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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海洋农牧化建设的环境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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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源性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

结语

通过古季风路径上 个剖面的研究 得出以下

结论

下蜀黄土的物质来源应以近源物质为主 尤

其是苏北第三纪湖泊沉积层在更新世的解体可能是

下蜀黄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

结合现有的长江三角洲和东海内陆架埋藏硬

土层 !西北黄土高原的资料 认为下蜀黄土与埋藏硬

黏土层为同期沉积之连续地层 而西北来源的物质参

与了下蜀土的堆积 但非主要物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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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海洋农牧化建设环境的优势分析

海域面积广阔海底地势和缓海岸类型齐全

连云港海域北自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灌河

口 海岸线长 领海基线以内海域面积为

沿海滩涂面积约 其中潮上带

潮间带 为海洋生物的生存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潮间带以下的水下堆积岸坡为水下浅滩 外

缘线在水深 处 海底向东北方向倾斜 坡度平

均为 ϕ 沉积物颗粒较细 ∗ ) ,以粉砂质泥

为主 厚度自海向陆由 左右逐渐变薄 ∀在水深

∗ 之间为海底残留砂平原 它为一起伏和缓

和的冲刷面 平均坡度为 ϕ 向东偏北方向倾

斜 表层为残留砂所覆盖 以 ∗ 的细砂为主 厚

∗ ∀海底地势和缓 沉积物类型多 适合各种海

洋生物栖息 ∀

江苏省仅有的 的砂质海岸及

的基岩质海岸均分布在连云港海域 仅有的基岩

岛礁群也位于海州湾中 同时淤泥质海岸也相当长

多类型的海岸可以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 ∀同时海岛

海域环境优良 受陆地影响较小 并且天然栖息一些

特种海洋生物 资源量较为丰富 可适当开展特种生

物的增养殖 形成特殊的海域生态循环系统 ∀

海域饵料资源丰富 浅海水质良好

沿海有绣针河 !兴庄河 !烧香河 !临洪河 !灌河等

几十条河流入海 径流量较大 入海口附近海域悬浮

物质密度大 大量淡水带来了丰富的有机物质和营养

盐类 主要有活性磷酸盐 !硝酸盐与亚硝酸盐 !活性硅

酸盐等 为海洋各种生物繁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而

且本海区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交界处 浮游生物种

类较多 总生物量较大 随季节不同浮游植物与浮游

动物在数量互相补充 可以保持较高的生物量水平 ∀

经过多年资料汇总分析可知≈ 年代与 年代调

查得到的年平均生物量分别为 和

呈逐年递增趋势 尤其近 来增长较快 可以提

供大量的饵料来源 ∀海域 等深线以外海水环境

质量良好 为一类水质 等深线至 等深线之间

多属二类水质 污染程度很低 为海洋生物提供了优

质的生活条件 而且为海洋农牧化由近岸向浅海水域

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海洋水文环境适宜

海域以混合浪为主 平均波高为 低于

的出现频率为 大于 小于 的出现

频率为 大于 的出现频率为 可见出现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集粹
∞ƒ



≥ ∂

大浪的频率较小 ∀海域潮差在 ∗ 之间 属于

中潮海岸 湾中大潮平均流速一般小于 和缓的

流速与适中的潮差 为游泳生物及底栖生物生存繁

衍 也为产品养殖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亦不

影响与湾外水体的交换 ∀水温与盐度适中 春秋两季

水温在 ∗ ε 之间 夏季沿岸水温稍高达

ε 但湾口前三岛水域水温仍低于 ε 冬季整个水

域水温较均匀 约在 ∗ ε 之间 盐度全年在 ∗

之间变化 均适合海洋生物生存所要求的范围 ∀同

时 春 !秋两季海湾内存在温度锋和盐度锋≈ 锋面附

近有利于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 为海洋生物提供了丰

富的饵料来源 有利于多种海洋生物聚集生长 ∀海域

