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库区特有植物疏花水柏枝（Myricaria：flora）研究进展 
 

一、引言 

疏 花 水 柏 枝 系 柽 柳 科

（ Tamaricaceae ） 水 柏 枝 属

(Myricaria)的一种多年生灌木。柽

柳科是一古老科。该科全世界共有

4 属 120 余种，水柏枝属为该科较

为进化的类型，全世界该属植物约

13 种，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及其

邻近西藏、甘肃、内蒙北温带地区，

属欧亚温带高山属，中国有 10 种。

疏花水柏枝狭域分布于三峡库区

干流消涨带，为该属植物的低海拔

和偏东南分布。因此，疏花水柏枝

对于研究水柏枝属乃至柽柳科的

分类和系统发育、研究我国低海拔

季节性水淹区乃至亚热带地区植

物区系特点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同

时，疏花水柏枝为水柏枝属唯一冬

季不落叶的常绿灌木，具有很强的

耐水淹能力，是库区两岸水土保持

和景观美化的理想材料，且对于研

究植物的遗传与变异、生态适应与

生态进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长江三峡已于 2002年 11月全

面截流，2003 年 6 月三峡水库正

式蓄水，坝前水位将达到海拔

135m。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展，库

区内特别是海拔 175m 以下植物的

保护、利用及相关的研究尤显紧

迫。三峡库区消涨带是指三峡库区

范围内长江干流及其支流由于江

（河）水位季节性涨落，导致其沿

江（河）两岸土地出现周期性淹没

而自然形成的带状区域，其海拔在

62—175m 之间。三峡工程的兴建，

将淹没疏花水柏枝的原生生境，导

致该物种自然居群的灭绝。

 

二、目前研究进展 

 

1． 迁地保存 

三峡库区蓄水以后，疏花水

柏枝的野生生境被迫全部消失，因

而当务之急便是对其进行迁地保

存，为今后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基

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武汉

植物园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

注意到这一工作，并在 90 年代开

始了迁地试验与研究。到目前为

止，中国科学院已在三建委的支持

下，在三峡库区设立了 4 个迁移保

存区，保存和研究该种植物的生物

生态学特征。



2． 繁育系统研究 

自然条件下，疏花水柏枝一

年两次开花结实，春季 5~6 月，秋

季为 10~12 月；栽培条件下，花果

期为 6-10 月，几乎不间断；风力

和昆虫为主要的花粉传播动力。无

限花序自下而上不断开花、不断结

实并不断散发种子；结实多、种子

数量大，每个蒴果含种子 120 粒左

右。种子以风力散播和顺水传播为

主，寿命短，夏季自然条件下其寿

命约一周，保湿存放不宜超过两个

月。种子的水分含量和环境的水分

状况对种子的起始发芽时间和发

芽率有极显著的影响。

 

3． 繁殖方法研究 

对于疏花水柏枝的繁殖技术

也作了研究。由于其种子多、寿命

短，因而利用种子进行繁殖时必须

适时采种且及时播种。同时，根据

其野生生境主要为河滩沙地的情

况，用具有一定湿度的沙床作为实

生苗繁殖的基地是最为合适的。疏

花水柏枝的人工繁殖也可以采用

无行繁殖的方式。这主要是进行扦

插繁殖，其操作简单且易于生根。

插条、插床基质和生根剂的选用对

插穗生根率的影响不明显。相对而

言，春发枝条基部插穗水插和沙插

平均生根率都较高，在 90%以上；

插条经浓度为 50mg/L的 IBA浸泡

20h 后的生根率可达 100%。

 

4． 生态适应调查 

疏花水柏枝的生境是比较特

殊的，主要生长于水淹达 3~6 个

月的库区消涨带的中下部。同时

其生长是反季节的，植株洪水期

休眠和落叶；枯水期生长。通过

调查发现，在疏花水柏枝生长的

过程中能忍耐夏季水淹。疏花水

柏枝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力也

是比较弱的。

 

5． 遗传多样性研究 

李作洲等曾经利用等位酶的

手段对疏花水柏枝的部分居群进

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共检测了 5

个酶系统 13 个位点 26 个等位基

因，其遗传多样性水平较高，居

群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分化。

他们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关的

保育策略。目前，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物园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不

同的分子标记手段如 AFLP 等对

疏花水柏枝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更

为系统的研究，以为今后的保育

回归提供遗传学资料。

 

三、保育生物学的进一步研究与迁地保护的完善 

鉴于疏花水柏枝的地理分布

的特殊性，同时考虑到疏花水柏枝

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可能的起源、进

化和传播途径，疏花水柏枝的进一

步研究与迁地保护应突出以下几

点：第一、加速取样策略的研究。

在开展遗传结构、遗传多样性及其

生态适应机理的研究的基础上制

定正确的取样策略，建立保育基地

对其进行最为完整的保存，为今后

的重新回归打基础；第二、科学布

局保育点，实行多点多层次保存。

疏花水柏枝对生境特别是对夏季

水淹、冬季严寒的水文和气候条件

要求较高，在其迁地保护点的布局

上宜按照“生境相似、方便管理、

多地保存”的原则和方法来选定。

在保护层次上，不仅要进行植株活

体保存，还要对其种子和 DNA 进行

冷库保存；第三、开展疏花水柏枝

生态适应机理的研究，探索库区新

消涨带植被恢复重建途径与方法。

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两侧将形成

两条垂直高度达 30m 的新消涨带。

由于三峡水库采取蓄清排浊的水

位调节方式，库区新消涨带将处于

夏季出露冬季水淹的水文环境中，

疏花水柏枝能否适应新消涨带环

境还有待于研究和探索。加强疏花

水柏枝生态适应机理的研究，对于

该物种的长期保存和回归自然以

及库区新消涨带和其他类似区域

的植被恢复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通讯员 刘义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