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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60余年,仍然存在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

不明,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亟须对现有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

制进行改革,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因此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调整理论

和技术方法研究成为近期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文章剖析了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

遗迹自然保护区存在的问题。提出自然保护区的优化调整对策,包括:厘清自然保护区与地质公

园的关系;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理自然保护区与海水养殖之间的矛盾;优化自然保护区

向陆一侧边界线;对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政策等。调整后的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

区面积为24.66km2,比原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1.17km2。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为7km2,一般

控制区面积为17.66km2。为编制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和历史遗迹自

然保护区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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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naturereservesinChinahasbeeninitiatedmore

than60yearsago,but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suchasspatialoverlappingsetting,multi-

channelmanagement,ambiguousboundaries,vague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andprominentcon-

tradictionsandconflictsbetweentheprotectionofnaturereservesandlocaleconomicdevelop-

ment.Itisurgenttoreformtheexistingmanagementsystemandmechanismofnaturereserves

andestablishanewsystemandmechanismfortheprotectionofnaturalecosystems.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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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andadjustmenttheoryandtechnicalmethodsoftheexistingnaturereservesystem

havebecomethehotspotandfocusofecologic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researchrecently.

Thispaperanalyzedtheproblemsexistinginrelicsnaturereserveoftheancientsubmarine

forestinShenhuBay,FujianProvince,andputforwardcountermeasuresforoptimizingandadjus-

tingnaturereserves.Theseincludedclarify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naturereservesandthe

geologicalpark,graduallysolvinglong-standingproblems,properlyhandlingthecontradictions

betweennaturereservesandmarineaquaculture,optimizingtheboundarylineofnaturereserves

tothelandside,andimplementingzoningmanagementandcontrolpolicies,etc.Astheresultof

adjustment,theareaofrelicsnaturereserveoftheancientsubmarineforestinShenhuBayis

24.66squarekilometers,whichis1.17squarekilometerslessthanthatoftheoriginalnaturere-

serve,andthecorereserveis7.00squarekilometers,andthegeneralcontrolareais17.66square

kilometers.Theresultswillprovideareferencefortheoptimizationandadjustmentofrelicnature

reserveofunderseaancientforestinShenhuBayandthemanagementofrelicnaturereserves.

Keywords:Naturereserve,Optimizationandadjustment,Ancientsubmarineforest,ShenhuBay,

FujianProvince

0 引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依据管理目标将

自然保护地分为6个主要类型:严格保护区或荒

野地和原野保护地、国家公园、自然历史遗迹、生

境或物种管理区、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地、自然资

源持续利用保护地。我国与IUCN 自然保护地

相对应的保护形式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海

洋特别保护区(含海洋公园)等多个类别,组成了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2]。据统计,目前我国

已建立了超过10类自然保护地,截至2018年,

各类 自 然 保 护 地 总 数1.18万 处,其 中 国 家 级

3766处。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占陆地

国土面积的18%以上,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

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60余年,

仍然存在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

明,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矛盾突

出等问题,亟须对现有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

制进行改革,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

新机制。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

永续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的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

等的体制,对上述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合理界

定国家公园范围。201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总体方案》,方案明确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

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

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

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形成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的新体制、新模式。2019年6月15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明确建成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推动各类自然保护地科学设置,建

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明确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分为

3类,依次 为:国 家 公 园、自 然 保 护 区 和 自 然 公

园。对现有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

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冰川公园、草

原公园、沙漠公园、草原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

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开展

综合评价,按照保护区域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

和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逐步形成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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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

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做到一个保护

地、一套机构、一块牌子。上述重要文件反复提

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主要目的不是新建自然保

护地,而是利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契机对现有

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优化调整,解决现有自然保

护地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

保护与发展相互矛盾等突出问题,因此现有自然

保护地体系优化调整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成为

近期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1 研究区概况

1.1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基本概况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是1992年

10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

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东南沿海深沪湾,北侧是石狮市

永宁镇,西侧是晋江市龙湖镇,南侧是晋江市深沪

镇,东侧毗邻台湾海峡。主要保护对象包括具有

7000多年历史的海底古森林遗迹;距今9000年到

25000多年的古牡蛎礁遗迹;湾内的海岸自然地质

地貌;名胜古迹;沿海防风林带。深沪湾海底古森林

遗迹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北起晋江市龙湖镇杆柄村,南

至坑边工区公路,东起烟墩山与永宁嘴连线海面,西

至沿海防风林带。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2583hm2,

海域面积2170hm2,陆域面积为413hm2。深沪湾海

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

区。其 中,核 心 区 面 积 为283hm2,占 总 面 积 的

10.95%;缓冲区面积为460hm2,占总面积的17.82%;

