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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现存海龟仅有２科６属７种，且都处于濒危状态，国际上
十分重视海龟保护工作。在海洋渔业捕捞活动中，经常误捕到海龟，捕虾拖网、刺网、延绳钓渔业对海龟资源

的误捕和伤害性最大。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以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为主导，各区域性渔业组织及捕鱼国
政府部门为管理主体的法律政策框架，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海龟养护、减少海龟误捕及伤害的决议性文件。

主要的管理手段有：渔民培训、渔具渔法优化设计、信息收集与交流、港口检查措施、观察员制度、规范渔捞日

志等。在技术措施方面，拖网捕捞中的“海龟逃生装置”、刺网捕捞中的“窄网”和提高拉杆长度、延绳钓渔业

中采用的圆形钓钩和鲐鱼饵料，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我国的渔业管理制度对减少渔业活动中的海龟误捕伤

害涉及不多，研究很少，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来指导，亟需完善。建议：（１）普及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
法和理念；（２）不断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３）制定可行的管理标准，并使用市场机制；（４）相应的控制手段要
适当，并与其他措施相结合；（５）渔民培训与保育观念的宣传。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发展可持续性渔业，为进一
步规范海洋捕捞、减少对海龟等珍稀物种的伤害误捕提供了契机，如何与国际社会的管理“接轨”，实现海洋

生物多样性与渔民生计的“双赢”，都是需要管理部门着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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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海洋动物种群，如海洋哺乳类、鲨鱼、海
鸟以及海龟等，由于它们自身的生活史特性（寿

命长、性成熟期晚、繁殖率低、迁徙范围广等），使

得它们在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时变得十分脆弱，一

些动物种群也就因此逐渐濒临崩溃灭绝。

目前，海洋中的生物资源为人类提供着超过

２０％的动物蛋白来源，但是随着捕捞规模和作业
水域的扩大，捕捞渔具对目标鱼种之外的海洋动

物的伤害、误捕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成为了这些

动物种群的一个重要的致危因素［１］。海龟是人

类近海或远洋渔业活动中十分常见的误捕物种，

目前该类物种的生存已面临着严重威胁，不少族

群甚至已经灭绝，因此如何减少海龟误捕、加强

海龟养护已是迫在眉睫，国际社会也一直为此不

断努力，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政策框

架，各类技术措施也相继推出。本文梳理了目前

比较常见的海洋捕捞活动中的海龟误捕现象以

及各类管理措施，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就如

何进一步规范海洋捕捞、减少对海龟等珍稀物种

的伤害误捕进行了思考辨析，为我国转变渔业管

理策略、健康发展海洋渔业提供参考。

１　海龟资源概况

目前全球海龟仅有２科６属７种，分别是绿
海龟（Ｃｈｅｌｏｎｉａｍｙｄａｓ）、骳龟（Ｃａｒｅｔｔｅｃａｒｅｔｔａ）、太
平洋丽龟（Ｌｅｐｉｄｏｃｈｅｌｙｓｏｌｉｖａｃｅａ）、大西洋丽龟
（Ｌｅｐｉｄｏｃｈｅｌｙｓ ｋｅｍｐｉｉ）、 玳 瑁 （Ｅｒｅｔｍｏｃｈｅｌｙｓ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ａ）、平背龟（Ｎａｔａｔ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ａ）和棱皮龟
（Ｄｅｒｍｏｃｈｅｌｙｓｃｏｒｉａｃｅａ），主要分布于太平洋、印度
洋和大西洋海域［２］。海龟是大洋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活动海域广泛，以鱼类、头足纲

动物、甲壳动物及海藻为食，由于其独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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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有科学家将其称为“海洋底层群落的设计

者”和“营养盐的搬运工”［３］，对维持海洋生态系

统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全球海龟资源呈直线下降趋势，例如

我国南海海域，在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绿海龟资
源极为丰富，仅每年洄游到西沙、南沙群岛的海

龟数量就不少于１４０００只，然而现在整个南海的
绿海龟数量仅剩下不到２０００只［４］。渔业误捕是

造成海龟数量下降的重要致危因素，刺网缠绕、

捕虾拖网误捕、延绳钓误捕等现象每年造成大量

海龟死亡，如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域的单拖渔

船每年就能误捕到（５２９５±１２３１）只海龟［５］，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与担忧。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濒危物种名录，除平背海龟外，其余６种
均处于濒危灭绝状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将所有海龟物种列入附录Ⅰ，
严格禁止其国际贸易。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也将海龟所有种类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等级为ＣＲ（极
危）［６］禁止对其捕捉和经营。

