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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吐露港附近岛屿植被与植物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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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广州５１０６５０）

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统计，香港吐露港附近岛屿共有维管植物１８０种，隶属于７１科１４８属；植被类型主要有

常绿灌丛和灌草丛、次生性常绿阔叶林、海边沙滩植物群落和红树林。热带、亚热带成分在该地区植物区系中

占有较强优势。本文首次系统报道了吐露港附近各岛屿的植物种类和分布特点，比较了不同岛屿之间及与其

邻近地区之间植物物种多样性特点，并对诸岛上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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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植被与植物多样性研究一方面为植物学研

究提供系统全面的基础资料，另一方面对研究全球

气候变化、物种多样性形成机制和变化、珍稀濒危植

物保护和评价、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建设等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岛屿四面环海，与大陆相互隔

绝。海水限制了岛上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也阻隔了

岛屿与附近大陆的基因交流，使之成为一个较独立

封闭的生态系统。长期以来的大海阻隔，造成岛屿

与相邻岛屿或陆地在植被和植物多样性方面存在着

某些联系，同时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这种联系

和差异对考察岛屿的由来、确定动植物分布的边界、
研究生物进化、鸟类及海水对植物传播的作用及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香港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的珠江口外，位于

１１３°４９′～１１４°３１′Ｅ，２２°０８′～２２°３５′Ｎ。由香港岛、
九龙半 岛、新 界 以 及 附 近 岛 屿 组 成，面 积 为１　０９２
ｋｍ２。香港岛屿众多，面积５００ｍ２ 或以上的岛屿共

２６３个。吐露港 是 香 港 新 界 一 个 著 名 的 内 港，海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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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西南—东西走向，出口为赤门海峡，其附近分布的

大小岛屿较多。目前，对吐露港附近岛屿植被及植

物多样性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资料。作者曾多次赴

吐露港附近诸岛进行实地调查，记录岛上植被分布

状况及气候特点，摸清植物种类及分布，制定各岛详

细植物名录，并对该地植物区系特点进行分析，旨在

为该地区植物区系及物种多样性研究建立系统的科

研资料，填补对该地区物种多样性研究的空白，从而

进一步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生物入侵、生物进化及植

物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系统的参考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研究地概况

香港地处 热 带 北 缘，背 靠 欧 亚 大 陆，面 向 太 平

洋。受强烈季风影响，香港具有明显的季风热带亚

热带海洋气候。年平均气温为２２．８℃，７月最热，
平均气 温 为２８．８℃，１月 最 冷，平 均 气 温 为１５．２
℃。该地区气候具有雨量充沛，季节变化大，干湿季

明显等特点。
本次被调查岛屿包括马屎洲、丫洲、洋 洲、三 杯

酒洲、乌洲、灯洲。这六个岛屿在行政区划上均位于

香港大浦区。其中马屎洲、丫洲、洋洲同属于马屎洲

特别地区，该特别区内的岩石被认为是香港现存最

古老的岩石，其形成时间可以追溯至二叠纪及侏罗

纪时期。
马屎洲是吐露港内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有

连岛沙洲与盐田仔相连，大雨或者涨潮时海水会把

连岛沙洲淹没，马屎洲成为孤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为解决大雨或涨潮不能连接的问题，香港在连岛沙

洲上放置一些大石，马屎洲已基本与大陆连接。岛

上设有自然教育径，可供游人欣赏远古时期的香港

地貌。岛上植被丰富，有居民居住，植被主要为次生

性常绿阔叶林，有保存较好的风水林。丫洲位于吐

露港中央，马屎洲以南，岛上草木茂盛，灌木较多，是
香港最大的白鹭林，每年夏季有数种白鹭在岛上繁

殖，目前无居民居住。洋洲位于船湾海，岛上乔木很

少，以灌丛为主，海边植物以露兜树（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ｔｅｃ－
ｔｏｒｉｕｓ）为主。三杯酒洲位于企岭下海，植 被 类 型 主

