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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南海典型的浅海养殖区(((大亚湾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

估!结果表明&2342 年!牡蛎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 / 513182 万元!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为 491/3 万元5=8

2

" 在各项服务价值组成中!供给服务中的养殖生产服务价值#/ 480133 万元$

占主要份额#:4121K$%此外!文化服务中的休闲娱乐#425133 万元$和科研服务#94182 万元$也

比较可观!分别占价值总量的 /180K和 2139K%其他服务价值!如氧气生产#/41/5 万元$!气候调

节#14131 万元$以及废弃物处理#45113 万元$所占份额较小" 234/ 年!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总

量降为 045143 万元!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降为 5139 万元5=8

2

" 在各项服务中!养殖生产服务

价值#853133 万元$较 2342 年出现大幅度降低!但仍占主要份额#111//K$%氧气生产#/41/5 万

元$!休闲娱乐#425133 万元$和科研服务#94182 万元$价值与 2342 年持平!但其所占份额有所提

升!分别占服务价值总量的 /108K!4812/K和 019:K%调节服务#包括气候调节与废弃物处理$

价值相较 2342 年有大幅度下降!而其所占份额却有所上升" 234/ 年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的降低

主要是由于养殖生产服务价值的大幅度降低造成的!而养殖规模过大和海区环境老化是造成该

结果的直接原因" 总体来说!牡蛎养殖大大提升了海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但是必须对养殖模式进

行合理规划!这样才能实现大鹏澳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牡蛎% 海水养殖%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 大鹏澳

中图分类号! *:186666666666666文献标志码&&

66浅海养殖活动在为人类提供大量优质蛋白的

同时"也将养殖区的自然生态系统改造成半人工生

态系统' 研究表明"海水养殖活动会对海洋的生态

服务价值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局部海域"适当地发

展海水养殖对维持和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价

值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超负荷养殖却会导致养殖

区老化"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甚至造成养殖生物

大规模死亡"这样会大大降低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

价值
(4 75)

' 目前"国内外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区域性海洋生态服务价值的模

仿研究
(4 7/"8)

"而对于特定浅海养殖区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深入研究则相对较少' 分析浅海养殖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据此对养殖区进行合理规

划"对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大鹏澳位于大亚湾西南侧"为半封闭型溺谷

湾"总面积约为 45 N8

2

"平均水深约为 9 8"该海

域环境十分适合各类海产品的增养殖"被列为广

东沿岸二类海水增养殖区之一
(1)

' 23 世纪 :3 年

代中期"大鹏澳开始以延绳式平挂的方式吊养葡

萄牙牡蛎#2-%&&/&'-#% %7+1*%'%$"近年来"牡蛎已

成为当地主要的养殖贝类"大面积的牡蛎养殖区

在该湾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大鹏澳牡蛎

规模化养殖必然对海湾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价

值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目前该问题还未得到人们

应有的关注'

本 研 究 借 鉴 : C:00?33:28 ,>/HJH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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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H8?3I;#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和:海洋生态资

本评估技术导则;所建议的方法与技术手段
(9 70)

"

分别于 2342/234/ 年现场调查了大鹏澳牡蛎养

殖模式&产量及价格的周年变化情况"监测了牡蛎

的贝壳及软组织成分的变化特征"记录了养殖区

接纳垂钓等休闲娱乐活动的人次及人均消费情

况"并分析了养殖区在科研服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最终"分别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价

值 / 个方面评估了牡蛎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的年

际变化"并分析了导致该变化的主要原因"以期为

该海湾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46材料与方法

!"!#牡蛎养殖区概况

大鹏澳牡蛎养殖区基本集中于该湾南部"其

海域使用总面积约为 213 N8

2

#图 4$' 养殖区每

根浮梗长度为 233 =/33 8"各浮梗间距约为

215 8"牡蛎种苗购自福建漳浦工厂化育苗场#每

根苗绳长为 218 8"串 40 只牡蛎壳作为附着基$"

