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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树林凋落物的产生与植物本身的代谢功能，与各种气象因子如气温、湿度、风速等以及土壤理化条件，

与人类和动物干扰等因素有关。红树林凋落物一般包括叶、花、果、枝四个主要部分．叶相对占有很大的比重。

红树林凋落物经过淋溶、微生物和其他潮间带生物三个分解作用。以有机碎屑和可溶性物质的形式进入生态

系统中。为红树林区域和邻近浅海域的海洋生物提供有机碎屑和可溶性物质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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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grove litter fall was formed reIated to metabolic function，temperature，humidi—

ty。wind speed，soil physical chemical properties，human and animal interference．Leaf，flow—

er，fruit and branch were the main part of the litter fall，while 1eaf accounts for the major pro—

portion of litter fall．The litter fall is decomposed through leaching，microbe，biology of inter—

tidal zone．The organic detritus and soluble substance was form of mangrove Iitter fall that

enter estuarine ecosystem．Litter fall provides organic detritus，solubIe substance and energy

to the marine organisms in the mangrove region and adjacen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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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海岸潮间带

滩涂上由木本植物组成的乔木和灌木林木[1]，是潮

间带内具有较高的第一性生产者并具有良好的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作为海岸生态系统重要

的初级生产者。红树林是生产力较高的群落类型之

一[2]。凋落物是红树林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组成

部分，经过淋溶、微生物和其他潮间带内腐食性生物

的分解，为近岸海域的海洋生物提供有机物质和能

量，也是潮间带生态系统物流和能流的关键环节L3J。

目前国内外对红树林凋落物开展的研究，主要对不

同地区和不同红树林的凋落物的产量、季节变化、生

态意义等方面。本文概述红树植物凋落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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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说明红树林对于生态系统内物质和能量的贡献

和邻近海域的海洋生物的重要性，并对合理利用红

树林资源，促进红树林区水产渔业发展提供重要的

科学依据。

1 红树林凋落物形成的主要影响因子

凋落物的产生实际是与植物本身的代谢功能，

与各种气象因子如气温、湿度、风速等以及土壤理化

条件而产生，与人类和动物干扰亦有关系。红树林

自身的正常生理代谢是引起凋落物形成的主要因

素。各种气象因子(温度、风力、降水等)中，温度因

子对红树植物凋落物的产生占主导地位，风的影响

主要是强制性的机械作用。红树林生长在具有高盐

的滨海沼泽生境中，以落叶的方式排出体内的盐分，

是红树植物对盐渍生境的一种适应性【I]。对影响红

树植物凋落物总产量大小变化的因子有很多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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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普遍认可的主要因子是温度，温度随着纬度的增

