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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沿海红树林养护海堤的生态模式及其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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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维护海堤的模式周期性地破坏红树林
、

红树林滩涂及光滩的沉积物
,

加剧台风暴潮时海堤的险情
。

从

围垦地取土方加固海堤
,

堤外滩涂便于红树林的恢复和营造
,

在堤内挖掘形成的养殖沟可发展半咸淡水养殖
。

这

种生态维护模式极大地增强了海堤抗台风暴潮的功能
,

产生的效益比传统模式的高 10 倍
.

生态维护模式的规模

是恢复红树林 5 9
.

2 4 k m
,

面积 5 2 9
.

4 h m , ;

营造红树林 3 9 4
.

6 k m
,

面积 3 9 4 5
.

8 h m Z ;

养殖 4 5 3
.

8 4 k m
,

面积

22 6
.

92 h m Z 。

对生态养护模式建设中的一些管理问题提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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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n e f i t

广西沿海各县市和乡镇每年投人巨资整治海堤
、

抢险救灾
、

功不可沫
,

但海堤仍然像一个填不满的黑

洞年年加固年年危
。

在全球海平面上升
、

自然灾害加

剧的事实面前 lj[
,

在不增加投人的情况下
,

能否换来

广西海堤的
“

长治久安
” ?

.

在 自然减灾的同时建设海

上广西
,

发展海洋渔业经济是广西沿海地区的一项重

要发展战略
。

因此
,

探索一条既可减灾又能促进海洋

渔业发展的途径
,

是广西沿海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客

观要求
。

在多年调查和探索有关支承技术的基础上
,

作者评判了海堤维护的传统模式
,

阐明海堤红树林生

态养护模式的结构内容
、

科学性
、

优越性和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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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关项 目资助
.

供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决策时参考
。

1 广西沿海海堤和红树林概况

广 西 大 陆 海 岸 线 呈 东 西 走 向
,

岸 线总长

1 1 9 7
.

7 km
,

海堤总 长 7 5 6
.

4 k m (表 1 )
。

海堤

保护 了 广西 6 3 % 的大陆海 岸
,

保 护耕地 面积

4 2 9 6 0
.

0 h rn
Z
(年产粮食 2 3 5 6 2

.

4 万 k g )
,

保护人 口

39
.

8 万
,

在我区沿海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

的地位
。

广西沿海地区每年平均有 2
.

3 次的台风暴

潮
,

台风暴潮动辄造成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经济损

失
。

因此海堤的稳固与否关系着沿海群众的生命和国

家财产的安危
,

是沿海各级政府抗灾减灾的中心内

容
。

历史上广西海堤的建设毁灭了约 70 %的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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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

现余 5 6 5 4 hm 2 。

现余 的红树林 延绵

海 岸 69
.

7 k m (表 1 )
,

其中至少 85 %为堤外红树林
。

红树林是海岸潮间带滩涂上唯一的森林植被
,

它盘根

错节
,

枝叶繁茂
,

抗风消浪保护海堤的功能极强
。

例

如
,

1 9 8 6 年 7 月 21 日第 9 号强台风登陆
,

广西沿海

海堤被冲垮 80 %
,

经济损失分别是合浦 17 200 万元
、

北海 4 5 0 万元
、

钦州 7 5 0 0 万元
、

防城 4 6 8 6 万元
,

合

计 2
.

98 亿元2[]
。

幸存的海堤都是堤外红树林生长较

好的海堤
。

如合浦山口英罗港海堤长 1
.

8 km
,

堤身几

十年未修过
,

但堤外有约 86 hm Z 、

平均高约 6 m 的红

海榄林的保护
,

海堤只决 口几处
,

损失少
。

海堤外无

红树林生长的地段
,

即使是石砌的岸堤也损失惨重
,

如合浦竹林盐场全长 6一 7 k m 的海堤都是石砌海

堤
,

堤底还有台阶
,

但在 9 号台风中崩溃缺 口 21 处
,

长 .4 4 m
,

其中崩溃缺 口最长的达 1
.

3 k m 2j[
。

可见
,

单纯的人工海堤的护岸功能远差于海堤
一

红树林复合

体
。

表 1 广西沿海地区大陆岸线
、

海堤
、

红树林海岸的长度和现

有红树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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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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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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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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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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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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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少量沿海河堤长度

b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岸带和海滩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

第一卷

(综合报告 )
,

1 986
.

