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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黄河三角洲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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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废黄河三角洲位于江苏沿海北部 ,是由历史上黄河夺淮形成的。目前 ,废黄河三角洲

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沿海四大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现代黄河三角洲、废黄河三

角洲)中处于下游。在分析了废黄河三角洲资源优势与限制因素以后 ,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对策 :加强生态修复 ,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加大港口开发力度 ,合理利用岸线资

源 ;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生态经济 ;打破行政界限 ,构建废黄河三角洲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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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黄河三角洲位于江苏北部沿海 ,是由 1128～
1855 年期间黄河南泛侵泗夺淮形成得的 [1 ] 。自然上
西起响水云梯关 ,北到灌河河口 ,南到射阳河口 ,面积
7 800 km2 ;行政上包括响水、滨海、射阳、灌云、灌南
五县 ,面积近 9 000 km2 ,人口 450 万。如果加上周围
的黄泛区 ,面积有 20 000 km2 ,人口达 1 000 多万 [2 ] 。
废黄河三角洲地貌上属于黄河三角洲的一部分 ,但
是 ,由于其形成与分布的特殊性 ,因而 ,也可以把废黄
河三角洲称为我国沿海四大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现代黄河三角洲、废黄河三角洲)之一。历
史上淮河下游曾是富庶的地区 ,直到黄河夺淮以后 ,

废黄河三角洲才成了重灾区 ,“大雨大灾 ,小雨小灾 ,

无雨旱灾”,经济发展一落千丈。目前 ,废黄河三角洲
在我国沿海四大三角洲中 ,经济水平仍处于下游 ,成
为我国沿海经济的“低谷”。作者通过对废黄河三角
洲资源禀赋与限制的剖析 ,探讨废黄河三角洲区域
复兴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1 　优势条件

1. 1 　区位优势
废黄河三角洲北与东陇海铁路及欧亚大陆桥相

邻 ,南距长江三角洲不足 300 km ,位居中国沿江 ———
“黄金水道”、沿海 ———“黄金海岸”和沿线 ———东陇海
铁路组成的“π”型战略结构的中心 ,这里处于我国中
部最大的河流 ———淮河的入海处 ,以及我国沿海经
济大省 ———江苏省北部 ,离日本、韩国等海上距离近 ,

区位优越 ,为苏北盐城、淮安、宿迁三市以及淮河流域
河南、安徽等省的重要海上出口 ,辐射范围约 30 万
km2 ,人口达 5 000 万。物资从废黄河三角洲上射阳
港和滨海港进出苏北盐、淮、宿三市及苏中地区和豫

南、皖北 ,比从上海港或连云港中转 ,距离上将缩短
100～400 km。本区西距京杭运河 100 km , 204 国
道、通榆运河贯穿境内 ,新长铁路从本区西侧穿过。
废黄河三角洲成为沟通长三角与环渤海经济圈的沿
海要冲 (图 1) 。

图 1 　废黄河三角洲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abandoned t he Yellow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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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资源优势
1. 2. 1 　岸线资源

