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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

中 国 红 树 林 研 究 中 心
”

的 必 要 性 和 中 心 的 任 务

范航 清

(广 西 红 树 林 研 究 中 心 北 海 5 36 000 )

摘要 综 述中 国红 树林 资源
、

自然 保 护和 研 究 的现 状
,

介 绍 红 树林生 态 系统 的 价 值和 国

际 上与红 树 林有关的重 要 活 动
。

根 据我 国 目前红 树 林工 作 中存 在 的 问题
,

论 证 了成 立
“

中 国红 树 林研 究 中心
”

的必要 性
,

提 出 了中心 的 主要 任 务
。

关链 词 红 树林 中 国红树 林 研 究 中心

长期 以 来
,

我国 在红 树林的 自然 保护 〔̀
,

’〕、

科学 研 究 〔水 ` , 和 开 发 方 面 已 做 了 不 少 工 作
,

但 由

于 缺少 一 个 代 表国 家 水 平 的专 门 机 构来规 划 协调 全 国 的红 树林 工 作
,

从而 制 约 了 该方 面 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
,

影 响 了 我国 该领 域 研 究在 国 际上 的学 术地 位
。

今 天 国 际上 的重 视
,

国 内沿 海 社

会 经 济的发 展 形 势 和 红 树 林 研究 的现 状 已 将 成 立
“

中 国 红 树林研 究 中心
”

的 问 题提 到 议 事 日

程 上 来 〔5 , 。

本 文 以 此 为 目标 展 开 论 述
,

试 与国 内外 同行 商榷
。

1 红树林资源 及其作 用

海岸和 河 口 地 区 是 人 类文 明 的汇 聚 之 地
,

这 一 人文 地理 固 有的 边 界 效应 使 世 界 沿 海经 济

的发 展 直 接或 间 接 地 破 坏 了 大 片海 岸 红 树 林
,

迄 今全 世 界 红 树林少 于 l
,

70 0 万 h耐
,

由 60 余

种 植 物组 成 ( 仅 指真 红 树 ) 〔旬 。

我 国 有红 树林 植 物 37 种 ( 包括 真 红 树和 半 红 树 )
,

其 中 真红 树

不 超过 27 种
。

红 树林面 积 在 80 年代 初 期约 近 4 万 h耐 〔7〕 ,

可今 天 估计 不 达 1
.

5 万 h耐
,

它 分

布在 广 西 ( 5
,

6 5 4h m 2
)

` ,

海 南 ( 4
,

836 h m 2
) ` 吕, ,

广 东 ( 3
,

8 13 h m 2
) ` , , ,

台 湾 ( 3 00h m 2
)

,

福 建

( 2 50h m ’
) 〔̀ , 和 浙 江 (极 少 量 )〔̀ , 。

红 树林及 其 特 殊 的 植 物 生 长 环 境 早 在 古 代就 为 人 们所认识
。

1 8 88 年 cu irt ss 发 现 了红 树林

对 岛屿 形 成 及 延 伸海岸 线有 促进 作 用
,

于 是 开 始 了人 们对 红 树林生 态 作 用 的认识 〔̀ 。〕。

19 71 年

eH ia d 和 Od
u m 在美 国 南佛 罗里 达河 口红 树林 区的研 究

,

首 次 揭示 了 红 树林 的大量 有 机 碎 屑 是

河 口 和 浅海渔 业 高 产的重 要 原 因 〔“ 〕 ,

于 是 从 19 7 5 年起 有关红 树林 的科学 文 献 归 入 水 产科学

和渔业情 报系统 ( A SF A )
。

以后 的研 究表 明
,

红 树林在 防 止 海岸 侵蚀
,

防浪 护堤
,

发展 滩涂养

殖 业 和近 海 渔 业
,

净化环境美 化景观
,

维 持物种多样 性
,

保 护基 本库
,

解决 海平面 上 升 的生

态 危机
,

科学 研 究
,

提取 海洋药物和 天 然杀 虫剂 〔̀ 2 , ,

旅游 等方 面 具 有重 大 的价值
。

这 些 作 用

跟沿 海社会经 济活动有直 接联 系
,

因 此 在 人 口
、

资源
、

环 境成 为 世 界普 遍关注 的三 大热点 的

·

国家海洋 局第 一海 洋研究所遥感 室 19 88 年 11 月和 198 9 年 2 月大 于 I 00 0m : 象 元 的卫 片分析 数据
19 95 年 8 月 27 日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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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

