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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树植物的引种栽培状况

王文卿

厦 门 大学生物学系 厦 门  ! ! ∀

陈建海

海南东寨港 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

庄锦春

福建惠安县林业局

地察看后认 为与广东
、

广西 及海南

岛的红海榄 为同一种
。

海南东寨港

红树林保护区 已从澳大利亚 引进红

茄 尊
,

目前 长 势 良好
。

柱 果 木 榄

州 已 找不到其

踪迹了
,

疑已 绝迹
,

所以本表未将其

列人
。

中国半红树植物共 有 巧 种 见

表 中国各省区红树植物分布情况

省份或地 区

福 浙江建广 湾台西广东澳门香海 港南

十 十 十 十

丫

丫

,
且内」

丫十

丫

十

十

  巧 ! 

摘要 在对全国各主要红树林分布

区实地调 查的 基础 上
,

论述 了全 国

各省区红树植物 包括半红树植物

引种栽培状 况
,

提 出 了一个 完整 的

中国红树植物 包括半红树植物 种

类及分布表
。

针对各省区红树林造

林树种单一 的 情 况
,

提 出 了一 个各

省区红树植物引种栽培的优先选择

树种方案
。

关键词 红树植物 种类 分布

引种栽培

十

关十

丫丫

十十

中国的红树林 经历 了 年代

的围海造 田和 年代兴起 的养殖

业的破坏后
,

随着各级政府 部门及

公众对红树林 的认 识逐步加深
,

年代迎来了一个发展红树林 的大好

时期
。

目前南方沿海各省 区正在大

力营造红树林
,

也 开展 了 一些 引种

工作
。

但各地
,

尤其是福建 等纬度

较高的省区在发展红树林时深感可

选择树种太少
,

因 而 限制了红树林

的进一步发展
。

我们于  一

年间对主要红树林分 布区 的引种栽

培情况做了初 步调 查
,

本文 是这次

调查结果的总结
。

中国红树植物 包括半红树

植物 的种类及分布情况

汇总结果表明
,

中国 目前有 红

树植物 种 包括 变种 见表
,

其中无瓣海桑和澳州 白骨壤是从国

外引种的
。

原先文献报道的在台湾

有自然分布的红 茄尊
,

厦 门大学林 鹏 教授 实

木榄

海莲  !
涯瓣海莲 二 、 叻  

角果木 召召

秋茄
‘

红树 人 二

红海榄
、

咧 , 
小花老 鼠勒  

、

老 鼠勒  
厦 门老 鼠勒

红榄李  
榄李

海漆  !
口月飞  

木果株 凡记

桐花树 “

水椰 乡户  !

瓶花木 材 州 户六冽

杯曹海桑

无瓣海桑

海桑  
海南海桑

二

大叶海桑

拟海桑 加  ! 、

银叶树 五于

白骨壤
、

澳洲 白骨壤 二

十

了

十

收稿 日期 一 一

合 计

“ ”

表示 有天然分布
“

了
”

表示从外地引进
“ ”

分布 于金 门岛

表
,

其中海南 种
,

香港
、

澳门各 镇东崎村也发现 了该物种
。

据报告

种
,

广东
、

广西
、

台湾
、

福建及浙江 卤威和海漆在 福建有 天然分 布
,

但

的种数分别为
、 、 、 、

种
。

长梗 本次调查均没有发现
。

从 调查结果

肖模系最近在海南发现的
。

滨海木 看
,

中国 目前共有 种红树植物及

模在浙 江舟 山 群 岛
’

的镇海 半红树植物
。

大榭 岛
、

定海 等地 有分 布
。

不久 中国红树植物 引种情况

前
,

我们 在福建 云 霄漳 江 口 的东厦 福建是我 国目前红树林 自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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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各省 区半 红树植 物分布情况

