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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藓：在雨林中“攻城略地”

深入雨林，在缝隙里、岩石间，一片“迷你”的
生灵在以自己的方式占据一方天地，这就是苔
藓。作为高等植物中最原始的类群，苔藓是植物
由水生向陆生的过渡形式，从近似绿藻的轮藻类
演化而来，悄然上岸。

海南热带雨林得天独厚的湿度和树冠郁闭度，
使之成为苔藓生长的宝地。苔藓拥有极强的适应
能力，慢慢在陆地上“站稳脚跟”后，不仅在热带雨林
里“攻城略地”，其身影几乎遍及整个地球。在苔藓
生长过程中，会不断分泌酸性物质，加速岩石的风
化，促成土壤的形成，年深日久，贫瘠的土壤日渐肥
沃，为其他类别的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

在海南热带雨林里，一场骤雨从天而降，会让
本就弥漫绿意的空间变得更加生机蓬勃。而后，
人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青苔爬上了树叶，为原
本被冲刷得油亮光滑的叶面增添了几分粗粝厚
重，这便是“叶附生苔”——海南热带雨林“苔藓王
国”的一大特色景观。

与在岩壁上蔓延、犹如“绿毯”的苔藓群落不
同，叶附生苔颜色和叶面相近，人们极有可能视而
不见。得益于树叶提供的居所，叶附生苔无需从
土壤中吸收养分，而是直接在体表进行气、水和营
养物质等的交换，雨水、露水及大气尘埃“撞击”的
沉淀物也会成为其营养来源。

对大气环境变化敏感的叶附生苔，能很快将
浓缩于雨水和露水中的污染物质通过特定的受害
病症反映出来，因此叶附生苔类植物也被认为是监测

气候变化和
森林完整性
的理想指示
植物。

若继续
向林间深处
行进，会看
到清泉和小
溪，隐约可

见溪水旁的石壁上长满了爪哇凤尾藓，它们因形似
凤尾而得名，是典型的热带苔藓植物之一。小溪边
的土壁和石壁上还贴生着扁平长带状的带叶苔、绿
片苔和多种叶状体，常见波纹的片叶苔。它们都有
清热解毒之功效，洗净捣碎后可作为外敷药。

真菌：生态系统“多面手”

除了苔藓，还有一种生物总是在不经意间进
入人们的视线，它们或躲在湿软的泥土下呼之欲
出，或寄生于老树枯树悄然撑开自己的“小伞”；或
颜色艳丽，或造型奇特；或味道鲜美，让人垂涎欲
滴，或藏有剧毒，让人心生畏惧。

它们就是大型真菌，也就是广义上的蘑菇。
在人们眼中，蘑菇既熟悉又陌生，它们仿佛总是在
一夜之间出现，然后又很快神秘消失，因此西方人
常用“Just like mushrooms”形容某些事物快速

发展或迅速涌现，意为“像蘑菇一样（来到）”。
有专家统计，在海南热带雨林中，至少分

布着2000余种蘑菇。根据营养类型，这些
蘑菇大致可分为3类：寄生型、腐生型和

共生型。不同营养类型的蘑菇在生
态系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总

体而言，它们均参与了生态系
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腐生型蘑菇是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分解者

之一，它们分解动

物、植物、微生物等有机体残骸，把固定在有机体
中的化学元素分解释放出来，归还给大自然，使物
质的循环顺利进行。

尽管都属于腐生营养类型，但在一定的生境
中，这些蘑菇仍显示出对某些特定基物的偏好，有
的蘑菇喜欢生于枯死的树叶或树枝上，如小皮伞
类真菌；有的生于活的树木上，如相似干腐菌；有
的专门生长在松果上，如东方耳匙菌；有的只生于
牛等家畜的粪便上，如蓝灰斑褶菇；在众多的木腐
菌中，最特别的莫过于丛伞胶孔菌，它白天一袭白
衣在身，到了晚上却能发出绿色的荧光。

蘑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还在于它们味
道鲜美而独特，营养丰富而多样。在海南热带雨
林中，分布着大量美味的食用菌，如巨大口蘑、卵
孢小奥德蘑、亚牛舌菌、大侧耳、暗褐新牛肝菌、中
国皱木耳、银耳、蚁巢伞等。

需要注意的是，海南热带雨林中也分布着种
类多样的毒蘑菇，可食蘑菇和毒蘑菇往往非常相
似，非专业人士难以区分，公众千万不要采食不认
识的野生蘑菇。

地衣：为生命“拓荒开路”

提到真菌，就不得不说说地衣。初见地衣，很
多人容易将其与苔藓、藻类混为一谈。实际上，地
衣并不是植物，而归属于真菌界。从学术上定义，
地衣是地衣型真菌和藻类或蓝细菌共生形成的群
落，是自然界中共生关系的典型代表。

地衣生物学家王立松对地衣共生关系的解释
颇为生动形象：“真菌的孢子飞到世界上任何一个
角落，它一旦看到了适合它的藻类，就会共生。藻
类跟真菌说：‘你给我盖房子，你得保护我。’那么
真菌就给它盖了房子，也保护了它。但是藻类也
会跟真菌说：‘我给你做饭。’它通过光合作用提供
氮素营养给真菌，互生关系就产生了。”

循着昌江霸王岭雅加大瀑布旁边的栈道往上
爬，可以看到一块块硕大的石头上有各种颜色的
斑块，这些颜色丰富的斑块就是由地衣组成的。
这些石块表面没有土壤，对植物而言是生命的禁
区。而地衣，在这里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地衣产生的地衣酸能螯合岩石当中的钙，使
岩石慢慢风化成土壤，这是地球原始土壤形成的
原因之一。有了土壤，苔藓植物、小型草本植物相
继出现，灌木和乔木也开始生长，各种动物来到这
里，海南热带雨林才有了现在这般热闹的模样。

根据形态，地衣可以分为3大类：叶状地衣、枝
状地衣及壳状地衣。叶状地衣的地衣体呈叶片状
平展，如肺衣、地卷；枝状地衣常呈灌木状，如石
蕊、金丝刷、松萝；叶状和枝状地衣通常和其生长
的基物结合疏松，而壳状地衣紧贴基物，直径通常
只有几厘米，很难被发现。

地衣对大气污染非常敏感，它经常出现的地
方，都是空气比较好的地方。所以，地衣可以作为
空气质量的指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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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顶到脚下，
置身热带雨林，眼前
是一片参差有致的
绿。若细心观察，会
发现除了高大参天的
乔木、攀缘缠绕的藤
本，还有贴地生长的
苔藓、星罗棋布的真
菌，它们鲜有人关注，
看似微不足道，如武
侠小说中的“扫地
僧”、职场里的“打工
人”，却也发挥着独特
作用，是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中不可忽略的
存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的艳毛杯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的地衣和苔藓。

生长在吊罗山上的苔藓。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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