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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黄海生态系统的潮间带湿地、关联栖息地和有赖于此的生物多样性是世界生态奇观之一。

长期以来，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持着黄海和渤海湾地区沿海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渔业供

应、旅游业、灾害风险减轻和蓝碳储存。然而，在过去 70 年里，整个黄海地区的自然生态系

统遭遇了巨大的退化，其中包括中国、朝鲜和韩国的沿海环境。 

2012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关于东亚和东南亚潮间带生境—黄（渤）海状

况分析1》（下称《状况分析》）综合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潮间带生态系统惊人的减少和退化

信息。自 2012 年以来，人们对该地区突出的生物和社会经济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积极的研

究活动也使人们对黄海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有了更深入了解。重要的是，

过去十年已经付出了更多努力，以放缓沿海地区的开发速度，保护剩余的自然栖息地并恢复退

化的栖息地，但其他退化因素仍在继续出现。 

本报告对自十年前《状况分析》发布以来黄海生态系统的状况进行了评估。本报告目的是： 

1. 综合有关黄海、其自然生态系统和有赖于此的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最新信息； 

 

2. 总结有关黄海生态系统社会和生态价值的已知情况； 

 

3. 记录历史上普遍知晓的退化驱动因素（如沿海围垦）的最新信息，并识别对该生态系

统完整性的新增威胁； 

 

4. 总结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治理，包括近期变化以及中朝韩三国在直接管理黄海生态系

统上的差异； 

 

5. 提供战略指导，以减少世界最重要的沿海生态系统之一的退化。 

 

1.1 黄海现况 

黄海被绵延中国、朝鲜和韩国三个国家的 7000 多公里海岸线环绕。几十年来，密集的沿

海开发和人口激增导致了黄海自然生态系统大范围损失和退化。 

对卫星图像档案的分析证实，70 余年间，黄海地区沿海生境急速损失。卫星数据表明，

黄海海岸线围垦土地的范围主要发生在曾是潮间带泥滩的区域，总面积现已超过了整个地区剩

余的潮间带泥滩生境。 

重点是，最近两项研究表明，黄海潮间带生态系统的损失速度自 2013 年左右触顶后有所

减缓。尽管整个地区损失的速度放缓，但仍在大范围发生。在一些地区，大规模围垦仍在对黄

海沿岸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现有的卫星分析和对围垦计划的分析表明，近来朝鲜

的沿海土地围垦激增。 

                                                
1 Mackinno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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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岸线从自然岸线转变为人工岸线，据估黄海的渔获量在 12 年间下降了 40%。 

同样，国际范围内的种群监测表明，依赖黄海潮间带湿地作为迁徙停歇地、越冬地和繁殖

地且在全球濒危或易危的迁徙水鸟物种中，81%受监测物种的数量在持续下降2。迁徙滨鸟数

量下降与其对剩余黄海生境的依赖有定量关系，这表明黄海迁徙要道中生境的广泛退化和损失

诱发了全球范围内候鸟减少。 

不幸的是，黄海地区受到的环境威胁在数量和严重程度上持续加大加深，最近公布的研究

表明，黄海的污染水平高得惊人（专栏 1）。 

专栏 1 黄海生态系统状况指标（2012—2022 年） 

• 在 34 种全球濒危和易危的鸟类种群中，有 14 种（41%）正在减少，仅 5 种在增

加，其余保持稳定或不确定3。 

• 这种减少已被明确证实是由黄海沿岸生态系统的生境损失和退化造成的。 

• 自 2012 年以来，该地区渔业捕捞量据估下降了 40%。 

• 生活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约 5000 万人。 

• 过去 40 年里，黄海海岸已开垦的沿海土地（围垦）面积估计在 9700—10500 平

方公里之间，已超该地区最新估计的剩余滩涂面积（6668 平方公里）。 

• 卫星分析表明，自 2013 年以来，潮汐湿地的损失速度已经放缓，但面积仍为负增

长，表明潮间带湿地的损失仍在继续。 

• 在所有黄海国家中，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覆盖面积继续扩张，使自然栖息地

和人类生计都面临风险。 

• 由于富营养化、温度升高和不可持续的海产养殖方式导致藻类大量繁殖，现已严

重危害生态系统。 

• 黄海污染程度高。 

• 泥沙流入量减少正在影响潮间地貌的自然形成过程，如海岸侵蚀，这是导致黄海

被 IUCN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的因素之一。 

• 气候变化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海温改变物种分布模式、海平面上升、破坏性

台风频率增加和海岸侵蚀加剧。 

• 一项保护空缺分析显示，许多濒危和易危候鸟物种和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尚未得到

保护。 

 

                                                
2 Studds et al. 2017 
3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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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采取的重要措施 

过去十年，整个地区为减少环境破坏活动做了更多努力（专栏 2）。中国和韩国均已明令

停止新增沿海围垦，而且在朝鲜和韩国，受保护的湿地面积有所增加。中国和韩国的两项世界

遗产提名已经完成，用以确认迁徙滨鸟和其他水鸟的关键区域，特别是停歇地，以及这些地点

对于保护世界候鸟的特殊重要性4。此外，各国对其环境计划、政策和法律进行了重要修改，

有望对黄海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产生积极影响。 

过去十年，社区对滨海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支持有所增加。帮助监测滨鸟和其他水鸟迁

徙的志愿者团体和非政府机构的数量大幅上升，且在不断增加。以及，媒体报道和特别活动增

加5，也表明沿海社区的认识有所提高。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已

启动一些重大项目。 

专栏 2 过去十年的主要保护措施 

• 2018 年，朝鲜成为《湿地公约》的缔约国，并加入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

协定（EAAFP），宣布文德候鸟保护区为国际重要湿地和迁飞网络站点。 

• 中国在 2018 年、韩国在 2016 年分别下令停止大型沿海土地围垦，韩国自 1998

年以来已停止新增大型沿海土地围垦。 

• 韩国和朝鲜都增加了黄海周边湿地保护区的面积。 

• 韩国和中国已成功完成了针对迁徙水鸟的系列世界遗产第一期入选工作，目前正在

进行第二期提名。朝鲜已启动了更新其《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项目，该项目在

2023 年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援助专家组的批准，并将得到世界遗产基金

的支持。 

• 监测滨鸟和其他水鸟迁徙的志愿者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跨界诊断分析》（2020）。 

• IUCN 自 2018 年起成立了黄/西海潮间带及相关滨海湿地保护工作组，同时

EAAFP 则成立了黄海生态区工作组。 

• 保尔森基金会自 2016 年起发布了“中国滨海湿地保护与管理蓝图”计划。 

• 亚洲开发银行已启动一项重要的“区域迁飞区倡议”。这是一套大规模的发展融资机

制，用以适当管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EAAF）内 50—100 个优先湿地，同

时利用其协同效益造福沿海社区。中国将有机会利用这一融资机制来加强对黄海关

键地点的管理。 

• 中国已修订多部法律，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湿地保护法》、国家公园相关

规定、以及控制风电场布局的法规。中国还推动了关于在保护区内将鱼塘恢复为自

然湿地的政策、关于污染物排放的规定、季节性捕鱼禁令以及到 2025 年消除 90%

外来入侵品种互花米草的计划。 

                                                
4世界遗产委员会，2019 
5EAAF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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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引入生态红线政策，包括海洋生态红线，以确保关键生态区不受有害开发的

影响。 

• 韩国在 2016 年修订《湿地保护法》，收紧了有关建立湿地保护区的规定。 

• 朝鲜在2018年出版修订版《湿地名录》后，宣布了一份优先湿地清单，其

中包括其西海岸。 

1.3 行动之际 

这次全面的评估使我们能够确定新的解决方案和保护行动，以应对持续的环境退化。这些

行动包括： 

• 紧急补救行动，包括停止所有国家进一步的围垦； 

• 扩大自然生态系统受保护的面积，以填补本报告中指出的关键空缺； 

• 管理互花米草和其他外来入侵物种； 

• 控制有毒污染物的排放； 

• 加强对水产和海产养殖活动的控制，管理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同时强化养

殖活动对水鸟的益处； 

• 其他需要采取的紧急行动包括改进风电场的规划和选址，从管理严格的河流集水区释

放河流沉积物和淡水，以及禁止破坏性的捕鱼方式和过度捕捞。 

关键是要采取行动应对并减缓已知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减少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对

大量农业活动、水产养殖和沿海基础设施的破坏。 

对支持海岸管理至关重要的还有，加强对黄海沿海生态系统的物理、社会和生物监测，

以及为其自然资本开发核算系统。这将使决策者能够监测黄海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警示

正在发生和新增的问题，同时也能衡量保护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2 背景介绍 

黄海为大陆边缘浅海，平均深度和最大深度分别为 44 米和 103 米（图 1）。黄海是由于

末次冰盛期后海平面上升而形成，被中国、朝鲜和韩国三个国家环绕。 

过去 9000 年里，大量淤泥从西部大径流（黄河和长江）和东部小径流（鸭绿江、大同江、

汉江、锦江和荣山江）流入黄海，带来大量陆源沉积物。这些沉积物被潮汐和海浪重新分配到

海岸周围，随之沉淀下来，演变成为地球上一些分布最为广泛的泥滩和沙滩。黄海海岸线主要

由这些滩涂环绕，在潮汐范围大、潮间带坡度小的地区，其宽度可达 20 公里6。 

黄海的泥滩和沙滩物产极其丰富，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群供养着各种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群

落。黄海的潮汐湿地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价值，每年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7，包括

蓝碳储存，并减轻了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沿海地区之一遭受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8。约有

                                                
6 Healy et al. 2002 
7 MacKinnon et al. 2012; Davidson et al. 2019 
8 Small & Nicholl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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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亿人居住在黄海地区的低海拔沿海地区，大型港口、沿海水产养殖业、水稻种植和城市地区

覆盖了黄海的大部分海岸线。 

由于过去 50 年黄海地区城市、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沿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濒危物种

的保护9已成为具有地方和国际意义的环境问题。黄海沿海环境近年来严重退化，已导致该地

区的主要沿海生态系统黄海滩涂被 IUCN 制定的标准列为“濒危”级别10。 

黄海及西北部的渤海湾被认为是全球迁徙滨鸟最重要和受到严重威胁的地区之一。这里是

途经 EAAF的滨鸟和其他水鸟物种的重要迁徙要道和停歇地。在世界公认的所有迁飞路线中，

EAAF 在鸟类总数、物种多样性以及具有的全球濒危和易危物种数量这几个指标中排名第一。

随着过去几十年来依赖黄海沿岸栖息地的候鸟种群显著退化，该地区及其自然环境状况已成为

国际关注的焦点。 

黄海的状况及过程在其地理范围内区别很大，主要是由非生物过程和地貌环境变化造成的。

简而言之，来自太平洋的潮汐进入黄海并逆时针移动（图 2），导致东部海岸的潮汐范围很大，

在 3.5 至 10 米之间，而北部和西部海岸的潮汐范围从不足 2 米到 3.5 米左右。 

此外，不同的地质历史造就了参差不平的群岛海岸线，共包含 3000 多个岩质岛屿和高度

复杂的海岸地形。北部和西部的海岸线（包括伸入黄海的山东半岛）没有那么崎岖，更多受到

三角洲过程的影响。独特的西北角是半封闭的渤海湾（渤海），潮汐作用最弱，是连续低浅的

海床。 

黄海周围的沉积物分布也受到地表条件的影响，季节性变化是滩涂显露总范围的关键因素。

冬天的风暴和季风一般来自北方和西北方，造成泥滩侵蚀，并改变表面沉积物的分布，特别是

暴露在大风浪区的东部沿海地区。相反，由于风力减轻，来自南方的暖流和与夏季季风有关的

大量河流沉积物流入，形成了沉积物普遍增加的条件。  

此外，沉积物的组成，特别是在颗粒大小方面，在整个海洋中并不相同，可以影响沉

积和悬浮率，以及生活在其间的生物群落。因此，黄海具有一系列滩涂类型，包括泥质海

岸（泥滩）、沙岸、沙质泥滩、泥质沙滩、沙滩和潮汐海滩。整个黄海滩涂的全部多样性

需要保护，以实现对整个黄海独特生物群的保护。 

                                                
9 MacKinnon et al. 2012 
10 Murray et al. 2015; IUC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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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方法 

出于本次评估目的，黄海被定义为中国东海以北的海域和海湾（包括渤海），其南部

边界为上海至济州岛一线，北至朝鲜半岛西南角。这一地区涉及三个主权国家：朝鲜、中

国和韩国。 

本评估旨在综述黄海湿地的地区性趋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对重要地点、

潮间带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所面临威胁的评估，对政策和保护框架的分析，以及对湿地决策

者和管理者的建议。鉴于已有大量关于黄海的现成参考资料和研究，因此本次评估的目的并不

在于详尽无遗，而是收集自2012年以来发布的部分关键内容。 

本次评估基于 2012 年 IUCN《状况分析》11，在几个方面进行了更新： 

● 综述最近10年所得的数据和出版物； 

● 更新与黄海地区相关的新地理空间数据的空间分析，包括在不同地点实施或计划

实施的空间保护措施； 

● 综述相关出版物，更新对潮间带生境退化和损失信息的综合分析； 

● 完善有关污染水平（塑料、油类、富营养化、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抗生

素）及其对生物群影响的数据； 

● 综述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试验； 

● 综述有关海洋物理和生物资源的出版物； 

● 纳入气候变化的数据、影响和预测模型； 

                                                
11 Mackinnon et al. 2012 

图 1 黄海水深测量和表层沉积物分布（Koh & 

Khim. 2014） 

图 2 黄海主要洋流（Ma et al.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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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为加强黄海生态系统保护而采取的新措施。 

4 黄海生境的重要性和价值 

专栏 3 黄海的重要性和价值概述 

• 全球独一无二且是最大之一的潮间带生态系统，这一点已在最近的世界遗产批准中

得到认定。 

• 是重要的停歇地和迁徙要道，支持水鸟通过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迁飞区之一迁徙。 

• 全区域渔业对三个国家均至关重要，占三国全部渔业的 30%。 

• 全球最重要的海产养殖生产区，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 

• 为生活在黄海低海拔沿海地区约两亿人提供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蓝碳储存，

保护沿海社区少受气候变化（如增加的洪水风险）的影响，以及支持沿海生计的基

于自然的旅游业。 

黄海跨越九个纬度，气候从北到南各不相同。环绕黄海海岸线的滨海湿地包括多种生境类

型，其中有河口湿地、潮汐沼泽、岩质海岸、沙质和泥质潮间带滩涂、海草床和更深海洋水域。

在整个黄海，这些栖息地和微型栖息地支持着高度多样化的陆地和海洋物种。其中，超过 77

种候鸟依靠黄海沿海生境完成迁徙停歇，候鸟停歇一般包括在迁徙过程中接连中转多个停歇地

以补充能量。 

4.1 陆地区（IUCN 陆地和淡水领域） 

陆地海岸带自然栖息地包括淡水芦苇荡和湿地、沿海林地和潮上带生境。在整个地区，受

盐雾等海洋输入影响较大的岩质小岛为海鸟和其他水鸟提供栖息地和繁殖地。在这些陆地环境

中，小块树林和竹林能充当多种水鸟的繁殖地。此外，滨鸟利用各种陆地生境作为高潮期的栖

息地。咸水河口生境和河流三角洲等过渡系统也能支持海洋和淡水物种的混合群体。 

4.2 密集性土地利用系统的生物群落 

黄海的人为生境包括盐碱地和淡水鱼塘、盐田、稻田和其他农业用地，以及转变为城市和

工业区的用地。在这些生境中，迁徙的滨鸟和水鸟经常在包括盐田12、池塘和稻田在内的生境

中觅食和栖息。鹤、雁和天鹅也经常使用农业用地。 

保持黄海作为迁徙要道的重要作用关键之一是维护陆地栖息地。不幸的是，许多通常用于

鸟类栖息的较高沿海地区最早受到土地围垦的影响，现在人们认为，高潮栖息地的可用程度是

影响滨鸟种群的主要限制因素。如今，经常可观察到滨鸟在各种人为生境中栖息，这些生境对

它们的干扰和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比自然生境要高。在全球范围内，对盐田、水产养殖池塘和稻

田等在作业的滨海湿地进行适当管理的做法非常普遍，这为管理这类环境以利于迁徙滨鸟种群

提供了一个选择。 

 

                                                
12 Jackson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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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潮间带（IUCN 沿海领域—岩质、沙质和泥质海岸线生物群落） 

潮间带是高潮水线和低潮水线之间的生境。由于沿海平原低斜、沉积物充足、潮汐振幅大

和整个海岸线环境的能量低，黄海潮间带的典型特征是滩涂生态系统分布广泛。在一些地区，

如韩国仁川和朝鲜内京畿湾，最高潮位经常达到 9.5 米，而后露出超过 20 公里宽的滩涂。在

黄海周围，滩涂的沉积物颗粒大小从细沙到粗沙不等，支持多种无脊椎动物，是滨鸟和其他水

鸟、鱼类、螃蟹和软体动物的重要食物资源，同时也是人类采集的食物。 

在潮间带高处，出现了沿海盐沼生态系统（图 3）。这些生态系统在高潮时被定期淹没，

多生长耐盐草类和多汁植物，包括碱蓬类。它们通常以植被和开阔泥滩交错的形式出现，由盐

度和水文的精细变化以及植被和沉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13。 

 

图 3 泥滩生境群落进化示意图（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2019） 

沙洲和沙地支持不同的底栖无脊椎动物聚集，实际上是水鸟独特的觅食栖息地（图 4）。

一些种类的水鸟显示出对沙地的偏爱。 

 

                                                
13 Keith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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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沙洲生境群落进化示意图（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2019） 

岩质海岸支持小部分鹭类如黑脸琵鹭等滨鸟和海鸟。 

4.4 更深海洋区域（IUCN 海洋架和人为系统的生物群落） 

黄海大部分地区水域较浅，有一个横跨海面的冲积层，平均深度 40 米左右。整个海洋区

域过度捕捞严重，包括多种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蟹、虾、鱿鱼和水母）。除了在

海洋环境中形成复杂的食物网外，这些物种有时会被冲上岸，供给海鸥和燕鸥等海鸟。许多海

洋物种利用潮间带和近海浅水作为繁殖区。 

黄海的更深海洋区域供海洋哺乳动物生长，以及冬季同时使用海滨和近海水域的海鸭。潮

涌和潮汐锋面是觅食海鸟空间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物种组成的季节性变化通常是由物种迁徙

引起的，潜鸟等物种在冬季出现，而海雀、白额鹱（Calonectris leucomelas）和黑叉尾海燕

（Oceanodroma monorhis）等主要在夏季出现。燕鸥出现在迁徙期，燕鸥则全年都在14。 

在海洋哺乳动物中，斑海豹通常出现在海岸附近，而窄脊江豚季节性地出现在近海和离岸

海域，有时与其他鲸类一起出现。 

5 影响黄海健康的驱动因素和威胁 

 

专栏 4 驱动因素和威胁 

• 沿海土地围垦的速度已经放缓，但仍有围垦还在继续。2010—2020 年的土地围垦

总面积比前十年减少了 64%。现有的已垦土地面积大于剩余的潮间带生境面积。 

• 由于黄海滩涂的生物和非生物特征受到影响，黄海滩涂生态系统已被列入 IUCN 生

态系统红色名录全球“濒危”级别。 

                                                
14 Moore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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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黄海滩涂生态系统的河流沉积物减少，正在改变潮间带生境的分布和质量，以

及包括滩涂在内的沿海生态系统的侵蚀状况。 

• 选址不当或设计不当的风电场和太阳能发电场、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的开发，构

成了候鸟因碰撞和争夺空间而死亡的潜在威胁。 

• 过度捕捞海产，加上与不可持续的水产养殖和海产养殖做法有关的生态威胁，正在

导致自然环境退化。 

• 入侵物种正在成为海洋和潮间带生态系统的严重威胁，特别是通过对空间的竞争。 

• 来自人造垃圾、农业活动和工业的污染对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广泛的威胁正在影响着黄海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健康（专栏 4）。本节综合介绍了威胁的

性质和规模、这些威胁背后的驱动因素、受影响的生物多样性、每种威胁的总体趋势以及建议

的减缓措施。 

案例研究 1 连云港/海州湾 

江苏连云港盐田于 2017 年 2 月被列入中国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预

备名录》。 

江苏连云港地区的海岸因其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水鸟物种数量而名列中国第三重要的

沿海地区15,16,17。该地区支持全球及 EAAF 区 30 种水鸟种群中 1%或以上的数量，包括 4

种“濒危”、3 种“易危”和 9 种“近危”物种。 

全球 90%以上的近危物种半蹼鹬（Limnodromus semipalmatus）北迁时在连云港地

区停歇18，使得该地区成为世界上对于半蹼鹬最重要的地点。潮间带柔软的沉积物，特别

是在临洪和青口河口，生长着高密度的管蠕虫19，为迁徙的半蹼鹬提供了重要食物资源。

南迁时，中转黄海的半蹼鹬数量较之更少（但仍占全球数量的 16—28%）。 

连云港海州湾海岸的南部地区由松软沉积物组成，但北部海滩为沙质，因而形成从北

部（高盐度）到南部（低盐度）的盐度梯度20。如此构成了各种栖息地和相关的底栖动物

组合，为大量水鸟提供了食物；有高密度的光滑河蓝蛤（Potamocorbula laevis），以及

其他小型软双壳动物2122。对大滨鹬和斑尾塍鹬等鸟类的卫星追踪显示出不同物种是如何

利用该地拟议边界内的不同区域。尚未公开的半蹼鹬卫星跟踪数据证实，其活动范围主要

局限于临洪和青口河口。 

2021 年 5 月 12 日，青口和临洪河口共记录到 27000 多只半蹼鹬，占其全球数量的

95%。这是连续第三年在一天内记录到超过两万只半蹼鹬。 

IUCN 多名咨询专家认为，江苏连云港地区的海岸是一处关键地，因为此地水鸟物种

多样、栖息地多样以及觅食和栖息地之间的联系多样，因此建议考虑将该地点作为世界遗

产申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参照标准为： 

                                                
15 Bai et al. 2015 
16 Chan et al. 2019 
17 Choi et al. 2020b 
18 Yang et al. 2021 
19 C.Y. Choi, unpublished 
20 Zhu et al. 1998 
21 Chan et al. 2019 
22 Pe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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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包含对原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

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受威胁物种”）。 

 

 

图 5 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区划（Li et al. 2014） 

 

连云港保护区 

海州湾包括 515 平方公里的国家级海洋公园，设立于 2008 年，以保护“岛屿海岸地貌

以及原生海湾动植物资源”23。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区划包括西墅和龙王河口之间所有滨海潮

间带（图 5）。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保护区，包括赣榆沙岸自然保护区、秦山岛海蚀海积地

貌保护区、宋庄海蚀海积地貌保护区、竹岛海蚀海积地貌保护区24。 

西墅和龙湾河口之间所有潮间带滩涂都被大量滨鸟用来觅食，应作为觅食区。该区域

已被纳入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图 5）。滨鸟目前正在使用水产养殖池塘和未使用的围

垦土地作为高潮期间的栖息地，因此，目前海堤向陆地过渡的区域也很重要。 

 

威胁 

连云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城市，是该计划的东方桥头堡。因此，连云港正在迅

速发展，盐田面积在减少，已被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在国务院 2018 年关于控制土地围

垦的通知后，沿海土地围垦已基本停止。然而，“蓝色港湾”项目目前正在修建海堤，以围

垦 1870 公顷土地，用于开发旅游和休闲区。开发商已被起诉，案件目前正在审理。 

蓝色港湾项目包括开发设立一处湿地公园，但按照目前的设计，此举对本地生物多样

性并无价值。然而，契机是有望开发一处具备国际标准的自然保护区和滨鸟的高潮期栖息

地。目前，大多数水鸟在水产养殖池塘和沿海未使用的围垦土地上栖息，但随着这些地方

日益发展，栖息地将变得极其紧要—精细开发和管理湿地公园中的合适栖息地，将对保

护大有裨益，还可提供独特的旅游景观，特别是在半蹼鹬迁移期间。 

                                                
23 Li et al. 2014 
24 Feng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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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知晓新建海堤（图 6）是否会导致水文和沉积变化。如果临洪河口输沙更

粗，可能会导致底栖生物发生变化，或会减少适合半蹼鹬的食物和觅食条件，而该地对半

蹼鹬来说具有全球意义。沿海沉积物受污染也可能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Huang 等人

（2008 年）25报告了汞含量的升高，Li 等人（2019 年）报告了砷含量升高26。 

其他威胁包括自 2002年以来在海州湾扩大的条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养殖活

动，对沿海生态的影响尚不清楚。入侵的外来物种互花米草也存在，且据称正在蔓延。可

能需要用除草剂吡氟氯禾灵等进行控制，但需要进行试验以评估对底栖动物的影响，尽管

在崇明东滩使用时没有发现相关影响27。 

 

 

图 6 蓝色港湾土地围垦项目鸟瞰图，可见几乎完成的海堤 © Dihai Chen 

5.1 造成生境损失/退化的威胁 

5.1.1 沿海生态系统范围和分布的变化 

黄海滩涂是地球上最大的滩涂之一；在潮汐振幅大、海岸线坡度小的地区（大潮汐>3.5

米）28，滩涂在退潮时可达到近 20 公里的宽度29。 

虽然大多数的滩涂沿开阔的海岸和海湾分布，但在一些地区，滩涂也出现在近海。例如，

分布广泛的江苏辐射沙脊群包括分布在中国江苏省南部近海的东沙浅滩，是全球独特的地貌特

征，对迁徙滨鸟、海鸥、燕鸥和其他水鸟具有巨大意义。这些近海滩涂有几十公里宽，估计范

围超过 1250 平方公里30。 

此外，韩国 2918个无人岛中，有 2290个（78.5%）位于黄海沿岸，为朝鲜半岛西南海岸

的迁徙滨鸟提供了关键的栖息地。 

                                                
25 Huang et al. 2008 
26 Li et al. 2019 
27 Zhao et al. 2020 
28 Flemming 2005 
29 Healy et al. 2002; Wang et al. 2014 
30 Liu et al.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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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滩涂依赖于持续输沙，该地区主要河流的泥沙量大幅下降，如 20 世纪黄河输沙量下

降了 90%，可能会导致黄海西海岸大范围的滩涂损失。 

因此，尽管沿海土地围垦是黄海大面积滩涂损失的主要因素，但沉积物输入变化、与开发

有关的沿海植被损失、外来入侵物种替代、侵蚀、风暴造成的沉积物重新分布、地下资源和地

下水开采造成的压实和沉降（下沉）等过程也可能是原因所在31。冬季风暴和夏季台风的侵蚀

和再沉积对各种生境条件也起着重要作用。 

沉积物被沿海和潮汐流运送到滩涂，沉积物的种类、植被、波浪动态和生物效应都会影响

到滩涂。然而，与其他大多数滩涂不同的是，黄海滩涂生态系统主要以侵蚀为主，没有不断的

沉积物补充和输入，难以为继32。这些生物物理变化过程预计会在多个空间尺度上相互影响，

因此，沿海土地围垦和其他间接变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可能会超过每个因素孤立运作的影响33。 

5.1.2 历史上的滩涂损失（1950年代—2000年代） 

历史上农业、水产养殖和工业用地的土地围垦改变了黄海岸线，导致黄海潮汐湿地的范围

在 70 年间惊人地减少（图 7，表 1）34，35，36。沿海土地围垦导致滩涂和其他沿海生态系统直

接损失，沿海土地围垦的面积现已超过了剩余滨海湿地的面积（图 8，表 2）37。 

表 1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00 年代，各国对黄海滩涂范围历史变化的估计 

 面积估值（ha） 百分比变化 

 1950 年代 1980 年代 2000 年代 1950 年代- 

2000 年代 

中国 539,794 267,751 161,066 -70.2% 

朝鲜 231,813 99,333 107,765 -53.5% 

韩国 350,331 177,729 120,472 -65.6% 

黄海 1,121,938 544,812 389,303 -65.3% 

资料来源：Murray et al. (2014) 

                                                
31 Syvitski et al. 2009; Nicholls & Cazenave 2010; Higgins et al. 2013 
32 Healy et al. 2002; Wang et al. 2014 
33 Murray et al. 2015 
34 Murray et al.2014 
35 Yim et al. 2018 
36 Wang et al. 2021 
37 Yim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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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图 7 1950 年代和 2000 年代之间黄海滩涂变化，以五公里网格分辨率绘制。两个时期的变化

净值由从蓝（总增加）到红（总损失）的颜色梯度显示。（Murray et al. 2014） 

注意：黄海的面积估值应被视为最小值，因为在合适的潮汐高度获得的卫星图像中，由于存在

云层或冰层，12.1%的海岸线无法被绘制。 

表 2 黄海滩涂和围垦土地面积最近估值。20 世纪最后十年，围垦土地的累积面积超过了滩涂

面积。注意，十年度估值覆盖十年。（Yim et al.2018） 

时期 土地围垦面积估值

（km2） 

1980 以来累计土地围垦面

积（km2） 

滩涂面积估值

（km2） 

1980-1990 2,884 2,884 10,486 

1990-2000 1,935 4,819 9,327 

2000-2010 3,622 8,441 8,315 

2010-2020 1,286 9,727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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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自 1980 年代以来，滩涂面积与黄海土地围垦累积面积的关系（Yim et al. 2018） 

5.1.3 近期滩涂损失（2000—2019） 

一些研究表明，在滩涂面积连续几十年持续并加速下降后，最近十年，中国的滩涂损失有

所放缓38，39，然而，最近得到的黄海范围内潮汐湿地（盐沼和滩涂）变化数据表明，滩涂损失

仍然超过增值，滩涂净损失仍在继续（图 9，表 3）。 

过去 20 年中，大部分记录的损失发生在中国黄海岸线上，其中包括渤海湾和江苏海岸等

地区（占黄海总面积的 89.6%）。 

尽管在仁川附近还有一些持续进行的土地围垦，但除了例外情况外，韩国的滩涂损失似乎

已基本稳定。可观察到潮汐湿地范围小幅增长，可能是得益于盐沼在以前的围垦土地上扩大以

及韩国海洋水产部最近的恢复努力。 

在朝鲜，新增沿海土地围垦的影响在遥感数据中反应明显。因此，持续的高分辨率卫星监

测计划可以同时监测土地围垦范围和生态系统损失，对于评估新的沿海保护措施、恢复活动和

政策行动的影响至关重要40。 

                                                
38 Wang et al. 2021 
39 Murray et al. 2022 
40 Murray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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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4—2019 年每三年分析期的黄海潮汐湿地净损失（数据来自

www.globalintertidalchange.org）41 

过去 20 年中，每三年期间都出现了滩涂损失（表 3），表明土地围垦和沿海过程的破坏

等威胁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正在对黄海沿海生态系统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 

表 3 1999—2019 年 黄 海 潮 汐 湿 地 （ 和 盐 沼 ） 损 益 情 况 （ 数 据 来 自

www.globalintertidalchange.org） 

国家 

潮汐湿

地增加

面积

（km2

） 

潮汐湿

地损失

面积

（km2） 

潮汐湿地

变化净值

（km2） 

黄海损失面积

占比（%） 

黄海增加面积

占比（%） 

黄海变化

净值占比

（%） 

韩国 121 -114 7 7.2 10.4 -1.6 

朝鲜 77 -128 -51 8.1 6.6 12.0 

中国 967 -1349 -383 84.8 83.0 89.6 

总值 1165 -1591 -427 100 100 100 

 

数据显示，在过去 20 年中，大多数潮汐湿地的损失都发生在中国境内的黄海地区，是沿

海土地围垦和其他间接威胁所致，如沉积物减少、侵蚀和沉降。请注意，全球潮间带变化数据

可以包括因植被生长（如最近围垦地区的互花米草）而产生的范围扩大。 

5.1.4 土地围垦 

潮间带生境损失的最大组成部分是土地围垦，这被认定为黄海滩涂和相关生境的生存威胁。

土地围垦，其定义为用人工手段将天然滨海湿地转化为陆地区域和人工湿地42，是 1950 年代

至 2000年代期间造成黄海滩涂约 65%损失的主要原因43。过去 40年来，在黄海海岸线周围开

                                                
41 Murray et al. 2022 
42 Moores 2012 
43 Murray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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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沿海土地围垦面积估计在 9700 平方公里44至 10500 平方公里45之间，现在已经超过了对

该地区最新估计的剩余滩涂面积（6668平方公里）（表2）。土地围垦主要是为了水产养殖、

农业水稻种植、港口开发、海岸防御和工业活动而进行。 

根据最近一项分析46显示，世界上大约一半的海洋建设面积在中国和韩国，使中韩成为全

球海洋建设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其中包括人工岛、防波堤、海堤等海岸防御设施。自 1950

年代以来，仅海堤一项就造成黄海至少丧失了一万平方公里的滩涂和浅海47（表 4，图 10）。 

沿海土地围垦会对黄海生态系统产生各种间接影响。例如，由于失去了以前在极端风暴事

件中消散能量的滩涂，土地围垦与最大风暴潮高度的增加有所关联48。此外，与沿海土地大量

围垦有关的水动力干扰，预计将导致更高的潮汐振幅，增加潮汐的不对称性，并可能在一些地

区增强潮汐能量，这最终可能增加沿海灾害概率，加剧整个地区滩涂生态系统的侵蚀49。 

不幸的是，黄海沿海的快速发展也给水深测量和海岸线数据带来了误差，这导致预测海平

面上升对沿海基础设施和黄海生态系统的未来影响的模型的不确定性增加。50。 

  

 

图 10 下文涉及的四个案例研究地点中潮汐湿地损失情况。案例研究地点是（A）连云港-海州

湾，（B）盐城海岸、（C）鸭绿江口，（D）新万金填海工程。（数据来自 www.global 

intertidalchange.org） 

                                                
44 Yim et al. 2018 
45 Choi et al. 2017 
46 Bugnot et al. 2021 
47 Yim et al. 2018 
48 Lee et al.2020 
49 Zhu et al. 2016 
50 Yang et al. 2011 

潮汐湿地损失（199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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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性说明：该分析并未显示海堤内积水，例如，D 地现已不再有潮汐活动，其中明显的剩余

湿地现在是覆盖植被的干岛。 

表 4 1980 年至 2020 年黄海沿海土地围垦；括注为 1980 年以来的累计面积。（Yim et al. 

