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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岸带海涂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

黄毅坚 杜 琦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厦门 )

摘 要 本文就福建省的海涂资源的特点
、

存在的问题
、

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阐述
,

福建沿海海

涂资源极其丰富
.

多年来
,

由于建设工程和工业发展的需要
,

使许多海涂资源受到很大的破坏
,

同时
,

由于群众的资源利用意识和国家投入不够
,

使许多海涂土地资源至今仍未得到合理地开发

和利用
。

关键词 海涂资源

表1 沿海各地市海涂面积

海涂类型 ( k m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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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省的海涂资源及利用现状

目前
,

福建海涂资源 共 有 2 o 59 k m
2 ,

北起福鼎县沙埋港的虎头鼻
,

南至诏安的宫

口港
,

绵延约 3 0 0 ok m Z o

1
,

1 福建海涂土地资源的地理分布

福建沿海23 个县市都有海涂 资 源 的 分

布
,

但分布的数量和类型都不尽相同
。

全省

沿海六地市海徐土地资源分布数量从大到小

依次是
:
福州市

、

宁德 市
、

漳州市
、

莆 田市
、

泉州市
、

厦门市
,

面积分 别 是
: 64 2 k m

2 、

4-3 6 k m
Z 、

2 8 6 k m
“ 、

2 8 I k m
“ 、

2 7 8 k m
2

13 7 k m
2

( 见表 1 )
。

其中面积分布数量最大

的4个县是
:

福清县
、

莆 田县
、

霞 浦 县
、

漳

浦县
。

惠安
、

连江
、

宁德等县的海涂土地资

源也都在 lo ok m
’

以上 ( 见表 2 )
。

1
.

2 海涂类型及其分布特点

福建海徐资源根据 《
、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

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 》土壤部分的分类准

则
,

可大体分为 5个亚类和 10 个土属
。

这 5个

亚类是
: 红树林潮滩盐土

、

海涂盐土
、

草甸

滨海盐土
、

沼泽滨海盐土
、

滨海盐土
。

其中海

泥土属
,

海泥沙土属
、

海沙土属分别占全省

海涂面积的55 帕
、

2 5帕和 9肠
。

表2 海涂面积 I O0k m 以上的县的面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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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徐土地资源的地理分布特点是
:

闽江口以北岸段 以 海 泥 土 为 主
,

面 积 有

5 2 7 k m 2 ,

闽江口 以南岸段 以海沙土面 积 为

多
,

面积共计3 3 8 k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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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现状

福建海涂土地资源的利用主要是水产养

殖
。

围滩造田和晒盐
,

其中以水产养殖的经

济效益最高
。

福建海徐养殖的水 产 品 主 要

有
:
褶牡砺

、

近江牡蜘
、

太 平 洋 牡 砺
、

缴

蛙
、

菲律宾蛤仔
、

泥蜡
、

寻 氏 肌 蛤
、

紫 贻

贝
、

厚壳贻贝
、

翡翠贻贝
、

紫菜
、

妒鱼
、

尼

罗罗非鱼
、

石斑鱼
、

真绸
、

黑酮
、

中国对虾
、

长毛对虾
、

斑节对虾等鱼虾贝藻30 多种
。

据

19 8 8年统计
,

福建海徐水产品养殖共50
.

96 万

亩
‘’。

自解放以来
,

福建由于围滩造田增加

的耕地约 47
.

65 亩
。

围滩造田种植应因地制

宜
,

合理利用
。

福建有些海徐盐 业 发展 很

好
,

如莆田市的东桥
,

东山的西港等
。

2 福建省海涂土地资源存在问题

2
.

1 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70 年代以来
,

福建浅海滩涂主要受环境

污染的影响
。

据省环保局资料
, 1 9 8 8年福建

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已为7
.

6亿吨
,

生活 废水

排放量为2
.

3亿吨
。

据预测到2 0 0。年
,

工 业

废水的排放量将为23 亿吨
,

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为41 万吨
2 ’。

这些污染物排出后都进入海

涂土地中
。

目前
,

影响福建海涂环境质量的

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
、

油类
、

有机氯农药
、

CO D 等
。

由于环境污染
,

使得每年发 生 在

福建海涂上的水产品死亡事故时有发生
,

同

时
,

由于污染而造成富营养化
,

导致福建 的

主要港湾都发生不同程度的赤潮危害
,

这些

港湾是三都湾
、

罗源湾
、

闽江口
、

福清湾
、

厦门西海域
、

东山湾等
。

据我们调查
, 19 9 0

、 1 9 9 2年间
,

福建沿海共发生赤潮 10 起
,

其

中有 3起造成水产品大量死亡
。

以 1 9 9 0年6月

中旬发生在泉州湾的双鞭毛藻赤潮造成的危

害最大
,

仅养殖的鱼贝类造成的 损 失 就 达

2 60 万元
。

大部分的赤潮都是发生在港湾的海

涂上
。

据统计
,

从 19 8 6年福建成立渔业环境

监测站以来
,

处 理 的 各 种水产品死亡事

故达数十起
,

经济损失难以估算
。

近年来
,

福

建沿海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

污染物入海后首

当其冲的就是破坏水产品大量养殖的海涂环

境
,

造成水产品蓄毒量增加或死亡
。

2
.

