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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澜港的红树林在保护较好的条件下具有乔灌两层
,

乔木层高 4 ~ s m
,

灌木层高 0
.

4 ~

1
.

Z m
。

上层立木地上部分生物量垂直分布随树体部位增高而减少
,
。~ Z m 占 50 %

,
2 ~ 4 m 占 4 0.

3写
,
4 m 以上占 9

.

7写
。

乔木群落被破坏后
,

面积锐减
,

27
a

减少 1 61 1 hm 苦 ,

且形成仅有单层结构的

灌丛
,

其生物量和生产力很低
,

分别为 9
.

6 ~ 1 4
.

3 t压 m Z
和 1

.

1~ 2
.

o t/ (h m
艺 ·

a)
。

本项研究测定了

木榄林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分别为 91
.

5 t/ h m
,
和 4

.

7 t/ (h m
艺 ·

a)
,

预测 以后第 6 年的生物量和年

净生产量将是 35 0
.

7 t /h m
,
和 13

.

s t/ (h m
, · a )

,

为红树林造林和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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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的垂直结构状况与其生物量及生产力关系很大
,

在红树林的经营上必须通过执行

各种管理措施
,

建立起合理的垂直结构关系
。

清澜港现存的红树林是漫长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

条件及植被 自然演替加上人类干预的产物
。

从它们本身的变化动态与人类干预影响的时空变

化现象中
,

探索其变化规律
,

掌握这些规律
,

对于制订合理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措施
,

具有重要的

意义
。

自然概况见参考文献[ 1〕
。

1 研究方法

1
.

1 垂直结构研究

(l) 利用不同群落的组成和结构调查资料
,

分析群落的垂直空间结构状况
。

(2) 生物量垂直空间分布测定
:

选择有代表性的林段设样地
,

进行每木检尺
,

按径分级后
,

每级选取 1 株平均木
,

连根挖起
,

按 M o
ns l分层切割法分级

,

测定各段 (分为树根
、

树干
、

树枝
、

树叶
、

花果等 5 个组 )的鲜重和干重
,

最后按 W 一
a
口 或 W 一a( D

2

H 护和 W ~ N评 等回归方程

式求算立木生物量及其垂直分配量
、

单位面积生物量和林分生产力
。

灌木层和凋落物生物量的

测定采用随机样地收获法
。

1
.

2 时间动态研究

(1 )对木榄群落的不同径阶立木进行树干解析
,

取得木榄树木的树高和胸径连年及平均生

长量
,

掌握木榄树木生长过程
。

(2) 利用生物量测量和树干解析木资料
,

编排出各年阶器官生物量序列
,

应用灰色系统数

学理论 G M (1
,

l) 模型及非线性回归预测方程进行生长预测
。

1 9 9 4一0 4一 20 收稿
。

郑德璋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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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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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自然保护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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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研究
.

的部分内容
,

海南省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处的陈焕雄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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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礼参加部分调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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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海桑
、

海莲
、

木榄等三个群落中设固定标地
,

定期观测加号树生长量 (树高和胸径 )
,

林下幼苗数量
、

灌木层变化状况
。

(4 )埋设水泥标桩
,

观测红树林的前缘及林内泥沙淤积和冲刷状况
。

(5) 采访
、

收集保护红树林的乡规民约碑文历史资料
,

了解在人类干扰下的红树林长期演

变过程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清澜港的红树林垂直结构

红树林按其定义系指热带海岸潮间带的常绿木本植物群落
。

至今
,

多数红树林科学家都认

为红树植物不包括草本和藤木植物
,

因这些植物既生长于红树林中也生长于陆地或湿地植物

群落中
。

但在红树林群落中确实存在大量的藤本和附生等层间植物
,

如在清澜港的红树植物乔

木林中普遍见到三叶鱼藤 (Da rr 八 tr

ifo lia ta L o u r
.

)
、

眼树莲 (D is c h id ia c h in e n s is Ch a m p
·

e x

B a n th
.

)
、

球兰 [H
o g a ‘a o os a (L in

.

f)R
.

B r
.

〕
,

讨论群落垂直结构时值得一提
。

由于清澜港地处热带北缘及红树林受反复破坏
,

现存最高林分仅 10 多米
,

保护较好的林

分有中乔木层 (高 s m 以上 )
、

小乔木层 (高 2~ s m )
、

灌木层 (高 。
.

