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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红树林的种类、分类和面积*

Species,DistributionandAreaofMangrovesofVietnam

周浩郎

ZHOU Hao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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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暋536000)
(GuangxiKeyLabofMangroveConservationand Utilization,GuangxiMangroveResearch
Center,GuangxiAcademyofSciences,Beihai,Guangxi,536000,China)

摘要:红树是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陆海之间咸水环境中的乔木和灌木。越南地跨红树林的两大生物地理区域,

拥有典型的热带和亚热带红树林,并在地理上呈现出南北两端集中分布的特征。几十年来,越南的红树林因越

南战争期间落叶剂的危害和农业、海水养殖业、工业、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人口扩张所导致的发展而持续衰

退,且衰退速度越来越快。本文概述了越南红树林的种类、分布、面积及其变化,以期为探索红树林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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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grovesaretreesandshrubsdistributedinsalineenvironmentalongcoastintrop灢
icalandsubtropicalregions.Vietnam暞sterritoryspansthesetwobiogeographicalregionsof
mangrovesandhastypicaltropicalandsubtropicalmangroves,whicharegeographicallydistrib灢
utedacrossthenorthandsouthofthecountry.Fordecades,mangrovesinVietnamhavebeenin
atrendofdegradationanddeclinemorerapidlyasaresultofthedangersoffallenleavesduring
theVietnam Warandthedevelopmentofpopulationexpansionsuchasagriculture,maricul灢
ture,industry,urbanizationandinfrastructure.Thispapersummarizesthespecies,distribu灢
tion,areasandvariationofmangrovesinVietnam,withaviewtoprovidereferencematerials
forexplor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ngroves.
Keywords:Vietnam,mangroves,distribution,species,area

0暋引言

暋暋红树是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陆海之间潮间带区

域的乔木与灌木,在北至北纬31曘22曚的日本和北纬

32曘20曚的北慕大,南至南纬 38曘45曚的澳大利亚、南纬

38曘59曚的新西兰和南纬32曘59曚的非洲东海岸都有分

布。红树林分布的典型性表现在分布于平均海平面

到最高高潮线之间[1],其全球分布受限于洋流作用和

20曟海水温度等温线[2]。红树林的生长环境恶劣,不
仅有高盐和高温、持续的潮汐影响和沉积作用,而且

还存在厌氧的土壤条件。红树林通常生长于地形和

水文条件多样的、具有遮蔽海岸区域的海岸和海

岛[3],如河流三角洲、澙湖与河口[4]。

暋暋全球红树约有70种,分属9目20科[2]。对红树

林而言,印度飊西太平洋地区是红树林发育最好、种类

多样性最高的生物地理区域[5],位于此区域的东南亚

国家有真红树52种,占全球60种真红树[6]的绝大

多数。

暋暋2000年,全球红树林总面积估算为13776000
hm2,占全世界热带森林面积的0.7%,分布于118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分布范围最大(42%),以下

144广西科学暋2017年10月暋第24卷第5期



依次为非洲(20%)、北美与中美洲(15%)、大洋洲

(12%)和南美洲(15%)。全球约75%的红树林集中

分布于15个国家(表1)。
表1暋不同国家的红树林面积和比例[7]

Table 1 暋 Mangrove area and percentage in different
countries[7]

国家
Countries

面积
Area(hm2)

百分比
Percentage(%)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3112989 22.60
澳大利亚 Australia 977975 7.10
巴西Brazil 962683 6.99
墨西哥 Mexico 741917 5.39
尼日利亚 Nigeria 653669 4.74
马来西亚 Malaysia 505386 3.67
缅甸 Myanmar 494584 3.59
巴布亚新几内亚
Theindependentstateof
PapuaNewGuinea

480121 3.49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436570 3.17
古巴 Cuba 421538 3.06
印度India 368276 2.67
几内亚比绍 Guinea飊Bissau 338652 2.46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318851 2.31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278078 2.02
菲律宾Philippines 263137 1.91

暋暋据估计,世界现存的红树林面积不足地球上曾有

过最大面积的一半[2,8],且仍处于衰退之中[9]。由于

农业、水产业、旅游业、城市发展等方面的需要,红树

林生 境 不 断 被 转 换 为 他 用,导 致 红 树 林 持 续 衰

退[10飊12],1980年到2000年间,全球约35%的红树林

因此丧失。另外,部分红树林由于受到病虫害而面临

毁灭[13飊14]。如果红树林丧失的趋势不改,全球30%~
40%的 滨 海 湿 地 和 100% 的 红 树 林 将 在 百 年 内

消失[7]。

暋暋越南位于东南亚,且与中国广西接壤,国土范围

从北纬8曘02曚跨度至北纬23曘23曚,南北长1650km,拥
有3444km 的长海岸线,部分海岸适合于红树分布。
越南气候条件多样,适合多种红树生长,四分之三的

