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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海岸的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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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树林是热带海岸潮滩土一种特殊的植被类型和生物资源
。

我国南海海岸为我国红树

林的重要分布区
,

包活桂
、

粤
、

台
、

闽南部海岸
,

但主要是广东省的海岸
,

尤为海南岛
。

群落的组成

种类丰富
,

有 2 1科
、

27 属和 3 8种
,

其中红树科的有 g 种
,

占世界红树科种数的 54 多
。

我国红树林根

据其群落的各种特征
,

可以划分为海滩红树林和海岸平幻树林两类
,

共包括 1 5个群落类型
,

其组成

种类
、

外貌结构与马来半岛及共邻近岛屿相似
。

因此
,

我国的红树林应属于世界红树林 的 东 方 群

系
。

术文还介绍找国南海海岸红树林的分布和演料
,

井根据红树林的特点提出保护和经 营 管理 问

题
。

一
、

本区域红树林分布的环境特点

我国南海海岸的范围包括台湾和福建的南部及 j
` 一

东 ( 含海南 岛 )
、

广西的沿海地段
。

这

里的海岸线
一

民
,

滩涂而积
_

友
,

并山于面临热带南海
,

具热带季风海洋气候特点
,

水热条件丰

富
,

年平均气温在 21 一 2 5
.

5 ℃ ,

最冷月 平 均气温 1 3一 20 ℃ ,

》 10 ℃的积温在76 00 一 93 00 ℃ ,

年平均海水的温度为 21 一 2 6℃ ; 年降雨最 一般在托 00 一 2 0 0 0毫米
,

但季节分布不均匀
,

干
、

幸显季较分明
。

红树林生长在风浪较平静和淤泥深 厚的海湾或河 「{
·

佑潮线以下的海滩
,

但它 的 分 布 气

候
、 一

仁壤和海水的介盐度有密切的关系
。

木 区域海岸线绵
一

长
,

南北跨跟达 6 个纬度
,

虽均属

热带海岸
,

仍囚齐岸段的水热架件差 异较大
,

所 !
’

j 各海岸 J
一

廿三段红树林组成种类也有明显的区

别
。

红树林分布地的土壤为滨海盐渍土
,

山于常受海潮的作用
,

土壤含盐量 较 高
,

一 般 为

0
.

仍一 .2 7 %
。

由于红树林的枯枝落叶分解出较多的单宁
,

因而表土呈微酸性至微碱性反映
,

p H值为 5
.

0一 8
.

。之问
, :仁壤质地粘重

,

深厚而结构不明显
,

有机质含量丰富
,

一般在 2
.

0一

理
。

O%
,

井带有腥腐臭味
。

土壤含盐量的高低与红树林各种类型分布有密切关系
,

即适 宜 土

壤含盐量高的种类多分布于海滩前缘
,

而适应 卜壤含盐 最较低的种类则分布于海滩内缘的地

段
,

因此表现出不同的生态系列 ( 图 1 )
。

此外
,

红树林的分布同海流的作用也有关系
,

木 区域属热带南海
,

深受赤道热带暖流的

影响
,

因此红树林的组成种类同马来西亚
、

作津宾 等地相似
。

二
、

本区域红树林的分布及其组成种类

红树林是热带海岸潮滩上主要由红树科 (尸ilz 之。 P入。 : a c e a
e) 植物组成的一种特殊的植被

类型
。

一般分布于南
、

北纬 3 2
。

之间的沿海地区
,

但以热带地区为主
,

生 长繁茂而组 成 种类

丰富
,

尤其是马来半岛及
一

续邻近岛屹的海岸上 据统计全世界红树林的种类有25 科
、

38 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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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澜港东阁岸段的红树林种类的生态系列

i 海桑
, 2 海榄雌

, 3 桐花树
, 4 木榄

, 6 红海榄 , 6 角果木
,

7 红树 , s 木果谏
, 9 榄李

, 10海莲
, 1 1海漆

, 1 2银叶树

1 3露兜称
, 14 黄横

,
15 海棠果 , 16 椰子

,
17 木麻黄

84 种
,

其中属红树科的有 17 种
。

按其组成种类和生态条件特点
,

世界红树林可分为两大群系
:

