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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强度与潜力定量评价方法初探

付元宾，曹 可，王 飞，张丰收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大连 116023)

摘 要：文章利用全国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遥感数据，分析了我国围填海在

1990--2008年间的历史发展趋势，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围填海强度等级划分方案，

建立了基于围填海强度等级控制理念的围填海潜力评估方法，并针对辽宁长兴岛临港工业

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两个重点区域，进行了围填海潜力的评估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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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是近年来我国近岸海域的热点用海

方式，也是海域综合管理的重点内容。近来随

着国务院先后批复了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和曹妃

甸循环经济开发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江苏

沿海经济带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等沿海重

点区域发展规划，沿海地区的工业、建设等围

填用海将大幅度增加。为了合理控制嗣填海规

模，促进海岸资源的健康可持续利用，应当对

近岸海域围填海承载力和围填海潜力进行科学

的评估。

本研究利用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

理系统的监测成果，在全国围填海趋势和资源

环境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围填海强度的评

价定级方法，初步建立了基于围填海强度等级

控制的围填海潜力(容量)评估理论，并针对

重点区域开展了围填海潜力评估和围填海供应

时问的预测。

1监测数据源

选用1990年、2000年、2005年、2006年、

2007年和2008年共6期覆盖全国沿海的低精度

遥感影像(主要为TM、ETM和中巴资源卫

星)，提取分析了各历史时期围填海面积和围填

海面积的变化趋势。

针对辽宁省长兴岛临港丁业区和北部湾经济开

发区为重点监测和评价区域，利用区域内2000一

2009年共17期“中巴”、“TM”、“SPOT”、“北京

一号”等卫星数据，进行了围填海趋势分析和围填

海潜力的评价。

2 评价方法

2．1 围填海趋势分析

从1990--2008年共6期覆盖全国沿海的低

精度遥感影像的信息提取与分析结果看，1990

年全国围填海面积为824 112 hm2，2008年全国

围填海面积达到1 338 055 hm2，平均每年新增

围填海面积28 552 hm2，年均增长率为2．73％

(图1)。

图l 我国围填海面积历史变化趋势

2．2围填海强度评估

为了定量表示一定区域范围内同填海的规

模与强度，以单位岸线长度(km)上承载的围

填海面积(hm2)表示围填海强度，其计算公

式为：

R=S／L (1)

式中：R为围填海强度指数；S为评价区域内累

计围填海总面积(单位hm2)；L为评价区域基

准年内的海岸线总长度(单位km)。

∞们加∞∞∞∞加O

售￡投、氍恒游鼙匝

 



2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0年

利用公式(1)分析计算了各沿海省不同历史时期

的嗣填海强度指数，以1990年作为岸线长度计算

的基准年。图2为2007年和2008年沿海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围填海强度指数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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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7年和2008年沿海各省围填海强度

利用各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2005—

2008年的围填海强度指数计算结果，分析各评

价单元内海岸和近岸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和资源

环境特点，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将围填海强度

划分为5个等级，围填海强度指数的阈值分别

确定为10、20、50、100，并提出不同围填海强

度等级的管理措施建议(表1)。

表1 围填海强度等级

2．3围填海潜力评估

2．3．1 围填海潜力的概念

通常讲的围填海潜力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海

岸地区可以承载的围填海规模，在概念上讲是

属于海岸带承载力的范畴。借鉴海岸环境承载

力的定义[1]，围填海潜力可以定义为：在一定

时期和一定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生态系统

结构不发生质的改变，区域环境功能不朝恶性

方向转变的条件下，海岸和近岸海域所能承载

的最大围填海规模。

2．3．2 围填海潜力评估方法

国内对于海岸带承载力的研究开始于20世

纪90年代末，发展至今，对于海岸带承载力主

要有2种评价模式旷3|：一种是综合评价的方

法，选择海洋资源储备、纳污能力、生态系统

稳定性、海岸地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

的指标，采用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对海岸承

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另一种是专项评价的方法，

即将海岸承载力细分为旅游承载力、渔业承载

力和海岸带水环境承载力等专项内容进行评价。

总体来说，海岸带承载力的综合评价模式由于

其评价指标过于宽泛且难以苗化，同时部分评

价模型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运用于围填海

潜力评价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海岸资源管理中

应用难度较大。而围填海作为一种对海岸资源

与环境影响最为显著的用海方式，目前又没有

相应的专项承载力评价方法，因此，在围填海

潜力评价方面，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管理

应用方面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基于围填海强度的评估与定级，本研究试

图建立一种基于围填海强度等级控制的围填海

潜力评估方法，为围填用海指标管理提供技术

依据。以围填海强度级别作为围填海压力的指

示指标，围填海强度级别越高，其对海岸生态

环境的胁迫也越显著。在综合分析历年来各省

围填海强度计算结果和海岸资源环境现状的基

础上，确定以围填海强度3级(即每千米岸线

容纳围填海面积50 hm2)作为海岸资源环境健

康的一个临界级别，认为围填海强度低于3级

时，围填海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可承受，围填

海对海岸生态健康影响不显著；围填海强度高

于3级(含3级)时，围填海资源环境压力较

强，对海岸生态健康有明显影响，以围填海强

度4级作为海岸资源健康可承载的最高级别。

因此，当围填海强度级别不高于3级时，以3级

围填海强度所能容纳的最大围填海面积作为围

填海供应潜力；当围填海强度级别高于3级而

低于5级时，以本强度级别所能容纳的最大围

填海面积作为围填海的供应潜力，当围填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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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级别达到5级时，认为围填海已经超出承载