3~ Z m )和庞大的地面根系

层
。

这类群落见于靠近村边的海滩上
,

如霞场村至松马村一带的海莲一老鼠荡十 卤藏群落
,

在

局部地段还有拟海桑一海莲一老鼠荡 + 卤截小 (植物 )群落
,

拟海桑高 10 ~ 12 m
,

海莲高 6一 8

m
,

老鼠筋和卤蔗高 0
.

4一 0
.

s m
,

地上满布膝状呼吸根和笋状呼吸根
,

林中有许多附生和藤本

植物
。

调查资料表明
:

清澜港的红树乔木林一般为两层结构
,

如海桑一桐花树群落
,

平均高 4
,

7

m
,

平均胸径 5
.

4 c m
,

平均树龄 s a ,

每公顷 2 7 50 株
。

下层以桐花树占优势
,

伴生少量老鼠羁
、

海莲
、

正红树及海桑幼树
,

平均高 1
.

Z m
,

郁闭度。
.

9图 ; 木榄群落
,

乔木层以木榄占绝对优势
,

伴生极少量木果糠和正红树
,

平均胸径 9
.

0 c m (变动范围 3 ~ 1 9 Cm )
,

平均树高 4
.

4 m
,

平均年

龄 ZO a ,

密度 1 96 7 株/ hm
Z ,

郁闭度 0
.

8
。

灌木层有尖叶卤蔗
、

角果木
、

老鼠荡和木榄
、

木果糠及

正红树的幼树
,

平均高 40 ~ 1 20
c m

,

盖度 0
.

05
。

还有少量层间植物 [31
;
灌木林一般仅有单层结

构
,

如榄李群落
,

高度 0
.

4~ 2
.

3 m
,

地径 1
.

5~ 5
.

9 。m
,

呈萌生团状分布
,

伴生一些卤旅
、

正红树

和海莲幼树
,

盖度 0
.

6 ;角果木群落
,

高度 0
.

3一 1
.

Z m
,

地径 1
.

2一 4
.

2 c m
,

植株成丛状
,

伴生少

量桐花树和榄李
,

盖度 0
.

45 ; 白骨壤群落
,

高度 0
.

6 ~ 1
.

O m
,

地径 1
.

0~ 5
.

3 。m
,

伴生一些杯警

海桑幼树
,

盖度 。
.

“ [’]
。

现存的灌木林是过去的乔木林遭受反复破坏后演替形成的
,

若能长期保护
,

也能演替恢复

成为多层结构的乔木林
。

各种林分的生物量列于表 1 和表 2
。

表 1 2 个乔木群落各组分的生物量 (单位
: t
/h m , )

组 分
乔 木 层 灌木层

海桑一桐花树

树干

9
.

4 9 9

树枝 树叶

4 9
.

0 6 %

2 9
.

0 3 1

3 2
.

6 1 %

5
.

3 3 5

2 7
.

5 5%

2 5
.

8 85

2 8
.

7 2%

0
.

7 8 8

4
.

0 7%

7
.

80 4

8
.

66 %

花果

0
.

0 74

0
.

3 8 %

0
.

5 6 7

0
.

6 5%

根系 地上 地下
合计

3
.

6 6 5

1 8
.

9 4%

2 6
.

8 3

2 9
.

7 8%

1 7
.

0 7 6

6 1
.

9 8%

1 0
.

4 7 3

3 8
.

0 2 %

木 榄 0
。

8 0 3 0
.

6 1 7

5 6
.

5 5% 4 3
.

4 5 %

4 6
.

9 1

1 0 0 写

9 1
.

5 3 7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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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个灌木群落各组分的生物量 (单位
: t / hm Z )

根系 合计

榄 李

角 果 木

2
.

68 8

1 8
.

8%

1
。

4 80

1 2
.

7写

1
.

4 3 2

1 4
.

9%

5
。

7 0 2

3 9
.

9%

2
.

0 57

1 7
.

7环

2
.

8 57

2 9
.

7%

1
。

7 5 0

1 2
.

2%

3
.

3 8 6

2 9
.

2%

1
.

9 8 9

2 0
.

7%

0
.

7 9 3

6
.

8 %

白 骨 壤

4
.

1 56

2 9
.

1写

3
.

8 9 7

3 3
.

6%

3
.

3 2 9

3 4
.

7 %

1 4
。

2 9 6

1 0 0 %

1 1
.

6 13

1 0 0写

9
.