２　海洋渔业捕捞活动中的海龟误捕

拖虾渔业、刺网渔业以及延绳钓渔业是海洋

渔业捕捞活动中误捕海龟现象最为集中的３类
活动，其中以捕虾拖网误捕海龟最为严重。

２．１　捕虾拖网活动误捕海龟
虾类是海龟的主要饵料，因此人类在进行拖

网捕虾作业时常常误捕到在该区域内栖息觅食

的海龟，海龟被误捕入网囊内无法逃出，从而绝

大多数被溺死。据科学家估算，在“海龟逃生装

置”（ＴｕｒｔｌｅＥｘｃｌｕｄｅｒ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ＥＤｓ）普及之前，每
年死于虾拖网的海龟数量就达到了１５００００只左
右，仅仅在美国东南部海域，早期的捕虾拖网船

队大约每年因误捕而致使 ６２３００只棱皮龟、
２０００只大西洋丽龟、１４００只绿海龟死亡［７］；

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墨西哥湾捕虾拖网渔船总共误
捕到了３４０５００只海龟，至少造成了７１０００只海
龟死亡［８］。

２．２　刺网渔业活动误捕海龟
海龟误入刺网捕捞区域内，很容易缠绕、楔

入或刺入到网具上，难以逃脱，从而窒息或受到

致命伤害。有研究表明，近岸的定置刺网渔业往

往会误捕到绿海龟、棱皮龟和丽龟等种类，且其

中相当一部分是小龄海龟［９］，这无疑会对本已处

于濒危状态的海龟资源造成巨大伤害。例如在

中南大西洋海域，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间，该海域的大
孔刺网渔业就捕捉到３５０尾红海龟［１０］。另外，近

岸刺网渔业分布散乱、难以监管的特点，也使不

少沿海地区的上岸产卵海龟或幼龄海龟的生存

受到影响，同样，一些被丢弃到海洋里的刺网渔

具还会随着洋流漂动成为“幽灵网具”，威胁着许

多海洋动物的生存。

２．３　延绳钓渔业活动误捕海龟
延绳钓渔业主要捕捞剑鱼、金枪鱼等经济鱼

种，其干线长度可达１００ｋｍ，每次投放的钓钩达
到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枚，这些干线或带饵料的钓钩常
常缠绕溺死海龟或钩住海龟使其致死［１１］。虽然

延绳钓渔业活动经常误捕到海龟，但误捕到的海

龟死亡率并不高。例如，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期间，
夏威夷延绳钓渔业平均每年误捕到 １１５只棱皮
龟，死亡率为 ３３％；３９３只骳龟，死亡率为
４０％［１２］。美国大西洋远洋延绳钓船队自１９９２年
起到２００６年，平均每年有７２７只骳龟被误捕到，
但仅有３８只死亡，死亡率为 ５．２％；棱皮龟 ７５３
只，死亡率为２．７％［１３］。由上可见，在延绳钓渔

业中，不同海域不同海龟物种，其误捕数量及死

亡率是不相同的，骳龟和棱皮龟则是较为常见的

误捕对象。

３　海龟误捕管理的法律政策框架

针对海龟的误捕管理，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

以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为主导，各区域性渔业
组织及捕鱼国政府部门为管理主体的法律政策

框架。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６２条规定，
各沿海国有责任和义务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

洋生物资源进行养护，包括“与所捕捞鱼种有关

联或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物种”，即兼捕、误捕物

种，“以便使这些物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

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的水平以上”。同时，海龟

作为一类高度洄游性的海洋濒危动物，也受１９９５
年通过的《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

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的保护，该协定第 ５
条ｆ款规定：“要采取措施，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包括发展和使用有选择性的、对环境无害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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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高的渔具和捕鱼技术，以尽量减少污染、废

弃物、遗弃渔具所致的资源损耗量、非目标种（包

括鱼种和非鱼种）的捕获量及对相关或从属种特

别是濒于灭绝物种的影响。”同年，ＦＡＯ通过的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也指出，应当特别注重水

