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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是渤海西岸一种特殊的滨海湿地类型。在分析

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分布特征和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提

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对策。研究表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渤海西南岸

贝壳堤及其周围湿地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甚至导致部分贝壳堤和湿地消失。从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融入经济发展的决策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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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滩脊是由生活在潮间带的贝类死亡之

后的壳体及其碎屑经波浪搬运，在高潮线附近

堆积形成的堤状堆积体，是粉砂淤泥质海岸典

型地貌形态之一，在世界滨海平原上广泛分

布LIJ。贝壳滩脊与沼泽湿地伴生出现，形成贝

壳滩脊湿地系统，国外学者称之为Chenier平

原[2]。该系统在海岸演变过程、海洋和陆地之

间物质和能量交换、与湿地有关的生态和环境

保护等方面意义重大，促使人们长期以来十分

重视这一特殊海岸动力地貌类型的研究。由于

贝壳滩脊经常被河流或潮沟冲割，呈佛手状或

新月形展布于高潮线附近，国内学者通常称之

为贝壳堤(岛)。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

渤海西南岸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北部和中东部

的浅海区域和滨海低地。保护区内的古贝壳堤

与河北省的贝壳堤相连，是整个渤海西岸贝壳

堤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新

老并存、不断生长的贝壳堤，它以其完整性、

典型性和高贝壳含量而著称。两列贝壳堤岛之

间的湿地和向海的潮间湿地与潮下湿地组成了

世界罕见的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贝壳堤滨海

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它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

太平洋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衍地，

也是研究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环境演变以

及景观变化的重要基地，在中国海洋地质、生

物多样性和湿地景观研究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3]。

1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分布特征及保护

现状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保护工作始于20

世纪90年代末，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对象为无棣县境内自大

口河至套儿河岸段的沿岸贝壳堤、湿地以及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无可否认，保护区的建设为

环境保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各种复杂

的因素，导致目前贝壳堤与湿地系统保护面临

形势不容乐观，部分贝壳堤受到侵蚀，自然湿

地面积减少，人工湿地面积增加。

1．1 贝壳堤岛分布特征及现状

保护区内主要分布两列贝壳滩脊系列高地，

一为埋藏型；二为堤岛裸露型。埋藏型贝壳堤

自张家山子、李家山子、邢家山子、下泊头、

马家山子至杨庄子，长约20 km，呈NW—SE

延伸的条带高地，地表0．5 m以下为厚1～2 m

的贝壳一贝壳碎屑层，贝壳层中含淡水，目前

均辟为耕地。只有下泊头村东侧尚保存一片未

被辟为耕地的贝壳堤，剖面中尚见贝壳碎屑层，

斜层理和完整贝壳。裸露型贝壳堤主要位于大

口河口至套儿河口岸段高潮线附近，发育典型，

是区内重点保护对象。贝壳堤亦呈NW—SE向

延伸，高1．O～2．5 ITl，局部高3～4 m(黄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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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受河流或潮沟切割，不连续，自西向东依