要为海边沙滩植物，还有小面积的红树林。乌洲位

于三杯酒洲以南，岛上的植被以高灌丛为主，高４ｍ
左右。灯 洲 面 积 很 小，植 被 稀 疏，主 要 为 海 边 沙 滩

植物。

１．２方法

１．２．１实地调查　采用踏查法全面开展野外实地调

查，掌握岛上植被分布情况、气候特点等，详细记录

各岛屿生存的植物种类，采集并带回相关标本，完成

室内 鉴 定。同 时 参 考《香 港 植 物 名 录》（吴 德 邻，

２００１）对岛上植物种类进行补充，制定各岛屿详细植

物名录。

１．２．２植被类型及物种多样性分析　根据野外调查

结果，并参考《香港植被》（张宏达等，１９８９），分析被

调查各岛屿的植被情况。同时参照相关资料对各岛

屿植物展开物种多样性分析。其中，科的分布区类

型划分参照《中国蕨类植物科属志》（吴兆洪，１９９１）；
在属的水平 上，采 用《中 国 种 子 植 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吴征镒，１９９１）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志》（吴兆

洪，１９９１）的分布区类型划分方法；种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中 国 蕨 类 植 物 科 属 志》（吴 兆 洪，１９９１）进 行

划分。

２　结果

２．１植被概况

吐露港附近岛屿的植被类型主要为灌丛、灌草

丛；其次为次生性常绿阔叶林。此外还有海边沙滩

植物群落，近海处岛屿有部分红树林分布。
植被类型以常绿灌丛、灌丛草地为主。常 绿 灌

丛外貌呈密灌丛状，灌草草地主要呈现矮灌草丛状，
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较简单。优势种主要有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桃 金 娘（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黄 牛 木（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等。另外，灌 丛 中 常 见 的 种 类 还 有 余 甘 子（Ｐｈｙｌ－
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山 乌 桕（Ｓａｐｉｕｍ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假 苹

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银 柴（Ａｐｏｒｏｓａ　ｄｉｏｉｃａ）、
豺皮樟（Ｌｉｔｓｅ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九

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草 本 植 物 主 要 有 芒 箕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ｅｄａｔａ）、野 古 草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山菅兰（Ｄｉａｎｅｌｌａ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等。其间有

藤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ａｎｃｅｉ）、假鹰爪（Ｄｅｓｍ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酸藤子（Ｅｍｂｅｌｉａ　ｌａｅｔａ）、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海金沙（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刺 果 藤（Ｂｙｔｔｎ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紫 玉 盘（Ｕｖａｒ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等 稠

密地缠绕于灌丛上。
由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化成的次生性常绿阔

叶林在该地区分布较少，主要见于马屎洲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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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落人为干扰较多，曾被间伐过，种上荔枝、龙眼

等果树。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

层。乔木层优势种主要为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樟 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梧 桐 科（Ｓｔｅｒ－
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等植物，包 括 黄 牛 木、假 苹 婆、山 油 柑、潺

槁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
ｐａ）、鹅 掌 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等；灌 木 层

种类丰富，主要有豺皮樟、石斑木（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ｉｎ－
ｄｉｃａ）、九节、常绿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酒
饼簕（Ａｔａｌａｎｔｉａ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ａ）、红 背 山 麻 杆（Ａｌｃｈｏｒ－
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等。草 本 层 较 稀 疏，主 要 有 某 些 蕨

类 植 物 及 乔 灌 木 的 幼 苗，此 外 较 常 见 的 为 海 芋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ｏｄｏｒａ）等。群落中藤本植物较丰富，主要

有假鹰爪、紫玉盘、锡叶藤（Ｔｅｔｒａｃｅｒ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
海边沙滩植物群落组成较单一，结构 简 单。主

要为一些抗风耐盐植物，大多单种植物成片生长，是
优良的沙滩绿化植物。木本植物主要有露兜树、苦

郎 树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ｉｎｅｒｍｅ）、草 海 桐 （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ｓｅｒｉｃｅａ）、海南 草 海 桐（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等；草

本植物主要有孪花蟛蜞菊（Ｗｅｄｅｌｉａ　ｂｉｆｌｏｒａ）、盐 地

鼠尾粟（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ｓ）、厚藤（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
－ｃａｐｒａｅ）、补血草（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沟叶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ｍａｔｒｅｌｌａ）等。
香港地区曾经广布着茂盛的红树林，但在现代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因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和工业

污染，导致很多红树林遭到破坏，逐渐衰退消失。吐

露港附近岛屿的红树林分布面积较小，主要见于近

海，多为高 灌 丛。优 势 种 主 要 为 白 骨 壤（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蜡烛果（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秋茄树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ｄｅｌ）、木 榄（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ｇｙｍｎｏｒｒ　ｈｉ－
ｚａ），间或有榄李（Ｌｕｍｎｉｔｚｅｒ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海漆（Ｅｘ－
ｃｏｅｃａｒｉａ　ａｇａｌｌｏｃｈａ）等 散 生 其 中，偶 见 海 刀 豆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缠绕于树冠上。红树林内缘