省份或地 区

建龙海市 浮宫镇 的滩涂 上种植
,

目

前 已高达
,

并能开花结果
。

深圳

福田红树林保护区从海南 引种 的海

桑在深圳虽然生长速率不及无瓣海

桑
,

但已远远超 出一般的红树植物
,

只是冬季有轻微 的冻害发生
。

海南

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正在开展澳洲

白骨壤和红茄 尊的引种工 作
,

目前

长势 良好
。

中国 红树植物 包括半红树

植物 引种计划

为扩大红树林造林面积
,

充分发

挥红树林 的生态及社会经济效益
,

同时也增加红树林对病虫 害的抵抗

能力
,

避免营造单一的秋茄林
,

必须

开展红树植物的引种工作
。

目前中

国红树植物的引种工作可从 以下几

个方面人手

在 海南建立 中 国红树林种 质

资源库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保 护区具有

气候 及引种栽 培技术方 面 的优 势
,

同时也是 中国 目前加人 公

约的中国 个 湿地之一
,

在 国 内外

具有一定 的影 响力
。

在保 存中国现

有红树 植物种 质资 源库 的同时
,

开

展从国外引种优 良红树植物种类的

工作
,

并根 据引种 栽培结 果及 时向

国内其它地区推广优 良品种
。

这方

福建 浙江台湾广西广东海南 香港 澳门

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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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3 2 2 9 6 8 5 1

殖后代
,

目前高达 s m
,

其播种
、

高压

及扦插等繁殖技术均 已解决
。

玉蕊

由于其较高的观赏价值 已 引起园林

部门的高度重视
。

1 9 9 7 年厦门大学

红树林科研组引种棕桐科 的红树植

物水椰 (纯沪
a
fr
u tica

n、
) 未获成功

。

值得一提 的是无瓣海桑
,

1 9 8 5 年中

国红树林 考察 团从孟 加拉 国引进
,

在海南东寨港红树林 自然保护 区试

种
,

3 年后开花结果 ;
“

八五
”

期间北

移引 种到 深圳
、

湛江 等 地
,

长势 良

好
,

在 深 圳 4 年生 植株 高 达 s m ;

1996 年厦门大学红树林科研组在福

表 3 中国各省区红树植物(包括半红树植物 )引种优先选择树种

香港 澳门

省份或地 区

广东 广西 台湾 福建

+ 十+十+

丫了�十+ +++十十

�

+++

布的北界
,

在红树林 造林 过程 中面

临的可选择树 种少 的 问题 最突 出
。

福建也是我国 目前 已知的人工营造

红树 林 最早 的省 份 之 一
。

据 1993

年编 的樟 州 《林 业 志》记 载
,

早 在

188 2 年就有华侨从南洋带回红树林

种苗在漳州种植
。

民 国初期
,

印度

尼西亚华侨郭春秧 为了改变家乡角

美镇寮东村常年遭受风暴海浪侵袭

的状况
,

从印尼 带 回秋茄种 苗
,

种植

在寮东村海 岸堤外 滩涂上
,

获得成

功
。

1 9 3 2 年
,

旅居新 加坡的华侨郭

美垂等带 回秋茄种苗在浮宫镇霞郭

村种植获得成功
。

8 0 年代 后期
,

厦

门大学红树林科研组在大量实地调

查和实验室研 究 的基 础上
,

从海南

岛成功地引种木榄
、

红海榄
、

海莲和

尖瓣海 莲等红树植 物
。

其 中木榄
、

海莲和尖瓣海莲 已能开花结果并繁

殖后代
。

厦 门万石植 物 园于 80 年

代引进半红树植 物海 芒果
,

目前 已

高达 3 m
,

开花结果情况不详
。

1 9 9 2

年
,

厦 门大学红树林 科研组从 海南

引种半红树植物玉蕊 (B ar ri
ngt on ia

ra ce m osa )
,

两年后即开花结果并繁
{:

尖 叶卤蔗

木榄

海莲

尖瓣海莲

角果木

红海榄

小花老 鼠勒

榄李

海漆

海桑

银叶树

注
:“
丫

”

表示 已 引种 成功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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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地 区 引种栽培 雪松 的探析

摘要 根据雪松 的 生物 学和生 态学

特性
,

抓住 高寒地 区影 响雪松 生 长

发育的 主要 因 素
,

采取相 应 的技 术

措施
,

是雪松 引种成功的 关键
。

关键词 雪松 引种 栽培 生 态条

件 技术措施

近几 年来
,

我校从江苏 等地连

续 引 进 了 雪 松 ( 〔触以ru : d e心
ara

(R oxb ) LO
ud
.
)

