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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禾

漫步在广西北海银滩，天蓝海碧、椰林绿影，在阳光

下，海滩上的沙子闪烁着银光；到了傍晚，云卷云舒、晚霞

如画、潮涌浪高……一幅壮丽的滨海画卷徐徐展开。

广西北海银滩岸线长约 108 公里，有“天下第一滩”的

美誉。近年来，北海市投入约 185亿元，通过“控源头、强体

质、护颜值”等多种治理方式，使海湾优良水质比例稳定保

持在 100%，区域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目前区域内共有

红树植物 19 种、鸟类 195 种、底栖动物 207 种。今年，广西

北海银滩入选了全国第二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近日，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海洋

生态环境司副司长胡松琴表示，2022 年以来，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深入落实《“十四五”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2 年，全国监测的 24 个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整体质量改善。

海洋生态系统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

位，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我国海洋生态环

境“家底”如何？近年来围绕海洋生态保护，我国进行了哪

些努力？科技在海洋保护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总体稳中趋好

“通过各方努力，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中

趋好。”胡松琴说，海水水质整体持续向好。2022 年，一

类水质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 97.4%，近岸海域水

质优良面积比例为 81.9%，同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海洋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改善，自 2021 年以来已消除“不

健康”状态。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2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全国入海河流水质状况总体良好，海水浴场水质、

海洋渔业水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渤海、长江口—杭州

湾、珠江口综合治理攻坚战的重点海域，总体年均优良水

质面积比例为 63%，同比上升 0.5个百分点。

“海湾是我国近岸最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之一。”在山

东省荣成市举行的 2023海洋保护大会上，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海洋综合治理室主任于永海说，“十四五”期间乃至

今后一段时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以“美丽海湾”为

统领，全面推进国家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

其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把“蓝色海湾”整治列为重

大海洋工程之一。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了 58 个“蓝色海湾”整治项

目、24 个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61 个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生态修复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

自 2010 年以来，中央投入生态修复资金超 270 亿元，

完成整治修复岸线 1500 公里、滨海湿地 3 万公顷、海堤生

态化建设 72公里。

“沿海地区加快推动‘一湾一策’海湾综合治理，统筹

实施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亲海环境整治等举措，

系统提升了海湾生态环境质量。”胡松琴说。

2022 年近岸海域水质监测评价结果显示，在全国 283

个海湾中，144个海湾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超过 85%，90个海

湾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较 2021年有显著提升。

让公众享受到水清滩净
的美好环境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美丽海湾建设指标体系（试

行）》，建设美丽海湾的根本目的是，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

突出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改善海湾生态环境质量，

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让公众享受到“水清滩净、岸绿湾

美、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好环境。

入选第二批国家级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名单的山东威

海桑沟湾，是我国最东端、日出最早的海湾。多年前，桑沟

湾沿岸及腹地曾是工厂企业、生活区域集中的地区，海湾

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为抓好桑沟湾综合整治工作，荣

成市重点实施“清养殖、拆散乱、控源头、修生态、护文化、

提质效、促转型”七大行动，近岸 2000米的海上养殖点全部

清退，并拆除小加工厂、小养殖厂、小冷藏厂 600多家，地上

建筑物 70多万平方米。

荣成市还推行河湖湾“三长合一”管理模式，搭建智慧

环保综合管控平台，实施“蓝色海湾”“净滩行动”等专项整

治，建立“近岸水体—入海排污口—排污管线—污染源”全

链条治理体系，抓好源头管控，严防入湾排污等。

“我们着力保护海洋生态，持续推进海岸带修复和保

护，陆海统筹抓好各领域的综合整治，全市近岸海水水质

优良率达 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超过 95%。”山东省

威海市副市长、荣成市委书记徐明说，每年冬天，有上万只

大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越冬，与荣成人共享“天之尽头、天

鹅海岸”之美。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海阔潮平。位于北戴河新区的

七里海潟湖滩净湾美，浅滩植被错落生长，色彩绚丽。烟

波浩渺的水面上，形态不一的“微地形岛”隐约可见，不时

有海鸟起飞、降落、觅食，生态之美跃然入画。

秦皇岛七里海潟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潟湖，在 19世纪

中期，其面积达2000公顷。这里连陆接海，不仅是城市吐故

纳新的“绿肺”，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活化石”文昌鱼

在渤海的主要栖息地。1978年，围堤和挡潮闸的修建改变

了七里海水动力条件，加之围堰养殖、稻田开发等农渔业的

兴起，七里海湖面逐渐萎缩，水域面积仅余286公顷。

2016 年至 2021 年，秦皇岛依托“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实施七里海潟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修复岸线、退养

还海，生态系统功能得以提升，使七里海潟湖重现“七里碧

海斜阳远，群鸟畅谈桂月长”的景象。

科技助力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生态修复

科技是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支撑。10多年来，我

国实施了大量的海洋生态保护、沿海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生态修复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以浙江省宁波市的梅山湾为例，梅山湾位于北纬 37度

