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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填补珍稀濒危真红树植物小花老鼠簕(Acanthus
 

ebracteatus)在广西分布特征的研究空缺,了解其

分布、种群大小及群落特征,本文采用野外勘察与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广西境内小花老鼠簕可能的分布

区域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在广西小花老鼠簕仅分布于防城港市江山半岛西南侧和黄竹江中游潮滩,总面

积766
 

m2(分别为686
 

m2 和80
 

m2),共1
 

831株(分别为1
 

796株和35株);小花老鼠簕分布在高潮线附近有

海漆(Excoecaria
 

agallocha)等相对高大的乔灌木遮挡区域,群落结构分层明显,均呈集群分布;江山半岛小花

老鼠簕种群生长相对稳定。广西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范围极小,生境狭窄,容易遭到人为干扰,处境严峻,亟需

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物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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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乔

木和灌木的统称,由其组成的生态系统在维持滨海湿

地生产力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具有极

大的生态服务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生态资

源[1]。红树植物包括真红树植物和半红树植物,我国

共有真红树植物12科16属28种(含2种外来

种)[2,3],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香港、台
湾和浙江南部沿岸[4]。红树植物的分布和物种多样

性在红树林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红树林的破坏

则会导致物种多样性减少[5]。据统计,近年我国的红

树植物有近1/3处于濒危状态,其中真红树植物小花

老鼠簕(Acanthus
 

ebracteatus)属于濒危种[6]。
  小花老鼠簕是爵床科(Acanthaceae)老鼠簕属

(Acanthus)常绿亚灌木,常具支柱根,天然分布于亚

洲印度东南沿岸和大洋洲西北沿岸的高潮带地区[7]。
该种在我国海南、广东和广西有天然分布,其中海南

省文昌市清澜港较多,生境与老鼠簕(A.ilicifolius)
类似,一般生长于红树林内缘,潮沟两侧,有时也组成

小面积纯林[8]。老鼠簕与小花老鼠簕在形态上的主

要区别在于老鼠簕每花下面有2枚小苞片,而小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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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簕没有小苞片[8],但由于老鼠簕属植物叶形多变且

小苞片有时存在早脱情况,因此二者在野外较难区

分;另一直观区别是小花老鼠簕叶先端平截,老鼠簕

叶先端急尖[8,9]。《中华本草:蒙药卷》有记载小花老

鼠簕的果实药用:性凉味微苦,具有解毒消肿的功效,
主治疮疖疔肿[10]。小花老鼠簕的叶子提取物具有神

经保护作用[11],其体内含有多种类黄酮物质,对淋巴

肿大等有明显疗效[9]。近年来,广东、广西沿海居民

认为老鼠簕属植物的根可用于治疗乙型肝炎[9]。

  历史记录小花老鼠簕在广西北仑河口保护区珍

珠湾和黄竹江有少量分布[12],数量少于100株[6],但
具体的分布情况及生境特征没有详细的描述。由于

小花老鼠簕只生长在红树林内缘的高潮带,相对而言

位置较隐蔽,在野外调查时难以发现并辨别。为保护

广西红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本文对广西的小花老鼠

簕种群分布、数量及特征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小花

老鼠簕种群分布特征,为我国红树林资源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广西 沿 海 地 区 位 于 北 回 归 线 以 南,21°24'—

22°01'N,107°56'—109°47'E,属南亚热带气候区,典
型的 南 亚 热 带 海 洋 性 季 风 气 候;多 年 平 均 气 温

22.0—23.4℃,1月平均气温13.4—18.2℃;沿岸海

水表 层 的 年 平 均 温 度 23.1—23.8℃,盐 度 18—

31[13]。广西作为我国红树林主要分布的省区之一,
现存红树林面积9

 

197
 

hm2,主要分布在北海市、钦
州市和防城港市,其中北海市3

 