综合报告中合浦大陆岸线长为 277
.

2 k m
,

本文的 392
.

3 k m 为合浦县政府提供
·

c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

北海市
,

钦州市
.

防城县河海堤工

程加固整治与滩涂开发规划报告
·

1 9 9 .0

d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遥感室 1 9 88 年 11 月和 1 9 8 9 年

2 月大于 10 00 m Z

像元的卫星分析数据
·

广西科学 19 9 5 年 1 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2 海堤维护的传统模式和生态养护模式的结

构
、

功能
2

.

1 传统模式及其效应

工程加高加固海堤和海堤抢险需用大量的土石

方
。

工程用土主要取之于堤外 10 ~ 50 m 处的红树林

潮滩土
,

每次挖掘都严重伤害了堤外的红树林
,

使滩

涂高程下降 2 0一 4 0 e m (图 1 )
。

例如
,

1 9 9 5 年 5月 12

日广西电视台午间新闻播出钦州某地发动群众加 固

海堤的活动
:

画面上人群拥挤在堤外红树林滩涂上

(估计 30 人 / 6 6 6
.

7 m
,
)

, ’

将红树林地的淤泥一块块地

接力搬到海堤上
。

滩涂上红树林非常稀疏
,

树高在

.0 s m 左右
,

叶片青黄色
,

营养严重不良
。

绝大部分

工程石料需通过海上运输从远处运来
。

为了高潮时运

石船可靠近海堤
,

砍伐了堤外 5一 30 m 范围内的红

树林 (常常是处于演替后期的高大的木榄林 )
,

形成

一条平行于海堤的航道
。

人为干扰会导致演替中后期种类的衰退阁
。

例

如
,

印度东海岸的 M ut h叩 et 泻湖红树林区在 2 00 多

年前有红树属 ( hR i oz Phe ar ) 和海桑属 ( S on en art i a) 红

树植物
,

但近百年来科学性欠佳的有组织的采伐使整

个系统退化为现在的白骨壤 ( A vi ce nn ia m ar i an ) 单优

群落 [`〕 。

在广西
,

红海榄 (hR ioz Ph or a s t少le s a ) 和木榄

( B ur g u i e ar 拭少m n o rr h iaz ) 处于演替中后期 [ 5 ]
,

植株较

高 (在广西现有树高可达 6 ~ s m )
,

对海堤的保护作

用显然超过白骨榄
,

桐花树 ( A g

~
: `

om ic 以 at u m )

等低矮先锋植物群落
。

但红海榄
、

木榄首先侵人的是

紧靠海堤的沉积物较丰富
,

滩面高程较大的白骨榄
、

桐花树林滩涂 s[]
。

传统维护海堤的人为活动直接破坏

了堤前红树林的这一中后期演替发生带
,

将先锋红树

群落经过长期沉积和改造形成的淤泥毁于一旦
,

使进

展演替和恢复过程不仅难以继续
,

反而常常导致群落

稀疏化
,

沙化
,

林子面积萎缩消失
。

由于堤外红树林在工程维护海堤时周期性遭受

破坏
,

海堤和堤外滩涂更直接地受海浪的侵蚀
,

海堤

的险情得不到根本的缓解
.

如果不改变现有毁林护堤

的模式
,

那么广西红树林的恢复和发展的可能性不

大
,

而海堤的险情也会因全球气候的恶化和自然灾害

的 日益频繁而加剧
。

2
.

2 红树林生态养护海堤模式及其优势

笔者的调查结果表明
,

广西沿海海堤内一般都有

30 ~ 50 m 宽的围垦带因海水的渗透无法种植作物
,

盐沼草本植物丛生
。

加固海堤所需的土壤可从堤内距

堤脚 10 ~ 20 m 的围垦荒地挖取
.

