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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草床现状和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


吴　瑞，王道儒
（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　海口　５７０１２５）

　　摘　　　要：文章评述了海南省海草床生态系统的分布、海草保护与管理、科学研究

等各个方面的现状，以及生态系统修复与研究进展。指出海草生态系统具有特殊的资源价

值和生态效益，对热带海岸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对日益频繁的人类开

发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异十分敏感和脆弱，随着海南的开发建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剧，

海草资源已经受到开发活动的影响而急需保护。尽管政府采取了保护管理的各种措施，包

括相关法律和海洋保护区、科学研究，但海草床生态系统仍然面临威胁。海草床生态系统

在我国热带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应当加强海

草生态系统的调查、监测、评估、研究，以适应海草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恢复、重建

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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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草是唯一淹没在浅海水下的被子植物，

其花在水下结果，然后再发芽。全球１２属５０多

种海草中，我国南海就分布了８属２０余种
［１］。

海草在我国的分布，从温带的黄渤海一直延伸

到亚热带的福建、香港沿海，在热带的海南岛

和西沙群岛也有分布［２］。海草床作为全球滨海

湿地中重要的生态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

功能与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保护海岸、固定底

质、改善水质、为许多动物提供栖息地、育苗

场所和食物等功能使海草床在海岸带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３］。近年来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

海草床在全球范围内的面积已明显下降。同样，

海南海草床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保

护好海南海草床资源，是海南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　海南省海草的现状

１１　海草床的分布

海草床的分布和生长状况受到各种环境条

件限制，如光照、水温、盐度、底质。全世界

海草约有５０多种，隶属于沼生目 （Ｈｅｌｏｂｉａｅ）

的眼 子 菜 科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ａｃｅａｅ）和 水 鳖 科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ｔａｃｅａｅ），共１２个属。多数种类分布

于东半球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部分种类

分布在西半球加勒比海地区［１］。我国分布有８

属，分布于辽宁、河北、山东、海南、广西和

广东。海南由于所处纬度较高，并以其特有的

气候、地形等特点分布了中国最多种类的海草，

主要种类有泰来藻、喜盐草、海昌蒲等。根据

调查研究资料，海南省共有海草种类７属１１种，

分布于海南近岸的文昌、琼海、陵水、三亚和

澄迈及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表１）。海草床广

泛分布于海南近岸港湾、湖区域，文昌沿岸

高隆湾、长圮港，琼海龙湾和潭门分布范围较

大，组成了海南海草床主要分布区域。长圮港

海草分布为片状分布，在片区内覆盖率最高处

可以达到８０％。龙湾港是琼海海岸线唯一一处

海湾，从珊瑚礁坪到岸边约有３ｋｍ，湾内开阔，

风平浪静，海底沉积物以细沙为主，掺杂中沙、

泥、贝壳屑，生长有大片的海草，向南与潭门

港岸线海草床基本连成一片。琼海潭门海域直

接面向南海，拥有海南岛少见的平直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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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流与河水交会，形成海草良好的生长场所，