红 树 林的 研 究 内容 已远 远 超 出植 物 学 的范畴
,

扩大到 与红 树林有 关的 一 大类海岸 湿地

生态 系统
。

2 国际红树林组织 的主要活动 和 研究 内容

杨世 伦和 陈吉余娜 , ,

林鹏
`

曾就 国 内外红 树 林研 究的动态 作 了 介绍
,

本 文在此基 础 上 进行

一 定的补充
。

国 际上 的红 树林 的研究 兴起 于 七 十年 代
,

在相 当程 度上 属 一 类新兴 的研究领域
。

198 2 年 10 月 28 日红 树林的 内 容写 入 了 联 合 国 通过 的
“

世界 自然宪章
”

( w or ld hC
a ert r fo r

N at 盯 e ) 的 附件部分
,

从此 全 球 红 树林 的 研究蓬勃 发展
。

在 U N SE co 的支持 下
,

全 球组 织 和

实施了 红 树林 的
“

亚 太 地 区 区域 合作计 划
” 、 “

西 亚 地 中海 区 域 合作计划
” 、 “

非洲 地 区 区 域计

划
”

和
“

加勒 比海 区域合 作计划
” 。

澳大 利亚
、

日本
、

马 来西 亚
、

泰 国 和 印度等 国 成立 了 红树

林委员 会 或相关 的 研究和 管理 机 构
。

这 一 形 势终 于 使
“

国 际 红 树林生 态 系 学 会
”

( IS M E ) 于 1 990

年 8 月 23 日 在 日 本 东 京 诞 生
。

IMS E 总 部 现 设 在 日本 琉 球 大学
.

19 91 年 5 月 IS M E 跟

U N Es c o
,

u N D p 联合
,

在曼谷 召 开 了
“

红 树林 宪章
”

(hc ar t er f or M an g r vo es ) 的起草 会议
,

还

于 1991 年 和 1 9 , 2 年分 别在 东南 亚
、

拉 丁 美洲 和 非洲地 区组 织 了两 个 国 际 红 树林 研 究计划
。

在 1 992 年 的
“

联 合国 环 境 与发 展 大 会
”

( U N C E D ) 上
,

sI M E 曾派 出 两 位 代 表 向大 会 提交
“

红

树林 宪章
” ,

争取 宪章作 为附 录 收 入
“

地 球 公 约
”

( aE rt h C h aP etr )
。

此 外
,

以 IS M E 主 席
,

印席

著 名植 物分 类 学 家 和 生 态 学 家 M
.

5
.

Sw a m i n a ht a n 命名 的
“ Sw a m i n a t ha n 研究基 金

”
( s R F ) 支

持 的 全 球
“

红 树林 基 因 资源 保护
”

计 划 已开 始 实施 ` 川
。

1 991 年亚 洲 和 西 非 的 8 个 国 家 已 向 SR F

推 荐 了 22 个 红 树林地
,

申请 建立 红 树林基 因 资源保 护 中心
。

我国 政府 亦 收到 了 推荐邀 请 信
。

在 许 多 大 型 国际 学 术大 会 上
,

红 树林 的研 究
、

保护
、

管理 和 教 育 问 题 已成 为重 要 的会 议

内容
。

例 如
,

19 91 年 5 月 在 巴黎 召 开 的
“

海 洋系统 研究和 持续 发 展
—

国 际海岸 海 洋 会议
” ,

和 1 992 年 9 月 在美 国俄亥俄 州哥 伦布 市召 开 的
“

国 际 第四 届湿 地 生 态 大 会
”

上
,

红 树林均 是

讨 论 的 重 要 内容之 一
。

今年 ( 199 3 年 ) IS M E 第 二 届 大 会将于 6 月 底 7 月初 在 日本 的 o k i an w a

召开
, “

亚 太 红树林 生态 系统学 术 讨论 会
”

将于 9 月 在香港 召 开
。

从 研 究 内容 上 看
,

全 世 界 红 树林 的主 要 研究 内容有
:

红 树林 的资 源 面 积
、

分布和 群 落结

构 ; 红 树林 的 生理 生 态 学 和 营林 技术 ; 红 树林生 态 系统 的结构 及各要 素间物 质的 循 环 和 能量

的 流 动 ; 红树林 与近 海 渔 业 ; 红 树林 与鸟类 ; 红 树林沼 泽 疾 病 流 传的通道 ; 红 树林 的环 境 净

化与指示 作用 ; 红 树林 生 态 系 统 结构 和 功 能的变 化与 全 球气候演变 的关 系 ; 红 树林 基 因 资源

的 保 护和 开 发 利用 ; 红 树林 的社会 经 济生态 学 ; 红 树 林生 态 系 统的管理
、

立 法 保 护 和 公众教

育等
。

尽 管红 树 林方面 的研 究 内容十 分广泛
,

但从研 究的 目的性 看
,

发 达 国 家跟 发 展 中 国家 有

所不同
。

美国
、

澳大 利亚 等发达 国 家 由于 食物 的丰富 和 较 少 存 在人 为 直接 破坏红 树 林的 问题
,

所以 较注 重 基础 研 究 ; 而 发 展 中国 家在开 展 基 础研 究的 同 时
,

较重 视 合理 利用 红 树林 为社会

经 济发展 服 务的 问 题
。

19 92 年台风 严 重 危害 了美 国 佛 罗 里 达的 红 树林
,

于 是 气候 变化对 红 树

林的 影 响 成 为 目前美国 红 树林 研 究的热 点
。

预计今 后 与 段 时间 内
,

自然和 人 文综 合 因 素对红

树林生 态 系 演化 影 响 的模 型 建立 和 预测 ; 红 树林基 因 库 的保护 和 生物 多 样性研 究 ; 红树林 的

恢复 和 重建生 态 工 程 ; 红 树林 与海平面 关 系 ; 红 树 林信 息物质及 其对 近 海 渔业 的影 响等 间 题
,

将成 为国 际 上 研 究的热 点
。

林鹏
.

国 内外 红树林研究现 状
.

中国 生态 学 会通 讯
,

北 京
,

1992
; ( 3 )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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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 国 红树林 的保 护 和研 究概况

3
·

1我 国 红树林 的 资源 保护

历 史上 我国 曾拥 有 大 面积 发育高大 的红 树林
,

但近 三 十多 年来 破坏 十分 严 重
。

估计我 国

2/ 3 以 上 的红 树林 已 消失
,

现 存 部分多为低 矮的次 生群落
。

六 十 年代到 七 十年代 我国 大规模 围

海造 田时代
,

是红 树 林遭 到 最 严 重 破坏的 时期
。

围 垦 的红 树 林滩 涂 分别用 以发 展 盐 业
、

农 业

和 养殖业
。

实践证 明
,

这 类 土 地 中有相 当部分 的开 发 是 失 败 的
,

有 的迄 今仍 旧 荒芜或 生产 力

极低
。

八 十年 代以 来
,

随 着 沿 海社 会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

人 口 急 增
,

毁林 养殖
、

挖 捕 林 区 经 济

动物
、

海水 污染
、

游 客压 力等 日趋严 重
,

更 加复杂 的间 接破 坏事 态 已经 形成
。

针 对 这 一 严 峻

的现 实
,

我 国政 府 已 采取 了措施
,

先 后 在海 南
、

广 西
、

广 东 和 福建成 立 了 7 个 红 树林 自然 保

护 区 ( 表 l )
。

我国 地 方 海洋部 门在近 年 内可能建立 的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还 有
:

海 南新村 港海

洋 自然保 护 区
,

海南 牙龙湾海 洋 自然 保护 区
,

广 东钦 州岛海 洋 自然保护 区
,

福建漳江 口 红 树

林 自然保护 区 〔̀ 5〕。

广 西 山 口 国 家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和 广 西 北 沦 河 口 红 树林 自然保护 区属 海洋

类型 自然 保护 区
,

保护 对 象扩 大 到 整 个 红 树林海 岸生 态 系
,

这 是 自然 保 护 工 作 在 科学 意 识上

的 一 大进 步
。

其 余 5 个 红 树 林 自然保护 区 属 林 业 部 门管 理
。

此 外
,

台湾 已有淡 水 河 口 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

香港 有米埔红 树 林 自然保 护 区
。

表 1 我国的 红树林 自然保护 区 (至 1 9 92 年止 )

n a ut r e r e s e r y 朗 i n C h i n a ( u P ot 1992 )

序 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号

T a bl e 1 M a n g r o v e

地 理 坐 标 成 立 时 间 保护 面积 有林面 积 红 树植 级 别 备注

( h m
Z

)

