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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建设探讨

胡 镜 荣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河北省 昌黎黄金海岸 已被国家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类自然保护区
。

这个保护区以壮

丽的沙丘海岸景观为主体
,

宽 1一 2公里的沙丘连绵30 公里
,

高一般20 一 3 0米
,

最高点大好顶

达 45 米
。

沙丘带的外侧是宽敞的海滩
,

沙细
、

坡缓
、

潮差小
。

沙丘的内侧有面 积 8
.

sk m , 的

七里海泻湖以及茂密的刺槐
、

小叶杨人工林带和以砂苫台草
、

芦苇为主的野生沙生和湿地植

物
。

区内有 鸥类
、

鸭类
、

鹉类等 鸟类 1 68 种
。

浅海水域挠足类等浮游动物 53 种
,

棍鱼
、

黄娜等

游泳生物78 种
,

文 昌鱼
、

毛蜡等浅海底栖动物 1 5 0种
。

黄金海岸 自 然保护区具有较高的生态

价值
,

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
。

作者参与了保护区的本底调查
、

规划和建设方案的制订过程
,

深感围绕建设 自然保护区
,

尚有一些间题需要探讨
。

一
、

当前的建区工作

建设 自然保护区并非只要划个区
,

宣布自然保护区成立就算大功告成
。

如果后续工作跟

不上
,

那就会象国内外有的 自然保护区那样
,

徒有虚名
,

终也不能发挥 自然保护区应有的功

能
,

甚至可能出现比建区宣布前受到的人为破坏还要严重得多
。

我认为
,

当前第一批国家级

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应抓好 以下几件事
:

一是抓紧成立筹建组
。

目前建区已宣布
,

而经费
、

管理机构和人员尚未落实
,

估计这还

需一段时间
。

但是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必须在宣布后紧紧跟上
。

昌黎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已经

组织了有省海洋局负责干部
、

保护区所在县的政府负责人和 自然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筹建组
。

筹建组的任务是筹措建区经费
、

组织人员划界立碑
、

制订和完善建设方案
,

拟订自然保护区

暂行管理办法等
。

二是制订和完善建设方案
。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建设方案都已拟定
,

但尚未经

专家论证
。

建区方案固然要经专家论证
,

然而更重要的是
,

要组织好包括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负责人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充分讨论
,

因为当地群众将是建设和管理保护 区的主力军
,

应该充分

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

设法扩大他们的参与范围
,

让他们参加和监督规划和建设方案的实

施工作
。

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得比较好
,

其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因为他们的规划和方案制定

是由各方面人员共同完成的
,

特别是因为当地的群众参与程度比较高
。

三 是应规定几条保护区暂行管理办法
。

目前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条 例 尚 未 正式批准执

行
,

海洋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也正在拟定之中
,

因而 目前管理还无法可依
。

黄金海岸 自然保

护区计划规定几条暂行管理办法
。

暂行的管理办法应结合本 区的实际情况
,

条款不必搞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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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条款的内容宝该得到当地政府的首肯
。

此项工作务必加紧进行
。

暂行管理办法以

各种方式在当地 广为宣传
,

避免建区宣布后
,

一时措手不及布置而出现不利保护区建设 的人

为活动
。

二
、

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自然保护区的名称往往被人们误解为只保护而不开发
。

世 界 各 国 自然保护区有多种类

型
,

其功能也不 完全相同
,

其 巾不乏具有开发功能的
。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 的

自然保护区分类
。

当然
,

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基本目的的
,

但也应允许开发
。

保护和开发本不应互不相容
。

开发是为了利用 自然
,

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幸福
,

而保护则是为

了长期地更合理地开发利用
。

特别象黄金海岸这样的 自然保护区
,

地处人 口 稠密的沿海
,

又

是发展经济的黄金宝地
。

如呆单纯地把它划作保护禁区
,

各项事业不准开发
,

显 然 是 不 切

实际的
。

在拟订建设方案时
,

我们提出了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开发
。

昌黎黄金海岸 自然

保护区陆域面积 9 1
.