覆盖率最高处达到９５％。此外，海草床分布较

集中的还有陵水的新村港和黎安港、三亚铁炉

港和澄迈花场湾。

表１　海南省海草种类

属名 种名 分布海区

海神草属 （犆狔犿狅犱狅犮犲犪）
海神草 （犆狔犿狅犱狅犮犲犪狉狅狋狌狀犱犪狋犪） 文昌、琼海、陵水、三亚

齿叶海神草 （犆狔犿狅犱狅犮犲犪狊犲狉狉狌犾犪狋犪） 文昌

二药藻属 （犎犪犾狅犱狌犾犲）
羽叶二药藻 （犎犪犾狅犱狌犾犲狆犻狀犻犳狅犾犻犪） 澄迈

二药藻 （犎犪犾狅犱狌犾犲狌狀犻狀犲狉狏犻狊） 文昌、琼海、陵水

针叶藻属 （犛狔狉犻狀犵狅犱犻狌犿） 针叶藻 （犛狔狉犻狀犵狅犱犻狌犿犻狊狅犲狋犻犳狅犾犻狌犿） 文昌、琼海

海菖蒲属 （犈狀犺犪犾狌狊） 海菖蒲 （犈狀犺犪犾狌狊犪犮狅狉狅犻犱犲狊） 文昌、琼海、陵水、三亚

泰莱藻属 （犜犺犪犾犪狊狊犻犪） 泰莱藻 （犜犺犪犾犪狊狊犻犪犺犲犿狆狉犻犮犺犻犻） 文昌、琼海、陵水、三亚、南沙群岛、西沙群岛

喜盐草属 （犎犪犾狅狆犺犻犾犪）

贝克喜盐草 （犎犪犾狅狆犺犻犾犪犫犲犮犮犪狉犻犻） 澄迈

小喜盐草 （犎犪犾狅狆犺犻犾犪犿犻狀狅狉） 文昌、陵水、南沙群岛

喜盐草 （犎犪犾狅狆犺犻犾犪狅狏犪犾犻狊） 文昌、琼海、陵水、三亚、西沙群岛

川蔓藻属 （犚狌狆狆犻犪） 川蔓藻 （犚狌狆狆犻犪犿犪狉犻狋犻犿犲） 海南岛、西沙群岛

１２　海草床中的生物

重点调查的区域有新村港和黎安港，新村

港和黎安港具有典型的海洋湖环境，其受波

浪影响比较小，其海草种类丰富，密度大，生

长良好，港内的海草对水质起到很大的平衡和

调节作用，也是港内养殖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条

件。相应的本区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在

２００９年海南岛海草床大型底栖生物调查中，共

调查到大型底栖生物４１科７５种，黎安港和新村

港的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居多，分别有３５种和

２１种。港内有多种经济种类，如白棘三列海胆

（犜狉犻狆狀犲狌狊狋犲狊犵狉犪狋犻犾犾犪）、凸加夫蛤 （犌犪犳狉犪狉犻狌犿

狋狌犿犻犱狌犿）、菲律宾偏顶蛤 （犕狅犱犻狅犾狌狊狆犺犻犾犻狆狆犻

狀犪狉狌犿）等，黎安港内有国家ＩＩ级保护动物大

珠母贝 （犘犻狀犮狋犪犱犪犿犪狓犻狀犪）。此外，在之前的

调查表明，海南黎安港海草床的濒危动物主要

包括 绿 海 龟 （犆犺犲犾狅狀犻犪 犿狔犱犪狊）和 斑 海 马

（犎犻狆狆狅犮犪犿狆狌狊狋狉犻犿犪犮狌犾犪狋狌狊）
［４］。因此该区海

草床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已于２００７年

建立 “陵水新村港—黎安港省级海草特别保护

区”。

１３　海草床面临威胁

１３１　水产养殖

黎安港和新村港内分布有麒麟菜养殖、虾

塘养虾和贝类养殖，大面积、高密度的打桩吊

养麒麟菜给当地的海草带来明显的破坏。

另外，养殖活动中投喂外源性食物和滥用

药物导致污染，底泥中的氮、磷含量和耗氧量

明显高于周围沉积物。

１３２　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

海草分布区普遍存在炸鱼、毒鱼和电鱼现

象，尤其是在退潮后，有人在海草内电鱼、电

虾和毒鱼、毒虾；退潮时有一些当地的村民在

海草床中挖螺，这些现象虽有遏制，但也时有

发生，影响了海草的生长。

１３３　旅游业发展

新村港和三亚后海湾是旅游景点，海港中

有许多旅游餐厅和渔排，旅游人数的增加增大

了对海水及水产品的压力，也带来了沉积物、

污水和固体废物等的环境问题。

１３４　自然因素

海草床受到的威胁，除人为因素外，还有

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海草生态系统，

如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和海水水温

升高会影响到海草生态系统的整体演化。台风

掀起的巨浪会损伤海草，一方面巨浪和激流能

将海草连根拔起；另一方面，飓风和台风导致

海水浑浊和底质侵蚀，海水浑浊不利于海草光

合作用，底质侵蚀带来的沙土还会掩埋大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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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使其缺氧死亡。海南素有 “台风走廊”之

称，每年可造成数十亿的经济损失和大量人员

伤亡。２００５年海南０５１８号超强台风 “达维”过

后，造成海南１８个市县２２２个乡镇受害，全省

海洋经济总损失１１１９０３．８２万元，近岸海域生

长的海草受损较严重，如龙湾港海底大片海草

被连根拔起，台风对海草床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短期内难以恢复。

１４　海草床的保护与管理现状

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是各国加强海洋环境保

护的重要措施，也是各部门进行海洋环境保护

管理和执法的法律依据，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

上开始重视海洋环境保护以来，海洋环境保护

立法发展较快。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我国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２００９年９

月，又对此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了环保法

的内容。其后我国又制定了具体的管理条例，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费管理

条例》等有关的一系列标准。同时，我国制定

的 《中国海洋２１世纪议程》集中体现了海洋生

态保护的方针政策。具体针对海草床的保护有：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起实施的国家标准 “海洋自然