生生境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妥善保存和濒

危物种的保护工作，采取合适的、正确的措施来

最大化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其

中就包括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捕捞网具优化措施。

２００３年开始，ＦＡＯ专门召开了多次会议，邀
请各国专家就如何改进捕捞技术以减少其对海

龟活动的影响展开探讨，并于２００５年通过了一份
“关于在海洋捕捞作业中如何减少海龟死亡的行

为指南”（以下简称《海龟指南》），虽然该份指南

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为规范各类海洋渔业活

动、减少海龟误捕及伤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指导

方针。２００９年，ＦＡＯ将《海龟指南》重印出版，并
面向各国发行［１４］。指南详细阐述了海龟与海洋

渔业捕捞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全球划出了

各类海龟容易被渔业误捕的高风险海域，倡议各

区域性渔业组织及捕捞国出台措施，规范渔船避

开高风险区域的捕捞作业。指南还分别就拖网、

刺网、延绳钓等各种捕捞方式对海龟的误捕情况

做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认为渔民

培训、渔具渔法优化设计、信息收集与交流、港口

检查等措施应当同时开展，相辅相成。另外，经

济激励政策、海洋保护区策略也具有一定的积极

效应。

自２００５年ＦＡＯ《海龟指南》推出后，美洲间
热带金枪鱼委员会（ＩＡＴＴＣ）、养护大西洋金枪鱼
国际委员会（ＩＣＣＡＴ）、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ＩＯＴＣ）、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ＣＰＦＣ）等区
域性渔业组织也依据指南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有

关海龟养护、减少海龟误捕及伤害的决议，并着

重强调了信息收集与报告制度，要求各成员国在

规定时间内及时提交 ＦＡＯ《海龟指南》的实施情
况以及所收集到的海龟误捕数据（包括各种渔具

的误捕率、目标物种、误捕发生的时间及海域、误

捕物种的个体大小），并促请各捕鱼国在国内积

极推行观察员项目、规范渔捞日志、港口检查等

各类管理措施，并在海龟集中海域建立海洋保护

区，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龟保护区域的有效覆

盖。鼓励各成员国科研机构积极开展各类渔具

的优化设计试验，验证其与其他减少误捕措施结

合在一起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及时将结果提交

组织委员会，从而加以普及推广。

４　减少海龟误捕的技术措施

为了限制捕虾拖网对海龟的危害，科学家于

１９８５年研制出了“海龟逃生装置”（ｔｕｒｔｌｅ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ＥＤｓ），即在渔网内装置栅栏，海虾入
网，而把海龟挡在外面或通过旁边的口逃逸（图

１），效果十分明显，价格也不贵。该装置问世后
在美国国内迅速得到推广，尤其是在２００３年美国
国家海洋渔业局（ＮＭＦＳ）规定ＴＥＤ开口必须扩大
至容许所有海龟能够逃逸出来，使得海龟逃逸成

功率大大增加。目前该装置已在全球范围内得

到广泛使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捕捞国都规定各

国内的拖网捕虾船只必须安装使用该装置以保

护海龟。

图１　海龟逃生装置（ＴＥＤｓ）示意图（ＮＭＦＳ绘制）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ＤｓｂｙＮＭＦＳ

　　刺网渔业方面，１９９１年联合国第４６届大会
通过了４６／２１５号决议，要求各国采取行动，保证
到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各大洋和海的公海全面
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该项决议的施行，消除了

公海大型流刺网对海洋鱼类、哺乳动物、海鸟以

及海龟的巨大威胁，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维

护。但在近岸渔业活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

小型渔业捕捞活动中，定置刺网捕捞依然广泛存

在，相应的规章制度与监管措施、数据统计、误捕

濒危动物后的管理也一直不到位，使得该方面的

海龟误捕管理难以实施，所造成的威胁也就难以

消除。目前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法是采用“窄网”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ｎｅｔｓ）、绿光灯装置（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ｓｔｉｃｋｓ）、
鲨鱼影（ｓｈａｒｋｓｈａｐｅ）、提高拉杆长度（ｔｉｅｄ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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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ｎｇｔｈ）或干脆不使用拉杆装置，均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海龟误捕现象的发生［１４－１６］。

延绳钓渔业误捕海龟现象已引起了国际上

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关注。一些区域性渔业组织，

例如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ＣＰＦＣ）、养护大西
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ＩＣＣＡＴ）、美洲间热带金枪
鱼委员会（ＩＡＴＴＣ）等，就曾多次召开科学会议，着
手研究如何从技术上降低延绳钓钓具误捕海龟

