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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对于人类
社会生存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治理
海洋垃圾、设立海
洋保护区、修复珊
瑚礁、发展可持续
渔业……世界各国
纷纷采取行动，加
强海洋生态保护，
实现海洋资源有序
开发利用，让浩瀚
海洋持续造福人类

在南非开普敦的泻湖海滩上，一辆驮

着两个蓝色大桶的四轮小车马达轰鸣，当

地志愿者手拿一个黄色吸筒，正在仔细清

理着沙滩上的烟头、吸管等垃圾。这个大

型“吸尘器”主要用于清理和筛选沙滩上的

塑料垃圾。

一般塑料不可被生物降解，只会变得

越来越碎小。海滩上的塑料垃圾如果不及

时清理，可能被海鸟等动物误食，也可能被

海浪卷入海中污染环境。这台吸尘器可以

吸入包含微小塑料的大量沙子颗粒，然后

将沙子滤掉，只剩下塑料垃圾。

南非国土三面环海，拥有长约 3000 公

里的海岸线，每年有大量的塑料垃圾进入

该国周围的海域。近年来，南非在《国家环

境管理》《垃圾法》《农业法》等多项立法中

加强对海洋塑料污染的管控，推动实施河

口管理计划、建立海洋保护区等多项举措，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开普敦大学教授彼得·瑞安在去年 5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来自陆地的塑

