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2017, 25(5): 429 ~ 437 

Journal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Botany   

 

收稿日期: 2017-2-13        接受日期: 2017-05-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1058);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PTJH1500205); 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01505009-4)资助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e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 41301058), the Open Project of Forest Park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in State Forestry Bureau (Grant No. 41301058), and the Special Projects for Science Research of Ocean Public Welfare in State Ocean Bureau 

(Grant No. 201505009-4). 

作者简介：黄柳菁(1985~ )，女，博士，主要从事植被生态学方面的研究。E-mail: huanglj@fafu.edu.cn 

* 共同第一作者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xzliu@fafu.edu.cn 

 

 

 

 

大陆性海岛野生植物功能性状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以平潭岛为例 
 

黄柳菁 1*
, 张增可 1*

, 郑俊鸣 1
, 黄少君 2

, 林丽丽 1
, 王齐 1

, 邓传远 1
, 

刘兴诏 1**
 

(1.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 园林学院(合署), 福州 350002；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探讨海岛植物功能性状的演变机制, 对福州市平潭岛和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生植物功能性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平潭岛和公园植物的共有科占总科数的 63%，共有种占总种数的 19%。海岛植物为适应强风、干旱、贫瘠的环境，以草本

植物为主，占 65.75%。海岛植物的叶级明显小于大陆植物，叶被毛植物占 62.39%，并呈木质化和肉质化特征。海岛植物的

繁殖能力提高，海岛植物花期长于大陆，以 r-繁殖策略为主。海岛植物的传播能力提高，颖果和瘦果比例高于大陆植物，而

核果和浆果比例相反；微型果为 79.20%，以风力和蚁类传播为主。总体而言，大陆性海岛与大陆野生植物具有相同起源, 海

岛植物为适应脆弱的生态环境，其适应-繁殖-传播相关的功能性状发生演变，呈现出适应能力增强、繁殖和传播能力提高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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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was to discuss the evolvement mechanism of plant functional traits in island, the functional 

traits of wild plants in Pingtan Island and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mmon families of wild plants in Island and continent accounted for 63% of total families, and common species 

accounted for 19% of total species. Herbaceous plants in island accounted for 65.75% of total plants for adapting 

to strong wind, drought and barren environment. The leaf-size class of island plants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continental plants. The plants with hairy leaves accounted for 62.39% of total plants in island, and tended to be 

lignified and succulent. Island plants mainly adapt r-reproductive strategy with high reproductive ability. The 

florescence of island plants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continental plants. The spreading ability of island plants 

improved with high caryopsis and achene proportion, while drupe and berry proportion was low. The mini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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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ed for 79.20% of total plants in island. The main dispersal mode of island plants tended to be wind force 

and heterogyna. In general, the wild plants in island and continental had the same origin; however, to adapt to 

fragile island eco-environment, the functional traits of island plants related with adaption-reproduction-dispersal 

ability had been evolved, showing strong adaptability to radiation, improved reproductive ability and 

spreading ability. 

Key words: Functional trait; Wild plant; Continental Island; Pingtan Island 

 

海岛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生态系统，由于特

殊的地理位置、有限的面积和显著的地理隔离，阻

碍了物种交流，使其在小面积内分布大量的特有

种，成为生物学研究的自然实验室[1−2]。资源短缺、

自然灾害、人为干扰、气候变化对海岛生态系统的

植被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导致海岛植被种类较少, 

结构单一，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脆弱化且难以恢

复[3]。因此，海岛植被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必须受到重视并予以专门研究。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和脆弱性，植物易受

