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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estorationinGuangx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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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Hangqing,MOZh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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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LabofMangroveConservationandUtilizationofGuangxi,GuangxiMangroveResearch
CenterofGuangxiAcademyofSciences,Beihai,Guangxi,536000,China)

摘要:回顾了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历史,通过收集资料和调查评估了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成效。结果表明,1980
年以前广西有红树林人工林274.7hm2,1980-2001年新增818.2hm2。2002-2015年的14年间,广西营造了

3984.5hm2 的红树林,成林1338.9hm2,保存率为33.6%,其中乡土红树林和外来无瓣海桑林分别贡献了

73灡86%和26.14%。与此同时,广西红树林天然林比例从2001年的86.95%迅速下降到2015年的66.82%,年
均下降1.34%。在广西红树林总面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天然林比例的快速下降,反映出15年间人工林逐渐替

代天然林的现象严重。论文总结了广西红树林造林的经验教训,重新评估了宜林滩涂的潜力,将红树林恢复细

分为自然恢复、人工修复和重建造林3大类。自然恢复、人工修复有利于改善红树林质量,重建造林则重在扩大

红树林数量。最后,给出了中越边界困难滩涂乡土红树林重建的成功范例。

关键词:红树林暋造林历史暋造林成效暋经验教训暋生态恢复分类暋中国广西

中图分类号:P753暋暋文献标识码:A暋暋文章编号:1005灢9164(2018)04灢0363灢09

Abstract:ThehistoryofmangroveplantationinGuangxiofChinawasbrieflyreviewed,andits
restorationachievementswereevaluatedthroughcollectingdataandfieldinvestigations.The
resultsshowedthattherewere274.7hm2ofartificialmangrovesinGuangxibefore1980andit
added818.2hm2in1980-2001.Atotalof3984.5hm2 mangroveswereplantedinGuangxi
duringthe14yearsfrom2002to2015,andmerely1338.9hm2ofthemsurvivedwithapreser灢
vationrateof33.6%.Amongthem,nativemangrovesandexoticSonneratiaapetalaforest
contributed73.86% and26.14%respectively.Atthesametime,theratioofmangrovesto
naturalforestsinGuangxidroppedrapidlyfrom86.95%in2001to66.82%in2015,withan
averageannualdeclineof1.34%.UndertheconditionthatthetotalareaofmangrovesinGuan灢

gxichangedlittle,therapid decreasein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forests reflected that
artificial mangroves had gradually taken the
placeofthenaturalforestsin Guangxiduring
the15years,thisphenomenon wasveryseri灢
ous.Thepaperalsosummarizedtheexperiences
andlessonsofmangroveplantationinGuangxi,

re飊evaluatedthepotentialofhabitatssuitable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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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roves,andsubdividedrestorationintothreecategories:Naturalrestoration,artificialre灢
mediationandrehabilitation.Naturalrestorationandartificialrestorationarebeneficialtoim灢
provingthequalityofmangroves,whiletherehabilitationisfocusedonexpandingthenumber
ofmangroves.Finally,asuccessfulexampleofthereconstructionofnativemangrovesatanun灢
suitablesiteofChina飊Vietnamborderisgiven.
Keywords:historyofmangroveplantation,achievementevaluation,lessonslearnt,classification
ofrestoration,GuangxiofChina

0暋引言

暋暋广西是我国红树林的重要分布区,广西红树林有

林面积2001年为8374.9hm2[1];2013年为7328.0
hm2[2飊3],红树林湿地面积为8780.7hm2[4飊5]。在开展

生态恢复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红树林作为我

国人口最密集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区的生态屏障,其
强大的生态服务功能[6]被赋予民族复兴的内涵,越来

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暋暋“年年造林不见林暠虽然有点言过其词,但一直以

来是我国生态恢复的一个诟病,其中红树林人工造林

的成活率与保存率就是沿海地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

题。红树林造林成活率涉及宜林滩涂判定、恢复工程

类型、造林技术及抚育管理等一系列环节。为了总体

把握我国红树林人工造林情况及存在问题,有必要对

历史和经验教训进行小结,而我国目前严重缺乏这方

面的工作。本文以广西为例,简要回顾广西红树林造

林历史,评估造林成效,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
探讨宜林滩涂潜在规模、红树林生态恢复类型划分理

