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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 树林 生态 系 统不 仅 对全 球 生 态平 衡 有独 特 作 用
,

而 且 是 人类 很 有 价值 的生 物 资

源
,

亚太 地 区 红 树 林 海岸居 民 在长 期 生 产和 生 活实 践 中
,

积 累了丰富 的 民 间传 统利 用 经

验
。

红 树林 资源被 广 泛 用 作药 物
、

食 物
、

饲 料
、

薪 炭
、

材 料和 原 料 等方 面
.

同 时红 树林

区 还是 渔 业
、

牧 业
、

海 产 养殖 业 的适 宜 场 所
。

本 文对 此 作 了 比较 全 面 的介 绍
,

并认 为把

生 态保 护与 经 济利 用相 结 合是 红 树 林研 究和 管 理 的关键
。

关 键 词 红 树 林 生 态 系统 生 物 资 源 海 岸 带开 发 亚 太 区

全 世 界 热 带海 岸广 泛 分布 着 红 树 植 物
,

在 海岸 潮间 带 构 成 独 特的木 本 植 物 群 落
,

栖 息着

许 多 鸟 类
、

鱼 类 和 虾 蟹 等 动物
,

具 有 丰富 的 物 种 多 样 性 和 复杂 的食物 网 结 构
,

是 人 类在生 态

保护 和 经 济 利 用 方 面 很 有 价值的 生 态 系 统 和 生 物 资源
。

红 树 林 资 源 就 面 积 和 种 类 而 言
,

主要 集 中在 亚 州 一 太 平 洋地 区
。

特 别 是 从 印度 到 马 来西

亚 这 一地 区
,

由于 具 有 最 大 的遗 传 多 样性
,

而 被 认为 是 红 树 植 物 的 起 源 中 心
。

当 地 的 海 岸居

民 在 长 期 的 生 产 实践 中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民 间传统 利 用 知 识和经 验
,

对 其加 以 系统 全 面 的研 究 讨

论
,

对 于 我 国 红 树 林 资源 的 保 护 和 开 发
,

具 有 重 大 的 意 义
。

l 红树林资源 利 用 的历 史

亚 太 地 区 热 带 海 湾 自古 以 来就 广 泛 有红 树 林 的 自然分 布
,

当地 海岸 居 民 对 其 加 以 利用 的

历 史 十分 悠 久
,

至 少 可 上 溯 几 百 年甚至 上 千 年
。

这 可从 考古 学
、

语 言 学 和 历 史 学 证据看 出
。

澳大 利亚 土 著 人 在 相当 长 的 历 史时 期 中与海岸 资源 (包 括 红 树林 ) 有 密 切 联 系
,

红 树 林

区考 古 发 现 了古 老的 石 制渔 具 表 明 了 这 一 点
。

生 活 在澳大 利 亚 北 部海岸 的土 著 人具 有关 于 红

树 林 的 丰 富 词 汇
.

表 明 他 们 能 对 不 同 种类 和 特性 作 细 致 的区 别
。

泰 国 的红 树林 及 其 产 品 的价值也 早 就 被 当地 居 民所 认识
。

很 久 以 前
,

红 树 林 周 围生 活 的

人 们就 用 红 树 林烧 制木炭 和 作 为 薪柴
,

也 用 于 建造 住房
,

渔 民们很 早 就 知道 红 树 林对 于 捕鱼

和 养 鱼 的 重 要 性
。

斐 济 的红 树林 与 传统 的 斐 济社 区 的联 系 在 R er ar 三 角 洲 地 带 发 展 得 最 好
,

这 一 带 被认 为

曾经 支 撑 过 南太 平 洋最 大 的人 口 密 度
。

民 间关 于 红 树林 中动物 的传统 知 识
,

特 别 是 鱼
、

甲亮

199 3 年 8 月 17 日收 稿

DOI : 10. 13657 /j . cnki . gxkxyxb. 1993. 02. 016



第 g 卷 第 2期 傅 勤 等
:

亚 太 区 红 树林 资源 的 民 间传统 利 用 11 7

动物 和 软 体动物 的知 识十分 丰富
。

他 们认识 7 0种红 树林 水 域 的鱼
,

并 知道可 以 食 用
。

印度 虽 然 没 有 确切 文字 记 录 可考 证
,

然 而 由延 续 下 来的 传统 利 用 方 式 可 见 红 树林 生 态 系

统 在早 期就 已 经 被广 泛 地 加以 利 用 了
。

渔 民 社 区 有 利用 红 树林 沼 泽 的古 老 经 验
,

直到 今天 同

样 古老 的捕鱼 和 养鱼 传统 仍然 可在海岸 某些 地 区 看 到
。

乍 印度 尼 西 亚 没 有 确切记录 能 判定 人 们 利用 红 树林 资源 的时间
。

某些 研 究者认 为
,

公元 前

爪 哇 已有咸 水鱼 塘
,

而 另一 些 学 者认为咸 水 鱼 塘 仅 出 现 在 15 世 纪 前 后
。

在 最 初
,

人 们首 先 利
,

用 红 树林作 为 逃 避 敌 人 攻 击 的 隐蔽 场 所
,

从 而 在 部 落冲突 中起 重 要 作 用
,

以 后 才 渐渐发 展 出

其 它 用 途
。

2 红树 植物 的 药物 利 用

红 树 林海 岸 居 民对 其 所处 的植 物 环 境加 以利 用 的一 个 重 要 方 面 是 药物 利 用
。

对 红 树林 民

间药物 利 用 的 知识 加 以 发 掘
,

能为今后 开 发红 树 植物药物 提供 宝 贵的 启示
。

亚 太 地 区 国家 对 红树林 的 传统药物 利 用
,

主 要 涉 及 以 下 几 种植 物
:

( l ) 红 茄 馨 ( R九̀ : o夕ho , a 饥。 c , o n a ta )

红 茄 馨 的树 枝捣 烂 后 制成 膏药
,

外 敷于 患 处
,

能治疗 骨 折
,

加 速 愈 合 ( 斯里兰 卡 )
。

( 2 ) 卤 旅 ( 滋e , o s t￡e 九。 m 。。 , e u 。 `
)

卤旅的嫩 叶
,

水 煮 煎汤
,

内 服 饮 用
,

可 作 为 解 毒剂
,

民 间用 于 多 种 误 食 中毒 的病症 (斯

里 兰 卡 )
。

( 3 ) 老 鼠 勒 ( 月e a o t无u 、 ` “d 扣 l 她。
)

老 鼠勒 民间 习惯 用 于 治 疗 肾 结 石 (泰 国 )
。

叶子 用 于 治 疗 各种风 湿 性 疾 病 ( 印度 )
。

( 4 ) 白 骨壤 属 ( 月嘛 。, , ` a
)

白 骨 壤 ( A
.

。 二 i all ) 用 于 治 疗 小孩 鹅 口 症
,

这 是 一 种 真菌 性 口 腔 炎 ( 泰国 )
。

.A o ff iic 朋 “、

的 果 实是 一 种 收 敛 剂
,

种 子 用 于 治 疗 溃 疡 ; 树 皮和 根 在 民 间作 为 促 进性 欲的

春药
,

用 于 治 疗 阳 萎 ; 种子 和 根能促 进 排 脓
,

作 为 外 敷剂 ( 菲律 宾 )
。

( 5 ) 海漆 ( E x e o e ca , ￡a 叩 a l zo e初 )

海 漆的乳 状 树汁 用 于 治 疗 溃 疡
,

其 叶 民间用 于 治疗 癫 痛 ( 菲律宾 )
。

民 间也 用 海 漆的树乳
、

叶和 树 皮治 疗疾 病 ( 印度 )
。

( 6 ) 木 榄 属 ( 肠
u 夕。` , a )

木榄 属 红 树植 物 的 叶子 可 用 于 治 疗高血 压 (印度 ) ; 小花 木 榄 ( B
.