加而降低，低纬度地区的红树林有较高的凋落物产

量(见表1)。Dawes认为红树林的发育类型是影响

红树林凋落物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5]。

裹l Rhi∞ph0他mangle[63在两个地区年凋落物产量的比较

2红树林凋落物的组分及其变化

从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红树植物年凋落物

量在480～1388．24 g／m2不等[“¨]，这一数据通常

比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和

热带山地雨林高一些【12~1引，反映出红树林具有较高

归还率的特点。

红树林凋落物一般包括叶、花、果、枝四个主要

部分。叶相对占有很大的比重是研究的主要部分。

秋茄林落叶量占总凋落物量的63．3％。是秋茄群落

有机碎屑输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 51。不同红树

林种类各组分的凋落物量各有不同(表2)。

裹2三类红树檀物的凋落物组分

一年巾备组分凋落物
红树植 的比莺(％)物种类——

叶 花 果 枝

节渊嚣黔譬鼗羹凋落最的』】份 曾!；=：!翟万1■i的月份

从表2可以看出，叶是红树林总凋落量的最大

值。7月份是秋茄和红海榄产生叶的最大凋落量的

季节，而红树在11月份出现叶凋落量的最大值，主

要与各地红树林的季相节律密切相关。张乔民

等[17]认为，海南在11月份同时出现平均风速和降

水量全年最大的峰值，故而相应出现叶、枝、果、总凋

落物产量的全年最大峰值。表2反映出红树植物对

海滩、河口地区特殊生境的繁殖适应。红树植物一

方面出现大量凋落物以保证足够数量的繁殖体来适

应这种水淹多变的环境。另一方面出现胎生和半胎

生现象．即果实在母树上直接萌发成海绵质胚轴以

使幼体在浅海泥泞中或随海潮波涛飘流。随地着泥

成活和传播。这两方面都使红树植物适应海汐生境

而大量繁殖结果。枝的凋落时间无明显的季节变

化．一般受到台风的影响时，枝的凋落量才会有较为

明显的增大。

3红树林凋落物的分解

红树凋落物主要通过淋溶作用、微生物分解作

用和潮间带生物作用实现分解。热带海滩潮间带内

的红树林的凋落物，在分解初期是一个快速淋溶的

阶段。随着分解的深入，淋溶变缓。大分子难分解

的纤维素、木质素等被降解成小分子产生可溶性物

质的过程更加缓慢，逐渐进入起主导作用的微生物

分解过程。微生物埋于土壤中的一小块纤维薄片，

真菌首先侵入，然后才出现大量细菌，当纤维薄片碎

裂，土壤层中腐生性的原生动物线虫和无脊椎动物

登场，其中微生物始中占绝对优势。凋落物的碎片

或碎屑继续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对第二阶段(或

腐殖质)的纤维素、木质素等大分子的进而降解，释

放出腐生动物或原生动物或潮间中浅海生物所需饲

料，自然微生物也从中得到养分[181。红树植物凋落

物经微生物的初步分解，使凋落物变成碎屑成为潮

间带各种生物的饲料。端足类甲壳动物，弹涂鱼、

虾、蟹、沙蚕等对凋落叶都有啃食和粉碎作用。褶痕

相手蟹、相手蟹、沙蟹、笋光螺[19~223等典型红树林底

栖动物均以红树林凋落物碎屑为食，从而构成热带

海洋潮间带生物食物链。

4红树林凋落物的营养物质形式

红树林凋落物的营养物质从大分子物质来说，

包括粗蛋白、粗脂肪、可溶性糖、无氮浸出物和单宁

等比较容易被淋溶的化合物，以及纤维素、木质素等

难分解的化合物。粗蛋白、粗脂肪和无氮浸出物是

生态学能量研究中重要的富能有机化合物[23|。随

着分解碎屑中粗蛋白的能量渐升，无氮浸出物能量

渐降，粗脂肪能量在分解初期不断上升。而后随着分

解深入开始不断下降。蛋白质和脂类是潮间带生物

最莺要的能量来源。凋落物分解后，碎屑中粗蛋白

和粗脂肪能茸的增加说明分解作用能提高凋落物被

潮间带生物的利用[z“。相对于纤维素、木质紊等化

合物而言，碎屑中的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糖比较容

易被海洋动物利用[z5‘。据报道，大红树叶中可溶性

物质占干重的32．4％[2引，在分解的头1～14天可溶

性糖和单宁(水溶性)迅速散失[2引。分解碎屑中的

可溶性有机化合物是可被稀酸水解物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单宁具有很强的极性，容易溶于水，可以被稀

盐酸水解[28。，在分解中会迅速淋溶失去”9。。

5 结束语

研究红树林凋落物的凋落规律和分解过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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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红树林生态系生物食物链的起端，进而了解

热带地区潮间带内红树林是海洋生物食物链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对各红树植物的凋落节律的研究已经

包含很多种类，但是对于红树林的凋落物的研究，应

该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加大力度，比如分解的过程，以

及分解后进人海洋生态系统加入食物链或能流量等

等，也还可以从微观的角度进一步对红树凋落物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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