力上限，在现有条件下已经不具备围填海开发

潜力。计算公式为

fSⅢ一S，围填海强度等级为1级、2级时

P=≮s～一s，围填海强度等级为3级、4级时

【0， 围填海强度为5级时

(2)

式中：P为围填海潜力，Sm为评价区域内3级

强度级别所能容纳的最大围填海量；SN为评价

区域内当前强度级别所能容纳的最大围填海量；

S为评价区域内目前围填海面积总量。

3重点区域评价

3．I重点区域围填海趋势

长兴岛重点监测区包括长兴岛、交流岛、

凤鸣岛和西中岛等主要岛屿周边海域，是辽宁

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区域，该

区域历史上主要利用方式为围海养殖，2005年

设立长兴岛临港丁业园区，区域内大规模的工

程建设用海开始增多，2005--2009年共新增围

填海面积2 409．5 hm2。

北部湾重点监测区主要包括北部湾顶防城

港市、钦州市周边海域，是北部湾经济开发区

重点区域。该区域历史上海域开发力度不大，

但自2005年以来，以防城港港区和钦州港港区

建设为依托，区内海岸开发强度明显增强，根

据监测结果，2005--2008年2个重点港区共填

海1 306．1 hm2。

3．2围填海潜力评价

为了评价重点区域内围填海潜力，首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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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1)计算2个区域内的围填海强度。计

算结果表明：至2009年，长兴岛重点监测区内

围填海总面积达到18 634．3 hm2，围填海强度

值R一89．4，围填海强度等级为4级，围填海强

度增加趋势显著；北部湾重点监测区内围填海

总面积达到7 941．7 hm2，围填海强度值R一

15．6，围填海强度等级为2级，围填海强度平

稳增加。2个重点区域围填海强度变化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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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点监测区围填海强度指数变化趋势

根据公式(2)，由于至2009年长兴岛重点

监测区围填海强度已经达到4级，那么该区域

内围填海强度指数R达到4级上限100时，即

达到可承载的最大围填海容量，经计算其围填

海潜力值p__--22．09 km2。同理，北部湾重点监

测区2009年围填海强度等级为2级，那么该区

域内围填海强度值R达到3级上限50时，即达

到保证海岸生态环境健康的最大围填海容量，

经计算其围填海潜力值P一175．12 km2。

3．3围填海供应时间预测

对2个重点监测区域的围填海面积与时间进行

一元二次回归分析，得到围填海面积的时间序列方

程，确定围填海面积与时间的函数关系(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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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围填海面积时间序列拟合结果(左：长兴岛，右：北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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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围填海潜力P全部发挥为时间界限预测

围填海的可供应时间，预测结果表明，按照目

前的开发态势，长兴岛重点监测区内围填海可

供应时间为3年，北部湾重点监测区围填海可

供应时间为12年(表2)。

表2 围填海潜力分析预测

4结果与讨论

从本研究评价结果来看，北部湾经济开发

区围填海强度级别为2级，围填海压力较小，

具备较大的围填海开发潜力，但在开发中应注

意围填海的集约化空间布局，并保留敏感资源

区。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围填海强度已经达到4

级，围填海压力对区域内海岸和近岸海域资源

环境健康可能构成明显影响，而且，按照目前

的围填海发展趋势，3年内围填海潜力就将发挥

殆尽。当前，随着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开发被纳

入国家战略，长兴岛T业园区建设项目用海需

求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建议科学规划区内围

填海开发布局，保障海岸资源环境健康。鉴于

该区围填海潜力有限的现状，在可能情况下，

建议选择利用效益较低的围海区域作为T程建

设填海供应区，这样既可保证建设用海的正常

需求，又可保持区内同填海总鼍的相对稳定。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围填海强度等级控制的

围填海潜力评价方法，在围填海强度等级划分

中考虑了围填海对于海岸资源环境的影响的一

般性规律。该评价方法的优点在于简单易行，

便于在实际管理中应用。但该方法也有一定的

局限性，主要是在评价过程中不能充分考虑具

体的海岸资源类型与自然环境条件，因此，评

价成果可作为制定宏观管理政策的技术依据，

但在针对特定区域进行围填海评价时，应在分

析当地自然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围填海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这样对于规划围填海

开发将具有更明确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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