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国最西南端与越南交界的海洋自然保护区  



2 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 



3 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木榄纯林  



4 全国最大面积的平均海平面以下的红树林 



5 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老鼠簕群落 



●水下海草床视频 

6 有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海草床  

海草床.mp4


7 全国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保护区 



8 全国记录鸟类种群数量较多的红树林保护区 

●北仑河口的鸟群视频 

北仑河口的鸟群.mp4


？ 为什么保护区有这么多的鸟类种类和数量  

为北仑河口保护区所在位置 

 保护区地处西太平洋和东亚-澳大

利西亚鸟类迁徙网络的重叠区，

每到迁徙季节，大量来往于西伯

利亚、日本、朝鲜及我国北方与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候鸟，

途经保护区，这一带沿海的红树

林和滩涂成为了它们的重要中途

歇息地。  

国际重要鸟类迁徙区域图 



 

 

国际候鸟迁徙主通道  

● 保护区珍稀鸟类概况 

在保护区内活动的全球性受威胁鸟类有10种，其中极危 （CR）1种：勺嘴鹬；濒
危（EN）1种黑脸琵鹭；易危（VU） 8种：斑嘴鹈鹕、黄嘴白鹭、小白额雁、花
脸鸭、青头潜鸭、白肩鵰、黑嘴鸥、仙八色鸫等。红树林区鸟类中，有192种是
候鸟，占鸟类总数的84.2%。据多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每年飞抵越冬和途经保
护区的各种鸟类有10万只以上。 



▲全球极危鸟类-勺嘴鹬 





3000hm² 

11% 

保护区 功能区划比 

42% 

47% 

缓冲区 
1406.7hm² 

实验区 
1406.7hm² 

核心区 
1406.7hm² 



保护区 三大生态系统 

红树林生态系统 
1300hm² 

海草床生态系统 
约50hm² 

滨海过渡带生态系统 
约5km自然岸线 



红树种类15种——真红树11种/半红树4种。 

现存红树面积1300公顷。 

最具代表性的海湾、岛屿、河口等 
红树林生态系。 

大型底栖生物有155种、鱼类有27种、鸟 
类213种 
 

三大生态
系统 红树林生态系统 



【2】海湾海草床生态系统 

保护区内发现多处海草床，约70公顷。 

喜盐草 

矮大叶藻 

三大生态
系统 海草床生态系统 



【3】滨海植物过渡带生态系统 

植物生物多样性 
相当丰富，初 
步调查发现， 
高等植物有 

800多种。 

三大生态
系统 滨海过度带生态系统 



价 
值 

一、北仑河口保护区是全国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地区之一 、保存较为完整的海陆
生态过渡带以及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和
鸟类物种，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
独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二、保护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我国海洋生态
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管护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情况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副处级，防城港市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
管理）；是防城港市海洋局下属的二层机构； 
 
办公室、宣教科、资源执法科。 
 
珍珠湾管理站、竹山管理站、鸟类救护中心站。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共22人。其中，在职在编人员12人， 
编外人员11人。 
研究生6人、在职在读研究生2人。 

基础管护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 

管理机构 
 

级别 
 
 

    下设科室 
 

基础管理站 
 

人员编制 





■保护区位于防城港市的防城区与东兴市境内，地理坐标为 
21°31’00”－21˚37’30”N，                      
108˚00’30”－108˚16’30”E， 
 

■由东到西跨越珍珠湾、京族三岛（巫头、山心、  万尾）和北仑河口，
岸线长105 km。 在保护区的重要地方设置了保护区界碑、界桩等
标志物，其中设立有界碑20个，界桩6个、界标40个，保护区权属
界线清楚明显。 

 

■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海滩涂和海岛权属为国家所有。
部分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土地属于沿海村组的集体土地。 

 

基础管护 保护区界线与土地权属情况 



保护区界碑与界桩 



保护区标 



保护能力建设情况 

   ▲在珍珠湾管理站、巫头鸟类救护站、贵明村海边、山心村
海边、竹山管理站设立了五个观测监控瞭望塔，其中竹山管
理站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 

 
   ▲建设了3个功能不同的科普教育展厅。 
 
   ▲采购了一批科研设备，与防城港市海 
   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共建红树林保护与研 
   究实验室，科研监测能力逐步增强。 
 
   ▲制订有各项规章制度，管理队伍管理 
    趋于规范。 

山心村、贵明村海边独立式瞭望塔 



珍珠湾管理站客访中心 



珍珠湾管理站科研综合楼 



竹山管理站 



鸟类救护站及鸟类生境防护网 

鸟类救护中心 



巡护道路与巡护车辆 

巡护道路与巡护车辆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保护区三大生态系及相关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恢

复 。红树林有林面积从以前的1274.0公顷恢复到

目前的1300公顷，有林面积增加了2.0 ％ ； 海草

恢复面积为30亩。 

• 保护区成立初，记录的鸟类为145种，近年的监测

显示保护区鸟类记录238种，保护区成为了候鸟迁

徙的安全通道及安全栖息地，鸟类物种得到有效的

保护。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情况 基础管护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保护区日常巡护工作 



保护区执法监察工作 



处理非法采砂船只 



打击非法捕鸟行为 



科研监测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保护区三大生态系及相关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恢

复 。红树林有林面积从以前的1274.0公顷恢复到

目前的1300公顷，有林面积增加了2.0 ％ ； 海草

恢复面积为30亩。 

• 保护区成立初，记录的鸟类为145种，近年的监测

显示保护区鸟类记录238种，保护区成为了候鸟迁

徙的安全通道及安全栖息地，鸟类物种得到有效的

保护。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情况 科研监测 生态监测与科学研究工作 



科研与监测工作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2005年开始全面开展 

北仑河口生态监控区工作，使生态调查工
作得到了全面地铺开，各生物要素、环境要素
得到了全面掌握。 

 