2018） 

地区 沿海土地累计围垦面积（km2） 

 1980-
1990 

1990-
2000 

 2000-
2010 

 2010-
2020 

 

中国 2,361 1178 (2,539) 2723 (6,262) 1,105 (7,367) 

辽宁 573 235 (808) 656 (1,464) 253 (1,717) 

河北 170 86 (256) 431 (687) 150 (837) 

天津 19 17 (36) 272 (3,08) 92 (400) 

山东 1,284 231 (1,515) 797 (2,312) 345 (2,657) 

江苏 315 609 (924) 567 (1,491) 265 (1,756) 

韩国 368 539 (907) 523 (1,430) 150 (1,580) 

仁川  46 (46)  (46)  (46) 

京畿道  211 (211) 62 (273)  (273) 

忠清南道 230 56 (286) 14 (300)  (390) 

全罗北道    401 (401)  (461) 

全罗南道 138 226 (364) 46 (410)  (410) 

朝鲜 155 218 (373) 376 (749) 31 (780) 

 

黄海 2,884 1,935 (4,819) 3,622 8,441 1,286 (9,727) 

 

中国沿海土地围垦 

中国被认为是全球沿海土地围垦的热点地区。农业、水产养殖业以及城市、工业和港口发

展迅速扩张，与人们向海岸线大量迁移的趋势相一致。最近一项覆盖中国全境的评估显示，

2000—2010 年的土地围垦面积较上一个十年翻了一番51。过去 70 年，沿海土地围垦的范围导

致了岸线普遍转变，从 20 世纪 40 年代以自然为主的岸线（81.7%为自然）转变为 2014 年以

人造为主的体系（32.9%为自然）52。 

最近对中国黄海土地围垦面积的分析表明，沿海围垦总面积为 7696 平方公里，在 30 年

内至少损失了 1276 平方公里盐沼和 3002 平方公里滩涂53。遥感数据表明，由于沿海土地围垦

导致滩涂持续损失，滩涂生态系统局部崩溃，使许多土地围垦扩大的地区现在正在引发浅海环

境的损失。 

对中国潮汐湿地面积的跟踪表明，围垦造成的生境损失在 2013 年左右达到顶峰，但仍让

人忧心的是，江苏沿海的大片区域和江苏辐射潮汐沙脊上大片近海滩涂被纳入未来的沿海土地

围垦计划，其中涉及世界遗产地54。 

                                                
51 Wang et al. 2021 
52 Hou et al. 2016 
53 Chen et al. 2019 
54 Chen et al. 2019; Liu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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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土地围垦的路径各不相同，通常始于海堤建设、填埋的过渡期，接着直接发展农业或

水产养殖，最后是不可逆转地转为城市和工业用地。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专门用于水产养殖的

填海土地面积增加了四倍，其中转变最快的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55。尽管其中只是部分集中

在黄海地区，但仍能表明，自然岸线继续受到一系列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尽管在 2011—2020 年间各地土地利用规划中，有 57.8 万公顷的滨海湿地被指定用作土

地围垦，但几个主要的沿海土地围垦项目要么被暂停，要么被取消。 

2018 年 7 月 25 日，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垦海的通知》。

根据新的规定，中国计划停止和禁止所有以商业为导向的沿海土地围垦活动，并取消地方政府

对该事项的权力。国家海洋局官员宣布，政府将把尚无建筑设施的填海土地收归国有，并停止

与国家政策不一致的沿海土地围垦项目56。中央政府将停止批准基于沿海土地围垦的房地产开

发计划，并禁止所有土地围垦活动，除非这些活动与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公共福利或国防有关。

在非法围垦土地上的所有建筑、以及严重破坏海洋环境的建筑将被拆除57。 

韩国沿海土地围垦 

至少从 1950 年代开始，韩国就已出现大规模的沿海滩涂土地围垦，最初是为了支持海岸

线上大量扩张的水稻种植活动58。 

1980 年代中期，《韩国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韩国三分之二的滩涂和邻近浅海

适合于土地围垦，包括不久后被确定为对水鸟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几个地点59。根据法律规定，

围垦地区的主要用途是农业活动。然而，一部分是因为许多新围垦地区（如 Siwa 和新万金）

出现水质问题，这些地区后来被特别的法律和条例重新划分，允许工业发展。 

因此，最初的重点是沿海农田的土地围垦，后来围垦重点转移到土地生产上，称之为超大

规模沿海土地围垦，为的是建立新的城市和工业用地，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60。 

滩涂面积从 1987年的 320400公顷减少到 2010年的 248900公顷，下降 22%，这之后，

人们开始抗议全罗北道的新万金填海工程。韩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以及不久之后的公

众，都开始不欢迎大规模的沿海土地围垦项目。民众对滩涂的关注迅速增加，使得韩国在

2008 年正式宣布，不再允许海岸线上进行大规模围垦61。 

新万金填海项目造成了 2.7 万公顷滩涂和 1.3 万公顷浅海丧失，2006 年，河口被一条 33

公里长的外海堤坝封闭（图 11），2012 年的《状况分析》中强调了这一点62。 

Moores 等人63记录了 2006 年海堤闭合以来，三年内损失了 9.2 万只大滨鹬，估计占全球

数量的 20%；还发现大多数滨鸟无法成功迁徙到邻近湿地或韩国境内其他湿地。其直接结果

                                                
55 Ren et al. 2019 
56 见“案例研究 1 连云港” 
57 Melville 2018; Zhao Lei 2018 
58 Choi et al. 2014 
59 Long et al. 1988 
60 Choi et al 2014 
61 Ramsar Resolution X.22 Paragraph 22 
62 Mackinnon et al 2012 
63 Moores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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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IUCN红色名录上，大滨鹬被重新评估，从 2007年的“无危”到 2010年的“易危”，

再到 2015 年的全球“濒危”等级64。 

新万金几个区域仍然对水鸟具有国际重要性，估计有 10 万只普通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依赖于填海湖，世界上 2%或更多的黑脸琵鹭在填海湖中生存。虽然数据不全，但无

论是在本地（2000年至 2014年期间下降了约 98.5%：Moores et al. 2016）还是全国范围内，

滨鸟数量尚未恢复。 

在最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还未考虑到新万金和邻近海域内渔业损失的成本以及土

地围垦造成的“蓝碳”损失。 

相反，最近邀请新投资的努力包括提议在新万金填海湖内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厂。据

媒体报道，拟建的 2.1 GW 新万金太阳能发电厂将比目前的浮动太阳能记录保持者大 14 倍，

即目前正在中国安徽省淮南市建设的 150 MW 发电厂65。然而，新万金项目的成功已经受到阻

碍，因为普通鸬鹚等大量水鸟利用太阳能电池板栖息，使许多电池板被腐蚀性的排泄物覆盖66。 

自十年前发布《状况分析》以来，韩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沿海土地围垦项目已搁置。然而，

例外的是西海岸的几个大型预先计划的沿海土地围垦项目，这些项目要么动工（如永宗岛和仁

川松岛），要么继续（如南阳湾、牙山湾和新万金）。这些沿海土地围垦项目的理由包括：根

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获允，或者因为这些项目现在位于经济特区内。在《沿海地区发展特别法》

（2007 年）67通过后，经济特区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 

一般来说，政府对公共水域的土地围垦计划每十年更新一次。根据海洋水产部（MOF）

在 2021 年 8 月确认的“第四个公共水域填海基本计划（2021—2030 年）”，地方政府和私

营部门在 31个地方共申请了 819公顷的小型土地围垦活动，但该计划只包含 24个地方的 101

公顷。这些沿海土地围垦项目是为了尽量减少港口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扩展。今后，必须按照

《公有水面管理及围垦法》的规定程序取得土地围垦许可证，如果在五年内没有取得土地围垦

许可证，土地围垦计划将被取消。 

如果地方政府强烈希望，正在进行的项目可以被取消（正如在其他世界遗产地一样）。 

韩国国家滩涂保护政策已经有了重大的积极转变，如《湿地保护法》（2016 年修订）、

《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2018 年）以及韩国政府关于滩涂保护的《滩涂及其周边地区可

持续管理和恢复法》（2019 年）。 

                                                
64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21 
65 Bellini 2021 
66 Kim 2021a 
67 Ki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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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84 年和 2020 年的新万金 © 2021 谷歌，美国山景城 

朝鲜沿海土地围垦 

近年来，朝鲜的土地围垦率总体比中国或韩国低得多68，自 1980 年代以来，朝鲜的土地

围垦率估计还不到韩国的一半。然而，沿海地区的土地围垦已经发生在 780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会迅速增加。 

在朝鲜，沿海土地围垦通常集中在水稻生产的农业发展上，尽管卫星图像显示越来越注重

城市和工业用地以及水产养殖，特别是在朝鲜西海岸的北部地区。海堤、港口和堤坝也对朝鲜

的滩涂生态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许多工程仍在开发中。 

近年来，朝鲜西海沿岸的水产养殖项目尤其在增加。2017 至 2020 年，约有 15200 公顷

土地被围垦，约占剩余滩涂面积的 12%69。商业卫星数据显示，尽管 1997 年海啸冲垮了海堤，

但在过去几年里，土地围垦的步伐有所加快。据估计，自 2010 年以来，朝鲜海岸线上增加了

约 500 平方公里的围垦土地。在未来，土地围垦将继续下去，2012 年金正恩关于土地管理的

讲话就是证明，他指出计划中的潮汐地带土地围垦面积共 3000 平方公里70。 

5.1.5 径流输入减少 

进入黄海洼地的径流量从未稳定过。在更新世最寒冷的时期，黄河流过洼地，排入冲绳海

槽。在历史上，1855 年之前，黄河在山东半岛以南排入黄海；之后，黄河沿着新的路线直接

排入渤海湾。 

更近以来，数百个大坝在注入黄海的河流上建立起来，包括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和中国黄河

上的大型三门峡大坝，再加上三个国家许多河口关闭和土地围垦，导致新入海的淤泥数量急剧

减少71。在韩国，自 1980 年代以来，已经建成三个大河口水坝（锦江、荣山和大同），导致

入海输沙量大大减少。 

                                                
68 Yim et al. 2018 ; Murray et al. 2014 
69 Pers. Comm. Alison Beresford, RSPB 
70 Makowsky et al. 2021 
71 Ren et a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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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00 年里，流入黄海的两条主要河流——黄河和长江的输沙量分别减少了 90%和 70%

以上72（图 12）。沉积物减少会导致侵蚀和沉降加快，并最终导致滩涂生态系统面积损失。沉

积物减少的影响将波及整个黄海滩涂生态系统73。因此，根据 IUCN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中评估

环境退化的标准 C，黄海滩涂生态系统被列为“濒危”级别74。 

冲积入海的泥沙与四十年前相比更加沙化75。这种输沙变化显著影响了泥质生境的质量，

降低了生产力76，也影响了滨鸟和其他生物群可用的潮间带生境的分布、变化和性质。 

中国东海岸的特点是海岸线增生非常快，在某些地段每年增生多达 100米。海岸在少数地

段仍在增生，但现在大多在受到侵蚀，特别是在主要河道因沉积物负荷减少而向上游急剧缩减

的地方77。例如，在 1990 至 1999 年和 2000 至 2020 年之间，长江流经大同的阶段，悬浮泥

沙浓度下降了 56%（从 0.36 克/升到 0.16 克/升）78。海堤则会进一步改变海岸动态，导致侵

蚀，例如条子泥湿地内，海堤影响了勺嘴鹬（Calidris pygmaea）的生境。 

 

图 12 黄河（A）和长江（B）输沙量下降（Murray et al. 2015 数据来源：Yang et al.

（2005）和 Wang et al.（2010）） 

灰色阴影区域表示用于计算输沙量下降相对严重程度的 50 年时间，由黑色的最小二乘回

归模型估计，从初始状态 a 到最终状态 b。 

                                                
72 Syvitski et al. 2009 
73 Syvitski et al. 2022 
74 Murray et al. 2015 
75 Ren & Shi. 1986 
76 Wang et al. 2016 
77 Luan et al. 2016 ; Luo et al. 2012 
78 Huang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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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其他沿海开发 

黄海沿岸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土地围垦，以支持不断扩大的城市和工业地区。 

渤海现被认为是全世界港口发展最集中的地区，包括大量沿海土地围垦79和开发（图 13）。

2002—2018年，渤海13个港口所围垦的土地面积为2300平方公里，使海域面积减少了3%。

天津的自然海岸线长度减少了 47.5 公里，而人工海岸线长度增加了 46.6 公里。 

在中国，预计城市扩张将形成一条从杭州到沈阳长达 1800 公里的沿海城市走廊80。这种

海岸线向人造海岸线的转变将继续给黄海环境带来压力，并导致其生态完整性受到不可逆转的

破坏81,82。 

 

图 13 渤海港口群沿海土地围垦强度的未来趋势。港口土地围垦将继续扩大，但不同港口土地

围垦强度不同。（Zhu et al. 2021） 

5.1.7 可再生能源电厂和其他沿海开发 

选址和设计不当的风电场将继续导致生境质量的下降，风力涡轮机的运行将通过碰撞造成

候鸟直接死亡，特别是大群和大型鸟类83。 

在江苏（图 14）和辽宁的部分海岸线上有许多大型风力发电场。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个

潮间带风电场，在江苏如东有 58 个涡轮机，发电量为 150 兆瓦，所在地区在南北迁徙期间支

持着全球大部分的勺嘴鹬种群。该地区还支持另外 14 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候鸟种群84。 

                                                
79 沿海土地围垦是向潮间带开发的过程，在文献中经常被误称为填海造地。 
80 Seto et al. 2012 
81 Zhu et al. 2021 
82 Murray et al. 2022 
83 Xu et al. 2010 
84 Peng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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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潮间带风电场计划在江苏省大丰市和东台市建设85。还有一个开发项目计划在东

沙浅滩建设，是一处离岸设施，不过有部分区域可能在低潮时露出来86。江苏省计划中的离岸

容量高达 18.5吉瓦。截至 2021年 12月 22日，江苏沿海与电网相连的风电场总装机容量已超

过 10 吉瓦87。 

江苏如东“H6”和“H10”两个海上风电场将包括 100.4 兆瓦的风力涡轮机，旋翼直径为

146 米，设置在海平面以上 70 米处88。 

 

图 14 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场 © Wu Zhenhua 

Dirksen 等人（1998 年）的报告显示，在荷兰的潮汐区，水鸟每天的活动高度通常距离地

面 100 米以内。除此外，潮间带风电场对滨鸟类的潜在影响知之甚少。 

如东的水鸟在夜间和大雾天气下可能特别容易与涡轮机相撞。4 月，黄海的大雾季节突然

开始89，恰与许多滨鸟北迁高峰期相吻合。 

有建议拆除沿中国崇明东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陆地边界的风力涡轮机90。原因之一是为了

保护从保护区转移到收获的稻田中觅食的白头鹤。 

离岸风电场有可能对海洋水鸟和海鸭造成威胁91。在韩国，几处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电场

将于 2022 年开始建设，包括在黄海的国家水域。大多数地点尚未调研、也不会被调研。相反，

按照目前的建议，对大约 200 只鸟（主要是黑尾鸥（Larus crassirostris））和一些黑脸琵鹭

                                                
85 Zhang et al. 2011 
86 Y. Chen & D. S. Melville，待出版 
87 Xinhua 2021 
88 NS Energy 
89 Zhang et al. 2009; Ding et al. 2011 
90 Li et al. 2020 
91 Ko & Schubert 2011. 



 
 

25 
 

的卫星跟踪将被用来绘制水鸟高价值区。一个拟议的地点是在永光郡的 Chilsan 群岛或其附近，

在这片岛屿上筑巢的有黑嘴端凤头燕鸥（极危）、黑脸琵鹭（濒危）和黄嘴白鹭（易危）92。 

其他可能会降低重要生境适用性的发电形式包括潮汐能利用计划93和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场

建设，例如正在开发的韩国新万金填海湖和中国江苏的许多地点94。 

近海和沿海风电场的最佳选址和运行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迁徙滨鸟和其他水鸟的影响非

常重要。 

在韩国，韩国环境研究所（KEI）将对关键物种进行全面监测，以建立相关物种在海洋地

区空间使用情况的具体数据库。相关的当地研究机构和当地专家将支持该项目，以准确评估对

迁徙水鸟物种的潜在影响。 

研究区域将涵盖西海岸的潮间带（迁飞网络站点），包括舒川的 Yubu 岛、新安的 Aphae

岛、华城 Maehyang-ri滩涂和濒危物种栖息的无人岛，包括仁川的岛屿、新安的 Bulmugi岛、

永光的 Chilsan 岛和舒川的 Noru 岛。2022—2023 年的目标物种是蛎鹬（近危）、大杓鹬（濒

危）、白腰杓鹬（近危）、斑尾塍鹬（近危）和黑尾鸥（无危）。 

该项目旨在从 2023 年起扩大物种范围，包括蝙蝠、猛禽和大雁。通过这个项目，韩国将

通过国际网络（如 EAAFP 秘书处）促进数据交流，并分享在海洋地区开发风电场时对候鸟物

种的有效评估方法。 

5.2 过度开发 

5.2.1 过度捕捞 

黄海物产丰富，占中国海洋渔业产量的 20%以上。在黄海大约 100 种商业鱼类中，66%

是底栖鱼类，18%是中上层鱼类（在水体中游动），7%是头足类（章鱼和鱿鱼），7%是甲壳

类（虾和蟹）。 

随着二十世纪初底层拖网渔船的引进，许多种群开始被密集捕捞95。各个种群一直到

1940 年代还保持得比较稳定96。然而，由于捕捞量急剧增加、范围扩大，几乎所有的主要种

群都在 1970 年代中期被完全捕捞，而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在 1980 年代开始被过度捕捞97。 

1979 年至 1999 年期间，黄海渔获量与在捕渔船数量同步增长。自 1999 年以来，尽管在

捕渔船数量增加了，但渔获量却下降了。据估计，黄海已经不能再支持这种过剩的捕捞能力98。 

在气候变异和过度捕捞的双重压力下，物种的捕捞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99。特别是暖水

物种的比例大大增加，而冷水物种的比例明显下降100。过度捕捞也影响了中上层和底栖物种

                                                
92 Song et al. 2017; 4COffshore 2021 
93 Byrne 2015 
94 Xinhua 2021 
95 Xia 1960 
96 Tang 2009 
97 Tang 1989 
98 Ma et al. 2019 
99 Ma et al. 2019b 
100 Liang et al. 2018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21.646733/full#B57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21.646733/full#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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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衡，一些以前丰富的物种变得越来越少，一些冷水物种如太平洋鳕鱼（Gadus 

microcephalus）几乎在商业上灭绝。 

此外，捕捞现已从高营养级、有价值得大型底栖鱼类转向低营养级、经济价值较低的小型

中上层鱼类101。持续的密集捕捞已选择性地从高营养级中捕捞完了较大的个体，导致生物量

和平均体型下降、以及物种构成的变化102。 

1970 年以前，黄海最常捕捞的鱼种是小黄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带鱼

（Trichiurus lepturus）和比目鱼。在这些鱼种崩溃后，人们的重点转移到蓝点马鲛

（Scomberomorus niphonius）、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和太平洋鲱鱼（Clupea 

pallasii）。鲱鱼很快就被耗尽了，现在的渔获量主要是鳀鱼（Engraulis japonicus）和沙鱼

（Ammodytes personatus）（图 15）103。 

图 15 黄海鱼类物种组成变化（转引自 Zhang 2007） 

海鱼捕捞量下降导致海产养殖快速扩张，对天然渔业产生负面影响。2013 年，中国的水

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了近海捕捞量。 

据预测，渔业生态系统功能仍在下降104。 

过度捕捞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三国之间协调和合作不力。部分原因是对各自海域的专属经

济区（EEZ）主张没有达成协议105。朝鲜和韩国在白翎岛和其他小岛屿周围划定了不同的边界。

中国和韩国于 2001 年制定了各自的领土要求和捕鱼区的临时地图，但这一直是争论的根源，

                                                
101 Ma et al. 2018 
102 Xu & Jin 2005 
103 UNDP/GEF. 2007 
104 Tang et al. 2016 
105 Park 2020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21.646733/full#B56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21.646733/full#B115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21.646733/full#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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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反复指责对方在己方水域捕鱼，甚至渔船之间也发生了冲突。2015 年为调和观点所做的

努力没有得到签署。 

捕鱼业将面临环境和物种构成的变化。例如，据预测，鳀鱼（Engraulis japonicas）将进

一步向北迁移。 

目前正在测试加强渔业的创新技术。作为中国河北省唐山海洋牧场项目的一部分，船只正

在向渤海湾投放预先制作好的混凝土箱，其中装有微生物，旨在固定海藻，从而促进贝类的生

长并吸引鱼类。该项目由当地政府推动，与唐山海洋牧场公司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合作。 

5.2.2 潮间带泥滩的过度采伐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韩朝的潮间带泥滩一直有采集食用软体动物、蠕虫和甲壳类动物的传

统（图 16）。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传统做法以可持续的方式继续进行，水鸟能够分享潮间带

的物产。 

在许多地区，人口压力增加，渔民使用更具侵略性的捕获方法，加剧了与鸟类争夺剩余滩

涂上贝类的竞争。被捕捞物种的数量正在减少，而对迁徙滨鸟群的干扰程度却在增加。渔民认

为滨鸟构成了对资源的不必要的竞争。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未来的管理方案，使滨鸟觅食和商业

捕捞均能实现。 

 

图 16 韩国泥滩传统蚶子采集 © 韩国滩涂世界遗产促进组 

5.2.3 海产和其他水产养殖 

海产养殖是指在海水中进行水产养殖。2018 年，韩国生产了 360 万吨鱼，包括软体动物

和甲壳动物，价值为68.689亿美元。46%来自水产养殖，54%来自野生渔业。2008年至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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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产量增加了 8%，而价值增加了 52%106。2020 年生产的渔业产品共计 94478 吨，价

值 4331 亿韩元，其中包括 45745 吨蛤蜊、33622 吨牡蛎和 5923 吨章鱼107。 

最近，朝鲜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所增加，包括作为出口产品的海蜇和海参等项目
108。 

中国的海产养殖产量在 2005 年增长到 1384 万吨，从而供应了世界对养殖的海洋生物总

需求的 73.2%。在黄海周围，水产养殖在池塘、潮间带和潮下带均有进行。渤海占中国海产养

殖总产量的 44%，以贝类和鳍类为主。2016 年，沿海水产养殖产量为 3.5×106 吨。贝类、藻

类、鱼类、甲壳类和其他产量分别占水产养殖总产量的 81.7%、1.0%、2.1%、1.8%和

3.4%109。 

中国的软体动物养殖引进其原生地以外的物种,导致软质海岸群落同质化110。 

 

图 17 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增长情况（Xiao et al. 2017. 数据来自 1979 年至 2015 年的《中国渔

业统计年鉴》） 

水产养殖体的食物材料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浓度增加，导致海洋污染、海水浊度和 pH

值产生相关变化，进一步改变了微生物丰度和溶解氧水平。 

海产养殖/水产养殖也增加了养殖生物之间对食物资源的竞争。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压力，

降低养殖生物的生长和存活率，从而降低生产力。 

目前鸭绿江一种蛤蜊（Mactra）的繁殖状况正是如此。如果没有鸟类捕食，由于过度拥

挤和竞争，蛤蜊的生长速度可能会非常缓慢。尽管如此，渔民们还是非常不乐意看到大群的鸟

捕食蛤蜊。 

全球约有三分之二的海藻制品产量来自中国。海藻生产是该地区和全球海产养殖的重大且

尚在增长的组成部分（图 17）。收获海藻也可以从生态系统中去除过量的磷，但是，它仍然

                                                
106 OECD. 2021 
107 海洋水产部 2021 
108 Jin & Yoon 2021 
109 Song & Duan 2019 
110 Pe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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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决过量导致富营养化的氮水平111。韩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藻消费国，韩国人食用 50 多

种海藻112。 

5.3 污染 

整个黄海的高污染水平对渔业、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四种主要的

污染类型已被确认： 

5.3.1 塑料污染 

海洋微塑料是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作为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黄海沿海生态系统受

到人类活动的极大影响。一项沿中国黄海海岸的研究收集了地表水、海水柱、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的数据113。结果表明，塑料碎片遍布整个黄海西部，北部的水柱和沉积物中的微塑料丰度

高于南部。采集的样品中以小于 1 毫米的纤维和透明色颗粒为主。聚乙烯、聚丙烯和玻璃纸是

主要的碎片类型。微塑料在环境中的广泛分布导致了动物将其摄入。该评估表明，应采取行动

减少塑料的消费和向环境中释放。 

滨鸟很有可能接触和摄入塑料污染，因为许多物种会长途迁徙，并定期聚集在塑料污染水

平较高的海岸线、沿海地区和河口。 

Flemming 等人的一篇综述114对全球范围内研究滨鸟类塑料污染的研究进行了编目和评估，

并对物种及其环境的相关特征进行了量化，以探索滨鸟如何接触塑料污染。在 16项描述 26种

滨鸟、1106 个样本的研究中，53%的个体含有某种形式的塑料污染。在跨越海洋区域（无论

是海洋还是沿海）迁徙的物种中，塑料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那些使用大陆迁飞通道的物种。在

海上、泥滩或海滩上觅食的物种比在高地或淡水环境中觅食的物种有更高的平均塑料摄入量。

最后，使用扫荡觅食模式的物种显示出更高的塑料摄取量，并且含有的塑料碎片数量远远超过

所有其他捕食方式。这些结论是基于数量有限的物种和样本，样本的分布在分类学和地理上都

有偏差。 

5.3.2 富营养化和藻类大量繁殖 

来自城市、工业和农业废物和径流的污染物，以及大气沉降，正在“肥沃”沿海地区，引

发有害的藻类繁殖，并在黄海形成缺氧的“死亡区”。藻类繁殖和随之低水平的水中溶解氧使

鱼类、底栖动物和其他海洋生物难以生存，影响了相关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海洋中的年平均水温和溶解氮分别增加了 1.7○C 和 2.95μmol L-

1，而溶解氧、磷和硅则分别减少了 59.1、0.1 和 4.93μmol L-1。115 

富营养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潮间带的海洋大型藻类水华增加。过去十年，大型藻类水华在

世界各地的频率和规模都在增加116。 

                                                
111 Xiao et al. 2017 
112 Hwang et al. 2010 
113 Li & Sun 2020 
114 Flemming et al. 2022 
115 Lin et al. 2005 
116 Ye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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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藻类水华（HABs）在黄海的表现形式有几种。绿潮是典型的石莼属海藻大量繁殖。

赤潮一般是甲藻类水华。金潮通常是褐色大型藻类马尾藻的盛行。HABs 的影响包括耗尽溶解

氧、释放对海洋生物和人类造成健康风险的毒素，以及干扰海藻养殖活动。2006 年，赤潮导

致 1200 万尾鱼大规模死亡，导致上海发出安全警告，禁止食用受影响地区的海产品。这种

HABs 可由人为的富营养化和营养物质比例失衡引发117。 

2007 年以来，在春季（3—5 月），大型藻类水华最初发生在江苏沿海，有小规模的漂浮

藻类，然后在海流的推动下沿黄海南部海岸向北迁移，夏季在山东半岛的近岸水域积累，然后

逐渐减少118。黄海莼菜水华的年覆盖面积超过 2 万平方公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绿潮

（图 18）119。最严重的一次是在 2008年青岛港附近，当时大型藻类水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 13 亿元人民币（1.8 亿美元）120。 

 

图 18 2007 年至 2018 年石莼属海藻绿潮的分布和覆盖区域变化（Zhang et al. 2015） 

黄海大规模的巨型海藻水华对沿海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破坏了沿海生态系统的平衡，影

响了海气交换，甚至导致海参和贝类等养殖生物死亡121。在绿潮的后期发展阶段，其分解作

用会使海水质量下降并产生恶臭，干扰山东半岛当地的旅游和沿海海产养殖业。此外，这种大

规模的巨型藻类繁殖会对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长期影响122。 

黄海不仅有世界上最大的绿潮123，还有金潮124。2000 年首次报告这些潮汐时，未曾引起

人们关注，因为藻类漂流到公海中，没有对沿海地区造成损害。然而，在 2015 年（图 19），

马尾藻金潮发生在韩国的新安郡和济州岛。在这次水华期间，从 3339 公顷的海岸线上清除了

5180 吨马尾藻，而从济州岛清除了 2 万吨。巨大的海藻漂浮物对新安郡的渔业造成了严重损

害，包括鲍鱼的海笼养殖，以及韩国西南海岸的条斑紫菜和海帶种植场。 

                                                
117 UNDP. 2020 
118 Zhou et al. ,2015 
119 Liu et al. 2013 
120 Ye et al. 2011 
121 Zhang et al. 2015 
122 Zhang et al. 2019a 
123 Qi et al 2016 
124 Zhang et al.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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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马尾藻水华覆盖面积达 188 平方公里，并漂移到江苏省近海地区，该地区是中

国传统的条斑紫菜水产养殖区。导致 9000 多公顷水产养殖的条斑紫菜生长不良，低产或无产，

造成 67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25。2020 年 1月，马尾藻水华再次对中国的条斑紫菜养殖产生

