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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树林生态系统具备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综述广

西红树林的植物及群落类型。广西北部湾的红树植物大家族里,共有真红树植物 1 2 种(其中外来种 2 种),半红

树植物 8 种,广西的红树林群落类型可分为 1 1 个群系和若干群丛。据此,本文为广西海岸红树林的保护、恢复

和持续利用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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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ngrove ecosystem has enormous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and is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On the ba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surveys,the plants and community
types of mangroves in Guangxi were reviewed.In the large family of mangrove plants in Beibu
Gulf,Guangxi,there were 1 2 species of exclusive mangrove plants (including 2 species of exotic
species)and 8 species of semi-exclusive mangrove plants.The types of mangrove communities
in Guangxi could be divided into 1 1 groups and some clusters.Based on these,basic information
was provided for the protection,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ngrove forests on
the coast of Guangxi.
        :mangrove,exclusive mangrove,semi-exclusive mangrove,exotic species,Guangxi

  引言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潮间带滩涂的木本

植物的统称,“红树林”一词也可泛指红树林生态系

统。红树林作为介于陆地和海域之间的独特生态系

统,在消浪护岸、维护海洋渔业资源和近海生物多样

性、净化海水、固碳储碳、改善海岸景观、科学研究与

教育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在全球 1 6 种

主要生态系统中排名第 4[1-2]。
  根据红树植物的生境特征,可将红树植物分为真

红树植物(Exclusive mangrove)和半红树植物(Semi-
exclusive mangrove)[3]。真红树植物指专一性生长

于潮间带的木本植物,而半红树植物则指既能生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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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有时能成为优势种,但也能在陆地非盐渍土

生长的两栖木本植物。半红树植物在陆地和潮间带

上均可生长和繁殖后代,一般生长在大潮时才偶尔浸

到陆缘潮带,无适应潮间带生活的专一性形态特征,
具有两栖性。半红树植物是红树林的陆地“入侵者”,
它们在潮间带上的地盘自然比红树植物小得多。

  广西海岸东起中国广东、广西交界的洗米河口,
西至中国-越南交界的北仑河口,海岸线全长 1 5 9 5
km,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 9~23℃,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1 00~2 800 mm,广西近海滩涂面

积约为 1 005 km 2[4-5]。红树林生态系统是广西近海

高等植物分布的潮滩湿地中最主要的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6]。本文在大量野外勘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

资料[3,6-1 1],对广西红树林的植物及群落类型展开阐

述,并配图说明,为广西海岸红树林的保护、恢复和持

续利用提供基础资料。

  广西的红树林种类

  目前,全球共有 7 3 种真红树植物[12]。我国真红

树植物共 1 1 科 1 5 属 2 7 种,其中包含 2 5 个原生乡土

种 与 外 来 种 2 种,占 全 球 红 树 植 物 种 数 的

3 7%[3,10,1 3];此外,还有半红树植物 1 2 种。广西北部

湾的红树植物大家族里,共有真红树植物 1 2 种(其中

外来种 2 种),半红树植物 8 种,分别占全国种类的

44%和 6 7%(表 1)。

表   广西红树植物的种类组成

                                                     

类别 Type 科名 Family 种名 Species name

真红树植物
Exclusive mangrove

卤蕨科 Acrostichaceae 卤蕨 Acrostichum aureum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海漆 Excoecaria agallocha
海桑科 Sonneratiaceae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

木榄 Bruguiera gymnorrhiza
红树科 Rhizophoraceae 角果木●Ceriop s tagal

秋茄 Kandelia o b ovata
红海榄 Rhizophora sty lo sa
榄李 Lumnitzera racemosa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拉关木*Laguncularia racemosa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桐花树 Aegiceras corniculatum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白骨壤 Avicennia marina
爵床科 Acanthaceae 小花老鼠簕 Acanthus e bracteatus

老鼠簕 Acanthus ilicifolius
合计 Total 1 2 种

半红树植物
Semi-exclusive mangrove

豆科 Leguminosaepinnata 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锦葵科 Malvaceae 黄槿 Hib iscus tiliaceus