废黄河三角洲海岸线长约 272 km ,占江苏省海

岸线的 1/ 4 以上 ,为淤泥质海岸。废黄河口附近岸线

平直 , - 10 m 等深线距岸不足 3. 5 km ,是江苏段海

岸距深水区最近的岸段 ,可以建造深水大港。本区陆

上还有众多河流汇集 ,腹地及疏港条件好 ,其中 ,灌河

有苏北的“黄浦江”之称 ;射阳河是苏北最长的天然

河 ;淮河入海水道 ,从洪泽湖畔开始 ,至滨海扁担港 ,

全长 160 km ,宽 750 m ,深 6 m ,集防洪、灌溉、航运于

一体。因此 ,废黄河三角洲成为江苏淤泥质海岸建港

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 ,目前 ,射阳港已成为国家二

级口岸、江苏沿海第二大海港。

1. 2. 2 　水土资源

废黄河三角洲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区 ,

太阳辐射总量为 4 900～5 100 J / (cm2 ·a) ,日照时数

2 350～2 430 h ,年平均温度 13. 6～13. 9 ℃,大于 0 ℃

的积温超过 5 000 ℃,无霜期在 210 d 以上 ,平均降水

量 960～1 168 mm ,十分利于小麦、棉花、水稻等喜热

作物生长。废黄河三角洲五县总面积 8 963 km2 ,占

江苏全省的 8. 7 % ;耕地 456. 08 ×103 hm2 ,占土地总

面积的 50. 8 % , 土地利用程度较高 ; 其中 , 水田

153. 13 ×103 hm2 ,旱地 303. 67 ×103 hm2 ;另有滩涂

和荒地 40 ×103 hm2 。本区人均土地 0. 20 hm2 、人均

耕地0. 10 hm2 ,约为江苏省人均土地和耕地的 2 倍。

射阳境内每年还从海中净增土地近万亩。本区宝贵

的土地后备资源 ,对于缓解江苏人多地少的矛盾 ,实

现全省耕地动态平衡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 2. 3 　矿产与能源

废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淮盐的故乡 ,年产海盐 100

万 t 以上 ,占江苏省的 1/ 3。境内的射阳河低平原 ,蕴

藏着较丰富的油气资源 ,探明储量在 200 亿 m3以上 ,

为缓解江苏能源紧张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区灌河口

和射阳河口 ,平均潮差达 2. 33～3. 15 m ,且纳潮条件

好 ,为海洋能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另外 ,紧邻本

区西侧的淮安 ,又蕴藏特大岩盐矿 ,储量达 4 500 亿 t ,

世界罕见 ,为化学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 ;本区还分布

着大量的砂矿和粘土矿等。

1. 2. 4 　生物资源

废黄河三角洲地处中国南北重要的地理分界

线 ———秦岭2淮河线的顶端 ,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

生物区系复杂 ,包括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 ,既有

南方品种、又有北方品种。尤以沿海滩涂更为集中 ,

单位面积生物量达 40 g/ m2 ,这里分布着鸟类 200 多

种 ,其中丹顶鹤、白鹤、白枕鹤、白鹳、黑鹳、大雁等珍

禽 20 多种 ,有青蛤 ( Cyclina sinensis) 、四角蛤 ( M ac2
t ra veneri f ormis) 、泥螺 ( B ul lacta ex arata) 、缢蛏 ( S i2
nonovacula const ricta) 等底栖动物 100 多种 ,还有何

首乌 ( Pol y gonum m ulti f lorum ) 、罗布麻 ( A pocy num

venetum) 、杜仲 ( Eucommia ulmoi des) 、枸杞 ( L yci um

chinense) 等名贵植物数十种。射阳国家级珍禽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面积 1 万 hm2 ,每年来此越冬的丹顶鹤

有约 900 只 ,占世界总数的 60 %以上 ,被 GEF (全球

环境基金)列为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项目。

1. 2. 5 　旅游资源

废黄河三角洲风景优美 ,历史遗迹众多 ,乡土风

情浓厚。射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已加入联合国“人

与生物圈”计划 ,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淮河第一

关“云梯关”,既是古淮河口 ,也是历史上重要商埠和

防倭重镇 ,具有很大的历史与欣赏价值 ;响水、灌河以

潮声“轰鸣响彻”“如雷贯耳”而得名 ,以观潮看鲸赶海

为特色 ;再有开山岛的风光、砂贝堤的古韵、万亩藕

塘、十里菊香。废黄河三角洲又是淮盐的“摇篮”,盐

文化发达 ,盐灶、盐墩、盐场、盐河、盐商、盐贩 ,构成一

道人文景观 ;这里还流传着“后羿射日”、“盘古开天”

