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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讨论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计量手段，根据海岸的类型、资源功能以及自然演变和开发利

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探讨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内涵和海岸综合整治修复的对策。建议制定《海

岸线修测技术规范》，明确海岸线修测技术方法和海岸线长度计量方法，为海岸资源质量管理奠定

计量基础；针对不同的海岸类型和开发利用方式，制定《海岸资源质量评价技术标准》，适应差别化

的海岸管控政策；加强海岸资源综合统筹规划管理，强化海岸综合整治修复，保护自然海岸和人工

海岸生态环境，修复恢复严重影响海岸生态环境和废弃的人工海岸，最大限度地保育自然海岸。

关键词：海岸线；资源利用；海岸功能；综合整治修复；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Ｐ７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７５－０６

犜犺犲犙狌犪犾犻狋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犆狅犪狊狋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

狋犺犲犆狅狌狀狋犲狉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狅犳犆狅犪狊狋犪犾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犐犿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

ＤＯＮＧＷｅｉｗｅｉ，ＬＩＮＧｕｉｌａｎ，ＬＩＮＡｉｊｕｎ

（Ｔｈｉ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ＯＡ，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ｔｙｐ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ａｓｔ

ｌｉｎ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ｌｅａｒ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ｌｅｎｇ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ｔｗａｓａｌ

ｓ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ｗａｙ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ａｐｔ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ｓｔ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ａｓｔ，ｒｅｐａｉｒ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ｂａｎ

ｄｏｎｅ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ａｓｔ，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ａｓ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７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１　引言

海岸是沿海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生命

线，大多数涉海工程（港口码头、修造船厂、滨海核

电厂、滨海火电厂、围填海工程、海滨休闲娱乐旅游

设施等）都是依托海岸而建。与此同时，海岸是陆

海相互作用效应最明显的地带，风暴潮、海岸蚀退、

海水入侵等自然作用以及海岸人工化、海岸污染、

生态破坏等人为作用产生的诸多问题，使得海岸资

源质量管理和综合整治修复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随着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以港口为中心的沿

