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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树林至少于 7 000 万年前诞生在地球上,在大约 6 000 年前的冰后期之后的某段时期才定居在我国的沿

海滩涂上。清代人口大规模南迁,广西沿海的红树林因围海造田而开始遭到大规模破坏。20 世纪 80 年代末广

西留存海堤 498 个,其中的 45 5 个修建于 1 949 年之前。全国调查数据表明,1980—2000 年广西沿海虾塘建设侵

占了 1 464.1 hm2红树林;1986—2008 年广西有 1 6 6 个新虾塘毁灭红树林 438.9 1 hm2。在面积方面,1840 年左

右广西有红树林约 24 06 5.8 hm2;1949 年约 1 0 85 6.6 hm2;201 3 年 7 243.1 5 hm2,其中北海市3 2 6 3.66 hm2、钦
州市 2 09 7.41 hm2、防城港市 1 882.07 hm2。广西红树林科学研究走过了 1 9 80—1 9 90 年的起始阶段,199 1—

2000 年的积累阶段,2001—2010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及 20 1 1 年以来的生态工程应用攻坚阶段。广西经历了 2 1
世纪头十年的红树林国际合作黄金期,培养了人才,提高了能力,促进了管理,显著提升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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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groves appeared on the earth at least 70 million years ago,and colonized on tidal
flats along the coasts of China in about six thousand years ago in a period after the postglacial
age.Mangroves in Guangxi were damaged extensively due to the reclamation of mangroves for
paddy field in Qing Dynasty when migrants moved in.For those sea dykes still existed in late
1 980s along the coastline of Guangxi,45 5 out of 498 were constructed before 1 949.The results
of national general surveys indicated that in Guangxi 1 464.1 hm 2 of mangroves were reclaimed
for shrimp ponds from 1 980 to 2000,and 438.9 1 hm 2 of mangroves were encroached by 1 6 6

shrimp ponds from 1 986 to 2008.In Guangxi,

mangrove area was about 24 06 5.8 hm 2 in
around 1 840,approximately 1 0 85 6.6 hm 2 in
1 949,and 7 243.1 5 hm 2 in 20 1 3,of which
3 2 6 3.66 hm 2 in Beihai, 2 09 7.41 hm 2 in
Qinzhou and 1 882.07 hm 2 in Fangchenggang.
Scientific research on mangroves in Guangxi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i.e.,the earl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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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 980-1 9 90,the growing stage of 1 9 9 1-2000,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of 200 1-2010,

and the new stage of eco-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riented research since 20 1 1.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 1 st century,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s effectively performed in Guangxi on man-
groves,benefiting Guangxi extensively in mangrove expertise training,capacity building,man-
agement improving,and research reputation being realized.
Key words:mangrove,evolution history,research process,BeibuGulf,Guangxi

0 引言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潮间带滩涂上的木

本植物群落,其地理分布取决于全球气候,其生长和

健康状况受到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红树林因为具

有发达根系、胎生繁殖、抗盐、耐腐蚀等独特本领,才
可以在潮起潮落的海边生长。特殊的自然地理分布

和生长环境,使红树林在保护海岸、维护海洋渔业资

源和近海生物多样性、净化海水、固碳储碳、药用、改
善海岸景观、科学研究、生态体验、中国-东盟海上生

态廊道建设等方面具有陆地森林不可取代的作用[1]。
广西北部湾沿海因为生长着我国最大面积的天然红

树林,在 2 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生态纽带中占据

独特地位。本文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了广

西红树林演化历史及其科学研究历程的脉络,提出广

西红树林起源年代问题,为学科发展和决策提供背景

信息。

1 广西红树林的演化史

1.1 广西古代红树林

  目前世界上化石记录最早的红树林出现在 7 000
万年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红树林是在物种进化中

