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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及由此可能

造成的海平面上升问题
,

已经引起全世界越

来越大的关注
。

最近
,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

美国环保局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指出
,

如果

在本世纪末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
,

逐渐

上升的海平面可能淹没马尔代夫
、

塞舌尔和

其他沿海低洼地区
。

孟加拉国将有六分之一

地区被淹没
,

它的九千万人 口 中将有四分之

一被迫背井离乡 ; 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

中
,

也将有五分之一被水淹没
,

严重影响农

业生产⋯ ⋯
,

由此引起的
“

生态难民
”

大量外

流
,

还可能造成政治上的混乱
。

这个报告并

非危言耸听
。

实际上
,

自从 70 年代以来
,

一些国际组织和科学家曾不止一次地对此发

出警告和呼吁
,

不过现在是越来越紧迫罢

了
。

今年我国国家气象局发表 了 《气温蓝皮

书》
,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

但它 的重点是研

究气候问题
。

在这里
,

专门就海平面变化问

题
,

谈几点意见
。

首先
,

利用港 口优势发展运输业
。

对外

运输
.

业是 营 口 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的一个产

业
.

营 口经济地理位置优越
,

特别是海
、

河

两港相互配套
,

加之铁路
、

公路
、

内河诸种

运输配套
,

主客观条件较好
。

另外
,

大连港

及中长铁路南段负担过重
,

以及对苏联
、

蒙

古
、

南朝鲜技术经济关系的发展
,

都给运输

业展示 了光明的前景
。

如果能借助东北腹地

城市和辽宁中部城市联合起来的力量
,

或与

国外合作组建运输集团
,

开通国内外航线
,

不仅给港口 带来繁荣
,

也可以带动其他产业

的发展
。

其次
,

利 用港 口优势
,

发展加工制 造

业
。

我们要充分利用鱿鱼 圈新港的有利条

件
,

发展港 口机械
、

集装箱制造业
、

包装业

和修造船业等港 口 工业和其他加工业制造

业
。

一
、

关于海平面变化趋势

在海洋学上
,

所谓海平面是指平均海平

面而言
。

某个验潮站的平均海平面
,

是根据

该站在特定年限内每小时潮位读数的平均推

算出来的
。

这种平均海平面高程一经确认
,

便可以作为大地测量的高程基准面
。

例如
,

伙召‘ r 户七污盆峨弓二,

拼
巴弓份纽嘴斗‘吮户匕 , 了户 , 了

乡
贫咨旨盯引‘匀孚, 二 呀吕 , 孚匕艺书气书汤下份: 夸长,

第三
,

利用港 口 优势发展商业和金融

业
。

随着港 口和运输业的发展
,

商业和外贸

必然有一个大发展
,

会涌现出一批各种国际

性的商号
、

公司
、

银行及各种联合体和跨国

集团等
,

这是港口 兴旺的标志和发展的必然

结果
。

第四
,

利用港口优势
,

加速鱿鱼圈出口

加工区的建设
。

目前酸鱼圈出口加工区基础

建设 已具雏形
,

具备了一定的投资环境
。

要

继续创造条件
,

吸引客商
,

使他们感到在这

里投资安全
、

有利可图
。

对国外
,

要利用我

们的劳动力优势
,

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真诚的

合作 ; 对腹地
,

积极与各市联合开发
,

要把

通过港 口输出的物资和产品进行深加工后打

人国际市场
,

要利用港 口 的优势
,

把鱿鱼圈

加工厂区办成外引内联发展出口加工业的示

范区和外向型经济的
“

小特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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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大 地 测 量基准面是根据青岛验潮 站

195 0一
一
195 6 年间的潮位观测 值所确定 的黄

海平均 海平面
。

现 在人们所说的海平面变

化
,

就是指这种海平面的长期变化
。

影响海平面变化的因素很多
,

可分为两

类
:
一类是自然因素

,

包括天文
、

气象
、

水

文
、

地壳运动等 ;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
,

如工

业化
、

砍伐森林
、

土地利用的改变等影响到

大气的气体成分变化
,

从而导致气候异常和

海平面变化
,

特别是 随着社会工业化的进

程
,

各种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增加
,

造成大气

污染和二氧化碳浓度迅速增长
,

引起温室效

应
,

从而使气温升高
,

极地冰川融化
,

海平

面升高
。

目前
,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

这是本

世纪海平面变化的主要原因
。

对于海平面变化
,

人类早在 2 000 多年

前就有觉察
。

10 00 多年前
,

我国史书上也

有
“

沧海桑田
”

