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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米草属植物的引种对保滩护岸和促淤造陆具有较大的正面效益，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首批入侵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互花米草作为唯一的海岸盐沼植
物名列其中。
但互花米草的危害有没有达到这一严重程度，目前引起很大争议。
　　客观上，中国需要编写一部权威的有关米草属植物的著作，为制定和实施有关米草属植物的国家
战略和对策、指导有关米草属植物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促进滨海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
为此，2005年，国家海洋局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项目（“908”专项）对我国滨海湿地米草属植物
进行了全国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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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泌盐性植物能把吸收进去的多余的盐，通过茎、叶表面密布的盐腺排出来，再被风吹雨淋洗掉，
如红树植物。
拒盐性植物的植物细胞对盐类的通透性非常小，他们几乎不吸收或很少吸收土壤中的盐分，同时具有
较强的吸收土壤中的水的能力（赵可夫等，2005）。
　　米草属植物具有从淡水至海水的广适盐性。
根据陈中义等（2005b）对不同盐度梯度下互花米草幼苗生长的实验结果：盐度为0，4，16，32，互花
米草都能正常生长和无性繁殖，其无性繁殖能力在盐度4以下显著高于其他3个盐度梯度，而平均每株
干重以及植株高度在盐度32以下显著降低，表明互花米草具有很宽的生态幅。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纬度变异对互花米草的耐盐能力没有影响（Pennings et a1.，2003）。
即使在高纬度地区，互花米草也能很好地生存（蒋福兴等，1985）。
　　米草属植物对高盐度也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
大量研究都涉及互花米草的生长对盐度的响应，但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有的研究认为，互花米草的生长受盐度抑制，底质盐度越高，对互花米草生长的抑制作用越强。
有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互花米草的最适生长盐度为10～20，超过该范围时，互花米草的生长才会受到
抑制（王卿等，2006）。
尽管结论不尽相同，但所有研究都表明，互花米草具有较强的耐盐能力，认为米草的耐盐范围为10
～60（钦佩等，1985a）。
　　米草属植物一系列特殊的生理生化特征使得其具有较强的耐盐能力。
米草采用多种途径适应盐胁迫，在盐生环境中，互花米草主要采取拒盐的策略，其次是泌盐和聚盐。
互花米草根部具有显著的离子排斥机制，以减少对Na+的吸收。
同时，米草属植物的叶片上均具有泌盐组织[图1-8（b）]，能将组织中的盐分排出植物体。
而互花米草的根细胞质膜的生理特征也适应于高盐环境。
在高盐度下（510mmob，L），互花米草的根细胞质膜中固醇与磷脂比例也能保持稳定，而稳定的细
胞质膜脂类组成对植物抗逆性有重要作用，同时当盐度升高时，原生质膜中H-ATP酶的活性升高，因
此在高盐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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