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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叶树研究进展


韩维栋　　王秀丽
（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摘要　银叶树是梧桐科银叶树属乔木树种，在我国华南沿海防护林和城市园林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文章综述了银叶树的地理分布与形态特征、生物化学与遗传多样性、抗性生理、育苗造林技术及资源植物学

等方面的研究进展，阐述了银叶树的引种栽培和耐盐性研究进展及其在我国华南滨海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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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叶树（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是梧桐科（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银叶树属（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半红树植物、乔木树种，其根为板
状根，茎高而大，叶背银白色，果实形状奇特，具有耐盐及抗风特性，是一种很好的景观树种和海岸防护林树

种。近年来研究表明，银叶树具有食用与药用开发价值。因此，从生物多样性、生态及经济效益等方面来看，

开发利用银叶树具有广阔的前景，但目前国内外对银叶树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本综述从银叶树的地理

分布、形态特征、遗传多样性、药用、抗性生理以及育苗与造林技术等方面总结了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为银叶

树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１　地理分布与形态特征

银叶树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我国华南、台湾等地及世界的很多区域都有分布［１５］。简曙光等［６７］对广东

省深圳市盐灶村银叶树种群的研究表明，银叶树分布区域狭窄，陆生亚种群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由于社

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为因素干扰了银叶树种群的发展，再加上其自身的繁殖问题，导致其种群数量不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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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在形态特征方面，邱凤英等［８］对银叶树的花期进行观测研究，发现银叶树在３—９月期间开花２次。曾
聪［９］和Ｄａｓ等［１０］对银叶树的果实及种子的形态特性进行研究发现，银叶树果实为近椭圆形或扁圆形或近心

形，果实顶部有鱼尾状的长翅；果皮木质化，外果皮坚硬，内果皮呈“海绵状”，与外果皮不易分离；果实内仅

含１粒种子，种子无胚乳，主要由２片子叶构成。
在解剖学方面，宁小清等［１１］对银叶树的根、茎和叶进行显微鉴别，主要鉴别特征为：（１）根在皮层、韧皮

部有众多纤维束；木质部宽广，约占横切面的２／３；皮层、韧皮部、木质部多见大型草酸钙方晶；（２）茎的皮层、
韧皮部有众多纤维束，皮层与韧皮部间有异常维管束，髓部有多个分泌道，草酸钙方晶众多，簇晶可见；（３）
叶片主脉维管束发达，有分泌道，方晶、簇晶多数；表皮有下皮层；有发达的维管束鞘延伸区；（４）粉末中可见
晶鞘纤维、非腺毛、草酸钙方晶大型、多数，草酸钙簇晶可见，具缘纹孔导管易见。

２　生物化学与遗传多样性研究

２．１　生物化学
林益明等［１２］对深圳福田红树林区７种红树植物叶热值的季节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叶树不同季

节的灰分含量为４．５０％～５．６１％，其变化趋势为夏季＞冬季＞春季＞秋季。牟美蓉等［１３］对真红树和半红树

植物叶片氯含量及叶性状的比较表明，银叶树的比叶面积（ＳＬＡ）较小，为７１．５ｃｍ２·ｇ－１，单位面积叶氯含量
却较高，为２．３６ｇ·ｍ－２。

Ｔｉａｎ等［１４］从银叶树的叶子中分离鉴定了８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栎皮苷（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１）、槲皮素（ｑｕｅｒ
ｃｅｔｉｎ２）、山柰酚３Ｏ（６ｄＯＥｐ香豆酰基）ＢＤ吡喃葡萄糖（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３Ｏ（６ｄＯＥｐ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ＢＤｇｌｕ
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３、山柰酚（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４）、山柰苷（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ｔｒｉｎ５）、杨梅黄酮（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６）、圣草酚（ｅｒｉｏｄｉｃｔｙｏｌ７）和
儿茶素（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８）。张艳军等［１５］研究了从银叶树树叶中提取黄酮所需的条件。田艳等［１６］从银叶树的树皮

