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第10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75    

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及其生态保护修复

李发明,聂光裕,周军,蔡一枝,付静,李冀刚

(国家海洋局汕尾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汕尾 516600)

收稿日期:2020-11-18;修订日期:2021-09-27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海洋科学技术局长基金项目(1725).

作者简介:李发明,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摘要:为促进粤东地区发挥区域优势、提升海岸带生态功能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文章概述粤东海岸

带生态系统的类型及其分布,分析其面临的问题,并结合已开展的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提出

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粤东具有砂质海岸生态系统、重要河口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

生态系统和海湾生态系统等海岸带生态系统,海洋资源十分丰富;但面临海岸侵蚀、环境污染和过

度开发利用等问题,不利于发挥海岸带生态和减灾功能;在已开展的中央海域使用金支持项目、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和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等的基础上,未来应开展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和评估、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建立海岸带生态系统动态监视监测平台以

及加快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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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regionaladvantagesoftheeastofGuangdongProvince,

enhancethecoastalecologicalfunctionandpromoteitssustainabledevelopment,thispapersum-

marizedthetypesanddistributionofcoastalecosystemintheeastofGuangdongProvince,ana-

lyzedtheproblemsfaced,andputforwardsuggestionsbasedonthecoastalecologicalprotection

andrestorationprojects.TheresultsshowedthattheeastofGuangdongProvincewasabundant

withmarineresources,hadtypicalcoastalecosystemsuchassandycoastalecosystem,important

estuaryecosystem,mangroveecosystem,coralreefecosystem,bayecosystem,etc.However,

facingtheproblemsofcoastalerosion,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overdevelopmentandutiliza-

tion,itwasnotconducivetothefunctionofcoastalecologyanddisasterreduction.Onthebasis

oftheexistingcentralseaareausefeesupportingprojects,the“BlueBay”regulationaction,the

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ofreclamationprojectsandcoast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

projects,inthefuture,itwasnecessarytoinvestigateandevaluatethecurrentsitu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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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ecosystem,strengthentheprotectionofcoastalwetlands,establishadynamicmonitoring

platformforcoastalecosystemand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coastalecologicalprotectionand

restorationstandardsystem.

Keywords:Coastal ecosystem,Ecological restoration,Marine environment,Biodiversity,

Naturalcoastline

0 引言

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的过渡地带[1],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由海岸带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

互作用而构成的自然系统,主要包括红树林、盐沼、

珊瑚礁、海草床、牡蛎礁和砂质海岸等典型生态系

统以及河口和海湾等复合生态系统,每种生态系统

都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2]。海岸带生态

系统十分脆弱,在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

下不断遭受破坏[3-4]。对受损或退化的海岸带生态

系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最大限度地恢复和提升海

岸带生态防灾减灾功能,是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刻不

容缓的任务。为全面贯彻中央“实施海岸带保护修

复工程,建设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

洋灾害能力”的会议精神,自然资源部组织实施海

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因此,有必要开展海岸带生态

系统现状调查和评价工作,掌握其种类、范围、分布

和受损情况。

广东省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其中粤东

4市(汕尾市、揭阳市、汕头市和潮州市)的大陆海岸

线占21.5%[5]。粤东海岸带以平原为主,滩涂广布,

海湾优良,海洋生物和矿产资源丰富,自然岸线保

有率较高,具有多种海岸带生态系统。近年来,随

着粤东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海岸带生态

功能下降、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衰退、海岸线遭

受不同程度的侵蚀以及海洋灾害频发等问题,海岸

带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的矛盾日益突出。因

此,充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现有海岸带生态资

源,对于粤东地区发挥区域优势、提升海岸带生态

功能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概述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类型及其

分布,分析其面临的海岸侵蚀、环境污染和过度开

发利用等问题,初步掌握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现

状,并结合现有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提出建议。

1 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

粤东的大陆海岸线长度超过880km,自然岸线

保有率超过40%,高于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管控

目标。粤东海岸带生态资源丰富且海岸带生态系

统多样,主要包括砂质海岸生态系统、重要河口生

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和海湾

生态系统。

1.1 砂质海岸生态系统

砂质海岸是以波浪作用为主形成的、主要由砂

(砾石)构成的海岸。我国有70%的砂质海岸处于

侵蚀退化状态[6],砂质海岸是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

的重要对象。砂质海岸是风暴潮和海浪等海洋灾

害的缓冲地带,具有重要的防灾减灾功能;同时由

于沙滩资源优良,具有重要的旅游休闲功能[7]。

砂质海岸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粤东海岸带生态

系统,其生物群落通常由沙生植被和潮间带生物构

成。沙生植被具有防风固沙、阻挡海风和海雾以及

保持水土等功能,粤东砂质海岸的沙生植被主要包

括木麻黄(Casuarinaequisetifolia)、露兜树(Pan-
danustectorius)和马鞍藤(Ipomoeapes-caprae);

