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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漳江口红树林的秋茄（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ｄｅｌ）、木榄（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ｇｙｍｎｏｒｒｈｉｚａ）、桐花树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和老鼠簕（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为研究对象，对其根、茎、叶中的碳
（Ｃ）、氮（Ｎ）、磷（Ｐ）含量以及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秋茄、桐花树、老
鼠簕 ３ 种植物各器官中的 Ｃ 含量均表现为茎、叶显著大于根，秋茄、木榄、桐花树 ３ 种植物
的 Ｎ、Ｐ 含量均表现为叶＞茎＞根；桐花树、老鼠簕不同器官的 Ｃ 含量变异系数均表现为根＞
叶＞茎，秋茄、木榄、老鼠簕 ３ 种植物 Ｎ 含量的变异系数均表现为根、茎大于叶，秋茄、木榄、
桐花树 ３ 种植物 Ｐ 含量的变异系数均表现为根、茎大于叶；秋茄、木榄、老鼠簕 Ｃ ∶ Ｎ 的变异
系数为根、茎大于叶；４ 种植物中，老鼠簕根、叶的 Ｐ 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植物，茎的 Ｐ 含
量略高于其他 ３ 种植物，根 Ｃ、Ｎ、Ｐ 与叶 Ｃ、Ｐ 的变异系数均大于其他 ３ 种植物；４ 种红树植
物叶的 Ｃ ∶ Ｎ ∶ Ｐ 质量比（１５１ ∶ ９ ∶ １）显著小于根（１８７ ∶ ４ ∶ １）和茎（２３９ ∶ ５ ∶ １），叶的 Ｃ、
Ｎ 和 Ｐ 的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相对稳定。 分析红树植物不同器官养分元素间的分配规律，可
为大尺度的红树林生态化学计量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红树植物的保护与可持续经营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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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化学计量学（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是研

究生态系统中多重化学元素（主要是碳、氮、磷等）
平衡的科学（曾昭霞等，２０１５），也是研究生态系统

植物营养元素分配情况、利用效率和限制性元素判

断的一种手段（周鹏等，２０１０），能够反映植物器官

的内稳性及相互关系（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有助于解

决植物和生态系统养分供应与需求平衡等方面的问

题（李从娟等，２０１３）。 国内的生态化学计量学近年

发展较快，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森林和草原植被

（Ｃ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罗艳等，２０１８；张萍等，２０１８）。 对

于湿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群落生态系

统植物叶片或土壤的养分含量特征方面（李兴福

等，２０１８），而对红树林湿地植物的生态化学计量特

征研究非常匮乏（何琴飞等，２０１７；黎洁，２０１７）。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受到

海水周期性浸没的木本植物群落，是兼具陆地和海

洋特性的复杂生态系统，在改善海湾、净化污染和保

护湿地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Ｂａｙ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然而，多种人为活动和外来物种入侵

等现象导致红树林面积萎缩、环境恶化、结构简单

（吴筠，２００８）。 福建沿海地区经常遭受台风袭击，
红树林作为先锋树种在消波固堤、抵抗台风侵蚀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漳江口红树林是中国北回归

线北侧种类最多、生长最好的红树林天然群落。 目

前红树林研究主要集中于湿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

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评估、湿地遥感监

测及保护分析等方面 （赵峰等，２０１１；张和钰等，
２０１３；陈传明，２０１４），而对其营养元素的研究则报道

较少。 尽管何琴飞等（２０１７）对比分析了广西钦州

湾不同红树林群落类型的土壤肥力及 Ｃ、Ｎ、Ｐ、Ｋ 生

态化学计量比，黎洁（２０１７）也对北仑河口红树植物

叶片和土壤的 Ｃ、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的总体分布特

征进行了研究，但对红树植物地下部分的研究相对

较少，且对红树植物不同器官间养分元素的相互作

用和分配差异尚不清楚。 作为植物的重要营养器

官，根茎叶在很多性状上表现出关联性，如陈婵等

（２０１６）对会同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器官

间化学计量特征分析发现，不同器官间的营养元素是

互相移动、互相影响的。 认识不同器官间的关联性有

助于我们理解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与分配规律。
本研究通过调查秋茄、木榄、桐花树、老鼠簕 ４