2 建设工程和工业发展占用大量的海涂

近年来
,

随着福建大量 引进外资
,

工业

和乡镇企业发展迅猛
,

城镇扩大
,

港口
、

码

头
、

机场等工程的建设
,

使得福建海涂资源

不断被占用和破坏
,

海涂面积不断减少
,

同

时
,

由于建设工程的进行而使海涂上养殖的

水产品死亡事故时有报道
。

以厦 门西海域为
\

例
,

近年
,

厦门的儿个重点建设工程都是在海

涂上大量填土的基础上建成的
,

如厦门煤气

公司
,

厦门东渡港第二期工程等等
。

当然
,

’

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发展
,

适当地在海涂上填

土搞建设工程也是一种需要
。

但一拥而上
,

疯狂地填海涂土地则是愚蠢之举
。

海涂的经

济效益是很高的
,

且投资又少
。

据有关资料报

道
, 1万亩海涂提供的生物蛋白质约65 。吨

,

相当于耕地2 5万亩增产8 0 00 吨粮食 提 供 的

蛋白质
。

2
.

3 填海造地使海涂不断减少

如果说70 年代以来
,

福建的填海造田主

要是建设工程的需要
,

那么50 ~ 70 年代的围

海造田则是为了与大海争粮食
。

据 1 9 84 年的

资料
,

建国以来
,

福建围垦 的面积达 13 7 万

亩
。

围海造田由于布局不合理
,

自然条件不

适宜
,

围好的土地有的积水过多
,

有的是缺

乏淡水不能耕种或被潮水冲毁
,

浪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也破坏了生态环境
。

如连江的大

官坂垦区
,

因缺乏淡水未能利用
;
厦门复警

港围垦后
,

污水不能排出
,

使 该 港 成 为闻

名的臭水港
。

在
“

以粮为纲
”

的时代
,

大量

1 ) 1亩= 0
.

0667公顷 亩为废止单位
,

2 ) 林甄
.

福建省水环境污染形势与对策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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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

海 造 田 可谓是 付 出 了 大量 的代价
。

以

1 9 8 8年为例
,

绕 蛙 亩 产7 72 公 斤
,

亩 产值

2 3 16 元
:
对虾亩产 928 公斤

,

亩产值1 8 5 6元
,

此外
,

扇贝
、

石斑鱼等名贵水产品的养殖收

入更高
,

而填海造田的土地由于 自然 条 件

差
,

往往难以取得
、

较高的经济效益
。

2
.

4 许 多海涂还未开发

福建省在许多偏僻的渔村或海岛
,

由于

交通不便和投入资金少
,

至今许多肥沃的海

涂土地仍未得到合理利用
。

据 1 9 9 0年我们在

海岛调查中发现
,

许多偏僻小岛由于缺乏资

金
,

大片大片的海涂废弃着
,

农民们都盼望

着国家能贷款让他们进行海涂水产养殖
,

开

发海涂资源
,

增加经济收入
。

因此
,

我们呼

吁有关部门增加对海涂土地水产 养 殖 的 投

入
,

尤其是贝藻类的投入
。

3 海涂土地开发和利用展望

3
.

1 保护海涂的生态环境

良好的海涂生态环境是海涂开发利用的

基础
。

福建的海涂生态环境质量是令人忧虑

的
,

污染而造成水产品的死亡事故时有发生
,

污染不仅危害海洋生物
,

而且威胁着生物的

栖息
、、

繁殖的生态环境 d 如果不能控制环境

污染
、
保护海涂生态环境

,

海涂水产养殖就得

不到保证
,

可能还将威胁到人体的健康
。

3
.

2 保护海涂资源
,

禁止滥用海涂土地

国家虽三令五申不准滥用土地
,

但有关

部门对海涂土地的保护仍重视不够
,

滥 用海

涂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
。

我们要象保护耕地

那样保护每寸海涂土地
。

海涂土地就是福建

的创汇基地
。

据 19 8 5年统计
,

当年福建海涂

为国家换取了5
.

11 亿元的外汇
。

建议有关部

门应对福建的儿个主要水产养殖海涂进行重

点保护
。

3
.

3 大力发展海涂水产养殖业

福建海涂可利用的面积 为 2 84 万 亩
,

近

期可供贝
、

藻
、

蟹 养 殖 的 面 积 18 0万 亩
,

19 8 8年已开发的有 1 17 万亩
,

利用 率 65 肠
,

因此
,

福建省的海涂利用尚有很大的潜力
,

应该呼吁有关部门和社会的 重 视
,

增加 投

入
,

提高海除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

为福建

水产品翻两番的目标做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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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口 为中心
,

以城市为依托
,

努力发展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的临海工业
。

重化学工业的发展
,

受资金和 技 术 的 限制
,

且引进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设备
,

需要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

所

以
,

该地区重化学工业建设项目安排要有统筹考虑
。

目前
,

该地区 以港口电站为中心的电力工业建设已经起步
。

南通港的华能电厂已部分投

产
,

盐城射阳港电厂已列入
“

八五
”

建设项 目
,

灌河口 240 万千瓦大型火 电厂选址已经 过 有

关部门论证
,

连云 港核 电站选址工作进展顺利
。

以电力工业为龙头
,

逐步带动化学工业 ( 以

石油化工
、

盐化工为主 )
、

冶金工业 (以钢铁工业为主 )等发展
,

并相应发展机械
、

造船等

工业
,

这无疑是一个较好的抉择
。

不仅能解决动力不足
、

原材料紧张等面临的许多问题
,

而

且随着多种工业类型的集聚和扩展
,

形成重化工型的临海工业体系
,

推动该地区工业向资金

一技术密集型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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