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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海洋经济战略的实施，无居民海岛作为我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海上陆地，其开

发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现阶段无居民海岛备受台风等

自然灾害的侵袭、海岛资源利用率低下，因此制定完善的海岛防灾减灾预案，做好灾害避险工作，

显得格外迫切。文章依据无居民海岛现阶段开发状况以及台风对无居民海岛的影响，分析了无居

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规划的必要性，制定出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位置选择以及防灾避险场

所的规划设计，为后期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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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居民海岛指的是在我国不属于居民户籍管

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１－３］。我国是一个海洋大

国，拥有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的海岛７３００多个，其中无

居民海岛６８００多个
［２］，这些岛屿分布零散，有些远

离大陆海岸线。在这些岛屿的周围，蕴含着极其丰

富的海洋资源，同时一些岛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已成为国防战略要地。如何制定完善的海岛防灾

减灾规范，为海岛开发，特别是无居民海岛开发，提

供整体性、可持续性的方案和策略，关乎我国是否

能从海洋大国飞跃到海洋强国的整体战略。

１　台风对无居民海岛的影响

我国的无居民海岛分布比较零散，主要集中在

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之间的中、低纬度过渡地带，自

南向北分为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等３种气候带。其

自然环境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和海洋性气候特征。

因此，我国无居民海岛的自然灾害主要受到热带气

旋———台风的影响［１］。

台风的风速和风向因海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及

周围环境的不同而各异：在同样的气压梯度力下，

海面上风力将远远大于陆地上。当风向指向海面

时，风力将逐渐增大；与此相对，风从海面吹向陆地

时，风力将逐渐减小［１，３］。台风所带来的恶劣的气

象环境，包括狂风、暴雨以及巨浪等，均会对海岛的

开发与利用以及其自然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

１１　台风影响无居民海岛的开发与利用

台风所带来的剧烈的气象灾害，加剧了无居民

海岛开发和利用的难度，成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的重要限制性因素［４］。台风的气象特征明显，往往

伴随大风、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台风的出现将直

接导致海洋渔业开发、海岛观光旅游、能源以及矿

产等资源开发的可行性降低，并威胁生产安全和人

民生命安全。特别是台风生成的涌浪及造成的风

暴潮对建筑物有很强的破坏作用，使得无居民海岛

上进行的港口、码头、道路等基础建设的要求要远

远高于内陆。如何对基础建设进行选址以及如何

避免台风所带来的灾难，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１２　台风破坏无居民海岛的生态环境

在台风所带来的气象灾害中，台风浪危害最为

严重。台风所引起的海浪与潮水会严重侵蚀海岸

线，造成海水倒灌入海岛，并使地下水变咸，使原有

的土地变成沙洲，严重破坏岛礁的生态环境。台风

浪具有典型的大洋特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南海

面积广阔，水深浪高，台风浪年均发生次数高达

７．５６次。通常认为，波高６ｍ以上的海浪就会对海

上航行的船只构成威胁，并严重破坏海岛岸基和岛

上建筑［２，４－５］。

１３　台风影响无居民海岛的海上作业和维权

台风所引起的狂风巨浪对无居民海岛上的设

施建设、海上航行的船只和渔业捕捞带来灾难性的

影响。不仅如此，台风浪对海上军事活动，包括海

上维权、领土伸张、军事信号监测等也带来不可估

量的影响。

２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规划的必要性

２１　经济的发展需要无居民海岛具有防灾避险的

作用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济战略的不断实

施，海洋航运是否通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的因素。但是工业化进程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台风

等自然灾害越发频繁和剧烈，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

场所的规划将成为必然。我国无居民海岛大多数

终年不冻，深水水域广阔，岸线曲折漫长，岬角和海

湾相见，从而形成避风条件优良的场所，可以承载

海运交通中重要的防灾避险场地，为我国海运交通

的安全航行提供保障，为海运交通网络的发展保驾

护航，并推动我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联系与

交流。

２２　为登岛的居民提供安全保障

无居民海岛逐步开发，使居民临时上岛频次逐

渐增多，特别是海上作业人员遭遇到极端天气时，

需要就近寻找安全庇护，因此海岛配备应急避险场

所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无居民海岛地理位置优越、

海域环境良好、岛上资源独特等特点，吸引着众多

的渔业养殖的居民、科学研究的学者、休闲度假的

游客以及商业开发的开发商慕名前往。当自然灾

害发生时，无居民海岛内滞留的人们需要一个坚实

可靠的避灾场所，为等待救援以及短期避灾提供安

全保障，使人们在危难之时能够及时找到避难所并

且合理利用避难所中的救生设备，让人们能够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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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和信任感，从而确保岛内人们的人身财产安

全，最终让无居民海岛的资源得到有效开发与利

用，发挥其在建设海洋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海

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２３　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提供基本的建设导向