黄金海岸带，岸线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与周边水系形

成独特而复杂的海洋生态环境。近年来，通过加强与科研

院校的合作，强化生物治理，浙江宁波梅山湾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当地不仅建立了互花米草治理示

范区，还积极保护湾内水位和盐度，为湾内生物营造稳定

的生存环境。此外，当地还强化数字化管理，建设赤潮大

数据预警平台。如今湾内已聚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北京

大学、宁波大学、宁波海洋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所，生态保护研究课题立项 30 余项，形

成了“科技借力、科学治理”的生态保护新形态。不久前，

浙江梅山湾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成功入选“2023年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名单。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支撑下，我国围绕海岸带生

态修复工程野外现场观测技术开展研究，重点关注遥感、

无人机、在线监测及遥感技术对地形地貌、水文动力、生态

物种与植被等要素的监测；围绕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及大

型围填海工程的环境影响数值模拟技术开展研究，重点关

注波浪、潮流、泥沙、水质及生态模型研发与应用；围绕海

岸带生态修复工程实验模拟技术、海岸和海洋动力因素同

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结构相关作用等开展研究，重点关注

生态型防护结构的研制与开发等。

海洋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态治理周期长、技术难度

高，对整治修复方案设计的水平要求很高。“稍有不慎不仅

会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还有可能引发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二次损伤。”于永海说，未来，我国还

应不断完善各类型整治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提

高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的支撑能力。

修复海洋生态修复海洋生态 擦亮蔚蓝底色擦亮蔚蓝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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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记者9月24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恢复建设湿地1600公顷，约等于

2.35个奥森公园的面积。截至2022年底，全市湿地面积为6.09万公

顷，其中湿地地类面积0.31万公顷，湿地归类面积5.79万公顷。

“全市建立了完善的湿地分级体系，为北京近50%的植物种类、

76%的野生动物种类提供了生长栖息环境，助力北京成为世界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

地保护处处长张志明告诉记者，9月17日是第十一个“北京湿地日”，

今年湿地日的主题是“修复退化湿地，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

因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城镇开发等原因，北京的湿地面积曾

急剧缩减。近年来，北京实行严格的湿地保护制度，想方设法恢复

和建设湿地。

据了解，北京市遵循“宜林则林、宜湿则湿、林水相依”原则，将

湿地恢复与建设任务纳入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同时

还结合河流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中小河道生态治理以及海绵城市

建设，进一步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力度。在中心城区，北京完成

了西城区西海湿地公园、亚运村小微湿地建设；在平原地区，北京

构建“林水相依、林水相融、蓝绿交织”的自然生态系统，解决“绿而

不活”“有林无水”的问题；在生态涵养区和京津冀交界地区，推进

延庆野鸭湖、密云穆家峪、大兴长子营等湿地公园建设，加强湿地

生态保育，进一步优化湿地生态功能。

今年，包括北京野鸭湖在内的我国 18 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野鸭湖是北京第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成为首都湿地

生态保护的“金名片”。

北京延庆野鸭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延庆西北部，总面

积 6873公顷，是由官厅水库延庆辖区及环湖淹没区滩涂和库塘等

组成的湿地生态系统。北京野鸭湖国际重要湿地位于保护区范围

内，面积为 4007.84公顷，涵盖了保护区内河流、湖泊、滩涂、水塘等

不同类型的湿地，湿地率为 72%。

野鸭湖国际重要湿地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内，

每年有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殖和越冬，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

目前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 361种，其中不乏丹顶鹤、青头潜鸭

等珍稀濒危鸟类。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野鸭湖国际重要湿地能够受到这

些‘大自然精灵’的青睐，是野鸭湖良好生态系统的最好证明，也是

首都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张志明说。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发布两批市级湿地名录，共计 47 块湿地

列入市级湿地名录，占全市湿地总面积的 46%。北京市以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湿地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小区为补充的湿地保护

体系基本形成。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落实《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

（2021—2035年）》，以温榆河公园、南苑、康庄森林湿地以及沙河等

湿地公园建设为重点，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利用有限空间，加强

小微湿地修复力度。同时提升湿地动态监测监管能力，及时发现、

制止侵占湿地和非法破坏湿地的行为，保护好湿地资源。”张志明说。

“十四五”以来

北京恢复建设湿地1600公顷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记者 9 月 23 日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今后青海省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将以松材线虫、美国白