到异质化生境因子的影响，有较突出的功能性状[2,4]。

植物功能性状(Functional trait)的演变是近年来生态

学研究的热点之一[5]。为适应海岛独特的生态环境，

海岛植物主要有以下功能性状的演变：(1) 适应辐

射的能力增强, 为了适应太阳辐射，夏威夷和加那

利群岛的植物以低矮灌木和叶质较硬的草本为主, 

并高度木质化[6]。(2) 繁殖能力提高，Janice
[7]对南

大洋州植物繁殖系统的研究表明，由于海岛的地理

隔离促进杂交，且雌雄同株 (Hermaphrodite)高达

88.5%。(3) 传播能力降低，Martin
[8]对温哥华群岛

植物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指出植物通过长距离传

播到海岛，由于海岛的面积受限，通过增加果实大

小和重量，降低在海岛上传播的能力。总体而言, 海

岛植物在适应-繁殖-传播进化演变过程中，呈现出

适应辐射能力增强、繁殖能力提高、传播能力下降

的特点。 

海岛分为海洋性岛屿、大陆性岛屿和冲击岛屿

三种类型，以前的研究大多数以温带海洋性气候的

海洋性岛屿为主[6−9]，相对封闭和隔离。针对南亚

热带季风气候的大陆性海岛研究较少，而大陆性岛

屿与大陆的联系更为紧密[10]，岛上植物的结构和功

能性状与海洋性海岛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国内

对海岛植被的研究集中于海岛植物区系及其多样

性[11−13]。本文以大陆性海岛——平潭岛为研究对

象，以相同纬度的、距离较近的大陆森林野生植被

作为参照，探讨二者植物功能性状的分布差异，有

助于了解大陆性海岛植物的适应-繁殖-传播的进化

演变机制，旨在深入探讨海岛野生植物的进化特征

和演变趋势。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以福建省福州市的大陆性海岛——平潭岛为

研究对象，通过卫星影像定位和查阅相关文献，选

择与平潭岛距离较近、纬度相同的大陆野生植物群

落——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参照。 

平潭岛位于福建省东部海域，是福建省的强风

区之一(图 1)，地理位置为 119°32′~120°10′ E, 25° 

15′~25°45′ N，面积 324.12 km²，为全国第五大岛、

福建第一大岛。气候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年均温 19.4℃，年均风速 9.0 m s
−1

, 每年 7 级

以上大风 125 d，7-9 月常受台风影响，年均降雨

天数 131 d，年降水量 1196.2 mm，多集中在 2-6

月 ,  11 月至次年 1 月为旱季，年平均蒸发量  

(1917.4 mm)远远超过降雨量[14]。平潭岛面临风沙

大、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土壤类型

为红壤、风沙土及盐土壤，且土壤全 C、全 P 含量、

N/P、C/P 呈现出距离海岸越近值越小的趋势，而

pH 和土壤盐度呈现相反的趋势，N 在整个海岛上

严重缺乏[15]，导致岛上生境不良，自然植被稀疏, 种

类少，优势种相对明显，群落结构单一，均呈现明

显旱中生特征。同时平潭岛分布较多福州大陆未出

现的植物物种，具鲜明的海滨特色：典型的海岛乡

土植物，如滨柃(Eurya emarginata)、秋茄(Kandelia 

candel)和海滨藜(Atriplex maximowicziana)等。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创建于 1959 年，地理位置

为 119°11′~119°40′ E, 25°57′~26°24′ N，面积为

83.59 km², 气候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

年冬暖夏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日

数 153 d，年降水量 1438.5 mm，多集中在 5-6 月

份，年平均相对湿度 79%，年平均蒸发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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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潭岛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Pingtan Island 

 

1091.6 mm。土壤类型为红壤和山地红壤，土壤 pH

为 5.21，全 N、速效 K、速效 P 含量较高，分别为

0.51 mg kg
−1、53 mg kg

−1、6.24 mg kg
−1[16]。主导风

向为东南风，冬季多为西北风，年均风速 2.8 m s
−1

, 

年均大风 12.9 d。野生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高达 80%以上。 

 

