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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沿海滩涂农业综合开发利用

李 瑾 侯学曾

(天津市农业区划研究所) (天津海岸带开发咨询服务公司)

天津市濒临渤海湾西岸
,

海岸线北起涧河 口
、

南至歧口
,

全
一

长1 5 3
.

33 公里
。

天津海岸带

总面积为 2 3
.

41 万公顷
,

其中陆域面积 1 8
.

88 万公顷
、

潮涧带 (滩涂 ) 面积 2
.

86 万公顷
、

水下

浅滩面积 1
.

6 7 3 万公顷
。

天津滨海地区包括行政区划的塘沽
、

汉沽
、

大港三区
,

是天津市对外

开放 的前沿地带
。

其城镇
、

港 口
、

工业 以及交通建设在沿海经济中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
,

而

农业却处于相对从属地位
。

这种区域发展的特殊性
,

对沿海农业的发展提出了特殊要求
。

从

海岸带建设的总体出发
,

充分开发利用滩涂等资源优势
,

建立发达的农业生产基地
,

以满足

贸易
、

工业和城镇人口增长对农业的需要
,

这是沿海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一
、

农业开发利用条件的综合评价

(l ) 耕地少
,

土地质量较差 沿海地区有耕地面积2
.

5 44 万公顷
,

仅 占总 土 地 面 积的

1 1
.

54 %
,

非农业用地 占主导地位
。

除已开发利用的土地外
,

尚有盐碱草荒 地 1
.

82 万公 顷及

大面积水域滩涂
,

开发潜力较大
。

但沿海地区土地质量较差
,

耕地土壤肥 力 不 高
,

质 地粘

重
,

代换量较高
,

土壤湿度大
,

通透性差
,

土温上升较慢
,

不利于潜在的养分分解
,

根据全

国土壤普查技术规定
,

沿海地区土壤 多为三
、

四级地
。

( 2 ) 气候条件比较优越
,

但时有灾害发生 沿海地区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

年平

均气温 1 2
’

c
,

平均无霜期 1 8 3天 ; 年 日照时数为 2 9 7 8
.

7小时
,

日照百分率 67 肠 ; 年太 阳总辐

射值为 1 23 ~ 1 3 5千 卡/ 厘米
’ ; 夕 O

O

C积温 4 4 8 2 一 4 6 3 9
O

C, 平均年降水量60 6
.

7毫米
; 日平均风

速 ) 5米 /秒的累计风速达 92 3米 / 秒
,

有效利用时间年平均达1 40 天
,

光照丰富
,

热量 充 足
,

水热 同季的气候资源
,

有利于农业生产
。

但也存在旱涝
、

霜冻
、

干热风
、

风暴潮等灾害
,

限

制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 3 ) 淡水资源 紧缺
,

是 农业开发 的主要障碍因素 从总的趋势看
,

天津市入海 淡 水逐

年减少
。

2 95 0一 2 9 5 9年平均每年入海水量为 14 4亿米
” , 2 9 6 0一 2 9 6 9年为5 1

.

7 亿米
3 , 1 9 7 0一

1 9 7 9年为45 亿米
“ ,

到 1 9 8 8年入海水量为1 9
.

36 亿米
。 。

沿海地区属地下水超采区
,

目 前 每年

地下水资源量为0
.

5 1 3 3亿米
“ ,

而开采量却为0
.

93 亿米
” ,

超采 0
.

41 亿米
3 ,

现已形成塘沽
、

汉

沽和大港三个地下水位下降漏斗
,

三个漏斗基本联成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区
,

造成地面沉降
。

由于农业用水的严重缺乏
,

造成农业开发难度较大
。

随着滨海城镇工业的发展
,

将继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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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水源的紧缺程度
。

( 4 ) 海洋生物资源丰富 据海岸带调查资料
,

潮间带平均生物量为 91
.

66 克/ 米
’ ,

平均

密度为 5 99
.

4个 /米
” ,

其中以软体动物占绝对优势
,

其次为甲壳类
。

现有浮游植物 98 种
,

以

硅藻种类 (87 种 )最多
; 浮游动物总生物量平均值为2 5 3

.

71 毫克/ 米
“ 。

鱼类主要有浮 性 卵类

型的种所组成
,

约占渤海鱼种类的1/ 4
。

底栖动物已鉴定到 1 42 种
,

其中多毛种类数量最多
,

尤其是虾
、

蟹
;
年平均生物量为41

.

