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0
.

5%
,

整个盐淮地区的货运量也仅占全省的

13 % 左右
,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区内的短距离运输
。

出人境的货物还较少
,

主要是运进煤
、

钢铁 (钢材

和生铁 )
、

原油和水泥等物资
,

19 91 年盐淮地区消

耗的这些物资总量仅 4 95 万吨
,

为货运总量的

7
.

5%
。

因此
,

近期的港 口建设 目标是向大型工业

的专业港方向发展
,

对集疏运条件的要求暂时不会

很高
。

然而
,

经济的发展最终必然引起进出境货运量

的大幅度增加
,

根据现状万元工业产值平均消耗的

煤
、

钢铁
、

石油和水泥四大物资消耗量估算
,

若盐

淮地区工业产值年递增 10 %
、

且现有工业结构不

作调整
,

至 20 00 年
,

仅消耗的四大物资量就达

1 16 7 万吨 ; 若工业产值年递增 20 %
,

其消耗量将

增加到 2 554 万吨
。

若再加上占很大比例的其他货

物运输的增加
,

这些地区的公路和水路运输能力将

远不能满足需求
,

必然要求海港分流部分大宗货物

运输
。

为此
,

为配合港口建设
,

近期滨海水陆交通运

输条件改善的重点是提高公路和航道的等级
,

增加

运力
。

具体方案是 : ( 1 ) 将南北向省级公路干线

— 黄海公路改造成二级公路 ; 204 国道改造成为

局部一级
、

全程达到高标准的二级公路
。

(2) 将东

西向坎滩淤线改造成三级公路
,

成为连接港口与黄

海公路
、

2 04 国道的主要通道
。

(3) 疏浚和提高东

西向四条河道和南北向张家河的航道标准
,

使之能

与通榆河三级航道配套
。

(4) 利用已列人水利规划

的淮河人海水道建设
,

采用深涨方案
,

兼顾行洪和

航运综合效益
,

使之成为高标准的疏港水路通道
。

3. 2 远期港口集疏运条件设想

为了更好地利用宝贵的深水岸线资源
,

远期海

港必须向多功能的综合港口方向发展
,

使之成为长

江下游和陇海线部分地区以 及淮河流域的主要对外

口岸
。

因此
,

近期规划的集疏运条件远不能满足未

来现代化大港的要求
,

需要在进一步完善现有水陆

交通运输网络的同时
,

增加新的运输方式
。

具体设

想是 : (I) 改造海堤公路和省级 0 601 线为高等级

公路
,

成为港 口南侧的一条直接连接黄海公路和

20 4 国道的重要通道
。

(2) 在港口 中心位置修建一

条连接港口与黄海公路
、

20 4 国道及宁连一级公路

的相应等级港口专用公路
。

(3) 水路方面是在入海

水道尾间向北开挖一条与人海航道相配套的疏港航

道
,

使港 口与内河主航道直接相连
。

(4) 建设 l一

2 条铁路专线与未来的苏北铁路相连
,

首先建设港

口一滨海一阜宁一盐城的支线
,

根据需要由港口再

向北连接响水一灌云一连云港
,

使滨海港作为新亚

欧大陆桥东桥头堡之一
,

为连云港分流
。

(5) 如果

需要原油运输
,

可利用地形平坦的条件辅设输油

管
,

并与苏鲁油管相接
。

总之
,

未来的滨海港根据港口性质
、

功能
、

发

展规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

完全可能形成公

路
、

铁路
、

水路和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的现

代化集疏运 网络
。

值得开发的滩涂野生资源植物罗布麻

陈宏友

〔江苏省滩涂研究所 盐城)

我国罗布麻资源目前已发现有 3 个品种
,

即红

麻 〔A p o eyn u m V e n e tu m L in n 〕
、

大 花 罗 布麻

〔Po
a eyn u m h e n d e

rce
n ii (H o o k

.

f) W o o d so n 〕 及

紫 斑 罗 布 麻 〔Po a c y n u m Pie tu m (S eh re n k )

B al l〕
。

分布较广
,

比较集中的是山东
、

江苏的沿

海滩涂和新疆
、

甘肃
、

青海
、

内蒙的盐碱荒地
。

据

粗略调查
,

全国约有 2 000 万亩 (l 亩 二 0
.