之说
,

不过这都是对局部海平

面变化的观察
。

对于全球海平面变化的研

究
,

至今不过 10 0 多年的历史
,

特别是本世

纪二
、

三十年代 以来
,

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广

泛和深人
,

从地质时期到现代
,

从局地到全

球
,

都进行了海平面变化的考察和研究
,

并且提出了一些阐明海平面变化的学说
,

如

冰川型海平面升降理论
,

均衡效应理论等
,

迄今为止
,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

全球海平面

变化趋势是上升中有起伏 ; 对于未来 50 年

内海平面变化的上升趋势
,

认识上也是一致

的
,

尽 管对上升幅度的估计有所不同
。

下

面
,

首先扼要介绍 目前国内外一些科学家对

海平面变化的看法
。

在地质时期
,

自 1 50 00 年前以来
,

全球

的海平面变化是以上升为主的
,

同时存在着

起伏波动
,

其升降 幅度 和速度各地有所不

同
。

在这方面
,

主要有两种观点 : 一是认为

从距今 15 0 0 0 年前到 60 00 年前期间
,

全球

海平面大约上升有 100 米
,

平均每年上升速

度超过 10 毫米
。

特别是从距今 15 000 年前

到 1 1 0 0 0 年前
,

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更快
。

另

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

冰后期海平面的上升过

程是持续而稳定的
,

只是在后期上升速度有

所减缓
。

这两种观点虽然有所差异
,

但总的

来说
,

都认为从距今大约 15 000 年前的冰盛

期后
,

随着大陆冰川的消融
,

全球海平面发

生了大规模上升
,

只是由于各国科学家所依

据的资料取地不同
,

而海平面上升及冰川融

化会使地球产生形变
,

这种形变反过来又造

成各地海面变化的差异
,

致使有的研究表明

海平面有所下降
。

其实
,

从实际上讲
,

也不

可能存在一条统一的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
。

近代海平面变化研究是建立在科学观测

的基础之上
。

遍布全球的验潮站
,

为各国科

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 比较准确的海平面变

化数据
。

其中连续记录最 长的时间已 超过

3 0 0 年
。

19 4 1 年
,

古登伯格 (B
.

G u te n b e r g )收

集了世界各地的验潮站资料
,

首先进行全球

海平面变化趋势的统计分析
。

其结果认为
,

世界各地的相对海平面正以每年 1
.

1 毫米的

速度上升
。

随后
,

一批学者继续进行研究
,

他们 的研究结果表明
,

到 60 年代为止的一

百多年来
,

全球平均海平面呈上升趋势
,

其

速率为每年 1
.

0 一 1
.

5 毫米
,

进人 70 年代则

出 现 上 下 波 动 变 化
。

1 980 年
,

埃默 里

(K
.

O
.

E m er y) 对全球 725 个验潮站的资料

(其中包括我国 6 个站 ) 进行分析
,

其结论

是
:
大陆沿岸海平面上升速度中值为每年 3

毫米
,

海洋岛屿沿岸为每年 2 5 毫米 ; 而在

19 70 到 19 7 4 年的 5 年 中
,

全球海平面上升

速率更高
,

达到每年 14 毫米
。

在我国
,

近年来也有不少科学技术人员

从事世界和中国的海平面变化研究
。

多数研

究成果与国外的看法 比较一致
,

只有少数学

者的观点与此相悖
。

例如
,

王志豪曾根据国

内外 50 多个验潮站的资料
,

对 20 世纪的海

平面变化做了阶段分析
。

他提出
,

本世纪

20 年代以 前以及 20
、

30
、

40 年代
,

全球海

平面变化除个别地点外
,

普遍呈上升趋势
,

其上升速度分别 为 3
.

