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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遥感技术获取了大连市2016年滨海湿地基本状况信息,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

基本摸清了研究区水鸟及栖息地概况,收集整理了研究区开展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工作情况,简
要阐释了当前滨海湿地管护工作中存在的功能退化等问题,辨识性分析了引发问题的填海造地、

建设力度与保护经费不足等驱动力因素,提出了应从健全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制度机制、加大新

建保护区与已建保护区管护工作力度、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开展滨海湿地生态补偿工作、严格自然

滨海湿地开发利用管理和加强滨海湿地调查监测6个方面加强滨海湿地管护工作的对策及建设性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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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obtainedthebasicinformationofcoastalwetlandin2016basedonremote

sensinginDalian.Thewaterbirdsandtheirhabitatwerefoundoutinthestudyareabyconsulting
datumandfieldinvestigation.Theconditionofmanagementandprotection workatcoastal
wetlandwascollectedandthecurrentexistingproblemssuchasecosystemdegenerationwereex-

plained.Drivingforcefactorssuchasmarinereclamationandinsufficientfundswereanalyzeddis-

tinctly.Atlast,theconstructivesuggestionsofstrengtheningcoastalwetlandmanagementand

protection work,including a sound system ofcoastal wetland managing and protecting



第11期 刘玉安,等:大连市滨海湿地现状及加强管护工作对策研究 55   

mechanism,carryingoutecologicalrestorationandcompensationwork,et.al.,wereputforward

onthebasesof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Coastalwetlands,Managementandprotection,Ecologicalrehabilitation,Ecological

compensation,Countermeasures

滨海湿地是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净化水质、护岸减灾、调节气候和提供生物

栖息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对促进沿海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支

撑作用。近50年来,我国滨海湿地发生了严重生态

功能退化和面积萎缩的变化[1-2],大面积的滩涂湿

地、潮间沼泽湿地和红树林湿地因围垦、养殖、城市

建设等被侵占,自然滨海湿地面积不断减缩,滨海

湿地系统生态功能退化日趋严重,直接影响着沿海

地区人类、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大连市

滨海湿地是我国滨海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

处于上述窘境。研究人员[3-9]从景观格局及其演

变、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生态

服务系统价值评估、保护与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

对我国滨海湿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

许多对策和建议,这对大连市滨海湿地的管护工作

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滨海湿地保护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

进一步加强大连市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工作力

度,提升滨海湿地管护水平,切实履行《海洋环境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赋予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职

责,真正落实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滨海湿地管理

与保护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国 海 环 字〔2016〕664
号)的有关要求[10-11],本研究针对大连市滨海湿

地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管护工

作的建议。

1 研究区概况、数据及技术路线

1.1 研究区概况

大连是我国著名的港口、工业和旅游城市,处

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受地理位置影响显著,属典

型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海洋性特征分明,基岩性

海岸为主,沿海岛礁坨密布,大、小河流众多。由淤

泥质海滩、盐沼植被等形成大面积多类型的滨海湿

地资源和景观。大连(不含长海县)滨海湿地西起

瓦房店市与营口盖州市交界的浮渡河口,南到旅顺

口区老铁山,东止庄河市栗子房镇与丹东东港市菩

萨庙镇交界的大坨子,包括海岸线到低潮时水深为

6m等深线之间的区域。

1.2 数据

1.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遥感信息和非遥感信息两种数据

源。遥感信息源选用2016年夏季4景LandSat-8
卫星影像数据,轨道号(过境时间)为:119/32(8月

28日)、119/33(8月28日)、120/32(9月20日)、

120/33(7月2日),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 信 息 中 心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云 平 台 (http://

www.gscloud.cn)。非遥感信息源主要包括:大连

市海洋功能区划(2012—2020年)图、行政区划图及

野外调查采集的各种数据等。

1.2.2 数据处理

利用遥感软件对影像数据进行图像处理之后,

运用监督分类和人工目视解译相结合的半自动分

类法,对图像进行分类处理,通过野外实地勘验对

解译数据进行修正和编辑,最终得到大连市滨海湿

地现状图。

1.3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见图1。

图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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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为3部分:①利用遥感技术对大连市