被赶下海的陆生植物,它们逐步适应了潮间带环境,
练就了一套能在海水中生长的本领。海岸潮间带和

气温决定着红树林的动态分布。

  地球的第四纪大冰期始于距今 200~300 万年

前,结束于 1~2 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现代海平面

低 1 00~ 1 30 m[2]。现在的北部湾北部和西部较浅

(20~40 m),中部和东南部较深(50~60 m),平均水

深 40 m 左右;现在的琼州海峡大部分水深 30~40
m,最大水深 90 m。在大冰期,根本不存在北部湾和

琼州海峡,也就不存在红树林问题了。在漫长的大冰

期,地球上的红树林极可能被压缩在赤道附近狭长的

海区,为冰后期红树林的扩散保存了物种基因。

  随着大冰期的结束,地球进入冰后期,气候逐渐

变暖,海平面上升,慢慢形成了现代的华南海岸,为广

西红树林定居提供了滩涂条件。黎广钊等[3]研究表

明,距今约 1 万年前,华南海平面还在现今海面以下

约 30 m,海水只进入到北部湾涠洲岛南部附近;距今

8 000~7 000 年依然为海进阶段,海平面上升速度超

过沉积速率,海水继续向大陆蔓延;距今 7 000 年以

来,海平面基本在现今位置波动,可沉积速率超过了

海平面上升速度,从而进入了海退阶段,为此广西南

流江三角洲以平均 1.6 m/a 的速度向外推进了 1 0~
12 km。如果气温条件满足,距今 1 0 000~7 000 年,
红树林还处于从涠洲岛南部向北移动的过程中,红树

林随着向北位移的古海岸不断向现今相对稳定的海

岸位置靠拢。那时的红树林不是现今的红树林,而是

在位移旅途中的古海岸红树林。

  一般认为,现今的华南海岸是 5 000~6 000 年前

以来形成的泻湖-沙坝和溺谷湾,河口沉积与大陆架

供沙是现代华南潮间带滩涂形成的基本机制。有了

海岸潮间带才可能有红树林,也就是说红树林定居在

广西现今相对稳定海岸的年代距今大约 6 000 年,即
公元前 4 000 年,跟中华文明起源基本同步。本推断

只考虑地貌过程,未考虑气候因素。

  海岸潮间带是红树林发育的首要条件,其次是温

度。红树植物是热带起源的物种,-5℃是其存活的

生理极限温度。2008 年 50 年一遇特大寒潮期间,广
西沿海出现了连续 7 d 气温低于 5℃的天气,广西红

树林植物出现了花果叶脱落、枝条枯萎,甚至植株死

亡现象,其中嗜热性红树植物红海榄(Rhizophora
sty lo sa )和木榄(Bruguiera gymnoihiza )的幼苗基

本全部被冻死,笔者在广西防城港珍珠湾内种植的十

年生红海榄幼树(2.5~3.5 m 高)无一幸存。大冰期

结束后,距今 3 080 年前以来,中国还经历了新冰期

和小冰期[2],那时华南沿海冬季的气温应该比今天低

得多,红树植物也许不能度过寒冷的冬季。可见今天

我们所看到的红树林,其直接祖先定居现代华南海岸

的年代极可能不超过 6 000 年。因此,广西的红树林

属于非常年轻的海上森林。6 000 年来,红树林究竟

在何具体时段定居广西现代海岸,尚需进一步考证和

研究。

1.2 广西近代红树林

  在广西北海的南珠宫,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珍珠池

分布模型。2 000 多年前汉代古珍珠池的沿岸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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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田和村庄,而它们在当时很可能

大部分是潮间带,是古代红树林的生长地,为珍珠贝

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广西北部湾在秦代是“象
郡”的辖地,顾名思义,就是大象很多的地方。据明代

崇祯十年版本《廉州府志》“卷二·山川”记载:今钦

州、合浦交界的那雾山“其山产象,每秋熟,辄成群出

食,民甚苦之。”清代道光十三年版本《廉州府志》“卷
二十一·事纪”记载:今合浦县公馆镇东北的大廉山,
于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合浦大廉山群象践禾稼”,为
此廉州知府指挥官军和老百姓们打响了一场围剿大