9 毫米 / 年和 4
.

1 毫米

/ 年
,

后来他又对 50 年代以来中国的海平

面相对变化作了分析
,

认为这个时期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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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平面相对变化总趋势是继续上升的
,

其

上升速度平均为 3
.

0 毫米 / 年
。

并认为就整

个 20 世纪而言
,

除个别测站外
,

全球海平

面一直处于上升过程中
,

其上升的平均速度

为 3
.

8 毫米 / 年
,

陈宗铺等用特征分析法对

我国从北至南共 9 个站 的 19 6 0一 19 8 2 年 时

段资料作了分析
,

得出结论也是海平面总趋

势是上升的
。

郑文振等通过对全世界 100 个

海洋站 (我 国 4 6 个
,

日本 22 个
,

各大洋

犯 个 ) 海平面资料 的计算分析认为
,

在过

去一百年 中
,

大西洋海平面大约上升 29 厘

米
,

太平洋上升 9 一 13 厘米
,

印度洋变化最

为明显
,

上升 39 .6 厘米
。

至于我 国
,

根据

沿岸 4 6 个站的资料分析
,

吕泅及长江口 以

南的浙江
、

福建沿岸
,

海平面虽有升有降
,

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 ; 整个中国东南沿海海

平面也呈明显上升趋势
,

但山东半岛
、

渤海

沿岸 的海平面
,

除少数测 站海平面上升之

外
,

大多数验潮站 的海平面稍有下 降
。

所

以
,

我国 4 6 个站的海平 面年变率平均上升

约为 1
,

15 毫米
。

但是
,

国内对此也有 不同

看法
,

例 如
,

郭旭东认为
,

19 70 年 以来
,

中国沿海 3 0 多个验潮站资料表明
,

除少数

观测站出现海平面稍有升高的现象外
,

绝大

多数站的观测结果是趋于下降的
。

关于未来的海平面变化趋势问题
,

目前

已有不少研究
,

这些预测研究的主要根据是

导致气候变暖的
“

温室效应
” 。

据研究
,

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和 甲烷目前正分别 以 0
.

5 % 和

l% 的速度增加
。

在 195 0 年至 1 986 年 间矿

物燃料消耗量增加了二倍
,

排放到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也因此增加 了 25 %
。

据估计
,

今

后 50 年内二氧化碳还会增加一倍
。

根据气

候模拟研究
,

那时全球气温将 升高 1
.

5一

4
.

5 ℃
,

超过人类有史 以来的最大幅度 (在

50 年一 10 0 年 自然界的变化中
,

全球平均气

温变化从来没有超过 1℃ )
。

而气候变暖
,

必然导致极地冰川融解及海水体积膨胀
,

从

而引起海平面大规模上升
。

19 7 8 年
,

默瑟

(M e rc er ) 在
“

南极洲西部冰盖 和二氧化碳

的温室效应
”

一文中提出
,

由于大气中二 氧

化碳含量增加
,

有可能在今后 50 年 内使全

表 1 各国学者得出的海平面上升速率

人人 名名 发表年份份 结果(m m / 年))) 方法及所用资料情况况

TTT h o r a rin ss o nnn 19 4 000 0
.

555 冰川学学
GGG u t r e n

be
r ggg 19 4 111 1

.

1 士 O
一

888 大量海平面资料分析析
KKK U n ellll 19 5 000 1

.

2一 1
.

444 综合法法

VVV a le n tinnn 19 5 444 1
.

1一3
.

999 各国海平面资料料
LLL isits一nnn 19 5 888 1

.

12 士 0
.

3 666 精选 6 个站资料料

认认
产e x le rrr 19 6 111 1

.

1 888 冰川学学

FFF a irb rid g eee 19 6 111 1
.

1 222 海平面资料分析析

MMM o r n e rrr 19 7 333 0一 1
.

111 精选三个站资料料

KKK IU Z eee 19 7 888 1
.

4 一 1
.

555 15 0 0 个验潮站资料料

尤尤芳湖湖 1 9 7 999 5
.

555 7 2 5 个验潮站资料料
EEE m eryyy 1 9 8 000 2

.