负面影响，表明金潮已成为海洋生态和环境的新威胁。以前的研究表明，造成黄海金潮的源头

材料可能来自于东海的浙江沿海地区126。 

 

图 19 2015 年和 2017 年马尾藻向北漂移（Qi 等，2017） 

黄色至褐色代表漂浮的马尾藻，而绿色表示漂浮的石莼属海藻。 

在受马尾藻漂流严重影响的地点，紫菜的养殖设施被马尾藻占据并崩溃。这造成了中国最

大的紫菜养殖直接经济损失，估计损失达 5 亿元人民币（约 7300 万美元）127。 

5.3.3 船舶和管道的石油排放 

渤海上有三油处田：位于辽宁省的辽河油田，位于天津市、河北省和山东省的胜利油田，

位于渤海中部近海的蓬莱油田。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日产量约 65 万桶128。 

石油开采在陆地、潮间带和海上进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渤海湾的河

北省曹妃甸和唐山正在开发大型的新炼油厂。渤海有七个溢油高危区129，其中包括河北省南

浦以南的海域，该海域是黄海中红腹滨鹬的主要聚集地。 

石油经常在船舶抽舱底时被排入大海，然而更大的威胁是大型油轮的泄漏风险或对油井基

础设施的破坏。2021年 4月，一艘可装载约 100万桶原油的苏伊士型油轮“A Symphony”号

在黄海青岛港附近的锚地被一艘散货船撞上，造成约400吨原油泄漏130。这次泄漏威胁到山东

省青岛港的运营，青岛港是中国最大的原油接收码头，也是炼油厂的枢纽，占中国总加工能力

的约四分之一。 

                                                
125 Zhuang et al. 2021 
126 Xing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9a 
127 Xing et al. 2017 
128 Shengli Oil Field Fact Sheet 
129 Liu et al. 2015 
130 Cang & Ko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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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16 日也发生了一起大型漏油事件，原因是通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在大连新港一处储油库的两条原油管道破裂，随后发生爆炸。大约 1500 吨石油从管道中溢出，

在黄海形成了 180 平方公里的浮油，在一周内扩大到 430 平方公里。到 7 月 21 日，溢油已扩

散到 946 平方公里，并沿海岸线延伸至 90 公里。在石油开始冲上海滩后，旅游业受到影响，

其中一些海滩在泄漏后被关闭。石油还严重影响了大连附近的渔业，特别是近海贝类养殖场。

据估计，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栖息该地的野生动物暴露在石油中，导致一些动物死亡，

并对其他动物造成长期影响131。 

这种泄漏严重影响海鸟，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来清理，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以及依

赖海洋的人们的生计产生长期的影响。 

5.3.4 化学品（DDT、PCB和PAH） 

近期许多出版物记录了黄海有毒化学品的存在现况132。从繁殖地迁徙到黄海的红喉龙鱼

种群的化学品含量更高，与在美洲境内迁徙的红喉龙鱼种群相比，在阿拉斯加的繁殖成功率更

低133。 

被确认为对黄海生态系统有风险的主要化学品包括： 

• 有机氯杀虫剂：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常用的杀虫剂。截至

2003 年，估计每年有 250 吨 DDT 被用于中国渔船的防污漆134。这种油漆已知会污染

海洋沉积物，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影响当地渔民以及消费者的生活。虽然 DDT 在船

用油漆中的使用已于 2009 年停止，但它继续被用于农业，而且该化学品在生物群和沉

积物中具有较长的持久性。由于具有亲脂性，DDT 可能会在水鸟体内累积，尤其是软

体动物的捕食者，如红腹滨鹬，它们在迁徙前会储存脂肪。 

对于 DDT 和六氯环己烷（HCH），环境风险评估最相关的基质是生物群。生物群中的

浓度显示，在渤海和黄海的研究结果中，大部分的 DDT被评估为“极差”。HCH对生

物群的风险要低得多，其在生物群中的大部分水平可被归类为 I 级或 II 级（无影响或良

好）135。 

• 多环芳烃（PAHs）是一组无处不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常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的

不完全燃烧形成136。由于其低水溶性、低挥发性和高持久性，水系统中的 PAHs 往往

在沉积物中积累，并对底栖生物产生长期影响137。 

 

这类化学品在黄海生态系统中的积累来自煤炭燃烧、车辆排放和焦炭生产。PAHs

可以通过食物链进行生物积累，人类接触 PAHs 可能会增加癌症和其他不良健康影响

的风险138。Ma 等人（2001）报告了渤海和黄海潮间带沉积物中 PAHs 的分布。 

 

                                                
131 Greenpeace 2010 
132 Byun et al.2013; Grung et al. 2015; Li et al. 2015; Li et al. 2021; Wang, G. et al. 2015; Wang, R.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6; Xiao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0 
133 Schmutz et al. 2009; McCloskey et al. 2018 
134 UNDP 2014 
135 Grung et al. 2015 
136 Arias et al. 2010 
137 Liu et al. 2013 
138 Grung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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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属是渤海的严重污染物139。该地区 13 个沿海城市每年向渤海排放的汞、镉、铅和

砷估计分别为 30、400、1400 和 2000 吨140。 

• 无机氮和磷、石油和重金属污染导致了渔业资源急剧下降，减少了迁徙滨鸟和人类的

食物供应141。 

 

• 抗生素是另一种污染物，对低等和高等动物有广泛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抗生素从陆地

畜牧业、城市废水和水产养殖设施流入黄海生态系统142。 

5.4 外来入侵物种 

许多非本土海洋物种被故意引入中国的海洋生态系统，包括鱼类、软体动物、藻类、甲壳

类和腹足类动物，用于水产养殖143或其他目的，如泥滩稳定化。此外，还发生了经由各种载

体的意外引入，包括船舶压载水和非本地物种从养殖场逃逸144。 

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本土水生生物在中国造成了重大生态和经济问题145。黄海的非本土

海洋物种数量最多（86 种），其次是渤海（72 种）、东海（57 种）和南海（36 种）。有 93

种非本地海洋物种已被证明对中国的海洋生态系统有负面影响。在所有引入中国的非本地海洋

物种中，约有三分之一建立了野生种群146。 

物种入侵对不同的物种有广泛的影响。仅举一例，黄海一些岛屿上的海鸟繁殖受到外来入

侵物种的负面影响，包括捕食白额鹱鸟蛋的褐鼠，以及牛膝的入侵，这种带刺的植物会阻挡黑

叉尾海燕的筑巢洞穴，使成年鸟和雏鸟受困147。 

5.4.1 互花米草 

影响黄海海岸讨论最广的沿海入侵问题是外来物种互花米草。自从 1980 年代引入江苏、

福建和杭州湾的海岸以来，该植物已经占据了许多新的区域。互花米草现广泛分布在整个江苏

沿海、上海长江口周围以及山东、天津沿海和河北的渤海湾，截至 2014 年，覆盖面积达

77,892 公顷148。所到之处，互花米草改变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分布模式；加速了土地覆盖

的形成过程；并能在水鸟和其食物之间形成一道两米高的“绿色屏障”149。 

Wang（1983）指出，江苏北部海岸的原生碱蓬滩涂区有 4—5 公里宽。1993 年，在盐城

海堤外，仍有至少 1公里的碱蓬滩涂延伸到无植被覆盖的滩涂150。一些碱蓬滩涂仍然存在，但

它们与滩涂之间被几公里长的互花米草隔开151。 

                                                
139 Yu et al. 2022 
140 Liang et al. 2018 
141 Tang et al. 2015 
142 Chen & Zhou 2014 ; Du et al 2017, 2019 ; Han et al 2021 ; Lu et al 2019 ; Na et al. 2013 ; Shi et al.2014 ; Xie 
et al 2019 ; Zhang et al 2013a, 2013b 
143 Lin et al. 2015 
144 Liang & Wang 2001; Zhao et al. 2006 
145 Lin et al. 2005; Xu et al. 2006 
146 Xiong et al. 2017 
147 Lee 2010 
148 Gao et al. 2014 
149 Ren et al. 2021 
150 D. S. Melville, personal observation 
151 Zhang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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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1980 年代至 2000 年期间崇明东滩湿地生境和水鸟群落的变化，发现潮间带湿地面

积净损失 11%，其中大部分是由互花米草扩张造成的。人工栖息地增加了一倍多，如水田和

水产养殖池塘的面积，自然栖息地增长超过 65%，包括海三棱藨草和芦苇沼泽，但外来的互

花米草扩张到占据潮间带植被的 30%。 

在上海崇明东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大型互花米草根除项目已用海堤将约 25 平方公

里的互花米草围困起来，通过砍伐和淹没将其清除。然而，滩涂因目前沉积物太高而无法重建。

因此该地区被作为非潮汐咸水湿地管理。使用草类选择性除草剂吡氟氯禾灵的试验令人鼓舞，

互花米草的消除率很高，但对小型动物没有明显影响152。使用广谱除草剂咪唑乙烟酸的现场

试验也很成功153。崇明东滩和其他地点如今也在使用无人机给潮间带滩涂喷洒除草剂。 

如果要保持滨鸟和其他水鸟可以进入潮间带，重要的是必须防止互花米草破坏剩余的潮间

带，特别是在朝鲜。在渤海，通过地面喷洒可能会实现清除，而在江苏省，由于面积非常大，

需要空中喷洒。然而，江苏省目前的土地围垦意味着在沿海地区，互花米草已不复存在，海堤

已经扩展到超过该植物所能接受的浸泡深度。 

2023年 2月，中国启动了《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这是一项

国家计划，计划到 2025年消除 90%的互花米草。所有沿海省份必须在 2023 年 2月 28日之前

向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交其消除互花米草的方案154。剑桥大学与全球滨海论坛科学和证

据工作组一起，对不同的互花米草入侵管理方法的证据进行了全球评估，以支持这一重要努力
155。 

2016 年，根据韩国的《野生物种保护法》，互花米草被指定为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

还没有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但相关报告正在增加156。互花米草已经部分入侵韩国江华地区，

靠近朝鲜边境。韩国政府目前正在通过清除项目来限制互花米草的扩张，并与当地居民一起开

展监测项目。这种控制目前依赖于物理清除；由于担心会对海藻的收获产生负面影响，广泛使

用中国使用的除草剂已被拒绝。 

5.4.2 进入黄海生态的外来渔业物种 

许多渔业物种已进入黄海生态：除了一些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和经济养殖的海藻之外，

还有 26 种鱼类被记录在册157。有些物种增加了经济机会，如鳗鱼、斑点海鳟、红鼓鱼和美洲

鲥，但许多物种产生了消极影响，它们超过了本土生物群，影响了本地种群的基因构成（例如

鲍鱼），或带来了新的疾病或寄生虫。 

一个例子是淋巴囊肿病毒（LCV），常见于欧洲和美洲的比目鱼中。在将比目鱼引入中国

后，这种病原体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些重要养殖区迅速传播，导致超过 60%的本地比目鱼死亡
158。 

                                                
152 Zhao et al. 2020 
153 Peng et al. 2022 
154 Gan 2023 
155 Reynolds et al. 2023 
156 Kim 2017 
157 Xiong et al. 2017 
158 Qu et al. 1999; Hu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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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海洋环境管理公团（KOEM）自 2013 年以来一直在清除海月水母的息肉，以抑制其

大量繁殖，因为使用渔网捕捞时可能对渔业有害。这种本地物种的范围已经从日本扩大到黄海，

显然是由于气候变化。 

5.5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日益严重，正在成为对黄海生态系统健康的最大威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公布了对气候变化和未来情景的最新最令人震

惊的评论，其中指出，海平面、海洋 pH 值、海面和深水温度在未来都将继续上升159。据估

计极端天气事件也将在严重程度和频率上增加。 

根据全球社会能够实施的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措施，预计到本世纪末，气温仍将

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 3℃，最坏的情况下预计将上升 5℃。 

虽然个别年份可能由于几个海洋振荡（北极振荡、太平洋十年期振荡和西伯利亚高地振

荡）而变暖或变冷，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长期趋势是黄海的海面变暖（图 20）。它以每世纪

1.2℃的速度变暖，是全球平均速度的两倍多。温度的上升在冬季更为明显160。 

 

图 20 20 世纪的海面温度变化；嵌入图上的阴影区域分别显示季节趋势（Han & Lee 2020） 

自 2020 年以来，朝鲜半岛夏季的周期性海洋热浪越来越多，它们对渔业产生了严重影响，

并造成水产养殖业的大量死亡161。异常的寒冷周期也有记录。 

在黄海，海面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可能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包括 HABs 的发

生率增加、营养结构和物种平衡的改变，例如暖水物种向北分布，中国进行的模型研究预测，

在未来 30 年内具有经济重要性的日本鳀鱼会向北移动162。 

                                                
159 IPCC 2022 
160 Han & Lee 2020 
161 KMA 2019 
162 Li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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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风暴活动 

由于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黄海的风暴驱动潮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热带风暴潮经常对黄

海南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造成破坏，在过去几十年中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害163。

2000—2015 年，江苏省和上海市沿海发生了 17 次风暴，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沿海发生了 16

次风暴164。山东省和江苏省因风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4.4亿元人民币（6900万美元）

和 5.8 亿元人民币（9100 万美元）。 

虽然台风直接破坏野生动物和植被，并会侵蚀泥滩，但它们也会对潮间带生境产生一些积

极影响。十年中一两次台风足以侵蚀 10—30 厘米的滩涂上层，重新分配大量的沉积物，促进

自然海岸进程165。这在维持沉积系统和相关生境的整体健康方面起着关键作用166。 

虽然北太平洋西部的台风年发生频率逐渐减少，但影响朝鲜半岛的频率却增加了，空间模

式也向北迁移。这与朝鲜半岛周围空气温度和海面温度的上升相吻合。 

5.5.2 海洋pH值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雨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将创造一个更加酸性的海洋。这将

成为影响许多潮间带和海洋生物的关键因素，并产生对黄海生态系统健康的新影响，因为钙的

水平对软体动物外壳和许多其他生物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已经记录了一些可归因于酸度升高

的变化，预计未来会有更大的变化。 

5.5.3 海平面 

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 0.5 米，最坏的情况下，预计到 2100 年将上升 1

米以上167。 

根据数字高程模型（DEMs），仅中国就占全球极端沿海水位（ECWL）的 15—28%，这

取决于使用的气候情景，与使用航天飞机雷达地形任务的建模相比，沿海 DEM 将中国的绝对

估计值提高了大约 3 倍。 

在 K14/RCP4.5 情景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有 4300 万（29—64）人居住在平均高水位

以下的土地上，在南极失稳的情况下，将有 5700 万（30—100）人居住在平均高水位以下

（K17/RCP 4.5）。与基线相比，暴露的平均边际增长分别为 2000（范围 6—41）万和 3400

（范围 7—77）万。 

在黄海，海平面上升和局部土地沉降将导致相对海平面上升，预计将大大高于单独的海平

面上升，到 2100 年可能超过 1 米。预计这将导致沿海平原的大面积地区越来越容易被淹没168，

特别是中国江苏省。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沉积物压实，以及正在进行的淡水和化石燃料

                                                
163 Jinshan et al. 2020 
164 SOAC 2000–2015 
165 Chun et al. 2004 
166 Getbol WH Nomination. 2020 p.58 
167 Kirezci et al. 2020; Edmonds et al. 2020; Spalding et al. 2014; Kulp & Strauss 2019 
168 Hooijer & Vernimme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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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造成的当地土地沉降，将加剧海平面变化对整个地区的影响，并可能导致黄海沿岸大量沿

海基础设施受损的风险增加169。 

例如，一项研究模拟了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东部海岸的影响，考虑了自然构

造的地面运动，以及可能因地下水和石油开采以及大型建筑的建设而加剧的土地沉降。该研究

预测，在 100 年一遇的洪水水位下，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淹没，包括在 2080 年淹没渤海湾周围

5000 平方公里土地和长江三角洲-江苏地区的 64100 平方公里土地170。 

虽然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空间模型证明有能力预测在不同海平面上升情景下，黄海潮间带

未来可能覆盖的范围，但全球规模的模拟表明，未来潮汐湿地范围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是滨海

湿地可以后退的空间，并与海平面上升保持同步171。这种容纳空间使湿地能够在以前的陆地

上积累泥沙，减少海平面上升预期对潮汐湿地的严重影响。 

然而，黄海地区是地球上最发达的海岸线之一，很少有地区具备任何容纳空间，可以使滩

涂生态系统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持续存在。如果沉积物供应充足，滩涂可能会继续升高，并

出现在沿海围垦朝向海洋的边缘，但过去几十年的遥感观察表明，潮汐湿地的增值总是不及损

失速度。 

因此，尽管一些模拟表明，地球上某些地区潮汐湿地可能与的海平面上升保持同步，但黄

海的海平面上升一米，更可能导致大面积的潮汐湿地被淹没，使数十亿美元的沿海基础设施面

临风险。再加上由于自然海岸防线减少，更严重的风暴潮风险增加，海平面上升很可能对黄海

产生严重影响。如果将建造海堤作为保护沿海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对滩涂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因此，未来的海岸规划必须考虑恢复和扩大沿海滩涂提供的基于自然的海岸防御。例如，

考虑在试点项目的基础上进行有管理的重新调整，如韩国舒川滩涂采用的是瓦登海方式。 

5.6 人畜共患疾病和其他威胁 

在靠近野生鸟类迁徙路线的地方集约化养殖家禽，是疾病双向爆发的条件172。这种家禽

养殖场可见于整个 EAAF区，而且不限于这三个黄海国家。该地区持续爆发多种高致病性禽流

感（HPAI）173，可能对国内家禽产生严重影响，并对关键候鸟种群（如黑脸琵鹭）174以及经

济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亚大陆的滨鸟受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影响175，最近在欧洲的

滨鸟中发生了重大死亡事件，如红腹滨鹬176。2021 年底，最近的例子来自以色列，5200 多只

灰鹤在其越冬地胡拉湖保护区死于高致病性禽流感。当地农民被要求宰杀 50 万只家禽以控制

疫情177。以色列当局收集了有关野生鸟类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数据，但许多数据仍未公布，

因此很难确定问题的严重性。 

                                                
169 Higgins et al. 2013 
170 Zuo et al. 2013 
171 Schuerch et al. 2018 
172 Muzaffar et al. 2010; Prosser et al. 2013 
173 Melville & Shortridge 2006 
174 FAO 2022 
175 Wille et al. 2019 
176 EFSA et al. 2021 
177 Associated Pr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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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毒杆菌病是全世界候鸟的一种细菌性疾病，可影响数百万只鸟类。2002—2003 年，

在中国台湾爆发的疫情导致全球 7%以上的黑脸琵鹭死亡178。韩国首次报告的 C 型肉毒杆菌病

爆发于 2007 年 10 月，发生在汉江的一个小分支——潭泉。2008 年 10 月，大约 2000 只鸟

（主要是鸭类，特别是斑嘴鸭，还有一些黑脸琵鹭）在仁川的南洞水库死于C型肉毒杆菌病。

后来在南洞水库还爆发了其他疾病179。 

除鸟类疾病外，黄海生态系统还存在一些水生疾病，对野生捕捞渔业和海产养殖业产生了

严重影响。不卫生的海产养殖会助长这些疾病的传播。一项总结了十年间黄海的台风、污染和

疾病总体影响的研究显示，渤海 35.1%的灾区和黄海 44.6%的灾区都是由疾病造成的（图 20）
180。 

 
图 21 2008 年至 2018 年，（a）渤海、（b）黄海受台风、疾病和污染事件影响的地区，以

及（c）渤海（d）黄海在某一年份中各灾害类别的比例（Zhang et al. 2022） 

6 关键物种的趋势 

专栏 5 物种趋势 

• 就鸟类总数（每年多达 5000 万只）、物种多样性以及使用该飞行通道的濒危物种

数量（33 种）和比例而言（图 21），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迁徙滨鸟飞行通道的关键

中转站和要道。大多数关键物种正在减少。 

                                                
178 Yu 2003 
179 Son et al. 2018 
180 Zhang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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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个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全区域渔业正在因过度捕捞而减少，渔民转而捕捞价值

较低的物种。渔业捕捞价值在 2000 年达到顶峰，约为 2225 亿人民币（300 亿美

元）。 

• 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龟几乎不复存在，但最近的保护工作让斑海豹的状况有所起色。 

 

监测生态系统关键物种的数量趋势，为支撑客观状况分析奠定了系统基础。可获得最佳数

据的分类单元是鸟类和渔获量。 

6.1 鸟类 

在黄海地区没有正式的机制来分享关于鸟类或其保护状况的信息，这导致了一些信息的缺

失。对出现在黄海的物种有全球种群评估181，对 EAAFP182中的候鸟水鸟种群有评估，但这些

都是基于不完整的数据。尽管对已知的水鸟繁殖地有一些分析，但对黄海范围内的大多数鸟类

物种没有数量数据。 

繁殖鸟类 

几十年前，通过建立五个海鸟保护区，黄海朝鲜部分的近海岛屿（Taegam-do和 Sogam-

do）对于海鸟、黑脸琵鹭和黄嘴白鹭繁殖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 

在韩国，对海鸟繁殖地的现代研究始于 1970 年，韩国第一个海鸟繁殖地于 1982 年被指

定为国家自然纪念遗迹。尽管有这些进展，但是许多潜在的繁殖岛屿从未被调研过，而且受保

护的物种，如黄嘴白鹭和东亚蝗莺，主要在黄海岛屿上繁殖，无论是在黄海内部还是在整个

EAAF 沿线，都缺乏最近基于实地的数量估计。 

黄海沿岸的一些繁殖鸟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记录不多。例如，有几个物种在岩石小

岛上筑巢，包括濒危的黑嘴端凤头燕鸥和黑脸琵鹭。后者在滩涂上觅食，是一种过渡物种。 

                                                
181 www.datazone.birdlife.org 
182 Mundkur & Langendoe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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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按迁飞路线划分的全球濒危和近危水鸟物种比例（MacKinnon et al. 2012） 

非繁殖鸟类 

滩涂及其附近陆地是目前黄海地区主要生境中研究最详尽的地区。对黄海沿岸的系统性鸟

类调查始于 19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183，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184和韩国的覆盖面和强度都在

持续增加，最近还扩展到了朝鲜的主要地点185。 

这些来自黄海迁徙要道的数据可以通过 EAAF 北端的繁殖地和南部的非繁殖种群的计数数

据，以及标记和重捕186来补充，并由 EAAF 工作组和工作队进行汇编和分析（包括远东卷尾

鸥、勺嘴鹬和黑脸琵鹭）。 

湿地国际最近为 EAAFP 完成了对所有迁徙水鸟物种的种群评估，但数据仍然是零散的，

许多仍是几十年前的数据187。 

2012 年《状况分析》188中强调了许多依赖潮间带的种群的急速下降。尽管三个国家都在

努力加强对黄海生境的保护，尤其是潮间带保护，但大多数物种仍处于下降趋势189。 

对黄海滩涂依赖性最强的滨鸟类群比依赖性较弱的类群下降速度更快（图 22）190。已知

至少 27 种濒危和易危水鸟物种依赖于潮间带湿地，定期聚集在黄海，具有全球意义，但其中

有 22 种的数量正在下降191。 

                                                
183 Moores et al. 2001; Barter 2002 
184 Bai et al.2015; Choi et al. 2020a 
185 Riegen et al. 2016a; 2016b; 2018a; 2018b; 2020 
186 Green et al. 2021 
187 Mundkur & Langendoen 2022 
188 MacKinnon et al 2012 
189 Piersma et al. 2016 
190 Studds et al. 2017 
191 Studds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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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按黄海依赖度从高到低排序分类，在黄海潮汐泥滩上为长距离迁徙补充能量的候鸟群数

量（Studds et al. 2017） 

（a）斑尾塍鹬（menzbieri）；（b）大杓鹬；（c）弯嘴滨鹬；（d）大苇莺（Great It）；

（e）红腹滨鹬；（f）蒙古沙鸻；（g）斑尾塍鹬（baueri）；（h）翘嘴鹬；（i）红颈滨鹬；

（j）灰尾漂鹬。总丰度估计值是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地计数的贝叶斯 N-混杂模型的后验

平均值，包括大多数国际重要站点。线条显示了每年的后验平均丰度估计值，红色线条表示种

群明显下降的分类群，灰色阴影表示 95%的可信区间。 

附录 1 的表格为需要关注的数量下降和濒危物种。 

许多滨鸟物种的下降率与沿海生境的损失率不一致。这表明，除了栖息地损失外，还有多

种因素导致观察到的滨鸟数量骤减。 

6.2 鱼类 

黄海已有记录的鱼类共有 276 种192。在黄海的 100 种商业渔业物种中：66%为底栖鱼类

（栖息于海底），18%为中上层鱼类（在水体中游动），7%为头足类（章鱼和鱿鱼），7%为

甲壳类（虾类），其中 45%为暖水种，46%为暖温带种，9%为寒温带种。渤海已记录了 109

种鱼类。关于黄海鱼类群落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渔业捕捞数据。已经记录了丰度和多样性的广泛

下降，有几个物种现被认为在商业上已经灭绝。第 5.2 节进一步详细介绍了黄海的渔业情况。 

6.3 海洋哺乳动物 

历史上，包括长须鲸（Balaenoptera physalus）和灰鲸（Eschrichtius robustus）在内的

大型鲸鱼在黄海和渤海避暑和/或过冬的数量丰富。然而，日本的产业化捕鲸193和苏联在日本

                                                
192 WWF 2006a 
193 Well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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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194的非法大规模行动，导致黄海的鲸鱼数量严重下降。最近，只有 14 种鲸类（包括小

鳁鲸（Balaenoptera acutirostrata））、虎鲸（Orcinus orca）和伪虎鲸（Pseudorca 

crassidens）以及江豚和 4 种海豹经常出现在黄海水域，但这些残存的种群往往数量非常少195。 

斑海豹是唯一繁荣的海洋哺乳动物物种，也是唯一常驻黄海的物种。这个黄海种群在辽东

湾繁殖，部分迁移到韩国内部边境地区的仁川翁津郡水域，并向南迁移到韩国的加罗林湾。朝

鲜的海州、秋道和清澄江河口也是斑海豹的已知栖息地。黄海的种群数量从 1940 年代的约

8000只下降到 2007年的约 890只，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的捕杀，其中一些仍偶尔被渔网意外困

住。现在，斑海豹是黄海内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活动的一大重点。 

1992 年，中国在大连建立了一个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和黄海其他地方的保护

工作使得斑海豹数量增加，2015年统计到了 2000只。中国当局最近将几只获救的和人工繁殖

的海豹带着卫星追踪器释放到黄海。 

在韩国，这些海豹的主要保护区在白翎岛和加露林湾海洋保护区（2016 年指定）。当局

和非政府组织为说服当地居民解决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通过分发幼年贝

类为当地居民准备双赢计划。当局最近建造了人造休息区，供拥挤在 Mulbeom 岩的 300 多只

海豹使用（图 23）。 

中国严格禁止捕获、杀害和出售受保护的海洋哺乳动物，然而，由于沿海水域和长江的广

泛捕捞，偶然的副渔获物确有发生，导致海豹和江豚的死亡率增加。污染也导致了海洋哺乳动

物的繁殖不顺和免疫系统下降。 

半海洋性的欧亚水獭（Lutra lutra）也稀少地出现在黄海的河口。沿海开发造成的种群分

散影响了生活在韩国的这些水獭，使其在中国非常罕见。 

 

 

图 24 韩国人造海豹休息平台 © Park Jeong Woon 2019 

6.4 无脊椎动物 

黄海中的大多数无脊椎动物数量急剧下降，包括几个鱿鱼、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重要商业

物种，只有少数河蓝蛤物种例外，这种小蛤蜊似乎正在受污染的生境中茁壮成长196。 

                                                
194 Berzin et al. 2008 
195 WWF 2006b 
196 Murray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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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丹东港附近的鸭绿江，光滑河蓝蛤出现了大规模的衰退197，但在天津附近的南堡

仍然存在，据说由于当地猎食的虾类遭到过度捕捞，导致了光滑河蓝蛤形成了密集的种群198。

总的来说，尽管无脊椎动物的相对比例有所增加，但从 1982 年到 2015 年，渤海的生物量密

度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199。在许多地区，由于人们在新地区引入种群，现在已经转向以商

业物种为主200。河流径流改直和建坝也在影响河口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度。 

一些本土特有的无脊椎动物，如文昌鱼（Branchtotoma belcheri）的亚种，最近被列为濒

危物种201。同样，明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是栖息在黄海北部的重要经济物种，以

前产量相对较高（1979 年产量为 40000 吨），由于过度捕捞，已在 2005 年被列为濒危物种
202。 

在黄海北部进行的研究表明，从 1959 年到 2011 年，浮游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

些暖水物种，如 1959 年分布在黄海南部的肥胖箭虫和小齿海樽，现在分布在黄海北部并成为

了主要物种203。 

案例研究 2 鸭绿江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鸭绿江口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鸭绿江）成立于 1987 年，1997 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面积为 108057 公顷。鸭绿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界

河，保护区位于鸭绿江口西侧，沿海岸线延伸 70 公里，包括超过 25000 公顷的滩涂，宽

度为 2—6 公里。 

该地对水鸟的重要性于 1999 年被发现204，之后普可罗可罗·米兰达爱护自然信托基金

会（Pūkorokoro Miranda Naturalists’ Trust）（总部设在新西兰）开始在北迁期间进行一

系列调查205；现由中国沿海水鸟普查接替206，207。关于滨鸟觅食生态和底栖生物的生态学

研究于 2010 年开始，持续至今，提供了黄海区域内任何地方最详细的长期数据集之一。 

鸭绿江支持大约 25万只向北迁徙的滨鸟，对 17种滨鸟来说具有国际重要性208。2006

年韩国新万金被毁后，鸭绿江成为 EAAF 中斑尾塍鹬和大滨鹬最重要的栖息地209。 

                                                
197 Zhang et al. 2018 
198 Yang et al. 2016 
199 Wu et al. 2019 
200 Peng et al. 2021 
201 UNDP/GEF 2007 
202 Liu 2013 
203 Zou et al 2013 
204 Barter et al. 2000 
205 Riegen et al. 2014 
206 Bai et al. 2015 
207 Choi et al. 2020a 
208 Bai et al. 2015 
209 Choi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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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210年，斑尾塍鹬和大滨鹬的主要食物是小蛤蜊光滑河蓝蛤，其出现密度超

过 1000/平方米211。2011 年至 2014 年，光滑河蓝蛤的数量急剧下降，导致大滨鹬转向其

他物种，特别是蜗牛类汤玛氏虫昌螺212。由于贝壳非常坚硬，大滨鹬不得不增加肌胃的大

小来粉碎它们，由于需要反刍贝壳碎片，而不是随粪便排出，所以食物摄入率降低213。 

在河蓝蛤消失后，斑尾塍鹬（-60%）和大滨鹬（-25%）的数量都明显减少。 

斑尾塍鹬的迁徙策略也发生了变化。baueri 种群的斑尾塍鹬（在阿拉斯加繁殖；冬季

在中国至新西兰）现在更早离开新西兰，并在黄海停留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与它们在继续

飞往阿拉斯加繁殖地之前需要花更多时间储存能量有关214。此外，menzbieri 种群（繁殖

于西伯利亚；冬季在东南亚至澳大利亚）的鸟类数量比 baueri 晚几周到达鸭绿江，其数量

下降了95%215，这表明baueri种群已消耗了大部分可用的猎物，留给后来者的数量很少。 

蓝蛤的消失与丹东港的快速发展阶段相一致，港口建设始于 2010 年，包括将航道从-

8 米疏浚到-16 米，并在鸭绿江口建造了一个 10 公里长的港口半岛。（丹东港是中国唯一

的公私合营（PPP）港口；然而，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促使其衰落。港口在 2017 年被宣