红树林由红树(Rhizophorasp.)和木榄(Bruguiera
sp.)构成,其他种类还有角果木(Ceriopssp.)和榄

李(Lumnitzerasp.)等[15]。越南红树林呈哑铃状分

布,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北部三角洲和南部三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红树林多样性最高、分布最密

集、分布面积最大的区域,其红树林分布面积曾占越

南红树林总面积的85%[16]。越南作为红树林主要分

布国,因其国土狭长并跨越热带和亚热带区域,红树

林分布呈现出特殊性。其红树林变化除受到与其他

国家相似的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战争期间落叶剂和

凝固汽油弹使用的特殊影响。

暋暋本文通过查阅几十年来有关越南红树林的文献

资料编写而成,描述1940年代以来越南红树林的种

类、分布和面积及其变化,以期为探索红树林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参考资料。

1暋越南的红树种类

1.1暋越南的真红树

暋暋根据2007出版的《东南亚红树林手册》(Man灢
groveGuidebookforSouthEastAsia),越南有隶属

11科15属的真红树31种[5]。剔除同种异名的重复

种,越南的真红树有30种(表2)。

暋暋1993出版的《越南的红树林》(MangrovesofVi灢
etnam)记载越南有16科20属35种真红树,包含表

2所未列出的9种真红树———番杏科 Aizoaceae的海

马齿(Sesuviumportulacastrum )、天南星科 Arace灢
ae的隐棒花 (Cryptocoryneciliate)、紫葳科 Big灢
noniaceae的猫尾木(Dolichandronespathacea)、大
戟 科 Euphorbiaceae 的 海 漆 (Excoecaria
agallocha)、楝科的X.moluccensis、棕榈科Palmae
的 水 椰 (Nypafructicans) 和 刺 葵 (Phoenix
paludosa)、海桑科的S.alba 和S.caseolaris,但没

有提到尖叶卤蕨、无瓣海桑和S.griffithii。 《越南的

红树林》一书还记录了分布于越南的43种半红树,属

28科36属。

暋暋越南的红树种类数量有可能多于记录,因为迄今

为止还没有开展涵盖所有海岸、河口和岛屿的完全调

查。但是,一些红树种类有可能已因越南战争时期落

叶剂的使用或水产养殖、农业的发展而毁灭[17]。

1.2暋越南红树种类的南北差异

暋暋越南南部的红树种类明显多于北部,分别有69
种和34种,其中真红树分别为33种和15种。红树

种类数量的南北差异,可由红树自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向其他区域扩散以及红树受制于温度、海水盐度

等因素来解释[18飊19]。海流将红树种子和胚轴自南向

北带到越南的海岸,但由于海流方向的改变和红树种

子的漂移特性,红树的种子并不能全部到达北部海

岸。这就解释了很多红树种类在南方分布而不出现

在北方的现象,比如S.alba、卵叶海桑、角果木、C.
decandra、红树、红茄苳、柱果木榄、小花木榄、A.
alba、A.officinalis和水椰。或者,这些种类的胚轴

或幼苗也许能随海流漂到北部海岸,但较低的气温和

水温限制了其成活。桐花树、红海榄和木榄的种子

或胚轴,可能是海流从菲律宾群岛带到越南中北部

的,它们能适应高盐、贫瘠沙地和低温环境,因此广泛

分布于海岸、北部河口和北中部河口。这些种类也可

能从印度尼西亚扩散至越南,但竞争不过更强势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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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越南的真红树种类

Table2暋TruemangrovespeciesofVietnam

科Families 属 Genus 备注 Remarks

爵床科 Acanthaceae 小花老鼠簕Acanthusebracteatus
老鼠簕Acanthusilicifolius
卤蕨Acrostichumaureum
尖叶卤蕨Acrostichumspeciosum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桐花树Aegicerascorniculatum
蜡烛果Aegicerasfloridum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Avicenniaalba A.marina同种异名
ThesynonymofA.marina

Avicennialanata A.rumphianaHallier同种异名
ThesynonymofA.rumphianaHallier

白骨壤Avicenniamarina
Avicenniaofficinalis

红树科 Rhizophoraceae 柱果木榄Bruguieracylindrica
木榄Bruguieragymnorrhiza
小花木榄Bruguieraparviflora
海莲Bruguierasexangula
Ceriopsdecandra
角果木Ceriopstagal
红树Rhizophoraapiculata
红茄苳Rhizophoramucronata
红海榄Rhizophorastylosa

秋茄Kandeliacandel 应为Kandeliaobovata?
MustbeKandeliaobovata?

