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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区域构造背景 、海岸侵蚀的表现形式 、 海岸侵蚀主要原因和面临挑战等方面对中国海

岸侵蚀的特点做出概括性论述 , 并着重从海面变化与海岸侵蚀 , 以及风暴浪潮与海岸侵蚀之间的

关系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沿海海岸侵蚀的影响态势.认为中国海岸侵蚀风险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岸侵蚀的影响研究与预测是一项系统工程 , 它涉

及 “全球系统” 的自然环境 、 社会经济 、 沿岸工程与规划等各方面的因素.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

海岸侵蚀持续加强的严峻形势 , 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 防治技术研究 , 健全管理系统和强化法制

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海岸侵蚀防范建议.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　海平面上升　海岸侵蚀　中国

　　全球气候变暖引发海平面上升 , 风暴浪潮增强

和海岸侵蚀加剧等一系列严重灾害 , 其后果将对沿

海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沿海地

区集中世界 60%的人口和 2/3的大中城市 , 如在澳

大利亚约 85%的人口居住在海岸带 50 km 以内 , 在

美国约有 55%—60%的人口居住沿岸地区[ 1—3] .对

海岸带内日益增加的人口而言 , 海岸侵蚀是人们正

在经历的一个自然过程[ 4] .因为该区经济发达 , 开

发程度高 , 且大多处于河口三角洲和低平原海岸平

原地带.随着经济发展 , 在人为活动造成的负面环

境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叠加作用下 , 海岸侵蚀现

象呈现加剧态势 , 使该地区的压力日益加大.在近

期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还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的前提

下 , 气候变暖的趋势是极难逆转的.为此 , 加强海

岸侵蚀防范 , 提高防灾意识 , 已经日益受到世界各

岸线国家或地区有关科研 、 海岸带管理机构及地方

海洋部门的高度重视.下面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 就

气候变化对海岸侵蚀的影响和对策作初步分析.

1　中国海岸侵蚀的若干特点

中国海岸带北起鸭绿江口 , 南至北仑河口 , 呈

向东南突出的弧形.在漫长的海岸线上 , 侵蚀海岸

占总岸线长度(大陆岸线长约 18000 km , 岛屿岸线

约 14000 km)的 1/3以上 , 初步统计其侵蚀率:在

渤海沿岸为 46%, 黄海沿岸为 49%, 东海沿岸(包

括台湾岛)为 44%, 南海沿岸(包括海南岛)为

21%
[ 5]

.中国的海岸侵蚀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 , 发

生的侵蚀现象与过程亦相当复杂 , 下面就从以下几

个方面探讨我国海岸侵蚀的特点.

1.1　我国海岸侵蚀大尺度地域变化特点

中国大陆中新生代的构造演化所表现出的西高

东低的地形格局和在沿海自西北向东南形成的燕山

隆起带 、下辽河 —华北沉降带 、 胶辽隆起带 、 南黄

海 —苏北平原沉降带 、浙闽粤桂隆起带等海岸构造

格架[ 6] , 以及东部沿岸面向世界上最大的边缘海

(图 1)和沿海气候具有明显的南北分带 , 这些情况

既是影响我国海岸性质及其发育演化的宏观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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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影响我国海岸带物质平衡 , 进而影响海岸稳定

性的一级控制因素.它们对于了解我国海岸侵蚀大

尺度地域变化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同构造带

海岸侵蚀程度不同 , 空间分布广泛 , 侵蚀特征各

异.分述如下:

图 1　我国沿海地区中新生代构造运动略图

Ⅰ燕山隆起带　　　　　Ⅱ下辽河—华北沉降带

Ⅲ胶辽隆起带 Ⅳ南黄海—苏北平原沉降带

Ⅴ浙闽粤桂隆起带 Ⅴ1 浙闽隆起

Ⅴ2 韩江三角洲断陷 Ⅴ3 粤东断隆

Ⅴ4 珠江三角洲断陷 Ⅴ5 粤西桂南断隆

Ⅴ6 雷琼断陷 Ⅴ7 琼中南断隆

构造沉降带:自然和人为引起的河流入海路径

变化 , 入海泥沙量减少及岸外水下地貌体的变化 ,

造成本构造带以大规模 、 大范围的淤泥质海岸侵蚀

为特征.如现代黄河口的废弃亚三角洲海岸 , 苏北

废黄河三角洲 、 琼港海岸和吕泗海岸 , 以及长江口

部分淤泥质海岸.

