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８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

辽东湾长兴岛典型地质灾害特征与防治区划


王伟伟，付元宾，蔡悦荫，马红伟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要：２０１０年４月，经国务院批准，大连长兴岛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兴岛步入了

快速开发建设阶段。基于对长兴岛崩塌、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和滑坡４种典型地质灾害调查

和普查资料的分析，阐述了海岛典型灾害的类别、等级和分布。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绘制了

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并提出了长兴岛减灾防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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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兴岛位于辽东半岛西部的渤海近岸海域，

全岛面积２１９．１ｋｍ２，为长江以北第一大岛。海岛

近ＮＥ－ＳＷ 走向，东西长约２８．５ｋｍ，南北宽约

１１．５ｋｍ，环岛岸线１００．１ｋｍ。岛上地势西部较

高，中东部较低，平均海拔５５ｍ，横山是长兴岛最

高点，高程３２７．６ｍ。

长兴岛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８℃～１０℃，年降雨量在６００ｍｍ左右。海域潮汐

属不正规半日潮，平均潮差１．１２ｍ，潮流属于规则

半日浅海潮流性质，其涨潮流方向大致走向为由南

向北，落潮流则与之相反。

２０１０年４月，经国务院批准，大连长兴岛临港

工业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兴岛步入

了快速开发建设阶段。在海岛的大规模开发建设

中极易出现局部因开山取石导致的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１］。

相关学者在长兴岛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

作，包括海岸线变化［２］、海平面［３］和海底底床稳定

性［４］等，但是对长兴岛的地质灾害特征以及灾害区

划的研究鲜见报道。为了保障海岛资源的有效利

用，维持海岛经济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本研究基于对长兴岛典型海岛灾害调查和普查

资料的分析，阐述了海岛典型地质灾害的类别、等

级和分布范围，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绘制了地质

灾害防治区划图，并针对性地提出了长兴岛减灾防

灾建议。

１　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是基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的海岛灾

害８个调查站位，结合分辨率为２．５ｍ 的高精

ＳＰＯＴ卫星遥感影像，分析了崩塌地质灾害的分

布特征。

２０１２年９月，布设了１８个海水入侵监测井。

采集、测试分析了表层水样，调查与测试分析规

范采用《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５］和《海洋监

测规范》［６］，绘制了海水入侵灾害等级及其在长

兴岛的分布。２０１２年８月，在长兴岛滨海公园、

小礁和大礁附近砂质海岸布设了４个海岸侵蚀

监测桩，监测砂质海岸侵蚀速率。

崩塌、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和滑坡４种地质

灾害的调查站位见图１。

２　典型海岛地质灾害特征

２１　崩塌

崩塌灾害在长兴岛发育较为广泛，崩塌灾害

主要为西部基岩海岸和岛陆大型采石场，累计面

积大约为２．７ｋｍ２。崩塌灾害易发区的岩石多为

灰岩和页岩，垂向裂隙，极为发育明显，岩体的坡

度多大于８０°，极易发生崩塌。长兴岛大部分采

石场土石方开挖后，相关部门都没有及时地进行

山体修复，因此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较高。

２２　海水入侵

海水入侵主要分布在长兴岛北部、东部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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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长兴岛典型地质灾害调查站位