种红树植物不同器官的 Ｃ、Ｎ、Ｐ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

计量特征，分析 ４ 种红树植物根、茎、叶的养分元素

及变异性特征，揭示红树植物的限制性营养元素，探
讨不同器官养分元素间的分配规律，以期为漳江口

红树林的保护与恢复提供科学依据，为深入理解红

树林生态系统的调控机理提供理论支撑。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福建省云霄县漳江口国家级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地理位置为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

西岸南部东山湾， 云霄县漳江口石矾塔以西，
１１７°２４′Ｅ—１１７°３０′Ｅ，２３°５３′Ｎ—２３°５６′Ｎ。 保护区

总面积 ２３６０ ｈｍ２，其中红树林沼泽湿地面积 １３００．６
ｈｍ２，河口水域、河口三角洲、潮间淤泥海滩面积

１０５９．４ ｈｍ２，是以保护红树林、湿地鸟类、优良水产

种质资源为主要对象的湿地类型保护区。
该保护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温暖

湿润，光、热、水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 ２１．２ ℃，１ 月

均温 １４．１ ℃，７ 月均温 ２８．５ ℃；极端最高气温出现

在 ７ 月，为 ３９．７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 １２ 月，为
０ ℃。 近岸表层海水温度随季节变化较大，２ 月水

温较低，８ 月水温较高，变化范围为 １４．９ ～ ２５．６ ℃。
年平均风速 ２．７ ｍ·ｈ－１，秋冬季多偏北风，春夏季多

偏南风。 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７１４．５ ｍｍ，降雨量主要

集中在 ４—９ 月。 土壤为滨海滩涂淤泥和沙质淤泥，
称为酸性硫酸盐土或红树林沼泽土壤， ｐＨ 值为

３．５～７．５，含有丰富的植物残体和有机质，厚达 ２ ｍ
以上。 海域为不规则半日潮，平均潮差 ２．３２ 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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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 ４ 种红树植物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
树种 生活型 盖度

（％）
平均树高

（ｍ）
土壤类型 分布区域

秋茄 小乔木 ５０ ４．５ 粉黏土 低潮线附近

木榄 小乔木 ３０ ３．４ 粉黏土 低潮线附近

桐花树 小乔木 ４５ ３．５ 粉黏土 低潮线附近

老鼠簕 灌木　 ２０ １．２ 粉黏土 高潮线附近

潮位７．７ ｍ，最低潮位 ３．０３ ｍ。
１ ２　 样品采集与处理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在漳江口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

内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落作为样地，群落内有

秋茄、木榄、桐花树、老鼠簕 ４ 个树种，在群落内随机

设置 ３ 个面积为 ４ ｍ×５ ｍ 的样方。 在每个样方中

选择 ３ 株生长良好、大小一致的植物个体作为标准

样株，样方内 ４ 种红树植物的基本概况见表 １。 采

集每株植物不同方位中上部位健康成熟叶片，采摘

叶片混合作为叶样，每种红树类型采集 ２０ 片；在选

取的每株植物最低枝干上采集茎样；在离样株约 ０．５
ｍ 处挖掘 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根系作为根样，清理土壤

和杂质后分别装入布袋后带回实验室。 用烘箱烘干

至恒重，粉碎过筛，用于 Ｃ、Ｎ、Ｐ 含量测定。
１ ３　 测定方法

有机碳含量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全氮

含量测定采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全磷含量测定采

用钼锑钪比色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１９９９）。
１ ４　 数据分析

论文中的数据取多次重复结果的平均值，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 ４ 种红树植物不同器官的 Ｃ、
Ｎ、Ｐ 及化学计量比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设置为

α＝ ０．０５；本研究中数据的前期处理、统计分析、图形

绘制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１９．０ 中完成。
变异系数通过公式（１）计算得出。 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Ｖ） ＝ 标准差 ／平均值×１００％计算