为了未来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无居民海岛，应急

避险场所将成为海岛的基础设施。经济的发展必

然使得海洋开发的活动日益加剧，无居民海岛作为

海上陆地正逐渐成为２１世纪海洋开发中的新热点。

在海洋开发的新热点下，若是开发团队单纯追求经

济利益或是科学研究成果，而忽略了无居民海岛防

灾避险的重要性，必将影响无居民海岛的持续性发

展并降低无居民海岛的存在价值。

３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规划设计

３１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规划应遵循的原则

为了促进无居民海岛的可持续发展，岛上防灾

避险场所应该以长远发展为目标，同时结合国家政

策条件进行有序、有度、有偿的原则进行规划与开

发，提高无居民海岛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６－８］，无居

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１）因岛制宜。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辽阔的

海域散布着众多的海岛和岛群，每个海岛都有着各

自独特的地理坐标、环境资源以及气候特点。依据

无居民海岛的地理和区域条件、分析适合海岛长远

规划的方案，并将防灾避险概念赋予其中，将成为

海岛规划的重中之重。

（２）统筹规划。考虑到无居民海岛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无居民海岛的

开发和利用需要统筹兼顾，着眼于整个海岛的海洋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也虑及岛陆、岛

岛之间的相互影响，切实做到合理开发，使岛内资

源得以进一步优化。

（３）平战结合。许多无居民海岛地处海防最前

沿，无居民海岛的开发除了为居民防灾避险之外，

也应该为军队提供临时的应急场所。战时以国家

利益为重，完全服从军事需要，做到有机结合，统筹

兼顾。

（４）生态保护。无居民海岛环境与资源的共生

性和海洋资源的稀有性是完全不能被大陆所取代。

例如珍稀动植物的繁衍地、湿地生态系统等。因此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选择与开发必须按生

态环境和生态经济的原则，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

既要开发利用港口资源或主导功能，也要限制或禁

止某些对生态资源带有破坏性的开发，从而促进生

态平衡发展。

（５）国防安全优先。根据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会议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个开阔的

海中小岛可以拥有４３万ｋｍ２面积的专属经济区和

更加广阔的大陆架，拥有该岛的国家将对这一广大

区域的生物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拥有主权权

利［１，６］。因此，岛屿在国家间海域划界中起到重要

地位，无论再小的无居民海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

场所在规划过程中必须保证领土的完整性以及可

持续性，时刻谨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

重要职责。

３２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位置的选择标准

台风路径的形成主要由于地球由西向东高速

自转，致使气流柱和地球表面产生摩擦，导致气流

柱逆时针旋转，从而形成感觉上的西行［１，９］。然而

考虑风速的分布趋势是海岛大于岸带、大于内陆。

因而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位置的选择应该具

备以下条件。

（１）偏远小岛不宜选择。每个海岛都有其相对

独立的生态系统，面积太小的无居民海岛地域结构

简单、生物多样性程度低、稳定性差、环境容量也有

限，若强行开发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则有可

能破坏现有的生态环境，因此偏远小岛不具备开发

防灾避险场所的自然条件。并且由于位置偏远并

不利于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有效利用，不能

很好地实现防灾避险的最终目的，所以首先排除偏

远小岛。

（２）尽量选择在群岛上。我国有些无居民海岛

彼此相距较近，成群地分布在一起，这类海岛称为

群岛。群岛既是海岛构成的核心，往往也成为海岛

开发的中心。海岛相对集中也有利于岛岛之间基

础设施的共享，有利于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资源的

有效利用，从而扩大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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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半径，使之更加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无居民海岛，