次为大口河堡、高坨子、棘家铺子、王子岛和

赵沙子。贝壳堤岛平面上形似弯月，凸侧向海，

弯侧向陆，弯内堆积了贝壳碎屑，显示贝壳与

贝壳碎屑的层间构造，下覆潮滩沉积层。

2001--2009年，笔者多次对滨州贝壳堤岛

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实地考察，重

点考察了发育典型的大口河堡、王子岛和高坨

子岛，将不同时期变化进行了对比。

大口河堡贝壳堤岛位于大济公路起点，漳

卫新河口东侧。考察发现，目前该岛侵蚀较为

严重。原大口河堡向东顺海岸高潮线发育100 m

×50 m的新贝壳滩，厚约0．5 m，现已不复存

在。老贝壳堤岛受暴风浪的侵蚀和搬运，有不

断向陆迁移趋势。堤岛上贝壳破碎程度大，颜

色发黄，酸枣、翅碱蓬和獐茅等植被发育。据

了解，侵蚀的加剧过程与黄骅港的建设有重要

联系，而滨州港的建设将使这一趋势更加严重，

并有可能改变整个区域的水动力状况，影响沿

岸的蚀淤动态变化。据估计，在近7年时间里，

大口河海岸侵蚀速率约为15 m／a。大口河保护

区监管站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2008年修筑了

大坝，重建管站。

高坨子贝壳堤位于大口河堡的东侧，属于

新生贝壳堤，尚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新翻越上

来的贝壳伏于老堤之上，贝壳多为完整形态，

向东侧蜿蜒伸展。由于贝壳不断的翻越和加积，

植被难以生长，偶有柽柳和碱蓬分布。汪子岛

贝壳堤位于马颊河的西侧，与棘家堡子相连，

宽为100～150 m，贝壳碎屑层厚3．8 m，向东

南伸展约1 km，老堤渐尖灭。这是目前形态基

本完整、保存状况基本稳定的一段。靠海侧亦

有新堤发育，厚1 m左右，表明贝壳堤仍处于

稳定加积阶段。贝壳堤上植被发育良好，种类

丰富，主要有野酸枣灌丛、翅碱蓬、獐茅、菟

丝子、二色补血草、罗布麻、白茅和茵陈蒿等。

老沙头堡贝壳岛位于马颊河口东岸，据

2003年统计，面积约0．55 km2，高2～3 m，贝

壳堤岛形态呈向东凸出的弧形。现今由于发展

经济，马颊河以东至套儿河岸段的贝壳堤均已

开发成盐池。

1．2湿地类型及分布状况

保护区内湿地类型主要有粉砂淤泥质海岸、

滨岸沼泽湿地和河口湿地为主的自然湿地以及

养殖池和盐田为主的人工湿地(表1)。

表1保护区内滨海湿地类型和分布

1．2．1 粉砂淤泥质海岸(滩涂湿地)

贝壳堤岛系列高地向海为粉砂淤泥质潮滩

湿地，坡度1％～3％，自岸向海粒度由细粉砂

增至粉砂质细砂。可细分成3个亚带：潮间上

带宽100 m左右，小潮高潮时裸露呈白色盐碱

滩，显龟裂纹。大潮高潮时可淹没，生物洞穴

多达80～100个／m2；潮问中带宽约1～2 km，

坡度更缓，滩面呈许多直径1～3 m，深10 cm

的潮流坑洼；潮间下带宽约l～2 km，滩面不

下陷，发育大量沙波，由粗粉砂、细砂组成，

下限为低潮线。目前潮间湿地为贝类增养殖

区，主要生长文蛤，蓝蛤、四角蛤蜊和缢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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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滨岸沼泽湿地