挂养于水深约 4 8处"苗绳间距约为 53 >8' 通

常大鹏澳每年可以养殖 2 季牡蛎"其中!冬苗 4/

2 月份下海"当年 9/0 月份收获%夏苗 9/0 月份

下海"翌年 4/2 月份收获' 该海域养殖的牡蛎具

有生长迅速"成活率高的特点"近年来给当地渔民

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

图 !#大鹏澳牡蛎养殖区分布

$%&"!#2F/09-./41(4) %,.F/>(*/,& B0E/

!"=#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构成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由海洋供给服务&海洋调

节服务&海洋文化服务和海洋支持服务 5 个要素

组成
(9 7:)

' 本研究在分析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自

然环境特征及开发利用现状"并综合考虑相关数

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认为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

生态服务价值可从以下 / 个方面进行评估!#4$

海洋供给服务价值"具体包括养殖生产和氧气生

产 2 部分%#2$海洋调节服务价值"具体包括气候

调节和废弃物处理 2 部分%#/$海洋文化服务价

值"具体包括休闲娱乐和科研服务 2 部分' 由于

海洋支持服务主要通过珍稀濒危生物和关键生境

的维持和保存来实现
(43)

"而大鹏澳牡蛎养殖区未

涉及到海洋自然保护区及保护物种"因此"本研究

不考虑该海域的支持服务价值' 另外"被评估海

域基本被牡蛎养殖筏架所占用"导致刺网&地笼网

作业无法展开"当地捕捞活动仅限于渔获量较少

的游客垂钓"因此"本研究将垂钓归于休闲娱乐服

务范畴"为了避免重复统计"忽略捕捞生产对供给

服务价值的贡献'

!"D#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养殖生产和休闲娱乐数据来源于

现场调查及监测资料%初级生产力等自然环境资

料参考近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报道
(44)

%气候调节服

务价值根据浮游植物和养殖牡蛎对 -"

2

的固定量

进行估算%废弃物处理价值根据养殖牡蛎对氮

#%$&磷#6$的固定量进行估算%科研服务价值采

用科研成本法进行评估
(9)

' 本研究评估年份为

2342/234/ 年"由于相关数据统计时间间隔较

短"故不考虑年际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对评估结果

的影响'

海洋供给服务价值

#4$ 养殖生产

养殖生产的价值量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

估"即根据评估年份各时期牡蛎的产量和市场价

格"确定养殖牡蛎的价值量' 各时期牡蛎产量直

接由现场调查获得"牡蛎价格通过访问养殖户获

得"为码头批发均价'

#2$ 氧气生产

氧气生产物质量采用海洋植物光合作用的产

氧量进行评估
(9)

' 由于黄斑篮子鱼 # ",+%71&

/-%@,7$等的摄食"大鹏澳大型海藻生物量很少"

因此本研究暂不考虑大型海藻对氧气生产的贡

献' 养殖区氧气生产数据主要根据浮游植物的初

级生产力"结合光合作用方程计算获得
(9)

"计算

公式!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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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V

"

2

为评估海域浮游植物初级生产提供的氧

气量#I59$%V

66

为浮游植物的初级生产力 (8;5

#8

2

8@$)%" 为评估海域的面积#N8

2

$'

氧气生产的价值量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

估
(9)

"计算公式!

R

"

2

WV

"

2

X!

"

2

X43

Y5

#2$

式中"R

"

2

为氧气生产价值量 #万元59$%V

"

2

为氧

气生产的物质量 #I59$%!

"

2

为人工生产氧气的单

位成本#元5I$'

海洋调节服务价值

#4$ 气候调节

对于小面积海域"其气候调节服务价值可依

据海洋植物对 -"

2

的固定量进行评估
(9)

' 大鹏澳

牡蛎养殖区大型海藻生物量很少"因此"本研究只

考虑浮游植物的固碳量' 另外"收获养殖贝类可

从海水中高效地移除碳
(42 74/)

"而大鹏澳牡蛎养殖

密度很高"产量巨大"其对海区碳的固定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养殖区气候调节服务价值计

算中必须考虑牡蛎的固碳作用' 本研究根据浮游

植物和牡蛎的固碳量计算养殖区的气候调节服务

价值'

浮游植物对 -"

2

的固定量由公式 # / $进行

计算!