构造隆起带:台风 、 风暴潮的作用 , 以及人工

采砂和围垦等造成的本构造带以局部侵蚀 、 沙质海

岸侵蚀为特征.如辽东湾东部熊岳附近海岸 、 秦皇

岛附近海岸 、 山东蓬莱海岸 、山东日照南部海岸 、

厦门岛东岸 、广东水东港海岸和海南岛南渡江口海

岸等.

中国海岸带由北向南跨越不同气候带.由于气

候影响 、海岸生物演替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共同作

用 , 不同气候带内海岸侵蚀特征各不相同.

热带亚热带:以华南沿海及其岛屿的生物海岸

侵蚀为主 , 加上人为破坏等因素 , 主要表现为珊瑚

礁的死亡(如海南岛的珊瑚礁破坏率达 80%), 湿地

的退化和红树林的衰退和消失(50年代至今 , 红树

林面积剧减 65%)[ 7] .

温带:该气候带的滨海平原 、 三角洲平原和河

口海岸侵蚀既表现为岸线的后退也表现为滩面的下

蚀降低 , 海岸侵蚀强度以北部地区最为强烈.

1.2　海岸侵蚀的主要表现形式

海岸侵蚀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分别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图 2).我国海岸侵蚀在空间上的表现

形式主要有 3种:(i)岸线后退 , 以无海堤工程措

施护岸的软岩类海岸(如第四纪沉积层 、 红壤型风

化壳残坡积层等构成的海岸)为显著;(ii)海滩滩面

下蚀导致零米等深线向陆移动 , 多见于有海堤护岸

的岸段;(iii)高滩相对稳定 , 低滩下蚀 , 通常是由

于潮下带受岸外潮流冲刷侵蚀所致.前面两种情况

普遍见于我国沿海 , 后者类型如杭州湾北岸金山嘴

等地潮滩的侵蚀.

图 2　海岸侵蚀的表现形式

侵蚀在时间尺度可划分两类:(i)长周期趋势

性(隐形)的海岸侵蚀 , 主要是由于海平面上升 、

河流改道 、 三角洲废弃或流域来沙减少等因素而

造成海岸相对平衡的输沙态势发生变化 , 使得海

岸在新的海洋动力环境与泥沙条件下 , 通过长期

的调整过程而缓慢发生侵蚀.如滦河三角洲在全

新世以来 , 随着入海口由西向东逐步迁移 , 原有

的滨海平原沉沦为泻湖 , 一系列岸外堤坝被冲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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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 , 岸滩由淤涨转入侵蚀后退
[ 8]

;(ii)短周期突

发性(显形)的侵蚀现象 , 通常由短期的风暴浪 、

潮的肆虐冲蚀而造成的具明显破坏性的侵蚀状态.

如在华南沿海 , 夏 、 秋季台风浪潮对海岸的侵蚀

破坏.

1.3　我国海岸侵蚀的主要原因与面临的挑战

我国海岸侵蚀发生的主要原因可分为自然作用

和人为影响两类(图 3), 对于具体的岸段 , 侵蚀原

因往往不只一个.自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 , 随着经

济发展 , 海岸的开发 , 人为作用影响日益突出.而

在近几十年来海平面上升的大背景下 , 我国海岸侵

蚀问题更加严重 , 当前 , 我国海岸侵蚀发展趋势面

临三大挑战:

图 3　海岸侵蚀主要原因示意图

1.3.1　全球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升威胁平原海岸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台风 、 风暴潮和洪水灾害频度增

加和强度加大
[ 9]

, 海平面上升则直接造成岸线后退

和海洋动力增强 , 二者相辅相成 , 这对以沉降带为

背景 , 以及隆起带内的以断陷盆地为背景的我国平

原海岸将构成极大威胁.

