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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兰建新，吴　瑞，王道儒
（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　海口　５７０１２５；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海口　５７０１２５）

　　摘　　　要：文章简述了海南省珊瑚礁生物多样性概况，总结了海南省珊瑚礁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的成效和问题。提出了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

目标和保护任务，确定了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５个优先领域：① 完善珊瑚礁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② 开展珊瑚礁多样性调查、评估与监测；③ 加强珊瑚礁

多样性保护和管理；④ 加强基础建设；⑤ 提高珊瑚礁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并提出了优先领

域相应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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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礁生态系是海洋中生产力水平极高的

生态系之一，被称为是 “热带海洋沙漠中的绿

洲”“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由于其在全球海洋的

过程与资源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而目前正受到

生态退化的威胁，因而得到更多的关注［１］。

《２０１２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报道：海南

岛东部海岸 （长圮、铜鼓岭、龙湾、大洲岛、

蜈支洲、亚龙湾、大小东海、鹿回头、西瑁洲）

和西沙群岛海域 （永兴岛、石岛、北岛、赵述

岛、西沙洲）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

态。因此，加强海南省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１　海南省珊瑚礁生物多样性概况

海南省是我国珊瑚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地区，海南岛记录造礁石珊瑚１１０种、５个亚种

和１０个未定种，分别属于１３科、３５属、２亚

属［２］，西沙群岛记录造礁石珊瑚１３科５０属２０４

种［３］，南沙群岛记录造礁石珊瑚４６属１２４种
［４］，

中沙珊瑚礁是典型的大洋性环礁，其生物多样

性高，但是历史对中沙群岛生态环境调查很少，

仅报道了黄岩岛造礁石珊瑚２０属
［５］。六放珊瑚

亚纲除石珊瑚目，还有角珊瑚目，海南岛及西

沙、南沙、中沙记录有角珊瑚３５种，其中南沙

群岛有１８种，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有１５种，海

南岛有８种，隶属于２科６属
［６］。调查鉴定，海

南省八放珊瑚亚纲苍珊瑚目苍珊瑚科有苍珊瑚

属 （犎犲犾犻狅狆狅狉犪）苍珊瑚 （犎犲犾犻狅狆狅狉犪犮狅犲狉犪犾犲犪）

１属１种。根枝珊瑚亚目笙珊瑚科 （Ｔｕｂｉｐｏｒｉ

ｄａｅ）笙珊瑚属 （犜狌犫犻狆狅狉犪）笙珊瑚 （犜狌犫犻狆狅狉犪

犿狌狊犻犮犪）１ 属 １ 种
［７］。软珊瑚亚目软珊瑚科

（Ａｌｃｙｏｎｉｉｄａｅ）分布于海南省的共有 ５ 科 ８２

种［８］，其中海南岛牙龙湾鉴定有１７种，它们分

隶于２科６属
［９］，南沙群岛及邻近海区鉴定有

２７种，隶属１１属４科
［１０］，西沙群岛软珊瑚科豆

荚软珊瑚属 （犔狅犫狅狆犺狔狋狌犿）和肉芝软珊瑚属

（犛犪狉犮狅狆犺狔狋狅狀）的２８种
［１１］，中沙群岛 （黄岩

岛）的软珊瑚种类２科７种
［１２］。硬轴珊瑚亚目

红珊瑚科 （Ｃｏｒａｌｌｉｄａｅ）１属１种，全轴珊瑚亚

目柳珊瑚科 （Ｇｏｒｇｏｎｉｉｄａｅ）分布在海南岛的有４

科２０种
［１３］。海南的珊瑚礁的构成除珊瑚虫外，

还有各种造礁生物，重要造礁生物有水螅虫纲

（Ｈｙｄｒｏｚｏａ）的多孔螅目 （Ｍｉｌｌｅｐｏｒｉｎａ）和柱星

螅目 （Ｓｔｙｌａｓｔｅｒｉｄａｅ），海南岛、西沙海域调查

到水螅珊瑚７种，多孔螅属 （犕犻犾犾犲狆狅狉犪）６种、

柱星螅属 （犛狋狔犾犪狊狋犲狉）１种
［７，１４］。以上珊瑚虫纲

动物，除软珊瑚外，其余全部为国家Ⅱ级重点

保护动物，并列入世界ＣＩＴＥＳ公约 （《濒危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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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此外，海南