布破产，随后被一家国有机构接管）。 

到 2015 年，港口的发展已经延伸到了 10 公里外的海域，导致淡水排放入海。有人认

为，由此产生的盐度变化可能导致了鸭绿江自然保护区内的河蓝蛤消失。 

                                                
210 Choi et al. 2017 
211 Choi et al. 2014 
212 Zhang et al. 2019b 
213 Zhang et al. 2019c 
214 Conklin et al. 2021 
215 Zhang et al. 2018 

图 25 鸭绿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类型。©世界遗产提名文件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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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潮间带的土地使用权由当地社区所有，包括核心区。此地软体动物水产养

殖普遍，如蛏子（Sinonovacula constricta）和四角蛤蜊（Mactra veneriformis）。食物短

缺加剧了滨鸟和渔民之间的竞争，鸟类消耗了大量被播种到滩涂上的四角蛤蜊幼体，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鸭绿江的情况与黄海许多地方一致，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自然生长和受到管理的贝类

种群与滨鸟觅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为未来的可持续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渔民和保护主

义者对健康的滩涂有着共同的愿景，这是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建立共识的一个强有力的起

点。 

2018 年 3 月/4 月的调查显示，大滨鹬的软体动物食物储量非常低，可能与前一个冬

季的严寒天气有关。 

名为“丹东快乐奉献志愿者”的社区组织带头开展了一项为鸟类提供补充食物的计划，

以便它们能够储存足够的脂肪，从而能够迁移到北极繁殖地。超过 100 吨河蓝蛤采获自渤

海某地，全部捕获于潮下带，以免影响其他地方的滨鸟进食。蛤蜊在春潮期间从渔船上被

分发到滩涂上（图 25），一旦潮水退去，鸟类很快就能找到它们——一块 4公顷的土地上

记录了超过 13000 只大滨鹬。如果食物储备继续下降，这种干预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必要
216。 

 

图 26 （a）光滑河蓝蛤 （b）涨潮时从渔船上分发河蓝蛤（资料来源：Shoudong 

Zhang） 

鸭绿江的教训 

沿海开发项目的影响会远远超出土地围垦的直接足迹，影响沿海沉积物和水流，并影

响水鸟的食物供应。 

当面临可用的食物储备大量减少时，鸟类可能会试图转移到其他地方，但黄海周围的

栖息地大量丧失，使其几乎不再可能。在没有替代地点的情况下，鸟类可能试图适应不同

的猎物。如果这也不可能，鸟类只能待毙。Baueri 和 menzbieri 两种斑尾塍鹬的存活率都

在下降217218219，表明死亡率增加。 

                                                
216 Zhang et al. 2021 
217 Piersma et al. 2016 
218 Conklin et al. 2016 
219 Murray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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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的情况与韩国新万金填海工程造成的影响相似，该工程直接破坏了主要的潮间

带，导致许多滨鸟数量减少，特别是大滨鹬220。大滨鹬和红腹滨鹬一样，擅长捕食软体动

物，使得转而捕食其他更常见的猎物更为困难。 

这个案例表明，可以组织大规模的人工补给，以满足迁飞候鸟群体的即时需求。在这

个案例中，食物来源是在另一个地方从野外收获的，不过在农场里饲养这些食物来源也是

可能的。这或可成为未来维持某些物种的重要管理技术。 

6.5 其他重要物种 

五种海龟在韩国和济州岛的沿海地区被发现，偶尔会进入黄海，大多数记录是蠵龟

（Caretta caretta）和绿海龟（Chelonia mydas）。丽龟（Lepidochelys olivacea）、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e）和棱皮龟（Dermochelys coriacea）则更为罕见221。对回收海龟

的研究表明，赤蠵龟的主要食物是白色霞水母（Cyanea nozakii）和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绿海龟最常见的食物是海带。 

在江苏的芦苇荡和沼泽地中值得关注的陆生哺乳动物包括重新引进的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和本土的中国水鹿（Hydropotes inermis）的繁荣种群。 

7 黄海潮间带生态系统的保护、养护管理和恢复的最新进展 

专栏 6 2012 年以来的政策和治理变化 

中朝韩三国的治理和政策都有许多改进： 

• 中国和韩国均暂停了沿海土地围垦，但部分围垦仍在继续进行。朝鲜尤其如此，

因为朝鲜尚未颁布暂停令。 

• 2014 年，朝鲜修订了《环境影响评价（EIA）法》，规定要对所有海洋和沿海开

发项目进行评价，以防止对环境造成破坏。 

• 中国已开始实施生态红线，包括海洋生态红线。 

• 2017 年，中国农业部发布了《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 

• 韩国和朝鲜的海岸保护区大幅增加（超过 25 万公顷），但由于保护区边界调整，

中国的海岸保护区减少了约 10 万公顷。 

• 在此区域内，中国（188643 公顷和缓冲区 80056 公顷）和韩国（128411 公顷和

缓冲区 74592 公顷）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了世界遗产第一

期，第二期提名正在进行中。 

• 在朝鲜，研究、监测和确定优先地点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并成立了一个新的专门

研究所。 

• 中朝韩对保护的认识和公众的支持都有很大的提高。 

• 重要的地区保护项目已经开展起来（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YSLME）、ADB、

EAAFP） 

                                                
220 Moores et al. 2016 
221 Kim et al.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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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协调机构已经建立或得到加强（IUCN 领导的黄海工作组、EAAFP 黄海生

态区工作组） 

 

7.1 滨海治理和政策 

7.1.1 国际政策和治理 

2012 年 IUCN《状况分析》222发表后，在 2012 年和 2016 年的 IUCN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上，IUCN通过了5.028和6.026223号决议，强调了黄海地区潮间带的重要性和保护的紧迫性。 

这些决议促成了黄海工作组的建立。2017 年 12 月，在中国江苏盐城举行的研讨会上，考

虑到黄海生态区的跨境性质，来自三个国家的与会者同意成立黄/西海潮间带及相关滨海湿地

保护联合工作组。该工作组在 IUCN、EAAFP 和拉姆萨尔东亚区域中心（RRC-EA）的协调下，

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驻韩国代表处的支持下进行。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中朝韩之间潮间带湿地

的保护、管理和恢复的共同方法。 

自 2017 年第一次会议以来，盐城几乎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滨海湿地国际研讨

会，重点是黄海和渤海。这些会议的成果包括 2017 年《盐城宣言》（Y17）、2018 年《研讨

会声明》（Y18）、2019年《盐城共识》（Y19）和 2020年《成果声明》（Y20）（附录 8），

以上文件包括本报告第 8 节所反映的建议。 

中国自然资源部正在促成全球滨海论坛的设立，首届论坛将于 2023 年下半年由盐城主办。

这是 2012 年和 2016 年 IUCN 决议以及随后的 2020 年 IUCN 决议的直接结果，也是继 2017

年《迁徙物种公约》（CMS）决议224、2018 年《拉姆萨尔决议》225、2018 年《生物多样性

公约》（CBD）决定226之后的直接成果。全球滨海论坛旨在促进实施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各种承诺。 

通过这些举措，中朝韩之间的合作正在加强，以保护迁徙水鸟和栖息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跨境分析》227已经定稿并得到中韩两国的

认可。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是能够触发后续变化，使其中所包含的

建议得到实施。该报告集中在七个主要问题上：1.捕捞量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2.不可持

续的海产养殖；3.污染和污染物；4.富营养化；5.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6.生境损失和生物退

化；7.气候变化；并建议采取旨在解决这些问题根源的行动。 

 

                                                
222 Mackinnon et al 2012 
223 IUCN 2016 
224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决议 12.25 促进保护关键潮间带和其他迁徙物种的海岸生境 
225 《湿地公约》决议 XIII.20 促进潮间带湿地和相关生境的保护和善用 
226 《生物多样性公约》决议 14/30 与其他公约、国际机构和倡议合作 
227 UND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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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国家治理和政策  

朝鲜 

朝鲜已经批准了《湿地公约》，并指定了两处国际重要湿地，包括一处位于黄海的文

德候鸟保护区。 

• 朝鲜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在 2014 年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负责开发自然资源的机

构，以及希望开发海洋资源或在海边进行建设项目的有关机构、企业和组织，应就其

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防止海洋污染。 

中国 

● 中国通过对各部委及其职责进行重大调整，限制沿海治理的分散性，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8 年成立的自然资源部（MNR）负责从高山到海洋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这简化了湿

地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和报告的效率。以前由几个不同的机构负责不同的自然保护地

和国际合作，现在都集中在自然资源部下属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然而，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代表权由生态环境部负责，这两个

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还有待改进。 

● 在中国通过了新的国家指导原则—发展生态文明之后，影响黄海的政策已经发生了

变化。该指导原则得到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变化的支持： 

o 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将许多物种纳入保护范围，并首次将栖息地纳入保

护范围； 

o 收紧与污染有关的环境法律和法规，包括关闭许多污染性和非法工厂，并禁止使用

一些化学品； 

o 对项目和公务人员采用新的绩效指标，以包括其行为的生态后果； 

o 限制腐败，包括撤销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权以确保更多的中央监督； 

o 颁布新的法规，禁止进一步的沿海土地围垦，鼓励将许多未登记的渔场恢复到自然

湿地； 

o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新规禁止在敏感的候鸟迁飞路线上建设风电场，因此

风电场的开发已经减少，但海上风电场的开发仍在继续； 

o 发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其中第八章概述了加强环境污

染系统控制，解决农田污染、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的计划，第五章促进下游湿地保

护和生态治理，包括三角洲和沿海地区的行动。 

o 创建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别“国家公园”，以形成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已经开始实施生态红线，以控制会破坏生

态功能的发展空间规划。对提供生态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生态脆弱地区被划定为生态红线范围，限制开发和其他活动的水平。所有自然保护

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都包括在生态红线内，但它也适用于许多其他级别

的保护，包括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限制捕捞活动的水域。 

• 2012 年，国家海洋局启动了渤海生态红线划定工作，旨在实施更加严格的海洋生态保

护制度。这种红线区是指严格保护的海洋生态空间，适用于敏感和脆弱的生态区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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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的区域，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岸生态稳定228。图 26 给出

了各种附加保护层的例子。 

 

 
 

 

 

                                                
228 Zhao et al. 2021 

图 27 中国江苏省海域和沿海保护区及区划（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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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 滨海环境的责任由国家多个部委和机构共同承担（图 27）。 

 

韩国的《湿地保护法》于 1999 年颁布，并于 2016 年修订，旨在促进湿地和湿地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并根据《湿地公约》促进国际合作。该法加强了许多与建立湿地保护

区有关的法规。 

 

图 28 韩国海洋环境保护治理（根据 Nam 2017 修改） 

• 2009年 3月，韩国制定了“滩涂恢复促进计划”。由此，2016年制定了“滩涂生态系

统恢复指南（海洋与水产部第 357号指令）和 2018 年“滩涂生态系统恢复中期推进计

划（2019-2023）”。 

• 韩国在 2010 年颁布了《公有水面管理及围垦法》，保护海洋和沿海水域以及围垦的土

地不受影响：若未获得特别许可，不得向公共水域倾倒或排放废物、废油、废水、污

水、排泄物、牲畜排泄物、被污染的土壤、有毒物质、动物尸体或海洋和渔业部法令

规定的其他污染物；不得打开、关闭或破坏任何水闸或公共水域管理设施；不得在公

共水域遗弃或留下废弃船舶；不得新增建筑、挖掘和疏浚。 

• 韩国的《环境影响评估法》在 2012 年进行了全面修订。该法有助于防止环境破坏和污

染，促进无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ESSD），从而建立和延续健康的环境，并为公众意

见和检查计划提供更多机会。 

• 《滩涂及其毗邻地区可持续管理和恢复法》（Getbol 法）于 2019 年 1 月颁布，并于

2020 年 1 月生效，涉及滩涂的滩涂管理，包括保护和恢复。根据滩涂法，《滩涂及其

毗邻地区管理和生态恢复总体规划》第一版（2021—2025）于 2021 年 9 月发布。 

o 该计划包括三个主要目标：1）加强滩涂威胁的科学基础和综合管理；2）发现

各种价值，提高效用；3）使滩涂恢复的整个周期系统化。  

海洋水产部 
 
⚫ 海洋环境政策 

⚫ 海洋与海岸规划及

管理 

⚫ 港口开发 

⚫ 船运及物流 

⚫ 旅游业 

⚫ 海洋研发 

⚫ 渔业 

⚫ 海洋气候变化 

环境部 
 
⚫ 国家环境政策 

⚫ 国家公园 

⚫ 垃圾处理设施 

⚫ 陆地环境保护 

⚫ 气候变化 

海洋警察厅 
 
⚫ 公共安全（石油泄

漏） 

⚫ 安保 

文化体育观光部 
 
⚫ 文化（文化和自然

遗产） 

⚫ 运动 

⚫ 旅游业 

国土交通部 
 
⚫ 土地利用/城市规划

和管理 

⚫ 基础设施 

⚫ 交通 

⚫ 工业建筑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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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为实现计划中的目标，五个主要战略是：1&2）加强和扩大滩涂管理；3）通过

滩涂恢复重建碳汇；4）增加滩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5）确保滩涂管理的治理。 

o 总体规划将管理滩涂现状调查，加强滩涂恢复的管理制度和各种恢复项目，并

为每个滩涂提供个性化的保护和管理。 

o 财政部计划到 2023 年在 25 个地方进行滩涂恢复，覆盖 300 公顷滩涂，包括封

闭式盐场和封闭式水产养殖场。这些恢复项目不会是一刀切的类型；每个地点

都将被评估，并为每个恢复地点采用最有效的方法。恢复滩涂的目的是支持活

跃和健康的生态过程。这些恢复的栖息地将恢复迁徙水鸟的觅食和休息区。 

o 该计划的实施将推动韩国政府的滩涂保护政策的实施。 

• 在 2021 年 Getbol 第一期、韩国滩涂世界遗产的申报之后，湿地生境的“突出普遍价

值”得到了更好的认可。它不仅为迁徙水鸟提供了栖息地，而且在蓝碳储存和支持水

产养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当地社区受益。 

•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恢复 15%退化的生态系统的国家承诺的一部分，韩国

财政部计划恢复大量滩涂，扩大争取国际重要湿地的滩涂提名，并进一步加强与滩涂

管理先进国家的国际合作，如瓦登海沿岸三国。 

7.2 保护地扩展 

中朝韩三国都增加了更多的滨海湿地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包括中国和韩国的黄海系列第

一期提名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第二期提名正在进行，朝鲜正在考虑提交提名。附录 4 提供了最

重要的遗产细节。 

朝鲜自然保护地扩展 

• 朝鲜全国最近共有 55 个湿地被评估为具有国家或国际重要性，被列入修订后的《国家

湿地名录》，并正式公布229。在这些湿地中，24 个位于黄海沿岸。 

• 朝鲜已经制定了第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并向生物多

样性公约提交了第五次国家生物多样性报告230。 

• 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朝鲜还实施了 UNDP/GEF 的朝

鲜西海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该项目重点是制定和实施平安南道的综合海岸带管

理计划，以及清川河口的文德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保护工作。 

• 几十年来，朝鲜已经建立了一些候鸟保护区，但缺乏技术能力或设备来管理这些保护

区或监测换羽停留或通过的数量和物种。近年来，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普可罗可

罗·米兰达爱护自然信托基金会和 EAAFP 等组织的协助下，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善。

这种不断发展的国际合作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停止，但希望能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重

新开始。 

• 朝鲜在 2018 年加入了《湿地公约》和 EAAFP，并宣布了两个国际重要湿地，其中文

德候鸟保护区位于黄海生态系统内，也被指定为 EAAFP 迁飞网络站点。文德对 4 种鹤、

许多水鸟、天鹅（全球数量 50%以上在此停歇）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大杓鹬的主要迁

徙停歇地之一。 

                                                
229 MoLEP 2018 
230 DPR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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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目前在黄（西）海共有五个候鸟（湿地）保护区、五个海鸟保护区和六个海洋保

护区。 

 

中国自然保护地扩展 

•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扩大其保护地体系。最近增加的重点是湿地，并采取了一项政

策，将至少 50%的剩余自然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各种分析指出，沿海地区的覆盖面

存在一些重要差距，尤其是在江苏省。 

•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NR）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NNR）的数量和面

积都在快速增长（图 28）。沿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在 2006年达到最大的 201

万公顷，在划定时，其中包括 19.9 万公顷的潮间湿地、117 万公顷的开阔海域和 67.4

万公顷陆地围垦区。随后，由于边界调整或因开发和沿海土地围垦而造成的损失，该

面积有所下降。因此，2015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 2006 年的 66.1%。共有

8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边界调整，其中 3 个地点调整了两次。  

 

 

图 29 中国黄海沿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NNRs）的数量和面积变化（Ma et.al.，2018） 

 

韩国自然保护地扩展 

• 2021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韩国滩涂列为黄海沿岸的世界自然遗产，第二期申报工作

正在准备中。 

• 韩国的自然保护地包括 32个海洋保护区（MPA）共计 179869公顷；14个湿地保护区

共计 143780 公顷；15 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共计 26152 公顷；2 个海洋物种保护区

共计 9414 公顷和 1 个海洋景观保护区 523 公顷。然而，截至 2021 年，韩国的海洋保

护区仅达到海洋总面积的 2.12%，远远低于 10%的目标。 

• 韩国环境部和财政部正在努力制定有效的路线图，以扩大指定的保护区，确定新的潜

在保护区并改善管理。 

•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恢复 15%的退化生态系统的国家承诺的一部分，财政

部计划恢复大量滩涂。财政部计划扩大湿地遗产的滩涂提名，并进一步加强与拥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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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滩涂管理技术的国家，如瓦登海沿岸三国的国际合作。此外，韩国、中国、俄罗斯

和朝鲜之间的合作体系将得到加强，以保护迁徙水鸟和栖息地。 

• 根据《湿地保护法》，韩国政府在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将湿地保护区从

10,762 公顷扩大到 2018 年的 129346 公顷。海洋保护区从 2012 年的 18 个地点、

36031 公顷扩大到 2020 年的 30 个地点、178436 公顷。 

• 截至 2021 年 12 月，7963.58 平方公里的沿海和海洋地区已经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地。

这占了韩国整个海洋面积的 2.12%。每年，韩国政府与当地社区合作，指定一到两个

海洋保护区，以改善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7.2.1 扩大EAAFP迁飞站点网络 

EAAFP 网络已经扩大到黄海几个新的迁飞网络站点。韩国已经指定了四个新地点，包括

仁川松岛滩涂、华城湿地、大武岛滩涂和七宝岛、高敞岛。中国在荣成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指定了一个新的地点。朝鲜已经指定了头两个地点：文德湿地保护区和罗先湿地保护区。 

7.2.2 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进展 

建立系列世界遗产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在国际层面上为黄海周围的关键候鸟栖息地

提供保护，并确保国家给予最高级别的关注。只有在满足完整性、保护和管理要求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将黄海沿岸的两个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个是中国的黄-

渤海湾沿岸候鸟保护区（第一期），另一个是韩国滩涂。在这两个案例中，IUCN 的评估认为，

被提名的遗产地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保护问题，这些问题本应在入选前得到解决231。世界遗

产委员会的最终决定确定了一系列的保护行动，有待中国和韩国采取行动23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是中国在黄海的系列世界遗产，包括江苏海岸线的两

大部分，主要位于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委员会于 2019 年接受了该提名，但达成

了一项谅解，即中国将准备一项单独的第二期提名，“以反映该生态区的全部自然财富和多样

性，并满足完整性要求”233。 

2021 年，中国又提交了一份黄海和渤海湾组成部分的提名，作为由第一期遗产延伸的第

二期提名。这项提名目前正在评估中，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评估任务被推迟，但预计将在

2023 年进行，并在 2024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鉴于 IUCN 正在进行评估，目前的

《状况分析》无法对提名做出任何直接评论，因为 IUCN 将在评估提名的背景下提出建议。 

韩国的第二期提名准备进展顺利，但拟议的组成部分清单目前仍未正式公布。 

朝鲜只有两处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五个栖息地被列入其预

备名录。朝鲜尚未将任何候鸟栖息地申请为世界遗产，但在 2021 年将金刚山申报为复合遗产，

该候选地目前也在 IUCN 的评估过程中，由于新冠疫情而被推迟。朝鲜还根据《世界遗产公约》

请求国际援助，以更新其《预备名录》。 

                                                
231 IUCN 2019 和 2021 
232 世界遗产委员会 2019 和 2021 
233 https://whc.unesco.org/en/decisions/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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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3 中国系列世界遗产 

中国江苏盐城拥有 EAAF 区域内数量最多的濒危候鸟，被认为是其中一些鸟类不可或

缺的栖息地，如勺嘴鹬、大杓鹬、小青脚鹬和黑嘴鸥。盐城还提供了最广泛的栖息地，除

了春秋两季的过境迁徙外，还支持重要的越冬和夏季繁殖的物种。盐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易危黑嘴鸥的繁殖区，也是备受喜爱的濒危丹顶鹤（Grus japonicus）西部种群最重要的

越冬区，对越冬的东方白鹳也很重要。 

根据 IUCN 在 2012 年发布的《状况分析》234和随后的 IUCN 决议235，中国在 2018 年

1 月完成了系列提名的第一期档案并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 2019 年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会议上，将条子泥和东山临近的生境列入名录。

委员会的列入决定基于这样的共识，即中国将在 2023 年提交第二期的提名供委员会审

议。该提名根据标准（x）（生物多样性和受威胁物种）获得批准。 

被提名的遗产地包括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段、江苏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段和东沙实验区，以及条子泥区域，总面积为 1886

平方公里。两个更大的保护区——盐城沼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加上一个较小的湿地公园和两个地方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3060 平方公里（图 29）。 

另外还通过了两项新的法规，对加强对遗产的保护至关重要。生态环境部的巡视组要

求，自然保护区内的所有人工鱼塘必须废弃，并恢复为自然湿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还发

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全国重要的鸟类迁飞路线上建立新的风电场。 

该遗产仍然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236，例如：迁徙滨鸟类的高潮栖息地有限237；自

然保护区内和近海存在大量风电场；外来的互花米草入侵；密集的陆上开发影响到丹顶鹤

的越冬区和黑嘴鸥的筑巢区，以及条子泥港口的持续开发。 

 

                                                
234 Mackinnon et al 2012 
235 决议 028 (2012)，决议 051 (2012)，决议 026 (2016) 
236 IUCN 2021 
237 Rogers et al. 2006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resrecfiles/WCC_2012_RES_28_EN.pdf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resrecfiles/WCC_2012_RES_51_EN.pdf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resrecfiles/WCC_2016_RES_026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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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中国江苏省黄（渤）海湾沿岸候鸟保护区地图（第一期） 

 

案例研究 4 韩国系列世界遗产 

202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韩国滩涂238列为韩国系列世界自然遗

产申报的第一期。其提名摘要论证了该遗产的重要性239。 

 

被提名的遗产位于韩国的南海岸和西海岸，在黄海的东南海岸。它是一处系列遗产，

因其具有全球重要的候鸟种群，根据标准（x）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由舒川滩

涂、高敞滩涂、新安滩涂和宝城-顺天滩涂组成（表 5，图 30）。这些地点包含了地质、

海洋学和气候条件的复杂组合，反映了岛屿型（群岛型）滩涂生态系统的特征，成千上万

的岛屿散布在超过 1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图 31 图 30）。 

 

该遗产的特点是具有强大的能力支持 22 种濒危水鸟物种，包括 EAAF 范围内的勺嘴

鹬（在 IUCN 红色名录被列为极危）。该遗产的各种栖息地提供了所有水鸟急需的食物和

空间。 

 

第二期的提名正在准备中，据了解，这一阶段包括九个组成部分，以期提交给预计在

2026 年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8 届会议审议。附录 4 显示了 13 个可能与提名有关的

                                                
238 世界遗产委员会 2021 
239 韩国滩涂 Getbol 提名文件执行摘要 

 
 

河南省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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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根据 IUCN 咨询专家的意见），包括四个已入选遗产的邻近地区和滩涂群北部的候

鸟关键地点。 

 
图 31 韩国滩涂第一期世界遗产地形图 © 韩国潮汐滩涂世界遗产促进组 

 

表 5 韩国滩涂第一期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 

编

号 

组成部分名称 区域/地区 中心点坐标 遗产地 
面积 
（公顷） 

缓冲区 

（公顷） 

1 舒川滩涂 舒川郡 36°02'43.01"N 
126°36'46.69"E 

 
6809 

 
3657 

2 高敞滩涂 高敞郡 35°33'06.67"N 
126°32'01.35"E 

 
5531 

 
1880 

3 新安滩涂 新安郡 34°49'4376"N 
126°06'16.00"E 

 
110086 

 
6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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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宝城—顺天滩涂 宝城郡 

顺天市 

34°49'11.25"N 
127°27'32.19"E 

 
5985 

 
1801 

总面积  128411 74592 

 

 
图 32 位于新安滩涂的韩国滩涂世界遗产内岩岛型（群岛型）泥滩的代表性景观 © 韩国滩

涂世界遗产促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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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高敞滩涂 

高敞滩涂位于韩国的西南海岸。该地区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由盐沼、泥滩、混合

滩、沙滩和岩石底层组成。 

 

   
图 33 高敞滩涂区划图 © 韩国滩涂世界遗产促进组 

 
2021 年，高敞滩涂被列入韩国滩涂世界遗产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高敞部分占地

5531 公顷，缓冲区 1880 公顷。此外，2022 年 8 月 28 日，该遗产还被指定为迁飞网络站

点（FNS）EAAF153，成为该国的第 19 个 FNS。 

这些新的保护区指定补充和加强了该系列世界遗产的其他保护框架，包括高敞滩涂湿

地保护区（2008 年）、高敞和扶安滩涂国际重要湿地（2010 年）；高敞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2013 年）和高敞滩涂湿地保护区（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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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遗产平均每年支持超过 26000 只候鸟，是 101 种候鸟的家园，其中有 10 种候鸟全

球受威胁。 

该保护区支持重要的候鸟种群，包括大杓鹬（濒危）、大滨鹬（濒危）、红头潜鸭

（易危），并记录到了越来越多的黑脸琵鹭（濒危）、东方白鹳（濒危）、角䴙䴘（易

危）、黄嘴白鹭（易危）、白枕鹤（易危）、白头鹤（易危）和黑嘴鸥（易危）。 

除了候鸟之外，该地的底栖生物群落也很丰富，已发现的大型底栖生物共有 255 种。 

高敞郡已经建立了全面的 CEPA 计划和设施——国际重要湿地高敞滩涂游客中心拥有

教育计划和材料、展览内容、专门供学校参观的设施以及为游客定制的生态旅游体验。 

作为世界遗产和迁飞网络站点的一部分，高敞滩涂现在被认定为关键的中转栖息地，

为众多迁徙水鸟经过 EAAF 迁飞区时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图 34 高敞滩涂 © 韩国滩涂世界遗产促进组 

 

7.3 能力建设 

有许多举措旨在加强整个黄海地区的湿地管理能力和候鸟及野生动物监测能力。 

朝鲜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湿地数据库和一个湿地教育中心，配备视听材料和培训工具，通过

国家内联网传播知识和信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也正在朝鲜开展一项

关于世界遗产管理的培训和能力发展计划。包括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

会、IUCN、EAAFP 和普可罗可罗·米兰达爱护自然信托基金会在内的多个机构也在向朝鲜提

供支持和能力援助，然而还需要更多的培训。 

在中国，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在过去 40 年里一直在米埔自然保护区为中国的湿地管

理人员开展培训项目。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继续支持培养鸟类学、生态学和湿地管理和恢复方面

的专家。特别是，北京大学设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洲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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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在锦江口附近建立了韩国国家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有望提高未来的研究和保

护能力。额外的短期培训和知识转移在通过国际机构组织的许多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进行。 

IUCN 还通过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在韩国进行了能力建设，包括韩国滩涂第一期。与韩国

国立文化遗产大学合作，在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的支持下，“人—自然—文化”2022 年世界

遗产领导力课程也访问了高敞滩涂，作为世界各地遗产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活动。 

RRC-EA支持了一系列针对黄海国际重要湿地管理人员的次区域培训。这些培训聚集了黄

海/西海的国际重要湿地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者，他们代表了中国、韩国和朝鲜的国家和地方

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次区域培训的目的是让参与者了解湿地管理的基本步骤；分享国家政府

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信息和经验；讨论各国在管理黄海/西海方面的主要挑战，并为应对这些挑

战提出针对具体地点的跨界管理战略。 

7.4 意识和态度不断提高 

2012 年《状况分析》报告240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对黄海生物多样性威胁的认识，并促使三

国政府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采取了许多行动。该出版物还促使国际机构和国内非政

府组织采取行动，并促使该地区发展了越来越多的观鸟协会，同时媒体和公众对黄海的认识也

有所提高。 

在区域层面，IUCN 成立了黄海工作组（YSWG），帮助协调各项活动、研究和跨边界问

题。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YSWG 和 EAAFP 共同组织了一系列的边会、会议、培训和活动，

主要是在中国，这些活动使三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 

各国还努力启动全球和区域平台和活动，以提高对黄海潮间带湿地和候鸟管理的认识和支

持。这些活动包括在中国盐城举办的一系列黄海研讨会和韩国举办的区域活动，如 2019 年黄

海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战略新安国际研讨会（案例研究 6）。 

                                                
240 Mackinnon et.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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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6 黄海国际研讨会 

a) 中国盐城 

自 2017 年盐城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以来，盐城建立了促进滨海湿地保护的

机制，包括通过加强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自 2017 年起每年举办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

会议（图 34）。 

继 2019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2020 年，盐城湿地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和

黄海湿地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四届黄（渤）海滨海湿地研讨会。还成立了三个联

合研究中心，包括基于自然的生态恢复研究中心、沿海农业研究所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验

室。这些研究中心将与各部委和国家大学紧密合作。 

来自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领先企业的 120 名代表参加了 2020 年的研讨

会，同时还有几千名观众观看了研讨会的直播。讨论的主题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互

花米草控制、捕食和栖息地管理、干扰管理、基于实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宣传、能力建

设、教育、参与和意识（CEPA）。 

盐城承诺成为一个国际湿地城市，并定期举办全球沿海论坛。研讨会与会者同意： 

• 维护和创建一个多功能的水鸟觅食和栖息地网络； 

• 制定协调良好的多学科研究计划和全年监测计划； 

• 建立一个中国—国际联合工作组，以支持中国进行的世界遗产第二期申报工作。 

 

 

图 35 2020 年黄（渤）海沿岸湿地研讨会在黄海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黄海湿地研究院 

 

b) 韩国新安郡  

2019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新安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为黄海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战略，

由新安郡、韩国海洋水产部和韩国环境部主办。会议大约有 150 名与会者，包括各种专

家、科学家、当地利益相关者、湿地现场管理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包括瓦登海共同秘书

处、EAAFP 和 RRC-EA。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际研究、交流和合作，建立一个国际网络，以可持续

地养护和保护黄海潮间带湿地和候鸟。此外，EAAFP 和新安郡庆祝新安 Aphaedo 滩涂被

指定为 EAAFP 迁飞网络站点 146。 

与此同时，由 IUCN 领导的黄海工作组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分享最新情况并讨论

2020-2022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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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9 年新安国际研讨会 ©新安郡 

 

在国家层面上，这三个国家都开展了全国性的运动，如新政策、公民科学监测、世界湿地

日、世界候鸟日和全国鸟类普查，这有助于由湿地国际协调的年度亚洲水鸟普查。一系列组织

正在支持黄海地区众多地方层面的宣传、教育、参与和意识（CEPA）活动，包括国际鹤类基

金会（ICF）、野禽和湿地信托（WWT）、湿地国际、RRC-EA、EAAFP 秘书处、WWF、香

港观鸟会、保尔森基金会等（详情见附录 7）。 

勺嘴鹬，也称琵嘴鹬、匙嘴鷸，已经成为黄海保护受人喜爱的标志。现在，许多节日和观

鸟活动都在黄海周围举行。鸟类比赛已经成为庆祝鸟类多样性的一种流行方式，同时也创下了

新的记录。  

朝鲜设有由科学院领导的年度水鸟普查项目。为庆祝国际环境相关节日，包括世界湿地日、

世界候鸟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世界环境日，朝鲜制作了公共意识材料并开展了教育活动。