实验区面积为1840hm2,占总面积的71.23%。

1.2 海底古森林遗迹分布特征

1986年7月徐起浩[4-5]首次在深沪湾发现了

海底古森林残迹11棵,对树桩样品进行了14C年龄

测定,测得距今年龄范围分别为7620±130年和

7550±120年。经过鉴定,确认为裸子植物松科

(Pinaceae)油杉植物(Keteleeriacarr)。1998年5月

徐起浩[5]在深沪湾进行了物探、钻探等多方面手段

的调查,又新发现了西北区和东南区两片海底古森

林遗迹,共发现出露海底古森林57棵,其中中区出露

32棵,西北区出露3棵,东南区出露22棵。1998年

10月18日王绍鸿等[6-7]在深沪湾考察时共发现古

森林树桩65棵,其中南区共发现古树桩24棵,中区

38棵,北区3棵。2018年5月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

研究所在深沪湾调查发现出露的海底古树桩有

19棵,位于保护区核心区边界西侧[8](图1)。

图1 2018年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调查分布图

根据历年调查数据得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

迹分布大体分为3个区域,即北区、中区和南区,其

中以中区的古森林遗迹最为常见。①中区:1986年

徐起浩[9]首次发现时出露11棵,1990年国家海洋

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深沪湾调查发现海底古树桩

有16株;1993年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深

沪湾调查发现海底古树桩有24株[10];1998年5月

徐起浩在深沪湾考察时发现出露的海底古树桩有

32棵(测绘时出露28棵),1998年10月王绍鸿等在

深沪湾考察时发现出露的海底古树桩38棵。2018年

5月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深沪湾调查发现出

露的海底古树桩19棵。②北区(西北区):1998年徐起

浩和王绍鸿等在深沪湾考察时发现出露的海底古树

桩均为3棵。但是徐起浩[5]在论文中提到,据当地渔

民反映,当海水对海底泥沙侵蚀搬运较多时,该处有

时出露10余棵海底古森林遗迹。2018年5月国家

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深沪湾调查时未发现海

底古树桩。③南区(东南区):1998年5月徐起浩考

察时发现海底古树桩22棵,测绘时出露19棵,而

1998年10月王绍鸿考察时发现该区有海底古树桩

24棵。2018年5月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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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湾调查时未发现海底古树桩。

