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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海洋自然保护区及其意义

海洋自然保护区
,

是为了保护海洋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
,

对不同地带具有代表性或某类

特有的海洋生态系统
,

珍稀或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动
、

植物物种的主要生存繁殖地
,

以及自然

历史遗迹和重要风景名胜等
,

划出界限
,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特殊保护的区域
。

海洋 自然保护

区除海域和滩涂外
,

还涉及到海岸
、

海岛和沿海沼泽
。

海洋 自然保护区是海洋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然保护区能够完整

地保存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本来面 目
,

是活的自然 博 物 馆 能够保护
、

恢复
、

发展
、

引

种
、

繁殖生物资源
,

是物种的天然
“

资源库
”

能保存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

尤其是保护珍清

稀有濒于灭绝的生物物种
,

因此又是天然的
“

基因库
”

可提供天然生态系 统 的 原 始
“

本

底
” ,

是人类观察研究各类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及其过程的原始场所和重要基地
,

也是监测人类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取得基准的地方
。

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
,

能消除或减少人为的不利影响
,

可以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和恢复其原来最适宜的栖息条件
。

因此
,

对于促进海洋和海岸带的

持续开发
、

科技
、

文教及旅游等事业的发展
,

均具有重要意义
。

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是人们

在利用
、

改造 自然中应循
、

的途径
。

目前国际上常以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情况
,

衡量一个国

家海洋 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保护事业 的发展水平
。

二
、

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现状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近 年来发展很快
。

目前
,

共建各种类型的 自然保护 区 约

处
,

主要是林业部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内陆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

然而
,

有关海洋方面

的 自然保护区却为数极少
,

同我们这样的海洋大国极不相称
。

我 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
,

也是一个海洋国家
。

我国海域南北纵跨 四十儿个纬度
。

辽阔的

海域
,

宽广的陆架
,

星罗棋布的岛屿
,

以及曲折漫长的海岸线
,

孕育着富浇的海洋资源
,

不

但有热带
、

亚热带和温带等不 同自然地带的环境和生态系统
,

还有红树林
、

珊瑚礁
、

沼泽等

特殊生态系统
,

更有文昌鱼
、

海龟
、

瑕帽
、

鲸类和海豹等珍稀动物
,

此外
,

海洋 自然 历 史 遗

迹
、

自然景观也不少
。

总之
,

可供建立 自然保护区的地带很多
,

类型也多样
。

然而
,

戎国海

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却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

仅有海南东寨港和清澜港的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
、

广东惠东县海龟湾的海龟 自然保护区
、

北部湾的儒良自然保护区
、

长海的海珍品自然保

护区
、

江苏射阳县滩涂丹顶鹤栖息地以及天津滨海的贝壳堤古海岸遗迹自然保护区 等儿处
。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
,

我 国海岸带与海洋开发事业发展较快
。

人们在开发 自然资溉 沁改造 自

然环境的同时
,

由于忽视了保护
,

给 「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 的 中击
。

汀然环坑门恶化



和 自然资源的破坏己是我国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
。

日前
,

在许多近岸海域
,

可供建立自然保

护区的地方的环境和资源已遭到破坏
。

例如
,

胶州湾是我国的优 良海湾
,

其环境优越
,

生物

种类丰富
,

是我国北方近岸区的生态系代表区
。

多年来
,

受工业污染的影响
,

胶州湾的 自

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

沧口潮间带原有生物 种
,

现在仅剩下 种
。

海南 岛 沿

岸珊瑚礁资源丰富
,

近几年因兴建公屋民房
,

挖掘珊瑚礁作建房和烧石灰及制水泥的材料
,

整个岸段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己造成了严重后果
。

生长在我国南方近岸潮间带的红

树林
,

也是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
。

由于盲目围垦和乱砍滥伐
,

我国红树林资源锐减
,

可供自

然保护区建区处不断遭到破坏
。

文昌鱼是国家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对象
,

在研究生物进化和生

物教学方面意义极为重大
。

这种世界珍稀动物
,

过去盛产于厦门刘五店
,

然而
,

大面积的国

垦筑堤改变了海域的水动力条件
,

使文昌鱼赖以生存的纯砂质环境渐渐地被泥质 环 境 所 取

代
,

导致这个
“

文昌鱼故乡
”

的文昌鱼资源 日趋枯竭
。

此外
,

在西沙
、

海南岛的一些海龟重

要繁殖地
,

海龟资源也不断受到滥捕的成胁
。

我国沿海地区人 口众多
,

经济发达
。

随着海洋和海岸带开发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

我们

将向海洋索取越来越多的物质
,

但大自然的支付能力并不是无 限的
,

索取不当或过度索取将

对 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造成难于挽回的破坏
。

为此
,

加强对 白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

理
,

加速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是迫在眉睫又是影响长远的战略任务
。

最近
,

国家海洋局

己经着手抓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制订了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的规划
,