即印度和西太平洋海岸 的东方群系和美洲
、

西 印度群岛及西非海岸的西方群系
。

两群系中前

者组成种类丰富
。

本区域的红树林主要分布 于广东 ( 尤其海南岛 )
、

次为广西
、

台湾和福建

的南部沿海有小面积分布
。

组成种类据统计有 21 科
、

27 属和 38 种
,

其中红树科有 9 种
,

为世

界红树科的 54 % ( 表 1 )
.

组成红树林主要的种类中有 85 %的种同中南半岛
、

菲律宾和印度

等地所共有
,

有73 % 的属 同马来西亚的相同
。

因此
,

在植物区系上同亚洲东南部关系密切
,

同

属于东方群系的类型
。

本区域红树林各分布 地段因生境条件的差异
,

其组成种类各地有所不同
,

例如海南岛红

树林的组成种类有 21 科
、

73 种
,

其中红树科的有 8 种 , 到两广大陆沿海和台湾的南部海岸只

有 14 科
、

20 种
,

其中红树科的只有 4 种 ,
而在福建的南部沿海仅有 7 科

、
9 种

,

其中红树科

的仅存 2 种 ( 表 1 )
。

三
、

本区域红树林的外貌和结构

红树林的外貌终年常绿
,

林冠整齐
,

在赤道热带地区如马来西亚等地
,

成熟的红树林是

由高大的乔木组成的森林植被
,

乔木株高可达 30 一 40 米
,

胸径达 40 一 50 厘米
。

林中具多层结

构
。

本区域沿海由于地处热带北缘
,

加之人为经济活动对红树林干扰大
,

成熟的红树林面积

很少
,

多为次生林
,

且以灌丛林为主
。

在海南岛和两广大陆沿海局部地段保存较好的小片红

树林
,

株高可达 8 一15 米
,

胸径 10 一 30 厘米
,

其 中海南岛岸段还 见有百年大树
。

群落结构虽

较赤道热带的简单
,

但在保存较好的红树林一般亦可分乔
、

灌和草本植物层
,

层外植物还常

见有鱼藤 ( D
e r r f s r r i f

o
l`a ta )

、

光叶藤蔽 (S t e 。 o c h l
a e o a p a l o s r r `s

) 球兰 ( H
o y a c a , 。 o s a )

、

等藤本和附生植物
。

此外
,

红树林的组成种类因长期生长在海潮浸淹的盐溃土壤上
,
所 以它亦形成一种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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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南海海岸红树林主要组成种类的分布

编
分 布 岸 段 属

台南湾部广西
.

广东大陆海南岛
科 名 植 物 种 名

科总数国我该的种

号 性

+ 红树林
谧..口t...叮t̀l月..昌

++++十++十+

. ,̀. ..,.... ..门... r,.厅百t,侣.,通̀,二胜

+

+++

++++++++

+

+

半红树林

红树林

十

++++++

+

+++十+

+

++十+ 半红树林

十

+ 红树林

+

+

+

+++++十++

+

+十十+++十

+++十

+++++

+

半红树林

红树林

半红树林

藤本植物

半红树林

于+++++++++++十十++十++十++++土爵 床 科 2

夹竹桃科

使君子科

1

2

大 戟 科

株 科

紫金牛科

棕 桐 科

锦 葵 科

1

1

1

1

2

红 树 科 9

茜 草 科 1

海 桑 科 3

老鼠勒 A e a n t五让 5 i l i e i f o l i u s

小花老鼠称 A
·

e七r a c t e a t ” s

海芒果 c e r b e r a m a n g h a s

榄李 L u nr n i t z e r a r a c e m o s a

红榄李 L
.

