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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麂列岛是我国首批确定(1990年)的五个国家级海洋自然

保护区之一，它是以保护海洋贝藻类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环境为主

要保护对象的特定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该自然保护区1998年成为我

国唯一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海洋类自然保

护区，2000年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南部海

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自保护区建立以来，在国家、省、市、县各

级政府的热切关注和正确领导下，加强了管理行政执法，并开展了一系

列的科研学术活动，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

护区成立之初(1992年)，我们与多家单位对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

然保护区进行了本底调查研究，获得较详细的基础资料，这为日后保护

区管理、开发及深入研究奠定了较系统的科学依据。

本文通过2004年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M403003)，于3

月、7月对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现场调查结果，结合1992年的

基础资料，分析建区十余年来的海洋环境和贝藻类的动态变化情况，针

对问题，提出保护对策。旨在为贝、藻类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决策依

据，把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真正建设成我国名副其实的物

种基地、科研基地和教育基地，以提高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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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一、保护区海洋生态的演变趋势分析

中国近海属于西北太平洋边缘海，海域辽阔，有着

独特的地质发育过程和地理优势，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

性最具代表性的海域之一，极其丰富的海洋生物，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我国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南麂列岛自然地理

环境优越，水系复杂，水质肥沃，饵料丰富，适宜多种海

洋生物的栖息生长和繁殖。在多年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

中，现已先后发现各门类海洋生物l 500余种，其中软

体动物427种，大型底栖海藻178种，约占中国贝藻类

种数的30％和25％，浙江省贝藻类种数的80％。南麂列

岛贝藻类生物区系组成复杂，约占30％的种类为我国沿

海分布的北限和南界，体现出很好的生物多样性和稀缺

性，使南麂列岛获得“贝藻王国”的美誉，因而引起国内

外海洋科技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1．环境质量状况

营养元素在海洋中的分布与变化与其来源、水团输

运、沉积、矿化等过程有关，而且与海洋中的细菌、浮游

生物、底栖生物、浮游生物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护

区位于东海南部，远离大陆，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区，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本区降水较少。海