象的战斗。康熙年间工部尚书杜臻巡视北部湾沿海,
出得廉州府城东去营盘白龙城的途中,夜听虎啸如

雷。可见,在明清以前,北部湾沿海一带郁郁葱葱,受
人类生产活动的干扰较小,生态环境优良。如今在全

球范围内,红树林海区都是珍珠养殖最理想的场所。
笔者曾经评估过 20 世纪红树林对广西南珠养殖的贡

献,发现在红树林生长的海区养殖珍珠,其经济效益

比没有红树林分布的海区高约 1 4 倍,其影响环节主

要表现在红树林通过改善水质,提高了珍珠贝的成活

率和珍珠的品质。古代的广西北部湾盛产珍珠,至少

侧面说明当时的北部湾红树林十分茂盛。

  围垦红树林早已有之。明末战乱,中国出现了逃

难人口南迁。但大规模的围海造地开始于清代。据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4]记载,17 世纪晚期中国开

始少战乱,医学进步,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不断减税,
实行低税收政策,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激增。

1700 年中国全国人口约 1.5 亿,1800 年超过 3 亿,

1850 年人口可能已经达到 4.5 亿。由于人口激增,
人均田地剧减,政府鼓励移民,其中方向之一就是边

陲北部湾沿海。大量移民来到广西沿海,人多地少,
围海造地成为解决粮食供给困难的重要手段,红树林

开始成为牺牲品。

  据明崇祯十年版本《廉州府志》“卷二·水利”和
“卷十二·水田亭记”的记载,嘉靖中,廉州知府张岳

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官府已经对“各民开垦荒坡、
潮田”收取粮税。这是关于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围海

造田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据 1 9 94 年《合浦县志》
“第六篇社会·第五节姓氏·主要姓氏来历记载”,明
末清初,合浦北海一带的主要姓氏有陈、韩、周、马、
曾、徐、李、潘、关、张、沈、王、罗等等,祖先从福建、广
东迁入。据清道光十三年版本《廉州府志》“卷十·户

口”记载,康熙五十年合浦县(包括今北海全境和钦州

的浦北县)在册人口约为 1.58 万,而后“盛世滋生丁

口,至道光八年共二十六万五千二百八十五丁口”。
到了民国四年(19 1 6 年),据民国三十一年版本《合浦

县志》“卷一·户口”记载,合浦县(包括今北海全境和

钦州的浦北县)在册人口已经接近 7 7.9 万。据清道

光十三年版本《廉州府志》“卷四·风俗”记载:“昔钦

州农民……林涧荒坡尽行开辟,不惟瘠土变为沃土,
而沧海且变为桑田焉。从前,州南濒海,潮涨汪洋,高
岸旷土尚力靳未辟,遑计及海滨。今升平日久,生齿

日繁,负耒来氓渐集者众,生谷之地无不尽垦。自乾

隆中以至于今,海潮所到之处……等处,相其土宜可

以塞潮种植者,经营图度覆土筑堤以障潮汐,留水门

以通消纳,名曰‘围田’,收利甚广”。1994 年《合浦县

志》“第一篇地理·第二章政区·第二节党江镇”记
载:“……总面积为 8 1.5 km 2……党江镇地处南流江

下游三角洲,海岸线长 2 1.45 km,属滨海冲积平原,
大部分农田是清朝道光初年后把潮滩围垦而成”。20
世纪,广西合浦当地群众在将农田改建为池塘时,不
时从土壤深处挖到植物树桩(图 1),支持了沧海变桑

田的历史记录。

图 1 2009 年广西合浦耕地深处的树桩(引自北海 3 6 5 网)

  Fig.1  Tree stumps found deep in plowland in Hepu
county,Guangxi,2009 (From Beihai 3 6 5 network)

  1990 年广西沿海河海堤工程加固整治与滩涂开

发规划报告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广西共有海堤

498 个,其中的 45 5 个是 1 949 年之前修建的。1949
年之前修建的海堤中,围垦面积小于 50 hm 2 的海堤

数量高达 3 92 个。解放后围垦的海堤数量虽然不大,
但单个海堤围垦的面积远远大于历史上的海堤。根

据海堤所在海湾的地形地貌、海堤规模、红树林占围

垦滩涂的面积比例等评估出[5]:1840 年左右广西北

部湾沿海有红树林 24 06 5.8 hm 2,1949 年有红树林

1 0 85 6.6 hm 2。

1.3 广西现代红树林

  红树林生长在风平浪静的滩涂,这个“宅基地”就
是人们围海造陆的首选海区。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

