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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根据2016年湄洲岛、漳浦红屿和东门屿人为活动监视、植被监测、海水监测和潮滩沉积

物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其中东门屿植被面积覆盖率最高,湄洲岛次之,漳浦红屿较低;除无机氮和

活性磷酸盐外,其余各监测要素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3个海岛潮滩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对海岛监视监测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提出逐步壮大和固化调查监测队伍;适当增加监测站位

及监测要素;明确监测资金渠道,保证资金投入,更新技术装备,加强海岛调查与监测技术研究水

平;完善海岛调查与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建立海岛调查、管理、监测相衔接的监督机制等意见建

议,以期完善现有的海岛监视监测体系,为海岛环境、海岛资源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亦

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更为详实全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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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ofIslandsinProtectionZoneandTypicalEcosystems:
TakeMeizhouIsland,ZhangpuHongyuandDongmenyuasExamples

HUANGYangyang,LIShaowei,CAOYufeng,LANHong,

ZHANGLiang,YUQixiang,LINGJingjing,LIUZihan

(XiamenOceanicEnvironmentalMonitoringCentralStationofStateOceanicAdministration,Xiamen361008,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analysisofMeizhouIsland,ZhangpuHongyuandDongmenyuin2016,

humanactivitymonitoring,vegetationmonitoring,seawatermonitoringandintertidalsediment

monitoringresults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vegetationcoverageofDongmenyu

appearedhighestamongalltheseislands,andthatofMeizhouIslandwasthesecondandZhangpu

Hongyuwaslower.Inadditiontoinorganicnitrogenandactivephosphorus,theotherelements

wereinaccordwiththefirstclassofthemarineseawaterqualityofNationalStandards.Thetidal

flatsedimentsofthreeislandswereingoodcondition.Thepaperputforwardsomeviewsonthe

problemsexistinginthemonitoringofislands,suchasdevelopingaformalsurveyandmonitoring
team;increasingthemonitoringstationsandmonitoringelements;makingclearthefunds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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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nitoring,guaranteeingtheinvestmentoffunds,updatingtechnologyandequipment,

strengtheningtheresearchlevelofislandinvestigationandmonitoringtechnology;improvingthe

technicalspecificationsandstandardsforislandinvestigationandmonitoring,establishingthesu-

pervisionmechanismoftheinvestigation,managementandmonitoring,toimprovetheexistingis-

landmonitoringsystem,providestrongdatasupportfortheprotectionofislandenvironmentand

seaislandresources,andalsoprovidemoreaccurateandcomprehensiveinformationfordecision-

making.

Keywords:Protectionzone,Typicalecosystems,Islands,Monitoring

海岛是我国海洋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

主权的象征。海岛又是特殊的海洋资源和环境的

复合区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

物资源、旅游资源、港口资源等十分丰富,对我国经

济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受全球气

候变化和日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海岛生态环

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开发海岛,建设海岛,

保护海岛,使我国海岛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环

境优美、生态良好的海上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1]。

自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颁布

实施以来,国家海洋局严格实行海岛保护规划制

度、科学开展海岛整治修复工程、不断提升海岛管

理业务水平,从而使海岛管理基础性工作不断加

强,海岛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海岛生态保护工

作深入开展,生态保护水平不断提高,海岛开发利

用确权发证工作深入推进,海岛价值逐步显现,依

托岛礁有利资源维护海洋权益取得重大突破,初步

形成了生态健康、景色优美、人-岛和谐的海岛保

护思路,基本确立了有序、有偿、有度的海岛开发利

用格局[2]。

为全面落实《国家海洋局关于建立县级以上常

态化海岛监视监测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家海洋局

关于印发<2015年县级以上常态化海岛监视监测工

作任务>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提升对海岛监视监测

工作认识、建立海岛监视监测体系;加强协调配合,

建立与现有监测体系的衔接与共享机制;加强监视

监测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海岛工作实施水平。2016
年,笔者所在单位负责管辖海域部分保护区与典型