域水体终年清澈，悬浮物含量低。冬季主要受江浙沿岸

流控制，造成该海区营养盐丰富，使营养盐结构中氦磷

比值更接近近岸水体。夏季，江浙沿岸流影响减弱，而台

湾暖流影响加强。台湾暖流水体具高盐高温低氮的特

性，使该海区营养盐变化明显。另外，海域浮游植物、细

菌和软体动物的生物活动都影响着该海域环境因子以

及营养盐结构的变化。

氮磷比值是考察海区营养盐结构的重要指标，通常

Redfield的比值NIP=16为开阔海区的适宜值，近岸海

域则远远高于此值。据历史资料分析表明，保护区海域

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是我国营养盐最丰富的海区之一。

1992年的调查资料分析结果，营养盐结构中氮磷比值为

36．94，浙江省首次污染基线调查结果表明，浙江沿岸海

域氮磷比值为32．59·而本次调查结果(春季各测站平均

为31．68，夏季平均为28．33)亦表明保护区海域处于富

营养化状态。因此，目前南麂列岛海域基本未受到人为

污染，水体环境仍保持在20世纪90年代的质量水平。

生物体重金属残留量的测定是以南麂列岛潮间带最

常见的等边浅蛤和贻贝为代表，评价结果表明，该区贝

类中的各重金属(铜、铅、锌、镉)残留量无一项超标。

2．潮间带贝类

本次南麂列岛潮间带贝类调查结果与1992和1993

一海洋环保

年本底调查中相同断面的同期资料比较：(1)岩礁相断

面种类组成原来为103种，现在为98种，其中由原春季

(3月)的64种下降至63种，原夏季(7月)的94种下

降至89种，每季种类数相比均有所减少；岩礁相贝类数

量分布则与种类分布相反，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均明显高

于本底调查的相同月份，分别比以往高3．3倍和1．8

倍。(2)沙滩贝类比较表明，大沙岙贝类种类由原来17

种下降至12种；数量分布变化更为显著，生物量以由原

来3月的162．95 g／m2降至现在的26．78 g／m2，由原7

月的113．41 g／m2回落至2005年的33．53 g／m2；栖息

密度下降趋势也相当明显，由原3月92个／m2降至

17个／m2，由原来7月的146个／m2回落至24个／msl

大沙岙沙滩贝类数量与本底调查比对显示，生物量10

年间下降约4．6倍，栖息密度下降近6倍。

10年来南麂列岛贝类种类及数量都发生了较大改

变。(1)岩礁相的短翼珍珠贝以及大沙岙的几种玉螺在

本次调查中未见踪影，(2)岩礁经济贝类数最下降明

显，有的正在失去其优势，(3)沙滩贝类数量激剧下降、

个体明显趋小，(4)岩礁相贝类数量增多主要与一些食

用价值不高而在生物量和栖息密度中又占据相当大份

额的种类有关，如大个体的带偏顶蛤等种类的栖息密度

明显大于以往调查，所到之处均呈片状分布，如大山脚夏

季低潮区平均数量可高达8 097．50 g／m2和3 612个／m2。

一方面由于一些经济贝类流失，为这些食用价值不高种

类的生长让出了空间；另一方面近10年来我国近岸渔

业资源的下降，导致一些肉食性动物数量减少，从而减

少了贝类的自然天敌，也可能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

而岩礁和沙滩经济贝类数量下降除自然因素影响外可

能主要与上岛人数增多人为采捕量增大有关。

5．大型底栖海藻

10年间南麂海域大型海藻的种群演化、数量减少都

相当明显。与1992年、1993年相同断面的同季资料比对

表明，南麂列岛大型底栖藻类物种及数量在近10年明

显下降，种类下降约7．6％，数量3月同比下降33％，7

月下降41％。有些优势种正在失去以往的优势，相当一

部分常见种的种群生物量也趋于大幅下降，而小珊瑚

藻、珊瑚藻生长却异常的繁茂。核心区龙船礁种类与其

他断面比较基本接近，但羊栖菜数量高于其他断面，这

主要与该区常年监控保护有关。

目前南麂藻类资源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结果

比较发现：(1)粗枝软骨藻、繁枝蜈蚣藻、萱藻，刺松藻

等约50％优势种优势不再，很难见到片状、带状分布区，

而呈点缀型的镶嵌分布，其中顶群藻、羽裂橡叶藻等膜

状红藻类衰减尤甚，仅有零星分布，完全失去了原先入

选优势种的基本要求。(2)相当一部分常见种也逐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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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种群的生物量基础，“常见”只表现在比较容易采集

而已，局限种在其局限分布的区域内则表现为种群生物

量的减少。(3)小珊瑚藻、珊瑚藻生长异常繁茂，地毯式

充斥断面，入眼是一片粉红色，而原先五颜六色、生机盎

然的景观正在逐渐消失。综上所述，南麂列岛大型底栖

海藻种群演变已显示出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前奏和征

兆，除人为采集活动，如成片铲取羊栖菜以供养殖苗种

而破坏了自然生态。

二、原因分析

自南麂列岛列为我国首批五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

区以来，遵循“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已取得了

令人瞩目成效，由于该海区历史以来一直是当地渔民作

业渔场和贝藻产品采捕场所，由于当地和周边渔民尚无

更好的就业门路，仍以采捕为生，十分不利于保护工作。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近岸海域禁止大规模的采捕贝

藻类作业，使以此为生的岛民和邻近渔民的经济收入相

对减少，而发展其他产业又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群众

生活水平下降，存在着不安定因素。

1．自然环境质量的下降，海洋灾害频发

尽管南麂列岛海域目前的海洋环境质量保持在20

世纪90年代的环境质量水平，但南麂列岛海域海洋环

境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岛屿周围海域氮磷比值仍较

高，因此海域生态系统对生源要素磷的变化十分敏感，

只要其他条件适合，就有可能暴发赤潮，将会对该海域

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如2003年5月25

日～6月17日，南麂周围海域赤潮持续24天，最大面积

800 km2，赤潮优势藻种为具齿原甲藻。

2．传统作业方式与保护目标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南麂列岛现为平阳县海岛乡镇建制，设置南麂镇，

常住人11 2 272人，季节性流动人口(以捕捞作业者为

主)8 000余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3 152万元，人均

收入约5 100元，属低水平的资源开发型经济。以渔业

为主，其他经济成分次之；在渔业中，以鱼类资源的获取

为主，鱼产品加工次之；在鱼类资源获取中，以天然采集

捕捞为主，人工养殖次之；近海捕捞为主，外海次之。居

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较沿海其他渔区相

对落后，所有这些都给保护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

5．名声越大，保护的压力更大

自保护区建立至今已有十余年，在这期间岛上发展

迅猛，旅游资源开发迅速，上岛人数遂年增多，每天最多

可达上千人次，游客品尝海鲜大多是经济贝类。游客的

增加，提高了盲目采捕的强度，将导致贝藻类物种资源

及数量的进一步衰退。大沙岙沙滩贝类种类减少、数量

急剧下降和个体小龄化是最为典型的实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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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措施与建议