得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４ 种植物根茎叶的 Ｃ、Ｎ、Ｐ 含量

如图 １ 所示，４ 种植物根的 Ｃ、Ｎ、Ｐ 含量变化范

围为 ２３５．７５ ～ ３４４．７７、３．９９ ～ ９．２６、１．０２ ～ ２．４３ ｍｇ·
ｇ－１，平均值分别为 ２７９．７８、５．４１、１．５０ ｍｇ·ｇ－１，木榄

根的 Ｃ 含量显著大于其他 ３ 种植物（Ｐ＜０．０５），老鼠

簕根的 Ｐ 含量显著大于其他 ３ 种植物（Ｐ＜０．０５）；茎
的 Ｃ、Ｎ、Ｐ 含量变化范围为 ３４２．７４ ～ ３９６．４７、５．３４ ～
９．５１、１． ２８ ～ １． ６５ ｍｇ·ｇ－１，平均值分别为 ３６０． ２４、
７．４９、１．５１ ｍｇ·ｇ－１，桐花树茎的 Ｃ 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 ３ 种植物（Ｐ＜０．０５），老鼠簕茎的 Ｐ 含量略高于其

他三种植物，但差异性不显著（Ｐ＞０．０５）；叶片 Ｃ、Ｎ、
Ｐ 含量变化范围为 ３２６．８５ ～ ３９０．６４、１６．８５ ～ ２５．５９、
１．５６～４．２１ ｍｇ·ｇ－１，平均值分别为 ３４５． ４１、２１． ３９、
２．２８ ｍｇ·ｇ－１，其中，老鼠簕叶的 Ｐ 含量显著大于其

他 ３ 种植物（Ｐ＜０．０５）。 整体来说，４ 种植物中木榄

根、茎的 Ｎ、Ｐ 含量较低，而老鼠簕根、茎、叶的 Ｐ 含

量偏高。 秋茄、桐花树、老鼠簕各器官中的 Ｃ 含量

均表现为茎、叶显著大于根（Ｐ＜０．０５）；秋茄、木榄、
桐花树的 Ｎ、Ｐ 含量均表现为叶＞茎＞根，且叶的 Ｎ
含量与根、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 ２　 ４ 种植物根茎叶的化学计量比

如图 １ 所示，４ 种植物根的 Ｃ ∶ Ｎ、Ｃ ∶ Ｐ、Ｎ ∶ Ｐ
变化范围为 ３１． ６７ ～ ９１． ３９、９８． ９５ ～ ３４６． ５９、３． １６ ～
４．１１，平均值为 ６４． １６、２１６． ４５、３． ５６；４ 种植物根的

Ｃ ∶ Ｐ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Ｃ ∶ Ｎ、Ｎ ∶ Ｐ 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 其中，木榄根的 Ｃ ∶ Ｐ 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植物（Ｐ＜０．０５）；４ 种植物茎的 Ｃ ∶ Ｎ、Ｃ ∶ Ｐ、Ｎ ∶ Ｐ
变化范围为 ４２． ００ ～ ７３． ０２、２１１． ４４ ～ ２８２． ５５、４． ０５ ～
５．６４，平均值为 ５３．８７、２４７．５５、４．８６，各树种间差异均

不显著（Ｐ＞０．０５）；４ 种植物叶的 Ｃ ∶ Ｎ、Ｃ ∶ Ｐ、Ｎ ∶ Ｐ
变化范围为 １２． ８３ ～ １９． ６６、１０２． ０８ ～ ２１６． ５９、６． ３７ ～
１４．３９，平均值为 １６．５９、１７８．４４、１０．９９。 其中，老鼠簕

的 Ｃ ∶ Ｐ、Ｎ ∶ Ｐ 显著低于其他 ３ 种植物（Ｐ＜０．０５）。
秋茄、木榄、桐花树各器官的 Ｃ ∶ Ｎ 均表现为

根＞茎 ＞ 叶， 叶的 Ｃ ∶ Ｎ 与根、 茎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秋茄、桐花树、老鼠簕的 Ｃ ∶ Ｐ 均表现为

茎略大于根、叶，老鼠簕的茎与根、叶 Ｃ ∶ Ｐ 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秋茄、桐花树的茎与根、叶 Ｃ ∶ Ｐ 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４ 种植物 Ｎ ∶ Ｐ 均表现为叶＞茎＞
根，且叶与根、茎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４
种植物茎的 Ｃ ∶ Ｎ ∶ Ｐ 值最高，为 ２３９ ∶ ５ ∶ １；根的