5 20 0

3 33 3

4 05

20 0

h( m , ) 物 种类

海 南东寨 港红树 林 保 护 区

海 南 文 昌头 宛红 树 林保 护 区

广 东 深圳 福 田 红 树 林 鸟 类 保

护 区

19
0

5 4
`

N
,

1 10
0

20
`

E 198 0 年
19

0

3刁
`

N
,

1 1 0
0

45
,

E 19 8 一年

22
0

32
`

N
,

1 1 4
0

05
,

E 1 98 4 年

1 733

2 00 0

1 1 1

2 0

2 6

国 家级

省级

2 刁
。

29
`

N
,

1 1 7
0

55
`

E 198 8 年

7 省 级

4 省级

14 国家级

13 省级

不 详 省级

7
,.且

八曰ù八”曰吸OC,d山乃,d77Q
时

.1.一h

福建九 龙 江 口 红 树 林保 护 区

广西 山 口 红树 林保护 区

广西 北沦 河 口 红 树林 保 护 区

广东 湛江 红 树 林保护 区

合计 面积 (h m , )

2 1
0

28
`

N
,

109
0

43 , E

2 1
0

30
,

N
,

108
0

0 9
,

E

不详

199 0 年
1 99 0 年

1 99 1 年

8 00 0
/

2 68 0

2 00 0

18 2 18

1
.

19 88 年升 为国 家 级
,

该 保护 区保护鸟类 95 种
。

2
.

海 洋类型 红 树林 自然保护 区
。

山 口 红 树林 自然保护 区为 我国 199。年首批 五大 国家级 海洋类型 自然保

护 区 之 一
,

19 93 年 7 月 12 日该保护 区和 福田保护 区被 纳 入
“

中国 生物 圈保护 网 络
”

的首批 正式 成

员
。

我国 红 树林 自然保 护 区保护 的红 树林 总 面 积 已达 6 78 1h 砰
,

约 占现 有全 国 红 树林 面 积的

46 %
。

这 些保护 区 的建立
,

为保护 红 树林 的基 本 生态 过 程 和 生 命维 持系统
,

维 护物 种多样性

和 基 因 库
,

扩 种红 树林 和 开 展 科学 研 究起 到 了积极 的推动作 用
。

3
.

2 我 国红 树林 研 究概 况

我 国 的红 树 林研 究始 于 50 年代
,

根据林 鹏的观 点
` ,

大体上 经 历 了如 下 几 个发 展 阶段
:

林鹏
.

国际 海 洋海 岸计划 和 中国 红树 林研 究 (简 介 )
.

1991 年 (油 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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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我 国在红 树林方面 开 展过工 作 的单位 (不 完全统 计 )

T ab l eZ A驴n e i esr d atd et o ma
n gr ov er e` er a eh in

h C in a( In O O日n P l et e )

省 (市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广西

1海 南 省林业 厅

2东寨 港 国家红树林保护 区

3中山大学

4 华南植物 研 究 所
5林科 院 华南热 带林业研 究所

6中科 院 南海 海 洋研 究所

7仲凯 农 业技 术学院

8 广 东省土壤研 究所

9探 圳福 田 红树 林鸟类保护 区

0 1广西 红 树林研 究中心

广西 农学 院

广西 师范 大 学

广西 海 洋研 究 所

北海 市林业 研 究所

广 西 科委 海洋处

钦 州地 区科委

合浦 县林 业 局

防城 县林业 局

北沦 河 红树林保护 区

山 口 国 家红 树林保 护 区

厦 门大学

已 开 展的主要 工 作

引种 扩种

引种 扩种
、

旅游

分类
、

群 落
、

生 产 力
、

鸟类
、

污 染生 态学

分类
、

群 落生态

造林
、

生产 力

群落
、

沉积
、

土 壤
、

元 素

形 态解剖

土 壤理 化特征

引种扩种

群 落
、

生 物量
、

造林学
、

沙生红 树林
、

土 壤
、

底栖 动 物
、

浮 游 生 物
、

底 栖 硅 藻
、

养殖 开 发
、

生理 生 态
、

物 质 循 环 和 能量 流 动
、

系统改 造

和重 建
、

社 会经 济生 态

群落
、

资源 分布
、

元素
、

土壤

生 产力
、

分解作用
、

能量

红树林海 岸
、

环境

逆 境造林

卫 星遥 感
、

自然 保护
、

资源综 合开 发和 利 用

养殖开发

扩种 和保 护

国界 海洋红 树林工 程

扩种

旅游

分类
、

群落
、

生物 量
、

生 产力
、

元素
、

能量
、

分解
、

污 染 生 态
、

底栖动 物
、

微 生物
、

生 理 生

态
、

引种 驯化
、

社 会 经 济生态

生产 力
、

底栖动 物

群落

卫星 遥感

地质

红树林海岸

海 岸保护
、

湿 地

花 粉

生产 力
、

动植物 区 系
、

污染生 态
、

鸟类

污染 生 态学

养殖
、

旅游开 发
、

宣传
、

教育

红树林生 态

海广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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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山东