杨叶肖槿 Thespe sia populnea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银叶树 Heritiera littoralis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海杧果 Cerb era manghas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苦郎树 Clerodendrum inerme

钝叶臭黄荆 Premna o b tusifolia
菊科 Compositae 阔苞菊 Pluchea indica
合计 Total 8 种

注:*为已成功驯化外来种,●为灭绝种

Note:*Means the successful domestication of exotic species,●Means extinction species

  广西的红树植物

  由于红树林分布与生长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
温度、洋流、波浪、盐度、潮汐、底质等[14],在广西各海

湾相对复杂的各因素的影响下,广西红树林植物家族

种类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按照原生种类分布

常见程度由高到低、外来种的顺序进行分述。

 .  真红树植物

2.1.1 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 )

  白骨壤,俗名白榄,是马鞭草科海榄雌属常绿灌

木或小乔木,树高 0.5~6.0 m 不等;具备发达的指

状呼吸根(该种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也常出现气生根

和支柱根(图 1);花小,黄色或橙红色(图 2);具隐胎

生现象,果实近扁球形,直径 1~2 cm,内包裹隐胎生

苗的叶芽和富含淀粉的子叶(图 2);广西群众俗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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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壤果实为“榄钱”,“榄钱”经处理后与文蛤一起煮汤

或焖煮,为广西沿海最具特色的季节性海洋蔬菜[9]。

图 1 白骨壤指状呼吸根和气生根

  Fig.1  Finger-like breathing root and aerial root of
Avicennia marina

图 2 白骨壤的花、果
Fig.2 Flower and fruits ofAvicennia marina

  白骨壤多分布于中低潮带滩涂,也可以在中潮带

和高潮带滩涂出现。它也是耐盐和耐淹水能力最强

的红树植物[1 5],对土壤适应性广,在淤泥、半泥沙质

和沙质海滩均可出现,属海洋性的演替先锋树种,是
广西乃至我国分布面积最大的红树植物种类。

  分布:广布于广西各海湾,连片大面积分布于淡

水注入较少的海湾,如防城港东湾、珍珠湾、钦州港、
铁山港,开阔海岸如北海金海湾等地区。北海金海湾

红树林片区(地名的俗名:大冠沙)白骨壤纯林为国内

最典型的沙生红树林。常见。

2.1.2 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 )

  桐花树,俗称黑榄,紫金牛科桐花树属常绿灌木

或小乔木,高 1~5 m;根部有时会略膨大;果实圆柱

形并弯曲如新月,形似“小辣椒”;是典型的隐胎生红

树植物(图 3)。花量大,花期长,是沿海主要的蜜源

植物。

  桐花树多分布于有淡水输入的海湾河口中潮带

滩涂,常大片生长于红树林靠海一侧滩涂,是盐度较

低区域红树林演替的先锋树种。耐寒能力仅次于秋

茄,对盐度和潮位适应性广。它是广西乃至我国分布

面积仅次于白骨壤的红树植物种类。

  分布:红树林分布区潮沟边均有分布,淡水输入

充足的河口区,如南流江口、大风江口、钦江口及钦州

港等,均有大面积连片分布。常见。

图 3 桐花树群落、花、果
Fig.3 Plant,flower and fruits ofAegiceras cornicul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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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秋茄(Kandelia o b ovata )

  秋茄,俗称红榄,红树科秋茄属常绿灌木或小乔

木,高 2~6 m;茎基部粗大,有板状根或密集小支柱

根;胎生现象,胚轴瘦长,棒棍状,长达 20 ~ 30 cm
(图 4)。

图 4 秋茄植株、板状根、花和胚轴

  Fig.4  Plant,plate root,flower and propagule of
Kandelia o b ovata

  秋茄多生长于红树林中滩及中外滩,常见于白骨

壤和桐花树的内缘,属于演替中期种类。秋茄对温度

和潮带的适应性都较广,是太平洋西岸最耐寒的红树

植物,是目前人工造林应用最广泛的红树植物种类。
它广布于广西沿海各海湾近岸潮滩。常见。

2.1.4 卤蕨(Acrostichum aureum )
  卤蕨是卤蕨科卤蕨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高可达