提升无居民海岛的应急避险能力，保障上岛居民的

人身财产安全。

（３）海岛应具有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满足临

时避险船只的停靠需求。无居民海岛大多为基岩

岛，多数又是以群岛形式分布于我国沿海，在岛陆

和岛岛之间形成很多较大的深水岸线，适合船只的

停靠。并且由于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多集中

在群岛之间，因而有一个或是几个方向的岛屿作为

天然屏障，可躲避单向风甚至是台风，因此也保证

了船舶停靠的安全性。

（４）尽量选择有森林植被的海岛。森林是海岛

生态系统的主体，协调的林、土、水、生物生态系统

将会使无居民海岛更加富有生命力。同时，海岛森

林植被资源由于受到地理环境条件的影响，一般大

岛比小岛丰富，大海岛会有松树以及灌木等植被的

生长。森林植被能够有效地涵养水源和防止水土

流失，并且能够抵御强台风的侵袭。加之，无居民

海岛普遍缺乏淡水资源，开发无居民海岛所需要的

淡水资源也需要森林植被的涵养。因此在无居民

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建设时也有必要依据岛内土

壤条件和气候特征进行植树造林。

（５）依据台风路径，选择台风的背风向。通常

情况下，风速在各海区的分布呈向外海增大趋势，

因此，海上各岛风速明显大于近陆和湾内岛，受“狭

管效应”影响的海岛风速明显增大［９］。为尽量减小

台风所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台风浪的影

响，海岛防灾避险场所主要选择在背风面，以靠近

内岛或者大陆一端方向为宜。

（６）岛内应适合开发陆上交通。防灾避险场所

需要在灾时或是灾后极短时间内为居民提供临时

庇护作用，为居民服务的应急设施。无居民海岛的

开发除了水运交通以外，岛内的临时防灾避险场所

的设定也需要坚实可靠的地块和顺畅的陆上交通，

使得居民在短时间内迅速到达防灾避险场所，保证

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为救援提供交通保障。

３３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地的设施规划

防灾避险设施是海岛灾后效能发挥的物质基

础。考虑到无居民海岛用地紧张，交通体系不完

善，防灾土地面积有限，服务覆盖面不足，绿地安全

性低等多方面问题。合理规划防灾避险的基础设

施和设备，以满足不同功能特征和防灾需求，统筹

构建无居民海岛防灾救护体系。综合考虑人员的

避难、生活、救援等活动需要，作为紧急防灾据点的

无居民海岛，应当规划各种道路交通设施、停机坪、

停车场、信息通信设施、仓储设施以及垃圾收储设

施等基础建设。

３．３．１　场地规划

（１）可达性指标。作为紧急避险场地的可达性

指标主要考虑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临时登岛人员在

转移过程中的行动状态、避灾疏散过程中的陆上交

通以及风暴带来的影响。为保证防灾避险据点的

安全性和可达性，必须保证至少有两条以上避难通

道连接。考虑到海上灾难的特点，在无居民海岛的

临时停靠点步行３分钟的距离内应均匀设置紧急防

灾避险点，服务半径约为３００～５００ｍ。

（２）码头建设。我国无居民海岛星罗密布且多

半为群岛型，在岛陆和岛岛之间，因水道缩窄，潮流

流速增大，泥沙不易淤积，从而形成诸多的天然锚

地，为进出岛屿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条件。码头

建设的合理布局将促使岛陆和岛岛的连通性增大，

有效地扩大防灾避险场所的服务半径。考虑到台

风等自然灾害的形成特点，码头建设选择主要在风

力的背风向，并充分考虑岛屿周边状况、船只交通

来向等因素，以方便停靠为原则，综合考虑无居民

岛屿的面积规模，进行港口建设，设计简易的码头

为来往的避险船只提供紧急靠岸避险的条件。

（３）道路规划。由于灾难发生后作为临时安置

点的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地，将要承担避灾人群

及救援、物资运输、车辆停靠等职责。因此无居民

海岛防灾避险场地的交通规划显得极其重要，它将

关系其灾后效能的发挥，保证灾害发生后避灾人群

以及各类救援、救护车辆的顺利抵达。为了保障车

辆以及人行避难的通行顺畅，应设有６～８ｍ宽的

避难路线。同时，由于无居民海岛大多数远离大

陆，出动大型救援设备（例如医疗船、起重吊塔等）

可能性较小［１，４］。为保证无居民海岛避险场所与大

陆救援中心的可达性，中小型船舶、车辆等设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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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选。同时，考虑到无居民海岛面积相对狭小，

海上灾难发生时间急促等特点，如设置尽端式道

路，应保留不小于１２ｍ×１２ｍ的回车场地，保证车

辆的便捷通行。

（４）停车场、直升机停机坪规划。停车场的位

置要根据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地的布局、主次出

入口位置、防灾交通路线走向等综合规划；结合无

居民海岛地域狭长的特征，停车场的容量应以停放

中小型货车类车辆为主，以方便救护车辆、物资运

输车辆等中小型车辆的通行。无居民海岛远离大

陆，资源匮乏，交通不便，为了缩短救援时间和及时

补给救援物资，空中交通工具停靠站点的设置则显

得尤为重要。空中交通工具例如直升机的调用，可

以确保无居民海岛灾后救援救护活动的顺利开展、

各类救援物质的安全抵达，按照《民用直升机场飞

行场地技术标准》（ＭＨ５０１３—２００８）相关规定
［１０］，

停机坪宽度不得小于１．５Ｄ（Ｄ为直升机全尺寸，采

用预计使用该机场的直升机中的最大值）。

３．３．２　防灾设施规划

（１）应急电力设施。应急电力设施主要是为了

满足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的照明需求，以及夜间短期

用电。无居民海岛的应急电力问题可以利用无居

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丰富的太阳能等能源资源来

予以解决。

（２）指示设施。为保证避灾人群能快速、准确

的识别方向，无居民海岛的防灾避险设施建设应当

包含醒目、易于识别的指示设施，防止秩序混乱，引

导避灾人群迅速进入避灾空间，使各种防灾设施充

分发挥其效用。

（３）物资储备设施。为了保障防灾避险场地的

效能发挥，确保灾后救援活动的有序开展，无居民

海岛物资储备设施的位置分布应该处于主要交通

通道沿线，并配备专属的物资装卸场地。

（４）信息通信设施。为避免严重灾难所造成得

通信中断，满足灾时和灾后各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

与传达，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对外通信设施

宜配备卫星、无线电、雷达等现代高科技通信设备，

利用网络信息环境，以确保灾时和灾后信息连接的

通畅性。

４　结语

无居民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规划是提高海洋

抗灾避灾能力、完善海洋岛屿开发标准、提升国防

安全的重要内容。海上灾难的发生既具有众多的

不确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其发生时间往

往较短促。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防

灾避灾功效，交通、通信等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必

不可少。本文所作的一些探索，希望对我国无居民

海岛防灾避险场所的规划和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

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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