伴 生 有 一 些 半 红 树 林 树 种，主 要 有 黄 槿（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ｉｌｉａｃｅｕｓ）、桐 棉 （Ｔｈｅｓｐｅｓｉａ　ｐｏｐｕｌｎｅａ）、海 芒 果

（Ｃｅｒｂｅｒａ　ｍａｎｇｈａｓ）等。

２．２物种多样性分析

吐露港附近被调查岛屿共有维管植 物１８０种，
隶属于７１科１４８属。其中蕨类植物１０科１３属１６
种，裸子植物２科２属２种，被子植物５９科１３３属

１６２种（表１）。本土植物６９科１４２属１７２种，栽培

植物２科３属３种，外 来 入 侵 植 物４科５属５种。
湿地松（Ｐｉｎｕｓ　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龙眼（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和荔枝（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都 是 常 见 的 栽 培 植 物，外

来入侵植物主要有马缨丹（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薇甘

菊（Ｍｉｋ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三 裂 叶 蟛 蜞 菊（Ｗｅｄｅｌｉ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五 爪 金 龙（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及 铺 地 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为常见的农田、旱地及园林杂

表１　香港吐露港附近岛屿维管植物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ｅａｒ　Ｔｏｌｏ　Ｈａｒｂｏｕｒ

植物类群
Ｔａｘａ

科数
Ｎｏ．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蕨类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１０　 １４．１　 １３　 ８．８　 １６　 ８．９
裸子植物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ｓ　 ２　 ２．８　 ２　 １．４　 ２　 １．１
被子植物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５９　 ８４．３　 １３３　 ８９．９　 １６２　 ９０．０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７１　 １００　 １４８　 １００　 １８０　 １００．０

草，现多已逸为野生。

２．２．１科的分析　在科的水平上，将７１科分为７个

分布区类型和３个变型（表２）。其中属于热带、亚

热带分布的科共有５１个，占总科数的６４．８％，且泛

热带分布型的科最多，共有４４个；其次为世界广布

型，共有１５科，占 总 科 数 的２１．１％；温 带 分 布 的 科

共有４个，占总科数的５．６％。因此，从科的分布水

平来看，热带、亚热带成分在该地区植物区系中占据

很强的优势，温带成分虽然较少，但在该地区也有一

定的影 响。此 外，单 种 科 共 有２９个，占 总 科 数 的

４０．８％，但种数 仅 占 总 种 数 的１６．１％，反 映 出 该 地

区的植物区系组成成分亲缘关系较远。含种数较多

（５种或者５种 以 上）的 科 有９个，分 别 为 蝶 形 花 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桑 科、茜 草 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菊 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禾 本 科（Ｐｏａｃｅａｅ）、樟 科、大 戟 科、紫

金牛科（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占

总科数的１５．３％。其 中，热 带、亚 热 带 分 布 的 科 占

４４．４％，其余为世界广布。以上９科共有５２个属，
占总属数的３５．１％；共有７２种，占总种数的４０％。
可见大科在吐露港附近岛屿的所有植物中占了很大

优势，优势科很明显。

２．２．２属 的 分 析　在 属 的 水 平 上，将 本 土 植 物１４２

０７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个属划分为１１个 分 布 区 类 型 和３个 变 型（表３）。
其中热带分布的属有１２５个，占总属数（除去世界广

布）的９０．６％；温 带 至 亚 热 带 分 布 的 属 有１３个，占

总属数（除去世界广布）的９．４％，而且其中７６．９％
为单属单种。含５种或５种以上的科共有本土植物

４９属，其中属于热带分布的属有４５个，占总属数的

９１．８％，其余为温带、亚热带分布。因此从科属的分

布型来看，热带成分在该地区植物区系中占有绝对

优势，具有强烈的热带性质，温带、亚热带成分对其

也有一定影响。

表２　吐露港附近岛屿植物主要科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ｅａｒ　Ｔｏｌｏ　Ｈａｒｂｏｕｒ

科名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数Ｎｏ．ｏｆ　ｇｅｎｕｓ 种数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类型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２ 泛热带分布

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１ 世界广布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０ 世界广布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７　 ８ 世界广布

