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第3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45    

海洋生态文明视域下河口沙坝-潟湖生态修复思路探究

张盼1,王鹏1,2,3,林霞1,张连杰1,闫吉顺1,赵博1

(1.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116023;2.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南京 210098;

3.河海大学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8)

收稿日期:2020-05-07;修订日期:2021-03-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09052);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804).

作者简介:张盼,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生态修复研究

通信作者:王鹏,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生态修复研究

摘要:加大海岸整治修复力度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沙坝-潟湖海岸具有典型的

生态系统和独特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因人类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是“蓝色海湾”等整治修复项

目的重要对象。文章以辽宁省浮渡河口沙坝-潟湖为例,总结国内外河口沙坝-潟湖主要生态修

复思路和方法,提出生态修复过程中沙坝-潟湖受损机制和生态修复评估体系构建两个关键技术

问题。在此基础上,为深入推进我国海岸生态保护修复管理和海岸整治修复工程实践,需要做好

顶层设计和提升整治修复能力两方面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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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

zationtostrengthenthecoastalrestoration.Sandbar-lagooncoasthastypicalecosystemandunique
socialvalue.Itisalsodamagedindifferentdegreesduetohumanactivities.Therefore,itisanim-

portantobjectofremediationprojectssuchasthe“BlueBay”.Takingthesandbar-lagooninthe
FuduestuaryofLiaoningProvinceasanexample,thispapersummarizedthemainideasand
methodsofecologicalrestorationathomeandabroad,andputforwardtwokeytechnical

problemsintheprocessofecologicalrestoration:thedamagemechanismofsandbar-lagoonand
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restorationevaluationsystem.Onthisbasis,inordertofurtherpro-

motethemanagementofcoastalecologicalrestorationandthepracticeofcoastalrestoration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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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s,itisnecessarytodowellinthetop-leveldesignandrestorationcapacity.

Keywords:Sandbar-lagoon,Ecologicalrestoration,Coast,BlueBay,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

1 生态修复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指出“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设美丽中国。

为了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修复近岸海域受损生

态系统和典型地貌单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年)》均明确提出实施

“蓝色海湾”整治工程,到2020年在不少于66个海

湾及毗邻海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2018年全国

海洋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施陆海统筹

的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加大海岸整治修复力度。

沙坝-潟湖海岸是“蓝色海湾”整治修复的重

要对象,占世界海岸的13%以上,在我国主要分布

于广西、广东、浙江、山东半岛和渤海湾北部沿岸,

辽宁沿岸地带也较常见[1-2]。沙坝-潟湖海岸是由

沙坝、潟湖、潮汐通道三大地貌单元组成的典型滨

岸堆积地貌体,在含沙丰富的河流入海口处发育广

泛,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景观、科研价值,

在防潮护岸、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美化海岸景观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

强度、多类型的人类活动改变了维持沙坝-潟湖系

统平衡的沉积环境,导致沙坝-潟湖海岸受到损伤

和破坏[3]。目前,已经有超过20%的沙坝-潟湖地

貌系统完全灭失[4],剩余沙坝-潟湖地貌系统也由

于人类活动(如围填海、采砂、筑坝等)受到破坏,但

是其沙坝的本体仍然存在,通过海岸整治可以逐步

修复其受损形态,恢复生态和景观价值。

目前关于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的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针对河口沙坝-潟湖动力地貌系统修复的

研究仍十分欠缺。本研究通过辽宁省典型河口沙

坝-潟湖主要生态修复思路和方法的探究,可以为

沙坝-潟湖海岸的保护与恢复提供思路,也为我国

海岸整治修复管理提供借鉴。

2 生态修复方法与关键技术

自然条件下沙坝-潟湖海岸常会缓慢走向衰

亡,但在人类活动干预下正加快消亡[5]。在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沙坝-潟湖海岸整治修复工

作逐步兴起并越来越重要,修复措施需要科学合

理、有针对性地开展,并注重整治修复效果的长效

性。Oost[6]认为沙坝-潟湖海岸整治修复要尊重

自然动力地貌规律和完整性,因地制宜开展人工修

复。Giardino、Tung等[7-8]采用增加泥沙供给、保

持潮汐通道稳定性等方法对受侵蚀沙坝或砂质海

岸进行修复。国内也有少数研究者针对海岸修复

进行了研究,人工构筑物的建设或拆除作为修复方

案的重要方法逐步开始应用[9]。

沙坝-潟湖海岸整治修复必须坚持以“自然恢

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做到科学合理,因

此需要对生态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目前国内外科

学界针对沙坝-潟湖系统的评估体系还没有开展

相关研究,但是海岸带及沙坝-潟湖脆弱性评价方

法的成功应用为生态修复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脆弱性指数法和综合指数法广泛应用于海岸带综

合评价,Gornitz[10]最早提出了海岸带脆弱性评价指

数和风险等级的概念,并成功应用于美国太平洋和

大西洋海岸的脆弱性评价,王鹏[11]采用综合指数法

对辽宁海岸带开发活动进行了评价,Mitchell[12]根

据潮汐通道、沙坝状态、动力影响因子等采用综合

指数法对加纳近岸沙坝-潟湖系统脆弱性进行了

研究。

“蓝色海湾”整治修复工程需要加强对自然恢

复及人工干预下沙坝-潟湖恢复机制的研究,但是

目前关于整治修复的方法、标准和理论仍然处于探

索阶段,许多科学问题尚不成熟、不清楚。如何秉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识别

沙坝-潟湖系统受损主要因素,评估不同人工修复

方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是蓝色海湾整治修复亟须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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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浮渡河口沙坝-潟湖受损状态