,

进 行 了定 植栽 培
,

成活率达到 了 85 % 以上
。

从西宁地

区来看
,

引种成 功雪松
,

这是 首次
。

引种成功除了与我校已形成 的小气

候条件有关外
,

还 与我们采取 相应

的各项技术措施
、

管理措施有关
。

雪松主干通直
,

侧枝平展
,

树冠

塔形
,

雄伟秀丽
,

叶色深碧 浓绿
,

与

金钱松同为世界著名的园林观赏树

种
。

其品种优 良
,

风格独特
,

宜在学

收稿日期 :1999 一 0 6 一 2 2

郭守鹏

(青海师大校管科 西 宁 81 00 08 )

校
、

机关
、

工厂等公共场所 的花坛 内

孤植
、

群植或同草坪搭配
,

可供人们

观赏
、

蔽隐境界之用
。

因客观条 件的 限制
,

在 西宁地

区引种栽培雪松有一定 的困难
。

要

解决这个问题
,

必须了解其 习性
,

掌

握它的生活史
,

以 采取 相应 的技术

措施
。

雪松原产 于 喜 马拉雅 山 西部
,

海拔 1 300 一 3 3 0 0 m 的高 山地区
,

具喜光
,

浅根之特性
,

在气候温和凉

润
,

排水 良好
,

肥沃深厚 的酸性土壤

中
,

生长 良好
。

它不耐水湿
,

抗污染

力较 弱
。

幼苗较耐 荫
,

适 于 我 国年

降水量 6 00 一 1 0 0 0 m m 的南温带至

亚热带地 区
,

以长 江中下游地 区生

长最佳
。

因此
,

应根据 当地 的 自然

地理条件
,

对影 响雪松 的生态 因 子

进行分析
。

1 影响雪松生长 的主要 因素

生长环境是直接影响雪松引种

成败的关键
。

1

.

1 温度

雪松 生 长 的温 带 至亚 热 带地

区
,

年均温在 12 ℃ 左右
。

高寒地区

气候寒冷
,

年均温在 5
.
6 ℃ 左右

,

日

较差大
,

生长季短
,

使雪松 的正常生

长受到影 响
。

尽管我校已形成了小

气候条 件
,

但据 测定仅 比其它 开阔

地平均地温和气温高 1
.
5 一 2 ℃

,

因

而雪松 的生长
,

以 及栽培成活 面临

的困难仍很大
。

1

.

2 日照

随纬度的变化
,

日照时 间的长

短和性 质也发生 了 变化
,

特 别是光

周期变化较 大
。

南方 光周期 短
,

而

高寒地 区光周期 长
,

影 响雪松 的正

常发芽和 开 花
。

在生长季 内 日照延

长
,

生 长 期推 迟
,

延 迟 了 雪 松 的封

顶
,

并促进了侧枝的萌发
,

因而减少

了养分 的积 累
,

小枝木质 化程度较

差
,

降低 了抗寒性能
。

面已有非常成功的先例
,

如 80 年代

从孟加拉国引进的 无瓣海桑
,

就是

先在东寨港试种后再推广 的
,

目前

已在广东甚至福建推广成功
,

显示

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厦门大学

80 年代后期引种的红海榄
、

海莲
、

尖

瓣海莲及木榄也是从海南东寨港保

护区采种 的
。

目前东寨港保护区正

在开展红茄茗和澳洲 白骨壤的引种

工作
。

4

.

2 开展本地 区历 史土曾有分布

但现 已绝灭墓物种的引种工作

卤旅
、

海漆在福建曾有天然分

布
,

角果木在广东也有广泛的分布
,

但 目前很难找到它们的踪迹
。

在这

些地方引进相应 的物种 比较 容易获

得成功
。

4

.

3 从外地引进新的物种 4

根据物种的分布情况
、

生物学

特性和 各地 的气候条件
,

应从外地

引进新的物种
,

具体 内容可参考 表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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