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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功能区划初探


———以庄河市周边海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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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海洋生态功能区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对比，总结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的内涵；并根据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目标和依据，对海洋生态功能区划方法进行分析。文章

以庄河市周边海域为例，依据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和庄河生态市建设规划的相关数据，对

庄河市近海海域进行了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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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功能是指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所形

成的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与

效用［１］，也就是说，生态功能是指自然生态系

统支持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功能，国内外学

术界将其统称为 “生态服务功能”。国际千年生

态 评 估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Ａ）关于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是：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

效益”［２］。

生态功能区划就是在分析研究区域生态环

境特征与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

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生态

环境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在

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将区域空间划分

为不同生态功能区的研究过程［３］。相对于陆地

生态功能区划，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的研究较少

受到人类的关注。国际上自从１９９６年就开始对

海洋生态系统分类进行研究，加拿大环境合作

委员会 （ＣＥＣ）第一次提出了一款结合陆地和

海洋的生态系统分类［４］；ＢａｉｌｅｙＲＧ在１９９８年

将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对象进行了海洋生态区

划［５］；在这以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Ｆｕｎｄ，ＷＷＦ）对美洲北部、非洲东部、

印度洋西部、我国黄海和斐济岛周边等地区侧

重动物保护分别进行了海洋生态分区；ＭａｒｋＤ

等提出了一个为世界沿海和大陆架地区进行海

洋生物地理区划的模型［６］。

在我国，国家海洋局从１９８９年开始，组织

沿海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海洋

管理部门，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

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７］，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国家

海洋局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了 《全国海洋功能

区划》［８］。相对于陆地生态功能区划和海洋功能

区划，我国迄今极少有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的成果，这和国际上有关海洋开发的理念还有

所偏差，尤其是在海洋开发的过程中还没有重

视到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性。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海洋生态服务评估领

域进行了研究：曾江宁等［９］提出了应尽快建立

海洋生态价值评估的理论体系；郑伟等［１０］研究

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

石洪华等［１１］对桑沟湾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

了价值评估。这些成果对海洋生态功能区划提

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海洋环境、

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的更高要求，我国的海洋

环境管理也必将由目前的污染控制转向维护海

域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管理阶段。海洋生态功

能区划强调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进行海洋资

源开发，是此阶段我国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

对人海和谐建设有着深远意义。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０４０１９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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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的

对比

　　对海洋生态功能区划和海洋功能区划进行

对比 （表１），分析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的内涵及

意义。

　　根据表１所列异同点和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的定义，表明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的侧重点在于

“生态保护”，海洋功能区划的侧重点在于 “开

发利用”，只有在生态环境健康的状况下进行

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才能使海洋开发管理做

到科学有效。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所有的

表１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异同

对比项 海洋功能区划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定义

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

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

能区

根据海域生态环境要素、海域生态环境敏感性与海域生态服

务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将海域划分成不同海洋生态功能区

的过程

依据 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要求等

海岸岸段及入海河流特点，海水水质、水量等自然生态要

素；海域环境容量，生态对环境压力的敏感性程度；海域生

态功能定位和目标

重点
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
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两者的关系

角度 科学规划使用海域 维护和发挥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

结果

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与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

区、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

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功能利用区和保留区

生态需求功能区：产卵区、珍稀动物保护区、滨海湿地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等；人类需求功能区：海产品养殖

区、盐产品提供区、滨海旅游区等；特殊功能区

实质 在开发中实施保护的管理规定 在保护中进行开发的管理措施

相同点

产生背景相同：都是在海洋开发利用逐渐多元化和向纵深发展，导致海洋环境不断污染和海洋生态日益破坏，越来越

制约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

目的相同：两个区划都是为了协调 “开发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人

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国家管理措施

　　注：资料来源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大连海事大学编制的 《辽宁省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开发利用都会停滞。因此，在对海洋开发的过

