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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娜

日前发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
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
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
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其中提到的四个格局是今年公报
的一个亮点，而自然岸线格局也是一
个较新提法。以前提到绿水青山中的

“ 水 ”通 常 被 认 为 是 江 河 湖 泊 ，现 在
“水”也包括海湾。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表示：“自然岸线格局是把海洋
纳入了进来，把中国的国土做了全方
位覆盖。”

什么叫自然岸线？它具有哪些生
态功能？如何保护我国自然岸线？针
对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对
自然岸线做出解读。

什么叫自然岸线？

水体与陆地接触分界线

近年来，沿海地区开发活动占用
了大量的海岸线资源，自然岸线保有
率已不足 50％。照此趋势，实现《全
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 年~2020 年）》
提出的“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的开发
利用活动，至 2020 年，大陆自然岸线
保有率不低于 35%”的目标任务十分
艰巨。并且，这一目标应该是对现有
自然岸线而言的，不应包括修复和整
治的人工岸线。

自然岸线，仅指海岸线吗？专家
一致认为，自然岸线除了指海洋的岸
线，也包括江河湖泊的岸线。构建自
然岸线格局，则意味着要更多地保留
原汁原味的自然原始形态，减少对大
自然的破坏。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
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认为，
自然岸线指的是天然水体的岸线，应
该基本维持过去自然形成的状态，不
要有过多的人为改造。以前，为给人
类提供方便，如防止堤岸坍塌、利于航
道稳定甚至所谓美化环境等，对岸线
进行固化，其自然属性遭到人为干预
和破坏，随之一些鱼类产卵场破坏，水
质净化功能丧失，非常不利于生物多
样 性 的 保 护 。 真 可 谓 ，花 冤 枉 钱 办
蠢事。

“岸线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是水
体与陆地接触的分界线。自然岸线应
该是没有经过人为干扰的水体与陆地
的分界线，是潮涨潮落的变动位置。
如今围填海、海岸线拉直、乱建现象挺
多的。自然岸线是一种自然环境和人
工环境的对比。”生态学专家颜家安解
释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
处科学与政策创研中心首席研究员、
高级总监范志勇说：“自然岸线通俗地
讲，就是海边、湖边、河边。这些地方
过去被当成废弃的地方，认为是没有
利用价值的土地，没有归到林、田、海

洋领域里面，处于谁都管不了、管不好
的状态。水体和陆地的接壤地带，生
物多样性有着丰富性和特殊性，比如
海龟在海岸产卵，鸟类筑巢，是水生生
物蛤蜊、螃蟹、虾等的主要栖息地。”

自然岸线有无生态价值？

重要缓冲地带，维持生物多样性

近年来，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岸带
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大量滩涂、盐田、水
域等转化为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远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直接后果就是
环渤海自然岸线比重持续下降。

围填海造地是现代人类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缓解
土地供需矛盾、扩大社会发展空间的
有效途径。但大规模围填海的同时，
又不可避免地会侵占大量的滨海湿地
和浅海资源，改变自然海岸线，影响自
然景观，破坏鸟类、鱼类和底栖生物的
繁殖场所。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 77000 平方公里的渤海海域面
积 里 ，围 填 海 总 面 积 已 近 400 平 方
公里。

“某地为了航行需要，提出全面渠
化嘉陵江。我们知道，渠化后的江河
由于破坏了自然属性，就不再是一条
充满生命的江河了。岸线的生态作用
很大，在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
具体提到自然岸线的保护，非常难得，
也很有必要。举个例子，小时候的小
沟小溪里鱼虾多得可以用手摸到，经
水泥板固化后，水体自净能力丧失，生
物栖息地被破坏，鱼虾绝迹，过去水质
清澈美丽的河流变成了臭水沟。”王丁
表示。

对自然岸线的开发和利用直观地
表现在原有自然景观的改变。一方
面，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地改变了自然
景观原有的水文、地貌、沉积和生态系
统结构；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岸线地带
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易受外界干扰。