部的岛岸。严重海水入侵区分布在东井子附近

岛岸，海水入侵面积约７７４ｈｍ２，最大海水入侵距

离为２．４ｋｍ。表层水样分析结果显示，东井子附

近地下水总矿化度达３４２６．２ｍｇ／Ｌ，氯离子含量

１０１８．５ｍｇ／Ｌ。轻度海水入侵区顺长兴岛的北

部、东部和南部岛岸分布，面积共约４９４０ｈｍ２，

其中北侧最大入侵距离为５ｋｍ，南部海水入侵距

离相对较小，最大为２．３ｋｍ，西部东山村附近岛

岸的海水入侵面积约 ４７７ｈｍ２，距离最大为

１．３ｋｍ。

２３　海岸侵蚀

海岸侵蚀灾害主要分布在长兴岛西部的砂

质海岸。小礁附近侵蚀海岸顺岸长度约１．４ｋｍ，

发育０．５ｍ左右的侵蚀陡坎，但不发育滩肩，岸

滩物质以中粗砂为主，含大量的砾石，磨圆较差。

王家窝棚附近侵蚀海岸顺岸长度约１．０ｋｍ，北部

砂质海岸原有的约８０ｍ的防浪墙已被破坏，海

滩物质粗化严重，以砾石质粗砂为主，夹大量的

磨圆极差的砾石。南部砂质海岸岸滩物质侵蚀

程度相对较弱，但同样存在物质粗化的现状，岸

滩物质以细中砂为主，含大量的磨圆中－差的

砾石。

２４　滑坡

滑坡在长兴岛北端西北岛村附近海岸发育，

滑坡体沿岸长度约１７０ｍ，陡崖坡度大于８０°，崖下

有房屋，房屋距离崩塌最大距离１０ｍ，最近处仅距

离２ｍ，无其他防护措施，危险级别较高。

２５　地质灾害综合特征

长兴岛共发育崩塌、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和

滑坡４种典型灾害类型。崩塌灾害发育１３处，主

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的基岩海岸，海岛陆域采石

场。海水入侵灾害分布在长兴岛岛岸，累计面积

约６２．９ｋｍ２。海岸侵蚀发育两处，累计长度约

２．４ｋｍ，分布在长兴岛岛西部和北部的岬湾砂质

海岸。滑坡灾害发育１处，位于长兴岛北端的西

北岛（图２）。

图２　长兴岛典型地质灾害类型与分布

３　地质灾害防治区划

基于长兴岛海岸侵蚀、崩塌、滑坡和海水入

侵４种典型海岛地质灾害的特征分析，绘制了长

兴岛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全岛划分为４个灾

害防治区，包括东山至丁家圈海水入侵防治区、

大礁至西北岛海岸灾害综合防治区、鲍鱼肚子至

西八岔沟海水入侵防治区和高脑山—地藏庵

村—东升村长兴岛中部海岛崩塌防治区。

东山至丁家圈海水入侵防治区内发育的灾

害是海水入侵，区内严格禁止审批围海养殖池

塘，引导、转移近岸围海养殖工程，减轻海水入侵

灾情。大礁至西北岛海岸灾害综合防治区内发

育的灾害包括海岸侵蚀、海岸崩塌和滑坡，区内

严格禁止滨岸、滨海采砂，开展沙滩修复与养护，

遏制海岸侵蚀进一步加剧，加固裂隙发育的海蚀

崖，种植根系发达的植被，减缓、防止海岸崩塌、

滑坡灾害的发生。鲍鱼肚子至西八岔沟海水入

侵防治区内发育的灾害是海水入侵，且是长兴

岛最为严重的海水入侵区，区内严格限制地下

水开采，引导海岸围海养殖工程向浅海转产、转

移。高脑山—地藏庵村—东升村长兴岛中部海

岛崩塌防治区内发育的灾害是崩塌，加强区内

采石场的管理，积极开展废弃采石场的绿地修

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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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建议

（１）长兴岛发育了海岸侵蚀、崩塌、滑坡和海

水入侵４种典型的海岛地质灾害。海水入侵和

崩塌两种地质灾害在长兴岛发育广泛，海水入侵

面积占全岛陆域面积的２６．１％，而海岛崩塌灾害

易发点共计１３处，累计面积２．７ｋｍ２，严重干扰

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亟待加强。

（２）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应立即制定海水入侵

防治措施和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控制地下水开

采，引导海岛周边围海养殖向浅海发展，防止海

水入侵程度进一步加剧。

（３）严格审批矿山开采、海岛取石，同时积极

开展采石场的灾害防治工程，加强废弃采石场的

岩体加固、植被种植工作，防治大规模的崩塌、山

体滑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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