; 二。

ifl
。。 ) 还 能用 于 解

除便秘 (泰 国 )
。

( 7 ) 木果 糠 ( X 夕lo e a r 尹。 5 9, a n a ,。 m )

木 果 辣 的根 民 间 用 作收 敛 剂
,

有 止 血 功 能 ( 印度 ) ; 果 实 和 种子 可 作 为 止 泻 药
,

其 种 子 可

治昆 虫 叮 咬 导 致 的 肿痛 (菲律 宾 )
。

( 8 ) 桐 花 树 ( 月e叮~
a ; co , n i o za t。 。 )

桐花 树 和 鱼 藤 ( Der
, is het 。即勺llo ) 这 二 种植 物

,

民 间 用 于 捕鱼 用 的毒药 ( 印度 )
。

3 红树植物 的 食物利 用

亚 太 地 区 红 树林海 岸居 民虽 然 主要 以 捕捞 海 洋动物 和 种植 粮食 作物 作 为其食物来 源
,

但

在长期的实践 中也发展 了 一 套对 自然 分 布的 红 树 植 物加 以 食物 利 用 的 传统 经 验 和 方 法
,

而 在

遭 受 自然 灾 害的 困 难 时 期
,

甚 至 以红 树植 物 作 为 主 要 的 救 荒 食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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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 传 统 地 作 为 食物 的 红 树植 物 主 要 是 以下 几 种
:

(1 ) 卤蔗 (月e ; 0 0 2:。几u 。 。 u ; e o m )

卤旅的嫩 叶
,

民 间 作 为蔬 菜食 用 (斯 里 兰 卡
、

印 度 )
。

( 2 ) 海 桑 ( 月。 , 。e , a t ` 。 。,, 。 、0 2
,

, 了
·

, 。 )

海 桑 成 熟 的果实 可 用 于 制 作 各种 软 饮 料
,

或 作 为 软 饮料的 配 方 组 分 ( 斯里 兰 卡 ) ; 并 且 这

种 成 熟 的果 实普遍 被 当 地 居 民作 为 水 果 生 食
,

尤 其 为 儿 童 所 喜爱 ( 印度
、

斯 里 兰 卡 )
。

( 3 ) 水椰 ( N 歹尹。 介 、` i e a 。、
)

水椰 花 梗 的 汁 液 利 用 十分 广 泛
,

可 用 于制 作棕 色糖 和 醋
,

作 为 渔 民 饮食 中的主 要 调 味 品

( 印尼 ) ; 也 用 于 制 作酒 精饮 料 ( 印 度 )
。

从 水椰 中获取 汁 液 成 为 海 岸居 民 一 项 重 要 活 动
,

被 用

于 生 产当 地 很 有 名 的
“ tub a ”

酒
,

颇 受 欢迎
,

成 为家 庭 酿 造 业 的 重 要 原 料 ( 菲律 宾 )
。

( 4) 木 榄 属 ( 肠 啊* e7 二 )

胎 生 的 真红 树 植 物的 繁 殖 体 ( 胚 轴 )
,

特 别是 木 榄 属 植 物 的 胚 轴
,

在 困 难 时 期
,

是 偏 僻 渔

村 居 民 的救 荒食 物 ( 印 尼 )
。

( 5 ) 白骨 壤 ( 月 ,, 不。 e , , : 。 阴 a , ` , 。
)

白骨 壤 果 实也被 海 岸居 民作 为 食物
,

用 于 配 制 菜肴
,

有 独 特风 味 ( 印度 )
。

红 树 植 物 因 富 含 丹 宁
,

故 其 果 实
、

胚 轴作 为食 物
,

需 经 过 水 煮 漂洗 处 理
,

才能 去 除 涩

味
。

4 红树林 区的 畜牧 业

在 印度 的 K ul oc hh 海 湾 地 区
,

由 于 降雨 稀少
,

干 旱 的 陆地 上 没 有 什么 植 被
,

因 而 在 潮 间 带

茂 密 生长 的红 树林 从 遥 远 的 古 代起
,

就 作 为 骆 驼 的 饲 料
。

今天
,

人 们还 可 以看 到 几 千 只 骆 驼

啃 食 红 树 林 的 树叶
。

在 饥 荒 时 期
.