锦葵目 Malvales 弯蕊木Camptostemonschultzii
梧桐科Sterculiaceae Heritieraglobosa

银叶树 Heritieralitoralis
使君子科Combretaceae 红榄李Lumnitzeralittorea

榄李Lumnitzeraracemosa
千屈菜科Lythraceae 水芫花Pemphisacidula
茜草科 Rubiaceae 瓶花木Scyphiphorahydrophyllacea
海桑科Sonneratiaceae 无瓣海桑Sonneratiaapetala

Sonneratiagriffithii
卵叶海桑Sonneratiaovata

楝科 Meliaceae 木果楝Xylocarpusgranatum

他种类,因此只沿河岸稀疏分布。一些诸如苦槛蓝

(Myoporum bontioides)和 小 草 海 桐 (Scaevola
hainanensis)的红树,只分布于越南东北部海岸,生
长于高潮能及的泥滩。它们可能源自海南岛,由于不

能耐受低盐,只扩散到局部区域[17]。

2暋不同时期的越南红树林分布

暋暋 越南红树林面积约占东南亚红树 林 面 积 的

2灡1%(2000年时略大于10万hm2)。越南南端的金

瓯岬环绕着越南现存最大面积的红树林,湄公河河口

地区的红树林面积稍小,两部分的红树林面积占越南

现存红树林面积的66%。越南红树林还分布在金兰

湾一带的中南部海岸、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

(13%)和广宁省(15%)。越南中部海岸大部分没有

红树林分布(2%)。

暋暋基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红树立地条件、红树

种子漂移等诸多自然因素,可将越南的红树林划分为

4个分布带:分布带1从玉岬(NgocCape)到涂山岬

(DoSonCape)的东北海岸,即与中国广西接壤的广

宁省;分布带 2 从涂山岬到张沟河 (LachTruong
River)的北部三角洲,主要是红河三角洲;分布带3
从张沟到头顿岬(VungTauCape)的中部海岸;分布

带4从头顿到河仙(HaTien)的南部三角洲,主要是

湄公河三角洲和金瓯省。不同分布区的划分,反映了

各区红树种类、红树林分布面积的差异。

2.1暋越南战争前的越南红树林面积

暋暋越南曾分布有更多的红树林,1945年记录有

408500hm2,1953年记录有290000hm2[5,2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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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越南40多万hm2的红树林中,有250000hm2

分布于南方,其中200000hm2分布于金瓯半岛[21],

40000hm2分布于桢沙(RungSat)飊边河(BienHoa)
省和西贡(胡志明市)[18]。金瓯岬有149982hm2的

原生红树林[21]。

2.2暋1980年代越南红树林面积

暋暋1983年,越南红树林面积为252500hm2,主要

由次生林、人工林和灌木构成(表3)。
表3暋1983年的越南红树林面积

Table3暋MangroveareaofVietnamin1983

红树林分布地区
Mangrove

distribution
zones

总面积
Totalarea

(hm2)

原生林
Naturalforest

(hm2)

乔木 Tree 灌木Shrub

种植林
Plantation

(hm2)

东北
North飊East 39400 3000 36400 ---

北部三角洲
NorthernDelta 7000 2800 4200

中部
Central 14300 --- 14300

南部三角洲
SouthernDelta 191800 135900 13500 42400

全部
Total 252500 141700 64200 46600

注:数据来源来源于越南森林勘查规划院;空格表示无数据,

“---暠表示无分布

Note:DatafromForestInventoryandPlanningInstitute(FIPI,1983);

Blanksstandfornodata,“---暠standsfornodistribution

2.3暋2000年的越南红树林面积

暋暋2000年时,越南的红树林面积为155290hm2,
其中,与广西接壤的广宁省有22969hm2(相当于全

中国的红树林分布面积),占越南的红树林总面积的

14.8%。其余各省市的红树林面积及比例如表 4
所示。
表4暋2000年越南红树林面积及其分布比例

Table4暋MangroveareaofVietnamandtheirdistributionand

percentagesin2000

序号
No.

