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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 ill 本文提出和论述了岛礁 II海洋生物保护珏(IMPA)~计和管理的 7荣原删 l生掳多I单性和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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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野生生物的保护 ，已由陆地扩大到海洋。在海洋保护区理论方面，人们曾结合一些 

典型实例做过探讨“”。但是，这些理论尚未象特地自然保护区理论那样，得到全面、探入的研 

究和一般化、系统化的概括。 

目前，世界上已建的海洋生物保护区有河 口型(Estuaries)、珊珊礁型(Coral reefs)，海祥 

’型(Marine)、岛礁型(Islands orIslets)、和海岸型(Littorals)等 5种类型。在总数为 835个的海 

洋保护区中 ，岛礁型海洋保护区(Islandmarine pretected areas——缩写 IMPA)，约 138个 ， 

它仅次子海岸型(441个)而居于第 2位。然而，从发展海洋生物保护 区理论的观点看 ，IMPA 

显然更有价值。这是因为 1MPA的保护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覆盖了其它 4种 

类型 ：如，它在水下生物和岸栖生物保护方面，有着与珊瑚礁型、海洋型、海岸型保护区相似的 

内容 {如果 IMPA处于河口，它又会兼有河口型保护的特征。这样，IMPA理论在整个海洋保 

护区理论的发展中，明显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它能为其它类型保护区的理论，提供有意义 

的借鉴。 

作者试图依据从事我国第一个海洋生物保护区——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NINR)设计和 

规划的实践，探讨与 IMPA的设计和管理有关的理论问题。 

1 IMPA的基本问题和设计管理原则 

1．1 IMPA的基本问题 

1 1．1 IMPA的特殊生态学问题 IMPA的保护对象一般为邻近水域的生物港湾生物、岸栖 

或两栖生物、以及陆生生物。它的保护区域包括着海岛和以此为中心的相当大面积的水体 陆 

地 自然保护区理论大体可适用于 IMPA的陆地生物部分 对于岸栖生物、港湾生物和邻近水 

域的生物，除了可采用陆地自然保护区理论中某些原理和指导思想外 ，还必须针对它们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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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境的特殊性，在方法上作新的探索。这包括引入在陆地自然保护区理论中不存在的新概念 

或突出陆地 自然保护区理论中被忽视的概念。 、 ． 

1．1．2 建设 IMPA过程中生态恢复问题 当今世界的 IMPA中，相当大～部是在人类活动 

破坏的环境上建立的。这种破坏可能是由于对生物资源的过量开发而引起的物种短缺或种群 

削弱，也可能是由于人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破坏了生物的生境。不仅 IMPA，几乎其它一切类 

型的自然保护区(陆地、海洋、河湖、沼泽)都无一例外地面临这一生态破坏问题的挑战。人们不 

得不在建立 自然保护区时 ，同时考虑保护区的生态恢复问题 传统的陆地 自然保护区理论 ，并 

未深入研究这一问题。IMPA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必须对这一挑战做 出有效的科学响应。 

1．1+3 1MP,A管理中的生态一经济问题 IMPA的建立和其它一切自然保护区一样，都是一 

项耗资的事业。它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会成为不堪承受的经济负担。这是因为：这些保护医往 

往具有正在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 ；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切断了这方面的经济收入，而且还需为此 

做出额外的经济投入 这样，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这种生态一经济方面 

的两难选择。传统的陆地自然保护区理论很少考虑生态 经济问题。IMPA在发展 自己的理论 

时，必须对此加以妥瞢的处理。． 

1．2 IMPA设计、管理原则 

对于上述 3方面问题 ，本文重新阐述陆地 自然保护区理论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稀缺性原 则． 