表明,2001 年广西有红树林 8 3 7 5.0 hm 2;1980—

2000 年广西有 1 464.1 hm 2红树林被占用,95.0%用

来修建虾塘[6]。笔者主持的一项广西近海海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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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评价专项(广西 908 专项)表明,1986—2008
年广西沿海有 1 6 6 个新虾塘来源于红树林,每个虾塘

平均毁灭红树林 2.64 hm 2,共造成 438.9 1 hm 2红树

林的消失(表 1)。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例子是闸口毁

林事件。199 9—2000 年广西合浦县闸口镇大肆围垦

红树林滩涂进行海水养殖,毁灭红树林合计高达

1 3.33 hm 2,成为国家环保局公布的 2000 年中国十

大环境破坏重大事件之一。尽管在评估围填海破坏

红树林面积时所采取的方法不同、数据精度不同,但
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围填海是广西乃至我国红树

林面积减少的最直接原因。如今,“虾塘-海堤-红树

林”已成为中国红树林海岸的主要景观类型[1]。
表 1 1986—2008 年广西沿海将红树林转化为虾塘的情况

Table 1 Situations of converting mangroves into shrimp ponds along Guangxi coasts from 1986 to 2008

城市 City
虾塘数量(个)
Number of shrimp pond
(ind.)

红树林损失面积
Mangroves lost (hm 2)

平均每个虾塘毁灭红树林的面积
Average area of the mangroves removed by a single
shrimp pond (hm 2)

北海 Beihai 1 5 49.76 3.32
钦州 Qingzhou 5 3 1 20.09 2.27
防城港 Fangchenggang 98 2 6 9.06 2.75
合计 Total 1 6 6 43 8.9 1 2.64

  最新的报道表明,201 3 年全国红树林面积为

2.53 × 10 4 hm 2[7];201 3 年 广 西 红 树 林 面 积 为

7 243.1 5 hm 2[8],共有红树林斑块 2 7 9 3 个,最大斑块

面积为 1 7 3.67 hm 2,主要分布于北仑河口、珍珠湾、
茅尾海、防城港东西湾、大风江、廉州湾、铁山港湾(图

2)。201 3 年广西沿海三市的红树林面积分别是北海

3 2 6 3.66 hm 2,钦州 2 09 7.41 hm 2,防城港 1 882.07

hm 2,分别占广西红树林总面积的 45.06%,28.96%
和 2 5.98%。广西红树林群落类型有白骨壤群落、白
骨壤+桐花树群落、桐花树群落、桐花树+白骨壤群

落、木榄-白骨壤群落等 2 1 个类型,其中面积及比例

最大的是白骨壤群系(3 022.96 hm 2,41.74%)和桐

花树群系(2 383.81 hm 2,32.91%)。河口小、潮差

大、滩涂贫瘠、红树林矮小是广西红树林的显著特征。

图 2 广西海岸带红树林分布图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Guangxi mangroves

  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表明[9-10],201 3 年广西

有红树 林 湿 地 面 积 8 780.73 hm 2,其 中 北 海 市

3 038.83 hm 2、钦 州 市 3 603.42 hm 2、防 城 港

2 1 38.48 hm 2。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标准和方法跟

陶艳成等[8]采用的方法有所差异,这是两个统计数据

不尽相同的重要原因,其中差别最大的是钦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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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西红树林研究历程

  广西红树林研究事业的发展跟我国改革开放进

程休戚相关,对其历程进行梳理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

用。目前广西的红树林研究队伍分散在各科研院所、
高校和自然保护区。粗略统计,目前广西区内直接参

与红树林研究的专业科技人员有 1 00 多人,开展红树

林相关研究的单位有 1 0 余家,主要包括广西红树林

研究中心、广西大学、广西林业勘察设计院、广西师范

大学、广西海洋研究院等。基于国家平台,高端人才

和充足的资源,即将建成的“国家第四海洋研究所”必
将成为广西乃至东南亚地区红树林研究与国际合作

的领头羊。

2.1 起始阶段(1980—1990 年)

