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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广西滨海湿地的现状，分析广西滨海湿地近年来的退化原因，认为广西滨海湿的开垦和改造、近海

污染、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物入侵等，造成了广西滨海湿地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建议尽快从完善

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区的建设，协调经济开发和滨海湿地恢复与保护，加

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技术的基础研究 4 个方面恢复和保护广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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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ata, the status of coastal wetland in Guangxi were 

introduced. The reasons of coastal wetland degradation trend including in recent years were 

analyzed the area of coastal wetland decreased, biological diversity declined , and etc. , which were 

the recla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astal wetland, coastal pollution, biological resources 

excessive used and biological invasion. Four aspects for restoring and protecting coastal wetland 

ecosystem of Guangxi were stated including improving coastal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astal wetland nature 

reserve, coordin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astal wetl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techniques of coastal wetl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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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森林和海洋并称为地球 3 大生态系统。湿

地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体系。由于其在地球

环境健康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及其在生物多样性

和食物提供方面的巨大贡献而被誉为“地球之肾”、

“生物超市”和“基因库”等。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

衍、发展息息相关，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

系统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门。 湿地生态系

统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种丰富的资源，而

且具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滨海？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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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海陆交互作用下经常被静止或流动的水体所浸

淹的沿海低地，潮间带滩地及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m

的浅水水域，可以划分为浅海水域、珊珊礁、岩石性

海岸、海岸性咸水湖、红树林沼泽、海岸性淡水湖、河

口水域和三角洲湿地等类型【2］。

广西滨海濒临北部湾，海岸线东起合浦英罗港，

西至东兴市北仑河，岸线总长 1595 km 。 沿岸有浅海

水域、珊珊礁、基石性海岸、潮间淤泥海滩、红树林泪

泽、泻湖、河口水域等多种类型的湿地凶，包括人工

湿地在内的滨海湿地总面积为 2827. 3 km2 。 近年

来，随着广西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类对湿地生态

系统的干扰和破坏日渐明显，广西滨海湿地保护和

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合理开发所引起的环

境退化、海洋资源减少等问题，将会制约广西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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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阐述广

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现状，在分析广西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恢复与

保护措施。

1 广西滨海湿地自然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

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位于 107。29’E ～ 109°461

E, 20°54'N ～ 22。28啊，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区，具有季风明显、海洋性强、干湿分明、冬暖夏

凉、灾害性天气较多等气候特点 。广西沿海地区国土

面积为 20299 km2 ，占广西国土总面积的 8. 5% ，海

岸线长，岛屿众多，有面积 500 m2 以上的岛屿 651

个，岛屿面积 66 . 90 km2 0 可开发滩涂资源丰富，浅

海生物种类繁多，有浮游动物 104 种，底栖生物 832

种，主要鱼类 500 多种川，以及其他海产动物及藻类

等，此外还拥有我国大面积的天然红树林、海草床和

全国唯一的古火山岛珊珊礁，为发展港口工业、海水

养殖、制盐化工等提供了丰富的自然条件。

广西滨海湿地面积正在日益减少。据统计， 1988

～ 1998 年仅 10 年间，广西滨海滩涂的面积就减少

了 1700 hm2 C5J 。 以潮间带的红树林和海草床为例，

20 世纪 50 年代，红树林面积为 10000 hm2 ，到 20 世

纪末，红树林减少 34% ，面积仅为 5654 hm2[6J . 英罗

港及英罗港口门外的两个海草床的面积也已从

1994 年的 267 hm2 减少到 2000 年的 32 hm2, 2001 

年的 0. 1 hm2 ［飞滨海湿地面积的减少，使越来越多

的生物物种失去生存空间，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一

些红树林树种在逐渐消失，如红海榄 （Rhizophora

stylosa） 在钦州和防城港已经消失，角果木 （Cerio户s

tag al) 在整个广西沿岸消失凶。 随着广西滨海湿地

面积减少，滩涂经济作物自然产量已下降 60%～

90% ，近海鱼苗资源明显下降［”。 广西滨海湿地面积

的减少也削弱了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降低了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 红树林的砍伐和珊珊礁