6 0 4

1 0 0%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

单层结构的灌木林的生物量 比两层结构 的乔木林小得多
,

需要把它

们改造为多层结构的乔木林才能提高林分生产力
;
海桑一桐花树群落的灌木层生物量 比乔木

层的大
,

林分的生物量结构不合理
,

其原因是乔木层林冠太稀疏
,

下层阳光充足 (相对照度为

4 6
.

7 % )
,

使灌木层的桐花树大量繁殖生长
。

为了增加乔木层的生物量
,

必须疏伐一些桐花树
,

扩大乔木 的营养空间
,

促进乔木层的海桑林冠郁闭
,

提高其生产力
;
木榄群落的灌木及幼树层

生物量仅有 1
.

42 0 t/ hm
, ,

远小于乔木层生物量 (90
.

1 1 7 t/ h m
,
)

,

而乔木层的树干与树枝的生

物量几乎相等
,

反映出分枝过密
,

林内透光太少
,

不利于天然更新幼树和灌木生长
,

而且乔木层

植株过密
,

不利于培养大径木
,

需及时间伐
。

各 类林木的生物量垂直分布结构不同
,

图 1 以林木各高度段的生物量占总量 比值 (百分

率 )展示海桑和木榄 2 个群落中不同层次的林木生物量垂直分布结构状况
。

海 桑

上层木
(3 6

.

1 8 k g )

海 桑

中等木

(7
.

2 4 k g )
海 桑

被压木

(3
.

7 1 kg )

匕J左
人八JO乙11

�已�袍妞

生物量 (右同 )

木 榄

上层木

( 2 0 6
.

0 9 kg )

卜卜卜
匕匕介介

0 5 1 0 生物量%
‘J‘J

k g )〔〕
华华华华

岭岭朱朱 卜
产

刀

〔习

树干

树枝

叶果

连
且八j(tu)袍寡

生物量 (右同)

图 1 海桑和木榄群落各层次林木生物量垂直结构

从图上可以看出下列特点
: ( 1) 生物量主要集中在树体下部

,

并随树体部位的升高而递减
,

上层木递减快
,

被压木递减慢
。

( 2) 上层木
、

中等木的枝叶生物量比树干生物量多
,

并且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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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树体中下部
,

表明红树植物枝叶繁茂
,

适于作为防潮防浪林树种
。

(3) 被压木的枝叶生物量

主要集中在树体中上部
,

这是被压木生长适应性表现
。

鉴于木榄群落林木密度大
,

可以考虑对

上层木进行修枝
,

促进 向高生长
,

或抚育间伐被压木
,

改善林木养分状况
,

培育大径木 [5]
。

2
.

2 时间动态规律

各类森林群落的生长变化 自然规律不

同
,

根据 5 个群落的生物量及林木平均年龄

测定资料
,

计算获得各个群落的年平均净生

产量 (见表 3 )
。

比较可知
,

海桑一桐花群落的

年净生产量高于其它群落
,

值得推选为防潮

防浪林类型
。

表 3 5 个群落的平均净生产量

群 落
年 龄
(a )

生物量 净生物量

(t / hm Z ) 〔t / (hm
Z · 。 )〕

海桑一桐花树 5

20

7

7

9

;l: : :

‘

;{:
:{:

榄李木壤

果骨

木榄角白

对木榄树干作解析
,

获得近 20 年生 ( 1 9 7 1一 19 8 9 年 )的木榄树高
、

胸径及材积的连年生长

和平均生长量资料 (如表 4) 表明
: 1 ~ 3 年生时树高生长较快

,

以后逐渐下降而趋于平缓
,

胸径

连年生长量在 18 年生时最大
,

材积生长前期缓慢
,

16 ~ 20 年生期 间增大较快
,

说明木榄林正

处于生长旺盛期[sj
。

表 4 木榄树干 1 971 一 1 9 8 9 年生长过程

年 阶 树 高 (m ) 胸 径 (e m ) 材 积 (em 3 )

0仁J仁J工JJS亡d工JJC�OC。JQ�八60八‘匕月了d
‘UpO�b

....

⋯⋯
‘.孟llC‘勺�J呀七口心U月IQ”O�

1 9 7 1

1 9 7 3

1 9 7 5

1 9 7 7

1 9 7 9

1 98 1

1 98 3

1 98 5

1 98 7

1 98 9 (去皮 )

19 8 9 (带皮 )

树高

1
.