1.3.2　入海泥沙的供应变化加剧海岸侵蚀 　近几

十年来我国各流域的开发 , 如西部退耕还林 、 退耕

还牧 , 三峡工程 , 小浪底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等一

系列大型工程 , 使我国沿海入海泥沙大量减少———

根据相关研究资料 , 从 80 年代以前每年近 20 ×

10
8
t的入海泥沙量减少到 20 世纪末的 10 ×10

8
t ,

甚至可能只有 5×10
8
—7×10

8
t 左右

[ 1]
, 从而使河

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岸在新的动力泥沙环境条件下

发生了较显著的冲淤演变调整 , 多数海岸的沙量收

支失去平衡 , 终将引发较为严重的海岸侵蚀.

1.3.3　海岸带不合理开发建设的影响 　近 20年

来 ,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 海岸侵蚀也日

趋严重 , 其中人类活动造成的负面环境效应因素占

居主要位置.例如 , 近岸挖沙已经成为近年来许多

构造隆起带砂质海岸侵蚀的直接原因;沉降带平原

海岸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直接引发海水入

侵;以及河流人工改造导致废河口侵蚀等.

2　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海岸侵蚀的影响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10—17] , 在全球变化中 , 气候

变化对海岸带的影响是多方面而又复杂的 , 从图 4

可大体说明.我国因气候变暖造成的海岸侵蚀变化

与世界总体趋势基本一致 , 即趋向加速发展.以下

侧重从气候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浪潮等海

洋动力加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2.1　海平面变化与海岸侵蚀

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侵蚀加剧的观点 , 是 1962

年由 Bruun 首先提出的
[ 18]

.他认为随着海平面上

升 , 海滩均衡剖面将保持原状向岸上位移 , 即海滨

线后退和原海滩上部侵蚀 、下部堆积.该观点得到

国内外大部分海岸学者的广泛应用 , 而被称为

Bruun法则.尽管有些学者对该法则提出了诸多方

面的质疑[ 19—27] , 但在近几十年来的实际应用中

Bruun法则还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 论证和提炼.

其应用范围已从简单的下凹剖面发展到岸外水下沙

坝及整个堡岛系统;从二维剖面到开始考虑三维 ,

即沿岸输沙对砂质海岸剖面的影响;从理论模式到

物理模型及野外实地进行论证;以及从沙质海岸向

淤泥质海岸引申
[ 28—37]

.而且 , 还开始应用到应对海

平面上升政策措施的制定中.诚然 , 在不同海岸

带 , 根据海岸环境的具体条件 , 把 Bruun法则应用

于由海平面上升来预测海岸侵蚀状态 , 并当作普遍

模式 , 还要有更多的研究加以验证.海平面变化对

海岸侵蚀影响的研究与预测是一项系统工程 , 目前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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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岸侵蚀的影响及其评估防范流程

　　海平面变化有全球性海平面变化和区域性相对

海平面变化两种概念.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 但长期

的积累又足以对沿海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带来多方

面的严重影响 , 这种影响比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要

广泛和深入.受构造运动和人类活动等的影响 , 各

地相对海平面的上升率差异悬殊 , 相对海平面变化

对于海岸带脆弱性评估更为重要[ 38] .区域相对海平

面上升速率可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的数 10 , 乃至

上百倍[ 39] .根据近年来国家海洋局编制的 “中国海

平面公报” (图 5), 中国的海平面变化有以下几个

特点[ 40 , 41] :

(1)近 50年来呈上升趋势 , 平均以每年 1.0—

3.0 mm 的速率上升 , 特别是最近几年 , 上升速率

有所加快.

(2)30多年以来中国海域的海平面变化幅度和

速率都呈起伏上升的基本格局 , 但也具明显的区域

特征;总体变化趋势为南部沿海升幅较大 , 北部沿

海升幅较小;但近年来 , 北部少数地区(如天津)出

现了持续上升趋势.

(3)2006年 , 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

达到 2.5 mm/a , 高于全球 1.8 mm/a的平均值 , 其

中东海上升速率高于全国平均值 , 黄海持平 , 渤海

和南海略低.同时 , 据 《2006年中国海平面公报》 ,

预计未来 3—10 a , 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将比 2006年

上升 9—31 mm[ 41] .