的破坏引起风蚀、土壤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等生

境的巨大变化，影响了其保护海岸免受侵蚀的生态

功能，加之广西沿海地区台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多的

特点，因此造成的广西海岸侵蚀较严重，港口淤积率

提高，经济损失剧增。 2001 ～ 2006 年，广西沿海因

台风、风暴潮、大浪等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43 亿多元，仅 2008 年的风暴潮灾害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达 15. 728 亿元，受灾范围包括北海市、钦州市、

防城港市等城市的几十个沿海村镇［叫。

广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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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

规划，将在钦州、北海、防城港 3 个港口发展临海工

业，布局一批石油化工、林浆纸一体化、能源基地、钢

铁基地等重大项目 。 其中，中石油 1000 万吨级炼油

厂和年产 2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等项目将在钦州

建设；年产 9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和中石化 800 万吨

炼油等项目将在北海建设； 1000 万吨级大型钢铁基

地等项目将在防城港建设［II ］。 目前钦州 1000 万吨

炼油项目已开工建设，北海铁山港一钦外｜原油管道、

相洲岛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 60 万吨原油中转油库

等工程前期工作已经开展［12] 0 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实

施，广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将受到一定的破坏，入海

污染物的量将增加，人悔污染物的种类和成份将变

得复杂，广西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压力将急剧加大。

2 广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分析

广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化主要是由于滨海醒

地的开垦和改造，近海污染加剧，生物资源的过度利

用，以及生物入侵引起的 。

2. I 滨海温地的开垦和改造

广西沿海处于经济活跃地带，面临着工业、房地

产、养殖业和旅游业开发的强大压力，盲目、过度开

垦和改造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沿海工程的建设存

在着不合理和破坏性行为，一定程度上加剧或改变

了潮流和披浪活动模式，导致岸滩侵蚀的范围日益

扩大，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广西沿海在 1955～1977 年的 22 年间围垦滩涂

湿地 100 km2 ，平均每年开发 4. 5 km2; 1989~ 1998 

年， 10 年间开发滩涂 17 km2 ，平均每年围垦 1. 7 

km2 ，主要是用于海水养殖。 近年来，由于广西实施

沿海基础设施大会战，港口码头及临海工业建设得

到了快速发展，围垦滩涂进入加速开发时期， 2005

年至 2006 年上半年沿海三市围垦用海面积达 199

km2 ,2008 年，仅钦州保税区填海就达 3 km2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开发

建设进入高潮，欠周密考虑的港口开发、城市建设和

工业建设等活动致使海岸滩涂遭受严重破坏。 广西

北部湾沿海地区每年 7～ 9 月份台风季节常出现海

堤险情，加高加固海堤和修复海堤需用大量的土石，

工程用土主要取之于堤前 10～ 50 m 处的红树林潮

滩土，严重损害了堤前的红树林，使滩涂高程下降

15~ 30 cm。工程石料大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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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了堤前 5 ～

30m 范围内的处于演替后期的红树林，周期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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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扰致使红树林难以自然演替恢复［ 1 3］ ，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2.2 近海污染加剧

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农业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理，以及旅游

业中的垃圾直接堆放等，已经影响到了广西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并通过食物链的富集作用

影响到滨海湿地的生物资源。

广西沿海排污量增加，但是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却跟不上，从而导致污染物直接对沿岸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造成影响。比如，钦州港港口排污区、北海市

