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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岛砂生植被研究
�

���植被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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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砂生植被在浙江海岛见于部分岛屿的砂质海岸
，
由砂生植物和部分衬砂植

物组成
。

植物 区 系组成简单
，
约有野生维管植物���种

，
隶属于��科���属

。

地理成分复

杂
，
热带亲缘性明 显

。

植被外貌整齐
、

低矮
，

季相 变化 明显
，
层次结构简单

。

植被分布因

地 区
、

岛屿
、

沙滩和立地而 差异较 大
，
具有明显的条带性

。
虽属隐域植被但地带性烙印

清晰
。

植被演替外因于土壤质地
、

水分
、

盐分和有机质含量的 变化
，
属外因生态演替

。

关健词 砂生植物， 植物区系， 组成 � 分布， 演替， 浙江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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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砂生植被是由砂生植物和耐砂植物共同组成的一类特殊基质上的植被
，
属隐域植被

的范畴
。

它不仅是海岛植被重要的组成部分
，
而且在种类组成

、

外貌结构
、

分布与演替以及

开发利用诸方面均极富有特色
。

我国对海岛砂生植被的调查研究较少
，
��年代全国海岸带资

源综合调查工作开始后
，
始见有个别岛屿的研究报道�‘一 ‘ 〕 。 浙江这方面的系统调查研究尚属

首次
。

由子地处中亚热带南
、

北亚地带交汇区及历史的原因
，

浙江海岛的砂生植被类型远较

江苏
、

山东
、

福建等邻近省区丰富�“ 一 吕〕 。 因此
，

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

全面系统地掌握砂生植

被的基本特征
，

为海岛植被的保护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自然环境概况

浙江沿海有����个岛屿
，
地处��

“
��尹���

�

��尹�
，
���

�
��产� ���

�

��产�
，
砂砾质海岸线总

长 ��
�

�� ��
，
分布在嗓泅

、

岱山
、

普陀
、

象山
、

临海
、

洞头
、

平阳
、

苍南诸县 �区�岛屿的

东面
、
东北面和东南面海洋动力较强处

，

或北面衅角凹湾内
，
并以前 �个县�区�为主

。

受大气和海洋环流的深刻影响
，
这些岛屿的气候具有冬夏季风交替明显

，
四季分明

，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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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充足
，

