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岛红树林体系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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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树林体系

红树林是热带海岸地带一种重要的湿地类

型和重要的生态系统，处于海洋与陆地的动态

交界面，周期性遭受海水浸淹的潮间带环境，

是不同于陆地生态系统，也不同于海洋生态系

统的独特的海陆边缘生态系统。红树林有“海

上森林”、“海底森林”、“海岸卫士”、“海水淡

化器”等美称，与珊瑚礁、盐沼、上升流并称

“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海洋四大自然生态系

统”，是国际上生物多样化和湿地生态保护的

重要x,-J-象，已成为近年人们普遍关注的环保热

点之一。红树林一年到头树上开着花、结着

果，果实成排成串地挂在树上，细的如笔杆，

粗的如机关枪子弹，它们在树上挂很长时间，

成熟之后，播在淤泥上，两小时左右下边的根

就会生出来，牢牢地扎下去，头顶也很快长出

叶技来；未播入淤泥的，就在水中漂着，因为

它们有一一层很坚硬的外衣，不怕海水泡，几个

月之内播进泥中都能活下来。红树林不是单一

的树种，而是一种独特的热带海岸水生森林植

物群落的统称，其中有高大的乔木，有矮小的

灌丛，还有草本植物；红树林是一种稀有的木

本胎生植物，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

上，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为惟一
能生长在海水中的绿色植物，为热带海岸潮间

带特有的水生乔灌木群落，是海南岛沿海最为

典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海岸，对海南岛海岸带

的稳定、物种多样性、生态安全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海南岛是我国红树林植物种类最多、

分布和保存面积最大的区域，其红树林主要分

布于沿海一带河口港湾的滩涂上，即北部的海

口、文昌、澄迈、临高、儋州，南部的琼海、

万宁、陵水、三亚，西部的：OF,,7y、昌江等市、

县。其生长宽幅最大的有2 200m，一般只有
600m以下，树高订】‘达8m～15m，胸径

20cm～40cm，并且层次分明：上层乔木，中

层灌木，下层幼树及草木植物，林中还可见到

百年大树。目前，全世界有红树林植物24科
82种，我国有16 N-31种，而海南岛则占了

15科29种，分别占世界和我国的62．5％

(科)、35．4％(种)和93．8％(科)、93．5％

(种)。海南岛红树林以红树科植物为主，红树

林植物种有红树、木榄、柱果木榄、海莲等，

其中有8种是海南岛特有珍贵植物种。海南岛

相对集中和成片的典型红树林都建立了自然保

护区，目前共有7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8 078 hm2；全岛现有红树林面积4 300 hm2，

约为我国红树林总面积的1／3，无论是品种、

分布面积，还是生态条件均居我国之冠；东寨

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第一个，也

是目前面积最大和最典型的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3 300hm2余，有林面积2 000hrn2

余，分属15科25种，1992年被列入《世界

湿地名录》。

二、红树林对海南岛的生态贡献

红树林x,-J-维护和改善海南岛海湾、河口地

区生态环境，抵御海潮、风浪等自然灾害，保

护海堤，净化陆地径流，防治近岸海域污染，

维护沿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发展经济等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海南岛有着巨大的生态

贡献。

1．维护生物多样性

红树林吸取海底土壤中的养料，使自己生

存和长大，而它的残枝败叶又成为鱼虾丰盛的

食物；鸟类在贪婪地窥视中，啄食鱼虾；微生

物将鱼虾尸体和一部分红树林的枯朽枝叶分

解，把物质还原于海底土壤中，形成一个具有
良性循环食物链的生态系统。红树林内生物资

源非常丰富，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体
现，有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行类、昆虫类、

鱼类、海洋无脊椎动物及底栖动物等众多资

源；红树林是海洋生物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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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通过以红树林有机质作起点的食物链转