程中，必须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即海洋生态功

能区划应作为所有其他海洋区划的基础。海洋

生态功能区划的内涵是依据海洋生态系统的内

在属性特征，对其在空间呈现的同一性和差异

性做出的科学划分。

２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方法

２１　区划内容及重点

根据区划目标和依据，海洋生态功能区划

把功能区分为３种类型：① 生态需求功能区，

包括产卵区、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和滨海湿地生

物多样性维护区等；② 人类需求功能区，包括

盐产品提供区、水产品提供区、景观娱乐提供

区和港口航道提供区等；③ 特殊功能区，包括

混合区、保留区和生态恢复区等。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的重点是研究海洋生态功

能区划和相邻陆地生态功能区划的衔接；考虑陆

地水系及各排污口对河口地区、近岸地区海洋生

态的影响；计算近海环境容载力，分析进入近岸

海域的水污染物总量是否控制在海域环境承载力

范围之内，做好近海环境容量的价值评估，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近岸海域水环境容量

实行有价 （有偿）使用［１２］；根据生态优先原则，

以岸段及其毗邻海域的自然生态特征的相似性、

敏感性和重要性的分异规律为主要划分依据；权

衡海洋生态功能和人类需求功能的关系；详细制

定功能区边界条件；建立行政冲突、边界冲突等

协调机制；并按照生态功能区划的要求对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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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功能区划进行修编。

２２　区划步骤

根据区划内容及重点，提出如图１所示的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流程图，包括７个步骤：