气温适中
，
热量丰富

，

雨热同步的特点
。

年平均气温��
�

�一��
�

�℃ ，

最 冷 月 均 温

�
�

���
�

�℃ ，
最热月均温��

�

����
�

�℃， 年平均降水量������������
，
蒸发量����一����

��� 。

可 见海岛砂生植被的大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

但四季灾害性天气频繁
。

其小气候环境同

时具有夏
、

秋季地表温度高
，
温差大

，
光照充足

，

风力大和生境干旱的特点
。

这些小气候特

点
，
对海岛砂生植被的区系组成和群落学特征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

在砂砾质海岸两侧
，

发育着颇具特色的地貌类型
。

砂生植被主要分布于在海湾内有较大

腹地
，
附近山地基岩为花岗岩的砂质海岸地带

。

其横剖面可划分成风成沙地
、

沙堤和沙滩
。

风成沙地系海滩砂经风短距离搬远
，
覆盖在海岸至丘陵斜坡上

，
多为粉砂或细砂

，
海拔通常

在 ���������
，
表面呈微波状起伏

，
坡度 ����

“

以上
。

沙滩特大高潮位与平均 高 潮位之

间为潮上带
，
特大高潮位附近见有沙堤

，
向海方向滩坡 �一 �

。 ，

物质为中砂或中细砂
，
夹有

砂砾� 潮间带处于平均高
、

低潮位间
，
其下为潮下带

，
在平均高潮位附近有滩尖

，
坡陡��一

�
。

�
，
余平坦

。

海岛沙地土壤分属滨海盐土
、

风砂土
、

潮土等 �个土类
，
�个亚类

，
�个土属

，
��个土

种
。

其中滨海盐土亚类的涂泥土属和潮滩盐土亚类通常无砂生植被分布， 潮土等土类则以人

工植被为主体
。

天然砂生植被主要分布于滨海盐土亚类的咸泥土属和滨海风砂土亚类的飞砂

土土属上
。

该类土壤由于基质是疏松无结构的砂组成
，

砂颗粒凝聚力小
，

降水易渗透
，

所以

含水量较小
，
在阳光中受热迅速而强烈

，
当风盛行时

，
即起干化作用

。

由于腐殖质来源甚少
，

而且分解迅速
，
沙地土壤又兼具异常晓瘩的特点

。

滨海盐土亚类还含有一定的盐分
。

潮汐属不规则半日潮�一 ’ “ 〕 。 平均潮位各地不一
，
如舟山市绿华港�

。
��

，
高亭港�

。
��，

潮差普遍较大
，

北部平均�
�

���
�

��
，
南部�

�

���
�

��� 海浪平均高��
�

���舟山市
，
下同�

，

最大波高��
�

��， 海水温度年均��
�

�℃ ，

最高��
�

�℃ ，
最低�

�

�℃ ， 海水盐度一般��编�����
，

最高��
�

�输
，
最低�

�

��编�‘ 。 �
。

海洋水文特征对潮上带的草本砂生植被影响深刻
。

� 种类组成特点

�
。
� 种类贫芝

，
组成不平衡

，
优势性明显

�
。
�

。
� 种类贫乏 据本次调查

，
组成浙江海岛砂生植被的维管植物计���种 �含种下 分类单

位
，
下同�

，
隶属��科���属

。

其中野生者���种
，
隶属��科���属

，
仅占浙江海岛野生维管植

物科的��
�

��
，
属的��

。
��

，

种的��
�

��
，

显示出极端的贫乏性
。

���种野生维管植物中
，
仅��种草本

、
�种灌木

、
�种乔木可成为群落的优势种

。

可成为

建群种者更少
，
计��种

，
其中分布广泛的仅矮生苔草������ �������

、

砂钻苔草 ��
�

�����
�

����
、

单叶蔓荆�丙�
�� �������� ���

� ��’������������和狗牙根 �������� ����夕����等数种
，
同

样显得贫乏
。

只有与江苏�
“ 〕 、 山东海岸带相比�

“ ，“ ，�’ “�，才显得相对丰富
。

�
�

�
�

� 组成不平衡 组成砂生植被的野生维管植物以被子植物为主体
，

缺乏裸子植物
，
威类

植物仅 �科 �属 �种
，
显示出组成的不平衡性

。

科属组成分散
，
缺乏大型科【 “ 〕， 中等科�含

�����种�仅禾本科����������
，
��属

���种�
、

菊科�����������
，
��属

���种�
、

豆科�������
�

������
，
��属

���种��个
。

小型 科 ������种�仅莎草科�����������
，
�属

���种�
、

蔷薇科

���������
， �属

���种��个
。

寡种科����种�和单种科却分别达��个和��个
。

属的组成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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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与不平衡
，
现有属均为寡种属��� �种�和单种属

，
分别为��个和���个

。

组成不平衡还表观在地域分异上
。

就地�市�而言
，
以舟山市最丰富

。

县�区�中
，

则以普

陀区最集中
，

共拥有野生维管植物��科���属���种
，
其中建群种达��个

。

岛屿间差异更大
。

朱家尖
、

六横岛
、

桃花岛
、

洒礁山
、

岱山岛
、

秀山岛
、

普陀山
、

南田岛和南鹿岛等岛屿是砂

生植被种类组成较丰富的海岛
，

尤以朱家尖
、

六横岛最丰富
。

�
�

�
�

� 优势�建群 �种优势性明显 生境的相对严酷性和种类的贫乏性
，
导致砂生植被优势种

或建群种的优势地位普遍较海岛其他植被类型显著
。

绝大多数草本砂生值被
、

灌丛的建群种

的重要值均在��
�

����
�

�以上或呈单优状态
。

就是最复杂的黄连木 ���
������ ����������林

，

建群种黄连木的重要值在��
�

����
�

������
，
共建种沙朴 ������

� ���，�月��� 路�
� ���������的

重要值��
�

����
�

�
。

�
�

� 地理成分复杂
，
热带亲缘性明显

�
�

�
�

� 地理成分复杂 砂生植被种类组成虽贫乏
，
但地理成分却十分复杂

。

在种子植物属级

水平上
，
��个分布区类型〔 ’��除中国特有分布和中亚分布型外

，
余均有其代表

。

泛热带分布居

首位
，
计��属

，

占��
�

���不含世界分布
，

下同�， 北温带分布占��
�

��
，
居第 �位， 旧世界

温带分布��
�

���
，
东亚分布��

�

���和旧世界热带分布��
�

���均占一定地位� 热带亚 洲 分

布��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澳洲分布��

�

���
，
热带亚洲

、

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
，

热带

亚洲
、

热带非洲分布��
�

���
，
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
�

���较少， 温带亚洲分布和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分布各 �属
，
仅分别占�

�

��
。

这表明浙江海岛砂生植被植物区系与世界各地植物

区系联系十分广泛
。

�
�

�
�

� 热带亲缘性特征显著 与相同纬度的浙江省或整个浙江海岛以及地理位置偏北 的 江

苏
、
山东海岸带相比

，
浙江海岛砂生植被植物区系具有更明显

、

更强烈的热带亲缘性特征
。

在

属级水平上
，
各种热带区系成分占��

� 。 �
，
明显高于浙江省���

� 。���’ ‘�和浙江海 岛���
�

���
。

这是由于沙地位于岛屿岸线附近
，
海拔较低

，
地势平缓而开敞

，
水体效应更加显著之故

。

在

科级水平上
，
海岛沙地植物区系 已

、

明显地富含热带
、

亚热带分布科
，
其中豆科已进入优势科

序列第 �位
，
桑科����������

、

大 戟 科 ���������������分别列第 �位和第 �位， 而黎科

����������������这一在江苏海岸带沙地居首位�
“」，在胶东半岛沙地居第 �位 〔 ’ 〕的温带分布

科
，
在浙江海岛沙地却未能进入前��位

。

这充分体现了浙江省海岛沙地水热条件相对 更优
，

区系热带亲缘性更强烈的趋势
。

�
�

� 滨海植物区系较发达
，

砂生植物较丰富

�
�

�
�

� 滨海植物 区 系较发达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
，
使得砂生植被含有较丰富的滨海

植物
。
���种野生维管植物中

，
滨海植物有��种

，
占��

�

��
，
远远高出整个浙江海岛��

�

���

的水平
。

在��种可成为群落优势种的植物中
，

有滨海植物 �了种
，
占��

�

��
，

其中��种可成为

建群种
，

常见的有单叶蔓荆
、

滨旋花
、

矮生苔草
、

砂钻苔草
、

绢毛飘拂草���’ ��万�勺��� ����
�

����
、

大穗结缕草��
����� 二������������

、

珊瑚菜�������
� �����，�����

、

卤地菊 �������� ��
�

。 “ ��勿�和铺地黍�������� �������等
。

由此可见
，
滨海植物 、主海岛砂生植被中占据十分豆要

的地位
。

它们是海岸砂生植被在种类组成上区别于其他砂生植被的特征所在
。

�
�

�
�

� 砂生植物较丰富 ���种野生维管植物按它们对生境 墓质的特殊要求与适应
，

可戈
�
�少

�

为耐砂植物和砂生植物两大类
。

砂生植物计��种
，
几乎全为草本植物

，

其中��种可成为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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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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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种
，
如沙苦卖����了�� ，������和砂青苔草���，�� �，。 。 �’���沉�� ���

�

�����������等
。

砂钻苔

草等��种可成为建群种
。

除节节草������������ ，�����������
、

刺沙蓬�������� �����，�’���、

细叶砂引草������，�������� ����，��� ���
� ����������

、

龙爪茅����������。 ，�碗
���，��犷脚�等

少数种可分布至内陆沙地外
，

其余均局限分布在沿海省区滨海沙地
。

它们是滨海砂生植被在

种类组成上区别于其他植被的显著特征之一
。

� 生活型
、

外貌与结构特征

�
。
� 生活型特点

�
。
�
�

� 草本植物丰富
，
木本植物 以 落

“
�
一

成分为主 根据 �������������� 生活型系统分类

统计
，
砂生植被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

，
比例高达��

�

���
，

远较浙江海岛���
�

����为高
。

木

本植物显得贫乏
，

仅占��
。
���

，
而且以落叶成分为主

，

占木本植物的��
�

���
。

�
�

�
�

� �年生植物丰富
，
隐芽植物比 例较高 比较分布于普陀区朱家尖

、

六横岛的黄连木群

系的 ��������� 生活型谱�附表 �可知
，
沙地上的黄连木林 �年生植物比例远高于相邻丘陵山

坡上的同一群系
，
在人为活动频繁的地带尤为明显

，

最高可达��
�

���浙江
一���号样地�

。

此

外
，
隐芽植物相对丰富

，
最高达��

。
���浙江一���号样地�， 而高位芽

、

地上芽植物相对贫乏
。

这充分反映出沙地这一特殊生境的特点
。

附表 黄连木群系 ��������� 生活型谧比较

����� ����������� �� ��� ������
，� ����

一

���� ��������� �� ���� �‘����‘� ��‘��几���

生 境 高位芽植物 地上芽植物 地面芽植物 隐芽植物 �年生植物

丘陵山坡

砂质海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器官特化现 象较普遍

�
�

�
�

�
�

� 根�茎�发达 砂生植物和部分耐砂植物均具有发达的地下根�茎 �系统
，
以适 应 干

旱
、

贫膺
、

沙埋的生境
。

主根�或直伸的根状茎 �发达者可深入沙地湿润层
，

如单叶蔓荆
、

珊

瑚菜
、

细叶砂引草和无翅猪毛菜�������� ����
������等

。

其地下部分深度往往为地上 部分高

度之 �� �倍以上
。

如单叶蔓荆
，
根可深扎沙地�

� 。��
�

��以下
。
砂钻苔草直伸的根茎主要

集中在离地表����� �� 处
，
最深可达�

�

�� 以上
，
是其地上部分高度的 ����倍

。

侧�须�根

发达者有佛焰苞飘拂草���汕
，���，��� �������口��

、

绢毛飘拂草
、

辐射砖子苗 ��������� ����
�

����和假俭草������
����� �����，���。 �等

，
如假俭草的须根主要集中在离地表���� 内

，
最深

达�
�

��
，

是其地上部分高度的��倍
。

这些植物的侧根伸展的水平范围通常十 分 广
。

一 些 植

物的地下组织往往形态特化
。

如砂钻苔草
、

矮生 苔 草
、

砂 青 苔草
、

甜 根 子 草 ���‘ ���翔�

��������抓�和大穗结缕草等
，
其根状茎木质化程度较高

，
粗壮

，
顶端坚锐

，
具有极强的钻透

能力， 分枝处具有长出不定芽和不定根的能力
，
因而极耐沙埋

，
耐干旱和膺薄

。

又如天门冬

���������� ���无�作�无��������
、

文殊兰����
�“ � ��������� ���

� �����“ 二�
、

野 胡 萝 卜�������

�������
、

香附子��夕��，�� ���������
、

麦冬���人������� ���
�滋����

、

野百合������� �，�留，���和

海萝 卜��������� ���‘。 �� ���
� ���无������������等的地下根�茎�特化

，
以利水分

、

养分储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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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沙地这种极端生境
。