挖掘形成的与海堤

平行的人工凹沟既可当排洪沟
,

又可用于发展养殖

(图 1 )
。

如国际上推祟的红树林区
“

基围
”
海水养殖

,

4 9



繁茂的红树林

图 1 广西沿海海堤维护的传统模式和生态模式的结构
、

功能比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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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堤内养殖沟通过海堤闸门与海水连通
,

周期性地

更新海水
。

养殖品种一般是广盐性种
,

如罗鲜鱼
、

鳍

鱼
、

妒鱼
、

泥虾
、

中华乌塘鳗和锯缘青蟹等
,

也可在

养殖沟放养家禽
。

由于整治海堤的土方来自堤内
,

堤

外滩涂免遭维护海堤时周期性的强烈人为干扰
,

有利

于红树林的恢复和红树林的人土营造
。

堤外红树林的

繁茂可大大减轻台风暴潮对海堤的破坏作用
,

显著地

降低维护海堤的频度和工程量
。

此外
,

堤外红树林的

恢复将极大地促进广西近海渔业资源的增值
,

为海洋

渔业的开发提供环境和资源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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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种海堤维护模式的建设规模和投入强度

.3 1 传统模式的规模和投入强度

广西沿海海堤总长 7 5 6
·

4 k m (表 l )
,

从 2 9 9 1 年

到 2 0 0 0 年政府对它的全面整治共需投人 22 55 2 万

元 (表 2)
,

平均每公里海堤花费 29
.

81 万元
。

3
.

2 红树林生态养护模式的建设规模和投入强度

广西现有海堤总长 7 5 .6 4 k m
,

但并非所有的堤

外滩涂都适合红树林的生长
。

根据野外观察经验
,

60 %的海堤岸线用特种技术可以营造和恢复红树林
,

即 4 5 3
·

8 4 k m
。

在 4 5 3
.

8 4 km 的岸线中
,

有一部分已

5 0

北海
I k 山a i

1 9 5 4~ 1 9 8 6
_

2 1 4 9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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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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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70 2 3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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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计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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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5 5 2 2 2 5 5
·

2

(表 1 )
,

其中至少有 85 写生长于海堤外滩涂
,

即现有

堤外红树林岸线长是 59
.

2 km
。

这样尚无红树林
,

但

G
u a n g x i cS ie n e e s ,

V
o l

·

2 N o
.

4
, ,

N
o v e m b e r 1 9 9 5



可发展红树林的堤外光滩长是
:

5 43
.

8 4一5 9
.

2 4-

9 3. 40 6 km
。

红树林垂直于海堤的林宽只要有 100 m

就足以充分表现出红树林对海堤的保护作用
。

因此
,

在恢复和营造红树林时将 l oo m 定为标准林宽
,

这

样每公里长海堤外恢复或营造的红树林面积相当于

10 h澎
。

海堤内的养殖沟横截面设计为梯形
,

上底宽

s m
、

下底宽 3 m
、

高 1
.

Z m
,

开沟挖掘的土方足以加

高和加固海堤之用
。

每公里海堤内养殖沟的水面相当

.0 5 h m气 广西堤外红树林恢复
、

造林
、

养殖沟挖掘的

规模和投人见表 3
。

根据笔者近 5 年的实地试验和分析
,

广西堤外光

滩红树林的造林成活率达 70 %
,

植株平均高达 3 m
,

表 3 广西海堤外红树林恢复
、

造林和堤内养殖沟建设的规

模与投入预算

T a b l e 3 T h e sc a l es au d b u d ge t f o
r m a n gr o v e r e h a b Ui恤 t lo n ,

a
f f o

r es t a t i o n in f
r o n t o f se a d y k e a n d e o n st r u e ti on o f s h

r
i. p

P o n d be h加 d t h e s e a d y k e a l o n g G u a n g x i c

ao s t

建设内容
·

岸线长
C o n s t r u e t io n

C石
a s t a l

i t e m l e n g t h

( k m )

面积
A r e a

单 价
(万元压 m )

( h m Z )

U n it e
os t

( T e n t h o u s a n
d

y u a n / km )

总价 (万元 )
T
o t a l e os t

( T e n

t h o
u s a n d

y u a n )

恢复
R e h a b i il t a t io n

59
:
2 4 5 9 2

.

2 6 6
.

5 8

造林
A f f o r e s t a t io n

3 9 4
.

6 0 3 9 4 5
.

3 5 5 1
.

4 0

养殖沟
S h

r im P po
n
d

合计

T o t a l

4 3 5
.

8 4 2 2 6
.

9 2 2 1 7 8
.

4 3

5 9 9 6
.