Ｃ ∶ Ｎ ∶ Ｐ为 １８７ ∶ ４ ∶ １，两者均高于叶片（１５１ ∶ ９ ∶ １）
的化学计量比。
２ ３　 ４ 种植物各器官生态化学计量比的变异

４ 种植物不同器官 Ｃ、Ｎ、Ｐ 含量及其计量比的

变异特征不同（表 ２）。 不同器官的 Ｃ 含量变异系数

较小，均低于 １７％，其中桐花树、老鼠簕均表现为根＞
叶 ＞茎；整体来看，各器官Ｎ含量的变异系数高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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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种植物不同器官的 Ｃ、Ｎ、Ｐ 含量及 Ｃ ∶ Ｎ ∶ Ｐ 化学计量特征
Ｆｉｇ．１　 Ｃ， Ｎ，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 ∶ Ｎ ∶ Ｐ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不同大写字母代表不同树种同一部位之间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同一树种不同部位之间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２　 不同器官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变异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林分类型 器官 ＣＶ （％）

Ｃ Ｎ Ｐ Ｃ ∶ Ｎ Ｃ ∶ Ｐ Ｎ ∶ Ｐ
秋茄 根 ６．９６ １８．３２ ９．５３ ２７．４４ １１．５５ ２０．４１
Ｋ． ｃａｎｄｅｌ 茎 ５．２２ ４４．９８ １９．８２ ３９．９７ ２３．２９ ２４．３６

叶 ０．０３ ６．８６ ０．３５ ９．４７ ２．９０ ７．０７
木榄 根 １．２２ ２６．６１ １８．０３ ３０．４９ １７．９７ ３９．１１
Ｂ． ｇｙｍｎｏｒｒｈｉｚａ 茎 ０．７０ ４２．５０ ２８．７５ ４４．０７ ２８．６６ １５．１３

叶 ９．９９ １３．３２ １０．６３ １５．０７ １９．５９ １５．２８
桐花树 根 １２．５９ ２６．６１ ２２．０１ ２９．１９ １９．５７ ５０．７３
Ａ．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茎 ３．０３ ５．０９ １９．７１ ２．４７ １６．９８ １８．３９

叶 ６．５３ １１．３１ ６．２４ ４．５９ ８．１０ １２．２３
老鼠簕 根 １６．６５ ５８．７３ ３３．０６ ５６．９５ １３．８３ ３４．１３
Ａ．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茎 ５．５２ １９．６３ ６．９０ １８．９１ ４．４４ １６．４０

叶 １２．６５ ９．３７ ３９．０１ ８．１９ ３５．３２ ４３．７４

的变异系数，且秋茄、木榄、老鼠簕均表现为根、茎大

于叶，其中老鼠簕的根的变异系数高达 ５８． ７３％；
Ｐ 含量的变异系数基本介于 Ｃ、Ｎ 之间，且秋茄、木
榄、桐花树均表现为根、茎大于叶。 不同树种各器官

Ｃ ∶ Ｎ变异系数差异较大，排序为根、茎大于叶，其中

老鼠簕根的 Ｃ ∶ Ｎ 变异系数达 ５６．９５％。 不同器官

Ｎ ∶ Ｐ的根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２０％，其中桐花树的根

的变异系数达 ５０．７３％。

３　 讨　 论

３ １　 红树植物叶片的 Ｃ、Ｎ、Ｐ 含量及化学计量比特征

叶片的养分含量可以表征植物的营养状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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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是土壤性质、水分供应等诸多环境因子共

同作用的结果（吴锡麟等，２０１１）。 ４ 种红树植物叶

Ｃ 含量均值为 ３４５．４１ ｍｇ·ｇ－１，低于亚热带地区陆生

树种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和闽楠（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ｉ）的叶片 Ｃ 含量（４７７．９３ 和 ４８４．４８ ｍｇ·ｇ－１）
（林喜珀等，２０１６），也低于滨海沙地防护林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和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
ｌｉａ）的叶片 Ｃ 含量（５０３．１９ 和 ５１５．８０ ｍｇ·ｇ－１） （邱
岭军等，２０１７）。 红树植物生长在海岸潮间带，涨潮