另一类植物的地表葡旬茎十分发达
，
如卤地菊�叭���伍 �，���，����

、

假俭草
、

狗牙根和单叶蔓荆等
。

它们不仅在被风沙埋没时茎干具有长出不定根
、

芽的能力
，

而且蔓茎生长速度快
，
蔓茎长

，
如单叶蔓荆可长达�

�

���
�

��
，
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极

强的竞争力
。

�
�

�
�

�
�

� 茎 �枝�叶特化 地上部分茎�枝�叶特化现象同样常见
。

如无翅猪毛菜
、

刺沙蓬
、

天

门冬等的叶形特化以减少水分蒸腾
。

珊瑚菜
、

细叶砂引草
、

番杏���‘�����‘� ��������������
、

狭叶尖头黎��几��������� ��
���

����二 ���
� ���������

、

厚藤和滨旋花之茎或叶稍肉质化
，
利

于贮存水分和养料
。

矮生苔草和砂钻苔草的茎秆及叶质地坚硬
，
表面光亮

，
利于光

、

热辐射
，

其茎秆基部都具有残留的叶鞘
，
因而极耐 日灼

、

沙蚀
。

仙人掌�������’� ��’ “ �形��、

雀梅����
�

������ �����
、

圆叶鼠李�������� ���乙����
、

柞木��夕���二� �������
��等茎�干 �特化为枝刺

。

节节草地上茎高度硅化
、

粗糙
。

绢毛飘拂草
、

茵陈篙������沉
� ����’�������

、

梓木草����加
·

���犷优�� “ 。口�������和小花琉璃草�伪
�石������二 ���������“ ��等还表现为毛被发达

，
以减少水

分蒸腾
。

�
。
� 层次结构与外貌形态特征

�
�

�
�

� 层次结构简单 砂生植物群落的层次结构十分简单
。

落叶阔叶林多呈��乔木层�
一�

�灌木层�
一� �草本层 �结构型

。

由于次生性强而通常不具备亚层分化
。

生境的严 酷 性�主要

是干旱�导致苔鲜地衣层不发育
。

在人为活动极频繁的地段
，
�层也常遭破坏

，
如沙朴一

华东

复叶耳蔽�������￡���� ������
一���������群落

。

砂生灌丛一般呈 �
一� 结 构

，
或 �

，
� 同处一

层
，
偶见 �一�结 构

，
如 草本层以甜根子草占优势的单叶蔓荆蔓生灌丛

。

草丛一般呈 单层结

构
，
少数低草丛如细叶砂引草

、

滨旋花
、

沙苦美群落和中
、

高草丛如五节芒 ����‘勃���� ��
�

���������
、

野菊������������
� �������

、

白茅��������� ���������� ���
�

������群落见有亚

层分化
。

�
�

�
�

� 外貌较低矮
、

整齐
，
梯度 明显 砂生植物群落的外貌较为低矮

，
高度较为一致

，
因而

显得较为整齐
。

乔木层通常高�
�

�一�
�

���偶见高可达��
�

��者�
。

灌木层高一般�
�

��以下
，

发育较好的可达�
�

���
�

��以上
。

草本层一般高。 �

���
�

��
，
极少达�

�

�� �
�

��以上
。

受风

力诸因子的影响
，
灌丛中的�层通常较阔叶林下的�层为矮， 草丛中的�层一般 也 较 阔 叶

林
、

灌丛中的�层为矮
。

此外
，
各群落尤其是阔叶林

、

灌丛的高度
，
由沙地渐向海岸而逐渐

变矮形成明显的高度梯度
。

与此同时
，
生境基质及风力因子的梯度

，
还导致群落盖度也同样

由沙地向海岸逐渐稀疏而形成明显的梯度
。

�
�

�
�

� 季相 变化明显
，

季节波动较大 海岛砂生植被主要以草丛
、

落叶阔叶林
、

落叶灌丛构

成
，
季相变化明显

。

如黄连木林在春季嫩叶
、

花序始发
，
呈现一片暗红

、

红褐或 红 棕 色 景

象， 夏季绿色
、

深绿色
、

黄绿色相间
，
光亮

，

生长旺盛
，
茂密而秀丽� 入秋叶 转 鲜 艳 的深

红
、

橙黄
、

金黄色
，
十分美丽， 冬季叶凋落

，
显露古老苍劲的黑褐色树干

，
其外貌景观具有

较高的风景美学鉴赏价值
。

草本砂生植被是主体植被
。

在草丛的同一群落地段
，
由于建群种物候期方面的差异

，
也

导致群落外貌
、

色泽
、

高度
、

盖度随季节变化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

这种群落波动现象通

常在 �年生植物群落或 �年生草本比例高的群落中更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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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与演替规律

