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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当前我国海岸侵蚀现象严重以及海岸防护手段较为单一的问题,文章分析我国海岸

侵蚀的成因,并从结构性措施和非结构性措施2个角度分析海岸防护手段,从而应对海岸侵蚀灾

害。研究结果表明:导致海岸侵蚀的因素分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目前我国应对海岸侵蚀主要

采取结构性措施,即从工程视角加强海岸防护,主要包括硬防护结构和软防护结构2种;未来将采

取非结构性措施,即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规范人类行为,从而对海岸进行防护,主要包括规划管理、

法律政策和教育普及3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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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fseriouscoastalerosionandsinglecoastalprotection

measuresinChina,thispaperanalyzedthecausesofcoastalerosioninChina,andanalyzedhowto

carryoutcoastalprote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structuralmeasuresandnon-structuralmeas-

ures,soastodealwiththecoastalerosiondisastersinChina.Theresultsshowedthatthefactors

leadingtocoastalerosionincludehumanfactorsandnaturalfactors.Atpresent,Chinamainlya-

doptsstructuralmeasurestodealwithcoastalerosion,thatwas,strengtheningcoastalprotec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engineering,mainlyincludinghardprotectionstructureandsoftprotection

structure;Non-structuralmeasureswouldbetakeninthefuture,whichwastoregulatehuman

behavior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science,soastoprotectthecoast,mainlyincludingplan-

ningandmanagement,legalpolicyandeducation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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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1],海岸

带及与其相连的海底蕴藏丰富的资源。我国海岸

带城市面积约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3%,却居住着全

国约41%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60%。

海岸带是陆海相互作用的地带,受海水、淡水、冰、

降雨、蒸发、陆地和大气的影响较大,因此海岸带对

各种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等引起的环境扰动比较

敏感[2]。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海岸带的

水动力增强或泥沙供给量减少,从而发生海岸侵蚀

的现象,这对我国海岸侵蚀防护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范晓婷[3]归纳和总结我国海岸线的变迁及其原

理,分析海岸线破坏情况及其机理,并提出加强我

国海岸线保护的建议;罗时龙等[4-5]根据海岸侵蚀

的成因机制和管理方法,将我国的海岸侵蚀分为砂

质海岸侵蚀、淤泥质海岸侵蚀、生物海岸侵蚀、软岩

海岸侵蚀和海岸工程侵蚀5个类型,并针对每种类

型的海岸侵蚀提出相应的整治和防治措施;王玉珏

等[6]提出利用柔性工法建造能够自然保全或改善生

态环境的构造物,从而复原被破坏的海岸自然环

境;左书华等[7]认为近年来海岸侵蚀现象越发严重,

从自然和人为因素方面都揭示侵蚀的不可避免性,

因此应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防护措施和组合方式,

以求达到最好的防护效果;Cozannet等[8]认为在海

平面上升的状况下科学评估海岸侵蚀现象的进展,

对海岸带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对海岸侵蚀研究的愈发成熟,海岸侵

蚀的防护措施从最初的硬防护工程逐渐向对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的软防护工程转换,但应对海岸侵蚀

的手段仍较为单一,且多为在海岸侵蚀发生后采取

修复等结构性措施,而对规划管理、法律政策和教

育普及等非结构性措施的应用较少。结构性措施

和非结构性措施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其中非结

构性措施体现源头控制、自然和生态性以及非工程

方法三大特性[9],且比较灵活,可在海岸侵蚀发生前

进行处理,从而保护海岸带资源。本研究主要分析

我国海岸侵蚀的成因以及结构性措施和非结构性

措施的应用,为加强我国海岸侵蚀防护提供参考。

1 我国海岸侵蚀的现状和成因

我国海岸线可分为人工岸线和自然岸线,其中

人工岸线主要包括城镇岸线、防护岸线、农田岸线、

港口码头岸线和养殖岸线,自然岸线主要包括淤泥

质岸线、基岩岸线、生物岸线、砂质岸线和河海界

限。1980—2015年我国海岸线长度不断增加,大陆

岸线长度增长12%,其中人工岸线飞速增长,而自

然岸线显著减少;1980年以自然岸线为主(占比约

为63%),至2015年以人工岸线为主(占比约为

74%)[1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海岸侵蚀

现象日益严重,至70年代末除原有海岸段侵蚀后退

外,还不断出现新的侵蚀海岸段,总侵蚀量不断增

加[7]。我国海岸侵蚀具有范围广和速率快的特点,

对沿海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4]。

研究表明,导致海岸侵蚀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当这些因素使海岸带水动力增

强或泥沙供给量减少时,就会发生海岸侵蚀现象。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6个方面。①海平面上升。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使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开

