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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着每天的潮起潮落，玉环
乐清湾茅埏岛东部的滩涂时常被泡
在海水中，5 月的几轮降雨过后，更
加泥泞，人很容易陷入其中。在这
片沼泽地上，生长着一大片郁郁葱
葱的红树林，这抹沁人心脾的翠绿
色，一直沿着海岸线蔓延⋯⋯

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海
洋绿肺”，不仅能抵御海水侵蚀海
岸，还对海洋生态环境净化起着重
要作用。

红树林嗜热畏寒，浙江是中国
红树林分布的最北界。自 2006 年
引种至今，玉环乐清湾人工种植红
树林区域逐渐从茅埏岛扩面至茅坦
岛、江岩岛、大青岛等多个潮滩区
域，面积近 2000 亩，成为海岸线的
一道亮丽风景。

红树林近况如何？近日的一个
清晨，我们跟随浙江省海洋科学院
一支海洋生物调查队前往位于茅埏
岛的海山乡红树林湿地，给红树林
做生境调查。

一场生态拉锯战

我 们 提 前 做 了 功 课 ，生 境
（habitat)指的是物种或物种群体赖
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生境调查需要长年累月持续
跟踪，今天调查的底栖生物是其中
的一小部分，我们每季度都会来一
趟，记录红树林的四季变化。”队长
林良羽告诉我们，浙江省海洋科学
院还计划在年底出具一份区域红树
林大型底栖生物调查报告，为区域
红树林的保护与发展、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和生态功能提升效果评估等
提供基础数据。

停好车，我们向湿地进发。
林良羽将下水裤递给我们，提

醒道：“背带要系到最紧。”
下水裤是一身连体款式，先从

脚下套上红底胶鞋，再往上一拉，大
半截身体就被一身迷彩色的防水材
料包裹住了。进入滩涂前，大家互
相仔细检查各自的两条红色背带和
腰带是否扎紧。

下了海堤，我们逐渐看清了这
片滩涂：正对着的是一片没有植被
覆盖的光滩，右手边是一片繁茂
的红树林，左手边则逐渐过渡为
一小片低矮而紧密生长的、形似芦
苇的植物。

“互花米草，这是外来入侵植
物！”见我们满脸狐疑，林良羽解释
道，1979年引种到中国至今，互花米
草在中国东南沿海滩涂区域快速蔓
延，威胁本土潮间带生态系统，使得
大片本土盐沼生物失去了赖以生存
的家园。

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无声的生态
拉锯战。人们除草、种树，让红树林
恢复湿地生态。在我们眼前，那些
年幼的红树林正被密密的网布保护
起来，从而能在站稳脚跟、长大成林
之前，抵御海浪的冲击和互花米草
根系的“侵占”。

在滩涂上行走真不容易！刚迈
出第一步，淤泥就没过了小腿，要费
好大的劲儿才能把一条腿拔出来。
反而左边的互花米草“领地”踩起来
似乎更“实在”，我们跃跃欲试，却立
刻被林良羽叫停，“小心！互花米草
地界并没有看到的那么牢固，其实
暗藏危机，它锋利的叶片也是可怕
的武器。”

为了方便行走，我们借助了一
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泥马”：前
部“马头”与地面约呈 45 度角，后部

“马背”平置于地面。一条腿跪上
“马背”，攥紧“缰绳”，另一条腿往后

蹬泥，就可在泥面滑动。
走近平均“身高”近 3 米的红树

林，阳光穿过树枝，落下碎片光影。
树下，一只只小螃蟹在拇指粗的沼
泽洞穴里探头探脑，还可以看见一
些浅浅露出的小苗。

“ 你 们 看 这 些 绿 色 的‘ 小 茄
子’。”林良羽指着树上的果实，其形
状上圆下尖，真像一只细长的小茄
子，这种红树也因此叫秋茄。林良
羽告诉我们，这叫“胎生苗”，下头尖
方便在掉落时插进土里，一些没及
时插入土中的“小茄子”则可能在涨
潮 时 随 水 漂 流 到 其 他 地 方 生 根
发芽。

几十年后，或许这些小苗将会
在更多地方郁郁成林。我们捡起几
个尚未埋入土中的果实，挑选一处
空地种下这份未来的希望。

立体生态系统初长成

不同于朝九晚五，海洋生物调
查队的工作时间依据潮汐时间而
定。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完成底栖生