l i t t o r e a

海漆 E x e o e e a r i a a g a l l o e五a

木果糠 X y l o e a r p u s g r a n a t u m

桐花树 A e g i e e r a s e o r n i c u l a t u ln

水椰 N v p a f r u t i c a n s

黄模 H i b i s e u s t i l i a c e u s

杨叶肖模 T h e s p e s i a p o p u l n e a

木榄 B r u g u i e r a g y m n o r r h i z a

柱果木榄 B
.

e y l i n d r i c a

海莲 B
.

s e x a n g u la

尖瓣海莲 B
.

s e x a n g u l a

v a r
.

e h o P e t a l a

角果木 c e r i o p s t a g a l

秋茄 K a n d e l i a e a n d e l

红树 R五i z o p h o : a a p i e u l a t a

红海榄 R
. s t y l o s a

红茄苏 R
.

血 u c r o n a t a

瓶花木 S e y p h i p il o r a h y d r o p五v l l a -

C e a

海桑 S o n n e r a t i a e a s e o l a r i s

杯果海桑 5
. a l b a

海南海桑 5
.

h a i n a n e n s i s

梧 桐 科

马鞭草科

1 1i t t o r a l i s

2

2

银叶树

海榄雌

许树

鱼藤

H e r i t i e r a

A v i e e n n i a 幻以 a r l n a

C Ie r o d e n d r u m I n e r n l e

蝶形花科 D e r r i s t r i f o l i a t a

P o n g a m i a P i n n a t a

莲叶桐科

苦榄蓝科

卤 旅 科

1

水黄皮

莲叶桐

苦榄蓝

H e r n a n d i a

M y o P o r u m

2 卤族 A e r o s t i e h u m

S O n o r a

b o n t i o i d e s

a U r e U 刀 1

, ,

(蔗类 )

十十+十

十十+++++十++

A
.

s p e e io s u m

+++++
、、

++
草海桐科 2

尖叶卤蔗

草海桐 S e a e v o l a S e r 1 C e a

海南草海桐 S
·

h a i n a n e n s i “

玉 蕊 科 玉蕊 B a r r i n g t o n i a r a C e m 0 S a

21匀46678911121013141516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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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本种为 1 9 8 4年海岸带调查时新发现
。

境相适应的生态学特性
,

例如叶子具盐生和适应生理干旱的形态结构
、

厚革质和有光泽
, 叶

背有短而紧贴的茸毛和贮水组织及分泌腺体
,

可排出多量的盐
。

由于红树林植物生于潮滩的

淤泥上
,

土壤缺乏空气
,

因而形成了发达的和引人注目的根系
,

包括支柱根 (气生根 )
、

板根和

呼吸根
。

支柱根以红树属 ( R人舫。 P人o1
·

a) 植物为最发达
,

从树干长出
,

最后插入土中
,

形 如

弓状
,

纵横交错
,

形成一个稳固的支架
,

貌似鸡笼状
,

故俗称
“ 鸡笼答 ”

( 图 2 )
,

使植物

体处于惊涛巨浪而不为所折 , 板状根和呼吸根是红树林一种特殊的通气组尹
,

它凸于海滩表

面并有各种形态
,

如海桑属 (S
o nn el

·

at 宕a)
、

海榄雌属 ( A vi ce 示a) 等的指状呼吸根
,

密布 树

干基部的周围或呈放射状
;
木榄属 (B

: 。 g “ `er a) 呈曲膝状的呼吸根
,

并同时形成发 达 的 板

状根等
。

这些呼吸根具向上负地性生长
,

外表有粗大的皮孔
,

内部有海绵状通气结构
,

可贮

存空气和通气
,

同时它的再生力很强
,

如被折断后即能继续再生长
。

红树林这种外貌结构和

生态学特性形成一种独特的奇景
。

图 2 红树林的外貌及其支柱根

红海榄 ( R h` z o P 舌o r a s t。
,

l o s a ) 林

四
、

本区域红树林的主要类型和分区

我国南海海域红树林分布面积广
,

是我国红树林的主要分布基地
,

组成种类丰富
,

群落类

型多样
。

关于红树林的类型可根据群落的组成种类
、

外貌结构和生境特点的划分原则
,

首先按

红树林树种的特有生态幅度和分布地段
,

可划分为潮间带的海滩红树林 ( b e a 。 h
一

m a n g r o v e
)