我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才两0刚起步，人们对海洋自然保护的意识还比较淡薄，

管理体制尚不够健全，保护资金严熏不足，⋯⋯。此外，

由于海洋自然环境的复杂性、海水的流动性以及海洋生

物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使得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比陆

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显得特别艰辛。为此，需要国家和地

方有关部门，对我国海洋自然保护事业倍加呵护，并给

予必要的重视和资金上的支持，以确保我国海洋自然保

护事业的不断发展。

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一项崭新的事业，在我国政府编制的《中国21世纪议

程》(白皮书)中又郑重提出“在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

护区内开展保护和开发协调发展试验，建设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这为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编制保护区总体规划

尽管在建区初期(1992年)，曾编制过《南麂列岛国

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和总体规划》，而且在这

一特定时期内，为保护区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但该总体规划的规划期为“八五”至“九五”末，

而且对一些重大项目(如城镇建设、海洋资源开发、中

心渔港建设等)缺乏详细规划，显然已不能适应保护区

发展的需要。故修订编制保护区总体规划同样显得非常

迫切和重要。同时，还应尽快补充编制南麂镇城镇总体

规划和南麂岛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以配合核心保护

区内居民的外迁，以及规范和协调保护区内各项开发活

动的有序进行，促进保护区事业的健康发展。

2．鼓励发展休闲渔业，促进保护区自养型经济发展

在自然保护区外围，发展以游钓为特色的休闲渔

业，与自然保护区的宗旨相一致。它不仅提供了多层次

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且促使低效益的资源破坏型经济

向高效益的资源保护型经济过渡。在不干扰自然保护区

总目标和不影响保护区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地从事适度

的海水增养殖的经济活动，还能够促进保护区自养型经

济发展，并能使保护区在物种自然增殖中获益，即为解

决本保护区现存的物种资源衰退等难题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突破口。

5．制定相关政策，建立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

保护区建立以来，国家和地方各级管理部门投入保

护的专项资金不足200万元，而来自社会用于该区基础

设施建设的资金却高达1亿余元。可见，政府完全可以

通过政策引导，建立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以吸收民间

资金参与保护区建设。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普遍

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保护区建设步履艰难。因此，吸收

   



民间资金用于保护区建设值得尝试。浙江省不但民营经

济发达，而且已经有多家民营企业参与该区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海洋资源的开发活动，故建议省、市、县各级政

府，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政策，筹措资金，以弥补国家和地

方保护资金的不足，加快保护区建设的发展。

4．搞好海域养殖规划，加强对海水养殖的管理

积极做好养殖区域规划，合理布局，分类管理，加大

养殖品种结构调整，推进清洁养殖生产。同时，加强对海

水养殖水体进行定期和持续的监测。严格对水产苗种、

饲料、药物质量管理，禁止有毒和有生物累积作用的化

合物在养殖上的应用，实施养殖用药和养殖产品的安全

性管理。减少南麂海域鱼类人工养殖(投喂饵料，污染

环境)，增加本地种的人工增殖放流力度。政府主管部

门应鼓励养殖户多发展海藻养殖，以净化水质，实行海

域使用配额制。

5．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通过海洋生态保护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海洋

环境保护意识，减小环境的污染负荷，使生态的自我调

节能力得以恢复和稳定，生态服务功能正常发挥，确保

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在日常科学管理方面，对养

殖户进行养殖科学教育指导和技术培训，有计划地组织

养殖户培训，普及科学管理知识，增强养殖户的环境保

护意识，提高养殖户的素质，确保养殖生态的健康和养

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6．加强科学研究，实现保护区的高级管理

通过科学研究，确定主要经济贝藻类繁殖季节，制

定详细的贝藻类禁止采捕期和采捕地，同时确定南麂岛

游客的承载能力，实行本岛人员分散居住，游客集中居

住，生活废物、污水集中处理；实行核心区封闭式管理，

建造有关隔离带，防止陆域污染向核心区排放；加强绿

化防止陆域水土流失，建设以海上观光、健身、避暑、观

I海洋环保

赏贝类、藻类、鱼类水族馆和标本室为中心的旅游业，改

变和改善岛上居民的生产作业习惯，促进区域保护总目

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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