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　 ７　 ８ 世界广布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４　 ７ 泛热带分布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６ 世界广布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５ 泛热带分布

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４　 ５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５２　 ７２

表３　吐露港附近岛屿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ｅａｒ　Ｔｏｌｏ　Ｈａｒｂｏｕｒ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１．世界广布＊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 －
２．泛热带分布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５６　 ４０．６
２－２．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Ｓ．Ａｍｅｒ．

１　 ０．７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ｍｅｒ．

３　 ２．２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１８　 １３．０
４－１．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Ｔｒｏｐ．Ａｕｓｔｒ

１　 ０．７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ｕｓｔｒ．

１６　 １１．６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ｃａ

９　 ６．５

７．热带亚洲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２１　 １５．２
８．北温带分布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６　 ４．３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Ａｓｉａ　＆Ｎ．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２．２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　 ０．７
１１．东亚分布Ｅ．Ａｓｉａ　 ２　 １．４
１１－１．中国－日本（ＳＪ）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１　 ０．７
　合　计Ｔｏｔａｌ　 １４２　 ９９．８

　注：＊ 百分率计算时不包括世界广布的属。下同。
　Ｎｏｔｅ：＊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２．３种的分析　根 据 相 关 分 析 统 计，可 将 吐 露 港

附近岛屿１７２种本土植物分为１０个分布区类型和

９个变型（表４）。
世界广布的种数量很少，仅有２种。而 热 带 分

布的种有１４１种，占总种数（除去世界广布种，以下

同）的８２．９％，表现了较强的热带性。其中，以热带

亚洲及其变型分布最多，达１０３种，占６０．６％，且热

带印度至华南、东南亚至华南、日本（南部）至华南以

及越南和华南分布占的比例较大，反映了本地区区

系与以上地区的联系较密切。其次是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洲分布，有２２种，占总种数的１２．９％。在以

上分布类型中，多数种类是组成诸岛上各群落类型

的优势种或常见种。如乔木层的假苹婆、山油柑、银
柴、榕树、鹅掌柴、黄牛木、潺槁木姜子等；灌木层的

豺皮 樟、山 乌 桕、石 斑 木、九 节、黑 面 神（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毛 稔（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ｕｍ）等；草 本

层的 山 菅 兰、石 芒 草（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扭

鞘香 茅（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类 芦（Ｎｅｙｒａｕｄｉａ
ｒｅｙｎａｕｄｉａｎａ）等；层间植物的菝葜、刺果藤、紫玉盘、

寄生藤（Ｄｅｎｄｒｏｔｒｏｐ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ｓ）等；还有海边沙滩植

物的露兜树、海南草海桐、苦郎树、补血草、沟叶结缕

草等以及红树林半红树林的蜡烛果、海漆、黄槿等。

另外，旧世界热 带 分 布 的 有６种，占３．５％，主 要 为

常见的海边沙滩植物和红树林植物，木榄、榄李、草

海桐等，还 包 括 瘤 蕨（Ｐｈｙｍａｔｏｄｅｓ　ｓｃｏｌｏｐｅｎｄｒｉａ）等

蕨类植物。泛 热 带 分 布 的 仅５种，占２．９％。包 括

刺 果 苏 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ｂｏｎｄｕｃ）、栀 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乌 桕（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海 刀 豆、
无根藤（Ｃａｓｓｙｔｈａ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此 外，属 于 温 带 成

分的种类很少，而且在该地区的个体数目较少，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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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零星分布或只起伴生作用，因此在区系中的影响

也较弱。

该地 区 属 于 中 国 特 有 的 种 类 达 ２６ 种，占

１５．３％。多数种类分布于华南以及其邻近地区。反

映出了该地区植物区系与华南地区植物区系有着较

紧密的联系。

因此从种的水平上来说，热带、亚热带成分在该

地区植物区系中占绝大多数，对区系的影响起着主

导作用。而温带成分影响较弱。

表４　吐露港附近岛屿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ｅａｒ　Ｔｏｌｏ　Ｈａｒｂｏｕｒ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
ｇｅ（％）

１．世界广布＊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 －
２．泛热带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５　 ２．９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ｍｅｒ

２　 １．２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６　 ３．５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ｕｓｔｒ．

２２　 １２．９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ｃａ

４　 ２．４

７．热带亚洲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５　 ２．９
７－１．热带印度至华南Ｔｒｏｐ．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　 ２８　 １６．５
７－２．东南亚至华南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　 ３１　 １８．２
７－３．中南半岛至华南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Ｐｅｎｉｎ．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