红 树 林 是 骆 驼 唯 一 的饲 料来 源
。

而 白骨 壤 属 植 物作 为 词 料

被认 为 对 乳 牛很 有 益
.

其果 实 与棉籽 一样 富 含 营 养
。

在 印度
,

红 树 林 为骆 驼
、

牛
、

山羊 提 供

青 饲 料
.

特 别 是 白骨 壤 群 落
。

巴 基 斯 坦 的 专 业 骆 驼 放 牧 者
,

每年在 洪 水季 节 从 内陆来 到 海 岸河 口 红 树林 区 放 牧
。

这 些

骆 驼 甚 至 能 游 泳
,

并 在 高 潮 时 站 在齐 膝深 的海 水 中 啃 食红 树林 树叶
。

当地海岸居 民 则在 适 宜

的 地 方 放 牛
,

用 白 骨 壤 叶 子 作 为 青饲 料
。

由 于较 大 较 密的 树 林
,

动 物 难 以 接近
,

通 常人 们进

去 采 摘树 叶
.

用 小 船运 出
。

白骨 壤 青饲 料 可在 当 地 市 场 上 出售
,

供 应 一 些 养牛 场
。

在斯里 兰 卡
,

红 树 属 和 白 骨 壤属 的群 落很多
,

海 岸 居 民用 树 叶作为牛
、

羊的饲 料
,

特 别

在 干 旱 季 节
,

这 种 用 途 更 普遍
。

在 上 述 国家
.

牲 畜大 规 模 啃 食 红 树 林 导 致 过 度 放 牧
,

成 为 红 树 林 退 化 的重 要 原 因
。

5 红树林 区 的养蜂 业

红 树 植 物 是 一 种很 好 的 蜜 源 植 物
。

澳大 利 亚 许 多 市场 上 销 售的蜂 蜜来 源于 红 树 林 区
,

在

各 种 来 源的蜂 蜜 中 占有 显 著的 比例
。

印度 主 要 的红 树 植 物 蜜源 为 角果 木 群落和 海 漆 群 落
,

生

产的 蜂 蜜在 市 场 上 普遍 可 见
。

6 红树林 区的 海产 捕 捞业

红 树 林 为 近 岸海 洋动 物 提 供 食料 和 繁育栖息地
,

因 而 其 水域 海 洋 动 物 产 品 极 为 丰 富
。

在

斐 济 作 过 一 项 调 查
,

科 学 家从 红 树 林 区捕 捞到 87 种 鱼
,

有 83 %被 居 民 所鉴 别 和 认 识
,

并 且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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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过
。

而 软体动物和 甲壳动物
,

对 斐济人 来 说
,

是食 谱 中最重 要 的组 成 部分
。

在 巴 基 斯坦
,

每年十 月 至 次年 三 月
,

是 渔 民们最繁忙的 时期
。

他们全 家 离开 村庄 在红 树

林 分布的河 口 适 宜 地 点 建立 临 时 小屋
,

捕捞 鱼 虾
,

传 统 上 是用 源 于 红树林 的薪柴 就 地煮 虾
,

摊

开 晒 干
。

现 在因 鲜虾市场价 格 高
,

则 用 摩 托艇 快 速 运 往 卡拉奇
。

予 印度尼 西 亚 的 渔 民
,

传统 的渔业 操作 在红 树 林周 围水域 进行
,

或 在其 中的沟渠 和 溪 流中

进 行
,

普遍 使用 固 定渔 具
,

横截 竖 立 在 河 口 水道 上
,

获取 鱼 虾
、

软 体动物和 蟹
。

其 中 以 cS yll 。

s er 、 at (青蟹 ) 最 有商 业 价值
。

在 东爪 哇
,

C h a n 。 。 鱼 苗 的收集在角果 木 林 中进 行
,

事先 挖 好陷

坑
,

这 种 鱼 苗随高潮进 入 陷坑 寻 找栖 息处
,

退 潮后 人 们用 三 角 网 捕捞
。

由于 这项 活 动 在 经 济

收入 上 极 为 重 要
,

以 至 当 地 的 角果 木林 被认 为是神圣 的
。

7 红 树林 区的海 产养 殖业

7
.

