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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特别保护区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保护。莱州浅滩位于莱州湾东部,为山东半岛北岸规模最大的近岸水下堆积地貌体,是海洋动力

长期作用下的产物,所在海域为莱州湾内重要经济水生生物的产卵场。为了维护莱州浅滩生物多

样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产卵场,经国家海洋局批准建立了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

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文章阐述了该保护区自然环境资源及管理现状,提出了健全管理体制、拓宽

融资渠道、完善保护区监测体系、提高周边居民环保意识等管理对策,以期对维护和改善海洋特别

保护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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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specialreservehasspecialgeographicalconditions,ecosystems,biologicaland

non-biologicalresources.Soeffectivemeasuresshouldbetakentoprotectthem.Laizhoushoallo-

catesintheeasternpartofLaizhouBay,itsthelargestnearshoresubaqueousdepositionalland-

formsinthenorthofShandongPeninsula,whichistheproductofthelong-termeffectionofma-

rinepower.TheseaareasaroundLaizhoushoalarespawninggroundsofimportanteconomica-

quaticorganisms.Inordertomaintainthebiodiversityofthespecialreserveandtheintegrityof

naturalecologicalsystem,theStateOceanicAdministrationapprovedtoestablishLaizhouShoal

MarineEcologicalNationalMarineSpecialReserve.Thispaperexpoundednaturalenvironment

andmanagementsituationofthismarinespecialreserve,andputforwardsuggestions,suchasbuilding
upthemanagementsystem,broadeningthefinancingchannels,completingthemonitoringsyste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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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gtheenvironmentalawarenessofresidents.Itaimedtoprovidereferencetomanageand

protectthereserve.

Keywords:Laizhoushoal,Marinespecialreserve,Presentcondition,Managementcountermeasures

  海洋是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积最大的生

态系统。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海洋开发的力度

不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问

题时有发生,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有所增加。

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其中建设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自然资源和自然

环境的有效手段,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我国于1963年建设第一个海洋自然保护

区———蛇岛自然保护区,经过50多年的探索建设,

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

护区相互结合的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和沿海海洋

生态走廊[1]。文章将通过对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

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以下简称“莱州浅滩保护区”)

建设的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建议,以期对海洋保

护区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借鉴。

1 基本情况

1.1 地理位置

山东省是我国沿海大省,海域辽阔,海岸线总

长为3345km,沿岸分布200多个港湾[2],海洋资

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良好。

莱州浅滩保护区位于山东半岛北侧、莱州湾东

部、刁龙嘴外(图1)。保护区总面积约6780hm2,

地理坐标范围为119°43'45.63″—119°51'26.15″E,

37°20'53.17″—37°29'19.77″N。

图1 保护区地理位置

1.2 自然条件

莱州浅滩保护区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属温

带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明显,年平均气温12.4℃,盐度在29.95~31.49,潮

汐为正规半日潮,潮流呈往复流性质,潮流最大可

能流速在42~85cm/s,波浪以风浪为主,涌浪

为次。

莱州浅滩呈 NW—SE向海延伸,长约16km、

宽约0.5~7km,水深介于0~10m。表层沉积物

以砾砂为主,粒径在1Φ~3Φ,由东南向西北水深逐

渐增大,沉积物也随之逐渐变细。由于莱州浅滩的

沙是经过长距离搬运而来,故其矿物成分简单,分

选极好,以石英长石等轻矿物为主[3]。保护区东南

侧约8.5km 为 龙 王 河,是 季 节 性 河 流,输 沙 量

较小。

1.3 海洋环境质量

2013年春、秋季中国海洋大学在保护区附近海

域获取的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量监测结果表

明,保护区及附近海域海水中无机氮超第一类海水

水质标准,化学耗氧量、pH 值、石油类和重金属等

因子除个别站位铅、汞稍偏高,绝大多数站位符合

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但由于污染物的排放,莱州湾

又为一半封闭海湾,自净能力较差,故无机氮超标,

所有站位无机氮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大部分站

位无机氮超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个别站位超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并且春季无机氮含量普遍高于秋