５　 ２．９

７－４．日本（南部）至华南Ｓｏｕ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　１１　 ６．５
７－５．越南至华南Ｖｉｅｔｎａｍ　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　 ６　 ３．５
７－６．马来西亚至华南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　 １　 ０．６
７－９．越南和华南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ｎａ　 １４　 ８．２
７－１０．菲律宾和华南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ｎａ　 １　 ０．６
７－１６．老挝和华南Ｌａｏ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ｎａ　 １　 ０．６
１０．温带亚洲Ｔｅｍｐ．Ａｓｉａ　 １　 ０．６
１１．东亚分布Ｅ．Ａｓｉａ　 １　 ０．６
１２．中国特有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２６　 １５．３
　合　计Ｔｏｔａｌ　 １７２　 ９９．９

２．３不同岛屿植物分布特点

吐露港附近被调查岛屿有马屎洲、丫 洲、灯 洲、

洋洲、三杯酒洲及乌洲。诸岛植物物种总数如表５。

３　讨论

３．１不同岛屿分布特点

根据各岛屿植物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岛屿面积

越大，岛上植物种类越多。这是因为岛屿四周被海

水隔绝，成为典型的片断生境。片断生境中物种数

量（Ｓ）与面积大小（Ａ）之间存在如下关系：Ｓ＝ｃ　Ａｚ，
其中ｃ、ｚ是常 数（陈 小 勇 等，２００４）。也 就 是 说 岛 屿

面积越小，达到平衡时的物种越少。另外，在片段生

态系统中，当面积过小时，所能提供给食物链顶端捕

食者的食物就越少，在隔绝较严重的生态系统中往

往缺少顶级捕食者，因此植食性动物繁殖较快，从而

导致植物群落受到严重破坏，影响物种多样性。

表５　吐露港附近岛屿植物种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ｅａｒ　Ｔｏｌｏ　Ｈａｒｂｏｕｒ

岛屿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ｓ

面积
Ａｒｅａ
（ｋｍ２）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植物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理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马屎洲 Ｍａ　Ｓｈｉ　Ｃｈａｕ　 ０．６０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８ 吐露港

洋洲Ｙｅｕｎｇ　Ｃｈａｕ　 ０．０５０ － ２８ 船湾海

丫洲Ｃｅｎｔｒｅ　Ｉｓｌａｎｄ　 ０．０３５　 ２６．８　 ７２ 吐露港

乌洲 Ｗｕ　Ｃｈａｕ　 ０．０２０　 ３９．０　 ４８ 企岭下海

三杯酒洲
Ｓａｍ　Ｐｕｉ　Ｃｈａｕ

０．００６　 ９．５　 ４６ 企岭下海

灯洲Ｂｕｓｈ　Ｒｅｅｆ　 ０．００６ － １０ 赤门海峡

　　岛屿之间地理位置越近，植物分布越相似。不

同岛屿相距越近，植物传播越方便，越有利于植物区

系相互渗透和交流。例如，马屎洲是本次被调查岛

屿中面积最大且植物种类最多的岛屿，共有维管植

物１１７种。与其邻近的丫洲有７１种维管植物，其中

有４３种与马屎洲的种类相同。洋洲位于马屎洲的

西北方向，植物种类不多，但有一半以上的植物在马

屎洲可见。三杯酒洲与乌洲共同位于企岭下海，且

相距较近，岛上植物种类均为四十余种，有近一半的

植物种类是相同的。
被调查的６个岛屿因地理位置相近、成岛原因

类似，在植物种类分布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但因

面积、海拔、地理位置及隔绝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植

物种类分布也有各自的特点。马屎洲是诸岛中唯一

有居民居住的岛屿，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一些常

见的 栽 培 植 物 如 龙 眼、荔 枝、湿 地 松（Ｐｉｎｕｓ　ｅｌｌｉｏｔ－
ｔｉｉ）等在 岛 上 都 有 分 布。而 且 岛 上 植 被 丰 富，有 保

存较好的 风 水 林，分 布 有 榕 树、凹 叶 红 豆（Ｏｒｍｏｓｉ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红鳞蒲

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鹅掌柴等植物。丫洲岛上灌

木较 多，如 黄 牛 木、山 乌 桕、余 甘 子 等 灌 木 较 常 见。
另外，瘤 蕨、白 叶 藤（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ｐ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木 防 已

