少，而紫荆木则过多，而这两个树种均为

国家级濒危植物。

４９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表１　重要树种物候期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ｅｎｏ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ｃｅｉ　ｆｏｒｅｓｔ

树种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新梢期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展叶期Ｌｅａｆｉｎｇ 花期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果期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红鳞蒲桃（Ｓ．ｈａｎｃｅｉ） ２－２２～３－２　 ３－３～７－１３　 ７－１４～１０－６　 １０－７～２－２１
膝柄木（Ｂ．ｒｏｂｕｓｔａ） ２－２８～４－１９　 ４－２０～９－２１　 ９－２２～１１－２４　 １１－２５～２－２７
滨木患（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１－２～５－４　 ５－５～８－３　 ８－４～１－１
紫荆木（Ｍ．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５－１～５－４　 ５－５～６－１９　 ６－２０～９－１２　 ９－１３～４－３０

２．２　物候变化与温度的关系

　　利用距离巫头红鳞蒲桃季雨林最近的白龙尾气

象站历年气象资料，绘制比较各树种物候变化与月平

均气温变化的关系（图２）。

图２　物候变化与月均温关系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ｈｅｎｏｐｈ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新梢期；ｂ：展叶期；ｃ：花期；ｄ：果期。
　　ａ：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ｂ：Ｌｅａｆ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ｃ：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ｄ：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Ａ：红鳞蒲桃 （Ｓ．ｈａｎｃｅｉ）；Ｂ：膝柄 木 （Ｂ．ｒｏｂｕｓｔａ）；Ｃ：滨
木患 （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Ｄ：紫荆木 （Ｍ．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图２显示，红鳞蒲桃新梢期月均温１４．４℃，４个

月 展 叶 期 月 均 温 ２３．５℃，３ 个 月 开 花 期 月 均 温

２７．９℃，４个月果期月均温１８．８℃。膝柄木２个月新

梢期月均温２０℃，４个月展叶期月均温２７．７℃，３个

月开花期 月 均 温２３．９℃，３个 月 果 期 月 均 温１５℃。
滨木患没有观察到新梢期，展叶期月均温１７．１℃，开

花期月均温２７．７℃，果期月均温２２℃。紫 荆 木 新 梢

期月均温２６．２℃，１个月展叶期月均温２７．１℃，２个

月开花期月均温２８．３℃，８个月果期月均温１９．６℃。

　　红鳞蒲桃和膝柄木新梢出现在冬末春初气温回

暖季节，具有与亚热带树木相似的春萌反应。紫荆木

新梢期出现在初夏。

２．３　物候变化与降雨量的关系

　　 图 ３ 显 示，红 鳞 蒲 桃 新 梢 期 间 降 雨 量 仅

２６．８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１．２％；展叶期月均降雨量

１７８．１ｍｍ，总 降 雨 量７１２．５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３２％；花 期 月 均 降 水 量 ４０９．３ｍｍ，总 降 雨 量

１２２７．８ｍｍ，占全年降 水 量 的５５．３％；果 期 月 均 降 水

量６３．４ｍｍ，总 降 水 量２５３．６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１１．４％。

　　膝 柄 木 新 梢 期 月 均 降 雨 量７２．９ｍｍ，总 降 雨 量

１４５．８ｍｍ，占全年降 水 量 的６．６％；展 叶 期 月 均 降 雨

量３７０ｍｍ，总 降 雨 量１４８０．１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６６．７％；花 期 月 均 降 水 量 １６８．５ｍｍ，总 降 雨 量

５０６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２２．８％；果 期 月 均 降 水 量

２９．６ｍｍ，总降水量８８．８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４％。

　　滨 木 患 展 叶 期 月 均 降 雨 量５１ｍｍ，总 降 雨 量

２０４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９．２％；花 期 月 均 降 水 量

３７０ｍｍ，总 降 雨 量 １４８０．１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６６．７％；果 期 月 均 降 水 量 １３４．２ｍｍ，总 降 水 量

５３６．６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２４．２％。

　　紫荆木新梢期和展叶期降雨量分别是２１３．４ｍｍ
和３５３．３ｍｍ，分 别 占 全 年 全 年 降 水 量 的９．６％和

１５．９％；花 期 月 均 降 水 量 ４５６．７ｍｍ，总 降 雨 量

９１３．４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４１．１％；果期月均降水量

９２．６ｍｍ，总 降 水 量 ７４０．６ｍｍ，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３３．４％。

