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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湿地优势植物区系特征研究

莫训强, 李洪远, 郝 翠, 孟伟庆, 梁耀元, 李端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污染过程与基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071)

摘 要: 应用植物区系地理学的基本原理,采用样方调查和标本采集等方法,对天津市滨海新区湿地植被的

科、属、种和地理成分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区植物共有 46 科 135 属 232 种。优势科现象明显,单种

属数量多,其中菊科( Compositae) , 禾本科(Gramineae) , 豆科( Leguminosae) , 藜科(Chenopodiaceae) ,蓼科( Po-

lygonaceae)等5 个较大科的种子植物构成了天津滨海新区湿地植物区系的主体。研究区域内湿地植物区系

成分中世界分布属为多,达 38 属,占属总数的 28. 36%,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湿地植被的隐域性特征;其次

是泛热带分布和北温带分布, 分别占属总数的 20. 90%和 15. 67% ;盐生植物占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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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inant Plants in Tianjin Coastal New Area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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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ing the principle of geobotany and the sam pling methods and specim en co llect ion, the area-l types

of fam ilies and genera and the geogr aphic elements o f genera are analy zed thr ough primary surv ey o f the

plants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 ea. T he invest ig ated 232 species belong to 46 fam ilies and 135 genera, indica-

t ing edificators, dom inant species, and main accompanying species. A mong these plants, Comp osi tae, Gr a-

mineae, L eguminosae, Chenop odiaceae and Polygonaceac are of m ost im po rtance. In v iew o f the plant m or-

pholog ical char acterist ics, the w et land plants in the area have 14 ar ea-l types, among w hich 38 genera occup-

y ing 28. 36% o f the total belong to cosmopolitan-areal type and this appar ent ly indicates that the w etland

plants are universal in geographical distr ibution. Pantropic-areal types and no rth tem perate- areal types occu-

py 20. 90% and 15. 67% of the to tal, respect iv ely . The halophytes have dist inct advantages.

Keywords: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floral characteristic; wetland

我国植物区系( f lora)的研究工作开始得较早[ 1] ,

目前已在国内各大区域及重要区位地段
[ 2-5]
取得了许

多重要研究成果。湿地植被是湿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

最基本的部分,对生物多样性水平和湿地环境净化功

能有重大贡献
[ 6-7]

;然而对于湿地植被的植物区系专题

研究尚少,现已成为植物生态学的优先研究领域[ 8]。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不合理开发,世界范围

内普遍存在湿地退化现象如严重的生产力下降、生物

多样性降低和环境净化功能下降等 [ 9-10]。天津市滨

海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区

范围内湿地也显著地存在着湿地面积缩减和破碎化

等问题,湿地植被面临减少和消失等重大威胁 [ 11]。

研究滨海新区湿地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特征旨在

得到和保存其本底信息,明确其种的空间分布特征;从

而有利于有针对性地保护湿地植被,有利于指导退化

湿地植被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工程物种的选择、群落植

物种的合理配置等[ 12] ,对于实现天津滨海新区湿地植

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天津市滨海新区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海河流域下