的传说 ,还有生猛海鲜、奇珍异品 ,以及灌河大桥、射

阳河闸等人工巧匠的杰作 ,令游人流涟忘返。

1. 3 　环境优势
废黄河三角洲有“东方湿地”、江苏的“后花园”之

称 ,蓝天碧海 ,莺歌燕舞 ,成为江苏乃至我国沿海少有

的“净土”。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水、土、电等资源日

趋紧张 ,地面下沉、土壤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日趋

严重的状况下 ,废黄河三角洲的生态优势更加凸现。

当前 ,区域竞争已从传统的资源型向环境型、生态型

转变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废黄河三角洲正逐渐成为人们投资置业的乐

土。射阳、滨海等工业园区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外资企

业落户。

1. 4 　后发优势
废黄河三角洲人口 448. 5 万 ,占江苏省的6. 08 % ,

人口密度 500 人/ km2 ,低于江苏省平均 719 人/ km2 ,

但约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 4 倍 ,其中 ,农业人口占

79. 5 % ,非农人口仅占 20. 5 % ,2002 年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 241. 83 亿元 ,财政收入 11. 58 亿元 ,分别占江苏

省的 2. 27 %和 0. 78 %。经济发展水平在江苏省处于

下游 [3 ] 。从全国来看 ,江苏沿海属于经济“洼地”,而

废黄河三角洲更是江苏沿海的经济“洼地”。河口与

三角洲地区物质与能量交换强烈 ,一向为我国及世界

经济发达的地区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发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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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入平稳期 ,而江苏省沿海开发及“海上苏东”战

略 ,为废黄河三角洲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表 1 ,

图 2) 。

表 1 　废黄河三角洲基本情况

Tab. 1 　Fundamental situations of abandoned the Yellow River delta

县名 人口 ( ×104人) 非农业人口 ( ×104人) 面积 (km2) 国内生产总值 ( ×108元) 财政收入 ( ×108元)

灌云 106. 26 21. 29 1 898 52. 70 1. 52

灌南 72. 23 10. 16 1 027 26. 90 1. 55

响水 56. 91 13. 97 1 363 27. 43 1. 55

滨海 108. 03 24. 02 1 880 48. 15 2. 11

射阳 105. 07 22. 61 2 795 86. 65 4. 83

图 2 　废黄河三角洲各县国内生产总值

Fig. 2 　GDP of each county in abandoned the Yellow River

delta

2 　限制因素

2. 1 　生态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
废黄河三角洲位于南北过渡地带 ,气候不稳定 ,

洪、涝、旱、碱、沙、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这里地处淮河下游 ,素有“洪水走廊”之称 ,每到汛期 ,

分洪、下泄压力很大 ;本区地势北高南低 ,南部低洼的
射阳河平原与里下河平原连成一片 ,易涝 ;土壤多在
废黄河泥沙上发育 ,保水性较差 ,加上当地河流水量
受上游来水控制 ,一旦发生旱情 ,相当严重 ,甚至造成
土地沙化。整个三角洲形成历史不长 ,土壤长期在海
水中浸泡 ,盐分含量较高 ,属于我国黄淮海中低产田

改造区 ;海边新增的土地 ,多为光滩和盐沼地 ,利用程
度不高 ;如果排灌不当 ,或受海面变化影响 ,还易出现
“咸潮”,引起土壤盐碱化。近海的风浪及风暴潮威胁
大 ,仅 1981 年 14 号台风 ,就造成三角洲数千米海堤
被毁 ,上万亩农田受灾。废黄河三角洲还是我国海岸
侵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855 年黄河北归以来 ,已经
有 1 400 km2的土地被大海侵蚀掉 ,约占整个三角洲
的 1/ 6 ,平均每年后蚀 10～20 m[4 ] 。

2. 2 　农业依赖性大 ,经济总量低
废黄河三角洲三次产业比分别为 36. 14 %:32. 38 %:

31. 48 % ,农、林、牧、渔比重分别为 55. 3 %、1. 9 %、23. 2 %、
19.6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56. 45 % ,农
业尤其是种植业在废黄河三角洲中占主导地位。2002 年
五县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 174. 3 亿元 ,占江苏省的 6. 0 % ,

