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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红树林湿地的各种重要价值
,

它的林分木材生产力可达 9 ~ 10 m ,
/ (h m Z ·

a)
,

用于建筑
、

家具
,

制造纸浆
、

纤维
、

木炭等多方面
。

红树林可生产
:

丹宁
、

药品
、

香料
、

食品
、

饲料
;
促进

海产品生产
;
供水禽栖息

;

降低潮水速度 9一 10 倍
;
提高淤积速度 1 ~ 2 倍

;
提供旅游娱乐场所

。

中国

已建立红树林湿地保护 区 7 处
,

面积共 6 78 1 h m , ,

保护 区承担湿地保护
、

科研和造林任务
,

促进了

红树林的恢复和发展
。

关链词 红树林湿地
、

利用
、

保护
、

造林

红树林湿地主要存在于世界热带地 区的陆地与海洋交界面
,

因温暖洋流和气候的影响
,

可

分布至亚热带
,

它是独特的潮间带生态系统和能再生自然资源
。

有着第一流的自然生产力
,

能

为人类提供广泛的产品和多种服务
。

由于世界人口 增长压力
,

导致 自然资源过量开发和土地改变利用
,

红树林资源迅速地消失

和衰退
。

随着人们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多种社会经济功能
、

生产性能
、

防护性能
、

以及它们恶化

后果认识的增长
,

强调对这一宝贵自然资源的持续性完善管理和保护
,

已越益显得必要
。

1 红树林湿地的重要价值

历史上曾有一些人曲解红树林湿地的价值
,

并制造种种舆论毁坏红树林或将其改作它用
,

如 1 9 5 1 年美国佛 罗里达州的报纸曾报道红树林湿地产生恶臭废气
,

熏黑邻近房屋和家庭用

具
,

熏烟毒死人
;红树林隐藏猛兽

,

随时出没伤人
〔‘〕。

造成红树林湿地迅速消失
。

生活于热带红

树林海岸的居民
,

虽比较 了解红树林湿地的价值
,

但并不完善
。

随着科学的发展
,

人类对红树林

湿地的价值将有更高的认识
。

本文对此归纳于下
。

1
.

1 经济价值

红树林湿地的经济价值系指 由它直接提供的产品以及利用它进行生产商品所获得的经济

效益
,

这主要包括从红树林中获得的森林产品和在红树林湿地
、

河 口湾
、

近海岸进行渔业和畜

牧业所获得的经济效益
,

现分述如下
。

1
.

1
.

1 森林产品

1
.

1
.

1
.

1 木 材 虽然就经济价值而言
,

红树林木材并不算高
,

但广泛的用途使它仍然处于

很重要的地位
。

因为红树林由多树种组成
,

采伐之后
,

可以根据各树种木材的特性和大小加工

成为板材
、

桩柱
、

枕木
,

供做建筑用材
、

船板
、

家具
、

包装箱
、

矿柱
、

电线杆
、

船桅杆
、

工具把手
、

火

柴棒
,

有些用作雕刻细木工或作浮标图
。

各树种木材用途见表 1
。

大量的红树林木材用于生产优质木炭和用作薪柴
。

红树属和角果木属的木材含水率低
、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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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均匀
、

无烟
,

产生的热能高
,

热值高于橡木
,

烧制的木炭
,

质重
、

火力强
,

深受用户欢迎
,

印度尼

西亚 1 9 7 8 年出口木炭收益达 1 40 万美元
。

红树林 比较速生
,

在适宜的条件下
,

30 年生的成熟林分木材产量超过 27 0 m
3

/h m
, ,

平均

每年木材生产量约为 9一 10 m
3

/h m
Z
[3]

。

我 国红树林湿地分布于热带北缘
,

且开发利用及破坏

干扰严重
,

产量偏低压
’

](表 2)
。

表 2 说明正红树林分在 10 年生左右生产力相当高
,

按其生产

量算
,

也属于速生林分
。

因此
,

从生产木材的角度出发
,

红树林也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

表 l 红树林主要树种木材的用途 表 2 红树林林分生产力

用途

建筑

家具

柱杆

枕木

船板

乐器

木雕

二单位
: n , 3

/ (h n 、2
·

a )〕

衣L4.3.5.丘3.