1.2 调查方法 

采用样线调查法研究野生植被资源。根据卫星

影像及查阅基础资料选定林地作为调查对象。在海

岛林地中共设置 24 条调查样线，分别为苏澳镇 5

条、白青乡 3 条、君山林场 5 条、北厝镇 5 条、敖

东镇 6 条，样线长度 0.5~1.8 km，调查面积为  

20 km
2。森林公园由低纬度至高纬度共设置 21 条调

查样线，样线长度 0.5~1.6 km，调查覆盖面积为 

18 km
2。 

样线调查过程中，尽可能当场鉴定并记录所有

野生植物种类、形态特征、生境等信息，对部分不

能当场鉴定的植物制作标本，带回实验室进行鉴

定。标本鉴定依据《中国植物志》[17]、《福建植物

志》[18]、《福建省主要森林植物彩色图鉴》[19]及其

他文献资料。 

所选功能性状对海岛特殊环境的干扰有一定

的敏感性，并且是海岛野生植物普遍特征，与植物

适应海岛辐射、繁殖策略、传播方式相关。 

 

1.3 研究方法 

选择野生植物响应环境的 10 个定性功能性状，

划分为生长型、性系统、开花期、总开花持续时间、

叶质、叶级、有/无被毛、果实类型、果实大小、传

播方式，包括 48 个性状。 

(1) 生长型：按照陈有民[20]对植物生长类型的

分类，划分为乔木、灌木、草本、藤本。 

(2) 叶级：按照 Raunkiaer
[21]的标准，划分为大

型叶、中型叶、小型叶、微型叶。 

(3) 叶质：Paijamans
[22]的标准，划分为革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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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质叶、膜质叶、纸质叶、肉质叶。 

(4) 叶被毛：分为有被毛、无被毛。 

(5) 性系统：划分为雌雄同株和雌雄异株。 

(6) 开花期：早(2-5 月份开花)、中(6-7 月份开

花)、晚(8-10 月份开花)。 

(7) 总开花持续时间：短(花期持续 1 个月左

右)、中(2~3 个月)、长(4 个月以上)。 

(8) 果实类型：根据楼炉焕[23]的标准，划分为

翅果、蓇葖果、核果、荚果、坚果、浆果、瘦果、

蒴果、颖果等。 

(9) 果实大小：根据果径进行分类，大型果≥

3.7 cm，中型果 2.3~3.7 cm，小型果 1~2.3 cm，微

型果≤ 1 cm。 

(10) 传播方式：按照马绍宾[24]的标准，划分为

哺乳动物、风力、蚁类、鸟类、自体。 

 

1.4 数据统计 

参考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野生植物名录 [25]和相

关文献，利用 Excel 表格制作功能性状统计表。 

以每个性状占功能性状的百分比作为分析因

子，利用 SPSS 19.0 进行方差分析，功能性状的差

异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法，显著性水平为 P<0.05; 

海岛和大陆间性状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 (One- 

Way ANOVA)进行分析，以最小显著差异法(LSD)

比较不同组间的差异。 

 

2 结果和分析 
 

2.1 种类组成 

平潭岛和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共有野生植物 46

科 37 属 30 种，其中平潭岛野生植物隶属于 83 科

234 属 327 种，大陆森林公园野生植物隶属 73 科

115 属 158 种。两者共有的科比例高达 63.01%；共

有的属比例为 32.17%；但仅有 30 种共有种，比例

为 18.99%，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功能性状分析才

能揭示二者的差异。 

本研究选择 10 个定性的植物功能性状，48 个

性状特征。根据植物性状与环境的关系，将 10 个

功能性状分为适应环境压力的性状、适应辐射的性

状、繁殖策略相关的性状和二次传播相关的性状。

结果显示：32 个性状特征在海岛和大陆之间存在显

著性差异，其中 12 个为显著差异(P<0.05)，20 个

极显著差异(P<0.01)，说明大陆性海岛和大陆野生

植物的功能性状存在较大的差异(表 1)。 

 