海城市迅速壮大，海滨休闲地也迅速崛起［１］。因此

经济和人口大量向沿海迁移，导致接近城市的海岸

资源变得非常稀缺，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采用一定的

人工干预手段来保护和管理海岸资源。如，为避免

工程构筑物破坏海岸生态平衡，美国于１９８４年颁布

《海岸坝岛资源法》，荷兰在技术和行政管理基础上

开展海岸线位置维护［２］；在我国，随着沿海地区海洋

发展战略的相继实施，海岸人工化、工业化、房产

化、私属化、污染化等主要矛盾日益突出，王江涛提

出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加快海岸保护立法工

作，实施海岸资产化管理，实施海岸线总量控制，突

出海岸线公共服务功能［３］。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寻

求新的方法来加强海岸管理，不仅要考虑海岸的连

续性、综合性，而且要了解人类活动对海岸的长期

影响和应对海岸自然变化的长期影响，主要是空间

上的向岸、离岸和沿岸移动［４］。

２　海岸资源的相关指标

２１　海岸线的定义和海岸线的计量

海岸是海洋和陆地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地

带，海岸线则定义为多年平均大潮高潮时形成的实

际痕迹线［５］。从该定义可知，海岸线位置由潮汐作

用决定，同时也受海岸坡度、岸滩物质、波浪和入海

河流作用等因素的影响。严格来说，海岸线只能是

一条近似于平均大潮高潮面与岸滩相交的线［６］，且

该线不具有重复一致性（即不同或相同的人重复测

量同一段海岸得到的海岸线无法完全一致）；另一

方面，海岸经过一定时期的海洋水动力作用、地球

构造地貌演变、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平面升降、

人类开发利用活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岸线将

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动。

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海岸

线长度，而海岸线长度的计量与海岸线的位置和测

量尺度紧密相关。海岸线位置和测量尺度不同，所

统计的海岸线长度就不同；海岸线弯曲程度不同，

不同测图比例尺统计的海岸线长度也不同，这在理

论上已得到多方面阐释［５，７－１０］。严格地说，海岸线

长度不可能得到某一定值，因此为对海岸线长度进

行计量，从而满足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计量要求，

就需要规定统一的海岸线位置和测量尺度。

２２　海岸的类型和主要功能

根据形成海岸的主导因素和海岸的物质组成，

海岸可划分为基岩海岸（包括山地丘陵侵蚀海岸、

断层海岸）、平原海岸（包括砂砾质海岸、淤泥质海

岸、三角洲海岸）和生物海岸（包括珊瑚礁海岸、红

树林海岸）等主要类型。根据海岸动态又可分为堆

积海岸和侵蚀海岸。根据海岸是否被人工改造又

可分为自然海岸和人工海岸。

海岸作为重要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服务功

能、生态服务功能、文化服务功能和灾害防御功能。

海岸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其适宜的功能属性也不同。

（１）经济服务功能。港口航运：海岸前沿水深较

深、泥沙淤积少、风浪较小或周围有遮挡风浪的屏障，

满足船舶进出港和泊稳要求，多分布于海湾、河口湾、

海峡两岸；渔业生产：海岸营养盐丰富、初级生产力

高、水动力交换通畅、水质／底质环境没有污染物累

积，满足渔业养殖生境要求，多分布于潮滩海岸；临海

工业：海岸泥沙来源少、有建设取排水设施的条件、扩

散条件好，多分布于平原海岸；旅游娱乐：海岸具有景

观资源、沙滩资源或适宜建设旅游基础设施，水质清

洁，多分布于海蚀岩岸、沙滩海岸、海湾。

（２）生态服务功能。生物繁殖和物种保护：海

岸营养盐丰富、水动力交换条件适宜、水质／底质环

境没有污染物累积、温度／盐度适宜，分布于所有海

岸；污染净化：水动力较强、扩散条件好，多分布于

开敞式海岸。

（３）文化服务功能。景观欣赏、休闲运动和亲

海活动：具有自然或人文景观资源以及沙滩、礁石、

海浪和各种生物资源，适合建设休闲设施、亲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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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安全设施，多分布于山地丘陵海岸、沙滩海岸、

