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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长期以来, 黄河三

角洲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相应的科技支撑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从黄河三

角洲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健康和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综述了面临的挑战情况, 并进一步总结了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存在的问题, 概括为“弱”、“散”、“偏”、“缺”四个方面; 

基于此, 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的对策建议, 主要是建议成立一个能够提

供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全套解决方案的研究平台, 更有效地为黄河三角洲应用

服务单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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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流域重大国家战略与黄河三

角洲 

2019 年 9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黄河讲话”)中明确指出, 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这是继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后的第五个区域性重大国家战

略, 标志着黄河流域将迈入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 

黄河三角洲位于黄河流域下游 , 是黄河流域生

态“一带五区多点”空间布局中的重要组成。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就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黄河讲话”中总书记强调, 

“下游的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 完整的湿地生

态系统, 要做好保护工作, 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 

提高生物多样性”[1]。继而在 2020 年 1 月 3 日的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 要“实施黄

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修复保护”[2]。2021 年 10 月 20 日, 总书记实地察

看黄河三角洲, 并在 22 日的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要提高河口三角洲生

物多样性[3]。10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强调要加大黄

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 并谋划建设

黄河口国家公园, 推进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4]。 

黄河三角洲在保障海洋生物“三场一通道”(产

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维持候鸟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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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是我国暖温

带 广阔、 典型、 完整、 年轻的滨海湿地。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近百年来由于尾闾摆动, 在入海

口形成的以垦利区宁海为顶点, 北起徒骇河口南至

支脉沟口的扇形地带, 面积约 5 400 km2, 海上区域

包括黄河口近岸海域。黄河三角洲动植物资源多样、

种类丰富, 据 2021 年的监测数据统计, 保护区内植物

有 685种, 各种野生动物达 1 629种, 其中海洋水生动

物 418 种, 鸟类 371 种。生态学家把黄河三角洲视为

研究新生陆地形成、演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鸟类专

家视这里为研究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栖

息、迁徙规律的特殊地域; 生物学家把这里看作是研

究生物演化及演替规律的基因库; 水土保持专家则

把这里看作是反映黄河治理成效的晴雨表。 

我国陆海统筹型的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

园正在黄河三角洲筹建。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具有

复杂性、多样性和脆弱性等特点。长期以来, 受入海

水沙量减少、人类活动侵扰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影响, 

黄河三角洲正面临天然湿地面积缩减、生物多样性

降低、水土污染加剧等问题和风险, 生态承载能力不

断下降。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是筑牢黄河三角洲生

态安全屏障、推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是

强化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

径, 有利于严格保护黄河三角洲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基因库”, 提高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 有利于进一

步促进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工作; 有利于增

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缓解生态保护

与发展的矛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

模式。 

黄河三角洲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两大区域发展战略

的核心 , 其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两大战略的重要保

障。黄河三角洲是重要的旅游地, 每年到访的游客

人数占整个东营市游客总数的 80%左右, 湿地旅游

休闲功能所创造的价值为 7.28 亿元/年。胜利油田

是我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 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 

是正在建设中的山东石油化工基地和农牧渔业基

地 , 在实施中国石油工业“稳定东部 , 发展西部”

战略方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 2020 年底, 

累计生产原油 12.46 亿吨; 自 1986 年以来, 累计实

现收入 2.39 万亿元,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 

黄河三角洲是中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 , 与长

江、珠江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相比, 在生态意义和科

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黄河水量小而沙量大, 

是世界上泥沙含量 高的大河, 其水年径流量分别

占长江和珠江的 4.5%和 14.3%, 含沙量分别是它们

的 49.1 倍和 91.2 倍, 而每年输送到黄河三角洲地区

的沙量则分别是它们的 2.2 倍和 12.6 倍。黄河三角

洲湿地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湿地均为联合国重点保

护湿地, 黄河水年径流量、含沙量和输沙量是密西西

比河的 7.4%、42.6 倍和 3.0 倍。不同于港口众多且

以航运业为重要支撑产业的珠江、长江和密西西比

河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需兼顾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 , 以环境承载力为依据 , 严格限制高耗水、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 推进集约发展、生态发展、高效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 

2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 

2.1  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 

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 , 湿地生

态服务功能下降。天然湿地面积萎缩、外来物种大

规模入侵、土壤盐渍化严重、石油污染严峻、水质

污染加剧等问题和风险, 使得黄河三角洲生态承载

能力不断下降, 生物多样性减少。 

2.1.1  天然湿地面积萎缩、生境破碎严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黄河三角洲的天然湿地面

