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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与范围

范围涉及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

潍坊市、德州市、淄博市等部分

地区，总面积约2.65万平方公里。

黄河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

区，是黄河入海口的冲积平原。



自然环境特点

地貌类型多样，包括黄河

故道、海滩、湿地、盐碱

地等。

水资源相对匮乏，黄河是

其主要水源，同时拥有一

定的地下水资源。

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

生物多样性丰富，拥有多

种珍稀濒危物种和生态系

统类型。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数量不

断增加。

旅游业逐渐成为该地区的新

兴产业，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

黄河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重要

的石油、化工、盐业、农业

等产业基地之一。

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

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等交

通网络日益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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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拥有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包括河流、

湖泊、沼泽和滩涂等，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

栖息地。

湿地生态系统

黄河三角洲的森林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

森林生态系统

黄河三角洲的农业生态系统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

主，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农业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生态系统多样性
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包括湿地、森林、农田等，为不
同物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

遗传多样性
黄河三角洲的动植物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为生物育种
和遗传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因库。

物种多样性
黄河三角洲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包括多种珍稀濒危物种，如
东方白鹳、黑嘴鸥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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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

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不仅影响当地居民

的生产生活，也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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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退化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影响，黄河三角洲的湿地、森林等

生态系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导致生态功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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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丧失

随着生境的破坏和污染加剧，黄河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

重威胁，许多珍稀濒危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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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在规划制定中，坚持生态优先原则，确保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
协调。

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制定差异化的高
质量发展策略。

长远谋划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规划方案。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



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
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30201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



区域一体化发展

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推动交

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

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深化对外开放合作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

际合作，深化对外开放，拓展发

展空间。

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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