4 1

林子可自行发展
,

不出现自然退化的话
,

需 5~ 8 年

(平均 6 年 ) 的精心管理
。

堤外次生林低矮
,

若任之

自然恢复到 3 m 高
,

平均需约 15 年的时间
。

因此
.,

人工加速进展演替 的技 术是必要的
。

根据现有

的技 术
、

物价和 多 年的中等规模的 试验
,

得 到

6 年 内恢复和 营造堤外 红树林标 准林 带 的 费 用
」

分别是 4
.

5 万元k/ m 和 9
.

0 万元k/ m
。

养殖沟费用

为 4
.

8 万元k/ m (表 3)
。

根据恢复
、

造林和 开沟的

岸线长度
,

算得生态养 护模式 的加权平 均 投人

强度是 13
.

21 万元k/ m
,

为 传 统 模 式 投 人 强 度

( 2 9
.

8 1 万元 / k m ) 的 4 4
.

3 1%
。

4 两种海堤维护模式的效益评估

4
.

1 传统模式的效益

广西每 公 里 海 堤平 均 保护 5 6
·

” h m ,
耕

地
,

粮食年产量 3
.

n 万 k g
,

按每公斤 1: 6 元计
,

年

广西科学 19 95 年 u 月 第 2 卷第 4 期

产值 4
.

98 万元
。

假设传统工程维护后海堤在台风暴

潮中不出任何问题
,

其减灾效益完全实现
,

则每年创

减灾效益 2 3 01
.

3 万元 (表 2 )
,

平均为每公里海堤

3
.

0 4 万元
。

这样每公里海堤每年的保护耕地和减灾

的总效益充其量为 .8 02 万元
。

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

的
。

历史事实 已说 明
,

堤外 没有 红树林的海 堤

往往 不能抵 挡特 大 台风暴 潮的 冲击 z[]
。

因此
,

海 堤 实 际上 实现 的效 益 最多 为潜 在 总 效益 的

9 0 %
,

即 7
.

2 2 万元 / k m
· a 。

4
.

2 生态养护模式的效益

红树林生态养护海堤模式建立后
,

完全可以减少

台风暴潮灾害损失的 60 %
,

即每年 1 380
·

84 万元
。

红

树林绿色屏障可以降低海堤工程维护费用 70 %
,

即

每年节约 1 67 8
.

64 万元
。

红树林
一

海堤防护系统形成

后
,

以权数 0
.

3 来估算红树林对保护围垦耕地的贡

献
,

则 4 53
.

84 k m 的红树林 带每 年潜 在效 益 为

67 7
.

49 万元
。

白骨壤是广西红树林的主要类型
,

面积

占红树林总面积的约 35 %
,

其果实 (俗称榄钱 ) 是广

西沿海群众的 日常食物
,

平均售价 1
.

8 元 / k g
。

广西

现有红树林 5 6 5 4 hm Z ,

再加堤外营造的 3 9 4 5
.

8 h m
Z

红树林
,

总面积将达 9 5 99
.

8 h m
Z 。

这样每年果实价

值为 72
.

57 万元
。

堤 内养 殖沟 以 每年每公 顷产

出 4 5 0 0 元计
,

则每年养殖可收人 10 2
.

11 万元
。

红树林的其它生态经济效益参照 国际方法评估

(表 4)
’ 。

在评估时
,

参考印度的评估系数川
。

因为印

度的生活水平跟我国相近
,

可能还低于我国
。

表 4 中

的有关系数在印度合计达 1 1 1 64 美元h/ m
Z · a ,

相当

于 9
.

4 万元人民币 h/ m “ · a ( 以 1 美元一 8
.

4 元人民

币计 )
。

考虑到印度的红树林生长状况比我国的好
,

所

以设定的广西红树林效益的评估系数平均比印度的

低 68
.

1%
,

这样处理比较合理
,

以免过高估计广西红

树林的效益
。

由表 4 可见
,

广西红树林海堤生态养护模式

的年总效益 近 3
.

3 亿元
。

总效益除以红树林总面

积 ( 9 5 9 9
.

8 h m
Z
) 或红树林岸线总长 ( 4 5 3

.

8 4 k m )
,

可 以得单位红树林的平均效益是 3
.

4 万元h/ 耐 一

或 71
.

9 万元 h/ m
· a 。

这一效益是传统模式 (7
.

22 万

元 h/ m , · a ) 的 9
.

96 倍
。

红树林生态系产品和服务的

经济估价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a[]
。

本文的评估尚未

包括红树林区养蜂
、

放养家禽
、

红树林沉积造陆
、

旅

游等方面的价值
。

5 两种模式的投入产出比例

上述的投人和产出分析结果可总结为表 5
。

从表

可看出
,

传统模式的投人产出比是 0
.

