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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海南岛海岸带为案例，分析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系统

退化的原因，提出海岸带生态保护对策和措施，以期为海岸带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要防止海岸带

生态系统退化需采取如下措施：强化海岸带管理立法和执法．科学制定海岸带土地利用规划和海洋功能区

划，综合利用海岸带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养殖业。防止珊瑚礁和红树林生态系统被破坏；加强采空矿

区和土地开发的生态复垦，完善海岸带防护林体系；通过实施生态工程项目，控制陆地污染源及海上污染源

的污染物排放。防止海洋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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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刖昌

海岸带是陆地与海洋的过渡地带，也是人类

社会经济活动最活跃、受人类于扰最大的生态系

统。由于海岸带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性、过渡性

和脆弱性，对人类活动影响极为敏感。海岸带生

物多样性下降、环境污染、赤潮污染、台风和风

暴潮影响、洪涝灾害、海水入侵、海岸侵蚀等已

成为全球关注的生态退化问题，已威胁到海岸带

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海

岸带生态系统，并且在珊瑚礁、红树林、海洋生

物、海洋水质污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海

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是一个岛屿省份。自20世

纪80年代未以来，海南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海

南岛海岸带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位于海南岛

海岸带上的海南省沿海12个市县的人口总和约

占海南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它既是海南省人口

比较集中区域，又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然

而，该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天然森林的

开发，使海岸带生态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

显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本文以海南岛海

岸带生态系统变化为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试图

利用系统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海南省海岸带生态

系统退化趋势及其原因，探索海岸带综合管理的

理论和方法，以期为海岸带开发和生态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二、海南岛海岸带生态系统特征

海南岛海岸线总长1 528 km，根据海南省

国土环境资源厅提供的遥感解译数据，2005年

海南岛环岛海岸带面积为8 743 kmz，占海南岛

总面积的25．7％；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占海岸带

面积的52．2％，其次为耕地占30．7％。海南岛海

岸带生态系统丰富多样，有天然林、红树林、珊

瑚礁、河口、渴湖、农田湿地等生态类型，这些生

态系统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而且是海南省

生态系统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1．森林

海南岛海岸带分布的天然林、海防林和红

树林等森林生态系统是海岸带生态安全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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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海南岛的海岸带分布有多种类型的森林生

态系统，有三亚市南山的热带沟谷雨林和季雨

林，万宁市礼纪的青皮林，文昌市铜鼓岭的热带

季雨矮林等天然林，以及木麻黄林、椰子树林或

桉树林等人工林。海南岛海岸带森林面积占海

岸带土地面积的38．9％，其中以人工林为主，天

然林面积较小。 ，

海岸防护林带是指沿海地区在海岸带的最

高潮位线及向岸上延伸100～200 m不等的区域

内营造的灌木和乔木地带。其主要作用是保护海

岸和保护村庄、农田，抵御海浪、风暴潮、台风和

风沙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改善生态环境。据海南

省林业局统计数据分析，2000年，海南岛海防护

林总面积621．72 km2，占海岸带总面积的7．0％。

主要植被为木麻黄、椰子树、桉树等人工林和天

然的灌木丛和仙人掌等。

红树林主要生态服务功能是防止海岸侵蚀，

同时为鱼、虾、蟹等海洋生物繁衍栖息提供场

所。海南是中国红树林种属最多的地区之一，共

有18个科26个属33个品种，约占全国红树林

植物种类的94％。据海南省林业局统计数据分

析，2000年海南省红树林总面积达4 300 hm2，

约占全国红树林面积的50％。主要分布地区在

东寨港和清澜港自然保护区，儋州的新英、临高

的新盈湾、红牌港和马袅港、澄迈的花场湾和三

亚的青梅港等港湾。

2．珊瑚礁

珊瑚礁的主要生态功能是为海洋生物提供

栖息地，同时减轻海浪对海岸的侵蚀作用。海南

岛海岸带珊瑚礁种类繁多，共有110种和5个亚

种，分别属于11科、34属和2亚属。有造礁石珊

瑚、软珊瑚、柳珊瑚及与珊瑚礁共生的海洋生

物，生物多样性丰富。据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调查统计，2000年海南岛近岸浅海的珊瑚礁面

