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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连续 & 年的夏季，对辽东半岛沿海滩涂以及长山群岛等 $" 余个岛屿进行了夏季水

鸟调查，旨在为辽宁省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通过调查，在岛砣和沿海滩涂共记录到 $# 种

水鸟。多样性的分析表明，五四农场沿海滩涂水鸟的多样性最大，其次为南尖；而庄河湾的最小。调查

发现，长山群岛的岛砣四周的海产养殖、捡卵以及旅游娱乐等人为干扰使水鸟无法安静地在岛砣上进行

繁殖。沿海滩涂的庄河湾受到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养虾所排放的化学药品，以及冷库的排污水，使庄

河湾水域受到很大的污染；在五四农场沿海滩涂，虽然水鸟多样性较高，但其水域也受到污染，主要来自

于养殖和孵卵厂的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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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群岛是我国仅次于舟山群岛的第二大

群岛，地处辽宁东部的黄海北部水域。群岛排

列成近百余公里，统称“长山群岛”。它环境优

越，饵料充足，是鱼虾贝藻栖息繁衍的优良场

所，因此也成为水鸟良好的栖息环境。历史上

对长山群岛鸟类资源状况的调查相对较少，仅

见少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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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调查的岛屿中，尤其是无人居住的岛砣，是许多

水鸟重要的繁殖地［!］。!""" 年，黑脸琵鹭新的

繁殖种群在长山群岛的石城岛被发现，引起了

国内外鸟类学界的高度关注［#］，这也进一步表

明长山群岛作为水鸟栖息地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对长山群岛的鸟类考察只局限

于少数的岛屿上，许多岛屿的水鸟资源尚不很

清楚，因此有必要对长山群岛进行更为全面和

详细的调查。#$$% & #$$’ 年连续 % 年的夏季，

结合黑脸琵鹭繁殖地的专项调查项目，对长山

群岛和东部沿海滩涂繁殖期的水鸟资源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调查，现报道如下。

! 自然概况

长山群岛（!##(!)*+", & !#%(!%*!-,.，%/(’’*
+/, & %"(%+*%),0）行政区划为辽宁省长海县、庄

河市，由大长山岛等 ) 个乡、镇构成群岛主体。

群岛 由 百 余 个 岛 砣 礁 组 成，海 域 辽 阔，面 积

% +$$ 12#。地处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其土壤类型主要为棕壤、草甸土、草甸沼泽土和

少量风沙土、潮滩盐土；植被以暖温落叶阔叶林

为主，夹有灌丛和草丛。

" 研究方法

"#! 调查区域 根据大连和丹东沿海植被和

水系分布状况，结合 ! 3 ’$ $$$ 的地形图，#$$%
年 - 月 #) & ) 月 ) 日对辽东半岛及其沿海滩涂

进行繁殖水鸟调查。调查分成两组，一组对辽

东半岛包括大连市、丹东市所属的岛砣进行调

查。大连沿海岛砣主要是长海县所辖大小岛屿

共 /) 个和庄河市所辖石城岛等 !$ 余个岛砣，

丹东沿海主要是圆山岛、小鹿岛和大鹿岛；第二

组对辽东沿海滩涂 ) 个海湾包括皮口、庄河湾、

青堆子湾、南尖、孤山、北井子、五四农场进行调

查。#$$+ 年 - 月 !$ & #- 日和 #$$’ 年 - 月 !# &
## 日连续 # 年对上述 ) 个海湾进行了重复调

查。调查地点见图 !。

图 ! "$$% & "$$’ 年夏季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各调查地点示意图

!4皮口；# 4庄河湾；% 4青堆子湾；+ 4南尖；’4孤山；-4北井子；)4五四农场；/4大长山；"4小长山；!$4广鹿岛；!! 4獐子岛；

!#4海洋岛；!%4乌蟒岛；!+4石城岛；!’4王家岛；!-4大鹿岛。

"#" 调查方法 在每个海湾选择至少 % 个以

上的观察点，共设计了 #’ 个观察点。调查过程

中，根据海水的潮汐规律，选择高潮前后约 ! 5，

调查人员在滩涂上用 #$ & -$ 倍望远镜对视野

中的水鸟进行观察统计。每个观察点统计的时

间以看清并统计完视野范围内的水鸟种类和数

量为准，因此，每个调查地点水鸟的数量只局限

于视野范围内，是相对数量，而非绝对数量。对

水鸟的数量按年度列出，每种的数量是多个调

查点的总和。由于每个观察点的水鸟数量是相

对的，因此每种数量的总和也是相对的。

同时在每一个地点，调查人员向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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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地的常见鸟类的情况，生产活动和社会