粮、棉产量分别为267. 1 万 t、12. 9万 t ,占江苏省的9. 2 %、
37. 3 %。其中 ,射阳县皮棉产量全国第一 ,灌云县皮棉
产量居江苏省前列 ;在江苏省 54 个县 (市) 中 ,射阳、
灌云两县粮食产量分居第六、第十一 ,滨海县肉类产
量居第四。但是 ,本区工业相对薄弱 ,以农产品加工、
化工、机械、纺织等为主 ,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第三产
业中商贸、餐饮、交通、服务业等占到 60 %以上。在
江苏省 54 个县 (市) 中 ,废黄河三角洲的灌云、灌南、
响水、滨海四县 ,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农民人均
收入均居下游 ,2002 年废黄河三角洲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为江苏省的 1/ 3 和 1/ 9 ,为长江
三角洲的 1/ 5 和 1/ 20 (表 2) 。

表 2 　废黄河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的位次

Tab. 2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abandoned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n Jiangsu province position

县名 人口 (位次) 国内生产总值 (位次) 财政收入 (位次) 农民人均收入 (位次)

灌云 21 41 54 53

灌南 42 53 52 54

响水 47 52 53 48

滨海 17 47 48 43

射阳 23 20 29 25

注 :全省按 54 个县 (市)统计 ,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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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基础设施薄弱 ,城镇发展缓慢
废黄河三角洲处于江苏的东北隅 ,位置较偏僻 ,

宁连、宁淮、盐靖宁高速公路都绕过本区。境内的河
流虽多 ,但多为淮河下游的排水通道 ,季节变化明显 ,
给全气候航运带来困难 ;众多的内河涵闸与沿海节
制闸 ,也影响了水运。另外 ,东陇海铁路从三角洲北
侧穿过 ,新长铁路也从淮安南下 ,都与废黄河三角洲
失之交臂。射阳港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发兴
建 ,但是 ,年吞吐量仅 500 万 t ,约占全省沿海港口吞
吐量的 1/ 8 ,为连云港的 1/ 7 ;滨海港、陈家港、燕尾港
等 ,规模都很小 ,年吞吐量多在几十万 t ,难以满足物
质的集散 [5 ] 。废黄河三角洲共有 85 个乡镇 ,其中建
制镇 61 个 ,城镇密度 0. 68 个/ km2 ,城镇数量少、规
模小 ,人口在 20 万以上的城镇 1 个 ,15～20 万之间
的 1 个 ,10～15 万之间的 3 个 ,5～10 万之间的 20
个 ,5 万以下 26 个。江苏省现有 13 个省辖市、31 个
县级市 ,而在近万 km2的废黄河三角洲上 ,一座县级
市以上的城市都没有 ,区域发展缺乏中心及枢纽。废
黄河三角洲城镇及港口分布见图 3。

2. 4 　人类活动负作用大 ,环境质量下降
废黄河三角洲人口稠密 ,人类活动影响深刻 ,对

当地的资源与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压力。例如 ,废黄河
口北侧现代贝壳沙堤被开采 ,加剧了本区海岸的侵
蚀 ;沿岸入海河流上建有 36 座涵闸以及 10 余座大小
港口 ,其中一些不合理的工程 ,造成海陆之间物质交
换受阻 ,既降低了河流的通航能力 ,又破坏了洄游性
鱼、蟹的生活习性 ,影响生物多样性 ;此外 ,近海滥捕
滥采 ,特别是早几年发生的“对虾大战”、“海蛰大战”、
“泥螺大战”,又使沿岸生物资源遭到破坏。而且 ,废

黄河三角洲处于淮河下游 ,承接了大量的上游污染 ,
加上本地工农业的污染 ,已造成沿岸及河口环境质
量下降 ,仅苏北灌溉总渠 COD 年排放总量就达
11 004 t ,灌河口、射阳河口水质也已降到 Ⅲ～ Ⅳ级。
目前 ,在江苏 14 个沿海县 (市) 中 ,响水县污染最严
重 ;在江苏省 15 条主要入海河流中 ,废黄河、射阳河
的排污量仅次于长江口北支 ,分列第二、第三位 [6 ] 。