5一333 10 0 个验潮站资料统计分析析

郑郑文振等等 1 9 8 666 1
.

}一 1
.

444 5 0 个验潮站资料料

王王志豪豪 1 9 8 666 3
.

888 10 年周期法法

赵赵明才等等 1 9 8 666 2
.

3 士 0
一

999 历史记录录

DDD e n n ssss 1 9 8 666 1
.

444 中国验潮站资料料
加加拿大部分学者者 1 9 8 999 2 4 555 世界 37 个验潮站资料统计分析析

张张祖胜等等 19 8 999 0
.

4 一1
.

33333

史史瑞海海 19 8 999 0
.

5一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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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海平面上升 5 米
。

他的这一看法震惊了全

世界
,

引起各国的重视
,

促进了世界海平面

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

随后
,

许多学者投

人这个领域的研究
,

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报

告 (表 2)
。

从这部分研究报告看
,

默瑟的

结论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

然而绝大多数学者

对于未来海平面将会有明显的上升的看法
,

则是共同的
。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
,

估

计海平面将上升 20 ~ 140 厘米
。

线长达 4 4 万公里
,

约有一半的人 口 和 1 / 3

的工业城市处在沿海地带
.

我国大陆海岸线

长 18 0 0 0 多公里
,

沿海也是人 口 密集
、

工

农业较发达的地区 ; 而沿海地带又大都地势

低洼
,

因此
,

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着这一地

区的生存和发展
。

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

1
.

淹没土地
,

侵蚀海岸

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后果
,

是沿海低洼地

带被淹没
,

同时由于波浪 向海岸推进
,

加剧

表 2

学 者 或 机 构

部分学者对未来海平面变化的预测

}
””
拭

’

尉年份 } 上升量丈
em )

世界气象组织

M e r c e r

日本环境厅

斯德哥尔摩 国际科协理事会
B 10 0 m

欧洲共同体

B a rt h 和 T it u s

高建国

2 0 3 0

2 0 3 0

2 0 3 0

20 30

20 30

下个世纪

20 2 5

2 10 0

2 0一14 0

5 0 0

2 6一16 5

2 0一 ] 5 0

10 0

20一 16 5

1 3一5 5

一2 2 0一刊〕6 9

表 3 粗夫受(J o hns
、

H o n加1阴 ) 等对 2口以卜宁100 年海平面上升的估计 (c m )

(相对于 19 80 年海平面的升高)

年年 份份 保守估计计 适中估计计 较高估计计 最高估计计 历史外推推

2220 0 000 4 888 8
.

888 13
.

222 1 7
.

111 2一333

2220 2 555 13
.

000 2 6 222 39
.

333 54 乡乡 4
,

5—8
.

2 555

222 0 5 000 2 3
.

000 5 2
.

333 7 8
.

666 1 16
.

777 7一 1 222

222 0 7 555 3 8
.

000 9 1 222 13 6 888 2 12
.

777 9
.

5一1 5石石

222 10 000 5 6
.

222 144 .444 2 16
.

666 3 4 5
.

000 12一1 888

另外
,

霍夫曼 (J
.

S
.

H o nb l a
n) 等甚 至对

整个 21 世纪的海平面上升做了预测
,

他从

20 00 年开始
,

对每隔 25 年的海平面上升值

做了估计
,

一直推测 到 21 00 年 (表 3)
。

当

然
,

这个超长期的展望
,

其可靠性是没有把

握的
,

但是我 国的高建国却持相反 的观点
,

他从天一地关系对海平面变化做了研究
,

认

为在未来 10 0 年
、

几百年内
,

海平面不仅不

会上升
,

反而可能下降
,

可谓独树一帜
.