5克 /米
“ ,

历史上毛蜡 在 整 个 海 区 的 平 均 生 物 量 为

2 1
.

7克/ 米
艺 ,

个别高生物量区达 5 3 7克 /米
2 ,

毛蜡的生物量 占总生物量的53 肠
。

经济价 值很

高的扇贝
,

在蔡家堡至大神堂外海5米深处
,

分布面积 1万公顷
。

天津海岸带是我国大型回游

鱼虾和多种地方性经济鱼虾
,

贝类产卵
、

成 长的 良好场所
。

(5 )枚草地开 发潜力较 大 沿海地区现有成片 草 场 1
.

17 万 公 顷
,

占总 土 地 面 积的

4
.

8肠
,

主要属于滨海盐生植被 草场
,

均是低等
、

中下等饲草资源
,

产草率低
。

总的 来 说
,

沿海地区缺乏理想的草场资源
。

由于土地资源较丰富
,

现有的草地资源可能进行不同程度的

改 良
,

随着水土条件的改善
,

建设一定规模耐盐碱的草资源基地是可能的
,

而且也是沿海畜

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

( 6 ) 农业生态环境存在不良的 变化趋势 据资料表明
,

渤海湾的环境质量与30 年 前相

比明显下降
。

天津
、

北京
、

唐山等市每年排入海湾的工业废水为5
.

28 亿吨
; 生活污水 为 1

.

4亿

吨
,

占全渤海沿岸排出生活废水总量的 49 肠
。

排入海区的污染物中
,

以有机物和石油的排放

量最大
。

潮间带区域水体明显遭受油的污染
,

底质受到汞的污染
,

污染较严重的区域位于排

污河 口的北塘口
、

大沽段面附近
,

主要污染物为C O D
、

油
、

有机氯
、

汞等
,

导致 生 物 群落

的改变
,

降低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生产能力
。

(了 )社会经 济特征 沿海地区是天津城市建设布局的重点地区
,

也是城市化水 平 较高

的地区
。

沿海三区的社会总产值为84
.

18 亿元
,

其中农业总产值3
.

65 亿元
; 海水产品 产 量为

17 69 8
.

4吨
。

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特 点 是
:

¹ 在 社 会 总
一

产 值 中 工 业 产值所 占比例较高

( 71
.

13 肠 )
,

农业产值所 占比重较低 ( 4
.

97 肠 ) ,

体现了沿海工业城市的 特 点
; º 在农村

社会总产值中
,

农村工业产值所 占比重较大 ( 5 5
.

7 帕 ) ,

乡镇企业比较发达
,

开发滩涂的物

质基础雄厚
; » 在农业总产值中

,

种植业和渔业所占比例相 当
,

这表明天津市在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中
,
已经重视了渔业生产和沿海滩涂的开发

。

总之
,

沿海地区经济地理位置优越
,

交

通便利
,

经济发达
,

物质基础坚实
,

为滩涂开发提供 了有利条件
。

二
、

开发现状和潜力

天津沿海2
.

86 万公顷滩涂中
,

农
、

渔业 可 利 用 面 积 1
.

3 万 公 顷
,

工 业 可 利 用 面积

33 33
.

3公顷 ( 天津造纸厂芦苇基地 90 0公顷
,

大港 电 厂 吹 灰 地 12 0 0 公 顷
,

制 盐 12 33
.

3公

顷 ) ,

总计可利用面积 1
.

6 33万公顷
,

占滩涂总面积的57
.

1肠
,

其余42
.

9 帕的滩涂为 常 年海

水浸泡的低潮滩
,

涨潮时水深 2
.

8米
,

大潮时水深可达 5米
,

在此地带建虾池危险较大
,

堤坝

高度不能小于 6米
,

成本较高
,

短期内无开发价值
。

沿海名区滩涂利用情况详见下表
。

按 目前 自然条件
,

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
,

开发技术水平
,

全市滩涂可用于渔业和种植业

的约1
.

3万公顷
,

现已初步利用 6 0 0 0多公顷
,

尚有6 0 0 0多公顷有待今后开发
。

目前己经开发利

用的滩涂水面产量较低
,

高低产相差悬殊
,

效益不高
,

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现 代 化 经 营管

理
,

产量和效益可望有大幅度提高
。

岸线以上尚有28 66
.