3 　可持续发展战略

3. 1 　加快生态修复 ,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废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较频繁 ,

是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 ,尽快修复
废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整体性与恢复
力 ,使生态系统向着健康发展。首先 ,加强废黄河三
角洲水利建设 ,充分发挥通榆运河和淮河入海水道
水利枢纽作用 ,提高防洪抗旱能力 ;加强沿海护岸工
程建设 ,严禁开采沙堤 ,充分发挥人工引种互花米草
( S partina alterni f lora) 促淤保滩作用 ,减缓和控制
海岸后蚀。第二 ,加快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控
制滩涂围垦规模 ,禁止滥砍滥伐、滥采滥捕 ,保护沿海
湿地及生物多样性。第三 ,加强植树造林 ,在新沿海
公路两侧建设防护林 ,在黄河故道建设经济林和果林
带 ,在潮间带修复盐蒿 ( S uaeda salsa) 、芦苇 ( Phrag2
mites aust ralis ) 、獐毛草 ( A el uropus li ttoralis var.
Sinensis)等原生盐沼 ,减少水土流失 ,提高土壤肥力。
第四 ,配合淮河流域治理 ,发展绿色农业与清洁工业 ,
控制上游污染 ;按照海洋功能区划 ,合理布局涉海产
业。

图 3 　废黄河三角洲城镇与港口

Fig. 3 　Towns and harbours in abandoned t he Yellow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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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加大港口开发力度 ,合理利用岸线资源
废黄河三角洲水域开阔 ,深水岸线丰富 ,特别是

废黄河口外 - 10 m 等深线贴岸、稳定 ,在江苏省近千

km 的岸线上罕见 ,可以建设 10～20 万 t 深水大港。

江苏为能源消耗大省 ,每年购入的原油就有上千万

t ,在长江沿岸港口分流和中转 ,成本高又不安全 ,废

黄河口附近可尽快建成大型原油及天然液化气港

口 ,使其成为江苏沿海能源集散地。本区岸段已有陈

家港、燕尾港、堆沟港、滨海港、扁担港、射阳港、黄沙

港、新洋港等 ,数量不算少 ,但规模小、效益低 ,造成岸

线资源的浪费与破坏 ,应打破行政界限 ,实现港口合

理配置和分工。射阳港开发早 ,基础好 ,为国家二级

口岸 ,已有 3 个泊位及 1 个海上过驳平台 ,与韩国、日

本及国内 20 多个港口通航 ,可建成区域主枢纽港 ;滨

海港可利用淮河入海水道疏港条件 ,建成淮河下游

最大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品进出通道及江苏能源大

港 ;灌河港 (包括堆沟港、燕尾港、陈家港) ,由于离连

云港海上距离不足 50 km ,可建成亚欧大陆桥东桥头

堡的分流港 (图 3) 。

3. 3 　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生态经济
废黄河三角洲耕地多、光热水充沛 ,为全国重要

