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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样 自然保护区保护海洋
,

已成为

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海洋 自

然保护区是指
“

以保护海洋自然为 目的
,

在

海域
、

海 岛
、

海岸带对选择的保护对象划出

界限加 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 。

它具有

保护
、

管理
、

科研
、

试验
、

示范
、

教学
、

宣

传
、

美学
、

娱乐等多种功能
。

下面对我国五

处海洋自然保护区做一简要介绍
。

一
、

昌黎黄 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位子河北省东部的

秦皇岛市 昌黎县海岸带
。

北起大蒲河 口南侧
,

南至滦河 口
,

南北长约30 公里
。

西界 自北而南

距岸线 4一8公里
,

东界在 15 米等深线附近
,

面积约 5 7 1
.

5平方公里
,

其中陆域面积9 1
.

5平

方公里
。

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

具有重要保

护价值的 自然资源有三个
,

一是沿岸沙丘
,

二是泻湖
,

三是文 昌鱼
。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的沙丘
,

是全新世

以来由于河流
、

海流
、

海浪和风力等 因素塑

·
造成的沙丘海岸

。

沙丘是链状
,

宽 1 00 一 4 00

米
,

长约30 公里
。

沙丘平均高 度 为 20 一 30

米
,

最高达 45 米
。

全国海岸带沙丘高度超过

30 米的有三处
,

河北昌黎七里海沙丘
,

福建

闽江 口沙 丘和海南三亚沙丘
,

其中七里海沙

丘连续性最好
,

高度最高
,

面积 也 最 大
,

国

内外所罕见
。

本区在东北向强风作用下
,

沙

丘 由沿岸平行分布
,

形成一系列向东北方向

突 出的弧伏沙丘
。

由于W S W 和N E向 的 风

力交替作用
,

因而多年来沙丘的高度基本保

持不变
,

为我 国海岸地貌的特殊类型
,

七里海是保护区中南部沙丘带内侧的一

个半封闭泻湖
,

面积约8
.

5于方公 里
。

泻 湖

东北端有一长 2公里
,

宽 2 00 一 4 00 米的 新 开

口潮汐通道与海相通
。

赵家港
、

刘合沟
、

泥

井沟分别从泻湖的西北角
、

西岸和西南侧注

入七里海
。

泻湖分布有适宜咸淡水 生 存 鱼

类
。

除有七里海外
,

还有郁郁葱葱的林带
,

许多候鸟和旅鸟穿行栖息其间
。

文 昌 鱼 属 脊 索 动 物 门
,

属于无脊椎

动物进化到脊 椎 动 物 的 过 渡 类型
,

被誉

为
“

活化石
” 。

.

昌 黎 黄 金 海岸近海海域分

布面积比较大
,

蕴藏量约达 1万余 吨
,

分 布

在新开 口外水深 3一 15 米处
。

在3一 10 米处的

文昌鱼密度可达每平方米3 9 条
,

新 开 口 外

10 ~ 15 米水深处
,

最高密度可达 每 平 方 米

另一种管理方式是国家海洋局委托县
、

省海洋局局长组织昌黎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

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的 自然保护区委员会
。

依照法令性的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法规
,

实行

统一领导
、

分工负责的管理
。

职能部门负责人与县长和省海洋局长签订保护责任合同
,

负责

按保护要求管理各自部门的保护和开发事业
,

保护区管理处负责 日常事务并监督 职 能 部 门

责任合同的执行
,

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协商会议
,

并定时向国家 海 洋 局 汇 报 和 请

示
。

前一种管理体现了管理机构的权威性
,

但由于管理人员大多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员兼

任
,

很容易流于形式
,

搞不好就是一付空架子
。

后一种管理比较切合实际
,

但削弱了保护区

管理处的工作权限
,

是否还有更好 的管理方式 ? 这是值得探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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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5 条
。

