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 卷第 ３ 期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国家公园（中英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Ｖｏｌ．２，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基金项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项目（２０２１Ｋ⁃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２２； 　 　 采用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１４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４９６８５７７８４＠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５２ ／ ｊ．ｎｐ．２０２４０１２２００２５

白玲，于国旭，张朝晖，马炜，魏艳秀，庄鸿飞，田静，刘增力．渤黄海区核心价值与重要保护范围划定探讨．国家公园（中英文），２０２４，２（３）：　 ⁃ 　 ．
Ｂａｉ Ｌ， Ｙｕ Ｇ Ｘ， Ｚｈａｎｇ Ｚ Ｈ， Ｍａ Ｗ， Ｗｅｉ Ｙ Ｘ， Ｚｈｕａｎｇ Ｈ Ｆ， Ｔｉａｎ Ｊ， Ｌｉｕ Ｚ Ｌ．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ｏｈａｉ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２０２４，２（３）：　 ⁃ 　 ．

渤黄海区核心价值与重要保护范围划定探讨

白　 玲１，２，于国旭３，张朝晖４，马　 炜１，魏艳秀１，庄鸿飞４，田　 静１，刘增力１，∗

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７４

２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３ 长岛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中心， 烟台　 ２６５８００

４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要：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设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 渤黄海海洋海岛生态地理区是我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的 ３９ 个自然生态

地理区中的海洋生态区之一。 首先对该区域进行核心价值与重要保护范围划定探讨，提出长岛作为北方典型的海洋海岛生态

系统，是渤黄海区的优先保护区域。 然后，综合评价长岛国家公园的核心价值主要有：温带海岛⁃浅海湿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典

型代表，珍稀物种重要栖息地和洄游、迁徙通道，独特罕见的海洋、海岛地质遗迹景观 ３ 方面。 同时，根据《国家公园设立规范》
的相关要求，逐级开展长岛国家公园评估区划定、优先保护区域识别和国家公园范围确定。 最后，围绕目前研究尚且不足的几

个问题展开讨论及建议。 本研究为我国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立进行实践性探索，提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国家公园范围划定技术

方法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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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国际上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至少保护 ３０％的陆地

和海洋的目标”。 目前全球海洋的保护面积不足 １０％［１］，我国陆地保护地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但海洋和

海岸带保护地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非常大［２］。 “浅海”“陆架”是我国海域的显著特点，特殊的环境蕴藏着丰

富的自然资源［３］。 我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基于 ３９ 个自然生态地理区，在海洋生态大区的渤黄海、东
海、南海 ３ 个生态地理区中，遴选了长岛（渤黄海）、热带海洋（南海）、南北麂列岛（东海）３ 个海洋类型国家公

园候选区［４］，为我国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布局和体制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是实现海洋“３０ 目标”的关键一环。
我国海洋类型国家公园选划布局处于起步阶段［５］。 对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潜在区域识别，有研究以

海洋生态优先区、海洋保护区及海洋生态红线为基础，采用专家咨询法确定 ２４ 个海洋国家公园建设的优先海

域［５］；有研究利用空缺分析法识别黄海生态区的优先保护区域［６］；有研究利用ＭａｘＥｎｔ 预测了 ３５９ 种濒危物种

的地理分布，结合系统保护规划确定东海的优先保护区域［７］。 但热点地区分析方法主要适用于大尺度的研

究［８］，无法在小尺度上有效指导国家公园的范围确定。 具有法律依据、得到相关各方认可、边界清晰的国家

公园边界和分区界线，是实施保护和有效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国家公园监督管理的重要凭证［９］。 由

于海域和国情的差异，国际上对海洋自然保护地的范围边界划定尚无统一意见。 如南澳大利亚采用 １４ 项设计

原则指导其海洋公园外部边界的发展［１０］。 我国《国家公园设立规范》对国家公园范围划定提出一系列要求［１１］。
有学者对标该规范及《国家公园设立指南》等文件相关要求，对国家公园创建过程中的评估区确定、优先保护区

域识别、范围方案划定等阶段性工作进行了实践探索［１２］，黄河口、秦岭等一批国家公园也在创建过程中开展了一

系列相关工作。 随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推进，需要更加全面和精细化的空间规划与管理［１３］。
国内对海洋海岛类型国家公园的研究较少［１４］。 本文选取渤黄海海洋海岛生态地理区（简称“渤黄海

区”）作为研究区域，探讨识别该海区的优先保护区域，在对拟建长岛国家公园（简称“长岛国家公园”）的核

心价值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探讨长岛国家公园范围划定过程及方法，以期为长岛及类