文德每年都会庆祝鸿雁节，并欲将其打造为年度活动（案例研究 6）。  

中国已正式采用“生态文明”理念，可作为提升非环保政府部门更广泛认识和关注的重要

途径。国内志愿者构成了中国沿海水鸟普查的重要力量。在中国黄海-渤海湾沿岸候鸟保护区

（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后，中国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许多宣传活动和事件的焦点。

中国每年都会庆祝爱鸟周。香港特区和仁川也建立了姐妹关系，以促进相互合作，保护候鸟水

鸟，重点是黑脸琵鹭。其目的是通过联合研究分享科学知识，支持教育和提高认识的活动（图

36），建立湿地和游客中心，并分享管理经验。 

韩国针对黑脸琵鹭和大杓鹬等关键物种，组织了公民科学监测。2019 年，生态港湾研究

所开发了一个名为“Getbol Keepers”的在线公民监测平台，以协助韩国公民志愿调查员开展

监测活动，并在春、秋、冬三季定期对韩国沿海 26 个地区的候鸟水鸟进行普查。公民调查员

通过滩涂维系者监测学校接受培训。附录 7 中给出了宣传活动和事件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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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宝城—顺天滩涂也是韩国滩涂世界遗产的一部分（2021 年被列为申遗第一期），

与湿地遗产相邻或重叠。EAAFP 迁飞网络站点已经开发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以提高意识和教育。

为了进一步保护国际濒危水鸟，顺天市与其他鹤类栖息的地区建立了合作网络，包括自 2012

年起与日本和泉市建立了鹤类保护的姐妹关系。 

韩国在几个滩涂建立了游客中心，向公众介绍黄海潮间带湿地的重要性。该中心的展品和

教育项目突出了海洋生物和国际重要候鸟的生态和生物学。这在确保公众对保护的支持和提高

对滩涂价值的认识方面很有效。 

韩国海洋水产部优先考虑建立游客中心，以确保在指定海洋保护区后搭建管理基础。

2011 年，海洋水产部还建立了海洋保护区地方游客中心网络，目前该网络包括 22 个中心和伙

伴组织。该网络的目的是 a）支持各个中心的能力建设，b）为公众开发共同的教育项目和材

料，c）支持海洋保护区现场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d）促进各中心之间的沟通、信息交流和

合作，e）运作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特别是，该网络一直在与国际瓦登海学校（IWSS）开

展交流与合作项目，还参加了国际湿地链接（WLI）亚洲-大洋洲项目。 

 

图 37 韩国南洞水库黑脸琵鹭庆生聚会 © EA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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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7 文德鸿雁节 

每年秋天，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鸿雁在南迁过程中会将朝鲜的文德候鸟保护区作为中

转站。这一重要地区在 2018 年被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也是 1999 年指定的 EAAFP 湿地

站点。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可能将该遗产列入朝鲜潜在的世界遗产提名的预备名录。 

在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世界候鸟日，朝鲜国土资源部与 EAAFP 秘书处、汉斯·赛德尔

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和香港观鸟会一起举办了鸿雁节。共有 160 名与会者参

与，包括国际与会者、来自俄罗斯、蒙古和叙利亚的使馆代表以及来自联合国（UN）机

构、当地政府、现场管理人员和当地社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有史以来的首次活动。 

开幕式上，国家领导人、地方政府代表和国际嘉宾发表了讲话（图 37）。文德管理者

介绍了鸟类保护区的情况。此外，还举办了摄影展，并放映了纪录片“朝鲜湿地，生物多

样性的宝库”。与会者可以同时欣赏到滩涂上成千上万的鸿雁和其他水鸟的群落，令人鼓

舞。午餐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组织了环境教育游戏，并为儿童操作游戏摊位，以

促进对食物链、湿地的重要性和 EAAF 的了解。 

该节日原计划每年举行一次，但自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使其受阻。 

 
图 38 朝鲜文德鸟类保护区的鸿雁节。© Vivian Fu/ EAAFP 

 

8 加强黄海潮间带生态系统的保护、养护管理和恢复的未来机遇 

尽管中朝韩都采取了许多行动来改善黄海在国家层面的保护状况和生态健康，但从这次评

估中可以看出，在区域层面加强保护仍需做出巨大努力。以下章节指出了区域性的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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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会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和韩国各自的第一期提名的决定所要求的行动。为确保列

入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充分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要求缔约国在作出任

何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必须告知世界遗产委员会其将在受《公约》保护的地区进行可能影响

突出普遍价值的新增建设意图，以便委员会可以协助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241。第一部分强调

了先前存在的威胁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陈列了可能的减缓措施。第二部分讨论了一些建

议的保护、养护管理和恢复战略。这些机会和策略旨在作为指导，可在国家层面进行完善和讨

论。附录 2 总结了主要建议。 

专栏 7 加强保护、养护管理和恢复242 

● 改善滨海湿地治理，包括精简综合管理和协调各辖区的责任； 

● 评估缓冲区的设计和有效性，确保缓冲区制度能够减轻现有世界遗产周边地区活动

的潜在影响； 

● 确保现有世界遗产的所有自然属性的完整性能够得到保护，避免发展项目对具有保

护意义的属性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包括风力涡轮机、污染（包括噪音污染）、土地

围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何负面影响； 

● 根据 IUCN/ICOMOS/ICCROM 的 2022 年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和工具包，确保

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包括“无项目”选项243 

● 发展并加强与主要国际计划的协同作用； 

● 将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的需求主流化，并将其纳入更综合的沿海地区规划； 

● 加强依赖黄海生态系统健康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 

● 采用创新和灵活的保护方法，以适应未来的海岸管理； 

● 确定恢复行动，并在必要时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改善候鸟的生境条件； 

● 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确保有预算项目用于持续管理费

用； 

● 建立合作机制，在三个黄海国家之间以及与其他沿海国家分享管理经验； 

● 采取基于实证的保护干预措施。 

 

 

 

 

 

 

  

                                                
241 UNESCO 2021 
242 参见 IUCN 2019 和 2021 
243 UNESCO/ICOMOS/ICCROM/IUCN 2022 



 
 

66 
 

8.1 对主要威胁、驱动因素、影响及拟议减缓措施的评估 

威胁描述 驱动因素 影响 减缓措施 

土地围垦 

大约 70%的潮间带泥滩已在土地围垦

中消失。2018 年，中国宣布将停止与

商业有关的土地围垦244。自 2008 年以

来，韩国政府宣布将暂停由政府主导

的新土地围垦项目。 

 

- 不正当的激励措施，如

比转换为农业用地的成

本更低 ； 

- 法律法规执行不力。 

- 迁徙滨鸟和其他水鸟的自然

栖息地的最大损失； 

- 无脊椎动物和渔业的损失； 

- 蓝碳价值和其他生态系统服

务的损失。 

- 禁止进一步的土地围垦（如生态

红线）； 

-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纳入蓝碳和其

他生态系统服务； 

- 扩大保护区系统，停止调整保护

区边界以减少面积； 

-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 

海堤 

海堤，或称土地围垦墙，目前在所有

三个国家中占整个黄海海岸线的 30%

左右。 

➢ 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海岸

侵蚀 

- 剩余滩涂的暴露时间更短； 

- 海岸线长度的减少增加了潮

汐侵蚀的能量； 

- 封闭水域不再有潮汐。 

- 盐度变化导致岸鸟的猎物变

化 

- 利用沿海生态系统进行防洪和风

暴防护，作为建造海堤的替代方

案。 

- 进行有管理的重新调整，通过拆

除密封墙或将其内移，创造更多

的滨海湿地。 

港口发展 

港口庞大并在继续扩大。中国的八个

港口计划容纳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包

括青岛、天津、曹妃甸和连云港245 

-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的步伐。进一步发展

计划。 

- 自然栖息地的损失（直接和

间接的水文和沉积物运动变

化）； 

- 航运干扰增加； 

- 漏油、舱底污水排放及碰撞

风险增加。 

- 限制新的发展； 

- 改进港口涉及和运作，包括“为自

然而建设”246 

石油开采 - 对能源的高需求和高价

格 

- 陆地轮廓下沉； 

- 潮汐模式改变； 

- 严格石油勘探、生产、运输和应

对溢油的操作标准； 

                                                
244 LT&C 2018 
245 Zhong 2015 
246 Muller et al. 2020a; 2020b 

 



 
 

67 
 

威胁描述 驱动因素 影响 减缓措施 

渤海上有三个油田：辽河，在辽宁；

胜利，在天津、河北和山东；蓬莱，

在渤海中部的近海。石油开采发生在

陆地、潮间带和近海。 

- 石油渗漏 

- 干扰； 

- 生境损失；. 

- 界定禁区，并确保禁区外的所有

作业不损害当前或潜在的突出普

遍价值； 

- 确保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

对任何开发项目采取“无项目”方

案247； 

- 逐步淘汰油田； 

- 促进绿色能源发展。 

风力发电站 

中国和韩国都计划建设海上风电场。

在江苏和辽宁的部分沿海地区有大型

风电场，在如东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

潮间带风电场。仅在江苏就计划了

18.5GW 的海上风电容量248。 

- 对能源的需求 

- 有竞争力的能源价格 

- 对大型鸟类（猛禽、琵

鹭）、大型过路鸟群和蝙蝠

的危害； 

- 潮间带的风电场会改变泥滩

动态。 

- 在中国，禁止在红线区域新建风

电场—特别是禁止建设潮间带风

电场，以符合 2019 年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关于禁止在生态敏感区

域（包括对鸟类迁徙有重要意义

的区域）新建风电场的通知。 

- 候鸟的重要区域；  

- 在韩国，提案必须遵循《2022年

海上风力发电环境评估指南》。 

- 改进警告信号（如取消红灯部

分）249和时间上的操作； 

- 探索其他方案以减少鸟类的碰

撞； 

- 监测影响。 

海水淡化 

越来越多的海水淡化厂建设用于国内

和工业供应，目前在辽宁、河北、天

- 淡水短缺 - 自然栖息地的丧失； 

- 危险的盐水堆积。 

- 确保河流的充足流量； 

- 减少水资源浪费。. 

                                                
247 UNESCO/ICOMOS/ICCROM/IUCN 2022. 

248 Zhang et al. 2011 
249 Cook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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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描述 驱动因素 影响 减缓措施 

津、山东和江苏等地都有工厂在运

行。 

水产养殖/海产养殖 

该地区的海藻产量在 1979 年仅中国就

高达 150 万吨。 

- 高需求和经济压力 - 自然栖息地的丧失； 

- 建筑物抑制了野生鸟类； 

- 引进外来物种； 

- 商业捕猎者和捕猎软体动物

的滨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

大。 

- 设定限制、控制、标准和执行法

规； 

- 对岸鸟/软体动物养殖进行研究，

以促进可持续管理 

过度捕捞 

黄海生态系统的捕捞量已经超过了最

大持续产量。渔获量的下降是明显

的，物种组成和渔获量的变化也很明

显。 

 

 

- 对海产品的高需求 - 许多经济物种的数量和产量

下降； 

- 国家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导致

了恶意，降低了合作保护的

能力。 

确保捕鱼限制和禁渔期的实施；例

如： 

-在中国，农业和农村事务部渔业局

在渤海和黄海发布了严格的禁渔

期，在北纬 35 度以北地区为 4 个

月，在北纬 35 度以南地区为 4.5 个

月，结果是单位面积渔获量

（CPUE）从 2016 年 8 月的

40.95kg/h 增加到 2017 年 8 月的

48.51kg/h，增长了 18.4%； 

在韩国，从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在全罗北道群山和扶安地区对所有

渔业资源实施全面禁渔期； 

对渔网网目尺寸的限制； 

实施总可捕量（TAC）规定； 

通过减少注册渔船的数量来限制捕

捞量； 

继续和延长每年夏季的禁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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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描述 驱动因素 影响 减缓措施 

- 通过以下方式补充关键物种的数

量，例如海洋牧场、建立人工鱼

礁和释放鱼苗； 

- 实施渔业监测计划，以便对鱼类

资源进行适应性管理。 

- 更好地研究和应用可持续产量、

配额、季节和许可证； 

- 建立“禁捕”区，确保潮间带和海

洋鱼类种群的自然恢复。 

- 三国之间就渔获量和鱼类资源的

长期管理达成协议。 

- 鱼类资源的长期管理。 

潮间带无脊椎动物的过度捕捞 

 

- 对海产品的高需求 

- 收获幼小的蛤蜊来喂养

养殖的对虾 

- 使用更有效的非传统的

捕捞方法。 

- 商业收割者与滨鸟群之间为

争夺目标软体动物和蠕虫而

产生的冲突日益加剧。 

- 采取大量的潜在鸟类食物。 

- 蔓延的商业物种。 

- 更好地控制收获区、季节、配额

和提取方法； 

- 建立“禁捕”区，以确保潮间带无

脊椎动物种群的自然恢复。 

污染 

海水和淤泥中的许多危险的持久性化

学品和物体被污染，进入食物链并影

响人类250。 

- 工业发展速度以及保障

措施和标准的应用不力 

- 石油泄漏，塑料垃圾； 

- 化学品泄漏和排放； 

- 富营养化导致绿潮和赤潮 

- 制定更有力的标准； 

- 严格控制和处理农业、工业和城

市地区的污染； 

- 防止被污染的径流和未经处理的

被污染的水从进入河流和 

- 沿海/潮间带水域。 

外来入侵物种 

几个新的入侵物种正在 YS 生态系统中

传播，但互花米草是最多产的。它是

- 考虑不周的引进（如：

互花米草）； 

- 某些形式的水产养殖的

结果。 

- 原有潮间带生境的丧失（滩

涂和碱蓬）； 

- 丧失黑嘴鸥和其他物种的繁

殖栖息地。 

- 根据最有效的处方，在整个黄海

和渤海以及中国、韩国和朝鲜的

其他沿海地区，紧急制定和实施

                                                
250 Chen & Renier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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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描述 驱动因素 影响 减缓措施 

在江苏引进的，但现在已经蔓延到大

部分的潮间带。 

一个完整的消除外来互花米草的

入侵计划。 

- 继续研究没有附带损害的最有效

方法； 

- 应用更好的控制措施； 

- 禁止新的引进，执行现有的禁

令。 

旅游业 

中国和韩国的国内旅游市场正在迅速

增长。重要的是，旅游业和与旅游业

相关的收入应被视为对湿地管理的潜

在积极和消极贡献。 

 

- 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国内

财富。 

- 沿海土地被开发为高影响的

人类干扰； 

- 不可持续的旅游行为，如过

度的噪音和其他活动造成对

野生动物的干扰 

- 垃圾。 

- 改善旅游活动和设施的分区； 

- 提高游客对沿海生态系统重要

性、敏感性和保护的认识、欣赏

和支持； 

- 将旅游业的增长限制在安全水平

之内。 

- 遵循国际准则，尽量减少在观察

点对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干

扰。包括使用屏幕让游客在不干

扰野生动物的情况下进入观察藏

身处，藏身处的设计要为游客提

供清晰的视野，并尽量减少观

察。 

狩猎、副渔获物和投毒狩猎是EAAF其

他地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黄海较

少，但也有一些使用雾网和毒药。用

来保护农作物的旧鱼网、水产养殖池

塘和滩涂上的软体动物孢子，加上其

他鱼网和螃蟹陷阱，都是副渔获物。 

使用毒药来保护农业和鱼塘，并作为

食物来源。 

- 廉价的渔网和化学品容

易获得，执法不力，再

加上认识不足。 

鸟类死亡的原因是 

- 故意猎取食物、 

- 故意投毒以获取食物和

保护收获、 

- 渔网中的意外副渔获物

可能会导致每只鸟儿死亡 10 到

1000 只。 

- 提高认识，加强巡逻和执法； 

- 控制雾网和危险毒药的销售； 

- 开发捕鱼方法，减少/避免误捕鸟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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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描述 驱动因素 影响 减缓措施 

淤泥补充的减少 

河流淤泥对于补充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至关重要。长江和黄河的淤泥流量已

大量减少。 

- 支流上的大坝； 

- 上游取水。 

- 滩涂面积的减少； 

- 丰富的泥沙质量下降。 

- 定期对水坝进行抽水，以释放积

聚的淤泥； 

- 更好地控制湖泊和河床的挖沙活

动。 

气候变化 

自前工业时代以来，全球气温上升了

1.2oC 以上，但黄海的气温上升约为全

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还在上升。 

- -继续依赖煤炭和低效

的能源使用，加上向可

再生能源过渡缓慢。 

 

- 海平面上升； 

- 气温上升，对生物群产生影

响； 

- 盐度和 pH 值的变化； 

- 极端天气和台风的频率和严

重程度增加 

- 加快实现零净排放的目标 

- 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 探索碳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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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议的保护、养护管理和恢复战略 

8.2.1 治理机会 

 

减少海岸治理的分散性 

中朝韩三国均尚有改进的余地，以确保国家部委和共享海岸线的地方政府对海岸的协调治

理。 

中国已经通过重组和简化不同部门的角色，大大简化了保护自然环境的国家治理，从高山

到海洋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和物种保护都归自然资源部管辖。类似的精简将有利于改善任务重叠

部门之间的协调。 

同样，共享海岸的相关地方政府也必须共同帮助制定并合作实施国家沿海生态系统管理战

略。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任命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的有效机构，来协调和监督所有参与沿海管

理的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机构。此外，各国应建立机制，让相关机构对生态损失负责。 

加强黄海的跨界合作 

黄海为整体生态系统，其候鸟、鱼类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地貌过程的运作不受管辖边界

的限制。因此，确保黄海海岸可持续管理的唯一途径是确保各个国家和地方管辖区有共同的愿

景和目标，并分享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专业知识。 

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可以使各管辖区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IUCN 领导的黄海

工作组（YSWG）是实现这种方法的一个良好开端。工作组需要得到加强，以确保定期举行

会议，推进共同的使命，采取协调一致的合作行动，可持续地管理黄海和渤海沿海生态系统。

特别是，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和韩国的黄海世界遗产地能够被协同管理。类似区域协调委员会的

机构框架需要建立起来，可在黄海工作组的基础上发展，以形成合作路径。 

同样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关于黄海捕鱼权和捕鱼区的三方协议，作为控制过度捕捞和减少各

国捕鱼船队之间紧张关系的基础。联合国机构或是最适合促进这种协议的选择。 

黄海各政府和合作伙伴可以继续利用全球公约和论坛提供的机会，如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湿地公约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会外活动和决议，强调黄海的价值和协调行

动的必要性。例如，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第 026号决议（2016年）已经过时，可建议新的

决议，以反映该地区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对进一步行动和承诺的需求。 

加强与瓦登海的合作 

与黄海国家相比，瓦登海共同秘书处及其“瓦登海迁飞区倡议（Wadden Sea Flyway 

Initiative）”在其共同沿海生态系统的跨界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经验。在过去的十年中，瓦登

海秘书处和迁飞倡议一直大力支持中国和韩国的世界遗产申报进程。重要的是要加强这两个进

程之间的协同作用，分享瓦登海在建立类似跨界遗产的合作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沿途

保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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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的协调合作行动 

EAAFP 促进了各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以达到保护水鸟的共同目标。韩国是

EAAFP 秘书处的东道国，中国是 EAAFP 科学组的东道国，朝鲜现在也是 EAAFP 的合作伙伴。 

EAAFP 有可能同瓦登海航道倡议一道，通过其黄海特别工作组发挥更大的作用，让黄海

国家参与到支持沿迁飞路线的工作中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3 COM 8B.3 号决定执行部分第 7 段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海一期申遗的规定：鼓励迁飞路线上的所有相关缔约国相互合作，在未来的跨境系

列提名和/或扩展方面，更充分地反映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沿线候鸟的生境需求和使用模

式251；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4 COM 8B.6 号决定关于韩国第一期申报的决定：

鼓励缔约国在第 43 COM 8B.3 号决定之后，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有关缔约国的合作，在未来可

能的跨国系列提名和/或扩展方面，改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的关键生境保护，特别是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约国就预期的中国黄海-渤海湾沿岸候鸟保护区第二期提名进行协调，可

能通过 2007 年《中韩保护候鸟协定》252。 

沿海生态系统保护的全球参与 

黄海工作组可以成为全球滨海论坛（WCF）的试点区域联络中心，这也是 CMS、

Ramsar、CBD 和 IUCN 的决议和决定中所呼吁的。自 2021 年末以来，中国一直在促成其建

立，作为 2019 年盐城研讨会的直接成果。盐城将在 2023 年下半年举办第一届全球滨海论坛

会议。这个多边利益相关者平台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 2 和 3 的实施。这一机制让黄海

国家得以展示其滨海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利用世界级的专业知识，了解如何

进一步改善沿海生态系统的做法。 

8.2.2 政策和规划机会 

有许多政策和规划手段可以发展和加强，以支持黄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其中包括： 

- 暂停进一步的土地围垦，并严格执行。各国还应该对照生态环境红线或其他规划文件，

对各省市的土地围垦计划进行彻底评估。 

- 加强三个国家的立法及其实施，以更好地保护滨海湿地、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253。 

- 为滨海地区特别是渤海地区制定溢油应急计划。 

-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要求，将滨海湿地和相关生态

系统保护纳入区域发展规划的主流，并加强制定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主流

化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来实现，以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和谐。 

                                                
251 UNESCO 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 43 COM 8B.3 
252 UNESCO 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 44 COM 8B.6 
253 Ma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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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不应将发展、旅游和捕鱼业视为黄海保护的威胁和对立面，而应探索不同部门和利益

集团之间的协同机会。例如，海洋捕捞、旅游、海产养殖和泥滩采收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有很多

利益重叠，因为他们都依赖于一个可持续的、拥有生物多样性的黄海生态系统。所有的群体都

会从遏制气候变化、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不可持续的捕捞中受益。  

确保所有关于海岸的战略和计划都面向未来 

潮间带在未来将不断变化，伴随着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风暴使沉积物重新排列、河流

改变流向、人工改变流速和淤泥负荷对黄海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关于海岸的战略

和计划都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变化，要考虑到与海平面上升和其他气候变化相关的预测

和潜在变化，包括洪水风险增加，以及地貌过程和沉积物流动的变化。 

沿海生态系统天然地容易变化，但海防对地貌的影响，将要求所有沿海战略和计划采用灵

活的保护形式，要求加快实施生态系统恢复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8.2.3 湿地保护 

增加滨海和海洋保护区的范围 

黄海滨海湿地生境已承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应努力保护所有剩余的自然沿海生境。当前

地自然保护地覆盖范围内已发现了一系列空缺，这仍然远远不够。有必要加强对迁徙滨鸟关键

地点的保护，特别是在中国的河北南堡和江苏的连云港、洋口和东陵，以及韩国西北部目前未

受保护的重要地区。 

大多数自然保护地最好被划分为一般的生态系统保护区，然而，其他的保护区应该为特定

的关键物种进行选择和设计，作为鸟类迁徙、换羽、越冬和繁殖的地点，或者为斑海豹提供休

息平台。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对大量鸟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满足个别鸟类在其年

度和生命周期中的需求的地点，以及具有高度连通性的地点（使用该地点的鸟类由许多国家共

享），确保保护区的边界包括了鸟类在涨潮时用于觅食和栖息的所有区域。 

必须提高计数覆盖率，以帮助确定关键的保护区域。需要进行研究以了解鸟类在迁徙期间

的周转率估值，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了解鸟类如何使用这些地点，包括在一天之内，例如在觅

食和涨潮栖息地之间移动，以及在一年之内，因为个别鸟类可能在一年内使用几个黄海地点，

甚至在其一生中使用更多的地点。 

此外，通过使用来自鸟类追踪、环志恢复和色环重见的连通性数据，有可能通过确定哪些

地点在飞行路线上最有连通性（例如使用网络分析），以补充计数数据，作为确定关键地点的

基础。 

世界遗产提名 

黄海生态系统中所有对候鸟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滨海湿地和相关生境，都可在中国和韩

国的系列世界遗产提名中得到考虑。 

韩国同样将于 2026 年提交第二期世界遗产地提名，需要全面覆盖剩余的关键滨海湿地，

以符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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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的《朝鲜国家湿地名录》也表明，朝鲜黄海沿岸的湿地可能会被列入其预备名录。

一些国际行动者愿意提供支持，包括通过上述更新缔约国《预备名录》的国际援助项目，来协

助和加速这项提名。 

朝鲜还计划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地网络和信息系统，以及综合沿海地区管理系统，以保护生

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卫星标记提供了关于鸟类停歇地点和如何使用这些地点的基本数据。换羽的勺嘴鹬依赖朝

鲜境内的地点，应扩大卫星标记的范围，以确定更多的优先滨海地点，并将其加入朝鲜不断增

加的自然保护地和候鸟保护区名单。 

考虑调整自然保护地的边界，以应对黄海生态系统的地貌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生态系

统变化  

不断变化的黄海海岸生态系统给自然保护地边界的界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潮间带和鸟类

场地的分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最适合当前情况的场地边界的决定，可能不是未来

20 年后的最佳解决方案。例如，水鸟会随着滨海生态系统的物理变化而改变行为，因此，对

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可能不再位于自然保护地内，需要调整边界。 

对于世界遗产地，《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允许对边界进行修改，以提供更好的保护。

重大和次要边界修改机制可以用来改善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和保护。 

在国家层面也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在中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对扩大边界或区

域有很大的限制，可能需要评估。 

8.2.4 场地管理 

黄海滨海湿地必须积极管理，以保持和提高其对鸟类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所有场地

都需要： 

- 管理计划，至少为期五年，遵循国际标准，要考虑到场地对黄海生态系统、EAAF的贡

献以及对当地社区的益处； 

- 管理计划的实施； 

- 为工作人员开展管理活动提供充足的预算，建设能力，并为购买基础设施和设备提供

资金。 

为使保护效益最大化，应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内允许为保护目的进行积极的土地

管理。 

应考虑采用边界灵活的保护，或至少是区域保护，可在需要时适用，以保护在任何特定季

节迁飞经过时停歇的鸟群。例如，这种“保护区”可只适用于作为春秋季迁飞通道的短暂关键

期，叠加到正常全年用于其他目的的功能上。 

服务于鸟类和当地经济管理的滨海湿地 

一系列处于服务中的滨海湿地，如贝类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盐场，对于水鸟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觅食、栖息和繁殖场所。在研究人员的帮助和政府的支持下，需要制定区域和全球指南，



 
 

76 

 

以支持为鸟类和相关企业提供最佳利益的管理。此外，对于那些被相关企业废弃的湿地，也需

要为保护管理者提供这样的指导，以使它们继续适用于鸟类。 

盐池为各种水鸟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地，包括为喜欢在潮间带觅食的物种提供重要的涨潮栖

息地，以及为喜欢盐水虾的鸟类提供觅食地。 

在黄海和渤海沿岸有广泛的盐田群，例如在中国的南堡/滦南海岸线和江苏省的小区域。

盐城市长期以来被称为盐城。其他地区正在建造新的盐池。在朝鲜的南阳和韩国的永光盐田也

有重要的盐场。 

鱼塘也吸引了大量的翠鸟、苍鹭、燕鸥、海鸥甚至鹗鸟。鱼塘的堤岸被许多滨鸟当作涨潮

时的栖息地而大量使用。 

该地区的稻田支持一系列的鸟类和水生物种。在条子泥，滨鸟使用邻近的稻田作为涨潮时

的栖息地。（此外，干旱的农田支持包括鹤在内的各种物种。例如，在安徽内陆地区，升金湖

周围的农民被补贴种植第三年的水稻作物，但不是收割，而是留给越冬的白头鹤）。 

如果未来的海岸保护区管理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学习如何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满足人类消

费而最佳管理贝类资源。 

承认其中部分区域作为候鸟保护的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与对候鸟有重要

意义的自然保护地外的潮间带和潮上带生境有关。这些地方对当地人的生计和生物多样性都起

着关键作用，但不符合指定为自然保护地的标准。可以进一步探索发展共同管理方法和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的激励措施。 

8.2.5 恢复 

生态系统恢复 

黄海的一些重要湿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需要进行有计划的基于实证的恢复。这

可能包括自然植被的恢复、水文系统的恢复、外来入侵物种的清除和自然再生。 

应考虑有管理的重新调整，以恢复沿海生态系统，如通过将海堤移到内陆（包括在海堤维

护成本高昂的地方），以恢复其自然防洪能力。 

恢复方法也应考虑位于黄海入海河道基础设施的管理，以确保足够的淡水和泥沙流量，从

而恢复泥滩的面积和质量。 

物种的工程解决方案  

Jackson 和 Straw254强调了将涨潮栖息地纳入沿海保护区的重要性。对于水鸟来说，涨潮栖息

地的可用性往往比觅食区的可用性更具有限制性，因为通常土地围垦已经改变了所有合适的地

                                                
254 Jackson & Straw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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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留下大群鸟儿四处飞翔，浪费了重要的能量来寻找休息的地方，直到潮水退去，它们可以

继续在泥滩上觅食。 

澳大利亚使用人工浮动栖息地（图 38）255的创新解决方案也在韩国金河口的滩涂也取得了一

些成功。韩国还通过在柳岛和高敞滩涂的滩涂恢复项目为候鸟提供栖息地。 

韩国已经开始为斑海豹设计休息场所，为保护海洋哺乳动物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同样，鸟

类的人工繁殖平台似乎为东方白鹳和黑脸琵鹭提供了好处，东方白鹳也开始在电力塔架上筑巢。 

一些自然保护地和城市地区在紧急情况下支持补充食物的举措，以帮助途经的鸟群在长途

旅行中补充食物。在鸭绿江，当大滨鹬的天然食物供应崩溃时，就采取了这种措施。所提供的

食物是从其他野生潮汐泥滩上收获的，但未来的行动可以使用养殖的食物来源进行。随着野生

栖息地的不断缩小和土地使用的冲突，可能有必要为途经的滨鸟创造人工喂养地。 

这些地方可以作为生态旅游的景点，为该地带来收入。例如，中国云南昆明翠湖的红嘴鸥

人工喂养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旅游子行业。 

 

图 38 大杓鹬在浮动的栖息地上休息 © D. R. Weller 

8.2.6 加强数据提供 

迫切需要加强对迁徙鸟类及对滨海栖息地的研究，以帮助为未来的资源管理决策提供信息。

以下方面仍然存在数据空缺： 

- 滨鸟的状态和分布； 

- 滨鸟的生态需求——例如其觅食需求、换羽时需求，以及应对变化条件的适应能力 

- 影响滨鸟种群的主要威胁。目前对化学污染、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对无脊椎动物种群

的影响了解有限。 

                                                
255 BirdLife Australi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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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已确定的主要威胁的方案。例如，必须开发和测试更有效的技术来控制对生态系

统有负面影响的外来入侵物种。 

- 沿着 EAAF 的长度，使用黄海的鸟类的连接性（使用卫星标记和其他措施）、物候学

和条件256。 

 

重要的是，应优先资助那些在改善对黄海生态系统的理解和管理方面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

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应及时分享，并提供给规划者和管理者。未来影响该地的决策应以合理的

科学为基础，通过 www.conservationevidence.com，必要时通过仔细的补充文献评估。  

后文附录 5 列出了最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制定监测规范 

目前，黄海沿岸的许多站点都对一年中不同时期使用站点的迁徙滨鸟的数量进行了监测。

填补监测方面的空缺，规范报告观测结果的方式，并在各站点和国家之间共享数据至关重要。

这将使决策者能够实时了解整体情况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安排更深入的监测或停止干扰活动。 

