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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我国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和重视程度,文章分析我国红树林面积的变化趋势

及其影响因素,并对红树林治理乃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国和各

地区红树林面积整体呈先缩减再增加的趋势,可反映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红树林面积

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类活动和自然演变2个方面;针对现阶段我国红树林治理方式落后和

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亟须建立健全相关参数的监测和统计标准、开展相关调查和统计活动、重

新审视治理任务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开展有关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以及多样化评估指标并明

确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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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flectthedevelopmentofChina'sattitudeandemphasisonthenaturaleco-
logicalenvironment,thispapersummarized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man-

groveresearch,analyzedthechangingtrendofmangroveforestsinChinainthepast50years,and

proposedcountermeasuresfortheentir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governancesystem.The

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nationalandregionalmangroveareashowedatrendofshrinking
andthenincreasing,whichcouldreflectthegovernanceprocessofChina'smarineecologicalenvi-

ronment.Theinfluencingfactorsofmangroveareachangedmainlyinclude2aspectsofhumanac-
tivitiesandnaturalevolution.Atthepresentstage,inviewoftheshortcomingsofimperfectman-

grovemanagementandgovernancesystem,thereisanurgentneedtotakethefollowingmeasures

onestablishingandimprovingthemonitoringandstatisticalstandardsofrelevantparameters,

carryingoutrelatedsurveysandstatisticalactivities,re-examinedthescientificityandrationality
ofgovernancetaskallocation,conductingrelevantscientificresearchandtechnologyresearc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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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diversifyingassessmentindicatorsandclarifyingtheirrole.

Keywords:Mangrove,Marineenvironment,Ecosystem,Remotesensinganalysis,Coastalwetland

0 引言

红树林是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其分布特

征是区域性海岸带地区海洋生态环境状态的重要

参数。我国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南海和东海沿岸地

区,其存在量随着纬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集中存

在于海南、广西和广东,其次是福建和台湾,浙江也

有少量分布。

红树林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典型而又具有开发和保护价值的重要海洋生

态系统,红树林的变化情况可很好地体现我国对自

然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

外,红树林生态系统治理研究可为整个海洋生态系

统治理提供参考,并将发现的问题和引起的反思推

广至整个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

目前对红树林的分析和研究所用的参数主要

包括空间分布和空间结构,其中空间分布的描述要

素主要包括红树林的面积、斑块的数量和面积以及

红树林岸线的占比,空间结构的描述要素主要包括

红树林的丰度、密度和空间分布均匀度。本研究采

用的主要参数是红树林的面积及其变化趋势,通过

收集和整理我国红树林面积的相关数据,研究全国

和各地区的变化趋势,并概述从中发现的问题。

1 数据及其来源

红树林调查的主要手段为实地调查和遥感分

析。由于实地调查耗费时间长且时间跨度大,所得

数据缺乏时效性,并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大部

分红树林调查资料主要来自遥感分析,其具有时间

跨度小和可大面积集中统计的优势。

已有文献对红树林面积进行分析时采用的遥

感图像不尽相同,这些遥感图像拍摄时的分辨率、

季节、时间和潮汐等情况有所差异,处理遥感图像

时采用的校正和分析方法也有差异,因此不同文献

提供的数据差距较大,不适宜直接对比和精准分

析。本研究除统一汇总从各文献中摘录的数据外,

特别选用至少2个存在于同一文献中的具有相似处

理方式的数据系列,使各数据系列和零散数据之间

相互补充,实现更加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本研究主

要关注红树林面积的宏观变化而不是具体的变化

量[1-28],定 量 描 述 主 要 采 用 较 全 面 的 文 献 统 计

数据[1]。

2 我国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2.1 全国

全国红树林面积的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全国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由图1可以看出:全国红树林面积1973-1980年

明显缩减,由48750hm2减至22692hm2,减幅超过

50%;此后变化趋势较为平缓,1980年、1990年、

2000年和2010年均在20000hm2左右;2010年后

明显增加,至2013年达到32834hm2。

2.2 广东

广东红树林面积的变化如图2所示。

图2 广东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由图2可以看出:广东红树林面积1973-1990年

明显缩减,由33234hm2减至11286hm2,减幅超过

60%;综合来看,1990-1995年继续缩减,但速度变

慢;1995-2000年较为平稳,此后逐渐增加;2010年

后增加速度较快。

2.3 广西

广西红树林面积的变化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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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西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由图3可以看出:广西红树林面积1973-1990年

明显缩减,由5305hm2减至2638hm2,减幅近

50%;1990年后明显增加,2000-2010年又有所缩

减;2010年后逐渐恢复,至2013年达到8425hm2,

高于1973年的水平。

2.4 海南

海南红树林面积的变化如图4所示。

图4 海南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由图4可以看出:海南红树林面积1976-2010年

整体有所缩减;1980-2015年相对稳定在4000~

5000hm2,其中1985-2000年和2000-2010年分

别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化,2010年后呈增加趋势。值

得注意的是,海南红树林面积零散数据的线性趋势

在全国和各地区中是唯一下降的。

2.5 福建

福建红树林面积的变化如图5所示。

图5 福建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由图5可以看出:福建红树林面积1973-1990年