经济状况，并由调查人员根据了解的情况填写

调查表，该表主要包括调查地点的名称、调查时

间、地点的经济状况、人口资源状况和问卷回答

者的基本情况，以及栖息地所面临的压力和潜

在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对沿海滩涂的调查地点水鸟多样性

（!）按 !""# 年的调查结果，采用 $%&’’(’)*+,’,-
指数进行计算［.］。

! 结 果

!"# 大量水鸟繁殖的岛砣、种类和数量 在辽

东半岛（包括大连和丹东）东部海域，共有百余

个岛砣，由于沿海大规模的海产养殖以及旅游

业的迅猛发展，丹东区域内的各岛没有观察到

大量水鸟的集群繁殖；大连区域内 /0 个岛砣，

其中 / 个岛砣有大量水鸟繁殖（至少有 1 """ 只

以上的个体），分别为乌蟒岛大坨子、广鹿岛矾

坨子和元宝坨子、海洋岛南坨子、海洋岛南部峭

壁、王家岛元宝坨子、石城岛杏仁坨和皮口段坨

子。/ 个岛砣繁殖水鸟的种类和数量见表 1。

!"$ 物种组成和区系分析 岛砣水鸟主要包

括黑尾鸥（ "#$%& ’$#&&($)&*$(&）、黄嘴白鹭（+,$-**#
-%.)/0)*-&）和 普 通 鸬 鹚（10#.#’$)’)$#2 ’#$3)）

表 # $%%! & $%%’ 年辽东半岛东部岛屿中水鸟的主要繁殖地及水鸟的种类和数量

岛砣名称 地理坐标 个体数量

乌蟒岛大坨子 1!.2".3/45，./2!0.346 黑尾鸥 1 #"" 只；海鸥 # 只。

广鹿岛矾坨子 1!!2.".745，./21#!#46 黑尾鸥 1" """ 只；普通鸬鹚 3" 只；黄嘴白鹭 /" 只；海鸥 ! 只。

广鹿岛元宝坨子 1!!2.7..45，./2!.0/46 黑尾鸥 ! """ 只；普通鸬鹚 1"" 只；银鸥 1" 只。

海洋岛南坨子 1!.2!1/845，./2"8.!46 黑尾鸥 0 """ 只；普通鸬鹚 1!" 只；海鸥 3 只；银鸥 !" 只。

王家岛元宝坨子 1!.2"30845，./28/##46 黑尾鸥 ! """ 只；黄嘴白鹭 #" 只。

石城岛杏仁坨 1!.2#0..45，./27#..46 黑尾鸥 1#"" 只；黄嘴白鹭 8#" 只；黑脸琵鹭 18 只。

皮口段坨子 1!!213"/45，./217./46 黑尾鸥 # """ 只；黄嘴白鹭 #" 只；普通鸬鹚 #" 只；海鸥 11 只。

. 种，其中黄嘴白鹭为国家!级保护鸟类，被

9:;6 列为濒危鸟类［8，#］。岛砣上的水鸟以黑尾

鸥的数量最多，广鹿岛矾坨子和海洋岛南坨子黑

尾鸥的数量均超过 # """ 只。岛砣和沿海滩涂水

鸟共记录到 87 种，隶属于 7 目 11 科，分别为+
,科、鸬鹚科、鹭科、%科、鸭科、秧鸡科、砺鹬科、

反嘴鹬科、*科、鹬科和鸥科。列入《中日候鸟协

定名录中的鸟类》和《中澳候鸟协定名录》中的鸟

类分别有 88 种和 !1 种。其中黑尾鸥、黄嘴白

鹭、红脚鹬（4$(5,# *-*#5%&）和大杓鹬（6%7-5(%&
7#8#,#&’#$(-5&(&）较 为 常 见。而 池 鹭（ 9$8-).#
3#’’0%&）、翘 鼻 麻 鸭（ 4#8)$5# *#8)$5#）、绿 头 鸭

