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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和溪南亚热带雨林下木层植物

的滴水叶尖和滴水大小

陈小勇 　林　鹏　李振基　杨盛昌　王文卿
(厦门大学生物学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研究福建省南靖县和溪南亚热带雨林下木层植物滴水叶尖的发育情况以及滴水大小.

该森林滴水叶尖发育程度中等, 离叶尖端 3 mm 处的叶宽平均为 2. 37 mm , 粗叶木的最小, 为

0. 95 mm, 瓜馥木的最大,为 4. 95 mm. 水滴大小平均为 0. 044 g , 日本五月茶的最小, 平均为 0. 023

g ,瓜馥木的最大, 平均为 0. 078 g. 水滴大小与滴水叶尖宽度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 p< 0. 001) ,滴水

叶尖越发达,下落的水滴越小. 滴水叶尖的作用首先是迅速、有效地排除叶面上的积水,此外可能与

对土壤类型的适应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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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热带雨林是南亚热带的地带性典型植被类型, 福建南靖县和溪保留了较典型的南亚

热带雨林 [ 1] . 典型的雨林具有板状根、老茎生花、附生植物、滴水叶尖以及发达的木质藤本植

物.厦门大学生物学系自 50年来代以来,对该地雨林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以及群落的一些特

征进行了研究 [ 1～3] . 虽然对滴水叶尖是雨林的典型特征有一致的看法, 但在我国却没有滴水叶

尖的研究论著.最近Williamson 等人提出了测量滴水叶尖发育程度的方法,并对滴水叶尖的

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
[ 4～6]

. 本文对该雨林下木层植物的滴水叶尖的发育以及滴水大小进行调

查,以增加对雨林的认识,并对滴水叶尖的功能进行讨论.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地点

本文研究的南亚热带雨林位于福建省南靖县和溪镇( 24°55′N, 117°14′E)乐土村的六斗

山,当地年均温 20. 4 ℃, 年降雨量达 2 001. 3 mm, 年平均湿度为 81. 4%. 林内土壤为花岗岩

发育的灰化红壤, 表层为砂质至壤质粘土[ 1] .该地保存的典型森林面积为 330亩,在 750多年

前开始将此地茂密的森林作为风水林加以保存,因此虽然其他地点的雨林几乎破坏殆尽,但在

这里仍保留了典型的南亚热带雨林, 1963年这片森林被辟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存留的是红栲( Castanop sis hystr ix ) + 红鳞蒲桃( Sy zygium hancei) + 乌来栲( C. ura-

iana) -罗伞树( A rdisia quinquegona) + 九节木( P sy chotria rubr a) -单叶新月蕨 ( P ronep h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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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 lex )群落
[ 1]
,林冠参差不齐, 虽然处在南亚热带,但群落仍具有较明显的雨林特征,建群种

的大树常有明显的板状根. 众多木质藤本在林中穿插飞架
[ 1]
, 林内粗大的密花豆藤

( Sp atholobus suberectus)和扁担藤( Tetrastig ma p lanicaule) , 在我国热带雨林也比较少见. 林

冠附生植物到处可见.

1. 2　研究方法

1997年我们对群落进行了调查,在保护区内分别在山脚和山脊采用路线法进行调查, 每

条路线约 50 m, 由于雨林内地被层不发达, 枯枝落叶少,雨水最后主要经过下木层到达土壤,

因此主要调查高度为 1～2. 5 m 的下木层植物.以调查路线两旁的下木层植物上正常、完整的

叶片作为研究对象,米尺和游标卡尺相结合测量离叶尖 3 mm 处的叶尖叶宽以反映滴水叶尖

的发育情况
[ 6]
.

滴水大小采用实验模拟法进行.将叶片以与水平 30°的夹角固定,先用自来水湿润叶面,

尤其是叶尖部分, 然后用针头缓慢注水于叶面, 防止水的飞溅.用容器接收 20滴水滴, 称重,计

算每滴水的大小(以重量表示, g ) .

2　结　果
我们的调查共包括 37种下木层植物, 这些植物包括 19科的物种,基本上反映了和溪南亚

热带雨林下木层植物的种类组成 [ 1] .两条调查路线分别有 27种和 24种,其中共有种达 14种,

相似性系数为 55% .

2. 1　滴水叶尖的发育状况

两条调查路线上植物滴水叶尖的发育情况见图 1.所有植物离叶尖 3 mm 处的叶片宽度

( W)平均为 2. 37 mm .滴水叶尖最发达的为粗叶木( L asianthus chinensis) , W 仅为 0. 95 mm;

瓜馥木( Fissistigma oldhami )的为最不发达, W 为 4. 95 mm.从总体的W 分布来看,基本上符

合正态分布, W 以 2. 0～2. 5 mm 的居多. 两条调查路线两侧植物滴水叶尖的发育情况没有显

著差异,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地点的范围较小,海拔相差较小,虽然分别处在山脊和山脚,但种类

的相似程度较高; 另一方面,是由于两条调查路线处在相同的气候、土壤环境,许多不同的植物

存在相似发育程度的滴水叶尖.

2. 2　植物的滴水大小

采用实验模拟法测定的从叶片下落的滴水大小( S)分布见图 2, 平均每滴水滴的大小为

0. 044 g, 以日本五月茶( Antidesma j aponica)的最小, 每滴水滴仅有 0. 023 g, 而瓜馥木的最

大,达0. 078 g, 为日本五月茶的 3. 4倍.

从植物叶片下落的滴水大小与叶片滴水叶尖的发育程度存在密切的关系(图 3) ,对它们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滴水大小( S )与叶尖宽度(W )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p< 0. 001) , 存

在关系式:

　　　S = 0. 013 6+ 0. 012 8W　r= 0. 357 9( n= 74)　p < 0. 001

这种相关性说明滴水大小与滴水叶尖的发育程度为负相关,即滴水叶尖越发达,通过叶片下落

的水滴越小, 从而对植株下土壤的侵蚀作用也就比较小.