始消融、南极冰盖不断解体、海水受热膨胀以及海

平面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海岸侵蚀后退;但海平面

上升对海岸侵蚀的影响力相对较小。②波浪作用。

波浪作用是主导海岸演变的重要因素,波浪会重新

分送河流排出的泥沙,对海岸造成冲击,从而导致

海岸侵蚀。③潮流作用。潮汐升降使波浪对海岸

作用的范围和强度时刻发生变化,同时潮流运动可

使悬移物质向其他地点运输,从而导致海岸侵蚀。

④风暴潮。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是指海面受台

风、气旋、强风和气压骤变的影响而产生异常升降,

使潮位远超平常潮位的现象;风暴潮引起增水,在

大风浪作用下会加剧海岸侵蚀。⑤生物作用。生

物的新陈代谢和繁殖会对海岸的岩石产生破坏力,

从而导致海岸侵蚀。⑥气候作用。不同的气候条

件对海岸的作用形式和作用强度不同,使海岸风化

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向岸表面风吹流引起向海底部

回流,造成海岸泥沙流失。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修建海岸工

程。海岸工程会导致沿海城市自然岸线的人工化,

不合理的海岸工程会破坏当地海岸线的动态平衡,



4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海滩剖面会在新动力因素下重新塑造,可能对海岸

造成侵蚀影响。②采砂活动。采砂活动引起海岸

泥沙亏损,可直接导致海岸线后退。③修建水利工

程。在入海河流上游修建水利工程会导致河口潮

流作用增强以及河流入海径流和输沙量减少,造成

海岸侵蚀;在导致海岸侵蚀的各种因素中,危害最

大的就是入海泥沙减少,尤其是修建水利工程等人

为活动。④海岸生态被破坏。红树林和珊瑚礁等

具有消浪和促淤保滩的作用,是天然的海岸保护屏

障;人为活动破坏这些屏障,导致水土流失,进而发

生海岸侵蚀。⑤地下水和油气资源开采。过量开

采地下水和油气资源会导致地面下沉和海平面相

对上升,加剧海岸侵蚀。

2 防护措施

2.1 结构性措施

目前我国应对海岸侵蚀主要采取结构性措施,

即从工程视角加强海岸防护,主要包括硬防护结构

和软防护结构2种。

不同形式的硬防护结构具有各自的特点,总体

来说具有原材料造价低、便于施工和使用寿命较长

的优点,但通常会改变原始海岸的泥沙收支平衡,

造成新的侵蚀或淤积。常见的硬防护结构包括

3种。①丁坝。丁坝又称挑流坝,通常与海岸呈丁

字形,是与海岸正交或斜交并深入海中的海岸建筑

物。由丁坝组成的护岸工程的主要功能是使海岸

和海岸建筑物不受浪潮的直接作用,从而保护海岸

和海岸建筑物免遭冲刷。与此同时,丁坝不仅在改

善航道和保护水生态平衡上发挥显著作用,而且可

削弱对海岸的侵蚀和促进坝田淤积;长时间的淤泥

堆积也会生成新的海滩,进而达到保护海滩的目

的[11]。②离岸堤。离岸堤是与海岸线平行且具有

一定距离的海岸建筑物,可用于消除入射波能并使

泥沙在堤后淤积,从而发挥保护海岸的作用。③防

波堤。防波堤是为阻断波浪冲击力、围护港池和维

持水面平稳,保护港口免受恶劣天气影响,使船舶

安全停泊和作业而修建的水中建筑物[12]。防波堤

还可 起 到 防 止 港 池 淤 积 和 波 浪 冲 蚀 海 岸 线 的

作用[13]。

由于硬防护结构可能会改变原始海岸的泥沙

收支平衡,有国外学者提出较先进的海岸防护措

施,即软防护结构。软防护结构属于更接近海岸自

然结构形式的防护措施,对环境影响较小。对于一

些旅游沙滩,采用软防护结构能在极大程度上维持

原始沙滩的样貌,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

的意义。常见的软防护结构包括3种。①人工养

滩。人工养滩主要是向海岸抛沙以不断补充新的

沙源,具有便捷、生态以及可保持当地海岸动态平

衡等特点,目前被全国广泛接受。②人工鱼礁。人

工鱼礁是人为在海底设置的各种适于动物集群和

栖息的固定物体,具有消浪和保护海岸的作用,并

可改善生态系统平衡。③植被防护。红树林具有

防风消浪、促淤造陆和抵御海啸的功能[14],一些沿

海地区大量种植红树林和芦苇等植物,可起到显著

的消波护滩作用[15]。

在实际工程建设时,可采用硬防护结构和软防

护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海岸侵蚀。不同的结构

性措施具有不同的应用特点、应用范围和应用前

景,对环境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应扬长避短,

充分利用各种防护结构的优点来弥补彼此的缺点,

从而达到更好的防护效果。

2.2 非结构性措施

非结构性措施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关注人类行

为对环境的影响[9],主要包括规划管理、法律政策和

教育普及3个类型。

2.2.1 规划管理

对于加剧海岸侵蚀的不利人为活动,可采取规

划管理的手段加以限制,主要包括3种方法。①划

定保护线和保护区。例如:设置海岸建设后退线,

在规定范围内不允许工程建设,防止因工程建设改

变海岸的泥沙收支平衡;设置开放型和不开放型沙

滩,其中开放型沙滩包括观光旅游沙滩和海水浴场

等,不开放型沙滩主要为避免环境遭受破坏。②合

理规划海岸线结构。根据所在城市海岸线的特点,

合理规划旅游、港口或水产等功能;针对各地海岸

的特点,促使水利工程和海岸工程建设对当地海岸

产生有利影响,并使海岸带资源得以高效利用。