因此，自然岸线的改变是永久的和不
可逆的。

颜家安说，自然岸线一旦破坏，则
无法恢复，再恢复也不会是原来面貌
了。自然岸线经过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形成，经过涨落潮、烈日、台风等侵蚀，
自然赋予了它特殊的生态意义。人为
去破坏、干扰、变动自然岸线，不但会
引起自然灾害，而且红树林、珊瑚、鱼
类可能也会消失。有时为了生活和发
展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某些
改变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们要尊重
自然，不能无序、无休止、不讲规律地
开发，不要太贪婪，讲究一个度，要可
持续发展。自然岸线被我们都破坏
了，下一代就没有了。如今人工岸线
比较多，自然岸线很少了。

自然岸线的破坏与滩涂的利用，
使湿地生境大量丧失，导致潮间带生
物多样性、栖息密度及生物量明显下
降，海岸带生态系统日趋脆弱。“原来
认为没有生态价值，所以被大量占用，
导致出现围海围湖造田、海岸线固化、
滩涂地占用、河流取直固化等生态风
险问题，甚至影响大量湿地和滨海鸟
类的生存。湿地、滩涂的丧失，也会导
致国际性迁徙鸟类在中途停歇地无法
进行能量补充，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
也会造成影响。”范志勇表示。

其实，自然岸线是一种可以造福
人类的资源，是一种独特、有价值、不
能替代的资源，它为维持生态安全、地
球稳定性提供基础。范志勇呼吁更多
的人关注滨海湿地、长江和黄河沿岸，
这些地方开发非常严重，对自然周期
性变化以及极端天气变化缺少了适应
能力。

他说：“海边有着周期性变化，涨
潮时淹没，退潮时裸露，自然岸线对涨
潮落潮起到缓冲作用。同样，江河湖
泊有丰水期和枯水期，以及洪水期、汛
期等，自然岸线成为极端天气的重要
缓冲地带。构建自然岸线格局，就是
要回归本来。”

如何构建自然岸线格局？

实行总量控制，划定保护红线

由于我国自然岸线占大陆岸线长
度的比例已低于 50%，保护形势不容
乐观。因此，这一指标应像 18 亿亩土
地红线那样作为一项长期而非阶段性
的红线，做到严防死守。与耕地能够
复垦不同，对自然岸线的改变往往是
永久性的。

范志勇认为，这次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构建自然岸线格局，关键在于
政府部门把它当作一件重要事情去
做，当作一种土地空间来管理，对自然
岸线保护进行良好规划，让这一生态
系统状况有所好转。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严格
的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自然岸线控
制制度，建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

王丁认为，构建自然岸线格局就
要尽可能维持岸线自然属性，为保证
人类安全，可以为抵御自然灾害对自
然岸线做一定的改变，但国家要保护
意识先行，在科学前提下进行保护。

因此，应该设定自然岸线保护红
线总量指标，并实行区域开发控制和
交易制度。对于环渤海、长三角部分
自 然 岸 线 保 有 率 低 于 35%的 地 区 而
言，自然岸线已成为稀缺资源，生态价
值更显重要，也更为脆弱。在这些地
区应高效利用已开发的人工岸线，严
格保护、全面禁止开发自然岸线；对于
因国家重大利益确需开发的自然岸
线，应采取类似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
由开发方购买、维护其他地区相应规
模的自然岸线。自然岸线保有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应控制自然岸线
的开发速度，如每个五年计划开发自
然岸线的比例低于当年自然岸线保有
率和红线差值的 5%。

专家表示，由于水域具有流动性
和连通性，因此对自然岸线的保护不
应仅仅局限在自然岸线本身，还应将
对其有直接影响的海域和陆地作为缓
冲区纳入管理。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一些法律
法规，但是缺少对自然岸线保护的条
款。比如，海洋方面的法律和国际公
约涵盖了除海岸带以外的海洋空间。
红线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
和改进，为自然岸线立法积累经验。