2.2 功能性状的比较 

适应环境压力的功能性状主要是植物生长型。

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的灌木(P=0.035)和草本(P=  

0.013)比例有显著差异，乔木(P=0.003)和藤本(P= 

0.006)比例存在极显著差异(表 1)。海岛中乔木、灌

木、藤本比例均低于大陆，而草本明显高于大陆, 占

绝对优势，达 65.75%。 

适应辐射、水分、土壤盐渍化压力的功能性状

主要有叶级、叶质和叶有无毛。海岛和大陆野生植

物的叶级具有显著差异(表 1)，微型叶达显著差异

(P=0.025)，中型叶达极显著差异(P=0.004)。海岛

植物的小型叶和中型叶比例低于大陆，而微型叶高

于大陆，海岛和大陆植物均以中型叶为主，但差异

大，分别为 52.53%和 74.01%。海岛和大陆野生植

物的叶质具有显著差异(表 1)，草质叶和肉质叶达极

显著差异(P=0.001)，海岛的草质叶和肉质叶高于大

陆。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的叶被毛情况具有显著差

异(表 1)，有被毛的 P=0.022，而无被毛的 P=0.02。

海岛野生植物中叶有被毛(62.39%)的远远高于大

陆，而大陆植物叶无被毛的占主导(67.72%)。 

与植物繁殖策略有关的功能性状包括性系统、

开花期和总花期持续时间。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的

性系统无显著差异(表 1)，均以雌雄同株为主，而海

岛雌雄同株(89.3%)大于大陆的(85.44%)。海岛和大

陆野生植物的开花期有显著差异(表 1)：8-10 月开

花的晚花期植物有极显著差异(P=0.005)，且海岛的

(19.57%)大于大陆的(5.70%)。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

的总开花持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表 1)，总开花持续

时间短的植物有显著差异(P=0.023)，海岛植物花期

以中(51.68%)和长(25.99%)为主，而大陆植物花期

以短(39.24%)和中(39.24%)为主，总体而言，海岛

花期持续时间长于大陆。 

与植物传播能力有关的功能性状包括果实类

型、果实大小和传播方式。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的

果实类型有显著差异(表 1)，荚果(P=0.042)存在显

著差异，坚果(P=0.007)、浆果(P=0.007)、瘦果(P= 

0.002)、颖果(P=0.002)存在极显著差异。海岛植物

中核果和浆果比例明显低于大陆，而颖果和瘦果高

于大陆。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的果实大小具有显著

差异(表 1)，小型果(P=0.016)和微型果(P=0.041)存

在显著差异，大型果(P=0.003)和中型果(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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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潭岛和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野生植物的功能性状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 of functional traits of wild plants between Pingtan Island and National Forest Park of Fuzhou 

 
功能性状 

Functional traits 

性状 

Trait 

平潭岛 

Pingtan Island 

森林公园 

Forest Park 
P 

环境压力 

Environment stress 

生长型 Growth form 乔木 Tree 6.42(21) 19.62(31) 0.003
**

 

灌木 Shrub 21.71(71) 35.44(56) 0.035
*
 

草本 Herb 65.75(215) 29.75(47) 0.013
*
 

藤本 Liana 6.12(20) 15.19(24) 0.006
**

 

辐射 

Radiation 

叶级 Leaf-size class 大型叶 Macrophyll 0.61(2) 0.63(1) 0.842 

中型叶 Mesophyll 14.68(48) 41.14(65) 0.004
**

 

小型叶 Microphyll 74.01(242) 52.53(83) 0.108 

微型叶 leptophyll 10.70(35) 5.70(9) 0.025
*
 

叶质 Leaf texture 草质 Herbaceous 15.90(52) 0.63(1) 0.001
**

 

革质 Coriaceous 37.61(123) 38.61(61) 0.876 

膜质 Membranous 5.20(17) 2.53(4) 0.017
*
 

肉质 Fleshy 1.22(4) 0.00(0) 0.001
**

 