的珊瑚礁中还记录有国家Ⅰ级和Ⅱ级重点保护

动物多种，如中华白海豚 （犛狅狌狊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和

真海豚 （犇犲犾狆犺犻狀狌狊犱犲犾狆犺犻狊）等。

２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问

题及挑战

２１　海南省珊瑚礁保护工作的成效

２１１　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

海南省一直重视珊瑚保护政策制定与建设

规划工作。１９９２年７月，三亚市人民政府根据

国务院的批复颁布了 《关于保护三亚珊瑚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布告》，１９９５年８月，三亚市

政府颁发了 《关于禁止开采捕捉销售珊瑚、玳

瑁及其制品的通告》；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海南省人

大颁布了 《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２００４年国

家海洋局 《关于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与发展批复》；２００６年国家海洋局 《关于进

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海域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

以及 《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开发

活动管理的若干意见》等。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７日，

海南省人大通过了 《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

（修订稿）》，该 《规定》对珊瑚礁定义、海洋污

染控制、珊瑚礁保护与生态恢复、保护区建设

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明确、可行的规定。

此外，海南省政府也已经制定 《海南省海洋功

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和 《海南省海洋环境保

护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等，对珊瑚礁保护也都

作出适当的规划。

２１２　珊瑚礁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为了保护珊瑚礁及其生态环境，海南省于

１９８６年设立了临高珊瑚礁自然保护区 （县级），

保护区面积为３２４ｋｍ２。１９９２年建立了儋州磷

枪石岛珊瑚礁自然保护区 （市级），面积为

１．３１ｋｍ２。１９９０年９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建

立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

５５．６８ｋｍ２。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６日，国家海洋局批

准设立 “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隶属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保护

区的管理。管理处内设办公室，并下设亚龙湾

珊瑚礁保护站、大东海珊瑚礁保护站和东西瑁

洲岛珊瑚礁保护站，负责保护区海上执法监察

和常规监测活动。

２１３　珊瑚礁生态修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珊瑚礁海岸资源面

临衰退的情况下，开展了一些与珊瑚和珊瑚礁

海岸保护管理有关的研究项目，如造礁石珊瑚

移植实验研究［１５］、珊瑚礁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结

构、功能与恢复机制研究［１６］。研究表明，珊瑚

移植可以成为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重建的有效

手段。建立了珊瑚群落次生演替模型，从理论

上提出了保护或移植关键种改善群落空间格局，

从而缩短向顶极群落生态演替时间的恢复战

略［１７］。近年，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

展了珊瑚礁移植，并在西瑁洲岛建立了珊瑚礁

培育基地。正在海南西沙和三亚海域实施的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西沙群岛珊瑚礁生态恢

复与特色生物资源增殖关键技术与示范》，海洋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东南沿海半封闭海

湾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评价、生态

重构技术及示范》和 《近岸典型珊瑚礁生态系

统修复技术示范研究》对典型珊瑚礁生态系统

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进行综合调查，综合分

析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机制，诊断生态系统退

化原因，评估受损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修复性，

构建珊瑚礁生态修复的评估体系。

２１４　珊瑚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价、宣

传教育与国际合作

　　２００２年国家海洋局组织实施了 “全国典型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专项调查”，通过实地调查评

估了海南珊瑚礁状况及保护价值。２００４年国家

海洋局启动全国近岸海洋生态监控区工作，对

海南东海岸、西沙珊瑚礁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建

立监控区，依据各生态系统的关键生态过程设

定环境指标、生物指标及生态压力指标进行监

测。同时，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合作，承担了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的 “中国南部沿海生

