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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的广东雷州乌石港，随处可见织补
渔网、晾晒鱼干的典型渔民生活场景。夕阳洒在
这些由已经补好的渔网堆成的小山上。另一边，
待补的渔网也几乎与之比肩，几十名正在埋头劳
作的织补女工围坐在上面。

这些等待织补的渔网每个都有 14海里长，可
以“上浮海面、下及海底”，专门用来捕捞马鲛鱼。

马鲛鱼是当地一道名菜“一夜情”的主料，非
常有市场，但渔民往往要远行至中越边境的海域
才能有较好的收获。当地人常笑称：马鲛鱼变得
越来越聪明，为了逃捕而游向越南境内。

马鲛鱼“逃捕”只是玩笑话，但当地发展海洋
经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

珊瑚礁之 危

马鲛鱼的背后隐藏着当地人对现实的无奈。
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人们的过度捕捞，尤其是偷捕
行为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造成的巨大破坏。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认
为是我国大陆沿海保护最完好、生态类型最丰富
的热带典型生态系统之一，其前身是雷州白蝶贝
自然保护区。

白蝶贝是生长在我国南海雷州半岛西部沿
海和海南岛西部沿海的大型珍珠贝类，利用其养
殖出来的珍珠是珠中之宝。
“白蝶贝能够存活的地方不多，目前在海南

还可以找到，在雷州半岛已经很难被发现。”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所研究员喻达辉的一
句话，反映了保护区的尴尬现实。

广东渔政乌石中队工作人员刘乃仁是刘张
村老渔民，他亲历了白蝶贝资源的变化。上世纪
70年代，这里的渔民每天都可以捞到白蝶贝，刘
乃仁就曾见过 50多公分大的白蝶贝。

1994年，保护区内发现经济贝类长竹蛏，吸
引很多人前来偷捕。偷捕者往往将渔获物统统带
走，这种涸泽而渔的行为殃及白蝶贝，白蝶贝资
源由此遭受严重破坏。
“白蝶贝活动能力弱，基本不能主动游动，很

容易被全歼。”喻达辉说。至今，这种被严禁的作
业方式仍然频繁出现，即使在保护区也难幸免。

经济发展令徐闻珊瑚礁保护区面临同样的
窘境。中科院南海所 2004年和 2008年的调查结
果显示，徐闻珊瑚礁的珊瑚覆盖率呈明显下降趋
势，水质变差，沉积物增加，透明度减少，成为珊
瑚死亡和品种单一化的直接原因。

徐闻所处的纬度是珊瑚礁分布的边缘，生态
系统十分脆弱，现实情况导致“徐闻珊瑚礁生态
系统处于极度不健康状态”。中科院南海所研究
员黄晖是该保护区建立的推动者，面对现状，她
既心疼又无奈。

黄晖认为，和全球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威胁
而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不同，我国珊瑚礁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人为活动。

此外，中越北部湾划界和渔业合作协定于
2004年生效以后，广东在北部湾减少了 3.2万平
方公里的高产优质渔场。

在徐闻，记者看到的奇特景观之一是珊瑚房
子。这种据说是冬暖夏凉的房子，成为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珊瑚利用”的明证，也诉说着人类经济
与发展需求下的生态悲歌。

海岸带之 殇

“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小时候红树林一片
一片的，如果不被破坏，绝对比香港米埔湿地还
漂亮。”说到此，雷州半岛珍稀海洋生物保护区管
理局局长欧春晓语带笑意。

然而这都是历史的记忆。记者在雷州乌石国
家海洋公园看到的唯一一片红树林，因为是两村
争议之地才侥幸得以保留。鱼排（养殖筏）下近乎
黑色的海水更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刘洪滨
告诉记者：“南方个别养殖区，上面看着是一层
水，下面环境比下水道还恶劣。养殖筏下都是淤
泥和堆积的饵料，有的甚至厚达 1米！”

徐闻珊瑚礁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刘炜说：“徐
闻优势品种鹿角珊瑚严重衰退，而耐受环境的角
孔珊瑚成为保护区新的优势种。”

白蝶贝人工繁殖技术在上世纪 70年代初就
取得突破，但到 80年代后期人工养殖则出现一
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近岸海水水质恶化密
切相关。《2012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我国近岸大约 1.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呈现重度富
营养化状态，实时监测的近岸河口及海湾等非常
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有 81%处于不健康状态。

