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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

林片区时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

眼睛一样守护好。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

的木本植物群落总称，因树皮富含单宁酸，割开

后呈红色而得名。它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化

海水，还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有“海岸

卫士”“海洋绿肺”之称。

近年来，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全球面积

锐减和功能退化问题。2023 年 4 月，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的报告显示，自 1996 年以来，全球红

树林覆盖率下降 3.4%，净损失面积达到 5245 平

方公里，44%的红树林相关物种灭绝风险正在

增加。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近年来持续加强红树

林保护和修复，现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

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风景这边独好”的背后，是科研人员开展

的一场久久为功的探索实践——以科学的方法

和技术为支撑，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因地制宜

引种扩种培育，重构红树林生态系统，提升红树

林生态价值。

树立红树林保护的
“中国样板”

“我们最新观测到 60多种鸟类和近 80种底

栖生物，变化非常明显！”在福建厦门环东海域

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副教授杨盛昌兴奋地告诉记者。

落霞与群鸟齐飞，白鹭与海浪齐鸣。十几

年前，这里曾是遍布废旧养殖设施和建筑废弃

物的滩涂，如今已成为红树林生态修复的“中国

样板”。这里种植着经过人工培育的秋茄、桐花

树等 8个品种，面积达 85公顷，海洋生物物种数

和个体数较之以前成倍增长。

生物学意义上的红树林湿地，是一个完整

的生态循环系统。它涵养着红树植物、伴生植

物和水体浮游植物，以及鱼类、鸟类、昆虫、底栖

动物和浮游动物，可谓海陆生物赖以生存的家

园。当海洋灾害来临，它又能为沿岸居民遮挡

风浪。

据统计，全球共有约 80 种红树植物，其中

我国有 27 种，主要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温

暖区域。

站上观景台，从空中俯瞰下潭尾红树林公

园，一组由红树林勾勒出的爱心和五星图案在

碧波荡漾的海面上延展开来。这是厦门大学环

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卢昌义团队设计培育的地标

景观，生动体现出红树林品种的多样性。

“不同种类红树植物的生长速度、外观颜色

不一样。利用这些差异，穿插种植，就勾勒出了

眼前的图案。”卢昌义向记者介绍，他将这幅以

红树林绘制的作品，命名为“我爱中国”。

今年 78 岁的红树林专家卢昌义，是“中国

红树林之父”林鹏的首位研究生。1980年，他跟

随导师林鹏参与到我国红树林生存状况调研

中。

彼时，国内鲜见对红树林的研究，国际主流

学术期刊对中国红树林的记载几乎是空白。有

外国学者甚至宣称：“中国的红树林已经消失。”

林鹏带领团队开展长达 10 余年的田野调查和

定点跟踪，足迹遍布沿海，让中国红树林研究从

此站上世界舞台。

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红树林面

积增长至43.8万亩，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

江均有分布，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10.8万亩。

科 学 引 种 助 力
“南红北移”