纸质 Papyraceous 40.06(131) 58.28(92) 0.073 

叶毛 Leaf hair 有毛 Pubescent 62.39(204) 32.28(51) 0.022
*
 

无毛 Hairless 37.61(123) 67.72(107) 0.02
*
 

繁殖策略 

Reproductive strategy 

性系统 Sexual system 雌雄同株 Hermaphrodite 89.30(292) 85.44(135) 0.793 

雌雄异株 Bioecy 10.70(35) 14.56(23) 0.117 

开花期 Florescence 早 Early 39.14(128) 53.16(84) 0.119 

中 Middle 41.28(135) 41.14(65) 0.984 

晚 Late 19.57(64) 5.70(9) 0.005
**

 

花期 Duration of flowering 短 Short 22.32(73) 39.24(62) 0.023
*
 

中 Middle 51.68(169) 39.24(62) 0.167 

长 Long 25.99(85) 21.52(34) 0.305 

传播能力 

Dispersal ability 

果实类型 Fruit type 胞果 Utricle 2.45(8) 0.00(0) 0.001
**

 

翅果 Samara 0.61(2) 3.80(6) 0.001
**

 

分果 Schizocarp 0.00(0) 1.90(3) 0.001
**

 

蓇葖果 Follicle 2.14(7) 5.06(8) 0.006
**

 

核果 Drupe 12.54(41) 18.99(30) 0.056 

荚果 Legume 6.42(21) 10.13(16) 0.042
*
 

坚果 Nut 9.17(30) 3.16(5) 0.007
**

 

浆果 Berry 6.73(22) 15.82(25) 0.007
**

 

梨果 Pome 0.00(0) 0.63(1) 0.001
**

 

角果 Silique 0.92(3) 0.00(0) 0.001
**

 

聚合果 Aggregata fruit 0.31(1) 0.00(0) 0.001
**

 

聚花果 Collective fruit 0.61(2) 0.00(0) 0.001
**

 

球果 Cone 0.92(3) 0.63(1) 0.088 

瘦果 Achene 16.82(55) 5.06(8) 0.005
**

 

蒴果 Capsule 24.46(80) 33.54(53) 0.11 

颖果 Caryopsis 15.90(52) 1.27(2) 0.002
**

 

传播方式 Dispersal mode 哺乳动物 Mammalian 6.42(21) 29.11(46) 0.002
**

 

风 Wind 33.64(110) 18.35(29) 0.027
*
 

蚁类 Mymecochory 30.89(101) 16.46(26) 0.024
*
 

鸟 Ornithochory 22.63(74) 27.22(43) 0.297 

自体 Autochorous 6.42(21) 8.86(14) 0.106 

果实大小 Fruit size 大型果 Big fruit 4.89(16) 15.82(25) 0.003
**

 

中型果 Middle fruit 2.45(8) 11.39(18) 0.002
**

 

小型果 Small fruit 13.46(44) 25.32(40) 0.016
*
 

微型果 Minimal fruit 79.20(259) 47.47(75) 0.041
*
 

括号内为植物种数, *: P< 0.05; **: P< 0.01。 

The number of species is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0.05; **: P< 0.01. 

 

存在极显著差异，海岛植物的大型果、中型果、小

型果比例低于大陆，但微型果显著高于大陆，占

79.20%，即海岛植物的果实较小。海岛和大陆野生

植物的传播方式具有显著差异(表 1)，以风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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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和蚁类(P=0.024)传播的存在显著差异, 哺乳

动物传播的有极显著差异(P=0.002)。海岛野生植物

中以蚁类和风传播的比例高于大陆，哺乳动物传播

的低于大陆，可见，海岛植物以风力传播为主, 大

陆植物以哺乳动物为主。 

 

