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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初探。

——以长山群岛为例

王丽娟1’2，李悦铮1’2
(1．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大连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116029)

摘 要：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海岛作为必须优先考虑的地区之首，其旅游环境

可持续发展更加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长山群岛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现状的分析，研究

了海岛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希望为长山群岛旅

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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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是指四周为海水包围，高潮时露出海

面的陆地L1]，它是人类开发海洋的远涉基地和

前进支点，是第二海洋经济区，以此为基础发

展起来的海岛旅游因其特殊的生态系统、文化

系统以及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等独有的特点而

备受旅游者的青睐，一些海岛地区，如欧洲的

地中海、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东南亚群岛和加

勒比海等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与此同时，随着海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由于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使得海岛的环境问

题日益显露，海岛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逐

步被人们所重视。文章以长山群岛为例，通过

对其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现状的分析研究，提

出保护旅游资源、旅游环境和促进海岛旅游可

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1长山群岛旅游资源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

域，包括长海县所辖的里长山列岛和外长山列

岛，有大小岛礁112座，其中，陆域面积共

153 kmz，海域面积共8 446 km2。

长山群岛可谓集海洋景观与陆地景观于一

体，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是东北地

区海洋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已被确定为

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海钓基地、省级

风景名胜区和辽宁省五十佳境。现已划分为四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2007T096)．

大旅游风景区，即大、小长山中心风景区、广

鹿铁山风景区、石城列岛风景区、外长山列岛

风景区，使长山群岛更添无穷魅力。

1．1独特的自然景观

长山群岛属长白山山脉的延伸部分，后随

黄海北部平原一起沉陷为海，原生的岭峰突兀

海面形成群岛。长海县属基岩海岸，这里岸线

曲折，岬湾间布，山丘临海，基岩裸露。在波

浪不断磨蚀下，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海蚀地貌景

观。大长山岛的圆门礁，大耗子岛的象鼻子山，

海洋岛的眼子山以及诸岛在曲折海岸线上的海

蚀物，如美人礁、猴儿石、狮子石、万年船、

磐石、炉子及海上石林等均属此类。广鹿岛的

老铁山风景区内的高山深湖等景观更加引人入

胜。岛上生长着松、杨、柳、刺槐、合欢、龙

爪柳和银杏等树木。白天看长山群岛，岛岛翠

绿；月下看长山群岛，则如伏龙卧虎。

此外，许多优良沙滩也成了天然的海滨浴

场，海滩宽阔平缓，海水清澈洁净，自然条件

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1．2 良好的气候资源

长山群岛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

纬度地带，境内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性气

候，气候温凉，降水适中，无霜期长，风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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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气温9．8"C，最冷的1月份平均气温

一7．1℃，最热的8月份平均气温25．3℃。冬季

风力强劲，夏季风力较小，8级以上大风日数，

乎均每年72．2 d。雾日最多在6—7月，年平均

雾日51．6 d。年平均降水量634．3 mm。潮位夏

季高，冬季低，为规则半日潮，潮差4 rn左右。

这里四季分明却温差不大，气候宜人，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被外界誉为“天然空调”；此外