416
 

hm2、钦州市

3
 

421
 

hm2、防城港市2
 

360
 

hm2[14]。结合广西红树

林研究中心前期的调查数据[1417]及历史资料[18],本
文的广西红树林资源调查设计全覆盖14个主要分布

区,分别为北仑河口、珍珠港、防城港西湾、防城港东

湾、茅尾海、七十二泾、金鼓江、钦州湾外湾、大风江、
廉州湾、北海银滩至营盘镇、铁山港、丹兜海、英罗港。

  记录有小花老鼠簕分布的江山半岛位于广西西

南部,四季降雨量较大,年均气温22.3℃,平均水温

21.8℃,平均盐度29.6[19]。另一记录有小花老鼠簕

分布的黄竹江是流入珍珠湾的一条淡水河,年平均气

温22.3℃,平均水温23.5℃,平均盐度23.1,河水盐

度表现出明显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从上游到下游盐

度逐 渐 升 高,湿 季 河 水 盐 度 普 遍 较 低,旱 季 普 遍

较高[20]。

1.2 方法

1.2.1 群落调查

  在结合历史资料及相关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

野外勘察及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小花老鼠簕开

展野外调查。对成片分布的小花老鼠簕及共生红树

植物群落进行样方调查,根据小花老鼠簕分布斑块面

积和形状,此次共设置3个5
 

m×5
 

m的调查样方进

行每木调查,记录各植物的种名、胸(基)径、高度、冠
幅、盖度等;对于生长较为密集、难于逐株测量的小花

老鼠簕种群,在样方中再分别选取3个1
 

m×1
 

m的

小样方进行测量;对分布地中散生的小花老鼠簕植株

则进行逐株测量。

1.2.2 种群分布面积

  使用GPS手持机(佳明GARMIN
 

629sc)记录小

花老鼠簕分布点坐标,对其分布边界进行绕测,将结

果导入 ArcGIS10.4,结合 Google
 

Earth遥感图像,
输出小花老鼠簕分布图,并进行分布面积统计。

1.2.3 群落特征分析

  统计群落中的株数、频度、盖度、显著度,计算相

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和重要值,通过计算

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均匀度

和种间相遇概率分析红树植物多样性[21]。
 

1.2.4 种群生长动态

  红树植物的种群生长状态可根据高度级进行定

义并予以分析。以1.0
 

m为一个高度级对一般红树

植物的高度级结构进行划分,共划分为14级(如Ⅰ:

0.0—1.0
 

m,Ⅱ:1.1—2.0
 

m,Ⅲ:2.1—3.0
 

m等,依
次类推)。小花老鼠簕的高度级分级标准根据实际生

长情况可划分为0—50
 

cm、51—100
 

cm、101—150
 

cm
 

3个等级。

1.2.5 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种群分布格局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最

关键的决定因素,可采用方差/均值比率和t检验判

断测得的比率对1.0的离差的显著度来确定[22],即

  S2

X
=
n∑

n

i=1
xi

2-(∑
n

i=1
xi)2

(n-1)∑
n

i=1
xi

,

式中:X 为各种群多度的均值,S2 是各种群密度的方

差,n 为基本样方数。当S2

X
=1时,种群遵循随机分

布;当S2

X
>1时,种群趋于聚集分布;当S2

X
<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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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趋于均匀分布。S
2

X
对1.0的偏离程度由下式确

定:t=
(S2

实测/X)-1
2/(n-1)

。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花老鼠簕种群情况

2.1.1 分布与面积

  根据广西沿海14个红树林主要分布点的野外调

查发现,小花老鼠簕在广西的天然分布地点仅有防城

港市江山半岛西南侧和黄竹江中游潮滩(图1)两处,
坐 标 分 别 为 江 山 半 岛 西 南 侧 108°13'34.23″—

108°13'36.36″E,21°30'58.91″—21°31'00.23″N;黄竹

江 中 游 潮 滩 108°11'35.37″—108°13'38.82″E,

21°38'46.56″—21°39'00.03″N。其他调查点中尚未

发现。GPS绕测结果显示:小花老鼠簕在广西的分

布面 积 总 计 766
 

m2,其 中 江 山 半 岛 686
 

m2,占

89.6%;黄竹江约80
 

m2,占比极小。

图1 广西红树植物小花老鼠簕分布示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Guangxi
 

mangrove
 

plant
 

of
 

A.ebracteatus
 

population
 

in
 

Guangxi

2.1.2 生长概况

  江山半岛记录到自然分布小花老鼠簕植株数较

多,共1
 

796株,平均高度为(65.0±0.4)
 