二
、

关于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海平面变化虽然是一个环境问题
,

但它

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是很显然的
。

全世界海岸

了海滩的侵蚀
。

据国外估计
,

如果未来海平

面上升 20 一 14 0 厘米
,

纽约
、

马尔代夫
、

塞

舌尔
、

威尼斯等地将被水吞没 ; 荷兰
、

孟加

拉国
、

埃及
、

中国等许多国家的沿海低洼地

带
,

也将被海水淹没
,

海岸线后退
。

在这种

情况下
,

我国沿海地带究竟有哪些地区
、

有

多少国土可能被淹没
,

现在还不能做出准确

的评价
,

因为我们缺乏估计这种影响所需 的

海岸带精细地形图
。

从现有的一点资料看
,

至少沿海几个大城市
,

如上海
、

天津
、

广州

将有部分被淹
。

上海市地势低平
,

‘

一般海拔

不超过 5 米
,

其东部沿岸为滨海平原
,

海拔

1一 3 米
,

有水淹 之虞
。

天津市沿海滩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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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为 1一 3 米
,

肯定有相 当大片滩涂损失 ;

塘沽区新港码头高程平均 4
.

1 米
,

海河段堤

顶高程为 2
.

7一3
.

0 米
,

区内某些地 区高程

甚至低于海平面
,

显然存在着隐患
。

广州市

珠江三 角洲也存在类似危险
。

至于南海诸

岛
,

多数岛屿为浅滩和 岛礁
,

其 中南沙群

岛
、

中沙群岛
、

东沙群岛
,

除了少数岛屿海

拔 4一5 米外
,

多数为礁滩
,

如果海平面上

升 2 0一14 0 厘米
,

一些礁滩就可能在地图上

消失
。

由于海平面上升
,

可能导致沿海某些现

有经济设施和 国防设施
,

因无可挽救而不得

不迁移或弃置而造成损失
。

这方面的可能损

失会有多大
,

现在也是无法估计的
。

更为严重的后果
,

可能在于因海岸线后

退和某些岛礁消失而造成的领海和 200 海里

经济区范围缩小 ; 特别是在南海的南沙群

岛
、

东沙群岛和 中沙群岛部分礁滩在海图上

消失之后
,

将造成海洋国土损失
,

从而影响

我国在南海水域的某些权益
。

此外
,

由于海岸带
“

沧海桑田
”

的变迁
,

还会引起沿海生态环境的变化
,

也是应该事

先看到的
。

2. 风暴潮灾加剧

有些沿海地区
,

由于台风
、

大风和低压

引起的风暴潮
,

常使该区域水位猛增
,

有时

增水高达数米
。

海平面升高无疑将导致风暴

潮位的抬高
,

从而使遭受潮灾的频率增加
,

灾情加重
.

例如
,

地处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

国
,

其沿海地势低洼平坦
,

热带风暴频繁
,

几乎年年遭受风暴潮的袭击
,

损失惨重
。

如

果未来海平面逐渐升高
,

不仅沿海 1 / 6 土

地被吞没
,

而且每次风暴潮人侵的范围必将

更加扩大
,

受灾地区有可能涉及三分之一国

土
。

我国沿海也是多风暴潮地区
,

许多沿海

城市和低洼 地区
,

历来面临着风暴潮 的威

胁
。

近年来还有些沿海城市过度抽取地下

水
,

造成地 面明显沉降
,

风暴潮灾 日益严

重
。

如果海平面上升
,

势必进一步抬高风暴

潮位
,

灾情将更加严重
。

如上海市
,

地面高

程仅 3 米
,

198 1 年一次台风暴潮袭击
,

高

于地面 2 米之多
,

仅靠逐渐加高的防潮坝才

得以幸免于难
,

如果未来 50 年 内海平面上

升 2 0- 140 厘米
,

现有 的防潮 坝将彻底 瓦

解
,

风暴潮长驱直人
,

其危害之严重可想而

知
。

再如黄河 三 角洲
,

19 69 年一次风暴

潮
,

羊角沟的潮位高达 6
.

6 4 米
,

最大增水

3
.

55 米
,

超过警戒水位 1
.