游,濒临渤海;地处京津冀和环渤海湾城市带的交汇

处,包括塘沽、汉沽、大港 3 个行政区的全部, 东丽和

津南的部分区域及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

津港保税区等 7个功能区, 总面积2 270 km2 , 海岸线

153 km。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 春秋季多西南风。



夏季高温高湿雨水多,秋季冷暖适宜,冬季寒冷少雪,

四季变化明显。滨海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604. 3

mm,主要集中在夏季,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6% ,蒸发

量 1 602 mm ; 年平均气温 12. 6 , 年均温差

30. 7 ,年有效积温 2 000 ~ 3 000 ; 年日照时

数为2 898. 8 h,平均日照百分率为 64. 7% ,年太阳能

辐射量 539 kJ/ cm
2
, 是全市太阳能辐射量最丰富的

地区。地貌属于滨海冲积平原, 海拔高度 1~ 3 m。

主要地貌类型有滨海平原、泻湖和滩涂。土壤盐渍化

明显, 土壤质地粘紧, 通气、透水不良, 土壤含盐量较

高。沿海地带全盐量平均 1. 0% ~ 4. 0% ,土壤贫瘠,

有些地方是不毛之地或植被稀疏, 多为盐生草甸。

该区天然湿地主要有滨海湿地、河流湿地和湖泊

湿地 3类。其中, 滨海湿地现已大部分被开发为鱼

塘、虾池等人工养殖地,裸滩上生长的植被较少;河流

湿地包括蓟运河、独流减河等; 湖泊湿地主要是指水

库和一些永久性淡水湖, 包括北大港、北塘、营城、黄

港、钱圈等水库、七里海、东丽湖等淡水湖泊。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研究地点的确定 根据天津滨海新区的地

形、气候、植被与土壤类型的特点, 并依据许宁和高德

明等对天津植被的研究
[ 11]

, 确定此次区系研究的采

集地为盐生物种资源丰富、具有研究价值的地区, 调

查地点包括滨海新区湿地的北大港古泻湖湿地、独流

减河、塘沽及其沿海、汉沽及蓟运河故道、东丽湖湿

地、大港湿地公园以及邻近的七里海古海岸与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1. 2. 2 野外工作和室内实验 2007年 8月到 2008

年 7月对分布于天津滨海新区湿地的野生种子植物

种质资源进行野外调查。野外调查采用样方法进行,

草本植物样方为 1 m 1 m,灌木样方 10 m 10 m,

重复 6次,共设置样方 37个; 记录样方内已知植物种

名、株数、高度、盖度、水深等数据, 并采集植物标本

350多份。将采集的标本置于室内通风处阴凉至干,

整理装入记录贴上标签,登录采集信息。先依据外形

特征将原始采集归入标本盒。

1. 2. 3 标本鉴定、分类和统计分析 在分科的基础

上再进行微观的分属、分种工作。参照 中国植物

志
[ 13]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14]
、天津植物志 、天

津滨海盐生植物
[ 15]
等植物分类工具书进行分类鉴

定,确定科、属、种名, 并查阅其地理分布范围。

根据采集回来的植物标本及记录的资料, 整理出

天津滨海新区湿地植物名录 ,依此作为植物区系统

计分析的基础。按照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的分布

区类型划分
[ 16]

, 应用 Excel对植物区系科和属的分

布区类型进行统计、计算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滨海新区湿地植被类型

天津滨海湿地的自然植被属于泛北极植物区的

中国 日本植物亚区, 以温带地区华北植物成分为

主。常受黑海中央亚细亚干草原植物区系成分的侵

入,同时具有一些热带亲缘的种类成分, 调查区域群

落类型丰富多样。根据调查,天津滨海湿地植被分为

以下 10个主要的典型湿地植物群落(表 1)。

常出现的单优种群落有盐地碱蓬( S uaeda sal-

sa)群落、碱蓬 ( Suaeda g lauca)群落、獐毛 ( Aeluro-

p us sinensi s )群落、芦苇( P hr agmites aust rali s )群落

和西伯利亚白刺(N i tr ar ia sibi r ica )群落。

本次调查发现存在狗尾草( Setar ia vir idis)组成群

落,或者与碱蓬、柽柳( Tamarix chinensis )伴生的群落;