料 垃 圾 预 计 约 60% —90% 会 滞 留 在 海 滩

上，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被收集清理，避

免进入海洋。因此，改进对固体废弃物的

管理，防止垃圾随河入海对于减少海洋中

的塑料垃圾至关重要。

目前，南非环境、林业和渔业部正在推

动一项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新项目，计

划与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企业等合

作，对位于南非东部的夸祖鲁—纳塔尔省

内 5 个河流系统中的垃圾进行清理回收。

该项目将通过增加垃圾清理收集、发展社

区主导的垃圾分类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等，

进行源头治理，避免垃圾进入海洋。

与此同时，南非也在努力寻求塑料替

代物。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探索采用替

代材料减少海洋塑料垃圾的潜力》报告指

出，“从社会上移除所有塑料既不可能，也

不可取，但是找到替代物减少我们对塑料

的依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最近，位于南

非约翰内斯堡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发布

了其历时两年研发出的一种“生物塑料”。

该产品是将木屑提取成木质素，并利用纳

米技术开发而成。据公司负责人曼戈勒介

绍，这种“生物塑料”会在 36—72 小时内溶

于水，并在水中完成生物降解过程。该产

品 已 经 入 围“2021 年 非 洲 工 程 创 新 奖 ”。

“在初始阶段，‘生物塑料’将用于替代食品

包装行业中的一次性塑料，包括吸管、餐具

和包装水果蔬菜所需的薄膜等，然后会向

制药行业等其他领域推广。”曼戈勒表示。

为了提高人们对海洋保护的重视，南

非将每年 10 月的第二周定为“国家海洋

周”。海洋周期间，很多学校和环保组织会

开展海滩漫步活动，参加者一边捡拾海滩

上的垃圾，一边对公众进行海洋保护的宣

传。在 2020 年的海洋周活动中，南非野生

动物与环境协会联合南非科学与创新部等

举办了网络研讨会，围绕“如何减少海洋塑

料垃圾污染”等议题，组织来自南非各地参

与者进行线上讨论和学习。

环保杂志《Down To Earth》报道称，

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

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塑料产品消费市

场进一步扩大，大量塑料垃圾产生，对海洋

生物生存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需要更多

国家和社会力量携起手来，共同治理海洋

垃圾污染，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南非

进行源头治理减少海洋塑料污染
本报记者 吕 强

位于南太平洋中部的复活节岛，距智

利本土 3000 多公里，被当地人称作拉帕努

伊岛。这里不仅矗立着极具标志性的巨型

石像，还是一座海洋宝库。岛屿周边海域

孕育了 140 多种特有海洋生物，海底覆盖

大量珊瑚，水下山脊也为金枪鱼、马林鱼等

经济鱼类提供了重要的产卵地。

2018 年，拉帕努伊海洋保护区成立，

海域面积达 74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

的海洋保护区之一。保护区内禁止工业捕

捞和采掘，仅保留当地人的捕鱼传统，将海

洋保护与风俗文化传承有机结合。

在保护区建立过程中，拉帕努伊岛岛

民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支持推动设立保

护区，与政府共同协商确立保护区的监督

保护方案，部分岛民还在接受培训后成为

保护区监督员。这种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积

极性的保护模式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肯定。

智 利 拥 有 绵 延 6400 多 公 里 的 海 岸

线。过去几年间，智利海洋保护区范围迅

速 扩 大 ，已 达 到 其 专 属 经 济 区 面 积 的

43%。目前，智利共有包括海洋公园、海洋

保育区、自然庇护区、多用途海洋和沿海保

护区在内的 4 类海洋保护区。其中，海洋

保育区重在保护海洋生物的繁殖区和鱼类

聚集区域等，多用途海洋和沿海保护区则

在实行海洋保护措施的同时，允许进行一

些对环境影响小的可持续经济活动，如手

工捕捞、生态旅游等。

保护区的设立展现了智利政府保护海

洋的决心。智利生态学专家米丽娅姆·费

尔南德斯指出，智利需要将方案中的保护

区落实为真正有效的保护，同时应加大力

度保护一些受沿海渔业活动影响较大的生

态脆弱区域。过度和非法捕捞，以及在水

产养殖中使用化学物质等行为危害海洋生

态，也成为智利政府重点整治的领域。

2020 年，智利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局

联合军方、海关、税务、卫生、环境监管等方

面的 10 家机构正式建立“可持续渔业和水

产养殖审查网络”，加强对捕捞、登陆、运

输、营销等整个价值链的监督管理。此外，

智利政府还要求渔船安装摄像头，记录从

出发到登陆的捕捞作业全过程。

海洋生物的生存状态也得到智利政府

的关注。以鲸鱼为例，船只碰撞是威胁鲸

鱼生存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保护鲸鱼，

智利于近期启动试点保护项目，在蓝鲸聚

集的科尔科瓦多湾安装能够探测鲸鱼位置

的智能浮标。一旦鲸鱼出现，浮标便会发

出卫星警报，陆上中心收到警报后将提醒

附近船只采取预防措施，避免碰撞。此外，

智能浮标还装有监测温度、酸碱值、营养物

质和氧气的感应装置，其收集的数据可供

研究者跟踪海洋健康状况，监测全球变暖

进程。

“海洋生物可以吸收热量和固存二氧

化碳，是重要的海洋碳汇。”智利环境部部

长卡罗莱娜·施密特表示，“加强对海洋的

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对维护海洋生物多样

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也可以更

好地发挥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智利

海洋保护与风俗文化传承有机结合
本报记者 朱东君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北部，湛蓝的海