这里还有着最佳的空气质量，被誉为“天然氧

吧”。

1．3浓厚的历史文化

长山群岛人文景观保存完好，至今共有43

处。据已发掘的30余处贝丘遗址和出土的大量

石器、骨器和陶器等文物显示，早在6 000年前

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在海岛繁衍生息，渔猎

耕耘，创造了海岛早期文明。尤其是小珠山下

层遗址的发掘，使大连地区有人居住的历史向

前推进了约千年，是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的典型代表。目前，这些文物保存完好，

可供游客参观游览。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丰富

的文化资源。

1．4重要的军事地位

长山群岛是重要的海防前哨和海上交通要

冲。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是在

长山群岛东北海域进行的，日本海军以海岛为

基地追击清兵，并掩护其陆军由庄河花园口登

陆。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占领整个

群岛，作为临时基地达1年之久。1931年“九

一八”事变前夕，日本调大批军队和两艘航空

母舰及数十艘登陆艇，在群岛海域集结待命，

作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海上基地‘2。。

1．5丰富的海洋资源

长海县位于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素有

天然鱼仓之美誉。鱼、虾、蟹、贝、藻等资源

极其丰富，有优质刺参、皱纹盘鲍、大连紫海

胆、中国对虾、魁蚶、海螺、虾夷扇贝等海珍

品10余种，六线鱼、黑鲳、星鳗和鲆鲽等经济

鱼类近百种，海带菜、裙带菜、紫菜、绿菜和

龙须菜等藻类数十种。用这些海产品制作出具

有长山群岛风味的海鲜佳肴，如烧海参、烤大

虾、蒸鲍鱼、爆干贝、炒香螺、涮文蛤和扒鱼

翅等，可使游客大饱口福，流连忘返。丰富的

海产品发展了长山群岛的“海食文化”，成为吸

引游客的一个优势条件。

长山群岛主要风景名胜、旅游景点见表l。

衰l主要风景名胜、旅游景点I按岛屿位置划分)

景区 包含的岛屿 主要景点

大长山岛、小 祈祥园，北海浴场、三元宫、
大、小长

长山岛，啥仙 建岛守岛纪念塔、双风朝阳、
山中心风

岛、塞壁岛和 核大坨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和
景区

乌蟒岛等 中国钓鱼协会海钓基地

广鹿铁山 广鹿岛及周围 马祖庙、沙尖子浴场和朱家电

风景区 岛屿 贝丘遗址等

海王顶国际灯塔、北方鸟岛、
石城列岛 石城岛及海王

黑白石，龟石、银窝石林、城
风景区 九岛

山城址和西南浴场等

渔港风光，鹰嘴石、明璩公
外长山列 獐子岛、海洋

园、哭娘顶、青龙山国家森林
岛风景区 岛

公园和太平湾等

2长山群岛旅游环境

2．1空气环境质量

县镇区二氧化硫年均值为0．010 nag／m3，二

氧化氮均值为0．009 mg／m3[3】，低于国家一级标

准。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为0．052 mg／m3 c3]，低

于国家二级标准。

2．2水环境质量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全

县饮用水源地除总氮外，其他项目均符合地表水

饮用水源水质标准，地下水水源地均符合地下饮

用水源水质标准，全县主要水库均符合地表水二

类标准，近岸海域水质以一类、二类海水为主，

100％的测点达到近岸海域功能区要求。

2．3声环境质量

根据2008年长海县统计公报：城镇区域环

境噪声质量处于较好等级。镇区四类区域环境

噪声等效声级年均值分别为51．7 dB(A)、61．2

dB(A)、55．2 dB(A)、66．0 dB(A)【3。，均符

合国家功能区标准。

几项环境质量的综合比较整理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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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长山群岛主要环境指标统计数据比较

空气环境质量

监测项目 年均值／(mg·m一3) 监测项目 年均值／(mg·m-3) 监测项目 年均值／(mg·m_3)

二氧化硫 O．OlO 可吸入颗粒物 0．052 二氧化氮 0．009

水环境质量

监测项目 年均值 监测项目 年均值 监测项目 超标百分比

pH值 8．2 pH值 6．95

pH值 10

溶解氧／(mg·L-1) 7．8 氯化物／(mg·L“) 125．6

近岸
悬浮物／(mg·L-1) 6 地 高锰酸钾指数／(mg·L-1) 1．63 地 氯化物 12．55

海域
石油类／(mg·L“) 0．042 表 化学需氧置／(mg·L_1) 1．99 下 总硬度 25

功能
化学需氧量／(mg·L-1) O．54 水 硝酸盐／(mg·L-1) 1．66 水 细菌总数 25

区

无机氮／(mg·I。一1) 0．035 氨氮／(mg·L_1) 0．096 总大肠杆菌 87．5

活性磷酸盐／(mg·L_1) O．011 大肠菌群／(个·L-1) 250

声环境质量

监测类型区 年均值 监测类型区 年均值 监测类型区 年均值 监测类型区 年均值

居民 51．7 dB(A) 商业 61．2 dB(A) T业 55．2 dB(A) 交通 66．0 dB(A)

数据来源：窀气环境质量和声环境质量数据来源于2008年长海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水环境质量来源于长海县生态