2016年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分析获得滨海湿地基本

现状,结合水鸟调查等资料,分析大连市水鸟及栖

息地状况;从重要滨海湿地和保护区建设角度,分

析滨海湿地保护现状;从项目资金支持力度方面分

析生态修复和补偿情况。②在滨海湿地现状基础

上揭示现存主要问题,并分析其驱动力因素。③参

考前述研究成果,提出加强大连市滨海湿地管护工

作的措施及政策建议。

2 滨海湿地现状

2.1 基本状况

根据《湿地公约》及国家海洋局相关滨海湿地

分类体系、划分标准及技术的要求,利用2016年夏

季4景LandSat-8遥感影像,获得了大连市滨海湿

地的类型、面积及空间分布等基本状况(图2)。大

连市滨海湿地分为自然滨海湿地和人工湿地两大

类,总面积约为21.34万hm2。其中,自然滨海湿地

类型主要有:淤泥质海滩、河口水域、盐沼植被和浅

海水域等,面积约为13.65万hm2,占总面积的

63.95%(浅海水域占总面积59.26%);人工湿地多

为水产养殖场、盐田等,面积约为7.69万hm2,占总

面积的36.05%(表1)。

表1 大连市滨海湿地主要类型及面积比例

类型 面积/hm2 百分比/%

河口水域 2485 1.16

沙石海滩 74 0.03

沙洲/沙岛 29 0.01

淤泥质海滩 7064 3.31

盐沼植被 343 0.16

浅海水域 126443 59.26

人工湿地 76918 36.05

合计 213355 100

2.2 水鸟及栖息地状况

大连滨海湿地是黄渤海水鸟南北迁徙的重要

驿站,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路线的重要

组成部分。广阔的湿地为大量迁徙水鸟提供了优

良的中途停歇地,使其得以补充继续飞行所需的能

量储备。依据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组织开展的

图2 大连市滨海湿地范围及类型分布示意图

“2016黄渤海水鸟同步调查”结果[12],大连滨海湿

地水鸟及栖息地状况如下。

(1)种类和数量。该地区共记录到水鸟38976只,

隶属7目11科45种。其中鸻形目水鸟种类最多,

占总物种数的51.11%;最常见的10个物种依数量

序为大滨鹬、黑腹滨鹬、红嘴鸥、黑尾鸥、银鸥、大杓

鹬、斑 尾 塍 鹬、白 腰 杓 鹬、金 眶 鸻、环 颈 鸻,共 计

35699只,占总数量的91.59%。

(2)重点保护水鸟物种。在记录到的45种水鸟

中,属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濒

危等级的水鸟有2种(大杓鹬、大滨鹬),易危等级的

水鸟有2种(黄嘴白鹭、黑嘴鸥);属于国家II级重

点保护的水鸟有2种(黄嘴白鹭、小杓鹬);有13种

水鸟被列入《辽宁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

22种水鸟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

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有33种被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

栖息环境协定》。此外,“三有保护水鸟”物种多达

43种,占总数的95.56%。

(3)庄河沿海湿地水鸟。庄河沿海湿地记录到

水鸟22380只,占调查总数的57.42%,包括珍稀濒

危水鸟黄嘴白鹭、小杓鹬、大杓鹬、黑嘴鸥等。另据

史料记载,庄河石城乡沿海湿地稳定分布有约400只

黄嘴白鹭、30只黑脸琵鹭的繁殖种群。按照《湿地

公约》评判标准,庄河沿海湿地已达到了“国际重要

湿地”入选标准。因此,优先保护庄河沿海湿地对

于大连滨海湿地水鸟的保护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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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栖息地现状。近年来,大连沿海经济高速