EAAFP 可以作为一个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和分析传入的数据流，但需要在报告方面加以

改进。 

民间社会志愿者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进行大量的水鸟监测，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对志

愿者的动员和对“公民科学”的使用需要更好地规划和协调，以便将不太有知名度和不受保护

的地点也纳入监测范围。这些数据大部分是与湿地国际的亚洲水鸟普查共享的。这种方法整合

了整个飞行路线的数据，对于通过 EAAF保护状况评估更新水鸟数量估计至关重要，该评估为

湿地公约和 EAAFP 用来确定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的数字标准提供信息。 

由于认识到目前有各种监测水鸟的方法，湿地国际正在与 EAAF的水鸟监测工作组合作，

制定标准化的方法和协议，以便改进监测工作，并为国家、区域和飞行路线的分析分享信息。

在黄海范围内，这些协议的使用对于为航道保护分析提供信息和确定工作的优先次序至关重要。

附录 6 总结了除水鸟监测外的现场监测需求。 

8.2.7 能力建设 

培训迫在眉睫。例如，加强对生态学和湿地管理的理解，应用最新的 IT 技术、卫星标记、

自动照相机、监测和数据共享。 

场地管理者可以从一些国际计划、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见附录 3）获得技术援助、资金或

培训方面的支持，以建设管理和恢复规划及管理方面的能力。 

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提高了其野外工作人员的鸟类识别技能。韩国和中国都有适当的鸟类指

南，但朝鲜没有全面的鸟类识别指南。如果能获得少量的翻译和印刷资金，可以很容易地利用

新版《中国鸟类指南》来开发。 

                                                
256 Cha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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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2012 年 IUCN 的《状况分析》257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强调需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濒危的潮

间带和 EAAF沿线的相关生境。对此，黄海三国及合作伙伴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彰显了保护

工作得到的改善。两项新的系列世界遗产被提名并获得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委员

会要求进行第二期的提名，以满足完整性要求。此外，最近的一些研究论文确定了更多地点可

作为迁徙滨鸟和其他动植物的保护重点。一些新的自然保护地也已经建立，尽管空缺仍然存在。 

中朝韩都加强了对其滨海湿地保护的关注，大大降低了进一步的滨海土地围垦比例，并制

定了新法规来控制风电场的发展，将非法开发和渔业养殖场恢复到自然状态，根除外来入侵物

种，并对乱扔垃圾和污染进行监管。有证据表明，垃圾和污染的水平已经下降258，但许多化

学品的生命周期很长，过去造成的损害仍然存在，潮间带生境遭受着“看不见”生物多样性损

失。 

虽然停止滨海土地围垦、增加自然保护地系统和提高关键区域的保护和养护管理水平很重

要，但这还不够。迁徙的滨鸟、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物种的数量继续下降。绿色藻类大量繁殖

的事件继续发生，漂浮的马尾藻和互花米草草海的范围继续扩大，同时水母大量繁殖。 

黄海生态系统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潮间带生境的面积和质量都在持续下降。如果黄海

生态系统要恢复生态健康和可持续性，必须解决更多的驱动驱动因素。其中，最难解决的是流

入生态系统的河流淤泥的流失，加之气候变化的加速影响。 

关于未来管理黄海的最有效方法，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下，仍有许多问题。然而，黄海滨海

湿地的保护和恢复可以支持有效的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黄海是一个典型的共享国际海域范例，三个国家共享相同的水域和生物资源，每个国家都

对该地区的持续污染和过度使用负有责任，除非与其他两个国家协调行动，否则仅凭一国无法

提供必要的紧急补救行动。即使明确划分国家管辖权和海洋空间的主权也是不够的，因为水是

跨越这种界限流动的，鱼、鸟和其他生物群也是不分管辖范围来回流动的。建立机制和工具，

使这三个国家能够就问题和各自在应用解决方案中的作用达成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 

此外，该生态系统与更广泛的区域相连。海流从太平洋流入黄海，气候和海平面受到整个

全球社会活动的影响。洄游物种的性质要求在众多国家的领土内进行保护，特别是沿 EAAF的

国家。因此，与黄海直接相关的三个国家必须积极利用更广泛的全球和国际计划和公约，以确

保与世界其他地区达成最好的援助和协议，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

传播方面。 

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协同作用，这些部门都依赖于维持一个健康和富有成

效的黄海生态系统——渔业、海产养殖、旅游业、公共卫生和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保护机构

应利用这些协同作用，确保他们自己的计划和需求被纳入更广泛的部门和区域计划，包括提供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257 Mackinnon et al 2012 
258 UND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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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取决于采用更广泛的综合和创新的保护、管理和恢复方法，以及依赖健康的黄海生态

系统的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包括保护者、渔民、水产养殖者、卫生工作者和旅游业。成功

也将取决于分享相同资源和面临相同问题的三个国家之间更高水平的国际善意和合作，以及许

多国际伙伴热情帮助的意愿。 

更广泛的计划和联盟，如 EAAFP、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黄海/

西海工作组、亚行区域航道倡议和刚设立的全球滨海论坛，为所有三个国家提供了相互协调和

与其他沿海国家协调活动的机会。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特别是保护迁徙水鸟的努力，如果能与其他广泛的倡议相结合，

将进一步受益。这些倡议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倡议、《生物多样性公约》、《迁徙物种公约》、

海洋保护倡议、海洋法谈判、针对亚洲自然和混合世界遗产地的跨境和区域合作的新世界遗产

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黄海项目，以及一些专门从事湿地和水鸟保护

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具体地点和区域项目。 

所有的行动和倡议仍然有赖于针对当地社区、公众、政府规划人员和官员以及企业的更多

宣传和提高认识，因为沿海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为他们带来了利益。学术界可以支持研究，

以确保计划和保护干预措施有坚实的证据基础，并以最新的科学数据为基础，从地面真实措施

与遥感监测相结合。 

自 2012 年 IUCN《状况分析》以来的十年间，黄海国家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巨

大进步，已经成为一种乐观主义和鼓舞人心的源泉，不仅散播到黄海海岸以外，甚至超越了

EAAF 的范围。再过十年，当世界评估其在实现 2022 年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

标方面的成功时，我们希望通过扩大这种成功，黄海国家将被视为不仅在区域内，而且通过对

EAAF 和全球的影响而表现出色。衡量成功的标准将是目前仍被列为全球威胁的候鸟种群的恢

复。这些鸟类是我们如何可持续地管理我们与它们共享的滨海湿地的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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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附录 1.主要依赖黄海的全球濒危和易危的鸟类名录 

种类 学名 IUCN 

全球种群

红色名录

等级259 

IUCN 

红色名录

标准260 

EAAF 

临时红色名

录评估261 

EAAF 

列入原因  

EAAF 

本土种群 

EAAF 

1%阈值
262 

趋势 YSE

使用

情况 

在用 

生境  

最重要站点263 

鸿雁 Anser 
cygnoid 

易危 A2bcd+3
bcd+4bc
d 

  是 4 
 

M S 鸭 绿 江 口 、

Chongchon 河

口和文德平原 

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 

濒危 A2ac+4a
c; C1 

  是 5   W F, S, A 双台子河口、

辽东内湾、黄

河三角洲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连云港海

岸、盐城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白头鹤 Grus 
monacha 

易危 B2ab(i,ii,i
ii,iv) 

  是 160 ? W Sc, Sa Chongchon 河

口 和 文 德 平

原、宝城-顺天

滩涂、黄河三

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259 https://www.iucnredlist.org/ 
260 IUCN. (2012). IUCN Red List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Version 3.1. Second edition. IUCN,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UK.  
261 仅适用于滨鸟 - Conklin et al. (2014). 
262 Mundkur, T. & Langendoen, T. (2022)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Migratory Waterbirds of the East Asian – Australasian Flyway Partnership. First Edition. Report 
to the East Asian – Australasian Flyway Partnership. Wetlands International, Ede, The Netherlands. https://www.wetlands.org/eaaf-conservation-status-review/  
263 如附录 4 所示. 

https://www.wetlands.org/eaaf-conservation-status-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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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学名 IUCN 

全球种群

红色名录

等级259 

IUCN 

红色名录

标准260 

EAAF 

临时红色名

录评估261 

EAAF 

列入原因  

EAAF 

本土种群 

EAAF 

1%阈值
262 

趋势 YSE

使用

情况 

在用 

生境  

最重要站点263 

东方白鹳 Ciconia 
boyciana 

 C2a(ii)    100 

?  

B  Sd, F 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 

黑脸琵鹭 Platalea 
minor 

濒危 A3ce   是 50 

 

B, 
M,W 

R, T 江华岛 , 永宗

岛，灵光-白岫

滩涂 

黄嘴白鹭 Egretta 
eulophote
s 

易危 C2a(i)   是 75 St B Sa, Mu, 
W, R 

 

卷羽鹈鹕 Pelecanus 
crispus 

近危 A3cde    1 
 

W F, Ma 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连云港海

岸 ， 条 子 泥

（东台海岸） 

蛎鹬 Haematop
us 
osculans 

近危 A2bc+3b
+4bc 

近危 C1 是 110 St M, 
B,W 

Sa, Mu, 
R, E 

锦江口（包括

由布岛），双

台子河口和辽

东内湾，东菱

海岸 

灰斑鸻 Pluvialis 
squatarola 

无危  近危 (易危) A2/3/4  800 St 
? 

M, 
W 

In  

Pluvialis 
squatarola 
tomkovichi 

 是 45 M In  

Charadriu
s 
mongolus 

无危  濒危 A2/3/4 是 260 
 

M In 双台子河口和

辽东内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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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学名 IUCN 

全球种群

红色名录

等级259 

IUCN 

红色名录

标准260 

EAAF 

临时红色名

录评估261 

EAAF 

列入原因  

EAAF 

本土种群 

EAAF 

1%阈值
262 

趋势 YSE

使用

情况 

在用 

生境  

最重要站点263 

蒙古沙鸻
264 
 

Charadriu
s 
mongolus 
stegmanni 

 濒危 A2/3/4 是 130 
? 

M In 子泥（东台海

岸），如东海

岸，东菱海岸 

铁嘴沙鸻 Charadriu
s 
leschenaul
tii 

无危  易危 A2/3/4  2,400 St M In  

中杓鹬 Numenius 
phaeopus 
variegatus 

无危  近危 A3/4 是 650 St M In, Sa 庄河海岸，黄

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白腰杓鹬 Numenius 
arquata 
orientalis 

近危 A2bcd+3
bcd+4bc
d 

   1,000 St M,W In  

大杓鹬 Numenius 
madagasc
ariensis 

濒危 A2bc+3b
c+4bc 

易危265，266 A2/3/4 是 350  M In Is. Maan 泥

滩 ， Is. 

Honggon 泥

滩，锦江河口 

（ 包 括 由 布

岛），鸭绿江

                                                
264 Wei et al. (2022) Genome-wide data reveal paraphyly in the sand plover complex (Charadrius mongolus/leschenaultii). 《鸟类学》（139: 1-10. 

https://doi.org/10.1093/ornithology/ukab085）提议将蒙古沙鸻划分为“西伯利亚沙鸻”（包括 Charadrius mongolus mongolus 和 C. m. stegmanni （均在 EAAF 区域内））及

青藏沙鸻（包括 Charadrius atrifrons atrifrons, C. a. pamirensis 和 C. a, schaferi） 

265 The Far Eastern Oystercatcher Haematopus [ostralegus] osculans likely deserves full species status (Senfeld, T., Shannon, T.J., van Grouw, H., Paijmans, D.M., Tavares, 
E.S., Baker, A.J., Lees, A.C. & Collinson, J.M. (2020) Taxonomic status of the extinct Canary Islands Oystercatcher Haematopus meadewaldoi. Ibis 162: 1068-1074. Doi: 
10.1111/ibi.12778  
266 种群数量自 Conklin 等人（2014）估测后已显著下降。 

https://doi.org/10.1093/ornithology/ukab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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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学名 IUCN 

全球种群

红色名录

等级259 

IUCN 

红色名录

标准260 

EAAF 

临时红色名

录评估261 

EAAF 

列入原因  

EAAF 

本土种群 

EAAF 

1%阈值
262 

趋势 YSE

使用

情况 

在用 

生境  

最重要站点263 

口，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斑尾塍鹬 Limosa 
lapponica 
menzbieri 

近危 A2abc+3
bc+4abc 

易危 A3/4 是 1,200  
 

M In 鸭绿江口 

Limosa 
lapponica 
baueri 

易危 A3/4 是 1,300 
 

M In 

黑尾塍鹬 Limosa 
limosa 
melanuroi
des 

近危 A2bcde+
3bcde+4
bcde 

近危   1,600 St 
? 

M In  

Limosa 
limosa 
bohaii267 

?  是 ? ? M In  

翻石鹬 Arenaria 
interpres 

无危  近危[易危] A2  300 
 

M M, Rc  

大滨鹬 Calidris 
tenuirostri
s 

濒危 A2bc+3b
c+4bc 

易危268 A3/4 是 4,300  M In 鸭绿江口，双

台子河口和辽

东内湾 

红腹滨鹬 Calidris 
canutus 
rogersi 

近危 A2abc+3
bc+4abc 

易危 A3/4 是 540 St ? M In 滦南-嘴东海岸 

                                                
267 近期描述 (Zhu, B.-R, Verkuil, Y.I., Conklin, J.R., Yang, A.L, Lei, W.P., Alves, J.A., Hassell, C.J., Dorofeev, D., Zhang, Z.W. & Piersma, T. (2021)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发

现不同形态且具备基因差异的黑尾塍鹬。Ibis 163: 448–462. https://doi.org/10.1111/ibi.12890) – 种群情况有待确认。 
268 种群数量自 Conklin 等人（2014）估测后已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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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学名 IUCN 

全球种群

红色名录

等级259 

IUCN 

红色名录

标准260 

EAAF 

临时红色名

录评估261 

EAAF 

列入原因  

EAAF 

本土种群 

EAAF 

1%阈值
262 

趋势 YSE

使用

情况 

在用 

生境  

最重要站点263 

Calidris 
canutus 
piersmai 

 易危 A3/4 是 560 
?  

M In  

弯嘴滨鹬 Calidris 
ferruginea 

近危 A4abc 易危[濒危] A2/3/4  900   M In, Sp 鸭绿江口，滦

南-嘴东海岸 

勺嘴鹬 Calidris 
pygmaea 

极危 A2abcd; 
C1+2a(ii) 

极危  是 8  M, 
Mo 

In 盐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条

子泥（东台海

岸），如东海

岸 

黑腹滨鹬 Calidris 
alpina 
actites 

无危  易危 D 是 9 ? M In  

半蹼鹬 Limnodro
mus 
semipalm
atus 

近危 A2cde+3
cde+4cd
e;C1 

近危[易危] A/C 是 280 St M In, Sp 赣榆海岸，连

云港海岸  

灰尾漂鹬 Tringa 
brevipes 

近危 A2ac+3c
+4ac 

近危 A 是 700 St M M, Rc 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锦江河口 

小青脚鹬 Tringa 
guttifer 

濒危 C2a(i) 濒危 C2 是 10 St? M, 
Mo 

In 连云港海岸，

条子泥（东台

海岸），如东

海岸，东菱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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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学名 IUCN 

全球种群

红色名录

等级259 

IUCN 

红色名录

标准260 

EAAF 

临时红色名

录评估261 

EAAF 

列入原因  

EAAF 

本土种群 

EAAF 

1%阈值
262 

趋势 YSE

使用

情况 

在用 

生境  

最重要站点263 

黑嘴鸥 Saundersil
arus 
saundersi 

易危 A3cde+4
cde 

  是 340 

?  

B,W Su, Sa, 
In 

鸭绿江口，双

台子河口和辽

东内湾，黄河

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东菱海岸 

遗鸥 Larus 
relictus 

易危 A3c   是 210  
? 

W In 鸭绿江口，黄

骅-沧州海岸，

天 津 沿 海 泥

滩，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黑嘴端凤

头燕鸥 

Thalasseu
s 
bernsteini 

极危 C2a(i,ii); 
D 

  是 1 

 

B R, Ma 青岛海岸和胶

州湾，灵光 -

Yuksando 

Island & 高敞

滩涂 

东亚蝗莺 Helopsalte
s pleskei 

易危 C2a(i)   是 269  [25-
99] 

 B Ri   

 

趋势图示：箭头向上=增加，箭头向下=减少，St=稳定，?=不确定 

用途图示：M=迁徙，W=越冬，B=哺育；Mo=换羽 

                                                
269 东亚蝗莺不是水鸟，因此《湿地公约》标准 6 的 1%种群门槛与此不相关，但应注意到这种 EAAF 特有的全球种群估值很小（1% = 25-99）。（国际鸟盟（2022））种类事

实表：Helopsaltes pleskei. 下载自 http://www.birdlif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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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图示：Sa=沙地，Mu=泥地，In=滩涂，E=河口，F=淡水湿地，A=农业用地，Ri=岩质小岛，Rc=岩质海岸，Ma=海面，Sp=盐池，Su=碱

蓬，Sc=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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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2030 行动计划（Key Y17, Y18, Y19 和 Y20 指盐城在 2017, 2018, 2019 和 2020 召开的国际滨海湿地会议成果文件中的建议。） 

目标 策略与行动 利益相关者 

治理 

 

减少海岸治理的分散性 ▪ 建立一个由国家最高当局领导的机构，以确保所有相关的国家、次国家和地

方管辖权对海岸的全面治理。该机构应监督国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确保沿

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对海岸的不可持续的管理应该有明

确的责任。 

拥有以下管辖权的国家部委：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陆地、淡水

和海洋环境及物种的管理；气

候变化（能源和适应/减

缓）、农业和空间规划以及地

方政府 

加强黄海跨国合作  ▪ 将 IUCN领导的黄海工作组制度化，包括可能成为全球滨海论坛的区域中心； 

▪ 建立并运行一个黄海管理的区域协调委员会（可能是 EAAFP）。 

中朝韩国家政府 

加强沿东亚-澳大拉西亚迁飞区的

协调合作行动 

▪ 继续发展与 EAAF 沿线国家的合作，包括通过 EAAFP，例如通过其黄海特别

小组。 

▪ 与航道沿线拥有相同鸟类的国际重要地点制定结对协议（Y18）。 

 

加强与瓦登海的合作 ▪ 继续促进与瓦登海的联系，包括通过谅解备忘录。  

政策与规划 

遏制进一步沿海土地围垦 ▪ 加强有关土地围垦的政策和法规及其实施。 

▪ 进行地面实况调查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以监测不再发生索赔。 

中朝韩最高级别政府。 

确保所有可再生能源和港口的发

展对鸟类友好 

▪ 减少地方政府权力，以便国家对项目审批实施更大的控制。 

▪ 改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和随后的规划以及对所有主要发展项目的干预港口、

风电场和其他。改善 EIA 程序，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包括候鸟和渔业。 

中朝韩规划者和规则制定者，

并以严格执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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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策略与行动 利益相关者 

 

 

▪ 可再生能源设施，特别是风电场，以及相关的电力传输基础设施，其位置和

设计必须尽量减少对鸟类的影响（Y18）。 

将滨海湿地和相关生态系统的保

护纳入各部门的主流，并促进其

作为基于自然的粮食安全解决方

案的价值，以及气候变化的减缓

和适应。 

▪ 促进从黄海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中获益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作

用。 

 

在国家和国际蓝天战略中探索更

好地整合黄海湿地 

▪ 展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和

减缓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对《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确定贡献的贡献。 

 

控制来自点源和一般土地利用实

践的上游污染物排放 

▪ 确定点源，加强一般农业实践以防止农业污染外溢，并更好地控制有害化学

品的使用。 

中朝韩工业、农业和水利工程

部门 

加强航运安全，防止石油泄漏 ▪ 对造成溢油的公司处以高额罚款 中朝韩政府同意并实施。 

确保所有关于海岸的战略和计划

都能适应未来的需要 

▪ 沿海地区的战略和计划必须考虑与海平面上升和其他气候变化相关的预测和

潜在变化，包括增加的洪水风险，以及地貌过程的影响，包括对人为引起的

沉积物流动的应对。 

 

站点指定/保护 

填补保护区覆盖的空缺，确保候

鸟的生态连通性。 

▪ 进行更多实地调查，使用跟踪和环行数据来绘制连通性，并进行空缺分析。 

▪ 通过某种程度的保护或改善管理来填补所有关键空缺。 

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科学研究

的建议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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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策略与行动 利益相关者 

完成包括所有关键候鸟站点在内

的黄海世界遗产提名 

▪ 确保向中韩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强有力的第二期提名，其中包括所有关键站

点。 

▪ 为朝鲜提供帮助，以更新其《预备名录》，随后可能会进行提名。 

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的三国及国际援助提供者。 

考虑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及

《湿地公约》）、EAAFP 修订

沿海可用站点的程序 

▪ 制定并实施指导意见，必要时用以调整保护区的边界，目的为应对未来的地

貌和气候变化，包括保持水鸟迁徙的连通性。 

 

管理 

按照国际标准完成和实施包括恢

复在内的所有关键地点管理计划 

▪ 管理计划需要基于实证，并具有包容性（例如，为水鸟提供安全和无干扰的

适宜觅食、栖息和筑巢的场所），并实现利益相关者和当地社区的参与

（Y20、Y19）。 

▪ 将保护区计划嵌入更广泛的土地使用和发展计划中。 

▪ 确保所有保护区的预算过程包括对人力的投资，包括能力建设，以进行可持

续管理，而不仅是投资基础设施和设备。 

中朝韩国家和地方政府。 

确保所有觅食滩涂的重要滨鸟都

有安全的涨潮栖息地，供其栖息 

▪ 所有重要保护区要研究迁徙鸟群在涨潮时的休息地（在整个年度周期中可能

有所不同），并确保这些休息地得到保护、适当的管理和并具备足够的空

间，在鸟类空间不足的地方创造新的栖息地。 

所有保护区的管理者要确保在

涨潮时有足够的合适的高地区

域供鸟类栖息 

对正在作业的滨海湿地，如贝类

养殖场、盐田、水产养殖和海产

养殖，采取适当的管理，包括控

制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做法。 

▪ 为了水鸟和当地经济的利益，制定和应用以实证为基础的指南来管理正在作

业的滨海湿地，包括贝类养殖场、盐场、水产养殖和海产养殖。 

▪ 在执法的支持下制定新的控制条例。 

中朝韩国家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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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策略与行动 利益相关者 

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生态旅游，包括以无干扰的方式

向人们展示野生鸟类的栖息地，

不损害湿地生境。 

 

▪ 加强管理，避免建设新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游客对湿地产生负面影响。 

▪ 吸引游客前来，不仅因其野生动物，还因其健康的环境和生态旅游体验本身

的质量，采用符合 IUCN 指导方针的“生态旅游”标准，使体验湿地的环境

和其支持的野生动物成为旅游体验的一个组成部分。(Y17) 

▪ 汇编并传播关于如何以不干扰野生动物的方式向人们展示野生鸟类在其栖息

地的证据。 

▪ 考虑在黄海沿岸建立一条生态旅游路线，用共同的叙述方式将游客中心联系

起来。 

遵循国家指导方针的当地站点

管理者 

恢复 

制定国家滨海湿地恢复计划，确

定哪些地区可以恢复，以替代湿

地损失。 

 

▪ 三国全都要对各自所有海岸进行测绘，以确定滨海湿地恢复的优先区域，例

如使用类似于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的可持续海岸保护项目的方

法。 

▪ 应在黄海沿岸建立并定期维护一个多功能的觅食、栖息和筑巢站点网络，为

水鸟提供安全和无干扰的觅食、栖息和筑巢场所（Y20）。 

▪ 每个国家均已绘制优先恢复区域，并制定了实施计划，以恢复足够的沿海生

态系统，在 2050 年前抵偿过去所有人为损失和海平面上升所预测的损失。 

 

中朝韩 

通过使用基于实证的指导和国际

最佳实践，确保有效的湿地恢

复。 

▪ 中朝韩均通过使用基于实证的指导和国际最佳实践，如湿地国际和全球滨海

论坛正在开发的内容，对优先地点进行恢复。 

▪ 每个国家均已制定并实施了站点恢复计划，以恢复足够的沿海生态系统，取

代过去 30 年中至少 50%的人为损失。 

 

中朝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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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策略与行动 利益相关者 

物种保护：非基于地点的方法 

限制过度捕捞 ▪ 采用禁渔期；禁止破坏性渔具；减少船只数量。 

▪ 稳定单位面积的渔获量。 

中朝韩独立实施 

为海豹、鼠海豚和海龟等关键物

种制定行动计划。 

▪ 将制定基于实证的计划。 

▪ 物种监测显示种群正在恢复。 

当地专家和官员、管理人员和

非政府组织 

在整个黄海实施协调的基于实证

的互花米草和其他外来入侵物种

的消除计划。 

▪ 提高人们对外来入侵物种负面影响的认识。 

▪ 通过国家根除战略和地方行动计划，采取根除政策。 

▪ 到 2030 年，在整个黄海沿岸消除互花米草。 

中朝韩政府、公众和现场管理

人员参与 

监测、研究和数据共享 

通过合理的研究填补关键的知识

空缺 

 

▪ 开展三国层面的活动，确定需要解决的首要研究问题，以改善黄海沿岸生态

系统及其迁徙水鸟的保护状况。 

▪ 加强和发展协调良好的多学科研究计划，以提高对生态关系和解决方案的理

解（Y20）。 

▪ 增加出版物的数量。 

▪ 解决知识上的空缺，并帮助确定关键的解决方案。 

政府和资助机构将资金用于关

键课题 

增加有关污染的知识 ▪ 促进对污染的监测以及公开报告和信息共享。 中朝韩各自监测但共享数据 

开发黄海合作平台，共享和报告

监测数据和其他信息（Y20） 

▪ 加强和发展良好协调的全年水鸟监测（Y20）。 

▪ 支持并促进 EAAFP 水鸟监测工作组正在制定的水鸟和湿地监测的兼容标准和

监测方法的发展。 

▪ 为水鸟和湿地监测采用兼容的标准和监测方法。 

整个 EAAF，不仅是 EAAFP

成员国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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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策略与行动 利益相关者 

▪ 水鸟和湿地监测系统已经到位，数据共享平台已经运行。 

促进保护实证的开发、部署和汇

编，如全球滨海论坛开发的在线

世界沿海生态系统保护工具箱 

▪ 潮间带湿地和相关生境的管理和恢复实证汇编做出贡献，将其转化为指导文

件，并传播和部署该指导。 

▪ 部署基于实证的保护干预措施，避免将资源浪费在无效措施上。 

所有研究人员和保护工作者 

能力建设和可持续融资 

确保规划、管理、保护和恢复的

技术能力充足 

▪ 利用 METT 指数完成能力需求评估。 

▪ 为有效管理水鸟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的滨海湿地，可能需要进行能力建设。 

所有政府和国际计划支持的技

术机构 

确保为管理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包括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 

▪ 管理计划得到批准；能力发展计划得到资助。 

▪ 从事滨海湿地维护和恢复的企业。 

各部委和财政局；行业贡献；

国际支持。 

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 

建立地方和国家对黄海沿岸湿

地的认识和自豪感，并在国际

上提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包

括鼓励旅游 

▪ 湿地中心可以实施教育、生态旅游和监测，展示和完善可持续发展原则，平

衡世界级的游客体验和敏感地管理野生动物的保护区，并成为湿地保护和解

决方案的典范（Y20）。 

▪ 利用现有的宣传、教育、参与和意识（CEPA）计划，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

面制定、实施和/或加强意识提升和推广计划，强调黄海潮间带湿地和相关生

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特别关注地方、省和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和开发商。 

社区成员、学校、教育者、政

府 CEPA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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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相关的主要国际/国内计划清单 

亚洲开发银行（ADB）（https://www.adb.org/） 

在 2021 年 10 月的 CBD COP15 会议上，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鸟盟和 EAAF 发起了一项

新的区域迁飞区倡议（RFI），是一个保护和恢复 EAAF 湿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长期计划。

此倡议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区域组织、发展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合作来实现。将以 EAAF 过去和正在进行的活动为基础，并与之合作，以确保实现协同作用

的机会和避免重复工作。迁徙水鸟将成为 RFI的活动重点，首先，因为水鸟在整个 EAAF中对

湿地的利用使其成为区域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完美晴雨表，其次，水鸟的国际吸引力提供了完美

的物种群体来吸引公众的想象力，从而增加对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湿地的进一步支持，使之成为

后代的“一串珍珠”。 

该区域倡议最初将以 10 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目标，根据其对候鸟物种的价值、关键的

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共同利益以及保护它们所需的关键行动，确定约 50 个优先湿地网络。融

资机制将在 RFI 下制定，用于向国家政府提供贷款和向民间社会提供赠款。这些机制的目标是

在未来 10—20 年内筹集和调动至少 30 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和发展 2019—2028 年 EAAFP

战略计划的目标，并提供加强优先湿地网络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的项目。RFI 还将提供支持，

以解决机构能力需求，并加强飞行路线内的区域合作。 

国际鸟盟（https://www.birdlife.org/） 

1993 年，国际鸟类保护理事会（ICBP）成为国际鸟类生命协会，鸟类生命伙伴计划诞生。

该联盟已经发展成由 120个伙伴组织组成的伙伴关系。国际鸟盟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然与人类更

加和谐、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地生活的世界。致力于保护鸟类、其栖息地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与

人们一起努力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国际鸟盟的目标是：防止野外灭绝；保持并尽可能

改善所有鸟类物种的保护状况；保护对鸟类和其他生物多样性重要的地点和栖息地；维持支撑

人类生计的重要生态系统，丰富人们的生活质量，并在此过程中增强人们的能力，为减轻贫困

作出贡献，努力确保自然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国际鸟盟开展并出版了许多研究；为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编制鸟类红色名录，并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存服务委员会下的鸟类专家小组行事。

它还管理着特有鸟区、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区（IBA）以及关键生物多样性区（KBA）计划。

在中国，“国际鸟盟亚洲伙伴计划”在许多城市和省份推动成立鸟类俱乐部，并与政府、学校

和社区合作。鸟生也是 EAAFP 的合作伙伴 EAAFP。 

韩国鸟类协会（http://www.birdskorea.org/BK-Startpage.shtml） 

韩国鸟类协会是一个小型组织，致力于保护韩国和更广泛的黄海生态区的鸟类及其栖息地。

它成立于 2004 年，是一个独立的韩国非政府组织，通过研究、规划和教育开展工作，相信保

护生物多样性是保护黄海生态区的关键因素。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使人类和其他物种受益）；如果决策者要做出符合国家和全球利益的明智决定，则需要最佳

信息。 

韩国鸟类协会发表了鸟类现状报告，详细介绍了韩国境内鸟类种群的许多变化。该组织支

持并参与了 EAAF和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在朝鲜和 EAAF其他地区的调查，特别是黄海地区。 

 

https://www.adb.org/
https://www.birdlife.org/
http://www.birdskorea.org/BK-Startpag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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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鸟类学会 （ COS ） （ http://www.chinabird.org/jianjie-en.htm ）和中国 观鸟网

（http://www.chinabirdnet.org/） 

中国鸟类学会（COS）是从事鸟类学和鸟类保护工作的主要非政府组织，旨在发展中国

的鸟类学，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络，促进国际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受威胁鸟类开展研究和保

护行动。 

COS 的大部分成员是在大学、研究机构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专业鸟类学家。COS 有

四个专家组，其中两个专家组——水鸟和鹤类专家组和鸟类环志专家组在黄海保护中积极开展

国家鸟类环志计划，进行年度鸟类调查并出版报告和通讯。他们每年都会根据观鸟者的观察结

果出版一份最新的《中国鸟类报告》，其中有经过整理和审核的鸟类记录。 

中国观鸟网将目前在中国出现的许多区域观鸟协会联系起来，并将它们的许多记录贡献给

中国鸟类报告。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https://www.cms.int/） 