上世纪 80年代，以围海养殖为主的海洋经
济发展大潮席卷全国，湛江是其中的排头兵。当
时，湛江大规模推广对虾养殖，既带来了利益与
荣誉，更带来隐忧与后患。

198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欧春晓，正赶上湛江
政府推广对虾养殖发展。“当时政府指导开发虾
池，类似农业学大寨的场面。号称有 15万亩，仅
乌石镇就有 1万亩。”学养殖出身的欧春晓认为，
从科学养殖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纯属乱来”。
“湛江很多好的海湾都被围海养殖破坏，海

堤遭破坏，海岸线被侵蚀；养殖业因病害频发滥
用抗生素、饵料堆积腐败、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
放。”广东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中心教
授孙省利对湛江养殖业无序发展深感头疼。

雷州半岛西南部的流沙湾养殖密度令人瞠
目结舌。孙省利提供的数据显示，流沙湾海水珍
珠养殖 1.7万亩，网箱 1.4万个，扇贝养殖 4000
亩，对虾养殖 5000多亩……

2011年，孙省利向湛江市政府建议，建立雷
州半岛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寻找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平衡的路子，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这两
年湛江的发展主线是奋力开创大工业时代，仍对
大工程大项目青睐有加。

从 2003年开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对空间
需求胃口越来越大，“向海要地”成为许多沿海城
市的重要突破口。刘洪滨计算：围填海的成本约
为每亩两三万元到二三十万元之间，但生成的土
地卖出后可升值 10倍甚至百倍。在这种利益驱
动之下，我国围填海的政府规划被轻易踏破。

在采访中，地方政府受 GDP惯性驱使，被大
企业大项目所牵制，不惜以牺牲海洋生态为代价
的做法令专家感到气愤和无奈。
“海洋是个大垃圾坑。”刘洪滨说，除了陆源

污染排放外，在海湾内进行围填海工程使湾内水
域变小，水交换能力变差，削弱了海水净化能力，
降低了污染物扩散能力，导致水质进一步恶化。

记者了解到，在雷州和徐闻两个保护区中
间，一座火力发电厂已获批待建。研究表明，火电
厂的温排水可能造成热污染，对浮游动植物、鱼
类产卵孵化造成影响，同时可能使局部海域底栖
生物组成改变，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

保护区之 惑

“能做多少做多少。”欧春晓这话听起来很悲
观，实际上，为了对抗人类活动蚕食海洋生态及
海洋资源，保护区始终在竭力而为。

保护工作历来是经济利益的“大敌”。2007年
的一天，欧春晓走在大街上，突然冲出两三个人，
拿钢管冲着他就是一顿抡打，欧春晓头部受伤，
险些丧命。正是因为保护区在执法过程中触及了
某些人的利益，导致这些人通过不法手段对他进
行报复。

这样极端的事件并非个例。保护区刚刚成立
的时候，因为经费有限，欧春晓不得不租用民用
渔船作为执法船。春节期间，停在保护区海边的
执法船却被村民放火烧掉。

而作为渔政人员，刘乃仁在执法过程中不止
一次地被扔下大海。
“保护区工作很纠结。”欧春晓说，管理违规

违法行为是保护区的基本职责，但在资金和人力
均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种职能不仅不能得到有
效发挥，还需要面对很大的风险。

据了解，徐闻珊瑚礁保护区和雷州珍稀海洋
生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都不超过 10个。
“保护区建了不少，但资金、人员不到位，形

同虚设。”孙省利认为，目前管理体制追求 GDP，
社会发展良性的空间格局没有形成。

2012年 4月 25日，国家海洋局公布了《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区
划》）。《区划》划分了八类海洋功能区，并提出了各
类功能区的管理要求。雷州半岛、北部湾、海南岛
周边等邻近海域名列其中，它们主要发挥海洋资
源、环境和生态的保护作用。这为上述海洋保护
区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一纸规划挡不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冲突问题。