似海洋海岛国家公园范围划定提供思路及方法。

１　 研究区概况

我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全国划分为 ３９ 个自然生态地理区（不含中国港澳台），
其中海域分为渤黄海、东海、南海 ３ 个生态地理区。 渤海和黄海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黄海在西北以辽东半岛

南端老铁山角与山东半岛北岸蓬莱角连线为界、与渤海相联系，南以中国长江口北岸启东嘴与济州岛西南角

连线为界、与东海相连接［４，１１］。 渤黄海区面积约 ４６ 万 ｋｍ２，平均水深 ４６ｍ，海域范围主要包括近封闭内

海———渤海、以及半封闭浅海———黄海。 渤黄海区海底是大陆架冰川期后被淹没的部分，海底呈缓坡形，地势

从中国海岸向海倾斜，从朝鲜半岛向海槽倾斜更陡，从盆地东部向南延伸到冲绳海沟。 该区域位于西伯利亚

高压和亚热带太平洋低压之间，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 渤黄海区是世界最大的陆架浅海温带海洋生态系

统，重要的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场、育幼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１１］。 渤黄海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海洋动物主

要有食肉目（所有种）、鲸目（海豚科）、海龟科、文昌鱼纲（文昌鱼）等，其中关注度最高的为西太平洋斑海豹

Ｐｈｏｃａ ｌａｒｇｈａ、东亚江豚 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 ｓｕｎａｍｅｒｉ 等鲸豚类物种［６］。

２　 优先保护区域识别

渤海海峡沟通了渤海和黄海两大海域，是中国第二大海峡，南起蓬莱角北至老铁山角，是渤海与黄海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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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分界线和相互联系的咽喉要道，也是渤海的唯一出口和海防战略重地，被称为“渤海咽喉”。 不仅是商船通

航和军事上的重要通道，更是渤海进行水体交换、物质运输和生物迁徙的唯一通道。 因此，渤海海峡是主要经

济鱼虾类进入渤海各产卵场和长成后越冬洄游的必经之路，是西太平洋斑海豹关键洄游通道［１５］，是黄渤海东

亚江豚的热点分布区域之一［１６］，是渤黄海海洋海岛生态地理区的重要生境之一。
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在渤海海峡设有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岛国家森林公园、长山列岛国家地质公

园、胶东半岛海滨风景名胜区长岛景区、长岛国家级海洋公园、长岛长山尾海洋地质遗迹省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长岛皱纹盘鲍光棘球海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长岛许氏平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庙岛

群岛海豹省级自然保护区等 ９ 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 １８９５ｋｍ２（去交叉重叠） ［１７］，约占长岛（又称庙岛群岛）
管辖总面积的 ５７％。

长岛扼守渤海海峡，由 １５１ 个岛屿组成的岛链呈南北纵列于渤海海峡，对渤海环流、渤海环境保护和渤海

生物资源恢复具有强烈调制作用，是维持渤海生态系统运转的关键泵站，是连通渤黄海生态功能的核心节点，
是京津冀地区的海上生态安全屏障。 海洋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难以恢复［１４］。 该区域的保护状

况将对渤海乃至首都圈生态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长岛岛群及周边海域作为北方典型的海洋海岛生态系统，是
渤黄海区重点的优先保护区域。 渤黄海区与长岛的位置关系见图 １。

图 １　 渤黄海海洋海岛生态地理区与长岛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ｏｈａｉ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ｏｃｅ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ｄａｏ

３　 长岛国家公园范围划定

３．１　 长岛国家公园设立必要性

　 　 明确核心价值是国家公园设立的最基础工作之一［４， １８］。 依据《长岛国家公园评估区综合科学考察报

告》，围绕《国家公园设立规范》的认定指标，以国家代表性为主线，即生态系统或生物物种代表性、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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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辅以生态重要性指标，综合评价长岛国家公园核心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３．１．１　 温带海岛⁃浅海湿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长岛国家公园分布着兼具海岛森林、基岩海岸、潮滩湿地、海草床、海藻场、海湾等多种典型生态系统，是
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温带海岛⁃浅海湿地⁃海洋综合生态系统，是渤黄海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之一。 海岛

重点生态系统以抗风、耐寒的疏林、灌丛、草甸等具有海岛典型特征的自然植被为主，由黑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小叶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荆条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胡
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等为建群种组成，具有温带海岛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 浅海湿地分布着集中连片的海草