安徽

江苏

上海

北京

香港

台湾 32

国家海洋局 第三 海洋研究所

福建师范 大学

国家海 洋局 第一 海 洋 研 究所

安徽 矿 冶学 院

南京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北 京植物所

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米埔红 树林保护 区

中央研 究院植 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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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已 开 展 的 主 要工 作

33中决 研究 院动 物研 究 所 鱼类

3刁 台湾 师 范大 学 蟹类

35 台湾大 学 分 类
、

管 理

3 6台湾省林业试验 所 造 林保护

①5 0年 代初 的认识 阶段
,

以 红 树植 物的分类 学 为 主 要 内容 ; ② 50 年代 中后 期和 60 年代初 期

的 红 树 林 生 态 学 研 究 初 期 阶段
,

以群 落学 为 主 要 内容 ; ③ 60 年代初 期 到 70 年代 中期 的停 滞 阶

段 ; ④ 70 年 代 中 后 期 的 复苏 阶 段
,

以 植 物 生 态 学 为 主 要 内容 ; ⑤ 80 年代起 红 树林生 态 系统研

究的快速 发 展 阶段
。

90 年代 将是我 国 的红 树林 研究 由 自发走 向有 组 织
,

由单一 学 科走 向多 学

科
,

由纯 基 础 研 究走 向理 论 与 开 发 相结 合
,

由 国 内 走 向国 际 的历 史 新 时 期
。

80 年 代 以 来
,

全 国 许 多单 位 自发 地 开 展 了 红 树林方 面 的 工 作
,

使 我 国 的红 树林事业 有 了

长 足 的发 展
,

形 成 了 相当的规模
。

据文献和 通 讯 的不 完量统 计
,

国 内 ( 除 台湾和 香港 ) 在 红

树林 方 面 开 展 过 工 作 的单位不 下 28 家 ( 表 2 )
,

研 究 内 容涉 及 分 类
、

资 源 分 布
、

群 落 生 态
、

生

物量
、

生 产 力
、

元 素循 环
、

林 下大 型 底栖动 物
、

红 树 林 区 鸟 类
、

微 生 物
、

土 壤 理 化特征
、

红

树 林生 理 生 态
、

海 岸 防护 效 应
、

花 粉 和 地 质地 理 学
、

红 树林 的引种和 扩种
、

红 树林 区 养殖
、

红

树林滨海 旅 游 等 内容
。

鉴 于 广 西 丰富 的红 树林 资源
、

优越的地 理 位 置
,

我国 第一 个 也 是 迄 今

国 内唯一 的红 树林专 门 研 究机 构
“

广 西 红 树 林 研 究 中心
” 199 1 年 12 月 在 广 西 北 海 市成 立

。

“

国 际 红 树 林生 态 系 学 会
”

( sI M )E 登 出 了 该 中心 的介 绍 〔̀ 6 , 。

19 9 2 年 7 月
“

中国 生 态 学 会 红 树

林 生 态 学 研 究 学 组
”

正 式成 立
,

学 组 首任 执行委 员会 主席 是厦 门大 学的林鹏教 授
。

最 近 国 家

有关 部 门 已 开 始认真 考虑 成 立
“

中国 红 树 林 研 究 中 心
”

的问题
。

.3 3 我 国 红 树 林工 作 存在 的 问 题

我 国 的 红 树林 保护 和 研 究 工 作 虽 已 取 得 很 大 的 成 绩
,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规 模
,

但 存 在 如 下 方

面 的问 题
。

3
.

3
.

1 学 科 分 隔 严 重
、

研 究 力 量 分散

红 树 林 生 态 系统 是 陆地 和 海 洋的边 界 系统 二 是 地 球 上 最 开 放
、

生 态 过 程 最 复 杂 的 系 统 之

一
,

这 一 特征 决 定 了红 树 林生 态 系 统 的研 究是 一 项 多 学 科高度 综合的工 作
,

它 需要 植物 学
、

动

物学
、

微 生 物 学
、

林 学
、

生 物 化 学
、

遗 传学
、

海洋 科学
、

渔 水养殖
、

沉 积 学
、

气候 学
、

土 壤

学
、

地 质 学
、

环 境科学
、

系统工 程
、

计算机 科学 等学 科 的人 才
。

而 今我 国 从 事红 树林 研 究的

力量 绝 大 部分 是 生 物 学 工 作 者
,

其它 学 科 人 员 所做 的工 作极 少
。

再者
,

不 同 专 业 的 生 物 学 工

作 者 往 往 分散 在 不 同 的单 位
,

各 自为 战
,

只能在 本专业 的 范 围 内开 展 工 作
,

难 于 集 中有限 的

人 力
、

物 力 和 财 力对 同 一 问题 进 行 系统 研 究
。

3
.