论问题,为红树林生态恢复提供指导。

1暋调查评估方法

暋暋由于历史数据和信息的不完整,准确评估广西红

树林人工造林成效存在很大困难。本文以国家林业

局2002年公布的调查数据为准[1],统计了1980年以

前和1980-2001年广西人工红树林面积。在广西林

业厅专项资助下,2007—2008年笔者以基层造林档

案为基础,统计了2002—2007年期间广西红树林造

林作业面积,现场核查了保存情况,完成了《广西红树

林人工造林成效调查报告》(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2008),成为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2015年的

造林情况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

区管理站提供(2017年)。

暋暋2002—2007年广西造林成效专项调查采用的造

林成功标准是:造林一年后成活率曒60%,或者造林

第2~4年保存率曒40%。如以保存株数衡量,则是

乔木类(无瓣海桑、红海榄、木榄等)第一年要达到每

公顷株数曒667株,第二年后达到每公顷株数曒444
株;灌木类(白骨壤、桐花树、秋茄等)第一年要达到每

公顷株数曒1500株,第二年后达到每公顷株数曒
1000株。

2暋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历史

暋暋广西是我国红树林的重要分布区,具有丰富的红

树林恢复造林经验。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将广西红

树林造林历史简单概括为4个阶段,也基本上反映了

我国红树林造林的发展历史。这4个阶段分别是:

栙1980年以前的自发造林;栚1981—2000年的补救

造林;栛2001-2012年的恢复造林;栜2013年以来的

生态造林。

2.1暋自发造林阶段

暋暋自发造林阶段指1980以前的造林活动。根据民

间说法,山口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马鞍岭核心区

的红海榄林是100多年前的造林成果。当时,为了保

护围垦的一千多亩良田,当地乡绅以稻米进行奖励,
发动村民进行种植。可惜,这段传说尚缺少历史考

证。1950年以来沿海村民以及相关部门因生产和生

活需要开展了小规模的人工造林活动。例如,1956
年钦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种植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饲料林7hm2,这是广西历史上有记载的最

早的造林活动。钦州市沙井村民(钟应显等)在大食

堂年代(1958-1961年)为了解决烧材问题,从簕沟

港采回种子种植了数十亩的桐花树林(Aegiceras
corniculatum )。1968年合浦县林业局在党江镇和

西场镇潮滩种植了秋茄(Kandeliaobovata)、桐花

树防护林。20世纪70年代钦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在

珍珠港的山心沙滩成功种植了一百多亩的红海榄

(Rhizophora stylosa) 和 木 榄 (Bruguiera
gymnorrhiza)。该片林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

2m多高,红海榄出现了支柱根。自发造林阶段虽然

缺少专项经费,造林面积小,但海区自然条件和环境

好,人为干扰少,管理成本底,出现了一些成功例子。

2.2暋补救造林阶段

暋暋补救造林阶段为1981-2000年。198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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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人人憧憬一夜暴富。台湾养殖对虾的技术和资本

在破坏了东南亚大量的红树林沼泽后,于1984年前

后进入我国东部沿海。由于短期暴利,对虾养殖在

1988年左右蔓延到广西北部湾。1991-1994年,不
仅大量群众进行水产养殖,而且广西沿海的许多党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兴起集资养虾的热潮,毁林养殖的

报道一时不绝于耳。1999年广西合浦县闸口镇的毁

林修塘事件成为那个时代的终结点,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出现了因为破坏红树林而遭判刑的案例[7]。调查

表明,1980-2000年,广西有1464.1hm2红树林被

占用,其中95.0%用来修建虾塘[1]。在即将跨入21
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全国各地专家,尤其是在广州、
深圳、厦门、广西等地专家学者的强烈呼吁下,在国家

媒体曝光广西合浦闸口毁林养殖事件的催化下,我国

红树林遭受大肆破坏,海岸防护林功能衰退的严峻形

势终于引起国家的重视。

2.3暋恢复造林阶段

暋暋恢复造林阶段为2001-2012年。2001年国家

林业部启动了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2002年1月2
日国家林业部在深圳召开“全国红树林建设工作座谈