  20 世纪 80 年度初期,我国的红树林生态学研究

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悄然展开。直到 1 9 90 年,我
国从事红树林研究的师生合计还不到 30 人。1982—

1 986 年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应该是广

西红树林研究的起点。广西林学院温远光等骨干在

李治基教授和李信贤研究员的带领下,全面调查了广

西红树林分布[1 1]、种类组成[12]、群落类型[1 3]和生物

量[14],进行了红树林及不同滩涂土壤营养元素的分

析[1 5-1 7]。1987 年,厦门大学林鹏教授跟广西合浦县

林业局的李有甫先生合作,指导其硕士研究生尹毅在

广西山口进行了红海榄生物量[18]、凋落物[1 9]及元素

循环[20]的系统研究,为其以后的“红树林三高”理论

和工程院院士之路埋下了伏笔。1988 年广西合浦县

林业局李有甫先生完成了建立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的申请报告。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解译了

1 9 88 年 1 1 月—1989 年 2 月大于 1 000 m 2 像元的广

西红树林卫片,给出了我国最早的红树林卫星遥感数

据。在广西科学院陈震宇副院长的支持下,1990 年

广西海洋研究所承担了国家科委重点科技项目“广西

北部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及其快速恢复”,项目预算 2 5
万元(实施期 1 9 90—1 9 9 3 年),是当时我国资助额度

最大的红树林科研项目。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植物生

态学为突出特征,基本上不涉及红树林生态系统。

2.2 积累阶段(1991—2000 年)

  199 1 年 1 2 月 20 日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成立,
挂靠在当时的广西海洋研究所[21]。以此为标志,广
西红树林研究进入了 1 0 年的积累阶段。广西科学院

生物研究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展了红树林昆虫

多样性和桐花树炭疽病的研究。在广西海洋研究所

和广西师范大学师生的支持下,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以国家科委重点科技项目和其后的国家“八五”攻关

项目及国家基金项目为依托,围绕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保护和恢复、管理与利用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在
红树林生境条件、生物物种多样性、恢复与重建、管理

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93 年在

《广西科学院学报》第 2 期出版了红树林论文专辑,

199 5 年出版了《中国红树林研究与管理》[22],2000 年

出版了《红树林海岸生态卫士》[23]。这些出版物如今

已成为我国红树林研究的经典文献。“北仑河口综合

整治研究”成果获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 年)。

  1993 年 1 1 月 20 日,“中国首届红树林生态系统

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北海市成功召开,会议汇聚了我

国红树林研究骨干,形成了合力和中国红树林学术年

会制度,在我国红树林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在这一时期,广西红树林科技人员还先后参加了

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湿地大

会”(1992 年),在香港召开的“亚太红树林生态系统

研讨会”(1993 年),考察了马来西亚海洋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情况(199 6 年)和美国佛罗里达鲁克利湾国

家河口研究保护区(199 9 年)。

  以上研究和学术活动,为广西红树林的深入研究

和国际合作奠定了前期工作基础。

2.3 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0 年)

  2001 年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全国红树林资源调

查。2002 年 1 月 2 日,国家林业局在深圳召开“全国

红树林建设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我国红树林

事业的一个历史转折,为广西红树林事业的快速发展

提供了历史机遇。在科研平台方面,2001 年 8 月 28
日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为

财政全额拨款的独立事业法人机构,2006 年该中心

实验室通过国家计量认证,2007 年被认定为广西红

树林保护重点实验室,2008 年获国家海域使用论证

乙级资质,2010 年列入我国第一批海岛保护规划编

制技术单位。

  上述平台为广西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家和

自治区重大项目创造了条件。2000 年以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ASPACO 项目(2000—2002 年)、联合国

环境署全球环境基金(UNEP/GEF)“扭转南中国海

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2002—2008 年)、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UNDP/GEF)“中国南