5k m 气 占保护区面积 1 / 3
。

那里地理位置优越
,

交 通 方 便
,

旅游资源既

珍贵 又丰富
。

尤共是 1 9 8 7年在赤洋 口附近的沿岸沙丘开辟了滑沙场
,

首创滑沙运动
,

广大游

客纷至沓来
。

1 9 9 0年夏参加此项活动的旅游者已 突破10 万人
。

因此在不明显影响 自然生态环

境情况下
,

建设方案划出新开口以北地区作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区是必要的
。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费用开支比较大
,

世界各国一般都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支付的
。

然而
,

这即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沉重负担
。

例如英国
,

由于不注重 自然保护区的开

发
,

许多保护区 几乎没有 自己的收入
,

因而经费成了问题
。

政府只好把一些 自然保护区卖给

私人管理
。

适度的开发可 以促进 自然保护事业
。

根据目前拟订的建设方案
,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的

基本投资需24 8万元
,

每年的事业开支至少需 13 万元
,

这还不包括 七 里海流域治理和旅游投

资
一

专项费用
。

依现今的国家财力
,

如果全靠 国家拨款
,

恐怕难 以达到预定目标
。

因此
,

保护

区适度的开发
,

以减轻国家对 自然保护区的财政负担是有积极意义的
。

如果方案中提及的开

发区兴办旅游业成功
,

加上在科研区内用作科研对照
,

为海外游客 设 置 的 大好顶滑沙场开

放
,

估计每年将可获得40 0万元人 民币和25 万美元的外汇收入
。

这笔可观 的收入 不 但能部分

解决保护区的经费
,

也能使当地受益
。

这将大大鼓舞当地群众和保护区管理人员
,

显然是有

利于黄金海岸的自然保护事业的
。

三
、

要贡视自然保护 区的科学研究

开展科学研究
,

是 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功能之一
。

自然保护区具有 自然性
、

典型性和长期

性的特点
,

是地学
、

生物学
、

环境科学最好的研究基地
,

而且特别有利于进行长期的定位观

测
。

目前
,

国内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工作比较薄弱
,

有关保护区内的 科研 活 动 和成果报道甚

少
,

许多专家疾呼
,

要重视自然保护区的科研工作
。

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是温带综合生态海洋保护区
,

在将近 1 0 0k m ’的陆域 内
,

基 本无耕

地
,

常住人 口仅58 0人
。

刚兴起的旅游事业只分布在个别点上
。

80 年 代 中在保护区外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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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对虾养殖场
,

由于 自然条件不利
,

效益差等原 因正 自动缩小规模
。

保护区海域的水质

基本上没有污染
,

活化石

—
文 昌鱼的生养繁衍处于自然状态

,

这对于保护区开展 以自然生

态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研究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

保护区的海陆分布及其环境生态特征受到滦河的很大影响
,

在地貌上本 区属于滦河三角

洲的一部分
。

滦河三角洲的形成以及作为本区景观主体的海岸沙丘及其前沿的海滩
,

沙堤和

后侧的泻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

通过系统而深入的专项研究
,

将有利于海洋地貌学基本

理论的发展
。

人作为生物的核心活跃在 自然生态环境中
,

在人 口 日益增长的全球
,

找出一块完全没有

人参与的环境进行科学研究
,

其价值已经不太大
。

探索人和自然的共生之路才是当前自然保

护科研的重要课题
。

它对于改变人们只向 自然索取
,

与 自然残酷斗争的传统观念
,

建立人与

自然的融和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

50 年代初今保护区内就已开始营造防护林
,

目前林地面积 已

达 6 7 2 0 0亩
。

防护林对本区自然生态环境起着良性的转化作用
,

它 们 的 影响在沙丘带上留下

了明显的印迹
。

此外
,

沙丘滑沙场每年招来数 以万计的旅游者
,

这项令人趣味盎然的新颖游

乐方式也影响了沙丘的 自然演变
,

导致沙丘坡度变缓
,

移动速度加快
。

以
.