生物海岸、海湾型海岸。

（４）灾害防御功能。防浪挡潮：海岸地面高程

高于最高潮位，防御海浪、风沙侵袭，多分布于侵蚀

性海岸；防洪排涝：海岸地面高程能够抵御洪潮相

遇峰值、潮流通道通畅，多分布于河口海岸。

２３　海岸资源质量指标

目前的研究对衡量海岸资源质量的方法尚不

明确，涉及方法主要有港口岸线条件评价［１１］、海岸

旅游资源价值评估［１２］、海岸地质环境脆弱性及灾害

风险评价［１３－１４］、海岸侵蚀灾情［１５］、海岸资源综合适

宜性评价［１６］等。但从海岸的自然性质可以得出，海

岸的稳定性无疑是衡量海岸资源质量的重要指标，

无论自然海岸、人工海岸或生物海岸都需要能够在

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只有海岸稳定才有海岸线的

稳定和岸线长度的稳定。

衡量海岸资源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应是海岸

功能，这就涉及海岸陆海两侧的性状。如果是港口功

能海岸，则要求向陆有一定的作业区和堆场空间，向

海有足够水深且最好有遮挡风浪的屏障；如果是渔业

功能海岸，则要求附近海域的水质、底质条件适宜生

物生长；如果是休闲旅游功能海岸，则要求海岸具有

景观、沙滩或人文资源；如果是灾害防护海岸，则要求

海岸有稳定的结构和足够的地面高度，等。

３　海岸资源质量问题

３１　海岸自然演变引起的问题

海岸受潮汐、潮流、波浪、海平面升降、风化、突

发灾害等多种自然动力因素的影响，其自然演变主

要表现为海岸的蚀退、淤涨和生物类型的变化。在

基岩海岸区，如果波浪作用较强，则发生海岸侵蚀

形成壮丽多姿的海蚀地貌，通常成为旅游景观；但

同时海岸基础被海浪掏空，又会造成海岸的崩塌和

景观的消失。在砂（砾）质海岸区，如果波浪作用较

强，则发生沙滩下蚀、海岸后退；如果波浪作用较

弱，则导致沙滩泥化。位于河口湾的淤泥质海岸

区，往往受泥沙来源和潮流动力的影响，形成潮汐

汊道，冲刷和淤积活动时空交替，既有岸线侵蚀也

有岸线淤积。尤其对于以堆积为主的海岸，其由不

同粒级的松散泥沙或砾石组成，沿岸往往分布有海

滩、沙堤、沙嘴、水下沙坝以及发育湖和风成沙丘

等，由于由细粒泥沙组成，坡度极小，海岸冲淤变化

极易发生：当海岸有大量泥沙供给时，海滩就迅速

淤长；当泥沙供给中断时，因海岸质地软的淤泥粉

沙受海水浸泡后极易破坏，又使海岸崩塌后退。

突发性气象灾害对海岸自然演变的作用更为

显著，尤其是台风暴潮对海岸有惊人的破坏力。一

次台风对砂质岸线的侵蚀在随后的１０多年都难以

通过自然动态恢复［１７］，台风暴潮过境还可造成生物

礁海岸的损坏和珊瑚礁的破碎。

３２　海岸开发利用引起的问题

３．２．１　海岸工程、海底工程改变海滩的动态平衡

兴建码头、突堤、丁坝等水工构筑物或浚深航

道时，因打破原有的沿岸输沙平衡或泥沙运动规

律，岸线必然相应改变其轮廓以求达到新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失去泥沙补给的岸段，其外缘海滩

将相应后退，从而导致波浪直接冲击后方海岸而造

成严重侵蚀；得到泥沙补给的岸段，其外缘海滩不

断外扩，当沿岸有某一盛行波向的净输沙时，这种

变化尤为严重。

３．２．２　潮滩围垦破坏海岸湿地

在垦区内，围垦后仅靠闸门进排水，水交换能

力不够，水质、底质不断恶化，很多养殖围塘的富营

养化指数严重升高，导致严重的大规模养殖生物病

害。在垦区外，围垦后堤外产生新的淤积，使港湾

面积缩小，甚至影响经济鱼、虾、蟹、贝的天然产卵

场、苗种场、索饵场或洄游通道。

３．２．３　填海造地改变海岸动态平衡，海洋生境退化

围填海除改变岸线形态和海流运动的水文边

界条件而打破原有的泥沙运移平衡外，更重要的是

直接占用滨海湿地，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鱼、虾、蟹、

贝类和水禽鸟类等生息、繁衍场所消失，生物多样

性下降。港湾内的围填海将减少港湾纳潮量、加剧

港湾淤积、减弱海水自净能力，使湾内海水水质恶

化、加大赤潮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江河入海口的围

填海将占用部分河道、缩窄行洪通道，引起滩槽

改变。

３．２．４　滨海砂矿开采造成海岸坍塌蚀退

近岸海砂的开采使海岸的水下天然“防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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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坏，波浪、潮流直接作用于海岸，易引起海岸蚀