另外, 在滨水地带发现大片的碱菀 ( Trip olium vul-

gare)+ 盐地碱蓬群落。该群落耐盐、碱性强,景观效

果好,在今后的植被恢复中应该具有很好的利用潜力。

表 1 滨海新区主要湿地植物群落类型

群落名称 描 述 分 布

芦苇群落 单优种群落;盖度 90% ~ 95%。 北大港水库、蓟运河故道以及七里海湿地。

盐地碱蓬群落
单优种, 有时有碱蓬、碱菀等伴生; 盖度在

95%以上,为专性盐土植物群落。

滨海带近海岸区域, 独流减河和蓟运河故道河漫

滩等高盐度土壤生境。

碱蓬群落
单优种,有时伴生苘麻、猪毛菜、苣荬菜、狗

尾草、萝藦等; 盖度 95%以上。

北大港水库、独流减河河漫滩和七里海湿地的路

边为典型。

獐毛群落 单优种群落;盖度为 85% ~ 90%。 塘沽、汉沽、大港的近海区域及河漫滩。

白刺群落 单优种群落;盖度为 80%左右。 所存少, 仅见于蓟运河故道和大港湿地公园。

狗尾草群落 单优种群落;盖度为 70%。 各区的季节性河漫滩、沟边、路边等。

大刺儿菜群落 伴生碱蓬、芦苇等; 盖度 95%以上。 北大港水库、独流减河河漫滩和七里海湿地。

苣荬菜群落 伴生碱蓬、狗尾草、山绿豆等;盖度 90%。 七里海湿地和蓟运河故道河漫滩、大堤。

碱菀+ 盐地碱蓬群落
两者形成共优 , 伴生有碱蓬、地肤、旋覆花

等;总盖度在 90% 左右。

分布于低洼处和河漫滩,尤以北塘沽和独流减河

地区为典型。

狗尾草+ 碱蓬+ 柽柳群落
伴生猪毛菜、苣荬菜、山绿豆、野西瓜苗、鹅

绒藤等;总盖度为 90%。

七里海湿地和蓟运河故道河漫滩, 尤以后者最为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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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天津滨海湿地种子植物科的构成及其植物区系

分析

经过全面系统地野外考察, 并参考了刘家宜

等[ 16]的调查结果, 得出组成天津滨海地区湿地野生

种子植物种类统计,计有 46科, 135属, 232 种, 分别

占天津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29. 1%, 18. 2% 和

17. 1%(据 天津植物志 , 天津植物分属于 158 科,

742属, 1 359种)。其中被子植物 45科, 134属, 231

种(含有 3亚种, 10变种) ;被子植物中单子叶植物 10

科, 35属, 63种;双子叶植物 35科, 99属, 168种。其

中绝大多数为草本植物, 木本的乔木和灌木植物极

少,只有柽柳、西伯利亚白刺等几种。发现 天津植物

志 未收录的植物种一种 白花益母草 L eonur us

j ap onicus H out t. Nat . H ist. P l. var . albi f lor us

( M ig o) S. Y. H u 。白花益母草是唇形科( L abiatae)

益母草属( L eonurus sp. )益母草( L eonurus j ap oni-

cus H outt . N at . H ist. Pl. )的变种。

研究区域内植物以菊科最多, 含 10 种以上的依

次为菊科( Compositae) , 禾本科 ( Gr amineae) , 豆科

( L eguminosae) , 藜科 ( Chenopodiaceae) , 蓼科 ( Po-

lygonaceae )共 5科, 占科总数的 10. 9%, 共含 64 属

130种,分别占属总数的 47. 4%和种总数的 56. 0%。

含 4~ 9种的有 7个科, 占科总数的 15. 2%, 共含 25

属 46 种, 分别占属总数的 18. 5% 和种总数的

19. 8% ,其中莎草科( Cyper aceae) , 十字花科( Cr u-

cif erae)和旋花科 ( Convolvulaceae ) 种数分别为 9

种、9种和 8 种。余下含 1~ 3种的共有 34科, 占科

总数的73. 9% , 含 46 属 56 种, 分别占属总数的

34. 1%和种总数的 24. 1%,其中单种的科有 18科。

建群种主要有芦苇、獐毛、盐地碱蓬、碱蓬、地肤

K ochia scoparia ( L. ) Schrad. 、猪毛菜( Salsola col li-

na Pall. Illust r. )、扁秆藨草( Scir pus p laniculmis Fr.

