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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 2 年 于 广西 北 海大冠沙 测 定 了开 阔海岸沙生 白骨 壤群 落土壤 的机 械组 成
、

有

机 碳和 腐殖 质的含 量
,

及 红树群 落的 结构 和 生物量 等
。

由向陆林 带到 向海 林带
,

土 壤的

粉粒粘粒 含 量和 有机质含 量随 着群落树高和 生物量 的下 降而 降低
,

植物 在相当程 度上决

定 了土 壤的特征
。

木榄
、

红海 榄 只偶见 于 向陆林带
,

桐花树 和秋 茄 可生长 到 中 间林带
。

这

种分带现象部分地 取决于 土壤 的质地和 有机 质含 量
.

在土 壤的垂 直剖 面 上
,

植 物跟 土集

间 也存在与上 述相似的 关系
。

这些 表明
,

先锋红 树植物 白骨壤与土坡的 共同进化为后来

种创造 了适宜 的生 境
。

在此 荃础上
,

提 出了广西 沙 生红 树林演替的棋式
。

关 健词 沙生红 树林 植物 一 土坡相互 作用 演替

, 群 落演 替是 解 决造林
、

次 生 林的改 造和 恢复
、

森林 的人 工 抚 育等生 产间 题 的生态 学 理论

基 础
。

我国 关于 红 树群落 的结 构和 生 态 系列 的问题 在 80 年 代 已 有详细 的描述〔̀ 一 ` , ,

红 树林 土

壤方 面 的工 作亦 有 开 展 即
。

然而
,

这 些工 作没 能有机 地 结合 起 来
。

广 西海 岸滩涂 的总 面 积 为 I OOk5 m舍 ,

其 中淤泥 滩面 仅 占 17 %
,

岩 滩
、

沙滩和沙 泥 滩面 积 占

83 %
。

广 西沿海沙 滩和 沙 泥 滩
一

已红树林 的分布相 当 广泛
,

既 是 广西 红 树 林生态 系的重要 组 成

部分
,

又是恢复 和 发展 红树林 的重要 对象
。

本文工 作 以 广西 北海 市大冠 沙 沙生 红 树 林为 基地
,

探 讨土 壤理 化性质
、

群落的 结构和 生物 量
、

群落演 替之 间的关 系
,

为 广 西北部湾 海岸 红 树 林

生态系的恢 复和 发展 提供科 学依据
。

1 自然条件和样地概况

本 项研 究的基地 为广 西 北 海半 岛的大 冠沙 白骨 壤群落 ( 21 哭宁 N
,

109
’

14
’

)E
。

该地 区属 北

热 带季风 湿 润 气侯
,

年平 均气 温 22
.

4 ℃ ,

极 端最低温 。
.

5 ℃ ,

年太 阳 辐射 量 487
·

7 k Jc/ m
, ,

年

平均 降水量 1666
.

gm m
,

年均 相对湿 度 82 %
` 。

白骨 壤群落 所处 滩涂 为开阔性海 岸滩涂
,

附近

无 河 口 ,

潮汐 为全 日潮
,

平均潮差 召
.

36 m
,

最大 潮差 5
.

36 m
。

大冠 沙 白骨壤 群落 面 积约 67 h 耐
,

林带宽 15 0 一 400m ,

沿海岸狭 长分 布
,

总 长约 1
.

s kg
。

该 群落平 均林 龄约 30 a ,

树高 1
.

4m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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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密 度 0
.

8 6株 / mZ,

叶 面积 指 数 2 0
.

郁 闭 度 。 ,
一

; 群 落 混 生 有 秋 茄 ( K , leI ial 。耐 el ) 和 桐 花

树 例
。 , i c e , a 、 。。 , n ;〔。 , a t o n ` )

,

个 别 地 段 偶 有 红 海 榄 扭。志: 。 , 。。 : 。 、 t , z。 、。 ) 和 木 榄 佃
, u

神
` 。: a

则 111 、二从。 ) 幼 树 或 幼 苗 出现
。

群 落分 布 于 中 潮带
,

陆缘 为 海 堤
,

向海 林 缘 外的沙滩 在低 潮 时

宽 可 达 1~ kZ m
。

沙滩 上 盛产 星 虫
、

贝
、

螺和 蟹 等 海 洋 动物
。

2 材料 与 方法

为 了 揭示 红 树 群 落和 土 壤 的 变化 梯度 规 律
,

将 调 查 样 地 由靠陆林缘 向靠海 林缘依次 划 分

为 向 陆林带
、

中间 林 带和 向海 林 带
.