VZ

-"

2

W/<19 XV

66

X" X/18 X43

Y/

#/$

式中"VZ

-"

2

为浮游植物固定 -"

2

的物质量#I59$%

V

66

为浮游植物的初级生产力(8;5#8

2

8 @$)%"

为评估海域的面积#N8

2

$'

养殖牡蛎对 -"

2

的固定量由公式 # 5 $进行

计算!

V[

-"

2

W/<19 X

&

7

,W4

#U

*:

X2

*:

\U

C:

X2

C:

$ #5$

式中"V[

-"

2

为评估年份牡蛎固定 -"

2

的物质量#I5

9$%U

*:

为第 ,次收获牡蛎贝壳的干重#I$%2

*:

为第

,次收获牡蛎贝壳的平均含碳量#K$%U

C:

为第 ,

次收获牡蛎软组织的干重#I$%2

C:

为第 ,次收获

牡蛎软组织的平均含碳量#K$'

养殖区气候调节的价值量采用替代市场价格

法进行评估
(9)

"计算公式!

R

-"

2

W#VZ

-"

2

\V[

-"

2

$ X!

-"

2

X43

Y5

#8$

式中"R

-"

2

为气候调节价值量#万元59$%VZ

-"

2

为浮

游植物固定 -"

2

的物质量#I59$%V[

-"

2

为牡蛎固定

-"

2

的物质量#I59$%!

-"

2

为 -"

2

排放权的市场交

易价格#元5I$'

目前对气候调节价值的估算方法有造林成本

法&碳税法以及 -"

2

排放权交易价格法等' 我国造

林成本是以 4::3 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计算的"其时

效性较差"并且海洋与森林的结构不同"所提供的

服务差别较大
(2"43)

' 碳税法则采用瑞典等发达国

家的碳税率标准"不符合我国国情
(45)

' 近年来"国

内学者通常采用中国造林成本 283 元5I和国际碳

税率标准 483 美元5I的平均值 993 元5I作为标准

计算气候调节服务价值
(48 741)

' 2330 年以来"随着

上海&北京&天津等几个主要城市的环境交易所相

继成立"我国 -"

2

排放权配额拥有了符合本国国情

的市场价格"因此"采用 -"

2

排放权交易价格计算

气候调节服务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2$ 废弃物处理

滤食性贝类可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以贝壳和

软组织生长的形式加以固定"收获贝类可从海洋

生态系统中移除大量的 %&6"因此贝类养殖被认

为是缓解沿海营养负荷"增加系统生态服务价值

的有效手段
(49 740)

' 本研究根据牡蛎对海区 %&6

的固定量"采用替代成本法计算养殖区的废弃物

处理价值
(9)

'

牡蛎对 %#6$的固定量由公式#1$进行计算!

V

T

W

&

7

,W4

#U

*:

X2

*:

\U

C:

X2

C:

$ #1$

式中"V

T

为牡蛎固定 %#6$的物质量#I59$%U

*:

为

第 ,次收获牡蛎贝壳的干重#I$%2

*:

为第 ,次收获

牡蛎贝壳的平均 %#6$含量#K$%U

C:

为第 ,次收

获牡蛎软组织的干重#I$%2

C:

为第 ,次收获牡蛎

软组织的平均 %#6$含量#K$'

废弃物处理价值量计算公式!

R

T

WV

T

X!

T

X43

Y5

#9$

式中"R

T

为废弃物处理价值量#万元59$%V

T

为牡

蛎固定 %#6$的物质量#I59$%!

