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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红树林海岸主要分布于广西东部的英罗港、丹兜海、铁山港，西部的暗埠口江及江

平一带，以溺谷湾、三角洲潮滩分布为主．其中大部分为软底型红树林海岸，北海大冠沙白骨

壤灌丛为硬底型红树林海岸；红树林首先只是追随海岸沉积过程．然后生长后再促进淤积过

程，而不是首先生长红树林，然后才开始海岸淤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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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angxi mangroves mainly grow in Yingluo，Dandouhai，Tieshan

and the areas of Anbukou River and Jiangping，and hetterly grow in Yingluo Bay

and Dandouha．Most of these coasts are soft bottom mangal．The coasts where

Avicennia marina grows in Daguansha are hard bottom mangal．Mangroves firstly

grow and try tO adapt tO the process of sedimentary of coast，and than accelerate

the sedimentary process aher they could grow．It is not firstly growth of

mangroves and than begifining the sedlmenta：ry process．

Key words mangrove coasts，modern sedimentary，physiognomy

广西红树林海岸是广西海岸中重要的生物海岸类型，其基本特征是在潮间带上部生长着

称为红树林的耐盐常绿乔木或灌木“o，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的英罗港、丹兜海、铁山港，西部的

大风江溺谷湾、钦州湾、防城港以及珍珠港等一带，其中以英罗港、丹兜海发育最好。广西红树

林海岸方面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有：1984～l986年的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对广

西红树林海岸类型、沉积特征等开展过研究工作；1996年范航清博士对广西大冠沙沙滩红树林

生长区中的海岸沙脊对红树林的危害开展研究工作罾；本人和黎广钊研究员参加了2000～

2001年广西遥感中心和广西海洋研究所合作的广西海岸带遥感调查中对红树林的生长范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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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1西海洋研究所．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研究所．广西海岸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问在研究报告，198 6

②广卣打树林中心广西J匕部湾红树林生态系及其性建恢复的研究．19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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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o。本人在野外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资料，对广西红树林的种类、生态特征、海岸

的分布、海岸的沉积等方面作初步分析。

l红树林的种类及群落结构

广西红树林植物种类有1l科14属14种，占我国现有红树林植物种类的37．8％。主要种类为

白骨壤(Avicenniamarina)、秋茄(Kandelia candel)、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红海榄

(Rhizophora stylosa)、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海漆(Excoecaria agallocha)等。主要群落

类型有白骨壤群落、秋茄群落、桐花树群落、红海榄群落、木榄群落、海漆群落等。不同的红树林

群落类型在潮间带大致与海岸线平行成带状分布。从外滩(低潮线)到内滩(高潮线)，分布的群

落依次为白骨壤、秋茄、红海榄、木榄等单优群落01]。

2红树植物的生态学特征

红树林对特殊潮间带生境的适应过程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生态学特征口]。如白骨壤等的细

胞具有高渗透压，高达3242 kPa 6282 kPa，甚至可达10133 kPa(是普通植物的6倍以上)，可

从高浓度的土壤中吸取水份和养料；繁殖具有胎萌现象，种子在母树萌发成熟后，借助于重力

或外力作用下落插入泥中，生根固定；幼苗亦可随流漂泊远处，遇到适宜的环境固定下来。广西

的红树植物角果木(已灭绝)、木榄、秋茄、红海榄等具胎萌现象，非红树科的白骨壤、桐花树具

有隐胎萌现象，即种子萌芽后仍留在果皮内，并将果皮填满，落人海水中，果皮吸水胀裂，幼苗

也有机会伸出人泥生根。另外，银叶树的果皮具木栓纤维层，能漂浮水面，随流搬运传播”“]。

红树植物的复杂根系是红树林主要形态特征之一uJ。有4种类型的地面根系：1)红树型拱

形支柱根系，从主干下部长出，成拱形弯入土壤，每株有一二百条之多。2)白骨壤笋状呼吸根

系，从地下榄状根大致等间距垂直向上长出。3)木榄型膝状呼吸根系，为地下根系在地面大致

等间距形成膝状突起。4)海漆蛇形表面根系，从根干基部长出，沿地面蛇形伸展。复杂的地面根

系和地下根系，使潮流的历时发生滞后效应，促使悬浮泥沙沉积，并固结和稳定滩面淤泥，使其

不易被蚀去，起防浪护岸和促进泥沙在红树林潮滩淤积之功效。

3广西红树林海岸的分布、沉积与地貌格局

3．1红树林海岸的分布

据卫片解译资料，广西红树林分布在英罗港、丹兜海、铁山港，西部的大风江溺谷湾、钦州

湾、防城港以及珍珠港等一带，其中以英罗港、丹兜海发育最好。在珍珠港、防城港、铁山港、英

罗港、丹兜海等典型的溺谷湾，湾内潮滩面积广，淤泥深厚，是广西红树林的主要分布区。三角

洲如南流江三角洲和钦江三角洲等海湾由于淤积较厚，常有淡水调节，土壤盐度相对较低，也

是红树林分布的主要地段”。。

3，2红树林海岸沉积

在红树林可以生长的各种底质的海岸上，以淤泥质潮滩最普遍和生长最好。I三i色列学者把

红树林分为软底型(Soft Bottom Mangal)(生长于河口湾淤泥质潮滩)、硬底型(Hard Bottom

Mangal)(生长于大洋环境砂砾质潮滩)及其间的过渡类型[5j。

①广西遥感中心．广西海洋研究所广西海洋簿岸带遥感综台洱查，2001

  



