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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文章从海洋公园建设角度概述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开发

与保护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海洋公园的数字化发展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觉华

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是典型的北方海岛生态保护区域,对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针对海洋公园当前在管理制度、监视监测技术、科技支撑能力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不足,

应加强物联网监测体系建设、数字化评估建设、科研和人才建设以及生态保护和文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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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tect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resources,thispapersumma-

rizedthecurrentsituationofthedevelopmentandprotectionfortheJuehuaIslandNationalMa-

rinePark,andanalyzedtheexistingproblems,andproposedthedigitaldevelopmentcountermeas-
ures.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JuehuaIslandNationalMarineParkwasatypicalecological

protectionareaoftheNorthernIslands,whichplayed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harmo-

nious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economicconstruction.Inviewoftheshort
comingsoftheNationalMarineParksharinginmanagementsystem,monitoringtechnology,sci-

enceandtechnologysupportingcapacity,lackoffinancialsupport,itwasnecessarytotakethefol-

lowingmeasuresontheconstructionofthemonitoringsystemoftheInternetofThings,thecon-

structionofthedigitalevaluation,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researchandtalents,andthe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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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protectionandthecultural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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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公园是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类型之一[1],通
过海洋生态与景观保护,兼顾环境保护教育与旅游

发展,从而形成海洋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

的模式[2],受到公众和管理者的广泛认可。我国的

海洋公园对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使我国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海洋公园体系。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于2014年5月正式获

批,成为第三批公布的11个海洋公园之一。本研究

以该海洋公园为例,研究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提出数字化技术管控的对策措施,以期为其发

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同时为我国海洋公园管理提

供借鉴。

1 海洋公园发展概况

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能够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谐

发展,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生态效益方面,海洋公园有助于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和资源,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有效保护和恢

复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生产力。在经济

效益方面,海洋公园不仅为公众提供认识海洋、了
解海洋和研究海洋的平台,其生态景观还能吸引大

批游客开展观赏和娱乐活动,进一步增加海洋环境

保护项目建设投资,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社

会效益方面,海洋公园有助于国内外开展合作交

流,促进海洋文化传播,促进公众参与旅游环境和

人居环境的生态和谐建设,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建设。

我国海洋公园建立时间较短,自2011年公布首

批国家级海洋公园以来,现已陆续批准建设6批国

家级海洋公园。海洋公园建设可充分发挥协调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作用,促进

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海洋公园的保护与

建设并提出宝贵建议,对促进海洋公园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王恒等[3]和张广海等[4]综

合分析国内外海洋公园的研究进展;李悦铮等[5]和

王恒等[6]分析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和特征;车亮亮

等[7]、崔爱菊等[8]和蒋小翼[9]研究海洋公园的开发

与保护;王晓林[10]和黄剑坚等[11]探讨海洋公园的

管理模式;苑克磊等[12]、邓邦平等[13]和邓颖颖等[14]

分别分析我国北海区、东海区和南海区的海洋公园

建设情况。

2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发展现状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

总面积为10249hm2,主要保护对象为磨盘山天桥

贝壳滩、龙脖子与怪石崖海蚀地貌、龙头古城遗址、

八角琉璃井与大碑阁碑石历史遗迹以及菲律宾蛤

仔种质资源。园区内有岩礁岛屿、沙滩湿地、森林

公园、历史遗迹和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多种生态类型

与景观,包括1个有居民海岛即觉华岛,3个无居民

海岛即磨盘山岛、张家山岛和杨家山岛以及1个双

石礁。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拥有4个生态功能区,

其中重点保护区为664.8hm2、生态与资源恢复区

为2762hm2、适度利用区为3995.8hm2、预留区

为2826.4hm2。海岛面积为1463hm2,占海洋公

园总面积的14.27%;海域面积为8786hm2,占海

洋公园总面积的85.73%。

海洋公园成立后,觉华岛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于

2015年成立内设机构,由管委会各局办和街道办事

处人员兼职,包括管理人员3人、专业技术人员9人

和其他人员3人。管委会制定了《觉华岛国家级海

洋公园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以及建设项目管理和

考察管理等制度,聘请技术单位编制《觉华岛国家

级海洋公园总体规划》。2016年觉华岛旅游度假区

由葫芦岛市整建制划归兴城市管理。2017年觉华

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综合管理局正式成立,并由觉华

岛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加挂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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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局牌子。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开发建设坚持以人