0

1
.

3

1
.

7

平均生长 连年 生长 胸径 平均生长 连年生长 材积 平均生长 连年 生长

: :

::;

::{

:}:

0
.

50 0

0
.

32 5

0
.

28 3

0
.

2 7 5

0
。

2 7 0

0
.

2 5 8

0
.

2 5 2

0
.

2 3 8

0
。

2 2 8

0
。

2 2 5

0
.

5 0 0

0
.

1 5 0

0
.

2 0 0

0
.

2 5 0

0
。

2 5 0

0
.

2 0 0

0
.

2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2 0 0

0
.

3 25

0
.

3 25

0
.

3 56

0
.

38 5

0
.

3 8 8

0
.

4 11

0
.

4 0 3

0
.

43 3

0
.

4 5 0

0
.

4 8 0

0
.

3 2 5

0
.

3 2 5

0
.

4 5 0

0
.

5 0 0

0
.

4 0 0

0
.

5 5 0

0
.

3 5 0

0
.

6 7 5

0
.

6 0 0

0
.

9 0 0

1 8 1 9 1 9 1

5 7 3 1 4 3 1 9 6

1 5 9 2 2 6 5 5 1 0

2 5 2 3 3 1 5 4 6 6

3 9 88 39 9 7 3 3

5 5 3 5 4 6 1 7 7 4

7 5 78 5 4 1 1 0 2 2

9 6 5 4 6 0 3 1 0 3 8

1 2 1 9 2 6 7 7 1 2 6 9

1 7 5 6 6 8 7 8 2 6 8 7

2 0 7 9 2 1 0 3 9 4 30 0

在天然生的海桑一桐花树
、

海莲一老鼠筋 + 卤旅
、

木榄等 3 个群落中铺设标地
,

进行连续 3

年观测
,

获得主要树种的林木树高和胸径年平均生长量为
:

海桑 ( 1 09 株 ) 0
.

23 m 和 0
.

3 。m
,

海

莲 ( 1 30 株 ) 0
.

1 6 m 和 0
.

2 1 。m
,

海漆 ( 5 4 株 ) 0
.

2 2 m 和 0
.

2 5 。m
,

木榄 ( 1 5 7 株 ) 0
.

14 m 和 0
.

1 7

c m
,

木果谏 (4 3 株 ) 0
.

13 m 和 0
.

32
o m

。

由于观测了标地中所有的林木
,

其中有些为受压木
,

所

以平均生长量偏低
。

在海桑一桐花树群落标地中设 8 块 2 m x Z m 样地
,

观测到林下幼树减少 3 株
,

灌木层盖

度增加 0
.

02 一。
.

08
。

海莲一老鼠筋群落标地中设 24 块 2 m x Z m 样地
,

观测天然更新幼树增

加 10 株
,

灌木层盖增加 0
.

03 ~ 0
.

04
。

上述群落中
,

前者因灌木层盖度过大
,

不利于天然更新
,

后者因群落中存在一些林窗
,

利于天然更新和幼树生长
。

选取两株木榄平均木的树干解析年轮序列的 D (胸径 )值
,

按照回归方程式 lo g w 一al o g D

+ b 算得各器官生物量生长序列 [6]
。

根据林分调查资料
,

木榄平均年龄 20
a ,

密度 1 96 7 株/

h m
“ ,

可求得木榄林分生物量序列 (见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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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木榄林各器官生物 i 年龄序列 (单位
: t
/h m , )

年 份 树 干 树 枝 叶 果 根 系 合 计

1 9 7 5 0
.

8 3 4 0
.

1 6 1 0
.

1 18 2
.

6 0 8 3
.

7 2 1

1 9 7 7 1
.

9 3 7 0
.

5 3 1 0
.

32 5 4
.

7 0 5 7
.

4 9 8

1 9 7 9 3
.

8 1 2 1
.

3 5 9 0
.

72 6 7
.

5 1 0 1 3
.

4 0 7

1 9 8 1 5
.

8 4 6 2
.

4 5 3 1
.

20 2 1 0
.

0 6 9 1 9
.

5 7 0

1 9 8 3 8
.

3 8 1 4
.

7 6 6 2
.

12 2 1 4
.

0 0 7 2 9
.

2 7 6

1 98 5 1 1
.

0 0 3 6
.

8 7 2 2
.

8 8 8 1 6
.

7 4 5 3 7
.