大部分海区全年无缺氧现象 表层海水含氧量呈过饱

和状态 底层含氧量饱和度达 以上 海域 值

一般均大于 变幅比较小 分布比较均匀 有利于

海洋生物的生长与繁殖 ∀

连云港海洋农牧化建设环境的劣势分析

湾口开阔 属开敞性海湾 台风 !风暴

潮影响频繁

由于海湾的封闭性不强 海湾开敞 且海底水深

变化较小 放养的游泳性生物以及某些浮游性生物活

动范围相对较广 较易流失 ∀

海州湾是一个半封闭状的海湾 湾口开阔 受风

浪影响较大 ∀ ∗ 年 的统计资料表明 连

云港海域受台风影响共 次 平均每年 次 月

中旬至 月下旬为受台风 !风暴潮影响最多时期 共

出现 次 占总数的 风暴潮增水大面积冲刷

沿岸海域 破坏虾塘 !蟹塘等养殖设施 ∀

局部环境污染较重 有赤潮出现

连云港海域一些近岸河口和港区附近 由于陆

源污染物和船舶污染物的排放 有机污染比较严重

多为三 ! 四类水质 ∀污染程度由岸向海呈递减趋势

并且多年的监测表明 入海河口水质和海区水质污染

程度有缓慢升高趋势 必须有效地对入海物质加以控

制 ∀另外近年来 连云港附近海域有富营养化倾向

据观测在小范围内有赤潮现象出现 若继续发生恶化

则必然危害海洋渔业生产 ∀

连云港海洋农牧化建设的社会经济

条件分析

渔业资源开发历史悠久

南北朝时期连云港海州湾渔盐经济已相当发

达 5南齐书 #州郡志6中记载 / ,,郁州 今云台山

在海中 周围数百里 岛出白鹿 土有四畴渔盐之

利0 ∀清朝时期 临洪河口和东西连岛被列为重要渔

场 ∀ 年代的海带养殖 年代的东方对虾养殖

年代的海珍品养殖 年代的紫菜养殖 都在全国具

有较高知名度 ∀东方对虾 !梭鱼 !中华绒螯蟹 !日本对

虾等全人工育苗技术在国内外处于先进水平 ∀紫菜已

成为全国最大的出口创汇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 ∀目

前 海洋渔业的主导产业主要有 海洋捕捞业 !对虾 !

紫菜 !贝类围吊养 海水育苗 海带及裙带菜养殖 围

网养殖等 ∀ 年底 连云港海洋渔业总产值

≅ 元 海水产品产量 占全部水产

品产量 的 ∀全市滩涂 !浅海养殖面积

已达 ∀

海洋农牧化建设的基础较好

全市水产品加工企业共有 余家 产值

≅ 元 主要项目有水产品冷藏 !绳网加工 !渔

船修理 !紫菜加工 其中冷库 家 速冻能力 以

上 合资企业 家 年出口创汇近 ≅ 美元 紫菜

的一次加工机 台套 二次加工机 台套 年加工能

力 以上 规模较大的海水育苗场 座 淡水

育苗场 个 饲料加工厂 座 年加工能力

∀技术力量较为雄厚 主要的科研教学单位有省水产

学校 !水产研究所 !海水化工研究所 水产养殖专业技

术人员百余人 并且和国内外的某些相关科研机构建

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每年有上千人次到国内外讲

学 !技术指导和承包开发 ∀坑道养鲍 太平洋牡蛎养殖

等通过了省 !市科研成果鉴定 坑道养鲍项目被列为

年国家星火计划 填补了省内空白 ∀ 年投入

大量资金实施了多项科技兴海项目 ∀

地理区位条件优越

连云港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和陇海 2兰新沿

/桥0经济带的结合部 在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由 / ×0

字型向 / 0字型发展过程中 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随

着北疆铁路与中亚土西铁路的贯通 使连云港成为亚

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 不仅是华东 !西北 !中原 个

省区贸易运输最便捷 !最经济的出海口 而且还将经

济活跃的中国沿海 !日本 !韩国以及东南亚沿海国家

和地区与欧洲发达国家直接连接起来 该岸段已被列

为我国 个/ 海洋特殊开发区0之一 ∀这样具有极大辐

射作用的地理位置 无疑将对海洋经济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作用 为海洋农牧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 ∀

连云港海洋农牧化建设规划布局

根据海域地理位置 ! 环境的理化因子 ! 资源状

况 !生物的生态习性和养殖结构类型等因素 海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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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化类型分区在空间上以内湾为据点 以 ∗

等深线间浅海为中心 以前三岛为前沿 逐步由近岸

海域向湾外及开放海域发展 因此可将海州湾海域划

分为四大海洋农牧化区

海州湾西岸农牧化区 从绣针河口至东西连

岛一线潮间带和 等深线以内浅海水域 面积约

为 纳潮条件好 水质佳 靠近对虾繁殖场所

滩涂上低值贝类资源丰富 养虾历史较长 ∀该区滩面

平坦宽阔 底质为粉沙质 环境条件适合海带 !紫菜 !