生境典型性和完整性原则，物种一面积原则．并提出海一陆生态交错带原则，人工野化原则生态 

脆弱性原则和自养型经济原则。 

1．2．1 物种多样性(Diversity)和稀缺性 (Rarity)原则 物种多样性和稀缺性是评价 自然保 

护区科学价值重要性的两个指标。这是因为：①物种的稀缺性可以衡量保护区的独特地位，一 

个保护区稀有物种愈多 ，说明保 护区的独特的科学价值=缸高，愈能显示它不可替代性 ；②物种 

的多样性可以衡量保护区在生态学上的代表性或典型性，一个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应当能 

概括和代表那些物种多样性贫乏的地区，因而具有较高的典型性 ；③物种的多样性说明了其生 

物群落结掏的夏杂，显示了该生态系统内禀稳定性的程度 ，把 自然保护区选址在稳定性较高的 

地区应当比选在稳定性较低的地区有更大的成功把握，并只付出较少的代价；④物种的多样性 

和稀缺性这两个生态学特征 在实际情况中往往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说，在较大物种多样性 

基础上，会容易出现稀缺物种，而稀缺物种的生存，亦往往需要一个高物种多样性环境作为保 

障。陆地 自然保护区理论在这一方面的观点完全适用于IMPA。这样 ，在 IMPA设计时 必须 

重点选择那些高物种多样性地区和高物种稀缺性地区，尤其应特别重视同时具备的物种多样 

性和稀缺性的地区 

1 2．2 生境(Biotope)典型性和完整性原则 生境是指生物栖居地的整个地理环境。生物的 

多样性和稀缺性．除了依赖于物种之问的相互作用外，它最终还依赖于栖居地的全部生境(地 

理的、物理的、化学的)因子。从这一意义上说，典型的生境是物种多样性和稀缺性的有决定意 

义的支持系统 在 自然保护区设计中，关键原则之一是保持典型生境的完整性。对 IMPA来 

说，岸栖(或两栖)生物，港湾生物和邻近水域的水生生物的典型生境的完整性 ，具体表现为：① 

不仅应考虑生境的地质因子．而且要考虑影响生境的海洋水文因素(如海潮、海流等)；②要从 

营养输运通道 、物理环境调节通道和物种迁转通道等途径．全面理解 IMPA的生境。只有这 

洋 IMPA中物种多详性和稀缺性赖以存在的典型生境的完整性 ，才不致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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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物种一面积原则 生态学上的物种一面积原理，是物种种效与所在区域面积大小之间 

的数量联系。这是一种从物种存在角度对物种一面积原理的理解。在 自然保护区设计理论中，还 

必须从物种生存角度理解物种一面积原理．即这种面积应当是 ①维系物种生存所需的营养学 

面积 ，②物种为抵御外界环境压力所需的抗干扰面积 。当然，为满足保护区管理的经济要求 ，自 

然保护区的选址和设计，应在最高生物多样性和稀缺性与最小物种面积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对 

IMPA来说，由于许多港湾生物 (如贝藻类)多呈斑块分布，其生存所需面积远超过其存在面 

积。这样，物种保护面积，应根据生存面积或完整的典型生境面积加以考虑 。 

1．2．4 海 陆生态交错带 (Ecotone)原则 生态交错带是指不同生态群落边缘相重合(或重 

迭)的区域，它亦可视为群落过渡带。在生态交错带内，存在着两个或多个群落的生境条件，发 

生着不同群落之间的独特的相互作用。这些是单个群落所没有的现象 ．生态学上称它们为边际 

效应 在 IMPA中，主要涉及到对海一陆生态交错带的处理 海一陆交错带对 IMPA的设计和管 

理有 3方面影响；①生物学上，岸栖或两栖海洋生物(如海龟)，以及为抵御敌害而向上迁移的 

贝类，它们需要交错地在海洋和陆地环境中生 活；②营养学上，潮汐和波浪作用或其它因素，使 

陆地和海洋在海一陆交错带中发生营养交换，这种营养交换对交错带的生物是很必要的；③生 

境上陆地生境的破坏(如水土流失 )和环境污染物排放，会破坏海一陆交错带，并通过交错带造 

成对海洋生境的破坏，(据此，在1MPA设计时，为了保护海一陆生态变错带和海洋环境，重点保 

护区域在陆地上的边界应以交错带上的分水岭为界)。 

1．2．s 人工自然化(Man induced naturalization)或野化原则 一个 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具有 