红坎污水处理厂排污区、侨港港口区等［时，都会导

致部分生态区域的健康每况愈下，对北海山口的红

树林、相洲岛的珊珊礁、合浦的海草床以及北仑河口

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构成威胁。据 2008 年广西海洋环

境质量公报报道，广西沿岸海洋污染区域主要分布

在防城港、钦州湾、茅尾海以及北海市廉州湾近岸局

部海域，其近岸无机氮 、无机磷含量分别比 2007 年

升高 5. 8 % 、 4 . 5% ，近海无机氮和无机磷含量升高

18. 5 %和 15. 2 %[ l O］ 。这些污染均可改变原有生态环

境，改变海水的化学性质，减少溶解氧，污染水体，导

致鱼类死亡，甚至物种灭绝。

海水养殖自身生态系统结构和养殖方式的缺

陆，使得大部分养殖业存在养殖营养物的外排和化

学药物的使用等环境问题，加剧了海水有机污染和

富营养化，诱发有害藻类和病原微生物的大量繁

殖［ 1 5］ 。 2002～2004 年间，北海市附近海域就出现过

4 次赤潮［ 1叭 2008 年 4 月广西沿海在酒洲岛与钦州

三娘湾附近海域均发生夜光藻引起的小规模赤

潮［叫。近年来，广西的对虾养殖已经严重影响了沿

岸的生态环境，成为广西浅海的重要污染源。 以 lkg

对虾消耗 1. 5kg 饵料计算， 2004 年广西沿海对虾养

殖排向近海的污染物约达到 6 万吨。7］。 由于养殖技

术的发展，养殖户普遍采用柴油机作为养殖池塘供

氧和给排水的动力，柴油机的滴漏比较严重，造成海

水养殖区的石油类污染加重。 此外，近年来，有些花

蛤螺的养殖户滥用剧毒药物，给养殖海域及其附近

海区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致使湿地生态系统遭

到严重破坏。

2. 3 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

广西沿海的过度捕捞及电、炸、毒等违法捕捞强

度已大大超过了鱼虾贝类的自我补充速度，不仅使

湿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天然经济鱼类资源受到很大

的破坏，而且也严重影响着沿岸湿地的生态平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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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着其它水生物种的安全，造成红树林、珊珊礁和海

草床等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

湿地的红树林区、海草床、珊珊礁是很多海洋生

物觅食和生长的场所，捕捞这些生境中的经济性动、

植物海产品是周边居民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过度

捕捞造成此类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资源日益减

少、生态系统失衡。 如：为挖掘可口革囊星虫

(Phascolosom aesculenta ） 、裸体方格星虫 （Sipunculus

nudus ） 、曲畸心蛤 （Anomalocordia Jlexuosa ） 和文蛤

(M eretrix meretηx ） 等经济海产，红树林区几乎

30%的区域遭到每年达 20 次以上的挖掘；林区内过

访的小鱼和鱼苗也遭到毒、电、炸；就连林区内的小

螺也被作为养殖对虾的补充饲料而大量收购［18 , 1 9 ］ 。

此外，每年的七八月份是红树林植物白骨壤果实成

熟的季节，附近大批的居民涌入林区内采摘果实，大

规模地、频繁地挖掘、踩踏破坏了底栖动物生活的生

境和红树林植物的生长，导致了经济动物、近海渔业

资源的下降。 珊珊礁块可用于建筑材料、烧制石灰 、

制作观赏工艺品，同样也遭到居民的大量挖掘，而造

成珊珊礁资源急剧减少［叫。

2.4 生物入侵

1979 年，广西合浦县引种互花米草 （S户，artina

alterni/lora Loisel）后严重影响了当地生态，特别是

对红树林的危害日趋严重。 红树林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物种 。互花米草生长速度快，较之生长较慢

的红树林更易于遍布滩涂。 目前，山口红树林保护区

范围内一些宜林滩涂已被互花米草侵占，其面积超

过 100 多公顷，部分互花米草还迅速侵占了红树林

边缘地域或林间空隙地，造成了互花米革与红树林

争夺生存空间的严峻问题［2 1 ］。 沿海养殖的贝类、蟹

类、藻类 、鱼类等多种生物也因受其影响资源量下

降。据有关部门 5 年连续监测显示，互花米草底栖动

物分布数量明显减少［10］。 所以，生物侵染也是湿地

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 。

3 广西滨海温地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措施

3. 1 完善滨海温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近岸海域自然资源、环境状况综合调查的基

础上，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等法律法规。 同时，根

据广西的区情，严格贯彻执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广

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 》、 《广西海域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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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广西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定 》、《广西渔

业管理实施办法》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 这些

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为合理开发与保护广西海洋

资源 、防止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快海洋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但是应该按照一手抓建