夕�
,上11少一

红树 属和木榄属各种
、

小叶银叶树
、

格氏海桑

木果株属各种

木榄
、

银叶树
、

角果木
、

榄李

红树属和木榄属各种
、

格氏海桑

银叶树
、

木榄
、

正红树

木果棣

木果探
、

海漆
、

海檬果

地 点 林 分 林龄 (a) 生产力

马 塘

( 马来西亚 )

普吉 ( 泰国 )

清澜港

(中国 )

正红树

正红树

正红树

正红树

正红树

海桑一桐花树

木榄

5

1 0

1 5

2 5

1 5

5

2 0

1
.

1
.

1
.

2 纤维和纸浆 红树植物海漆
、

海桑
、

白骨壤等树种的木材是很好的造纸原料
,

用它们

制作硫酸纸浆
,

能生产出拉力强的优质纸
。

孟加拉国库尔纳新闻纸厂主要以海漆木材为造纸原

料
,

生产的新闻纸除了满足本国需要外
,

还出口到中东
、

非洲和西欧一些国家
。

菲律宾利用红树

林木材提取纤维素还原酸脂
,

用于纺织业
,

生产轮胎布
、

工业传送带
、

玻璃纸
、

纸浆
〔’〕。

利用红树林木材加工为纤维和纸浆具有较大的潜力
,

国外正在大力发展和试用
。

1
.

1
.

1
.

3 化工原料 丹宁及其提取物的用途广泛
,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

红树植物是含丹宁量

最高的植物之一
,

本世纪中期前曾是以红树植物萃取丹宁的盛行时期
,

当时以树皮生产丹宁
,

红树科树皮含丹宁量约占皮重的 1 2
.

4 %一 30
.

8 %
。

在 20 年代
,

马来西亚槟榔屿年产树皮 5 00

多万 k g
,

新加坡年产树皮 2 50 多万 k g
。

1 9 6 7 年哥伦比亚生产丹宁 2 61 万 k g [z]
。

后因被石油萃

取物取代才退居
,

但地球石油蕴藏量有限
,

今后可能东山再起
。

在利用红树林木材烧制木炭时
,

收集炭窑中的气体
,

可提取乙酸
、

乙醇
、

焦油
,

这些物质也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

1
.

1
.

1
.

4 药品和香料 选择和利用各种红树植物的根
、

茎
、

叶
、

果实
、

树皮作为药品是红树林

海岸地 区的民间传统习惯
,

据不完全统计
,

分别利用这些药品来治疗脓肿
、

出血
、

烧伤
、

便秘
、

疥

癣
、

冻疮
、

腹泻
、

赤痢
、

骨折
、

蛇虫咬伤
、

风湿病
、

肾结石
、

口腔炎
、

溃疡
、

阳萎
、

癫痛
、

高血 压
、

疟疾
、

疖疗
、

霍乱
。

此外
,

某些种类可制成滋补药品和避孕及妇科药物
,

已有大量文献阐述
,

本文不再

赘述
。

一些红树植物可生产香料
,

海漆的伤腐木能生产一种俗称为假沉香的香料
,

木榄属的某些

种类的树皮可制成香料和调味品
。

一些种类却有剧毒
,

可作毒鱼剂
。

1
.

1
.

1
.

5 食品和饲料 红树林海岸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具有选择红树植物不同器官加

工为食品的丰富经验
,

如水椰花梗液汁加工为糖
、

醋
、

酒和饮料
,

幼果盐渍后食用
;海桑果实可

生食或加工为饮料
; 木榄和秋茄树胚轴

,

白骨壤果实经去丹宁处理后可加工为各种点心和蔬

菜
,

也可 作酿酒原料或饲料
; 卤旅和黄 谨的嫩 叶和木榄属某些 种类的幼根经加工后均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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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 ] 。

此外
,

某些红树植物的叶片是肥效很高的绿肥
,

民间广泛采收白骨壤叶片沤制绿肥
。

1
.