会暠。这次座谈会是我国红树林事业的一个历史性转

折,会上厦门大学林鹏教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

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郑松发研究员、广西红树林研究

中心的范航清研究员分别代表所在省(区)的专业人

员发言。此后,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沿海红树

林恢复造林,市县林业局、乡镇林业站、林业设计院等

单位参与到红树林的设计、造林和管理中,使红树林

造林进入了专业化、业务化和规范化程序。例如,

2003年7月1日,国家林业局批准在广西建设迄今

我国唯一的红树林良种基地“广西北海市红树林良种

繁育基地暠(林计批字[2003]249号),建设内容包括

采种园、种质资源收集区、引种试验区、示范区和良种

繁育区建设,总面积414hm2。该基地2004—2008
年5年间共生产红树林苗木479.96万株,其中良种

苗木占40%。2002年开始,钦州在茅尾海进行了大

规模的无瓣海桑造林。

暋暋通过大规模的人工造林活动,2013年中国红树

林湿地面积为34472.14hm2[4飊5],有林面积25311.8
hm2[2飊3],比2001年的22024.9hm2[1]有林面积增加

了14.92%,扭转了我国红树林面积持续下降的趋

势,成为全球为数极少的红树林面积不减反增的国

家[2]。这一时期我国的红树林恢复也暴露出一些理

念问题,主要表现在:栙注重植被恢复,不重视海洋生

物多样性和系统功能的恢复;栚大规模应用外来速生

红树植物树种造林,引起学术界和环保人士的普遍

担忧。

2.4暋生态造林新阶段

暋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暠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红树林造林进入了生态造林新阶段。国家将红

树林纳入“十二五暠和“十三五暠全国湿地保护实施规

划;国务院批准实施“南红北柳暠(南方红树林、北方圣

柳)、“蓝色海湾暠国家重大海洋生态工程,《全国沿海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2016-2025)》[林规发

[2017]38号]提出全国新造红树林4.86暳104hm2的

新目标。此外,红树林保护成为中央环保督查的一项

重要内容。目前尚没有2013-2017年广西和全国新

造林面积权威统计数据。以往我国将红树林恢复简

化为单纯的造林和植被恢复,忽视红树林海洋生态系

统的整体作用。为了从数量和质量上实现红树林恢

复的国家战略目标,学术界提出了我国红树林保育的

一般性技术原则[2]:红树林造林时应该将单纯的植被

恢复提高到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恢复的高

度,把鸟类、底栖生物生境恢复纳入恢复目标,采取以

自然恢复为主、人工辅助恢复为辅的策略,在红树林

恢复的同时,创造条件恢复经济动物种群,提高周边

居民收入。

3暋广西红树林恢复成效

3.1暋自然恢复成效

暋暋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广西沿海局部海区红树林

可以进行自然恢复,增加红树林面积。李春干等[8]研

究了防城港珍珠湾谭吉氵万尾西堤的红树林自然恢复

过程。西堤修建于1969年,海堤建成后堤前滩涂无

明显人为干扰,没有进行红树林人工造林。1981年

西堤外首次出现了白骨壤斑块,1989—2001年出现

了3个新斑块,2013—2015年又新增了2个斑块,红
树林面积由1989年的1.62hm2增加至2015年的

19.71hm2。

暋暋自然恢复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可缓慢增加红树林

面积外,更多的表现为良好的群落长势。近10年来,
广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广西北仑河

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钦州茅尾海自治区级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内的部分红树林,在树高、郁闭度、群落结构

等方面明显改善。可惜,由于缺少永久固定样地,其
改善程度尚未得到定量评估。

暋暋根据广西沿海红树林标桩实地监测,2010年以

来广西红树林出现较大面积自然恢复的地区为茅尾

海北面的茅岭江和钦江入海口、廉州湾的南流江入海

口、英罗港的洗米河口入海口处,其余河口只出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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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自然恢复,开阔海岸区红树林的自然恢复能力十

分微弱。可见,红树林的自然恢复主要发生在条件良

好的河口区域,很少发生在风高浪急的开阔海岸。

3.2暋人工造林成效

3.2.1暋2001年以前广西人工红树林保存情况

暋暋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数据表明[1],1980年以前

广西成功营造了274.7hm2的红树林,1980—2001
年成功营造了818.2hm2,合计1092.9hm2,占2001
年广西红树林总面积8374.9hm2的13.05%(表1)。
表1暋2001年以前广西人工红树林保存面积

Table1暋TheremainingareasofGuangxiartificialmangroves

plantedbefore2001

岸线
Coastline

保存面积 Remainingareas(hm2)

1980之前
Before1980

1980-
1984

1985-
1989

1990-
1994

1995-
2000 2001

小计
Sub飊
total
(hm2)