3
.

2 专 门 人 才奇 缺
,

研 究 人 员 缺少 工 作 的连 续性

红 树 林生 长于 工 作 条件十分 艰 苦的潮 间带滩 涂
,

其系 统 的组 成要 素和 生 态 现 象 十分 复 杂
,

它 要 求研 究人 员 具 有 献身精 神
,

经 过 相当 长 时间的观 察
,

积 累 各学 科的 有关 知识
,

获取大 量

的 感性 认识 后 才可能提 出有较 大意 义 的问 题
。

我国 从 事红 树林工 作 的部分 人 员 为
“

候 鸟 式
” ,

在 红 树林生 态 系统 的 基 础 理 论
、

系 统特 征
、

相关 学 科
、

研 究方 法 等 方 面 缺少 应 有 的训 练
,

个

别 者 甚 至 未 见 过 红 树林
。

为数有 限 的 受过 该 方面 教 育和 训练 的 人员 大多 数改行 或 出 国
,

极 少

数继 续 红 树林 的研 究 工 作
,

于 是 在 高 校 出 现 了 只见 文 章 不 见 人 的 局 面
。

许多 研究所 虽具 有多

学 科 的 人 员
,

但 缺 少 红 树 林方 面 的学 术 带头 人
。

总 之
,

在 我 国 能提 出重 大 问题
,

并 具 有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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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立
“

中国红 树 林研 究中心 ”

的必要 性和 中 心 的任务 2 1 7

才 能
,

能 宏 观指 导 多 学 科攻 关 的红 树林 中青年 学 术带头 人 不多
。

3
.

.3 3 研 究人 员远 离红树林 主 要 分 布 区

结 构和 功 能较 完 整 的原 始模式 地 是 自然 生 态 研究 的一 个 必 要 条件
。

例 如 在 探索 红树林与

近 海 物 质
、

能量
、

信息交换
,

红 树 林对 浅海 渔 业 的作 用 等问 题 时
,

需 较 大 面 积 的红 树林研究

基 地
。

从我 国 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的地 理 分 布 ( 表 1) 可看出
,

我 国大 面积 的 红 树林 主 要 分布在

海南 和 广 西
、

广 东的环 北 部湾海 岸
。

这 一 带海岸 的红 树 植物种类 丰富
、

群 落 高大
、

结构复 杂
、

生 境多样
、

潮沟 发 达
、

相关的 动植物 种类 繁多
、

生 态 经济效益 显 著
、

科学 研 究和 开 发利 用 价

值高
,

是我 国 最重 要 的红 树林研 究模式地
。

然 而
,

90 年代 以前 该地 区 的红 树林研 究 力量薄 弱
,

研究 人员 大 多 生 活和 工 作在厦 门和广 州两 地
。

由于 到 红 树林重 要 分布 区的 旅差 费支 出 大
,

仪

器 搬运 困 难
,

样 品 得 不 到 及 时处 理 和 测定
.

对 当 地社会 经 济情 况 不 了解
,

使 得 最 重要 最有意

义 的长 期定 位 和 多 学科研 究无法 开 展
,

从 而 限 制了 我 国 红 树林工 作 的 深 入 和 发 展
。

广 西 红 树

林研 究中 心 的 成 立 在一 定 程 度上 改 变了 这 种地 理 分 隔
、

学 科 分 离
、

系统 研 究 受阻的 不 合理 现

象
。

3
.

.3 3 缺少 全 国 性规 划 和 协调
,

研究 内容低 水 平重 复

我 国 红 树林 的研究 己有 40 年 的历 史
,

研 究单位近 30 家
,

可迄 今 没 有一 个 权威 机构规 划
、

组 织 和 协 调 全 国 的红 树 林保护 和 研 究工 作
,

没 有红 树林 生态 系 统研 究定 位 站
。

目前全 国 的红

树林工 作 基 本上 处 于 一 种 自发的
、

各 自为 阵
、

自封 闭的状 态
。

各单 位因 人 员
、

资金
、

仪 器设

备
、

研 究 基 地
、

信息情报等 方 面 的 不 足
,

研 究 内 容重 复严 重
,

研 究 结果 比 较肤 浅
,

离 世界水

平有 相 当的差 距
.

