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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学院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红树林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暋暋以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为代表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是当今世界的研究热点,很多交叉学

科纷纷从各自领域的角度开展研究,从而使得整个海陆过渡带生态系统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

象。广西北部湾是我国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的重要分布区,也是维持北部湾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与特色海洋资源。

暋暋由于红树林、海草的直接经济效益远远低于其生态价值,大面积的红树林遭受肆意砍伐,海

草床和珊瑚礁退化触目惊心。目前,全球的红树林正以每年约0.7%的速度在减少,全球海草床

的退化速度则高达每年约1%,它们退化的原因中人为因素不低于90%。再如,广西涠洲岛鹿角

珊瑚的覆盖度从1994-2002年的90%左右急剧下降到2008年的约4%。一方面,我们对海陆

过渡带各生态系统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

保护和修复,除了技术以外,还缺少科技飊经济飊社会有机结合的保育模式创新,这也是一大世界

性难题。

暋暋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成立于1991年,2001年成为独立事业法人单位。广西涉海机构少,

2013年以前开展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和滨海湿地研究的科研机构更是凤毛麟角。为了应对广西

发展对海洋生态保护的需求,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参与下,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在确保

红树林主业的前提下,锐意进取,逐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海草、珊瑚礁、盐沼、海岛等相关海洋生

态系统,取得了一些基础性成绩,并于2007年被认定为“广西红树林保护与利用暠重点实验室,

2012年获得“红树林和海草生态系统保育与生态监测暠广西特聘专家岗位。正是在上述两个科

研平台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广西科学》本期广西北部湾滨海湿地专辑才能集中展现广西红树林

研究中心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在广西海洋科研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今天,我们希望

这些文献能为后起之秀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粗浅认识与历史信息,就如同1993年《广西科学院

学报》刊出的红树林研究专辑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暋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4月19日在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考察时要求:“一定要尊

重科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暠。生态文明建设至少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保护优先,二是

在保护前提下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对于红树林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先保护好红树林

的原生生态系统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探明其内在原理,用以指导并建立红树林人工生态系统,

进而发展红树林相关的绿色产业,最终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暠的可持续发展的强

国梦。

暋暋根据《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2016-2025)》,全国将新造红树林4.86暳104

hm2,其中广西1.65暳104hm2,分别是全国现有红树林面积的1.92倍,广西现有红树林面积的

2.25倍,可见广西新造红树林的任务最为艰巨。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过去,广西的工业发展



相对滞后,生态环境状况较好,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在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扬长避

短,开发绿色产品和蓝色服务,将成为广西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机遇。要将保护红树林与经济发

展和文化进步有效结合起来,就必须建立高效可控、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人工生态系统,这就需

要一系列具体的、落地的技术方法与相应的管理对策。

暋暋“虾塘飊海堤飊滩涂(红树林)暠已经是我国东南沿海及东盟海洋国家海岸带的典型地貌景观与

生态重灾区。针对滩涂红树林保护,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研发并报道了不砍不围红树林的地埋

管道鱼类原位生态养殖系统,实现了潮汐能的四级养殖利用模式,促进了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有

效恢复。针对历史上毁林修建的养殖池塘,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开展了“虾塘红树林生态农牧

场暠退塘还林的理论研究,描绘了在虾塘内扩种红树林增加碳汇,开展生态养殖解决群众生计,

降低污染排放改善近岸环境,美化景观促进滨海休闲的技术蓝图。2012年,针对传统海堤的生

态诟病,提出了兼顾物理抵御、生物修饰和休闲娱乐三大功能的“生态海堤暠概念,用于指导潮间

带滩涂到陆地或池塘养殖区之间生物廊道的修复。本期文章《生态海堤理念与实践》即是这一

理念在现实中首次运用的经验总结。生态海堤的海侧连接潮间带红树林,陆侧连接陆地或养殖

池塘,是“虾塘飊海堤飊潮间带(红树林)暠滨海湿地一体化生态保育的重要节点。广西红树林研究

中心在以上三大节点的研究中,已经诞生了若干个全球首创的重要方法、关键技术与创新模式。

这些技术方法的组合运用,使“虾塘飊海堤飊潮间带(红树林)暠一体化保护的梦想朝实现又迈进了

一大步,符合区域减排、蓝碳发展国家战略,顺应世界潮流,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

暋暋尽管未来的创新之路充满荆棘,胜败难料,但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团队不忘1991年成立之

际的初心,依然期盼其红树林研究与示范场地有朝一日能成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一

个成功范例,以及区域国际培训基地,能成为广西党政干部培训时的滨海湿地生态经济学现场

教学点,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些许贡献。此外,在海草床、珊瑚礁、盐沼、海岛等红树林邻近生态

系统的研究中能聚焦特色与强项,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