率和上钩后的海龟死亡率。当前比较常用的措

施，如禁止在海龟高出现率区域投钩、采用较大

的圆形钓钩（图２）、减少或改用饵料、渔船上强制
配备海龟脱钩器等，均能有效地减少海龟误捕率

以及海龟上钩后释放的死亡率［１７］。戴小杰

等［１１］、庄之栋等［１８］和许柳雄等［１９］就专门观察分

析了我国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在公海作业时的误

捕海龟情况，就不同延绳钓钓钩、钓钩深度、作业

海域与误捕海龟数量做了相关性分析，并对环形

钓钩与圆形钓钩的钓获率做了比较试验，提出若

在延绳钓中靠近浮子的支线上采用圆形钓钩可

以达到防止海龟误捕的目的。另有研究表明，在

金枪鱼延绳钓渔业中使用圆形钓钩，能够有效减

少４４％～８８％的误捕率，若是在圆形钓钩的基础
上以鲐鱼作为饵料，相应海龟的误捕率则比传统

钩钓下降了 ６５％ ～９０％，效果更为明显［２０］。另

外，观察员制度、渔民培训制度，能够敦促各延绳

钓远洋渔船遵守各区域渔业管理制度，防止误捕

海龟上船后因船员处置不当而受伤或死亡的状

况发生，在国际海龟保护工作中也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图２　常见的延绳钓钓钩类型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ｍｏ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ｈｏｏｋｓ

（ａ）“Ｊ”型钩 Ｊｈｏｏｋ；（ｂ）日本金枪鱼钓钩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ｕｎａｈｏｏｋ；

（ｃ）圆形钓钩 ｃｉｒｃｌｅｈｏｏｋ，引自《海龟指南》。

５　我国管理现状

５．１　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海龟种群数量的急

剧减少，但针对渔业捕捞活动误捕海龟现象的分

析研究并不多，相关的数据收集、资源评估、法规

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并未完全展开。我国爬行动

物学家黄祝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便梳理出了国
内外海龟保护的法律体系，并结合当时的国际组

织动态对海龟保护策略做了译述，认为渔业捕捞

致使许多海龟处于濒危灭绝状态，大力控制捕获

是理所当然的［２１］。戴小杰、许柳雄、宋利明等开

展了一些研究［１１，１８－１９，２２］，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站在

捕捞学和渔具渔法的视角来关注分析海龟等海

洋珍稀物种的误捕情况，但其所采用的数据时间

跨度较短，来源渔船航次较少，不能够完全掌握

到我国延绳钓远洋渔船在该海域内的海龟误捕

及处理情况。另外，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以远洋渔

业为对象，多是为适应国际渔业管理中的相关要

求而开展研究，且内容主要限于技术措施，管理

制度方面的研究甚少，针对我国周边海域近海捕

捞作业的相关研究则更为少见。

５．２　管理进展
我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珍稀海洋物种的保

护，很早就将海龟列为保护物种，并设立了自然

保护区（广东省惠东县海龟自然保护区），对在其

管辖区域内产卵筑巢的海龟实施较为有效的保

护，同时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对海龟等

珍稀海洋物种实施严格的保护与管理，另外在

２０１１年３月开始实施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
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了要“救护伤病、搁浅、误

捕的保护物种”，然而对于国内近岸及远洋渔业

中存在的海龟、鲸豚等海洋珍稀物种的误捕现象

却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指导，仅仅是通过相关部

门或地方政府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以规范，缺乏

针对性、连续性和强执行力，其所产生的管理成

效也就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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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讨论与建议

６．１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ＥＢＦＭ）
ＨＡＬＬ等［１］、ＳＯＹＫＡＮ 等［２３］ 以 及 ＤＵＮＮ

等［２４］海洋学者在研究中提出，针对渔业活动中的

兼捕、误捕管理并非易事，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政

治和道德的复杂的科学命题，尽管部分国家地区

和管理组织在不断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较为明显

的进展，但与多数国家管理进展缓慢甚至缺乏管

理的现状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仍需要在国际

上给予更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和支持。２００４年，
ＰＩＫＩＴＣＨ等［２５］多位科学家就曾专门撰文系统性

地论述了一种渔业管理的新方式———基于生态

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ＥＢＦＭ），他们认为基于生
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渔业管理的新方向，从根本