67 公顷盐碱荒地 可 用 于 渔 牧 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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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夭津沿海滩涂开发利用概况 (单位
:

公顷 )

\\\\
\ 项 目目 滩 涂涂 可 利 用用 已 利 用 面 积积 未 利 用用

\\\ \
___

总 面 积积 面 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面 积积
地地 区

\

\\\\\\\\ 小计计 养殖殖 其 它它它

塘塘 活活 13 0 7 5
.

888 9 0 1 4
.

6 777 4 17 4
.

8 777 2 0 1 8 8 777 大米草 4 2
.

67 公 顷
,

养养 4 8 3 9
.

888

殖殖殖殖殖殖殖兰蛤 98 0公顷
,

地撩撩撩

网网网网网网网 1 13 3
.

”公 顷顷顷

汉汉 沽沽 6 9 8 5
.

1333 2 0 6 6
.

6777 10 6 2
.

5 333 1 0 62
.

5 几几几 1 0 04
.

1333

大大 港港 8 54 5
.

6 777 19 3 3
.

3 333 1 3 3 3
.

3 333 13 3 3
.

3 33333 6 0 000

合合 计计 2 8 6 0 G
.

666 ; 3 0 1 4
.

07

{
6 57 0

.

了333 4 4 14 7 333 2 1 56 --- 6 4 4 3
.

9 333

发
,

有5 6 6 6
.

6 7公顷盐田水面 (盐田汪子 )可用于养殖鱼
、

虾
、

贝等
。

沿海滩涂南部 道 沟子

至老马棚口一带
,

滩涂质地较好
,

可养殖四角蛤咧和兰蛤
,

新港以北汉沽沿海滩 涂 多 为淤

泥
,

可养 殖彩虹明樱蛤等
。

全市滩涂贝类资源的生产 潜 力 很 大
,

初 步 估 算 总 产 量 可达

40 00 吨 (亩产20 公斤计 )
,

如 能加强管理
,

亩产达到 50 公斤
,

总产可望达到 1万 吨
,

海 水养

殖业的发展前景广阔
。

在大沽锚地西北浅海区宜于养殖扇贝
,

在浅海域中
,

约有 2万 公 顷水

域可供贝类增殖
。

总之
,

沿海滩涂农业综合开发利用
,

可促使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海经济优势
,

缓解各产业

部 门岸线 占用矛盾
,

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

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布 局
。

三
、

开发利用设想

( 1 ) 开 发利用的指导思 想 天津市沿海滩涂农业综合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 是
:

根 据天

津海岸带港 口工业城镇综合利用岸段的特点
,

从宏观区域经济的联系着眼
,

依据 自然资源
、

环

境条件和社会经济特点
,

在现有资源开发现状
,

各产业部门岸线布局的基础上
,

考虑社会经

济长远发展的需要
。

农业要面向城市和出 口创汇的需要
,

力求农
、

渔
、

盐
、

油
、

电
,

开发 区
、

港口等协调发展
,

统筹兼顾
,

全面规划
,

综合开发
,

因地制宜
,

发挥优势
,

先易后难
,

分期

开发
; 积极发展以对虾

、

鱼
、

贝类等出口创汇产品为主的水产养殖业
,

协调发展林业
、

畜牧

业
、

种植业
; 正确处理开发

、

利用
、

保护
、

治理
、

改造和管理的关系
,

达到经济效益
、

社会

效益
、

生态效益的同步提高
。

( 2 ) 开 发 利用 目标 按上述滩涂农业开发的指导 思想
,

到本世纪末甚至更长的时期
,

把滨海地区超高潮滩以上成片荒地和全部超高潮滩
、

高潮滩及部分中低潮滩开发利用结合起

来
,

建成对虾
、

鳗鱼
、

牙虾鱼
、

梭鱼养殖区
,

兰蛤
、

毛蜡增养殖区
,

及与养殖业联系紧密 的

盐业基地 ; 建立蔬菜副食品生产基地和畜牧业基地
。

通过以渔业生产基地建设为主要目标的

滩涂农业开发
,

除满足沿海地区城乡人口需求外
,

尚可外调支援京
、

津两大城市和外贸出口

需要
。

使天津海岸带成为资源增殖
,

经济发达
,

人 民生活富裕和环境优美的经济区城
。

( 3 )分 区开发利用设想 天津滨海地区大量的盐碱荒地有待开发
, “

围垦 造 田
”