（95#& /.#*:$0:5’0)&）、白骨顶（;%.(’# #*$#）、黑水

鸡（<#..(5%.# ’0.)$)/%&）、鹤鹬（4$(5,# -$:*0$)/%&）、

林鹬（4 < ,.#$-).#）、翘嘴鹬（=-5%& ’(5-$-%&）、斑尾

塍鹬（"(7)&# .#//)5(’#）、黑尾塍鹬（" < .(7)&#）等

遇见频次较少。物种名录详见表 !。

根据张荣祖（1///）《中国动物地理》［7］对鸟

类区系进行划分。本次调查中的大多数水鸟为

古北界的鸟种，占总数的 7#23=，而广布和东

洋界的鸟占 102!=。这些表明了在辽东半岛

及其长山群岛夏季所栖息水鸟的地理区划带有

很强的古北界特征，这与辽东半岛在地理区划

上属古北界特征是吻合的。一些东洋界的种

类，如小白鹭（+,$-**# ,#$>-**#）、绿鹭（ ?%*)$(8-&
&*$(#*%&）、池鹭、黄苇-（ @2)3$:’0%& &(5-5&(&）、紫背

苇-（ @ < -%$0:*0/%&）和黑脸琵鹭（1.#*#.-# 7(5)$）
等也在此度夏。按郑光美［7］中对鸟类居留型的

划分，小+,（4#’0:3#/*%& $%A(’)..(&）和黑尾鸥在

辽东半岛一带是留鸟，且数量很多；苍鹭（9$8-#
’(5-$-#）和苇-等鹭科鸟类、黑脸琵鹭、斑嘴鸭

（95#& /)-’(.)$0:5’0#）、绿头鸭、翘鼻麻鸭、白骨

顶、黑水鸡、蛎鹬（!#-7#*)/%& )&*$#.-,%&）、环颈*
（B0#$#8$(%& #.-2#58$(5%&）、红脚鹬、黑嘴鸥（ "#$%&
&#%58-$&(）、须浮鸥（B0.(8)5(#& 0:3$(8%&）、白翅浮

鸥（B < .-%’)/*-$%&）、普通燕鸥（ C*-$5# 0($%58)）和

白额燕鸥（C < #.3(A$)5&）等为夏候鸟，其余水鸟种

类为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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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年夏季长山群岛和辽东半岛东部水鸟分布及数量

物种名 分布地点 居留型 区系

数量（只）

岛砣

!""#

滩涂

!""# !""$ !""%

+,科 &’()*)+,()(-,
. 小+, !"#$%&"’()* +),-#.//-* !$，!%，!/，!0，!1，!2 3 东 4 .# !" ./

鸬鹚科 &5-6-*7’*’7-*)(-,
! 普通鸬鹚 0$"/"#+.#.+"1 #"+&. /，0，."，.1 8，& 古 !0" 4 4 4

鹭科 97(,)(-,
# 苍鹭 2+34" #-54+4" .2，!#，!$，!%，!/，!0，!1，!2 8 广 . #" .! %/
$ 大白鹭 67+4((" "/&" !$，!% 8 广 4 4 4 !
% 白鹭 6 : 7"+84((" !$，!%，!/，!0，!2 & 东 4 1 .$ .!
/ 黄嘴白鹭 6 : 4)/.’$.(4* /，.#，.%，./，.0，.1，!#，!$，!%，!1 8 古 /1! !/2 !#. .10
0 绿鹭 9)(.+-34* *(+-"()* !"，!1 8 东 . 4 . 4
1 池鹭 2+34./" &"##$)* !1 8 东 4 4 . 4
2 黄苇- :1.&+%#$)* *-545*-* !%，!/，!0，!1 8 东 4 .% !# %"
." 紫背苇- : : 4)+$%($;)* !0，!1 8 东 4 4 % 4

%科 ;57,<=)’7>)?5)(-,
.. 黑脸琵鹭 0/"("/4" ;-5.+ .0 8 东 .$ 1 1

鸭科 9>-?)(-,
.! 斑嘴鸭 25"* ’.4#-/.+$%5#$" .2，!"，!$，!%，!/，!0，!1，!2 8 广 ." ./% %! 0.
.# 绿头鸭 2 : ’/"(%+$%5#$.* .2，!/，!0 8 广 . 4 $ 4
.$ 翘鼻麻鸭 !"3.+5" ("3.+5" !1 8，& 古 4 4 /" #!
.% 赤麻鸭 ! : ,4++)7-54" !0 & 古 4 4 4 $

秧鸡科 3-66)(-,
./ 白骨顶 <)/-#" "(+" !/ 8 广 4 4 # 4
.0 黑水鸡 ="//-5)/" #$/.+.’)* !0 8 广 4 4 4 .