• 开展红树林生态修复试验工作。 

 

• 开展红树林生态养殖试验工作。 



生态监测工作 

>水质监测 
>底质监测 
>红树林生长情
况监测 
>浮游动植监测 
>鸟类监测 

主要开展以下生态监测 



红树林人工造林育苗场试验 

红树林人工造林育苗场试验 



红树林人工促淤自然生态恢复试验 

红树林人工促淤自然生态恢复试验 



积极开展生态恢复建设工作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近年来通过工程手段完成盐碱草及红树林
林促淤试验50亩；修复红树林生态湿地的
350亩；完成恢复种植海草床的50亩；完成
海草床生境改造50亩；完成滨海过渡带恢
复100亩，完成滨海过渡带的生态恢复苗圃
二个及数控温室苗圃一个。 

•近年来还通过公众参与种植恢复红树林近
500亩。 



生态修复后红树景观 

生态修复后红树景观 



海草床生态修复 

海草床生态修复  



北仑河口边界海岸带生态修复对比 

北仑河口边界海岸带生态修复对比 



生态养殖试验工作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红树林生态养殖试验 

红树林生态养殖试验 



 

红树林生态养殖试验 

红树林生态养殖试验 



科普宣教 



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2012年被评为“广西绿色环保教育基地”。 

• 2013年，被评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保护区建设有客访中心科普教育中心、标本馆等设施、竹山红树林湿
地科普教育基地和鸟类救护站鸟类科普展厅，使保护区有了1000平米
固定的宣教场所，面向中小学生、当地居民和游客等开放，普及红树
林生态系统的科普知识及海洋灾害科普知识，年到访量累计达10000

多人次。 



 建立北仑河口红树林网站 

建立北仑河口红树林网站 



客访中心红树林生态科普展厅 

客访中心红树林生态科普展厅 



客访中心标本室 

客访中心标本室 



竹山管理站红树林湿地科普展厅 

竹山管理站红树林湿地科普展厅 



鸟类救护站鸟类科普展厅 

鸟类救护站鸟类科普展厅 



保护区出版的科普读物 

保护区出版的科普读物  



                                               

对学生进行红树林科普教育 

对学生进行红树林科普教育 



深入学校开展红树林保护生态科普教育活动，每年参加学生达1000多人  
 

深入学校开展红树林保护生态科普教育活动，每年参加学生达
1000多人。 



社区开展红树林保护生态科普教育活动  

社区开展红树林保护生态科教活动 



推进新闻媒体参与宣传保护红树林 

推进新闻媒体参与宣传保护红树林 



中央电视台1套在保护区拍摄 

央视1套在保护区拍摄 



广西新闻媒体参与 

广西新闻媒体参与  



东南亚的新闻媒体对保护区的关注 

东南亚新闻媒体对保护区的关注 



公众参与 



防城港市红树林保护社区共管委员会 
（多方参与与共管：政府、学校、企业、社区居民） 



召开防城港市红树林社区共管研讨会 

召开防城港市红树林社区共管研讨会 



 

 

组织推动成立防城港市红树林保护协会 

组织成立防城港市红树林保护协会 



在全国红树林保护系统中，率先成立了得到民政部门注
册认可的第一个民间保护组织。 



推动广西环保NGO组织积极参与保护红树林 

推动广西环保NGO组织积极参与保护红树林 



推动沿岸师生积极参与保护红树林 

推动沿岸师生积极参与保护红树林 





   志愿者参与保护区的生态恢复 

志愿者参与保护区的生态恢复 





民间志愿者组织参与 



部队官兵种植红树林 



组织社区村民种植红树林 

组织社区村民种植红树林 



科研机构参与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保护区近年来加强与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的合作，
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中科院南海所、中科院
桂林植物研究所、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环
科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 广西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钦州学院、等都在保护区开展了相关的
研究工作。为做好红树林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
科学基础。 



回馈社会 



经过多年努力，保护区成为了： 

• 红树林生态系、海草床生态系、滨海过渡带生态
系的科研基地 

• 红树林生态系科普教育中心 

• 大学院校的教育实习基地 

• 中小学生的课外科普基地 

• GEF红树林国际示范区 





大学生在保护区采集植物标本 

大学生在保护区采集植物标本 



保护区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力保障 

保护区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力保障 



保护区是当地社区居民生活来源的保障 

保护区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力保障 







保护区沿岸社区居民得益于保护区
的生态保护收益 

 

保护区沿岸社区居民利益于保护区的生态保护收益。 



展望未来 



经过多年努力，保护区成为了：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由于历史原因，保护区大部分是退化的 

 

 

 

生态系很脆弱，做好保护区红树林湿地生态系、海

草床生态系、滨海过渡带生态系的保护及生态系

统的恢复是保护区重要的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保护区成为了：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加强对红树林滨海湿地的保护管理力度和生
态恢复是保护区当前的重要工作 

• 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和展现我国是一个负
责任大国的体现 。 

• 对我国边境国土安全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 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地方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珍珠湾红树林科普生态旅游示范基地 



未来的思路 

    主要保护对象变化动态 

• 全力以赴保障对保护区资源的有效管控，确保区内的三大
生态系健康，红树林有林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持以及生物
资源的保持完整性。  

• 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准化管理体制 。 

• 全力做好科研监测工作，进一步提升科研监测能力建设。 

• 全力推进北仑河口边界海上绿色长城建设。 

• 积极推动保护区的海草床生态系统的恢复工作，争取取得
海草床恢复的经验，带动广西海草床的恢复工作。 

• 积极推动珍珠湾红树林生态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建设东盟
生态保护的窗口基地。 



谢谢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