1
.

2 林区渔业 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都证实红树林对于红树林区水域及其邻近的河口湾
、

海岸带的捕鱼和养鱼的重要性
。

红树林湿地所形成的生态环境是许多鱼类隐藏
、

繁殖
、

徊游寻

食的良好地点
,

由红树林凋落物分解的有机碎屑所形成的食物链
,

有利于繁殖大量海产品
。

渔

民们掌握这一特点
,

在红树林水域和邻近海岸进行捕捞和养鱼作业的历史相当悠久
,

古老的捕

鱼和养鱼方式一直流传至今
,

民间广泛流传着红树林海岸是天然海水养殖池的佳话
。

渔业资源

与红树林覆盖率关系极大 [3] (表 3)

表 3 捕获的渔业产品与红树林的关系»

红树林覆盖面积

( h n 12 )

捕获的渔业产品 ( 2 o o o r ) ¹

马来半岛
总 计 非红树林种类

红树林种类º

软体类 甲壳类 鱼 类

西海岸

东海岸

总 共

96 0 0 0

( 8 5% )

17 0 0 0

( 15% )

113 0 0 0

( 1 0 0 % )

433

( 20 0 % )

216

( 10 0 % )

6 4 9

( 10 0 % )

249

( 5 8% )

19 1

( 8 8 % )

44 0

( 6 8写 )

小 计

18 4

( 42写 )

25

( 12% )

20 9

( 32写 )

6 2 5 2

7 1 74 6 4

¹ 红树林 和非红树林居留水 产品种类 ; º 包括 临时的
、

季节移居的和红树林 居留种类 ; » 资料来自Jot hy A A
.

CaP t u re

fis h e r y a n d th e m a n g ro v e e e o s y s te n l U N E S C ( ) / U N D P
,

2 9 8 4
.

红树林消失后
,

居留于红树林的水产品不能隐藏和繁殖
,

便随之消失
,

而临时和季节性到

红树林中徊游寻食或产卵的水产品也找不到了
。

从红树林水域捕捉到的水产品味道鲜美
,

营养

价值很高
,

销售价格昂贵
,

经济收益可观
。

据海南岛东寨港红树林区一侧的演丰镇税务所反映
,

19 9 2 年该镇从红树林 区捕获销售的海产品约为 840 91 0 元
,

林区边缘的其它镇和运往外地销

售的水产品尚未统计在内
。

在红树林区水域人工养殖高价水产品已有几百年历史
,

养殖方式有开放水域海水养殖和

池塘养殖
,

前者不需筑堤造塘
,

直接在水域 中放养
,

其中有水底养殖贝壳类如珍珠 贝
、

蜡
、

蛙
、

蛤

和海藻养殖 (如海带
、

紫菜 )
,

牡蝎桩及筏排养殖
、

网笼养殖
。

后者需要筑堤造池塘
,

据池塘面积

大小而划分为小型池塘 (0
.

1一 1 h m , )养殖和大型池塘 (面积大于 1 hm , )养殖
。

围堤造塘往往

破坏红树林
,

影响红树林湿地第一性生产力
,

已遭到科学家的批评
,

但因饲养的水产品如螃蟹
、

对虾
、

鳝鱼
、

妒鱼等商 品价值很高
,

养殖者可获得高利润
,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

至今仍然有人通

过当地审批手续后进行养殖作业
。

1
.

1
.