裙带菜 !毛蚶 !杂色蛤等海洋生物增养殖 并可扩大沿

岸池养对虾及梭子蟹暂养基地规模 ∀

灌北沿海农牧化区 从高公岛东侧 等深

线至灌河口 ! 开山岛一线潮间带和 等深线以内

浅海水域 面积约 天然栖息有牡蛎等经济

贝类 水质佳 适宜开发为海带 !紫菜 !牡蛎 !文蛤等海

洋生物增养殖区 ∀

浅海农牧化增养殖区 指 ∗ 等深线之

间的浅海海域 温度 !盐度较稳定 透明度较大 水质

佳 水流畅通 初级生产力水平高 续肥力强 养殖环

境合适 宜贝藻间养和多品种立体养殖 使贝藻在生

长过程中不同的新陈代谢物能更好地相互转化 形成

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 ∀目前此海域开发利用尚显不

足 ∀可在 等深线附近养殖牡蛎 向外至 等

深线附近可大规模间养藻类 海带 !裙带菜等 !扇贝

形成规模效益 ∀

湾口前三岛海珍品增养殖区 海域较深 水质

优良 污染较小 海洋生态环境优越 天然栖息着刺

参 !鲍鱼 !扇贝等海珍品资源 是江苏省唯一的刺参 !

鲍鱼 !贻贝等海珍品增养殖基地 ∀本区今后的发展重

点是加大投入 发挥现有的资源优势 立体利用海洋

空间 以底播鲍鱼 !海参 !牙鲆等为重点 浮筏养殖海

带 !裙带菜等 坚持贝藻间养 搞好水体的立体利用 ∀

连云港海洋农牧化建设具体措施

建立!健全海洋农牧化建设的综合管理机构

海洋农牧化建设是一个涉及多学科跨部门综合

性的系统工程 必须有一个权威机构对开发实施宏观

调控和综合管理 制定总体开发规划 参与重大问题

决策 以综合论证的科学性显示其权威性 ∀而且制定

详细科学的规划是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海洋渔业可持

续发展的保证 所以规划应根据海洋区域功能 !技术

状况 !市场需求等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使开发尽量符

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建立!健全海洋农牧化管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积极保护渔业资源 加强海洋渔政管理 完善海

洋渔业法规 ∀一方面 要设立禁渔期和禁渔区 以保证

渔业资源恢复产量 另一方面 要严格执行已颁布的

有关法规 建立健全渔业执法网络和渔政监察队伍

加大执法力度 维护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 ∀对各海区

使用渔具 !禁捕区 !禁渔期做出规定 依据国家有关法

令和渔业管理细则 对各种违法现象严格执行已颁布

的有关法规 ∀同时要实施海洋渔业资源的有偿使用制

度 对渔业资源的管理 除了依靠必要的法律手段和

行政手段之外 应重视采用经济手段进行管理 转变

以住/ 海洋共有 水产无主0 !/ 资源无价0的传统观念

向在海洋中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

护费 这样不仅可以改变资金不足的现状 而且能强

化人们保护资源的观念 从而达到强化资源管理 将

海洋资源纳入资产化管理轨道的最终目的 即在明确

海洋资源权属的基础上 对海洋资源进行核算和评

估 逐步实现海洋资源的有偿使用 发挥市场配置优

化资源的作用 ∀

加强海洋生物技术研究

海洋农牧化是一项高技术产业 没有强有力的

技术力量作为后盾 不可能实现大的突破 而海洋生

物技术是海洋农牧化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应用海

洋高新技术是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必由之

路 ∀所以应选择具有较大应用前景的资源生物 从分

子 !基因 !细胞到生理调控等几个层次去研究鱼虾贝

藻等的农牧化技术 ∀同时为了尽快将科学技术转化为

经济效益 应大力加强产学研结合 依靠科技进步 早

日实现大规模/ 耕海牧渔0 ∀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整治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是实现海洋资源与环境

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 ∀因此 应根据海洋生态环境

实际状况 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的整

治与保护工作 加强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组织 !协调 !监

督检查的职能 加快治理对保护海域有重大影响的老

污染源 ∀依靠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 严格控制新的污染

源产生 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 只知开发利用 不

知保护海洋0 和把海洋视为 /天然垃圾箱0 的传统观

念 ∀增强各级领导的海洋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 调动公众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管理的自觉性 处理

好海洋渔业发展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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