颜家安表示，以前提倡在开发中
保护、保护中开发，现在提倡保护优
先。要让自然岸线格局形成一种常
态，整体上确保自然岸线不被随意开
发，有一整套制度保护它。在国家层
面、地方层面出台法律法规。比如，海
洋功能区划要遵守，地方海洋管理条
例中好的条款坚持遵循，不适合的条
款要修改。有了规章制度，水域管理
才能发挥应有作用。此外，要执行更
加严格的保护制度，应统筹规划，严格
控 制 破 坏 、改 变 、占 有 自 然 岸 线 的
行为。

自然岸线缘何成了灰色地带？

今年 6 月，江苏省连云港市
委、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
于 35%”。自然岸线保有率指标
首次被写进实施意见。

连 云 港 具 有 江 苏 省 独 有 的
40 公里基岩岸线和 30 公里砂质
海岸，岸线类型多样，用海类型丰
富。连云港市将注重集约利用岸
线资源和近岸海域，设定红线，尽最
大努力保留原生态海岸线，有效保
护岸线的自然属性和原始景观。

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岸线修
复与整治工作，实施基于海岸带
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加强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监测、监视
和预警，不断加大海岸、海洋环境
保护力度，尤其要加大入海排污
口整治力度，规范排污行为，严打
非法采砂活动，从规划和取土等
环节严格控制填海造地。

今年 2 月，在海南省政府工
作报告中指出，海南将划定自然
岸线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的岸
线保护措施。

海南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推动传统渔
业向现代渔业转变，扶持水产良
种场建设，打造全国热带水产苗
种繁育及供应基地；制定海洋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加强海洋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家海洋公
园等旅游项目。

同时，海南将加强海洋保护
和管理。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
划、海域使用权属和海域有偿使
用制度；创新海域海岛使用管理
模式，有序进行无居民岛开发与
保护；划定自然岸线保护红线，实
行最严格的岸线保护措施，建立
和完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和海
洋特别保护区，开展重点海域环
境整治修复，建设南海环境监测
船队，加强对红树林、珊瑚礁、海
草场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和南海
水下文物的保护。

◆本报记者郭婧

在中国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中，
滨海湿地受到的威胁最严重，但保护
力度最小，中国濒危的滨海湿地正持
续退化。这是日前发布的中国滨海湿
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成果报告中
得出的结论。

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规划，沿海湿地将继续遭到
围垦破坏，必将突破保证中国基本生
态安全的 8亿亩湿地保护红线。

“2004 年 12 月 26 日 的 印 度 洋 海
啸夺去了 30 万人的生命。当时我在
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工作，海啸之后
我们对其进行了生态评估。尽管损失
惨重，这一区域 8 块国际公约湿地周
边的老百姓却无人死亡，归因于红树
林对海啸的减缓作用，这引起了我们
的思考。”项目组组长、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说。

围填海导致湿地缩水
生态系统被列入红线

当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着
诸多威胁，包括围垦和基建导致栖息
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过度捕捞（养
殖）和环境污染。其中，围垦和基建占
用无论在频次上还是在影响面积上
看，都是最为严重的。

报告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
国已经损失了 53%的温带滨海湿地、
73%的红树林和 80%的珊瑚礁。1950
年~2000 年，围垦和填海导致全国滨
海湿地消失了一半。围填海是东部沿
海地区增加土地指标最快速、最廉价

的方式，且利益巨大。
今年 3 月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中提出保持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折合 5333 万公顷）的目标，目
前湿地面积为 8.01 亿亩（折合 5340 万
公顷）。若按至 2020 年滨海湿地的围
填需求 57.8 万公顷估算，未来 5 年的
年均围填面积将达到 11.5 万公顷。据
此推算，到 2016 年底，仅滨海湿地面
积就将减少到 521 万公顷，即使不考
虑滨海湿地以外的其他湿地丧失，《意
见》中所要求的“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
亩”的底线将被突破。

就如何划定湿地保护红线，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于秀波表示，课题组给出的建议是，基
于生态脆弱性和重要性来考虑，对 11
块非常重要的湿地尽快实行抢救性保
护；对 180 个重要的滨海湿地，不仅考
虑鸟类，也考虑贝类的生存和繁殖；对
于典型的生态系统，如红树林、珊瑚
礁、海草床，都要列入生态红线中。

