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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用海选址合理与否对拟选海域的经济效益和海洋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利用以及海洋

环境的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项目用海选址合理性分析也是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核心

内容之一。作为用海项目，人工鱼礁选址合理性分析同样十分重要。笔者结合实际工作中取得的

一些经验和认识，对人工鱼礁项目用海选址合理性分析应考虑的部分影响因素作了简单讨论，并

给出某些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以评价其对人工鱼礁项目用海选址的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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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礁(包括鱼类礁、藻类礁和贝类礁)

是人工置于海域环境中用于修复和优化水域生态环

境的构造物，它通过适当地制作和放置来增殖和吸

引各类海洋生物，达到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和恢复渔

业资源的目的。

目前，许多国家为了保护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

都在不同程度地发展人工鱼礁，我国人工鱼礁大规

模建设刚刚开始，处于起步阶段。作为用海项目，

人工鱼礁的建设应该办理用海申报手续，其中人工

鱼礁工程海域使用}仑证报告书是用海审批的依据之

一。建设项目选址是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

题，因而项目用海选址也就成为海域使用论证过程

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人工鱼礁选址受海洋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社

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该类项目海域使用论

证报告编制过程中，应首先考虑拟选区的海洋功能

区划、海洋水文(包括水流和水深)、海底底质类

型、海底地形和海洋生物条件等因素能否满足选址

的要求。

1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性

在人工鱼礁用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论

述选址合理性分析首要应考虑人工鱼礁建设是否与

拟投放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相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是海域开发利用的指针和方向，任何项目的开发建

设均应与其相一致和相协调。但在实际建设中町能

会出现与其相冲突的工程，因此在编制海域使用论

证报告时应注意人工鱼礁建设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兼

容性和排他性。

在功能定位为人工鱼礁区的海域投放鱼礁当然

是最合理、适宜的，但考虑到海洋功能区划的兼容

性，在少数其他功能区域也可以投放人工鱼礁。

如，海洋捕捞区，除-r拖网、围网和定置网的捕捞

区域以外，其他如流刺网和钓鱼等作业区域都可以

投放人工鱼礁⋯；资源恢复区域(包括增殖区和

禁渔区)也比较适宜投放人工鱼礁，并且在该类

功能区内投放人工鱼礁不仅可以起到增殖渔业资源

的作用，还町以禁止底拖网作业，起到一定的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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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作用。对于一些排他性强的功能区域，如航

道功能区，在人工鱼礁投放时，要注意与其有足够

的距离，避免由于礁体的移动或投放时定位精度欠

佳而妨碍海域的其他功能。

2与海洋物理环境的适宜性

海洋物理环境状况是决定人工鱼礁建没效果的

重要基础。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应尽可能多地收集

海域现有物理环境状况资料，针对人工鱼礁建没工

程及礁体本身的特点分析该海区水文、底质和地形

特征，进而分析人工鱼礁选址的合理性。

2．1水流

海流状况是影响人工鱼礁投放成效的一个重要

因素，其中流向影响鱼类的活动，进而影响人工鱼

礁的选址。有学者为了解鱼类对鱼礁的反应，利用

海洋生物遥测技术专门观测过牙鲆的活动心】，同

时对照牙鲆的移动路径与观测到的底层流况，发现

大多数情况牙鲆是往水流方向移动，如有涡流等水

流较缓的场所或者水流方向不定的场所，就会定居

在附近的鱼礁处。

流速影响人工鱼礁的增殖效果和稳定性。流速

过大，水循环导致的洗掘现象可能会使礁体与底土

层脱离，发生移位或者翻滚，影响周围其他项目用

海，同时也减少或停止给礁体生物提供食物，使幼

虫的生长条件恶化_1；流速过小，水循环会导致

较大的沉积，可能造成人工鱼礁被掩盖，从而失去

了聚集鱼类的效果，并且水流小时礁体水平表面更

容易留住沉积物，引起固着性海底生物窒息和磨

损，从而妨碍它们的生理功能。对于投放海域流速

的大小，赵海涛等H1认为投放人工鱼礁的海域流速

一般以每秒不超过0．8米为宜；钟术求等瞪1通过对

大陈海域钢制四方台型人工鱼礁礁体的稳定性进行

研究后认为，在海况要素为20年一遇的情况下，稳

定性安全范围为流速l一4 kn。可见，不同海域人工

鱼礁投放对流速的要求不同，在海域使用论证过程

中应利用拟选海域海流资料分析海流的流速和流向

特征，评价其是否能满足人工鱼礁建设的要求。

2．2水深

人工鱼礁投放的海水深度对人工鱼礁的集鱼效

果和渔业资源的增殖效果影响也较大。多数海洋生

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都受控于温度(光照)

