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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海洋生态系统有效监管的探讨


吕宝强１，高元森２，陈雷１，鲍旭平１，鲍平勇１

（１．温州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２．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温州　３２５０２７）

摘要：２００４年至今，我国在近岸海域部分生态脆弱区和生态敏感区共建立了１８个生态监控

区，通过在监控区内开展全面的社会调查和环境监测，综合分析各海洋生态监控区的生态系

统变化，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经过几年的发展，生态监控区的监测站位、监测指

标等已相对稳定，基本能满足监控区海洋环境质量和生物生态评价需要，但对各监控区的具

体生态问题研究不足，生态管理对策措施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总体执行效果不好。以乐清

湾生态监控区为例，介绍其在生态问题研究、管理对策措施执行方面的经验，探讨通过深化生

态监控区工作实现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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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年，我国在近岸海域部分生态脆弱区和

生态敏感区建立了１５个生态监控区，２００５年增

加到１８个，监控区总面积超过５万ｋｍ２。在监控

区内开展海洋生物、特殊生态系统、海洋环境质

量、入海污染物、排污口、海洋灾害等的监测，并

调查生态监控区周边的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１－２］。在调查、监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各

生态监控区的生态系统变化情况，提出管理对策

措施，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３］。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是国家海洋局首批１５个

生态监控区之一，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每年开展１～

２次社会调查和环境监测，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主

要生态问题研究，提出管理对策措施，在海洋主

管部门的支持下实施生态监管。

１　乐清湾生态系统概况

乐清湾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与象山港、三

门湾并列为浙江省三大半封闭海湾，是浙江省重

要的海水增养殖基地和贝类苗种基地。乐清湾

三面环陆，向西南开口，纵深达４２ｋｍ，平均宽度

约１０ｋｍ，平均水深约１０ｍ，面积约４６３．６ｋｍ２，

大陆海岸线长１８５ｋｍ。

乐清湾行政上分属乐清市（属温州市）、温岭

市和玉环县（属台州市）。沿岸各县、市经济发

达，乐清市、温岭市和玉环县分别列２００８年中国

经济百强县（市）的第１８位、１５位和７５位。沿岸

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导致乐清湾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大量的围填海等海洋工程使乐清湾滩涂面

积锐减，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且大部分损伤是不可

恢复的。同时，乐清湾生态类型多样，特点突出。

有分布最北的红树林，并在此建立了国家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分布范围

广，蔓延速度快；湾内有冲有淤，淤积处形成丰富

的滩涂资源，成为浙江省著名的贝类苗种基地。

冲刷处水深条件优越，建设有大麦屿港区和乐清

湾港区；漩门湾围海工程等一批海洋围涂工程全

国闻名；新近建成投产的２个火电厂温排水对乐

清湾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此等等，为乐清湾生态

监控区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２　主要生态问题研究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监测范围包括乐清湾全

部海域，生态环境监测站位（图１）、监测项目已相

对稳定，监测介质包括水质、沉积物、生物生态，

以及社会经济等生态压力指标，基本能满足监控

区生态评价需要。同时针对主要生态问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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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根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乐清湾生态监控