作为联合国的一项环境条约，《迁徙物种公约》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迁徙动物及其栖息地

提供了一个全球平台。《迁徙物种公约》将迁徙动物经过的国家（即范围国）聚集在一起，并

为整个迁徙范围内的国际协调保护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濒临灭绝的迁徙物种被列入公约的附

录一。《迁徙物种公约》促进了许多物种的分布国之间的协调行动。需要或将大大受益于国际

合作行动的迁徙物种被列入《公约》附录二。因此，公约鼓励范围内的国家缔结全球或区域协

议。黄海三国都不是该公约的成员，但中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下的一些谅解备忘录。《迁徙物

种公约》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以及企业界的合作伙伴进行互补和合作。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EAAFP）（https://www.eaaflyway.net/） 

EAAFP 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启动。其目的是保护迁徙的水鸟、它们的栖息地和依赖它们

的人们的生计。目前有 39个合作伙伴，包括 18个国家政府、6个政府间机构、13个国际非政

府组织、1 个国际组织和 1 个国际私营企业。韩国于 2006 年加入 EAAFP，中国于 2008 年加

入，朝鲜于 2018 年 4 月加入。该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航道范围内的框架，以促进一系列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合作和协作，以保护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利益相关者包括各级政府、场

地管理者、技术机构、联合国机构、发展机构、工业和私营部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社区

团体和当地居民。作为 EAAFP 工作的一部分，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黄海工作组。 

韩国生态前景研究所（EHI）（https://ecoin.or.kr/） 

韩国生态前景研究所（EHI）是一个基于非政府组织的环境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6 年，

目的是构建一个生态社会，使生态自主、责任和多样性的价值观得到尊重，和平与共享的理想

得到实现。为此，它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开展可持续生活的社会研究，在韩国和朝鲜之间建

立和交流环境保护措施，并为全球环境保护寻求国际团结。特别是，它致力于保护黄海滩涂，

加强社区活动和游客中心的作用，支持韩国的海洋保护区政策，并参与了第一期世界遗产提名

撰写。 

全球迁飞网络（https://www.globalflywaynetwork.org） 

全球迁飞网络（GFN）是全世界致力于长距离迁徙滨鸟的长期（通常是统计学）工作的

研究人员之间的伙伴关系。2006 年，Theunis Piersma 教授和 Allan J. Baker 教授通过荷兰鸟

类协会获得了国际资金，建立了这个非营利性的网络，以便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了

http://www.chinabird.org/jianjie-en.htm
http://www.chinabirdnet.org/
https://www.cms.int/
https://www.eaaflyway.net/
https://ecoin.or.kr/
https://www.globalflyway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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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帮助保护迁徙的滨鸟。GFN 合作伙伴关系运用了全球范围内的比较统计学和迁移跟踪滨

鸟研究的优势，目的是了解和分析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决定滨鸟数量的因素。在实践中，该网

络还试图填补世界上最受威胁的滨鸟的实地考察的主要空缺。GNF 在包括 EAAF 在内的所有

主要航道上都有合作伙伴，所作的研究工作为更好地了解滨鸟迁徙的连通性、评估种群趋势和

确定变化的驱动因素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确定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地点和划定保

护区的边界，包括世界遗产地。 

汉斯·塞德尔基金会（https://www.hss.de/en/about-us/our-mission/） 

汉斯·塞德尔基金会成立于 1967 年，帮助促进德国人民的民主和公民教育。它对民主、和

平和海外发展的承诺也建立在这些基础上。汉斯·塞德尔基金会韩国分部正在朝鲜开展一个可

持续的重新造林项目，并在那里支持和参与湿地鸟类调查和保护培训。 

香港观鸟会（HKSWS）（https://www.hkbws.org.hk/web/eng/index_eng.htm） 

香港观鸟会成立于 1957 年。除了定期出版公报和《香港鸟类报告》，香港观鸟会还组织

观鸟团和室内会议。香港观鸟会协助管理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湿地管理人员培训设施，更新香港

鸟类名单，并于 1999 年成立香港观鸟会中国保育基金，支持中国各地观鸟者和鸟类学家的观

鸟推广和研究工作。香港观鸟会一直与超过 20 个机构合作，举办不同程度的观鸟课程，以推

广香港的观鸟活动。此外，还进行鸟类调查和研究，管理重要的鸟类栖息地，并协助中国大陆

观鸟会的建立和发展。2005 年，香港野生动物协会与美国鸟类协会合作，推出中国计划，鼓

励在中国大陆开展观鸟活动。 

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区（IBA）（https://www.birdlife.org/worldwide/programme-

additional-info/important-bird-and-biodiversity-areas-ibas） 

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区计划由国际鸟盟负责，是对保护鸟类和其他生物多样性具有国际

意义的地方；是世界公认的实用的保护工具；是可以采取实际保护行动的独特区域；是使用强

大的、标准化的标准确定的；是共同构成自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更广泛综合方法的一部

分。迄今为止，国际鸟盟已经在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海洋环境中确定并记录了

13000 多个地点。 

国际鹤类基金会（ICF）（https://www.savingcranes.org） 

国际鹤类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保护鹤类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流域和航道。

ICF 提供知识、领导力和灵感，使人们参与解决对鹤和它们的不同景观的威胁。基金会总部设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在中国设有区域基地，并与柬埔寨、印度、南非、德克萨斯、越南和赞比

亚的伙伴组织共享项目办公室。ICF 约有 80 名员工与五大洲 50 多个国家的数百名专家组成的

网络合作。ICF 致力于建设一个世界上所有 15 种鹤类都得到保障的未来。通过鹤的魅力，ICF

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人们共同保护和恢复野生鹤的数量及其赖以生存的景观，并由此找到维

持水、土地和生计的新途径。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https://www.iucn.org/）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一个由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成员联盟。机构利用其 1400 多个

成员组织的经验、资源和影响力以及 18000 多名专家的意见。这种多样性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使 IUCN 成为研究自然界状况和保护自然界所需措施的全球权威。 

https://www.hss.de/en/about-us/our-mission/
https://www.hkbws.org.hk/web/eng/index_eng.htm
https://www.birdlife.org/worldwide/programme-additional-info/important-bird-and-biodiversity-areas-ibas
https://www.birdlife.org/worldwide/programme-additional-info/important-bird-and-biodiversity-areas-ibas
https://www.savingcranes.org/
https://www.iu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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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被归入若干不同的委员会，其中物种存续委员会和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与黄海生态

系统的保护最为相关。此外，IUCN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负责评

估和评估所有根据自然标准提名的遗产。 

黄海地区隶属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域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了专门的黄海工作组，

本次评估就是在该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计划（KBA）（http://www.keybiodiversityareas.org/）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计划支持 KBA 的识别、绘图、监测和保护，以帮助保护星球上最关键

的自然场所，包括陆地和海洋。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伙伴关系是一个由 13 个全球保护组织组

成的伙伴关系。迄今为止，该伙伴关系和其他有关团体已在全世界绘制了超过 16000 个 KBA，

保障了 13100 多个受保护物种的重要种群。 

保尔森基金会（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 

由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于 2011 年成立的无党派保尔

森基金会，总部设在芝加哥，在华盛顿和北京设有办事处。这是一个独立的思考和行动的机构，

致力于促进美中关系，以便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维护全球秩序。通过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专家团

队的合作，基金会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建立一个更有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相信对美中

关系和其他问题的工作将对几代人的健康和繁荣产生持久的意义。对中美关系的关注是由现实

决定的，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该研究所在经济、金融市场和环境保护的交叉领

域开展工作，促进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以确保绿色经济增长。领先的分析和智力产品旨在解

码中国的政治经济，并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寻找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基金会开展的一个重

要项目是确定中国沿海的优先保护地点，并出版《中国滨海湿地保护和管理蓝图》。 

普可罗可罗 ·米兰达爱护自然信托基金会（PūkoROKoro Miranda Naturalists’ Trust） 

(https://shorebirds.org.nz/)  

这是一个独立的慈善信托基金，总部设在新西兰。最初的工作重点是“促进和倡导泰晤士

河谷的滨鸟和米兰达海岸的生态保护，并促进相关研究和教育”。自 1999 年以来，该机构一

直非常积极地参与在中国辽宁鸭绿江和朝鲜进行的滨鸟调查和培训工作。 

湿地公约（https://www.ramsar.org/） 

《湿地公约》，又称《湿地公约》，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政府间环境条约，由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主持。它规定了有关保护湿地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以及对其资源的明智的

可持续利用。湿地遗产是根据该公约指定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目前世界上有 2424 个湿

地遗产，目前有 171个国家政府参加。所有三个黄海国家都是成员。每个成员国都成立了自己

的湿地委员会，帮助选择和提出要加入该计划的地点。遗产必须符合公约规定的严格标准。目

前，黄海沿岸有 11 个包含滩涂的湿地遗产（5 个在中国，5 个在韩国，1 个在朝鲜）。 

拉姆萨尔区域中心—东亚（RRC-EA）（http://rrcea.org/） 

RRC-EA 是《湿地公约》正式承认的区域倡议之一。作为《湿地公约》的区域倡议

（RRI），RRC-EA 是在韩国环境部的倡议下建立的，作为政府、湿地遗产和湿地管理者和利

益相关者、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技术专家和商业组织之间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合作的区

域平台。 

http://www.keybiodiversityareas.org/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
https://shorebirds.org.nz/
https://www.ramsar.org/
http://rrc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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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C-EA 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 18 个湿地公约缔约国（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中

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大韩民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合作，并与该地区的非缔

约国合作，进一步执行湿地公约。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https://www.rspb.org.uk/） 

保护鸟类协会成立于 1889 年，最初的目的是防止鸟类的羽毛被用于帽子装饰。这项运动

进展良好，在 1904年，该协会被授予皇家宪章，成为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最终，1921年《进

口羽毛（禁止）法》获得通过，标志着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首次成功地开展了保护自然的运动。

今天，该协会在英国拥有超过一百万的会员，从事各种形式的鸟类保护工作。RSPB 是国际鸟

盟在英国的合作伙伴。RSPB 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英国的范围。无论哪里的野生动物受到威胁，

他们都会与合作伙伴合作，帮助拯救鸟类，给它们一个家。RSPB 与国际鸟盟的合作伙伴一起，

深入参与了黄海的保护工作，促进了中国和韩国的世界遗产提名，是 EAAFP 的合作伙伴，并

支持拯救勺嘴鹬的计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二期项目（https://iwlearn.net/iw-projects/4343） 

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第二期项目“实施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战略

行动方案”于 2014 年启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资助，以实施早期的第一期

项目。这个项目的全面完成时间是 2020 年 12 月。项目的目标是恢复黄海的生态系统产品和

服务，并确保通过 YSLME 委员会建立一个有效的长期区域环境治理机制。该项目有四个组成

部分：1.在加强体制结构和改善决策知识的基础上，确保可持续的区域和国家合作，进行基于

生态系统的管理；2.在提供服务方面提高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3.改善生态系统的承载调节和

文化服务；4.提高支持性服务方面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该项目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黄海

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跨界诊断分析（2020）》。 

湿地国际（https://www.wetlands.org） 

湿地国际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组织，也是当地社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在为

人类和自然管理水和湿地方面具有专长。他们是领先的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保护和恢复湿

地。该组织的愿景是建立一个湿地因其美丽、支持生命和提供资源而受到珍视和培育的世界。

其使命是激励和动员社会为人类和自然保护和恢复湿地。它在 2020—2030 年期间的目标是扩

大保护和恢复湿地的行动，与多个合作伙伴合作，并动员广泛的行动者来改变整个景观和部门。 

湿地国际致力于维护和恢复湿地，包括其环境价值以及为人类提供的服务，通过机构办事

处、合作伙伴和专家网络来实现这些目标。本组织的工作由政府和私人捐助者以及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成员以项目形式提供资金。湿地国际正在进行确定和更新优先湿地地区信息的计划。 

湿地国际在该地区有一些重要的计划：其一是在飞行路线的所有国家实施的年度亚洲水鸟

普查，提供许多重要地点的水鸟的监测信息。此外，机构还在 2022 年 7 月编制了第一版的

EAAF 保护状况评估（CSR），为 276 个生物地理种群提供新的规模估计、趋势和 1%的阈值。

CSR 是与 EAAF 的合作伙伴、工作组和整个迁飞区的专家合作完成的。迁飞区黄海项目的重

点是以证据为基础恢复 EAAF 的候鸟水鸟栖息地，重点是黄海。此外，“与自然共建--亚洲项

目”在该地区开展了重要的工作，通过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整合到与水有关的基础设施中，

加速适应，并建立具有气候复原力的景观，为人类和自然带来多重好处。 

https://www.rspb.org.uk/
https://iwlearn.net/iw-projects/4343
https://www.wetla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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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禽和湿地信托基金（WWT）（https://www.wwt.org.uk/） 

野禽和湿地信托基金于1946年在英国Slimbridge成立，作为一个科学和保护中心，WWT

保护、恢复和创造湿地，拯救湿地野生动物，并激励公众重视健康的湿地为人类和自然带来的

神奇作用。WWT 相信湿地是帮助应对最紧迫的环境挑战的关键，助力可持续地管理湿地，使

它们支持生计、地方经济以及健康和福祉。在世界许多国家，湿地、湿地自然和人们的生计受

到威胁，WWT 提供社区主导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并确保湿地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决策中得到

更有效的重视和考虑。主要的国际决策者必须重视湿地，WWT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创造和管

理湿地以及动员湿地支持的高技能人员组成的全球社区。WWT 已经参与了黄海保护的几个方

面，包括努力拯救极度濒危的勺嘴鹬。 

世界遗产公约（https://whc.unesco.org/en/）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 1972 年通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

管理，发挥公约秘书处的作用。世界遗产因其在文化和/或自然标准下对人类的突出普遍价值

而被指定。要入选，世界遗产提名必须证明其价值的全球意义，并符合完整性、保护和管理的

最高标准。截至 2022年，共有 167个国家的 1157项世界遗产（900项文化遗产、218项自然

遗产和 39 项复合遗产）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由《世

界遗产公约》大会选出的 21 个缔约国组成，负责决定将提名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事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作为自然遗产的咨询机构为委员会服务，而国际古迹遗产理事会则为

文化遗产提供咨询。申报后，世界遗产由各缔约国和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由国际古迹遗产理事

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供咨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即公约的秘书处，为这

些进程提供了便利。目前，已有 194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使其成为最广泛认可和尊重的国际

协议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文化方案。 

韩国滩涂世界遗产促进组（http://www.ktidalflats-heritage.com/） 

韩国滩涂世界遗产促进组成立于 2014 年。其目的是推动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韩国主

要滩涂地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确保对列入名录的遗产进行实际管理。团队一直在开

展各种保护和管理活动，如监测地理、生物和生态、社会文化，建立包括治理在内的综合管理

系统、与各利益攸关方沟通、提高意识等。促进组为 2018 年湿地保护区的大规模扩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此外，还负责了韩国滩涂 Getbol第一期在 2021年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工作。促

进组在 2022 年被授予总统嘉奖。团队将发展成为一个“滩涂世界自然遗产总部”，具有扩大

的功能和作用，对第一期的遗产进行有效的综合管理，同时进行遗产第二期的申报工作。 

 

https://www.wwt.org.uk/
https://whc.unesco.org/en/
http://www.ktidalflats-herit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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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保护迁徙水鸟的优先地点清单 

编号 站名 维度 经度 国际重要湿

地 

FNS IBA 世界遗产

组成部分 

专家建议申报

世界遗产（本

报告已咨询） 

突出的水鸟种群 

                   

朝鲜                  

1 鸭绿江口 39.88333 124.283
33 

    KP0
13 

   鸿雁（濒危；30,000；56%） 

2 Is. Maan 泥滩 39.8 124.183
33 

         大杓鹬（濒危；7,000；20%） 

3 Is. Tasa 泥滩和

盐沼 

39.81667 124.4            

4 Is. Taegye 泥滩 39.76667 124.5            

5 盘城列岛 39.68333 124.433
33 

           

6 Is. Honggon 

泥滩 

39.7 124.816
67 

         大杓鹬（濒危；4,348；12%） 

7 Is. Kwaksan 

泥滩 

39.58333 125.083
33 

           

8 Is. Taegam and 
Sogam 

39.45 125.116
67 

    KP0
17 

     

9 Unmu Islands 39.4 125.1     KP0
18 

     

10 Chongchon 河口

和文德平原 

39.55 125.366
67 

文德候鸟保

护区 

EAAF
045 

KP0
19 

   鸿雁（濒危；40,000；74%） 

11 Haechang 河口

和 Namyang 盐

场 

39.35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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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umsong 泥滩 38.75 125.15            

13 Onchon 平原 38.98333 125.2     KP0
21 

     

14 Taedong 河口 38.68333 125.2     KP0
22 

     

15 Kumsanpho 

泥滩 

38.6 125.083
33 

    KP0
27 

     

16 Monggumpho 

泥滩 

38.23333 124.85            

17 大同湾 38.05 125.233
33 

    KP0
28 

     

18 Ongjin 湾 37.86667 125.3     KP0
30 

     

19 Kangryong 水库 37.83333 125.45     KP0
31 

     

20 Is. Ryongmae 

泥滩 

37.76667 125.9     KP0
32 

     

21 Is. Yokgu 泥滩 37.83333 126.216
67 

           

22 Is. Hambak 37.68333 125.983
33 

           

23 Ryesong River 

河口 

37.88333 126.383
33 

           

24 Panmun 平原 37.86667 126.666
67 

    KP0
33 

   白额雁（40,000；33%） 

                   

韩国                  

25 Han-Imjin 河口  37.7 126.666
67 

Janghang 
Wetland 

EAAF
028 & 
EAAF
143 

KR0
04 

     

          



 
 

127 

 

26 江华岛 37.58013 126.462
07 

Ganghwa 
Maehwamar
eum 
Habitat* 

  KR0
05 

 是 黑脸琵鹭（濒危；624；12%） 

27 永宗岛 37.46904 126.538
64 

    KR0
06 

 是 黑脸琵鹭（濒危；671；13%） 

28 松岛滩涂 37.36667 126.7 Songdo 
Tidal Flat 

EAAF
145 

   是   

29 始华湖 37.28333 126.75     KR0
09 

     

30 Hwaseong 湿地 37.16667 126.8   EAAF
142 

KR0
10 

 是   

31 Asan 湾 36.9 126.9     KR0
17 

 是   

32 Cheonsu 湾 36.61667 126.45   EAAF
046 

KR0
18 

     

33 锦江口（包括由

布岛） 

36 126.683
33 

Seocheon 
Tidal Flat 

EAAF
100 & 
EAAF
101 

KR0
19 & 
KR0
20 

是  大杓鹬（濒危；3,707；

11%)）；欧亚鸲（近危；

9,815；89%） 

34 万顷江口 35.86667 126.666
67 

    KR0
21 

   Saemangeum 北部，曾供养全

球超过 10%的勺嘴鹬（极危）

和大滨鹬（濒危），但在 2006

年修建海堤后损失了对于迁徙

水鸟的大部分价值 

35 东津河口 35.81667 126.65     KR0
22 

   Saemangeum 南部，曾供养全

球超过 10%的勺嘴鹬（极危）

和大滨鹬（濒危），但在 2006

年修建海堤后损失了对于迁徙

水鸟的大部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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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高敞滩涂 35.55 126.566
67 

Gochang 
and Buan 
Tidal Flats 

    是    

37 灵光-白岫滩涂 35.26667 126.316
67 

    KR0
24 

   黑脸琵鹭（濒危；736; 15%） 

38 Hampyeong-

Muan 滩涂 

35.08333 126.416
67 

Muan Tidal 
Flat 

  KR0
25 & 
KR0
26 

     

39 新安滩涂 34.95 126.183
33 

Jeungdo 
Tidal Flat 

EAAF
146 

  是    

40 宝城-顺天滩涂 34.83333 127.5 Dongcheon 

河 口  & 

Suncheon 
Bay 

EAAF
079 

KR0
31 

是  白头鹤（易危；4,596; 29%） 

                   

中国 

辽宁省 

                 

42 鸭绿江口 39.83333 124.1   EAAF
043 

CN0
62 

 是 大 杓 鹬 （ 濒 危 ； 6,420 ；

18% ） ； 大 滨 鹬 （ 濒 危 ；

74,900 ； 17% ）；遗鸥（易

危；2,543；12%）；  黑嘴鸥 

（易危；2,190；10%）；斑尾

塍 鹬 （ 近 危 ； 67,826 ；

52% ）；弯嘴滨鹬（近危；

35,770；40%） 

43 庄河海岸 39.66667 123.033
33 

    CN0
59 

     

44 普兰店-金州东海

岸 

39.36667 122.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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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连海滨旅顺口

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38.86667 121.666
67 

          

46 蛇岛老铁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38.76667 121.183
33 

    CN0
58 

 是   

47 大连金州湾 39.16667 121.6            

48 瓦房店复州湾 39.65 121.533
33 

    CN0
55 

     

49 双台子河口和辽

东内湾 

40.9 121.783
33 

Shuangtai 

河口 

EAAF
004 

CN0
52 

 是 白鹤（极危；500；13%）； 丹

顶鹤（易危；308；51%）；大

滨 鹬 （ 濒 危 ； 83,000 ；

19% ） ； 黑 嘴 鸥 （ 易 危 ；

7,600；36%）；欧亚鸲（近

危；14,200；100%）；翘鼻麻

鸭（40,000；33%）；蒙古鴴

（6,000; 46%） 

                   

中国 

河北省 

                 

50 秦皇岛海岸（包

括北戴河） 

39.83333 119.516
67 

    CN3
11 

 是 一处大量迁徙水鸟迁飞经过的

要道站点；1980 年代的监测在

迁徙季节记录过占全球数量相

当比例的白鹤（极危）和不在

中国境内哺育的丹顶鹤、白头

鹤和白枕鹤（均易危）。 

51 滦河口和黄金海

岸自然保护区 

39.5 119.25     CN3
12 

 是   

52 乐亭-曹妃甸海域 39.01667 118.7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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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滦南-嘴东海岸 39.1 118.2        是 弯嘴滨鹬（近危； 80,000 ；

89% ） ； 红 腹 滨 鹬

（ subspecies piersmai）（近

危；37,000；66%）；红腹滨

鹬（subspecies rogersi）（近

危；29,500；55%） 

54 南大港湿地自然

保护区 

38.5 117.5   EAAF
086 

CN3
16 

 是   

55 黄骅—沧州海岸 38.43333 117.666
67 

         遗鸥（易危; 4,827; 23%） 

                   

中国 

天津市 

                 

56 团泊洼自然保护

区 

38.9 117.1     CN3
18 

     

57 北大港湿地自然

保护区 

38.75 117.383
33 

Beidagang 
Wetlands 

  CN3
19 

     

58 天津沿海滩涂 38.91667 117.75     CN3
20 

   遗鸥（易危；11,000；52%） 

                   

中国 

山东省 

                 

59 无棣-沾化-河口

海岸 

38.13333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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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37.96667 118.966
67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EAAF
006 

CN3
27 

 是 白鹤（极危；2,200；55%）；

东 方 白 鹳 （ 濒 危 ； 880 ；

13% ） ； 大 杓 鹬 （ 濒 危 ；

3,665；10%）；丹顶鹤（易

危；220；37%）；白头鹤（易

危；210；21%）；白枕鹤（易

危；255；25%）；遗鸥（易

危；4,111；20%）；黑嘴鸥

（易危；8,200；39%）；卷羽

鹈鹕（近危；86；86%）；疣

鼻 天 鹅 （ 无 危 ； 420 ；

100% ） ； 灰 雁 （ 无 危 ；

11,020 ； 73% ）；灰鹤（无

危；8,800；73%） 

61 莱州湾 37.1 119.4     CN3
28 

     

62 荣成大天鹅自然

保护区 

37.25 122.566
67 

    CN3
31 

     

63 山东东南海岸 36.78333 121.466
67 

           

64 青岛海岸和胶州

湾 

36.18333 120.2     CN3
32 

   黑嘴端凤头燕鸥（胶州湾）

（极危；37；37%） 

                   

中国 

江苏省 

                 

65 赣榆海岸 34.96667 119.2          半 蹼 鹬 （ 近 危 ； 11,000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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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连云港海岸 34.61667 119.516
67 

    CN3
65 

   小 青 脚 鹬 （ 濒 危 ； 122 ；

12%）；丹顶鹤（易危；86；

14% ） ； 半 蹼 鹬 （ 近 危 ；

22,432 ； 80% ）；卷羽鹈鹕

（近危；63； 63%） 

67 盐城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33.71667 120.516
67 

Yanche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EAAF
005 

CN3
67 

是  勺嘴鹬（极危；221；28%）； 

丹顶鹤（易危；320；53%） 

68 东沙沙洲 33 121.233
33 

      是    

69 条子泥（东台海

岸） 

32.75 120.966
67 

Dafe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是  勺嘴鹬（极危；144；18%）；

小 青 脚 鹬 （ 濒 危 ； 946 ；

95% ）：卷羽鹈鹕（近危；

112 ； 100% ）；蒙古鴴（无

危；6,600；51%） 

70 如东海岸 32.51667 121.166
67 

        勺嘴鹬（极危；143；18%）；

小 青 脚 鹬 （ 濒 危 ；  171 ；

17% ） ； 蒙 古 鴴 （ 无 危 ；

3,942；30%） 

71 东凌海岸 32.15 121.45          小 青 脚 鹬 （ 濒 危 ； 142 ；

14% ） ： 黑 嘴 鸥 （ 易 危 ；

2,555；12%）；蛎鹬（近危；

3,700；33%）：蒙古鴴（无

危；4,500；35%） 

72 启东海岸 31.93333 121.833
33 

           

73 启东长江口（北

支）自然保护区 

31.76667 121.566
67 

    CN3
73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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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74 崇明北滩 31.66667 121.666
67 

    CN3
74 

     

75 崇明东滩 

自然保护区 

31.48333 122 Chongming 
Dongtan 
Nature 
Reserve 

EAAF
002 

CN3
75 

 是   

76 九段沙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31.21667 121.9     CN3
76 

     

77 南汇海滩 30.93333 121.966
67 

    CN3
77 

     

脚注：  

* Ganghwa Maehwamareum 栖息地国际重要湿地是一处小型稻田，无滩涂分布，不支持任何重要滩涂鸟类聚集。 

IUCN-SA Map KEY 

编号：地图上使用的站点序号； 

站名：站点的名称（基于引用源所用的名称）； 

经纬度：站点的中央坐标 

国际重要湿地：与此站点重叠的国际重要湿地名称（参见 https://rsis.ramsar.org/获取更多信息）； 

FNS：与此站点重叠的 EAAFP 指定迁飞网络站点（参见 https://www.eaaflyway.net/the-flyway/flyway-site-network/获取更多信息）； 

IBA）:与此站点重叠的国际鸟盟指定关键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区（参见 http://datazone.birdlife.org/site/search 获取更多信息）； 

世界遗产组成部分：与现有世界遗产重叠的部分； 

 

突出水鸟种群：根据《湿地公约》第 6 条标准，本附录中所有站点对水鸟都具“国际重要性”，因为这些站点“长期支持一个物种或亚种水鸟群

体中 1%的个体”。许多黄海湿地对保护迁徙水鸟种群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本表记录在案的鸟类包括：经过某站点的数量占迁飞（通常也是全球）

种群 10%以上的全球受威胁物种（为 IUCN 红色名录中的极危、濒危或易危物种）（根据以下主要参考文献中公布的数据）；其他经过某站点的

迁飞数量占 30%以上的聚集性物种（为 IUCN 红色名录中的近危或无危物种）。这些阈值改编自“西半球滨鸟类保护区网络（WHSRN；参见

https://rsis.ramsar.org/
https://www.eaaflyway.net/the-flyway/flyway-site-network/
http://datazone.birdlife.org/si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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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hsrn.org/why-whsrn/is-my-site-eligible/）”用来确定站点优先次序的阈值。该表包括物种名称、IUCN 红色名录状态（极危、濒危、易

危）、最大数量和占迁飞数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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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突出研究需求 

尽管解决黄海健康问题的研究项目范围大大增加，而且有许多新出现的科学论文正在发表，

但仍有一些课题迫切需要更多的研究。 

1. 潮汐泥滩变化的SLR模型 

2. 进一步提高对沿海基础设施、沿海生态系统受到的累积性威胁（SLR、气候变

化）风险的认识。 

3. 生境退化的分布，如底栖动物的减少 

4. 建立依赖黄海的鸟类种群数据库，这一点目前尚未做到但需要迫切。 

5. 潮间带软体动物捕捞/水产养殖与滨鸟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进行多学科研

究，调查潮间带贝类水产养殖和滨鸟摄食（捕食）。确定合适的措施来应对

负面影响。 

6. 应研究补贴渔民提供鸟类食物的问题——特别是在主要的滨鸟停歇地，如南堡

（红腹滨鹬）和鸭绿江。对于以软体动物为食的物种来说，这种方式更容易

管理——不过在连云港为半蹼鷸管理管蠕虫可能是一个挑战。 

7. 模拟未来的模型（类似于保护主义人士针对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所使用的模

型） 

8. 远程并置对比——将黄海环境恶化与根本原因（通常是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 

9. 由于土地围垦和海岸中断而改变的海岸进程，以及改变的沉积物流入。 

10. 沉降和压实对沿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11. 确定滨鸟的重要换羽地 

12. 减少滨鸟因商业渔网（及其他）意外死亡的方法 

13. 对江豚的分布、种群动态和保护进行更好的研究 

14. 治理安排的力度，或对替代方案的调查。 

15. 渔业的脆弱性 

16. 水产养殖疾病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17. 保护区的表现 

 

对软体动物和滨鸟之间关系的研究（上述第 5 条）需要进行实地研究，以调查放养

率、捕食水平和随后的生长率，从而更好地了解相互关系，并制定基于科学的管理计划

——例如，改变播种时间（将播种时间推迟到主要鸟类迁徙期之后）可能会缩短生长季，

但因捕食造成的损失会减少。这又会对滨鸟的猎物存量及其为迁徙储存能量的能力有什

么影响？这样的项目需要在多个地点进行，如在浙江评估繁殖和鱼苗收获（包括使用有

机磷杀虫剂“清洗”滩涂），以及在鸭绿江评估几年来的生长情况。这类项目需要建立

在坚实的海洋生态学和鸟类学研究基础上，但选择实地地点并与当地渔民合作，包括实

地工作人员和 “大老板”，均对成功至关重要。 

附录 6. 现场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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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EAAF 区域内，人们越来越关注监测工作270。重要的是，各站点向协调中心（如

EAAFP）报告观察结果。邻近站点的数据对所在站点动员其观察员和一般管理非常重要。每

个站点都应具备监测方案。示例如下，可能包括的内容有： 

A. 常规监测 

i. 气候条件（降雨量、气温和潮汐水平） 

ii. 泥滩和植被分布（带地面实况的遥感） 

iii. 极端天气事件（风暴、潮涌、干旱、洪水等） 

iv. 底栖动物的污染物和种群监测调查等。 

v. 迁徙滨鸟（春秋模式） 

vi. 长栖物种的繁殖成功情况 

vii. 关键哺乳动物种群（麋鹿、海豹和江豚）（数量、分布和健康） 

 

B. 长期变化研究 

i. 非常动态地区的海岸线变化（获取和使用遥感数据） 

ii. 植被地块（选定的长期监测地块） 

iii. 拍摄点（同一地点的季节性和年度图片，以监测一段时间的变化 

iv. 海平面上升（一些模型预测海平面的巨大变化，对潮间带和野生动物有重大影

响） 

 