cm,最高可

达155.0
 

cm,最低仅25.0
 

cm,平均分枝数为5,盖度

约为15%,与真红树植物卤蕨(Acrostichum
 

aure-
um)、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海漆(Exco-
ecaria

 

agallocha)、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
榄李(Lumnitzera

 

racemosa)及 半 红 树 植 物 黄 槿

(Hibiscus
 

tiliaceus)等混生。黄竹江分布的小花老

鼠簕属于散生状态,仅35株,平均高度为(48.0±
4.2)

 

cm,平均分枝数仅为2,盖度极小,仅占2%,与
真红树植物海漆、卤蕨、桐花树及半红树植物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黄槿等混生。江山半岛生长

的小花老鼠簕生境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生长状况较

佳,盖度较高;而黄竹江分布的小花老鼠簕因生境遭

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植株矮小,叶片泛黄,整个种群处

于退化阶段,盖度极低(表1)。

表1 小花老鼠簕种群广西分布概况

Table
 

1 General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A.ebracteatus
 

in
 

Guangxi
分布点
Location

 

of
 

distribution

生境
Habitat

生境面积
Area

 

of
 

habitat
 

(m2)

丛数
Number

 

of
 

clusters

平均高度
Mean

 

height
 

(cm)
共生种

Kind
 

of
 

symbiosis

盖度
Coverage

 

(%)

江山半岛
Jiangshan

 

Penin
sula

西南侧高潮位区
Southwest

 

of
 

high
 

tide
 

level
686 1

 

796 65.0±0.4

卤蕨、桐花树、海漆、榄李、木榄、黄槿
A.aureum,A.corniculatum,E.
agallocha,L.racemosa,B.gymnor-
rhiza,H.tiliaceus

15

黄竹江
Huangzhujiang

 

River
 

中游潮滩
Middle

 

tidal
 

flat 80 35 48.0±4.2
卤蕨、桐花树、海漆、黄槿、水黄皮
A.aureum,A.corniculatum,E.
agallocha,H.tiliaceus,P.pinnata

2

注:高度为平均值±标准误(SE)

Note:The
 

height
 

is
 

mean
 

value±standard
 

erro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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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区红树植物群落特征

2.2.1 群落的组成

  小花老鼠簕种群主要分布在江山半岛,所在红树

植物群落建群种主要有海漆、榄李、桐花树和小花老

鼠簕(表2),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亚灌层3层,其
中海漆属于乔木层,榄李和桐花树为灌木层,小花老

鼠簕为亚灌层。该群落的类型较为简单,大致分为2
个类型,即海漆-桐花树-小花老鼠簕群落和海漆-
桐花树+榄李-小花老鼠簕群落。

  (1)海漆-桐花树-小花老鼠簕群落:该群落较

为常见,建群种包括海漆、桐花树和小花老鼠簕,群落

结构分层明显,盖度为70%—80%。该群落中小花

老鼠簕的株数最多,作为亚灌木在海漆林下生长,平
均株高(0.74±0.02)

 

m,平均基径达(8.5±0.40)
 

cm,丛聚程度较高,相对密度最大,占91.0%;海漆作

为乔木层在该群落中占有一定优势,重要值最高,平
均树高达(7.10±0.46)

 

m,平均基径达(7.2±0.60)
 

cm,相对显著度很高,达92.0%;桐花树和榄李的数

量较少。在实地调查中未发现更新层,群落的发展只

能依靠现有的红树植物,因此垂直分层结构随着群落

发展会越发明显。该群落乔木层较为高大,其林下适

合小花老鼠簕的生长,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海漆-桐花树+榄李-小花老鼠簕群落:该
群落林冠分明,乔灌木主干明显,总盖度为75%,建
群种株数分布较均匀。该群落小花老鼠簕的株数较