区专项监测报告，掌握的乐清湾主要生态问题影

响范围和程度具体如下。

图１　监控区监测站位

２００５年，开展乐清湾污染源调查，分析乐清

湾的环境压力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１９８０－

２００４年，乐清湾沿岸地区人口增长３６％，经济增

长１００倍，农业化肥使用量增长２０倍。海水养殖

产量增长５倍（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人口的增长、经

济的发展，化肥使用量、养殖产量不断增加，导致

氮、磷、有机物等污染物长期、大量进入乐清湾，

使乐清湾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程度越来越重，海

域污染持续加剧，环境压力逐年上升。

２００６年，开展乐清湾水动力数值模拟计算。

通过计算，２００２年竣工的漩门二期围海工程进一

步改变了乐清湾的水动力状况。围海工程后平

均潮位升高约１ｃｍ，平均流速减小１０ｃｍ／ｓ，减小

幅度１５％。由于流速减小，导致涨急时刻的纳潮

量减小的幅度为１４．６％。

２００７年，开展了乐清湾养殖围塘生态子系统

研究。调查发现，近１５年来乐清湾内围塘养殖

投饵量增加４倍多，接近每年３万ｔ，而其中有约

２０％或更多的饵料未被利用。富含有机质、营养

盐的残饵以及养殖生物排泄物通过水体交换，源

源不断地进入乐清湾，成为乐清湾近岸海域的巨

大污染源。

２００８年，开展了乐清湾外来物种———互花米

草分布研究，通过卫片分析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的

互花米草分布情况，研究其扩散速度。乐清湾互

花米草分布面积从２００５年的９．３２ｋｍ２ 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９４ｋｍ２，扩散了１．６倍。

２００９年，利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３个时

期的乐清湾ＴＭ影像研究乐清湾滩涂减少情况。

分析得出３个时期的乐清湾滩涂面积分别减少

了２．０９２万ｈｍ２、１．６４万ｈｍ２ 和１．４１４万ｈｍ２，

滩涂湿地５年间的减少速率均在１０％以上。

２０１０年，开展了乐清湾两个火电厂的温排水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浙能乐清电厂，华能玉环电

厂进、排水口的最大温差分别为９．４℃和１１．０℃，

４℃温升最大包络面积分别为０．６４ｋｍ２、０．５２ｋｍ２，

２℃温 升 最 大 包 络 面 积 分 别 为 １．２３ ｋｍ２、

１．２０ｋｍ２。取排水卷载效应、热冲击等引起浮游

生物损失，损失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鱼卵和仔稚

鱼、小型浮游动物、大型浮游动物、浮游植物。

针对乐清湾主要生态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

对策措施，主要包括：建立乐清湾开发与生态保

护协调机制；科学论证、严格控制大规模围涂和

大型海岸工程；加强陆源污染源控制与监督管

理，开展海洋环境治理；调整海水养殖分布与结

构，开展养殖容量研究；建立乐清湾湿地生态保

护区，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等。近几年，在当地海

洋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下，陆续对乐清湾生态监

控区开展了生态专项监管，建立了乐清湾海洋环

保区域合作机制，实现两市三县对乐清湾生态环

境的协同保护；开展乐清湾海底垃圾清理，恢复

海底环境；在乐清湾清江流域开展污染物减排控

制试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逐步修复。

３　生态监控区工作的主要不足与发展设想

目前，生态监控区工作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① 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不足；② 在生态

问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管理对策措施针对性、可

操作性不强，或者是执行效果不好。生态问题研

究不足首先体现在监测方案目的不明确，上一级

监测管理部门每年下发生态监控区监测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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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内容、方法等都做了要求，但未针对各监控

区的特点提出具体的生态问题研究内容；管理对

策措施执行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区域行政协

调难度大，各生态监控区往往跨县市，各行政区

多从自身经济发展角度考虑。

针对上述不足，提出４点设想：① 做好监测

工作的上层设计，在设计方案时，生态监控区常

规监测在保障全面了解监控区健康状况的基础

上，加强对重点区域，如排污区、养殖区的监测，

对主要生态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性监测，保证

每年的监测既能反映本监控区的健康状况，也能

查找出主要生态问题；② 丰富监测手段，如使用

生态浮标连续监测重点区域，采用遥感手段监测

火电厂温排水、赤潮、排污口等；③ 改进评价方

法，使用综合评价法反映生态影响［４］；④ 加强监

测部门与海洋主管部门的配合，解决查找出的生

态问题，可以建立由海洋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相

关企业、科研单位、民间组织、普通民众等组成的

区域管理部门，以联席会的形式管理地方经济发

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有关问题。

４　讨论

建立生态监控区的初衷是希望通监测和生

态监管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生态

监控区工作开展６年来，各监控区已经基本查明

了影响生态健康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管

理对策措施。下一步监控区的工作重点应逐渐

转向对生态管理对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跟踪，监督

管理措施的研究进度，评估取得的效果等。着力

解决生态问题研究、管理对策措施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分步骤、有效的、基于生态

系统的管理，实现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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