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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与自然、入与环境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海洋灾害的多发

性和沿岸海洋环境的脆弱性特征，决定了海洋灾害的严重性。加强海洋灾害预防是构建和

谐海南的重要任务之一，必须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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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

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

想，也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是和谐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海洋灾害的多

发性和沿岸海洋环境的脆弱性特征，决

定了海洋灾害的严重性。加强海洋灾害

预防是构建和谐海南的重要任务之一，

必须予以重视。

一、海洋灾害的多发性和严重性

是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海南省管辖海域面积约200万km2，

是陆地面积的约60倍，约占全国海域

面积的2／3，海岸线总长1 928 km，全省

岛屿280余个，周边海域油气、渔业、旅

游、港湾、渴湖等资源丰富。海洋生态环

境状况良好，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

典型海洋生态系发育，生态价值巨大。

这些均为海南省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创

建海洋经济强省提供了优越的资源和

环境条件，也是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海南省是一

个海岛省，以热带气旋、风暴潮、巨浪、

海岸侵蚀为主的海洋灾害严重制约着

全省的经济发展。以风暴潮为例，据历

史资料统计，海南岛沿岸平均每年发生

   



风暴潮过程3～4次，造成潮灾的平均每年有一

次，严重和特大潮灾也时有发生。

1980年7月22日，台风袭击海南北部九市

县，文昌、琼山、海口、澄迈、临高等市县沿海地

区海潮暴涨，接近历史最高潮位，遭灾人口达

230万人，死亡21人，伤118人，直接经济损失

1．4亿元，倒房4 322幢，冲毁江海堤围34宗，

497段，淹没大片农田。

1989年10月，海南连续遭受四次台风及风暴

潮灾害，造成9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7亿元，占

1989年全国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总数(50亿元)

的一半以上。

2005年9月26日04时30分，32年来影响

海南岛最强的台风“达维”在万宁市山根镇一带

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风速45 m／s，系统最强时

中心最大风速为55 m／s，中心气压930 hPa。“达

维”给海南省造成了特大海洋灾害，经海南省三

防办最终核实，全省共有18个市县222个乡镇

630．54万人受灾，倒塌房屋3．21万间，损毁船只

673艘，冲毁崩决海塘堤防及其他海洋工程

66．314 km，水产养殖损失8 782 hmz，死亡25

人，直接经济损失t16．47亿元。其中，全省海洋

经济总损失11l 903．82万元，经济损失占当年

全省GDP约13％。随着海南岛沿海经济的高速

发展，因灾害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海南省海洋开发活动不断增

加，海岸侵蚀现象日趋严重，海口、文昌和三亚

是海岸侵蚀最为严重的地区。海口市白沙门海口

寰岛海滨浴场，10年前那里还是旅游胜地，尤其

是夏季游泳的人很多。可是现在由于海岸线的后

退，原来的房子、游泳设施已变成了废墟，沙滩

变成了乱石堆；文昌市东郊椰林原是远近闻名的

集海水、椰树、沙滩、阳光于一体的休闲度假胜

地，过去每年都有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到这里旅游

观光。可是近几年，这里的海岸线急剧后退，旅

游环境遭到破坏，游人逐年减少。另据海南省三

亚市人大城建环保工委调查，近年来，三亚海岸

侵蚀加剧，已给三亚市海岸带的资源环境造成极

大压力，海岸侵蚀最为严重的三亚湾和亚龙湾，

侵蚀速度为每年1～2 m。三亚湾海坡段海岸的几

座人工碉堡已有一座轰然倒塌，融人海水，还有

一座已倾斜。岸边修筑的水泥防护堤也被海水侵

蚀得支离破碎，近岸土地大量流失。

除了风暴潮、巨浪、海岸侵蚀外，赤潮、溢油

等海洋灾害现象也时有发生。海南省海洋灾害的

多发性和严重性是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

的，海洋灾害影响是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海洋灾害预防

工作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保护海洋环境是预防和减轻海洋灾害

的首要任务

1999年2月，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从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发挥海南环境优势、打造

海南特色、加快和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大局出发，做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决定。《海南生

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把近岸划为海岸生态圈，包

括海南岛5 m等深线以内及向内陆延伸10 km

范围的海洋与陆地结合带。近岸区域是海洋灾害

的主要承灾体，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受破坏以后

又难以恢复，海岸生态圈的珊瑚礁、红树林是近

岸安全的天然卫士。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

洋海啸，不仅令世人震惊，而且也给世人上了一

堂活生生的海洋生态警示课。

印度洋海啸灾难之后，科学家考察发现：泰

国拉廊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广袤的红树林保护

之下，岸边房屋完好无损，居民生活未受大的影

响，而与它相距仅70 km、没有红树林保护的地

区，村庄、民宅被夷为平地，70％的居民遇难；印

尼南部的泰米尔那都邦，是海啸的重灾区，而其

中的瑟纳尔索普等4个村庄，由于海边有茂密的

红树林，40余个家庭安然无恙；马来西亚由于在

海岸开发利用中比较重视红树林的保护，红树林

   