少,平均树高(0.63±0.04)
 

m,平均基径达(5.8±
0.70)

 

cm,重要值最低,仅为0.2,种群处在发展阶

段;海漆的重要值最高,平均树高(5.80±0.30)
 

m,
平均基径(6.4±0.40)

 

cm,是该群落的优势种;桐花

树在群落中相对密度最大,且林下更新层以0—1年

桐花树幼苗为主,平均密度为3株/m2,平均苗高12
 

cm,因此桐花树在该群落中有极大的发展优势;榄李

在群落中得到发展,该群落也是广西榄李种群分布点

之一,广西榄李种群数量较少,作为濒危种受到学者

的关注。统计样方的小花老鼠簕分布数量少,可能与

该地桐花树的生长及乔木层的高度有关,桐花树幼苗

的生长使得小花老鼠簕的空间资源减少,种间竞争力

加大,又缺少高大乔灌木的保护,因此其生长发展受

到了限制。

表2 广西江山半岛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区红树植物群落的组成
 

Table
 

2 Composition
 

of
 

mangrove
 

plant
 

community
 

i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a
 

of
 

A.ebracteatus
 

in
 

Jiangshan
 

Peninsula,

Guangxi

群落类型
Type

 

of
 

community

种类组成
Species

 

composition

频度
Frequ
ency

株数(株/
频度×25

 

m2)
Number

 

of
 

strains
 

(strain/
frequency×25

 

m2)

盖度
Cove
rage
(%)

平均树高
Mean

 

height
(m)

平均基径
Mean

 

diameter
(cm)

相对密度
Relative

 

density
(%)

相对频度
Relative

 

frequency
(%)

相对显著度
Relative

 

dominance
(%)

重要值
Impor
tance

 

value

海漆-桐花 树-
小花老鼠簕群落
Community

 

of
 

E.
agallocha-A.
corniculatum -
A.ebracteatus

海漆
E.agallocha 2 47±7 45 7.10±0.46 7.2±0.60 5.8 28.6 92.0 1.3

桐花树
A.cornicula-
tum

2 25±3 15 3.10±0.88 4.0±0.85 3.1 28.6 7.7 0.4

榄李
L.racemosa 1 1 <1 1.60 3.90 0.2 14.3 0.2 0.1

小花老鼠簕
A.ebractea-
tus

2 741±17 63 0.74±0.02 8.5±0.40 91.0 28.6 — 1.2

海漆-桐花 树+
榄李-小花 老 鼠
簕群落
Community

 

of
 

E.
agallocha-A.
corniculatum+
L.racemose-A.
ebracteatus

海漆
E.agallocha 1 48 45 5.80±0.30 6.4±0.40 30.2 25.0 72.4 1.3

桐花树
A.cornicula-
tum

1 66 50 2.60±0.24 3.3±0.29 41.5 25.0 19.8 0.9

榄李
L.racemosa 1 13 5 4.40±0.26 4.8±0.40 8.2 25.0 7.8 0.4

小花老鼠簕
A.ebractea-
tus

1 32 10 0.63±0.04 5.8±0.70 20.1 25.0 — 0.2

注:群落调查样方面积为5
 

m×5
 

m,树高和基径为平均值±标准误(SE)

Note:The
 

community
 

survey
 

quadrat
 

is
 

5
 

m×5
 

m,the
 

height
 

and
 

diameter
 

are
 

mean
 

value±standard
 

erro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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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群落的多样性

  由表3可知,3个样方的Simpson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指数、种间相遇概率以及均匀度的

大小排序一致,均为样方3>样方1>样方2。样方1
和样方2的多样性指数相差较小,样方3的多样性指

数高于样方1和样方2,表明样方3的红树林群落稳

定性高于样方1和样方2。
表3 广西江山半岛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区红树植物群落的