被发现的古树桩出露高度也不完全相同,古树桩

有时会被薄层沙掩埋,有时可出露滩面达0.3m[4]。

1990年夏季进行现场调查时,凡在滩面上可以看到

的古树桩,多为出露滩面1~10cm。徐起浩1998年

5月考察中区所见最高者达1.3m,最低仅出露

8cm;南区一般出露高约20~30cm,部分仅出露高

2~5cm;北区其中一棵平卧,碳化不明显,另两棵

斜卧。王绍鸿在1998年10月中区发现的古树桩高

度均小于1m,少数埋于泥沙之下。而南区的树桩

高度不超过50cm,大多在18~30cm之间。可见,不

同时间调查时,古森林遗迹的出露高度也不一样,尤

其在中区,部分古森林遗迹出露高度可达1m左右。

综上所述,不同调查时间、调查人员发现出露的海

底古森林数量和出露高度差别较大,潮间带古森林

遗迹的出露状况受季节、风暴、潮水、洪枯季节等影

响较为明显,风浪较大沉积砂土较多时,古森林出

露的棵数较小,被掩埋较多,反之,古森林出露棵数

较多。台风季节风浪对海底侵蚀搬运反而增多,沉

积减小,古森林出露也增多。此外在每月大潮的退

潮最低时,因出露的低潮带浅滩较宽,比平时一般

退潮时出露古森林棵数也要多些[5]。

1.3 古牡蛎礁遗迹分布特征

徐起浩等[11]在19世纪90年代初调查发现,

在海底古森林东北,相距约100m的同一潮间带

有长500m、宽100m、厚20~40cm的晚更新世

牡蛎海滩岩(牡蛎礁),种属主要为近江牡蛎,其次

为僧帽牡蛎,确认深沪湾潮间带牡蛎滩主要生长

于距 今21000年(可 能 延 及 距 今25000年)到

15000年(可能延及距今9000年),这是首次在国

内外现今潮间带发现有相当于玉木盛冰期时的大

片的古牡蛎礁。

2018年5月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调查

人员调查发现潮间带的牡蛎礁主要分布于保护区

核心区边界的东侧,出露的区域除个别区域成片分

布外,大多数呈个体呈现,成片出现的牡蛎礁范围

约1500m2,而 小 的 牡 蛎 礁 出 露 范 围 小 者 不 足

1m2,大者可能有2~3m2。呈单个出现的牡蛎礁

主要位于大片牡蛎礁的北侧,水深接近2m等深线,

分布范围呈 NE—SW 走向[8]。由于此次调查虽然

为大潮期间,但泥质沉积物也相当多,部分牡蛎礁

可能被覆盖于沉积物之下而没有被发现。这些单

个出露的牡蛎礁有可能在某些特定季节而更大规

模的出露,或者连接成片。综上所述,古牡蛎礁遗

迹的出露状况受季节、风暴、潮水、洪枯季节等影响

较为明显,不同调查时间出露的情况不同。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保护区边界不清晰,陆域用地类型复杂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的边界

范围及背景非常复杂。自然保护区申报书(1992年

版)、自然保护区建设方案(1993年版)、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2008年版)中关于自然保护区的边界范

围不完全一致。目前保护区管理处沿用的是自然

保护区建设方案(1993年版)明确的自然保护区的

范围。自然保护区申报书明确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为3100hm2,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9]。自

然保护区建设方案(1993年版)明确,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为2700hm2,其中海域面积2200hm2,陆域

面积为500hm2,分为一级保护区(核心区)、二级保

护区(缓冲区)和三级保护区(实验区)[10]。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2008年版)明确,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为3100hm2,核心区为200hm2,缓冲区为500hm2,

实验区为2400hm2[12](图2)。根据晋江市土地利

用现状图,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公

路用地、林业用地、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建制镇

(村庄)用地、设施农用地、裸地等,保护区陆域土地

利用类型较复杂。自然保护区向陆一侧边界线很

随意,将具有相同地貌特征的农用地、林地等分割

成两部分,一部分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另一部

分不属于自然保护区。

2.2 保护区与地质公园空间上存在重叠

福建晋江深沪湾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3056hm2,

其中陆域面积386hm2,属中型地质公园,包括深沪

湾园区和围头园区。深沪湾园区面积1425hm2,

园区范围:北起晋江市与石狮市交界的东溪入海

口,南至沿海大通道与深沪镇港区交界,东至晋江

市与石狮市交界海域,西至沿海大通道西侧的深沪

湾地质公园生物化石园广场[13]。深沪湾园区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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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边界范围叠加图

分区域与自然保护区空间上存在重叠,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保护政策与地质公园的旅游开发存在一定

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

2.3 保护区管理机构重复设置且级别太低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是2004年7月由晋江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

成立的,为晋江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

副处级,至今该管理机构由晋江市人民政府直接管

理,管理经费由晋江市人民政府拨款。自然保护区

涉及晋江市和石狮市两个行政区,且该自然保护区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管理机构级别较低,根据

自然保护区相关政策文件,该自然保护区应由中央

或福建省人民政府直接管理。根据《关于设立福建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通

知》,设立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加挂福建晋江深沪湾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

牌子,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同时监管福建晋江深沪湾国家地质公园,存在管

理机构重复设置,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2.4 自然保护区与海水养殖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

目前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海水

养殖已全部清退,实验区内存在大量的开放式养

殖,约144.5hm2,包括浅海贝类养殖(养殖的品种

主要是牡蛎)和滩涂养殖(主要养殖品种为缢蛏和

菲律宾蛤仔)。大部分渔民之前都有申请养殖用

海,已取得海域使用权,近几年养殖水域的海域使

用权证已到期,再次申请养殖用海时,上级主管部

门因为养殖区域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等原因

而未批复养殖用海,当地渔民养殖用海使用权迟迟

未得到批复,养殖活动尚未合法化。因此,海水养

殖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

2.5 主要保护对象本底调查资料不够深入

近20年来,仅在2018年3—7月针对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开展了一次海底古森林遗

