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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我国红树林资源的历史变化,以及各地区红树林的空间分布、种类组成、面积变化

及其主要原因等;归纳影响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污染、过度养殖、

海洋工程、过度捕捞和生物入侵等。针对我国红树林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红树林保护立法、环境

综合整治管控、宣传教育、转产转业、生态补偿、生态修复等方面提出红树林保护的建议和措施,为

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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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dthehistoricalchangesofmangroveinChina,andthespatial

distribution,speciescomposition,changesofmangroveand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ineach

area.The mainfactorsaffecting mangroveecosystem healthin China mainlyincluded:

pollution,overculturing,oceanengineering,overfishingandbiologicalinvasion.Somesugges-

tionsonmangroveprotectionwereproposed,includingacceleratingmangroveprotectionlegisla-

tion,comprehensiveimprovementofsurroundingenvironment,improvingthesystemofeco-

logicalcompensation,strengtheningpublicityandeducation,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

livelihood,andimprovingtheeffectofmangroverestorationinmany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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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红树林是自然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

带,受周期性潮水浸淹,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

乔木或灌木组成的湿地木本植物群落[1]。红树林不

仅为鸟类、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丰富的食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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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栖息环境,而且在防浪护岸、防灾减灾、调节

大气、净化水质等方面有重要作用[2]。根据估算,

2014年全球红树林面积为815万hm2(有林面积),

印度尼西亚红树林面积最大,其次是巴西[3]。红树

林植物种类的地理分布主要分为东方类群(或称印

度-西太平洋类群)和西方类群(或称大西洋-东

太平洋类群)[4]。我国的红树林属于东方类群,我国

处于世界红树林分布区的北缘[5]。

1 我国红树林概况

1.1 全国红树林概况

我国红树林面积在历史上曾达25万hm2[6],

1956年热带亚热带资源勘测得到的我国红树林面积

为42001hm2[7]。20世纪60—70年代是我国人口增

长高峰期,为增加农业用地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

展围海造田[8],使红树林面积大幅度缩减。20世纪

80年代之后,红树林周边居民为改善生活、增加收

入,开始在红树林进行大规模的围塘养殖,对红树林

造成严重的破坏;加上各类海洋工程建设的影响,红

树林面积大幅度减少,1981—1986年全国海岸带和

海涂 资 源 综 合 调 查 得 到 的 全 国 红 树 林 面 积 为

18842hm2[9]。21世纪以来,红树林的生态效益逐渐

为人们所了解及关注,红树林的保护和恢复逐渐受到

重视,国家及各地方政府组织实施一系列红树林生态

修复工程,成功扭转红树林面积下降的局面,红树林

面积稳步增加。2001年第一次全国红树林资源专项

调查结果显示,红树林面积为22872.9hm2[10];2010年

我国红树林总面积为24578.2hm2[11];2019年全国红树

林资源和适宜恢复地专项调查显示,我国现有红树林

28922hm2(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我国红树林面积

总体上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特点(图1)。

图1 我国红树林面积变化情况

Fig.1 ChangeofmangroveareainChina

1.2 各地区红树林分布及变化

作为我国重要的滨海湿地类型之一,红树林在

我国自然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香

港、澳门等地区,在浙江有人工引种的红树林。

海南的红树林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东寨港、清

澜港,南部的三亚港及西部的新英港[12]。20世纪

50年代中期,海南岛红树林总面积约12506hm2;

到80年代中期,红树林面积为5200hm2[13]。根据

雷金睿等[14]对多期遥感影像解译的结果,海南岛红

树林面积在1990—2018年较为稳定,变化不大,

1990年为3783hm2,1995年和2010年较高,分别

达到3986hm2和3931hm2,2018年略有减少,为

3666hm2(图2)。东寨港的红树林面积近年来有

较明显的减少,且破碎化程度加剧[15],造成这种变

化的原因主要有:上游养猪场的养殖废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造成严重污染;水产养殖密度过大,抢占