水鸟栖息地逐渐消失
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区

围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于直接

把水鸟利用的自然滩涂和浅海改变成
工业用地，造成水鸟栖息地丧失。

据了解，在全球 9 条鸟类迁徙路
线中，有 3 条经过中国境内。其中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水鸟受
威胁程度高、种群数量减少快，至少有
27种处于濒危状态（包括白鹤、勺嘴鹬、
卷羽鹈鹕、中华凤头燕鸥、东方白鹳等），
其中24种主要栖息于滨海湿地。

以红腹滨鹬为例。这种鸟在北极
繁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冬，单程
迁飞距离超过 1 万公里，我国渤海湾
北部和西部是其北迁途中最重要的中
停补给地。每年春季迁徙季节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有 80%的红腹
滨鹬会在河北滦南沿海湿地停歇一个
月进行能量补充。

然而，目前这一区域湿地已被大
面积围垦，仅存的天然湿地尚未得到
有效保护。到 2015 年，当地的红腹滨
鹬种群数量已经由 6 万多只下降到两
万余只。因此，报告建议，选择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具有重要保护
价值的重要水鸟栖息地作为重点保护
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或扩大保护区
范围。

据了解，我国部分湿地具有很高

的保护价值，已达到国际重要湿地的
标准或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
线网络保护区标准，但却没有纳入保
护体系，如河北滦南湿地、江苏赣榆滩
涂湿地、江苏如东滩涂等。研究表明，
除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一些省级
自然保护区以外，当前我国在滨海湿
地已建立的其他类型保护地缺乏对水
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的有效措施，保护
效果不佳。

缺乏相关法律和法规
兼顾保护与合理利用

报告指出，与农田、森林、草原和
海洋等生态系统相比，我国对湿地生
态系统保护与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
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过程
的基础研究薄弱，对湿地监测、保护、
修复和可持续利用等应用研究不足，
在湿地管理立法、制度、政策与规划方
面尚没有突破。

我国在湿地立法和法律体系方面
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缺少湿地保
护的专门法律法规。目前不仅没有一
部资源类的综合法，更没有一部湿地
的综合法，现有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
仅仅涉及湿地某些要素的保护与管

理，难以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
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沿海省市湿地保护的地方
立法相对滞后。天津、江苏、浙江、山
东等省市的生态重要性非常高，但滨
海湿地保护率却相对较低，面临着巨
大的围填海压力，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当前，地方上对于滨海湿地保护
是有积极性的，渔民也认识到了围垦
的害处，不仅破坏生存环境，甚至还剥
夺他们的生计。”雷光春表示：“让保护
的想法落地，最重要的还是政策。上
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城市化程度高，
但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同时还面临着
耕地红线的压力。相关政策要能够真
正反映各个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要
兼顾保护与合理利用。”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张正旺指出，要从不同层面将政策落
到实处。在国家决策层面，相关部委要
充分认识到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在发展
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做出权衡，从长远
的角度考虑，就应该优先把湿地保护放
在重要位置。普通民众层面，在中小
学生当中开展湿地保护教育，新闻媒
体对湿地保护予以关注和报道，使公
众认识到湿地保护的重要性。

八亿亩湿地红线能否守住？
围填海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最大威胁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本报记者赵娜报道 云南省迪庆藏族
自治州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近日组织
开展了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外转经线路垃
圾清理行动。

梅里雪山外转线路途经云南、西藏两
地，途长 250 公里。此次行动共有 400 余
人、200 余匹骡马参与。共清理残留垃圾
150 吨，放置钢丝编织垃圾筐 300 只、环保
提示牌 300处，张贴环保宣传画 100张。

梅里雪山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
流”的核心地带，是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
一，10 多座平均海拔 6000 米以上的雪山群
在云南省德钦县境内延绵起伏，形成了世
界上最为壮观稀有的、海拔和纬度最低的
现代海洋性冰川。