发展已导致栖息地严重退化和丧失,水鸟生存状况

令人担忧。具体表现为:①栖息地破碎化及面积萎

缩,过度的围填海开发利用活动导致集中连片的自

然滨海湿地被分割成小块“孤岛”式湿地,破碎化程

度加剧;周边大量滩涂湿地被人为改造为水产养殖

场、工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旅游用地等,导致了特

别是鴴鹬类鸟类栖息地面积的大幅减少。②觅食

地污染:农药、化肥等的大量使用,工业和生活污水

的直接排放导致了水鸟主要觅食地水体被严重污

染,这也间接地影响了其食物质量及数量。③人为

干扰:捕杀鸟类、在繁殖地拾捡鸟蛋的行为屡禁不

止,游客及摄影爱好者的频繁造访也严重影响着水

鸟繁殖。

2.3 保护现状

2.3.1 重要滨海湿地

按照湿地国际公布的国际重要滨海湿地名录

和相关部门公布的国家重要湿地目录,大连市共有

3处重要滨海湿地名列其中,分别是:大连斑海豹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庄河沿海湿地、蛇岛-老铁山湿

地。依据滨海湿地界定范围和《大连市海洋功能区

划(2012—2020年)》,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庄河沿海湿地归属滨海湿地区域。

2.3.2 保护区概况

截至2016年年底,隶属大连市并涉海的各级各

类保护区共计11处,其中,国家级6处、市级5处,

海洋部门主管6处、林业等部门主管5处(表2)。

依据滨海湿地范围界定,有8处归属或部分归属滨

海湿地区域(图3)。

图3 保护区与滨海湿地位置关系示意图

表2 大连市保护区名录

保护区名称 面积/hm2 主管部门 级别

大连石城乡黑脸琵鹭市级自

然保护区*
13950.0 林业 市级

大连海王九岛海洋景观市级

自然保护区*
1484.0 海洋 市级

大连城山头海滨地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1350.0 环保 国家级

大连金石滩海滨地貌市级自

然保护区
3960.0 国土 市级

大 连 金 石 滩 国 家 级 海 洋

公园*
11000.0 海洋 国家级

大连老偏岛-玉皇顶海洋生

态市级自然保护区*
2352.0 海洋 市级

大连三山岛海珍品资源增养

殖市级自然保护区
1444.0 海洋 市级

大 连 星 海 湾 国 家 级 海 洋

公园*
2540.1 海洋 国家级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14595.0 环保 国家级

辽宁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672275.0 农业 国家级

大 连 仙 浴 湾 国 家 级 海 洋

公园*
4391.0 海洋 国家级

  注:“*”表示保护区归属或部分归属滨海湿地范围.

2.4 生态修复现状

近年来,大连市积极实施“蓝色海湾”综合整

治、“生态岛礁”工程建设和生物资源养护修复工程

等。2013年大连市对老虎滩海域、金石滩海域、庄
河湾河口海域、普湾新区海域等进行了整治、修复;

2014年开展了海岛整治修复工作,重点实施了长山

群岛、大王家岛等9个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累计争取

中央财政资金约2.8亿元;2016年申请中央财政蓝

色海湾项目支持4亿元,将对广鹿岛、凌水湾进行综

合整治。开展的以上修复工程主要是针对海域和

海岛的修复,仅仅是附带或涉及滨海湿地。

3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功能退化

3.1.1 退化表现

由于受到海岸侵蚀、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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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城市和港口建设、污染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大连

滨海湿地发生了严重的功能退化。主要表现在:自

然滨海湿地面积减小、人工湿地面积增大、景观格

局破碎加剧、水体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水平下

降等。

3.1.2 原因分析

经分析,大连市滨海湿地功能退化主要受人为

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填海造地。围填海造地是大连市自然滨海

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无序、无度、低水平

的盲目开发已极大地消耗了滨海湿地资源。研究

结果显示[5],湿地已经遭到盲目开垦和改造的危害,

特别是面临城市建设所需土地资源有限而发展需

求过大的压力,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围海造地、移山

填海等手段减缓了本区域的用地矛盾,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大连市房地产业、养殖业等的多种经营,但

