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红树林美景

□本报记者 龙易强/文
康登淋/图

“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

没晚潮。”5月 11日，站在海口红

树林旅游区科研观测塔上，俯瞰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郁郁

葱葱的红树林带，如漂浮的水上

绿洲，白色的鹭鸟在林中不时出

没，一幅天蓝海碧树绿羽白的美

景跃然眼前。

东寨港现有红树植物 24种，

半红树植物12种，占全国红树植

物种类的97%。

当天，在东寨港保护区管理

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的带领下，

记者踏上 1.7公里的海上科普栈

道，一路欣赏“海上森林”美景，了

解红树林的特性，一路探寻湿地

中的小精灵。

在长宁头服务中心入口处，

海上科普栈道左手边就有一株高

大的木榄。翠绿色的树叶间吊着

一朵朵木榄花，灰白色树皮表面

呈现出一道道粗糙的裂纹，犹如

龟壳一般。木榄是中国红树林的

优势品种之一，常常“混迹”在秋

茄树的灌木丛中。

再往前走，一朵朵白色秋茄

花盛开在油亮油亮的绿叶丛中，

引来蜜蜂“嗡嗡”唱歌。号称“鸡

笼树”的红海榄，发达的支柱根像

八爪鱼般扎进土壤中，将自己牢

牢固定在滩涂上。

这样极具特色的红树“根”比

比皆是。沿着栈道一路向前，可

看到白骨壤的指状呼吸根、海桑

的笋状呼吸根、海莲的膝状根、银

叶树的板状根、海漆的表面根

等。“由于红树植物要长期适应海

水冲击和淹水的生境，所以发育

出了这些发达的不定根。”冯尔辉

说，这些根主要起到支柱和呼吸

的作用，是红树植物的生存法宝。

“你看像不像长豆角？”顺着

冯尔辉手指的方向，

一株挺拔的海莲上挂

满了长长短短、粗细

不一的小胚轴，胚轴

的顶端戴着一顶小小

的“婴儿帽”。他告诉

记者，这是红树植物

中的“胎生”现象，在海莲、秋茄、

木榄、红海榄上常见，种子直接在

母体上萌发成胎生苗，等成熟后

再离开母体掉进淤泥中，生根发

芽后迅速长成新的植株。

5月正是各种红树植物的开

花时节。小巧玲珑的黄腹花蜜

鸟，伸着细长弯曲的嘴在花丛中

吃着花蜜大餐。生性活泼的暗绿

绣鸟也不甘落后，在红树林中跳

来跳去。

更多的鸟儿在红树林聚

集。一只池鹭从远处的海面飞

回，落入红树林中。却没想，惊

起林中一只红嘴蓝鹊，扇着翅膀

越过栈道和水面，隐入对岸的无

瓣海桑中。远处传来“咕咕”的

叫声，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

翅鸦鹃的声音。

“鸟类是湿地中

重要的指示物种。”冯

尔辉说，随着红树林

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

的开展，东寨港保护

区红树林面积不断增

加，鸟类数量也从5年

前的194种增加到现在的229种，

其中就包括黄嘴白鹭、黑脸琵鹭

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海上科普栈道与红树林间相

隔2至3米，这不仅可以减少对红

树林的干扰，也是欣赏湿地精灵

的好去处。

潮水退去的滩涂上，各路湿

地小精灵齐上场。“会爬树”的弹

涂鱼调皮地在泥巴里打滚，晒晒

自己白色的肚皮。举着醒目的橘

红色大鳌的是雄性弧边招潮蟹，

它们在滩涂上“耀武扬威”，忙着

“谈情说爱”或宣示领地。只有指

甲盖大小的角眼拜佛蟹，不断举

起小小的双鳌“对天叩拜”，让人

忍俊不禁。密林深处不时传来

“砰砰”的声响，这是鼓虾用大鳌

在夹击水波发出的声音，只闻其

声不见其身……

穿梭在苍翠欲滴的红树林

间，闻着空气中弥漫的淡淡海咸

腥味儿，听着此起彼伏的鸟鸣“交

响曲”，红树林的美让人流连忘

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

码”，在这里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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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红树林旅游区内，一只招潮蟹正钻出洞穴。 东寨港保护区种质资源圃内，“小叶片”形状的海天牛聚集在水洼中。

海口红树林旅游区内绿油油的水椰。

海口红树林旅游区内郁郁葱葱的角果木。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白鹭在红树林上空翱翔。

苍翠欲滴红树林
生态天堂东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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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寨港保护区种质资源圃内培育的木榄长势喜人。

空中俯瞰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中俯瞰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郁郁葱葱红树林郁郁葱葱，，一派生机一派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