3 水禽
、

动物和 蜜蜂放养 红树林湿地是很多种类水禽的栖息地和候鸟的
“

停歇站
” ,

据

报道
,

我 国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春夏季有鸟类 95 种
,

秋冬季有鸟类 119 种
,

隶属于 16 目
,

36

科
。

其中冬候鸟 62 种
,

留鸟 52 种
,

其它鸟类 5 种 [v]
。

同处于深圳湾的香港米埔红树林湿地
,

冬

季候鸟种类和数量 比福田多
,

利用这一特殊景观开展观鸟游览
,

增加了湿地的经济收益
。

此外
,

在红树林湿地中放养鸭子等家禽
,

也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

红树植物的叶子可作多种家畜的饲料
,

印度
、

巴基斯坦
、

斯里兰卡等国家在红树林中饲养

牛
、

羊
、

骆驼
,

孟加拉国在红树林中放养珍稀动物斑鹿
,

古巴在红树林水域中放养鳄鱼和袱帽
,

取得很好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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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一年四季都有花开
,

尤其是桐花树花多且香郁
,

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

红树林区居 民

早 已饲养蜜蜂
,

澳大利亚和印度市场上销售的蜜糖多数来源于红树林区
,

在收获蜂蜜时也收获

蜂蜡
,

制取蜂王浆及其它补药
。

1
.

2 生态环境保护价值

红树林湿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价值表现在以乔灌木群落组成的红树林能够防风浪防暴潮

保护沿海堤岸
,

促进悬泥淤积创造新陆地
,

净化空气
、

抗御海洋污染
,

维持大量濒危物种
,

这些

功能可用等值换算法估算出经济效益
,

但因换算标准不同
,

经济价值也不统一
。

红树林防风浪护提岸的效果 已为国内外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实例所证实
。

19 5 9 年 8 月 23

日厦门地区遭受 12 级台风袭击
,

滨海农田堤岸冲毁严重
,

唯有龙海县角尾公社寮东村 s m 高

红树林保护下的堤岸安然无恙
。

1 9 8 5 年 9 月 22 日台风袭击雷州半岛
,

遂溪县团结围堤全线崩

溃
,

相邻的斗伦堤有 100 m 宽红树林保护而没损坏
。

海南省黎安港红树林被砍伐后滩涂冲刷

成为沙滩
,

堤岸经常被冲缺
。

红树林防浪护岸通过消浪
、

缓流和促淤三大功能去实现
,

50 m 宽

的红树植物白骨壤林带可使 l m 高的波浪减至 0
.

3 m 以下
,

红树林对潮水流动的阻碍作用使

林内的水流速度仅达潮水沟流速的 1 /1 o
,

红树林纵横交错的地上根系促使粒径< 0
.

01 m m 的

悬浮物沉积量增大
,

淤积速度是附近裸滩的 2 一 3 倍
。

红树植物对污水 中的营养物质 N 和 P 及某些有毒害的元素
,

如 H g
、

C d
、

Cu
、

Z n 、

Pb
、

A
s ,

均有一定的吸收作用
,

而且林下土壤沉积较多的重金属
,

形成不渗性络合物而积累于泥 中
,

对

海洋污染起到了净化作用
。

红树林对空气的净化作用被认为与陆地森林相似
,

而对海洋盐风向

陆地侵害具有阻挡作用
。

红树林湿地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

当红树林被破坏后许多物种便趋向毁灭
,

因而
,

保护

红树林湿地便保存许多生物物种
,

有利于人类的生存
。

1
.

3 社会效益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科学教育事业进步
,

红树林作为一种观光游憩和科普教育资源已逐渐

发展和扩大
。

红树林处于蓝天绿水之滨
,

景观优美
,

奇根异花
,

胎生果实
,

为大众提供了划船
、

野

餐
、

观赏
、

钓鱼
、

观鸟等娱乐环境以及生物学
、

生态学教育场所
。

人们到红树林区游憩可消除工

作紧张情绪
,

满足求知欲望
,

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
。

因此
,

近年来到红树林区游憩者 日益增多
,

具有红树林海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设了红树林游憩业务
,

泰国的普吉岛
、

新西兰的北奥克

兰半岛
、

孟加拉国的 申达本
、

美国的佛罗里达
、

古巴
、

香港米埔
、

我国海南岛东寨港等游客陆续

不断
,

为社会各界人士服务
。

游憩的经济价值包括旅游者实际支付和剩余价值两方面
,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游憩经济