北仑河口
BeilunEstuary 24.2 24.2

珍珠港
PearlBay 50.3 16.7 67.0

茅尾海
MaoweiSea 49.6 261.8 137.1 448.5

钦州港
Qingzhou

Bay
75.1 75.1

大风江
DafengRiver 49.1 49.1

廉州湾
LianzhouBay 24.1 2.3 26.4

北海东岸
EasternBeihai 0.7 8.2 8.9

铁山港
TieshanBay 40.7 67.3 108.0

英罗港
YingluoBay 83.2 8.8 92.0

其他岸线
Othercoasts 150.5 33.8 9.4 193.7

小计
Sub飊total 274.7 49.6 50.3 261.8 360.5 96.01092.9

暋暋从岸线分布看,茅尾海人工红树林面积最大,达
到448.5hm2,是广西营造红树林最成功的区域;从
时段上看,1990—2001年期间成功造林718.3hm2,
占2001年以前广西人工红树林总面积的65.72%,
可见1990年以后广西才开始规模化的红树林人工造

林活动。从造林树种看(表2),这一时期累积营造桐

花树林518.3hm2,占2001年以前广西人工红树林

总面积的48%,为最大的人工林群落类型。其次,白
骨壤 + 桐花树和白骨壤人工群落面积 合 计 达 到

350灡9hm2,为第二大类群。上述3种群落的人工林

面积合计占同期广西人工红树林总面积的79.53%。
资料表明,2001年以前广西人工营造红树林的树种

全部为乡土树种。

3.2.2暋2002—2007年造林作业面积及成效

暋暋(1)造林作业面积

暋暋调查结果表明(表3),2002—2007年广西红树林

造林作业面积合计为2651.5hm2。防城港市造林

作业面积784.3hm2,其中港口区374.0hm2,造林

树种为红海榄;防城区(210.2hm2)和东兴(200.1
hm2)为 混 交 造 林。钦 州 市 造 林 作 业 面 积 804.1
hm2,主 要 造 林 树 种 为 无 瓣 海 桑 (Sonneratia
apetala)、桐 花 树 和 秋 茄。北 海 市 造 林 作 业 面 积

1063.1hm2,主要造林树种为秋茄、白骨壤、红海榄、
桐花树。
表2暋2001年前广西各人工红树群落保存面积

Table2暋Theremainingareasofvariousartificialmangrove
communitiesplantedinGuangxibefore2001

植物
群落
Com飊
munity

保存面积 Remainingareas(hm2)

1980年前暋
Before1980暋

1980-
1984

1985-
1989

1990-
1994

1995-
2000 2001

合计
Total
(hm2)

Av 75.8 39.2 30.0 145.0

Av+Ae 198.9 7.0 205.9

Ka 50.3 18.6 9.4 78.3

Ae 49.6 261.8 190.1 16.8 518.3

Ka+Ae 24.1 8.2 32.3

Rh 81.5 31.6 113.1

合计
Total 274.7 49.6 50.3 261.8 360.5 96.0 1092.9

注:Av为白骨壤,Ae为桐花树,Ka为秋茄,Rh为红海榄

Note:AvindicatesAvicenniamarina,AeindicatesAegicerascorniculutum,Ka
indicatesKandeliaobovate,RhindicatesRhizophorastylosa

表3暋2002-2007年广西红树林造林作业面积

Table3暋TheoperationareasofGuangximangroveplantationimplementedduringtheperiodfrom2002to2007

市City

作业面积 Operationareas(hm2)

无瓣海桑
Sonneratia
apetala

木榄
Bruguiera

gymnorrhiza

红海榄
Rhizophora
stylosa

秋茄
Kandelia
obovata

桐花树
Aegiceras

corniculatum

白骨壤
Avicennia
marina

混交
Mixed

合计
Total
(hm2)

防城港
Fangchenggang 373.9 410.3 784.3

钦州
Qingzhou 58.0 220.1 46.8 479.2 804.1

北海
Beihai 8.8 14.2 44.1 718.5 2.6 20.8 254.1 1063.1

合计
Total 66.8 14.2 418.0 938.6 49.4 20.8 1143.6 2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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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人工林保存面积

暋暋尽管2002—2007年6年间广西红树林造林作业

面积高达2651.5hm2,但保存下来的只有59个斑

块,面积合计983.9hm2,分布于广西14个沿海乡镇

(表4),保存率37.11%。这一时期,广西沿海3市红

树林造林保存率分别为防城港市9.28%、钦州市

77灡19%、北海市27.31%。如果防城港林业部门提

供的红海榄造林资料属实,则红海榄在防城港的造林

几乎全军覆没。钦州保存率高与2002年开始种植外

来树种无瓣海桑有直接关系,因为无瓣海桑成活率和

保存率都很高。

暋暋钦江入海口的康熙岭镇、茅岭江入海口的尖山

镇、南流江入海口的党江镇是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保

存面积最大的3个镇,这3个镇的人工林保存面积

(686.3hm2)占广西人工林保存总面积的70%(表

4)。可见,河口区比较容易进行红树林人工种植,是
恢复红树林的主要海区。

表4暋2002-2007年广西人工红树林保存面积

Table4暋Theremainingareasofartificialmangrovesplantedduringtheperiodfrom2002to2007inGuangxi,China