根据近几十年来的海平面变化资料和不同海岸

平原地区的区域差异 , 相关学者对中国主要海岸平

原未来海平面的上升值及可能淹没面积做了初步预

测
[ 11 , 42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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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沿海部分监测站 1970—2006 年海平面变化曲线(据文献[ 37] )

表 1　主要海岸平原 2050 的海平面上升及

可能淹没面积预测值a)

地区

近几十年相对

海平面上升速

率/(mm· a -1)

2050年相对海平面上升

速率

/(mm· a-1)
幅度

/ cm

淹没面积

/ 104×hm2

黄河三角洲 4.8 6.4—6.9 35—40 3.9

渤海西岸

平原
2.1 11.0—11.5 65—70 2.1

苏北滨海

平原
2.2 6.8—7.3 40—45 3.8—8.9

长江三角洲 6.6 7.9—8.4 45—50 0.7—1.1

台湾西部沿

海平原＊
2.0 7.0—9.5 28—38 —

珠江三角洲 2.5 4.1—4.6 25—30 0.2

海南滨海

平原
1.8 3.4—3.9 20—25 0.7

广西滨海

平原
1.8 3.4—3.9 20—25 1.7

韩江三角洲 1.5 3.1—3.6 15—20 0.2

闽江三角洲 1.8 3.4—3.9 20—25 0.6—1.5

下辽河三

角洲
1.7 3.3—3.8 20—25 0.4—0.9

　　a)资料源自文献[ 57]

　　从中长期考虑 , 海平面上升是引起大范围岸线

内移的首要因素[ 43] .有关海岸侵蚀对海平面变化的

响应关系 , 可初步从两个方面表述:(i)就海平面

上升诱发的海岸侵蚀的表现形式而言 , 可分为直接

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两类.前者体现为海水向陆地

入侵造成海岸线后退 、 沿海平原低地的淹没与沼泽

化 , 并伴随河口与地下盐水入侵和海堤防护 、 城市

排污工程等失效;后者指由于海平面上升 , 在新的

海岸动力条件与泥沙环境下 , 海岸发生新的物质平

衡调整 , 而加大海岸侵蚀.(ii)我国的海岸线漫长 ,

不同区域自然背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 ,

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也各具特征 , 必须分

别对待.根据海拔高度 、 相对海平面变化(地面沉

降)、海岸侵蚀 、风暴潮增强和现有海岸防护工程

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分析得出 , 中国沿海最易直接遭

受海平面上升危害有 8个区1).它们分别是老黄河

三角洲 , 现代黄河三角洲 , 莱州湾滨海平原 , 废黄

河三角洲 , 苏北沿海平原 , 长江三角洲 , 台湾西

部沿海平原和珠江三角洲 ,并估计易受灾的面积为

1)任美锷 , 海平面上升对海岸带影响研究的现状以及问题.见:中国科学院地学部 “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影响与对策”

研究论文 、 摘要汇集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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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 km
2
.根据前人的研究

[ 44—58]
, 表 2 简单总结

了中国主要滨海平原的海岸侵蚀特征.由此可见 ,

海平面上升及其环境效应是促使海岸侵蚀的重要

因素.

2.2　风暴浪潮与海岸侵蚀

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引发海平面上升 , 而且也增

加风暴 、 浪潮的强度.据国家海洋局编制的各年

《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 从 1995 年至 2006年的各年

度中 , 我国沿海发生台风风暴潮的次数分别为 10 ,

6 , 4 , 7 , 5 , 8 , 6 , 8 , 10 , 10 , 11和 9次 , 平均每

年 7.8次 , 近年发生频率呈现出增加趋势.关于气

候变化与台风风暴潮发生频率的逻辑关系 , 尽管错

综复杂 , 但仍有许多学者做过论证 , 其中 , 无论是

实例分析
[ 9]

, 还是采用数值模拟研究
[ 59]

, 或是通过

对热带气旋发生频数相关的几种大气环流模态强弱

之年际变化的研究[ 60—65]均说明 , 热带气旋活动的强

弱变化与海表温度(SST)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且全球气候变化对热带气旋活动产生明显的影响.

表 2　主要滨海平原的海岸侵蚀特征

侵蚀区域 长江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台湾地区

侵蚀原因

长江供沙减少 , 海岸带动力变
化 ,主流摆荡 ,涨潮水流顶冲 ,

构造下沉 ,海平面上升.

沉积动力学调整 ,河流改道 ,黄
河水沙变化 ,海平面上升.