各 林 带 宽度 分别 为 50 m
.

1 5 0m 和 100 m
。

在三 个 林带 中部

各 设 一 个 1 0 m x 1 0 m 的 样 方
,

用 平 均 标 准木 法 〔5 〕测 定 群 落地 上 部 和 地 下 部 的生 物量
。

地 下 部 生

物 量 的测 定以 标 准 木 的 树 桩 为中心
,

设 立 l m 火 l m 的样 方
,

以 3 c0 m 为 一 层
,

共挖 90 c m 至 基

本 无 根
。

将每 层 的 根 用 清 水洗 净
,

分 出树 桩
、

粗根 ( D 妻 cI m )
、

中 根 似 c m > D ) .0 cZ m )
、

细

根 ( D < 0
.

cZ m )
,

并分 别 称量 鲜 重
。

随 机 取 地 上 部和 地 下 部 各组 分 部 分 样 品 称重
,

105 ℃ 烘 至

恒 重
.

再 推 算各组 分 的 干 重 和 群 落 生 物 量
。

锯 取 样 木 的 基 盘 用 以测 定 树龄
。

用 土 壤取 样器 于 林带样 方 的四 个 转 角处 钻取 土 壤样 品
。

以 20 c m 为 一 层
,

取 至 10 c0 m
。

同

一 样 方 相 同层 次 的土 壤 混 和 后 用 于 理 化 分 析
。

在距 向 海林 缘 25
、

50
、

1 0D
、

2 0D 和 ) 200 m 的 光

滩 处
,

平 行 于 林 缘
,

每隔 1 0m 钻取 一 个 土 样
,

每样 线共有 三 个 土 样
.

混 和 后 用 于 理 化分 析
。

光

滩 土 样均 为 20 ~ 4 c0 m 较 稳 定 的 土 壤 层
。

本 项 工 作 还 钻 取 了 大 冠 沙 和 广 西 英 罗 港红 海 榄 立 地

土 壤 的样 品
,

以 比 较群 落生 长 状 况 跟 土 壤 间的关 系
。

土 壤 有机 c 的 测 定 采 用 重 铬 酸 钾 法 〔的 ,

腐 殖 质 (酸 ) 总 量 的 测 定 采 用 焦磷酸 钠浸 提 一 重 铬

酸 钾 容量法 〔6〕。

有 机 c 的 消 解均使 用 Y L 一 8 96 0 型 低温 联 合消 解 仪 (南 京 土 壤研 究所产 ) 进 行
。

土 壤 质 地 的 分 析 采 用 简 易 比 重 计 法
,

并 用 苏制 土 壤 质地 的分 类 法 进 行 土 壤 质 地 命名 ` 7〕。

3 结果 与 讨论

3
.

1 土壤 质地 的 变化 规律

表 1 为 大 冠 沙 白 骨 壤 群 落和 光 滩 土 壤的 质 地 分析 结 果
。

各样 带 砾 粒 ( 10 ~ l m角 ) 的平 均 含

量 在 22
.

9 % 一 61
.

7 % 之 间
,

砂 粒 (1
.

00 一 0
.

05 m m ) 的 平 均 含 量 在 54
.

3% 一 91
.

9 %之间
,

显 然

为多 砂 砾 土 壤类 型
。

3
.

1
.

1 水 平 变化 规 律

由表 l 同 样 带 不 同土 层 的平 均 值 可 以 看 出
,

大颗 粒 ( > 0
.

25 m m ) 的 含 量 由 向陆林 带到 向

海 林 带逐 渐 升 高
,

小 颗 粒 ( < 。
.