多样性

Table
 

3 Diversity
 

of
 

the
 

mangrove
 

in
 

A.ebracteatus
 

plant
 

community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a
 

of
 

Jiangshan
 

Penin-
sula,Guangxi

样方号
No.of

 

quadrats

种数
No.of

 

species

Simpson
多样性指数
Simpson

 

diversity
 

index

Shannon
Wiener指数
Shannon
Wiener

 

index

种间相
遇概率

Probability
 

of
 

encounter

均匀度
Even
ness

1 4 0.196 0.412 1.245 0.297
2 3 0.134 0.305 1.156 0.278
3 4 0.689 1.254 3.265 0.905

2.3 种群生长动态

  从图2可以看出,海漆的高度可以达到14
 

m。

海漆的高度级分布较为丰富,但以Ⅵ、Ⅶ级为主,表明

海漆种群发育良好,但没有发现海漆幼苗,表明海漆

种群更新较差;榄李在群落中的分布数量较少,高度

主要分布在Ⅳ、Ⅴ、Ⅵ级,没有发现榄李幼苗,种群更

新较差;桐花树高度大多低于5.0
 

m,高度以Ⅰ、Ⅱ、

Ⅲ、Ⅳ级为主,Ⅰ级占比最高,幼苗及幼树较多,缺少

大树,表明桐花树种群更新良好,属于增长型种群,未
来此样地有向桐花树群落演替发展趋势;小花老鼠簕

株高以51—100
 

cm为主,分布比例高达90%。

2.4 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表征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的扩散系数S2

X
计算结

果(表4)显示,小花老鼠簕及其混生红树植物种群的

S2

X
值均大于1,由于95%置信度、2自由度的t临界

值t0.025 为4.302,海漆、桐花树、榄李和小花老鼠簕

的T 值均大于4.302,因此,海漆、桐花树、榄李和小

花老鼠簕均呈集群分布。

  Ⅰ:0.0—1.0
 

m;Ⅱ:1.1—2.0
 

m;Ⅲ:2.1—3.0
 

m;Ⅳ:3.1—4.0
 

m;Ⅴ:4.1—5.0
 

m;Ⅵ:5.1—6.0
 

m;Ⅶ:6.1—7.0
 

m;

Ⅷ:7.1—8.0
 

m;Ⅸ:8.1—9.0
 

m;Ⅹ:9.1—10.0
 

m;Ⅺ:10.1—11.0
 

m;Ⅻ:11.1—12.0
 

m;ⅩⅢ:12.1—13.0
 

m;ⅩⅣ:13.1—14.0
 

m

图2 广西江山半岛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区红树植物群落建群种高度级分布

  Fig.2 Heightlevel
 

distribution
 

of
 

constructive
 

species
 

of
 

mangrove
 

plant
 

community
 

i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a
 

of
  

A.ebracteatus
 

in
 

Jiangshan
 

Peninsula,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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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广西江山半岛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区红树植物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Tabl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angrove
 

plant
 

popul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a
 

of
 

A.ebracteatus
 

in
 

Jiangshan
 

Peninsula,Guangxi

种群
Population

种群大小(株)
Population

 

size
 

(ind.) S2 X S2/X T*

海漆
E.agallocha 95 290.333

 

3 31.666
 

7 9.168
 

4 8.168
 

4

桐花树
A.corniculatum 91 956.333

 

3 30.333
 

3 31.527
 

5 30.527
 

5

榄李
L.racemosa 14 52.333

 

3 4.666
 

7 11.214
 

3 10.214
 

3

小花老鼠簕
A.ebracteatus 773 38

 

