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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近海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日衔枯竭，建设人工鱼礁成为

修复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和恢复渔业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宁渡市选择在象山的渔山列岛投放人工鱼

礁，人工鱼礁投放后的监测与管理工作成为现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但我们必须加强监测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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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山列岛位于浙江省宁波象山半岛东南，距

大陆最近点石浦铜瓦山47．5 km。列岛呈东北一

西南排列，以北渔山、南渔山为主岛，其中以南

渔山为最大，五虎礁雄踞海疆，系领海基线。北

渔111主峰海拔83．4 Ill-，南渔山主峰127．4 ITI。

渔山列岛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光照和雨量充

足。该海域处于浙江近海上升流的核心部位，并

受台湾暖流影响，营养盐丰富，半物量高，为海

洋经济鱼虾类的繁殖、生长、索饵、栖息提供了

丰富的饵料基础。渔山列岛海域历来是海产丰富

的著名渔场，在岛屿和暗礁周围柄息着各种岩礁

性龟类，被誉为目前东亚最好的天然垂钓乐园。

渔山列岛岛屿岩礁周围营穴居或营底栖生活的

岛礁性鱼类丰富，主要有石斑鱼、黑鲷等。

一、人工鱼礁建设状况

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近海生

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日渐枯竭，为修

复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和恢复渔业资源，人们

纷纷采用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其巾，建设人工

鱼礁是许多国家采用的一个重要措施。日本足投

入资金最多、投放鱼礁时间最早和对鱼礁研究最

深入的国家。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欧洲许多国

家也不断加强人工鱼礁的建设。我国现代人工鱼

礁建设开始于1979年，但规模不大，在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由于停止投资，建礁工作中止。直至

2001年，广东省政府经过研究即组织有关单位

实施，并拨款8亿元人民币建礁经费，现在全省

沿海选定12个点为人工鱼礁区，并陆续开展工

作。同时，台湾、香港等地区也投资建设人工鱼

礁。

浙江省在人工鱼礁建设上也走在全国前列，

南麂列岛被列为浙江省首个人工鱼礁试验区，

2001年开始投放，约2 400 m3在南麂下水，

2002--2003年，总投放面积达到了3 km2，形成

了20个单独鱼礁和鲍礁群。2003年6月，浙江

省第二个人工鱼礁区舟山朱家尖休闲型人工鱼

礁建设项日正式启动，到2003年8月，已经形成

r 17万m3的人工鱼礁。

2004年宁波市制定了人工鱼礁建设规划，渔

山列岛和韭山列岛附近海域选划为宁波市人工

鱼礁建设规划『蔓。在2004--2020年间，在渔山列

岛和韭山列岛附近海域分别建设休闲生态型、资

源保护型、资源增殖型等3种类型5个人工鱼礁

群，规划设置88个单位鱼礁，每个单位鱼礁投放

以报废渔船为主的礁体4 000 m3，总计建设鱼礁

规模35．2万m3。宁波市第一个人]二龟礁投放地

选择在渔山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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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山列岛自然条件优越，适合投放人工鱼

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具有天然礁体和渔业资源基础

渔山列岛由13岛41礁组成，全岛呈东北一

西南排列，南北7．5 km，东西4．5 km，垒岛面积

约2 k群。天然礁体，本身具有一定的渔业资源

并有集鱼性。渔山列岛作为人工鱼礁区后，在海

区形成的流、光、声、味及生物的新环境，为各种

不同的鱼类提供了索饵、避害、产卵的场所，因

而可以吸引许多鱼类。

2．水深，底质条件适宜

岛礁周围海区水深大部分在20～40 112，海底

较为平坦，底质以黏土质粉砂和粉砂质黏土为

主，较适宜投放人工鱼礁。

5．海底无管道设施，人工鱼礁建设与其他作

业互不影响

渔山列岛附近海域无海底管道、电缆等海底

设施，又避开r海上交通航道，适宜投放人工鱼

礁。

4．营养盐含量丰富，基础生产力高

根据近几年宁波海域监测结果，选划的区域

由于受长江径流等陆源水的影响，水体中营养盐

含量丰富，为鱼类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生产

山。

二、人工鱼礁投放情况

人工鱼礁首批投放选择在渔山列岛北渔山

东北侧海域的大白带礁一牛粪礁一五虎礁一观

音礁一带。

人上鱼礁一期项目投放礁体都以废旧渔船

改造而成，共7艘渔船，其中2艘为钢质渔船，5

艘为木质渔船。钢质船礁在甲板上浇注水泥礁

体。木质渔船在甲板上搭建轮胎空方、毛竹加角

铁空方、木条空方加挂轮胎，通过清洗改造、搭建

空方、沉放，共形成5 000 m3左右的人工鱼礁单

体。 一期项目首批投放经费为100万元人民币。

根据气象情况，人工鱼礁一期首批投放定下

2004年11月1日进行。凌晨4时，7艘船礁由7

艘适航的大马力钢质渔船拖带从石浦港出发，出

下湾门后直拖至渔山海域，经过6 h左右的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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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7艘船礁安全达到渔山海域，经过技术人员