25 m m ) 含 量 由 向 陆林带 到 光 滩 则 逐 渐 降低
,

两 者 间 以 细 沙

(0
.

25 ~ 0
.

05 m m ) 为 变 化 的 转 折点
。

以 < 0
.

Ol m m 颗 粒 的 平 均 含 量来 划 分
,

各 样带的 土 壤 质地

类 型 分 别是
:

向陆林 带 中壤 土
,

中 间林 带 砂 壤土
,

向海 林 带和 光滩 均 为紧砂 土
。

可 见
.

由 向

陆林带到 光 滩
,

土 壤 质地 越来 越 不 适 于 植 物 的生 长
。

向海林带 的砾 粒 含 量 ( 61
.

了% ) 高于 光 滩 ( 拍
.

5% )
,

粗砂 l(
.

00 一 025 m m ) 和 细 砂 ` 。
.

25

~ 0
.

05 m m ) 的 含 量 跟光 滩 接近
。

这 是 由 于 光滩 表 层 的 砾 粒 被 潮 水推积 到 林缘 所 致
。

在 某些地

段
.

推 积 的 砂 粒 可 形 成 高达 80 c m 的 沙丘
,

并 伸 入 到 白骨 壤 林 内
。

3
.

1
.

2 垂 直变 化 规律

在 向 陆林 带和 中间林带
,

> 0
.

Osm m 颗 粒 的含 量是上 层土 小 于 下 层土
,

< 0
.

05 m m 颗 粒 的

含 量 是 上 层 土 大 于 下 层 土
。

土 壤质地 在 向海 林 带 由 上 层 的 重 壤 土过 渡 到 下 层 的 轻壤 土 ; 在 中



第 9 卷 第 2 期 范航清等
:

; 一 西 沙 生 红树植 物一土 壤 相 互作 用 及 群落 演 替 的研 究

T 口b l e

a
nd

e x
PO Se d

M ec h a n c ia l e o m P翻 ito i
n o f th e 50 11 a t v a r ie d m a n g r o v e zo n es

b e a
hc of t r a n sl t io n to th e

sea
,

O a
,

a n hs a ,

E短山 a i
,

G u a n
, i ( 19 92 )

Per ce n t co mp o s i t沁 n o f 俘 r
itC l e (mm )

F o res t 1
.

0 0一 0
.

2 5一 0
.

05一 T e X t U r e

隽
10~ l

Zo n e 0
.

2 5

0
.

01一 0
.

005一
< 0

.

00 1 < 0
.

01

0
.

005 0
.

00 1

11
月几尸nt了Q口

..

⋯

,ù,山月hù吕OU一ó
`

q今乙2今山加
n d w ar d 16

.

2

1 9
.

1

13
.

3

8
.

3

2 4
.

5

2 0
.

8

14
。

3

13 0

12
.

8

12
.

3

12
.

9

13
.

1

10
.

5

12
.

8

11
.

6

11
.

7

9
.

1

1 1
.

1

bea v y loa m

m ed l u m lo a m

l ihg t l o a r n

l ihg t l o a m

l ihg t 10 a r n

m e d j u m ]。 a m

l ihg t IOa m

sa n d y l o a m

sa n d y loa m

sa n d y l o am

sa n d y l o a 们n

跟 n

dy l o a m

it hg t sa n d

it hg t sa n d

it hg t sa n d

廿幼 t sa n d

行hg t sa n d

t ihg t sa n d

t ihg t sa n d

it hg t aS n d

it hg t aS n d

it hg t sa n d

t ihg t s a n d

it hg t sa n d

Q山
ù己八乙

⋯
nà日任Od,1月

I
闷

l3
.

5

2
.

3

3
.

2

八bo以汽h八石J门
..

⋯

丹了11勺乙声qJ,,l,曰̀咬,ùO
才

ù

2刁
.

3

33
.

0

3 9
.

8

37
.

2

30
.

0

0
.

0 1

13
.

5

1 2
.

9

7
.

9

6
.

7

9
.

1

1 0
.

0

叮口G70
é

2628邪22一30

M id dl e 6
.

9

2
.

1

1 6
.

6

4
.

1

O山占h勺dqd
.