206.33 257.666
 

7 148.278
 

1 147.278
 

1

注:*当T≥t0.025 时,种群遵循集群分布;当T<t0.025 时,种群遵循随机分布

Note:*When
 

T≥t0.025,the
 

population
 

follows
 

cluster
 

distribution;when
 

T<t0.025,the
 

population
 

follows
 

random
 

distribution

3 讨论

3.1 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特征

  老鼠簕和小花老鼠簕为典型的红树植物,生境类

似,通常分布在树冠间隙有阳光渗入的红树林林下

层,有时也组成小面积的纯林。小花老鼠簕常与老鼠

簕生长在一起,但在一些有淡水输入的盐度较高的高

潮带滩涂或盐度较高的积水洼地也可以生长,耐盐能

力高于老鼠簕[9]。

  本次调查广西红树植物14个主要分布点(即北

仑河口、珍珠港和茅尾海等地),发现小花老鼠簕目前

在广西的天然分布地点为江山半岛西南侧和黄竹江

中游潮滩(图1),与历史文献记录一致[12],未发现其

他小花老鼠簕分布点。本文共调查到小花老鼠簕

1
 

831株,多于广西防城港小花老鼠簕个体数量不超

过100株的历史记录[6]。但小花老鼠簕分布范围较

小,分布相对较集中,在广西仅有2个分布点,在一定

范围内濒危程度较高。江山半岛西南侧是小花老鼠

簕在广西沿海的主要分布区,而分布在黄竹江中游距

入海口4.3
 

km 处的小花老鼠簕则处于散生状态。
江山半岛是个小港湾,在小花老鼠簕分布点附近有小

面积的海鸭养殖和鱼塘虾塘;黄竹江中游附近有居民

居住,临近潮滩受到居民活动影响较大。一系列的人

为干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小花老鼠簕生境破碎

化严重,生长和发展受到影响。

  广西小花老鼠簕一般作为林下层生长在海漆-
桐花树+榄李等组成的垂直结构明显的红树林内缘,
多分布在高潮带,未见纯林,一定程度上说明小花老

鼠簕耐淹水能力和对高强光的耐受能力较差,生长状

态与其共生的乔灌木有一定的关联性。目前,国内外

尚未见关于小花老鼠簕生态位特点、生态特征等方面

的研究报道,可根据小花老鼠簕的这一分布特点开展

深入的研究。

  在群落调查的3个样方中,样方3的组成种数相

对较多,树种分布较少,多度分布较为均匀,且在更新

层中有较多幼苗,多样性指数、种间相遇概率及均匀

度相对其他2个样方高。但物种多样性相对低于广

西其他地区的红树植物群落,例如小花老鼠簕分布区

红树植物群落Simpson多样性指数值为0.134-
0.689、英罗港的为1.653[23]、丹兜海的为1.857[24]、
北仑河口保护区的为1.09-5.34[25]。造成小花老鼠

簕所在红树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较低的原因可能与

该群落生境条件的限制有关,小花老鼠簕分布在高潮

线附近、有海漆等相对高大的乔灌木遮挡区域,生长

条件相对而言没有很大优势。
 

  广西江山半岛小花老鼠簕所在红树植物群落中,
海漆、桐花树、榄李和小花老鼠簕均呈集群分布。因

为每个物种都具有不同的耐受极限和生长反应等属

性,使得它们对可能占据的物理和生物环境做出反

应,从而出现特征分布范围[26]。群落中各个种群的

生长环境条件不均、环境因子对不同种群个体的综合

影响力不一致,种内和种间对环境资源的不断竞争也

会引起种群密度的变化[27]。小花老鼠簕的高度级分

布以中间区间居多,种群生长较为稳定;海漆的高度

级分布较为丰富,种群相对稳定;而榄李因缺乏幼苗

和幼树,种群处于衰退期;桐花树因幼苗和幼树较多,
且缺乏大树,种群处于增长期。以上情况表明随着桐

花树种群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小花老鼠簕的

生境,会对小花老鼠簕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种间

竞争关系中可能会处在劣势,加重其濒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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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花老鼠簕种群保护建议

  广西共有真红树植物12种(外来种2种),半红

树植物8种[12],本次在小花老鼠簕仅800
 

m2 不到的

分布区域就调查到红树植物7种,其中包括一种广西

珍稀濒危红树植物榄李,说明江山半岛西南侧的小港

湾是红树植物多样性的保留地。目前,“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保护”概念已逐渐被研究者们深知,全国各省