第3期 梁 文等：广西红树林海岸现代沉积初探 l 33

广西红树林多为软底型红树林，沉积物以粉砂质粘土、砂一粉砂质粘土为主，主要分布于

溺谷湾及三角洲海岸的潮间带上部。广西北海大冠沙白骨壤稀疏灌丛属硬底型红树林，其沉积

物中砂和砾的含量通常占80％以上n’“。在硬底型红树林海岸通常有由暴风浪形成的海岸沙

脊，据范航清博士调查，北海大冠沙稀疏白骨壤灌木林内的海岸沙脊仍以12．64 m／s的速率向

岸移动‘驯。

有2种主要的红树林海岸特有的沉积物，主要由分解不完全的红树林有机碎屑组成的红树

林泥炭，以粉砂及粘土组分为主，以松软、富含有机质、有硫化氢气昧为特征的红树林淤泥沉

积。它们主要发育于红树林特别繁茂的软底红树林海岸”]。据张乔民等对英罗港表层沉积物的

粒度分析资料，沉积物以粉砂淤泥质沉积为主，砂和砾的含量可达72．6％和44．2％，分选很差。

3．3红树林海岸的地貌格局

红树林海岸基本地貌单元是红树林潮滩、林外裸滩和潮沟系L1]。在广西面积较广的红树林

海岸(如山口红树林保护区)，可见以上地貌单元的组成格局。

红树林基本地貌单元各自具有不同的形态、沉积、功能和演化特点。前二者的分界大致位

于当地的平均海面，成为一条十分重要的生物地貌界线。红树林潮滩多集中分布于受淡水影响

较大的岸段，如钦州湾、廉'k11湾等港湾湾顶簋【树林除沿海岸从高潮滩向低潮滩方向正常展布

外，还可沿注入港湾的河道两岸分布，可上溯几千米，大致与盐水影响范围相当，如廉州湾，近

年来，红树林有上溯生长的迹象。红树林潮滩通常为平均海平面以上的高滩，而裸滩可能是平

均海平面以下的低滩。红树林不能随意地生长或向裸滩发展(无论是发育天然幼苗或人工种植

幼苗)，必须必滩面高程已淤涨至平均海面以上为前提。这也是长期以来对红树林生长与海岸

沉积过程的争论，已形成基本统一的认识：红树林首先只是追随海岸沉积过程，然后生长后再

促进淤积过程，而不是首先生长红树林，然后才开始海岸淤积过程”J。

潮沟系的发育与红树林宽度有关。当红树林带宽度大于200 m时，沿滩坡会发育潮沟系，

加速疏通潮汐水流在林区的漫溢和排泄“⋯。

4小结

(1)广西红树林海岸主要分布于广西东部的英罗港、丹兜海、铁山港，西部的暗埠口江及江

平一带，以溺谷湾、三角洲潮滩分布为主。

(2)广西红树林海岸大部分为软底型红树林海岸；北海大冠沙白骨壤灌丛为硬底型红树林

海岸。

(3)红树林首先只是追随海岸沉积过程，然后生长后再促进淤积过程，而不是首先生长红

树林，然后才开始海岸淤积过程。

广西红树林海岸的研究尚少。针对近年来某些地区毁林围塘养殖或毁林围垦造地，及红海

榄在广西钦州、防城地区消失；角果木在整个广西沿岸消失；榄李、术榄在广西海岸现存量很

少，已成为濒}|占树种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保护和管理工作，可以借鉴广东的

做法，在广西红树林零星分布区增设自然保护小区，并研究广西红树林追随海岸沉积的特点，

结合海岸动力、海岸沉积物的来源等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为红树林的恢复造林及政府部门的

决策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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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的结果与Markowitz的最小方差法的结果一致叫。

4 结语

我们观察(6)式得到，用最小二阶矩方法得到在墨处的证券组合总风险V(X。)可以分解

成2项，第一项是Var(f)，Var(f)是V(Xo)的最小值，它是在X。一EX，即乳一Ef时取得。第

二项是(E}一矗)2，它是由于岛偏离Ef所引起的。虽然矗越接近Ef，总风险V(X。)就越接近其

最小值Var(f)，但此时多头、空头证券组台风险越接近相等，使做空与做多的有利程度几乎一

样，不便于判断当前价格xo适台做多还是适合做空。虽然h偏离埘越远，总风险V(X。)就越

大，但是，当矗<Er时多头风险就越小，此时xo就越有利于做多头证券组台交易；当乳>Ef

时空头风险就越小．此时X。就越有利于做空头证券组合交易。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证券组合

的最小二阶矩方法比最小方差法更具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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