5 0 8

1 98 7 1 9
.

0 7 8 12
.

3 6 8 4
.

8 0 1 2 2
.

5 0 1 5 8
.

7 4 8

1 98 9 3 0
.

7 8 4 2 3
.

6 7 9 8
.

37 0 3 1
.

0 6 9 9 3
.

9 0 2

以表 5 的年阶数和总生物量计算得到木榄林分 的年平均净生产量和连年净 生产量 (表

6 )
,

从数据中可 以看出该木榄林分的平均和连年净生产量都呈现上升势头
,

说明木榄林仍处于

生长旺盛期
。

连年生长量在 1 9 8 3 ~ 1 9 8 5 年期间出现一个低谷
,

经查询
,

是当地群众为获取薪柴

进行强度修枝所致
。

表 6 木榄林的平均和连年净生产最 【单位
: t /( hzn

,
·
a )〕

年 份 1 9 7 5 1 9 7 7 19 7 9 1 98 1 1 9 8 3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0
.

6 2 0 0
.

9 3 7

1
.

8 8 9

1
.

3 4 1

2
.

9 5 5

1
.

6 31

3
.

08 2

2
.

0 9 1

4
.

8 5 3

2
。

3 4 4

4
.

1 1 6

3
.

2 6 4

1 0
.

6 2

4
.

6 95

1 7
。

5 7 7

均年连平

利用表 5 的生物量年龄序列资料
,

按照灰色数学 系统 中的 G M (1
,

1 )模型进行木榄各器官

生物量预测
,

并与非线性回归预测方程作模型精度比较
,

结果表明 G M (1
,

1) 模型精度比较理

想
,

可以对近期生物量进行预测
,

经计算而获得表 7 的生物量预测资料
。

表 7 木揽林生物且预测值 (单位
: t
/h m

Z )

年 份 树 干 树 枝 叶 果 根 系 合 计

1 9 9 1

1 9 9 3

1 9 9 5

4 2
.

7 0 5

6 5
.

0 7 0

9 9
.

2 64

40
。

7 3 2

77
。

6 1 9

1 50
。

6 4 7

1 1
。

7 7 8

] 9
。

1 4 7

3 1
.

1 2 8

3 9
.

3 8 9

5 2
.

2 6 3

6 9
.

6 1 2

1 3 4
。

6 0 4

2 1 4
.

2 0 1

3 5 0
.

6 5 1

预测结果表明
:

木榄林分的树枝生物量变动较大
。

1 9 91 年树枝总生物量与树干
、

根系生物

量相差甚小
,

1 9 9 3 年以后则树枝总生物量逐渐超过树干和根系的生物量
,

1 9 9 5 年的超过量更

大
。

预测生物量时也预测叶面积指数
,

发现两者关系十分 紧密
,

叶面积指数由 7
.

5 上升到 1 8
.

4
,

净生产量由 6
.

i 18 t / (h m
, · a )提高到 1 5

.

4 s 6 t / (hm
, · a )

。

埋设水泥标志柱观测泥沙淤积状况
,

测得低潮滩海桑群落外缘呼吸根处
,

每年泥沙淤积升

高 1
.

5 。m
,

距外缘 20 m 的 海桑林 内每年淤积升高 0
.

25
c m

,

在中高滩 的海莲林 内
,

每年淤积

升高 0
.

1 。m
,

而近陆地处几乎没有淤积升高
。

据此可知
,

在红树植物促淤作用下
,

低潮滩淤升

为中潮滩所需的时间要 比中潮滩淤升为高潮滩的时间短
,

在中潮滩扩展较快和高度相对稳定

的情况下
,

有利于红树林的生长和逐步演替发展
。

各类红树群落按本身的自然规律生长
、

发展和演替时受人类活动干扰严重
,

1 8 8 8 年清澜

港民众在石碑上刻文记载了当时当地红树林被破坏的史实
: “

迄今数十余年
,

人心 日变
,

户口 日

繁
,

而偷取无不 日甚⋯ ⋯
” ,

在长期干扰和破坏下
,

红树林面积缩小
,

质量降低 (据资料
,

19 5 6 年



2 期 郑德璋等
:

海南岛清澜港红树林垂直结构与演变动态规律

海南岛有红树林 10 008 h m Z ,

清澜港 (包括白延一带 )有 3 61 1 hm
, ,
1 9 8 3 年海南岛仅存 4 8 41

h澎
,

而清澜港仅存 2 0 00 h m
Z

)
。

当时居住于清澜港的民众也认识红树林防风消浪保护农田村

庄的重要作用
,

并在石碑上刻着民约
,

这些民约对保护红树林具有一定作用
,

红树林生长得高

大且茂盛
。

1 9 4 0 年前后
,

西阁一带红树林很茂盛
,

人进林看不到天
,

有二人抱不住树干的海漆

树
,

胸径达 40 ~ 50
。m 的树木很多

,

海莲树主干达 12 m 以上
,

伐后可分割成 3 段做民舍房屋的

析条
。

4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初期
,

红树林保护不严
,

破坏加剧
,

这片红树林被迅速毁灭
、
60 一

7 0 年代尚有许多人在迹地中挖取大树头当燃料
,

现在这片地 已演变为 0
.

6一 1
.

o m 高的榄李
、

角果木灌丛
。

近 30 多年则由于不合理开发利用
,

如砍树烧炭炼铁
、

滥伐薪柴烧砖瓦
、

围海造田
、

围池养殖海产品等
,

使红树林受到严重破坏
,

更新演替受干扰
,

资源减少 [;]
。

红树林自然生长
、

演替
、

发展是缓慢的
,

人为干扰却迅速地改变红树林
,

这包括
:
(1) 彻底消

灭原有红树林
,

把林地改做它用 (如农田
、

养殖池
、

盐场
、

建港口城市等)
。

(2 )超生长量地反复伐

取木材和薪柴
,

使林分质量逐渐降低
,

立地环境随之恶化
,

红树林逐渐消亡
。

(3) 在红树林中进

行其它生产活动(如捕鱼
、

捞虾
、

挖蟹 )
,

干扰和破坏天然更新
,

也影响林木生长
。

(4) 筑堤围造池

塘
,

进行海水养殖或阻滞潮水拦捉回游入池的海产品
。

因提高池内水位
,

控制改变潮水流动节

律
,

围池 1一 3 a
便出现 白骨壤

、

杯尊海桑
、

桐花树等死亡
,

正红树
、

红海榄
、

拟海桑
、

角果木等生

势比较正常
,

其它树种则出现 叶变黄
、

落叶
、

枯顶等现象
,

这决定于植物被潮水淹浸的高度及其

时间长短
,

以及植物适应淹浸的器官发育程度
,

在人类长期破坏 干扰下
,

林木矮化
,

多层变单

层
,

树种多样性减少
,

优势度增加
,

森林向着灌木林
、

卤藏灌丛
、

盐碱性草类群丛演变
,

甚至沦为

裸滩
。

这类演变使红树林生产力显著下降
,

生物效能减少
,

生态功能降低
,

林地逐渐失去生产

力[ , 〕
。

3 结 语

(D 红树林垂直结构特征如庞大的地面根系和茂盛的枝叶成分表明它具有防潮防浪
、

促进

悬泥淤积等重要功能
,

是我国东南沿海防护林的特殊类型
。

对海桑一桐花树和木榄两个群落林

木垂直结构的深入研究
,

找出了它们结构的不合理现象
,

提出抚育间伐海桑一桐花树群落的灌

木层和对木榄群落上层乔木修枝及间伐下层乔木
,

促进红树林生长和发展
。

(2 )红树林时间动态规律由红树林自然演替和人类干预下的演变两方面所决定
。

红树林自

然演替受环境因子及红树植物生长发育规律所制约
。

红树林植物群落在水平空间的分布及其

演替
,

红树林垂直空间组成及生物量分配
,

红树林随时间推移的生长变化状况等都体现了红树

林从量变至质变的自然演替规律
,

掌握这些规律就能够进行合理经营和科学造林
。

人类活动对红树林的演替具有巨大的作用
,

破坏性的干扰已经导致红树林濒临毁灭
。

强化

管理措施
,

消除人为破坏干扰因素
,

对现存红树林进行认真保护
,

使之逐渐繁衍和恢复
。

(3) 根据清澜港红树林的发展动态
,

需要加强改造次生林和进行人工造林
,

才能提高原有

林的质量和扩大红树林面积
.

红树林与林业
、

水产
、

旅游等关系密切
,

建议林业
、

海洋
、

环保
、

旅

游等部门把沿海滩涂的红树林建设作为一个项重要任务来抓
,

投入足够的经费
,

使我国热带和

亚热带海岸红树林迅速发展[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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