迹和古牡蛎礁遗迹摸底调查。由于海底古森林遗

迹及古牡蛎礁遗迹的出露状况受季节、风暴、潮水、

洪枯季节等影响较为明显,不同时间出露的情况有

所差异,2018年仅针对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

区范围内潮间带和被海水淹没的海底古森林和古

牡蛎礁进行了一次调查,尚未对被海沙掩埋的海底

古森林遗迹进行调查,有可能还有部分海底古森林

遗迹被掩埋在海底未被调查发现。另外,该次调查

范围没有覆盖实验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是

否有海底古森林遗迹分布尚不明确。因此,该次调

查成果仅代表了调查当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

冲区内海底古森林遗迹的出露情况,并不能代表深

沪湾全部海底古森林遗迹和古牡蛎礁遗迹分布状

况。所以海底古森林遗迹和古牡蛎礁遗迹本底调

查资料不深入,不全面。

2.6 资金缺乏、管理能力低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经费主要由晋江市人民政

府财政拨款,管理经费每年约120万元,管理资金缺

乏导致管理设施简单落后。保护区管理处至今没

有配备自己的巡护船舶,给海上执法和巡护工作带

来很大困难,不利于管理人员定期开展海上执法和

巡护工作,严重制约保护区管护能力和执法能力的

提升。保护区海域面积较大,保护区内目前没有配

备自动监测设施或瞭望塔等设施,管护人员没办法

及时了解掌握保护区范围内的人类活动情况,严重

制约保护区管护能力水平。

3 自然保护区优化调整对策

3.1 厘清自然保护区与地质公园的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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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

导意见》,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分

为3类,依次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将海底古森林遗迹和古牡蛎礁遗迹分布区域及周

边重要区域,以及深沪湾沿岸防护基干林带等重要

生态功能区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将地质公园纳入

自然公园。根据“同级别保护强度优先、不同级别

低级别服从高级别的原则”,原自然保护区与地质

公园重叠区域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

3.2 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深沪渔港部分用海区、深林宫等永久性建筑物

位于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10月修订版)第三十二

条,“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

任何生产设施”。将自然保护区缓冲区范围内深沪

渔港、深林宫、首峰村部分村庄用地等永久性建筑

物调出缓冲区范围。根据晋江市土地利用现状图,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公路用地、林业

用地、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建制镇(村庄)用地、设施

农用地、裸地等。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公路用地。将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的衙口村、首峰村、华峰村

等部分村庄建筑用地、农用地、林地,以及深沪镇部分

建制镇用地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将深沪湾沿岸防

护基干林带全部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

3.3 妥善处理自然保护区与海水养殖之间的矛盾

目前,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海水养

殖已全部清退,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海水养殖用海

约156hm2。石狮市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养殖

用海面积约45hm2,养殖用海类型为滩涂养殖和浅

海贝类养殖,养殖品种主要包括贝类和藻类,明确

规划为限制养殖区[14]。晋江市位于自然保护区范

围内的养殖用海面积约111hm2,养殖用海类型为

滩涂养殖和海水池塘养殖,明确规划为限制养殖

区[15]。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内的海水养殖已很多年,养殖方式是开放式养殖,

养殖污染相对较少,通过严格控制海水养殖污染,

减少海水养殖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

影响,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可以允许适当的开放式

海水养殖活动。

3.4 优化自然保护区向陆一侧边界线

自然保护区向陆一侧边界线未充分考虑地形、

地貌特征,直接是两个拐点的连线,将具有相同地

形、地貌特征的区域分割成两部分,导致生态图斑

破碎化,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目标不完全相符,导

致自然保护区管理过程中管理难度增加。2010年

在自然保护区西侧沿岸建设了滨海大道,滨海大道

两侧分布有沿海防护林带,确定自然保护区向陆一

侧边界线时应优先选择地形、地貌特征、主要交通

干道、河流等具有明显地理标志的标志物作为边界

的参照物。

3.5 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

开展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并建立矢量数

据库。在重要地段、重要部位设立界桩和标识牌。

在标识牌上标记出自然保护区的名称、保护级别、

边界范围、主要拐点坐标等信息。在自然保护区边

界的主要拐点位置设置界桩,在自然保护区不同管

控分区的主要拐点位置设置界桩。海域部分可以

设置浮标点作为保护区主要拐点的界桩。

3.6 实行分区管控

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措施,根据海底古森林

遗迹和古牡蛎礁遗迹分布特征和深沪湾的生态功能

定位,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

区。优化调整后自然保护区面积为2466hm2,核心

保护区700hm2,一般控制区1766hm2。调整后比

原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117hm2(表1和图3)。核

心保护区内禁止一切人类开发利用活动,实行封闭式

管理。一般控制区内严格限制人类开发利用活动,对

开发利用活动的类型、规模等严格控制,允许适当的

开放式海水养殖活动,人类开发利用活动不得对海底

古森林遗迹和古牡蛎礁遗迹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

表1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优化调整结果

功能区类型
面积/hm2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功能区类型

核心区 283 283

缓冲区 460 417
核心保护区

实验区 1840 1766 一般控制区

合计 2583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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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

功能区划调整结果

4 结论

对现有自然保护地进行优化调整,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解决当前自然保

护地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自

然保护地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的

重要途径。每个自然保护区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

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针对每个自然保护区存在

的问题提出具体的、针对性的优化调整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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