时被海水浸润，淹水环境会造成植物叶水势下降，叶
绿素结构被破坏，参与光合作用的酶活性下降，使光

合产物的运输能力降低。 此外，海岸潮间带的高盐、
海水浸淹环境会引起植物气孔关闭，限制气体扩散，
导致根部缺氧，从而抑制了植物的光合作用（ Ｉｓｌ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Ａｈｍ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卢妍，２０１０；Ｂａｉｓａｋ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光合速率降低，干物质积累减少，从
而导致红树植物叶片 Ｃ 含量较低。 有研究表明，叶
Ｃ 含量高的植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抵御外界干扰的能

力（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红树

植物的叶片 Ｃ 含量相对较低，说明这 ４ 种红树植物

碳固持和抵御外界环境的能力相对较弱。 与陆生植

物相比，４ 种植物叶 Ｐ 含量均值高于 Ｈａｎ 等（２００５）
和任书杰等（２００７）研究的中国陆地植物叶片 Ｐ 含

量均值（１．２１、１．２８ ｍｇ·ｇ－１），这可能与红树植物的

特殊生境和其独有的生长特性有关。 红树林处于河

口土壤沉积区，土壤中 Ｐ 含量相对较高，为植物提

供了充足的 Ｐ 源（何琴飞等，２０１７）。 也有研究表

明，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植物

对土壤中养分的吸收表现为上升趋势 （余泺等，
２０１１），故红树林的土壤环境可能会促进植物对养

分的吸收。 此外，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自身的根系有

效地网罗有机碎屑、固定和沉积污染物，增加了其获

取养分的途径，加之发达的根系也便于植物从土壤

中吸收养分，导致红树植物叶片 Ｐ 含量较高（何琴

飞等， ２０１７）。 ４ 种植物根的 Ｐ 含量均值 （ １． ５０
ｍｇ·ｇ－１）高于全球植被的平均水平（１．１０ ｍｇ·ｇ–１）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证实了上述观点。 ４ 种植物

的 Ｎ、Ｐ 含量均值分别为 ２１．３９、２．２８ ｍｇ·ｇ－１，高于

中国湿地植物叶片的 Ｎ、Ｐ 含量均值（１６． ０７、１． ８５
ｍｇ·ｇ－１）（胡伟芳等，２０１４）。 研究区植物叶片 Ｎ、Ｐ
含量相对较高可能与红树植物和真菌的互做密切相

关。 有报道指出，该研究区红树植物高比例受丛枝

菌根真菌的侵染（吴勇，２０１３）。 菌根扩大了红树植

物对养分的吸收范围，并且将基质中不溶状态的营

养变为可溶状态，从而提高了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和

利用效率（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此外，温度对叶片养分

含量也有一定影响。 本研究采样时间为 ９ 月，温度

的升高会提高养分在土壤中的移动速度及根系对养

分的利用效率，进而影响了植物叶片的养分含量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植物叶片 Ｃ ∶ Ｎ、Ｃ ∶ Ｐ 表征植物吸收营养时同

化 Ｃ 的能力，可以反映植物对养分的利用效率以及

植物生长速率的快慢，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王
维奇等，２０１１）。 ４ 种植物叶的 Ｃ ∶ Ｎ、Ｃ ∶ Ｐ 均值

（１６．５９和 １７８． ４４）均低于全球植物叶片的 Ｃ ∶ Ｎ、
Ｃ ∶ Ｐ平均水平 （ ２２． ５０ 和 ２３２． ００） （ Ｅｌｓ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叶片的 Ｎ ∶ Ｐ 反映 Ｎ 和 Ｐ 供给状况的有效

性，可以判断环境对于植物生长的养分供应状况和

植物的生长速率（曾冬萍等，２０１３）。 ４ 种植物叶的

Ｎ ∶ Ｐ 均值为 １０．９９，高于中国湿地植物（胡伟芳等，
２０１４）和广西北仑河口 ４ 种红树植物（黎洁，２０１７）
的 Ｎ ∶ Ｐ 均值（８．６７ 和 １０．４７）。 不同湿地生境的植