砂质海岸是潮间带生物的重要栖息地,粤东砂质海

岸的潮间带生物主要包括楔形斧蛤(DonaxCum-
catus)、丽 文 蛤 (Meretrix Cusoria)和 截 额 蝉 蟹

(Hippatruncatifrons)。

砂质岸线是粤东自然岸线的重要类型,占比约

为67%。根据砂质岸线的生态功能重要性和脆弱

敏感性,广东省划定18个粤东重要砂质岸线生态红

线区,包括汕尾市6个(金厢、湖东、甲子、东海、施公

察和捷胜)、揭阳市2个(前詹和绿洲)和汕头市

10个(前江湾、赤石湾、烟墩湾、竹栖肚湾、莱芜、莱

阳河口、深澳湾、海门湾、广澳湾和海门港),在红线

区禁止开展围填海以及可能改变或影响沙滩自然

属性的开发利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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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要河口生态系统

河口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以

及重要的渔业经济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是最富有

生产力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8]。粤东入海河流众

多:韩江是广东省第二大江,年径流量达251亿m3,

江水进入韩江三角洲后分别由义丰溪、莲阳河和外

砂河等水道注入我国南海;榕江、螺河、黄江、练江

和黄冈河等均为年径流量大于10亿 m3的入海河

流[9]。这些入海河流为我国南海带来大量陆源物

质,并在入海口形成重要河口生态系统。

广东省划定9个粤东重要河口生态红线区,包

括汕尾市3个(黄江、螺河和鳌江)、汕头市5个(义

丰溪、莲阳河、外砂河、榕江和练江)和潮州市1个

(黄冈河),在红线区严格控制入海污染物排放、控

制海水养殖规模、鼓励生态化海水养殖、维持河口

自然属性、保持河口基本形态稳定以及保障河口行

洪安全。

1.3 红树林生态系统

红树林因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而被称为“海洋

卫士”,在防风消浪、造陆护堤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海岸带湿地类型之

一[10]。20世纪50年代粤东红树林分布广泛,总面

积超过1000hm2,而后由于围垦开发等原因,红树

林面积锐减[11]。根据2001年广东省红树林资源调

查结果,汕头市林地面积为68.1hm2,汕尾市林地

面 积 为 61.9 hm2,潮 州 市 未 成 林 地 面 积 为

5.7hm2[12]。根据2012年广东省红树林资源调查

结果,汕头市和汕尾市各有郁闭度超过0.2的红树

林面积为73.5hm2[13]。粤东现有红树林植物25种,

包括真红树植物12种、半红树植物6种和伴生植物

7种;其 中,真 红 树 植 物 中 的 秋 茄 (Kandelia
candel)、桐花树(Aegicerascorniculatum)和海漆

(Excoecariaagallocha)分布最广,人工种植较多的

是无瓣海桑(Sonneratiaapetala),但其群落结构远

低于成熟红树林,且出现不断萎缩的迹象[14]。

近年来,随着粤东海岸带生态公益林建设、防

护林体系建设、湿地保护恢复和生态整治修复等工

程的实施,粤东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取得较好的生态

效应[15],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超过1000hm2[16]。

2001年汕头市设立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其中保护

对象为红树林的片区共计64hm2,并加快推进红树

林湿地公园建设。此外,广东省在潮州市划定红树

林生态红线区,对退化和受损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开

展滩涂恢复和树种补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为红

树林的保护和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1.4 珊瑚礁生态系统

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具

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主要作用包括为

海洋生物提供繁育和栖息场所、维护海洋生态平

衡、促进海洋物质和能量循环、防浪护岸以及防止

水土流失[17]。

广东省珊瑚礁资源丰富,珊瑚礁面积超过全国

的60%,主要集中在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

区和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有逐年减少

的趋势[18]。汕头市南澎列岛附近海域有珊瑚分布,

但尚未形成珊瑚礁,只能被称为珊瑚群落[19],种类

以软珊瑚为主。

1.5 海湾生态系统

作为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海湾是海洋中受人

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区域,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

区域之一[20]。粤东拥有优良的海湾资源,从南到北

依次分布红海湾、碣石湾、靖海湾、海门湾、广澳湾、

柘林湾和大埕湾等数十个海湾,是广东省重要的旅

游休闲娱乐区和海水养殖区。

粤东海湾拥有多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

别保护区,包括红海湾海洋特别保护区、碣石湾海

马自然保护区、广东南澳青澳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龙头湾中华白海豚市级自然保护区和大埕湾水产