即使面临各种问题，保护区的作用尚未充分
发挥，但黄晖依然认为，设立保护区的意义要远
大于不划定保护范围，“这至少对破坏行为产生
了一些阻力”。

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我国海洋功能区划提出，
全国 11%的近岸海域应建立保护区，到 2020年，
这些保护区总面积要达到中国领海面积的 5%。
而目前这一数字尚不到 1%。

对此，刘洪滨认为，目前海洋保护区从数量
上看并不算少，关键是规模小、面积少。
“大的保护区对于环境、物种保护更为有

利。”刘洪滨介绍，澳洲大堡礁有 22万平方公里，
夏威夷群岛保护区面积为 34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两个山东省大小。而澳大利亚拟建立的珊瑚海
联邦海洋保护区，面积达 99万平方公里，超过了
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

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现有的海洋保护区布
局不尽合理，规划不足，功能单一。为保护单一物
种而建立的保护区多，而事实上应该强调综合保
护，加强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地质、地貌等历史
遗迹的保护，从大生态的角度做好保护工作。

科学家之 难
鹿角珊瑚缘何严重衰退？耐污珊瑚的生长机

制是什么？水质污染到什么程度，是否有办法纠正
或逆转？珊瑚增殖技术如何适应现状……在徐闻，
许多科学问题仍旧困扰着保护区的管理人员。

关于物种保护，欧春晓也有很多待解的疑
问：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海洋本底资源调查？水质
污染对白蝶贝养殖影响的机理是怎样的？一些珍
稀物种消失对海洋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同样也让科学家困惑，因为每一个
问题的答案都无法信手拈来，必须基于长期的监
测和科学研究的结果。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海洋科技对海洋生
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支撑严重不足。有报道显
示，我国海洋技术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仅有
3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 70%。

喻达辉告诉记者，我国从事海洋科技研究的
时间短、基础差、缺乏积累，对海洋生态的规律性
问题也没有足够的认识。

以常见的增殖放流（指人工投放苗种）活动
为例，现有的增殖放流只注重评估渔获量，对于
生态结构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评估。“生态系统是
金字塔，要根据生态系统结构合理科学投放，完
善生物链。经常大量投放某种生物，就会压缩其
他生物的生存空间，导致结构失衡。”孙省利说。
“从事海洋科技研究的人少，研究水平和深

度都远不及陆地生态研究。”黄晖则为研究力量
不足的问题而深感担忧。

黄晖团队现有 12名人员，加入团队的第一
件事就是学潜水。由于珊瑚礁研究经常需要潜
水，整个团队每年都会去高压氧舱做一次治疗性
减压。仅此一点，就可以管窥海洋研究之难。

加强海洋研究力度与投入已成专家共识，然
而如何把海洋经济的发展从资源驱动转变为创
新驱动，实现海陆统筹，提高海洋经济发展品质，
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
“现在的海洋经济，都是在攫取资源或填海

造地，缺乏真正的高新技术，对海洋利用还非常
有限。”孙省利认为，未来湛江乃至广东海洋经济
发展，应侧重深水网箱养殖，推动养殖户转型，大
力发展海洋碳汇产业。

11月 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计划”第 15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大会在湛
江召开。这是该会首次在海洋保护区内召开，凸
显了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但几天后，雷州市企水镇洪排村村前海滩的
20亩红树林遭非法砍伐。面对这种发展与保护的
拉锯战，保护区的管理者不无感慨地说：“能够遏
制退化，就相当不错；如果能有一定恢复，就是很
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展海洋经济”，这让海洋经济的发展迎来新
一轮高潮，但在海洋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海洋
生态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听海洋诉说生态悲歌
姻本报记者 周熙檀

莫让经济“铁蹄”踏破生态红线
姻安沙

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围海造
地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围海晒盐；20世纪
六七十年代，围垦滩涂扩展农业用地；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围海养殖；2003年以来，发展城
镇化、工业化，通过围填海缓解用地矛盾。

围海造地对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和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丢了科学与适
度，就可能失去了守住生态红线的屏障。

密集无序的海水养殖造成海岸带生态环境
被严重破坏，红树林进一步退化。研究表明，养
殖过程中的饵料只有 10％的氮和 7％的磷被
利用，其他都以各种形式进入环境。很多海岸
带水体富营养化，甚至赤潮频发，都与密集养
殖、无序排放不无关联。