红树林生长空间;过度捕捞破坏生态系统结构。

2016—2019年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开

发红树湾房地产项目过程中持续填海造地,侵占澄

迈县花场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累计毁坏红

树林近5000株[16]。海南宁翔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盈

滨内海的滨乐港湾度假区围填海项目,填埋红树

林4664株[17]。

图2 海南红树林面积变化情况

Fig.2 ChangeofmangroveareainHainan

广东红树林主要分布在湛江、深圳和珠海[10],

主要优势种是秋茄、白骨壤、桐花树、木榄、红海榄。

20世纪50年代广东约有红树林4万hm2(含海南

和广西北海),60—70年代的围海造田,80—90年

代的滩涂围塘养殖、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以及90年代

以来的城市化建设,使红树林面积不断减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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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红树林资源调查报告(2002年)》,1981年

广东 红 树 林 面 积 约 1.8 万 hm2,90 年 代 初 约

1.5万hm2,至2001年仅剩1万hm2[18]。此后,广

东红树林面积持续下降的势头逐渐得以遏制,并缓

慢回 升。截 至 2020 年,广 东 红 树 林 总 面 积 约

1.4万hm2,居全国第一(图3)。尽管如此,粤港澳

大湾区内的一些人类活动(如过度捕捞、围填海、水

污染),对该区域内的红树林造成破坏及构成威胁。

福田红树林受到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海上固体废

弃物等的污染,水质指标大部分严重超标,对生物

多样性造成严重危害[19]。

图3 广东红树林面积变化情况

Fig.3 ChangeofmangroveareainGuangdong

广西的红树林主要分布在英罗湾、丹兜海、铁

山港、钦州湾、北仑河口、珍珠湾、防城港[20],以白骨

壤、桐 花 树、红 海 榄、秋 茄 和 木 榄 为 主。大 约 在

150年前,广西分布有红树林2.4万hm2,是目前广

西红树林面积的3倍左右。早年广西沿海迁入大量

移民,大面积红树林被围垦成农田[21],到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初 期,广 西 的 红 树 林 面 积 约

1.59万hm2。20世纪80年代,由于红树林的重要

生态功能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红树林湿地开始受

到保护,广西沿海破坏红树林的活动一度减少,红

树林面积逐渐增长,至90年代初广西红树林面积为

7430.1hm2[22]。但90年代后(尤其是1997年),在

水产养殖的高利润诱惑下,对红树林的破坏行为又

再度出现,一些人对相关法律法规置若罔闻,强行

进入红树林进行围垦养殖[21]。此外,房地产开发也

使红树林遭受破坏,截至2010年广西红树林面积减

少至7054.3hm2[22]。2017年广西红树林面积约

7300hm2[23](图4)。

图4 广西红树林面积变化情况

Fig.4 ChangeofmangroveareainGuangxi

福建是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的北限,从最北边

的宁德福鼎到最南端的漳州云霄均有红树林的间

断分布,且由北向南面积与种类均呈增加趋势[24],

种类以秋茄、桐花树、白骨壤为主。福建红树林在

1965 年 前 后 曾 达 719 hm2,1979 年 降 至

302hm2[25],后 由1999年 的542.05hm2 增 加 到

2006年的672.12hm2,2018年达到1019.35hm2,

主要分布于九龙江口、漳江口和泉州湾[26](图5)。

漳江口红树林湿地2005—2017年红树林面积呈增

加趋势,但互花米草的增速更为迅猛,水产养殖池

的面积也显著增加,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27]。

图5 福建红树林面积变化情况

Fig.5 ChangeofmangroveareainFujian

浙江的红树林群落由人工引种形成,造林树种

为秋茄[28]。种类组成方面,红树和半红树树种共有

3种,红树仅秋茄1种,属人工引种;半红树有海滨

木槿和苦槛蓝2种。目前浙江红树林保存面积约为

380hm2。在温岭、玉环、乐清、苍南等地的红树林

已郁闭成林[29],面积总和约为33.3hm2,占总面积

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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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红树林主要分布于深圳湾米埔、大埔汀