这 种 现 状 使我们迄 今提 不 出
“

中 国 红 树林 国 家报告
” ,

从 而 迟 滞了 我国 作为

一个 整 体加 入 国 际 红 树林 区 域 合作 计划 的进 程
。

4 成 立
“

中国红树林研究中心
,

的必 要性及 中心的 主要 任务

1 992 年 我 国 政府 在 巴 西召 开 的
“

环 发 大 会
”

上 签 署了
“

生 物 多样性 公 约
” ,

而 红 树林 和 珊

瑚 礁是 海 洋生 物 多 样性 保护 工 作 中最 显 目的 内容
。

可 以认 为
,

我 国 的 红 树林 事业 已进 入 一 个

划 时代的历 史 时 期
,

红 树林 的 研 究和 开发 利 用 工 作 将受到 极大 的重 视
,

同 时
,

社会对 红 树林

的工 作 将提 出 更高的 要 求
。

我 国 的 红树 林研究 和 保护 工 作虽 已 取 得 很 大成 绩
,

但普遍 存在 着

前文所述 的多种问 题
。

国 际 形势和 国 内的发 展 均要 求 成立 一 个 代 表我 国 国 家水平的 红树林专

门研 究机构
—

“

中国红 树林研 究中心
” 。

该 中心 将 担负如 下 主 要 任务
:

①规 划 和 协调 全 国 各地 红 树林的保 护 和 研究工 作
。

②制 定
、

组 织 和 负责实 施 重 大攻 关 项 目
。

③建 立 我 国红 树 林生态 系统生态 定位站
、

开 放实验室
、

中心 数 据库
,

为国 内外专 家和 学

者提 供研 究 基 地
。

④作 为
“

中国 生态 学会 红 树林生 态 学 研究 学 组
”

的挂靠 单位
,

定 期组 织 全 国 红 树 林研 究
、

保护
、

开 发 和 管理 方 面 的学 术讨 论会
。

⑥ 负责组 织 完成
“

红 树 林 国家 报告
” ,

代 表 国家 参加国 际红 树林 区 域合作研究计 划
,

争取

国际 援 助
,

组 织 国际 学 术会议
。

⑥ 为我 国 红树林 生态 系统 研究培养 高级 人 才
,

并 负责全 国 红 树林 管 理
、

保 护 和技术 人 员

的培训 任务
。

⑦创办 我 国 红 树林海 岸湿 地 生态 系 统 方 面 的期 刊
,

促进 国 内 外的 学 术 交 流
。

⑧ 为政 府决策部 门 提 供有关 的科 学 数据
、

红 树 林海岸工 程 设计
、

开 发模式和 管 理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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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中国红树林研 究中心
”

成 立地址 选取 的 几个 重要原 则

为 了 确保拟成 立 的中心 能顺 利 地 开 展 工 作
,

拥 有充分的生 存和 发 展 潜 力
,

在 国 内外享 有

学 术声 誉
,

在
“

中心
”

的选 址 间题 上 需充 分考 虑各种 因 素
,

尤 其是 资源和 地 理 方 面 的不 可 变

客观 因 素
。

5
.

1 评判思 想 公正
,

国 家 利益至 上
“

中国 红 树林研 究 中心
”

的 成立 是 我 国 湿 地 生态研 究领 域 的一 件大事
。 “

中心
”

地 址 的确

立 将 直接 影 响到 将来
“

中心
”

功能 的 发挥和 发 展 潜 力
。

因 此 参与论 证 的 专 家和 政 府各有 关部

门 在 思 想 上 应 实事求 是
,

不 偏 不 奇
,

用 民 主 和 科学 迎 接
“

中 心
”

的 诞 生
。

在论 证 中任何个 人

的偏 见 和 地 区 壁垒
、

行政 壁垒
、

部 门 壁 垒 都无 益 于
“

中 心
”

地 址 的 正 确选 定
。

5
.

2 “

中心
”

应 位 于我 国 红 树林 主 要 分 布 区
“

中国红 树林研 究 中心
”

的 研 究对 象 不 应 是 某一 省份
、

某 一 保护 区或 某一 局 部 地 区 的红 树

林
,

而 应 面 向全 国 各地 不 同 类 型 的红 树林 及 其生 态 功能特征
.