Schmidt)、碱菀、大刺儿菜 Cir sium setosum ( Willd. )

Bieb. F l. 以及蒿属( Artemisia spp. )等(表2)。

表 2 主要科的组成统计(种数在 4 种以上的科)及其地理区系

科名 属的数量 占属总数比例 种的数量 占种总数比例 分布区域

菊科 21 15. 56% 42 18. 10% 全世界, 主产温带

禾本科 21 15. 56% 36 15. 52% 全世界

豆科 13 9. 63% 20 8. 62% 全世界, 主产热带和温带

藜科 7 5. 19% 19 8. 19% 全世界, 主产东亚 地中海

蓼科 2 1. 48% 13 5. 60% 全世界, 主产温带

莎草科 4 2. 96% 9 3. 88% 全世界, 温带及寒冷地区

十字花科 6 4. 44% 9 3. 88% 全世界, 主产地中海 中亚

旋花科 4 2. 96% 8 3. 45% 全世界, 主产温带

唇形科 5 3. 70% 7 3. 02% 全世界, 主产温带

眼子菜科 3 2. 22% 5 2. 16% 全世界, 主产温带

萝藦科 2 1. 48% 4 1. 72% 全热带至温带

茨藻科 1 0. 74% 4 1. 72% 全世界, 主产温带

平均值 7. 42 0. 054 9 14. 7 0. 063 2

标准偏差 2. 21 0. 050 2 12. 0 0. 051 9

从主要科的成分分析来看,主要科几乎全是全世

界分布类型的, 而其中以温带分布类型为主的比例也

很大, 主要代表科有菊科、禾本科、豆科、藜科和蓼科

等,体现了该区系中科的温带性质(表 2)。

2. 3 滨海新区湿地种子植物属的构成及其植物区系

分析

统计植物区系属数, 并指出其分布区类型, 对于

揭示区系的性质,阐明区系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 17]。

研究区域含 6种以上的属有蒿属( Ar temisia spp. )、

蓼属( Polygonum spp. )、稗属( Echinochloa spp. )和

藜属( Chenopodium spp. )。4 个属共含 32种, 占属

总数的 2. 96% ,总种数的 13. 8%。含 4种的有 7属

28种,占总属数的 5. 16%, 总种数的 12. 07%。其余

为含 1 ~ 3 种, 其中单种属有 89 属, 占属总数的

66. 0% (图 1)。根据吴征镒[ 18]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

分布区类型的研究,研究区域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

型如表 3。该区属的分布类型广泛, 占中国 15 个分

类区中的 14个(没有中国特有属)。其中世界分布的

属有 38种,占总属数的 28. 36% ,泛热带分布的属有

28种,占 20. 09%, 北温带分布的属有 15. 67%。其

中蒿属和稗属等分属于旱生和中生植物的属, 分布广

泛,是很多群落的伴生种, 在某些地段如七里海湿地

可以形成较大的单优种群;蓼属和茨藻属分属于中生

和水生植物的属,也具有较广泛的分布; 藜属和碱茅

属则是适应中、高盐碱地生境的植物的属, 为七里海

湿地、蓟运河故道和独流减河等地的优势成分。

81第 6 期 莫训强等: 天津市滨海新区湿地优势植物区系特征研究



表 3 主要属的组成统计(种数在 4 种以上的属)及其地理区系

属名 种数 占种总数 分布区类型

蒿属 11 4. 74% 北温带分布

蓼属 9 3. 88% 世界分布

稗属 6 2. 59% 北温带分布

藜属 6 2. 59% 世界分布

碱茅属 4 1. 72%
北温带分布 北温带和南

温带间断分布 全温带

狗尾草属 4 1. 72% 泛热带分布

苦荬菜属 4 1. 72%
热带亚洲(印度 马来西

亚)分布

酸模属 4 1. 72% 世界分布

黄耆属 4 1. 72% 世界分布

茨藻属 4 1. 72% 世界分布

马唐属 4 1. 72% 世界分布

平均值 5. 454 5 0. 023 5

标准偏差 2. 310 6 0. 010 0

2. 4 滨海新区湿地种子植物种的植物区系成分类型