上扭转了渔业管理的优先顺序，是一种更加注重

生态系统而不是目标鱼种的管理，要求对受到影

响的非目标种也要采取养护与管理措施，其中就

包括濒危物种。ＥＢＦＭ的风靡推动了各国渔业管
理模式的改革，这也为完善渔业捕捞活动中的海

龟保护机制提供了机遇与动力［２６］。在实践中，无

论是海洋保护区的设计与建立，还是相应渔具渔

法的优化改进试验，以及各海域针对捕捞船只及

捕捞努力量的限制程度，均要基于各自生态系统

的特点，摒弃各类政治、经济和道德因素的不利

影响，从而得出最有利于资源养护、误捕数量最

少的渔业管理方式，将渔业活动对海域生态系统

的影响程度减少到最低，正是 ＥＢＦＭ的有效体
现。

６．２　信息交流与合作———“通用型解决方案”
２００９年出版的 ＦＡＯ《海龟指南》指出，对于

海洋渔业捕捞活动中的海龟误捕问题，世界上并

没有一个“通用型解决方案”（ＯｎｅＳｉｚｅＦｉｔｓａｌ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因此，无论是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还是各捕捞国管理部门，各层机构都应当切合实

际，针对不同海域、不同作业方式、不同捕捞季节

推出不同的管理措施，可目前存在的这种“自上

而下”的海龟误捕管理机制根本无法做到灵活应

对，信息报告制度虽然已初步成形，但不同捕捞

国提交的数据真实性不同，无法形成有效反馈，

从而影响到上层决策。同时，海龟的洄游范围十

分广阔，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捕捞活跃海域，穿梭

于各类渔船和网具之间，但遗憾的是，多数地区

的渔业评估制度并不完善，兼捕、误捕数据极不

完整，很难获得其累积性的捕获估计，也就难以

实施有效的管理。因此，加强对各捕捞国船队的

监督，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数据及时更新交流平

台，是十分有必要的。一些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ＩＵＣＮ、ＣＩＴＥＳ、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等）在海龟养护方面也
发挥着巨大作用，加强与这些组织的合作与信息

交流（例如签订谅解备忘录、互派观察员等），允

许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管理决策中去，避免决

策冲突，从而保证各类决策顺利有效地执行。另

外，借助这些组织的民间力量加强对各捕捞国海

上活动的监督，也会进一步推动各项政策的落实

与实施。

６．３　可行的标准与市场机制
１９８９年，美国为了推广海龟释放装置

（ＴＥＤｓ），在其１９７３年通过的《濒危物种法》中增
设了一个条款，要求禁止进口那些使用可能有害

海龟的商业捕捞技术捕获的虾，并逐步颁布了各

类实施细则，造成了一些受到利益损害的捕捞国

家的不满，从而引发了美国与印度、巴基斯坦、马

来西亚和泰国之间的“虾和海龟案”。可见，对于

海洋物种的兼捕、误捕管理，不同国家地区采用

的管理标准并不一致，同时也与一些普遍实行的

市场贸易原则相矛盾，使得一些管理措施（管理

模式、法律规章）、技术手段（渔具渔法优化、捕捞

限制）在推广普及中面临困难。因此，在措施推

广方面，各捕鱼国及区域性渔业组织加强沟通磋

商，制定出一个可行性标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与保证。“虾和海龟案”最终责成美国尽快采取

相应措施以同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般原则相适应，

但美国所强调的对海龟物种的保存和养护得到

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肯定，这也在贸易原则与

濒危物种保护两个方面之间确定了一个“风向”。

另外，生态标签制度（Ｅｃｏｌａｂｅｌｉｎｇ）以及其他类似
项目的开展，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海龟及其他濒

危物种误捕数量的减少，也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

的不错尝试。

６．４　适当的控制：观察员项目与禁渔／休渔措施
在海龟误捕管理中，观察员项目与禁渔／休

渔措施是各管理层面最为常用的控制措施。观

察员项目是目前实施较为广泛的管理手段，由各

捕鱼国或区域组织派遣的渔业观察员可以直接

记录、检查海上渔船的作业活动、网具和渔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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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监督其规范作业，减少对非目标种的兼捕、误