“早年间，我们调研发现，厦门、漳州一带存

活的红树植物品种很单一。海岸线土壤品类多

样、生存环境复杂，只有提高生物多样性，红树

林群落才能更加稳定。”卢昌义说。

有没有办法，把南部优良的红树品种，引到

纬度更高的福建沿海？

1987 年，在林鹏带领下，卢昌义、杨盛昌等

人开始尝试把海南的红树品种引至福建九龙

江口。

“我们用了 6 年的时间，通过人工驯化、自

然淘汰，突破了红树引种技术难题，让木榄、红

海榄、海莲等耐寒品种成功跨越 5 个维度，最终

在福建存活下来。”卢昌义说，基于这次实践，研

究团队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将生理生化指标作为

红树林北移和造林选滩的基本原则。

他们建立了一套以树种、潮位、潮流、盐度、

土壤等为选择宜林地指标的技术体系。这套体

系犹如一部红树林北移的工具书，为我国红树

北移造林选种和红树林生态修复提供了理论基

础和技术支撑。

有人担心，引入外地品种是人为制造生物

入侵，将对本地原有生态系统造成威胁。引种

是否安全？不同区域适合种哪些品种？哪些品

种可以混种并实现较好共生？这就需要科学实

验先行。

从 1997 年开始，由林鹏领衔的红树林科研

团队，在滩涂填土建立红树试验林，实验性引种

外来红树植物无瓣海桑与本地种混交，并在周

边其他地方进行小范围红树植物试种工作。

“那片很密集的红树林，就是已经过世的

林鹏院士在上世纪 90 年代种下的试验林。”如

今，每次路过厦门海沧，卢昌义总会向人提起，

他们就是在那开启了艰苦的红树林引种和育

苗工作。

红树植物对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十

分敏感。种植过程中，海水的盐度、含氧量、有

机物浓度、pH值等都要遵循严格的标准。

因为红树林生长在潮间带，以林鹏、卢昌义

为代表的专家们种树时要踩进没过膝盖的淤

泥，常常赤脚站在滩涂上、水中，一点点确认红

树林生长的土壤，不断摸索红树植物的脾气秉

性，亲手栽培呵护幼小的树苗。

“实践证明，这些外来红树植物，是国家正

规进口的优良种类，与本地植物和谐生长，未见

‘反客为主’、替代本地物种的生态入侵现象。

林院士的试验林是成功的！”卢昌义说。

经过研究团队对红树品种几十年的北移驯

化，我国红树林分布区域不断向北挺进。自然

资源部公布的 2023 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十大

典型案例中，浙江温州苍南通过引种扩容，成功

栽种红树林千余亩，探索建立了一套适合较高

纬度海域的红树林北移技术，成为全国“南红北

移”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如今，从海南到浙江，郁郁葱葱的红树林犹

如镶嵌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一条绿色宝石项链，

璀璨动人。

开 发 生 态 价 值
造“ 富 ”人 类

红树林的修复工作，不仅涉及一系列技术

难题，还面临现实中的利益冲突。

卢昌义主持的下潭尾红树林建设，就遭遇

过当地村民的抵制。由于担心建设红树林会影

响自己的收入和生活，附近村民一度围住苗木

阻工，有的人甚至爬上施工的钩机阻止工程开

展。

渔民们的抵制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对红树

林的价值缺乏了解。

在研究者眼中，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的繁殖

和栖息地，建设红树林就是保护渔业资源。长

远来看，红树林可以为渔民提供更稳定和可持

续的收益。此外，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红

树林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这对改善当地环境

和开发生态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卢昌义自告奋勇当起了科普宣传

员。他背着准备好的投影仪，一到村里就找一

堵墙，再借一床被单当幕布，等村民晚上出来纳

凉时，就给大家宣传红树林的好处。

村民被这位大学教授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

动，最终对下潭尾红树林建设工程给予了理解

和支持。

如今的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已是风光旖

旎的生态宝地，成为厦门海上旅游打卡地 。

这里还初步建成了海洋生物引育种中心、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站 以 及 红 树 林 科 普 教 育 基

地，成为公众了解海洋生态保护知识的重要

窗口。

更令卢昌义感到欣慰的是，曾参与阻工的

村民如今也对他竖起大拇指。

“我们这的生活环境和水质改变了很多，我

们的身体更好了，寿命更长了。这是红树林带

给我们的财富。”一位村民对卢昌义说。

生态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类。在生态

保护大前提下，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综合利用

一直是红树林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

近年来，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

文卿科研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科研课题，对福建

漳江口不同退养还湿时间、不同退养还湿模式

的红树林，从植物群落、底栖生物、鸟类等方面

进行了对比分析。

“红树长不好，要去问螃蟹。”王文卿说，红

树林生态系统较复杂，要注意系统研究。作为

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生物多样

性是红树林的显著特点。在他看来，在红树林

开展养殖活动并不能与“破坏生态”完全画等

号。通过充分评估和有效管理，引导渔民科学

养殖，人们终能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找

到平衡点。

红树林湿地对“碳中和”的积极作用，近年

来也受到重视。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探索建

立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也成为红树林

当下研究的重要议题。矗立在福建漳江口红树

林保护区的通量塔正把红树林碳通量、气象数

据等信息源源不断传送给科学家。

2021 年 9 月 ，在 厦 门 大 学 环 境 与 生 态 学

院教授陈鹭真编制的我国首个蓝碳交易方法

学《红树林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的指导下，

福建省首宗海洋碳汇交易——泉州洛阳江红

树 林 项 目 顺 利 达 成 。 此 次 共 成 交 2000 吨 海

洋碳汇。

红树林怎么“卖”碳？“卖”掉的碳又去了哪

里呢？

在洛阳江红树林项目案例中，陈鹭真讲述

了一个由碳交易延伸出的绿色实践故事——

银行购买洛阳江红树林项目的碳汇后，联合

航空公司推出“碳中和”机票。旅客购票

乘机践行“碳减排”行动，其机票支出将

全部用于洛阳江红树林的保护。

“我特别开心。”陈鹭真说，“从基础

研究到具体实践，我们参与了一件非

常接地气的事情，把红树林推向大众，

让大众来认识它，共同保护它。”

红 树 林 修 复
保护任重道远

对红树林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

身为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

会主任，王文卿感受最深。每两年召开一次的

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会学术研

讨会，人数暴增。

“中国红树林科学研究成果数量居世界前

列，全球每年发表的红树林论文数排名前 5 的

机构中，有 4 家来自中国，但研究成果转化成生

产力的还不多。”王文卿说。

2018 年，王文卿联合国内专家，针对国内

红树林保护、修复和管理存在的问题，编写了

《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战略研究报告》。报

告提出，滩涂造林是目前中国红树林修复的主

要方式，为过去 20 年中国红树林面积的显著

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滩涂造林相对简单，投

入大、见效快，部分红树林生态恢复工程将修

复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较少关注红树林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修复和提升，在修

复地点、面积、措施等方面存在科学依据和科

学评估不足，部分地点存在过度修复等问题。

报告建议，未来，退塘还湿应成为红树林保护

修复的主要方式。

2020 年 8 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

合 印 发 的《红 树 林 保 护 修 复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2020—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

出，到 2025 年，要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1.88 万公

顷，预计到 2025 年我国红树林面积将达到 3.6

万公顷。

令王文卿欣慰的是，专家们提出的大部分

意见和建议都被采纳了。

“《行动计划》列出的 1.88 万公顷红树林新

增目标中，规定退化林地的修复面积要达 9750

公顷，大于造林面积。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向。”

王文卿表示，这个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红树

林保护从以追求红树林面积为目标的阶段，转

向了以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为

目标的阶段。

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大红树林的保护

力度，成立了多个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

象的保护地。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海

南、福建、浙江等地的红树林，正得到越

来越多的保护与修复。

加强红树林保护和修复，也是我

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生

态保护修复的重要内容。红树林面积

的稳步增长，不仅展现了我国保护海

洋生态保护的大国责任担当，也为美丽

中国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在王文卿心中，仍有许多科学问题

亟待突破。例如，对红树林在低温条件下

的伤害机理还缺乏足够的跟踪和研究。“只有

科学解答这些问题，才能为红树林生态的修复

重构提供新的可能。”他说。

全球覆盖率下降全球覆盖率下降 中国保有量增长中国保有量增长

红树林何以红树林何以““风景这边独好风景这边独好””

图①②③④为厦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航拍图图①②③④为厦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航拍图。。 卢昌义供图卢昌义供图

图为广东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图为广东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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