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划分海洋自然保

护区为３大类别１６个类型，“海草床”为海洋与

海岸自然生态系统的１０种类型之一。国家海洋

局２００２年４月发布了 《海洋自然保护区监测技

术规程—总则》列出了 “海草床生态系统”监

测的主要指标为海草床植物盖度、厚度、种类，

底栖动物种类多样性、群落结构。国家海洋局

２００５年５月发布了 《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

海草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包括水环境、沉

积环境、生物残毒状况、栖息地、生物指标。

近年来，海南对海草的研究和保护逐渐得

到重视，先后出台了 《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

条例》《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２００４年始，

国家海洋局将海南东海岸列为全国海洋环境监

测工作近岸海域生态监控区，每年对海草床现

状监测。２００７年７月，我国首个海草特别保护

区———陵水新村港－黎安港海草特别保护区在

海南成立，总面积为２３．２ｋｍ２，主要保护对象

是海草床及其海洋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但没有专门针对海草

床保护与管理的法规，因此，不能很好地保护

海草及其生境，今后应加强海草保护和管理的

立法，充分体现对海草的保护。

１５　海草床研究现状

我国内地的海草研究起步较晚，据可查资

料，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开创性工作

以来［２，５］，海草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２００２年

联合国和全球环境基金项目———中国海草专题

正式启动，逐渐掌握了华南沿海海草床现状的

基本信息［４］。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由中国科

学院南海考察队 “南沙综合考察”，对南沙群岛

的１４１个岛屿植物做了详细记录，对南沙群岛

及其邻近岛屿海草植物的科、属、种形态特征、

产地、生境、分布及经济用途等进行了介绍［６］，

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从２００４年实

施的海南东海岸生态监控区监控，总面积为

３７５０ｋｍ２，为海草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近

１０年来，海南的海草研究发展较快。在海草生

物学方面，王林桂在国内首次从组织学上泰来

草和海神草的营养器官 （根、茎、叶）进行研

究［７］。许战洲等用生长重建法研究了海南岛新

村湾泰来藻 （犜犺犪犾犪狊狊犻犪犺犲犿狆狉犻犮犺犻犻）的有性繁

殖，发现泰来藻花芽形成期和种子萌芽期分别

在每年的秋季末 （１１月初）和次年春季初 （２月

底），比菲律宾泰来藻种群早约两个月［８］。在海

草的生理生态学方面，黄道建等研究了海南岛

新村湾营养负荷对海菖蒲 （犈狀犺犪犾狌狊犪犮狅狉狅犻犱犲狊）

的影响，认为网箱养殖引起的营养负荷是导致

海草床退化的潜在原因之一［９］。在海草床管理

研究方面，黄小平等在华南海草床普查结果基

础上，分析了海南海草床面临的威胁［１０］。郭振

仁等根据现场调查研究，首次汇集了海南岛椰

林湾海草床海草资源的基础资料，概要分析和

总结了该海草床的演变过程及其面临的威胁，

提出了椰林湾海草床保护与管理建议［１１］。总之，

海南的海草研究不够全面和系统的，还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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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海南省海草床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

随着海草床的减少，海草床的恢复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国家先后开展了研究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就。Ｆｏｎｓｅｃａ总结了海草床

恢复的主要目的：① 提高海草的覆盖度；② 补

偿丧失的海草覆盖度；③ 增加海草床面积；

④ 弥补减少的海草床面积；⑤ 恢复海草床动

物的丰度［１２］。这里所指的恢复包含两方面的含

义：改造现有海草床生态系统使其恢复到原有

的结构和功能；重建新的海草床。我国有关海

草修复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范航清等首次提

出了海草床保护恢复的思想［１３］。目前比较成功

的案例是广西的海草修复，合浦儒艮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在０．０７ｈｍ２ 的范围内通过移植方式

小规模移植恢复贝克喜盐藻、矮大叶藻 （犣狅狊

狋犲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和喜盐藻，移植３个月后，成

活率分别为９８．３％、１４．７％和９．３％。在约

３２ｈｍ２的生境保护恢复喜盐藻，通过生境的改

善以及加强管护，恢复区的海草覆盖度由１％

提高到２％。在０．０１５ｈｍ２ 的人造小潮沟移植

二药藻、矮大叶藻和喜盐草。实验表明，广西

的海草恢复以保护性的自然恢复为主［１４］。海南

可以借鉴广西海草修复的经验，减小对海草床

的破坏，增强对海草床的保护。开展海草床的

人工恢复实验，同时研究海草床自然恢复的可

行性，为大规模的海草床恢复提供实践经验。

同时，海草床研究在我国热带海域环境变异和

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和现实的

意义，应该加强的海草床规范性调查、监测与

健康状况评估，对海草床生态系统动力过程的

演变规律及其对外界胁迫因子的响应和反馈开

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以适应海草床生态系统的

保护、管理、恢复、重建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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