2条贝壳堤岛之间为潮上滨岸沼泽湿地，潮

汐汉道使之与海相通，成为重要的泄洪纳潮盆

地。宽约15 km，高程0～0．5 m，坡度1％～

2％左右。湿地上分布很多树枝状潮水沟和黄河

三角洲叶瓣的残留体，低潮时潮沟干出，滩地

成白色盐碱滩，主要生长耐盐碱的丛状碱蓬，

芦苇、香蒲、簏草、水毛花、苴草和水烛等沼

泽植物。目前离岸较远的潮上湿地多辟为盐田

或养殖池。

1．2．3河口湿地

河口湿地主要分布在人海河道的近口段的

潮区界至口外海滨段的淡水舌锋缘之间的永久

性水域，主要有漳卫新河、马颊河和套儿河等

河口水域，在河漫滩附近常生长有芦苇群落。

1．2．4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主要以盐田和养殖池塘为主。盐

田主要分布于海岸线附近，据2006年统计，面

积约为23 000 hm2，由于盐度较高，池塘堤坝

上几乎没有植被生长。养殖池塘面积约1．2万

公顷，主要养殖品种有鱼、虾、蟹等，在养殖

池塘的堤坝上，常生长有芦苇、碱蓬、蒿以及

柽柳等。

2影响因素分析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现状表明，贝壳

堤面临侵蚀风险，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人工湿

地面积增加，从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下

降。究其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经济因素

的影响。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海岸侵蚀和风暴潮，

人为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过度捕捞、污染、围垦

以及沿岸工程建设。

2．1海岸侵蚀与风暴潮

海岸侵蚀与风暴潮灾是渤海西岸主要的海

洋灾害类型，也是造成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化

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岸侵蚀使岸线后退，滩面

下蚀，直接导致滨海湿地面积损失。滨海湿地

基底物质流失，营养物质缺乏，海水理化性质

发生变化，波浪扰动强烈，不利于贝类的生长，

难以形成新贝壳堤。风暴潮引起的沿岸增水，

加剧了海岸侵蚀对沿海环境的破坏‘4。，使滩涂

湿地调节气候、储水分洪、抵御风暴潮及护岸

保田等能力将大大降低。

但从风暴潮的作用机制来看，在对海岸环

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对贝壳堤的形成也起到了

一定的建造作用。1985年9号台风通过时，沿

岸增水2 m以上，暴风浪使汪子岛外的贝壳滩

脊增高20 cm(无棣水产局内部资料)。在物源

充足的条件下，风暴潮造成潮滩中下带强烈侵

蚀，粗粒的贝壳及贝壳碎块经过波选，被搬运

至高潮线，堆积成堤。由于一般波浪和潮流作

用不到潮上带，因而潮上带风暴沉积比较容易

保存下来，对堤后的沼泽湿地起到了阻挡和保

护作用。

2．2污染与过度捕捞

滩涂湿地是贝类生长繁殖的主要场所，也

是陆源污染物质的承泻区和转移区。污染与过

度捕捞对当前滨海环境造成很大威胁，是导致

滨海生态系统结构变化、生产力下降的重要原

因。沿岸河流携带大量T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

入河口，可引起湿地生物死亡，破坏湿地的原

有生物群落结构，并通过食物链逐级富集进而

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严重干预了湿地生态平

衡[5]81。过度捕捞直接造成生物数量和种类的变

化，潮间带海洋生物出现了低龄化、小型化和

单一化趋势，滨海生物群落组成和生态结构遭

到毁坏。那些有经济价值的生物，由于不断的

捕捞，数量逐渐减少，甚至灭绝。物质来源大

大减少，阻碍了贝壳堤的生长发育。

2．3围垦与沿岸工程

围垦与沿岸工程的建设对海岸湿地周围环

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围垦后的滨海湿地主

要被改造为稻田、盐田和虾蟹养殖池。伴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盐业与养殖业已发展成为当

地的支柱产业。滨海湿地一旦被围垦就等于切

断了与海水的直接联系，其水动力条件和水文

环境特征就会发生显著改变，湿地类型和景观

也会发生根本变化。由于人类的直接围垦，全

球海岸湿地正以每年1％的速率消失口]80。自然

湿地面积锐减，使水生动物失去天然的栖息地、

产卵场和索饵场，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人工

湿地从无到有面积迅速增加，自然湿地面积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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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减少威胁着滨海湿地资源的永续利用L6J。防

潮堤、渔港码头和港Lj等一系列沿岸工程的建

设，改变了动力地貌环境，海岸输沙平衡遭到

破坏，加重海岸侵蚀和淤积，滨海湿地随之萎

缩退化。如港口的建设影响到波浪、流速和流

向从而改变物质输运的方向和物质平衡，导致

岸滩剖面发生变化。

3可持续发展管理对策

3．1 建立健全滨海湿地保护和管理相关的法

律制度体系

近10多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有许多涉及湿地保护的

内容。但迄今为止尚未制定专门针对滨海湿地

保护的法律制度。法律是行动的指南和依据，

因此，应加快我国滨海湿地保护的立法工作，

并制订配套的管理实施办法，使滨海湿地环境

保护和管理有法可依。从而加强执法力度，通

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制裁过度和不合理地利用

滨海湿地资源的行为。

3．2建立有效的保护管理协调机制

滨海湿地资源保护和管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关系多方的利

益，在管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矛盾，因此，保

护管理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之间亟须加强管理

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滨海湿地的保护和管理，

要纳入地方政府长期规划中，并得到相应的保

障和支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管

理职责，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和联合执法监督体

制，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保护工作顺利

开展。

3．3开展滨海湿地恢复重建工程

根据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退化现状，设计

恢复和重建目标，加大资金投入，开展滨海湿

地恢复和重建工程建设，实现湿地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主要通过控制污染源和清除污染，

改善水体质量；疏通潮汐通道，纳潮冲淤，延

缓渴湖衰竭过程，并部分恢复其功能；将部分

围垦人工湿地退为自然湿地，恢复湿地动植物

的生存环境。

3．4加强群众宣传和教育

滨海湿地的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是一项长

期战略任务，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为此，

应将其作为教学实习基地和环境保护的宣教基

地，加强湿地科学的研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

宣传教育活动，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提高沿海

地区居民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的认

识，转变其对资源利用的观念，减少不合理的

开发和利用。

4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然因素与人为

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渤海西南岸贝壳堤及其周围

湿地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甚至部分湿地已

经消失。这一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研究学者

的高度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应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贝壳堤与湿地系统具有缓解海潮、降

解污染、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功能，是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其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后果可

想而知。因此，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融人经济

发展的决策中，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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