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环绕南极洲的南大洋是地球上受人类行为影响程度最小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南大洋面积占世界海洋的 15%，•
拥有数千种独特物种，从颜色亮丽的海星、发光的蠕虫到淡色章鱼，多种多样。这里还生活着数百万只•
企鹅，它们以数量巨大的磷虾为食。磷虾是一种小型的虾状甲壳类动物，与其他饵料物种一起构成了精巧
的食物网的基础。科学家认为，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该地区的变暖速度快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
这里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改变。 

这片海域会产生强大的上升洋流，携带着关键的营养物质流向世界各大洋，因此对于地球的健康状况也至
关重要。

为了保护这片独特的区域，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及其合作伙伴与南极海洋
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 及其成员国政府携手合作，致力于在南极洲建立一个大规模海洋保护区 
(MPA) 网络。

南大洋的海洋保护区网络
保护地球上最后一片壮美荒野

Philippe Bourseiller

资料概况介绍 2019 年 5 月



一座有生命的研究独特生物多样性
的实验室 
南极磷虾作为一种基本物种，是南极多元化食物网中 
25% 以上物种的主要食物来源，包括企鹅、海豹、鲸类
和众多鱼类。南大洋大量不同寻常的物种构成了地球上
最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科学家在这里不断发现新
的海洋物种，并可以在没有其他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
研究自然。下面是生活在南大洋的部分物种。

企鹅 鲸鱼

4

蓝鲸
南瓶鼻鲸
座头鲸
南极小须鲸
长肢领航鲸
抹香鲸
塞鲸
阿氏喙鲸
长须鲸
虎鲸

阿德利企鹅
帽带企鹅 
巴布亚企鹅 
帝企鹅
国王企鹅
凤头黄眉企鹅
长冠企鹅

1 2

2

来源：Claude De Broyer 等 (eds.)，“Biogeographic Atlas of the Southern Ocean”，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 (2014)， 
http://share.biodiversity.aq/Atlas/example_BASO_web.pdf 

http://share.biodiversity.aq/Atlas/example_BASO_web.pdf


海鸟海豹 无脊椎动物鱼类4

南极海狗 
食蟹海豹
南方象海豹
豹形海豹
罗斯海豹
威德尔海豹

雪鹱
漂泊信天翁
南极鹱
南极管笔鹱

南极犬牙鱼和巴塔哥尼亚
犬牙鱼（智利海鲈鱼）
冰鱼
灯鱼
南极鳗鳕鱼
长尾鳕鱼
马氏深海鳐
花纹南极鱼 

磷虾
南极海蜘蛛
爬行海绵和玻璃海绵
南极珊瑚
食骨蠕虫
雪人蟹
章鱼
海星 
大王酸浆鱿鱼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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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MLR 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承诺 
CCAMLR 是一个由 24 个国家和欧盟组成的国际机构，成立于 1982 年，主要使命是保护南大洋的多样海洋•
生物。虽然 CCAMLR 的优先任务是养护，但是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策略的前提下，CCAMLR 也允许在某
些区域进行有限的捕鱼作业。这片水域的主要捕捞对象是犬牙鱼和南极磷虾。

 • 2002 年，CCAMLR 成为第一家响应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建议，承诺建立 MPA 网络的国际组织。

 • CCAMLR 的承诺是建立在其保护（而非开采）南大洋的海洋生物的使命和预警原则（如果已知最佳科学
信息有限或不明确之时，则宁可过度养护）之上。 

 • 2011 年，CCAMLR 达成共识，同意采纳养护措施 91-04，1 一个旨在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框架，并确定
了发展海洋保护区的九个规划区域2。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地球的一些最明显的影响，例如暖化和海洋酸化，3 以及海冰密集度和持续时间的变化，4 都已
在南极洲出现。研究表明海洋保护区通过消除生态压力，例如禁止捕鱼，可以帮助生态系统建立应对这些
变化的适应力。5