物样品采集并在下午涨潮前及时撤
离，十分考验精力和经验。

林良羽带着两位队员毛健、叶
文建向红树林深处趟去，他们一手
举着铁锹、一手拎着样方框，我们随
队员杨静静在后方开展辅助工作。

“把红色水桶给我！”林良羽喊
道，我们立刻将岸边的大水桶传了
过去。只见他将样方框缓缓压入滩
涂中，框出25厘米乘以25厘米的泥
土，再用铁锹向下一铲、一抬，重复
多次，一份淤泥样品就装入桶中。
一份样品采完后，他又艰难的转移
到下个采样点。

临近中午，所有样品采集完毕，
滩涂温度也明显上升。“不舒服及时
说，防止中暑。”林良羽提醒道。大伙
儿来不及休息，用“泥马”拖着装满样
品的水桶、几个大金属筛子和十几个
空瓶子，前往最近的一条潮沟。“像这
样，用水把淤泥冲洗掉，把底栖生物
筛洗出来。”个子最高的毛健把样品
倒入筛中，双手提着筛子在水中来回
清洗，我们再从中挑出石块、砂砾等
杂物，灵活的叶文建来回穿梭，将剩
余的包括底栖生物和草根枯枝一起
装入不同的样品瓶中。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反复筛
洗，每个人早已满头大汗，我们终于
将 5 大桶淤泥，精简为 7 个样品瓶里
的底栖生物样品。打开一个样品
瓶，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些小动物，招
潮蟹、拟蟹守螺、鼓虾、星虫⋯⋯林
良羽一只只介绍，只见那只鼓虾浑
身晶莹剔透，向我们挥舞着钳子，格
外活泼。

回岸途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攀
附在红树干上的粗糙拟滨螺。“红树
林正在构建一个多种生物共存的立
体循环生态系统。”林良羽用手比划
道，“树冠为鸟类、昆虫提供筑巢栖息
的环境；树干上则经常攀附有滨螺；
涨潮期间，看不见的水下，也会有游
鱼穿梭在树干间觅食；红树林底部淤
泥则是底栖生物居住的场所，拟蟹守
螺、招潮蟹、钩虾等生物栖息其中，红
树树叶常以凋落物的方式，进入底栖
生物食物链物质循环中。”

对于调查结果，我们已经迫不
及待。林良羽透露，根据此前的调
查，调查队已有一些初步结果，比
如，红树林中采集到的短拟沼螺、光
滑河篮蛤和缢蛏并未在互花米草生
境中出现。

给样品“保鲜”

回到海堤上，大家纷纷脱下又
闷又热的下水裤。海风吹来顿觉一
身凉意，原来此刻我们从头到脚的
衣物已被汗水浸湿。不过看到采样
成果把后备厢装得满满当当，大伙
儿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神情。

大伙儿即刻带着样品返城，在
调查队搭建的临时实验室里，前两
周采集的 100 多瓶样品在 5 个大筐
里码放得整整齐齐，H1、H2⋯⋯每
个瓶盖上都用记号笔写有样品标
签。林良羽边将新采集的样品分
类放入，边解释道：“H1 是小红树
林，H2 是大红树林，G 是没有植被
的光滩，M 是互花米草，小写字母
则是各个采样地点的首字母缩写，
比如‘mtd’相当于茅坦岛。”

“活着的生物会新陈代谢，有些
还会捕食其他生物，所以需要尽快固
定。”只见队员们根据不同瓶子的样
品体积，将适量试剂注入瓶中。另一
些装在试管中的水和沉积物样品处
理方式则不同：水样品需要在玉环当
地实验室中简单处理后，当日运送回
杭 州 ，沉 积 物 样 品 则 被 保 存 在 冰
箱里——它们都需要保持最“新鲜”
的状态。等这轮
调查全部结束，他
们就会带上所有样
品回到杭州的实验
室，开展进一步检
测或者鉴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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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牧歌，不只在草原响起；大
海之底，也有广袤“牧场”孕育生机。

近年来，浙江在近海岛屿、岸线
周围陆续打造起 11 座海洋牧场。
它们成为解开海洋渔业发展与海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矛 盾 的 一 串“ 金 钥
匙”。曾一度因环境污染、过度捕捞
而沉寂的海底，如今正逐渐恢复热
闹与活力。