　　在雨量分配上，展叶期与花期降雨量最大，占全

年降雨量 的 比 例 分 别 是：红 鳞 蒲 桃８７．３％，膝 柄 木

８９．５％，滨木患７５．９％，紫荆木５７％。

图３　物候变化与月均降雨量关系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ｈｅｎｏｐｈ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新梢期；ｂ：展叶期；ｃ：花期；ｄ：果期。

　　ａ：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ｂ：Ｌｅａｆ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ｃ：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ｄ：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Ａ：红鳞蒲桃 （Ｓ．ｈａｎｃｅｉ）；Ｂ：膝柄 木 （Ｂ．ｒｏｂｕｓｔａ）；Ｃ：滨

木患 （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Ｄ：紫荆木 （Ｍ．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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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物候变化与日照时数的关系

　　日照时数是反映植物光合作用时间以及物质能

量积累的生态指标。由图４可见，本区域全年月均日

照时数几乎与月均降雨量同步：从５月陡然增大达到

１５１．１ｈ，至９月份达到最大值１９４．３ｈ。日照 时 数 最

大的时段是７～１０月，月均１８３．５ｈ，这时各树种逐步

进入开花结果期。膝柄木开花前的营养生长期日照

时数是９６６．３ｈ，花期物候受影响最大，另外３树种的

繁殖物候受日照时数影响较小。

图４　物候变化和日照时数关系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ｈｅｎｏｐｈ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ａ：新梢期；ｂ：展叶期；ｃ：花期；ｄ：果期。

　　ａ：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ｂ：Ｌｅａｆ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ｃ：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ｄ：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Ａ：红鳞蒲桃 （Ｓ．ｈａｎｃｅｉ）；Ｂ：膝柄 木 （Ｂ．ｒｏｂｕｓｔａ）；Ｃ：滨

木患 （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Ｄ：紫荆木 （Ｍ．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３　讨论

３．１　气候因子对物候的影响

　　广西海岸带植被属于古热带植物区（Ｐａｌｅｏｔｒｏｐ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北部 湾 地 区（ＩＶＧ２２），科 属 种 类 绝 大 部 分

是热带性分 布［１４］，因 此 影 响 其 物 候 变 化 因 子 也 与 热

带森林一样错综复杂。

　　本文观 测 发 现，红 鳞 蒲 桃 在２月 中 下 旬 出 现 新

梢，而膝柄木从２月末开始出现新梢，此时气温刚回

升且仍属春旱季节，温度应是触发这两个树种出新梢

的环境因子。紫荆木在５月上旬发新梢，之前的气候

因子变化是４月降雨量、日照时数分别是３月的３．２
倍和１．７倍，降雨量和日照时数剧烈增加有可能是触

发紫荆木出新梢的环境因子。滨木患初花期在５月

上旬，紫荆木在６月中旬，红鳞蒲桃在７月中旬，膝柄

木在９月 下 旬，这 几 个 月 的 月 均 日 照 时 数 基 本 在

１５０ｈ以上，是春梢萌动期（２～４月）的２．７倍以上。５
～９月是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８１％，因此可以认为

日照时数延长和降雨量增加是开花物候的触发因子。

　　前人研究表明，热带树木落叶、开花和长梢与水

份季节性变 化 强 烈 相 关［１５］，树 木 水 分 状 态 与 地 下 水

份状态，树种特性（叶子寿命、落叶时间、木材密度和

贮水能力、根系深度与密度）和干旱等级密彻相关，高
地硬木缺少树干贮备水和土壤水，缺水等级严重（树

干水势＜－４Ｍｐａ），在旱季期间 不 活 动；其 它 树 木 因

落叶阻止了水分传输同时树干组织贮存可利用水份

而在旱季得以开花或抽梢。获取储备水缓冲干旱冲

击的能力依次为高地森林的落叶硬木树、贮水轻木树

到时低地潮湿森林的常绿轻软木树。哥斯达黎加瓜

纳卡斯特山热带低地热带落叶林中大多数树种的落

叶、萌芽、开花物候变化也取决于树木水分大幅度变

化状态［１６］，干旱 地 点 树 木 经 历 缺 水 胁 迫 后 在 旱 季 较

早落叶，多数种类仅在大雨补充水份后萌芽，许多树

种的落叶和萌芽时间，有些树种开花时间很大程度上

受到树木体内水状态的影响。哥斯达黎加热带树种

黄花风玲木（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ｎｅｏ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开花发生在

