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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英罗湾红树植物幼苗矿质元素含量初步研究
`

梁 士 楚 李 瑞 棠 梁发英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

北海 5 3 600 0)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 4 ro O6)

摘 要 木榄
、

秋茄
、

红海榄
、

白骨壤和桐花树幼苗是广西英罗湾红树林幼苗库中的主要成分
。

对这 5 种幼苗的 N
、

P
、

K
、

N a 和 C I进行了测定
,

结果表明:
( l ) C l和 N a 的含量较高 ; ( 2 ) C I

和 N a
、

lC 和 K 以及 N 和 P 含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 ( 3) N 的富集系数较高
。

关键词 红树植物幼苗 ; 矿质元素含量 ; 相关性 ; 富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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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e s u lt s s h o w e d t h a t : (1 ) t h e

c o n t e n t s o f C I a n d N a w e r e a t a h ig h e r le v e l; (2 ) t h e e o r r e la t io n s b e t w e e n C I a n d N a ,

C I a n d K
,

N

a n d P w e r e e x t r e m e ly po s i t iv e : (3 ) N h a d h ig h e r a e e u m u la t io n e o e iff e ie n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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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是热带
、

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
,

它是重要的生物资源
,

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

由于人为破坏严重
,

红树林面积日趋减少
。

在自然状态下
,

红树植物幼苗

的成活率通常较低
,

红树林的自然更新较慢
。

因此
,

掌握红树植物幼苗的生理生化特点及其生长

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采 自广西英罗湾红树林保护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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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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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n, n o r r h i二 )

、

秋茄 (aK
n de l ia c a n de o

、

红海榄 (R h i
z
即 h o r a s yt lo s a )

、

白骨壤 ( A
v i c e n n i a n 了a r i n a )和

桐花树 (A叮 i ce ar
; 。 or in cu al t u n : ) 5 种红树植物的幼苗

。

除白骨壤幼苗采自外滩外
,

其它种类幼苗

均采 自内滩
,

幼苗生境的土壤理化性质如表 1
。

每种幼苗分根
、

胚轴
、

茎
、

枝和叶等器官取样
,

样品于 8 0 ℃烘干后
,

粉碎
,

过 0 .2 5 m m 筛
,

装瓶待测
。

测定的矿质元素为 N
,

P
,

K
,

N a 和 lC
。

测定方法 N 用半微量凯氏法
、

P 用钒铝黄比色法
、

K

和 N a 用火焰光度计法
、

lC 用 A g N O 3 滴定法 ( 2 )
。

表 1 英罗湾红树植物幼苗土壤某些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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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元素含量的特征

红树植物幼苗生长在盐质

潮滩生境中
,

受其生理生化性

质和生境条件等影响
,

不同种

类幼苗对矿质元素吸收和积累

的选择性不同
,

幼苗中的矿质

元素含量不同 (表 2)
。

英罗

湾 5 种红树植物幼苗矿质元素

平均含量的大小顺序为 : 木

榄
,

C l > N a > N > K > P ; 秋

茄
,

lC > N a > K > N > R 红

海 榄
,

C I > N a > N > K > p :

白骨壤
,

C I > K > N a > N > ;P

桐 花 树
,

C I > N a > K > N >

P
。

它们 的共同特征是 lC 和

N a 的含量较高
,

呈现 N a
CI

含量比非盐生植物高的性质
。

表 2 英罗湾红树植物幼苗矿质元素的含量 (g /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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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f-- 叶 L e a c H I一胚轴 H y即 co t y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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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生植物把 lC 和 N a
作为渗透性溶质

,

而非盐生植物多排除 lC 和

N a ,

这可能是盐生植物在生态进化过程中
,

把具有潜在毒性作用的元素作渗透性溶质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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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解决毒性问题进行溶质排除之间的一种适应性选择 〔 3〕
。

植物生长需要溶质来维持其叶片的

营养水平或渗透浓度
,

在盐碱条件下
,

C l 和 N a 作为叶片的渗透性溶质特别重要
,

CI 和 N a 以

及 K 等元素的需求取决于生长速率和叶片中这些溶质的含量
。

对 N a 和 K 的选择性程度和对 lC

的吸收程度以及它是否被运输到地上部是盐生植物的重要特征
。

由于幼苗不同器官的生理功能和

代谢能力不同
,

对各种矿质元素的需求和积累不同
,

各器官中的矿质元素含量存在着差异
,

但不

同种类同一器官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趋势
,

N 以叶的含量最高
,

P 和 K 除白骨壤幼苗外亦以

叶的含量最高
,

C l 和 N a 除木榄幼苗外以根的含量最高
。

和其它幼苗相 比
,

白骨壤幼苗茎中 P

的含量较高
,

是其它幼苗的 2
.