T

为我国生活污水

%#6$的处理成本价格#元5I$'

#/$ 牡蛎对 -&%&6的固定作用

本实验分别于 2342 年和 234/ 年收获季节随

机地抽取 83 只牡蛎"将贝壳和软组织进行分离"

13 X条件下烘干并称重"粉碎和过筛后"测定其

中的 -&%&6含量' 最终"根据贝壳及软组织的干

重及成份"结合牡蛎的产量"确定收获牡蛎可从海

湾中移除的 -&%&6总量#参见公式 5"1$"据此计

算养殖牡蛎的气候调节和废弃物处理价值量#参

见公式 8"9$' 另外"大鹏澳养殖牡蛎附着生物较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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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本研究在取样过程中未将附着生物与贝壳进

行分离"因此"牡蛎对 -&%&6的固定总量中包含

附着生物的部分贡献'

海洋文化服务价值

#4$ 休闲娱乐

大鹏澳牡蛎养殖区饵料丰富"是各种鱼类聚集

与栖息的良好场所' 近年来"4南澳东山蚝场钓

鱼5已成为该地特色旅游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大

量的垂钓爱好者到此光顾"这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研究采用旅行费用法评估养

殖区的休闲娱乐服务价值
(9)

"相关数据通过实地调

访获得"其中!养殖区接待游客人数通过现场直接

观察记录获得"游客个人消费情况通过码头上随机

访问并结合咨询有养殖区垂钓经历的网友获得'

#2$ 科研服务

科研服务价值是指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科研

场所和材料所产生和吸引的科学研究及对人类知

识的补充等贡献
(4: 723)

' 目前"国内外用于评估海

洋生态系统科研服务价值的方法主要有专家评估

法和科研成本法 2 种
(4"9"24)

"由于后者时效性较

好"更符合我国国情
(43)

"故本研究以科研成本法

评估养殖区的科研服务价值'

科研服务价值量计算公式!

R

$

WV

$

X!

$

#0$

式中"R

$

为科研服务的价值量#万元59$%V

$

为科

研服务的物质量#篇59$%!

$

为每篇海洋类科技论

文的科研经费投入#万元5篇$'

26结果

="!#海洋供给服务价值

#4$ 养殖生产

养殖生产的价值量由 2342 年冬季 #4/2 月

份$与夏季#9/0 月份$"以及 234/ 年夏季#9/0

月份$大鹏澳养殖牡蛎的产量及码头批发价进行

统计#表 4$' 其中"2342 年冬季养殖规模较大"

海区筏架全部挂养牡蛎"该阶段牡蛎生长较慢"收

获时规格偏小"价格较低"总产量约为 4124 B43

5

I"产值为4 1:5133万元%冬季牡蛎收获后养殖户

即挂夏苗"由于担心台风对生产的破坏"挂养规模

仅为冬季的 45/"该阶段牡蛎生长较快"收获时规

格较大"批发价格较高"夏季大鹏澳牡蛎总产量约

为 3114 B43

5

I"产值为 4 515133 万元' 最终"

2342 年大鹏澳养殖牡蛎的总产量为 4102 B43

5

I"

总产值为 / 480133 万元"该年度牡蛎养殖给养殖

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表 !#=X!=&=X!D 年大鹏澳牡蛎养殖及收获概况

2(3"!#'.(.6-0109-./456+.64/(,7F(4E/-.%,.F/>(*/,& B0E/764%,& =X!= (,7=X!D

时间

I:8?

养殖量5只

>20I2F?

A:/89HH

湿重5

# ;5只$

Z?IZ?:;=I

贝壳干重5

# ;5只$

@FJ H=?00Z?:;=I

软组织干重5

# ;5只$

@FJ I:HH2?Z?:;=I

总产量5I

I/I90

BF/@2>I:/3

单价5

#元5N;$

BF:>?

总产值5万元

I/I90BF/@2>I

Y902?