换，它可以为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生长发育环

境，是鱼、虾、蟹、贝等多种生物生长和水产

天然繁殖场，也是小天鹅、白鹭、雁、鹤、海

鸥、水鸭、乌鸦等众多鸟类的栖息场所；同

时，由于红树林区内潮沟发达，也是吸引大量

鱼、虾、蟹、贝以及鸟类等生物来此觅食栖

息，繁衍后代的另一因素；红树林的单位面积

生物量数值很高，有万亩红树林可养活万人之

说。

2．红树林保护海岸线

红树林对于保护脆弱的海岸线免于被海浪

侵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红树林具有强大而密

集交错的起支撑作用的支柱根和防止风浪的板

状根以及专司根系呼吸功能的气根，根系发

达，能牢固扎根于海滩淤泥中，形成一道与海
岸线相平行的天然屏障，故能有效抵御和降低

自然灾害对堤围的危害，能抵抗猛烈风浪冲

击，保护海岸，保护环境，所以又有“护岸

先锋”之称。红树林对海南岛沿海的防风减

灾，抵御风浪，使沿海海堤和农作物、村镇避

免或减少损失的能力非同寻常。海南岛东寨港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曾经遭受过多次台风的袭

击，但凡在前面有红树林这道绿色防护墙的，

海堤就安然无恙。珊瑚礁、红树林、海防林被

称为海岸线的三道防线，这三三道防线共同作

用，将对于防止海岸线侵蚀和风浪袭击、保护

沿海农作物、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起

着巨大的作用。

3．红树林的观光旅游价值

美丽的红树林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

闲观光场所，红树林体形千姿百态，生长气势

磅礴，其生物学特征和生态学特征成为热带海

岸一大奇观，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是宝

贵的旅游资源和理想的植被群落和生态系统研

究场所。红树林的每棵树头的四周都长有几十

条甚至上百条扭曲的气根，交错插入海底土壤

中形成方圆状的大罩子。这些根奇形怪状，多

姿多态，有的像威猛的龙头，有的像神话中老

态龙钟的仙翁，给人以神秘幽幽的意境。红树

林给鱼、虾、蟹提供了良好的生柄之地和丰盛

的食物．鸟类又在其问觅食啼鸣⋯⋯这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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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形成了平衡协调、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人们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中垂钓(钓虾、钓

鱼、钓蟹)更是悠然自得、其乐无穷。例如，

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良

好，水产资源丰富，栖息着各种鸟类，风景秀

丽，交通方便，是我国最著名的红树林生态旅

游胜地，每年接待参观人数超过2万人次。

4．红树林自身的经济价值

红树林为人们提供很高的景观生态价值、

湿地系统营造价值、风险及污水去除价值、降

低赤潮发生频率，而其自身的药用价值、经济

用材价值等也是很可观的。红树林本身经济价

值很高，全身都是宝，树皮含丰富的单宁，可

作鞣料、染料和提炼烤胶，是制革、墨水、电

工器材、照相材料、医疗制剂的原料；红树四

季开花，果实丰硕，含丰富淀粉，是制造啤酒

的重要原料；红树林木材，纹理细微，颜色鲜

艳美观、耐用、抗虫蛀、易加工，为上等家具

用材和制作小提琴等高级乐器(如木果莲、木

榄、白骨垠等)；在药用上，红树林还常被当

地居民用来治疗疾病，有些红树提炼物可治疗

脚气、脚癣等疾病(如角果树木有收敛作用，

取皮煮汁止血、治恶疮)。

三、红树林的危机

海南岛红树林曾遭到严重的破坏。据

1972年调查资料显示，海南岛原有红树林面

积近1万hrn2，现有红树林面积已减少了

57％，主要是由于乱砍滥伐、围海造田、挖池

养殖等人为的因素，对红树林生态系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尤其是在“向大海要粮食”的20

世纪70年代，成片成片的红树林被摧毁了，

不但违背了科学，致使农作物根本无法生长，

而且红树林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剩无几，

余下的是一片片荒芜无毛之地。即使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国家海域

使用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实施多年的今天，有

些人仍无视国家法规，急功近利，依然在砍伐

红树林，砍林搞海水养殖。如海南东寨港国家

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从1993年以来，不断有

群众进入保护区挖塘搞养殖，大片大片的红树

林成为荒芜的水泥塘等。

由于红树林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也

   