积不断减少, 由 1983 年的 6 000 km2 减少至 2015 年

的 3 000 km2, 锐减 50%, 仅 1993—2005 年 13 年间, 

天然湿地面积就减少了近 40%。从 1990 到 2010 年

间 , 人工湿地面积比重不断增加 , 而天然湿地面积

比重在降低。目前保护区及边界所占海岸线 100 多

公里, 其中沿海大堤就有 50 多公里, 人工堤坝和环

海路的修建切断了陆域和水域的联系, 造成水动力

循环受到影响 , 生境自然联通性受到破坏 , 湿地景

观的破碎化程度逐年加剧。 

2.1.2  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大规模入侵, 当地传统优势

种发生更替 

互花米草原生于美洲, 山东省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引种, 2003 年被原国家环保总局列为我国首批

16 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5-6]。截至 2020 年 9 月, 黄河

三角洲的互花米草面积为 7 000 多公顷, 相比 2003

年增加了 600 多倍, 其中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约 5 424 公顷[7-8]。互花米草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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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在合适的环境中能够快速扩张, 

其分布区内浮游动物的多样性降低, 滩涂底栖动物

密度下降, 本地生态指示物种海草床等被互花米草

替代 ,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黑嘴鸥的栖息地——盐地

碱蓬区已严重退化[9-12]。 

2.1.3  土壤盐渍化和石油污染加重, 湿地生态服务

功能退化 

1985—2004 年东营市由其他湿地类型退化成盐

碱裸地的面积由 4.93×105 hm2 增加到 6.31×105 hm2。

黄河三角洲区域土壤盐渍化面积约为 4.429×105 hm2, 

其中重度盐渍化土壤约占总面积的 28.3%[13-15]。黄河

三角洲上坐落着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 , 在

采油、输油过程中, 大量重金属、石油烃等物质进入

土壤中, 对当地地表以及地下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严重

的影响。溢油区土壤石油烃含量可高达 6 320 mg/kg, 

是石油烃类评价标准值(500 mg/kg)的 12.6 倍[16]。孤

东油田附近某些土壤中镉含量超过了国家二级标准, 

污染严重[17-18]。 

2.1.4  水质污染严重、捕捞过度, 水生生物多样性

降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鱼、虾、

蟹、贝类资源十分丰富, 然而由于水质污染和过度捕

捞, 水生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2011—2020 年黄河口

海域氮磷比均高于 16∶1, 氮磷比失衡较重[19-20]。根

据 1982 年、1989 年和 1998 年对黄河三角洲浅海鱼

类资源和鱼卵、仔稚鱼的定点调查发现, 1998 年捕获

的鱼类种类比 1982 年同期少 10 多种。20 世纪 80 年

代前后, 黄河河口及邻近海域初级生产力高于渤海

平均水平, 2002年 5月黄河河口及邻近海域初级生产

力比 1984 年同期下降 20%左右[21-22]。 

2.2  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面临的挑战 

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 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黄河三角洲生态健康问题主要表