物多样性管理三亚示范区项目”，取得显著成

效，成为开发计划署向全球推广经验的示范项

目。海南省沿海市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也加强

对珊瑚礁热带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文昌、三亚等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重点区域

设置了保护珊瑚礁宣传牌，召开了地方海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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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及有关乡镇参加的珊瑚礁保护座谈

会，举办了多期海洋生态知识讲座和培训班，

建立了海洋保护志愿者体系，公众海洋环保意

识不断加强。

２２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２２１　存在的问题

尽管海南省珊瑚礁保护取得许多成绩，但

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

护本底不清，目标不明，缺乏规划；珊瑚生态

修复除了移植传统技术以外，其他新技术应用

大多还处于探索阶段。二是珊瑚礁保护区远远

不够，对西沙、南沙、中沙海洋保护区的可行

性没有深入研究。许多区域仍属于保护空白；

海洋保护区分布严重不均衡，主要分布在近岸

海域。三是已建保护区尤其是县级的管理薄弱，

基础设施、管理设备和监测科研等能力无法满

足工作需要，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不高。四是

珊瑚礁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宣传教育以及非政

府组织的活动都十分薄弱。

２２２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有４个

方面：一是管理力量严重不足，给管理带来困

难。如西沙、南沙、中沙海域管辖海域面积大，

执法力量薄弱。二是菲律宾和越南等侵权、侵

鱼严重。近几年来，菲律宾、越南渔船进入我

海域侵权侵渔活动越来越严重，对西沙、南沙、

中沙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三是公民环保

意识有待提高，因此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媒

介，大力宣传保护珊瑚礁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意义，提高整个社会对保护珊瑚礁重要性的

认识。四是人才技术力量薄弱。由于珊瑚礁生

态环境复杂，海洋及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科技含量高，同时国内海洋科研单位也较少

开展该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海南省严

重缺乏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人才资源。

３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

３１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珊瑚礁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珊瑚礁资源、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

的惠益为目标，加强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体

制与机制建设，强化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生

物物种和遗传资源保护能力，提高公众保护与

参与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

３２　基本原则

（１）保护优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考

虑生物多样性保护，采取积极措施，对珊瑚礁

生态系统、珊瑚物种及遗传资源实施有效保护，

保障生态安全。

（２）持续利用。禁止掠夺性开发珊瑚礁资

源，促进珊瑚礁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研发与

推广，科学、合理和有序地利用生物资源。

（３）公众参与。加强珊瑚礁保护宣传教育，

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强

化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

珊瑚礁保护的有效机制。

（４）惠益共享。推动建立珊瑚礁资源及相

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公平、公

正分享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３３　战略目标

３３１　总体目标

海南省珊瑚礁资源保护行动计划是，将珊

瑚礁保护行动计划纳入生物物种保护协调机制，

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

使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得到明显遏制，

以实现海南省珊瑚礁的有效保护。建立珊瑚礁

保护区网络，实施珊瑚礁生态修复，防治海洋

开发对珊瑚礁产生的影响和破坏，保持和最大

限度地发挥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和效益，

保证珊瑚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３３２　阶段目标与指标

（１）近期目标 （至２０１５年）：力争使重点

区域珊瑚礁下降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完成珊

瑚礁保护优先区域的本底调查与评估，并实施

有效监控。初步建立珊瑚礁多样性监测、评估

制度。

（２）中期目标 （至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功能稳定，珊瑚礁生态系统得到有

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制度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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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长期目标 （至２０３０年）：使珊瑚礁得

到切实保护。各类保护区域数量和面积达到合

理水平，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得到有

效保护。形成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

体系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保护珊瑚礁

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３４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

（１）完善珊瑚礁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和制

度。研究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环境友好产

业发展政策，探索促进珊瑚礁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的激励政策，研究制订加强保护等管理的法