2 m,叶脉网状两面可见,孢子囊满布能育羽片下面

(图 5)。它是广西红树植物中唯一的裸子植物,又是

红树林植物中仅有的一种蕨类植物[1 6]。常见于有淡

水输入的高潮带滩涂,也可以生长在只有特大潮才能

影响到的湿润地区。沿海各地泥质塘堤或小沟边可

见,北仑河口保护区有大面积分布。常见。

图 5 卤蕨

Fig.5 Acrostichum aureum plant

2.1.5 老鼠簕(Acanthus i licifolius )

  老鼠簕是爵床科老鼠簕属灌木或亚灌木,高

0.5~2.0 m;有时可见支柱根;叶形变化较大,多为

长椭圆形且叶缘带刺;果实长圆形,形状酷似小老鼠,
故得名(图 6)。多生长在有淡水输入的高潮带滩涂

图 6 老鼠簕植株及其花、果

  Fig.6 Plant,flower and fruit ofAcanthus ilicifo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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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潮汐影响的水沟两侧,有时也组成小面积的纯

林。合浦党江镇南流江近海河段、沙埇村,钦州市钦

江口沙井村,北仑河口中间岛等有连片分布,防城江

口等有少量分布。

2.1.6 海漆(Excoecaria agallocha )

  海漆是大戟科海漆属乔木,高可达 6 m;全身有

白色的乳汁,具有发达的“蛇”形表面根;雌雄异株,雄
花序(穗状)与雌花序(总状)不一致;果实为蒴果,带
三角状,有 3 个浅沟,酷似古代兵器“铜锤”(图 7)。
一般生长在高潮带及高潮带以上的淤泥质或泥沙质

图 7 海漆表面根、叶、花序和果实

  Fig.7 Surface roots,leaves,inflorescences and fruits of

Excoecaria agallocha

海岸,也常见于鱼塘堤岸。在一些生境盐度较低的河

口,海漆也常见于潮沟两侧的红树林外缘。广西沿海

堤岸均有分布,北仑河口竹山海堤、山口保护区丹兜

新村海堤、廉州湾榄坪庙潮间带可见较大面积的海漆

纯林。常见。

2.1.7 红海榄(Rhizophora sty lo sa )

  红海榄,俗名鸡爪榄,红树科红树属常绿乔木或

灌木,高可达 8 m;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发达的支

柱根;花带淡黄色;具胎生现象,胚轴长圆柱形,长

30~40 cm,胚轴表面有点状凸出(图 8、图 9)。树形

图 8 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英罗港)
  Fig.8 The largest natural Rhizophora sty losa forest in
China(Yingluo Bay,Guangxi)

图 9 红海榄支柱根、花和胚轴

  Fig.9  Stilt-roots root,flower and propagule of
Rhizophora sty l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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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支柱根发达,抗风浪冲击力强,是我国最具代表

性的红树植物种类。多见于河口外侧盐度较高的红

树林中内滩,是演替中后期种类。集中分布于山口红

树林保护区英罗港、海塘村、永安村和那潭村海滩,北
仑河口保护区竹山村片区有零星分布。不常见。

2.1.8 木榄(Bruguiera gymnoihiza )

  木榄是红树科木榄属常绿乔木或灌木,高可达

6~8 m;常有曲膝状的呼吸根伸出滩面,并在植株基

部形成板状根;树干具皮孔;花红色明显;具胎生现

象,胚轴较红海榄胚轴更粗但略短,长 1 5~25 cm(图

1 0)。多见于红树林内滩,属于演替后期种类,耐水淹

能力比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低。北仑河口保护区珍

珠湾片区石角、交东管理站,山口红树林保护区英罗

管理站、永安村海滩有较大面积连片分布。不常见。

图 1 0 木榄膝状根、皮孔、花和胚轴

  Fig.10 Knee-like roots,piggy,flower and propagule of

Bruguiera gymnoihiza

2.1.9 榄李(Lumnitzera racemosa )

  榄李是使君子科榄李属常绿灌木,高 1~3 m;叶
先端钝圆或有微凹,是本种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果实