高度科学价值的保护核心区，其生物群落和生态景观必须具有相当高的原始性和天然性 ，也就 

是说，它们必须是充分“野化”的。然而，当今许多己建的或待建的自然保护区，都程度不等地受 

到人类活动的破坏。因此，这些保护区，特别是它们的核心区必然“野化”，以恢复其原初的生物 

成分和景观风貌。从理论上讲 ，这种“野化”可以“自发地”(即不加人为干预地)进行 。但那样往 

往耗时很长(几十年至上百年)，而且重新出现的．可能并非原先生态系统的景观 ，而是另一种 

次生景观(如，不同于原生植被的次生植被 )。鉴于此．有必要通过人工诱导的野化逾径(或称 

“人工 自然化”途径)，使被破坏的系统定向地复归到原初状态。采取“人工 自然化 途径 ，其恢复 

速度将较快，其目标也不致于偏离。对 IMPA来说，人工自然或野化，就是依据恢复生态学原 

理 ，在理论上确定一个 IMPA历 史上的生物群落成分 结构和功能，它的生态景观和生境条 

件，并且在实践上确定恢复或重建的程序。 

1．2．6 生态脆弱性(Ecological fragility)原别 生态脆弱性是指一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承受 

外部压力(Stress)的耐力。对那些被人居环境包围，或与人居环境共存的自然保护 区来说 ，外 

部压力主要来 自人类皤动的影响。这样，在设计和管理保护区时 ，必须根据保护区的生态脆弱 

性 ．对保护区内部的和周围的人类活动做出限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加以隔离或缓j中，以防止 

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倾覆。对 IMPA来说，生态晚弱性应同时考虑水生生态系统和陆 

生生态系统两个方面；并且，其外部压 力，既表现在资源开发方面又表现在环境污染方面—— 

它们来 自各类海洋渔业活动，来 自陆基的工业、农业和居 民生活，来自方兴来艾的海洋和陆地 

旅游活动。 

1．2．7 自养型经济(Self-supporting eCOilOHly)原则 在建立和发展自然保护区的过程中，任 

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的地区都会面临着经济和财政问题。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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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保护对象或所保护的区域，往往是正在开发或拟议开发 的经济资源所在地；保护区的建立， 

将使这些地区由财政上的获利变为耗资，从而引起经济困难 。②禁止保护区内的经济活动会导 

致当地及周围地区以保护区资源为生的人们的就业困难 ，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这样 ，自然保护 

区的社会一经济 内容，己成 为几 乎所有发展 中国家 (同时也包括部分发达国家 中的某些地 

区 )，决定保护区成败的主要囡素之一。为此 ，有必要在 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倡导一种 自养型 

经济的战略。以使在不干扰保护区 目标和不影响保护区质量的前提下，在 自然保护区管理 中， 

从事适度的经济活动，使绝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区能够 自我维持，甚至使一部分保护区能在经济 

