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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昌邑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于2007年10月25日由原国家

海洋局批复建立，是目前为止我国唯一的以柽柳为主要保

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同时也是在山东省境内

设立的首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前言一



• 作为黄河三角洲建群种之一，柽柳对于防风固沙、增加海洋动植物

资源、改善沿海生态环境、维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平衡起着重要作

用。

• 有浅水海域、滩涂、盐沼、柽柳湿地等天然湿地类型；有翅碱蓬、

二色补血草等植物；有白天鹅、大雁等多种鸟类及野生动物。

前言一



• 2009年，成立了山东省潍坊市昌邑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为昌邑市政府直属副县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保护区的建设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

• 2020年事业单位改革，组建了副县级的昌邑市海洋事业发展中心，
同时挂山东省潍坊市昌邑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服务中心的牌子。

机构设置与人员二



• 2015年，委托原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开展《山东
昌邑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
护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2017年年底，《规划》获
得批复。

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实施情况三



• 自2011年以来，按照保护区面临的实际任务问题制定年度工
作计划、确定年度工作目标，年底再进行总结报告评估计划
完成情况。

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实施情况三



• 昌邑海洋生态特别保护
区位于昌邑市北部堤河
以东、海岸线以下的滩
涂上，东西长5000 m，
南北长7000 m，总面积

2929.28 hm2。

范围界限与权属四



• 是目前我国大陆海岸发育最好、连片最大、结构典型、保存最好
的天然柽柳林分布区。

范围界限与权属四



• 保护区的范围及各功能区界址明确，同时，通过设定界碑、界桩
和边界标识，提醒进入保护区的人员注意自身的行为，保护区内
的环境。

范围界限与权属四



• 作为保护区内的优势种，柽柳对于防风固沙、增加海洋动植物资源
、改善沿海生态环境、维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及主要保护对象保护情况五



• 保护区成立后，在对保护区进行日常管护的同时，不断加大滨海湿
地生物特别是天然柽柳林保护力度，积极争取各级各类项目资金进
行植被修复，大力实施柽柳林、滨海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与
修复工程。

生态环境及主要保护对象保护情况五



• 保护区成立之初，投入资金近200万元加强保护区路网建设，先后对
保护区内主干道路和内环路共7000多米进行了沙石硬化；

• 在保护区入口处设立了重65吨的保护区区碑；

• 建设了高2.8米、面积65平方米的观景台；

• 在主要道路上设置特色路标24个，防火标志30多个。

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六







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六

• 2016年，依托渤海海洋生态修复项目，购置了巡护监测船1艘、1站
2机式无人机，建设了标本室、视频监控中心等。

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六



➢无人机（1站2机系统）

无人机试飞现场

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六



17

监管中心

六 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



➢标本室
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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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护工作六

• 结合保护区区域特点，进一步完善保护区巡查方案，明确巡查区域
、巡查路线（航线）、巡查频率，巡查方式方法和巡查要求等内容
。执法巡查人员每月对保护区全面巡查不少于3次，仅2020年共巡
查100余人次,行程1000余公里。做到责任到人、区域到人，实现保
护区定期巡查的规范化管理。

七



日常管护工作六七

与保护区区域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必要时委托海域利益相关
者协助监督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并建立起保护区区域利益相关者相互
监督的体系，以期掌握整个保护区状况。



调查与监测六

• 开展保护区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资源、自然生态灾害、开发利用活
动、外来物种入侵、区内旅游活动、社会经济状况等项内容的监测
活动，并形成了监测与评价报告等成果。

八



调查与监测六

• 加强与相关科研机构或高校合作，将保护区作为多个海洋公益性科
研专项的示范区。

八



调查与监测六

• 另外，以保护区为依托，与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联合建立了昌邑海洋生态与工程研究中心。

八





科普宣传开展情况六

• 通过每年的海洋宣传日、全国科普日等，举办一系列海洋科普宣传
进社区（农村）、进学校、海洋知识竞赛等活动。

九



科普宣传开展情况六

• 编制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科普宣传书籍、音像、文字及图片资料、环
境教育材料等，分发给周边社区居民和来访者。

九



科普宣传开展情况六

• 广泛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参加培训和研讨会，探寻新的合
作项目。

九

海洋所研究生社会实践



科普宣传开展情况六

• 2017年、2018年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联合举
办了两届海岸柽柳论坛。

九



 管护力量不足，制约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位于沿海滩涂，交通不便，在管理与建设方面受到一定程

度的制约；缺乏专业人员，特别是缺乏从事滨海植被研究人员，对柽柳的生长、

繁育等进行专业监测与管护。

 资金不足，限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受基层财政状况的制约，保

护区执法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撑和经费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规范化

建设工作的开展。

 植被丰厚，防火压力大

春季、冬季天气干燥，保护区内遍地枯枝落叶，极易发生火灾；夏季、

秋季是旅游旺季，游客数量较多，火种入区的几率大大增加。火灾一旦

发生，将给柽柳林造成巨大的损失。



汇报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