不 宜

作为开发的重点
,

而要以见效快的海水养殖业为主
,

因地制宜地发展林
、

牧
、

副
、

渔多种经

营
。

不 同的滩涂地段
,

同一滩涂的不同部位
,

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在利用上要有所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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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盐城市北部滩涂发

展条斑紫菜生产问题

陈宏友

(江苏省滩涂研究所 )

护乌乌马乌飞马愈马愈乌马

吩* , * * 岭* * 脚* * , , * * 价* * , * * * * * , * * * * j

条斑紫菜味美而含有丰富蛋白质
,

多种

维生素和无机盐类
,

是具有防治动脉硬化及

高血压之功效的一种食用海藻
,

畅销国内外

市场
。

我省南通市是全国条斑紫菜养殖加工

的主要生产基地
,

生产实践证明紫菜养殖具

有效益大
,

周期短
,

与农业生产不争劳动力

和技术并不复杂等特点
,

是充分开发滩涂资

源
,

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
,

加速沿海经济腾

飞的好项 目
。

条斑紫菜一般亩产鲜菜 1 0 Q0公

斤
,

产值2 0 0。元
,

加工后还 可 再 增 值 2 。。o

元
,

生产和加工两项净利润每亩可达 1 2 0 0 一

1 6 0 0元
,

可见效益十分可观
。

盐城市海岸长

达 5 82 公里
,

有许多岸段的环境条件 与 南通

市紫菜产区相似
,

因此
,

有人建议在盐城市某

些岸段开发条斑紫菜生产
。

笔者通过调查 比

较并依据试验认为
,

盐城市沿海北部灌河 口

塘汉水产盐业区
:

包括汉沽盐场和塘沽盐场的全部 今后发展方向是在保证现有原盐生

产面积的基础 仁
,

以提高单产和出口创汇能力为主
,

同时利用盐田的蒸发池增养殖鱼类和 卤

虫等
,

为养殖业提供更多的鲜活饵料
。

蔡家堡附近浅海贝类增养殖区
:

包括中低潮滩及 10 米等深线内的浅海区
,

以经济贝类的

增殖为主
,

并发展相应的养殖面积
。

对虾养殖区
:

包括大港区潮上带成片荒地
,

塘沽
、

汉沽
、

大港三个区的超高潮滩
、

高潮

滩和部分 中潮滩
,

该区沿渤海西岸成条形分布
,

总 面 积 1
.

56 了万公顷
,

目前已利用 6 5 3 3
.

3 公

顷
,

待开发面积 9 1 3 3
.

3 公顷 ( 包括岸线上成片荒地 2 6 66
.

7公顷 )
。

在此地段可建成较高标准

的虾池
,

工程量小
,

投资少
,

贝效快
。

永定新河两岸渔农区
:

位于塘沽以北的永定新河两岸
,

近年来已将部分潮上带开发为稻

田
、

果 园
、

虾池等
,

今后可利用部分荒地
、

洼地及废弃老河道引水养虾或发展种植业
。

驴驹河养殖区
:

本区位于塘沽区驴驹河乡
,

三面靠盐田
,

一面靠海
,

潮上带土地面积已

很少
,

但有大面积的盐田蒸发池可用于卤虫增养殖
,

能为养殖业提供可观的饵料
。

大港南部农牧区
:

本区包括大港区的太平村镇
、

沙井子乡
。

土地资源丰富
,

有种植枣树

的悠久历史
,

同时亦是粮食产地
,

若通过科技指导
,

加强经营管理
,

可建成天津市的枣粮间

作基地
。

本区现有牧几价值的荒洼草地 2 0。。公顷
,

经人工改 良
,

完全可 建成畜牧业 生产基地
。

马棚 口低值贝类增殖区
:

本区为独流减河以南的中低潮滩
,

可用于低值贝类的增殖
。

渤海资源增殖站
:

位于大港区马棚口附近
,

为农业部投资项 目
,

占地 20 0 公顷
,

它将对

渤海区的海水养殖业发挥重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