�
。
� 分布规律

�
。
�

�

� 分布不均衡
，
地域间差异大 就浙江全省而言

，
砂生植被主要集中分布在北部海岛

。

以天然植被为例
，

��个群系中
，

北部海岛拥有��个
，
其中��个目前只见于该区

。

尤其是普陀

区
，
境内拥有��个群系

，

其中��个仅限于该区
。

就岛屿而论
，
以朱家尖最为丰富

，
不仅拥有

各种灌丛
、

草丛
，

还拥有竹林和古老的落叶阔叶林
。

在各沙滩中
，
以睬洒县洒礁 山 基 湖 沙

滩
、

南长涂沙滩
，
岱山县岱山岛后沙洋沙滩

、

秀山岛诸沙滩
，
普陀区朱家尖东沙

、

南沙
、

千

步沙
、

里香
、

青山吞沙滩
，
六横岛杜庄

、

龙头坑
、

田番沙滩
，

普陀山千步沙
、

百步沙
，
桃花

岛千步沙和平阳市南鹿岛大沙番沙滩植被较丰富
。

通常沙滩越宽阔
，
地形条件愈复杂

，
人为

破坏愈少
，
则砂生植被类型愈丰富

。

�
�

�
�

� 具有明显的条带性和镶嵌性 由潮上带至风成沙地�带�
，
地势通常逐渐抬升

，

风力渐

缓
，
沙粒由粗到细

，
并由流动到半固定直至固定

，
水分

、

盐分含量渐低而有机质含量渐高
，

呈现生态条件的有序变化
，
从而导致砂生植被分布也出现有序变化

，

并衷现出十分明显的条

带性�图 ��
。

在沙滩潮上带通常分布着矮生苔草草丛
，
局部为狗牙根草丛 �图 �一⑥�。 尤其 是前者 ，

具有很强的耐盐
、

耐旱膺
、

耐间歇性海潮�高潮
、

特大高潮�浸渍冲刷和盐性浪花 飞 溅 的特

性
，
因此分布十分广泛

，

南北各海岛沙滩均常见
，

常可延至潮上带与潮间带交界处—滩尖

附近
。

风成沙地的半固定沙地上
，
带状分布着更耐旱的砂钻苔草草丛， 单叶蔓荆蔓生灌丛也始

见有分布
，
并常可见其蔓茎延至潮上带

。

在固定的风成沙地�沙堤或沙丘�上
，
分布着假俭草

、

绢毛飘拂草草丛
，
单叶蔓荆蔓生灌

丛
，

并始有人工黑松林分布 �图 �一⑤�。 在部 分沙滩的沙堤上 ，

残遗分布着以黄连木
、

沙朴

为主的夭然落叶阔叶次生林�图 �一③④�。 在近海沙堤陡坝上 ，

有时可见到带状分布的雀梅
、

小叶蜡子树����������� �西。 ‘� ���
�

二��，���，�����灌丛�图 �一③�。 再往内，
如果地势渐高

，

则一般被人工黑松林所覆盖�图 �一①②⑧�� 若地势低平 ，
则分布着各种农作物 群 落

、

经济

林�园��图 �一③④⑥⑦�� 在部分水源充足的地段 ，

还可见到水田作物群落�图 �一⑤⑧�。

除带状有序分布外
，
由于局部小地形的变化

，
砂生植被也具有镶嵌分布的特性

。

滨旋花

草丛
、

卤地菊草丛
、

细叶砂引草草丛
、

大穗结缕草草丛和 �年生草本植物群落常呈小块状镶

嵌分布于潮上带矮生苔草草丛或狗牙根草丛之中
。

中华结缕草 ��。那勿 ����’ ‘��
、

弱锈飘拂草

���励
����万��� ��，������� ���

�
����������群落则镶嵌分布在积水的潮上带沙地

。

珊瑚莱草丛
、

绢毛飘拂草草丛镶嵌于半固定沙丘�堤�上
，
其中后者主要见于迎风坡面�或沙堤陡坝�

。

红鸡

竹��甸�������那 ���呱�林
、

五节芒草丛
、

甜根子草草丛多镶嵌分布在固定沙地 �沙丘�的各

类植被之中
。

�
�

�
�

� 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烙印 受大气候的深刻影响
，
海岛砂生植被同样具有明显的 地 带

性烙印
。

就植被类型而言
，
细叶砂引草草丛

、

大穗结缕草草丛和羡葬群落等温性草丛只局限

分布在北部的岱山岛和朱家尖岛等岛屿
。

铺地黍草丛等则只限于南魔岛等南部岛屿
。

就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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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浙江海岛主要沙滩砂生植被生态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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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而言
，
地带性烙印则多表现在伴生种的区系成分上