破坏较少，因此损失最小，人员伤亡也最少。

环境专家指出，印度洋地震海啸带来的损失

如此之大，人类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

海啸要想登陆，必须要越过三道自然屏障：第一

道是珊瑚礁，第二道是红树林，第三道是海滩沙

丘或礁石。而红树林是海啸和风暴潮的天然“缓

冲器”，即使第一道防线被摧毁了，当海浪进入

长满红树林的更远地区时，冲击力和前进速度都

会大大下降。

据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负责人介绍，海

南省的红树林质量全国第一，20世纪50年代，全

省拥有红树林1万hm2余，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

剩余约7 200 hm2；近年来，仅剩余3 900 hm2余。

50年内，海南省的红树林面积锐减60％以上。目

前，海南省红树林主要分布在东寨港、清澜港

2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其他4个红树林保护

区内，红树林数量逐年下降，红树林生态系统已

受到严重破坏。

海南省东部、南部海岸线228 km都有大量

珊瑚礁分布，西沙、中沙均由珊瑚礁盘构成，品

种达200余个，是我国最大的珊瑚礁基地。1998

年10月1日，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海南省珊

瑚礁保护规定》，通过立法保护珊瑚礁，禁止采

挖、加工、销售珊瑚礁及其制品。法规实施7年

来，由于加大打击力度，破坏珊瑚礁的势头初步

得到遏制，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偷采、偷运珊瑚

礁的违法行为仍屡禁不止，保护珊瑚礁的任务依

然艰巨。

如何进一步规范海洋开发行为，在海洋开发

活动中始终贯彻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

方针，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好优质

的海洋环境，减轻海洋灾害损失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

三、加强海洋环境预警报系统建设，为海

洋减灾防灾服务

海洋环境预报警报有着广阔的社会需求：海

戮海洋环保

上大浪威胁着航行、捕捞作业船只的安全，风暴

潮、巨浪对沿岸海洋养殖和沿岸设施有着极大的

破坏作用，随着海滨休闲娱乐业的兴起，人们希

望了解当地海况，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海洋环境预

报来了解这些信息，以趋利避害。

目前，海南省海洋预报警报系统建设现状与

服务于安全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和政府指导减灾

防灾方面的需求还不相适应，因此，加强海洋预

报警报系统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1．制约海洋环境预报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人们海洋意识淡薄，对海洋及海洋灾害了解

不多。基础监测资料缺乏，目前全省共有9个海

洋监测站，其中6个站设验潮站，4个站设波浪

观测，基础监测资料不能满足预报业务的需要。

预报手段相对落后，预报产品的及时性、准确性

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要。气象系统的相对垄断地

位造成的挤压，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气象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气象系统在公

共领域、防灾减灾领域的主体地位，海洋环境预

报警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2．海南省海洋预报警报系统建设现状

海南省海洋预报台成立于1988年，是继国

家海洋预报总台、北海、东海、南海三个区台之

后的第5个海洋预报台。18年来，在国家海洋环

境预报中心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

关心和支持下，在减灾防灾、技术创新、业务拓

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1年起，

该台进行了较深入的预报系统升级改造和海浪

预报制作程序化。2003--2004年建成了海南省

海洋预报台的信息数据库并对风暴潮预报五区

块模式进行重编。2004年配合国家预报中心建

成了VASA系统。2006年初完成了海浪动画播出

并增加了重点港湾海洋环境预报内容，网站也已

初步建成。目前海南省海洋预报台资料接收、存

储、预报制作、预报节目制作都由程序控制，基

   