地面沉降 ,风暴潮加剧 ,围堤防
御能力减弱 ,海平面上升.

河流供沙减少 ,不合理的海岸
工程 ,地面沉降 , 人工采砂 ,海

平面上升.

主要

表现形式

淤积航道, 岸线后退 , 淹没洼
地.

海岸线后退 、岸滩刷深 、油井井
台沦入海中 、输油管道裸露或

断裂 、海堤与漫水路被毁等.

滩涂 、湿地 、红树林 、珊瑚礁的
破坏;毁坏海堤;咸潮入侵.

沙滩侵蚀 , 淹没洼地 , 淡水咸
化.

侵蚀实例

侵蚀海岸达 390 km.杭州湾沿

岸近 30 a 蚀退速率 30 cm/ a.

1916—1969年吕泗高滩蚀退
率 20 cm/ a.

1976—2000年海岸线蚀退最

大可达 11 km ,平均每年蚀退

420 m ,最大侵蚀深度 10.5 m ,
平均每年剥蚀 40 cm 以上.

1966—1979年蛇口地区的一

些岸线发生数 10 m 的侵蚀.

2000年后 ,唐家北侧的桥头堡
最大侵蚀量达 70—80 m.

1980—2003年台北海岸线近

20 a来后退 500 m.

侵蚀特点
岸线侵蚀区域主要位于三角洲

南缘和杭州湾北部.
总体侵蚀趋势难以逆转 ,具有
区域性和不平衡性.

该区 86.7%的土地有堤围防
护,主要侵蚀无防护地区.

西部相对海平面上升较快 ,侵
蚀明显 ,局部地区保持稳定.

　　风暴浪潮对海岸地貌 、 海底地形和海洋沉积的

影响也非常强烈 , 特别是对海岸和高潮滩的冲刷极

其严重.一次强台风所造成的侵蚀结果往往超过正

常潮汛下整个季节的变化 , 其中一些突出后果在以

后若干年仍会显示它的影响.从 9914 号台风袭击

厦门岛东海岸和 0307 号台风 “伊布都” 袭击粤西

沿海时所产生的破坏情况来看 , 其影响是触目惊心

的
[ 66 , 67]

.

从最近几年风暴浪潮灾情角度来看 , 全球气候

变暖背景下风暴浪潮发生的强度和频度逐步提高的

观点备受关注 , 正如 《2006年中国海平面公报》 中

所指出的:从 2004—2006 年 , 浙江 、 福建等沿海

地区的风暴浪潮发生频率和强度都高于常年.有关

风暴浪潮所造成的海岸侵蚀灾害 , 历年来都受到世

界各岸线国家和地区的极大关注.近几年来我国虽

对沿海部分岸段岸滩遭受台风浪潮侵蚀破坏的情况

进行了现场调查 , 对一些海滩的风暴效应也做了初

步探讨[ 66 , 68] , 但较全面地了解风暴浪潮期间海岸和

海滩的冲淤特征与规律 , 深入地把握其侵蚀作用及

灾后重塑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 ,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

变化及沿海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进行趋势性的预测研

究工作 , 迄今仍处于起步阶段 , 值得引起有关部门

的重视.

气候变化对海岸侵蚀的影响评估涉及自然 、社

会经济 、沿岸工程和规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 各个

方面的影响又是相互关联的综合整体.尽管全球气

候变暖引发海平面上升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 但海

平面变化本身在不同时间 、地区和过程中也是千差

万别的 , 必须通过全海域加强监测 , 积累资料 , 进

行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就其对海岸侵蚀影响

的贡献做出较合理的评估.以上所述至少说明 , 中

国海岸带自然条件复杂 , 不同区域的海岸海洋背景

不一 , 其海岸稳定性也各异[ 69] ;加上人类活动对海

岸带的影响巨大 ,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对气候变化

的适应能力具有较大的能动性.因此 , 气候变化对

海岸侵蚀的影响势态在我国沿海不同岸段表现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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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区域性差异.