现在沉积环境变差、水质环境恶化、沿岸开发活动

环境压力剧增和生态灾害频发。 

2.2.1  黄河三角洲沉积环境变差 

(1)黄河调水调沙对河口生物分布影响严重 

调水调沙期间 , 黄河径流量在短时间内激增 , 

大量水沙伴随着丰富的营养物质输入黄河口 , 显

著影响了黄河三角洲近海海域营养盐结构 , 剧烈

的环境变化对河口及近海海域生态系统造成显著

影响。靠近黄河入海口处站位的鱼卵、仔稚鱼密度

和叶绿素 a 浓度相对较高 , 鱼卵、仔稚鱼的多样性

指数和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在调水调沙过程中出现

波动 [23-27]。  

(2)土壤普遍盐渍化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土壤盐渍化以氯化钠型盐渍

化为主, 在土壤剖面形态上呈“T”型分布, 在平面

上由陆地向海洋、从黄河故道向两侧面积逐渐增大, 

盐渍化逐渐加重。由于长期受到土壤盐渍化的影响, 

刺槐人工林出现了大面积干枯死亡, 给黄河三角洲

地区林业生态建设带来巨大损失[28-30]。 

(3)地面发生沉降 

黄河三角洲形成时间较短 , 上部沉积物形成时

代较新 , 自重固结过程尚未完成 , 很容易在人类经

济活动 , 如开采地下水等的影响下产生地面沉降 , 

进而导致海岸侵蚀加重、输油管线变形或断裂、河

道排水泄洪能力下降, 严重影响海堤和油田设施等

重大工程建筑的安全 ; 同时会引发洪涝灾害 , 使生

态环境进一步恶化[31-33]。 

2.2.2  黄河三角洲水质环境恶化 

(1)水环境污染居高不下 

黄河三角洲水污染主要与石油开采、输送等有

关, 石油开采过程中采油污水、洗井污水、废弃油污

的排放及开采、运输过程中石油的泄漏都会导致水

体污染。个别取样点苯并芘和四氯化碳浓度已超过

饮用水标准几倍乃至上百倍, 污染严重。污水随黄河

水流入近海, 导致近海水质状况下降[34-35]。 

(2)淡水入海量不足, 河口低盐区面积萎缩 

近 10 年黄河年均入海水量显著衰减, 黄河三角

洲生态供水不足, 破坏了其河口生态系统的平衡稳

定, 河口毗邻海域盐度持续升高, 低盐区面积萎缩。

盐度升高会引起浮游植物生物量降低, 减少浮游生

物的种类 , 进而降低浮游生物多样性 , 会使浮游生

物群落向耐盐类型方向演替[36-38]。 

(3)海水富营养化和氮磷比失衡 

当营养盐总水平满足浮游植物生长时 , 浮游植

物通常按 16∶1 比例吸收氮盐和磷盐, 偏离过高或

过低都会限制浮游植物的生长。黄河三角洲及邻近

海域氮磷营养盐浓度较高, 水体氮磷比失衡现象严

重 , 海域无机氮浓度较高 , 过高的营养盐浓度会导

致富营养化, 影响生态系统健康[39-41]。 

2.2.3  沿岸开发带来的环境压力剧增 

人类活动尤其是沿岸开发直接或者间接改变着黄

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 如油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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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养殖和环海公路等围填海工程, 引发湿地大面积

减少、景观破碎化、生态廊道断裂、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42-45]。此外, 过度捕捞

使鱼群没有足够时间繁衍, 种群残留过少, 造成优势

种更替, 难以形成渔汛, 破坏河口地区的生态平衡[46]。 

2.2.4  黄河三角洲生态灾害频发 

(1)互花米草入侵 

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黄河三角洲的互花米草面积

达 7 000 多公顷, 约占山东省互花米草面积的 75%。互

花米草的入侵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破坏, 黄河三

角洲的本地生态指示物种海草床等被互花米草替代, 

盐地碱蓬区已严重退化。同时互花米草阻挡潮水能力

强, 潮滩不能及时得到潮水冲刷,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

生物多样性也遭到严重破坏[9-12]。 

(2)外来物种泥螺入侵 

自 2002 年在黄河三角洲滩涂引种养殖泥螺以来, 

泥螺在自然环境中大量繁殖, 其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目前已成为黄河三角洲潮间带滩面的优势种群, 对

本地土著生物托氏昌螺造成明显影响, 破坏生物生

态系统平衡[47-48]。 

(3)老黄河口海岸侵蚀 

近年来 , 黄河三角洲及邻近海域岸线正蚀退滩

涂生物的繁衍生境 , 破坏海区的生态平衡 ; 位于黄

河三角洲北部的一千二保护区因海潮侵入作用, 以

淤进为主向淤进与蚀退并存, 并在向以蚀退为主转

变 , 终海岸的蚀退严重影响到滩涂湿地面积 , 使

鸟类局部栖息地萎缩, 迫使生物资源量下降[49-51]。 

(4)海水入侵、病虫害频发 

海水大量入侵使黄河三角洲区域土壤的含盐量

明显增加, 1999年以来,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部

分人工刺槐林出现大面积枯梢甚至死亡, 并逐渐演

变为柽柳林。同时, 由于林木资源结构较为单一, 造

成柽柳林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 容易暴发病虫害。海

水入侵和病虫害使人工刺槐林和柽柳林在调节气

候、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下降[52-53]。 

3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科技支撑存在的问题 

黄河三角洲一直是学者们的热点研究区域。为

应对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众多研究学者已在黄河三角洲区域开展了系列科学

研究工作,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看, 目前

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3.1  黄河三角洲研究主题丰富, 但海洋生物

多样性、蓝碳等关键方向薄弱 

通过对 2011 年至 2021 年公开发表并收录在《中

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黄河三角洲相关学术论

文进行检索, 共统计到 4 182 篇文献。采用文献计量

方法, 从研究方向和文章发表单位两方面分析黄河

三角洲地区科学研究的现状。从图 1 可以看出, 研究

方向主要集中在湿地景观监测、泥沙输运和沉积、

开发与管理、生态经济和石油污染等方面, 其中湿地

景观监测方向占比 多。 

 