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文昌市会文

镇长圯港至沙港山良过去有2 000hm2红树林，

20世纪70年代由于围海造田，砍伐了大量红

树林．结果开垦出来的“良田”是盐碱地，

产量低，大部分已抛荒；90年代又掀起挖塘

养虾风，又刮掉'『大片的红树林，使得过去当

地渔民出海一天曾打鱼500kg余，现在打上

5kg就算不错了。

四、红树林的保护与发展思路

1．启动红树林培育和恢复工程

红树林荫芽更新的速度很快，一年可以长

70cm。开展红树林培育和恢复技术开发，建

立一批红树林种苗基地；在海南岛沿海的市

(县)曾有红树林分布过的地区和宜植红树林

滩涂地，都应模拟自然规律，大力恢复、重建

和营造红树林；要规划好红树林的恢复工程，

并凡规划为红树林的地域，在规划期内全部恢

复为红树林植被。海南岛现有适宜种植红树林

的海岸滩涂有2万hm：余，占我国尚有红树林

宜林地的37％，如果全部种上红树林，对保

护和繁殖水产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维护生物

多样性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此外，还可科学

地引种一些海南岛没有的红树林树种，以大大
增强海南岛的生物多样性；红树林的引种不会

像飞机草那样疯长，不必担心物种侵害。

2．加强红树林保护与开发管理

将红树林统一纳入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范

畴，依法实施对红树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管

理；同时对全岛红树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情况进

行一次全面检查，立即制止在红树林资源分布

区域内的挖塘养殖、围垦造田和乱征乱占等行

为；毁林开垦的红树林地，责令有关单位和个

人，限期退塘还造红树林，对逾期拒不还林

的，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代为还林，所需

费用由毁林开垦的责任单位和个人担负；需要

和适宜建立红树林保护区的地方，要积极做好

规划设计和申报、批准工作；符合红树林国际

重要湿地条件的地方，应划定为红树林国际重

要湿地；红树林林木、林地，除依法核发林权

证书外，不得发放其他任何形式的土地权属证

书，建设I程确需征用占用红树林地的，要按

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理审核、审．RL手续，全额

收缴森林植被恢复费等相关

的红树林分布区增建自然保

大红树林的就地管理；保存

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

树林保护与开发示范工程，

海洋开发与管理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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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或围栏养殖示范工程，实现红树林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红树林资源

管理档案和红树林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3．加强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研究

加强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独特的生态特性

和生态平衡作用机理研究；建立红树林湿地生

态系统中动、植物多样性基础信息监测系统和

信息管理系统；制定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评

价标准；将红树林恢复纳入海南岛沿海防护林

工程规划，用人工造林的方法恢复红树林资

源；开展红树林湿地资源现状调查、监测，N-

学掌握红树林生物量、生产力及其对近海渔业

的影响。在补种和人工造林中，要注意讲究N-

学，否则将于事无补。如桐花树、白骨壤、红

海榄等红树造林的最佳时机应在8～9月份，

因为这个时期其种子才大量成熟，成活率较

高；同时还要注意有相适应的滩涂，否则难以

成活。以科学的态度引导人们关爱自然、保护

自然，共同维护海南岛红树林这一生态宝库。

4．构筑红树林防风减灾工程

海南岛沿海市县常遭到热带低压、热带风

暴、强台风及其他风夹带的暴雨和巨浪的袭

击，对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构

成了威胁，尤其是沿海地区，海堤被冲垮，居

民房屋被刮倒等。如2001年海南受热带低压

的袭击，临南渡江的新埠镇东坡村一处土堤被

湍急狂泻的洪水冲出一段十几米的缺口，并严
重危及大堤等。加强育林养林，用人工插播等

方式促进红树林更新和发展，在沿海和出海河

口等凡是能种的都尽量种上红树林，构筑红树

林防风减灾212程，利用就像一道海上绿色长城

一样的密密的红树林抵御风浪的侵袭，避免和
减少沿海海堤和农作物、民房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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