0 6 67 公

顷) 〔’〕 ,

江苏沿海的罗布麻仅为红麻
,

分布区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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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亩
。

19 80 年在全国政协委员胡子昂等先生的

建议下
,

成立了江苏省罗布麻药用科研协作组
,

对

罗布麻的有效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用
、

生产工

艺及制剂进行了比较深人的研究
,

并进行了药用方

面的开发
。

最近我们进一步调查表明
,

罗布麻不仅

具有医疗保健作用
,

还有多方面的功能
,

是值得沿

海滩涂地仄重点开发的野生植物资源
。

罗布麻 (红麻) 的生物学特征及其

在江苏滩涂的分布

罗布麻是夹竹桃科多年生宿根野生草本植物
。

罗布麻根系发达
,

主根粗壮
,

人土深度 o
.

sm 以

匕
,

有的可深达 3m 左右
,

有水平根和直生根之

分
,

构成垂直状的分布
。

茎为紫红或淡红色
,

背阴

部分为绿色
,

每节有对生或互生的叶
,

分枝性能

强
,

可连续 4一 5 级分枝
,

株高一般 0
.

5一 lm
,

可

高达 Zm 以上
。

叶为披针形
、

边缘有细锯齿
,

初生

为紫红色
,

长大为绿色
。

分枝与主茎的顶端形成聚

伞花序
。

在江苏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开始开花
。

果

实为长角状
,

两头尖中间略粗
,

一果柄并生两个
,

一般 9 月下旬成熟
,

果荚裂开种子即行飞出
,

凭绒

毛借风力浮在空中
,

传布远处繁殖
。

江苏沿海滩涂的罗布麻主要生长于含盐量

住0 01 一 0. 004 的粉砂质潮上带滩地上
,

与白茅草混

生最为常见
,

极易形成群落
。

东台市梁垛河 口至大

丰县川东港口 堤外草滩 上分布最为集中
,

启东
、

南

通
、

如东
、

大丰
、

射阳
、

滨海
、

响水
、

灌云
、

连云

港等沿海市县均有分布
。

潮上带滩涂围垦开发后
,

罗布麻常见于垦区沟河渠道边坡
,

环境条件适宜

时
,

生长茂盛
,

可密集覆盖边坡
。

大丰县境内的国

营方强农场主要沟河边坡差不多都有罗布麻分布
。

2 罗布麻的开发价值

2
.

1 医疗保健的中药材

明代一部专门沦述食性药物的书籍 《救荒本

草》 中就指出
,

罗布麻嫩叶蒸过晒干可作茶吃
,

有

防病治病和保健延寿之效
。

我省沿海农民历来有饮

罗布麻茶的习惯
,

民间经验
,

长期饮用罗布麻茶
,

可治腰酸背痛
。

化学分析表明
,

罗布麻根含有强心贰; 叶含有

棚皮素(五轻基黄酮)
、

肌醇
、

正三十一烷醇
、

揉

酸
、

金丝桃试等化学成分
〔23 〕

。

国内外药理研究资

料证明
,

棚皮素有镇咳
、

祛痰
、

平喘
、

降血压
、

降

血脂
、

增加冠状动脉流量
、

抗炎
、

抗过敏等作

用 川
。

南京药学院药理试验还证明
,

罗布麻叶所

含的棚皮素还具有抗突变作用
,

对防止细胞癌变和

细胞老化有一定的意义
。

金丝桃贰有解痉
、

镇静
、

局部麻醉
、

抗组织胺等作用
。

而罗布麻制剂的动物

试验与临床应用都证明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

具有很

高的药用开发价值
。

2. 2 盐碱地上保持水土的良草

据罗布麻较为集中的东台市巴斗岸段调查
,

罗

布麻一定程度 上抑制着陡坎的侵蚀后退
,

在锯齿形

侵蚀线上
,

突出的部分一般生长有密集的罗布麻
。

在垦区罗布麻保持水土的作用更为明显
,

据在方强

农场观测
,

排水沟河两侧为罗布麻所覆盖的地段
,

水土流失甚微
,

可与长满茅草或芦竹的地段相媲

美
。

粉砂质潮滩围垦后
,

制约改良利用的重要因素

是沟河过坡水土流失造成沟河淤塞
,

而围垦初期沟

河边坡含盐量高
,

一般植物不能生长
, ;