。

在南魔岛大沙番沙滩沙丘上分布的

狗牙根群落中
，
还见有黄茅����群������ ��形������和铺地黍等华南区系成分的代 表

，
而北

部海岛如岱山岛后沙洋沙滩潮上带分布的狗牙根群落
，
则多见无翅猪毛菜

、

大穗结缕草
、

细

叶砂引草和假牛鞭草����������� ���袱���等温性草本植物伴生
。

�
。
� 演替规律

�
�

�
�

� 演替过程与模式 由于砂质海岸水动力强盛
，
基质疏松

，
在潮间带上植物无法定居

，

所以砂生植被演替起始于潮上带
。

最早出现的先锋群落是矮生苔草�局部为狗牙根�群落
。

由

于盐分含量高
，
受间歇性海潮浸渍

，
初始群落为稀疏的单优势种群落

。

矮生苔草的出现
，

有

效地截留了风沙 、 地势得以缓慢抬升， 沙苦笑
、

滨旋花等逐渐侵入
。

由于它们同样具有高度

的耐盐
、

耐清
、

耐沙埋的特性
，
所以通常可定居并发展成对风沙截留效果较好的矮生苔草

、

滨旋花
、

沙苦笑群落
。

此时一些稍高大的 �年生植物如狭叶尖头黎
、

海萝 卜
、

无翅猪毛菜和

多年生植物结缕草������� ���
�

�
、

细叶砂引草
、

卤地菊等也开始侵入并定居
，

形 成 镶嵌分

布的小群落
，
或成为矮生苔草草丛之伴生种

。

至此
，
潮上带的许多空旷沙地得到绿色覆盖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群落覆盖度增高

，
类型多样

，
对风沙的截留作用逐渐增强

，
地势逐渐抬升

，

海岸线缓慢外移
。

风沙截留
、

堆积到一定高度
，

形成小型沙丘
，
表层盐分淋失

，

生境逐渐 变 得 干 燥
。

至

此
，
矮生苔草等耐盐性强但需一定湿润环境的植物己不能适应该生境

，

而逐渐让位于更耐旱

痔
、

但耐盐性稍弱的砂钻苔草
，

并发展成砂钻苔草
、

矮生苔草群落
，
砂钻苔草

、

滨旋花
、

沙

苦芙群落
，
砂钻苔草

、

绢毛飘拂草群落
。

砂钻苔草根茎强劲
，

木质化
，
粗壮

，

可深达沙地湿

润层
，
具备耐早痔

、

耐 日灼
、

耐沙埋
、

耐沙蚀等多种旱生形态适应特征
，
形态较矮生苔草高

大
，
形成的群落也较茂密

。

此时一些不甚耐盐但耐沙的伴生植物如苍耳 ���������
�汤介�’�哪�

、

毛马唐�������，�� ��勺��������，��
、

土荆芥������������ �
汕

，���������
、

飞蓬����夕之� ���
�

�

等增多
，
因而对风沙的截留明显增加

。

随着沙丘逐渐增大
，
地势抬升显著

，
同时由于风的分

选作用
，

这些地段土壤中粘粒含量 已显著增高
，

生境终将产生变化
。

矮生苔草与砂钻苔草虽具有多种旱生形态适应特征
，
但对地下水和向岸风挟带而来的浪

花飞沫中的盐分具有极大的依赖性
。

因此当地势抬升及岸线外移到一定程度时
，
终将让位于

假俭草
、

绢毛飘拂草草丛或甜根子草草丛
、

五节芒草丛等中
、

高草草丛
。

此时
，
风沙开始固

定
，
土壤中粘粒

、

有机质含量增加
，
开始适应于耐沙木本植物的侵入

。

首先侵入沙地的木本植物是单叶蔓荆和中华胡枝子���
������ 动�解，����

，
其 茎 均特化

成蔓茎
。

其中
一

单叶蔓荆可在半固定沙丘上侵入
、

定居并发展成群落
。

其根系十分发达
，
可深

达沙地�
�

���
�

��以下的湿润层， 蔓茎粗壮
，
生长快

，

蔓延范围广 � 节上具有生出不定根的

能力
，

具极强的抗风
、

耐 日灼
、

耐沙埋和耐旱膺的特性
，

在沙丘�沙堤�面海坡面上一经定居
，

可迅速形成单优群落
，

并可向潮上带外延
。

随着岸线的外移和风沙的堆积
，
单叶蔓荆终因吸收不到深层盐性水分或淋浴不到盐性飞

沫而生长势渐弱
，

最终将让位于具旱生特性
、

耐沙但不耐盐的其他直立灌木如雀梅
、

小叶蜡

子树
、

圆叶鼠李
、

胡颓子�������，�� ��������
、

野花椒��������夕��� ���������和细 柱 五加

�����艺����，�� ���������夕����等
，
形成丛状

、

直立
、

稍高大而茂密的阔叶灌�草�丛
。

该 类以

落叶树种为主的灌�草�丛的形成
，
极大地改善了沙地严酷的生境

。

夏季地表已不再那么灼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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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举作用使林地风速减小
，
近地表及土壤湿度增加