旱季开始（１０月）至 结 束（５月）的 时 间 段 内［１７］，旱 季

早期落叶率与土壤水含量下降和树体水压力强烈相

关，开花和出梢后毫无例外需要水份补充，不同的开

花时间、密度和落叶萌芽的时间由植株的生长位置、
降水时间及密度决定。在热带落叶林中不耐旱树种

在湿季展叶开花，而耐旱树种则在旱季辐照达到峰值

时候展叶开花。浅根性树种只在湿季展叶开花，而深

根性树种 在 旱 季、全 年 或 者 湿 季 均 能 展 叶 开 花［１８］。
泰国龙脑香－橡树林和印度德干半岛阴冷潮湿生境中

的常绿树种在１～２月换叶后立即长出新叶，耐旱的

龙脑香科树种在湿润生境中呈常绿型，在干旱生境中

呈落叶型，当土层内有可用水时便出叶；落叶树种普

遍在春分旱季春梢萌动，主要受到日照长度增加的影

响［１９］。在干旱半 落 叶 林 中，树 木 抽 春 梢 和 萌 芽 物 候

受到光周期 控 制［２０］，旱 季 末 期 大 约 在 春 分 时 节 观 测

到了哥斯达 黎 加、泰 国 和 巴 西 的 热 带 半 落 叶 林 超 过

５０个树种具有多年萌芽时间高度的一致性，南北 半

球物候时间相差６个月，亚热带比低纬度地区物候早

１个月，同 步 春 萌 是 由 春 分 后 每 天 光 周 期 增 加 不 到

３０ｍｉｎ引起的。

３．２　生境差异对物候的影响

　　红鳞蒲桃半常绿季雨林各树种从花开到成熟种

子历期长短不一，膝 柄 木 历 时４个 月（９月２８日～１
月２９日），紫 荆 木 历 时８个 月（６月２０日～２月１０
日），红鳞蒲桃历时６个月（７月１４日～２月２日），滨
木患历时５个月（５月５日～１０月１日）。同样位于

季风气候区的印度奥里萨邦Ｂｈｉｔａｒｋａｎｉｋａ保护区，红
树 植 物 海 漆 （Ｅｘｃｏｅｃａｒｉａ　ａｇａｌｌｏｃｈａ）和 老 鼠 簕

６９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只 需２～３个 月 生 产 成 熟 胚

轴，而 红 茄 冬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　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木 榄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ｇｙｍｎｏｒｒｈｉｚａ）、木 果 楝（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则需要４～６个月时间［２１］，远低于红鳞蒲

