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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园综合管控技术研究
———以江苏连云港海州湾国家海洋公园为例

李妍，杨波，季如康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域使用保护动态管理中心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１）

摘要：文章针对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成立后的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环境资源

与管理目标之间还有差距、海洋公园尚未达到规范化管理的现状，从海州湾海洋公园宣教技术、监

控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等方面，建设较为完备的海州湾海洋公园科研监测设施与科教宣传条件，提

高海洋公园管理技术和手段，增强公众对海洋公园的支持和参与程度，改善海洋公园内及周边区

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极大地恢复海洋公园内生物资源数量，从而将海洋公园建设成为国家级规范

化建设与管理的优秀示范区，为江苏省高效生态经济区和连云港经济区建设提供服务和海洋生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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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园是世界各国进行海洋生态保护的重

要形式之一。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

兰、日本、韩国等国相继建立了国家海洋公园体系。

海洋公园以海洋生态系统与海洋景观保护为主，兼

顾海洋科考、环境教育以及休憩娱乐的发展模式，

使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等目标均得到较

好的满足，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成为国际上海洋

保护区设立与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１］。我国海洋

公园建设起步较晚，２０１１年才公布第一批海洋公
园，存在监测及统计资料缺乏、研究人员不足、管理

技术有限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国家海洋公园

建设的进展［２］。

１　江苏省海州湾国家海洋公园的基本情况及
管理现状

　　江苏省海州湾国家海洋公园于２０１１年获批成
立，是我国首批７个国家级海洋公园之一。连云港
市海州湾海湾生态与自然遗迹海洋特别保护区管

理处在市海洋与渔业局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海洋公

园的建设和管理，开展了大量工作：组织了海洋公

园建设实施规划研究；制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

功能区界标识工程；建设海上管理平台，用于渔业

增养殖、休闲垂钓、海上旅游、海上执法管理和环境

监测预报等多种用途；启用监测设备，对保护区进

行定期和不定期巡航执法和环境监测；开展了海洋

牧场等生态保护与资源修复建设工作，极大地恢复

了海洋资源再生能力。但除了我国海洋公园存在

的一些共性的不足，还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宣传

教育能力和技术不能适应建设要求，环境资源与管

理目标之间还有差距等情况。

２　建设愿景
各个国家海洋公园的名称和设立存在差异，但

其建立的目的基本相似：① 生态保护功能。对海洋
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

一个享受人类自然及文化遗产的机会。② 旅游功
能。为国民提供一个回归自然、陶冶情操的空间。

③ 科研和宣教功能。海洋公园是研究生态系统和
文化历史遗产的理想对象，既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

国民教育价值。我国的海洋公园也基本遵循以上

建设目标，如厦门国家海洋公园、广东特呈岛国家

级海洋公园、广东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广西钦

州茅尾国家级海洋公园。

结合国际国内海洋公园内的一般建设目标以

及海州湾海洋公园的实际情况，确定海州湾海洋公

园的管护能力建设的愿景：增强海洋公园的科教和

宣传力度，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提高海洋公园管

理监测技术和手段；能够培养公众意识、增加公众

对保护海洋公园的支持和参与程度；最终使海州湾

海洋公园成为国内海滨城市发展滨海旅游业有力

的竞争体，可为我国其他海洋公园规范化建设提供

系统的管理示范和借鉴，为江苏省高效生态经济区

和连云港经济区建设提供服务和海洋生态保障。

３　研究途径

３１　海州湾海洋公园宣教技术研究
３１１　海洋展示馆设计

海洋展示馆是一个集科研、宣教、旅游为一体

的场所，分为实体海洋展示馆和数字化展示馆，展

示海州湾海洋公园生活的海洋生物标本、独特海洋

生态系统、相关法律法规和最新管理技术，以及目

前海州湾海洋环境状况和待保护程度，用于提高海

洋公园知名度，增强周围社区居民的海洋环保意

识。实体馆建设重点在于选址、室内装潢设计、展

示内容设计、购置标本等。在此基础上，建设数字

化海洋展示馆。在目前国家开展数字化海洋建设

的大背景下，建设数字化海洋展示馆具有领先意

义。采用数字化技术、多媒体处理技术，通过建立

海洋生物标本数据库，对馆藏海洋生物标本信息数

字化。①三维立体图像数字化。利用数码相机拍
摄大量的二维图像，然后利用专业软件将其组合成

为三维立体图像。②音频、视频信息数字化。将历
次海洋资源调查获取的大量的音频与视频资源，利

用音频（ａｕｄｉｏｅｄｉｔｏｒ）和视频（ｐｒｅｍｉｃｒｅ）处理软件，转
换成为数字格式，得到优质的数字影音文件。③具
备互动交流功能。通过互动交流平台，让浏览者与