•• 南大洋相对未受干扰的水域是研究完整海洋生态系统如何对变暖和酸化作出反应的天然实验室。
•• 海洋保护区还可以保护重要的碳库或者碳汇（也称为生物储藏库）。全球储藏的生物碳中 55% 以上储存
在海洋生物体中。6

•• 南极磷虾以海洋表面的浮游微生物为食，并游到深海，通过排泄废物将二氧化碳排出。以这种方式估计
每年多达•2300 万吨的碳被储存起来，相当于 3500 万辆汽车产生的碳排放。 

不只是简单叠加
海洋保护区网络不仅保护南大洋诸多独特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使得海洋生物可以在受保护区域之间迁徙，•
进行繁殖和觅食，而且还会大大促进全球海洋保护目标的实现。

 • 2016 年，《Conservation Letters》期刊发表了一篇科学评论，文中得出结论说全球海洋至少有 30% 需要
划归到海洋保护区中，以实现有效的养护并帮助管理和重新恢复耗尽的鱼类资源。7

•• 根据《自然》(Nature) 期刊 2014 年的一项研究，海洋保护区要取得成功，应当具备面积庞大、偏远、•
执行良好和持久的特点，并且应当禁止任何捕捞鱼类或开采其他资源的行为。8

•• 满足上述标准的海洋保护区会形成溢出效应，从而改善受保护区域之外水域海洋生物的健康状况。9



浮游植物
碳吸收 磷虾

移动到深海

排泄物中的碳汇

进食

二氧化碳

图 1

磷虾是碳汇
南极磷虾每年将相当于 3500 万辆汽车排放的碳储藏在深海

来源：Geraint A. Tarling 和 Magnus L. Johnson，“Satiation Gives Krill That Sinking Feeling,” Current Biology 16, no. 3 (2006):R83–84,  
http://www.cell.com/current-biology/abstract/S0960-9822(06)0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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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磷虾以海洋表面的浮游微生物为食，夜间多次游到深海，以躲避捕食者。它们通过排泄废物将
二氧化碳排入深海。以这种方式估计每年多达•2300 万吨的碳被储存起来，相当于 3500 万辆汽车
产生的碳排放。 

http://www.cell.com/current-biology/abstract/S0960-9822(06)0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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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提案 

东南极海洋
保护区提案 
东南极海洋
保护区提案 

克尔格伦群岛
海洋保护区
克尔格伦群岛
海洋保护区

克罗泽群岛
海洋保护区
克罗泽群岛
海洋保护区

爱德华王子岛
海洋保护区
爱德华王子岛
海洋保护区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
群岛海洋保护区*†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
群岛海洋保护区*†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
群岛海洋保护区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
群岛海洋保护区

威德尔海保
护区提案 

威德尔海保
护区提案 

南极半岛海洋
保护区提案

南极半岛海洋
保护区提案

布韦岛海洋保护区 布韦岛海洋保护区 

南奥克尼群岛南大
陆架海洋保护区

南奥克尼群岛南大
陆架海洋保护区

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 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 

区域 9区域 9

区域 8区域 8

区域 7区域 7

区域 6区域 6

区域 5区域 5

区域 3区域 3

区域 1区域 1

区域 2区域 2

区域 4区域 4本
初

子
午

线
本

初
子

午
线

*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海洋保
护区是英国设立的。对于这些岛屿
的主权归属，英国和阿根廷依然存
有争议。 

^ 本简报印刷时，英国政府正在考 
虑改善海洋保护区。

注：2011 年，CCAMLR 达成共识，
通过了养护措施 91-04（一个旨 
在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框架）， 
并确定了用于发展这些保护区的 
九个规划区域。

来源：CCAM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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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需要保护的南大洋地区
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实现不同区域的•
保护，每个区域代表独特的生态系统 