3　我国加强海岸侵蚀防范的措施及对策

全球气候变暖引发海岸侵蚀现象持续加强的发

展趋势 , 给我国海岸管理 、 开发 、 科研提出了一个

严峻的问题.面临这一问题 , 海岸科学家和政府有

关部门十分关注 , 已经和正在进行海岸侵蚀动态的

调查研究工作 , 并且也加大了海岸带综合管理与监

测的力度.图 6初步归纳了我国海岸侵蚀的防范措

施.针对海岸侵蚀防范问题 ,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下

面几个方面的工作 , 它既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打

算 , 又需要及早采取措施 , 消除不利影响 , 方可达

到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持续 、协调发展的目的.

3.1　继续开展海岸侵蚀及其影响评估的基础研究

工作

自 80年代以来 , 我国对不同区域的海岸侵蚀

特征 、过程及机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 并取得不

少宝贵的数据和资料[ 70—79] ;同时还对我国海岸带大

环境的迅速变化可能造成的长期的 、 不可逆转的海

岸侵蚀形势也作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分析[ 1 , 80—87] , 这

为全国性的海岸侵蚀调查与研究评价工作提供了有

益的思路.近几年 , 中国政府提出 “实施海洋开发”

的战略部署 , 正在积极推进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

划纲要》 的实施 , 其中以掌握我国海洋资源和环境

状况 , 满足经济建设和海洋管理的需要为总体目标

的 908专项(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的

开展 , 可望在有关海岸侵蚀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较

大进展.

海岸侵蚀如同其他灾害一样 , 都有双重属性 ,

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海岸侵蚀作为海岸地质灾

害的主要类型 , 在对其双重属性进行综合分析和相

关分析的基础上 , 就灾害发生的危险性 、 风险 、 灾

害发生后灾害强度和灾损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工

作 , 并提高对海岸侵蚀未来变化的预测能力 , 是今

后尚需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问题.此外 , 对我国海岸

侵蚀类型的分类 , 侵蚀强度的分级 , 并建立侵蚀灾

害对周边经济发展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 、 侵

蚀标准与模型 、 管理监测网络等都有待作深入探

讨.以上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将为我国海岸带开发的

重大工程决策 、 海岸带环境保护与管理 , 乃至国家

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

依据.

3.2　加强海岸侵蚀防治技术研究

我国沿海堤防工程大多标准较低 , 能抵御百年

一遇以上风暴浪潮灾害的不多 , 气候变暖引发的海

平面上升与侵蚀灾害 , 将导致堤围防御能力下降 ,

使原设计抗百年一遇的工程只能抵御 20 年一遇 ,

甚至 10年一遇的灾害 , 如何改造或加高加固沿海

堤防已成当务之急.

以防治海岸侵蚀为目的的工程技术措施通常可

以分为两大类 , 即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防护措施.

结构性防护措施又可分为硬结构和软结构两种(图

6).非结构性防护措施包括土地利用控制 , 划定海

岸基线 、海岸退缩线与海岸建设控制线等侵蚀预警

线作为政策性的开发利用限制措施 , 以及禁止不合

理的开挖岸滩砂土和围垦等.研究与实践表明 , 这

些措施各有其适用范围 , 应用前景及实施后在经济

与生态环境上的效益利弊.因此 , 如何根据经济发

展程度 , 针对我国不同岸段的具体海岸特点 , 研究

各具适宜的海岸侵蚀防护形式和工程技术标准是海

岸工程学家和地貌学家应该共同配合的一项重要

任务.

在 60年代以后 , 我国海岸学家曾提出 “护岸

必须护滩” 的积极海岸保护原则 , 在不同的地区分

别建造丁坝 、浅坝 、 离岸坝以及其他相互组合的形

式 , 这些方法的共同点都是使造成海岸侵蚀的动力

因素在达到岸外海区之前就消能 , 使以往的全线防

护变成线段防护 , 既可节省经费又可美化海岸环

境.近 10 多年来 , 在海南 , 大连 , 厦门等地应用

软结构工程措施(主要为海滩填沙养护和种植红树

林等生物防护)进行海岸侵蚀灾害防护
[ 88—92]

, 取得

良好的效果 , 其主要优点是比硬结构工程措施较天

然而美观.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 目前海滩的娱乐休闲功能

已日益受到重视.在当今我国沿海已经注重了海滨

砂质海滩和红树林海岸的保护 , 发达国家大量采用

海滩填沙养护和种植红树林或海草等生物养护方

法
[ 93—98]

, 不但具备造滩美化海岸环境与保护海岸相

结合的特点 , 而且还具有较大的经济收益.我国有

必要对这种工程措施的防侵蚀功能进行较为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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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我国海岸侵蚀防范措施及对策示意图

科学层面与技术层面上的研究和效益评价工作 , 乃至

考虑将它纳入城市或地方海岸带的综合规划管理中.