市
City

乡镇
Town

保存面积 Remainingareas(hm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小计
Sub飊total
(hm2)

防城港
Fangchenggang

江平
Jianping 0.4 18.6 7.1 26.1

江山
Jiangshan 9.0 9.0

公车
Gongche 21.4 21.4

光坡
Guangpo 16.4 16.4

小计
Sub飊total 9.4 18.6 7.1 16.4 21.4 72.8

钦州
Qingzhou

康熙岭
Kanxiling 66.8 24.5 31.2 6.2 296.0 0.0 424.7

尖山
Jianshan 39.8 103.3 143.1

东场
Dongchang 26.2 26.2

那丽
Nali 26.7 26.7

小计
Sub飊total 66.8 24.5 31.2 6.2 388.7 103.3 620.7

北海
Beihai

西场
Xichang 18.3 18.3

沙岗
Shagang 40.3 22.8 15.2 78.4

党江
Dangjiang 13.4 1.6 31.3 62.1 9.3 117.7

白沙
Baisha 5.9 5.9

山口
Shankou 4.6 12.1 1.2 0.6 19.8 1.8 40.2

银滩
Yintang 15.4 14.4 29.9

小计
Sub飊total 23.9 13.7 32.5 121.4 67.4 31.4 290.3

合计
Total 90.7 47.6 82.4 134.6 472.4 156.2 983.9

3.2.3暋2008—2015年造林面积及其成效

暋暋2008—2015年,广西林业厅组织实施了防城珍

珠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建设项目,获得中央

预算内投资 870 万元、地方财政配套和业主自筹

1304万元。2011—2016年,钦州茅尾海红树林保护

区、涠洲岛鸟类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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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央财政湿地补助资金3010万元。广西海洋

局组织实施了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

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钦州茅尾海国家

海洋公园能力建设与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十二五暠
期间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其中一少部分用于红树林

的人工恢复。2008—2015年,全广西红树林造林作

业面积接近1333hm2,新造红树林355hm2,保存率

26.63%。此外,通过加强管理,人工修复和自然恢复

红树林368hm2。

3.2.4暋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成效总体评价

暋暋(1)人工造林保存率

暋暋表5显示,2002—2015年的14年间,广西红树

林人工造林累积作业面积为3984.5hm2,保存面积

为1338.9hm2,保存率33.6%。2002年以来,广西

红树林人工造林的面积及保存率均趋于下降,这与宜

林滩涂少、成活率和保存率低,造林经费不足,基层积

极性不高有关。

表5暋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情况汇总

Table5暋SummaryofGuangxiartificialmangroveplantation

时期
Period

作业面积
Operationarea

(hm2)

保存面积
Preservationarea

(hm2)

保存率
Preservationrate

(%)
资料来源
Datasource

1980以前
Before1980

/ 274.7 /
2002年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
Chinanationalsurveysonmangroveresourcesin
2002

1980-2001 / 818.2 /
2002年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
Chinanationalsurveysonmangroveresourcesin
2002