床和海藻场，为近岸海洋生物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育幼场和索饵场，是我国北方大型海藻种类最多、保存最为完

整的最后一片海藻场。 长岛国家公园位于渤海和黄海两大生态系统的过渡区域，黄海和渤海之间通过渤海海

峡的水交换强烈，由十几条横穿渤海海峡的水道和海岛周边海域所组成的典型生境，及生活其中的浮游生物、
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等共同构成了典型的温带海洋生态系统。
３．１．２　 珍稀物种重要栖息地和洄游、迁徙通道

长岛既是鸟类及昆虫在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迁徙的南北通道，也是各种海洋生物在渤海与黄海间迁徙

洄游的东西通道。 已知记录陆海空生物有 ３５００ 多种，是渤黄海海洋海岛生态地理区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区域。 海域是连接西太平洋斑海豹在辽东湾繁殖区和黄海栖息地之间的关键洄游通道和摄食生境，也是东亚

江豚和其它众多海洋生物的关键洄游通道和摄食生境。 长条形岛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停歇和觅食提供了优

良场所，是连接胶辽两个半岛的生物交通线，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每年有大量

的迁徙鸟类途径，猛禽种类多、数量大，已成为我国猛禽研究的重要基地［１９］。 有西太平洋斑海豹、东亚江豚、
白尾海雕 Ｈａｌｉａｅｅｔｕｓ ａｌｂｉｃｉｌｌａ、金雕 Ａｑｕｉｌａ 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猎隼 Ｆａｌｃｏ ｃｈｅｒｒｕｇ 等旗舰种或伞护种，有皱纹盘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仿刺参 Ａｐｏｓｔｉｃｈｏ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光棘球海胆 Ｍｅｓｏｃｅｎｔｒｏｔｕｓ ｎｕｄｕｓ 等海珍品，是著名的“鲍鱼之乡、扇贝之

乡、海带之乡”，是我国海上物种的“博物馆”，是国内猛禽环志研究的重要基地。
３．１．３　 独特罕见的海洋、海岛地质遗迹景观

长岛各岛海蚀崖、洞、柱、象形礁、象形石、彩石岸、球石等地质景观随处可见。 位于长岛最南端的渤黄海

分界砾脊，是千万年来两侧黄海和渤海海流携沙带石不断冲撞沉积形成的连岛沙洲，与渤黄海的分界线重合，
这种奇特的海积地质地貌实属罕见，在国内甚至世界都具有典型性和稀有性，堪称世界奇观［２０］。 海岛黄土记

录了晚新生代以来丰富的地质事件，是研究第四纪古气候的重要信息载体，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长岛是我

国最早的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留存有距今 ６５００ 多年母系原始社会的“东半坡”北庄遗址。 长岛有距今

９００ 年的庙岛显应宫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妈祖庙，加之传承百年的海上劳作方式和渔家饮食文化，孕育了我国

北方典型的海岛习俗和海洋文化。 纷繁丰富的海蚀和海积地貌景观以及海洋历史文化景观，在国内罕见且极

具保护价值。
３．２　 长岛国家公园范围边界确定

国家公园公园范围划定不合理可能偏离国家代表性、生态过程完整等定位要求，或导致保护价值低或没

有保护价值［２１—２２］。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明确，在对评估区域科学考察基础上，划定国家公园评估区边界，识
别优先保护区域，最后明确国家公园范围、管控区划等事项。 顺应以上国家公园设立相关政策要求，本文对长

岛国家公园范围边界进行确定。
３．２．１　 长岛国家公园评估区划定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要求将拟设立国家公园的区域，按照山系、水域等生态系统或旗舰种栖息地的完整

性、原真性、连通性，以现有 １ 个或多个自然保护地为基础，连同周边具有生态保护潜力的区域确定为评估区。
长岛国家公园评估区（图 ２）划定基于长岛岛陆及管辖海域，扩展周边海域至涵盖整个渤海海峡。 将老铁

山水道、长山水道和登州水道等位于渤海海峡内部水道均列入评估区范围，涵盖西太平洋斑海豹、东亚江豚等

重点保护物种的主要活动区域，候鸟迁飞停靠的岛链，陆域植被生态系统，岛屿周边浅海湿地生态系统以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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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的海洋生态系统。 具体范围是：北部以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角为最北端（长
岛海域东北角往北偏东、垂直长岛海域北界约 ２５ｋｍ），南部以蓬莱港为最南端（长岛海域南界往正南约