文昌鱼栖息区的底栖生物伴生种较

多
,

如魁蛤
、

文蛤等
,

它们与底层游泳生物

形成一种生物链关系
。

二
、

南鹿列 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该区位于浙江省平阳县南部约30 海里处

的南魔列岛及其附近海域
,

总面积 196 平 方

公里
。

南浇列 岛由23 个大小岛屿组成
,

有泥
、

沙
、

岩相岸滩
。

处于台湾暖流和江浙沿岸流

的交汇区
,

海水清洁
,

营养丰富
,

是贝
、

藻

类 良好的繁衍场所
。

经初步 调 查
,

有 贝 类

34 4种
,

约占我 国贝类总数的30 帕 , 底栖 海

藻 1 74 种
,

约为我国藻类的 2 0 肠
,

并发 现 了

一些罕见物种
,

如丽鳞栉孔扇贝
、

黑叶马尾

藻等
。

此处贝
、

澎类种群兼有 冷
、

暖 两 种 区

系
,

并具断裂 分 布
,

如 生 长 在 渤 海
、

黄

海的蓝无壳侧鲍
、

中国不等蛤
、

裙带菜和生

长在海南岛南端的左蜡
、

美丽珍珠贝
、

短的

珍珠贝
、

清澜新那藻类 贝 类 等都 能在这里

正常生
一

长
。

这是国内外学者进行海洋生物
、

地理学研究的理想场所
,

也是我 国一处重要

的贝藻类基因库
。

林极为罕见
。

这一片红树林枝繁叶茂
,

盘根错结
,

形态

奇异
,

林中楼栖 着 多 种 珍 稀 动 物
,

如 海

马
、

海龙
、

水蛇
、

猫头 鹰
、

白鹤 等
,

并是

鱼
、

虾
、

蟹的重要栖息地
。

建立保护区对红

树林的保护
、

研究及护岸护堤
、

养护海 洋环

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三
、

山 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

该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山 口镇

的沿海滩涂
。

面积40 平方公里
,

保护对象为

红树林及其生态系统
。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特有的森林植

被
,

主要由红树科和其它不 同科属 而具相似

生境要求的种类组成
。

世界红树林分为东亚

和 中南美洲两个分布区
,

广西红树林位于东

亚分布区的北界
。

山口为一小型半岛
,

沿海滩涂平缓
,

已

有红树林 10 58 自订
, !主植红树林滩涂4 4 9 94

亩
,

该区红树林 自然分布明显
,

是大陆海岸

红树林中种关最多
,

生长最茂盛
,

保存最好

的一片
。

其中1 0。。多亩连片生长的红海揽纯

四
、

大洲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该区包括海南省万宁县大洲岛及其周围

2海里内的海域
。

总面积70 平方公 里
,

保 护

对象为金丝燕及海洋生态环境
。

大洲岛泣于万宁县东南面烟波浩瀚的南

海上
。

整个岛由南北两岭组成
。

北 岭 面 积

2
.

5平方公里
,

海拔2 89 米
;
南岭面积 1

.

5 平

方公里
,

海拔 13 6米
,

岛上花岗岩 耸峙
,

悬

崖绝壁
,

天然裂缝
、

孔隙
、

洞穴遍布
,

并 长

满矮小的灌木丛和藤
,

终年郁郁葱葱
,

植物

中有一些名贵中药
,

如金不抉
、

金银花等
。

岛
_

L野主动物较多
,

其中以金丝 燕 最 为 珍

贵
,

它每
一

年3 月用唾液筑巢
,

此即是国 内 外

著名的大洲燕窝
。

当地 已下 40 0多年采集燕窝

的 历史
。

大洲岛附近演
.

域珊瑚丛生
,

礁盘林立
,

饵料丰富
,

凄栖着诸如龙虾
、

鲍鱼
、

鱿鱼等多

种海珍品
。

崖立保护区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保

护与合理利用
,

海洋学
、

海岛生态学等的研

究有 重要作用
。

五
、

三亚珊瑚礁 自然保护区

该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沿岸
,

总面积40

平方公里
。

保护对象为珊瑚礁及其生态系
。

区内水质 良好
,

海水透明度高
,

水下分

布着 80 多种造礁珊瑚
,

并 有 多 种鱼
、

虾
、

贝
、

藻及鲍鱼
、

海参
、

虎斑宝贝
、

车渠等珍

稀功物楼栖在珊瑚礁生态群落中
,

具有岸礁

生态系统典型特征
。

其环境效益和科研价值

早已 引起国内外专家 们注意
。

但是
,

近些年

来人为破坏严重
,

急而加强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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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 同时
,

地方海洋部门还建立起一批

地方级海洋 自然保护区
。

目前
,

海洋 自然保护区建设还只是处于

初始阶段
,

远远不能满足我 国海洋 自然保护

的需要
。 “

八五
”

期间还将建立一些新区
,

逐步形成网络
,

系统地保护海洋
、

海岛
、

海

域
,

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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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提高居民的生态意识和文化素养

西猖洲生态环境面临的困惑
,

这是长期

以来形成的
,

岛上居民文让素质过低
,

缺乏

生态意识
。

当前对 岛上居民采取多种措施
,

较快地提高其认识能力是当务之急
。

( 1 ) 在全岛大力宣传保护资源和 环 境

的深远意义
,

提高广大居民的环境意识和资

源价值观
.

,

使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深

植 于全 岛居 民之 中
。

要 改变居 民那种靠
“

砍

(树 )
、

挖 (珊瑚礁 )
、

捕 (过量捕捞 )
”

致富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

根 治
“

急 性 脱 贫

症
” , “

快逐致富论
” ,

使广大岛民懂得 自然

资源并不是
“

无主的
” “

无偿的
” ,

逛并不

是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的
。

各种资源归

国家所有
,

任何地方和个人不能 占资源为 己

有
,

一切行为都不能违背 国家利益
。

如果只

顾眼前利益
,

靠掠夺性毁坏资源致富
,

最终

仍然是贫困加贫困
,

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

给

子孙后代埋下 涡根
。

要教育全岛居 民树立爱

护资源相自己生存环境的行为规范
。

( 2 )提高文化教育水平
。

由于该 岛 比

较封闭
,

小孩从小跟父母谋生
,

因此上学率

很低
。

当前要鼓励教师来岛开办教育事业
,

并创造条件办中学
,

以解决上学难问题
,

逐

步提高其文化水平
。

文化是人类 区别于动物

的生存方式之一
,

从人与 自然关 系 的 角 度

看
,

文化是人类适应的方式
,

即人类用文化

适应环境
,

用文化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

因

此
,

提高西帽洲居民的文化水平
,

是提高其

生态文化水平
,

为保护该岛生态环境创造文

化条件
。

( 3 )计划生育和严禁近亲 结婚
。

西帽

洲人 口 无限 , !地增长
,

不 汉给衣
、

食
、

住
、

行和教育
、

就 业带来沉重负担
,

而且需要索

取 自然资源才能维持其生存
。

人 口 增 长 过

快
,

资源 消耗过快
,

使资源本来有限的西唱

洲陷入 困境
,

故采取强制措施控制人 口恶性

膨胀已刻不容缓
。

号召和鼓励岛上未婚青年

引进和出岛联姻
,

坚决阻止近亲结婚
,

婚姻

登记要严格控制
。

立下居民死后火葬制度
,

以使岛上的有限土地保存下来
,

以利 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