和特大高潮才浸到的海岸半红树林 ( C
oa

s t s e m i
一

m a n g r o
ve ) 两大类

,

然后按群落的特征 再

戈lJ分出各种类型
。

( 一 ) 海滩红树林 本类型是分布在海潮 间歇性淹没的海滩地段
.

上
,

是红树林的主要

类型
,

可称为 “ 典型红树林 ” 。

组成种类以红树科植物为主
,

类型多
,

分布广而面积大
,

其

中连片
一

分布面积达万亩以上的有海南岛的东寨港
、

清澜港和粤西岸段的通明海
,

其他多为沿海

岸成不连续的块状分布
。

主要的组成种类约 占红树林总种数的60 %
,

包括有15 个群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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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红海榄群落 (F Or m
.

l h R’ z O Ph口t’ a:
ty !o) s a

本类型分布于潮间带内滩至中滩
。

以海南岛岸段分布最普遍
,

次为粤西岸段和广西的英

罗港
,

粤东岸段有小面积分布
,

为乔木或小养木林
,

其中较典型的为广西英罗港一片
一 。

2
。

红树群落 ( F o r m
.

R h`z o p h o , a 。 p 。̀ 。 la r。 )

主要分布于海南 岛的东南部沿海
,

多分布于内滩地段
,

为小乔木林
。

3
.

红茄茗群落 ( F o r m
.

尸h`2 0力 h o r a 。 。 e r o , a r a
)

主要分布于台湾南部的高雄湾
,

为小乔木林
。

4 。

木榄群落 ( F o r m
.

B r u 夕u i e r a 夕夕。 。 o ,
·

r h :̀ a )

本类型沿海各地的内滩地段均有分布
,

但面积不大
,

其中海南岛的东寨港和广西的英罗

港有连片分布
,

呈小乔木林
。

5
.

海莲群落 ( F o r m
.

B r u夕u f e r a o e % a n夕u l a
)

主要分布于海南岛的东寨港和清澜港海滩的内缘地段
,

为乔木林
。

6
.

红榄李群落 ( L u川 n i才z e r a l i t t o r e a )

主要分布于海南 岛东南部沿海的内滩地段
,

为养木林
。

7
.

角果木群落 ( F o r m
.

C a r `o p :̀ 才a g a l )

本类型一般分布于内滩地段
,
以海南岛岸段为多

,

粤西和广西沿海有小片分布
,

多为灌

丛林
。

5
.

海桑群落 ( F o r m
.

5 0朋
e r a t`a e a s e o l a r `:

)

本类型仅分布于海南岛的东海岸
,

除海桑外
,

还包括有海南海桑 (S 。朋 er at ia h盯朋加
-

” s宕s
) 和杯果海桑 (5

.

a lb
a
) 等

,

均为乔木林
。

9
.

木果糠群落 ( F o r m
.

(X 夕 l
o e a r P u s 夕, a 。 a考。 。 )

本类型仅分布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内滩 地段
,

一般为乔木林
。

1 0
.

秋茄群落 ( F o r m
.

K a o d e
l`

a e a 。 d e l )

普遍分布于各地沿海的内滩地段
,

常与桐花树 (且
e娜ce

r
as co , `cu at ut m ) 混 生

,

呈 灌

丛林或小乔木林
。

1 1
.

海榄雌群落 ( F o r xn
.

月 。 s c e n n i a m a r `。 a
)

本区域沿海的潮滩地均有分布
,

但面积不很大
,

多为灌丛林
,

在海南岛岸段 尚可见有直

径达 30 厘米的乔木
。

1 2
.