全 面 反 映 我 国 红 树林 的 总 体特

征 和 研 究 水 平
。

为此
, “

中 心
”

不 能 远 离 红 树 林主 要 分布 区
,

也 即
“

中 心
”

应 设 在海南 或 广 西

一 广 东北 部湾 海岸 为 宜
。

这 带海 岸汇 聚 着 我国 主 要 的红 树 林模 式地 ( 自然 保 护 区 )
。

若
“

中

心
”

设 置 于 别处
,

深 入 的研 究 和 开 发 工 作将难 以 进 行
。

5
.

3 “

中心
”

不 应 依 附于 任何 自然 保护 区
,

而 应 独 立 地 设 置 于 大 中城 市或发 展 迅速 的 小 城

市

我 国 的红 树 林 自然 保 护 区 多远 离 城 市
.

交通 不 便
,

信息 闭 塞
,

生 活条 件较差
,

有 的连 水

电 供 应 都成 问题
。

若将
“

中 心
”

设 立 于 保 护 区
,

将难 以 开 展 室 内实 验 和 理 化分 析
,

难以 吸 引

人才
,

难 以进 行学 术 交 流 和 开 发 研 究
。

再 者
,

保 护 区的 工 作性 质使 之 对 人 员 素质的 要 求和 管

理 方 法 都跟 研 究 中心 有 天 壤 之 别
。

研 究 中 心 肩 负 领 导 全 国 红 树林 的研 究和 国际 合作 交 流 的 重

任
,

不 应 在 功能 上 沦 为 单 一 的保 护 和 扩 种
,

在行 政 上 沦 为 保 护 区 的 一个 部 门
。

总 之
,

保护 区

即 使紧 邻 大 城 市
,

生 活 条 件优 越
,

也 只能 作 为 中心 的研 究 基 地 或定 位 站
,

在工 作 上 跟 中 心 紧

紧配 合
,

各有 重 点
。

5
.

4 “

中心
”

须建于 滨海 城 市

红 树林是 海 洋高等植 物 群 落
,

它 的 室 内 培养
、

室 内模 拟 实验 和 动 植 物关 系 研 究 均 需 大 量

的 天 然 海 水
。 “

中心
”

远 离海滨 会 给 室 内 定 量 研究 造 成 极 大 的 困难
。

5
.

5 “

中 心
”

所 在地 要 有较 好 的红 树林研 究 工 作 基 础
,

具 备 相应 的多 学 科 人 才 和 学 术带 头

人

以 一 个 在 红树 林 研究 的 基 础 设 施
、

基 本仪器 较齐 全
,

具 有 多学 科的 研 究人 员
.

具 有 一 定

的红 树林 科研经 验 的地方 科 研单位 为核 心
,

抽调全 国 各地 的主 要 研究人 员
,

聘 请与红 树 林生

态 系有 关的德高望 重 的老一 辈科 学 家组 成学 术指导 委员 会
,

组 建
“

中国 红 树林 研究 中心
”

是

一 个 较可行 的方 法
。

若在 一 个 工 作基 础 薄弱 或学 科 门类仪器 设 施 单调
,

甚 至 于 一个 自然保 护

区 之 类的单位 成立
“

中心
” ,

那 么 基 建工 程
、

仪器 配 备
、

研究基 地 建设
、

人 员 调集等 都要 花 费

更 多 的财 力和 精 力
,

成立 的
“

中心
”

也难 以 尽 快进 人 正 常的 科 研 状 态
。

5
.

6 “

中心
”

所在 地 的公众对 红 树林 的重 要 性有相 当 的认 识
,

中央 和地 方 政府 较 为重 视

红 树林的研究 和 保护 事业 关 系 到 沿 海 社 会 经 济的发展
,

涉 及面 极广
。

实 践 证 明
,

没 有 群

众 的 协助 和 政府的支持
,

红 树林 工 作的 开 展 十分 艰 难
。

有些 地 方 的 领导 和 群众 迄 今未走 出 狭

隘 的价值 观
,

从 而 导 致 了 不 断的砍 伐 破 坏 活 动
。

因 此
“

中 心
”

所在 地的公 众 对 红 树 林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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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

中国红 树 林研 究 中心 ” 的必 要性 和 中心 的 任务 12 9

应 有 相 当 的 认识
,

红 树林资源 被 当 地 政府 作为 发 展 社会 经 济 的一 项有 利 因 素加 以 综 合规划 和

合理 开 发利 用
,

这 样
“

中心
”

的 工 作 才 可顺 利地开 展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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