74 米
。

当时现有

的防潮坝缺 口 50 多处
,

潮水侵人内陆 4 0 公

里之遥
,

造成严重的损失
。

如果未来海平面

上升 2 0一140 厘米
,

潮位将相应抬高
,

遭受

潮灾的区域范围将更为广大
。

总之
,

由于海

平面升高
,

本来风暴潮影响不大的地区
,

有

可能出现潮灾
,

本来有潮灾的地区
,

受灾区

域将扩大
,

灾情加重
,

损失更惨
。

另外
,

潮

水泛滥还可能对沿海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

如

某些地区作为有害物质倾废场
,

由于海平面

升高
,

风暴潮可能冲毁倾废场堤坝
,

泛滥的

潮水使有害废物四处扩散
,

造成临近水域和

陆地污染
,

其后果也是严重的
。

3. 盐水内侵加剧

海平面上升还会引起盐水 内侵
:
一方

面
,

由于海平面升高
,

海岸线向陆地移动
,

咸
、

淡水边界也随之向前推进
,

使海岸和河

口盐度增大
,

影响临近城市和农村的淡水供

应
。

特别是在干旱期 间
,

盐水可能深河流更

远
,

使水荒加剧
,

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工农

业生产
。

另一方面
,

沿海地下水位的高程与

海平面密切相关
,

随着海平面上升
,

地下

淡
、

咸水边界也随之升高
,

造成土地盐碱化

和地下水源的破坏
。

另外
,

盐侵对于某些海

洋生物种群也是一种威胁
。

有些生物种群有

定期溯河徊游的习性
,

尽管鱼类可以适应海

平面升高而向更远的上游徊游
,

但是城镇的

大量排污
,

常常阻止了鱼类的这种努力
,

结

果必然影响生物正常生活
。

总而言之
,

海平面上升对于人类的影响

可能是灾难性的
,

因为
,

虽然它每年上升只

有几毫米
,

变化是缓慢的
,

但是它涉及的问

题却是带根本性的和宏观的
,

包括沿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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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海平面变化趋势及其对策

利用
、

城乡建设规划和布局
、

海岸工程设施

及其标准
、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等一系列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

影响是广泛而

深远的
。

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等到面临
“

没

顶之灾
”

时来解决
,

必须进行超前研究
,

远

景规划
,

统筹安排
,

逐步实施
,

才能适应未

来的任何局面
。

为此
,

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

三
、

关于海平面上升的对策

对付未来海平面上升的策略
,

无非有两

种 : 一是积极进攻
,

一是积极防御
。

积极进

攻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

也就是针对造

成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采取主要对策
。

目

前人们对海平面变化的基本认识是
:
人类大

量使用化学燃料~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

~ 气候变暖一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

根据

这个模式
,

防止海平面上升的最根本办法
,

当然是设法阻止地球变热
。

但是
,

鉴于人类

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程度
,

现在看来已不能对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全球一致的有效控

制
,

气候变暖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内是无法抑

制的
。

因此
,

积极进攻的对策在一定时期内

显然是行不通的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

选择只能是积极防御的策略
.

下面所谈的几

点对策建议
,

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
。

1
.

加强海平面监测和预测

海平面监测是海平面预测的基础
。

由于

海平面变化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

关系甚为复杂
。

因此海平面研究需要有长期

的验潮资料
。

目前世界上一些主要沿海国家

已建立了一个验潮站网
,

有的验潮站进行了

上百年的连续观测
,

积累了一批宝贵资料
。

但作为一个全球监测系统来说
,

其数量还不

足
,

测站分布也不尽合理
,

技术设施也参差

不齐
,

多数验潮站观测资料的时间序列比较

短
。

因此
,

国际上已建立了全球海平面观测

系统
,

进行国际合作
,

以求不断充实和完

善
。

我国的验潮站大部分是建国以后发展起

来的
,

历史较短
,

目前仪器设备也比较落

后
,

加上这些验潮站管理上分属不 同部门
,

缺少统一 的规范
,

观 测质量难 以保证
。

另

外
,

有些验潮站观测资料时有间断
,

分布也

不尽合理
。

因此
,

为做好海平面研究和预测

工作
,

首先必须加强全国验潮站的管理和建

设
,

建立一个国家级 的统一 管理的验潮站

网
,

并对其进行技术改造
,

更新仪器设备
,

提高 自动化水平和观测质量
,

形成一个现代

化的海平面监测系统
。

这个系统既能为当前

的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和海洋开发服务
,

又

能为海平面研究和预测提供可靠的数据
。

同

时要积极收集和充分利用国内外现有资料
,

开展我国和世界海平面变化原因
、

规律及趋

势研究 ; 对我国一些重要地区未来一
、

二十

年的海平面变化进行预测
,

以便为对付未来

的海平面变化的决策服务
。

2. 加强国际合作

全球海洋是一个整体
,

中国海平面变化

是全球海平面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因此在

观察和研究我国海平面变化的同时
,

也必须

分析研究全球海平面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

这

就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

自从 19 74 年开始
,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已把海平面变化列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