（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了哥 王（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
ｃａ）、破 布 叶（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芬 芳 安 息 香

（Ｓｔｙｒａｘ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ｓ）等１０余种植物及一些外来

２７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入侵植物如薇甘菊、马缨丹及五爪金龙等仅在丫洲

有分布。乌洲共有４８种植物，仅有８种植物在其它

岛上有分布。三杯酒洲面积不大，但植物种类相对

较多，植物以厚藤、盐地鼠尾粟等海边植物为主，珍

稀植物木榄为红树林组成成分之一，仅在该岛上有

发现。灯洲植物种类较少，仅有１０种。刺 果 苏 木、
白粉藤（Ｃｉｓｓｕｓ　ｒｅｐｅｎｓ）等在其他岛上未见分布。此

外，珍稀濒危植物海南草海桐仅在该岛上有分布，且
成片生长。洋洲在诸岛中是面积较大的岛屿，但植

物种 类 相 对 较 少，其 中 半 边 旗 （Ｐｔｅｒｉｓ　ｓｅｍｉｐｉｎ－
ｎａｔａ）、三 叉 蕨 （Ｔｅｃｔａｒｉａ　ｓｕｂｔｒｉｐｈｙｌｌａ）、白 桐 树

（Ｃｌａｏｘｙｌｏｎ　ｉｎｄｉｃｕｍ）、白 颜 树（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
ｑｕａｌｉｓ）、小花 山 小 橘（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酸 藤

子、多枝紫金牛（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等种类在其它岛

上未见分布。据记载，多枝紫金牛仅分布于福建、台
湾和日本。在广东省等邻近地区和香港其它地区均

未发现野生植株，此次调查时却在洋洲发现有成片

生长。至于它是如何传播到岛上并在岛上成片生存

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这一发现为研究植物

传播和植物系统演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具有重

要的意义。

３．２与邻近地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吐露港附近岛屿基本都位于香港的内海区域，
且都为大陆岛，曾多次与大陆连结，因此植物区系与

香港邻近大陆地区相互渗透和交流，关系较为密切。
诸岛上的绝大多数种类均在《香港植物名录》（吴德

邻，２００１）中有记载，同时也可见于香港的大陆地区

及其他离岛。吐露港附近岛屿面积占香港总面积不

到０．０７％，但本土维管植物占香港记录原生维管植

物总 科 数 的３１．１％，总 属 数 的１５．４％，总 种 数 的

８．１％，是 香 港 地 区 植 物 物 种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但是，该地区处于内海与外海的交汇处，其植物

种类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如团羽铁线蕨（Ａｄｉａｎ－
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ｕｓ－ｊｕｎｏｎｉｓ）、水翁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ｎｅｒｖｏ－
ｓｕｍ）、老 虎 刺（Ｐｔｅ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ｍ）、小 刀 豆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ａ）、龙 珠 （Ｔｕｂｏ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ｏｍａｌｕｍ）等７种 植 物 及 老 虎 刺 属（Ｐｔｅ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和龙珠属（Ｔｕｂｏｃａｐｓｉｃｕｍ）在《香港植物名录》（吴德

邻，２００１）未见记录。此外，在该地区成片分布的海

南草海桐和多枝紫金牛等在香港的其他地区和离岛

都很少见。
马鞍山位于新界沙田东北部，下临吐露港，主峰

高７００ｍ，与吐露 港 附 近 岛 屿 相 距 较 近。马 鞍 山 随

着海拔高度及地理位置不同，也同样分布着南亚常

绿阔叶林、常绿灌丛及灌丛草地等植被类型。风水

林是构成马鞍山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重要部分

之一，而在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多的马屎洲也分布有

一定规模的风水林。但与马鞍山相比，吐露港附近

岛屿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中缺乏壳斗科（Ｆａ－
ｇａｃｅａｅ），樟 科、山 茶 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杜 鹃 花 科（Ｅｒｉ－
ｃａｃｅａｅ）等热 带 原 产 优 势 科 植 物。常 绿 灌 丛 和 灌 丛

草地是吐露港附近岛屿分布较广泛的植被，群落中

常见的山油柑、黄牛木、九节、银柴、假苹婆、桃金娘、
芒箕、野古草等在马鞍山的灌丛群落中也占有优势

地位，但构成马鞍山常绿灌丛优势种的山茶科植物，
如大头 茶（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荷 树（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
ｐｅｒｂａ）等，在吐 露 港 附 近 岛 屿 上 基 本 没 有 分 布。因