设，一手抓法制的要求，加强海洋环境执法监督机

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

3.2 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区的建设

在湿地资源受到严重威胁、破坏，湿地管理机

构、法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对一些典型

的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物种、典型

的滨海湿地自然景观和自然历史遗迹区进行保护，

划定保护范围和制定相应保护法规，使这些湿地生

境得以尽快保护和恢复。目前广西近海及海岸建设

有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北仑河口海洋自然保护

区和合浦儒良自然保护区等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

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个，已建的茅尾海红树林自

治区级保护区、相洲岛鸟类保护区等地方自然保护

区，这些区域的湿地资源与生境已得到或开始得到

良好的保护与恢复。对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要健全

管理机构、配备相关人员编制，加大经费投入，使保

护区真正进入恢复与保护轨道。

现有保护区的面积与整个海岸带相比还远远不

够，有必要加大保护区建设力度。应该加快油洲岛珊

珊礁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党江自治区级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闸口红树林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营盘马

氏珍珠贝保护区等地方性保护区的建设进程，参照

和总结已经建成的自然保护区的经验教训，详细制

定保护条例，使湿地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并得到有效

保护。

3. 3 协调经济开发和滨海湿地的恢复与保护

滨海涩地生态系统退化与滨海湿地的不合理利

用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开发

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的关系。按照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

区划》，根据各海域环境容量，制订总量控制指标，控

制污染负荷总量，并根据海洋水动力特征，合理设置

岸边工程及优化布局临海工业企业，使沿海城市生

产力布局和污染排放与近岸海域承载能力相适应。

利用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CGPS）和地理信息系

统（GIS）等新的技术手段，加强滨海湿地的污染监

测与控制，对污染产生、迁移转化机理、污染途径、预

测模型和控制措施等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动态的

65 

监测和评价。

对于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的开发，以不损害、不

污染区内生态环境、保证区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

底线，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条件下，合理确定保护

区的开发方向，做到全面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资

源保护与生态修复相结合。

此外，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不仅关系广西自

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周边地区和国家。广西北部湾与

广东沿海相连，与越南交接，通过区域合作，借助发

达地区的经济和人才优势、吸取其生态建设的成功

经验，联合国际力量，提高生态治理技术水平［ 12］ 。

3.4 加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技术的基础研究

每一块滨海湿地都有其独特的主导功能，这是

由其地理位置与条件、成因与演变、地貌和沉积类型

与动态、生物群落与多样性成分、自然资游、种类和储

量等综合条件决定的［刑。不同的退化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遭受破坏的原因不同，破坏程度也不同。对它们

的修复必须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在详细调查的基础

上运用科学知识，结合经验制定适合湿地生态系统

的具体修复策略，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1）针对滨海混地面积减少及生物资源减少的

现状，建议进行以下的恢复技术研究 ：在圈围的滩涂

土地上要营造湿地环境，为生物提供栖息的环境；将

废弃的虾塘、不合理圈围的滩涂恢复为天然湿地；进

行红树林引种栽培和造林技术研究；研究如何改善、

提高海草床的生境来恢复受损的海草床；对珊珊礁

进行基本的修复研究，如对长棘海星的防治，对石珊

珊的移植等；开展互花米草入侵调查及其防治方法

的研究，防治互花米草的进一步入侵。

(2）为解决近海污染问题，建议开展如下基础研

究 ：通过对浅海生态系统特点、养殖对象对营养物质

的需求、养殖对环境的影响等研究，估算养殖对象的

养殖容量；制定近岸养殖废水排放标准 ；探讨养殖池

有机污染物生物降解技术；研发清洁的能源和生产

工艺；研究不同海区赤潮发生的机制、规律与污染的

关系，探讨赤潮的综合防治应用技术。

(3）广西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还十分薄弱，应加强

海洋灾害监测警报体系，完善海洋灾害竞争响应机

制，进一步展开海洋灾害区划及警戒水位核定、海洋

灾害灾情收集、发布、评估等工作，如l大海洋防灾减

灾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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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绘制出超级细菌的传播路线图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见病菌，但是如采它发生变异而对抗生素甲氧西林产生耐药性，其引起的感染

就难以治疗。因此，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常被称为“超级细菌”。上世纪 20 世纪 60 年代在英国首次发

现了这种“超级细菌”。 近年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造成不少患者死亡。 最近

英国科学家利用新一代基因检测技术，可以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基因组进行完整的分析，并根据其

基因变异情况得出各地细菌间的家族谱系图，绘制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各大洲间的传播路线圈 。

这一方法可以帮助卫生部门了解细菌在人与人之间、医院与医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传播特点，有助于

制定有效的防疫措施。

（据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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