为常椭圆状,长约 1.5 cm(图 1 1)。属于演替后期树

种,生长于高潮带或大潮可淹及的泥沙滩。北仑河口

保护区竹山村古榕部落片区有连片分布,珍珠湾黄竹

江河口、山口保护区英罗港有一定量分布,铁山港湾

顶部潮滩亦偶见。少见。初步估算,广西的榄李只剩

余 300 株左右,濒危。

2.1.10 小花老鼠簕(Acanthus e bracteatus )

  小花老鼠簕是爵床科老鼠簕属亚灌木,与老鼠簕

为同属植物,高 0.5~1 m;叶形与老鼠簕相似,叶片

先端平截或稍圆凸,叶片边缘有 3~4 不规则羽状浅

裂,裂片顶端有尖锐硬刺;穗状花序顶生,花小,长不

超过 2.5 cm,花冠蓝白色,无小苞片;果实椭圆形(图

1 2)。生长于有淡水输入的高潮带滩涂,常与老鼠簕

生长在一起,但可以在一些盐度较高的高潮带积水洼

地生长,耐盐能力高于老鼠簕。北仑河口保护区珍珠

湾内和黄竹江有少量分布。极少见。

图 1 1 榄李

Fig.1 1 Lumnitzera racemosa

图 1 2 小花老鼠簕群落、植株、花和果实

  Fig.12  Community,plant,flower and propagule of
Acanthus e b racteatus

2.1.1 1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 )

  无瓣海桑是海桑科海桑属常绿大乔木,外来种,
高可达 1 6 m;树干圆柱形,有发达的笋状呼吸根(图

1 3);嫩枝纤细下垂;花中柱头呈蘑菇状;果实为浆果,
球形,天然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家。

1985 年,无瓣海桑从孟加拉国的申达本红树林区

(Sundarbans,21°31′-22°30′N,89°-90°E)被引进

到海南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引种 3 年后

开花结果,后扩种到我国大陆东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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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无瓣海桑人工林、花和果实

  Fig.13  Artificial afforestation,flowers and fruits of
Sonneratia apetala
  无瓣海桑喜低盐度海岸潮间带,因此河口和岸边

有淡水调节的滩涂是其主要生长地。无瓣海桑耐淹、
速生、抗风、较耐寒,成为我国林业部门在东南沿海极

力推荐的红树林造林树种。广西自 2002 年开始无瓣

海桑的规模化造林,到 20 1 3 年已形成 1 89.36 km 2的
规模,集中分布在钦州的茅尾海康熙岭镇及团和岛潮

滩[6]。此外,合浦南流江口、北海市区的冯家江、西村

港等海滩亦有少量种植。有观点认为,近 20 年来我

国人工造林新增红树林面积中的 80%为无瓣海桑。
然而,大规模种植无瓣海桑已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

注,人们担心会造成生物入侵[1 7]。

2.1.12 拉关木(Laguncularia racemosa )

  拉关木是使君子科(Combretaceae)假红树属植

物,外来种,起源于墨西哥、热带美洲和非洲等地。

199 9 年,拉关木从 墨 西 哥 的 拉 巴 斯 市(24°30′N,

1 10°40′E)被引进到海南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3 年后开花、结果。2002 年以后,拉关木被引种

到福建莆田、厦门、广东电白和广西北海等地,长势良

好,均已开花结果。

  拉关木高可达 8~1 1 m;树干圆柱形,有指状呼

吸根;叶对生;具隐胎生现象(图 1 4)。拉关木生长速

度快,对土质要求不严,既能在砂质土壤生长,也能在

淤泥质滩涂上生长,耐盐能力高。拉关木结果量巨

大,种子具有较好的萌发能力和漂浮能力,具备入侵

物种的潜质。

  广西最早引种拉关木地区为北海银海区冯家江

大桥附近,随后于 2009 年在大冠沙潮滩进行试验造

林。经 20 1 3 年测定,四年生试验林平均基径 1 8.1 1
cm,平均树高 5.86 m。类似于无瓣海桑,在利用拉

关木进行造林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图 1 4 拉关木人工林及果实

  Fig.14 Artificial afforestation and fruits of Laguncu-

laria racemosa

 .  半红树植物

2.2.1 苦郎树(Clerodendrum inerme )