近年来，因梅里雪山转山人流量迅猛
增加，且大部分为无人区，山高谷深，运力
所不能及，致使垃圾存量庞大，增量持续。
2015 年又逢木羊年，朝圣人数成倍增长，
沿途垃圾问题日益严重。为此，梅里雪山
景区管理局开展了为期 12 天的外转经道
清洁行动。外转经道途经云南德钦云岭
乡、佛山乡、升平镇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
乡、左贡县碧土乡等区（县、乡）境内。

同时，云南省德钦县佛山乡政府、升平
镇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和村民群众在各自辖
境路段清理垃圾。在西 藏 自 治 区 察 隅 县
察 瓦 龙 乡 阿 丙 村 ，此 次 垃 圾 清理行动负
责人与察隅县相关人员举行了座谈会，就
转经线上垃圾清理和控制措施形成了初步
共识。

梅里雪山开展
垃圾清理行动
12天清理垃圾 150吨

据新华社电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近日发现较大规模野生猕猴群，数量
近 30 只。这是 2012 年科研人员在保护区

“投食招猴”后，首次发现猕猴踪迹。
据介绍，为了更好地对猕猴进行观察、

研究和保护，2012 年，湖北后河国家级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组 织 科 研 人 员“ 投 食 招
猴”，发现了数十只猕猴。然而自那以后，
猕猴在当地数年未见踪迹。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5
名工作人员近日在白溪河猴子湾进行集体
生态公益林补偿年度核查工作时，一村民
指着河对面的山上称有猴子。沿着村民所
指方向，工作人员发现有一棵树的树枝晃
动厉害，立即赶往山上，发现近 30 只猕猴
正在树枝上、山谷间采食野果。工作人员
当即拿出摄像设备沿着河道进行了长达
30分钟的追踪拍摄。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
源保护科科长聂才爱介绍说，猕猴主要以
群居的方式栖息在石山峭壁、溪旁沟谷和
江河岸边的密林中，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目前，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正就猕猴群近人觅食原因、健康状况、
种群特征等展开跟踪调查。

宜昌发现较大
规模野生猕猴群
数量近30只，正在跟踪调查

本报讯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阿 勒 泰
地 区 2015 年 水 生 生 物 增 殖 放 流 活 动 近
日 在 福 海 县 乌 伦 古 湖 举 行 ，百 万 尾 土 著
鱼 苗 投 放 乌 伦 古 湖 ，助 力 渔 业 生 态 环 境
恢复。

当天在乌伦古湖增殖放流点，阿勒泰
地区和福海县两级水产局工作人员开展增
殖放流活动，白斑狗鱼、河鲈、梭鲈、高体雅
罗等 130 万尾大小规格鱼苗陆续投放到乌
伦古湖，场面恢宏壮观。此后，福海县将以
人 工 增 殖 放 流 的 方 式 向 乌 伦 古 湖 投 放
1000 吨鲢鱼、鳙鱼、鲤鱼等大规格鱼种，通
过增殖放流的形式恢复渔业资源、维护渔
业生态环境。

由于湖区渔业生产的粗放式经营和生
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乌伦古湖土著鱼类种
群呈逐年减少趋势，水产业的发展面临严
峻威胁。

近年来，福海县在保护和发展特有冷
水经济鱼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对天然河流、湖泊的禁渔区、捕捞网、作
业方法及保护品种都做了明确规定，依法
强化渔业资源养护工作和加大增殖放流力
度，鱼种数量、投入资金逐年增加，境内水
生生物资源状况得到有效保护。

从 2004 年起，福海县每年人工繁育水
花苗 1.5 亿尾以上，培育夏花鱼种 500 万尾
以上、秋片鱼种 1000 余吨，增殖、移植和推
广效益达到 2000 万元以上。仅 2012 年~
2014 年持续开展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大水
面增殖放流大规格鱼种 3100 余吨。

杨涛利 庄晓颇刘冬宣

百万尾土著鱼苗
放流乌伦古湖
恢复渔业资源，维护生态环境

新闻链接

连云港：

设定自然岸线保护红线

海南：

实行最严格保护措施

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推进环境质量改善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韭山列岛的天然海岸线。 晏利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