2342 年冬 Z:3I?F/G2342

1 B43

0

23142 <8112 0101 <2150 319/ <3123

4124 B43

5

415 4 1:5133

2342 年夏 H288?F/G2342

2 B43

0

/312: <913 4/103 </124 4142 <3121

3114 B43

5

215 4 515133

234/ 年夏 H288?F/G234/

9 B43

0

/0132 <:110 48104 <514: 31:5 <3120

31:3 B43

5

311 853133

注!牡蛎产量基于收获上市部分统计

%/I?H!I=?>90>209I:/3 /GI/I90BF/@2>I:/3 A9H?@ /3 I=?/JHI?FA?:3; =9FY?HI?@

662342 年夏季牡蛎收获后"养殖户将海区筏架

全部挂养牡蛎"为了扩大生产"甚至将筏架间的空

白海域也利用起来进行养殖"据统计"2342 年下

半年大鹏澳牡蛎养殖规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3K左右' 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大"加之养殖区老

化"造成该阶段蛎苗生长缓慢"迟迟达不到上市规

格"从而使该批牡蛎的收获错过了 234/ 年春节前

后的消费旺季%同时"由于牡蛎占据筏架"后续的

夏苗养殖也无从谈起' 234/ 年入夏后"随着水温

的升高"养殖牡蛎出现了大规模死亡现象"到 9 月

份以后其死亡率甚至高达 93K"此时牡蛎虽已达

到商品规格"但是由于空壳过多"肥满度低"加之

集中上市导致的市场饱和"其销售价格一路走低"

到 0 月份其批发价格甚至跌至 312 元5N;' 由于

牡蛎收获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一些养殖户为了给

冬苗养殖腾出空间"只得将挂满空壳的苗绳砍断

沉至海底' 最终"牡蛎养殖规模的扩大并未给养

殖户带来丰厚的回报"甚至影响到后续的生产"如

此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234/ 年大鹏澳仅收获 4

季牡蛎"其总产量为 31:3 B43

5

I"总产值为

853133万元"不足 2342 年总产值的 23K"大部分

养殖户亏损严重'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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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氧气生产

大鹏澳海域初级生产力平均值为 532 8;5

#8

2

8@$

(44)

"由公式#4$可以计算"全年整个牡蛎

养殖区浮游植物可以生产 90/185 I"

2

' 人工制

造氧气的平均成本为 533 元5I

(4"48)

"则由公式#2$

可以计算"养殖区氧气生产的价值量为 /41/5 万

元59' 评估海域面积不变"2342 年与 234/ 年氧

气生产量一致'

="=#海洋调节服务价值

#4$ 气候调节

本研究气候调节服务价值主要来自于浮游植

物和牡蛎对 -"

2

的固定' 大鹏澳海域初级生产力

均值为 532 8;5#8

2

8 @$

(44)

"由公式 #/$可以计

算"每年牡蛎养殖区浮游植物可以固定 -"

2

的总

量为 4 399133 I'

2342/234/ 年各时期收获牡蛎的贝壳与软

组织的碳含量见表 2"由公式#5$可以计算"2342

年收获牡蛎可从海湾中移除 -"

2

的总量为

5 192152 I%234/ 年收获牡蛎可以从海湾中移除

-"

2

的总量为 2 :59181 I' 我国 -"

2

排放权的市

场平均交易价格为 43112 元5I

(43)

"由公式 #8$可

以计算"2342 年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气候调节服

务价值量为 14131 万元%234/ 年大鹏澳牡蛎养殖

区的气候调节服务价值量为 52195 万元'

表 =#大鹏澳养殖牡蛎的 B#?#A含量变化

2(3"=#a(4%(.%0,-%,B#?#(,7A50,./,.-01.F/09-./456+.64/7%,>(*/,& B0E/

指标

B9F98?I?FH

贝壳 H=?00

-5K %5K 65#8;5N;$

软组织 H/GII:HH2?