岛屿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吐露港附近岛屿分布的

红树林树种则在马鞍山没有分布。
与香港地区其它岛屿如东平洲、蒲苔岛、果洲群

岛等 相 比，该 地 区 同 样 完 全 缺 乏 壳 斗 科、木 兰 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金 缕 梅 科（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等 南

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特征科属（周劲松等，２００５）。
此 外，桑 科、桃 金 娘 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瑞 香 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等热带性较强的科及樟科、山茶科

等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科分布贫乏或几乎

没有分布。

３．３入侵植物

外来植物破坏当地生态平衡造成的生物入侵已

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外来入侵植物繁殖速度

快，生长迅速，给当地生态环境和农林业造成极大的

损害。香港吐露港附近岛屿共发现外来入侵植物５
种，隶属于４科５属。其中素有“植物杀手”之称的

薇甘菊原产于热带南美洲和中美洲，１９１９年首次在

香港发现。调查中发现薇甘菊入侵丫洲岛，且危害

严重。２００８年８月以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渔农

自然护理署将丫洲作为实验基地，将薇甘菊作为寄

主，利用寄生植物菟丝子来遏制和清除薇甘菊，已获

得一定成效。在吐露港附近岛屿上发现的其他入侵

植物如马缨丹、薇甘菊、三裂叶蟛蜞菊、五爪金龙等

都是当地常见物种，在农田、次生林、荒地及海岸滩

涂等地迅速生长繁殖。若其生长规模不能得到及时

遏制，势 必 导 致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遭 到

破坏。

３．４吐露港附近岛屿特有植物与珍稀濒危植物

香港虽然面积并不大，但却有着极多元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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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色和生态环境，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且独特，其中

有很多珍稀濒危植物。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

展，香港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人为干扰和破坏，
这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部分植物甚至面临濒危的境地。随着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的逐渐重视和开展，香港政府也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例如建立郊野公园、加强立法管理及开展

迁地保护等，这对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具有重大的

意义。
根据《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国家环保

局等，１９８７）、《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第 一

批）（国家林业局等，１９９９）等资料显示，吐露港附近

岛屿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两种。其中土沉香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是 国 家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已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傅立国，１９９２），是

中国特有的珍贵药用植物。其老茎受伤后产生的树

脂是中药“土沉香”，可作为香料和药用。由于生境

破坏及长期过度采收，野外数量很少。吐露港附近

岛屿中，仅马屎洲和洋洲有少量植株分布，野外生存

状况不容乐观。不过马屎洲和洋洲已经被纳入马屎

洲特别地区，土沉香的野外生存环境将得到有效管

理和保护。另一种珍稀植物是樟科的樟树，是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为我国珍贵的树种之一。樟树各部

位均可提取樟脑、樟油，同时也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

种。在马屎洲、洋洲、丫洲、乌洲均有樟树分布，不过

野生植株和大树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管理和保护。
吐露港附近岛屿海边植物较丰富，且有部分红

树林。香港填海工程的大量进行，使得海边沙滩及

红树林遭到严重的破坏。某些海边植物、红树林半

红树林树种及其它植物虽然未被纳入《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但基于其濒危现状、科研和经济

价值等方 面 考 虑，参 照 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ＩＵＣＮ）

１９９４年濒危物种新等级系统等资料，也达到濒危等

级和保护级别（邢福武，２００５），需要相关部门引起足

够重视，加强这类植物的保护。例如，仅在灯洲有分

布的海南草海桐根系强大，是优良的防风固沙植物，
据《中国 的 珍 稀 植 物》评 定（以 下 同），已 达 到 易 危

（ＶＵ）的程度。此外，木榄、榄李及桐棉等重要的红

树林半红树林树种及苏木科（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ｅａｅ）的 老

虎刺因 野 外 存 活 数 量 越 来 越 少，均 达 到 需 予 关 注

（ＬＣ）的濒危 等 级。调 查 在 三 杯 酒 洲 等 地 发 现 有 小

面积红树林分布，其间生长着木榄、榄李及桐棉等珍

稀濒危树种。因这些岛屿离大陆较近，人为干扰不

可避免，其生存现状令人担忧，亟待引起相关部门的

重视，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加强对岛上珍稀濒危资

源的保护。建议以就地保护为主，加强监督和管理，
重视对岛上珍稀濒危植物的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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