上获益。这种自养型经济战略应当研究：保护区中经济内容与保护内容的相容性I不同保护区 

的经济活动模式；保护区的经济活动由现有初级模式向未来的成熟模式的过渡等。 

2 实例研究 ：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NINR)的设计和管理规划 

2．1 南麂列岛的生物地理学 

2．1．1 南麂列岛的海洋与陆地生物 南麂列岛位于中国末海中部，由若干岛屿、明礁、暗礁等 

组成 ，海域面积 1 62kin ，列 岛陆地面积 12km 它是中国台湾暖流与浙江沿岸的长江水系、钱 

塘江水系、和瓯江水系等 淡水水流的交汇地．从而形成对海 洋生物 ，尤其是贝藻类得天独厚 的 

海洋水文条件 。 

南麂列岛贝类 巴鉴定出 403种．南鹿列岛的底栖藻类 为 82属 168种，它们覆盖了 自 

我国渤、黄海副南海的整个地区，具有广泛的地区代表性。这些贝藻类中，有些或目前仅见于南 

麂海域或是国内首次记录．表现了南麂贝藻类的稀缺性 。海洋生物学家认为 ，南麂海域是中国 

南北域贝藻类分布的交错带(或断裂带)，它对于我国贝藻类研究和新种的发现有极高的科学 

价值。 

南麂海域其它海洋生物资源也报为丰富 ，是中国的主要渔场之一。 

南麂岛的植被 原先应为亚热带常绿阙叶丛林。由于人类开发，现已基本破坏。陆地脊椎 

动物。 的种数少．且种群很小。 

2．1．2 对建立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NINR)的几点评价 ①NINR必须具有两类保护功能 ； 
一 是科学意义上对J丌藻类的保护；一是资源经济学意义对其它海洋生物(鱼 、虾、蟹等)的保护。 

③上百年来人类的大规模采集、捕捞和垦殖。使南鹿的海洋生物和陆生生物资源受到相当破 

坏 -NINR面临着一个艰巨的海洋生态和陆地生态的恢复任务。③由于国家不可能对予 NINR 

大量投资t同时 NINR又必须给敝靠南J赡渔业资源为生的人们以经济出路，所以 NINR必须 

寻找自己的经营战略 

2．2 南麂自然保护区(NINR)的设计 

2—2．1 全岛性保护概念和 NINR结构 全岛性保护概念 ，是指将整个南麂列岛及其海域，统 
一 置于保护区的管理之下。尽管这会对南麂及其周围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很大影响，但这样做 

的必要性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正 日趋加剐的人类经济活动对 NINR生物资源和生境条件的非 

常明显的破坏 全岛性保护概念 ，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南麂列岛进行封闭式保护。那种保护，由 

于投资和管理费用很高，因而是不现实的；从海、陆资源适度利用角度看．亦是不合理的。全岛 

性保护概念 ，要求将整个南麂列岛领域划分为多个不同性质的保护区域 ；根据总的目标．针对 

不同区域 ，确定不同的功能，制定不同的保护政策的经济管理政策 

南麂 自然保护 区将 由两个大部分组成。①核心保护区 它应符合国家 自然保护纲要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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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为科学研究服务。②保护性经营区；在不会对核心区造成任何程度的威胁、不会对本区 

内的 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由国家渔业资源法、森林法等约束)的前提下，它可 适度地进行经济 

开发活动。由于南麂列岛资源的多样性 ，它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 ，以及现有南麂社会一经济结 

构的约束，这种保护性经营区可以进一步分为 3类；近岸海域经营区，远岸海域经营区，和陆地 

经营区。这样．整个南麂保护区结构可表达如下； 

／ 核心保护区 

南麂自然保护区： ／ 近岸海域经营区 
(全岛性保护) ＼ 保护性经营区 ：_ 远岸海域经营区 

＼陆地经营区 

2．2．2 核心保护区的设计 南麂列岛贝藻群落的生境，从几何形状上分，有湾岙型和孤礁型 

生境；从地质构造上分．有岩相、砂相 和泥沙相生境。调查表明，南麂海域贝藻类主要聚集于下 

列 4个地点：大沙岙，国圣岙、马祖岙，和小柴屿。这 4个地点的生境特征和贝藻类多样性及其 

比较见表 1。 

表 l 南麂列岛典型贝藻类集聚点的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性比较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0一diversitx and rarity for different sltelifisil and =lga sltea 

英窃柙敌 豁 忡口出 Specie~ l rs of 
shel】fisil and aisle 

誊鳇嚣 岩礁相潮阃带 砂阃潮间带 泥砂租湘间带 湘下带浅海 皿类 委 Ro~'ky inl erlida! S~ndy inlerllda】 Snndy＆mud Und _l；cl l Shellfish Algae 
Si 脯 岳 ln【trtidal⋯ e 

