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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世界第三大陆缘海 面积约 万 其

中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约 万 ∀由于其海域辽阔 !

水质优良 !海洋资源丰富 因此发展海洋产业的条件

得天独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南海周

边国家竞相发展海洋经济 我国也加快南海区海洋资

源的开发步伐 ∀然而伴随海洋经济的发展 已出现了

渔业资源衰退 海域污染情况日趋严重 赤潮频频 近

海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海洋经

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 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已成为目

前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

开发南海海洋资源的战略性需要

海洋是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我国是人口大国 但耕地 !淡水 !矿藏等自然资

源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南海区海洋生物资源品种

众多 鱼 !虾 !贝 !藻等海洋生物种类总计 种 约

占全国相应类群种类的 此外海底石油 !天然

气 !矿产资源蕴藏量巨大 水资源 !化学资源 !潮汐能

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而且这些宝贵的海洋资源

尚未充分利用 因此开发南海资源是缓解我国人口 !

环境压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途径之一 ∀

我国初步具备了大规模开发南海的技

术条件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 我国加大了海洋科技的

投入 实施了海洋科技攻关计划和 / 科技兴海0计划

并取得丰硕成果 ∀传统的海洋产业如海上运输 !海洋

捕捞 !海水养殖有了长足的进展 新兴的海洋能源开

发 !海洋生物工程 !海洋探查及资源开发技术更是发

展迅速 并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已具备为大规模开

发南海海洋资源提供科学指导和技术保障的条件 ∀

开发南海 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新世纪

的战略选择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海洋经济成为世界经

济中快速发展的一个新领域 探索海洋 !开发海洋 已

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热点 很多国家把海洋视为争取生

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基地 ∀因此顺应海洋开发大潮 加

大对南海区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 发展海洋经济 不

但对国家经济实现产业升级 !结构优化有极大的推动

作用 而且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

南海海洋资源开发中带来的生态问题

海洋渔业捕捞过度 生物资源急剧减少

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 沿海渔船发展失控

年在南海海域生产作业的粤 !桂 !琼三省渔船数量就

达 万艘 功率 万 • ∀据调查和评估 南海

海域渔业资源总可捕捞量约为 万 ∗ 万

年实际捕捞量却为 万 远远超过了渔业资源的

再生能力 酷渔滥捕的结果是渔业资源急剧衰退 白

鲳 !马鲛 !带鱼等优质鱼类已形不成鱼汛 ∀虽然近年捕

捞总产量不断增长 但单位产量 ≤° ∞ 却大幅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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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广东省近海拖网渔船平均网产从 年的

递减到 年的 下降 此外渔获产品

中小型化 !低龄化 !劣质化十分普遍 优劣渔获物之比

已从 年代的 变为 年代的 ≈ ∀

经济发展给海洋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

影响

滩涂 ! 湿地和港湾是许多海洋生物的主要栖息

地和繁殖场所 广东省海岸带底栖生物总平均量为

而滩涂平均生物量为 ≈ ∀随着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 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冲突

日渐激烈 盲目围垦 !填海造地 !滥取海沙等现象在南

海沿岸十分普遍 ∀仅珠江口每天就有 艘采沙船

采沙量超过 万 广东省在 ∗ 年围海填地

面积就达 其中经论证的有 仅

占 ∀围垦 !填海加快了海岸形态的改变 使许多

滩涂 !湿地和港湾随之消失 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

逆转的毁灭性损害 ∀

海洋环境污染加剧 损失触目惊心

南海区现有油气田平台 个 年排放含油

废水 万 入海油量 ∀海区同时还接纳工

业废水 万 !生活污水 万 有毒 !有害物

质 万 入海的废水和污水大多未进行任何处

理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广西南流江口附近海域

水质已降为三类 珠江口海域的无机氮超标 倍多

富营养化程度非常明显 ∀污物 !污水富含石油 !农药 !

重金属 不但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繁衍

而且通过食物链转移 还会危害人类的健康 污物 !污

水中的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则会加剧局部海区富营养

化 引发赤潮 如 年 月发生在南海海域大规模

的密氏裸甲藻赤潮 造成粤 !港两地的养殖鱼类大量

死亡 损失高达 万元 ∀

近海养殖无序发展 自身污染严重

随着对虾养殖和网箱养鱼的迅猛发展 养殖业

自身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 每生产 对虾 平

均需投料 ∗ 其中大约有 ∗ 的饵料未被

利用 因此大面积对虾养殖区排放富含高浓度有机污

物的养殖废水 也是近岸水域生态环境恶化 造成虾

病连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南海海区的 万只养

殖网箱 主要集中在水流缓慢港湾 !浅海区 局部养殖

密度超过环境容量 而且所用饲料 是冰 !鲜小杂

鱼 ≈ 极易传染疾病病原 加上区内水流不畅 残饵 !