⋯

弓̀Jqg白六h

1
.

2

2
.

3

1
.

3

2
.

8

35
.

7

2 1
.

5

19
.

1

17
.

4

16
.

3

16
.

7

18
.

0

八h今̀亡曰q` J,J,

⋯⋯

qJō匕,̀亡J确h八卜内htl
ù

胜
ù

Ò钊O曰

⋯⋯

dQRU叮̀户nù一btl亡心月qj口J弓J任J,q曰n“nùJq,1

. .

⋯
n亡OCOQ乙
.胜火勺̀q乙今乙勺dqd

八nUUǎU亡口
.

⋯

1.八US八U勺J通,月qOC

乌

4
.

3

0
.

8

0

0
.

5

0
.

7 2
.

5 4
.

5 7
.

7勺d亡U户nnU
.

⋯

尸a, l一bod
` ..` .1qJ.qJ,ù八hLaQ。

,.上

27一76

D e Pht o f

50 11 ( e m )

0~ 20

20~ 4 0

4 0~ 6 0

6 0~ 8 0

8 0~ ] 0 0

M姐 n

0~ 2 0

2 0~ 40

4 0~ 60

6 0~ 8 0

8 0~ 10 0

M e a n

0~ 20

20~ 4 0

40~ 6 0

60~ 8 0

8 0~ 1 00

M e a n

2 0~ 4 0

2 0~ 4 0

2 0~ 40

2 0~ 40

2 0~ 40

M e a n

46
.

0

eS
a w a r d

3 2
.

5

27
.

6

2
.

9

0
.

4

0
.

5

0
.

6

0
.

6

0 5

0
.

4

0
.

5

6
.

9

5
.

4

9
.

6

8
.

5

.

⋯

11R一匀产OS
J,亡口尸n

,
`亡口O口

,口门了

Q曰n亡n8
OC,̀ǎ卜ù亡d亡心产O

6 1
.

7 63
.

7

48 5

80
.

2

71
.

4

66
.

5

54
.

1

64
.

1

7
.

6

O曰58Un
LO

..

⋯

勺d月
三J,亡d月叨nUù11ù勺口O以亡d

:
哈

;
Q曰ù匀J,9心̀曰

42
.

0

0
.

8

3 2

2
、

8

2
.

0

0

2
.

5

0
.

6

1
.

4

2
.

1

4
.

4

5
.

1

5
.

2

3
.

9

3
.

9

4
.

5

8
.

1

8
.

3

8
.

3

4
.

5

6
.

1

7
。

l

份了月
l

八U

⋯

nU八己O曰11. .工n乙

氏 a Ch 25m

5 0m

100m

2 00m

比 yo
n d 2 00m 39

.

2

27
.

8

0
.

6 0
.

8

0
.

4

1
ó匕一bo口,ù护勺

⋯⋯

内匕O曰n口,了J门O口月
.

0心二d二tJ工óJltJ

N o t e :

T址 d is at n e e o f be a 曲 15 f r o m the
s e a w a r d m a n g r o v e f r in g e

·

间林带 上 层 为轻 壤土
,

2 c0 m 以 下为砂 壤 土
。

向海林 带 和 光 滩 的各 层 土 壤 间
,

各级 颗 粒含 量 的

变化不 大
,

各 层均 为 紧砂土
。

白骨 壤 的根 系主 要 分 布在 30 ~ 60 c m 以 上 土 层 ( 表 3 )
,

而 立 地土 壤 6 c0 m 以 下层 仍 为多砂

砾 质的轻壤 土
、

砂壤土 或紧壤土
,

不 存在 上 为砂 砾 质下 为淤泥 质的双 层 土 壤结 构
。

可 见 该处

的 白骨壤群 落不 仅是 真 正 的沙 生红 树林
,

而 且 大 部分 的 现 存植 株发 育 于 沙 质滩涂
。

白骨壤 能

在这 种一 般 红 树植物难 以 生存 的土 壤上 建群
,

表 明 白骨 壤具 有 很 强的耐 贫痔性
。

今 3
.