在

国际地质对 比委 员会中设立 了海平面工作

组
,

实施海平面研究的国际合作计划
。

我国

于 19 81 年加人该组织
。

同时
,

在政府间海

洋委员会的支持下
,

建立 了全球海平面观测

系统 (C L O Ss)
,

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国际

系统
,

在海平面测量
、

资料收集和交换
、

支

持世界气候计划所需的海平面产品制作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另外
,

海委会和世界气

象组织共同制定的全球海 洋观测服务系统

(IG O Ss) 的太平洋海平面实 验计划
,

自

1984 年 以来 已有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多

个海平面观测站参加
,

其中包括我 国 19 8 5

年以来陆续加人的 5 个验潮站
。

根据计划
,

在没有 岛屿站和岸站的大洋区域
,

将由卫星

测高仪的遥测资料来补充
,

参加国均可以从

IG O S S 太平洋海平面实验计划或世界资料

中心得到该系统的所有资料
,

曾在分析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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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埃尔尼诺事件 中起到重要作用
。

它的成功

还促进了大西洋类似的海平面实验计划的诞

生
。

无疑
,

随着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的实施

和发展
,

人们将可获得越来越多的海平面情

报资料
。

现在我国每月为该系统提供 5 个验

潮站海平面资料
,

同时我们也可获得该系统

提供的 70 多个观测站的海平面资料
,

以很

小的代价换来了很大的收益
。

因此
,

今后我

们应继续积极参加国际海平面合作计划
,

特

别是联合国组织的各种大型合作项目
。

通过

国际合作和交流
,

获取更多的资料和成果
,

改善我国的技术条件
,

提高我国海平面研究

水平
。

3. 加强防灾措施

根据海平面上升可能造成的灾害
,

应及

早采取有效的防灾措施
。

这些措施按其功

能
,

大致可分为三种
,

即适应
、

防御 和控

制
。

(l) 适应
,

或者叫退却
。

这主要是指沿

海工程规划上讲的
。

就是说
,

在规划沿海工

程建设
、

经济区
、

居民区发展布局时
,

要考

虑到未来海平面上升的后果
。

根据海平面上

升预测和沿海地势情况
,

分别采取不同的计

划方案
: ¹ 在可能被海水淹没或海岸侵蚀严

重的地带
,

应避免作开发区使用 ; 已列人计

划但尚未开工或初步开工的危险地带
,

应重

新调整布局
。

º 在 目前风暴潮灾频繁和严重

地区
,

对那些人 口密度不大的居 民区
,

可 向

陆地方向后撤一定距离
,

以防后患
,

又能保

持原有海滩的娱乐 用途
。

» 为适应可能增强

的风暴潮破坏
,

居 民楼走 向设计应使其长度

与主波向平行
,

结构上要加强桩基和防水能

力 ; 办公楼和生产房设计应考虑使贵重设备

置于未来上升海平面之上
,

以确保安全
。

¼

为适应风暴潮灾和海岸侵蚀
,

各种沿岸建筑

物建造时所需的海平面上升预测时效
,

应 比

建造防护设施所需的预测时效更长
。

(2 ) 防御
,

乃是指建造人工防护工程来

防止海平面上升的危害
。

这种防护工程主要
厂

有两类
:
一类防潮工程

,

包括防潮坝
、

防洪

堤
、

挡水墙等海岸建筑物
,

可 以有效防止海

潮水的侵袭
,

特别是前者
,

不仅可以起到防

潮的作用
,

还能抑止波浪对海岸的侵蚀 ; 如

果能把防潮工程同沿海滩涂围垦
、

海水养殖

等工程结合起来
,

实行开发和保护并举
,

则

可能获得更佳的综合效益
。

但是
,

防护工程

必须建立在准确可靠的海平面变化情报基础

上
。