图 1  黄河三角洲相关论文的研究方向分布情况(2011 年至 2021 年) 

Fig.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directions of paper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Delta (2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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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衔接是黄河三角洲的鲜明特点, 海域生物多

样性对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蓝碳监测与评

估对实现“双碳”目标非常重要, 黄河三角洲滨海盐

沼湿地资源丰富, 单位面积碳储量达到约 10 kg/m2, 

平均碳埋藏速率是陆地生态系统的 10 倍以上, 是重

要的蓝碳碳库; 黄河三角洲保护区的鸟类多达 371种, 

它们是监测与评价滨海湿地健康状况 直接、 敏感

的关键生物指标 , 其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具有关键作

用。从图 1 不难看出, 湿地景观监测方向的研究 多, 

占比 12.96%, 而作为黄河三角洲关键研究方向的海

洋生物多样性方面鲜见报道, 鸟类多样性研究占比仅

为 3.88%, 湿地生物量和蓝碳研究占比只有 3.10%。

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物量和蓝碳等关键方向研究

薄弱。 

3.2  黄河三角洲研究单位多, 但力量分散不

集中 
在黄河三角洲开展研究的单位涉及教育部、自

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等所属的多个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图 2 统计了 2011—2021 年发

表黄河三角洲相关文章数量较多的单位, 主要有滨

州学院、山东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黄河三角洲保护区管理局、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等。 

 

图 2  与黄河三角洲相关的论文发表单位分布情况(2011 年至 2021 年) 

Fig. 2  Distribution of author institutions of paper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Delta (2011−2021) 
 

上述科研单位以黄河三角洲为研究区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主要开展水沙关

系、石油污染治理、土壤盐渍化和湿地景观监测等

方面的研究;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集中于入

侵物种遥感监测、潮间带底栖、海水入侵和泥沙沉

积等方面; 黄河三角洲保护区管理局侧重于鸟类生

物多样性、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入侵物种监测

与防治等方面; 东营市海洋发展研究院聚焦潮间带

底栖生物群落结构、滨海湿地生态安全评价与修复、

海洋鱼类监测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

带研究所主要开展湿地土壤氮素分布、浮游植物群

落结构和调水调沙响应等方面的研究; 山东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主要开展土壤磷形态分布特征、底栖生

物群落分布和植被空间格局等方面的研究; 北京师

范大学侧重于潮间带湿地土壤生源要素的时空特征、 

湿地植被群落适宜生境和大型底栖生物等方面的研

究等。上述科研单位涉及的研究主题众多, 成果丰富, 

知名度较高。各科研单位间加强合作, 多学科交叉, 

集中力量开展有组织的研究, 能够更好地解决黄河

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3.3  黄河三角洲科技支撑需要协同, 但各

方偏守一隅、学科交叉壁垒多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要生物科

学、海洋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化学科学、

管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多方协同创新来支撑。但

是 , 目前各单位偏重于已有的基础开展研究工作 , 

数据与成果互通共享不够, 学科交叉存在较多壁垒。 

实验室是开展研究的重要平台基地 , 本文从现

有的黄河三角洲相关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目前, 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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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实验室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4 个、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 5 个。具体如下: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方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

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石油生产过程污染控制、重质

油高效清洁转化、重质油加工产品洁净利用等方面的

研究基础雄厚;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河口演变规律与河口沉积动力学、海岸动力地

貌与动力沉积过程、河口海岸生态与环境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丰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

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多源遥感信息时空

融合、大型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共享平台的构建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北京师范大学

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水环境过程、水生态与

水系健康、生态模拟与城市生态等方面实力较强。 

在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方面,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

环境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在陆地海相互作用及其

生态环境效应、浮游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多样性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 水利部黄河下游河道与河口治