③完善海岸管理系统。加强对海岸的信息收集、监

测、处理和决策,充分利用和有效管理海岸资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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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海岸的信息化管理;利用遥感技术监测海岸,

及时获取海岸侵蚀动态,并利用所得数据建设数据

库,为海岸的调查、研究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2.2 法律政策

建设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和后果严查的海洋环

境保护法律体系,做到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海岸

带环境保护涉及交通运输、文化旅游、自然资源和

环境保护等多个部门,为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须

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以保证各部门之间的互相协调

和长期合作。此外,“一刀切”有利于对政策的理解

和贯彻实施,而对于复杂问题可用“留弹性”的政策

解决;但“留弹性”的政策易导致规划失去控制,因

此要因地制宜和适度把握。

2.2.3 教育普及

我国海岸侵蚀日益严重,人为因素是主要原

因[16]。通过教育可使人们了解海岸侵蚀的严重性

和海岸资源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海岸保护意识。因

此,应从加强宣传、学校教育和法律普及3个方面推

广海岸防护知识。①在沿海城市利用影视作品和

公益广告等形式加强宣传;②新时代的青年是未来

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使学生

普遍形成海岸保护意识;③明确破坏海岸资源的个

人或企业将承担的后果,发挥法律的警示作用。

3 结语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不断

加剧,我国自然岸线占比下降而人工岸线占比提

高,海岸侵蚀现象愈发严重。众多学者针对海岸侵

蚀的成因和防护措施进行深入研究,我国海岸侵蚀

防护措施也不断完善。由于海岸带环境十分复杂,

不同区域的特征不尽相同,海岸侵蚀防护具有一定

的难度。因此,亟须继续深入研究以寻求更好的防

护手段,实现从结构性措施向非结构性措施的转

变,提高人们对海岸带资源的保护意识,有效预防

人为因素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衣伟虹.我国典型地区海岸侵蚀过程及控制因素研究[D].青

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2] 黄康宁,黄硕琳.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法律问题探讨[J].广东

农业科学,2010,37(4):350-354.

[3] 范晓婷.我国海岸线现状及其保护建议[J].地质调查与研究,

2008(1):28-32.

[4] 罗时龙.海岸侵蚀风险评价模型构建及其应用研究[D].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2014.

[5] 罗时龙,蔡锋,王厚杰.海岸侵蚀及其管理研究的若干进展[J].

地球科学进展,2013,28(11):1239-1247.

[6] 王玉珏,陈新民,桂建达,等.柔性工法在海岸防护工程中的应

用研究:以 江 苏 海 岸 带 为 例[J].江 苏 建 筑,2011(5):72-

74,91.

[7] 左书华,李九发,陈沈良.海岸侵蚀及其原因和防护工程浅析

[J].人民黄河,2006(1):23-25,41.

[8] COZANNETGL,GARCIN M,YATESM,etal.Approaches

toevaluatetherecentimpactsofsea-levelriseonshoreline

changes[J].Earth-ScienceReviews,2014,138:47-60.

[9] 姜涛,屈雯雯,HASSANA.美国大学雨洪管理中的非结构性

措施初探[J].中国水利,2019(7):57-60.

[10] 肖锐.近三十五年中国海岸线变化及其驱动力因素分析[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11] 祝贺新,孟祥吉,于林平,等.海岸硬防护与海岸软防护综述

[J].山西建筑,2018,44(15):235-237.

[12] 白永顺.卧式圆筒防波堤和围埝结构研究[D].天津:天津大

学,2017.

[13] 龙翔宇.波流耦合作用下气幕防波堤消波行为特性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

[14] 李玫.红树林生态防护效应研究进展[J].防护林科技,2017

(2):54-57.

[15] 吉学宽,林振良,闫有喜,等.海岸侵蚀、防护与修复研究综述

[J].广西科学,2019,26(6):604-613.

[16] 詹坤,张琨,郑艳娜.我国海岸带侵蚀与防护的应用现状研究

[J].山西建筑,2016,42(27):167-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