  苦郎树,又叫假茉莉、许树,马鞭草科大青属攀援

状灌木,高可达 2 m(图 1 5)。生境多样,多生长于海

岸沙地、红树林林缘和基岩海岸石缝和堤岸,尤其是

在堤岸石质护坡的缝隙中生长旺盛,经常可以覆盖整

个堤岸,为半红树植物中最常见的种类。广西沿海堤

岸均有分布。常见。

2.2.2 阔苞菊(Pluchea indica )

  阔苞菊是菊科阔苞菊属常绿灌木,高 0.5~2.0
m(图 1 6)。常成片生长于红树林林缘、鱼塘堤岸、水
沟两侧及沙地等,也可生长在大潮时潮水可淹及的滩

涂中。广西沿海堤岸均有分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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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苦郎树及其花、果

Fig.1 5 Plant,flowers and fruits of Clerodendrum inerme

图 1 6 阔苞菊

Fig.1 6 Plant of Pluchea indica

2.2.3 黄槿(Hib iscus ti liaceus )
  黄槿是锦葵科木槿属常绿灌木或乔木,高可达

1 0 m;花黄色,盛开时艳丽;果实球形(图 1 7)。常见

于红树林林缘,高潮线上缘的海岸沙地、堤坝或村落

附近,也可以在完全不受海水影响的淡水环境中生

活。广西沿海各村落房前屋后均有栽植,偶见于远离

沿海的内陆公园。

图 1 7 黄槿植株、叶和花

  Fig.1 7 Plant,leaves and flowers of Hib iscus ti liaceus

2.2.4 杨叶肖槿(Thespesia populn ea )
  杨叶肖槿是锦葵科桐棉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
4~8 m;叶形呈卵状心形,基部心形,很像杨树叶片,
故名杨叶肖槿;花初生时为黄色,后渐变为淡紫红色;
果实未成熟时绿色,成熟时黑色,球形(图 1 8)。常生

长于红树林林缘、海堤及海岸林中,偶见于潮位稍高

的红树林中。主要分布于山口红树林保护区英罗港、
北仑河口保护区珍珠湾及黄竹江等地,其余地区

偶见。

2.2.5 海杧果(Cerb era manghas )
  海杧果是夹竹桃科海檬果属常绿小乔木,高 2~
4 m;全株有丰富乳汁;伞形花序生于枝顶,花白色;
果实卵形,大如鸡蛋,未成熟时绿色,成熟时橙红色

(剧毒)(图 1 9)。喜生于高潮线以上的滨海沙滩、海
堤或近海的河流两岸及村庄边,也经常在红树林林缘

出现。主要分布于防城港市江平镇的巫头和氵万尾村。
较常见。

2.2.6 银叶树(Heritiera littoralis )
  银叶树是梧桐科银叶树属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1 5 m;有发达的板状根;小枝、叶背及花序均呈银灰

色(密被银灰色鳞秕),银叶树因此得名;果实长椭圆

形,木质化,具龙骨状突起;未成熟时绿色,成熟时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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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 杨叶肖槿植株、花和果实

Fig.18 Plant,flowers and fruits ofThespesia populnea

图 1 9 海杧果植株、花和果实

  Fig.1 9 Plant,flowers and fruits of Cerb era manghas
褐色(图 20)。多分布在高潮线附近的潮滩内缘或大

潮、特大潮才能淹及的海、河滩地以及海陆过渡带的

陆地,属于比较典型的水陆两栖红树植物种类。广西

西海岸段的黄竹江、山心村、红星村等地有分布。

少见。

2.2.7 水黄皮(Pongamia pinnata )

  水黄皮是豆科水黄皮属落叶乔木,高 3~8 m;树
形与叶形均酷似栽培水果植物“黄皮”;果实为荚果,
扁平,椭圆状(图 2 1)。多生长于海岸高潮线上缘之

海岸。山口红树林保护区英罗港、北仑河口保护区黄

竹江、珍珠湾石角管理站附近等地有分布。

图 20 银叶树植株、板状根及果实

  Fig.20  Plant,plank roots and fruits of Heritiera
littoralis

图 2 1 水黄皮植株、叶及果实

  Fig.21 Plant,leaves and fruits of Pongamia pin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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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钝叶臭黄荆(Premna o b tusifolia )