3 讨论和结论 
 

3.1 海岛植物生长型的演变机制 

本研究表明，植物的生长型在海岛和大陆间有

显著差异 (P<0.05)，海岛野生植物以草本为主

(65.75%)，大陆以灌木(35.44%)和草本(29.75%)为

主，海岛野生植物的株高低于大陆植物，这是因为

平潭岛野生植物多以草本为主。平潭岛所属区域有

较强风力，受东北信风和东北季风叠加和海峡―颈

束‖地形的影响，风速再度加强，年平均风速 

9.0 m s
−1，7 级以上大风有 125 d

[3]。低矮草本比较

高的乔、灌木更容易适应这种强风的环境，因此, 平

潭岛植被以低矮草本为主。广东南澳岛、上海大金

岛等野生植物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26−27]。平潭岛气

候干燥、水资源缺乏，且整个海岛土壤严重缺乏

N, 土壤 C、P 含量、N/P、C/P 距离海岸越近越小、

pH 和土壤盐度则距离海岸越近越大，导致滨海滩

涂土壤贫瘠、养分缺乏、盐渍化严重[15,28]。在这种

恶劣的环境中，乔、灌木无法良好生长，而草本具

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长良好。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相吻合，千岛湖上以草本最为常见，主要为禾本

科(Gramineae)和菊科(Compositae)
[10]

; 蛋坨子岛土

层较薄，不适合高大乔木生长，多为草本植物[29]
; 达

尔文[30]调查Tasmania海岛, 认为贫瘠的土壤只能支

撑低矮灌木和叶质较硬的草本生长。 

 

3.2 植物叶特性的演变机制 

海岛植物主要受太阳辐射影响外，还受到水

分、土壤等因子的影响，有较多性状发生演变，主

要表现在叶片上。本研究中海岛植物叶特性上表现

出 3 种类型，(1) 保护型：植物以有利于减少水分过

度蒸腾、阳光强烈照射来适应干旱贫瘠的环境[31]
, 如

山莓(Rubus corchorifolius)、花椒属(Zanthoxylum)植

物枝上长满了皮刺，翻白草(Potentilla discolor)、蓟

属(Cirsium)植物的茎或叶密被白色绵毛，老鼠艻

(Spinifex littoreus)叶质坚硬且厚，以反射阳光和阻止

水分丧失，甜根子草(Saccharum spontaneum)、盐地

鼠尾粟(Sporobolus virginicus)、沟叶结缕草(Zoysia 

matrella)、中华结缕草(Zoysia sinica)等的根状茎木

质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耐干旱、耐贫瘠、耐盐碱

的能力。本研究中海岛植物叶有被毛的高达

62.37%，而大陆植物叶无被毛的 67.71%，植物叶有/ 

无被毛在海岛和大陆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海

岛植物被毛发达，以减少水分蒸腾，充分证明这些

植物特征有利于适应平潭岛辐射、干旱、土壤贫瘠

的生态环境。(2) 节约型：以最大限度减少植物暴露

面积，从而减少对辐射的直接接触和水分的蒸腾[31]，

如茅膏菜属(Drosera)植物常叶片退化，具有根的功

能，风毛菊属(Saussurea)植物茎矮小，有时退化至

无茎。本研究中海岛植物叶级以小型叶为主

(74.01%)，有利于减少植物的裸露面积，来适应平

潭岛强辐射和干旱环境。(3) 忍耐型：通过叶肉细

胞大量贮存水分和特有内含物，提高保水、保肥能

力来抵抗气候干旱、土壤贫瘠的胁迫。本研究表明，

海岛植物与大陆植物具肉质叶的存在极显著差异

(P=0.001)，海岛肉质叶植物高于大陆，如景天属

(Sedum)、番杏属(Tetragonia)植物、厚藤(Ipomoea 

pescaprae)常有肥厚、肉质的茎和叶。与 Jorgensen

等[6]对加那利群岛的研究结果一致，加那利群岛有

42 种特化肉质叶景天科(Crassulaceae)植物。这些叶

片特征是为适应平潭岛干旱、土壤贫瘠环境，尤其

是滩涂区域严重缺乏 C、N、P 含量，盐度大而演

变的。 

 

