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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建设,海洋生态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湿地、河口、海湾、海岛等重要

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对海洋生态的保护修复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文章基于辽宁

省海洋资源环境的特征,结合海域开发利用及海洋生态修复现状,探索辽宁省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面

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生态修复重点及对策建议,截至2017年,累计整治修复岸线长度约140km,整
治修复海域面积超过50km2。辽宁省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近岸局部海域水体污

染、生态受损;湿地、滩涂面积有缩减趋势;河口生态系统脆弱,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海湾生态功

能退化;海岛生态环境失衡。辽宁省应重点开展海湾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滨海湿地、岸滩、岛礁等整

治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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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andconstructionofthecoastaleconomicbelt,the marine
ecologicalenvironmentisundertremendouspressure.Importantecosystemssuchaswetlands,es-
tuaries,baysandislandsarefacingunprecedentedthreats.Theprotectionformarineecologyisim-

minentandurgent.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marine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Liaoning
province,combinedwiththestatusquoofseaareautilizationand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

thispaperexploredthemainproblemsfacingmarine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inLia-
oningprovince,andputforwardkeypointsandcountermeasures.Asof2017,Liaoningprovince

hadrectifiedandrepairedabout140kilometersofcoastlineandmorethan50squarekilometer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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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area.ThemainproblemsfacingtherestorationofmarineecologyinLiaoningprovinceare:the

waterpollutionandecologicaldamageinthecoastalwaters;theshrinkageofwetlandsandtidal

flats;thefragileecosystemandthedecreaseofthebiodiversityindexintheestuaries;andthedeg-

radationoftheecologicalfunctionofthebays;theunbalanced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

islands.LiaoningprovinceshouldfocusonthecomprehensiveimprovementoftheGulfenviron-

mentandtheremediationtocoastalwetlands,beaches,islandsandreefs.

Key words:Liaoningprovince,Marineecology,Ecologicalprotection,Ecological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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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的大力推进,海洋工

程建设等开发活动日益增多,也极大地促进了沿海

地区经济的发展[1]。由于过去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

持续性,对海洋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脆

弱性不够了解也不够重视,沿海经济高速发展的背

后,海洋生态环境遭受着巨大破坏,承受着巨大压

力[2-3]。据国家海洋局《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在我国44个面积大于100km2的

海湾中,有20个海湾四季均出现劣四类海水水质,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中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的

占比达76%。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致使海域水

质变差、富营养化[4],赤潮和绿潮时有发生[5];湿地、

河口、海湾、海岛等重要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的影响

下显得脆弱不堪,红树林[6]、珊瑚礁[7-8]、海草床[9]等

典型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部分生态系统正在退

化、消失;自然岸线、滨海湿地不断被占用减少;海岛

被开发破坏;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重威胁[10]。因此

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海洋生态修复是指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适当的人工措施的辅助作用下,使受损的生态系统

恢复到原有或与原来相近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使生态

系统的结构、功能不断恢复[11]。国外自20世纪70年

代开始研究生态修复,并通过不断实践,积累了具有

借鉴意义的经验[12-14],目前已有了长足发展。虽然

我国陆域生态修复发展较早且卓有成效,但在海洋生

态修复上则起步较晚,研究相对匮乏。近年来我国已

开展了针对红树林、珊瑚礁、沙滩、滨海湿地等的生态

修复工作,但由于认识不足,缺乏科学指导,且规模有

限,生态修复效果不够明显[15]。

辽宁海域位于我国海域最北部,包括黄海北部和

渤海东部、北部海域,管辖海域面积约41820km2。

海岸线自鸭绿江口到辽冀分界线,总长2920km,其

中大陆岸线长2110km。辽宁省拥有丰富的海洋

资源,同时对海洋生态的破坏也较为严重[16]。自然

景观受损,围填海占用大量海域和岸线[17],盘锦红

海滩[18-20]、重要河口、滨海湿地[21-22]等海洋生态功

能退化等问题普遍存在。除此以外,海洋生态还遭

受着风暴潮、海水入侵、海岸侵蚀等海洋自然灾害

的影响。本研究综合分析辽宁省海洋资源环境的

特征及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结合海洋生态修复现

状,探索辽宁省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问

题,并提出生态修复重点及对策建议,为完善海洋

生态保护与修复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等提供

科学依据和指导。

1 辽宁省海洋生态修复现状

1.1 辽宁省海洋资源环境基本特征

辽宁省共有海湾52个,沿岸天然海水浴场百余

个,典型海岸地质景观80余处,经济鱼类80余种。

辽宁省沿海地区属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

海岸分为基岩、淤泥质和砂砾质海岸3种类型。辽

宁省沿岸直接入海河流60余条,其中河流流域面积

大于500km2的有19条。沿海水深较浅,水温受气

象条件影响较大,潮汐类型多样,海浪以风浪为主,

海流主要是黄海暖流形成的辽东湾环流和北黄海

沿岸流。黄海北部和辽东湾是两大海洋生态系和

重要渔业资源区,黄海北部河口海域与辽东湾湾顶

海域是重要的渔业品种产卵场。重要海洋生态系

统有鸭绿江口滨海湿地、长山群岛、大连南部沿岸、

金州湾、双台子河口滨海湿地、辽西沿岸砂质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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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前,区内海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局部海域

