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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澎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位于南海东北端与台湾海峡西南端交汇的广袤海面上，地处福建、
广东、台湾3省及东海与南海两海的交界处，地理位置紧贴北回归线，区位优势明显，水文气候条件
独特，海底地形地貌奇妙，保护区内众多的岛屿、礁岩仍然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状态。
　　1999年南澳县人民政府以“关于同意设立南澎列岛一勒门列岛自然保护区的批复”（南府
函[1999]2号），批准同意设立县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汕头市人民政府以“关于同意设立南澎一勒门
列岛升格为市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批复（汕府函[2000]171号）”，批准同意升格为市级自然保护区
，200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以“关于南澎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等为省级保护区的批复”（粤府
函[2003]196号），批准同意南澎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升格为省级保护区。
保护区以南澎列岛周边海域为中心，总面积约35679公顷，其中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面积分别约
为12581公顷、11285公顷和11813公顷。
　　保护区的底质极为特殊，以岩礁、砂、沙砾和砂泥等为主，海底粗糙，起伏不平，礁石林立，生
境多样；保护区具有典型的上升流生态系统、岩礁生态系统、海藻场生态系统和珊瑚生态系统。
因此，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为独特的海底自然地貌与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重要珍稀濒危海洋动物与
渔业种类及其栖息地、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已发现栖息有各种海洋生物1308种，分属于20门、113目、357科，其中脊索动物门有20目
、99科314种。
保护区内有多种珍稀濒危保护动物，其中国家I级保护动物3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15种，广东省重点
保护动物8种，此外，还有60多种世界濒危鸟类、国际重点保护的珍贵候鸟常年栖居于保护区内的海岛
上。
主要经济鱼类、虾蟹类、贝类和藻类772种，其中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主要渔业品种60多种，享誉东南
沿海的“澎菜”、“宅鱿”主要产自保护区附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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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利用最新调查研究数据，并充分比对历史调查研究成果，分析了南澎列岛海洋生态省级自然保护
区及附近海域的海洋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特征；南澎列岛附近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特
点；南澎列岛附近海域的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群落、鱼类区系、珍稀濒危物种以及重要种质资源
状况，评价了南澎列岛附近海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提出了南澎列岛海洋生态保护区的保护与管理规
划及对策。
　　本书可供从事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洋渔业、海洋环境研究与保护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以及
大专院校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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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电鱼、毒鱼、炸鱼等行为严重威胁珍稀濒危物种的安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
海乡镇电鱼、毒鱼、炸鱼行为极为猖狂，不仅严重破坏了鱼类资源，同时也严重威胁中华白海豚等鲸
豚类和海龟等爬行动物，对珊瑚来讲更是毁灭性的破坏。
电鱼、毒鱼、炸鱼是渔业法所不允许的，是严重破坏水产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作业方式，应坚决取缔。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管理力度的加强，毒鱼现象有所减少，但近年来由于受利益的驱动，炸鱼、电
鱼等现象还时有发生。
 （三）环境污染 主要是由沿岸陆源污染物直接向海洋倾倒或排放，这些污染物使得海洋生物被毒死
或受到伤害，有的还影响其正常繁殖或导致其基因突变。
此外，海水养殖废水排放也会造成海域的污染。
盲目发展单一的海洋养殖品种，不仅占据了大量海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栖息地，而且还会造成局
部海域的富营养化，导致赤潮的发生，进而造成大批海洋生物死亡。
　　（四）栖息地的改变、丢失和破碎　　主要由于滩涂和近岸的围垦养殖等海洋和海岸开发活动，
缩小了中华白海豚、江豚等哺乳动物和海龟等爬行动物的分布范围并改变了生境，使海洋哺乳动物和
爬行动物的正常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南澳岛周围海域有大量的插桩紫菜和其他藻类的养殖，养殖之处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龟等爬行动物不能
进入或进入后极易受伤害，极大的限制了这些珍稀濒危动物的觅食范围，缩小了它们的栖息地面积。
　　二、保护措施 针对以上珍稀濒危物种存在的种种生存的压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对保护区及
周边海域的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1.严格执行渔业法和保护区管理条例，杜绝保护区内进行渔业生产活动，严格控制保护区周边海
区的捕捞船只数量和捕捞强度。
　　2.对电鱼、毒鱼、炸鱼等恶性破坏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对严重的违法人员要
绳之以法。
　　3.虽然保护区离岸较远，目前尚未有发现明显的污染，但随着汕头市经济和南澳旅游业的发展，
要严格控制沿岸企业的污水排放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不达标坚决禁止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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