砺鹬科 @-,A-?’+’()(-,
.1 砺鹬 >"4;"(.’)* .*(+"/47)* !"，!0，!1，!2 8 古 . . / .%

反嘴鹬科 3,*B7C)7’<?7)(-,
.2 黑翅长脚鹬 >-;"5(.’)* $-;"5(.’)* !0 8 广 4 4 ! 4

*科 D5-7-(7))(-,
!" 灰* 0/)?-"/-* *@)"("+./" !2 & 古 4 % ! !"
!. 环颈* A$"+"3+-)* "/41"53+-5)* !$，!%，!/，!0，!1，!2 8 广 4 #0 ./ .#
!! 蒙古沙* A : ;.57./)* !2 & 古 4 4 4 1

鹬科 8*’6’+-*)(-,
!# 大杓鹬 B);45-)* ;"3"7"*#"+-45*-* !"，!#，!$，!%，!/，!0，!1，!2 & 古 . ! "0# . ./2 . !/0
!$ 中杓鹬 B : ’$"4.’)* !$ & 古 4 4 4 !
!% 白腰杓鹬 B : "+@)"(" !#，!2 & 古 4 !1 ./ $%
!/ 斑尾塍鹬 C-;.*" /"’’.5-#" !# & 古 4 4 . 4
!0 黑尾塍鹬 C : /-;.*" !%，!0 8 古 4 $" ." !#
!1 鹤鹬 !+-57" 4+%($+.’)* !$，!0 & 古 4 ." .% 1
!2 红脚鹬 ! : (.("5)* !%，!/，!0，!1，!2 8 古 4 .!0 ./2 .%1
#" 青脚鹬 ! : 54&)/"+-" !$，!%，!0，!2 & 古 4 .% ## %/
#. 林鹬 ! : 7/"+4./" !0 & 古 4 4 ! 4
#! 翘嘴鹬 D45)* #-54+4)* !2 & 古 4 !/ ## $1
## 翻石鹬 2+45"+-" -5(4+’+4* !2 & 古 4 4 4 $
#$ 矶鹬 2#(-(-* $%’./4)#.* !% 8 古 4 4 4 .
#% 灰尾漂鹬 >4(4+.*#4/)* &+4?-’4* !2 & 古 4 4 4 #
#/ 黑腹滨鹬 A"/-3+-* "/’-5" !%，!2 & 古 4 .". %# 12
#0 红颈滨鹬 A : +),-#.//-* !2 & 古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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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物种名 分布地点 居留型 区系

数量（只）

岛砣

!""#

滩涂

!""# !""$ !""%

鸥科 &’()*’+
#, 黑尾鸥 !"#$% &#"%%’#(%)#’% -，$，%，.，/，0，-"，--，-!，-$，-%，

-.-/，-,，!#，!$，!%，!.，!/，!,，!0
1 古 !/ $$# # %,0 - /,$ ! !""

#0 银鸥 ! 2 "#*+,)")$% %，.，/，-"，-.，-/，-,，!%，!0 3 古 !% ! % ,
$" 海鸥 ! 2 &",$% %，.，-"，-, 3，4 古 !. 5
$- 红嘴鸥 ! 2 #’-’.$,-$% !.，!, 6，3 古 5 5 . 5
$! 黑嘴鸥 ! 2 %"$,-+#%’ !.，!/，!, 6 古 5 !"" $#" -."
$# 须浮鸥 /01’-(,’"% 02.#’-$% !0 6 古 5 , -" -#
$$ 白翅浮鸥 / 2 1+$&(3)+#$% !0 6 古 5 5 5 -"
$% 普通燕鸥 4)+#," 0’#$,-( !/ 6，3 古 5 5 5 -
$. 白额燕鸥 4 2 "1.’5#(,% !0 6 古 5 #. $/ %"