角、西贡和大屿山岛[20],以秋茄、桐花树、白骨壤最

为常见。

澳门的红树林面积狭小,主要分布于氹仔跑马

场外侧、氹仔与路环之间的大桥西侧的海滩上[30],

主要是桐花树、白骨壤和老鼠簕。

台湾的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台北淡水河口、新竹

红毛港至仙脚石海岸,以秋茄、白骨壤为主[10]。

2 红树林面临的威胁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红树林总面积近年来

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各种因素对红树林构成威胁。

2.1 环境污染

由于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周边地区的工

业污水、生活污水、海洋垃圾等大量排入红树林,严

重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红树林污染的主要

类型有水体富营养化与重金属(铅、铜、铬等)离子

富集等。排放到红树林的污水会对红树植物叶片

的叶绿素浓度、酶活力等造成破坏,从而阻碍红树

的光合作用,进而影响红树植物的正常生长[31]。红

树林内污染物增加,破坏红树林原有的生物群落结

构,并通过食物链的富集作用进而影响其他物种的

生存。

2.2 过度养殖

受利益驱动,红树林及周边的养殖屡禁不止。

围塘养殖不仅会直接破坏大面积的红树林,而且养

殖带来的污染物同样会对红树林造成危害。养殖

污染包括养殖尾水、清塘淤泥、农药(抗生素、重金

属)等;网箱养殖产生大量的垃圾(如塑料袋、泡沫

箱),这些垃圾在潮水的作用下聚集到红树植物根

部,影响红树植物根系的呼吸,进而影响红树植物

的生长发育[28]。

除了围塘养殖以外,海鸭养殖在红树林区域也

很常见。鸭群频繁翻动红树林滩涂的泥土觅食,导

致泥土松动,在潮水的冲刷作用下,容易造成红树

的根裸露,严重的甚至倒伏枯死。此外,海鸭以团

水虱的重要天敌———螃蟹和鱼虾为食,而海鸭产生

的大量鸭粪加剧水体的富营养化,增加团水虱的食

物来源,团水虱在缺乏天敌又有充分食物的情况下

极易大量暴发,可能给红树林带来“灭顶之灾”。

2.3 海洋工程

在红树林附近开展的海洋工程可能造成红树

林生境的丧失和破碎化,其中围填海工程的破坏力

最为巨大,且对红树林造成的损害不可逆转。此

外,工程建设带来的悬浮泥沙、施工污水、固体废物

等也会对红树林产生一定的影响。

2.4 过度捕捞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获取有价值的海洋生

物,红树林周边居民在红树林中进行过度频繁的捕

捞、挖掘活动,甚至采用电、炸和毒等毁灭性的捕捞

方式,严重破坏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极大地

妨碍海洋动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影响红树林生态系

统正常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采捕人员在红树

林内频繁走动时,常常发生踩踏红树幼苗和繁殖体

的情况,同时挖掘活动容易伤及红树植物根系,影

响红树植物生长和群落更新,造成林分稀疏化和矮

化,生态价值降低[6]。

2.5 生物入侵

目前对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构成威胁的

外来生物主要有互花米草和无瓣海桑。

互花米草繁殖力强,同时具备极强的适应力

和耐受力,所以互花米草一旦入侵红树林,就会

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抢占红树林生长空间,使

红树林面积大量减少。互花米草的入侵还会改

变区域内底栖动物的种群结构,严重威胁红树林

内的生物多样性[32]。福建宁德、泉州、九龙江口

以及漳江口[33],广东珠海淇澳岛等地区的红树林

都遭受过互花米草不同程度的侵入。

无瓣海桑天然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

卡等国,具有定居容易、生长迅速、适宜性广等特

点[34]。研究发现,无瓣海桑成林之后,本地的红树

植物就很难进入其中,而本地红树植物的幼苗基本

无法在无瓣海桑的林下存活[35]。

3 红树林保护对策

3.1 加快红树林保护立法,加强执法监管

目前涉及红树林保护的全国性法律法规较少,

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带

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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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红树林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涵盖的范围有限,只