为本,抓好基础服务,逐步完善东海岸景观带和菩

提园场地、修缮古营城景区道路、安装太阳能环岛

路路灯、建设环保公厕以及水电和通信跨海管线等

基础设施,同时建立园区内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权

属档案。与此同时,海洋公园始终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的原则,将“生态海岛”建设纳入工作日程,加

大海岛生态修复和治理工作力度。管委会围绕园

区内的觉华岛、张家山岛和杨家山岛申请4项生态

保护类项目,同步申请生态岛礁项目,配合原兴城

市海洋与渔业局积极申请国家蓝色海湾专项资金;

在管理中提出“海岛绿化,自给自足”的发展理念,

实施绿化工程,成立专业管理队伍;积极推动所在

区域建设海洋牧场,实施葫芦岛市人工鱼礁示范项

目,逐步恢复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海洋日”等主题

日组织宣传海洋法律法规和海域海岛生态保护知

识,提高社会公众的海洋保护意识。

3 存在的问题

3.1 管理制度不完善

与其他海洋公园类似,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的管理机构集行政和事业等职能于一体,存在海

洋、环保、农业、林业和军队等多部门管理的现象。

管委会虽已出台《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特别保护

区管理办法》和《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总体规

划》,但总体来看管理制度仍有待完善。

3.2 监视监测技术水平较低

长期和有效地对海洋公园进行监视监测是评

估海洋公园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基础。目前海洋公

园仅不定期开展对海域水质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

调查,监视监测内容相对简单,尚未对重点保护对

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监视监测,从而无法准确评估

海洋公园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3.3 科技支撑能力较弱

目前海洋公园的科研工作主要集中在海洋水

质、沉积物和海洋生物等方面的海洋环境监测,并

未开展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科学研究,总体上与保护

工作对科研的要求有较大差距,难以实现对海洋公

园的科学评估。

3.4 资金支持缺乏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虽已申请中央及沿海

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如海域使用金生态修复和人

工鱼礁建设等项目,但总体来说经费仍短缺,亟须

通过广泛宣传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生态保护工作,使

全社会广泛参与海洋保护工作。

4 对策措施

4.1 物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充分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在海洋公

园安装监控采集和传输设备,建设基于物联网的在

线监测网络,将采集的图像和数据实时传送到管理

部门,对海洋公园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对象和海

洋灾害等进行动态监视监测。在监测内容方面做

好顶层设计,结合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4个生态

功能区的保护对象,分析其影响因素,明确监测要

素、监测方法和评价方法,统一技术标准,规范监测

报告的具体要求。

4.2 数字化评估建设

建设基于B/S或C/S结构的海洋公园地理信

息系统,加载遥感影像、海岛海域地形图和区划规

划矢量资料,与海洋公园物联网监视监测设备连

接,实现物联网数据与地理空间信息的高度整合与

深化应用。系统应支持属性信息检索、交互式浏览

以及历史数据的动态展示和专题图输出,建立专题

评估模型,实现定量表述和可视化,从而实时分析

保护对象现状并预测保护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变

化趋势,实现对海洋公园的数字化保护与管理。

4.3 科研和人才建设

积极开展海洋公园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多学

科合作,开展海洋测绘、生态保护与修复、湿地与沙

滩、生物、海岛文化以及气候等专题研究,实现优势

互补,推进保护区的科学化管理。同时,加强海洋

公园管理人员自身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

素质,将科研理念融入日常管理工作。

4.4 生态保护和文化宣传

海洋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亟须吸引社会资本的

投入和唤起社会公众的力量,让社会各界人士广泛

参与海洋保护工作。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海洋公园生态保护相关政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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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方高校社团组织、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协

会,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活动。进一步挖掘、整

合和拓展以觉华岛佛教信仰文化为主的海洋文化

资源,宣传海洋特色生态,并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

海洋文化节。

5 结语

目前我国海洋建设正向科技化和信息化方向

发展,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的保护和建设是长远

而又艰巨的任务,亟须各级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共

同努力,紧跟社会发展步伐,重视新兴技术的运用,

关注海洋公园管理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移动

互联网和云计算存储等领域的数字化科技应用,为

海洋公园的数字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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