物受限制状况不同，一般认为 Ｎ ∶ Ｐ＜１０ 或 １４ 反映

植物受 Ｎ 限制（曾冬萍等，２０１３），Ｎ ∶ Ｐ＞１６ 或 ２０ 反

映植物受 Ｐ 限制（Ｖｅｒｈｏｅｖ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研究区

植物的 Ｎ ∶ Ｐ＜１４，表明植物受 Ｎ 限制较为严重，这
与黎洁（２０１７）对广西北仑河口红树植物限制性元

素的研究结果一致。 该研究区表现为 Ｎ 限制，这可

能是因为红树林较陆生植物具有较高的 Ｐ 含量（胡
伟芳等，２０１４），导致其 Ｎ ∶ Ｐ 较低，进而表现为 Ｎ 限

制；此外，高的 Ｎ 沉降速率及较高的 Ｎ 输入会导致

生态系统的固 Ｎ 能力下降，损失 Ｎ 量超过其输入

量，进而影响到研究区的营养状态 （吕超群等，
２００７）。
３ ２　 ４ 种红树植物 Ｃ、Ｎ、Ｐ 含量及化学计量特征的

器官间差异

不同器官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同一植物不同器官间的 Ｃ、Ｎ、Ｐ 含量存在明显差

异（史军辉等，２０１７）。 本研究发现，４ 种红树植物不

同器官 Ｃ 含量整体表现为茎、叶＞根。 叶片是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同化物质在叶片中积累

较多，并通过输导组织传输到茎，从而使得植物叶片

和茎中 Ｃ 含量较高（潘岩等，２０１２；罗艳等，２０１６）。
４ 种红树植物的 Ｎ、Ｐ 含量整体表现为叶＞茎＞根。
叶片既是植物的同化器官，也是植物重要的养分储

存器官，且植物为满足自身生长需要，将体内大量养

５４０１樊　 月等：四种红树植物根茎叶的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分传递给叶片，叶片通过根、茎转移供给的流动性元

素 Ｎ、Ｐ 含量较充足，使得叶片中 Ｎ、Ｐ 的贮量较大

（赵亚芳等，２０１４）。 红树植物的根系具有适应环境

的特化形态，如坚实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各种形式

的呼吸根，根系所吸收的营养元素既要供给自身的

复杂根系（关超，２０１６），也要输出大量养分以维持

地上部分的生长（徐云姬等，２０１６），故根系中的 Ｎ、
Ｐ 含量相对较少。 王维奇等（２０１１）对闽江河口芦苇

湿地根茎叶的化学计量特征研究表明，芦苇湿地 Ｃ
含量表现为在根中最小，Ｎ、Ｐ 含量表现为叶＞茎＞
根，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湿地植物在生

长过程中不同器官具有相似的分配特征。
４ 种植物中，老鼠簕根、叶的 Ｐ 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 ３ 种植物，茎的 Ｐ 含量虽与其他 ３ 种植物差异性