并 已组织实

施
。

我国海洋 自然保护区建设 的新局面 已经到来
。

三
、

建设我国海洋 自然保护区的儿点建议

全面规划
,

合理布 局

我国海洋 自然保护区建设必须全面规划
,

以形成类型齐全
、

结构和布局合理的 自然保护

区网
。

为此
,

必须首先进行调查研究
,

确定保护对象
,

并分清轻重缓急
,

提出总体规划和近

期建区重点
。

近岸海域
,

由于生态较脆弱
,

开发水平高
,

环境和资源易遭破坏
,

是近期自然

保护区建设 的重点区域 全 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已经结束
,

可提供 自然保护区建设

的许多基础资料
,

在现有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

目前可考虑着手建立 以下儿种保护区
。

在南

方和北方近岸区
,

分别建立有于忆表性的综合生态系统保护区
,

以保护代表沿海不同自然地带

热带
、

亚热带和温带 遗传基因库和生态学特征等自然综合体
。

建立红树林
、

珊瑚礁和

沿海沼泽等特有生态系统的 自然保护区
,

以保护其典型生态系统及其中的 珍稀 生物 种类
。

建立文昌鱼
、

海龟
、

琳猖等特种动物保护区
。

对于这类国家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对象
,

以及其

他具有世界意义或在经济
、

科学
、

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珍稀
、

濒危物种
,

可在

其分布较集中的区域或生存繁殖地区建立相应的保护区
。

建立以保护沿海具有特殊价值的

自然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的自然保护区
。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规划必须纳入 国家及沿海地

区的发展规划
,

以求统筹协调
。

加紧建区工作

规划制订后
,

必须抓紧实施
。

首光要迸行建区可行性研究
,

提 出建区依据
、

建设规模和

目标
。

根据建区可行性论证结果
,

经专家审查
,

作出是否建区的决定
,

并尽快予以公布
。

除

了加紧建设对科研上有重要价值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国家级海洋 白然保护区外
,

还要注

意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分别建立 省
、

市
、

县级的海洋 自然保护区
。

也区的资金果李原应多方筹



集
,

除国家拨专款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外
,

地方各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应列入沿海地方

建设规划中
。

对经济困难的地区
,

国家应给予适当补助
。

同时
,

应争取国际捐赠和社会集资

等途径
。

加 强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海洋自然保护区一经划定公布
,

有关管理机构
、

执法力量等建设也须相应跟上
。

国家海

洋局对于全国海洋 自然保护区 的规划
,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

以及地方各级海洋自然

保护区 的指导
,

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各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必须配备专业科学技

术人员
。

要加紧自然保护区的人才培养
,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

同时不断充实管理队伍
。

要加

快立法进程
,

根据我们的国情
,

逐步建立
、

健全和完善各种海洋 自然保护区管理法规
。

大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

单靠有关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
,

需要沿

海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密切合作与共同努力
。

保护海洋自然保护区 内的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是

一切单位和公 民的义务
。

为此
,

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

普及海洋 自然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科

学知识
,

增强人们 的自然保护意识
,

使人们认识到保留一些完整的大自然
,

保护珍稀野生动

植物等 自然资源
,

是关系到国家
、

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大事
,

从而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海洋

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
,

自觉遵守各项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法规
。

加强科学研究

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起步晚
,

有关的理论研究还是空白
。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有许多问题需要靠科学研究来解决
。

例如
,

为了指导建区
,

必须进行建区理论
、

建区原则和

依据
,

以及有关管理条例法令的研究 开展珍稀
、

濒危物种对象的研究
,

就要了解物种的地

理分布
、

区系特点
、

主要栖息地
、

种群及其主要生态环境等生物生态学特征
,

以及现存量
、

生产和再生能力等 为了合理经营
,

须探讨保护区建设与旅游业
、

水产捕捞和养殖业
、

以及

沿海经济发展的关系
。

此外
,

建区后也要对保护区进行许多追踪研究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是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工作
,

年 月 日公布的 《世界 自然资源保

护大纲 》是这项工作的国际准则
。

这个大纲的第 部分明确指出 许多生物资源是共有 的
,

保护某些生物资源往往不是一个国家的事
。

一个国家的生物资源可能受到另一个国家开发活

动的影响
,

所 以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

在国际组织方面
,

联合国粮农组织
、

教科文组织
、

环境规划署 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等
,

都是我们进行合作和交流资料的 良好途径
。

除了国际组织的合作外
,

区域级和国家级的双

边合作也是我们应该努力争取的
。

我国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己同英 国约克大学进行的

九龙江 口红树林生态系合作研究即是一例
。 一

我们可以争取同联合国区域性机构之间的合作
。

同时
,

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
,

争取同不同的国家和区域进行合作
,

例如
,

红树林可争取同东

南亚国家的合作
,

珊瑚礁可争取同澳大利亚
,

沼泽地可争取与美国的合作
,

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