本上实现了预报流程程序化、无纸化。

通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海南省海洋预报台

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海洋预报警报系统

得到优化并已在日常工作和海洋灾害预警报工

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海南省海洋减灾防灾事

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海南省政府、省三

防总指挥部的肯定。

3．海南省海洋预报预警系统建设规划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对海洋

灾害预报预警系统建设规划作出了规划和部

署：配合国家海洋灾害预报预警系统建设，结

合海南海洋灾害防治的实际，建立面向公众、

信息畅通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网络和预报、

预警机制；组建多部门联合的灾前预报、灾情

评估和灾后救助的防灾减灾应急系统；通过完

善沿海防护林、加强长期海洋预报、调整产业

布局等手段，最大限度降低风暴潮灾害损失；

在养殖密度大的海区，加强赤潮的预防和监

控，减少损失；杜绝养殖业和滨海采矿业等开

发活动对海岸的破坏；采用生物固岸和工程固

岸相结合的方法，整治海岸侵蚀，坚决杜绝人

为因素引起的海岸侵蚀。

4．加强海洋预报预警系统建设的措施建议

完善海洋环境基础资料监测、接收系统。各

地海洋观测站的实测资料是海洋预报部门制作

预报的基础，资料的及时性、准确性对海洋环

境预报的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存在着

站点较少、布局不合理及观测资料受制于当地

地形而影响了观测资料准确性的问题。VASA

系统运行2年来，发挥了很大作用，VASA系

统提供的资料尚需进一步开发。

应用新技术，提高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随着各地海洋开发程度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海

洋环境预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有很高的要

求，用户希望我们能提供定时、定点、定量的预

报，以满足他们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

加强基础观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用数模技

术，提高预报制作的自动化、量化水平，把海洋

环境预报做精、做细、时效做长。

顺应时代潮流，多渠道发布海洋环境预报

信息。海洋环境预报信息除了在电视、广播等

媒介发布外，网络、手机短信也正越来越深入

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

途径；另外重要沿海景点、海水浴场、防风暴

潮脆弱区竖警示牌等都是收效不错的信息发

布形式。

加强系统内部协作，打响海洋环境预报品

牌。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家、跨地

区、跨行业的多途径、多渠道合作方兴未艾。然

而，我们国家在海洋环境预报系统存在发展不

平衡、资料、成果共享水平不高的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灾害预报平台的建立，不利于

海洋灾害预报和防治技术方面与国际接轨。从加

强海洋预报系统内部协作着手，首先通过加强国

内海洋灾害预报系统交流合作、共享海洋气象卫

星资料(成果)；其次加强对省市级预报台的技

术培训等手段，提高海洋预报系统整体技术水平

与预报准确率；再次通过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

宣传海洋环境预报警报，树立海洋环境预报品

牌，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5．做好海洋灾害调查与评估工作

对一次严重的海洋灾害过程的物理机制、

影响程度、灾害损失及减轻灾害对策措施进行

调查分析是海洋预报部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职

责，建议尽快出台海洋灾害调查与评估方面的

法规、技术标准，把这项工作制度化、业务化。

同时，把海洋灾害调查与评估和其他部门的灾

害调查相结合，成为国家或地方一次灾害过程

调查的组成部分。

6．大力加强海洋预报警报人才队伍建设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国内行业之间的竞

争，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在社会的各

   



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高

素质的科技人才作为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其作用显得尤为突

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指

出：要把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培养和凝聚

各类科技人才尤其是优秀拔尖人才，充分调

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科

技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开创人才辈出、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努力建设一

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相适应的规

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

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

和智力保证。

海洋预报警报工作任务重、技术性强，

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高，能不能吸引高素质

人员加盟是这项事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

因素。但同时由于海洋预警报工作是社会公

益性，又往往处于收入偏低、相对封闭的状

态，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加盟，如何从制

度上、管理上营造吸引人才机制，营造人才

成长的良好氛围。不仅是行业部门关心的问

题，也是行政主管部门乃至各级政府应予以

重视的问题。

7．海域使用动态监测监视系统与海洋预

报监测系统有机结合建设

由国家海洋局牵头建设的全国海域使用

动态监测监视系统即将在全国展开，该系统

是对近岸海域使用动态系统进行现代化立

体监测监视的一项基本建设项目。它的投入

使用将对提升海域使用管理手段，促进海域

使用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

将海域使用动态监测监视系统与海洋预报

监测系统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海域使用动

态监测监视系统与海洋预报监测系统的网

络资源整合，而且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海

洋宏观和微观管理方面启到促进协调与互

豢海洋环保

补的作用。

四、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促进和谐社

会发展

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密不可分

的整体。“和谐”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

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

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和谐”的立足点

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

谐社会，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要树立并坚持

科学发展观，用和谐的眼光、和谐的态度、和

谐的思路和对和谐的追求来发展经济。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自

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

础，走人与自然和谐之路，改善生态环境，提

高自然利用效率，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

的理性选择。社会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全

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现代社会价值体

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关注生态健康，促进人

与自然的相融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

建设和谐社会应关注生态健康、不断地改善

人类的生存环境。

预防和减轻海洋灾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是预防和减

轻海洋灾害长效机制。对海南省这个海洋大

省又是处于海洋灾害多发区、重灾区的省

份，如何落实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和国家与省有关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方案，

共同预防和减轻海洋灾害，是构建和谐海南

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者单位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域管

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