也导致自然滨海湿地面积大幅减少。据统计,围填

海造地工程使得沿海湿地面积以每年约14km2的

速度减少。

(2)湿地资源不合理的利用。湿地资源开发应

该遵循湿地生境演替规律,资源的开发强度不应超

过生物更新和恢复的速度。近海由于捕捞过度及

环境变化的缘故,捕捞资源处于衰竭状态。根据

2016年的调查结果和文献[5],目前大连滩涂养殖、

浅海围海养殖和盐场密度过高,其面积由2000年的

636.82km2发展到2016年的769.18km2。此外,

自然滨海湿地中的泥炭资源、贝壳砂以及沙石也都

因为过度或不合理开采而受到严重破坏。

(3)污染加剧。环境污染不仅对湿地生物多样

性造成严重危害、水质变坏,而且这种威胁也会随

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增大。滨海湿地的主要污染因

素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废水、养殖污水和生活

污水的排放,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农药、化肥的面源

污染等。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

产品,影响到入海河流和沿海的水体质量,加剧了

湿地资源的污染程度。

3.2 湿地保护不到位

滨海湿地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

下3个方面。

(1)重要滨海湿地和保护区的建设力度不足。

2015年发布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

项目成果报告表明[13],滨海湿地保护存在缺位,通
常被经济开发和区域发展所替代。符合国际或国

家重要湿地标准的滨海湿地大多处于保护空缺状

态,仅有少量的滨海湿地区被地方政府列入重要滨

海湿地或保护区,远低于全国湿地平均保护水平。

因此,当地政府亟须对重要滨海湿地进行抢救性

保护。
(2)已建保护区保护重叠问题。保护重叠包

括:管辖权重叠和空间范围重叠。多部门分等级管

理,存在主管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现象,与此

同时,产生保护区管辖范围重叠。如:大连金石滩

海滨地貌市级自然保护区和大连金石滩国家级海

洋公园,分属国土和海洋主管部门,存在保护范围

的地理空间重叠现象。
(3)保护经费不足。近年来,大连市经济增长

放缓、发展受阻,地方政府拨付经费支出收紧,减少

了对湿地保护的经费投入,而国家保护专项拨付的

中央财政资金经费有限,一定程度上导致保护区保

护经费投入不足,较难维持当前的管护成效。

3.3 生态修复缺失

大连市近年来积极实施了“蓝色海湾”“生态岛

礁”工程建设和生物资源养护等修复工程,对辖区

多处海域、海岛进行了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但开

展的修复工程主要是针对海域和海岛的修复,对于

滨海湿地仅仅是附带或涉及。

3.4 生态补偿机制不成熟

目前,生态补偿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而有

关海洋保护区和滨海湿地的生态补偿实践案例几

近空白。大连对保护区生态补偿也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14]。2007年5月因辽东湾沿海地区临港

开发区建设需要,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

9090km2缩减至6722.77km2,减幅达26%,在补

偿了小部分生态价值损失后,补偿主客体两方陷入

拉锯式谈判。实践证明,大连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

建立,还需在补偿技术与经济标准、补偿方式、补偿

对象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3.5 管理制度不健全

滨海湿地保护与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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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湿地面积萎缩、环境恶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

化的原因之一[15]。现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3.5.1 生态用地在我国土地管理法律中地位缺失

根据《土地管理法》(2004年)法律规定,具有

生态功能的湿地属于“未利用地”。地方政府经常

先通过占用耕地用于开发建设,再通过围垦湿地

补充减少的耕地,以达到土地管理法要求的占补

平衡。根据Costanza等对全球各类生态系统价值

的评估[16],农田和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是

5567美元/(hm2∙a)、1.938万美元/(hm2∙a),

围垦湿地用于平衡耕地,致使湿地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大幅降低。因此,应加强生态用地立法,并

加强执法和追责工作。

3.5.2 资源要素式管理,缺乏生态系统全局观

据查,目前我国尚无一部针对滨海湿地保护与

管理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仅有一项国家海洋局2016
年出台的加强滨海湿地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给出了滨海湿地的