上情况对于在区内

研究人为干扰下的 自然生态的动态过程是很有价值的
。

作为开放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

必须与国内外学者建立密切联系
,

进行广泛的科研交流

合作
,

本 区距首都与沿海开放城市天津和秦皇 岛较 近
,

又有 山 海 关
,

北戴河等旅游胜地

相伴
,

交通和通讯堪称方便
,

对 国 内外 学 者有 一定的吸引力
,

非常有利于国内外科技合

作
。

根据拟订的建设方案
,

将要把黄金海岸建设成为我国海洋学
、

地貌学和环境保护学研究

基地
,

成为我国海岸海洋 自然实验室之一
。

保护区将通过系统的长期定位观测
,

研究 自然生

态演变规律和人为作用
,

探求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
,

而又被实践证实的科学结论
。

如果方案获得批准
,

经费又有一定的保证
,

计划在今后 5年内完成科研站 基 建
,

设备购

置和安装
,

尽早升始气象水文观测和沙丘
、

海滩定点定时测量
,

以及七里海和岸外水域的环境

监测
。

在今后 10 年内
,

根据积 累的 自然生态信息数据
,

建立本保护区生态系统和各子系统的

动态数学模型
,

探讨和预测 1 00 年环境生态发展趋势
。

同 时 开 展 单 项 专题研究
,

使其中的

1一 2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四
、

加强自然保护宣传教育

建设好 自然保护区绝不是少数工作人员的事情
, ‘

臼涉及到各个方面
,

重要的是全民应有

自然保护意识
,

海 洋自然保护意识
。

至 今人们还有一种传统观念
,

似乎
,

人类是大 自然的主人
,

改造 自然仿佛是历史赋予人

类的使命
。

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道德的生态伦理观念
。

这种传统观念和行为事实上已经遭到

了报应
。

当前
,

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任务比较繁重
,

国内一些自然保护区遭到的不同程度的人为

破坏
,

更增强了这 种宣传教育的紧迫感
。

自然保护教育应从孩提时期抓起
。

目前我 国中小学教育缺乏 自然保护方面的内容
。

中小

学生的 自然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

1 9 8 5年笔者参观伦敦大英博物馆时
,

看到一群小学生在英国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教师的带领下边参观边作自然习题
。

我翻 了一下孩子们的作业后
,

对英国的 自然保护教育肃

然起敬
,

以至于后来参观苏格兰一自然保护区时
,

对他们井井有条的管理水平就感到不难理

解了
,

因为他们有着 良好的 自然保护教育
。

在我们做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的规划时
,

大家都考虑到应增加宣传教育的内容
,

把开展

人与自然共生
,

建立融和的人与 自然关系的宣传作为保护区的一项重要工作
。

自然保护区可以充分利用本身的现场示范优势
,

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
,

开展对各界人士

以保护 自然为目的的宣传教育工作
。

主要的宣传教育内容包括
: 1 ) 自然保护法 及有关法规

、

条例 ; 2 ) 自然保护 区概况
,

自

然保护区环境的形成和演变
,

建立 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

建设 自然保护 区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

系 ; 3 ) 保护区的性质
、

任务
、

范围
、

保护对象
,

功能分区
、

保护重点 ; 4 ) 保护区的各项保

护措施
。

保护区的宣传教育形式应多样化
。

比如
,

编写小册子和图片
,

制作录相带和影片
,

在暑

期旅游高峰期散发和放映
,

并为国内外有关单位提供这些资料
。

组织参观保护区陈列室乃至

邀请全国优秀中学生到保护区参加以 自然保护为内容的夏令营
。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方案还提到了把保护区办成海洋地貌等学利
一

的教学基地
,

为

愿意来保护区教学实习的学校提供各种方便
。

五
、

关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

国家级的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具体由国家海洋局统管
,

这是理所 当然的
。

我国的 自然保护事业起步较迟
,

管理体制也未完全理顺
。

因此在这一方面
,

除 了我们 自

己摸索和试验外
,

别国的正反面经验 也 可 以 借鉴和吸取
。

苏联 1 9 17 年前全国只有 3个 自 然

保护区
,

至 1 9 8 5年 己发展到147 个
,

可是至今苏联还没有统一的保护区管理机构
,

这些 保护

区分属 30 个部门
。

各保沪区的主管部 门各自为政
,

有的甚至把保护区当作本部门潜在的土地

开发资源
。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中
,

非从事保护事业的人员平均达 48
.

7 帕
,

有的高达77
.

3 帕
,

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

作为海洋类 自然保护区的主管部门
,

国家海洋局应具有权威性
。

英 国在60 年代末提 出了
“

先天海岸
”

概念
,

把需要保护的海岸段列入政府通过的
“

先天海岸
”

计划中
,

把沿岸不利

于主态环境的设施
,

甚至包括军事基地和靶场都转移到了内地
,

可见主管部门是有相 当高的

权威的
。

英国对 自然保护事业进行的有效管理
,

其另一重要经验是有相 应 的 地 方 管 理 系

统
。

昌黎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在管理体制上明确业务由国家海洋局领导
,

河北省海 洋 局 协

助
,

行政由国家海洋局委托河北省海洋局管理
。

保护区的人员编制
、

经费
、

物质
、

设备纳入

国家海洋局和地方政府计划
。

本保护区现有开发事业分别归属水产局
、

林场
、

旅游局
、

农林局
、

畜牧局
、

部队
、

乡
、

镇管辖
,

各项事业的发展管理分散
,

为了纳入保护区管理轨道
,

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
。

我

们曾经考虑过两种管理方式
。

一种是将 昌黎县各部门在保护区内的业务管辖权集中于保护区管理处
,

管理处由国家海

洋局 (或委托省海洋局 ) 和县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

相 当于一政权性质
,

保护区管理工作人

员主要由县政府及有关单位领导兼职
,

实行对国家海洋局负责的 自然保护 目标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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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类型 自然保
~ J