2 土壤有 机质含 t 的 变化规 律

表 2 为三 个 林带 不 同 土 层 有机 碳 ( o G )C 和 腐殖 质 ( H UM ) 含量 的分析结果
。

同林带 各

土 层的平 均值表 明
,

oo c 和 H u M 含 量 是 向陆林 带 > 中间林 带> 向海 林带 > 光滩 中的平 滩 ( 表

4)
。

不 同林 带相同 土 层 的平均 值说 明
,

虽 然 OG C 和 H U M 的含 量从上 层 土 到 下 层 土 有降低 的

趋势
,

但 变化幅度不 大
。

该 变化 趋势在 向陆林带 最 为 明显
,

中 间林带 次之
,

而 向 海 林带 不 仅

未减 小
,

反 而 在 下 层 土 有 所 上 升
。

向海 林 带 O G C 和 H U M 的 垂 直变化 跟 该林带群 落 曾遭 受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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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的事实 有关
。

在 向海林 带的 土 壤 中残 留 有相当数量 的死 亡 树桩
,

林缘 和 附近 的光滩上 死 亡 树 桩更多
,

有

的 已被 潮水 冲蚀 暴 露
。

死 亡 植 物 体的分解 会 显著 地 提高土 壤 的 有机 质含量
。

这些 死 亡 的树桩

表 明
,

向海林带 的群 落在 历 史上 曾因 人 为 或 自然 的因 素而 大 量死 亡
,

林带宽度 有所 退 缩
,

原

先 的林 地 滩 涂逐 渐为 砂砾 所 覆 盖
,

而 现 存 的 白骨壤 群落 的根系对 40c m 以 上 砂 砾 的改造 作 用

小 于 树桩分 解提高土 壤 有机 质 的作用
,

于 是 向海林 带土 壤的 O G C 和 H U M 含 量 出现 了 上 层 低

下 层 高 的分布格局
。

aT b l e 2 C o n et n st ( % D W ) Of 肠 11 o rg a n lc ca r
bo

n (O G C ) a

dn h um lc m a tt e r

( H U M ) a t va lr ed m a n , o
ve oz

n es
,

D a 即 n sb a ,

日随山 a i
,

G u a 呢x i ( 1992 )

50 11 l a
ye

r

aL
n d w a r d M id id e Sea w a r d Mean 士 SD

( em ) O G C H U M O G C H U M OG{ { H U M O G C H U M

0~ 2 0 2
.

05 0
.

5 0 1
.

3 3 0
.

30 0
.

08 0
.

0 7 1
.

15 土 1
.

1 0 0
.

29士 0
.

22

20~ 40 1
.

7 5 0
.

刁3 1
.

5 3 0
.

37 0
.

2 2 0
.

07 1
.

16士 0
.

83 0
.

2 9士 0
.

19

40~ 60 1
.

15 0
.

4 0 1
.

4 3 0
.

43 0
.

5 6 0
.

! 0 1
.

05 士 0
.

44 0
.

31士 0
.

1 8

60~ 8 0 1
.

45 0
.

3 3 1
.

05 0
.

17 0
.

搜7 0
.

10 0
.

99士 0
.

49 0
.

2 0士 0
.

12

8 0~ 100 1
.

36 0
.

33 1
.

12 0
.

17 0
.

38 0
.

10 0
.

9 5士 0
.

5 1 0
.

20 士 0
.

12

M e a 们 1
.

55 0
.

40 1
.

29 0
.

29 0
.

3 4 0
.

09 1
.

06 0
.

26

士 SD 士 0
.

35 士 0
.

07 士 0
.

20 士 0
.

18 士 0
.

19 士 0
.

0 2

3
.

3 白骨旗 群 落 的 结构 和生物 t 的 分布 规律

表 3 为三 林 带 白骨壤 群 落 的结构和 生 物量 的分布情 况
。

3
.

3
.

1 群落结 构

本 群 落的向海林 带为 白骨 壤纯 林
,

平均 树高 0
.

92 m
,

林龄 2a3 ; 中间 林 带偶 有 秋茄 和 桐 花

树
,

白骨壤 平均 树高 1
.