面上星星点点地漂着几艘渔船。渔船上，

经过人工繁殖和选育的珊瑚幼苗被装在

内有海水的塑料袋中，等待着被潜水员带

入水下，移植到遭破坏的天然礁盘上——

这是印尼近年来修复珊瑚礁项目的一个

缩影。

作为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拥有

丰富的珊瑚资源，包括近 600 种珊瑚，珊

瑚 礁 面 积 约 2500 平 方 公 里 ，约 占 世 界 珊

瑚礁总面积的 10%。以地处珊瑚礁三角

区的鸟头半岛为例，其周围水域拥有上千

种不同的珊瑚鱼，数百种珊瑚、鲨鱼等，生

物种类极为丰富，被称作海洋生物的“物

种工厂”。

以珊瑚礁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沿海和

海 洋 资 源 为 印 尼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重 大 贡

献。有研究显示，到 2030 年，健康的珊瑚

礁对印尼沿海渔业发展和旅游业的积极

影 响 或 将 为 该 国 经 济 贡 献 370 亿 美 元 的

额外收入。

然而，相关研究机构发现，近年来，印

尼约 1/3 的珊瑚礁处于不稳定状态，珊瑚

礁生物种类明显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破

坏性捕捞、碳排放增加以及营养物质和沉

积物的增加等，都 是 造 成 珊 瑚 礁 受 损 的

因素。

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柱。

印尼海洋渔业部长艾迪指出，珊瑚礁系统

至关重要，既是多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还

可以成为旅游业和水产养殖业等产业发展

的良好平台。推动对珊瑚礁系统的保护将

有助于更好地造福沿海地区民众，并对沿

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早在 1998 年，印尼政府就启动了由海

洋渔业部与印尼科学院联合实施的珊瑚礁

保护与修复计划。与此同时，多项旨在促

进海洋资源保护的举措相继实施，包括设

立海洋保护区和招募当地志愿者协助管理

捕捞活动等。2003 年至 2015 年，印尼的海

洋保护区总面积增加了两倍。

去年 10 月，印尼出台了迄今为止最大

规模的珊瑚礁修复计划。该计划也是印尼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印尼政府希

望将珊瑚礁恢复与旅游业相结合，通过多

种方法修复受损的珊瑚礁，恢复海洋生态

系统，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以吸引游客。该

计划有望吸引来自各行各业的逾 1.1 万人

参与，将为印尼沿海地区的教育、科研和经

济发展创造良好机遇。

国际组织也在当地的保护珊瑚礁行

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多年来，世界银行

通过提供金融支持等方式，帮助印尼政府

开展珊瑚礁保护工作。在世行的推动下，

当地渔民接受了监测珊瑚礁生态系统的

培训，一些学校也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课

程体系，提升公众保护珊瑚礁的意愿和主

动性。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印尼的珊瑚礁保

护工作不断推进。根据印尼当地媒体报

道，珊瑚礁生态系统正展现出新的生机。

当地潜水员观察发现，受损珊瑚礁得到一

定程度的恢复，鱼类数量也有所增加。通

过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地方一级的珊瑚礁保

护措施，印尼将增强其蓝色经济潜力，也将

更有效地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印度尼西亚

提升公众保护珊瑚礁的意愿和主动性
本报记者 徐 伟

挪威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广阔的海域、

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世界第二大海产品出

口国，2/3 出口收入都来自海洋。挪威努

力平衡海洋生产与海洋保护，跳出简单的

“靠海吃海”发展模式，通过严格的制度与

科学的管理，致力于实现海洋生物资源的

合理有序利用，更好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及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过度捕捞是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

大威胁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过度捕

捞导致鱼群减少过快，无法实现自然恢复，

已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挪威过度捕捞现象日益严重，部分鱼

类资源产量急剧下降，其中最严重的要数鲱

鱼。鲱鱼是挪威渔民捕捞的主要鱼种之一，

1954年挪威的鲱鱼捕捞量达到创纪录的 146
万吨，而 1969年则锐减至 18.6万吨。

为了保护鱼种，挪威渔业部门推出严

格的配额制，控制捕捞数量，打击过度捕捞

和非法捕捞。渔业部门通过对渔业资源和

捕捞数据进行监控、分析、评估，确定每年

的总捕捞量，并且与周边国家进行谈判，商

定共有鱼类资源的捕捞量。配额确定后，

通过渔民协会分配给渔民，渔民需按规定

开展捕捞活动，并接受渔业部门、海岸警卫

队 、渔 民 销 售 组 织 等 机 构 的 监 管 。 2009
年，挪威新修订的《海洋资源法》开始生效，

该法对捕捞方式做了进一步规定，以使捕

捞行为对海洋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根据

规定，除捕捞海带、虾或挪威龙虾外，禁止

进行拖网捕捞。

注重发展与保护并重，在发展中推动

海洋保护成为挪威发展可持续渔业的主要

思路。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挪威政府将

渔业管理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针对不同的鱼种进行分类管理，重点保护

鱼苗和濒危鱼类，以及鱼类产卵区和珊瑚

礁等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根据 2011 年

生效的一项法规，挪威 80 万平方公里的深

海被禁止实施海底捕捞，以更好保护海底

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一系列海洋保护区也相继建立。为保

护龙虾种群，2006 年挪威建立了 4 个试点

海洋保护区，保护区内禁止捕捞。挪威海

洋研究所一份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受益于

海洋保护区的建立，龙虾的密度增加，个头

也平均增加了 13%左右。

在促进可持续渔业发展的同时，挪威

还采取多种举措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减

少海上运输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挪威

制定了《绿色航运行动计划》，提出到 2030
年力争将国内航运和渔业排放量减少一

半；2018 年，启动《海洋垃圾和微塑料防治

发展计划》，计划在 2019—2022 年期间拨

款 16 亿挪威克朗（1 挪威克朗约合 0.8 元人

民币），用于改进对塑料垃圾的管理，推动

全球海洋垃圾治理；挪威还与世界银行合

作建立信托基金，增加 4600 万挪威克朗，

开展渔业管理、海洋污染治理、海洋综合管

理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挪威

实现海洋生物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
本报记者 方莹馨

图图①①：：南非国土三面环海南非国土三面环海，，拥有长约拥有长约 30003000 公里的海岸公里的海岸

线线。。图为南非西开普图为南非西开普省自然谷附近的海岸景观省自然谷附近的海岸景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吕 强强摄摄

图图②②：：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海滩上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海滩上，，志愿者正在志愿者正在清理海清理海

滩垃圾滩垃圾。。 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③③：：渔民渔民在位于塞舌尔共和国的马埃海岸捕鱼在位于塞舌尔共和国的马埃海岸捕鱼。。

图图④④：：在墨西哥莫雷洛斯港附近在墨西哥莫雷洛斯港附近，，一名潜水员正在查看一名潜水员正在查看

人工培育的珊瑚人工培育的珊瑚。。 大自然保护协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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