部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2005—201 2 年)、小渊

基金“中日绿化合作示范林”项目(2007—2009 年)、
“北部湾地球化学过程中红树林作用的研究”中德合

作项目(2009—201 2)年、“海洋污染快速评估技术”中
英合作项目(2010)在广西得到成功实施,铸就了广西

红树林国际合作的黄金十年。这些国际合作为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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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人员与专业人才,有
力促进了广西红树林保护机构和科研机构的能力建

设,从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广西红树林事业在国内外的

地位与影响力。此外,广西大学的周放教授对我国红

树林鸟类进行了长期、系统地观察和研究。广西林业

厅组织开展了广西红 树 林 资 源 调 查(2001—2002
年)。广西林业勘察设计院进行了红树林卫星遥感应

用研究。广西海洋局组织实施了“广西重点生态区综

合调查”和“广西红树林和珊瑚礁等重点生态系统综

合评价”(2006—2010 年)等项目。

  这一时期在红树林及其紧密联系的相关资源方

面出版了《中国红树林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2002
年)[24]、《山口红树林滨海湿地与管理》(2005 年)[25]、
《中国海草植物》(2009 年)[26]、《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

及其天 敌》(2009 年)[27]、《滨 海 药 用 植 物》(2010
年)[28]、《中国红树林区鸟类》(2010 年)[29],完成了

《中国红树林国家报告》英文版(2008 年)[30]。“山口

红树林系统特征及其合理利用方案研究”成果获广西

科技进步三等奖(2003 年)。

  在人才培养方面,广西大学林学院从 2002 年开

始,广西师范学院从 20 1 0 年开始,为广西红树林研究

中心提供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从此广西开启

了独立培养滨海湿地生态学专业人才的历史,研究领

域也从红树林向邻近的海草和珊瑚礁海洋生态系统

扩展。

  2007 年 9 月 7—8 日,由国家湿地保护管理中心

和广西林业局主办,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

“中国红树林湿地论坛”在北海召开,与会人数 203
人,其中广西以外代表 5 6 人,新闻媒体 2 5 人,通过了

《论坛北海宣言》,为推进《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

划》的实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显著提高了广西滨海

湿地研究与管理在国家战略中的影响力。此外,广西

还承办了“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专业委员会年会”
(2010 年),促进了广西红树林滨海湿地的保护与科

学研究。

2.4 生态工程应用攻坚阶段(201 1 年以来)

  201 1 年以来,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策以

后,广西红树林研究除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外,开
始向生态工程方面倾斜,建立了包括红树林、海草、乡
土盐沼植物、海岸重要植物在内的海陆过渡带生态恢

复技术体系;创建了红树林地埋管网原位生态养殖系

统;概念性规划并指导了我国第一条生态海堤建设;
开展了红树林病虫害防治和海洋污染快速监测与评

估技术研究;开始了虾塘红树林生态农场技术攻关与

示范研究。

  在研究手段上,“3S”技术、分子标记技术、分子

条码技术、宏基因组技术、海岸工程技术、生态养殖技

术、海洋牧场技术、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等新技

术、新理念在红树林研究中的应用,推动广西的红树

林研究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涌现了一批创新性的

理论成果和原创性的应用技术,为广西的红树林及海

草保护事业提供了技术支撑。201 6 年 1 1 月,《Na-
ture》本刊发表了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陈骁博士为共

同第一作者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无脊椎动物 RNA
病毒圈的重新界定”[3 1]。

  201 1—201 7 年,广西出版了《中国亚热带海草生

理生态学研究》(201 1 年)[32]、《多方参与的经验及展

望:广西山口红树林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十年》(201 1
年)[33]、《基于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 样 性 管 理 实 践:
“UNDP/GEF/SOA 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

项目”在广西》(201 2 年)[34]、《广西红树林害虫生物生

态特性与综合防治技术研究》(201 2 年)[35]、《红树林

遥感信息提取与空间演变机理研究》(201 3 年)[36]、
《广 西 北 部 湾 红 树 林 湿 地 海 洋 动 物 图 谱》(201 3
年)[37]、华南海陆过渡带生态恢复系列(红树林、海
草、盐沼、海岸植物,2014 年)[38-41]、《广西北部湾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现状与挑战》(201 5 年)[42]、《北部