分布地
Location

红树林面积
Area(hm2)

比例
Percentage(%)

1 广宁省
QuangNinh 22969 14.79

2 海防市
HaiPhong 11000 7.08

3 太平省
ThaiBinh 6297 4.05

4 南定省
NamDinh 3012 1.94

5 宁平省
NinhBinh 533 0.34

6 清化省
ThanhHoa 1000 0.64

7 义安省
NgheAn 800 0.52

8 河静省
HaTinh 500 0.32

续表4
Continuetable4

序号
No.

分布地
Location

红树林面积
Area(hm2)

比例
Percentage(%)

9~19

其余中部各省市
Otherprovincesand
citiesincentralare灢
as

700 0.45

20 巴地市飊头顿市
BaRia飊VungTau 1500 0.97

21 胡志明市
HoChiMinh 24592 15.84

22 隆安省
LongAn 400 0.26

23 槟椥省
BenTre 7153 4.61

24 前江省
TienGiang 560 0.36

25 茶荣市
TraVinh 8582 5.53

26 朔庄省
SocTrang 2943 1.90

27 薄寮省
BacLieu 4142 2.67

28 金瓯省
CaMau 58285 37.53

29 建江省
KienGiang 322 0.21

注:数据来源于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2011)

Note:Datafrom Ministryof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of

Vietnam (2011)

3暋越南红树林面积变化

暋暋 相比 1943 年,2000 年越南红树林面 积 减 少

61灡99%,期间平均每年丧失的红树林面积约4400
hm2。如图1所示,在1943年至2000年约60年间,
有可靠记录的红树林面积有4次;1980年后的20年

间,越南红树林面积的减少幅度增大[22]。按照此60
年的红树林减少趋势,预计至2040年,越南的红树林

面积将减少至约50000hm2。

图1暋越南红树林面积变化趋势及减少比例

Fig.1暋Trendofreductionofmangroveareain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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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越南红树林毁林和衰退的原因多种多样。越南

战争期间,红树林因落叶剂的使用而遭大规模毁

林[17]。越南战争期间(1966年—1970年)落叶剂和

凝固汽油弹的使用,毁林149851hm2,导致湄公河

三角洲,尤其是芹椰和金瓯半岛的红树林几乎丧失殆

尽,到1990年代仍余波未消。其后,红树林的自然恢

复和人工种植使越南的红树林面积在1999年仍有

155290hm2,其中96876hm2为人工种植林[20]。

暋暋就红树林小规模毁林而言,人口增长与之密切相

关[23]。与人口增长相伴的对薪柴、木炭和建筑材料

的需要剧增,导致红树林的过度利用。人口增长的压

力,还致使红树林转变为农业用地,而农地的不当利

用又导致对红树林的更多转化需求[24]。始于1980
年的对虾养殖,在越南政府的鼓励下蓬勃发展,导致

红树林被砍伐转变为虾塘[25飊26]。1976年至1992年,
湄公河地区的对虾养殖增长3500%。1980年代至

1990年代,越南海水养殖急剧扩张,至2000年,导致

越南三分之二的红树林丧失。

暋暋近年来,越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

并仍就导致红树林减少。由表5可见,8个因素与越

南红树林损失相关,红树林到道路的距离、红树林到

虾塘的距离以及红树林管理等因素具有正面影响,其
他5个因素起到负面影响[27]。
表5暋2001年至2010年间红树林变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5暋Logisticregressionresultsformangrovechangesfrom

2001to2010

变量 Variables(unit) 相关系数Coefficient

坡度Slope(曘) -3.88

高程Elevation(m) -3.71

到河流距离Proximitytorivers(m) -0.85

到道路距离Proximitytoroads(m) 1.84

到海堤距离Proximitytodykes(m) -5.05

到虾塘距离Proximitytoaquaculture(m) 5.29

到住地距离Proximitytosettlement(m) 0

人口密度Populationdensity(people/km2) -3.26

红树林管理 Mangrovemanagementimple灢
mentation(Binary0飊1) 7.65

3.1暋广宁(QuangNinh)省的红树林面积变化

暋暋1999年到2008年间,越南广宁省的芒街和下龙

红树林面积分别减少1144.4hm2和927.5hm2。在

芒街,毁林建虾塘是红树林丧失的主要原因,共有

841.5hm2红树林被转变为虾塘,占虾塘总面积的

49.4%,占芒街同期丧失的红树林面积的73.5%。
在2001年到2008年,下龙有285.6hm2红树林转变

为虾塘,占红树林面积的10.7%;而840.8hm2的红

树林因道路、海堤等建设变成“水域暠和“荒地暠,占红

树林面积的31.6%。同一时期,相比红树林面积的

丧失,下龙和芒街红树林面积的扩展则小得多,只有

234.3hm2和245.5hm2[28]。

3.2暋海防(HaiPhong)的红树林面积变化

暋暋1989年,海防红树林面积约为3534hm2;2010
年,海防红树林面积约为2549hm2[29],期间21年,
海防红树林丧失985hm2,面积减少8%。而1989年