-5K %5K 65#8;5N;$

2342 年冬 Z:3I?F/G2342 42149 3140 84/ 54183 43130

41/9 B43

5

2342 年夏 H288?F/G2342 42184 3142 1:3 5/104 0152

31:: B43

5

234/ 年夏 H288?F/G234/ 42100 314: 8:8 50143 43194

4144 B43

5

66#2$ 废弃物处理

根据牡蛎的产量及其贝壳与软组织的 %&6

含量#表 2$"由公式#1$可以计算"2342 年收获牡

蛎共从海湾移除 9810: I%和 42108 I6%234/ 年

收获牡蛎共从海湾移除 22120 I%和 5115 I6'

目前"我国生活污水%&6的处理成本分别为4 833

元5I和 2 833 元5I

(41)

' 由公式#9$可以计算"2342

年养殖区的废弃物处理总价值量为 45113 万元%

234/ 年养殖区的废弃物处理总价值量为 5183

万元'

="D#海洋文化服务价值

#4$ 休闲娱乐

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游客基本来自于深圳&

香港等周边地区"据统计"2342 年牡蛎养殖区共

接待游客约 1 233 人次"人均消费约为 233 元"由

此"养殖区休闲娱乐服务价值为 425133 万元59'

234/ 年养殖区休闲娱乐服务价值参考 2342 年的

统计数据'

#2$ 科研服务

鉴于科技论文发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研

究以近 5 年来发表论文的平均值统计养殖区支持

的科研论文数量"具体通过科技文献检索引擎查

询筛选获得" 检索的关键 词 为 4大 鹏 澳 5 和

449B?3; -/Y?5"结果表明"2343 年&2344 年&2342

年以及 234/ 年关于大鹏澳海域的科技论文数量

分别为 4/&40&44 和 45 篇"年均 45 篇' 大鹏澳牡

蛎养殖区面积为 233 =8

2

"约占海湾总面积的 45

9"由此"本研究认为牡蛎养殖区对大鹏澳海域发

表论文数量的贡献率为 459"即 2 篇59' 我国海

洋类科技论文的平均成本为 /8191 万元5篇
(43)

"

由公式#0$可以计算"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平均

科研服务价值为 94182 万元59'

="G#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生态服务价值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大鹏澳牡蛎养

殖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构成#表 /$' 其中"2342 年

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 /513182 万元"单位

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为 491/3 万元5=8

2

' 在各项

服务构成中"供给服务中的养殖生产价值为

/ 480133万元"占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 :4121K%

另外"文化服务中的休闲娱乐和科研服务价值也

比较可观"分别为 425133 和 94182 万元"占生态

服务价值总量的 /180K和 2139K%其他"如氧气

生产#/41/5 万元$"气候调节#14131 万元$以及

废弃物处理 # 45113 万元 $价值所占份额较小'

234/ 年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降为 045143 万

元"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降为 5139 万元5=8

2

'

在各项服务构成中"供给服务中的养殖生产价值

为 853133 万元"其所占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份额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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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111//K%供给服务中的氧气生产"文化服务

中的休闲娱乐和科研服务价值与 2342 年度相同"

分别为 /41/5"425133 和 94182 万元"其所占份额

则升为 /108K"4812/K和 019:K%调节服务价值

相对 2342 年有大幅度下降"但是其所占比例较上

年度有大幅度的上升'

表 D#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生态服务价值构成

2(3"D#B0)*0-%.%0,01.F//50-9-./) -/4E%5/01.F/09-./41(4) %,>(*/,& B0E/

统计年份

HI9I:HI:>90

J?9F

服务类型

IJB?/G

?>/HJHI?8

H?FY:>?H

供给服务

BF/Y:H:/3 H?FY:>?

养殖生产

9O29>20I2F?

BF/@2>I:/3

氧气生产

/]J;?3

BF/@2>I:/3

调节服务

F?;209I:3; H?FY:>?

气候调节

>0:89I?

F?;209I:/3

废弃物处理

Z9HI?

IF?9I8?3I

文化服务

>20I2F?H?FY:>?

休闲娱乐

F?>F?9I:/3

科研服务

H>:?3I:G:>

F?H?9F>=

合计

I/I90

2342

价值5万元

Y902?/G?>/HJHI?8H?FY:>?