里分离鉴定了７个三萜化合物。
２．２　遗传多样性研究

ＤＡＳ等［１０］通过脱氧核糖核酸含量的差异和ＲＡＰＤ标记对银叶树分子发展史进行了研究。简曙光等［１７］

采用ｃｐＤＮＡ基因间隔区序列分析的方法对分布于中国、日本、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１２个地
点的１７个种群进行谱系地理学研究，结果表明，银叶树种群间的遗传分化与种群间的地理隔离有关；单倍型
分布和系统发育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银叶树有２个广布单倍型和３个特有单倍型，推断出银叶树可能的起
源中心和次级起源中心的地理区域。

Ｊｉａｎ等［１８］利用ＩＳＳＲ技术研究了来自华南地区的６个自然种群的红树植物银叶树的遗传多样性，结果
表明银叶树在物种水平上有较高的遗传变异水平，这些遗传变异很大部分来自种群内部；银叶树的种群分化

表现在基因水平上，由不同生境所带来的影响不显著。随后Ｊｉａｎ等［１９］又利用２种分子标记方法（即ＩＳＳＲ和
ＡＦＬＰ）分析了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地理位置的银叶树分布结构及遗传多样性，发现地点内遗传分化的重要影
响因素为高度分歧的环境因素。

３　抗性生理研究

３．１　耐盐特性
蒋巧兰等［２０］对真红树和半红树植物体内盐分、元素分布及耐盐差异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银叶树 Ｎａ和

Ｃｌ含量较低，幼枝、多年生枝、叶片，树干材的Ｋ、Ｎａ和Ｃｌ的含量排序都为Ｋ＞Ｃｌ＞Ｎａ，而树皮中的含量排序
为Ｃｌ＞Ｋ＞Ｎａ；银叶树各级根系Ｃｌ含量较低，随着根系直径的增加，Ｃｌ含量有下降的趋势；银叶树不同直径
根系Ｎａ含量较低，说明其根系的拒Ｎａ能力较强［２１］。

邱凤英［２２］对银叶树的耐盐性研究结果表明，在５，８，１１，１４，１７，２０，２３ｇ·ｋｇ－１这７个盐度处理下，随着
盐度的增大，其幼苗的苗高月平均增量呈现下降的趋势，银叶树具有一定的耐盐性；其抗逆性生理指标（如

丙二醛含量、质膜透性等）都会随着盐度的增大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银叶树在盐度为５
ｇ·ｋｇ－１处理下适应度为０，幼苗呈适应性生长，在盐度为８，１１ｇ·ｋｇ－１处理下生长受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大，
在盐度≥１４ｇ·ｋｇ－１处理下呈不适应性生长，受环境的影响很明显。卞阿娜［２３］在对华南滨海区耐盐园林绿

化植物选择与配置的研究中发现，银叶树属于高度耐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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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耐水淹特性
邱凤英［２２］对银叶树植物苗木进行正常浇水、水淹至地茎、水淹至枝下高和完全水淹４种深度水淹处理，

结果表明，银叶树根系在水淹条件下不能生长，其幼苗茎生长情况与水淹深度有关。栾建国等［２４］对深圳地

区银叶树淡水种植试验的结果表明，银叶树适于生长在较干旱的涨落区上部，但耐水性差，遇到长时间水淹

便会死亡。

３．３　耐寒特性
杨盛昌等［２５］在５℃夜间低温下对红树幼苗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进行研究，发现银叶树的蒸腾速率、净

光合速率、水分利用率和气孔导度都会因夜间低温而降低，而胞间 ＣＯ２浓度却增加，但叶绿素含量变化不明
显，表明银叶树幼苗在低温条件下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３．４　抗菌特性
陶文琴等［２６］对４种红树植物提取物的体外抗菌活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

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氏菌及副伤寒沙门氏菌这６种受试菌的抑菌谱来看，体外抗
菌活性能力大小排序为银叶树＞黄槿（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ｔｉｌｉａｃｅｕｓ）＞海桑（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ｃａｓｅｏｌａｒｉｓ）＞无瓣海桑（Ｓ．ａｐｅｔａ
ｌａ）；银叶树的叶提取物比茎提取物的抑菌谱更广。