和盐度的影响，而不同水深的光照有所不同，海洋

生物呈现垂直分布状态。鱼也会根据水深改变游泳

层，如，真鲷在近岸由于水深浅，沿着海底移动；

远离海岸，海水变深，它们就会浮上来，沿着海面

移动‘1|。

对于投放海域水深的选择，Fast等∞1认为最好

不超过20米，Nakamura[71认为10一loo米水深都

可投放人工鱼礁，邵广昭哺1则认为投礁合适水深

为20～30米，张怀慧等一】认为人工鱼礁投放水深

应根据生物分布确定，徐汉祥等【l引认为投礁的合

适水深应根据人工鱼礁类型和周围的环境及生物资

源条件决定，但不能浅于15米，否则会影响航行

和易受风暴潮冲击。可见，人工鱼礁类型不同，投

放海域不同，其投礁的适宜水深也不同。在海域使

用论证过程中，应根据人工鱼礁类型、海域环境、

生物资源条件及诱集对象生物特征分析投放人工鱼

礁的适宜水深，同时还要考虑投放水深应便于潜水

员对人工鱼礁的维护、保养和监测以及人工鱼礁增

殖工作⋯。

2．3海底底质

礁区的底质情况将影响礁体的整体稳定性和使

用寿命。海底最好是表层有泥沙的硬质底质，而且

其表面泥沙的深度不能太深，以避免礁体投放后由

于底质太软而沉人海底⋯。鱼礁的投放场地应是

海洋生物总量大的海域，而底栖牛物的数量与海底

底质类型和沉积物质量环境有很大关系。渤海和东

海的调查资料表明¨1。12|，底栖生物总量以细粉沙

底质为最高，中细沙和细沙底质次之，软泥底质的

生物总量最低。另外，海底底质沉积物质量状况好

的海域，其底栖生物相对也较丰富，人工鱼礁的集

鱼效果也好。因此，该类用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

作中应尽可能收集详实的海底底质资料，必要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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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海底底质调查，分析底质类型、底质承载力以

及沉积物质量环境是否满足人工鱼礁的要求。

3与海洋资源环境的适宜性

3．1水质环境

水环境质量直接影响浮游藻类的原初生产力和

各级饵料生物的产量，进而影响鱼类的生产量。水

体透明度不仅直接影响水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

而且也可大致反映出水体溶氧量的补充数量、浮游

生物的数量和水质肥度。海水巾溶解氧含量将影响

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和初级生产力，进而影响人工

鱼礁功能的正常发挥。另外，拟选海域的水质及其

他理化因子，还应满足鱼类的生息条件。在海域使

用论证工作中应详细调在拟选海域水质状况，选取

温度、透明度、溶解氧、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等作

为水质环境指标，分析其是否满足人工鱼礁建没的

要求。

3．2生物资源

人工鱼礁的投放场地应是海洋生物总量大，且

生物群体分布密集的海域，尤其是叶绿素a含量较

高和初级生产力发达的海域，以此符合生物链的规

律一1。另外，人工鱼礁的建造位置要看有无对象

鱼种在该地生息，或者是否是鱼道，其海区的水

温、盐度、水深和生物饵料等基本条件是否充分满

足对象鱼种的各个发育阶段。因此，在选择人工鱼

礁投放区时，应了解该海区渔业资源状况，以确定

人工鱼礁建设目的和结构类型。

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应对拟选区的海洋生

物资源进行详细调查，分析拟选区的生物资源丰富

程度、海洋生物种类组成、数鼍分布和群落结构特

征，并选取拟选海域的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浮游

动物多样性指数和生物量、底柄生物生物量、游泳

生物资源密度以及渔业资源捕获量和资源密度等作

为生物环境指标，分析评价拟选海区生物环境是否

适宜投放人工鱼礁。

4与其他方面的适宜性

人工鱼礁选址合理性分析，除要考虑海洋功能

区划、资源和环境条件对人工鱼礁建设的适宜性

外，还应+r解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调查拟投放区

域内的海洋产业及相关陆域产业发展状况，收集海

洋资源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资料，从区位条件

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工鱼礁建设的包容性等方面进

行分析。

另外，选址合理性分析还应考虑项目用海与周

边用海活动的协调性，调查拟选海区的开发利用状

况，明确周边用海活动的性质，分析人工鱼礁建设

与其他利用方式能否协调发展。

在项目选址沦证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现不少项

目选址与海洋功能区划不符合，但在环境、经济、

社会甚至政治方面该项目的建设又是非常合理的，

这种情况就应该从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充分论

证项日用海的合理性，提出对现有海洋功能区划调

整的建议与方案。若从以上几方面都无法充分论证

项目用海的合理性，建议用海项目另选新址或者给

出项目选址的备选方案。

5结语

人工鱼礁选址合理与否对拟选海域的经济效益

和海洋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利用以及海洋环境的优

化有着霞要的影响，也关系到人工鱼礁建设的成

败。如果人工鱼礁选址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人工鱼

礁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可能破坏原有的生

态环境以及妨碍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因此进行人

工鱼礁选址合理性分析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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