捕，并对误捕到的濒危海洋动物进行妥当的救助

处理，在海龟误捕管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该项目当前无法做到全面覆盖，其所提

供的信息也仅仅是全球性渔业活动的“一瞥”，只

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来控制普遍存在的兼捕、误

捕现象。另外一个控制手段是规避高风险海域，

即在误捕海龟等濒危物种频率较高的海域或时

间段实施禁渔／休渔措施，ＦＡＯ《海龟指南》就罗
列出了一些误捕、伤害海龟的高风险海域，敦促

相关捕鱼国及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出台措施，加

强协作，减少对海龟的误捕，但也指出该类控制

措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不少海域的

信息难以获得，无法判定其是否属于高风险海

域，也就谈不上“规避”了［１４］，另外，关闭一些海

域的渔区，势必会造成大量渔船涌入管理较为宽

松的地方进行捕捞，反而对该海域的海洋生物资

源造成破坏，又或者在禁渔／休渔期结束后会很
容易产生各类捕捞努力量及兼捕数量、配额的急

剧膨胀，使得原本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

针对海洋捕捞对海龟种群的误捕管理，相应的控

制手段只有与不断提高渔具选择性、增强民众保

育观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

６．５　渔民培训与保育观念的宣传
尽管一些国家地区和渔业管理组织已经出

台了许多减少海龟伤害误捕的技术措施和管理

规定，但由于渔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观察员

覆盖范围低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有效的技术措施

和管理规定并未在海上得到很好的执行，渔业捕

捞活动对海龟的伤害、误捕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例如海龟释放装置（ＴＥＤｓ）作为一个十分便捷有
效的减少海龟误捕的环境友好装置，却被一些捕

虾渔船拒绝使用，他们认为这种装置会减少他们

的产量，尽管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在远洋延绳钓

渔业中，被误捕上来的海龟经常会因船员处理不

当而受到二次伤害，甚至死亡，因此加强渔民培

训和保育观念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有研究曾

指出，海龟在一些沿海地区是一种受欢迎的误捕

物种，渔民们能够通过当地贸易、黑市交易等方

式获得比较大的收益［２７］，这无疑对海龟误捕管理

措施的推行造成了阻碍；我国台湾学者程一骏就

认为，加强对海龟的生态研究，提升民众对自然

资源保育的观念，是海龟保护的重要方法［２８］；同

样，牟剑锋［２９］在收集记录了我国国内渔业中海龟

的误捕情况之后，也认为加强对渔民的引导教

育，使其增强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意识，是海洋

捕捞避免海龟误捕的关键。

６．６　对我国海龟保护工作的启示
虽然我国已开展了一些海龟资源的研究保

护工作，但远远还不够，仍然有大量的工作有待

去做。２０１３年６月，为促进我国海洋渔业可持续
健康发展，我国制定了“生态优先，养补结合”的

生产方针，坚持“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

基本原则，为进一步规范海洋捕捞、减少对海龟

等珍稀物种的伤害误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何

与国际社会的管理“接轨”，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

与渔民生计的“双赢”，是管理者亟需考虑解决的

问题。制定海龟保护法规，完善信息收集制度，

开展海洋珍稀物种保育观念的宣传教育，普及环

境友好型网具，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均

有利于我国海龟保护工作的发展进步，但同时也

需要更多的国内研究人员与决策机构付出更多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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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程一骏．中国海龟的保护问题［Ｊ］．四川动物，１９９８，１７

（２）：７４－７５．

ＣＨＥＮＧＹＪ．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ｓｅａｔｕｒｔｌ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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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ｔｕｒｔｌ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ｅｎｃａｔｃｈｅｓｓｅａｔｕｒｔｌｅｓ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ｈｒｉｍｐｔｒａｗｌ，ｇｉｌｌｎｅｔａｎｄ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ｏｗｅｒｔｏｂｙｃａｔｃｈ．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ｔｈａ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ｏ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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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ｔｕｒｔｌｅｅｘｃｌｕｄｅｒ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ＥＤｓ）ｏｆｔｒａｗｌｆｉｓｈｉｎｇ，
ｎａｒｒｏｗｎｅｔｓ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ｉｅｄｏｗｎ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ｇｉｌｌｎｅｔ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ｈｏｏｋｓｏｒ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ｂａｉｔｓｉｎ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Ｂｕ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ｔｍｕｃｈ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ａｗｓ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ｎｅｅｄｓ
ｔｏｂ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ｕｒｇ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ａｄｖｉｃｅｓａｒｅ：（１）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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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ｕｓｅ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４）Ｕｓｅ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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