24
,

而生态养

5 l



表 4 广西海坦红树林生态养护模式的效益评估

h b l e 4 T h e 加n e f奴 到姻侧妈 .e n t of t h e e c o l og ica l P a t t e r n o f se a d y k e n Ia lo t e n a n c e by m a n g r o v es a l ou g Gu a n g x i c
oas

t

效益内容
B e n e f i t so u r e e

印度评估系数
, ’

·

V a l u a t io n

e
oe f f i

e ie n t

o f I n d ia

( U S 书 /h m
Z · a

)

广西评估系数
V a lua

t io n

e oe f fi e ie n t
`

o f G ua
n gx i

(元 /h m
Z · a

)

规模

cS
a le

(h m
Z )

年总效益 (万元 )

A n n
ua l t ot a l

be n e f i t

( eT
n t h o u sa n d
v 一i a n )

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60 %
L随 c er a s i n g d is a s t e r 1

0 5 5
b y 6 0%

9 5 9 9
.

1 3 8 0
.

8 4

降低维护海堤费用 7Q写
L随

C er a s i n g cos
t of

s e a d y k e m a i n t e n a n e e b y 7 0 %
9 5 9 9

.

1 6 7 8
.

6 2

保护堤内耕地
P or t e e t io n o f

r e e
l
a im e

d la n d
14 9 2 7

.

4 5 3
.

8 4
. 奋

6 7 7
.

4 9

白骨壤果实
F
r u
i t o f A诚enn 1’a

mar
i an ( 1 2 0 k g /h m

Z · a )
21 6

.

0 3 35 9
.

7 2
.

5 7

堤内养殖沟产出
P r

od
u e t io n o

f
s h r

im p p o n d b e h in d s e a d y k
4 5 0 0

.

0 1 0 2
.

1 1

干物质生产
P
r

od
u e t io n of d叮

9 5 9 9
.

7 2
.

5 7
11 18 t t e f

光合生产氧气

Ox y g e n p r od
u e t io n t h or 铭 h p h o t o s y t h e s is

9 5 9 9
.

4 0
.

3 2

防止滩涂侵蚀
S

〕 11 e o n s e vr
a t i

o n
29 4

.

0 9 59 9
.

28 2
.

2 3

土壤肥力保护和绿肥
aS vi n gs on fe rt ili加 sr a

dn m an ur es
12 6

.

0 9 59 9
.

1 2 0
.

9 6

维持林区动物区系
M

a i n t e n a n e e e
os t

for m a n g r

vo
e f a un a

3 0 0 0 8 4 0 0
.

0 9 5 9 9
。

8 8 0 6 3
.

8 3

净化空气和水体
A ir a n d w a t e r P u r

if i e a t io n
50 0 0 1 2 6 0 0

.

0 9 5 9 9
.

1 2 0 9 5
.

7 5

对近海渔业贡献
C o n t r i b u t e t o n e a r s h o er fi s h e r

i
e s 3 0 0 0 8 4 0 0

.

0 9 59 9
.

8 0 6 3
.

83

z ) 来自文献 [ 7 ] F or m N o
.

7 o f r e f e r e n e e s ; ,

元 /k m
· a ; ` , k m

护模式却高达 5
.

44
,

并且投人的绝对值也比传统模

式的低 55
·

69 %
。

生态养护模式之所以比传统模式优

越得多的根本原因在于
:

传统模式的减灾功能和功能

的稳定性完全依赖于人工能量的输人
,

没有人工的定

期加高加固
,

海堤是不会 自己变得坚固的
。

而生态维

护模式中
,

红树林作为减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

它

可大量地
、

不断地固定太阳能生长
。

根系的发达
、

枝

叶的繁茂不仅增强了消浪护堤的功能
,

而且提高了林

子的生物沉积作用
,

使滩涂高程上升
,

加固堤脚 (图

1 )
。

与此同时
,

发育良好的林子改良了林内和附近海

洋水体的生态环境
,

使堤外红树林滩涂成为林区动物

5 2

和近海海洋动物的生活
、

繁殖
、 .