季。保护区海域沉积物环境质量良好,沉积物因子

符合第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

1.4 海洋生物资源

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

域有机质、营养盐丰富,海洋生物资源丰富。2013
年,中国海洋大学保护区及附近海域春季调查共鉴

定出浮游植物12种,浮游动物11种,底栖生物27
种;秋季调查共鉴定出浮游植物51种,浮游动物30
种,底栖生物5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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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是渤海、黄海多种鱼类及虾、蟹类重要

的产卵场和育幼场。鲅鱼、青鳞鱼、黄姑鱼、鲈鱼、

真鲷、嬉鱼、梭鱼、鲻鱼、鱵鱼、许氏平鲉、牙鲆、河

鲀、银鲳、三疣梭子蟹、对虾、虾蛄、毛蚶、文蛤、菲律

宾蛤等生物资源丰富,但随着近年来捕捞强度的加

大和海洋污染的加重等原因,生物资源量呈现下降

趋势,个别种类已形不成渔汛,产量逐渐下降。

2 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现状

  莱州浅滩是受海洋动力作用,缓慢形成的水下

浅滩,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黄、渤海虾

蟹类、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重要产卵和育幼地,随着

捕捞强度的增大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渔业资源受到

破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利用不能有机

统一与结合。莱州浅滩保护区的建立对维护和改

善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1 功能分区

结合莱州浅滩的地貌特点和生物分布、繁殖等

情况,将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划分为重点保护区、适度利用区以及生态与资源恢

复区和适度利用区3个功能区(图2)。

图2 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功能分区

保护区总面积6780.1hm2,其中,莱州浅滩

2m等 深 线 以 内 的 水 域 为 重 点 保 护 区,面 积

2395.24hm2,该区为春、秋季鱼类产卵区,生物种

群密集;为了更好地保护重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将重点保护区外2~5m等深线之间海域划为生态

与资源恢复区,面积1911.90hm2;为了有计划开

展科研、教学、参观、考察、兼容渔业捕捞、海珍品增

养殖,将重点保护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外的近岸

海域划定为适度利用区,面积2472.96hm2(表1)。

表1 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 划分依据
面积

/hm2

保护区面积

占比/%

重点保护区
莱州浅滩2m 等深

线以内的水域
2395.24 35.32

生态与资源

恢复区

核心区外2~5m等

深线之间水域
1911.90 28.20

适度利用区

核心区、生态与资源

恢 复 区 外 的 近 岸

水域

2472.96 36.48

2.2 保护与管理现状

莱州浅滩海保护区自建区以来,采取增殖放

流、巡逻执法、建设保护区管护设施等措施对保护

区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维护特别保护区内生物多

样性、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并且保护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的平衡。

(1)增殖放流.自2012年以来,在每年5—7月

和9—10月进行两次增殖放流,放流位置在莱州浅

滩保护区附近位置。目前,累计增殖放流中国对虾

142982.9万只;海蜇14096.7万只;三疣梭子蟹

9306.89万只。通过建设育苗和增殖等措施,保护

产卵场,促进保护区内生物量增加,维护莱州浅滩

的生物多样性。

(2)巡逻执法。一般每月在保护区附近海域进

行2艘次巡逻船的巡逻,主要监视盗采海沙及非法

捕捞船只情况,禁止在保护区周边进行采砂挖砂、

排污等与保护区总体规划相冲突的开发活动和建

设项目,确保产卵场和湿地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和

破坏,保护莱州浅滩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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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护设施。租用保护区管理站、建设瞭望

台,对保护区进行有效管理;通过设置警示牌、浮标

等措施,逐步减少人类活动对特别保护区的干扰;