桐花树群落 ( F o r m
.

A e g ` e e r a 。 e o r 。 。̀ 。 l a t 。 。 )

本类型在本 区城沿海内滩均有分布
,

且面积较大
,

为灌丛林
。

1 3
.

瓶花木群落 ( F o r m
.

S
e 夕P h`P h o r a h夕d r o P h夕 l l a c e a )

仅分布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内滩地段
,

面积不大
,

为灌丛林
。

1 4
.

海漆群落 ( F o r m
.

E 二 e o e e a r `a 。 g a l lo
e h a )

本区域各地沿海均有分布
,

为高潮线以上的类型
,

面积很小
,

常与半红树林的种类组成

灌丛林
。

1 5
.

水椰群落 (尸。 r m
.

N y P a f
r u t i c a , s

)

仅分布于海南岛的东部沿海内滩地段
,

面积很小
,

从林状
。

( 二 ) 海滩半红树林 本类型是指分布在海潮一般不易抵达
,
只有大潮或特大潮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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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红海榄群落 ( FO r m
.

R hl’ z O P h口t’a :
ty o !a s )

本类型分布于潮间带内滩至中滩
。

以海南岛岸段分布最普遍
,

次为粤西岸段和广西的英

罗港
,

粤东岸段有小面积分布
,

为乔木或小养木林
,

其中较典型的为广西英罗港一片
一 。

2
。

红树群落 ( F o r m
.

R h`z o p h o , a 。 p 。̀ 。 la r。 )

主要分布于海南 岛的东南部沿海
,

多分布于内滩地段
,

为小乔木林
。

3
.

红茄茗群落 ( F o r m
.

尸h`2 0力 h o r a 。 。 e r o , a r a
)

主要分布于台湾南部的高雄湾
,

为小乔木林
。

4 。

木榄群落 ( F o r m
.

B r u 夕u i e r a 夕夕。 。 o ,
·

r h :̀ a )

本类型沿海各地的内滩地段均有分布
,

但面积不大
,

其中海南岛的东寨港和广西的英罗

港有连片分布
,

呈小乔木林
。

5
.

海莲群落 ( F o r m
.

B r u夕u f e r a o e % a n夕u l a
)

主要分布于海南岛的东寨港和清澜港海滩的内缘地段
,

为乔木林
。

6
.

红榄李群落 ( L u川 n i才z e r a l i t t o r e a )

主要分布于海南 岛东南部沿海的内滩地段
,

为养木林
。

7
.

角果木群落 ( F o r m
.

C a r `o p :̀ 才a g a l )

本类型一般分布于内滩地段
,
以海南岛岸段为多

,

粤西和广西沿海有小片分布
,

多为灌

丛林
。

5
.

海桑群落 ( F o r m
.

5 0朋
e r a t`a e a s e o l a r `:

)

本类型仅分布于海南岛的东海岸
,

除海桑外
,

还包括有海南海桑 (S 。朋 er at ia h盯朋加
-

” s宕s
) 和杯果海桑 (5

.

a lb
a
) 等

,

均为乔木林
。

9
.

木果糠群落 ( F o r m
.

(X 夕 l
o e a r P u s 夕, a 。 a考。 。 )

本类型仅分布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内滩 地段
,

一般为乔木林
。

1 0
.

秋茄群落 ( F o r m
.

K a o d e
l`

a e a 。 d e l )

普遍分布于各地沿海的内滩地段
,

常与桐花树 (且
e娜ce

r
as co , `cu at ut m ) 混 生

,

呈 灌

丛林或小乔木林
。

1 1
.

海榄雌群落 ( F o r xn
.

月 。 s c e n n i a m a r `。 a
)

本区域沿海的潮滩地均有分布
,

但面积不很大
,

多为灌丛林
,

在海南岛岸段 尚可见有直

径达 30 厘米的乔木
。

1 2
.