蛾等重大有害生物防控为主线，全面提升综合防控能力，推动林草

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形成新合力，坚决阻绝松材线虫入侵。

林草有害生物灾害是“不冒烟的火灾”，严重威胁生态安全、生

物安全、食品安全、经济贸易安全和国家气候安全。而松材线虫病

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具危险性、毁灭性的病害，被称为松树“癌症”。

“松材线虫病如果传入青海，后果不堪设想。”青海省政协副主

席，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南表示，目前，我国松材

线虫病疫区已由2000年的75个，增加到现在的880个。松材线虫病

防控是世界性难题，目前没有既简单、又高效的防治技术，管住疫木

源头、防止疫木传入是防扩散最根本的措施，全面彻底清理病死树

是拔除疫点、消灭传染源最有效的手段。李晓南表示，青海将坚定

执行防控措施，严格落实防控责任，做到及时发现、有效处置。

据悉，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将从源头做好防控基础工作，将有

害生物防治措施纳入造林设计、森林抚育方案，建立健全包含林业

有害生物发生指标在内的营造林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该局

还将综合施策、严防严控，加强检疫机构和检疫执法力量建设，科

学有效设置检疫检查点，对交通干线两侧、木材集散地等周边松

林、疫情发生毗邻地区、重要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等

重点风险区域进行常态化监测巡查，守好可能的输入渠道。

青海坚决阻绝松材线虫病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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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帮忙一起把化粪池的盖掀开，我

们看看里面的情况。”在四川省一处高寒高

海拔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现场，国

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

究中心（以下简称黄河中心）副主任宋永会

在听完工作人员介绍后，实地查看当地污

水处理系统运行情况，并对建设成果予以

肯定。

上高原、下湿地、过草地，9 月 11 日至

15日，黄河中心赴四川省开展“生态环境专

家黄河行”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专题调研。在为期一周的调研中，专

家组辗转四川省多个沿黄县市，送科技、解

难题，为该省科学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

和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用科技守护

黄河“一江清水向东流”。

“对症下药”解难题

“中午一进村，就看到家家户户都在做

午饭，生活污水直接排到了黄河支流里。”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驻

点科技帮扶工作组成员、四川省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春

到现在还记得，她刚来阿坝州松潘县安宏

村时的情景。

四川省黄河流域属高寒高海拔地区，

冬季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污水处理设施难

以稳定正常运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成为

困扰当地的顽疾。

2022 年春，安宏村开始了高寒高海拔

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工作。王

春告诉记者，该项目利用无动力一体化设

备，采用厌氧生物膜工艺，可对全村 269 户

1115 人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杜

绝了当地生活污水直排黄河支流的现象。

王春介绍，为应对当地冬季低温，设备

采用深埋保温，地埋深度均在-0.8 米的冻

土层以下，保证了冬季不冻。

在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专家组对这

一创新型项目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提出相

应建议。“目前有研究显示，随着气候变化，

高原地区冻土层在逐渐融化，项目建设中

也要考虑未来冻土层融化对地埋设备的影

响。可从管材选择、安装设计等方面作前

瞻考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建

国说。

随后，专家来到了四川省若尔盖县西

仓村沙化治理示范点。“沙化土地治理的管

理维护期到底有多久？”示范点工作人员向

专家组提出了他们工作中的困惑。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汪诗平在了解

相关情况后表示：“沙化草地治理是一项长

期工程，短期内不太能够完全恢复。有时，

地上的植被看似恢复了，但实际上土壤恢

复还需要更长时间。”他认为，治理可分阶

段进行，比如先将流动沙地治理为半固定

沙地，然后向固定沙地发展。要根据当地

实际生态条件进行土壤恢复，以不进行人

为干预、恢复的沙地依然能够自我维持为

目标。专家组的一番讲解给了当地工作人

员信心。

“标本兼治”促发展

沿着公路穿梭在四川省沿黄县市，时

不时就会有牦牛闯进公路，道路两侧的草

原上同样遍地牛羊。阿坝州有关负责人介

绍，畜牧业作为当地主导产业，是群众增收

致富的主要手段，这也给生态保护带来一

定困难。

在若尔盖地区，家畜主要以传统散养

为主，其粪尿会直接排在草原上。冬季，粪

尿容易冻结，到了 4—6 月，冰冻期结束，土

壤解冻，草原植被尚未完全返青。此时一

旦降雨，粪尿中的养分不仅不能被植物充

分利用，还极易被雨水冲刷进入河道，导致

河流水质出现季节性不稳定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汪诗平说：“牛羊粪尿

中含有铵态氮等含氮化合物，可以从改善

家畜的营养结构出发，降低其粪便中的含

氮化合物。”同时，他表示：“在雨季，可以通

过人为管理措施，调整放牧家畜的空间分

布，降低水源地的放牧强度，或远离河流流

域放牧。”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需要平衡好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人、草、畜平衡，人是

核心。”汪诗平认为，想从根源上解决畜牧

业带来的污染问题，需要对当地产业结构

进行升级调整。他根据在内蒙古工作时的

经验提出了相关建议。“人们常说畜牧业有

‘三驾马车’——奶、肉、绒。奶和绒的附加

值是很高的，污染也相对较小，可以重点发

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乔琦同样

认为，若尔盖县可以充分发挥当地的生态

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拓展发展空间。

“从总体调研情况看，四川省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好，并且形成了一批具

有推广价值的示范项目。但由于当地特殊

的环境条件，也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宋

永会表示，接下来黄河中心将进一步梳理

调研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尽快找出解决办

法，形成相应的解决方案，用科技力量守护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真正确保黄河“一江清

水向东流”。

用科技守护黄河“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环境专家黄河行”四川调研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