1：留鸟 1+7)*+89；6：夏候鸟 6:;;+( <)7)9=(；3：旅鸟 3’77’>+ ;)>(’89；4：冬候鸟 4)89+( <)7)9=(。古：古北界 3’?’+’(@9)@ (+’?;；东：东洋界

A()+89’? (+’?;；广：广布种 4)*+7B(+’* C)(*7。

- 2长海交流岛 D)’=?): E7?’8* =F GH’8>H’)；!2大长山塞里岛 6’)?) E7?’8* =F I’@H’8>7H’8；# 2小长山靶索岛 J’7:= E7?’8* =F K)’=@H’8>7H’8；$2
小长山刁坨子 I)’=9:=L) =F K)’=@H’8>7H’8；%2乌蟒岛大砣子 I’9:=L) =F 4:;’8> E7?’8*；.2广鹿岛矾坨子 M’89:=L) =F N:’8>?: E7?’8*；/2广鹿

岛元宝坨子 O:’8C’9:=L) =F N:’8>?: E7?’8*；,2獐子岛哑巴坨子 O’C’9:=L) =F PH’8>L) E7?’8*；0 2海洋岛眼子山 O’8L)7H’8 =F Q’)R’8> E7?’8*；

-" 2海洋岛南坨子 S’89:=L) =F Q’)R’8> E7?’8*；-- 2孤山团坨子 T:’89:=L) =F N:7H’8；-!2孤山长坨子 GH’8>9:=L) =F N:7H’8；-#2王家岛棺材

坨子 N:8’@’)9:=L) =F 4’8>U)’ E7?’8*；-$2王家岛井坨子 D)8>9:=L) =F 48>U)’ E7?’8*；-%2王家岛草坨子 G’=9:=L) =F 4’8>U)’ E7?’8*；-.2王家岛

元宝坨子 O:’8C’9:=L) =F 48>U)’ E7?’8*；-/2石城岛杏仁坨 K)8(+89:= =F 6H)@H+8> E7?’8*；-, 2皮口段坨子 I:’89:=L) =F 3)V=:；-02 圆山岛

O:’87H’8 E7?’8*；!" 2孤山东西马坨子 I=8>W);’9:=L) =F N:7H’8；!-2 孤山孤坨子 N:9:=L) =F N:7H’8；!!2 孤山迎门坨子 O)8>;+89:=L) =F

N:7H’8；!# 2皮口 3)V=:；!$ 2庄河湾 PH:’8>H+ J’R；!%2青堆子湾 X)8>*:)L) J’R；!. 2南尖 S’8U)’8；!/2孤山 N:7H’8；!,2北井子 J+)U)8>L)；