怔 } ％黔 旱豁嚣 新种 贝类 粪 贝娄 薄娄 贝娄 蒜娄 蒋臆 蔷 Ntw~peeie{ 
ShelIrish AIgae ShelIl"ish Alg；te She】Ifish AIgae 

太抄岙 湾吞型 s． rt 
nash l C0v 98 l3g 船 Z 47 8 10 15 -fototdes 

国圣岙 et Lu 
}弯岙型 
Co Z3 5 5 3 1Z 1 3 3 

马祖 岙 湾岙型 
M a~ uao 6l 72 l” 2 14 3 5 5 

小柴屿 黑叶马尾 
X{a钾l1一 礁型 

Istlet 74 l22 30 6 3 5 

Tsenget Lu 

由表 1可知．贝藻类核心保护区选址的排序应 当是：太沙岙一小柴屿一国圣岙一马祖岙。 

从 目前经济条件的可能性出发．核心保护区的选址是以大沙岙作为湾岙型的代表，以小柴屿作 

为孤礁型的代表。 

根据生境典型性和完整性原则，物种一面积原则，和海一陆交错带原则 ，大沙岙和小柴屿核 

心区的具体设计如下； 

①大沙岙核心保护区 a．界定 ：海域以打铁礁尾与 门屿尾的连线为界，陆地以分水岭为 

界，面积为 4 98．98hm 。其中海域 237．66hm ． 地 261．32hm~。b．预处理措施：搬迁分水岭 内 

的自然村落和海带厂厂房．杜绝人类经济活动；在大沙岙与马祖岙中间营造 50m宽的林带，作 

为自然隔离带，同时加强对分水岭内核心区的绿化。 

②小柴屿核心保护区 n．界定：距岛大干潮线外 350m 为边界，面积 28．8hm ，其中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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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9hm ，陆地 4．8hm b．预处理措施：距该核心区 250m 内为禁渔区，即船舶可行驶但禁任 

何渔业作业。 

2．2．3 保护性经营 区 ①近岸海域经营区，主要从事两种经济活动 ，即贝藻类的养殖(包括育 

种)和采集。②远岸海域经营区，主要从事适度的捕捞渔业．@陆地经营区．根据列岛陆地资 

源特点、现有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海上流动人El的经济活动方式，南麂的陆地经营区可以分为以 

下各具特点的类型。旅游经营区、集中在南麂岛、太擂山、大柴屿；水仙花经营区集中在太擂山 

岛；鱼副产品加工经营区是南麂岛、竹屿；后勤性服务经营 区、主要服务于流动人口，集中在竹 

屿；果蔬和畜牧经营医集中在各主要岛屿的农田用地和牧场。 

上述保护性 经营区将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实行资源经济学意义上的保护． 

2．2．4 整个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的结构和功能规划见图 1。 

囝 1 南 麂 自然 深栌 区的结 构干口功 能规划 图(附南 麂列岛 位置图 )(比树 ；1：137500) 

Fig．1 Planrling map for NINR*t ruct⋯  nd fun~'Tions GlIIach~d by HⅡmp lo show the location of Nanj[Archipelago) 

2．2．5 NINR的生态学管理 上述 NINR设计不是最佳的，因而不是最终设计。这个设计有 

两点不足；①核心区面积太少 两个核心区的面积之和仅 5．2kin ，尚不到整个保护区面积 的 

3．2 。这在我国现有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中是最小的，从海洋保护区的角度来说，尤其显得不 