，
丰富的凋落物使土壤有机质迅速增加

，

微生物数量增多
，
活动加剧

，
土壤肥力得到提高

，
结构改善

，
生境渐趋旱中生

，
为下一步耐

旱膺
、

耐沙
、

抗风的乔木树种侵入定居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

在乔木林阶段
，
首先侵入定居的是黄连木

、

沙朴
、

黄檀��������份 ��������
、

柞木
、

榔

榆������ ��������，��和楞叶花椒��
��才���万��� �����艺��玄����等乔木或亚乔木

，

均为阳性
，
但

幼期均较耐荫
，
具发达主根

，
抗风力强

，
根茎具极强的萌孽能力

。

它们由零星散生到最后形

成以黄连木
、

沙朴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
至此

，
生境得到充分改善

。

砂生植被演替到落叶阔叶林阶段 已趋较稳定
，
原因是建群种已能良好地得到天然萌芽更

新
。

但从朱家尖里吞
、

千步沙
、

南沙调查情况看
，
普陀樟 ������二�执�� �����‘��用 ���

·
�无�。￡��

这一耐沙
、

萌孽力极强的阴性乔木树种较为常见
，
尤其是在千步沙沙堤上

，

残遗着数株普陀

樟乔木
。

由此 可 见
，
以 黄 连木

、

沙朴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并非沙滩这一特殊基质上的顶极群

落
，
它们有可能向以黄连木

、

沙朴
、

普陀樟为主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方向演替发展
。

事实上砂生植被演替到砂钻苔草群落阶段多已开始被人工演替所替代
，
或开垦作旱地

，

或人工种植黑松
、

木麻黄��
�������� ���

�

�和夹竹桃��
����� ��������等

，

有水源 条件的地

段还见有辟为水田的
，
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人工植被

。

上述以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描述的砂生植被演替过程可归纳为图 �
。

海岛砂生植被的演替与风
、

地形
、

土壤诸外界因子关系密切
。

随着植物的侵入
，
风沙的

不断分选
、

迁移
、

堆积
，
地势的抬升

，
岸线的逐渐外移

，
土壤质地逐渐产生变化

，
沙粒由岸

线向内陆渐细
，
粘粒比例提高

，
质地发生变化

，
地下水位相对下降

，

含盐量渐低
，

生境产生

质变
，
从而导致其上植被类型的演替发展

。

由此可见
，
砂生植被的演替外因于土壤质地

、

水

分
、

盐分和有机质等的变化
，
因而属于外因生态演替的范畴川

。

�
�

�
�

� 演替阶段与速度 海岛砂生植被演替所经历的阶段因起始演替的群落类型 而 异
。

由

原生裸地到顶极群落所经历的演替阶段可区分为草本群落阶段和木本群落阶段
。

演替速度因演替趋向而异
。

顺行演替过程中
，
草本

、

木本两阶段同样极其缓慢
，

而且是

按顺序发生
。

就具体地段而言
，

似乎永远停留在发生阶段
。

这是由生境基质和导致砂生植被

发生演替的外界因素的特殊性和种源的贫乏性所决定的
。

逆行演替速度完全取决于外界影响

因素的性质
、

作用方式
、

强度和持续时间
。

在人为破坏轻时
，

可以按顺序逆行演替
，
如朱家

尖里番沙滩南段沙堤上的黄连木
、

沙朴林
，
在遭受 �次皆伐时

，
已退化成黄连木纯林

。

在人

为破坏严重时
，
则往往是跳跃式的

，

并不一定按顺序进行
，
落叶阔叶林可直接沦为草丛乃至

次生裸地
。

与海岛丘陵山坡上的植被相比
，
砂生植被顺行演替发生较困难

，
速度较缓慢

，
但

逆行演替速度相对较快
，
充分反映出沙生植被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因此
，

海岛砂生植被的保

护显得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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