４　育苗造林技术

银叶树主要是通过种子进行繁殖，其种子的萌发类型属于留土萌发，一般情况下是腹部朝下，先长胚根，

再长胚芽［１１２］。刘秀［２７］采用不同的储藏方法研究银叶树种子的发芽率，结果表明，采用常温沙藏的方法进

行种子贮藏最有利于种子的发芽；采取脱壳处理＋淡水浇灌＋全日照方式育苗，最有利于种子的发芽；发芽
时间短且发芽率很高。刘秀等［２８］研究了不同储藏方法对银叶树和海芒果（Ｃｅｒｂｅｒａｍａｎｇｈａｓ）的种子发芽的
影响，结果表明，常温沙藏条件下，银叶树种子和海芒果种子发芽整齐，表现最好，发芽率都最高。此外，高秀

梅等［２９］对银叶树进行育苗试验，结果表明，成熟果实（自然凋落在母树下的风干果）利于育苗，而直接从母树

上采集的鲜果，其成苗率显著降低；在育苗过程中，要获得整齐苗与壮苗，必需对种子进行一定的处理，如切

除部分果皮、自来水浸泡一定时间等。韩静［３０］对几种半红树植物的育苗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叶树在

黄心土基质中生长很差，在混合基质（如黄心土 ＋沙 ＋基肥、黄心土 ＋沙 ＋火烧土）中生长较好。邱凤英
等［３１］对几种半红树植物移栽技术的研究表明，在对３ａ生的银叶树进行移栽前，对其枝叶进行适当的修剪
等处理，移栽后其成活率可达９５％。陈等［３２］在４种不同立地下进行银叶树造林试验，结果表明，银叶树不
适合盐碱地和滨海沙地人工造林。

５　资源利用

银叶树的树皮、根和叶等都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可用于治疗腹泻和牙痛等［８，３３］，其叶子中的酮类化合物

可以用于抗癌［１４］，在现代医学里的应用前景广阔；此外银叶树的种子既可食用，又可以榨油［３４］，在食品开发

方面有很好的前景。

银叶树属于长寿命树种，树龄可达５００ａ以上，且具有耐盐、抗风等特性，是营建海岸防护林的优良树
种［３５］。银叶树还是良好的景观树种，其观赏特性主要体现在银白色的叶背、奇特的果实形状，以及高度发达

的板状根［３６］。此外，银叶树在红树林生态教育与生态旅游等方面的贡献也很大。

６　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华南滨海地区盐渍化土壤面积不断增加，植被覆盖率降低，而且园林绿化质量

一般。但华南滨海区域的园林绿化植物资源很丰富，许多优良的耐盐园林绿化植物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

此筛选耐盐园林绿化植物的工作显得非常重要。华南沿海地区受热带风暴影响大，台风及海浪对地貌的侵

蚀作用大，是重点防护林树种发挥防护作用的区域。目前沿海地区主要的防护林树种为外来树种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木麻黄适宜海岸沙地，生长快，耐瘠薄土壤，但根系浅，不耐海水浸泡，茎干和枝条
树皮纤维不发达易折断，叶极度退化，树冠减弱风能效应差。而银叶树是半红树植物，有板根，根系深，耐海

水浸泡，茎干和枝条树皮纤维发达不易折断，中型叶，植株叶量大，树冠枝叶浓密，树冠减弱风能效应高，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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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在华南沿海潮间带高潮线附近，可作为华南沿海地区防护林建设的重要树种。因此，选育优良的银叶树

种源以满足华南地区防护林建设的需求，具有重大生态意义。

银叶树具有独特的观赏特性，其树形美观，叶背银白色，枝叶四季浓密，果实奇特，是华南滨海地区美化

环境的优良树种。因此，建议在华南滨海地区高潮带区域中种植银叶树等优良乡土半红树树种，既可减缓华

南沿海地区台风的侵袭，又能美化、绿化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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