理重点实验室在水沙高效输移及河床演变机理、下游

河道与滩区综合治理技术、水沙联合调控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丰硕; 自然资源部渤海生态预警与保护修复重

点实验室在黄河三角洲附近海域的海洋生态监测、生

态灾害预警、生态损害评估、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的

研究基础较好; 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草地资源与

生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要开展耐盐碱

草关键基因挖掘与种质创制、草种扩繁与生态改良等

方面的研究, 研究成效显著; 滨州学院山东省黄河三

角洲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在盐碱类湿地退化过程与

生态修复技术、盐碱地改良与综合治理、贝壳堤植被

恢复与生态重建等方面的研究实力较强。 

3.4  黄河三角洲科技支撑需要监测数据及

共享, 但缺乏监测网络与标准规范 

要素齐全、高时空覆盖的监测大数据是开展黄河

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的根本。近年

来, 保护区等部门开展了一些针对鸟类多样性的监测

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工巡护和零散的在线视

频的方式开展, 存在区域片面、目标分散、技术落后、

手段单一等多方面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因为:  

第一, 监测网络不完整。虽然在自然保护区内已

布设了一定数量的摄像头和红外相机, 但布放的区域

零散, 只是针对个别重点区域, 不能覆盖整个保护区

甚至是黄河三角洲区域, 同时, 天基卫星和空基无人

机遥感二者独立或简单地组合都无法形成完整的监

测体系, 难以说明黄河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第二, 执行标准规范不同。不同平台或技术的监

测往往有各自的执行标准, 包括分类体系、作业流程

和技术指标等。因此, 导致不同技术、渠道获得的数

据和成果难以相互融通。黄河三角洲的监测体系尚

缺少统一的监测标准规范, 不能为生物多样性监测

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第三, 时空尺度不一。天基卫星遥感得到的往往

是大尺度的监测产品 , 而且时间分辨率较高 , 但监

测成果的空间精细尺度却是短板; 空基、地基和海基

得到的是不同区域的离散的精细监测结果, 而且时

间分辨率较低, 无法掌握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在

某一个具体时间点上的状况和变化规律。 

因此, 完整的监测网络、完备的标准规范、高时

空分辨率监测数据及共享, 是开展黄河三角洲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的重中之重。 

4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科技支撑的对策建议 

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 , 黄河三角洲

需兼顾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前黄河三角洲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面临天然湿地面积萎缩、水

土污染严重、外来物种大规模入侵等生态退化问题, 

与之相应的科技支撑, 还存在“弱”、“散”、“偏”、

“缺”等问题。实现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 建好黄河口国家公园, 需要遵循整体化思路, 

为管理部门和用户单位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为

此, 建议成立一个能够提供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全套解决方案的研究平台, 一

方面, 制定《章程》, 明确各共建单位的职责, 规范

和约束共建单位的行为和权利, 保障并促进研究平

台健康规范运行。同时, 建立共建单位扩容和退出机

制, 不断吸纳国内外优势力量, 聚焦关键方向, 学科

交叉协同 , 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 有效提升系统化的

服务能力 ; 另一方面 , 与黄河三角洲的其他研究平

台建立联系, 开展学术交流, 加强协同, 更好地支撑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就是

这样的一个平台, 其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然资

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委员会、东营市海洋发展研究院共同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扎根黄河三角洲办学 53 年,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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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黄河三角洲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建设黄河三角

洲研究院 , 是举全校之力建设的五大国家级平台之

一。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是国内外知名的海洋

科研机构, 海洋学科门类全, 拥有多个国际海洋海岸

带研究组织中国中心。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委员会是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和管理的主

体单位, 也是黄河口国家公园筹备和建设主体单位。

东营市海洋发展研究院是黄河三角洲海洋发展管理

与科技支撑单位, 也是黄河三角洲海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管理负责单位。四家单位政学研用结合, 搭建开

放共享的平台, 统一分散的科研力量, 针对黄河三角

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有组织地

进行攻关, 能及时响应黄河三角洲及黄河口国家公园

建设发展需求, 为黄河三角洲乃至全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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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many occasion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sued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the ecological con-

ser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or a long time, these goals have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and met certain issues in terms of correspon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his study sum-

marizes the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

system health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it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cological con-

serv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weak, scattered, biased, and lacking.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goals and mainly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platform that can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solutions t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service unit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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