价值高低的影响巨大
,

经济越发展
,

红树林游憩经济效益越高
。

红树林湿地除了上述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供开发利用外
,

还可把它围垦为海

盐晒制场和农业用地
,

但围垦后将毁坏红树林及其生态环境
,

损失了资源持续利用
,

应加于制

止
。

2 红树林湿地 自然资源

1 98 2 年 10 月联合国第 28 届一般性会议公布的红树林宪章指出
:

全世界红树林总面积不

少于 1 70 0 万 h m
, ,

红树林生境专有的乔灌木约为 60 种
。

1 9 9 4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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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南一书公布全世界红树林面积约为 1 6 53 万 hm
, ,

红树林 生境专用的乔灌木为 60 种

(狭义红树植物 )
,

非专有而重要的种类 23 个 (半红树植物 )[s 〕
。

这些数据来源于一些红树林研

究专家
,

资料不甚齐全
,

从各国红树林面积表上看
,

遗漏了中国的红树林面积
,

从世界红树植物

种类名单上看又遗漏了中国近年发现的海南海桑和拟海桑
、

类瓣海莲
。

按 照世界红树植物种类名录所列
,

我国的红树林生境专有种有
:

小花老鼠荡(A ca nt h “: e -

bra c te a t u : V a h l
.

)
、

老鼠霸 (A
.

ilicl’fO liu : L in n
.

)
、

桐花树〔A
e g ieera

s e o r n ic u le tu m (L )
.

B la n e o 〕
、

白骨 壤 (A v ic e n n ia m a n n a (Fo r s k ) V ie r h )
、

柱果 木榄 (B r u g u iera 卿lin d r ic a (L )Blu m e )
、

木榄

沼
.

郡 m n o

rh iz a (L
.

)L a m )
、

海莲 (B
.

se x a n g u la (L o u r
.

)p o ir e t )
、

尖瓣海莲 (B
.

s e

xa
n g u la v a r

.

r

勿
n c hOP

e ta la K o )
、

角果木 (C e r ioP st a g a l(Pe r r o t t e t )C
.

B
.

R o b in s o n )
、

海漆 (E x c oe ca ri a a g a 吞

lo c h a L
.

)
、

银 叶树 H e r itiera lirto r a li、 A it o n e x D r y a n d e r )
、

秋 茄 树 (K a n d e lia c a n d el (L
.

)

D r u e e )
、

红榄李 (L u m z , itz e

ra lirto re a (Ja e k )V o ig t )
、

榄李 (L
.

ra e e m o s a W illd
.

)
、

水椰 (双护 a
fr

u -

t ie a , , : W u r
m b

.

)
、

沼葵 (P h o e , 王ix p o lu d o s a R o x b )
、

正红树 (R hiz op h o ra a p ic u la ta B lu m e )
、

红茄

冬 (R
.

m u ero n a ta L am
.

)
、

红 海 榄 (R
.

sty lo sa G r iff
.

)
、

瓶 花 木 (S。沪hiPh o ra 勺d
r

op 勺lla c e a

G a e r t n )
、

杯 粤海桑 (S
o n n e

ro t ia a z占a J
.

S m it h )
、

无瓣海桑 (5
.

a p e ta la B u e h
一

H a m )
、

海 桑 (5
.

c a s e o la r is (L ) E n g l)
、

海南海桑 (5
.

h a in a , , e , , 5 15 K o )
、

卵叶海桑 (5
.

o v a ta B a e k e r
)

、

拟海桑 (5
.

p a r a c a se o la r is K o )
、

木 果辣 (Xy lo c a 动 u s g ra n a tu m K o e n ig )
。

非 专有而重 要的种类有 卤蔗

(八 c ro s tie人u m a u r e u m L
.

)
、

尖 瓣 卤藏 (A
.

sP e c io s u m W illd
.