3.3　健全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系统

海岸带综合管理(ICZM)构思始于 80 年代中

期 , 到 1993 年 , 联合国在荷兰诺德维克召开的海

岸带管理会议较明确地提出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具

体任务[ 99] .它旨于实现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综合利

用以及海岸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以达到平衡和优

化经济发展 、公共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各种社会需求

的目标.近年来由于 RS , GIS , GPS集成技术的发

展 , 极大地推动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和资源的科学开

发利用[ 100—105] .我国自 90 年代早期就开始实施新

的海岸带管理策略 , 并对海岸带资源和环境污染进

行管理和控制.近 10年来 , 国家海洋局全面开展

海洋功能区划 、 海域使用管理及勘界立法工作 , 以

及对沿海水域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价 , 在有条件的地

方设立海滨湿地保护区等 , 同时还开展了海岸带管

理信息系统和数字海洋的示范研究.诚然 , 海岸带综

合管理中的许多技术问题还需要专题研究并解决 , 在

这里有必要就其中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海岸侵蚀防范范

畴的基础性工作 , 提出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些问

题:

(1)建立全国沿岸不同岸段的大比例尺地形图

上 “海岸基线”.由于具体海岸的实际位置处于动

态变化 , 海岸基线的确立是通过多年海岸调查的海

岸线位置 , 结合海岸带自然条件 、岸线演变趋势及

社会经济条件等而确定的一条相对固定的参照界

线 , 它可作为海岸线监测与动态变化评估的技术参照

标准 , 有利于岸线管理与海岸动态防护政策的执行.

(2)完善全国性海岸侵蚀动态监测网络和数据

库建设.对重点海岸侵蚀岸段专设若干固定监测剖

面 , 对岸线位置以及后滨 、 前滨与近滨的地形地貌

和沉积物进行定期监测;将所有监测结果都保存在

海岸动态数据库中 , 以便及时掌握海岸与海滩的侵

蚀动向 , 为调查 、科研 、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3)建立部门之间合作协调的海岸线管理体系.

海岸线管理需要以调查科研监测的成果为依据 , 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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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 ,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执行.

目前有些管理目标无据可依 , 而且由于沿海各省 、市

自治区均设立了海洋及水产方面的政府管理机构 , 但

管理职能及管理法规尚不够完善 , 在岸线与海域管理

方面各部门之间常产生矛盾.因此 , 明确海岸线管理

方案 , 做到管理立法 , 有法可依是非常必要的.

(4)杜绝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和海岸工程建设 , 做

到开发与保护科学发展.从某些意义上讲 , 当今造成

海岸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类不明智的或错误的行

为 , 即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超过自然因素的影响.例

如 , 近岸采沙导致海岸严重侵蚀的事例在国内不胜枚

举 , 现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海岸学者公认的造成海岸侵

蚀的主要人为因素;不合理海岸工程建设(如河流建

闸 、围垦 、 码头等)造成的负面环境效应也是引发海

岸侵蚀的重要因素 , 都应当引起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的

高度重视 , 以便做到海岸带开发与保护的协调发展.

3.4　继续开展防范对策研究 , 强化法治机制

海岸侵蚀防护是国土整治的一项重要工作 , 在

当前气候变暖诱发海岸侵蚀加剧趋势的严峻情况

下 , 我国应当未雨绸缪 ,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使人们

认识到保护海岸带资源 、 环境和进行科学管理的重

要意义和长远利益 , 以树立防灾观念.在全球气候

变化条件下为使我国的海岸带环境和生态系统进入

良性循环和切实保障海岸的稳定与安全而努力.今

后还要在进行深入调查 , 并开展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对策研究 、统筹计划和监督工作的基础上 , 继续认

真制定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和科学管理政策 , 特别是制

定专对加强海岸侵蚀防范问题的法规 , 同时 , 确定实

施办法 , 以法律形式决定下来作为国策.而且 , 还要

加强行政执法力度 , 保证规划和法规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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