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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在海草生理生态学方面的第一本专著．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亚热带地区(广西、广东、福
建、香港、台湾等地)的海草种类。
分布及相关资源的现状与动态。
全书共八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亚热带海草床的资源分布与季节变化、生物量与生产力、光合特征、元
素和氨基酸营养动态、热值、生态恢复与修复技术、海草生境管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为中国
亚热带海草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本书可供海洋生态、生物和农林渔业的有关院校及科研单位的师生、研究人员阅读，亦可用作滨海
资源管理者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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