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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髓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游泳、水上运动、旅游、度假等体

闲娱乐活动翻益增多，环境优美、水质优良的海滨浴场对游客具有相当

高的吸引为，能促进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由此可以带动其他第三产业的

快速发震。在向世界出售阳光、大海和沙滩的西班牙，每年国际旅游收

入多达250亿美元，在美国，海滨浴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关键作用；

有些地区，人民不惜重金购买人工沙滩建造海滨浴场。可见，海滨浴场

在旅游业中占有及其重要地位，我国海岸线漫长，沙滩旅游资源优良众

多，沙滩旅游业方兴未艾。因此，保护海滨浴场、提高其环境质量和合理

规划、开发利用海滨浴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我国海滨浴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海滨浴场由海滩地貌、水体、生物、气候气象、

人文等多种资源要素组成，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宝贵“3s”资源的集合

体。由于海水浴疗具有使毛细管畸形减少、缓解小动脉的痉挛、改善微

循环、可在短时间内消除疲劳、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功能，因此乐于享

受海水浴的游客急剧增加，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和引发了众多的浴

场问题。

1．浴场水质不达标

海滨浴场暴露在自然界，易受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尘埃、生活污

水、各类船只泄漏的机油等污染，这些污染只能通过海水自然稀释净

化。在影响海滨浴场的水质因子中，总大肠菌群、大肠杆群、类大肠杆群

和肠球菌是当前国内外环境监测部门评价水体受生活污水污染程度以

及在卫生学、流行病学上安全度的公认标准和主要监测项目，国外一般

都仅选择总大肠菌群或粪大肠菌群等作为评价因子。曾有人对部分浴

场距岸边10 m、50 ITI处的水质进行调查，大肠杆群合格率仅为2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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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当游泳者嬉戏、海浪冲击等因素导致游泳者喝入受

污染的海水时，有可能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另外，国家卫

生标准中没有禁止重症沙眼、极性结膜炎等患者在天然游

泳场游泳的规定，因此这些疾病也有可能介水传播。

2．浴场沙滩污染问题严重

目前大多数海滨浴场属于开放式管理，客流量很

大，有部分游客喝入浴者在沙滩上吃零食、吸烟、吐痰、

乱扔垃圾等杂物，甚至还有小孩大小便，如不及时清理，

既污染了沙滩环境，又滋生苍蝇和细菌，在海浪和雨水

冲届Ij条件下极大地降低浴场水质，给游客健康带来严重

危害。

5．浴场承载量过大

近年来，许多海滨浴场的境外及国内游客人次急剧

上升，一方面是海滨浴场的娱乐休闲功能确实很吸引

人，另一方面是人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旅游热进一步升

温，加上越来越多的商务往来和“五一”、“十一”的长

假及双休Et制度的实施，为人们外出旅游提供了好时

机，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容量问题。

海滨浴场一方面构成了海岸带旅游观光度假的功能，另

一方面是为游客提供沙滩浴、阳光浴和海水浴功能。这

两方面都存在容量问题，当游客容量超过海滨浴场所能

承受的最大容量时，必将带来诸多不便，影响舒适感，还

可能产生安全隐患。

4．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由于影响浴场的海浪主要是受水深和地形影响及风

浪和海浪相互作用形成的浅水浪，波浪预报困难较大，

而目前部分浴场的安全设施也不够完善，因此易引发安

全隐患。长乐市海滨度假村浴场的两名游客在沙滩踏浪

时忽遇涨潮而被海浪卷走导致溺水身亡。死者家属和浴

场主管部门就意外死亡还是安全事故而索赔各执一词，

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深圳蛇口“海上世界”的一海

滨浴场，由于水质问题和其他原因早巳废弃多年，无人

管理，因此每年都有人溺水身亡。为防止意外，这个浴场

最终被填平，消除了安全隐患。

5．更衣室条件差

多数海滨浴场更衣室空间狭小，淋浴喷头数量不

足，难以满足每天上万计浴者的更衣冲水需要；更衣室

设备简陋，多数没有浸脚消毒池，赤脚更衣冲水现象普

遍，易造成脚癣等疾病传播；更衣室通风条件差，空气细

菌总数多，污染严重。另外，出租的泳衣裤是浴场传播疾

病的主要途径，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件》颁布后，这

种现象得到了遏制，但在一些偏僻浴场仍存在，出租方

式隐蔽，很难发现。

6．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海滨浴场每年最多开放三个月，更衣室由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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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企事业单位独立经营，开放时间也不一致，而就业