1 鱼 虾养 殖
。

这 是 最 先 发 展 的 类 型
,

在 亚 太 地 区 已很 普遍
,

主 要 养 殖 虾
、

蟹
。

由 于 需要

在 潮 间带 建立 鱼 塘
,

因 而 有 时 需要 砍 伐清除 原来的红 树 林植被
。

但 周 围 红 树林 的存在
,

其大

量 凋 落物 对 其 有养育 作 用
,

通 常还 需人 工 投 入 饵料
。

斯里 兰 卡 正 在 积极 开 发 泥蟹 和 各 种虾的

养殖
。

7
.

2 珍 珠养殖
。

红 树林海 岸 居 民 现 在也 在附近 水 域发 展 珍珠 养殖业
,

因 为珍 珠作 为 装饰 品

和 药物等 用 途具 有很 高的 经 济 价值
。

在澳 大利 亚 的 ca ep Y or k 和 N o rt he r n eT rr iot yr 水 域
,

人

们开 始 有 限 程 度 地 养殖 珍珠
。

7
.

3 鳄鱼 养殖
。

鳄 鱼 皮 具 有 很 大 的商 业 价值
,

因而 人 们在斯 里兰 卡 红 树林 区 开 展鳄 鱼 养殖
,

用 林 区各 种鱼 类来 喂 养鳄鱼
。

8 红树植物作 为材 料的民 间利 用

在 泰 国
,

有 的 村 庄 住 宅 群 整 个 地 建立 在 潮 间带 红 树林之 中
.