建设规划(2003)．

2．4固体废弃物排放

2．4．1废弃贝壳排放

废弃贝壳是长山群岛的主要固体废物污染

源，废弃贝壳的管理现已纳入正常渠道。在王

家镇、大长山岛镇、獐子镇已开展用废弃贝壳

制造人工礁石的综合利用试点，到目前为止，

废弃贝壳的利用率水平还很低，只达到了33％，

主要用于制造人工渔礁、铺路、人工育苗和餐

具等[4]。

2．4．2生活垃圾排放

处理尚未达到无害化要求，目前采用的是

简易填埋处理。填埋场采用简易填埋处理方式，

无防渗措施、废液收集和废气回收装置，对周

围造成了严重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及部分建

筑垃圾则主要由产生单位处置后送至填埋场。

2．4．3工业污染源及排污

2001年数据显示：长山群岛工业污染源9

家，T业总产值为2 199万元，工业废气排放量

为5 808万标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

179．03 t，烟尘排放量169．40 t，工业废水排放量

24．17万t，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2 202 tL
4。。

2．4．4农村固体废弃物

长山群岛畜牧业发展较缓慢，无大规模禽

畜饲养场，家庭散养的占绝大部分，但也产生

了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禽畜粪便。如果不能得到

有效的处置和利用，则会腐烂发臭，滋生蚊蝇，

传播疾病，污染水体。

3长山群岛旅游环境面临问题

从总体上来评价，长山群岛的环境现状处

在一个较好的发展水平上，海岛受海洋调节作

用明显，岛上污染源较少，具有良好的环境特

点、国家一级标准的空气质量和海水水质等要

素；具有非常适合进行海水增养殖业发展的环

境；有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的森林覆盖率和绿化

覆盖率。但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长山

群岛的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

通过对长山群岛旅游环境的分析，面临的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土地与淡水资源的问题

长山群岛由众多岛屿组成，土地资源稀缺，

尤其是可利用资源非常有限，可发展的空间也

不足，全县耕地面积约2 100 hm2，这是旅游业

大发展的第一限制性因素。此外，由于陆域狭

窄、降水分布不均、地下蓄水条件差等因素，

导致长山群岛境内多数岛屿属于贫水区，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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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小，海岛淡水资源短缺，不能满足未来发