3.3 植物繁殖策略的演变机制 

平潭岛植物中雌雄同株比例高达 89.3%，而雌

雄异株仅占 10.7%，符合 Baker 规律，即雌雄同株

能够自花授粉，具有建立海岛种群的优势[32]。Janice
[7]

报道南大洋州雌雄同株植物比例高达 88.5%，雌雄

异株只占 7.1%。雌雄同株可以同时作为花粉受体和

供体，在植物受到传粉限制的情况下保障其雌雄适

合度[33]。而雌雄异株是严格异花授粉，大多数需依

赖传粉者才能进行有性繁殖。在自交无法进行的环

境下，海岛植物可以借助延长花期，花期的长短关

系到繁殖成功的机率[34]，本研究中海岛植物总开花

持续时间在 3~4个月和 4个月以上比例高于大陆植

物，从而增加了海岛植物的繁殖机率，花期是影响

植物繁殖成功的重要性状，长花期具有繁殖保障机

制[35]。海岛植物的开花期比大陆的晚，有关研究表

明，温度高的环境促使植物提前开花，在干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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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导致植物花期延迟[36]。这与平潭岛平均温度比大

陆低、较干旱的特点相适应。此外，平潭海岛植物

以 r-繁殖策略为主，植物个体能产生大量小而轻的

种子，如软叶水蓼(Polygonum hydropiper)、海滨藜

(Atriplex maximowicziana)、土荆芥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益母草(Leonurus artemisia)、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鼠尾粟(Sporobolus fertilis)等的繁殖

速率高，发育速率快，与后代的死亡率和群体密度

无显著关系。 

 

3.4 海岛植物传播能力的演变机制 

本文为了探讨植物在海岛上传播能力发生的

演变机制，分析了果实类型、果实大小、传播方式

功能性状，本研究结果表明，海岛植物和大陆植物

传播能力中的 5 个性状存在显著差异(P<0.05)，15

个性状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海岛植物以颖果

和瘦果为主，核果和浆果较少，而大陆植物与之相

反；微型果在海岛植物中所占比例较高(78.2%)，与

大陆植物存在显著差异(P<0.05)；海岛植物传播方

式以风力和蚁类传播为主(64.49%)，大陆主要以哺

乳动物和鸟类传播为主(56.33%)。这首先是因为平

潭岛植物以草本为主，而草本植物的果实多为较小

的颖果、瘦果和蒴果，乔木、灌木、藤本植物的多

以核果和浆果为主[37]；其次，由于平潭岛生态环境

较差，动物较少，而风力强劲，所以借助风力传播

的植物较多。海岛植物传播能力增强，干燥有风的

环境有利于较小种子进行风传播，而且植物产生小

种子比大种子的数量多，传播距离较远，因此扩大

了植物的传播范围[37−39]。小笠原群岛和萨摩亚群岛

上通过风传播的物种比例高达 40%，可能是该区域

受太平洋盛行西风的影响[39]。但也有研究表明，夏

威夷海岛植物果实增大和重量增加、减少冠毛数

量，导致传播能力降低[7−8]，可能是因为夏威夷岛

是海洋性岛屿，而平潭岛属于大陆性岛屿，由于地

理隔离程度不一样，导致传播方式不同。 

总体而言，大陆性海岛和大陆野生植物存在显

著差异，这归因于大陆性海岛与大陆存在地理隔

离，又因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致使海岛野生植物

在进化过程中提高了适应-繁殖-传播能力，其相关

功能性状发生演变。海岛野生植物生长型以草本为

主，叶小且被毛、高度木质化和肉质化，以雌雄同

株为主，花期相对较长，r-繁殖策略占主导，果实

小而轻，以风力传播为主。大陆性海岛野生植物发

生这些演变现象，反映海岛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表

明植物功能性状与其生态系统密切相关，掌握植物

功能性状的演变机制，将有助于应对在自然灾害和

人类活动干扰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植物功能性状演

替偏途化带来的群落结构简单、功能多样性下降和

生态系统单一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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