摄食和躲避天敌的理

想场所
,

增加海洋渔业的资源量 s[, ol1
。

6 生态养护模式的可行性问题

生态养护模式的单位投人是 13
·

21 万元 k/ m (表

5 )
,

为传统模式的 44
.

31 % ; 生态养护模式的总投人

是 5 9 96
.

41 万元 (表 3)
,

为传统模式的 26
.

59 % (表

2 )
。

生态养护模式所需的经费不必一次性到位
,

而是

分 6
,

年到位
。

生态养护模式费用只是传统模式费用的

小部分
,

但它不仅 达到 了传 统模式加 高加 固 海

堤 的主要 目 的
,

而且还 恢复和 营造 了 宽 100 m
,

G
u a n g x i阮 ie r i e e s

, .

V o l
.

2 N o
.

4
,

N o v e m b e r 1 9 9 5



长 4 3 5
.

54 km
,

面积达 3 5一7
.

9 8 h m Z 的红树林绿色长

城
。

生态养护模式还开发利用 了堤内半咸淡水的毁弃

土地
,

保护和培育了近海渔业资源
。

超出生态养护模

式需要的剩余的大部分经费
,

依然可以满足诸如海堤

的闸门修复
、

砌石整治等工程款项需要
。

生态养护模

式不占用额外的经费
,

实现了传统模式所达不到的短

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
,

实现了减灾效益
、

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的持续发展的 目标
,

使广西海岸防

护走向良性循环
。

表 5 两种海堤维护模式投入和年产出的比较

T a b l e 5 T h e c o . . p ar iso sn o f i n v e s t m e n t a n d a n n u a l p r叼 u e -

ti o o be t w e e n t h e t w o p a t te r
sn o f se a d y k e m ia n t e n a n e e

模式 投 人 产 出 产出 /投人
P
a t t e r n (万元 / km ) (万元 / k m

· a ) R a t io o f

I n
v
es t m e n t P

r

od
u e t io

n P r od
u e t io n t o

( T
e n th o u sa n d ( T e n th o u s a n d in

v e s t m e n t

y u a n / k m ) y u a n /km
· a )

护现状的数据库
。

在合浦
、

北海
、

钦州和防城进行海

堤红树林生态维护的前期试验和示范
。

在此基础上完

成海堤生态养护工程实施步骤的技术和管理规划
。

(4 )严禁从红树林滩涂挖取土方用于加高和加固

海堤
,

以免造成堤外红树林次生林不可逆的退化和堤

外宜林滩涂的散失
。

长期的人 为破坏
,

已使角果

木 ( C械妒
` at g a l) 从广西海岸消失

,

红海榄
、

木榄
、

榄

李 ( L u m n i t

eazr
r ac e m o s a )

、 ’

海 漆 ( E x c

oec
a r i a

a g al l oc ha ) 的数量所剩无几
。

除红海榄外
,

上述种的

规模性造林已出现种源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
。

严格保

护现有堤外红树林和堤外宜林滩涂
、

维持种子库是实

施红树林养护海堤海岸生态工程的迫切任务
。

传统模式
T ar d i t io n a

l
2 9

.

8 1 7
.

2 2 0
.

2 4

生态养护
E
e o
log i e a l

1 3
.

2 1 5
.

4 4

传统 /生态

R
a t io of t h e

t r a d it io n a l t o

th e e e o lo g xe a l

2
.

2 6 0
.

1 0 0
.

0 4

7 问题与建议

( 1) 政府有关部门应在实际工作中将红树林作

为海岸防护的有利因素加以利用
,

在每年的海堤维护

款中划定一定的比例用于海堤外红树林的恢复和营

造
。

支持跟海堤红树林恢复
、

营造
、

保护和开发有关

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

为红树林养护海堤生态工程的

实施提供优化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

(2 )红树林海堤生态养护模式的建设是一项涉及

多学科
、

多部门
、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海岸生态历史

性工程
,

其效益属于整个社会
,

而非个别部门和社会

团体所有
。

应从追求量大的社会整体效益的目的出

发
,

谐调政府有关部门在海岸减灾工作和资源利用上

的责任和利益关系
。

世界上任何一项生态工程历时均

较长
,

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投资和保障
。

在可能的情况

下
,

最好能成立有多部门领导组成的海岸生态工程指

挥部
。

(3 ) 详细调查红树林跟海堤的历史关系
,

调查和

建立广西堤外红树林和光滩的群落
、

土壤
、

水文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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