由于研究区域种子植物种类较多, 这里不一一列

出每种植物的区系成分, 只对其区系成分类型作简单

介绍。研究区域包含以下 8个植物区系成分类型。

( 1) 世界广布成分。研究区域内大多数植物种

类属于世界广布成分。其中如狭叶香蒲( T ypha an-

gusti f ol ia L. )、芦苇等都是沼泽和草甸沼泽的建群

种; 菹草 ( Potamogeton cr i sp us L. )、角果藻 ( Zan-

nichell ia palustr is L. )等则是水生生境中的常见种;

田旋花( Conv olvulus ar vensis L. )、野西瓜苗( H ibi s-

cus tr ionum L. )、苦苣菜( Sonchus oler aceus L. )等则

是最常见的农田杂草; 其它如狗尾草、藜 ( Chenop o-

dium album L. )等现已广泛传播并归化于世界各地,

成为世界种。

( 2) 泛北极成分。属于泛北极成分的有浮萍

( L emna minor L. )、狸藻( Utricular ia vulg ar is L. )

等水生泛北极植物; 止血马唐[ Dig itar ia ischaemum

( Schreb. ) Schr eb. ]等为潮湿地、河滩沼泽化草甸的

建群成分;朝天委陵菜( Potent il la sup ina L. )等盐化

草甸的优势成分或伴生种;而盐角草( S al icor nia cu-

r opaea L. )则是泛北极植物中的典型盐生植物。

( 3) 古北极成分。主要的古北极植物有水葱

( S cir pus taber naemontani Gmel. )、莕菜 N ym-

phoides p el tatum ( Gmel. ) O. Kuntze 等水生、沼生

物种;另外还有旋覆花( I nula j aponica Thunb. )、猪

毛菜、罗布麻 ( A pocynum venetum L. )、光果宽叶独

行菜 ( L ep idium lat if ol ium L. var. af f ine C. A.

Mey)和萹蓄( Polygonum avicular e L. )等一些杂草

类植物。

图 1 不同属的植物区系分布类型百分比

注: T 1世界分布; T2泛热带分布; T 3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分布;

T 4旧世界热带分布; T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6热带亚洲至

热带非洲分布; T7 热带亚洲分布; T 8 北温带分布; T9 东亚和北美洲

间断分布; T10旧世界温带分布; T11温带亚洲分布; T12地中海区、西

亚至中亚分布; T13中亚分布; T14东亚分布。

( 4) 东古北极成分。其中的平车前( P lantago

dep r essa Willd. )等均为草原及草甸草原的伴生杂草

类植物。

( 5) 古地中海成分。最典型的有蒺藜科的西伯

利亚白刺。本种不仅分布在地中海至亚洲中部地区,

而且往东一直分布到渤海海滨的盐滩地上,也间断分

布于澳洲东南部。在研究区域内只在北大港以及大

港湿地公园有成片分布, 但不多。另外, 组成海滩灌

丛的柽柳以及盐湿草甸种、盐生种和杂草类植物的代

表种獐毛、地肤等也都是古地中海成分。

( 6) 达乌里 蒙古成分。典型的有羊草 L ey-

mus chinensi s ( T rin. ) Tzvel. 、直立黄耆( A str aga-

lus adsurg ens Pall. )、糙叶黄耆( A str agalus scaberr i-

mus Bge. )、二色补血草 L imonium bicolor ( Bge. )

Kuntze 、兴安天门冬( A sp ar agus daur icus Fisch. ex

Link)等中旱生到广旱生草原种。

( 7) 东亚成分。主要代表 有禾本科的 荻

Miscanthus sacchar i f lor us ( Max im. ) Benth 、豆科

的达乌里胡枝子 L esp edez a davurica ( Laxm . )