３ｋｍ），东部、西部分别从垂直长岛海域东和西两条边界起延展约 ３０ｋｍ 和 ２５ｋｍ。 综合划定后，长岛国家公园

评估区范围总面积约 １０２２５ｋｍ２，包括长岛行政管辖面积约 ３３０２ｋｍ２、山东省管辖海域面积约 ７８７ｋｍ２、辽宁省

管辖海域面积约 １２３０ｋｍ２、周边国管海域面积约 ４９０６ｋｍ２。

图 ２　 长岛国家公园评估区范围图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ｄ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３．２．２　 长岛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识别

根据“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国家公园理念以及“管理可行性”的国家公园设立要求，在长岛国家公园评

估区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优先保护区域。 以长岛境内的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９ 个现有自然保护地为核

心，考虑重点保护对象分布情况，适当突破行政界线限制，陆域包括长岛全部岛屿，海域包括长岛管辖海域再

适当延展涵盖周边海域。 优先保护区域涵盖生物多样性高度集中分布区、陆域植被生态系统、浅海湿地生态

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以及重点遗迹等关键区域。
综合划定后，长岛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图 ３）北部以老铁山水道（５０ｍ 等深线）为界，南部以登州水道

（１２ｍ 等深线）为界，以保障社区生计发展的基本需求。 长山水道等位于渤海海峡内部水道均列入优先保护

范围，并延展渤海海峡东、西至界限，以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 长岛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总面积

约 ５４３９ｋｍ２，包括长岛行政管辖面积约 ３３０２ｋｍ２、周边国管海域面积约 ２１３７ｋｍ２。
３．２．３　 长岛国家公园范围边界确定

在识别优先保护区域的基础上，长岛国家公园范围划定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东亚

江豚、海岛森林、珍稀鸟类、独特稀有的地质遗迹等主要保护对象的主要分布区域，及仿刺参、皱纹盘鲍等海珍

品的原生种群分布区尽量划入；二是考虑管理可行性，将主要岛屿的港口码头用海、港池用海、航道区、城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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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长岛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范围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ｄ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已有自然保护地范围为 ９ 个自然保护地范围叠加图

政设施、居民居住区、捕捞作业区及海水养殖区等与原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极少量海域不划入。 由于主要保

护对象西太平洋斑海豹和东亚江豚的主要活动区域超出长岛辖区范围，为实现有效保护，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将长岛辖区外西太平洋斑海豹和东亚江豚的高密度活动海域纳入国家公园范围。

综合划定后，长岛国家公园（具体范围见图 ４、图 ５）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２０°２５′１５．６０″—１２１°１３′１９．２０″，北纬

３７°５９′１３．２０″—３８°３３′５０．４０″，总面积约 ３６６５ｋｍ２，其中岛陆面积约 ３３ｋｍ２，占长岛岛陆面积 ６１ｋｍ２的 ５３．２３％，岛
陆部分全部位于长岛辖区范围内；海域面积约 ３６３２ｋｍ２，其中长岛管辖范围内海域面积约 ２４６４ｋｍ２，占长岛管

辖海域面积 ３２４１ｋｍ２的 ７６．０３％，长岛管辖范围外海域面积约 １１６８ｋｍ２。

４　 讨论

４．１　 数据获取

有效的划区管理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包括长时间序列的精确环境数据、地形地貌数据、脆弱和重要海洋

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等等，开放海洋的动态性增加了数据获取的难度［２３］。 海洋领域的数据往往极为有限，明
显的数据缺口如种群规模、生活史特征和栖息地范围等，阻碍了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地制定有效管理措

施［２４—２５］，基于长岛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的科研成果相对薄弱［２５］。 如长岛国家公园主要保护对象之一———东

亚江豚种群数量、分布和误捕状况等本底资料匮乏，资源和人类活动改变对其造成的影响也不甚清楚，目前尚

无以东亚江豚为保护对象的海洋保护地，需要更多基线数据以支撑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等［６］。 由于渤黄海海

域西太平洋斑海豹、东亚江豚等重点保护物种的长期监测数据薄弱，本研究主要依据近年开展的综合科考成

果，因此具有一定的欠缺，需要持续开展监测进一步研究支撑国家公园范围和管控区的科学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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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长岛国家公园范围图

Ｆｉｇ．４　 Ｍａｐ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ｄ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斑海豹和自然遗迹分布根据科考转绘；东亚江豚遇见率来自李永涛等最新监测成果［１６］

４．２　 范围划定尺度与方法

海洋环境具有陆地所不存在或相对罕见的特殊环境特征，影响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海洋环境特征