人员成分复杂，有工会人员，有离退休、休病假职工、个

体承包者，还有暑期打工学生，这些人员流动性大，文化

素质、卫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很难进行统一的培训和

体检，给浴场的安全和卫生隐患的消除弗来困难。

二、我国海滨浴场的应对策略

1．严格卫生审核制度和完善公用设施

在海滨浴场开放前，严格执行卫生审核制度，由卫

生监督部门对水温、水质、更衣室、淋浴室、救生、防鲨

网、水深标志进行调查、适用和审核，对出租泳衣裤等违

法现象曝光，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限期改造和改善，加强

更衣室的通风换气，及时清洗公用物品，防治疾病的传

播，合格后方可对浴场和更衣室发放卫生许可证，并长

期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做到执法检查与群众监督相结

合，使浴场的卫生管理工作制度化、秩序化、正常化。

2．强化从业人员的卫生意识与整体素质

卫生防疫部门应对浴场从业人员进行体检，采用培

训负责人、印发海滨浴场卫生管理通告、浴场播音室重

复播放卫生知识等多途径卫生培训，强化从业人员的卫

生意识和整体素质。

5。加强浴场环境保护和水质监测

浴场管理部门应有专门的清扫保洁队伍，及时打捞

清除水面漂浮物，垃圾做到El产El清，严禁在浴场内吃

食物、吸烟、吐痰和大小便。卫生防疫部门会同环保监测

部门，严格执行公共场所卫生标准，在浴场内和浴场周

围排污IZl设点进行连续监测，并及时将监测结果通告游

客，为游客的健康负责。

4．削减污染源

合理科学地规划排污口，削减污染源排放室，完善

污水处理设施，做到达标排放；尽可能改河口排放为深

海排放，减轻近海域及海滨浴场污染，确保旅游资源优

势。

5．及时进行海洋天气预报

在海滨浴场的开放期间，尽可能及时准确地进行海

洋天气预报，尤其是风浪、温度、潮汐、风速、风向预报，

并能提前进行广播；在浴场的一些危险区域设置警示

牌、警示绳，并用显眼的颜色注明，确保游客注意人身安

全。

6．估算海滨浴场的资源承载量

旅游资源承载量是指在保持旅游资源质量的前提

下，一定时间内旅游资源所能容纳的旅游活动量，这是

目前旅游环境容量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旅游环境容量

的量测，基点在于有一个同旅游地承受的旅游活动相对

应的适当的基本空间标准，即单位利用者所需占用的空

   



间规模量或设施。以海浴为例，基本空间标准多以平均

每位海浴者所需占用的海滩面积来表示。只有这样，才

能给游客一个宁静和清新的环境，获得愉悦的精神享

受。

三、我国海滨浴场的评价体系

由于海滨旅游资源是由地貌、水体、气候气象、人文

等多种旅游资源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各要素在不同方

面、程度上满足海滨旅游的需求，它们在构景、遣景、育

景、成景方面及在各种海滨旅游活动中相互促长、映衬，

互为主次，共同塑造优美的海滨环境，是一种极佳的资

源要素组合配置方式。因此，旅游海滨资源应该具有汇

集性、整体性。

我国学者在海滨旅游区的环境评价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如在秦皇岛海水浴场水质分析及污染防治研究中选