规、制度，完善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

资源管理协作机制。

（２）推动珊瑚礁保护纳入相关规划，建立

相关规划、计划实施的评估监督机制，促进其

有效实施。

（３）加强珊瑚礁保护能力建设。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基础建设，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与编目，加强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能

力建设，开展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技

术方法的创新研究，进一步加强珊瑚礁生物多

样性监测能力建设。

（４）加强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

增加珊瑚礁保护区的数量、类型和规模，在

南海诸岛区域建立国家级的珊瑚礁自然保护

区，逐步形成我国完整的珊瑚礁保护区体系。

建立现代化的珊瑚礁管理制度，将新的知识

和技术应用于管理实践中。以适度开发促进

资源发展、促进管理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大

力开展珊瑚礁应用研究能力建设，开展珊瑚

礁生态状况动态监测、珊瑚礁数据库建立和

维护等项目。

（５）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加强国际合作与

交流。开展多种形式的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

护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珊瑚礁

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建立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广泛

调动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民间公益性组织和慈善

机构的作用，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

４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领域与行

动计划

　　根据总体目标和战略任务，综合确定海南

省省珊瑚礁保护的５个优先领域及９个优先行

动。

优先领域一：完善珊瑚礁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

优先行动１：完善珊瑚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的法律体系。

行动内容：参考国外珊瑚礁保护区的有关

生态补偿案例，在海南沿海市、县广泛开展社

会调查，根据海南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有价补

偿利用及生态管理恢复的政策，完善生态补偿

政策，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增加资金投入。

优先行动２：建立健全珊瑚礁保护和管理机

构，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

行动内容：建立健全相关部门的珊瑚礁管

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管理协调机制，

加强基层的保护和管理。

优先领域二：开展珊瑚礁多样性调查、评

估与监测。

优先行动３：开展珊瑚礁生物物种资源和生

态系统本底调查和科学研究。

行动内容：结合近年来珊瑚综合调查资料，

配合野外补充调查，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截线样

带法，并参考国际最新珊瑚物种鉴定技术，全

面调查掌握海南省管辖海域的珊瑚种类，吸收

新定和修订种名，对重要保护物种，要了解其

种群数量、分布状况，并形成相应的图谱。

优先行动４：开展珊瑚礁生态系统监测和评

估。

行动内容：加大珊瑚礁生态系统监测的现

代化设备，达到远程连续监测珊瑚礁；珊瑚礁

监控区从海南岛的东海岸和西沙的永兴岛、石

岛、西沙洲、赵述岛、北岛扩展岛西沙、南沙、

中沙较多的岛礁。在监测基础上，构建珊瑚礁

监测网络体系，开展系统性监测，实现数据共

享。

优先领域三：加强珊瑚礁多样性保护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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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行动５：统筹实施和完善珊瑚礁保护区

规划。

行动内容：按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

护区管理规章制度和相关标准，在沿海市、县

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珊瑚亟须保

护但尚未建立保护区的空白区域选划建设珊瑚

礁保护区。

优先行动６：建立珊瑚礁资源保护的合作伙

伴关系。

行动内容：提高政府、非政府组织、当地

社区在珊瑚礁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的能力，加

强珊瑚礁周围区域各有关组织的交流和协调，

采取协调一致的保护行动。

优先领域四：加强基础建设。

优先行动７：珊瑚礁实验基地建设。

行动内容：建立珊瑚礁实验基地，在开展

珊瑚礁研究和生态修复的同时，也可以成为青

少年教育基地。

优先行动８：珊瑚礁污染防治工程。

行动内容：在晋卿岛等岛屿建立污水处理

厂，减轻生活污水对周围海域珊瑚生长的威胁。

优先领域五：提高珊瑚礁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

优先行动９：制订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计划。

行动内容：研发海洋酸化监测技术，并规

范海洋酸化监测与生态效应评估方法，开展海

洋酸化监测技术和生态效应评估的示范与应用，

定量分析珊瑚礁海域海洋酸化的程度与变化趋

势，提高珊瑚礁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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