明显缩减,1985-2003年大部分低于500hm2,2000-

2010年缓慢增加约1倍;2010-2013年明显增加,由

1023hm2增至3437hm2,增幅超过200%。短时

期内红树林面积的大幅增加是由于福建将大量其

他生态环境区转变为红树林[1]。

综上所述,全国和各地区红树林面积整体呈现

先缩减再增加的趋势,即从1973年开始至20世纪

80年代末期明显缩减,至2000年左右缓慢缩减或

趋于平稳,2000年后缓慢增加,2010年开始快速增

加。各地区红树林面积的低谷期不尽相同,但整体

于2010-2015年左右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的

水平。

3 红树林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

对红树林空间分布的描述主要有扩张、萎缩、

合并、碎化、新增、消失和稳定7种:①扩张、合并和

新增代表红树林面积增加,可能是由于自然繁衍或

人工种植;②萎缩、碎化和消失代表红树林面积缩

减,可能是由于自然消亡或人类活动的侵占和破

坏;③稳定代表红树林面积没有明显变化。

红树林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类活

动和自然演变2个方面:①人类活动主要包括养殖

塘建设、盐田盐沼建设、围垦耕地建设、工程建设、

砍伐、人工表面修造以及营养物质和污染物排放,

还包括人工造林和修复过程中的林木种植及其成

活率;②自然演变主要包括自然条件下的繁衍和消

亡、群落演替、种间竞争、病虫害、温度和盐度等物

理化学环境以及低温冻害和风暴潮等极端天气。

此外,人类活动和自然演变的相互影响也会对红树

林面积的变化产生影响。

由于红树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养殖基础和

肥沃土壤,可被大量转变为养殖塘、盐田盐沼和围

垦耕地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缺少

利益驱动,人类活动对红树林的破坏较少。改革开

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利益的多重驱动下,大

量人员陆续从事商业和承包养殖,我国南部沿海地

区对沿岸滩涂逐渐开展大规模开发利用活动,且超

过自然演变的速度,各地区的红树林面积开始大幅

缩减。例如:广西开展的大规模对虾养殖活动导致

红树林破坏严重,20世纪90年代末期广西合浦县

闸口镇还发生毁林修塘事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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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始人工造林工程,但自然红树林仍未被有效

保护,各地区红树林面积的变化情况有所差异。

在各地专家的强烈呼吁下,红树林的保护引起

国家的重视。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红树林保护政

策,建立红树林保护区,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重点

开展红树林保护工作。保护和恢复措施的实施缓

解对红树林的破坏,同时逐渐修复已被破坏的红树

林区域[29]。由于一些原本为红树林的地区已被改

造成具有高经济价值的区域或已丧失红树林生长

的基础(如人工表面),一些恢复措施将其他生态环

境地区改造为红树林,如2010-2013年福建红树林

面积大量增加就是由于将其他自然景观改造为红

树林景观[1]。关于人工种植林的成活率,范航清[29]

指出广西人工红树林的保存率只有33.6%。

4 我国红树林治理

4.1 红树林保护向好发展

我国全国和各地区红树林面积的变化情况趋

于一致,整体呈现先缩减再增加的趋势:由1973年

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明显缩减,至2000年左右缓

慢缩减或趋于平稳,2000年后缓慢增加,2010年开

始增速加快;各地区红树林面积的低谷期不尽相

同,大体于2010-2015年增至20世纪80年代的

水平。

从社会实际和政策发展上,红树林面积的变化

体现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过程的大体趋势:先是

索取资源和破坏环境,而后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

题,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导向;为解决社会问题,出台

并实施的国家政策又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的恢复和

保护。

4.2 红树林治理方式较落后

在关于红树林的文献中,多次提到人工种植红

树林的生命期短和死亡率高的问题,一些地区还出

现人工种植红树林面积增加和天然红树林被破坏

并存的现象[29-30],反映现阶段我国红树林治理体系

出现注重表观目标而忽略根本目的的状况。

建议完善人工红树林的种植技术,提高成活率

和保存率。明确保护红树林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红

树林生态系统及其资源而不仅是增加红树林面积,

采取以保护天然红树林为基础、以人工种植红树林

为辅助的红树林生态环境治理方法。

4.3 红树林治理体系不完整

根据对我国红树林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情

况,目前我国红树林治理体系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

问题。①对于红树林的监测和研究仍处于“各自为

政”的局面:一方面,所采用的遥感图像系列和分析

处理方式不一,为数据的定量分析和不同文献数据

之间的联系带来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相关文献

及其数据的影响力较小,研究成果无法达到预期目

的和发挥应有作用。②我国有关红树林存在情况

的最新官方数据是2002年发布的全国红树林资源

调查数据,我国已有10余年未对红树林资源状况进

行国家层面的调查和统计,导致权威统计数据缺

乏。③红树林本应属于红树林湿地的一部分,但红

树林本身却被划分为森林范畴[30],红树林与红树林

湿地在治理体系上相互分离,不利于红树林治理的

健康发展。

建议尽快总结科学、有效和统一的红树林遥感

分析方法。建设统一的国家监测体系,出台相应的

统计标准和监测指标,规范对红树林的统计与管

理,并开展新一轮的全国范围的红树林实地调查和

统计工作。将红树林作为红树林湿地的重要和关

键组成部分,将红树林湿地与红树林纳入统一治理

体系。

5 结语

通过对我国红树林面积变化和治理情况的分

析,也可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启示:

建立健全相关参数的监测和统计标准,加强不同来

源数据的统一性和适用性;及时开展相关调查和统

计活动;重新审视治理任务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积极开展针对修复和保护手段的科学研究和技

术研发,实现经济治理和高效治理;多样化评估指

标,将对未来的预测等指标纳入现有评估体系,避

免临时性和“面子”工程,同时避免政策执行偏移和

“治标不治本”现象;注意评估指标的作用是检验工

作效果,而非工作指导,更非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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