择了5个水质指标，另有学者对海滨旅游区的生理环境

和海滨旅游适宜度进行了评价；在海南省海甸岛东北部

岸滩海域旅游资源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中，选择了坡

度、水色、风速、坡高、水温、光照、砂砾粒径等13个自然

因子，pH、DO、COD等6个水质因子，油块、铜、铅、镉、

汞等8个海滩底质因子，给出了每一因子的评价标准及

权重，进行了评分比较。在辽宁沿海旅游资源的评价研

究中，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计算法，选取多个因子，对海

滨浴场进行综合定量评价。郑建瑜等人在对青岛南海岸

海水浴场的旅游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时，主要从15个方

面(海滨宽度、海底倾斜、流速、波高、水温、气温、风速、

水质、地质粒径、有害生物、藻类、危险物、浮游物、游客

容量和配套设施)进行比较和评价。李占海等人也提出

了自己的评价体系，主要从地貌、水体、气候气象、生物、

人文、基础设施及管理、安全和卫生等8个方面共计80

因子进行评比，并采用6级5分制的新评分规则，用超

标因子处理限制性因子，用先决条件因子判定海滨是否

适宜旅游。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评价体系。一

个好的海滨资源质量评价体系应客观、科学、系统、全面

地反映海滨旅游资源的质量状况，有效地帮助人们选择

海滨，管理治理海滨。海滨旅游资源质量评价是一个很

复杂的问题，它具有多方面、多形式、多内容、多层次、动

态性、时间性的特点。从不同评价角度出发，会得出截然

不同的评价结果，每一评价体系只能是客观状况一定层

次上的主观反映。所以，我们应建立一个由多个评价角

度组成的综合评价模式，才可科学、完备地反映资源质

量。

因此，根据我国海滨旅游资源的环境和客源特点，

借鉴国内外评价体系的优缺点，从利于和国际海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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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利于游客选择旅游地和利于海滨管理的角度出发，

建立适合我国的评价体系显得十分重要。

四、我国海滨浴场的开发与规划

一般情况下，海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主要经

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级开发阶段。主要是简单

的开发利用，占有海滨空间资源为主，其开发程度低、比

较分散、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项目少，游客滞留时间

短，对游客的吸引力有限；第二阶段为综合开发利用阶

段。该阶段对海滨空间资源开发有较完善的整体规划、

以带状或成片开发为主，其相应的配套设施完善、旅游

项目多、对游客有较强吸引力。在海滨浴场的开发与规

划过程中，为了确保让海滨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环境

保护、城市形象建设紧密结合，切实保持“蓝天、碧水、

金太阳、金海滩”的舒适环境，使海滨旅游成为永久的

朝阳产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科学定位全局规划

现阶段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坚持高起点开发，立足

国内，面向世界，遵循国际惯例，加快旅游资源优势向旅

游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转化，努力营造国际一流的海

滨浴场和2l世纪的海滨旅游、度假、疗养胜地。因此，在

海滨浴场的开发中，必须高度重视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

定。要站在世界与全国旅游业发展的高度，邀请高层次

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研讨论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

训，进行科学的定位和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在此基础

上，再聘请旅游规划大师制定出起点高、有独创、经得起

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国家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规划，并像

城市规划那样付诸实施。

2．永续开发合理安排

在对现有海滨浴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要进行资

源承载量估算，做到既能让旅游资源永续开发利用，使海

滨资源利用价值和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又能为游客提供

充足的活动空间和游乐环境，满足他们的舒适和便利性

需要。现阶段国内采用的海滨浴场容量标准为：沙滩容

量的常规标准为5～lO mz／人，海滩容量的舒适标准为

10—15 mV人l水域容量的一般标准为10～20 rn2／人。

3．适时增添人工浴场

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自然的海滨浴场资

源容量有限，将不能满足游客的休闲度假需要，因此在

开发现有的海滨浴场的同时，还应该考虑通过人工造滩

的方法增添新的海滨浴场，分流部分过热的浴场游客数

量，增加浴场总体容量。人造沙滩是根据Silvester提出

的岬控工程理论，模仿自然界的螺线形海湾的形成过

程，构建人工岬角，改变海浪强度和方向使被侵蚀的泥

沙在波影区沉积后形成人工沙滩。大连市星海湾人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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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浴场的实践证明，这种人工景观既提升了城市土地资

源价值，带动城区开发，形成新的旅游景点，使该地区取

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城

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又缓解了现有的自然海

滨浴场拥挤的矛盾，为人类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领域

的愉悦享受，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的需求。

五、我国海滨浴场的发展建议

海滨浴场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游客避暑和休闲

最重要的旅游点之一。其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能够

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旅游

公害”，加剧环境污染和地方特色的消失。因此，我们必

须注重环境与旅游资源的保护和美化，实现我国海滨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旅游开发的“时序性”，集中力

量建设重点设施和重点地区，保证海滨旅游能满足当代

人的需求，并把暂时不宜开发的资源保护起来，留给后

人去开发，防止遍地开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

件，决不能走粗放经营，破坏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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