水更清，鱼更多，海滨人民生活
愈发美好。“世界海洋日”到来之际，
我们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梁君、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绿色
渔业专家黄伟乘船出发，进入浙江
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舟
山市普陀区东极镇中街山列岛海域
海洋牧场，聆听海上幸福“牧歌”。

“文章”都在海底

清晨的海港，雾气尚未散开。
一大早，我们乘船向中街山列岛海
洋牧场进发。

什么是海洋牧场？梁君解释
道，正如草原牧场需要草木葱茏，方
能养肥牛羊。海洋牧场建设以人工
鱼礁打底，种上海草和藻类，再定期
将多种水生生物放流入海。它是近
海海域生态修复的大工程。

离 港 一 路 向 东 ，海 水 由 浑 转
清。“快看！前面就到了！”两小时
后，梁君把我们喊上甲板，伸手指向
两座小岛间的一片湛蓝海域。我们
极目远眺，航行颠簸带来的晕船不
适感在此刻烟消云散。

不见预想中的养殖网箱、泡沫
浮标等设施，渐行渐近的这片海域，
除了颜色稍浅之外，与其他区域别
无二致。“这便是海洋牧场？”我们将

信将疑。
“就算闭着眼睛，我也不会认

错。”梁君信誓旦旦。往返于舟山本
岛与东极岛之间十余年，他参与了
中街山列岛海洋牧场建设的全过
程，早已将这里视作“第二故乡”。

“海面上看不出端倪，因为‘文
章’都在海底喽！”理出一箱子实验
设备，他邀我们换乘橡皮快艇，去水
面之下寻找答案。

“嗖嗖”的海风自耳边呼啸而
过，我们乘坐快艇飞驰海面，很快便
进入了海洋牧场的核心区。梁君示
意驾驶者停船，从防水箱中取出一
个红色、圆形、中间开孔的金属器
材。“这是透明度盘，用来测试海水
透明度。”只见他以绳子牵引，将它
慢慢沉入水面，直到圆盘透出的那
一抹红消失在海里。

“1.39 米！”梁君立即取出皮尺，
在绳子上读取水深，“一般能见度在
半米以上就是清澈的海水，所以这
个结果非常好！”听罢他的点评，我
们也兴致高涨，加入帮忙：取下圆
盘，绑上透明、圆柱形的容器，放入
水面以下约 20 厘米处采集水样，并
倒入存样瓶保存。上岸后，梁君会
把它带回实验室，用专业仪器进一
步测试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氮、磷酸钙等含量，判断海水是否富
营养化。

“可初步判定，海洋牧场海水水
质很不错！”看了看瓶内的海水，仔
细闻了闻，梁君笑容满面。

汪洋下有个“繁华社区”

乘快艇登岸，诸多疑惑萦绕脑
海：海水表层颜色浅，水质却格外清

澈，这是为何？汪洋之下又是怎样一
番场景？人工鱼礁如何沉入海底？

直到走进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局，在一块电
子大屏中，我们寻到了答案。

“这是为牧场搭建的‘海底在线
观测系统’，高清摄像头、各式传感
器共同组成‘海底千里眼’，协助日
常运维管理。”他向我们展示：水温、
盐度、浊度、叶绿素、溶解氧等指标
实时更新，不同深度海水流速和方
向同步显示。

当画面切到“实时视频”模块，
有趣的一幕发生了：一条尖嘴大眼、
黄体黑斑的鱼儿窜入眼帘，在镜头
前摇头摆尾，憨态可掬。在场众人
看得入神，忍俊不禁。

“是丝背细鳞鲀！俗名‘剥皮
鱼’，典型的恋礁型鱼类。”梁君的声
音让我们回过神来。

“在海洋牧场竣工验收、系统投
用的最初，即便在镜头前等一小时，
都不一定能看到这种画面；如今不

到 10 分 钟 就 能 有 。”黄 伟 接 过 话
茬。小家伙的意外“闯入”，触发了
专家们的回忆。

梁君从手机里找出了一段珍藏
的视频，展示给我们：运输船吊机挥
动巨臂，“轰”，一个巨大的方形水泥
架沉入海底。“这就是人工鱼礁，是
为海洋生物建造的房子。”梁君说，
牧场建设中，他所在的团队共组织
投放了 5300 个人工鱼礁单体，打造
起空间大小为 5.3 万立方米的立体
式“海底社区”。