的农业生产区 ,以及江苏省重要的“米袋子”、“菜篮

子”。本区经济发展 ,首先必须加强和巩固农业生产 ,

从全省粮食安全的高度 ,保护耕地 ,提高土壤肥力 ,增

加农作物产量 ;同时 ,提高林、牧、渔的比重 ,扩大滨海

何首乌、海蛰 ,射阳枸杞、对虾 ,响水浅水藕、青蛤 ,及

灌南螃蟹、灌云开洋虾米等土特产品优势 ,把废黄河

三角洲建成全国重要的粮棉、中药材、蔬菜、花卉基

地 ,以及滩涂牧业、增养殖业基地。第二 ,加快海洋工

业的发展 ,充分利用原盐、油气等资源及港口条件 ,建

成全省重要的盐化工与能源基地 ;并利用沿海水产

品 ,发展海洋食品、海洋药品等新兴产业。第三 ,加快

发展旅游业 ,以生态旅游为特色 ,以射阳丹顶鹤自然

保护区为品牌 ,建成包括以云梯关为中心的废黄河

历史公园以淮河入海水道与通榆运河枢纽为中心的

黄淮水利公园、以射阳河口为中心的世界级低地公

园 ,以及灌河风光带和大伊山名胜古迹区等精品旅

游项目。

3. 4 打破行政界限 ,构建废黄河三角洲经济区
废黄河三角洲五县自然上连成一体 ,但行政上

分属连云港、盐城两市 ,规划与开发上缺乏整体性。

而且 ,无论是连云港市的的灌云、灌南 ,还是盐城市的

响水、滨海等县都远离各自市区 ,经济上欠发达 ,呈边

缘化趋势。因此 ,参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

渤海经济区的模式 ,构建废黄河三角洲经济区 ,可以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合理分工 ,相互协作 ,实现经济的

一体化 [7 ,8 ] 。同时 ,应尽快培育区域经济中心 ,以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 ,更好地组织和带动区域发展。长

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核心作用无人置疑 ,山东

的东营也已被国家计委、建设部规划为黄河三角洲的

中心城市 ,废黄河三角洲也必须建设自己的中心城

市。目前 ,射阳县在废黄三角洲上城市人口最多、经

济实力最强 ,境内的射阳港是江苏沿海第二大海港 ;

射阳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已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

计划和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有“东方湿地之都”之称 ;

沿海公路与射阳河等已将废黄河三角洲五县紧密地

连在一起。第一步 ,尽快使射阳撤县建市 ,成为废黄

河三角洲上的第一个县级市 ;第二步 ,逐步把射阳建

成省辖市 ,使射阳成为废黄河三角洲上中心城市。

4 　结论

废黄河三角洲地处我国中部沿海 ,人口众多 ,区

位独特 ,与南部的长江三角洲相距不足 300 km ,但两

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较大。2002 年底 ,长江

三角洲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为废

黄河三角洲的 5 倍和 20 倍。而历史上淮河下游曾是

富庶的地区 ,这里出土的 6 000 多年前青莲岗文化代

表了江淮一带的农业文明 [9 ] ;2 000 多年前就形成了

历史文化名城 ———淮安 ;淮河入海口的云梯关也是我

国有记载最早的海关。数百年来 ,人们对淮河流域及

废黄河三角洲进行了重点治理 ,“蓄泄兼筹”,特别是

2002 年建成的淮河入海通道 ,为淮河下游及废黄河

三角洲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加快实现废黄河三角

洲区域开发 ,尽快把废黄河三角洲建设成为中国沿海

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现代黄河三角洲之后 ,新

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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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abandoned the Yellow River delta lies in the northern coast of Jiangsu province , which
formed after the Yellow River was captured by the the Yellow River in history. Now it locates backward posi2
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our big coastal deltas in our country ( the Yangzi River delta ,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 contemporary Yellow River delta and abandoned Yellow River delta) . After analysing it s benefit s
and disadvantages ,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 to repair environment
and to withstand natural calamities ; to exploit port s and to use coastline resources ; to adjust indust ries and to
develop ecologic economy ; and to build a economic zone of the abandoned the Yellow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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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ore than 297 st rains of marine S t reptom yces were isolated f rom the Jiaozhou Bay ,the physio2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RNA of which were studied. Eight sensitive microorganisms including Esche2
richia coli , Pseudomonas areuginosa , S tap hy lococcus aureus , S arcina sp . , Cry ptococcal meningitis , Candi2
da albicans , M ucor miehei and S t reptom yces vivi dochromosenes were tested. The st rains which could inhibit at
least one sensitive microorganism accounted for 42. 1 %. The phylogenetic t ree of 4 st rains which were of high2
ly antibacterial activity was established. It showed us that M259 belonged to Cyaneus group ; M245 belonged to
Albosporus group ; M268 belonged to Globisporus and M239 constituted a branch alone. The result s showed
us the poterntial of looking for antibiotics f rom marine S t reptom y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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