主要包括具有多维环境、内外界线难分、保护对象具有移动性和不可见性等，管理困难且成本高［２５—２６］。 长岛

国家公园主体为大面积海洋（包括部分国管海域），海域广阔，海况复杂，特别是北五岛地处渤海深处，同时岛

屿众多且分散，受区位制约，海域海岛执法监管难度大，需要在海域巡护、岛陆巡查、保护修复、科研监测等方

面持续性投入以实现有效管理，但海上监测监管设施投入大、维护成本高。 国家公园范围过大，在目前管理中

并不实际。 本研究中长岛国家公园范围划定重点考虑了西太平洋斑海豹和东亚江豚等旗舰物种的分布，统筹

考虑了管理可行性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但多大尺度的范围足够支撑该区域核心价值的保护，仍然是一

个问题。 目前研究区域的海洋生物分布数据等划界必须的本底资料不充分，未来需要基于多年监测数据，采
用适合的生态位模型等定量分析的科学技术方法，结合定性分析，统筹考虑管理有效性，进一步深入论证范围

划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４．３　 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长岛海洋渔业历史悠久，是长岛支柱性产业，是中国最富裕的海岛之一。 周边海域历来是海水养殖和捕

捞的主要作业区、海草主要生长区，也是海洋生物最富集的区域之一。 为了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有效保护西

太平洋斑海豹和东亚江豚等重点保护海洋生物栖息地，长岛国家公园范围纳入部分已确权海域、养殖区，基本

涵盖社区居民生活和生产作业区域，涉及养殖确权用海单位和个人较多，确权用海面积数十万亩，作业渔船数

百艘。 国家公园设立将对当地养殖、捕捞带来一定限制，是当前保护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我国国家公园建

立最本质要求是设立后人民福祉不减少、生活水平不降低，针对矛盾调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保护与发

展长效协调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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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长岛国家公园范围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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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建议

５．１　 持续开展调查监测

　 　 国家公园范围边界划定需要大量精确的数据作为基础，基于科学认知进行划定［６］。 长岛国家公园未来

仍需持续开展本底调查，建立完善物种分布位点、三场一通道、种群数量和受威胁状态，以及自然生态地理区

８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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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人类活动冲突等数据库。 进一步明确长岛国家公园核心价值及空间分布格局，完整地区划下来，确保国

家公园核心价值得到完整保护。 将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地理环境相匹配，形成定量化、精细化的

海洋生境制图，从而准确识别范围管控边界［２７］。
５．２　 基于生态连通性探索联合保护模式

我国海洋综合管理进入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新时期［２８］。 海洋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生态系统，
生态连通性将海洋生态系统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引起海洋生态连通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即洋流运动和物

种迁徙［２９］。 洋流运动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会因气候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直接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变化［３０］。
生态连通性（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能够确保海洋生物在不同海域间完成迁徙、繁殖和觅食等生命周期。 海

洋类型自然保护地需要加强联合保护。 许多海洋自然保护地（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ＭＰＡ）规划时没有足够

数据来推断生态连通性，大多数物种相关信息非常缺乏。 大型海洋自然保护地网络（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ＰＡｎ）由多个 ＭＰＡ 组成，连接 ／连通不同海洋自然保护地，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更全面、更协调的

管理［３１］。 构建和维持高连通性的海洋生态网络将为海洋物种洄游提供有力保护［１］。 应探索建立以海洋类型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组成完整海洋自然保护地网络，串联渤黄海区域不同级别和类型的涉海保

护地，提升海洋保护面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等，探索共建共管共享的保护新模式，共同打造渤

黄海生态安全屏障。
５．３　 创新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策略

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相对封闭，十分脆弱，极易受到人类开发活动的干扰与破坏［３２］。 国家公园范围划定

后，分层设置管控区和功能区有利于国家公园的精细化管理［３３］。 未来长岛国家公园建设需针对西太平洋斑

海豹、东亚江豚、猛禽等重点保护对象的迁徙洄游规律，统筹考虑“黄金水道”需求，结合休渔期制度，制定完

善的分区管控、分时管控、动态管控的差别化管控策略。
５．４　 保护与发展相协调

尊重我国国情，综合考虑长岛社区居民自然减员情况和民生实际，围绕确权海域、捕捞生产、景区景点、航
道航线等主要矛盾，持续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为范围划定和分区管控奠定基础。 依托科研技术力量长期跟踪

研究，及时梳理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探索海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多渠道增加渔村及社区居民收入

和民生福祉［２５］，实现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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