区域 1
南极半岛西部 - 南斯科舍岛弧

区域 2•
北斯科舍岛弧

区域 3 •
威德尔海

区域 4•
布韦-毛德

区域 6•
克尔格伦高原

区域 5 
德尔卡诺-克罗泽

区域 7•
南极东部

区域 8•
罗斯海地区

区域 9•
阿蒙森-别林斯高晋

现有 CCAMLR 海洋保护区

需要扩展或额外保护的
现有海洋保护区

当前正在 CCAMLR 协商
的海洋保护区提案或草案 



图 3

不被完全了解的生态系统全貌：南大洋的海洋保护区现状
皮尤对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愿景

CCAMLR 海洋保护区规划区域
现有或已提议 

的海洋保护 
区的规模

海洋保护区现状 皮尤对海洋保护区 
网络的愿景 

现有 CCAMLR 海洋
保护区

在规划区域中建立需要扩展或者额
外保护的现有海洋保护区

当前正在 CCAMLR  
协商的海洋保护区提
案或草案 

目前尚无海洋保
护区

区域 1•
南极半岛西部和南
斯科舍岛弧a

94,000 平方公里 CCAMLR 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
海洋保护区 (2009)

将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向
北扩展，将生物多样性热点和
主要企鹅觅食地包括进来

进行中

CCAMLR 成员国阿根廷和智利于 
2018 年提交了南极半岛海洋保护
区提案，CCAMLR 的科学委员会
已经予以考虑。 

企鹅觅食区中的禁止捕鱼缓
冲区 

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和代表性
海底（海床）和浮游（开放•
海域）地区，尤其是海岸区域

保护敏感性区域，包括磷虾的
养殖栖息地以及在鸟类和哺乳
动物的重要生命阶段期间所使
用的区域

建立气候变化参照区域

下一页续

展望未来
在日益加剧的环境挑战中，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建立将成为全球环境合作的典范。 

2016 年，CCAMLR 在其年会上通过协商一致同意在罗斯海 (Ross Sea) 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展示了
此类合作的范例。罗斯海保护区 206 万平方公里（将近 800,000 平方英里）10 面积中包括 155 万平方公里
的开放水域，并延伸到罗斯海冰架以下的海岸线。该海洋保护区面积超过法国国土的三倍，已于 2017 年  
12 月生效。 

随着罗斯海保护区的建立，CCAMLR 向建立大规模海洋保护区网络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朝着这个目标努•
力的后续步骤包括通过讨论中的威德尔海和东南极海洋保护区，以及推进南极半岛西部海洋保护区的提案。•
还必须进一步努力保护区域 9。 



CCAMLR 海洋保护区规划区域
现有或已提议 

的海洋保护 
区的规模

海洋保护区现状 皮尤对海洋保护区 
网络的愿景 

区域 2•
北斯科舍岛弧，•
包括南乔治亚和•
南桑威奇群岛 107 万平方公里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MPA 
(2012) 包括南乔治亚、克拉克•
石群、沙格岩和黑岩周围 12 海里
的禁止捕鱼区，南桑威奇群岛周围 
3 海里的禁止捕鱼区b

考虑在该地区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

区域 3 和 4•
威德尔海、•
布韦岛、毛德海隆

超过 200 万•
平方公里 

欧盟（由德国主导）于 2016 年首
次向 CCAMLR 提交威德尔海保护
区提案

2018 年，提交了一份修订稿，•
其中包括对东南极半岛的额外•
保护。

主要保护地区： 

极星峡谷、菲尔希纳海槽、•
南极半岛东部、威德尔海•
西部、阿斯特丽德海岭、•
毛德皇后地海底山、毛德•
海隆、拉扎列夫海、整个威德
尔流涡生态系统以及布韦岛周
边广阔地区