  钝叶臭黄荆是马鞭草科豆腐柴属攀援状灌木,高

1~2 m;花序似伞状生于枝顶,果实球形,熟时变黑

色(图 22)。多生长于海岸灌丛或大潮可以淹及的海

岸林林缘,也常在虾塘取水用的水沟中出现。山口保

护区与北仑河口保护区较常见,其余天然海岸偶见。

图 22 钝叶臭黄荆植株及果实

Fig.22 Plant and fruits of Premna ob tusifolia

  广西红树林群落类型

  红树林并不是胡乱生长形成的,在其林子构成时

存在自身内在的规律。不同的红树植物经过长期的

竞争和相互适应而共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林子为植

物群落,红树林植物群落也可以由单种的红树植物形

成。植物群落是研究自然植被的生态学尺度,由植被

型、群系、群丛 3 个级别的单位组成。群丛是群落分

类的基本单位,指种群结构相同,各层优势种或共优

种相同的植物群落,群丛的命名由优势种+共优种表

示,乔灌层之间用破折号连接。

  广西北部湾的红树林群落类型大致可分为 1 1 个
群系,每个群系又可分为若干群丛(表 2)[6]。其中,
白骨壤群系是广西红树林群落类型中占比最高的群

落类型,桐花树群系次之,此两种群系的面积占广西

红树林面积的一半以上。秋茄是红树植物中最耐寒

的种,在属于北热带的广西海岸中并非竞争优势最大

的种,因而大面积的秋茄纯林在广西难以见到,但是

该群系在各岸段均有分布。大面积的红海榄群落仅

存于山口英罗港和丹兜海,山口英罗港的红海榄纯群

落也是国内最大的红海榄林。受 2008 年的冰冻灾害

影响,北仑河口保护区的红海榄数量有所减少,目前

广西西海岸红海榄仅在北仑河口古榕部落附近内滩

可见。木榄群落主要分布于广西西岸段的北仑河口

保护区和东岸段的山口保护区内滩。
表   广西红树林的群落类型

                                        

群系 Communitiy group 群丛 Communitiy cluster

白骨壤群系
Avicennia marina group

白骨壤群丛,白骨壤+桐花树群丛
Avicennia M.Cluster;Avicennia M.+Aegiceras C.Cluster

桐花树群系
Aegiceras corniculatum group

桐花树群丛,桐花树+白骨壤群丛
Aegiceras C.Cluster;Aegiceras C.+Avicennia M.Cluster

秋茄群系
Kandelia o b ovata group

秋茄群丛,秋茄、白骨壤、桐花树群丛,秋茄、桐花树群丛
Kandelia O.Cluster;Kandelia O.,Avicennia M.,Aegiceras C.Cluster;
Kandelia O.,Aegiceras C.Cluster

红海榄群系
Rhizophora sty lo sa group

红海榄群丛
Rhizophora S .Cluster

木榄群系
Bruguiera gymnoihiza group

木榄群丛,木榄+秋茄———桐花树群丛
Bruguiera G.Cluster;Bruguiera G.+Kandelia O.-Aegiceras C.Clus-
ter

无瓣海桑群系
Sonneratia apetala group

无瓣海桑群丛,无瓣海桑———桐花树群丛
Sonneratia A.Cluster;Sonneratia A.-Aegiceras C.Cluster

海漆群系
Excoecaria agallocha group

海漆群丛
Excoecaria A.Cluster

银叶树群系
Heritiera littoralis group

银叶树群丛
Heritiera L .Cluster

海杧果群系
Cerb era manghas group

海杧果群丛
Cerb era M.Cluster

黄槿群系
Hib iscus tiliaceus group

黄槿群丛
Hib iscus T .Cluster

老鼠簕、卤蕨、桐花树群系
Acanthus ilicifolius +Acrostichum aureum +Aegiceras
corniculatu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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