展需求。淡水资源不足问题终将是影响群岛发

展的瓶颈。

3．2 日益严重的养殖业污染

对于海岛而言，捕捞业，养殖业，海运业

理所应当地成了支柱产业，但是伴随着这些产

业的迅猛发展，对海岛环境造成污染的现象时

有发生，例如长山群岛近年来数量剧增的渔业

机动渔船在捕捞区、养殖区、港区内随意排污；

海水养殖代谢产物及残饵流失到水体中，会增

加水域的有机负荷，有机颗粒沉于海底，会导

致底泥环境质量下降。沿海海域大规模的双壳

类养殖，会影响水域的食物结构；养殖环境的

胁迫，会增加病害发生几率；海水养殖的自身

污染为赤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使其

繁殖加快，诱发赤潮。海水养殖业造成的负反

馈效应，不仅会影响到环境质量，也会阻碍海

水养殖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随着海

水养殖的不断发展壮大，海水养殖对环境的影

响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

3．3大气污染的治理不到位

从整体上来看，长山群岛的空气状况良好，

但从局部地区来看，空气污染现象比较明显。

长山群岛锅炉达标合格率低，汽车尾气排放不

达标现象在境内十分普遍。长海县的空气质量

良好是与其良好的区位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县

境内缺少污染物排放严重的企业，岛屿分散，

利于污染物的排放，但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上

看，长山群岛未来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加

大污染物质的排放，以现有的污染治理水平来

看，要达到未来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4 固体废弃物以及废水达不到处理要求

长山群岛固体废弃物目前主要采用的是简

易填埋处理，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一是占用大量的土地；二是城镇垃圾的

处置大多仅作简单的堆置覆土，无法阻止雨水

等渗入垃圾并进入地下水和地表水，同时由于

垃圾中的大量易腐有机物，为微生物的生存和

繁衍提供了必要条件，对周围的环境污染严重。

长山群岛的废水主要包括丁业污水和生活

污水，现阶段具有污水处理设备的岛屿还很少，

一些小岛尚无污水处理设施，各种废水随意排

放，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生活污水任意排放的

现象就更明显。

3．5资金设备短缺

在环境监测方面，设备和仪器十分短缺，

现代化的监测检验仪器很少，严重影响了环境

监测工作的正常进行；掌握现代化环境监测能

力的人员严重缺乏，且主要的科技人员对现代

环保监测的理解还有待提高。在环境宣传教育

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问题制约了长山

群岛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另外，环保资金

投入方面力度不够，投入太小，不利于环境治

理工作的开展。

4促进长山群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长山群岛是东北唯一的海上群岛，具有世

界一流的海洋牧场和海洋生态环境，以及特殊

的39。N的群岛风光。中国的旅游已进入休闲时

代，在此背景下大连市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要

把长山群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休闲旅游度假

目的地。与之相关的《大连长山群岛旅游度假

区总体规划》已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并正在组织实施。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

必将对长山群岛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为了

使长山群岛旅游环境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试提

出如下建议。

4．1 坚持科学发展观，倡导低碳旅游

基于海岛环境脆弱，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遵循开发与保护并重、集约节约、循环利

用等原则。统筹考虑旅游经济增长、资源集约

利用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技术创

新、制度创新和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发展

“低碳旅游”，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

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模式，以此来实现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

和环境等因素的协调发展。

4．2加强管理和污染防治

4．2．1保护生态环境

根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

协调的原则，主导功能统筹兼顾的原则，超前

性与相对稳定性原则及可行性原则，进行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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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地区国土的功能区划，为可持续利用海洋

资源、控制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环境提供依据。

调查了解各海洋资源量及海洋环境的现状和未

来发展的趋势；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的需要，合

理使用海洋资源，发挥功能区域的社会经济和

生态环境效益。此外，岛上的建筑设施尽可能

“生态化”，多用天然的建筑材料，少用化学物

质；并尽量控制养殖业饵料的过度使用现象，

减少或避免对海水的污染，从而保护生态环境。

4．2．2减少环境污染

对于固体废弃物要集中管理，可以采取集

中运送到规定的垃圾存放地点，按照环保部门

要求统一处理，由于海岛陆域土地资源有限，

焚烧或处理后综合利用应该作为处理固体废弃

物的首选方式；在旅游区内要设置一定数量的

垃圾箱或垃圾回收点，方便游客及时丢弃垃圾

等措施。

对于大气污染的防治，首先需要调整燃料

结构，提倡推广清洁燃料，倡导低碳旅游，尽

量减少煤炭等的直接燃烧，并限期治理不达标

的污染源。其次，要防止汽车尾气污染，控制

机动车辆的数量，同时也要对必须运行的机动

车排放的尾气制定相关标准；尽量使用环保型

交通工具，如电瓶车、自行车等。

污水是各种病毒、病菌传播的主要载体之

一，也应坚持集中处理的原则，建立污水处理

厂按区域或分片将污水汇流进行处理，对于特

殊污水，在集中处理前要进行预处理，例如医

疗污水、粪便等。处理达标后的污水也不可随

意排放，应选择自净能力强、且对敏感区不产

生影响的水域，在水下排放。同时在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内，限制使用农药和化肥，防止对饮

用水源造成污染。在暗滩严禁堆放、排放固体

废物，各类修造船厂和港口码头及机动船舶必

须设有油水分离装置，减轻石油类对近岸的海

域污染。结合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

整，禁止建设高耗能，重污染的项目。另外，

在近海应加强传播的排污监督管理，严格控制

船舶这一近海域油污染的主要来源。

4．3加大环保资金和人才投入

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是地区环境可持续发

展中的核心问题。在环境治理方面，一个重要

的因素就是环保资金的投入，它的影响作用最

大，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引进国际上

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和设备。在人才上应重视

自身队伍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可以引进

一些相关领域的高级人才，为海岛的环境建设

打下坚实的基础。

4．4制定处罚条例

应在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针对长山群岛自身的特点，制定符合自身条件

的环境治理处罚条例，对违反法规破坏环境的

人员或企业进行应有的严厉处罚，使海岛环境

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5重视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我国海岛旅游起步较晚，对于海岛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还需向其他海岛旅游发达的国家和

地区学习，一些国家或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

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因此与代

表性的海岛旅游地和研究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研

究，借鉴他们的经验，也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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