建设保护区管理自动化系统,对保护区进行实时监

控;开始建设执法码头、增强保护区管理的实际执

法力度。重点保护区内对主要保护对象实行严格

保护,产卵场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生态与

资源恢复区进行封禁管理,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

修复为辅,并制作区域界限标志;在适度利用区实

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坚决执行国家有关特别保

护区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开发活动类型和规模,

逐步改善滨海湿地和近海海洋自然生态环境,改善

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保持滨海湿地物种

多样性的目标。

3 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发展对策

3.1 健全保护区管理体制

目前,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由莱州市海洋环境监测站、有关执法机构、社区

及其他有关单位通过共建共管的方式负责莱州浅

滩保护区的日常养护和管理,当地政府可根据相关

法规,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后,建立专门的保护区

管理机构,申请中央政府财政预算,配备专业的人

员和设备等加强保护区的监管,鼓励地方社区及居

民积极参与到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中。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保护区内部规

章制度,加强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岗位责任,适当聘

用相应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引进高层次人

才,实行优胜劣汰、人才流动机制,进行岗前培训、

宣教,提高管理人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有

关执法机构根据我国先后出台的《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政策法规,结

合莱州浅滩海保护区海洋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的

特点,制定并健全适合该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法规或

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做到有法可依,并严格按照

《莱州浅滩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总体规

划》进行发展建设,打击破坏资源与环境的违法犯

罪活动,更加有效地开展保护区的管护工作。

3.2 拓宽保护区融资渠道

目前,莱州浅滩保护区的建设已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资金。然而,保护区建设是一项涉及

多方利益的长期综合性工程,需要拓宽海洋特别保

护区的融资渠道,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

则,逐步将建设和管理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基本费用

纳入中央政府财政预算,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保护

区的建设,同时积极争取国际合作项目及援助,在

不背离保护区原则的条件下,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自

主创收,进而弥补保护区管理及养护经费的不足。

3.3 完善保护区监测体系

建立完善的保护区监测体系为制定保护区相

关管理政策提供了依据,是评估该保护区环境和生

态状况的基础。在保护区及其周边水域,积极开展

保护区水质、沉积物和生态环境定期跟踪监测,及

时掌握保护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情况、恢复状态

及变化趋势;定期开展水深地形测量、海流观测、沉

积物类型取样分析,对莱州浅滩演变进行动态跟踪

监测,严防各类不符合规划的建设活动及开采、捕

捞作业,切实防范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开展保

护区渔业资源调查和生物质量监测,查清特别保护

区内及周边地区的生物种类、数量及其分布,并研

究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对生物的影响,以期更有效地

保护重点保护对象、维护生物多样性。通过完善、

规范跟踪监测体系,实现对特别保护区生态环境的

全方位、高精度实时监测,提升特别保护区的监督

与管理水平,为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保障。

3.4 提高居民保护环境意识

减少人为干扰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首要问题之一,并且保护区的建设与当地居民的生

活息息相关,当地人民政府应特别重视对人民的宣

教工作。

(1)由保护区各管理机构牵头,联合新闻单位

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一系列科普宣教活动,提高社

区居民对保护产卵场及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建设海

洋特殊保护区重要性的意识。对在校学生进行环

境法规和环保科技知识教育,教育和引导学生从小

培养保护海洋环境、珍惜自然资源的良好风尚。

(2)有关部门在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中,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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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掌握当地社区的社会

经济状况,了解当地居民对特别保护区的认识和看

法,邀请专家对社区群众进行培训,鼓励居民从事

第三产业及其他工作,调整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扭

转“靠海吃海”的产业模式,使生态发展的观念深入

人心,真正实现保护区的共管共建,互利共赢。

4 结论

海洋特别保护区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生态系

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其保

护和管理需要多方支持、共同努力。莱州浅滩海洋

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自建区以来,采取增殖

放流、巡逻执法、建设保护区管护设施等多种措施

加强了对保护区的管护,莱州浅滩的海洋生态得到

了有效保护。通过共建共管等方式可以让社区、居

民切实参与到保护区的管理中,同时需加强宣传教

育,让环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健全管理体制、拓

宽融资渠道、完善保护区监测体系,从而更好地建

设和管理特别保护区,守好莱州浅滩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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