退、海水入侵等地质灾害；破坏滨海沙滩旅游景观

资源，使平坦宽阔的沙滩下蚀、缩窄。河口区采砂

还会影响河床稳定，危及堤防的稳固以及造成海水

上溯，导致土地盐碱化、破坏淡水资源［１８］。

３．２．５　滨海旅游开发导致环境脏乱和生态退化

滨海旅游开发活动必然对其海岸带地表水文

特征和土壤植被等自然环境产生影响。旅游地不

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和化粪池泄漏尤其是高尔夫

球场使用的肥料大量流出，引起临近海域水体的富

营养化；旅游景点游客过多，造成海滩垃圾污染；旅

游基础设施修建容易引起海岸生态功能退化。

３．２．６　城市生活尾水、工业尾水的污染物累积

沿海城市化和工业化后，城市生活尾水排放入

海，导致近岸海域富营养化；工业尾水排放入海，引

起某些重金属、化学污染物的累积效应［１９］；核电厂

向近海排放的低放射性废水，大部分在距离排放口

几千米到几十千米处沉积，海流、波浪和底栖生物

还会使沉积物核素解吸重新进入水体，造成二次

污染。

３．２．７　填海造地导致海岸截湾取直和海岸人工化

填海造地选址大多位于半封闭海湾或弧形海

湾，以减少人工护岸的修筑量和填海工程量。填海

造地后海湾面积减少甚至消失，海岸长度大大缩

短，同时自然生态海岸变为人工海岸，曲折蜿蜒的

海岸景观随之消失。

４　海岸资源质量管理

海岸资源质量管理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海岸

稳定性管理，其次是海岸功能维护。其中，海岸稳

定性管理就是保障海岸不发生侵蚀或淤涨；海岸功

能维护则比较复杂，应根据当地城市化和工业化所

处阶段进行差别化管理，既要保护好海岸的最佳功

能，又要考虑因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不同

而维护不同的海岸功能。如，原自然状态下海岸的

最适宜功能为渔业养殖，其海岸资源质量管理要求

即维护渔业养殖所需水质和底质；当该区域走向城

市化和工业化后，海岸的功能演变为旅游休闲和防

浪挡潮，其海岸资源质量管理要求就应转向维护旅

游休闲和防浪挡潮功能，进行清淤整治、景观优化、

建设护岸和适当设施等；当某一海湾作为以港立

市、以港兴市的依托时，海岸资源质量管理就要按

照城市沿海空间布局，按港口岸段、工业岸段、公共

休闲岸段等分段进行功能维护。

山地丘陵海岸后方平坦陆域狭窄，难以成片规

模建设，因此密集开发利用的海岸资源往往分布在

平原海岸。平原海岸包括三角洲海岸、淤泥质海

岸、砂砾质海岸，受水动力作用影响均比较显著，而

且大多海岸平直、海滩宽阔、少有港湾，海岸功能具

有多宜性，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定位来进行

海岸资源质量管理。尤其是平原海岸中的粉砂质

海岸，当因经济发展被选为港址资源而转为港口功

能海岸时，对其港池航道稳定性的维护管理是海岸

资源质量管理最大的挑战，目前主要采用工程措施

固沙减淤、防御风浪骤淤［２０－２１］。

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生物对海岸的塑造有时

起着重要作用，形成特殊的海岸类型，即珊瑚礁海

岸和红树林海岸。红树林海岸多分布在低平的堆

积海滩上，主要是背风浪且正在向海伸展的淤泥质

海滩上；珊瑚礁海岸由造礁珊瑚和造礁藻类形成的

珊瑚礁以及栖息于礁中的动植物共同组成，往往纵

深达几百米，牢固地附着在海底。生物海岸资源质

量管理要求往往以维护其生境条件（水质、底质、温

度、盐度、透光度、潮流、波浪等）为主。

综上所述，海岸资源质量管理最基本的就是维

护海岸稳定性和保障其主要功能的可持续性。具

体要求为：

（１）对于分布于山地丘陵的基岩海岸，防止海

岸崩塌、滑坡、泥石流入海，海岸附近禁止挖砂、

采砂。

（２）对于分布于河口或基岩港湾的砂砾质海

岸，当岸滩组成物质以砂砾为主、岸滩较窄、坡度较

陡时，以防侵蚀为主；当岸滩组成物质以细沙为主、

呈堆积地貌时，以防海岸风沙为主，防护林、固沙植

物的种植和保护尤为重要。

（３）对于分布于海湾湾顶的淤泥质海岸，防止

淤泥过度淤涨，保护海湾进潮量和海湾水动力环境

条件，严格控制污染物入海。

（４）对于分布于河口区的三角洲海岸，维护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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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稳定，强化挡潮排洪泄沙能力，防止洪潮顶托漫