!0 2五四农场 4:7H)8=8>@H’8>。

!"! 水鸟群落多样性及其栖息地的致危因素

对于岛砣而言，主要是以黑尾鸥、普通鸬鹚和

黄嘴白鹭等少数几种水鸟组成，其多样性很低。

岛砣作为较为特殊的栖息地，其结构特征较为

单一，与沿海滩涂差异较大，但两者也分布有相

同的物种，如黄嘴白鹭、斑嘴鸭、黑尾鸥和银鸥

（!"#$% "#*+,)")$%），这些水鸟既在岛砣，又在沿

海滩涂的水域有分布。黄嘴白鹭、普通鸬鹚和

黑尾鸥主要将岛砣作为繁殖地，而沿海滩涂是

其主要的觅食场所；斑嘴鸭的繁殖地既可以在

沿海水域边的草丛，又可在岛砣的岩石间，觅食

场所也主要局限于沿海水域。其他*鹬类水鸟

主要分布于沿海滩涂，岛砣上几乎没有分布。

对沿海滩涂水鸟的多样性进行了计算。从表 #
可以看出，五四农场沿海滩涂水鸟的多样性最

大，其次多样性较高的为南尖，而庄河湾物种多

样性最小。

在调查中发现，辽东半岛东部的岛砣及其

周围海产养殖的规模较大，导致岛砣受到人为

干扰也随之增大，部分当地居民每年在水鸟的

繁殖季节都要上岛砣捡鸟卵；在一些较大的岛

砣上如王家岛元宝坨子正在进行度假村的开

发，开展旅游娱乐等项目，上述这些人为干扰使

水鸟无法安静地在岛砣上进行繁殖。

表 ! #$$! % #$$& 年夏季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各调查

地点水鸟的多样性及其受胁因素

调查地点 多样性 受胁因素

皮口 -Y-0 生活垃圾、排污水

庄河湾 -Y-. 赤潮、生活垃圾、排污水

孤山 -Y// 赤潮

青堆子湾 -Y!- 赤潮、排污水

南尖 !Y!# 孵卵厂排污水

北井子 -Y#% 赤潮、养殖塘排污水

五四农场 #Y%- 电厂和养殖塘排污水、码头废油

通过对辽东半岛的沿海滩涂调查发现（表

#），目前受胁因素主要来自于二方面：（-）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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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来自于生活垃圾、孵卵厂、养殖塘和电厂等，

如皮口、庄河湾、青堆子湾、南尖、北井子、五四

农场；（!）赤潮如庄河湾、孤山、青堆子湾、北井

子。

! 讨 论

水鸟如灰*、青脚鹬、大杓鹬、白腰杓鹬、黑

腹滨鹬按照居留型类型应为旅鸟［"］，尤其是大

杓鹬的数量较多，!##$ 年共记录到 ! #"$ 只。

这些水鸟中的一部分个体并不北迁，而是留下

来成为游荡个体，或者可能在辽东半岛一带繁

殖，这尚须今后更深入的调查。

对石城岛杏仁砣的黄嘴白鹭种群数量从

!##$ 年开始连续 $ 年进行了调查。通过与历

史文献［%］比较，发现该岛黄嘴白鹭的种群数量

正在逐年下降。尹祚华等［%］报道，在该岛繁殖

后期黄嘴白鹭种群数量有 &## 余只，!##$ 年同

期调查时，该岛也约有黄嘴白鹭 &## 余只。但

!##& 年同期调查时发现，其数量下降到 ’# 只；

而 !##’ 年却为 !# 余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原因尚需今后进一步调查。

白清泉等［(］报道，在孤山大洋河口周围的

苇塘中（$()’#*+，,!$)$-*.），发现黑嘴鸥的繁殖

地，约 !(# 余只个体（包括幼鸟）；!##& 年同期（-
月初）对该繁殖地重新进行了调查，约 &## 余只

个体，种群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在 !##’ 年，同期

调查黑嘴鸥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 ,-# 余只。

根据野外调查发现，由于芦苇承包商对苇塘的

放水正好在黑嘴鸥的繁殖营巢和产卵期间，水

位已超过了巢的高度，使得黑嘴鸥无法正常进

行繁殖，繁殖成功率较低。

经过调查和走访得知，有些岛砣如大长山

的交流岛、小长山的刁坨子、獐子岛的哑巴坨

子、海洋岛眼子山曾经是大量水鸟繁殖的理想

场所，但由于人为干扰如海产养殖和捡鸟卵，现

在已不适宜水鸟繁殖。目前有大量水鸟繁殖的

岛砣都是悬崖峭壁，难以攀登，这些岛砣人为干

扰较少，为水鸟提供了较为安静的繁殖场所。

通过各调查地点水鸟多样性的比较，庄河

湾多样性最低，这可能与该海湾水域的污染有

关。长期以来，庄河湾受到生活垃圾的大量排

放，如海洋村打拉腰；养虾所排放的化学药品、

冷库的排污水，如大于屯张虾网村一带，使庄河

湾水域受到很大的污染，导致该海湾水鸟的多

样性较低。在五四农场及其沿海滩涂，虽然水

鸟多样性较高，但其水域也开始受到了污染，主

要来自于养殖和孵卵厂的排污水，这也是不容

忽视的。近些年来，在庄河湾、孤山、青堆子湾

和北井子沿海一带发生赤潮也较多，这进一步

表明了海水富营养化和水域污染所带来的严重

后果，这应该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了加强长山群岛和东部沿海滩涂的保护

和管理，提出以下建议：（,）各地方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与渔政、港监等部门配合协作，加强对海

域环境管理的力度；（!）地方政府应认真规划，

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自然资源，并强化污染源

管理，防止近岸海域富营养化加重；（$）加强对

机动船只排放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及

海洋赤潮的监测，并根据结果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运用各种形式，加强环境宣传教育，不断

增强渔民对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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