生态系统海岛的监视监测工作,通过监视监测,掌

握重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2016年的人为活动情况,

掌握海岛的植被类型、分布、盖度等情况,掌握其周

边海域海水环境和潮滩沉积物质量、污染程度及变

化状况。

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湄洲岛位于“湄洲岛海洋保护区”(B6-13),漳浦红

屿位于“菜屿列岛海洋保护区”(B6-17),东门屿位

于“东山珊瑚海洋保护区”(A6-11),本文将以湄洲

岛、漳浦红屿、东门屿为例的保护区与典型生态系

统海岛2016年度监视监测情况进行介绍,浅谈海岛

监视监测的不足及建议,以期更好地为建设海洋生

态文明、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服务。

1 海岛概况

1.1 湄洲岛

湄洲岛自古属于福建莆田,紧靠 “黄金海岸”湄

洲湾,离大陆仅1.8nmile,陆域面积14.35km2,包

括大小岛、屿、礁30多个,海岸线长30.4km,南北

纵向狭长,形如娥眉,故称湄洲,是莆田市第二大

岛,是妈祖的诞生地,素有“南国蓬莱”美称,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湄洲岛陆域地貌类型有侵蚀剥蚀低丘陵、台地

以及海积平原、风成沙地。岸滩地貌基本可分3类:

基岩、沙质和淤泥质海岸。海底地貌可分水下岸坡

和潮流脊系。本岛所处的湄洲湾是个强潮流海湾,

潮流脊系发育,岛以西海域主要发育有两条沙脊和

潮汐通道。湄洲岛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6—8月盛行偏南风,其余各月盛行偏北风。年平均

气温19.3℃,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降水量约

1000mm,年均风速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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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年底,湄洲岛总户数11125户,人