污染较重,部分滨海湿地和海湾生态系统处于亚健

康或不健康状态。沿海受风暴潮、海冰、海水入侵、

海岸侵蚀等海洋自然灾害影响较大。

1.2 海洋开发利用状况

辽宁省海岸线漫长,拥有丰富的港口、海洋水

产、滨海旅游、海底矿产、海水化学及海洋能资源,

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已形成海洋渔业、海洋交

通、海洋油气、海洋造船、海洋盐化工业、海洋旅游

六大支出产业。近几年来,辽宁省海洋产业发展迅

速,这也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升。截至2017年年底,辽宁省开发利

用海域面积约102万hm2,各用海类型的开发利用

面积详见表1。其中:占比最高的为渔业用海,达

95.5%;交通运输用海居次位,为2.3%。

表1 辽宁省海域开发利用面积统计

海域使用类型 面积/hm2

渔业用海 977873

交通运输用海 23516

工业用海 14054

旅游娱乐用海 3934

造地工程用海 3056

海底工程用海 27

排污倾倒用海 108

特殊用海 995

开发利用海域总面积 1023563

1.3 海洋生态整治修复状况

随着社会对海洋环境恶化的日益关注,海洋生

态整治修复工作已于近些年逐步展开,2011年以来

已先后实施盘锦双台子河口滨海湿地景观修复、大

连旅顺和平公园海岸综合整治项目示范工程等

10余个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葫芦岛觉华岛、

大连广鹿岛等13个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对营口团山

砂质海岸、营口鲅鱼圈月亮湾砂质海岸等15个受损

的重点海域生态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修复。修复

工程将红海滩、典型地质遗迹、原生砂质海岸、重要

滨海湿地等生态功能与资源价值显著的自然海岸

线作为重点保护岸段,有效地保护了自然生态岸线

和公共亲水岸线。截至2017年,累计整治修复岸线

长度约140km,整治修复海域面积50km2余。

2 辽宁省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大力建设,海洋生态

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湿地、河口、海湾、海岛等

重要生态系统较为脆弱,面临威胁。辽宁省海洋生

态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1)近岸局部海域水体污染、生态受损等问题

突出。大辽河和普兰店湾海域出现劣于第四类海

水水质。鸭绿江、大辽河等河流排海的主要污染物

量出现增大趋势。双台子河口和锦州湾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
(2)湿地、滩涂面积有缩减趋势。湿地生态系

统完整性遭到一定的破坏,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下

降,高营养层次生物生产力降低。辽河和鸭绿江河

口三角洲天然湿地以及自然海岸带等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压力依然较大。
(3)河口生态系统脆弱。近年来,淡水截流、盐

度梯度增高、污染物质不断汇集等问题给辽宁省多

数河口区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压力,生物多样性指数

降低,河口生态系统脆弱性加剧。河口两侧大多分

布围海养殖池,一方面使河口口门变窄,河道过水

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占据了河口湿地生态空间,造
成了一定的生态损失,损害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010—2017年《辽宁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辽
河河口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4)海湾生态功能退化。截弯取直、湾口束狭改变

了海湾的潮流系统,海湾发生淤积,环境容量小,水交

换能力差。辽宁省一半以上的海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

坏,海湾的生态空间被围填海等海域开发活动大量占

用。其中,青堆子湾、复州湾、董家口湾和锦州湾被占

用比例均在70%以上,海湾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5)海岛生态环境有失衡现象。海岛是重要的

资源集聚区和资源复合带,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自
我恢复能力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往往是无法逆转

的。海岛自身化解污染能力差制约着海岛生态环

境,环境变差影响了海岛生态系统功能平衡。

3 对策与建议

3.1 辽宁省海洋生态修复重点工作的建议

针对辽宁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现状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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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建议对已受损海域、海岛、海岸带、河口、湿地

等开展重点整治修复。①环境综合整治修复重点

区域:在芷锚湾、连山湾、锦州湾、普兰店湾、金州湾

和大潮口湾共6个海湾开展“蓝色海湾”环境综合整

治修复工程;②滨海湿地整治修复重点区域:在大

凌河、小凌河入海口地区种植芦苇、柽柳,在盘锦、

兴城、锦州海滩种植赤碱蓬,开展滨海湿地整治修

复工程;③岸滩整治修复重点区域:在锦州笔架山

风景区海岸、大连大长山岛海岸、营口浮渡河口附

近砂质海岸3处开展“银色沙滩”岸滩整治修复工

程;④岛礁整治修复重点区域:在觉华岛、碣石岛

礁、龟山岛、笔架山、大潮口岛礁、大连海洋岛、獐子

岛、丹东大鹿岛8个岛礁开展整治修复工程。

3.2 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实施中的对策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沿海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

海洋生态整治修复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海洋生态

整治修复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海洋生态整

治修复工作的重大问题。

(2)拓宽资金投入。在积极争取国家项目经费

支持的前提下,将海洋生态整治修复纳入地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项目使用海域征收的海域使用

金、海岛使用金收入,由财政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开展

海洋生态整治修复。不断创新机制,拓展资金渠道,

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投入海洋生态整治修复。

(3)加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国家和省内高

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对旅游海滩、河口海湾、

海水养殖区和海岛等区域受损情况进行重点评价,

开展海洋典型生态系统、海域综合整治修复关键技

术研究,研究制定整治修复工程的技术标准和规

范。建立完善海洋生态整治修复工程后评估体系,

加强整治修复项目的后监管。

(4)实行海洋生态整治修复目标责任制。沿海

地区要对本辖区的海洋生态整治修复工程项目负

责,把海洋生态整治修复工作真正纳入各级政府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议事日程,把海洋生态整治修复

目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指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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