围海造地的步子则迈得更大。环渤海地区
有最大的围海造陆工程唐山曹妃甸和天津滨
海新区；海南在建的超级人工岛，投资 400 亿
元，填海面积 1.2万亩；上海临港新城是世界最
大填海造地项目工程，总投资 1500 亿元，填海
面积高达 20万亩……

今年 7月国家海洋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全国填海造地海域使用确权面积为
1100多平方公里。未确权的面积尚有不少，按照
一些专家的说法，未确权面积可能相当惊人。

2011 年，我国“908 专项”海岛海岸带调查
已全面完成。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海岛开发利
用过程中存在着无序、粗放式开发，以及由人
类开发活动（围填海、挖沙、炸岛）导致海岛消

失等问题，并有逐年加剧的趋势。
有专家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某些地区

追求 GDP、保住耕地红线可能是以踏破海洋生
态红线为代价的。

而一旦踏破生态红线，人类的经济行为必
将受到影响。根据 2007年相关研究成果，我国
围填海造成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损
失达到每年 1888 亿元，相当于目前国家海洋
生产总值的 6%。

某些海岸带污染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有专
家将这些海洋生物生活的世界与人类生存环境
类比，得出的结论是“相当于垃圾场、大粪坑”。

由于贝类、节肢动物等游泳速度慢，只能在
近岸生长，贝壳增厚等变异情况已经发生；而贝

壳等海产品所含铅、汞、铬等重金属超标，也在严
重威胁人类健康。有专家指出，某些沿海地区癌
症高发，与食用此类海产品有一定关联。

若要阻止现状继续恶化，必须下大决心
整治。

首先，海洋经济要发展，但要健康发展，要
坚持区划统筹和海陆联动，促进海洋经济和生
态保护协调发展。

其次，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将生态文明切
实纳入政绩考核。“11·22”青岛爆炸事故发生
后，有专家痛心地说，当初就认为一些大型炼
油项目不适合放在青岛，但政府为了 GDP，吸
引投资，埋下隐患。只有调整政绩观，才能避免
经济利益打破一切“阻碍”现象的发生。

此外，还需要加强科研支撑，加快转变海
洋经济发展方式，从而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改变传统单纯资源获取的粗放式发展方
式，大力提升深远海技术、海洋工程、海洋生
物、海洋化工、海洋装备、海洋可再生能源、海
水淡化等海洋科技能力，不断提高科技对海洋
经济的支撑作用。

当地人用珊瑚砌的房屋和围墙 周熙檀摄

·导读·

人物周刊 5~8版人物周刊 5~8版

“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
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汪品先开玩笑说，“别
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5版）

汪品先：深海守望者

探索周刊 9~12版

目前，世界上掌握“一箭多星”发射技术的
只有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及印度。这项先
进的发射技术不仅具有颇丰的商业价值，其背
后更有着深远的军事战略意义。 （9版）

卫星搭上“太空公交车”

生活周刊 17~20版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刻吃到的是什么味道。”喜欢电影《阿甘正
传》的人，对其中的经典台词十分熟悉。没有
哪种食品能像巧克力这样，以爱的名义征服
各个国家的各种人群。温润丝滑，弥久醇香。
又到了一年的末尾时节，充满爱的角落里，
又将出现一幕幕“浓情巧克力”的温馨画面。

（20版）

浓情巧克力

文化周刊 13~16版

在 11 月 29 日开幕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副局长童刚说，截至 11 月 25日，2013 年全国
电影票房已达 193亿元。这意味着在一年一度
的国产电影贺岁档大幕开启前，在多部吸金大
片出场前，全国电影票房已远远超过 2012年
全年的 170.7 亿元。

在 2013 年走出一波好行情的国产电影
中，有毫无悬念的精彩，有令人惊喜的黑马，当
然也有逆市下跌的板块。值此岁末年终，我们
对国产电影进行一次回顾和盘点。 （13版）

国产电影：几家欢喜几家愁

危

惑

难

殇

前不久，《中国科学报》记者跟随人与生物
圈专家组考察广东省湛江市徐闻珊瑚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雷州乌石国家海洋公园，发现当地红
树林大量减少、珊瑚退化、保护物种难觅踪影
等生态问题突出，海洋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
海洋生态保护正经历着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