淹两岸陆地；维护一定的河流来水来沙量，防止咸

潮上溯；严格控制流域污染物入海。

（５）对于分布于亚热带、热带地区堆积海滩的

红树林海岸，保护红树林生长的港湾、河口湾风浪

掩护地形地貌，保护潮汐通道，保护红树林潮滩的

浸淹程度和细颗粒沉积物环境，禁止红树林砍伐。

（６）对于分布于热带地区基岩海岸的珊瑚礁海

岸，保护珊瑚礁生境和生态系统，禁止陆域泥沙入

海、排污和温排水、油污、爆破施工、采挖。

（７）对于分布于平原地区的人工海岸，按照城

市沿海空间布局，按港口岸段、工业岸段、公共休闲

岸段、渔业岸段、防护岸段等进行分段功能维护。

５　海岸综合整治修复对策

为确保海岸资源质量，对海岸因自然演变和开

发利用出现的各种问题应采取积极有效的综合整

治修复对策。对于自然海岸，主要是制定保育措

施，重点维护其稳定性，保护其原始海岸风貌、景观

格局和生态功能；对于人工海岸，主要是设计工程

方案或生态修复方案，重点维护其主导功能，并避

免影响毗邻海岸功能；对于废弃的人工海岸，主要

是合理拆除人工构筑物，重点在于逐步恢复本底自

然海岸性状或营造人工生态海岸。

５１　自然海岸的保育

基岩海岸一般稳定性较好，多为直面波浪拍击

的丘陵山地海岸，海蚀地貌发育，此类海岸的保育

以维护原始海岸风貌和景观格局为主。

呈周期性蚀退和淤涨动态平衡的自然海岸一

般为砂质海岸，由于波浪作用力的控制，砂粒洁净，

形成美丽的沙滩景观，海岸保育以保护其水动力环

境、禁止附近海域采砂挖砂活动为主。

平原海岸一般基质松散，当泥沙来源丰富时海

滩不断外扩，可能伴有沿岸沙坝和湖，如加上风

浪作用，后方陆域往往形成沙丘，此类海岸的保育

以后方种植防护林为主；当泥沙来源匮乏时，海岸

不断蚀退，此类海岸的保育以修筑人工护岸或海滩

抛沙抛石等工程防护为主，值得推荐的是“梯状湿

地”技术，即在浅海区修建坡状湿地、种植湿地植

被，不仅可减弱海浪冲击、促使泥沙沉积，同时也为

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２２］。

位于海湾湾顶的淤泥质海岸，由于水动力弱、

波浪作用小或几乎没有波浪，潮流不断携带淤泥在

此落淤，呈现淤涨态势，此类海岸的保育必须以维

持其水动力条件为主，当淤积严重而又不想让海湾

萎缩时，只能采取清淤的人工干预。

三角洲海岸是最复杂的海岸，一般难以维护其

稳定性，只能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整治

对策，包括海堤、丁坝、离岸坝、生物护岸等［２３］。

生物海岸主要为红树林海岸和珊瑚礁海岸，此

类海岸的保育以保护其生境和生态系统、减少人类

活动干扰为主，对于维持当地生物多样性、生态安

全和资源可持续利用起重要作用的生态关键区，应

采用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模式。

５２　人工海岸的功能维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不断向沿海迁移，人工海岸

的数量不断递增。人工海岸只要不发生崩塌毁坏，

稳定性都很好，因此海岸综合整治修复的目标主要

是海岸功能维护，其功能可分为防护、围垦、码头、

休闲、造地等，一般在工程设计和施工时都会开展

论证。然而人工海岸的建设截断海陆的自然过渡、

切断自然海岸的连续性，将引起附近海区浮游生

物、底栖生物多样性的普遍降低及优势物种和群落

结构的变化［２４］；填海造地往往存在海岸截弯取直，

造成海湾湿地面积萎缩；工业海岸附近海域往往存

在污染物（如化学污染物和放射性污染物等）累积。

因此，此类海岸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在于严格控制

污染物入海、严禁海岸附近采砂挖砂等行为，避免

危及海岸稳定性和破坏海洋生境。

５３　海岸生态环境的修复

有些人工海岸由于设计施工阶段论证的缺陷，

建成后严重影响所在区域的海域功能或生态环境、

景观环境，应拆除以恢复本底自然海岸的原生风貌

和景观格局；有些人工海岸因故废弃，应制订科学

的工程方案拆除人工构筑物，逐步恢复为自然海

岸；对于难以恢复为自然海岸的岸段，应进行合理

的景观设计，利用工程措施和生态措施营造优美的

人工景观，提升海岸带景观生态质量。

６　总结与建议

本文讨论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计量手段，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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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的类型、资源功能以及自然演变和开发利用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内涵和

海岸综合整治修复的对策，为海岸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和决策参考。从海岸资源质量管理角度出发，建

议开展以下４个方面的工作。

（１）海岸线长度作为海岸资源质量管理的计量

手段，需要海岸线测量数据，而海岸线的位置判定

和长度计量不具有可重复的一致结果，建议制定

《海岸线修测技术规范》，明确海岸线修测技术方法

和海岸线长度计量方法，为海岸资源质量管理奠定

计量基础。

（２）海岸有基岩、砂质、泥质、生物、河口等多种

类型，同时又有港口、渔业、旅游、保护等多种开发

利用方式，为合理有效评价海岸资源质量，建议针

对不同的海岸类型和开发利用方式，制定《海岸资

源质量评价技术标准》，以适应差别化的海岸管理

政策。

（３）规划的实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工

具［２５］，建议加强对海岸资源的综合统筹规划管理。

对于稳定性好的基岩海岸、沙滩海滩、生物海岸，应

最大限度地予以保护；对于海湾海岸，应本着节约

集约高效利用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有海湾的岸线

长度；对于稳定性差的平原海岸，应采取合理的综

合整治对策，维护海岸稳定性以及生态、经济、文化

和灾害防御功能。

（４）建议强化海岸综合整治修复。科学保育自

然海岸和保护人工海岸生态环境，严格控制填海造

地导致的海岸截弯取直和工业海岸附近海域的污

染物累积，修复恢复严重影响海岸生态环境和废弃

的人工海岸，最大限度地保有自然海岸。自然海岸

一旦被人工海岸所替代，沿海自然生态环境将发生

巨大变化，任何管理的生态学原则都可能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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