网站管理沟通，提出建议和答疑，在平台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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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学术等［３］。

３１２　海洋公园宣传基础设施建设
海洋公园宣传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宣传、告示栏

和室外宣传屏。宣传与告示栏设置在海洋公园内，

内容为海洋公园简介和珍贵物种介绍。室外宣传

屏安装至旅游热点地区，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宣

传海洋保护的意义。

３２　海州湾海洋公园监护技术研究
（１）海洋公园专用无线频监控系统：规划在海

洋公园内设置４处监视监测设施，分别位于在海一
方公园、海上平台、临洪河口、龙王河口，主要包括

室外监视前端、中间数据传输控制、室内监控等全

套设施，以对海洋公园内的相关活动实施动态监控。

（２）海洋公园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设计海
洋公园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建设方案，包括基础地

理信息，包括行政区划图、地形图、遥感影像等，生

态环境调查数据，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开发海洋公

园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支持空间和属性信息的检

索、交互式浏览分析评估、历史数据的动态展示和

专题图制作及输出与海洋公园监测监视设备集成，

实现监视监测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的高度整合与

深化应用。

３３　海州湾海洋公园生态恢复技术
分析现有海洋生态资源修复与保护手段、效果

与不足（如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海洋保护

区建设、海岸线整治、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滩涂湿地环境整治与生态开发示范工程建设等），

明确海州湾生态修复的目标定位，筛选建立评价海

洋生态资源修复效果的指标评价体系，在海州湾生

态资源本底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

整合、提高，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系统的基于生态

系统的海州湾生态资源修复与保护体系。通过年

度调查数据，综合考虑各种生态资源的影响因子，

进行分类，建立基础数据库，并实时更新，定量化描

述各生态因子的生态过程及相互关系，阐明生态机

制、规律与趋势，利用数学、物理、化学公式及互联

网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手段，建立海洋生态资源动

态模型，立体、实时、可视、系统化展示海州湾生态

系统，由此推演相关结论，为科学决策提供模型参

考依据。

通过年度调查数据，综合考虑各种生态资源的

影响因子，进行分类，建立基础数据库，并实时更

新，定量化描述各生态因子的生态过程及相互关

系，阐明生态机制、规律与趋势，利用数学、物理、化

学公式及互联网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手段建立海洋

生态资源动态模型，立体、实时、可视、系统化展示

海州湾生态系统，由此推演相关结论，为科学决策

提供模型参考依据。

４　对策措施

４１　组织领导
建立海洋公园综合管理办公室，协调海洋公园

的全面管理工作，建议由市政府秘书长担任组长，

由各有关单位，如海洋与渔业局、旅游局、连岛度假

村管委会等单位参与；由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处负

责海洋公园的日常管理。加强管理处的机构建设，

在原有的动态监测、资源保护、权属管理等科室的

基础上，增设海监执法、海岛管理、海洋环境监测等

部门。同时还要加强对保护区的共同监督和联合

执法，通过积极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查处海洋公园

内各种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生态功能的行为。

４２　人才队伍建设
海洋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管理人员的素质。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管理人员

素质低、专业人员所占比例少的问题，通过举办管

理人员培训班、鼓励在职人员自学和参加函授学

习、建立保护区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挂钩合作

等措施，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４］。

４３　信息共享体制创新
在江苏省海洋与渔业系统中建立一个“海洋保

护区（海洋公园）管理总站”，可以利用相同的数字

化管理平台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畅通各个保护区之

间的数据传输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对各个保护区

的管理和指导，并最终在全省形成一个统一的海洋

保护区（海洋公园）数字化管理系统。

４４　可持续性资金保障
积极争取生态保护的财政投入，建立海洋公园

专项资金，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满足海洋公园的基

础建设、机构设置和日常管理的需要。充分发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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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加快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步伐，通过区域、流域

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解决生态保护资金投入

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基金、非政府组织的力

量开展生态保护，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投资

生态保护。尤其是要探索在政府投入引导下的社

会多元化投入机制，让社会广泛地参与海洋保护

工作。

５　结束语
本文以海州湾海洋公园的能力建设和生态恢

复技术的研究为核心，对改善海州湾海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生态功能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海洋

公园综合管控技术的提升，可以促进海州湾邻近海

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促进连云港市海洋生态

环境管理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为江苏省高效生态

经济区建设提供生态环境支撑和保障，为我国其他

海洋公园规范化建设提供系统的管理示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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