2002-2007 2651.5 983.9 37.11 本文
Thispaper

2008-2015 1333.0 355.0 26.63 广西林业厅2017年提供
SuppliedbyGuangxiForestryBureauin2017

合计 Total 3984.5 2431.8 / /

暋暋(2)广西红树林天然林比例

暋暋由于缺少2015年广西红树林面积数据,本文只

能用2013年广西红树林面积数据来评估广西红树林

天然 林 的 比 例。2015 年 广 西 共 有 人 工 红 树 林

2431灡8hm2,占 2013 年 广 西 红 树 林 有 林 面 积

(7328.0hm2)的33.18%,占广西红树林湿地面积

(8780.7hm2)的27.69%。前文已表明,2001年广

西人工红树林仅占当时广西有林面积的13.05%。
两者对比发现,2001—2015年广西红树林天然林比

例 从 86灡95% 迅 速 下 降 到 66.82%,年 均 下 降

1灡34%。在红树林总面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这一比

例的快速下降说明:2001—2015年的15年期间,广
西一边毁灭天然林,一边营造人工林的现象严重。例

如,为了建设港口、临海工业和滨海新城,钦州市通过

调整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边界和功能区,逐步蚕食

红树林天然林,与此同时通过大规模种植无瓣海桑来

弥补减少的红树林有林面积。在广西山口国家级红

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沙田海岸,2011年20hm2天

然白骨壤林一夜之间被砍伐殆尽,林地被围填为码

头。中央环保督导组2016年11月向广西反馈了这

些违规行为,要求整改。

4暋广西红树林造林的经验教训

4.1暋主要经验

暋暋(1)潮滩高程是选择宜林潮滩的关键指标

暋暋实践证明,在低高程滩涂造林很难获得成功。理

论上,平均海面以上的滩涂才是红树林的宜林潮滩,
可以借助零星分布的红树林和藤壶、牡蛎等固着动物

进行辅助判定。

暋暋(2)合理的造林作业设计是造林成功的技术保障

暋暋造林作业设计是为完成红树林栽植地块预先编

制出的工作方案、计划和绘制的图件,是指导红树林

造林施工作业的技术性文件,内容包括造林作业区选

择、立地本底科学调查报告、面积测量、内业设计(造
林、抚育等),最后形成一套设计文件。设计文件包括

作业设计说明书、作业设计总平面图、栽植配置图、辅
助工程单项设计图、造林作业区现状调查卡。

暋暋(3)造林应注意树种与种源选择

暋暋广西中段海岸没有红海榄与木榄天然林,该岸段

的温度较低,不利于这两种植物的分布与生长。在不

同潮滩进行造林时,应参考当地的生态演替规律选择

相应的树种,一般情况下靠岸内滩选择木榄、海漆,中
滩选择红海榄与秋茄,外滩选择白骨壤或桐花树。河

口盐度较低的区域适宜秋茄、桐花树、老鼠簕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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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树种在长期的遗传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与当地环

境特征相适应的生态种群,就地种源造林是最为安全

的策略。合浦山口的秋茄引种到党江造林,其生长就

不如本地种源好。

暋暋(4)河口及和外围有天然红树林屏障的滩涂造林

易成功

暋暋河流入海口调节了潮滩盐度,增加潮滩沉积物及

养分,有利于红树林的生长发育。当前广西人工红树

林保存面积较大的地段均为受河流影响的潮滩,如位

于南流江入海口的党江镇木案、渔江,沙岗镇七星岛

等地;钦江、茅岭江注入的茅尾海潮滩,如康熙岭镇横

山、团和和长坡等地。红树林屏障能减缓潮汐波能的

冲涮、减轻污损生物危害,因此在外围有天然红树林

庇护的滩涂、林中空地造林较容易成功。山口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的丹兜海新村改造造林、交东红树林林中

空地的造林均为此类例证。

暋暋(5)谨慎种植无瓣海桑和拉关木外来速生树种

暋暋无瓣海桑和拉关木(Lagunculariaracemosa)
是分别从孟加拉和墨西哥引进我国的速生红树植物

树种。广西2002年开始在钦州茅尾海大面积种植无

瓣海桑,这些年在北海半岛等地少量种植拉关木,其
他海岸迄今基本全部为乡土红树林。乡土红树天然

林是广西的特色和优势。广西不完全以红树林面积

的大小称英雄,还以生态系统质量的优劣论成败,这
种前瞻性战略眼光值得肯定。广西在困难滩涂红树

林造林中可以慎重使用外来速生树种,但随后应尽可

能以乡土树种进行替代造林;在自然保护区内应严禁

种植外来种,即便种植也应严控规模,加强监测,制订

生态安全预案。

4.2暋主要教训

暋暋(1)广西红树林人工造林进入了攻坚克难新阶段

暋暋2002年以来,广西年均人工营造红树林的面积

和保存率趋于下降,说明人工造林越来越难,其背后

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客观上可营造红树林的

宜林滩涂越来越少,人工造林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其

次,造林成本不断提高,而实际造林经费得不到足额

保证,基层积极性不高。

暋暋(2)应尊重科学,加强理论和技术指导

暋暋红树林是海陆过渡带植被,不是单纯的陆地森

林,其恢复难度远远高于陆地造林。长期以来,我们

的造林设计缺少起码的科学依据,想当然地判定宜林

滩涂,结 果 导 致 广 西 人 工 红 树 林 的 保 存 率 只 有

33灡6%,代价惨重。建议设计机构提供6个月到一年

的现场观测与试验结果,阐明设计的科学依据、工程

对策和预算依据,提高造林方案和工程设计的质量。

暋暋(3)红树林造林经费严重不足

暋暋广西红树林造林主要由国债造林项目支持,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每亩造林经费不到400元,只够聘