桐花树群落 ( F o r m
.

A e g ` e e r a 。 e o r 。 。̀ 。 l a t 。 。 )

本类型在本 区城沿海内滩均有分布
,

且面积较大
,

为灌丛林
。

1 3
.

瓶花木群落 ( F o r m
.

S
e 夕P h`P h o r a h夕d r o P h夕 l l a c e a )

仅分布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内滩地段
,

面积不大
,

为灌丛林
。

1 4
.

海漆群落 ( F o r m
.

E 二 e o e e a r `a 。 g a l lo
e h a )

本区域各地沿海均有分布
,

为高潮线以上的类型
,

面积很小
,

常与半红树林的种类组成

灌丛林
。

1 5
.

水椰群落 (尸。 r m
.

N y P a f
r u t i c a , s

)

仅分布于海南岛的东部沿海内滩地段
,

面积很小
,

从林状
。

( 二 ) 海滩半红树林 本类型是指分布在海潮一般不易抵达
,
只有大潮或特大潮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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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粤
、

桂沿海红树林岸段
:
本岸段包括广东海丰县的红海湾以西到广西东南部沿海

地区
。

为热带的北部
,

热量条件比海南 岛岸段低
,

年平均气温 21 一 22 ℃ ,

极端最低 1 一 3 ℃ ,

> 10 ℃的积温 7 8 0 0一 8 0 0 0℃
。

海水表层年平均温度 23 一 25 ℃ ; 年降雨量 1 8 0。一 2 2 0。毫米
。

滩

涂面积大
,

红树林分布面积也很广
。

组成种类 尚丰富
,

有 13 科
、

19 属和 20 种
,

其中红树科植

物有 4 种
,

为全 国的44 %
。

代表性的类型有红海榄群落和秋茄
、

桐花树群落占优势
。

其 中红

海榄群落在广西的英罗港株高达 9 米
,

胸径达 20 一 25 厘米
,

是大陆沿海红树林保存最好的地

段
。

此外
,

在深圳市葵冲的盐灶村和海丰的小漠沿海分布小片状的银叶树 ( H盯 iit er
a

lI’t
-

ot ar il s) 群落
,

高达 10 米
,

胸径大者达 30 厘米
。

在雷州半岛南部还有角果木 ( C er io P : at ga l)

散生分布
。

本岸段从面积分布上亦为 我国红树林的重要分布 区
。

,

( 三 ) 粤东
、

阂南沿海红树林岸段
:
本岸段主要为广东的汕头地区和福建诏安地区的沿

海岸
,

为热带南海的边缘区域
, 气温稍偏低

,

年平均气温 21 ℃左右
,

极端最低约在 。 ℃ ,

》
1 0℃的积温 7 6 0 0一7 8 0 0℃

,

海水表层年平均温度 21 一 22 ℃
。

年降雨量 1 4 0 0一 1 8 0 0毫米
。

红树

林分布面积很小
,

组成种类也较单纯
,

只有 10 科
、

13 属和 15 种
,

其中红树科植物 只 有 木 榄

B
r u夕u `。 r 。 夕夕。 。 o r r h`: a ) 和秋茄 ( K a ” d e

l i a e a n d e l ) 两种
,

仅为全国的 2 2 %
,

组成的代表

类型为秋茄
、

桐花树群落
,

且多为灌丛林状
。

( 四 ) 台湾南部沿海红树林岸段
:
本岸段仅为台湾南部的的热带沿海地区

,

分 布 面 积

不大
,

主要分布于基雄湾和高雄湾
。

水热条件丰裕
,

年平均气温 23 一 2 4
.

4 ℃ ,

一月最低气

温 1 7一 2 0
.