口4.6万人,人口密度3324人/km2,2015年实现

生产总值12.9亿元。

湄洲岛具有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和自然资源,

是旅游度假胜地。岛上有融碧海、金沙、绿林、海

岩、奇石、庙宇于一体的风景名胜20多处,形成水中

有山,山外有海,山海相连,海天一色的奇特的自然

景观。

1.2 漳浦红屿

漳浦红屿呈蝙蝠状,表层多红壤,又盛产红菜,

故名。位 于 福 建 省 漳 浦 县 旧 镇 镇 古 雷 东 南

11.3km,属于古雷半岛菜屿列岛,是列岛中最大的

海岛,也是漳浦县最大的海岛。距大陆最近点约

6.4km,面积0.91km2,岸线长度6.0km,海拔

84.8m。为大陆岛,由花岗岩组成,地表岩石部分

裸露,破碎,多红壤土,长零星杂草,局部种植木麻

黄。海岸主要为基岩滩岸,西、东北部有沙质岸,南

部的岩石岸极为陡峻。东北侧与菜屿间航道宽

0.4km,底部地形复杂,近红屿的水域,水深4~

9m。西北侧与巴流岛之间的水道,水深7~10m,

礁 石 密 布,水 流 湍 急,船 只 很 难 通 行。年 均 温

20.5℃,1月均温13℃,7月均温32℃。年降水量约

1500mm。通常风力3~4级,1—4月多雾,7—10
月多台风。岛上水源充足,有渔民居住;岛上有耕

地,种植甘薯、花生、蔬菜;建有对台接待站一座,建

有简易码头。

1.3 东门屿

东门屿被誉为海上仙山,位于铜山古城关帝庙

东面的海面上,因岛上有文峰塔,又称塔屿,属漳州

东山管辖。距东山岛最近点0.91km,距大陆最近

点约2.6km。东门屿近工字形,呈东北-西南走

向,全 岛 地 势 南 北 高,中 部 低 平 狭 窄,面 积 为

0.66km2,岸线长度6.9km,海拔90.0m。为大陆

岛,由花岗岩组成,植被茂密。海岸多为基岩滩岸。

年均 气 温 20.8℃,1 月 均 温 14.2℃,7 月 均 温

27.8℃,年降水量1065mm。东门屿风光秀丽,为

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有明嘉靖建的石塔(文峰

塔)、云山石室、鹰石洞。屿上有僧人、管理人员等

常住人口及游客流动人员,有淡水井供饮用。岛的

东、北面各有一澳,可停泊船只。岛的东、西两面海

域是船只出入东山港主要航道。西侧礁石上建有

灯桩。

2 监视监测内容

2.1 人为活动监视监测

2016年9—10月对湄洲岛、漳浦红屿、东门屿

3个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人为活动进行监视。人为

活动主要包括:炸岛、炸礁、挖沙、取土、砍伐树木、

不合理地引进物种、排污、倾倒、船舶溢油、违法采

集生物和非生物样本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破坏

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活动;沙滩建造建筑物或设

施、围填海、填海连岛工程等可能影响海岛地形地

貌的工程建设开发利用活动。采用现场登岛巡查、

资料收集、遥感监测等方式方法,对保护区与典型

生态系统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人为活动情况及其

影响进行登记。

2.2 植被监测

2016年12月对湄洲岛、漳浦红屿、东门屿的植

被进行监测,监测要素包括植被类型、分布、盖度

等。采用遥感监测、资料收集结合现场验证的方

法。首先收集资料,对湄洲岛植被作初步了解,然

后在实地踏勘的基础上,确定典型的群落地段,采

用样方法进行群落调查。现场记录植被类型、株

高、盖度等信息,形成解译标志。利用GPS确定样

方位置,记录样线内植物。

2.3 海水监测

利用现有海洋环境监测网收集2016年3月、

5月、8月和10月在湄洲岛和东门屿周边海域两个

海水站位的监测数据。收集的监测要素包括pH、

溶解氧、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化学

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总氮、总磷、石油类、铜、铅、

锌、镉、铬、汞、砷。

2.4 潮滩沉积物监测

2016年9月在湄洲岛、漳浦红屿、东门屿潮滩

沉积物调查选取典型岸段,垂直于滩地等深线布设

沉积物调查剖面,采集表层样品,布设1个断面,每

个断面布设不少于4个站位(高潮位1个,中潮位

2个,低潮位1个),监测要素包括硫化物、铜、铅、

锌、铬、镉、汞、砷、石油类、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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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评价

3.1 人为活动监视监测结果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实施,湄洲岛

经济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人口(尤其外来旅游人

口)的不断增加,土地开发利用活动和旅游活动日

益频繁[3]。湄洲岛上项目工程建设和土地资源匮

乏,加上交通运输不便,大量的开山采石、挖土填

方,而水土保持措施不到位,岛上水土流失加剧[4];