生物护坡问

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

罗布麻能生长于盐分较重的沟

河坡 卜
,

无疑是较为理想的护坡生物
。

2. 3 没有污染的蜜源

罗布麻花有发达的蜜腺
,

花期长达 100 多天
,

正值沿海主要蜜源刺槐
, 、

油菜花期过后
,

成为养蜂

业的重要接替蜜源之一
,

是不可多得的无农药污染

的蜜源
。

2. 4 纺织
、

轻工的原料

据资料报道 川
,

罗布麻茎皮纤维是一种优良

的纺织纤维
,

其纤维平均长度为 2
.

5一 5
.

3c m
,

宽

14
.

7 5一 20
.

15 u m
,

比 70 支细羊毛还细
,

强力为

38
.

79
,

遇水后拉力加强
,

_

且耐腐耐水
,

可纯纺或

与毛棉混纺成 6 0一 120 支纱
,

并可做水龙带
、

鱼网

线
、

机器传动带以及造高级纸的原料
。

但在资源分

散的情况下
,

其茎的利用效益难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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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发现状及资源开发与保护意见

1 1 开发现状

在江苏省罗布麻药用科研协作组的指导下
,

资

源较为集中的东台市创办了罗布麻厂
,

开发生产了

罗布麻干浸膏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成功地探索出了

一套比较成熟的生产技术
,

现年耗用罗布麻十叶

40 0 多吨
,

产干浸膏 10 0 多吨
。

主要工艺流程如

下 :

干浸膏用于生产多种配方或剂型的中成药
,

及

生产降压药物低毒香烟的主要原料
。

东台市罗布麻

厂还生产罗布麻袋泡茶和速溶茶等多种饮料或冲

剂
,

作为中老年人的保健饮料
。

目前罗布麻开发的

年产值达 5 00 多万元
,

群众采收罗布麻的年直接收

人 80 万元以上
.

目前的开发还仅仅是单一药用
,

直接经济受益

的也仅仅是局部地区
,

加之资源分布的区域相对分

散
,

保护增殖资源尚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

特别

是随着成片堤外罗布麻适生滩被匡围开发
,

资源的

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起来
。

3. 2 开发与保护意见

罗布麻集药用
,

生物防护和养蜂蜜源等于一

体
,

很有开发前途
。

为改变 目前开发方式单一
,

资

源 日趋减少的局面
,

充分发挥这一资源的经济效

益
,

生态效益兼备的优势
,

作者对今后罗布麻的开

发与保护提出两点意见
。

一是加强资源管理
,

促进资源再生
。

罗布麻资

源应当明确纳人滩涂资源加强管理
。

除了加强保护

资源的宣传
,

使沿海群众形成保护资源的共识外
,

还要一抓采叶方法
,

杜绝拔茎取叶
,

拈到昌割茎株

叶
,

以避免大量 可萌芽繁殖的根与茎叶一同拔起
,

确保资源不因利用而减少
。

二抓资源再生
,

资源较

为集中的区域围垦
,

应结合筑堤
,

开沟挖河
,

在边

坡适当部位栽植罗布麻
,

特别是草皮护坡时
,

尽量

采用带罗布麻根的茅草皮
,

这样既能促进资源再

生
,

又能发挥其保持水土的作用
。

二是加强开发研究
,

以利用促增殖
。

罗布麻

的利用价值尚未充分发挥
,

需进一步研究
。

如药用

茶
、

片
、

胶囊等多种新剂型的开发 ; 副产品渣
、

茎

皮的利用 ; 护坡的快速繁殖技术 ; 生物护坡与采叶

兼用的布局方式等
。

依靠科技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

大的效益
,

以效益的提高促进资源的保护
一

与增殖
。

据初步预测
,

如能把罗布麻的开发纳入海洋生态经

济体系建设中去
,

这一资源完全有可能从野生向半

栽培方向稳定发展
,

为江苏沿海经济的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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