3 ℃ ,

> 1 0 ℃ 积温 5 0 0 0一 9 0 0 0℃ ,
年降雨量 2 0 0 0一 2 9 0 0毫米

。

组成红树林的种类

尚丰富
,

有 1 3科
、

2 9属和 2 1种
,

其中红树科植物有红茄菩 ( R h 二̀ o P h o r a o u c , o n a t a
)

、

木榄

( B r u g u i e r a
gy 附 on

r r h i二 a )
、

角果木 ( C
e r i o P s t a g a l) 和秋茄 ( K a n d e l`a c a , d e l ) 等 4 种

,

为

全国的 4 4 %
。

代表性的类型有红茄菩群系
,

此外还有玉蕊 ( B a r r i叼 t o n i a r a e e o o s a ) 和莲叶

桐 (H
e r n a n d `a s o n o r a ) 等热带性类型

。

五
、

红树林的演替

红树林是热带海岸潮滩上一种特殊的植被类型
,

受气侯
、

地貌和土壤等生境 条 件 的 作

用 , 表现出各种群落地理分布规律
。

它的演替受地形
、

土壤和人类经济活动干扰 而 发 生 变

化
。

一般随海滩逐步增高
,

地形引起了土壤的变化
,

特别是受潮浸的频度机会减少
,

土壤逐

渐出现脱盐的现象
,

海滩红树林的各种类型内部发生变化
,

如海滩前缘的海榄雌或桐花树
、

海桑等群落
,

渐向中滩至内滩的红海榄
、

木榄
、

果角木或海莲等群落变化
。

如滩 地 继 续 升
-

高
,

受海潮浸溃的机会更少
,

一般只限于每月大潮或特大潮才有海水到达
,

则最后的海滩红树

林被海岸半红树林所代替
。

随着海岸带的发展
,

海岸半红树林也逐步向陆地上的常绿季雨林

方向发展
。

在海南岛的清澜港
、

粤西岸段的通明海和广西的英罗港的红树林均有这种演替现

象
,

这是红树林自然的顺向演替的一般规律
。

但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不断的干扰
、

砍伐和垦殖

下
,

红树林的各种类型亦发生逆向演替
,

特别是在人为的反复砍伐
、

围垦
,

红树林则从乔木

群落退到灌丛林
,

甚至变成草滩地或荒滩地
。

例如海南 岛清澜港红树林砍伐后出 现 卤 厥 层

片
、

结缕草层片 ; 在珠江 口 岸段出现芒茎 ( C y P er us m o
laC 。 。彻 。̀ ) 群落等

。

严重砍伐的成为

荒滩地
。

另外在人为经济 活动的作用下
,

把红树林围垦作鱼塘或种植作物
,

成为人工植被的

各种类型 ( 红树林演替示意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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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红树林演替系列示意图