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直接破坏红树林的行为,但对

于红树林湿地范围以外的各种干扰破坏行为缺乏

执法依据。为有效保护我国的红树林,应尽快出台

全国性的以红树林保护为主的法律法规,明确红树

林的定义及其监管部门[36],切实有效地保护红树林

生态系统,严厉查处破坏红树林的行为。

3.2 对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对红树林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最大限度降

低人类活动对红树林湿地的影响。一方面,控制陆

域污染源,严格管控红树林周边的工业污水和生活

污水排放,若红树林周边存在餐饮、畜禽养殖、水产

养殖等可能对红树林造成污染的产业,须对其进行

调查摸底,若已对红树林造成不良影响,建议进行

关闭或搬迁;另一方面,建设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对近岸污水进行截流分类处理,降低污水对红

树林造成的污染。

3.3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经济利益是驱使红树林周边居民毁坏红树林

的直接根源,这部分居民普遍贫困,红树林已成为

其维持收入的重要来源,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

激化。目前不少红树林甚至是红树林保护区范围

内还存在当地居民养殖、捕捞等现象,无法彻底清

退的主要原因是不能给予养殖户、渔民合理的补

偿。若要强制清退,一方面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也

容易引起老百姓的逆反心理,不利于红树林的保

护。因此要通过政府引导,并给予适当生态补偿,

逐步实现清退。

结合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生态补偿还无法做

到由受益者付费,因此应由政府代替受益群众作为

补偿主体进行生态补偿,提高中央对红树林所在地

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实行地方间横向补

偿。在补偿方式上,除了常见的经济补偿外,同时

可采取项目补偿、政策补偿、技术补偿、实物补偿、

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开展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标

准可以综合考虑保护成本、机会成本等来合理确定。

3.4 促进转产转业

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利用红树林,

区别对待严格保护区域和可利用区域,引导红树林

湿地资源的多元化、可持续利用。对红树林周边地

区的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在有效实施用途管制、不
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生态

旅游、生态养殖等,同时提供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

为当地百姓拓宽就业门路,帮助他们改变过去传统

的谋生方式,从而减少对红树林不合理的利用与破

坏,使红树林生态系统得以自我恢复。

3.5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展馆、宣传牌、

宣传册等方式进行红树林湿地科普宣传,在微信、

微博等公众平台定期推送红树林湿地科普信息,让
民众对红树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

益有正确的认识,充分意识到红树林存在的重要性

及红树林湿地保护的紧迫性,发动更多人保护红树

林,自觉支持生态恢复工程,爱护所植苗木和相关

设施。

3.6 提高红树林生态修复成效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许多红树林生态修

复工程,但是修复成效参差不齐。进行红树林生态

修复应注意4个方面。

3.6.1 因地制宜,科学制定修复方案

在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准备阶段,全面、深入的

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宜的修复方

案。造林应因地制宜选择红树林树种及配置方式,

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土壤、生态演替规律等因

素,选择适合的乡土树种,优先设计“红树+半红

树+伴生种”的多层次造林模式,提高红树林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37]。

3.6.2 重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系统功能恢复

目前部分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只注重对红树

林植被的恢复,而忽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功能的恢复。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对象应该是红树

林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红树,应将恢复目标从单

纯的提高植被覆盖率转变为恢复红树林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从群落多样性的角度考量,把鸟类、底栖

生物及生境恢复等均纳入生态恢复目标。在红树

林生态系统恢复的同时,创造条件恢复经济动物种

群,也有助于提高周边居民收入[38-39]。

3.6.3 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进

引进无瓣海桑和拉关木等外来速生物种,虽然



13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红树林面积,但是会给红树林

生态系统健康及安全留下隐患,因此在自然保护区

内应慎重种植外来种。在造林困难的滩涂可使用

外来速生树种占领前沿裸滩,随后应尽可能以本地

种进行替代造林[40]。

3.6.4 注重后期管护、跟踪监测及评估

有些红树林恢复工程在造林结束后便终止,所

植苗木由于后期管护不到位成活率极低。林业上

有俗语称“三分种七分养”,苗木种植后的管护力度

直接决定造林成败,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加强管护工作。此外,提高红树林生态系统动态监

测能力,实施红树林生态修复全过程跟踪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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