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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广饶沙蚕类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

保护区建立

沙蚕营养丰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在游钓渔业、

水产养殖、医药、农药、食品和环境监测中被广泛应

用。沙蚕在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扮演重

要角色，是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完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广饶县濒临渤海莱州湾，海岸线长12.53千米，属

淤泥质海岸，岸上地势平坦、湾少水浅、坡度平缓，为

沙蚕及其他湿地浅海生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

使其成为我国优质沙蚕群体的核心分布区。

由于经济和游钓渔业的发展，自然海滩上分布的丰

富的沙蚕资源已经被高强度地开发，天然资源不再能够

倾力打造 海洋
崔慧敏

近年来，广饶县海洋与渔业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转方式、

精心调结构，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和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开发建设为契机，以修复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创新体制机制，采取多项措

施，倾力打造蓝色海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过度采捕导致天然资源下降和退

化，而养殖和移植则有导致种质退化、生物入侵和经济

生物多样性受损的风险。

为了保护当地优良的沙蚕等底栖生物的种质资源

避免由于环境污染及人为干扰而衰退或混杂，同时

保护底栖生物所栖息的海涂环境，2010年东营广饶沙

蚕类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立。保护区位于

渤海莱州湾西岸近岸海域，位于118°50′30.03″E

至 1 1 9 ° 1 0 ′ 0 0 . 0 0 ″ E 、 3 7 ° 1 7 ′ 3 7 . 3 9 ″ N 至

37°21′18.46″N之间的滩涂及－5 米浅海海域，面积

64.6083平方千米，重点保护品种为双齿围沙蚕。保护

区依其性质和作用，划分为生态保护区、资源恢复区、

环境整治区和开发利用区四个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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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蚕类生态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兼顾保护与开发

功能，在保障沙蚕资源及其栖息环境的前提下，对保护

区内的生物资源进行有计划的适度开发，促进当地渔业

生产的发展。成立了编制21人的保护区管理委员会，配

备了管理、巡护和技术人员，负责实施生产季节巡护、

沙蚕资源与环境监测、种质混杂和生物入侵预防等日常

管理工作；在保护区内设置了界碑和大型广告牌，在

不同功能区设置了浮筒浮标、滩涂插竿等标识；在各河

口码头设立检察站各1处，负责检查渔船或其他船只是

否违背保护区管理条例，有无私自进入保护区采捕沙蚕

等底栖生物或引进外地苗种等违法或破坏沙蚕种质保护

的现象；建设了管护房，配备了管护船、巡逻艇等，并

配备了先进的通信、安全等设备，保证管护任务顺利完

成；建设了实验室，配备必要的化验分析设备，对保护

区的生态环境及生物资源进行监测与分析；建设了沙蚕

苗种繁育中心，以本地沙蚕原种为亲本开展沙蚕苗种繁

育研究和生产，为保护区实施增殖放流、保护和增殖沙

蚕资源提供优质苗种；建设了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控预

警系统，及时发现和监测海上突发污染事件，减少和避

免污染给沙蚕保护区带来损失。

通过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促进了双齿围

沙蚕等底栖生物资源的恢复和增殖，改善了海涂环境的

质量，促进当地乃至全省底栖生物渔业的恢复和发展，

提高了海涂的利用价值。同时通过培训、宣传教育和公

众参与等方式，培养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海洋环境保护意

识和参与意识，为蓝色海洋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省级贝类种质资源保护区建立
竹蛏是一种海产优质贝类，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