3　讨　论
在热带亚热带多雨地区,森林下木层植物往往发育了一些特征以适应高湿度生境,滴水叶

·425·第 3期　　　　　陈小勇等:福建省和溪南亚热带雨林下木层植物的滴水叶尖和滴水大小　　　　　　　



　　图 1　和溪雨林下木层植物叶尖宽度的分布

　　F ig . 1　Percent distr ibution of dr iptip w idths of understo ry species in the subtropical rainfo r est in

Hex i, Fujian Prov ince

滴水大小 drip size( g )

　图 2　和溪雨林下木层植物滴水大小的分布

　Fig. 2　Percent distr ibution of drip size of understo ry species in subtr opical

rainfo rest in Hex i, Fujian Prov ince

尖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般认为滴水叶尖

的适应意义在于它

能够在下雨时或雨

后迅速清除叶片表

面的积水, 因为叶面

上的积水能够淋洗

营养物质 [ 7]、反射太

阳光线[ 8]、有利于病

原菌和附生植物的

定居和生长
[ 9]
, 因而

对植物的生长和发

育产生不利影响.

然 而 最 近

Williamson 及其 合

作者提出了另一个

解释,人们通过一些

模拟实验观察到滴水叶尖对清除叶面上积水的速率没有多大影响,而是改变了排除叶面上积

水的方式 [ 10] ,因而认为滴水叶尖的作用在于减小叶片泾流的滴水大小, 进而降低植株下的溅

蚀,也就是说滴水叶尖是防止水珠的溅蚀导致土壤养分的流失的适应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流失敏感性不同的土壤类型对滴水叶尖发育的选择是不同的. 由于降水导致的土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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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滴水大小与滴水叶尖宽度的关系

　Fig . 3　Relationship betw een dr ip sizeand dr iptip w idth

失主要与土壤粘粒

有关,因而粘土对雨

水造成的土壤流失

最敏感, 因此同一地

点沙壤上植物滴水

叶尖的发育程度比

粘土上的植物低.

Williamson 及其 合

作者对同一地点不

同土壤类型上分布

的植物群落下木层

植物的滴水叶尖发

育程度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粘土上森

林下木层植物滴水

叶尖最发达(表 1) ,

我们调查的滴水叶尖发育情况基本上介于粘土和砂壤土之间, 符合Williamson的假说.然而

这并不一定表明滴水叶尖的其他功能不存在,笔者认为, ( 1)滴水叶尖是雨林地区植物适应高

湿度环境的特征,多雨是滴水叶尖发育的必要条件, 迅速排水是其重要作用之一.即使是不在

下雨,雨林内的湿度也会接近饱和状态, 土壤含水量高, 植物的滴水叶尖有泌水作用以排除体

内多余的水分. 另外,发达的滴水叶尖也可以更有效地排除叶面上的积水,因为发达的滴水叶

尖只需少量的水分就可以形成水珠排掉. ( 2)如Williamson 所提的, 即改变排水方式,是对土

壤类型的适应特征.在热带亚热带雨林内, 由于雨量多,带走林内的枯枝落叶,加上林内环境条

件适合枯枝落叶的降解,因而雨林内地表枯枝落叶层一般不发达, 因此水滴的溅蚀作用比较突

出,由于溅蚀对不同土壤类型的影响程度不同, 因而在滴水叶尖的发育程度上可能也有所差

异,粘土最不耐水滴的溅蚀,同一地点这种土壤上森林下木层植物的滴水叶尖最发达.

表 1　几个森林滴水叶尖宽度的比较

T ab. 1　A compar ison o f the dr iptip w idthin sever al r ain-for est

地点 土壤类型 滴水叶尖宽度( mm)

0. 5～1. 0 1. 0～1. 5 1. 5～2. 0 2. 0～2. 5 2. 5～3. 0 3. 0～3. 5 3. 5～4. 0 > 4. 0

巴西[ 6] 粘土 　　1 　　15 　　40 　　15 　　10 　　10 　　10 　　0

砂壤 5 0 20 25 35 5 5 10

砂壤 0 5 15 25 25 15 15 15

福建 粘壤 2. 7 13. 5 18. 9 32. 4 16. 2 5. 4 2.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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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pt ips and Drip Size in a Subtropical Rainforest

in Hexi, Fujian Proveince

Chen Xiaoyong　Lin Peng　Li Zhenji　Yang Sheng chang　Wang Wenqing

( Dept . of Biol . Xiamen Univ . ,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ript ip development and drip size in a south-

er n subtropical rainforest in Hex i, Fujian Prov ince. M oder ate development of dr ipt ip had

been found in this forest . Leaf w idth at 3 mm fr om the t ip averaged to 2. 37 mm . T he most

developed driptip w as found in L asianthus chinensis( dr ipt ip w idth= 0. 95 mm) , and the most

less-developed w as in Fissist igma oldhami ( driptip w idth= 4. 95 mm) . Mean o f the dr ip size

w as 0. 044 g . A ntid esma j aponica had the smal lest dr ip size, and it w as 0. 023 g, w hile that o f

Fissist igma oldhami was the larg est ( 0. 078 g ) .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 p< 0. 001) w as ob-

served betw een drip size and driptip. T he mo re developed the driptip, the smaller the dr ip size

is . Dr ipt ip can quick and ef fectiv ely remove the w ater from leaves, and furthermore, it might

reflect adaptedness to soil ty pe.

Key words　Driptip, Drip size, Subtropical rainfo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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