区都在选定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并对其开展一系

列拯救保护行动[28]。本次调查发现,红树植物小花

老鼠簕在广西的分布点仅2个,个体数仅1
 

831株,
生境狭窄和胁迫干扰大等,符合关于区域范围内极小

种群定义中的某些指标,如“相关专项调查明确的分

布极度狭窄(仅存1—2个分布点)的野生植物”“野外

株数在10
 

000株以内”[29,30]。此外,调查结果表明,
广西的小花老鼠簕种群生长状态差、繁殖更新能力

弱,已经接近珍稀濒危的边缘,但未在广西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上,说明当前广西对红树植物小花老鼠

簕的关注和保护力度不够,建议把其归入到省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物种中,并加强保护力度,提高保护意

识;同时建议把广西目前唯一一处有较大数量的小花

老鼠簕野生种群分布区设为自然保护小区或划入相

邻的保护区,并对其加强管理,防止砍伐和破坏,保护

小花老鼠簕野生种群及榄李野生种群,为今后的研究

提供基础材料。

4 结论

  广西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点少,仅2处,主要集

中在防城港江山半岛西南侧,分布范围小,仅766
 

m2,种群总盖度不高,更新能力较差,生境破碎化严

重。小花老鼠簕种群分布区群落的组成树种有7科

7种,结构分层较为明显。群落中各种群分布不均

匀,海漆、桐花树、榄李和小花老鼠簕均呈集群分布,
其中小花老鼠簕的发展相对较为稳定,但其生长条件

较为特别,人为干扰较大,亟需保护与物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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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re
 

and
 

En-
dangered

 

Exclusive
 

Mangrove
 

Plant
 

Acanthus
 

ebracteatus
 

in
 

Guangxi

HUANG
 

Liyan1,2,SHI
 

Xiaofang1,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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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1,PAN
 

Lianghao1
(1.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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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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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Guangxi
 

Mangrove
 

Research
 

Center,Guangxi
 

Academy
 

of
 

Sci-
ences,Beihai,Guangxi,536000,China;2.Institute

 

of
 

Marine,Beibu
 

Gulf
 

University,Qinzhou,Guangxi,535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i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re
 

and
 

endangered
 

true
 

mangrove
 

plant
 

Acanthus
 

ebracteatus
  

in
 

Guangxi,and
 

to
 

study
 

on
 

its
 

distribution,population
 

size
 

and
 

community
 

char-
acteristics,a

 

combination
 

of
 

field
 

survey
 

and
 

samplesquare
 

survey
 

wa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distribution
 

areas
 

of
 

A.ebracteatus
 

in
 

Guangxi.
 

The
 

results
 

show
 

that
  

A.ebracteatus
 

in
 

Guangxi
 

is
  

o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west
 

of
 

Jiangshan
 

Peninsula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Huangzhujiang
 

River
 

in
 

Fangchenggang
 

City,with
 

a
 

total
 

area
 

of
 

766
 

m2(686
 

m2
 

and
 

80
 

m2,respectively)
 

and
 

1
 

831
 

individuals
 

(1
 

796
 

individuals
 

and
 

35
 

individuals,respectively).The
 

A.ebracteatus
 

is
 

distributed
 

in
 

the
 

area
 

covered
 

by
 

relatively
 

tall
 

trees
 

and
 

shrubs
 

such
 

as
 

Excoecaria
 

agallocha
 

near
 

the
 

high
 

tide
 

lin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is
 

clear-
ly

 

stratified
 

and
 

all
 

distributed
 

in
 

clusters.
 

The
 

growth
 

of
 

A.ebracteatus
 

population
 

in
 

the
 

Jiangshan
 

Peninsu-
la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range
 

of
 

A.ebracteatus
 

in
 

Guangxi
 

is
 

extremely
 

small,the
 

habitat
 

is
 

narrow,and
 

it
 

is
 

easy
 

to
 

be
 

disturbed
 

by
 

human.
 

The
 

situation
 

is
 

severe,and
 

rescue
 

protection
 

and
 

species
 

restoration
 

are
 

urgently
 

needed.
Key

 

words:Acanthus
 

ebracteatus,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population
 

dynamics,protection,rare
 

and
 

endan-
g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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