建设海样 自然保护区保护海洋
,

已成为

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海洋 自

然保护区是指
“

以保护海洋自然为 目的
,

在

海域
、

海 岛
、

海岸带对选择的保护对象划出

界限加 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 。

它具有

保护
、

管理
、

科研
、

试验
、

示范
、

教学
、

宣

传
、

美学
、

娱乐等多种功能
。

下面对我国五

处海洋自然保护区做一简要介绍
。

一
、

昌黎黄 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位子河北省东部的

秦皇岛市 昌黎县海岸带
。

北起大蒲河 口南侧
,

南至滦河 口
,

南北长约30 公里
。

西界 自北而南

距岸线 4一8公里
,

东界在 15 米等深线附近
,

面积约 5 7 1
.

5平方公里
,

其中陆域面积9 1
.

5平

方公里
。

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
,

具有重要保

护价值的 自然资源有三个
,

一是沿岸沙丘
,

二是泻湖
,

三是文 昌鱼
。

黄金海岸 自然保护区的沙丘
,

是全新世

以来由于河流
、

海流
、

海浪和风力等 因素塑

·
造成的沙丘海岸

。

沙丘是链状
,

宽 1 00 一 4 00

米
,

长约30 公里
。

沙丘平均高 度 为 20 一 30

米
,

最高达 45 米
。

全国海岸带沙丘高度超过

30 米的有三处
,

河北昌黎七里海沙丘
,

福建

闽江 口沙 丘和海南三亚沙丘
,

其中七里海沙

丘连续性最好
,

高度最高
,

面积 也 最 大
,

国

内外所罕见
。

本区在东北向强风作用下
,

沙

丘 由沿岸平行分布
,

形成一系列向东北方向

突 出的弧伏沙丘
。

由于W S W 和N E向 的 风

力交替作用
,

因而多年来沙丘的高度基本保

持不变
,

为我 国海岸地貌的特殊类型
,

七里海是保护区中南部沙丘带内侧的一

个半封闭泻湖
,

面积约8
.

5于方公 里
。

泻 湖

东北端有一长 2公里
,

宽 2 00 一 4 00 米的 新 开

口潮汐通道与海相通
。

赵家港
、

刘合沟
、

泥

井沟分别从泻湖的西北角
、

西岸和西南侧注

入七里海
。

泻湖分布有适宜咸淡水 生 存 鱼

类
。

除有七里海外
,

还有郁郁葱葱的林带
,

许多候鸟和旅鸟穿行栖息其间
。

文 昌 鱼 属 脊 索 动 物 门
,

属于无脊椎

动物进化到脊 椎 动 物 的 过 渡 类型
,

被誉

为
“

活化石
” 。

.

昌 黎 黄 金 海岸近海海域分

布面积比较大
,

蕴藏量约达 1万余 吨
,

分 布

在新开 口外水深 3一 15 米处
。

在3一 10 米处的

文昌鱼密度可达每平方米3 9 条
,

新 开 口 外

10 ~ 15 米水深处
,

最高密度可达 每 平 方 米

另一种管理方式是国家海洋局委托县
、

省海洋局局长组织昌黎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

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的 自然保护区委员会
。

依照法令性的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法规
,

实行

统一领导
、

分工负责的管理
。

职能部门负责人与县长和省海洋局长签订保护责任合同
,

负责

按保护要求管理各自部门的保护和开发事业
,

保护区管理处负责 日常事务并监督 职 能 部 门

责任合同的执行
,

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协商会议
,

并定时向国家 海 洋 局 汇 报 和 请

示
。

前一种管理体现了管理机构的权威性
,

但由于管理人员大多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员兼

任
,

很容易流于形式
,

搞不好就是一付空架子
。

后一种管理比较切合实际
,

但削弱了保护区

管理处的工作权限
,

是否还有更好 的管理方式 ? 这是值得探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