准确定位，7艘船礁各自在指定位置抛锚。随着

投放的一声令下，7艘船礁缓缓沉人海中。本次

试投放标志着宁波市保护和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也为今后进一步建设人工鱼礁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三、人工鱼礁的监测与管理

人工鱼礁是渔业资源管理的一个有效工具，

而对它们本身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工鱼礁

的管理应该从建造开始，一直持续到人工鱼礁使

命的结束。对人工鱼礁的管理方法要取决于人工

鱼礁的功能类型和当地渔业管理的模式。从人工

鱼礁的功能来说，作为资源保护型的公益性质的

人工鱼礁，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采取适当措施，

严格进行管理，保护人工鱼礁区域的生态环境，

避免人工鱼礁区域已改善的生态环境再次遭到

破坏。

首先，要做好人工鱼礁投放后的监测工作。

人工鱼礁的建设，从投放的地点、人工鱼礁的材

料和类型、投放和布置的方式、投放区域渔业资

源种类、天气和水文状况、底质情况等因素与人

工鱼礁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增殖海洋生物资源

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人工龟礁的建设是

一个很复杂的工程。目前，在学术界还有有关人

工鱼礁是仅仅吸引鱼类还是能够增殖鱼类的争

论。因此，加强对投放后人工鱼礁区域的监测和

资源调查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国外的经验，人下鱼礁投放前，在预定

设置海区要进行小同季节的海域生态环境调查，

调查项目包括水温，盐度，透明度，水质化学成

分、海流流向、流速及浮游生物组成等；人工鱼

礁投放后，应该定期对人工鱼礁区域的生态环境

和生物资源状况以及交替本身进行监测，包括投

放后人工鱼礁区域的牛物数量、生物种类等的变

化状况，以及人工鱼礁的掩埋、位置变动、损坏

情况，以确定所投放的人工鱼礁是否达到预计的

目的以及人工鱼礁礁体材料的耐久性和稳定性。

其中，人工鱼礁区域半物数量和种类的监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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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调查渔民在礁医渔场的渔货量情况，也可以

通过试捕或水下潜水或摄影的方式进行调查，而

礁体的状况只能通过潜水或水下摄影的方法来

加以确定。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在沿海水域投放了

一些人工鱼礁，至今无人准确统计哪些人工鱼礁

是成功的，目前这些人工鱼礁的状况如何?不过

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人工鱼礁的监测

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通过监测所获得的

资料确定人工鱼礁投放后的成效，获得相应的经

验和教训，为今后建设和投放人工鱼礁提供参

考。

其次，人I_：[鱼礁建成后，根据人_：：：[鱼礁的类

型，确定合适的捕捞作业方式。其中，对渔业资

源和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炸鱼、毒鱼等作业

方式是应该严格禁止的。在一般的人工鱼礁区

域，进行底拖网作业不但会划破拖网网衣，还可

能导致礁体的移位。所以，在人工鱼礁区域～般

都是禁止拖网作业的。由于刺网作业机动灵活，

而且对捕捞对象有一定的选择性，因此是一种比

较合适的作业方式。但是根据国外的经验，刺网

尤其是流刺网作业时容易由于各种原因而流失

网衣，这些流动的网衣可能会由于海流的作用而

缠绕到人工鱼礁礁体上，导致人工鱼礁区域的许

多鱼类由于网衣的刺挂和缠绕而死亡。因此，在

人工鱼礁区域的刺网作业也应该进行一定的限

制。相对来说，延绳钓、手钓等钓捕方式由于机

动灵活而最适合于在人工鱼礁渔场作业。根据人

工鱼礁区域的渔业资源状况，确定各个鱼种每年

的可捕量。当在该鱼礁区域的总捕捞量达到可捕

捞量时，应该停止捕捞作业。

再次，人工鱼礁投放后，海洋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密切合作，严格禁止在人工鱼礁区域倾倒任

何废弃物。对于用作人工鱼礁的废弃的建筑材料

以及其他固体物体的投放，必须经过一定的处

理，使其对海洋环境无害后，按照一定的规划和

要求投放。

另外，人工鱼礁建成后，一般应该在海图上标

明人工鱼礁区域的位置和范围，并且在海上用浮

标或其他标志标示出来，以便于在附近航行或从

事其他作业的船只识别。如果在人工鱼礁的监测

中发现有礁体被渔具渔网缠绕的情况，应及时将

其清除，避免可能对人工鱼礁区域鱼类的伤害。

综上所述，加强人工鱼礁投放后的监测和管

理，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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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波海洋环境监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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