不显著，但也略大于其他 ３ 种植物。 本研究中，秋
茄、木榄（显性胎生）和桐花树（隐形胎生）均为胎生

红树，而老鼠簕为非胎生红树（张留恩等，２０１１）。
胎生红树植物的胚乳细胞特化出转运组织，养分通

过转运细胞得以从种皮向胚转运 （周晓旋等，
２０１６）。 胎生苗在母体生长过程中，这种转运组织

也存在于连接幼苗和母体的基部组织最外层。 为了

实现胚乳的大量生长和下胚轴的伸长，以便适时突

破种皮而后脱离母体，胎生苗需要大量的养分供给

（Ａｌｕ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Ｐ 作为在植物体内移动性较强

的元素，在胎生苗发育过程中通过转运组织大量输

送给胚胎，这可能是胎生红树根、茎、叶器官中 Ｐ 含

量较非胎生植物低的一个原因。
３ ３　 ４ 种植物各器官生态化学计量比的变异

４ 种植物各器官的 Ｃ 含量变异系数均较小，均
低于 １７％，其中桐花树、老鼠簕均表现为根＞叶＞茎。
各器官 Ｃ 含量变异小可能是由于植物主要是通过

光合作用来吸收 Ｃ，使植物体内的 Ｃ 含量在一定水

平内保持稳定；各器官 Ｎ、Ｐ 含量的变异系数相对较

高，且秋茄、木榄、老鼠簕均表现为根、茎的变异系数

大于叶，其中根的变异系数最高可达 ５８．７３％。 根是

植物进行养分吸收和转运的重要器官，在植物生长

缓慢期，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在根中储存，此阶

段植物根系的养分含量较高；而在生长旺盛期，根系

需要大量输出养分供给植物生长所需，并且需要维

持红树植物自身较发达根系的生长，此阶段植物根

部的养分含量较低，故植物根系的变异系数较大可

能受植物生长阶段的影响（赵亚芳等，２０１４）。 此

外，根系的养分含量主要从土壤中吸收，研究区土壤

受不规则半日潮影响导致干湿显著变化，土壤中可

溶性养分会随着水体发生迁移和流失，因此红树植

物根系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大，对环境变化十分敏

感（郑艳明等，２０１３；陈婵等，２０１６）。 不同树种各器

官 Ｃ ∶ Ｎ 变异系数差异较大，总体表现为根、茎＞叶，
其中老鼠簕根的 Ｃ ∶ Ｎ 变异系数高达 ５６．９５％。 不

同器官 Ｎ ∶ Ｐ 的根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２０％，其中桐

花树的根的变异系数达 ５０．７３％。 总体来看，本研究

中 ４ 种红树植物根茎叶的 Ｃ、Ｎ、Ｐ 及 Ｃ ∶ Ｎ 变异系

数表现为根、茎＞叶，且 Ｃ 的变异系数小，Ｎ、Ｐ 及

Ｃ ∶ Ｎ的变异系数较大。 ４ 种红树植物中，老鼠簕根

Ｃ、Ｎ、Ｐ 与叶 Ｃ、Ｐ 的变异系数均大于其他 ３ 种植物。
有研究表明，非胎生植物体内的脱落酸含量高于胎

生植物，脱落酸会促进种子脱水休眠，休眠期植物的

组织代谢相对减少（周晓旋等，２０１６），会引起营养

元素吸收和转运的变化。 此外，与非胎生植物相比，
胎生植物在脱离母体时已经是相对完整的幼苗，具
备高度适应海岸潮间带环境的形态生理特征，对外

界环境的适应性相对较强（Ｋａｄｏｙ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故
胎生植物秋茄、木榄、桐花树的变异相对较小。

４　 结　 论

研究区红树植物的叶片 Ｃ 含量较低，Ｎ、Ｐ 含量

相对偏高。 植物化学计量特征 Ｎ ∶ Ｐ＜１４，表明植物

较大程度受 Ｎ 限制；４ 种红树植物不同器官 Ｃ 含量

整体表现为茎、叶＞根，Ｎ、Ｐ 整体表现为叶＞茎＞根。
４ 种植物中，老鼠簕根、叶的 Ｐ 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植物，茎的 Ｐ 含量略高于其他 ３ 种植物；４ 种红树

植物根茎叶的 Ｃ、Ｎ、Ｐ 及 Ｃ ∶ Ｎ 变异系数表现为根、
茎＞叶，且 Ｃ 的变异系数小，Ｎ、Ｐ 及 Ｃ ∶ Ｎ 的变异系

数较大。 老鼠簕根 Ｃ、Ｎ、Ｐ 与叶 Ｃ、Ｐ 的变异系数均

大于其他 ３ 种植物。
本研究考察了 ４ 种红树植物不同器官的 Ｃ、Ｎ、

Ｐ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关系，考虑到影响红树植物生

长发育的因素有很多，若要探明红树植物对环境变

化的适应机制，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分析红树植

物根、茎、叶和土壤的养分含量及化学计量比的季节

性动态变化，以便较全面地揭示红树植物养分元素

的调控机制，对提高红树林的经营和管理措施提供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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