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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罗门群岛气候敏感的珊瑚礁正发生白化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科学家近日发现，所罗门群岛的

旺乌努岛和新乔治亚岛沿海25米水深处的水温高达30摄氏度，之前认

为不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珊瑚礁也发生了白化现象，反映出气候变化

的严峻形势，这迫切需要各国领导人参与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并遵

守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以遏制全球气温升高。（Telangana Today  

2021.03.06） 

2. 2020 年加勒比旅游业业绩报告发布 

新冠疫情对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旅游业影响非常明显。加勒比旅游

组织(CTO)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该地区的游客到达量下降到1100多

万人次，与2019年创纪录的3200万人次相比，下降了65.5%。随着疫苗

在北美、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推广，初步预测，2021年入境游客人数将

增加20%，游客支出也将随之增长。（CTO  2021.03.08） 

3. 塞舌尔探索投放人造礁石 

塞舌尔与世界银行首次联合探索创建抵御海洋灾害并减少海岸侵

蚀影响的解决方案。这种被称之为“蓝色屏障(Blue Barriers)”的解

决方案是通过将珊瑚移植到由无毒材料建造的水下结构，形成人工礁

石来抵御海岸侵蚀。该方案可以在没有珊瑚礁或珊瑚礁发生白化的区

域实施。（Seychelles News Agency  2021.03.12) 

4. 东加勒比组织成员国向蓝色经济转型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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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加勒比五个成员国开始论证在加勒比地区海洋景观项目下编制

沿海和海洋空间计划，主要目的是通过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把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大海洋国家。论证工作包含对区域资源养护、交通运

输、旅游和娱乐、渔业、工业和拟开展项目的模拟。旨在为该区域提供

一个15年蓝色经济增长投资的框架，这15年将是该区域向蓝色经济过

渡的一个关键阶段。（Ocean Governance and Fisheries  2021.03.12） 

5. 古巴沿海防灾项目获得绿色气候基金资助 

绿色气候基金（GCF）批准了239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补充古巴政府

提供的2030万美元专项资金资助古巴南部海岸线的沿海防灾项目。该

项目将恢复超过11 000公顷的红树林、3 000公顷的沼泽森林和900公

顷的海草床，抵御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的影响，从而提高脆弱的古巴南

部沿海社区的适应能力。（reliefweb  2021.03.21） 

6. 研究呼吁在印尼渔业热点地区建立海洋保护区 

印尼爪哇海-马卡萨海峡地区是印尼最主要的渔场之一，近期，一

篇发布在《保护科学与实践》的文章指出，在这些浅水区捕捞的具有商

业价值的鲷鱼和石斑鱼大多是尚未发育完全的鱼类幼体，这不仅影响

了这些种群的可持续增长，同时还给渔业造成了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因此，研究建议在印尼爪哇海-马卡萨海峡地区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 

（Mongabay 2021.03.23） 

7. 世界第三大沙岛重新定位与思考发展生态旅游 

澳大利亚的布里比岛是继弗雷泽岛和斯特拉德布罗克岛之后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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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三大沙岛。因游客增加造成了该岛通往陆地城市布里斯班的桥梁

严重堵塞，以及旅游导致海滩上的海龟幼体面临威胁，居民正呼吁重新

思考其生态旅游业的定位与发展。（ABC News  2021.03.24） 

8. 塞舌尔正制定海洋保护区法律和战略框架 

塞舌尔于2020年3月宣布了其海洋保护区的最终细节，以实现保护

30%海洋面积的目标。一年后，塞舌尔正制定其保护区法律和战略框架。

（Seychelles News Agency  20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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