资源海洋自然保护区等,在核心区和缓冲区禁止开

展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活动,在实验区禁止开展捕

捞和挖沙等活动,同时严格控制入海污染物排放和

海水养殖规模。

2 面临的问题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21-22],受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尤其受海岸带资源无序开发利

用等人为因素的强烈干预,海岸带出现海岸侵蚀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砂质岸线、盐沼、红树林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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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礁等海岸带生态系统遭受大面积破坏。

2.1 海岸侵蚀

海岸侵蚀是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海岸侵蚀,导致海

岸线不断后退[23]。我国约有70%的砂质海岸和大

部分处于开阔水域的泥质潮滩受到侵蚀,砂质海岸

的侵蚀速率多为1.3m/a[24]。海岸侵蚀的原因包括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海平面上

升、入海河流输沙减少以及台风浪或风暴潮冲击

等,人为因素包括近岸采砂、蓄水拦沙、防波堤修筑

和围填海等[25-26]。海岸侵蚀可直接造成海岸带土

地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损失,

并导致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加剧、淡水资源减少、

地基承载力下降以及沿海建筑物稳定性被破坏等。

粤东砂质岸线资源丰富,弧形砂质海岸与基岩

岬角相间交错,海岸侵蚀受岬湾海岸控制的特点显

著。粤东绝大部分砂质海岸存在海岸侵蚀,可判明

的侵蚀岸段超过砂质海岸的70%[27],属于侵蚀性质

的岸段长度为290.4km[28]。除砂质岸线外,粤东其

他类型岸线也被不同程度地侵蚀,且持续时间较

长。1957—1981年韩江三角洲的漠阳江口低潮线

后退 200 m,平 均 侵 蚀 速 率 为 8 m/a[23]。对 比

1966年与1994年的靖海湾海图,该海区侵蚀与淤

积并存,其中北半段岸线至10m水深区呈侵蚀状

态,侵蚀速度为1~3m/a[28]。采用数字岸线分析

系统计算1990—2000年前后粤东13个岬间海湾的

岸线进退速率,各海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淤积和侵

蚀,最大侵蚀速率为海门湾的5.43m/a[29]。海岸工

程建设对海岸侵蚀的影响显著,海湾修筑拦沙堤后

其岬角处的海滩可能出现明显侵蚀[30]。

2.2 环境污染

根据 《2019 年 广 东 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31],

2019年广东省近岸海域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占比为6.3%,污染形势严峻。粤东的河口

和海湾是污染较严重的区域,汕头市的练江等入海

河流常年维持在劣五类或五类水平,汕尾市的黄江

和潮州市的黄冈河连续多年污染物超标。2012—

2016年汕头市入海河流的年均污染物排放量约为

40.9万t/a,仅次于珠江口。2017年粤东共有入海

污染源927个,其中包括入海河流21条和养殖排污

口419个,各种陆源污染物的输入是近岸海域海洋

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因素。此外,海洋垃圾问题日

益严重,且超过60%的海洋垃圾为塑料垃圾,降解

速率缓慢,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甚至通过食

物链危害人类健康[32]。汕头市榕江入海口自然沙

滩微型塑料的平均密度为1067.67个/m2,处于中

上污染水平,主要来自河流上游污染、河口附近城

市生活垃圾排放和海洋渔业活动污染[33]。

粤东陆源入海污染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作为

陆源污染的承泄区,滨海湿地环境持续恶化,不仅

损害经济效益和破坏海岸景观,而且严重危害海岸

带生态系统多样性[34]。例如:核电站温排水是造成

珊瑚礁白化和衰退的主要原因[35];环境污染严重破

坏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其生产力、生物量和

生物多样性降低[36]。

2.3 过度开发利用

人类过度开发利用海洋是导致海岸带生态环

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对海

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仍较粗放,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

式在短时间内消耗自然岸线和改变海岸形态,导致

中小型海湾消失和近岸海岛数量减少,尤其是滨海

湿地的破坏对海岸带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37-38]。

近10年来,粤东处于港口码头开发、城镇化建

设和滨海旅游开发的围填海高潮期,开展围填海项

目近百个,填海总面积超过500hm2。围填海项目

建设对粤东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对项目周

边的 海 岸 带 生 态 系 统 产 生 一 定 的 影 响。对 比

2009年和2019年的卫星影像,粤东围填海项目周

边存在海岸线迁移的情况,如建设电厂的靖海湾附

近海岸线的后退距离最大可达100m,建设广澳港

的广澳湾附近海岸线后退近70m。

此外,不合理的海水养殖方式易导致海水富营

养化,造成滨海湿地生境失调、环境调配功能降低

和生态环境恶化[37]。近年来,粤东海水养殖业发展

迅猛,其中大埕湾是重要的海水养殖基地;根据现

场调查结果,大埕湾沙滩分布大量乱搭乱建的鲍鱼

育苗场和外露排水管道,渔排等养殖设施严重侵占

海岸,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海,不仅造成沙滩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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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而且导致沙滩黑化。