2一 5
.

5 倍
,

白骨壤 1年生的幼苗能开花
、

结果和发育具有繁殖后

代能力的胎生苗 〔 4
,

5 〕 可能与此相关
.

根的矿质元素含量中
,

木榄
、

秋茄
、

红海榄和桐花树幼苗

根中 lC
、

N a
、

K 的含量呈现 lC > N a > K 的规律
, ,

而白骨壤幼苗根中 1C
、

N a
、

K 的含量均高

于其他幼苗
,

且 K > N a ,

这可能是因为在根的横向运输中
,

共质体通过上皮细胞或内皮层细胞

质膜的吸收有高度选择性
,

并能通过质子泵控制
。

在盐压力条件下
,

该部位共质体中的 N a 可排

到根际
,

即进人上皮或内皮层细胞质膜上的共质体造成 N a 排除而 K 积累 〔 ’

沐 因此
,

白骨壤幼

苗根中 K 的含量比 N a 高
。

lC 的含量除木榄幼苗叶 > 根外
,

其它幼苗均为根 > 叶
。

红树植物的

根含 lC 量较高是由于根系内皮层凯氏带的分离膜外侧细胞累积
,

显示出根皮层的含 lC 较高
,

这

可能是被动吸收的结果 (6 〕 。

表 3 英罗湾红树植物幼苗矿质

2
.

2 元素间的相关性 _
, .

,

乖枣之间的担养性
、 _ _

一
“ 、 ’ ` 一 ` ’

~ ` 、 ’

一 T a b le 3 T h e e o r r e la t io n s be t w e e n

英罗湾 5 种红树植物幼苗不仅以吸收和积累较多 m i n e r a x e le m e n t s i
n
m a n g r o v e

的 C I和 N a 为特征
,

而且 C I和 N a 的相关性极显著 ( eS e d li n g s i n Y i
n
g lu e B a y

表 3)
.

潮滩土壤盐分以 N a
CI 为主 ( 7 〕

,

幼苗在吸收水 N ” _

鉴 坦, 一旦一

分时势必亦吸收了较多的 N aC ,等盐分
,

而幼苗中 CI U
。

~
”

默 默 默
和 N a 的含量主要与 N a C I形式相关

.

此外
,

K 和 C I K 0
.

肠 27 0
.

7 02 : 二

以及 N 和 P 之间亦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

其它元 aN “ .85 76
’ `

素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

K 是植物必需的常量元素
,

—
繁殖体的形成

、

植物生长和新器官形成都需要 K 的 生 “ ot :c ” 一极显著“ isn i if “ n , co err lat i。几

存在 〔 6〕
。

K 和 cl 的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
,

可促进新叶的生长和老叶的更新
,

而通过落叶排除体

内过多的氯化物是红树植物适应盐生生境的重要方式
。

N 和 P 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虽不相同
,

但

常相关
,

如 N 和 P 在秋茄群落各组分中的分布比例有一定的稳定性 〔 6 〕等亦说明了这一点
。

2
.

3 元素的富集系数

植物和土壤是生态系统内紧密联系的两个分室
,

植物体内的各元素与土壤中的元素含量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 ” 〕 。

植物对土壤元素的吸收富集能力
,

可用植物体内某元素的含量与该种

元素在土壤中含量的比率即富集系数来表示
。

英罗湾 5 种红树植物幼苗在现状生境条件下对土壤

全量的富集系数如表 4
,

不同种类幼苗及其不同器官对各种矿质元素的富集系数存在着差异
,

但

共同的特征是 N 的富集系数较高
,

除木榄幼苗外
,

以 K 的富集系数相对较低
。

不同种类幼苗

中
,

白骨壤幼苗 N
、

P
、

K
、

N a 和 lC 的含量高
,

而这些元素在其生境中的含量低
,

故白骨壤对

这些元素的富集能力最大
。

不同器官的富集系数中
,

N 和 P 以叶较高
,

K 以叶或根较高
,

N a 和

C I除木榄幼苗以叶较高外
,

其它幼苗以根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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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英罗湾红树植物幼苗矿质元素的富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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