关于红树林的保护和经营管理

海海岸半红树林林

红树林是热带海岸潮滩上特有的植被类型和生物资源
。

本区域为我国红树林的主要分布

区
,

组成种类丰富
。

由于它的特殊的生态学特性
,

使之在生态和经济效益上具有 重 要 的 作

用
。

在生态效益方面
,

红树林由于能在特殊的生境条件下生长
,

具有与环境相适应和保护环

境的本领
,

特别是它的枝叶繁茂
,

根系发达而盘根交错
,

能牢固 地扎根于海滩淤泥上
,

形成

一道与海岸线相平行的天然屏障
,

不畏强风与海浪的冲击
,

有效地保护海岸河堤
、

农田和村

庄
,

维护沿海的自然生态平衡
。

例如 1 9 8 5年 17 号台风浸入湛江市
,

遂溪县界炮的团结围外
,

因无红树林保护
,

结果全线崩溃
,

而相邻的斗 伦堤
,

外沿有 1 00 多米宽的红树林带保 护
,

海

堤却安然无恙
。

同时由于红树林的阻拦作用
,

使泥沙淤积
,

有些地方每年淤积厚达 3 一 4 厘

米
,

使海滩面积扩大和抬升
,

增加陆地面积
,

所 以有称为
“ 海岸卫士

” 和 “ 造陆先锋
” 。

在经济欢益方面
,

红树林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
,

红树林中的很多种类的树皮
,

含有丰富

的单宁
,

如角果木含 29 %
,

木果辣达30 %等
,

这是工业 仁一种优良的蹂料和染料原料 , 有些

种类如木果糠
、

海桑
、

榄李
、

银叶树和木榄等的木材坚硬
,

防腐力强
,

是建筑
、

桥梁
、

船舶

和家具的材用树种 , 有些种类还有药用价值
,

如角果木等含有收敛性的物质
,
可 提 取 代 奎

宁
。

所 以红树林温藏着多样的资源植物
。

红树林下荫凉
,

浮游生物丰富
,

有利于鱼
、

虾蟹
、

螺类的栖息
,

温藏着丰富 的 水 产 资

源
。

广西防城县养虾场测定在残留红树林的半自然状态下养红虾
,

比没有红树林的人工造塘

养虾的产值增多 55 % ,
所以它又是天然的水产养殖场

。

此外
,

红树林还能抗污染
,

在军事上有隐蔽作用
,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
,

海南岛清澜港

的红树林是革命战士和地下兵工厂的隐蔽地
。

但是本区域的红树林由于长期以来的砍伐和垦殖
,

使红树林面积税减
,

例如海南岛在 60

年代统计
,

红树林面积有 15 万亩
,

现在只存 7 万多亩
,

同时由于反复的砍伐
,

红树林的外貌

和结构也 日渐简化
,

除少数地区尚保存小片乔木林外
,

多为乔灌丛林状态
,

在防护效应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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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上也大为降低
,

有些地段甚至因破坏了红树林而造成 自然生态平衡失调
。

例如海南岛

陵水县的黎安港
,

原来有一条 3 公里长
、

30 米宽的红树林保护带
,

对 海岸河堤
、

农田和村庄

起到良好的屏障作用
,

但 由于红树林遭砍伐后
,

堤岸经常被海浪冲击而缺 口
.

咸 潮 浸 淹 农

田
,

使农业生产十年九不收
。

另外还失去了鱼
、

虾
、

蟹的栖息环境
,

致使水产也大为减少
,

因此
,

对沿海的红树林应当重视保护和发展
。

在当前应严禁砍伐和无计划垦殖红树林
,

使它

休生养息
,

促使其顺向的发展
。

在沿海适宜红树林生长的海滩
,

特别是海岸河堤 外 缘 的 滩

地
,

应当进行人工种植
,

促使红树林面积的扩大和发展
。

目前海南岛东寨港进行人工营造红

树林已获成功
,

值得推广
。

另外
,

应当有计划地选择适宜地段
,

建立红树林保护区
,

这是保护红树林的一项重要措

施
。

它不仅是生物资源保存的基因库
,

同时又是探索和认识本地区沿海自然生态平衡的内在

规律
,

了解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场所
,

本 区域红树林分布面积大
,

组成种类丰富
。

因此

可以技不同条件
,

选择面积较大和有一定代表性的红树林地段
,

建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开

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研究和科学旅游活动
。

目前海南 岛的清澜港和东寨港 已建立两个红树林保

护站
,

还可在广西英罗港
、

湛江的通明海
、

深圳市的深圳湾和惠阳县的澳头 等地均可建立红

树林保护区
。

今后把保护区作为红树林经营管理和研究的基地
,

开展研究红树林的生物学和

生态学特性
、

物质循环的规律
,

探讨红树林与水产养殖的作用
、

人工造林的技术以及其经济

和生态效益等问题
,

为促进海岸带建设
、

开发利用红树林提供依据
。

编后话 本文是在过去 资杆和前人 工作的基础上
,

经过六年广东海 岸 带 调 查 ( 1 9 8 0一
1 9 8 6)

,

获得不少资杆和参阅广西
、

福 建海岸带调查材料
,

进行全面整理
,

在何绍 颐老师指

导下编 写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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