3 已开展的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多重影响,我国海

岸带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局部出现不同程度的

受损或退化。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自2010年开始

正式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以维护海岸带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度[39]。生态保护修复内容

主要包括海域海岸带环境综合整治、海岛整治修

复、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生态保护修复能力建

设[40]。粤东已开展的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主

要包括中央海域使用金支持项目、“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和海岸带保护修复

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面临

的问题。

3.1 中央海域使用金支持项目

自2010年开始,我国将中央海域使用金用于支

持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内容涵盖沙滩修复、

退养还海、清淤疏浚、海堤修复、景观美化、构筑物

拆除改造和生态修复七大类[41]。2011—2016年粤

东累计获批7个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获得中央财

政资金支持2.3亿元,主要用于潮州市柘林湾、汕头

市南澳岛、揭阳市靖海湾和汕尾市品清湖。通过沙

滩整治修复、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改善海岸带生态景

观等措施,有效控制海岸带环境污染;通过红树林

种植、贝类着生重建和藻场重建等措施,维持海岸

带生态系统及其环境的良性循环,恢复海岸带生态

系统功能。

3.2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是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举措之一,旨在加快推进海湾综合整治和

生态岛礁建设,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有效改

善。2016年粤东的汕头市和汕尾市入选第一批“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试点城市,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5.8亿元。其中,汕头市共清理岸滩7万km2,修
建加固海堤2km,种植防护林9万km2,修建滨海

栈道4km;汕尾市共建造人工沙滩2.5km2,修建滨

海栈道10km,修复海岸带景观2.6km,品清湖疏

浚170万m3。

3.3 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

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要求加快处理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对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围填海项目开

展生态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责成用海主

体进行生态损害赔偿,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粤

东涉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84个,填海面积近

500hm2,占用海岸线近30km,共提交生态保护修

复方案20份,经审查并办理用海手续后实施。

3.4 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根据2020年《关于组织申报中央财政支持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通知》,财政部和自然资源部

在影响海洋生态安全格局的核心区域以及海洋生

态系统受损严重和生态问题突出的关键区域开展

生态保护修复,提高海岸带的生态功能和防灾减灾

能力。根据面临的海岸带生态系统问题,粤东4市

均提交项目申请书和实施方案,旨在通过海岸带保

护修复工程建立生态和减灾协同增效的海岸带综

合防护体系,保障沿海地区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4 建议

粤东海岸带拥有砂质海岸、红树林和珊瑚礁等

典型生态系统以及河口和海湾等复合生态系统,自

然资源丰富多样。但受海岸侵蚀、环境污染和过度

开发利用等的影响,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已出现不

同程度的受损或退化,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迫在

眉睫。

4.1 开展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和评估

目前粤东海岸带生态系统仍存在“家底不清”

的问题,尤其是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等生态系统

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受损情况

缺乏有效评估,无法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

复方案,方案实施的有效性更是无从保证。因此,

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的当务之急是开展海岸

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和评估,通过现场勘察和遥感

影像识别等方式,结合历史资料,掌握海岸带生态

系统现状、存在的问题、受损状况及其原因,推进海

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布局和实施,促进海岸带

生态系统生态和减灾的协同增效。

4.2 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

为切实提高滨海湿地保护水平和严格管控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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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活动,一方面,严控新增围填海项目,严格围填

海审批程序,坚持严格管控、生态优先和节约集约

的原则,构建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新格局;另

一方面,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建立一批海洋自然

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湿地公园,构建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

4.3 建立海岸带生态系统动态监视监测平台

由于海岸带管理信息不健全,以往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相对单一,海岸带生

态系统整体提升生态功能的成效有限。应在已有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以遥感监测为主

体、以地面监测为补充的“天空地”一体化海岸带生

态系统动态监视监测平台,同时建立海岸带生态保

护修复管理数据库,提升工程实施、动态监管和绩

效评估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4.4 加快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建设

目前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的标准体系建设仍

不完善,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关键技

术和措施的长效性不足。因此,须加强基础研究、

推动标准体系建设和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为海岸带

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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