湾广西海陆交错带地貌格局与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201 7 年)[3],《广西科学》201 7 年第 5 期的广西北部

湾滨海湿地专辑。

  “广西红树林害虫生物和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获

20 1 1 年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区域红树林动态监

测与区域演变分析技术研究及应用”获 20 1 7 年广西

科技进步三等奖。包含红树林内容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 3—2030)》获
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4 年)。

  近年来广西承办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红树林学术

会议有:“亚太地区红树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激励机

制研讨会”(201 2 年)、“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创新利

用专家咨询会,暨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生态学专业委

员会理事会 20 14 年年会”(2014 年)、“广西鲎资源及

其保育和明智利用两岸三地工作坊”(2014 年)、“第
七届中国红树林学术研讨会”(201 5 年)。201 6 年 8
月,“中国太平洋学会红树林海草研究分会”在广西红

树林研究中心挂牌成立。该中心还被连续选为第七

届和第八届“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生态学专业委员

会”的主任委员单位。这些学术活动表明,广西已成

为我国和亚太地区红树林研究的一支重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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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红树林保护的促进作用

3.1 决策建议

  2014 年,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持起草了《全国

湿地保护“十三五”工程实施规划》中的红树林专题,
其中的红树林可持续利用模式被规划采纳。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参事范航清、莫小莎、陈保善和邓国富

于 20 1 5 年向自治区政府提交了《将广西红树林保护

与恢复打造成为我国红树林可持续利用的一个榜样》
专题调研报告;范航清、莫小莎和陈保善参事 20 1 8 年

完成了 20 1 7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重点调

研课题,提交了《我区红树林保护与旅游开发调研报

告》。201 8 年 4 月,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完成了广西

特色新型智库联盟《虾塘红树林生态农牧场(广西传

统虾塘生态化改造与产业升级示范基地项目)》课题,
提交了咨询报告,相关工作被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 20 1 8—2020 工作方案。201 8 年 7 月 2 5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草案)》,广
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为该条例提供了立法论证报告。

3.2 自然保护

  广西红树林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和保护技术等的

研究,促进了广西以红树林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的建

立和晋升。在我国已建立的 6 个国家级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中广西占了 2 个。长期以来,广西红树林研究

中心在学术方面为广西的红树林自然保护事业提供

技术支撑,协助山口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于

2000 年 成 功 加 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世 界 生 物 圈

(UNESCO/MAB)保护区网络,并顺利通过 20 1 1 年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第一个十年评估;2000 年推荐

北仑河口省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2005 年成为 UNEP/GEF 南中国海项目的红

树林国际示范区;完成钦州茅尾海国家海洋公园的可

行性论证报告,201 1 年广西第一个国家海洋公园落

户钦州市。2002 年广西基金资助的“北海城市红树

林与人的相互影响和环保经济”项目,完成了北海城

市红树林的保护与经济开发功能区划,为今天的金海

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和北海滨海湿地公园建设提供

了科学依据。

3.3 理念与标准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提出了判定生态工程可持

续程度的十二字方针:“树要种,种要保,钱要挣,歌要

唱”。“树要种”即保护和恢复红树林植被,“种要保”
即保护生物多样性,“钱要挣”即通过生态保育和技术

创新获取经济社会效益,“歌要唱”即人天地合一,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广西颁布了《DB45/T 832—201 2
广西红树林生态健康监测技术规程》和《DB 45/T
101 7—2014 红树林生态健康评价指南》地方标准,提
高了红树林生态监测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保护管理措

施的有效性。保护是发展的基础,保护的根本目的是

合理利用,促进社会发展。广西防城港红沙环生态海

堤兼顾了物理抵御、生态防护、文化宣教和休闲娱乐

功能,在生态理念付诸海岸整治实践中迈出坚实的一

大进步,为国家海洋局《围填海工程生态建设技术指

南(试行)》(国海规范﹝201 7﹞1 3 号,201 7 年 1 0 月 1 0
日发布)的编制发布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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