/ 480133 /41/5 14131 45113 425133 94182 / 513182

所占比例5K

B?F>?3I9;?

:4121 31:4 4191 3152 /180 2139 433133

单价5#万元5=8

2

$

Y902?/GB?F23:I9F?9

4819: 3141 31/4 3139 3112 31/1 491/3

234/

价值5万元

Y902?/G?>/HJHI?8H?FY:>?

853133 /41/5 52195 5183 425133 94182 045143

所占比例5K

B?F>?3I9;?

111// /108 8128 3188 4812/ 019: 433133

单价5#万元5=8

2

$

Y902?/GB?F23:I9F?9

2193 3141 3124 3132 3112 31/1 5139

/6讨论

特定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非一成

不变"其受评估者所采用的标准和评估年份的影

响很大' 以桑沟湾为例"张朝晖等
(2)

认为桑沟湾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食品供给&原材料供给&

气候调节&空气质量调节&水质净化调节&有害生

物与疾病的生物调节与控制&知识扩展服务与旅

游娱乐服务 0 部分构成"233/ 年该湾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总量为 1139 B43

0

元%而石洪华等
(4)

则认为桑沟湾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渔业生

产&气体调节&污水处理&空气净化&滨海旅游以及

文化价值 1 部分构成"2335 年该湾的生态服务价

值总量为 43184 B43

0

元' 本研究分别从养殖生

产&氧气生产&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休闲娱乐以

及科研服务 1 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大鹏澳牡

蛎养殖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所采用的相关数据大

多来自于养殖区实地调查"所采取的评价标准与

方法"如 -"

2

排放权交易价格法以及科研成本法

等"更符合我国国情"因此相关结果能够更为客观

和真实地反映出人类从该海域生态系统中得到的

效益///生态服务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滤食性贝类养殖过程中会源

源不断地向海底输送生物沉积#粪便和假粪$"而

生物沉积中的部分 -&%&6会长期地封存于海

底
(42 74/"22 72/)

' 本研究只统计了收获牡蛎对海区

-&%&6的移除作用"而未考虑生物沉积对污染物

的埋藏作用"因此"评估结果中的气候调节以及废

弃物处理服务价值可能偏低' 另外"在贝类养殖

区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中是否需要剔除浮游植物的

贡献尚待商榷"这是因为养殖区浮游植物被贝类

摄食&同化后"浮游植物初级生产所固定的碳很大

一部分会转换为贝类的生物量' 如本研究中"牡

蛎养殖区浮游植物初级生产每年可以固定

4 399133 I-"

2

"而 2342 年和 234/ 年牡蛎对 -"

2

的固定量分别为 5 192152 和 2 :59181 I"牡蛎固

定的碳中必然包含海区浮游植物初级生产的贡

献"因此"研究结果中的气候调节服务价值可能存

在一定程度的重复计算'

大鹏澳牡蛎养殖区的主要功能定位是生产海

产品///牡蛎"因此"在其生态服务价值构成中"

养殖生产服务价值占主要份额不足为奇' 2342

年该海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为 491/3 万元5=8

2

"

该值要远超桑沟湾&香港米埔湿地以及长江口牡

蛎礁等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4 72"25 728)

"牡蛎养殖

对海区生态服务价值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234/ 年由于养殖户无视海区容纳量的限制"

大幅度地增加养殖规模"加之长期养殖引起的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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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老化"造成牡蛎生长缓慢"肥满度低"死亡

率高"严重地影响了牡蛎的产量及价格"导致养殖

生产服务价值大幅度降低"最终"234/ 年养殖规

模的扩大并未给养殖户带来丰厚的回报"养殖区

的生态服务价值也大幅度降低' 因此"为了实现

大鹏澳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对牡蛎养殖

容量进行科学评估"并据此采取有效的手段对该

海区养殖模式进行规划与管理迫在眉睫'

本研究的现场调查工作由王满红!宋江以及

多位匿名受访者协助完成#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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