至2013年,海防的红树林面积增长9%。所统计的

红树林面积变化表明,海防红树林面积在头十年减少

281hm2,而在24年间增长约355hm2。1989年到

2001年,海防红树林年丧失23hm2,2001年到2013
年,海防红树林年增长53hm2[27]。海防红树林丧失

在于当年对虾养殖发展所造成的红树林转变为虾

塘[30]。十余年间,许多地区兴建虾塘,破坏了大量红

树林[31]。之后的2001年到2013年,海防红树林面

积略增,到2015年仍维持增长趋势。这得益于海防

沿海建立了良好的红树林保护体系,是社区森林管

理[25]与当地政府合作所取得的成果[32]。

暋暋2015年,海防红树林面积约4084hm2,其中海

桑林面积最大,占68%(表6)。
表6暋2015年海防红树林面积及比例

Table6暋Themangroveforestareainhectareandpercentageof

HaiPhongintheyear2015

红树类别
Mangrovetype

所占面积
Area(hm2)

面积比例
Areapercentage(%)

秋茄K.obovata 256.05 6.27
海桑S.caseolaris 2781.07 68.09

混合种类 Mixedspecies 1046.83 25.64
全部 Total 4083.95 100

3.3暋金瓯(CaMau)省的红树林面积变化

暋暋1950年代早期,金瓯岬红树林覆盖率超过97%。
从1953年到1992年,红树林面积从71345hm2剧降

至33083hm2,但2011年恢复到46712hm2[33]。造

成金瓯红树林面积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水文条件的改

变、越南战争期间落叶剂的影响、对虾养殖占用红树

林地、红树林自然恢复、红树林人工种植等。

暋暋从1965年到2001年,金瓯省红树林面积丧失

38700hm2,约 只 有 当 初 红 树 林 面 积 的 32%[34]。

1972年,金瓯岬52%的土地因落叶剂影响而成为无

红树林的裸地;1979年到1992年,金瓯岬约29876
hm2红树林转变为虾塘[33];1977年到1983年,金瓯

省24000hm2红树林被转变为农业用地[35]。

暋暋1953年到1992年金瓯岬红树林面积的丧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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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53%,1979年到2004年的丧失率为26%。

3.4暋交水(GiaoThuy)的红树林面积变化

暋暋2005年到2014年间,交水区的红树林面积增加

2486.96hm2。2005年,交水的红树林面积为1387
hm2。到2010年,交水的红树林面积增加至2309
hm2,5年间增长921hm2。到2014年,交水的红树

林面积达到3874hm2,4年间又增加1565hm2。交

水红树林面积变化是农业和养殖业发展、城市化、生
态演替和造林植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在红

树林与农地、建设用地、潮滩裸地等之间的相互转换。
交水红树林面积增加,主要是人工造林的努力在

2005年—2014年得到加强的结果[36]。

4暋结论

暋暋越南红树林集中分布于越南狭长国土的南北两

端,群落组成上明显南北有别,红树种类多样性南高

北低,分别呈现热带红树林和亚热带红树林的典型特

点。越南红树林面积自越南战争以来,持续大幅减

少,除因农业、海水养殖业、工业、城市建设等需要被

毁,战争期间还遭受落叶剂之害而大面积毁林。尽管

红树林的自然恢复和人工造林面积可观,且红树林面

积在局部范围增加,但在扭转越南红树林整体衰退趋

势方面仍困难重重并面临挑战。

暋暋越南红树林因其分布特点、发展的特殊性和人工

造林的实践,为观察红树林自然恢复和生态修复提供

理想的样本,为研究红树林的迁移提供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越南积极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红树林

可持续保护、利用和管理以及废弃虾塘的红树林恢复

等方面探索和寻求解决之道,这为中越两国提供加强

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共同应对红树林衰退的问题和探

索红树林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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