积有222．17 km2，岸礁长度约717．5 km，占海南

岛海岸带的47．o％。据历史资料记载，海南岛周

围有珊瑚礁生长的海岸带长达228．9 km，占岸

线总长的14．15％，主要分布在三亚、文昌、琼海、

临高、儋州等市县沿岸。 ．

5．河口与漓湖

河口是经济发展和人为活动比较频繁的区

域，又是水产养殖的基地和水上运输的枢纽。海

南岛独流人海的河流有154条，其河口分布在沿

海各市县，主要河口有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

的人海口(河口)。海南岛的河口生态系统多样，

河口水质优良，只有个别河口污染比较严重，

如：三亚港。

溺湖海湾是从事海洋开发活动的重要场所

和建设港口、发展旅游和海水养殖的重要地区。

海南岛的湍湖是海南省港口、水产养殖和旅游业

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据历史资料记载，海南岛

沿海溻湖内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品种繁多，有鱼

类、贝类、甲壳类、棘皮动物和藻类等，潮间带生

物量也较高，海涂底质多为沙质和珊瑚礁基。海

南岛溻湖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但也有一些泻湖水

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石油类污染，如：海口秀英

港、三亚港、万宁小海等。

4．农田湿地

农田是海南粮食生产和热带高效农业发展的

物质和环境基础。海南岛农田有相当部分分布在

沿海平原地区。据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调查统

计，2000年海南岛海岸带的土地面积8 499 km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4％。海岸带土地结构中以

农业用地为主，其中农田占海岸带面积的45．1％，

具有丰富的水稻田湿地生态系统。

5．城镇人工生态系统

城镇是一个人工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和不

可逆性，对一个地区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

用。海南省有12个市县分布在海岸带上，其中海

口市、三亚市、琼海市、东方市和文昌市等城市

的主要城镇都位于海岸带。据海南省国土环境资

源厅调查统计，2000年海南岛城镇建设用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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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比1988年的37．5l km2面积增加了3倍多，

城镇佬速度较快的羹塾嚣都分布在海岸带。其中，

在城镇建设用地中，居民点及工矿建设占

71．14％，水库建设占19．14％。

三、海南岛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l。红树棒生态系统退纯

据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调查，自20世纪

80年代中时至2l世纪初，海南岛沿海地区约

20 hm2红树林生态系统转变为虾池人工生态系

统，使红树林生态系统面积减少。对海南岛东海

岸l斡5年稻2嘲的遥感圈像进行琵较，毒缓
着到其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的变化。

2。海岸防护林带景观破碎化

调蠢组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2000年

纛1995年海南省的遥感卫菏进行叠麓计算分

析，得出：2000年海南岛海岸防护林面积比1995

年减少8％，其中灌木林地降幅达13％，有林地

下降ll％，疏称地下降8％。在沿海12个市县

中，除了琼海市和昌江县外，其他市县2000年海

岸防护林带面积均遨l鹑5年减少。据实地谖查，

海南岛乐东至昌江一带海岸带有相当部分林木

是幼树林或残次林，防风固沙和防止海岸侵蚀的

生态功能降低。

j．海岸带陆地生态系统结构人工化

受海岸带土地剽用空闯布局影响，海南蒜海

岸带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大部分已被人工生态系

统代替。我们对2000年遥感统计数据进行分橱，

表l海南岛海岸带生态系统结构

表l海南岛海岸带生态系统缩构f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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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海南省环岛海岸带土地面积84．99万hm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4％。在海岸带土地利用