桃季雨林的主要树种，这应该是由各树种自身特征与

生境特征所决定的。

　　８月份在合浦县南康镇采到膝柄木花枝［７］（北海

市月均 降 水 量 从８月 份 的３５５ｍｍ减 少 到９月 份 的

１７１ｍｍ，降幅超过１００％），９月份在东兴市江平镇巫

头村观察到膝柄木开花（白龙尾月均降水量从９月份

的３１４ｍｍ 减 少 到 １０ 月 份 的 １６３ｍｍ，降 幅 接 近

１００％），这是降水减少进入旱季触发的物候变化。微

生境差异造成的物候变化差异在其它雨林中也有出

现，如生长在湿润低地的热带落叶树种的物候相，形

成层生长与雨季有明显相关性，而在大型水库生境的

半落叶或者常绿树种可从湿润的土壤中获得水份则

不受旱季影响［２２］。泰国北部季雨林山地常绿林中小

树根系浅受干旱影响明显，大树根系较深，受土壤干

旱的影响较小［２３］。

３．３　气候异常变化对物候的影响

　　２００８年红鳞蒲桃种群的花期物候为８月１日～
９月１５日，持 续 时 间４６ｄ［２４］。而 本 次 观 察 到 的 花 期

为７月１４日～１０月６日，持续时间８４ｄ，比前者多了

３８ｄ，可能原因是２００８年初遭遇的特大寒害导致红鳞

蒲桃枝梢大量死亡使开花数量减少，从而导致花期的

缩短。已有调查表明寒害严重时可使果树总产量比

常年下 降４０％乃 至 绝 收［２５］。１９９７年Ｅｌ－Ｎｉｉｉｏ在 南

方波动造 成 了 哥 斯 达 黎 加 瓜 纳 卡 斯 特（Ｇｕａｎａｃａｓｔｅ）
半落叶森林６月至８月持续１０周的异常严重干旱，
使落叶树严重枯萎［２３］，正常物候规律受到严重干扰。

４　结论

　　降水对广西滨海季雨林群落组成、分布和物候变

化有重要影响。红鳞蒲桃和膝柄木均在干旱的初春

抽梢生长，说明这２个树种比较耐旱，其中膝柄木呈

现出落叶特性，耐旱能力逊于红鳞蒲桃；不耐旱的紫

荆木到了雨水较充裕的５月份才抽梢生长。因此在

红鳞蒲桃季雨林群落组成中以较耐旱的红鳞蒲桃占

绝对优势。红鳞蒲桃片林分布的防城港市滨海是广

西沿海乃至整个广西年降水量最大的区域。膝柄木

的开 花 物 候 是 在 月 均 降 水 量 从３００ｍｍ以 上 减 少 至

１６０～１７０ｍｍ时出现的，表明降水量变化对其物候变

化有重要影响。

　　土壤水分条件决定了特定种群的生长状况。广

西最高大的膝柄木生长在南康镇下坦村离农田沟边

不到５ｍ的凹坡上；江平镇巫头村长得较好的３株膝

柄木中有２株生在塘边，１株长在低洼处，而分布 在

干旱沙地上的普遍长势较差。

参考文献：

［１］　范 广 洲，贾 志 军．植 物 物 候 研 究 进 展［Ｊ］．干 旱 气 象，

２０１０，２８（３）：２５０－２５５．
［２］　Ｍｅｎｚｅｌ　Ａ，Ｅｓｔｒｅｌｌａ　Ｎ，Ｔｅｓｔｋａ　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３０：２１－２８．
［３］　Ｔｒｙｊａｎｏｗｓｋ　Ｐ，Ｐａｎｅｋ　Ｍ，Ｓｐａｒｋｓ　Ｔ．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

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ａｔｉ－

ｔｕｄｅ：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ｏｇ　ｖｉｏｌｅｔ　ａｎｄ　ｈｏｒｓｅ　ｃｈｅｓｔｎｕ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ｄ［Ｊ］．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３２：８９－

９３．
［４］　王献溥，李俊清，李信贤．广西酸性土壤区季节雨林分类

研究［Ｊ］．植物研究，２００１，２１（３）：４８１－５０３．
［５］　曾聪，李蕾鲜，范航清．广西滨海红鳞蒲桃资源现状与群

落特征［Ｊ］．广西科学，２０１１，１８（３）：２８３－２８８．
［６］　宁世江，蒋运生，邓泽龙，等．广西沿海西部山心、巫头和

万尾岛植被类 型 初 步 研 究［Ｊ］．广 西 植 物，１９９６，１６（１）：

３５－４７．
［７］　张宏达，粱盛业．中国卫茅科植物新记录的属－库 林 木 属

［Ｊ］．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８１，１：１００－１０１．
［８］　粱盛业．中国一个新记录的膝柄木属植物［Ｊ］．广西林业

科技，１９８８，１：３３－３４．
［９］　诚静容，黄 普 华．中 国 植 物 志［Ｍ］．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９，４５（３）：１４７－１４９．
［１０］　莫竹承，范航清，曾聪，等．濒危植物膝柄木生存现状及

其恢复对 策［Ｊ］．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２００８，２４（２）：１３４－

１３７．
［１１］　李树刚．中 国 植 物 志［Ｍ］．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７，６０

（１）：５４－５６．
［１２］　刘玉 壶，罗 献 瑞．中 国 植 物 志［Ｍ］．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５，４７（１）：４２－４３．
［１３］　祁军，张学炎，芦月芳，等．兴隆山自然保护区植物物候