年复一年，“海底千里眼”见证
了神奇变化：藤壶、柳珊瑚、海葵等
开始附着在礁体之上，鱼虾、贝类纷
纷前来“安家落户”，海水更清亮了。

梁君欣然透露，一次次渔获调
查中，海洋牧场游泳动物的品种和
数量双双提升。龙头鱼、三疣梭子
蟹、口虾蛄、黄姑鱼、海鳗等种群日
渐壮大，先后跻身海域“优势种”。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四大海
产”之一的大黄鱼，也成为了这里的

“常见种”。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正是人工

鱼礁群，抬升海底平面，让表层水域
颜色变浅，成为辨认海洋牧场的无
形“分界”；减缓海底水流速度，让无
数生命附着、聚集、栖息，养护海底
生态、净化海洋环境。

海岸“牧民”找到新商机

走出大楼后的所见所闻，更让
我们感受到：因海洋牧场而改变的，
不只是水下世界，还有岸上生活。

眼下，东海正值伏季休渔，海洋
牧场边的海岛码头上却一派忙碌
景象。一筐筐以虎头鱼（学名褐菖
鮋）为主的渔获甫一上岸便被现场
收购，渔民们干劲十足。

黄伟解释，他们采用了“延绳
钓”这种抓大放小、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型的作业方式，与休闲海钓一
样 不 受 禁 渔 期 限 制 ，四 季 都 可 开
捕。“一条船一天能钓 100 多斤，收
入 2000 多元呢！”50 多岁的渔嫂包
荷飞整理着钓具，笑逐颜开。

带 客 人 海 钓 归 来 ，“ 普 海 休
2709”号船长小心抱着一箱“战利
品”上岸。“清晨 6 点就出发了，今天
在海洋牧场钓到了它！”他笑眯眯地
打开箱子，引我们探头看：一条两斤
重的大黄鱼赫然躺在冰块堆里。惊
喜常现，让休闲海钓项目受到游客
追捧，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是个大宝贝！”东极镇大黄鱼
养殖户施光品也在看客行列。一番
交谈之后，他带我们登上西北边的
山头，远眺他设在海洋牧场边的大
黄鱼养殖场。

日光之下，80 个养殖网箱整齐

铺开，熠熠生辉。他说，这两年，得
益于海洋牧场建成投用，周边海域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自家养殖的大
黄鱼品质逐年提升，如今无论体形
还是味道都已接近野生大黄鱼。

“去年养成 50 万尾，价格比其
他地区出产的高出一倍多，仍然畅
销，市场从长三角拓展到了韩国。”
施光品透露，随着大黄鱼养殖的效
益水涨船高，今年他再度大幅扩增
养殖规模，上半年已投苗 80 万尾，
计划下半年再投 100 万尾，带动更
多海岛乡亲增收致富。

“听说你们在海洋牧场试验新
技术，能提升大黄鱼品质？”“没错，
一种音响驯化系统，叫‘海上牧童’，
效果不错，想试试吗？”同行一段路，
聊个不停，梁君与施光品已仿佛熟
络的老友。

这段海洋牧场探索之旅走到了
尾声，我们踏上船，依依不舍地回眺
东极。生态恢复、捕捞转型、养殖升
级、三产融合⋯⋯海洋牧场正发挥
综合效益，推动着这片岛与海步步
驶入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

记者进入舟山普陀东极海域，探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蔚蓝大海，看“鱼儿社区”真热闹
本报记者 来逸晨 黄宁璐 通讯员 李 蒙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孕育守护万千物种，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
今年 6 月 8 日是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暨第十五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近日，本报记者分别前往玉环的红树

林、舟山普陀的海洋牧场，寻访海洋的神奇物种，探秘海底的“繁华社区”。记者发现了什么呢？不妨一起看看——

黄宁璐黄宁璐

胡静漪

扫一扫 看视频

来逸晨

朱 承

扫一扫 看视频扫一扫 看视频

茅埏岛的红树林茅埏岛的红树林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胡静漪胡静漪 摄摄

从东极主岛庙子湖岛远眺海洋牧场 本报记者 来逸晨 拍友 徐佩 摄从东极主岛庙子湖岛远眺海洋牧场从东极主岛庙子湖岛远眺海洋牧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来逸晨来逸晨 拍友拍友 徐佩徐佩 摄摄

海洋牧场的条石鲷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供图

短拟沼螺 受访者供图 海洋生物调查队正在筛洗采集到的底栖生物 见习记者 胡静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