02 m
,

树龄 2a6 ; 向陆林带 有桐 花 树和 秋 茄伴 生
,

偶 有 红 海 榄 幼 树和 木

榄 幼 苗 生 长
,

白骨壤 平 均 树高 2
.

05 m
,

林 龄 35 a 。

可 见 由向陆林 带到 向海 林带 群 落 的生 长 状 况

逐 渐变差
。

此 外
,

海洋 固 着动物危 害程 度表 现 为 向海林 带 > 中 间林带 ) 向陆林 带
。

林 下 白骨

壤 幼苗 密度 由向 陆林 带到 向海林带 逐 渐提 高 (表 3 )
。

向海林带 的幼苗密度 较大
,

与 潮水冲流

繁殖 体和 向海 林带植 株密度 较小 ( 0
.

62 株 / m
Z
)

,

阳光较 充分等 因 素有关
。

每平方 米 白 骨 壤群

落 可结果 实几 十至 几 百
,

而 幼 苗密度 仅为 1
.

04 一 3
.

38 株 / m Z ,

林 下 的幼树 则 更 少
。

可见
,

白

骨壤 从果实到 幼苗
,

到 最终 发育成幼 树的概 率极小
。

这 是 红 树植 物 繁殖过 程 中的 r 对策和 种 群

维持 中的 k 对 策的主 要表现 内容 〔幻 。

表 3 的结 果还 表 明
,

该 白骨壤 群落正 处在 白骨 壤~ 桐 花

树
、

秋 茄~ 红 海榄
、

木榄 的进展演 替过 程 中
。

3
.

3
.

2 生 物量的分 布规律

表 3 的测 定结 果显 示
,

白骨壤 的地 下部 生物量主 要 分 布在 30 一 6c0 m 以上 土 层
,

属 浅根 系

植 物
。

地上 部和 地下 部的生 物 量都是
:

向陆林 带 > 中 间林 带 > 向海林带
。

地下 部 生物 量与地

上 部生物 量的 比值 分别是 向陆林 带 0
.

83
,

中间林 带 1
.

33
,

向海林带 1
.

5 1
。

这说 明越近海缘
,

植物体 将越多 的光合 作用产物 用 于 地 下部 的 生 长
。

与此 相 反
,

林 冠的面 积 ( 冠幅 ) 却 由向陆

林 带到 向海林带逐 渐减 少
。

在 向海林缘
,

白骨壤的指状 呼 吸 根 的密度可高 达 100 一 250 根 / 耐
,

辐 射 5一 7 m ,

辐射面 积 可 比冠 幅大 30 ~ 60 倍
。

这些 特征是 白骨壤从贫瘩 的 向海林带 滩涂吸取

养分
,

吸 收氧气
,

抵 抗海缘较 强 的风 浪之 生 态 适 应 的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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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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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Z)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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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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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Maen tr ee h e场b t (m ) 2
.

05 1
.

02 0
.

92

Mae
n c a n 0

yP ar ae (m Z ) 2
.

92 0
.

85 0
.

58

Mo
an 廿 ee 铭e ( a ) 3 5 26 23

B OI m 曰翻 of so il of 场y er (kg /m
Z )

0~ 3 0C m 3
.

28 1
.

2 6
.

1
.

0 5

3 0~ 6c0 m 1
.

53 0
.

18 0
.

0 4

60~ 90c 们n 沪 0
.

3 6 0
.

04 0
.

0 0

U n
de 卿

o u n d b l o n 卫肚翔 ( k g /m
Z ) 5

.

17 1
.

48 1
.

0 9

A ob
v e甲 o u n d 玩

oassm
( k s / m , ) 6

·

2 4 1
.

11 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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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s /m

Z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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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1
.

8 1

R a

iOt of u nd e r gr ou
n d ot

a
bo

v es r

ou dn 0
.

8 3 1
.

3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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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红树植物与土壤 的相互 作 用

将 白骨壤群落 的结构和 生物 量数 据 ( 表 3) 跟 土 壤泊勺理化性 质 (表 1
、

表 2) 进行 比较
,

可

以 看出
:

随着 群落生长 状况 的渐差 和 生物 量的渐 小
,

土 壤 的生长条件 也逐渐 变差
.