由于早期缺乏合理的规划,有几处沿岸风景已被开

发征用,1996年对台客运码头建设缺乏科学的论

证,直接建在西南部海滩上,海滩的动态平衡体系

遭到了破坏,码头前沿淤积严重,已基本报废,海砂

资源开发利用过度,造成海岸侵蚀、沙滩退化[5]。

漳浦红屿上有大型养殖场,占地约1.8hm2,属

漳浦县红屿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褐蓝仔鱼和

虾。漳浦红屿土质疏松,人工修葺的连接几片养殖

池的土路易受雨水冲刷,水土流失严重。由此可

见,漳浦红屿生态环境和岛陆地貌受到人为活动影

响,养殖废水的排放亦可能对岛屿周边的海洋环境

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具体影响程度还需进一步调查

研究。

岛屿上人为建筑主要有:文峰塔、文昌阁、东明

寺等。东门屿靠近铜陵方向建有码头,往返船只较

多。西北向有几处鱼排,东面沙滩及岩石上浮子、

竹子等养殖垃圾较多。

3.2 植被监测结果

湄洲岛植被面积占岛屿面积的30.6%,其中,

以木麻黄、台湾相思+木麻黄混交组成的硬叶林所

占面积最大,黑松类型多,但面积小。木麻黄和台

湾相思都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工造林形

成的植被类型,物种较单一,目前植被已形成稳定

状态,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红树林类型的秋茄树

群落则是从2001年开始在湄洲岛西亭澳人工种植,

目前已有成片生长于滩涂淤泥之中,群落外貌整

齐,长势良好。

漳浦红屿植被面积占岛屿面积的22.6%,植物

种类主要为海滨常见种木麻黄、台湾相思等。在整

个漳浦红屿植被类型中,绝大多数面积分布着木麻

黄林,极小面积分布有木麻黄+台湾相思混交林。

岛上虽有草本植被分布,但其面积较小,还不足以

形成群落。此外,岛上建有较大规模的鱼虾养殖设

施,这可能也是影响岛上植被生长应考虑的重要因

素之一。

东门屿植被面积占岛屿面积的70.5%,其中以

木麻黄群落所占面积最大,台湾相思群落与柠檬桉

群落所占面积很小。木麻黄、台湾相思以及柠檬桉

都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工造林形成的植

被类型,物种较单一,生长较迅速,适应能力强,目

前植被已形成稳定状态,起到很好的防护与绿化

作用。

3.3 海水监测结果

湄洲岛、漳浦红屿、东门屿周边海域海水监测

结果表明,所有航次所有站位的pH、化学需氧量、

溶解氧、石油类、铜、铅、锌、镉、铬、汞、砷含量均符

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航次无机氮和活性

磷酸盐含量超过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符合第二或

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3.4 潮滩沉积物监测结果

根据《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对

湄洲岛、漳浦红屿、东门屿潮滩沉积物质量进行评

价,结果表明,湄洲岛、漳浦红屿和东门屿各项监测

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潮滩沉积

物质量状况良好。

4 小结及建议

(1)2016年对湄洲岛、漳浦红屿和东门屿3个保

护区与典型生态系统海岛开展了监视监测工作,其中

湄洲岛人口最多,2015年总人口达到4.6万人,漳浦

红屿上的常住居民主要是养殖维护人员,东门屿上

有僧人、管理人员等常住人口及游客流动人员;海

岛周边海域的人为活动均涉及水产养殖;东门屿植

被面积最多,湄洲岛次之,漳浦红屿较少;除无机氮

和活性磷酸盐外,海岛周边海域水体中其余监测要

素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3个海岛潮滩沉积

物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

准,潮滩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2)当前,我国海岛监视监测系统已基本建成,

海岛监视监测工作逐步开始成为一项长期业务化

运行工作,虽然有相对固定的人员和队伍从事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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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在人员的数量和覆盖范围上仍存在不足,

但承担监视监测工作的技术人员专业较单一,大多

为海洋化学、生物生态等专业,缺少应急监视监测

能力,监视监测的能力和反应速度都有待加强。建

议逐步壮大和固化调查监测队伍,加强海岛监视监

测人员对海岛的认识,提高监测水平,丰富已有的

海岛监测技术体系,培养海岛监视监测综合性人才。

(3)海岛监视监测指标少,局限于海洋环境本

身,对海岛地形、大气、水环境、岛陆生态系统、地质

灾害等监测覆盖度不够,目前海岛海水监测是依托

现有的海洋环境监测网收集监测数据,部分海岛周

边海域监测站位较少,甚至没有(如漳浦红屿)。建

议根据海岛类型、位置、开发利用程度等的不同,明

确海岛监视监测指标,在现有海洋环境监测网站位

布设时兼顾海岛,适当增加监测站位及监测要素,

考虑近远期的特征污染物。

(4)本文里的3个海岛监视监测调查方法主要

是采取登岛调查获取海岛监测数据,监视监测手段

较单一。针对海岛远离陆地、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的特点,海岛监视监测方法主要有航空遥感、船舶

巡航、卫星遥感、登岛调查、实时监控和专项调查

等。建议明确监测资金渠道,保证资金投入,更新

技术装备,加强海岛调查与监测技术研究水平[6]。

(5)截至目前,国家曾多次开展了海岛资源综

合调查或涉及海岛的调查,但在调查结束后,没有

把监测工作做好,没有将调查与监视监测衔接到一

起,缺少将定期资源调查与长期监视监测工作进行

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体系,海岛监视监测理论体

系亦需要进一步完善,完善海岛调查与监测技术规

范和标准,使海岛动态监测工作系统化、业务化,监

测成果系列化、规范化,建立海岛调查、管理、监测

相衔接的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海岛 “一盘棋”“一

套数”“一张图”,有效实施我国海岛的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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