保护代表性水体和海冰生态•
系统，以及具有较高生物多样
性的海床区域

保护重要猎物物种（包括磷虾
和侧纹南极鱼）、鸟类以及海
洋哺乳动物、犬牙鱼及其他鱼
类的重要生命阶段期间使用•
的栖息地（包括产卵和筑巢•
地点）

58 平方公里 挪威建立的布韦岛海洋保护区 
(1971)，距海岸 12 海里

区域 5 和 6•
克罗泽群岛、德尔
卡诺海隆及克尔格
伦高原

180,000 平方公里 南非建立的爱德华王子岛海洋保•
护区 (2013) 需要额外保护的主要区域包括： 

卾毕-勒拿海底斜坡及周边海•
底山、德尔卡诺海隆区域、•
西南印度洋脊、班扎尔海底•
斜坡、埃伦海底斜坡、克尔格
伦高原大洋区域以及克尔格伦
生产区

加强克尔格伦和克罗泽群岛周
围国家管辖海域的保护

114 万平方公里 法国建立并于 2017 年扩展的克罗
泽群岛和克尔格伦群岛海洋保护区

71,000 平方公里 澳大利亚建立并于 2014 年扩展的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海洋保护区

下一页续

现有 CCAMLR 海洋
保护区

在规划区域中建立需要扩展或者额
外保护的现有海洋保护区

当前正在 CCAMLR  
协商的海洋保护区提
案或草案 

目前尚无海洋保
护区



CCAMLR 海洋保护区规划区域
现有或已提议 

的海洋保护 
区的规模

海洋保护区现状 皮尤对海洋保护区 
网络的愿景 

区域 7•
南极东部

950,000 平方公里
2011 年澳大利亚、法国和欧盟首•
次向 CCAMLR 提交东南极海洋保
护区的提案；目前依然在协商中

麦克罗伯森、德瑞格斯奇和杜
比尔-默茨地区三个代表性的
保护区  

保护代表性海底和浮游生物
区域

保护重要被捕食物种（包括磷
虾和侧纹南极鱼）、鸟类以及
海洋哺乳动物的重要生命阶段
期间使用的栖息地

建立气候变化和渔业参考区域

在当前提案之外需要保护的重
要区域，包括普里兹湾、威尔
克斯地之外的 Cosmonaut 冰
间湖、恩德比群岛及贡内鲁斯
海岭

区域 8•
罗斯海地区c

206 万平方公里 CCAMLR 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 
(2016)

采纳一套有效和全面的研究与
监测计划，以监测世界上最大
的受保护区域

有效实施中的海洋保护区

区域 9•
阿蒙森和别林斯
高晋海

尚无海洋保护区；有限的规划正
在进行中

别林斯高晋海的海岸和近海•
区域，包括容易崩塌的冰架
区域

需要保护的重要区域包括彼•
得一世岛附近海域和北面的海•
底山、阿蒙森海的开放海域和
海底山

a 在南极半岛地区冰架、冰川或冰舌（狭窄冰条）消退或崩塌之后，可以在任何新暴露的海洋区域中指定用于科学研究的特殊区域•
（包含部分统计分区 48.1、48.5 和 88.3）。虽然不是海洋保护区，但这些区域可以提供长达 10 年的保护。

b 注意：此海洋保护区（由英国公布）及群岛的主权仍然受到阿根廷的质疑。
c 此海洋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此数字包括罗斯海冰架所覆盖的海域；如果不算这部分面积，海洋保护区的面积为 155 万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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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CCAMLR 海洋
保护区

在规划区域中建立需要扩展或者额
外保护的现有海洋保护区

当前正在 CCAMLR  
协商的海洋保护区提
案或草案 

目前尚无海洋保
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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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pewtrusts.org/southern-ocean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借助知识的力量解决当今最具挑战的难题。皮尤基金会运用严谨和分析式的方法改进
公共政策、增进公众对相关议题的了解，推进活跃的公民生活。

该资料概况介绍于 2019 年 5 月修订，以反映南大洋海洋保护区提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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