明确释义,并将滨海湿地作为直接保护对象纳入法

律条文中,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仅从滨海湿地的单

项资源要素入手,规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行政主

管部门,片面地体现了对滨海湿地的保护与管理规

定。这种基于滨海湿地各构成要素的资源要素式

管理模式,未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角度着

手,缺乏生态系统全局观。

3.5.3 多部门共管现象明显,缺乏统一完善的协

调机制

滨海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

交错过渡带,咸淡水交汇,各种湿地类型在植被、水

文特征及沉积物类型上有显著的不同。对滨海湿

地保护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有海洋、林业、环

保、农业和国土等,存在多部门共管现象,体制机制

相制约、冲突。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的

不到位,容易导致在滨海湿地保护、利用和管理方

面的目标不同、行动不一致,不利于滨海湿地的统

一规划和管理。

3.5.4 规划各成体系,缺乏协调统一

目前我国针对滨海湿地的总体规划尚未制定,

但是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湿地

保护工程实施规划》等都涉及滨海湿地保护与管理

的相关内容。然而,因不同规划所依据的行政法理

不同,在规划期限、保障机制和实施力度等诸多方

面存在差异,导致现有各类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自

成体系相互掣肘,行政主管部门空间管理目标多

样,无法对行政决策提供综合性的有力支撑,影响

规划实施的执行力。

3.5.5 国家缺乏滨海湿地保护的战略政策

20世纪末,沿海一些地区发布了鼓励围垦滨海

湿地的制度。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颁布实施后,开始控制滨海湿地围垦。随

之,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新制定或修订的滨海湿地

管理制度转为控制性管理法规。在大型港口开发

建设规划审批过程中,以修改海洋功能区划、修改

生态红线和调整保护区范围边界等方式获得环评

审批的操作行为比比皆是。国家在滨海湿地管理

中需要鲜明强大的国家意志,才能形成滨海湿地保

护的压倒性局面。

4 对策与建议

结合大连市滨海湿地现状,今后拟从以下6个

方面开展管护工作。

4.1 健全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制度机制

针对滨海湿地现存问题,各级海洋部门要提高

对滨海湿地重要性的认识,制定滨海湿地保护与管

理的规章制度,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足额到位,严格

履行滨海湿地管理职责,探索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理

念的全方位、立体化、多部门协调的滨海湿地管护

新机制,做到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滨海湿地保护

与开发管理工作。

4.2 加大新建保护区与已建保护区管护工作力度

加强重要自然滨海湿地保护、扩大湿地保护面

积是当前滨海湿地管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将当前亟

须保护的重要滨海湿地纳入保护范围,实行严格有

效的保护。依据国家级、地方级的海洋保护区选划

和国际重要湿地入选标准,梳理出符合入选条件的

重要滨海湿地,有针对性地开展海洋保护区选建、

升级以及国际重要湿地申报工作。对已建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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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滨海湿地,要强化对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有效保

护,提高保护区综合管护能力。

4.3 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结合“蓝色海湾”综合治理、“南红北柳”湿地修

复等重大工程,逐步恢复或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在人工湿

地的养殖区普兰湾和长兴岛,开展以自然和人工修

复相结合的“退养还滩”生态修复工程;在破碎化严

重、功能退化的碧流河口和庄河沿海的自然滨海湿

地开展综合治理。

4.4 开展滨海湿地生态补偿工作

在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生

态补偿实践案例经验的基础上,积极申报国家海洋

局“蓝色海湾”“南红北柳”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预

研瓦房店市永宁镇沿海养殖池“退养还滩”生态补

偿工程,探索适于养殖参圏生态补偿的原则、主客

体、标准、补偿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开展基于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测评的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4.5 严格自然滨海湿地开发利用管理

严格控制征占用自然滨海湿地的围填海工程,

实施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禁止在重要水生生物的

自然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和鸟类栖息地进行围

填海活动。依据滨海湿地调查数据,划出滨海湿地

红线区,确保淤泥质海滩、盐沼植被、沙洲/沙岛等

自然湿地的总面积不减少,力争到2020年不低于

13.64万hm2的生态红线。对今后涉及滨海湿地的

开发利用项目,要制定明确的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

案和生态补偿方案,力争把工程建设对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的影响降至最低。

4.6 加强滨海湿地调查监测

落实《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任务》方案,

依据大连市滨海湿地资源特点及基本状况,制订切

实可行的大连市滨海湿地监测工作任务方案和实

施方案,有序开展年度滨海湿地调查监测工作,开

展潜在生态风险评估,建立大连市滨海湿地资源数

据库,全面掌握大连市滨海湿地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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