Schindl. 等草甸伴生的草本植物。

( 8) 西伯利亚成分。主要代表有萝藦科的地梢

瓜 Cynanchum thesioides ( F reyn) K. Schum. 、豆

科的草木樨 Meli lotus of f i cinali s ( L. ) Pall. 等。

3 结论和讨论

3. 1 优势科、属多而分布集中,覆盖度大

滨海新区湿地的植物区系中优势科、属较为集

中,仅占科总数的 10%左右的菊科、禾本科、豆科、藜

科和蓼科等 5科,其属和种数量分别占了属总数和种

总数的 1/ 2(表 3) ,说明本地区植物区系在起源方面

存在有特殊性和古老性。其次,该区域湿地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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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数零散分布外,大多数均群集在一起成片生长,

群集度高,分布广,覆盖度大, 形成单优势种群落或者

共优群落, 其中最典型的种类如芦苇、香蒲 ( T ypha

laxmanni Lepech. ) ,碱菀+ 盐地碱蓬等植物群落。

3. 2 北温带和泛热带植物成分所占比例较大

该研究区域植物区系属泛北极植物区的中国

日本植物亚区, 以温带地区华北植物成分为主[ 19-20] ,

较典型的北温带性质。研究区域内属的地理成分有

14个(缺少中国特有属) ,而以世界分布属为最多, 北

温带分布、热带分布的属次之。其中北温带分布的属

是该区系成分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类群, 是该

区植物区系的主体, 在植被恢复中作用巨大, 很多是

当地植被的建群种或者普遍分布种类。泛热带分布

区类型中的有些属有时会分布到温带地区,天津的泛

热带科大多数是热带科向北方地区延伸,但不能改变

天津温带成分为主的基本势态。

此特点反映了该区的气候特点,既有暖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的特征, 使得北温带成分较多;又由于濒

临渤海而带有海洋性气候, 冬季气温较高,泛热带植

物成分较多。

该区植物区系中种的地理区系成分有 8个,说明

天津滨海新区湿地由于受自然环境影响,适合于大多

数植物种类的生长繁育, 但同时也说明此区植物的地

带性不甚明显。其中的世界广布成分和古地中海成

分的种在天津滨海新区湿地多已成为归化种 [ 20] , 充

分适应了典型盐碱湿地生境, 是今后在植被恢复和重

建中应该重点考虑的植物种。

3. 3 盐生植物占优势

研究区域属于典型的盐碱性湿地, 土壤含盐量较

高,通常在 0. 5%以上, 生长了很多耐盐性较强的植物

种类(占滨海新区湿地种子植物种总数的 37%) , 分布

于菊科、禾本科、旋花科、藜科、豆科、蓼科等科里。研

究区域内兼性盐生植物和专性盐生植物物种都很丰

富,其中专性盐生植物又包括
[ 21]

: ( 1) 聚盐植物。以藜

科最多,如盐角草、盐地碱蓬、中亚滨藜( Atrip lex cen-

tralasiatica Iljin)等; ( 2) 泌盐植物。如中华补血草

L imonium sinense ( Girard. ) O. Kuntze 、大 米草

( Spartina anglica Hubb. Grass. )、獐毛、柽柳等; ( 3)

拒盐植物。如芦苇、虎尾草( Chloris vir gata Sw . )、白

茅[ Imperata cy lindr ica ( L. ) Beauv. 、田菁 S esbania

cannabina ( Retz. ) Poir. 、罗布麻、茵陈蒿( Artemisia

cap illaris Thunb. )等。专性盐生植物中拒盐植物种类

居多。其次,多种盐生植物分布较为集中,形成单优势

种群落或共优群落,如盐沼芦苇、碱蓬、碱菀+ 盐地碱

蓬群落等,而且这些植物都是该区域的优势种,这对于

在天津滨海新区这类典型的盐碱湿地进行植被恢复具

有尤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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