营养价值、较高的经济价值、遗传育种价值、生态保护

价值和科研价值。广饶县东部浅海有15万亩的潮间带及

浅海沙泥滩，且气候条件适宜，营养成分丰富，饵料

生物蕴藏量大，自古就盛产竹蛏，种质纯正，资源丰

富，优势性状明显，是竹蛏的主要繁育区域，也是我国

不可多得的原种产地之一。近几年来，由于广饶县海域

处于渤海西岸的弱潮区，与外海水体交换的条件差，使

竹蛏等贝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态失衡，

再加上过度捕捞，致使传统的竹蛏资源日渐减少，捕捞

产量递减，而且个体呈小型化。在这种态势下，遵从国

家“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和“山东省渔业资源修复规

划”，选择建设了广饶县贝类种质资源保护区，以生态

文明应对生态危机，维护浅海生态平衡，为将来海洋产

业大发展存留珍贵物种和宝贵遗传基因。

保 护 区 总 投 资 1 0 0 万 元 ， 位 于 渤 海 湾 东 南

部 、 莱 州 湾 北 部 沿 岸 ， 位 于 1 1 9 ° 0 1 ′ 4 0 . 5 0 ″ E

至 1 1 9 ° 0 5 ′ 0 4 . 0 0 ″ E 、 3 7 ° 2 2 ′ 0 4 . 3 6 ″ N 至

37°19′38.32″N之间的浅海海域，面积3万亩，分

为核心区和试验区两部分，主要保护对象为竹蛏。保

护区建设后，成立了广饶县贝类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

站对保护区进行科学管理，管理站下设办公室、监测

中心和中国海监山东广饶贝类种质资源保护区大队，

并聘请省、市内相关专家组成保护区顾问，及时研究

解决保护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研究制定保护区

技术管理和措施。

保护区通过科学选划定址、开展资源调查、建标立志

界定区域、依法巡护、开展资源与环境监测、实施科学研

究、增殖放流等措施，对浅海名优贝类资源进行科学保护

和增殖，防止资源衰竭，优化海洋生态环境，增加浅海生

物资源量；同时通过贝类对水域中颗粒物的滤食作用，延

缓水域富营养化进程，减少赤潮等海洋环境灾害发生的可

执法检查

 增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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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维护海区生态平衡；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海洋环境

保护和种质资源保护意识，有效保护和修复被破坏的浅海

渔业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实施海岛整治，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广饶海岛位于广饶县海域，118°57′42.68″E

至 1 1 8 ° 5 7 ′ 4 5 . 2 3 ″ E 、 3 7 ° 1 9 ′ 0 4 . 9 5 ″ N 至

37°19′01.39″N，最大长度110米，最宽63米，面积约

4500平方米。近几年，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管理，广饶

海岛环境恶化，防护设施缺损严重，风暴潮灾害时有发

生，海堤等防护设施由于频受风暴雨袭击，部分海岛岸线

发生新的坍塌及水土流失，同时由于预测检测体系不健

全，海岛环境保护和改善任务繁重。为落实“黄、蓝”建

设总体规划，加强海岛生态建设与保护，强化环境综合整

治，合理开发和保护海岛资源，充分发挥海岛作用，促进

海岛生态环境发展，计划利用3年时间，投资300万元对广

饶县海岛实施整治修复，为海洋生物繁殖生长创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

 海岛整治修复的主要内容：一是坚持治理和保护并

举的原则，加强海岛植被恢复和绿地建设，在海岛及附近

海域大面积植被大叶藻，对海岛生态环境实施修复，同时

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加强海岛植被恢复，保护海岛生

态，达到植被良好、环境优美；二是建设海岛特殊生态保

护区，加强对具有特色的自然、海洋生物、水鸟、重要湿

地的保护，有效保护近海生态环境；三是加强海岛环境监

测能力建设，布设一批海岛生态环境和海岛周围海域环境

监测点，将海域环境监测纳入广饶县近岸动态海域环境监

测重点，从源头上防范海岛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四是

围绕沿海防潮工程、渔业安全工程等开展规划建设，健全

海岛防灾减灾支撑体系，提升海岛防灾减灾功能及作用。

实施增殖放流，提高海洋生物资源量
近几年广饶县海洋与渔业局立足当地海域特点，

以增殖海洋渔业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组织科研人员对当地海域的

底质特点、海洋环境状况、水质生物状况等进行了科

学的调查和分析，筛选出了适合当地特点的放流生物

品种，并根据不同海洋生物的生长繁育特点科学选择

放流海区；通过争取省、市渔业资源修复计划项目和

引导群众参与放流等多种方式先后投资1000余万元向

广饶县浅海放流竹蛏、缢蛏、文蛤、菲律宾蛤等名优

贝类苗种52亿粒，并在项目区内采取组建管护队伍封

海护养、轮捕轮放等措施增殖海洋生物资源，提高海

洋生物资源量和多样性，恢复海区内生态平衡，为蓝

色海洋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一是成立了广饶县海洋环境监测站，新增海洋环

境监测人员5名，投资100万元购买了大型、先进的水

质、生物、海洋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定期对海洋环境

质量状况和海洋生物组成、生长、繁殖和生物量的变

化情况实施动态监测，掌握海洋环境和生物量的变化

情况，为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细致、准确的海洋环境

信息服务；二是投资200万元建设了广饶县远程无线固

定视频监控系统，包括海洋动态监控室、大屏幕高清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信息管理系统、海洋高清监控探

头等，对全县海域内海洋环境变化、渔船安全生产、

边界稳定、海岸线及潮间带动态监视监测等实施远程

动态监管，海域管理实现无缝隙“电子眼”监控，提

高了海洋管理信息化服务水平。

严把审批关，加大海洋环境监察力度
加强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把海洋工程环

评作为用海审批的前提条件，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

用海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同时对原有项目进行清理检

查整顿，确保海洋环境质量状况良好。加大海洋环境

执法检查力度，组建执法队伍，购置巡逻舰艇，每月

组织执法人员海洋环境执法检查2～5次，依法查处非

法捕捞、违规用海和污染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为蓝

色海洋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