河口地区沙坝-潟湖系统受波浪、潮流等水动

力条件和河流泥沙供给等多种自然因素影响,同时

也是人类活动的多发区域,这使得河口沙坝-潟湖

系统非常脆弱。辽宁省营口市浮渡河口具有典型

的沙坝-潟湖动力地貌系统,多年来存在河口筑

坝、围填海、人工岛和河道采砂等多种人类活动,导
致沙坝-潟湖系统的地貌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同时

该区域也已列入蓝色海湾工程项目库,是河口沙坝

-潟湖动力地貌系统修复的典型代表区域。

通过多时期的遥感影像资料对比发现,浮渡河

口沙坝-潟湖系统处于较快速度的萎缩消亡状态。

其中,浮渡河口南侧沙坝2007年较2000年后退最

大距离约60m;浮渡河口北侧沙坝后退距离不大,

但是沙坝规模缩小变窄,表面物质粗化,2019年较

2010年 相 比 最 北 侧 沙 坝 平 行 海 岸 向 东 延 伸 约

260m。浮渡河入海泥沙物质供给以及水动力环境

条件是河口沙坝-潟湖存在的必要条件。浮渡河

是发源于山区的短途季节性山溪河流,所携带的泥

沙除了塑造沿岸边滩外,其余全部堆积于河口地

区。随着人类对于沙砾资源和水资源需求的日益

增大,极大地压缩了入海泥沙量。同时,浮渡河口

存在河口筑坝、围海养殖和人工岛建设等人类活

动,改变了河口周边海域水动力条件,造成沙坝侵

蚀后退,潟湖面积逐渐缩小甚至消亡。

4 生态修复关键问题与建议

4.1 生态修复关键问题

针对辽宁省浮渡河口的典型沙坝-潟湖动力

地貌系统,聚焦该区域存在河口筑坝、围填海、人工

岛和河道采砂等多种人类活动导致动力地貌系统

受损的特点,在实际修复过程中,应解决两个方面

关键技术问题。

4.1.1 多类型人类活动耦合影响下的河口沙坝-
潟湖系统受损机制

在河口筑坝、围填海、人工岛和河道采砂等多

种人类活动共存的条件下,它们对沙坝-潟湖海岸

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受控于它们出现

的时间顺序和当时的动力地貌系统状态,相互之间

也会有显著的相互影响,这种非线性耦合影响机制

是后期项目开展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整治修

复研究中,需要基于现场观测分析典型地貌形态的

主控因素和时空变化规律,剖析河口筑坝、围填海、

人工岛、河道采砂等多种人类活动对河口沙坝-潟

湖动力地貌系统的非线性耦合影响机制、影响程度

及时空尺度,阐明动力地貌系统受损的主导因素。

4.1.2 河口沙坝-潟湖动力地貌系统的修复效果

评估

河口沙坝-潟湖动力地貌系统的受损过程与

其修复效果往往表现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目前这

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还较为欠缺。如何依据长时间

序列的遥感影像、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数据等鉴别

恢复过程的时空尺度特性,进而构建生态修复效果

定量评价指标,是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效果的另一个

关键问题。在构建评估体系过程中,采用综合指数

法和层次分析法选取代表性指标构建河口沙坝-
潟湖动力地貌系统的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体系是较

为科学合理的方法。选取代表性指标方面可将水

动力环境(潮位、潮流)、沉积物环境(泥沙粒径、泥

沙通量等)和地貌环境(沙坝长度、宽度、口门宽度、

潟湖面积)等作为具体指标。利用生态修复效果评

估体系充分分析堤坝拆除、潟湖面积拓展、人工补

沙等人工修复措施实施后的河口沙坝-潟湖动力

地貌系统演变特征,比较不同人工修复活动对研究

区域波浪场、水流场和泥沙场分布特性的影响,探

讨科学合理的整治修复措施。

4.2 建议

随着机构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海洋生态环境

整治修复管理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长足

进步。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时期,如何扎实推进沙

坝-潟湖海岸等典型生态系统、重点区域保护修复

工作,全面提升海洋生态整治修复管理水平,是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中值得思考的一个课题。

针对目前海洋生态整治修复中存在的问题,在未来

海洋整治修复工作中,要加快形成海洋生态修复体

系,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4.2.1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顶层设计

通过完善规划引领、制度设计和任务目标筛选

确定等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领。一方面,制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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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域生态修复规划,从海洋生态修复全局出发加

快出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坚持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加强典型生态系统的统筹管

理,避免出现生态修复破碎化现象发生,切实统筹

做到保持自然岸线,保留公众亲海空间;另一方面,

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针对典型沙坝-潟湖等地貌系

统明确相关制度要求,确定修复重点岸段和项目,

建立生态修复项目库,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完

善项目运行机制。

4.2.2 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能力

加强生态修复方法基础研究,指导地方科学实

施生态修复项目,建立合理评估体系和监测体系,

逐步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能力。由于我国

海洋生态修复起步较晚,海洋生态修复的研究和实

践不足,要加强生态环境领域整治修复工作,科学

判定海洋生态破坏区域,增强生态环境破坏诊断准

确性,避免出现机制研究不足、生态修复手段缺乏

针对性、生态修复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等现象。针对

生态修复措施要加快建立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

健全制度标准,加强生态修复事中事后监管,提升

效果评价,明确进一步整治修复方向,保证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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