足。一②由于迄今为止的各种人类活动影响，目前核心区的生境仍不够“自然化 ，不够“野”。上 

述设计只是对现时社会、经济妥协的产物 ，它只表现 NINR发展的初级水平 NINR的发展将 

包括两个阶段：初级水平阶段和高级水平阶段。在初级阶段，应当限制在NINR内的任何严重 

破坏生物资源和生境的活动，尤其应绝对停止在核心保护区内的这种活动，如大沙岙的游泳活 

动。因为游泳活动产生的海水污染将经过集聚着贝藻类精华的龙船礁．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当南麂的捕捞渔业已由内海(保护区内)作业发展到外海(保护区外)作业，当人工养殖业 

已超过天然采集而居主要地位．当岛上旅游业和服务业已获得相当规模的发展．这时 NI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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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麂自然保护区自养型经济的内容和产值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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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将进入第二阶段。它应考虑 ：扩大现有核心区的范围；逐步在国圣岙等处建立新的湾岙 

型核心区；逐步在下马鞍屿等小岛建立新的孤礁型核心区；停止在整个南麂海域的捕捞活动使 

其成为海洋生物安全的繁衍之地和过往通道。 

以人工野化为基本内容的生态恢复工作 ，是未来 NINR生态管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它包括下述内容 ：①生境野化，使核心保护区的陆地生境和海洋生境尽可能恢复历史原 

貌。为了促进野化 ，可以在陆地执行植被恢复计划，放养适当的野生动物，实施海鸟招引工程。 

②海洋生物群落原貌的恢复。现在 NINR的海洋生物群落远不如往昔。野化试验除了研究贝 

藻类外 ，还应努 力恢复历史上出现过的，如海龟、玳瑁等。它们将会大大提高 NINR的科学价 

值和地位。⑧科学地进行贝藻类新剃啪 引进试验。这种试验的成功，将进一步提高 NINR的科 

学意义和经济价值。可以断言。只有经过了一个这样人工野化过程 ，NINR才能真正成为一个 

质量台格的 自然保护区。 

2．3 NINR的经济管理 

2．3—1 南麂列岛的自然资源、现有社会一经济结构、及其对 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南麂列岛的 自 

然资源极为丰富 ，共计贝藻类 ，迫虾类 ，具有经济用途的其它海洋生物，植物，土地，风景旅游资 

源，淡水，自然能源。它们为 NINR发展自身经济提供了可能性。 

南麂列岛现属低水平的资源开发型经济。它以渔业为主，其它经济成分次之；在渔业中，以 

鱼资源的获取为主 ，鱼产品加工次之；在鱼资源获取中，以天然采集捕捞为主 ，人工养殖次之， 

近海捕捞为主，远海次之。南麂现有常驻人口 3000人，季节性流动人口 8000余人，人均产值约 

1000元。居民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都比较落后。这一社会经济状况不仅未能发掘 

资源总体潜力，而且已造成对自然资源和 NINR的直接破坏。 

2．3．2 南鹿保护区的自养型经济模式， 及由现状向未来过渡 南麂保护区应当发展一种自 

养型经济，它能为保护区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持，从而有利于 NINR生物资源的保护，同时改善 

和发展生态环境 质量。 

为了发展 自养型经济，必须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使得由目前的单一资源利用型经济向多资源综 

台利用型过渡；由低效益的资源破坏型经济，向高效益的资源保护型过渡。具体地说，就是要限 

制、改造现有的传统产业，逐步发展新兴产业。 

南麂保护医自养型经济的发展。将与保护区生态管理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表 2列出了第一 

和第二阶段时的 自养型经济的内容和产值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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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ISLAND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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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esent seven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island marine pro— 

tected areas．which are the principles of biological dlv~rshy and rarity，biotope typicality and 

intactness，species—area relationship，sea—land ecotone，man—induced naturalization，eeologi— 

cal fragility，and self supporthlg economy．A ease study of Nanji silands natural reserve 

(NINR)shows how the principles are applied． 

Key words：islsnd marine protected area，design and management ，sea—land ecotone，man— 

induced naturalization ecological fragility，self—supporting economy，Nanji is— 

lan(1 nat Ll ral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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