观测研究［Ｊ］．甘肃林业科技，２００９，３４（３）：３６－４０．
［１４］　吴 征 镒，孙 航，周 泽 昆，等．中 国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地 理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５］　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Ｒ．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ｐｈｅ－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ｅ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７５（５）：１４３７－１４４９．
［１６］　Ｒｅｉｃｈ　Ｐ　Ｂ，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Ｒ．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７２：６１－７４．

［１７］　Ｒｅｉｃｈ　Ｐ　Ｂ，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Ｒ．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ｒｅｅ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Ｎｅｏ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ＢＩＧＮＯＮＩ－

ＡＣＥＡＥ）［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３，６３（２）：２９４－２９９．
［１８］　Ｗｒｉｇｈｔ　Ｓ　Ｊ，Ｓｃｈａｉｋ　Ｃ　Ｐ．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７９１广西科学　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２０卷第３期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ｒｅ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１９９４，１４３（１）：

１９２－１９９．
［１９］　Ｅｌｌｉｏｔ　Ｓ，Ｂａｋｅｒ　Ｐ　Ｊ，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Ｒ．Ｌｅａｆ　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６，１５（３）：２４８－

２５７．
［２０］　Ｒｉｖｅｒａ　Ｇ，Ｅｌｌｉｏｔｔ　Ｓ，Ｃａｌｄａｓ　Ｌ　Ｓ，ｅｔ　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ａ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Ｊ］．Ｔｒｅｅｓ，２００２，１６：４４５－

４５６．
［２１］　Ｕｐａｄｈｙａｙ　Ｖ　Ｐ，Ｍｉｓｈｒａ　Ｐ　Ｋ．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Ｏｒｉｓｓａ　ｃｏ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Ｊ］．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０，５１（２）：２８９－２９５．
［２２］　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Ｒ．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ｃａｍｂｉ－

ｕ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ｅｓ［Ｊ］．ＩＡＷＡ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３）：２３９－２４７．
［２３］　Ｋｕｍｅ　Ｔ，Ｔａｋｉｚａｗａ　Ｈ，Ｙｏｓｈｉｆｕｊｉ　Ｎ，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Ｊ］．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２３８：２２０－２３０．
［２４］　顾 克 潇，赖 家 业，汪 洋．红 鳞 蒲 桃 开 花 物 候 特 征 研 究

［Ｊ］．广西农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５）：５５２－５５５．
［２５］　林日暖，崔巧娟，朱 正 心．广 东 经 济 林 果 寒 害 地 面 预 警

强信号和 长 期 统 计 预 报 模 式 的 研 究［Ｊ］．应 用 气 象 学

报，２００３，１４（４）：４９９－５０１．

（责任编辑：尹　闯）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广西公布新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新闻时间：２０１３－７－２４
　　７月１９日下午，广西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开发布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结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制度上解决科技进步中存在问题和从法律
上进一步明确我区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要求，突出强调了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条例》将于２０１３年９
月１日正式施行。

　　《条例》共分为总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科学技术应用、企业科学技术进步、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研究开
发机构与科学技术人员、保障措施和附则，共７章４８条。《条例》明确了广西科技发展战略———提出科技发展
要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桂、人才强桂、
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广西。

　　与以前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相比，新修订的《条例》对科研开发与成果应用作了专章规定，并增加四项制度
措施：一是设立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社会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推动科学技
术创新；二是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和支持科研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事
业单位和公民开展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三是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支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四是规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明确科
学技术成果实行有偿使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科学技术成果持有者可以通过转让、许可、作价入股
等方式进行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其次，《条例》专门增加了“保障措施”一章，在保留原来有关科技经费、科技管
理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政策支持、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资源共享、科技评价等内容，促进全区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条例》为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建立了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制度。《条例》规定：承担利用财政性资
金设立的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原始记录能够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勤勉尽
责义务，仍不能完成项目的，经专家评议和立项的部门同意，可以依照相关规定给予项目结题，不影响其再申请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

　　此外，《条例》强调了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确立了企业科技融资
的制度，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纳入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内容。《条例》还明确了政府
的科技投入职责，规定各级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各
级财政每年安排的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比例，自治区本级不低于年度财政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五，设区的
市、县级分别不低于百分之一和百分之零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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