)
、

玉 蕊 (B a rr in g ro 。 ia ra c e , n o sa

R o x b
.

)
、

海檬果 (价rb e ra m a n g h a s L
.

)
、

许树 (Cl
e
rd

e , :d r u m in e m e (L
.

) G a e r t n )
、

黄模 (H ib is
-

c u s tizia e e u s L
.

)
、

水芫花 (P e

mP h is a e id u la Fo r s t e r
)

、

杨叶 肖模 (,1
’

h e sPe s ia POP u ln e a (L
.

) 5 0 -

L a n d e x C o r r
.

)[
’] 。

我国红树林科技工作者把以上种类统称为红树植物 (包括专有种及半红树植物 )
,

也即广

义上的红树植物
。

著名红树林生态学家 C h a p m a n 在它的遗作
“

红树林群落的植物调查
”

中要求

列出红树林中所有植物种类
,

以便分析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

我国的广义红树植物

符合这一要求
。

红树林湿地生物资源极其丰富
,

除了上述的乔灌木种类外
,

尚有大量其它植物
,

海生藻类
、

地衣类
、

厌气和好气的土壤微生物
、

浮游动物
、

底栖动物
、

固着及污损动物
、

大型动物
、

昆虫
、

鸟

类等
,

由于这些资源的调查仅有局部和分散的资料
,

尚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据 1 9 81 一 1 9 8 6 年

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资料
,

我国红树林面积为 18 84 1
.

7 h m
, ,

可以营造红树林的裸

滩 34 195 hm
Z 。

而 1 9 5 7 年我国自然资源清查资料
,

红树林面积为 40 0 00 hm
, ,

约 30 年时间内

减少 2 1 1 58
.

3 hm
, ,

每年平均减少 7 05
.

3 h m
, ,

保存下来的红树林的 80 %以上为高度仅有 l m

左右的残次林分
。

联合国红树林宪章承认
:

红树林的毁坏和退化是全世界的现象
,

是非持续利用和过量开发

的结果
。

当红树林被改变为非持续 自然资源的土地利用时
,

红树林地的价值一贯被低估
。

热带

木材组织通讯中
,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局官员认为
,

红树林地改为其它利用的土地后经济

效益降低
。

为了经济
、

社会
、

资源保存和发展的 目的
,

急需恢复退化的红树林生态系统
。

3 红树林湿地保护和发展状况

面对 日趋枯竭的红树林湿地资源
,

国家加强 了重视
,

林业部门从 1 9 8。年起先后建立了 5



3 期 郑德璋等
:

红树林湿地的利用及其保护和造林

个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
:

¹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º 广东深圳福 田国家级红树林

鸟类保护区
; » 海南文昌清澜港省级红树林保护区 ; ¼福建九龙江 口 省级红树林保护区

; ½ 广

东湛江省级红树林保护区
。

海洋部门于 19 9 0 年建立 2 个红树林保护区
:

¹ 广西 山口 国家级红

树林保护区
; º 广西北沦河 口省级红树林保护区

。

已建保护区的红树林面积达 6 78 1 hm Z ,

约占

全国红树林总面积的 36 %
。

此外
,

台湾淡水河 口和香港米埔也建立 了红树林保护区 [s]
。

环保部

「1拟在海南省南端的三亚市建立红树林保护区
,

海洋部门尚拟建一些红树林保护区
。

红树林湿地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后
,

红树林破坏现象减少了
,

尤其是国家级保护区
,

机构比

较健全
,

经费缺欠不多
,

保护工作开展得力
,

红树林得到较好的保护
。

但个别红树林保护区划定

以后
,

在红树林中围海建造水产养殖池仍然禁而不止
,

红树林被围割得斑斑块块
,

残林到处可

见
。

这些保护区需要上级加倍关心
,

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

例如林权归属
、

机构队伍
、

经费欠

缺等问题
,

进一步搞好保护工作
,

否则是名存实亡
。

保护区周围居民到红树林中捕捉海产品是普遍现象
,

捕捉方法沿用传统古老的习惯
,

渔者

在林下反复寻找穿梭走动
,

用锄头和四齿耙挖取洞穴及淤泥中的海产品
,

毁坏树木根系
,

踩倒

幼苗
,

对红树林的生长
、

更新
、

演替不利
。

禁止群众进红树林区捕捉海产品是难办的事
,

因为许

多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于此
,

但应该划分严禁 区
,

不准捕渔者进入严禁区
,

防止干扰红树林生长

和更新
,

研究改变 目前的捕捉方法
,

采用诱捕代替锄挖
,

减少破坏性干扰
。

此外
,

需要加强巡逻

保护
,

对群众进行定期的保护红树林宣传和法制教育
。

国家重视红树林的另一方面是把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列入国家
“

八五
”

经济建设计

划
,

红树林是沿海防护林体 系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

我国东南沿海各省林业部门都抓红树林

营造工作
,

例如广东省林业厅给沿海各县下达了红树林营造任务
。

为了给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

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及示范林
,

国家
“

八五
”

科技攻关项 目中设立了
“

红树林主要树种造林和经营

技术研究
”

专题
,

该专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红树林防风浪促淤积保护堤岸生态效益的定量测定

及其评价
,

主要树种造林配套技术
,

次生林改造经营技术
,

热带种类北移引种技术
。

这些研究内

容对我国红树林资源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通过研究掌握造林和经营技术及示范推广
,

促进红树林营造和经营工作
,

提高防护林工程质量
,

降低工程成本
,

达到改 良残次林分
,

扩大红

树林面积的目的
。

红树林保护区对上述科技攻关专题的实施起了十分重要作用
,

它为红树林的营造
、

残次林

改 良
、

红树林的保护
、

恢复和发展的科学试验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

海南省东寨港红树林 自然保

护区
、

广东省深圳福田红树林鸟类 自然保护区
、

广东省湛江红树林保护区都承担了国家
“

八五
”

科技攻关专题
“

红树林主要树种造林和经营技术研究
”

的协作任务
,

按照试验设计铺设 了各种

方式的造林和次生林改 良试验林 33
.

3 h m ,

和示范推广林 26
.

6 h m , ,

进行定期观测
,

收集科学

数据
,

并对我国海南
、

广东
、

广西
、

福建等省 (区 )红树林造林历史进行调查
,

分析其成功和失败

的原 因
,

以期总结出红树林主要树种的采种
、

种实处理
、

育苗
、

造林
、

引种
、

次生林改 良等配套的

造林与经营技术
,

为红树林的造林和经营提供技术指导
。

目前
,

我国正在建设完整的沿海防护林体系
,

红树林是这个体系的前缘屏障
,

因此
,

红树林

造林将会迅速发展
,

我国的红树林湿地资源也将得到恢复和发展
。

4 结语与建议

(1) 红树林湿地是物种多样性极丰富
,

生产力很高
,

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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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
,

已引起世界社会各界的重视
,

要求合理开发利用红树林
。

为了当代及下一代的

利益
,

人们必须以一种保证红树林湿地生态系及其物种得到保护和提高的方式去开发利用它
,

保证其资源的持续利用与发展
。

(2) 红树林湿地是处于陆地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之间的界面系统
,

具有较大的脆弱

性
,

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
,

抗御干扰的能力弱
,

对于改变界面状态的外力具有较低的阻抗能力
。

当红树林被全部砍伐后
,

淤积滩涂往往被海水冲刷侵蚀
,

演变成沙滩和海岸向陆地倒退
。

需要

国家
、

集体
、

个人都来保护红树林
,

严格贯彻执行保护红树林的法律
、

法规和管理条例
。

(3) 我国已经建立一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对红树林湿地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

但 目前

某些省级保护区财力欠缺
,

保护设施和工具严重不足
,

需要国家大力支持
,

使这些保护区能够

发挥正常的保护功能
。

建议把某些省级保护区建成国家级保护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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