C. 环境影响研究 

i. 风力涡轮机、潮汐发电计划和太阳能发电结构 

ii. 电线 

iii. 电塔（猛禽使用及成为鹳、喜鹊等的筑巢地） 

iv. 鱼塘向自然湿地的转化（对比控制与其他方式） 

v. 麋鹿对植被的影响 

vi. 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模式（保护区内外） 

vii. 海堤（对泥沙再分布和鸟类的影响，如条子泥271） 

viii. 港口和渔业活动（参见丹东/鸭绿江案例研究） 

ix. 其他人类活动（偷猎、干扰、采集、渔网意外捕获） 

x. 旅游业影响（设计分区和游客进入的安全容量水平） 

xi. 污染和塑料垃圾（控制和清理方法） 

 

 

D. 对特殊关键物种的研究 

i. 迁徙滨鸟（全年每月记录；在迁徙高峰期每周记录，设计监测点和路线及协

议）。数量可能反映了当地保护区的适宜性，但也受到迁飞路线上下游许多因

素的影响。 

ii. 长栖黑嘴鸥和中华凤头燕鸥（记录繁殖区的动态变化和繁殖成功率，如新栖息

地）。 

iii. 貉等对繁殖地的捕食，特别是在韩国 

iv. 越冬的丹顶鹤（使用保护区，也在保护区外觅食；维持野生种群和圈养种群之

间的隔离）。 

                                                
270  
271  



 
 

138 

 

v. 关键候鸟（勺嘴鹬、大杓鹬、大滨鹬、红腹滨鹬、黑尾塍鹬、斑尾塍鹬、小青

脚鹬、半蹼鹬）。评估数量、分布、时间和健康状况。识别任何疾病、寄生虫

或其他问题的迹象。 

vi. 利用卫星跟踪和提高对连通性的理解。 

 

E. 控制互花米草的实验（使用控制和处理地块来设计控制和影响的最佳做法） 

 

这些主题中每一个都需要各自的协议和方法。其中部分课题已在实施监测。有必要评估当

前监测的适宜性并提出改进建议。 

对于其他主题，应该建立一个包含活动时间、责任、观察和测量方法以及报告和数据共享

渠道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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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2012 年以来的主要宣传活动和事件摘要 

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韩国 2014 在韩国不同的重要地点

开展了许多当地宣传活

动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

1/10/2021-international-

symposium-for-the-hwaseong-

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

4/18/gochang_whs_management

_roadmap/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

2/24/seocheon-whs-workshop-

gochang-getbol-centre-visit/  

突出强调一系列韩国提高意识的活动。 

韩国 2021 “韩国滩涂 Getbol”入

选 UNESCO 世界遗产

名录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7/26/getbol_korean-tidal-

flats_inscribed_unesco-whs/  

2021 年 7 月 26 日，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4 届会议将

韩国滩涂 Getbol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

录，承认黄海关键栖息地对数百万迁徙水鸟的重要

性，这些水鸟从遥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迁徙到北

极地区的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都要依靠这

一区域作为重要的中转站。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1/10/2021-international-symposium-for-the-hwaseong-wetland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4/18/gochang_whs_management_roadmap/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4/18/gochang_whs_management_roadmap/
https://www.eaaflyway.net/2022/04/18/gochang_whs_management_roadmap/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2/24/seocheon-whs-workshop-gochang-getbol-centre-visit/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2/24/seocheon-whs-workshop-gochang-getbol-centre-visit/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2/24/seocheon-whs-workshop-gochang-getbol-centre-visit/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7/26/getbol_korean-tidal-flats_inscribed_unesco-wh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7/26/getbol_korean-tidal-flats_inscribed_unesco-wh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7/26/getbol_korean-tidal-flats_inscribed_unesco-w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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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区域性（黄

海） 

2018 EAAFP 姐妹站点计划，

如连接两城的黑脸琵

鹭：基于仁川—香港姐

妹站点协议的保护工作 

https://www.eaaflyway.net/sister-

site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

2/31/2021-eaafp-review/    

迁飞站点网络下的仁川-香港姐妹站点协议继续积极

推进。EAAFP 秘书处通过支持改善黑脸琵鹭

（BFS）的监测数据分析、在韩国进行全国性的黑

脸琵鹭普查、建立全国性黑脸琵鹭保护协会和强大

的国际黑脸琵鹭网络来促进这项工作。CEPA 部分

合作产品包括发布宣传视频和修订 IUCN—香港黑脸

琵鹭迁移游戏。12 月 17 日，仁川市政府和香港特

区政府联合举办了一场年度国际论坛。 

区域性（黄

海） 

2020 UNDP/GEF YSLME 第

一和二阶段项目 

http://www.yslmep.org/  

http://www.yslmep.org/?p=4177 

YSLME 第二期项目成立了一个区域治理工作组

（RWG-G），通过加强该地区和各国的制度、立法

和财政能力来改善区域环境治理。还成立了一个生

境保护区域工作组（RWG-H）。项目旨在推动建立

黄海 MPAs 网络。 

中国 2020 中国政策：根据其《野

生动物保护法》更新国

家关键保护野生动物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2/22/revised-china-protected-

species-list-meaning-for-eaafp/ 

92 种鸟类受到一级保护，91 种水鸟列入保护名录。 

中国 2018-

2021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

1229/c64387-32319488.html 

12 月 24 日通过，将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 

中国 2019-

2022 

能力和资金 中国滨海湿

地保护网络 

http://ccwcn.shidi.org/ 由原国家林业局和保尔森基金会于 2015 年召集，涵

盖 11 个沿海省份，80 多个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

和湿地公园。 

https://www.eaaflyway.net/sister-sites/
https://www.eaaflyway.net/sister-site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2/31/2021-eaafp-review/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2/31/2021-eaafp-review/
http://www.yslmep.org/%20http:/www.yslmep.org/?p=4177
http://www.yslmep.org/%20http:/www.yslmep.org/?p=4177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2/22/revised-china-protected-species-list-meaning-for-eaafp/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2/22/revised-china-protected-species-list-meaning-for-eaafp/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2/22/revised-china-protected-species-list-meaning-for-eaafp/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229/c64387-32319488.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229/c64387-32319488.html
http://ccwcn.shi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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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中国 2017—

2021 

UNDP-GEF“东亚-澳大

利西亚迁飞路线中国候

鸟保护网络”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5/18/undp-gef-flyway-project-

china/ 

中国最大的独立 GEF-7 生物多样性项目“东亚-澳大

利西亚迁飞路线中国候鸟保护网络”正式启动，四

个示范点分别是辽河三角洲（EAAF004）、黄河三

角洲（EAAF006）、崇明东滩（EAAF002）和大山

包（EAAF0083）。 

中国 2016 发布《中国湿地教育中

心规划与实践指南》，

红树林基金会

（MCF）、保尔森基金

会、老牛基金会 

http://www.shidicn.com/sf_DD075

C5B2FD24B83A36372DBBE0EB

3A6_151_66FA58E1101.html  

第一本《中国湿地教育中心规划与实践指南》已经

出版。 

中国 2019 增加观鸟协会、自然非

政府组织、观鸟比赛等

观鸟活动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

ication/259433332_The_rapid_de

velopment_of_birdwatching_in_m

ainland_China_A_new_force_for_

bird_study_and_conservation  

 

http://idealera.com/www.jsbws.or

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3577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1

0/28/latest-yellow-sea-bohai-sea-

中国观鸟会联合会成立于 2014 年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18/undp-gef-flyway-project-china/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18/undp-gef-flyway-project-china/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18/undp-gef-flyway-project-china/
http://www.shidicn.com/sf_DD075C5B2FD24B83A36372DBBE0EB3A6_151_66FA58E1101.html
http://www.shidicn.com/sf_DD075C5B2FD24B83A36372DBBE0EB3A6_151_66FA58E1101.html
http://www.shidicn.com/sf_DD075C5B2FD24B83A36372DBBE0EB3A6_151_66FA58E1101.htm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433332_The_rapid_development_of_birdwatching_in_mainland_China_A_new_force_for_bird_study_and_conserv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433332_The_rapid_development_of_birdwatching_in_mainland_China_A_new_force_for_bird_study_and_conserv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433332_The_rapid_development_of_birdwatching_in_mainland_China_A_new_force_for_bird_study_and_conserv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433332_The_rapid_development_of_birdwatching_in_mainland_China_A_new_force_for_bird_study_and_conserv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433332_The_rapid_development_of_birdwatching_in_mainland_China_A_new_force_for_bird_study_and_conservation
http://idealera.com/www.jsbws.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7
http://idealera.com/www.jsbws.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7
http://idealera.com/www.jsbws.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7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10/28/latest-yellow-sea-bohai-sea-region-survey-of-waterbirds-highlights-continued-importance-of-this-global-bottle-neck-a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10/28/latest-yellow-sea-bohai-sea-region-survey-of-waterbirds-highlights-continued-importance-of-this-global-bottle-neck-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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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region-survey-of-waterbirds-

highlights-continued-importance-

of-this-global-bottle-neck-area/  

中国 2019 公民科学（如中国沿海

水鸟普查，对关键物种

如勺嘴鹬、黑脸琵鹭、

青头潜鸭的全国监测） 

https://www.eaaflyway.net/2020/0

3/27/flyway-story-3-ccwc/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1

2/29/survey-on-wintering-scaly-

sided-mergansers-in-china/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5/26/2021-south-china-sbs-

winter-census/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

1/31/experience-world-class-

yellow-sea-migration-and-

在中国，有关公民科学活动的报道越来越受欢迎。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10/28/latest-yellow-sea-bohai-sea-region-survey-of-waterbirds-highlights-continued-importance-of-this-global-bottle-neck-a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10/28/latest-yellow-sea-bohai-sea-region-survey-of-waterbirds-highlights-continued-importance-of-this-global-bottle-neck-a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10/28/latest-yellow-sea-bohai-sea-region-survey-of-waterbirds-highlights-continued-importance-of-this-global-bottle-neck-a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20/03/27/flyway-story-3-ccwc/
https://www.eaaflyway.net/2020/03/27/flyway-story-3-ccwc/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12/29/survey-on-wintering-scaly-sided-mergansers-in-chin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12/29/survey-on-wintering-scaly-sided-mergansers-in-chin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12/29/survey-on-wintering-scaly-sided-mergansers-in-china/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26/2021-south-china-sbs-winter-censu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26/2021-south-china-sbs-winter-census/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26/2021-south-china-sbs-winter-census/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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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

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

1/31/experience-world-class-

yellow-sea-migration-and-

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

effort/  

朝鲜 2017 《朝鲜自然保护区法》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2

0745287-813218023/protection-

of-migratory-birds-brisk-in-dprk/ 

 “2016 年 9 月，《朝鲜自然保护区法》对湿地问题

进行了补充，以加强对候鸟的保护。” 

朝鲜 2016-

2018 

朝鲜湿地名录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

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

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0

6/25/joint-shorebird-survey-of-the-

onchon-county-coast-of-dprk-2/ 

https://shorebirds.org.nz/north-

korea-may-2015 

第二版“朝鲜湿地名录”于 2018 年拉姆萨尔缔约方

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期间发布，确定了西海的 24 个符

合拉姆萨尔名录标准的地点。来自新西兰的

PukoROKoro MirandaNaturalist's Trust 根据 2009

年以来在朝鲜的调查贡献了信息。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www.eaaflyway.net/2017/01/31/experience-world-class-yellow-sea-migration-and-support-the-local-conservation-effort/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20745287-813218023/protection-of-migratory-birds-brisk-in-dprk/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20745287-813218023/protection-of-migratory-birds-brisk-in-dprk/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20745287-813218023/protection-of-migratory-birds-brisk-in-dprk/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10/24/wetland-inventory-for-dpr-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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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2015 朝鲜向 AWC 提交了鸟

类计数数据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5

1050373-668293936/survey-and-

estimation-of-wetlands-on-east-

coast-of-dprk-key-sites-on-eaaf 

（根据通讯）朝鲜为 AWC 提交了鸟类计数数据。 

国家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于去年 3 月春季迁徙

期间对朝鲜东海沿海地区 10 多个湿地的水鸟物种多

样性进行了调查和估计。 

朝鲜 2021 在朝鲜推广 FNS 的出版

物 

https://www.eaaflyway.net/dp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j5N1jUrqPCk  

  

已制作约 12 份出版物，以宣传迁飞网络站点

（Kumya 和 Mundok）、国际重要湿地（Mundok

和 Rason）、关键物种、水鸟介绍和视频。 

关于 Kumya 的视频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的部分支持。 

朝鲜 2022 朝鲜的意识提升活动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

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

dpr-korea-celebrating-world-

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5/26/wmbd-2021-may-report-

dprk/  

 

WWD news: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1

自 2018 年加入拉姆萨尔和 EAAFP 以来，朝鲜提高

了对世界湿地日和世界候鸟日的认识和宣传。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51050373-668293936/survey-and-estimation-of-wetlands-on-east-coast-of-dprk-key-sites-on-eaaf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51050373-668293936/survey-and-estimation-of-wetlands-on-east-coast-of-dprk-key-sites-on-eaaf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51050373-668293936/survey-and-estimation-of-wetlands-on-east-coast-of-dprk-key-sites-on-eaaf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51050373-668293936/survey-and-estimation-of-wetlands-on-east-coast-of-dprk-key-sites-on-eaaf
https://www.eaaflyway.net/dp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N1jUrqP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N1jUrqPCk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26/wmbd-2021-may-report-dprk/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26/wmbd-2021-may-report-dprk/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5/26/wmbd-2021-may-report-dprk/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12170085-534949552/wetlands-and-water/


 
 

145 

 

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2170085-534949552/wetlands-

and-water/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58

0605286-

340045974/preservation-of-

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dprk/  

区域性（黄

海） 

 2018 宣布新的黄海资助计划 https://www.wetlands.org/news/ar

cadia-fund-helps-us-support-

restoration-management-critical-

habitats-migratory-waterbirds-

yellow-sea/ 

阿卡迪亚的一项新拨款支持湿地国际与中国黄海沿

岸的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朝鲜  2019 鸿雁节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

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

dpr-korea-celebrating-world-

migratory-bird-day/ 

强调为朝鲜境内的鸿雁庆祝。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12170085-534949552/wetlands-and-water/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612170085-534949552/wetlands-and-water/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580605286-340045974/preservation-of-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dprk/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580605286-340045974/preservation-of-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dprk/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580605286-340045974/preservation-of-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dprk/
https://kcna.watch/newstream/1580605286-340045974/preservation-of-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dprk/
https://www.wetlands.org/news/arcadia-fund-helps-us-support-restoration-management-critical-habitats-migratory-waterbirds-yellow-sea/
https://www.wetlands.org/news/arcadia-fund-helps-us-support-restoration-management-critical-habitats-migratory-waterbirds-yellow-sea/
https://www.wetlands.org/news/arcadia-fund-helps-us-support-restoration-management-critical-habitats-migratory-waterbirds-yellow-sea/
https://www.wetlands.org/news/arcadia-fund-helps-us-support-restoration-management-critical-habitats-migratory-waterbirds-yellow-sea/
https://www.wetlands.org/news/arcadia-fund-helps-us-support-restoration-management-critical-habitats-migratory-waterbirds-yellow-s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05/first-swan-goose-festival-in-dpr-korea-celebrating-world-migratory-bird-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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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黄

海） 

 2021 来自汉斯·赛德尔基金

会驻韩国代表处

（HSF）的 Felix Glenk

先生是本次研讨会的共

同组织者，他分享了朝

鲜和湿地保护的发展，

并对朝鲜所做的巨大努

力表示肯定。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

0/27/11th-intecol-new-zealand/ 

Glenk 先生分享了在朝鲜的一些重要活动，如视频制

作，向广大观众普及了湿地保护的背景；该视频可

在此观看。因此，自 2015 年以来，朝鲜与 HSF、

土地与环境保护部的紧密合作产生了一些重要成

果，如国际、国家和地方研讨会，潜在的国际重要

湿地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及考察旅行。此外，活

动还加强了网络，提高了认识，并编制了国家湿地

清单，包括朝鲜的 50 多个重要湿地。他表示，通过

环境合作、综合国际环境网络和朝鲜半岛跨界问题

的交流来建立信任，是在朝鲜继续保持明智利用湿

地保护势头的关键。 

国际性（黄

海） 

2021 黄海工作组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

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

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

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6/15/yellow-sea-joint-inventory-

webinar/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

2/12/2019-shinan-international-

symposium-on-conservation-

亮点是正在通过合作加强黄海保护的工作组。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0/27/11th-intecol-new-zealand/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0/27/11th-intecol-new-zealand/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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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for-migratory-birds-and-

their-habitats-in-the-yellow-sea/ 

国际性（黄

海） 

2015  https://www.eaaflyway.net/asian-

waterbird-census/ 

AWC 已收集了黄海数据，目前正在为 CSR 工作。 

国际性（黄

海） 

2021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两点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

g/programme/official-

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

9/09/report-from-the-wcc-in-

hawaii/ 

黄海作为代表参与夏威夷（2016 年）和法国（2021

年）举行的 IUCN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9/11/19/3rd-meeting-of-the-trilateral-yellow-sea-working-group-held-in-shinan-ro-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asian-waterbird-census/
https://www.eaaflyway.net/asian-waterbird-census/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programme/official-programme/session-4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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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2021 五日联合鸟类调研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

0/27/11th-intecol-new-zealand/ 

2019 年 10 月 13 日，在 Mundok 候鸟保护区举办第

一届鸿雁节后，来自 MoLEP、韩国科学院、汉

斯·塞德尔基金会、WWF—香港和香港观鸟会的研

究人员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联合鸟类调查，覆盖朝鲜

三个重要湿地（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8 日）。包括从平壤到元山的长途公路行程，我

们在元山住了两晚，以便前往通宗湖（Lake 

Tongjong）、秋那湖（Lagoon Chona）（10 月 14

日和 15 日）以及库米亚（Kumya）候鸟保护区（10

月 15 日和 16 日）。回到平壤后，我们又在

Mundok 候鸟保护区进行了两个上午的调查（10 月

17 日和 18 日）。我们总共记录了 105 个物种，其

中涉及几种全球保护物种。 

朝鲜 2020 汉斯·塞德尔基金会的

Bernhard Seliger 博

士、Felix Glenk 与

EAAFP 的首席执行官

Spike Millington、IUCN

官员 Raphael Glemet

和 Angela Joehl 

Cardena 一起发布了鸟

类新闻。 

http://www.birdskoreablog.org/?p

=19566 

位于平壤北道文德县的文德候鸟保护区，是朝鲜最

重要的候鸟保护区之一。这里有时会有超过 4 万只

鸿雁和许多其他受威胁的水鸟停留。夏季是相对平

静期，但仍然可以进行一些有趣的观察。意外的

是，一只鸿雁在河边游来游去，估计是患病或者过

劳无法继续前行。虽然没有望远镜很难辨认鸟类，

但还是观测到 200 多只翘嘴鹬，以及少量大杓鹬、

中杓鹬）、青脚鹬和灰斑鸻，还有蒙古鸥和黑尾

鸥。还有一点出乎意料的是，至少有 12 只环颈鸻出

现，它们通常是冬季到来。在芦苇地里，看到了几

只黄苇鳽和至少一只紫背苇鳽、池鹭、黑水鸡和董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0/27/11th-intecol-new-zealand/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0/27/11th-intecol-new-zealand/
http://www.birdskoreablog.org/?p=19566
http://www.birdskoreablog.org/?p=1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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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其中一只在稻田里近距离拍摄）。此外，还有

几十只大苇莺，其中许多在模仿红脚鹬和其他滨鸟

的声音。 

朝鲜 2022 EAAFP 合作伙伴汉

斯·赛德尔基金会驻韩

国代表处参加了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11 日在

朝鲜举行的第六届罗森

（Rason）国际贸易展

览会。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

9/06/hsf-attends-6th-rason-

international-trade-exhibition-in-

dprk/ 

朝鲜有许多重要的迁徙水鸟栖息地，如中华秋沙

鸭、鸿雁和黑脸琵鹭的栖息地。EAAFP 秘书处与韩

国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合作，为去年的海报会议制

作了 CEPA 材料，并在今年更新了材料。韩国汉斯

—赛德尔基金会特别支持和促进朝鲜半岛的合作和

交流。虽然由于内外部原因，朝鲜经常与国际社会

隔绝，当涉及到需要跨国努力的环境问题时，这种

隔绝会构成严重威胁。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开展了

不同的活动来应对这种威胁。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9/06/hsf-attends-6th-rason-international-trade-exhibition-in-dprk/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9/06/hsf-attends-6th-rason-international-trade-exhibition-in-dprk/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9/06/hsf-attends-6th-rason-international-trade-exhibition-in-dprk/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9/06/hsf-attends-6th-rason-international-trade-exhibition-in-dp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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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2021 2009 年 4 月，韩国自然

环境保护基金

（NCUK）和普可罗可

罗·米兰达爱护自然信

托基金会（PMNT）在

平壤西北 80 公里处的文

德完成了一项滨鸟联合

调研。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0

6/25/joint-shorebird-survey-of-the-

onchon-county-coast-of-dprk-2/ 

这是已知第一次对使用朝鲜黄海潮汐区的鸟类进行

调查。2014 年，NCUK 和 PMNT 在平壤签署了一项

联合协议，以扩大这项工作，从 2015 年开始在黄海

沿岸进行一系列滨鸟调研。 

韩国 2021 强调韩国鸟类监测工作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

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

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

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

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1

2/09/the-far-eastern-curlew-

national-survey-in-ro-korea-2021/ 

为了保护韩国的濒危黑脸琵鹭，首次通过卫星追踪

对其繁殖状况、种群、全国分布和栖息地的使用进

行了研究。2020 年 9 月，在 20 个主要地点（包括

韩国仁川的 7 个地点）同时监测显示，最多共观测

到 3327 只黑脸琵鹭。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06/25/joint-shorebird-survey-of-the-onchon-county-coast-of-dprk-2/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06/25/joint-shorebird-survey-of-the-onchon-county-coast-of-dprk-2/
https://www.eaaflyway.net/2015/06/25/joint-shorebird-survey-of-the-onchon-county-coast-of-dprk-2/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https://www.eaaflyway.net/2021/04/30/national-monitoring-of-black-faced-spoonbills-and-study-on-their-habitats-in-the-republic-of-kore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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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份 活动 活动链接 活动简介 

韩国 2020 - 

2021 

第一届黄海生态系统保

护研讨会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

2/05/workshop-on-yellow-sea-

ecosystem-conservation-held-in-

the-republic-of-korea/  

2015 年 12 月 15 日，第一届黄海生态系统保护研讨

会在舒川的韩国国家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举行，

由韩国海洋水产部（MOF）、韩国鸟类学会、韩国

海洋环境管理公团（KOEM）、韩国环境生态研究

所和绿色湿地教育组织。该研讨会汇集了韩国的主

要合作伙伴、中央和地方政府、技术专家、非政府

组织和公民，密切参与潮间带泥滩的保护，特别是

濒危的沿海和海洋野生动物物种，如勺嘴鹬、斑尾

塍鹬和黑脸琵鹭。 

中国 2016 关于潮间带湿地保护管

理的区域对话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0

2/13/regional-dialogue-on-the-

conservation-management-of-the-

intertidal-wetlands-of-the-yellow-

and-bohai-seas/ 

重点报道关于黄海和渤海潮间带湿地保护管理的区

域对话。 

资料来源：EAAFP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2/05/workshop-on-yellow-sea-ecosystem-conservation-held-in-the-republic-of-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2/05/workshop-on-yellow-sea-ecosystem-conservation-held-in-the-republic-of-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2/05/workshop-on-yellow-sea-ecosystem-conservation-held-in-the-republic-of-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6/02/05/workshop-on-yellow-sea-ecosystem-conservation-held-in-the-republic-of-korea/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02/13/regional-dialogue-on-the-conservation-management-of-the-intertidal-wetlands-of-the-yellow-and-bohai-seas/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02/13/regional-dialogue-on-the-conservation-management-of-the-intertidal-wetlands-of-the-yellow-and-bohai-seas/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02/13/regional-dialogue-on-the-conservation-management-of-the-intertidal-wetlands-of-the-yellow-and-bohai-seas/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02/13/regional-dialogue-on-the-conservation-management-of-the-intertidal-wetlands-of-the-yellow-and-bohai-seas/
https://www.eaaflyway.net/2018/02/13/regional-dialogue-on-the-conservation-management-of-the-intertidal-wetlands-of-the-yellow-and-bohai-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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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盐城成果文件汇编：2017、2018、2019、2020 年的摘录 

2020年黄（渤）海滨海湿地研讨会（主要决定）（Y20） 

 

1. 有必要为世界遗产地制定长期计划，为其保护管理提供方向，使当地民众受益，并将

之嵌入更广泛的黄海背景中。这一点甚至在黄（渤）海遗产地扩展过程中更为关键，因为此举

将黄（渤）海潮汐区不同要素联系在一起。这种站点管理计划对于通过生境恢复和再造来减缓

水鸟生境损失至关重要，包括因水文变化、海平面上升、外来的互花米草入侵和池塘水产养殖

造成的生境损失。 

 

2. 为应对潮间带泥滩觅食区的变化，应在江苏沿海地区定期维护和创建多功能的觅食和

栖息地网络，为水鸟提供安全和无干扰的栖息地和觅食地。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既定的基于实

证的工具来管理，包括与站点相关的管理规划、对湿地不同部分进行不同的活动分区，以及创

建无干扰的休憩地。最终，良好的解决方案必将来自于确保鸟类友好的人类活动。 

 

3. 加强和发展协调良好的多学科研究计划，并对盐城和其他重要的黄海地区的水鸟和湿

地进行全年监测，这些举措对于为规划、示范和采取成功的管理和恢复行动提供实证基础至关

重要。监测工作应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专家的现有专业知识和网络相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建议开发一个黄海合作平台，以分享和报告监测数据和其他信息，帮助履行世界遗产、拉

姆萨尔和EAAF伙伴关系的义务。 

 

4. 瓦登海案例研究清楚地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于充分开发世界遗产地的潜力，同

时尊重和改善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非常重要。 

盐城的湿地中心在实施教育、生态旅游和监测以极大地激发沿途迁飞地的持续发展方面有很大

的潜力。湿地中心可展示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创造世界级游客体验和敏感地管理野生

动物保护区之间取得平衡，并成为湿地保护和解决方案的典范。 

 

4.  全球沿海论坛 

该论坛可以为全球沿海保护提供一个平台，整理信息以确定优先事项，确保实施基于实证的沿

海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和恢复，包括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论坛可以利用前景排查来确定即

将到来的机会和挑战，利用解决方案排查来确定可能的选择，利用基于实证的保护与最佳理论

和当地经验相结合，为干预措施提供指导，并利用精心设计的自动监测系统来确保在实践中学

习和改进。 

 

2019 年盐城共识（Y19）2019 年 9 月 30 日 中国盐城 

1. 建议建立欧亚大陆桥沿线城市联盟，加强沿线城市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促进湿地和候鸟保

护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 

 

2.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迁徙物种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新决定要求建立

“全球沿海论坛”。建议盐城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向拉姆萨尔秘书处提出在盐

城设立办事处的可能性，以支持该论坛，将盐城建设成为具有一流国际标准的国际湿地城

市。 

3. 建议将盐城黄海湿地发展成为世界级可持续滨海湿地管理示范区，通过开展基于实证的生

态评估和恢复，维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实现候鸟、生物多样性和当地社区福祉

的目标，特别是加强 a）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综合管理；b）保护、管理和创造靠近水

鸟主要潮间觅食地点的高潮栖息地。 

4. 世界遗产地也可以成为研究和保护管理“在作业海岸湿地”的展示窗口，以实现对鸟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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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潮间带的贝类渔业和海堤上的人工湿地，包括盐池

和水产养殖。 

5. 建议成立一个灵活、动态、反应迅速的生态旅游开发团队，根据明确的标准，规划高质量

的生态旅游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关注公众福祉和文化需求，以及湿地和依赖

湿地的鸟类保护和健康。这一点应针对世界遗产第一期与整个系列的关系，以国际经验为

基础，建立世界一流标准。其核心应是注重加强和保持公众参与和生态教育。 

 
 

盐城 2018 年（Y18） 

建议 1—进一步制定盐城、东沙和条子泥生态系统管理计划，确保三地成为对其他国家、黄海

和全球遗产地具有示范意义的地点； 

建议 2—运转盐城研究所，从地方到全球层面确保对盐城和其他沿海地区的管理具有适当的基

于实证的监测，包括导致国家/黄海互花米草的根除计划，评估风力涡轮机对鸟类种群的潜在

影响，为鸟类和人类制定“在作业滨海湿地”管理指南，包括贝类、盐田、水产养殖和稻田； 

建议 3—为盐城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使其成为中国沿海其他地区典范，包括将盐城认证为湿

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滨海湿地和环黄海海岸的生态旅游路线； 

建议 4—将盐城和中国发展成为滨海湿地保护的全球领导者，包括：i）为迁飞保护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海洋世界遗产计划做出贡献；ii）与韩国就协调管理拟议中的世界遗产展开对话；iii）

在建立拟议中的 CBD/Ramsar/CMS 全球“关爱海岸”论坛中发挥领导作用；iv）支持和领导

与邻国遗产结对的倡议；  

建议 5—进一步参与国际活动，在 2018 年 12 月的 EAAFP MOP、2019 年初的黄海跨界工作

组第二次会议、2020 年 6 月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和 2020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展示黄海滨海湿地保护的成功； 

建议 6—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制定、实施和/或加强宣传和推广计划，强调黄海潮间带湿地

和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特别是利用现有的宣传、教育、参与和意识（CEPA）计划，

重点关注地方、省和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和开发者。 

建议 7—探索如何将盐城湿地和其他滨海湿地更好纳入国家和全球蓝碳战略，并确定这些生态

系统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和减缓上有贡献，包括但不限于《巴黎协定》

中的国家确定贡献； 

2017年盐城宣言（Y17） 

1. 黄（渤）海潮间带湿地被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黄（渤）海地区是亚洲最大最重要的潮间带湿地所在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的

关键环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鸟迁徙范围之一。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构成了该地区被提名为世

界遗产的科学依据，以确认其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在盐城研讨会上，相关国家政

府的代表首次联合起来，进一步探讨申报世界遗产的各种方案，并加强对该地区潮间带湿地的

保护和管理的国际协调。代表们倡导相关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制定物种

保护机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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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保护该地区的潮间带湿地生态系统和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 

对于负责管理和维持该地区湿地的政府来说，这是关键问题所在。过去50年里，黄海和

渤海的湿地面积减少了约66%。湿地生态系统和有赖于此的候鸟已经受到填海开发的严重影响。

根据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一些标志性水鸟物种已经濒临灭绝，甚至是极度濒危。生态健

康问题包括农业中过度使用化肥和杀虫剂造成的水污染，以及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土地围垦等。 

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对这些湿地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威胁。鉴于这些情况，建议

制定一个更系统的监测计划，并与适应性管理框架相联系，以支持早期干预，防止进一步的不

利环境后果，并帮助恢复湿地的复原力。这种监测也是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所需要的。代表们主

张建立盐城滨海湿地研究所，以进一步研究湿地的科学保护，并每年举行一次国际研讨会，评

估保护问题和成就。 

 

3.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标准，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部分特别关注黄海和渤海

湿地地区与世界自然遗产申报相关的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国际上公认，世界遗产的品牌

与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有关。然而，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以防止新的旅游基础设施对湿地产生

负面影响。随着对水鸟迁徙和麋鹿的关注，该地区也可以成为国际自然旅游的重要吸引力，吸

引游客的不仅是该地区的野生动物，还有其健康的环境和生态旅游体验本身的质量。出于这个

原因，代表们主张采用符合IUCN指导方针的“生态旅游”标准，即体验湿地的环境和其所支

持的野生动物是旅游体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盐城研讨会的与会者对黄（渤）海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和申报世界遗产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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