在 陆源有

机物输入 受 阻 的情况 下
,

这种土 壤 理化性 质变化 梯度的形 成和保持 的主 要 原因 显 然是 植物群

落
。

死亡 根 系和 根 系分 泌 物的分解 是立 地土 集 有机质和 粘粒含量提 高的最 主 要 原 因
。

由于

~
4 hT

。
co

n

, st 。 f osu ( 20 一 40 cm 娜
r ) or ga

n ic 向陆林带 白骨城群落 地上 部和 地 下部生

car obn adn hu icm ~
r at ht 。

侧 ow br ac ha
w aet ~ ys 物 量高

,

向陆林带土 壤有机质 的来源也
(

abou
, 2

c0m de eP
,

10 m iw de ) an d ”
ae

r

by 枷 st 。 ”

het aS dn 就较 丰富
.

当然
,

向陆林带海 浪小
,

林

~ ihwt ~ iotn
fr om ~ ” veS 台

岭 ot het eaS in 子促淤 功能较强
,

有利于 植 物体有户机质

~ 血
,

黔抢
.

~ 叫
_

_ _
_

一

—
和其 它 海洋动物 有机质 的沉积

。

这 些都

~
eC f r om wa etr w ay (肠wD ) F城 ( %wD ) 会使 向陆林带 土 壤有机 质和 粘粒 含量高

浑译 歌开
于 其 它 两个林带

。

此外
,

红 树林 对土城

的 改造 作用 还存 在 远距 离 的辐 射效 应
。

例如
,

大冠 沙林 外光滩 有红 树林 水系流

10 0 0
.

63 0
.

20 0
.

17 o ace 经 的浅潮沟 的土壤有机 质含量 比邻近 的
2 00 0

.

31 0
.

23 0
.

0 3 tr ace 平滩 高 出近 3 倍 (表 4 )
。

这种 辐射效应

M o an 0
.

62 0
.

23 0
.

16 0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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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可 以 在 林 下 滩 涂
,

也 可 以 被 潮 水 冲到 光 滩 快 速 分 解 〔̀ 。, ; 立 地 土 壤 中 的 植 物 死 体可被 滩 涂 底

栖 动物 搬 到 土 表 加 速 分 解 〔“ ,
.

分 解 的物 质被潮 水 扩 散 到 其它 的地 点
。

不 同 种类 随 潮 带 的分带 生 长是 红 树 植 物 的 共性 〔̀ 一 ` , 。

决 定 群 落 成 带 分布 格局 的根 本因 素

是 潮 水
,

但 在适 合的 潮带 上 成 带分 布能 否 发 生 和 维持 就 与土 壤 条件有 密切 的关 系
。

结 合观 察

和 表 3 的 测 定 结 果
,

可 以得 出 对 土 壤 的 要 求从 高到 低 的顺 序是
:

木 榄
、

红 海 榄 > 秋茄 > 桐 花 常

树 > 白骨 壤
。

红 海 榄 一 般 要 求富 含 有机 质 的深 厚淤 泥
。

例 如
,

英 罗 港滩涂 土 壤的 o G c 和 H u M

分 别 是 大 冠 沙 的 3
.

6 和 1
.

3 倍
,

结果 英 罗 港的红 海 榄 可成 大 面 积 的纯 林
,

树 高达 6m ( 表 5 )
。

aT b l e 5 C o n t e n t s o f 5 0 11 o r sa n i e e a r
bo

n a n d h u m i e m a t t e r a t t w o
hR

z功 尹h。 子 a ` t 少10 ` a s t a n d i n g s i t璐 i n G u a n g x i

Y i n gl u o B a y D 叱 u a n s h a

L o Ca t i o n

20
0

2 8
`

N
,

109
0

4 3
`

E 2 1
0

2 6
,

N
.

10 9
0

14
`

E

C o as 扭 1 s i t u a t i o n s he l t e r ed e x Po s ed

F o r e s t d 留e r i Pt i o n l a r g e l u x u r i a n t f o r e s t oc e as i o n a l t r e es

M e a 一: t r e e h e i hg t ( rn ) 6
.