排泄物大量累积 成为病原菌和病毒生存 !繁殖的场

所 因此养殖业自身污染导致鱼类死亡的事故逐年增

加 ∀如海南省新村港 年刚发展网箱养鱼时 养殖

成活率达 随着网箱养鱼密度和自身污染的加

大 养殖成活率也逐年下降 至 年养殖成活率仅

∗ ∀

珊瑚礁 !红树林屡遭破坏 局部自然生

态脆弱

珊瑚礁被称为 / 海洋中的热带雨林0 与红树林

一样都是海洋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 海

洋中的 鱼类种类栖息在珊瑚礁区 区内每 的

生物生产力是周围热带大洋的 ∗ 倍 ≈ 由于海

洋污染的加剧以及人为的破坏 南海海洋自然生态正

变得越来越脆弱 红树林已从 年代的 万 下

降到目前的不足 万 海南省的珊瑚岸礁与

年代相比数量减少 ∀自然生态受破坏后 明显的

降低了净化陆源污染的能力 也使大批海洋生物失去

了栖息场所 导致种群的衰退 ∀

南海海洋生态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进一步发挥科技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

作用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技术相对落后 因此急需加

大基础研究及综合整治技术的攻关 使科技的创新和

进步成为海洋生态保护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需要重点

解决的关键问题有 研究南海区生物资源的变化规

律 评估生物资源的可用量 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通过对水域生态特点 !

养殖对象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以及养殖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的研究 测算主要养殖品种的海区养殖容量 为

建立高效集约式养殖和生态养殖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进行红树林引种栽培和造林技术研究 为红树林资源

恢复工程提供技术支持 研究不同海区赤潮发生的机

制与规律 探讨赤潮的综合防治应用技术 探讨养殖

池有机污染物生物降解技术及生物降解菌大规模培

养技术 研究开发清洁的原料 !能源 !生产工艺 彻底

解决由陆源排污带来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 ∀

实行科学养殖方式 大力发展生态型渔业

发展海水养殖生产要与改善环境有机的结合起

来 实现养殖生产 !生态与环境效益协调发展 ∀首先提

倡适度养殖 根据海域的养殖容量和养殖现状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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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合理安排养殖品种 !数量及布局 使养殖过程中

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不超过近岸水域的自净能力 其次

应推广立体化多元生态养殖模式 由于藻类的生长需

要吸收大量的氮 !磷 贝类则能滤食水体中的浮游生

物 因此在鱼 !虾 !蟹池塘养殖中 选择江蓠 !裙带菜以

及杂色蛤 !扇贝等进行混养 对水质的净化和改善有

积极作用 另外投放净水微生物对水质改善或净化也

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据李桌佳等报告 以芽孢杆

菌 Βαιλλυσχοην 为主导的微生物制剂 能使对 虾养殖

水体的硫化物降低 ∗ 2 ! 2 降低

∗ ⁄ 增加 ∗ ≈ ∀同时针对目前网

箱养殖大都是浅水港湾浮排式网箱的实际 今后应重

点发展可沉降式深水网箱养殖模式 这样不但可以减

免风浪 !水面污染及赤潮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而且由

于养殖海域水深流急 !水体自净能力强 又能有效解

决网箱养殖所存在的自身污染问题 遏制因环境污染

所引发病害的流行 ∀

调整海洋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海洋旅游业

世界海洋旅游业年收入高达 亿美元 而我

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大量海洋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

利用和开发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假日休闲消

费持续增长 发展海洋旅游业成为新的热点 特别是

目前南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捕捞生产举步维艰 发

展海洋旅游和休闲渔业尤为迫切 ∀建议借鉴国外和台

湾省的经验 调整海洋产业结构 促进旅游业和海洋

渔业的结合 鼓励和引导部分渔船 !渔民转产 !转业

用之于发展休闲渔业 !海洋旅游业 ∀南海海岸带自然

景观优美 地质 !地貌类型千姿百态 天然浴场白沙如

练 海底世界五彩缤纷 发展海洋旅游业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 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建设若干具有海洋特

色的滨海旅游体系 包括海鲜大食街 !观光渔园 !水上

人家 !海上垂钓 !海底潜水 !帆板冲浪运动 !海洋科普

教育 !航海俱乐部等游乐景点和娱乐设施 ∀并在沿岸

水深处投放人工鱼礁 诱集鱼类 作为游钓资源 ∀这样

既为困境中的捕捞业开辟了新的领域 也有利于生态

环境的保护 ∀

建立自然保护区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由于红树林 !珊瑚礁 !海岸湿地等生态系统屡遭

破坏 因此保护和恢复工作已刻不容缓 建立自然保

护区 确保区内红树林 !珊瑚礁以及栖息动物种群的

多样性和稳定性 是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之一 ∀红树

林是许多海洋动物繁殖 !栖息和觅食的主要场所 并

且对氮 !磷 !重金属 !有机氯农药有较强的积累 !吸收

和净化的功能 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所

以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在建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

同时 实施红树林资源的移植 !栽培工程 增加和扩大

红树林的面积 恢复受破坏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

以此改善近海生态环境 ∀

建设/ 数字海洋0 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

进入 世纪 信息化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提高海洋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

力 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代化手段 因此利用先

进的信息技术 建设我国南海区 / 数字海洋0 已成为

海洋管理中的当务之急 ∀/ 数字海洋0是/数字地球0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是以现代通信 !计算机技术为支

持的全球定位系统 °≥ !地理信息系统 ≥ 和遥感

技术 ≥ 组成的/ ≥0技术 ∀其重点是完成我国海洋信

息元数据库及网络服务工程建设 建立海洋环境监测

预报系统 海洋资源监测 !调查及管理信息系统 海洋

观测 !勘察系统 ∀从而对海洋环境质量状况进行全面 !

有效 !动态地监测和监控 也为海洋资源的管理和开

发提供相关的数据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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