只有掌握准确可靠的海平面变化情报
,

才能确定有效而又经济的海岸工程的高程和

结构设计
,

确保工程使用寿命期 内的安全可

靠性和 经济性
。

当然
,

由于 防御工程投资

大
,

所以一般是实行重点防御
,

就是选择有

重大价值的地区
,

如大城市
、

国防设施
、

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遗址和环境保护区等
,

进行

重点保护
。

(3) 控制
,

指控制沿海地面沉降
。

由于

沿海工业和城市缺水而大量开采地下水
,

也

由于沿海石油开采的发展
,

造成地面严重下

沉
,

从而加重了因海平面上升可能带来的威

胁
。

例如
,

上海市在 19 21一 19 56 年间
,

市

区地 面累计沉降达 2
.

63 米
,

平均年最大沉

降量 为 110 毫米
,

1962 年遭受一次大风暴

袭击
,

黄浦公园潮位涨到 4
.

76 米
,

由于地

面下沉
,

过去建造的 防汛墙发生 46 处决

口
,

结果上海半个市区被淹
,

造成 5 亿元的

经济损失
,

灾后不得不加高防汛墙
。

再如天

津新港地区
,

1974 一 19 8 5 年间每年地面沉降

44 一 10 2 毫米
,

由此造成港 口 工程地势标高

低于设计标高
,

减弱了港 口建筑抵御风暴潮

的 能力
。

19 8 5 年 连续两次遭受 风暴潮袭

击
,

新港码头全部上水
,

大部分货场
、

仓库

被淹
,

港区直接损失两千万元以上
,

整个天

津沿海估计损失达一亿元以上
。

所以
,

在考

虑预防海平面上升危害时
,

也必须注意控制

沿海地区
,

特别是港 口城市的地面沉降
。

目

前控制地面沉降的办法
,

主要有两个
:
一是

控制开发水井或采取灌井的办法
,

这种办法

在上海和天津等地实行过
,

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
。

另一种办法是使地球表面的海水转移并

储存在陆地 的洼地和干旱地区的蓄水层 中
,



3 期 许启望等
:

关于海平面变化趋势及其对策

以起到减缓海平面上升的目的
。

据国外纽蒙

等人计算
,

自从 1 9 5 7 年至 19 82 年
,

地球上

每年有 0
.

75 毫米的海平面上升
,

被转移并

储存在水库和灌溉工程中
。

至于盐侵
,

一般

可将抗旱的方法和对付海平面上升的办法结

合起来
,

因为海水内侵往往是这两者造成

的
。

在河流下游建造水库
,

在干旱期把水库

的水放出去
,

以减缓咸水沿河人侵 ; 在依靠

河流供水的地区
,

干旱期应限制水的消 费

量
,

以控制咸水人侵的最小流速
。

另外
,

为

保证某些生物种群适应海水内侵而向上游徊

游
,

必须控制来 自上游城市区的水污染
。

4. 皿视沿海地区的测绘工作

以上各项防灾措施
,

都离不开对海岸带

地形地势的了解
,

需要有这个地带精细的地

形图件
。

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
、

港 口
、

经济

开发区等工业和人 口密集地带
,

尤其需要有

这种地形 图件
,

以作为城市和工业发展布局

的依据
,

也为防灾工程建设
、

转移
、

疏散提

供基本资料
,

这是防灾工作的基本建设
、

百

年大计
,

是必不可少的
。

可是目前国内还没

有这种精细的地形图件
,

以致我们现在还拿

不出海平面上升 2 0一 14 0 厘米
,

沿海城市有

哪些地区
、

有多少面积将被淹没的数据
.

因

此
,

从长期防灾考虑
,

作为其前期工作
,

应

该把海岸带精细地形测绘纳入国家规划
,

有

计划的逐步开展这项工作
。

近期内重点要把

一些沿海重要地带的地形侧绘工作抓起来
,

争取在本世纪末完成一套我国沿海重点海岸

带精细图件
,

以便为沿海防灾决策提供准确

可靠的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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