用2个临时工。近年来该状况得到改善,每亩造林经

费提升到2500元左右。广西北部湾海岸大型河口

少、潮差大、风浪急、土壤贫瘠,造林难度总体上高于

我国的东海岸,造林成本应该在每亩0.5万~1万

元,困难滩涂则可高达每亩数万元。造林单价过低就

不能保证造林和抚育管理的质量,成功率低。

暋暋(4)抚育管理不到位

暋暋红树林是生态林,由于不以经营用材林为目的,
验收评价标准往往不严格,导致经营者忽略抚育管理

工作。海边村民赶潮捕捞的渔业活动频繁,如果宣传

和保护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便放任自流,造林结果

往往以失败告终。

暋暋(5)红树林造林验收时间不科学

暋暋长期以来地方主管部门参照园林绿化的行规,不
到一年就对红树林造林工程进行验收,于是验收时成

活率很高,可几年后不见林子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

潮间带的特殊环境,一般而言红树新造林当年的成活

率比较高,其后很可能不断死亡,群众讲“1年活,2年

死,3年死光光暠就是生动写照。3年后还能存活的红

树林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此,红树林造林工程的验

收期限最好为3年,不到3年的所谓验收充其量为阶

段性查证,如此规定还可以降低工程招投标中的腐败

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4.3暋理论启示

4.3.1暋宜林滩涂

暋暋红树林生长在风平浪静的滩涂,对滩涂地形地貌

和自然环境有严格要求[9]。1981—1986年全国海岸

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结果认为[10],我国红树林宜

林滩涂面积为34195hm2,于是2000年国家林业局

计划用10年时间将中国红树林面积从2.2暳104

hm2恢复到6暳104hm2,这意味着2010年之前要成

功新造红树林3.8暳104hm2,可截止2013年全国才

新 增 红 树 林 0.33暳104 hm2,目 标 完 成 率 仅

8灡68%[2]。2001年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认为中国红

树林宜林地面积为58848.2hm2[1],为此国家林业局

2017年提出在2025年之前全国新造红树林4.86暳
104hm2[11]。

暋暋然而,近20年来全国造林经验表明,我们忽视了

海岸冲淤、水深、波浪、敌害生物等不利因素,大幅度

高估了全国红树林宜林滩涂面积,致使造林失败的例

子比比皆是。在征求了各省(区)红树林科研和管理

重要专家的意见后,笔者认为目前全国适合红树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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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树种生长,且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宜林滩涂只有

6000hm2左右[2]。也就是说,2017年国家红树林造

林规划中的87.65%实际为难以直接种植乡土红树

林的困难滩涂。如果要完成国家目标,就必须采用外

来速生红树植物树种进行大规模的困难立地人工

造林。

4.3.2暋红树林生态恢复类型

暋暋在生态环境成为治国理政方略的今天,“生态恢

复暠“生态修复暠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的热点词。如果

具体到某个工程,“生态恢复暠“生态修复暠就过于笼

统,内涵不清,技术特征不强,不便于规划和预算。根

据滩涂存在红树林与否,笔者已将中国红树林保育工

程划分为自然保育、改造保育和重建保育3大类,并
对它们进行了必要的细分[2]。然而,限于篇幅,笔者

在前文中没有对这种划分的理由进行充分阐述,本文

有必要进行补遗。

暋暋(1)自然恢复

暋暋自然恢复(Naturalrestoration)是指无人工干预

或极少人工干预前提下,红树林通过自然繁殖和群落

演替,从稀到密、从单一树种到混交林、从低质量群落

到高质量群落的量变过程。大部分情况下,自然恢复

可以缓慢增加红树林面积,基本上等同于“封山育

林暠。自然恢复一般适合于自然条件较好的河口、泻
湖、溺谷海岸,是低成本提升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最好方式。自然恢复的缺点是耗时长,见
效慢。

暋暋(2)人工修复

暋暋人工修复(Artificialremediation)是借助人工干

预手段加快已有次生、残败、低矮红树林生长与进展

演替的人为活动,包括次生林改造、乡土种替代改造

和安全造林等[2]。2001年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数据

表明[1],植株高度小于1.9m 的群落占中国红树林

的68.8%,面积达15147.7hm2;高度小于4m 的群

落面积达18841hm2。在必要时,可以对这部分低

矮次生林进行局部的人工修复。我国红树林人工修

复的实践已有将近40年历史。20世纪80年代,海
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直接在桐花树灌丛下插

植木榄、海莲(Brugueirasexangula)、红海榄和红

树(Rhizophoraapiculata)等胚轴。1985年,广东

湛江市林业局在海康县用红海榄改造了大片白骨壤

灌丛。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在“八
五暠期间,将无瓣海桑、红海榄、木榄和海莲等乔木树