房屋 高架在 木 桩 上
,

相互 之

间由 栈道连 通
,

四 周 被红 树 林植 物 所 围绕
。

与外 界的往 返 交 通 依 赖 于 小 木 船
,

生 活 用 水靠积

贮 雨 水来满 足
。

全 部建筑 材 料来源 于 红 树林
。

印度 尼 西 亚 的 爪 哇
,

现 在 仍 有 这 类 位 于 红 树林 中的水 上 栏 杆式 建筑
,

几 乎 全 由红 树林木

材建成
,

其四 壁和 屋 顶 由棕桐 科 的水椰 叶子 铺敷 而 成
。

建在干 燥陆地 上 的 住房
,

还 用 红 树林

木材在 四 周 围成栅栏
。

海岸 居 民依据 木 材性质 的不 同
,

把各种 红 树林 植物分别用 于 不 同 的 目的
。

在 巴 布亚 新几

内亚
,

红 树 属 和 木 榄 属 因 强 度 高 且挺 拔
,

其 木 材 被 用 于 造船和 建房
,

而 木 果 棣用 以制 作家俱
。

印度 以 木榄制作 电线 杆
,

先用 石 炭 酸和 煤 油 混 合液 处 理
,

增 强 其耐久 性
。

海 漆的木 材用 以制

作火 柴梗
,

因 其燃 烧特性 较适宜
。

在 泰 国
,

渔 民 们建 房所 用的种类 主 要 是正 红 树
、

红 茄琴
、

角

果木属
、

木榄 属 和 海 漆
,

其 中以海 漆用 得 最广
。

不 同 种类 用 于 房屋 的不 同部位
,

红 树 属
,

木

榄属 和 木 果 糠属 用 作房柱
、

联条
、

窗框和 屋 顶 架
。

地 板 和 平 台 利 用 红 树属 和 木 榄属 制作
。

建

造 一 所典 型 民居 需用 9一 2 0耐 红 树林 木 材
。

制作 鱼 具
,

多 数用红树属 植物
,

因 较能抗 拒腐蚀
。

捕 蟹器 具等用 正 红 树制作
。

而 水 椰 叶 片除铺 敷屋 顶 外
,

还 用 以 制造卷 烟
,

包裹烟丝
。

在斯 里 兰 卡
,

海 桑 的 呼 吸 根被 加 工成 瓶 塞和 渔 具浮 子
,

因 其 比 重 较小
,

作 为软木使 用
。

海

桑 木 材可制作 鞋后 跟
,

具有 较好 的弹性
。

木雕 匠 用 海芒 果木 材 制作各种 小 木 人
、

面 具 和 木偶
,

作 为 独 特 的艺术 品
,

显 示 出 红 树林 在 当地 文化 上 的重要 性
。

菲律宾 民 间
,

常以 木 果糠 的木 材

制 作多 种 乐器
,

具 有较 好 的 音质
。

澳大利 亚 的 木 刻 工 匠 选择 某 些 红 树林 木材 制作装饰 品
,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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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较好 的销 路
。

9 红 树植物作为原 料的民间 利 用

红 树 植 物含 有 一 系列 独 特 的生 化成分
,

在 海 岸居 民 的生 活和 生产 中被 广 泛 利用
,

并且 在

化工 原料开 发方面 具 有广 阔前景
。

在斯里 兰 卡人们从 红 茄枣和 角果木获 取单宁
,

用 于 染 浸渔 网和船 帆
。

这 类树皮 可在市场

上 销售
。

泰 国 和 印度
,

这种用 途 也很普遍
,

主 要 用 角果 木属
、

红 树属 和 木榄 属植物树 皮
。

但

现 在 由于 替代 品 的 出现
,

这种处 理 方法正 在消失
。

菲律 宾 已建立 地方 工 亚
,

从 红 树林 中获取

单 宁
,

用于 制革
、

人 造 板粘合剂
、

墨 水
、

防锈剂
、

杀 虫剂
。

从 红 树林 获 取 的 化工 原 料 还 有很 多
。

澳 大 利 亚 在 40 年代制造 肥皂
,

曾用 红 树植 物制造 碱

灰后 加以 干 馏
,

从 炭 窑通 风 口 收集浓 缩
。

原 始的浓缩 成分基 本 上 是木材干 馏 所得 的酸类物 质
。

经 过 复杂 的工 艺
,

乙 酸
、

乙醉 和 焦油 可分 别提 取 出 来
,

分别 占 5
.

5%
,

.3 4%
,

和 6
.

5%
。

菲 律宾从 红 树属 植 物 中提取 一 种物质
“

纤 维 素黄原 酸醋
” ,

这 在纤维 素提 取 物 中 最重 要
,

用 于

所 有常规 的纺织业 需 求
,

是 生 产轮胎帘子 布
、

工 业 传送 带
、

玻璃纸 和 纸 浆 的原 料
。

另 外
,

红

树林 植物还 是 树 胶
、

树脂和 蜡 的原 料
。

水椰 是 很 有用 途 的原 料植 物
,

其花 梗 汁 液 富 含 糖 分
,

长 期 以来被 人 们收 集 利 用
。

菲律宾

用 以 酿酒
,

巴 布亚 新 几 内亚 用 以 生产糖浆 和 醋
。

从 水椰 汁液 制造的 乙 醇 可作 为燃 料的潜 在能

源
。

提取 水椰 花梗 汁液有许 多传统的经 验
。

如 在 采集 季 节前 先进行预备处 理
,

摇 动弯 曲花 梗
,

这样 可以 增 加产量
。

一 枝 花梗 每天 可 以 流 出 汁 液
,

持 续 3 个 月
,

能 生 产 43 升 汁 液
。

在 菲律 宾
,

每年 每公 顷水椰 可生 产 酒 精 64 80~ 1 0224 升
。

而 甘蔗 仅为 3550~ 67 7 7 升
。

如 果 管理 和 工 艺改

进
,

水椰 生 产 酒精 可 望 达 到 1 8000 升
。

乙 醇 可 以 作 为无 污 染 的憔 料
,

并 具 有广 泛 的化 工 用

途
。

10 红树植物作 为燃料的 民间利 用

红 树植物 作为燃 料加 以 利 用
,

有二 种 形 态
:

一 是收 集后 晒 干直 接 作为薪 柴
,

一 是 进 一 步

用 土 窑加工 成木 炭
。

在 菲律宾
,

薪柴 和 木 炭广 泛 用 于 家庭 日常生 活
,

海岸 居 民主 要靠红 树林提 供燃料
。

在木

炭生 产 中
,

红 树属 植 物 受 到 偏 爱
,

因 为 它 们有 较高的热 值
,

且 比重 较 大
。

在菲律 宾的硬木 中
,

红 树属 木 炭被认 为是较好 的木 炭
。

在 巴 基 斯坦
,

红 树林 薪柴是 上 市 交 易 的 商品 燃料
,

大量地 由红树林 海 岸销往 卡 拉 奇
。

除

了用 于 家庭 生活 外
,

渔 民在海 上 就近 采 用
,

直接 在船上 烹 调食物
.

白骨 壤被 认为作 为薪 柴质

量较差
,

只有 在其它 种类缺 乏 时
,

这种薪 柴才用 于 加 工 虾
。

在 斯里兰 卡
,

通 常仅 仅 利 用红 树 林落 地 枯枝
,

包括 呼 吸 根
。

为 获取 单宁而 剥 掉树 皮的茎

杆特别 受欢迎
,

因 为产 生的烟较少
。

在 泰国
,

正 红 树和 红 茄尊为人 们所偏爱
,

因 其木 质致密
,

产 热较 多
,

常用 以 烧制木 炭
。

其它 如 木榄和 角果木 等也被利 用
,

但其木 炭质量较 差
。

而 白骨

壤
、

木 果糠等 因 烧炭 不理 想
,

直接作 为薪 柴 利用
。

泰国 生 产的红 树属植 物木炭
,

还 出 口 到 马

来西 亚
、

新加 坡 和 香港等 地
。

11 结语

红树林 生态 系 统 不 仅对 全 球 生态 平衡 起着 独特的作 用
,

而 且 是 红 树林 海岸居 民 赖 以 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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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太 区红 树林资源 的 民间传统利 用 12 1

的重要生物资 源
。

人 口 压力和 经济发 展 的需要
,

导致 人 们盲 目开 发
、

过 度 开 采红 树林资源
。

因

此有 必 要 对 海岸 居 民 与红树林 生态 系统的相 互 关系
,

以 及 民间 传统 利用 的经 验作全 面 系统的

探讨
,

提高人 们对 其重要 性 的认识
,

以实现 红 树林资 源的严格 保护与合理 开 发
,

达 到 永续利

用 的 目的
。

我 国 的广西
、

海 南
、

广东和 福建等省 区 广泛分布 着红 树林
,

海 岸居 民对 红 树 林生态
、 系统的民 间利用

,

同样积 累了 丰 富珍贵的经 验
。

我 们已 经对此 作了初步 调查
,

对此 将另 文专

题探 讨
。

从 我国 和 其 它 国 家红 树林 的历 史和 现 状 来看
,

这 一 生态系统 处于 濒 危状 态
,

主 要原因是

海岸居 民 在 人 口 增长与商 业 开 发 的压 力下
,

对其过 度开 采
、

盲 目转换利 用
,

导 致 植被和 生 境

的人 为破 坏
。

如 何总结 传统 民间利 用 的经 验
,

开 展 对红 树林资 源的综 合利用
,

在保 护 的前提

下
,

进 行 合理开 发
,

把 生态效益 与经 济效 益相结合
, ’

是我 们从 事红 树林 保护 与研 究的关键 任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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