① 海域岸段及入海河流特点调查；② 海水水

质、海洋生态、生物现状评价；③ 海域环境容

载力计算；④ 海域生态功能定位和目标；⑤ 优

先划定生态需求功能区；⑥ 其次划分人类需求

功能区；⑦ 特殊功能区的划分。其中：步骤

①～步骤③是步骤④确定的依据。

图１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流程

３　实例研究———以庄河市周边海域为例

庄河市地处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大连市东

北部，位于１２２°２９′Ｅ～１２３°３１′Ｅ，３９°２５′Ｎ～

４０°１２′Ｎ，海岸东起栗子房镇丹坨子，西至明阳

镇河口，南濒黄海与长海县隔海相望。全境总

面积６９８１ｋｍ２，其中海域面积２８９５ｋｍ２。

３１　庄河市周边海域概况

庄河市海岸为海蚀港湾海岸，有突出的海

岬和深入的海湾，岛屿罗列，岸线曲折，海岸

线长达２８５ｋｍ，其中陆域岸线２１５ｋｍ，岛屿岸

线 ７０ ｋｍ。在 大 陆 岸 线 中，基 岩 岸 线 占

３３．５８％，淤泥质岸线占２１．５１％，人工岸线占

４４．９１％。有９条入海河流：英那河、庄河、湖

里河、小寺河、寡妇河、板桥河、地窨河、半

拉山河及小沙河。因沿岸河流多，每年径流冲

刷携带大量泥砂入海，积年累月导致滩涂不断

淤涨，岸线向海里延伸。庄河下游至入海口水

体环境质量符合Ⅳ类标准要求，说明已受到城

市污水的影响。庄河近海海域水体环境质量状

况良好，所有污染物的检测结果在各个水期都

不超标，各项指标平均值低于国家 《海水水质

标准》（ＧＢ３０９７—１９９７７）二类标准。海滨湿地

生态类型较多，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野

生动物共计３２３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一级动

物５种，濒危动物一种即黑脸琵鹭。

３２　海域生态功能定位和目标

采用约瑟夫－新德那模式预测海域环境

容量。

犆狉 ＝犆犺＋｛犆狆－犆犺［１－ｅｘｐ（－犙狆／犓犱犕狏狉）］｝

式中：犆狉 为污染物弧面平均浓度，ｍｇ／Ｌ；犆犺 为

污染物现状浓度，ｍｇ／Ｌ；犆狆 为污染物排放浓度，

ｍｇ／Ｌ；犙狆 为废水排放量，ｍ
３／ｓ；犓为混合角度，

弧度；犱为混合深度，ｍ；犕狏 为混合速度，ｍ／ｓ；

狉为排放口到预测点的距离，ｍ。上述参数中，犓

根据海岸形状和水流情况确定：远海排放取

６．２８，平直海岸取３．１４；犕狏 近海取０．０１ｍ／ｓ，

近岸可取０．００５ｍ／ｓ；犱的选取见表２。

表２　海域环境容量计算参数

位置 混合深度／ｍ

近岸 ２

港口 ２～６

离岸 ２～１０

大陆架 ≥１０

假设庄河海域只设一个排污口，根据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

污染控制标准》（ＧＷＫＢ４－２０００），确定允许

混合区域范围最大为３．０ｋｍ２，取岸边排放模

式，混合区为半圆形，取混合区面积的下限

值，求其等效半径，然后将混合区的半径统

一确定为３００ｍ。这一数值小于各排污口混合

区等效半径的最小值，从环保的角度讲，偏

于安全。采用海域水文水质环境模拟模型，

以现状排污负荷作为入海污染控制总量。按

照海洋生态区划要求，将庄河市整体近岸海

域归于二类海域，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水水质标准》 （ＧＢ３０９７—１９９７）中的二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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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此，按二类环境功能区的水质标准来

确定水质目 标。各 指 标 的 限 值 为：ＣＯＤ≤

３ｍｇ／Ｌ；无机氮≤０．３０ｍｇ／Ｌ。

２００８年，大连市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对庄

河近岸海域水质进行监测，共设置了６个监测

点位，监测点位集中于庄河港至石城岛海域。

庄河市近岸海域按枯丰平３个水期进行监测，

全年共监测３次。计算结果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庄河海域犆犗犇允许排放量计算结果

监测指标 排放量

水质目标／（ｍｇ·Ｌ－１） ３

本底质量浓度值／ （ｍｇ·Ｌ－１） １．６６

允许质量浓度增量／ （ｍｇ·Ｌ－１） １．３４

允许排放量／ （ｔ·ａ－１） ３８９５

表４　庄河海域无机氮允许排放量计算结果

监测指标 排放量

水质目标／（ｍｇ·Ｌ－１） ０．３００

本底质量浓度值／ （ｍｇ·Ｌ－１） ０．１２７

允许质量浓度增量／ （ｍｇ·Ｌ－１） ０．１７３

允许排放量／ （ｔ·ａ－１） ５０５

由现状排放量与海域容量计算结果比较可

知，庄河海域的纳污容量有盈余，由于国家污

染物减排计划，庄河市应按照总体的减排要求

规定容量。庄河市周边海域生态功能定位和目

标为：生态需求功能区要保证海水水质为一类

标准，其他为二类标准海域。

３３　区划结果

根据庄河市周边海域生态特征和各部分功

能定位，分别划分：① 生态需求功能区，优先

划分出碧流河口至南尖子湾近岸海域产卵场、

石城岛黑脸琵鹭珍稀动物保护区、王家岛海王

九岛海洋景观自然保护区、碧流河口至南尖子

湾潮间带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和黑岛古

人类活动遗迹海洋自然保护区；② 人类需求功

能区，包括１个港口功能提供区、３个盐产品提

供区、５个水产品提供区和６个景观娱乐功能提

供区；③ 特殊功能区，因保密性暂不作研究。

４　结论与建议

① 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的内涵是依据海洋生

态系统内在属性特征，对其在空间呈现的同一

性和差异性做出的科学划分。② 海洋管理中，

生态管理应优先于功能管理，海洋生态功能区

划作为海洋功能区划和其他规划的基础应先行

制定。③ 近海海洋环境容量价值评估是进行海

洋生态功能管理的基础。④ 目前，各地区多已

完成海洋功能区划，宜在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

上进行调整。⑤ 建立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管理信

息系统，便于实施动态管理。⑥ 对不符合生态

功能区划的海域利用，宜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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