0 1
.

7 带

5 0 11 o f l a y e r ( e m ) O G C H U M O G C H U M

0~ 2 0

20~ 4 0

4 0~ 60

6 0~ 8 0

80~ 1 00

刁 1 7

刁
.

7 6

2
.

9 1

3
.

5 6

4
.

5 5

0
.

53

0
.

6 0

0
.

4 0

0
.

37

0
.

23

2 0

1 8

0 7

08

0 1

0
.

4 7

0
.

30

0
.

只0

0
.

3 7

0
.

2 0

M e a n 士 SD 3
.

习9 士 0
.

7 6 0
.

4 3 士 0
.

1 4 1
.

1 1 士 0
.

08 0
.

3 3 士 0
.

1 0

大冠 沙 的 向 陆林带 虽 有少 量 的红 海 榄 幼树 和 个 别木 榄幼 苗
,

但 在 中间林带 和 向海 林 带 却 未观 察到 任何 一 种 生

长 的幼 苗
,

导 致这 一结 果 的 原因 除 土壤 肥 力 不足 和 生物 危 害因 素外
,

另一 重 要 原 因可 能是 随 机飘 来的红 海榄

和 木榄 难 的长 条 胚 轴难 以 固着
。

因 为这 两 个林 带 的 土质 较 为坚 实
,

不 利 于大 型 胚轴 的插 入 萌 发
。

因此
,

在 今

后 研 究红 树 植 物种 群 的 发 生和 扩展 间题 时
,

应 将 土壤 的 物理 硬 度 作 为 一个 重要 的因素 加 以 探 讨
。

5 沙生 红树林 的演替模 式

基 于 前文 植 物 一 土 壤 相 互 作 用 的认 识
,

在 此 提 出沙 生 红 树林 发 生 和 演替的过 程
。

l 潮水 带

来的 白骨 壤繁殖 体偶 然地 在一 个较适 合的 小 生 境 中固 着
、

萌发
、

生 长
.

完成 了 先锋红 树 植 物

的侵入 和 定 居 的 过 程 ; 2 先 锋 植 株 的生 长 改 良 了 立 地 和 附 近 滩 涂 的土 壤条 件
,

使 得 种群 逐 渐扩

展 到 整 个 适 宜 的 滩 涂 ; 3 经 过 多 代 白骨壤种群 的改 造
,

土 壤 有机 质和 粘粒 含 量增加
,

表 层 土 适

合于 中大 型 胚 轴 的插入 和 固着 生 长 ; 4 桐 花 树
、

秋 茄 的胚 轴顺 利 地 在 向陆林 带和 中间 林 带 固着

和 生长 ; 5 向 陆林带 风 浪较 小
,

生物危 害程 度 较 轻
,

群 落发 育较好
,

对 土 壤 的 改 造快 于 中间林

带和 向海林 带 ; 6 当 向陆林 带的 土 壤质地 和 有机质大 于 某 一 阂值时
,

漂入 的红 海 榄和 木 榄 胚 轴

首 先在该林带 固 着并 生 长 发育成 幼 树 ; 7 随 着 时 间的 推移
,

沙生 红 树林将 由海 缘 到 陆缘 大 体上

成 为白骨壤~ 桐 花 树
、

秋茄~ 木 榄
、

红 海 榄 的带状 顶 极 群 落
。

上 述模式 主 要 考虑 了 红 树 植 物 自身的 生 物学和 生 态 学 特 征
,

潮 带和 土 壤理 化性 质三 方 面

的 因 素
。

在 自然 状 态 下
,

影 响 红 树 群落发 生 和 演 替 的因 素相 当复杂
,

如 海 洋固 着动物危 害
、

陆

地 生 物 危 害
、

人 为 干 扰
、

小 地 形
、

海 岸演 变等 等
,

都 可 以 在一 定 范 围 和 一 定 程 度上 影 响 演 替

的 过 程
.

影 响形 成 的群落结 构
。

因此
,

上 述 模式 在 应 用 时 必 需 根 据 具 体情 况 加 以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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