种引入桐花树、白骨壤次生林内,进行次生林恢复过

程的扰动效应、种间竞争、适宜度等研究。同期,广西

红树林研究中心开展利用红海榄和木榄改造次生桐

花树+白骨壤群落试验,从清除灌木、施肥等抚育环

节完善次生红树林改造技术。近20年来我国新增红

树林中的约80%为外来速生树种无瓣海桑和拉关

木,在一些海岸有必要利用乡土红树植物树种替代部

分外来物种,以提高红树林物种多样性和系统的稳定

性。对遭受自然和敌害生物严重危害的红树植物群

落,在清理或伐除病腐木后进行适当补植的造林活动

为安全造林,也是人工修复的一个工程类型。

暋暋(3)重建造林

暋暋重建造林(Rehabilitation)是指在没有红树林生

长的滩涂上新造红树林、是“无中生有暠的质变过程。
为了大幅度增加我国红树林面积,重建造林成为必由

之路。在重建造林中,宜林滩涂上的重建造林成本最

低,而困难滩涂重建造林、退塘还林、红树林人工鱼礁

等的技术难度与成本一般是宜林滩涂重建造林的数

倍到十几倍[2],高的可高达120万~150万元/hm2,
其主要成本不是来自于传统的种植,而是来自于宜林

滩涂条件的人工创建。以广西为例,河口小规模种植

红树林的成本目前在3.75万~7.5万元/hm2,开阔

海岸至少在15万元/hm2以上,后者还不包括开阔海

岸地形地貌整治、宜林滩涂创建及幼林抚育设施配套

的成本。为了突出重建造林的难度,在此特别介绍广

西 北 仑 河 口 国 界 海 岸 红 树 林 重 建 造 林 的 成 功

范例[12]。

暋暋广西北仑河是中国和越南的界河,中越两国分界

线以北仑河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近30年来我国北仑

河口区红树林及其生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目前北仑

河口的主航道向我国一侧偏移2200m,曾经造成我

国固有领土8.7km2发生了权属争端。20世纪90年

代,我国耗费了大量资金实施了北仑河口我国丁字坝

促淤造林工程。到2010年,北仑河口上游丁字坝促

淤和红树林人工恢复的效果较好,可下游由于强烈的

潮水冲刷,滩涂土层薄、低洼,基本上没有红树林生

长。为了遏制我方水土流失趋势,扭转生态退化趋

势,保障我国领土安全和海洋权益,笔者承担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生态恢复工程暠项目,在北仑河口下游的入

海口进行了困难滩涂的红树林重建造林。

暋暋现场测量发现,恢复区滩涂高程最低处比平均海

平面还低30cm 左右,潮流急,抽砂垫高的土方极易

流失,直接种植红树林成功率很低。为此,进行了科

学本底调查,开展了红树植物大苗移植实验和盐沼草

筛选实验,提出:抛石围界、土工布围栏、抽砂造滩、人
造潮沟导流、盐沼草固滩、移植红树大苗、监测抚育的

技术路线。从 10 种乡土盐沼植物中筛选出茳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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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erus malaccensis)、短 叶 茳 芏 (Cyperus
malaccensisvar.brevifolius)、芦 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南 水 葱 (Scirpus validus var.
laeviglumis)、海雀稗(Paspalumvaginatum )5种

固滩植物。确定红树林移植树种为桐花树和白骨壤,
移苗规格为2~3年生、株高1m 左右的大苗。用专

门的移苗器采集红树植物大苗,船运至恢复区进行种

植,种植的株行距为1m暳1m。造林后定期监测人

为活动、浒苔、污损动物等危害情况,及时消除威胁因

子。通过综合运用海岸整治、物理、生物等措施,以较

低的成本在国界海岸成功营造了近3.4hm2树林。

暋暋8年来的结果显示,人工营造的红树林生长良

好,保存率高达80%,有效抵御了海岸侵蚀,稳定了

岸滩,成为我国不利用外来树种,只凭借乡土种在困

难滩涂重建红树林的成功范例(图1)。该项工程的

另外一个意义在于杜绝外来种,避免在国界引种外来

树种可能引发的国际纠纷,确保跨界海区的生物与生

态安全。

图1暋广西北仑河口中越边界困难滩涂乡土红树林的重建

暋暋Fig.1暋Theendemicmangrovessuccessfullyrehabilitated
atanunsuitablesiteinBeilunEstuaryofGuangxi,bordering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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