中，旱地和水田所占比例较大，分别为29．3％和

15．8％；盐碱地和湖泊所占比例较小，分别为

0．02％和0．01％，见表1。

对1995年和2000年遥感统计数据进行比

较，得知1995年至2000年期间，海南岛海岸带

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图l。其

中，虾池面积增加最多，在1995—2000年5年期

问，虾池面积增加约400．o％；而草地和林地面

积有所减少，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减

少，其涵养水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服务

功能下降。

四、海南带生态系统退化成因分析

海南岛生态系统退化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为因素主要包括围海

造田、旅游和海洋资源不合理利用、土地开发不

合理、海洋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等。

1．围海遣地将自然生态系统转为人工生态

系统，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

人为地盲目围海造田和开发农业项目破坏

了海南岛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围

海造田，蚕食红树林生境，是红树林生态退化的

一个主要原因。据实地调查了解，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海南省沿海地区的农

民围海造田，将海南岛沿海生长有红树林的滩涂

改造成水稻田，使海南岛东部文昌和琼山境内的

红树林约1 000 hm2被毁，不仅使红树林面积减

少，而且使红树林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破碎化，促

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

2．旅游和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大量营

养物质滞留在海岸带，水质恶化

由于不合理地利用海岸带资源，使海南岛珊

瑚礁生态系统退化。据实地调查，自1988年以

来，海南沿海市县共建设了20多个旅游开发景

区(点)和lO多个高尔夫球场，主要分布海口、

三亚、琼海、万宁、陵水等市县，这些旅游项目的

污水和垃圾大多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生态环境

影响较大。

5．由项目建设蚕蚀森林，使碳库减少，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下降

自1988年以来，海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旅游开发项目、钛矿开发项目和水产养殖项目等

大规模建设和城镇化，造成海防林遭受严重破

坏，出现新的海防林断带，从而降低了生态系统

吸取二氧化碳的能力，又由于生产发展消耗大量

的煤和石油等能源，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大

气中碳源增加，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平衡不断被打

破，进而导致生态系统自调解能力下降，生态服

务功能降低。

4．海水养殖导致局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下降，环境质量下降

有的海水养殖项目建设在潮间带，有的建设

在海岸线以上陆地上，不仅与红树林争海、与海岸

带防护林争地，而且污染环境。由于集约化的海水

养殖方式需要人工投放大量化学物质，无形中增

加了海岸带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而海洋生物(水产

品)不仅不能完全吸收和消化人工投人的物质和

能量，而且还可能排放一些排泄物，破坏了海岸带

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平衡，使海岸带出现局部

营养物质(N、P)或盐分(NaCl)滞留带，造成局部

海域海水水质下降和海岸带局部土地盐化，生态

系统退化。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和林业部门统计，

2000年海南省海水养殖14 526 hm2，其中破坏红

树林建设高位池20 hm2，在海防林带内建设虾

塘895 hm2。由于高位池养殖的密度很大，不仅

需要投放大量的饲料，而且需要使用化学药品

清洁或消毒养虾池，又加上大量水产养殖排放

的废水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到近岸海域，造成海

水污染。此外，高位池海水泄漏，含盐浓度较高

的海水渗透到土壤中，往往造成农田盐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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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南岛海岸带退化敏感性和海岸带防

护重要性评价

1．海南岛海岸带退化敏感性评价

根据海南岛海岸带土地利用和海域使用情

况，根据海岸侵蚀、红树林面积减少、海防林和珊

瑚礁破坏、海水质量下降等因素，运用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进行叠加，绘制海南岛海岸带退化敏感性

空间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海南岛海岸带退化极

敏感区是海南岛东北、东部和南部海岸带有海岸

和海洋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区域，包括：海口市的东

寨港红树林分布区；文昌市的清澜港红树林分布

区、铜鼓岭海蚀地貌、红树林和热带季雨矮林分布

区、万宁石梅湾青皮林分布区、英洲红树林分布

区、大洲岛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海域；陵水猴猴岛

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海域；儋州新英湾红树林分

布区；临高县的彩桥、马袅红树林分布；三亚的三

亚河出海口等红树林分布区；西瑁岛和东瑁岛；乐

东的莺歌海。

2．海南岛海岸带防护重要性评价

海南岛海岸带防护重要性评价主要是评价

海岸带、滩涂与近海区域对台风、海洋风浪与风

暴、海岸侵蚀等的防护作用；以及红树林、珊瑚

礁和其它重要陆生与海洋生物分布与繁殖区等

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评价结果表明：海南

岛海岸带保护极重要区域是海南省有海岸和海

洋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区域，包括：海口市的东寨

港红树林分布区；文昌市的清澜港红树林分布

区、铜鼓岭海蚀地貌、红树林和热带季雨矮林分

布区、万宁石梅湾青皮林分布区、英洲红树林分

布区、大洲岛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海域；陵水猴

猴岛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海域；儋州新英湾红树

林分布区；临高县的彩桥、马袅红树林分布；三

亚的三亚河出海口等红树林分布区；西瑁岛和东

瑁岛；乐东的莺歌海。

六、海岸带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保护海岸带生态环境要加强对海岸带防护

重要区域的保护，避免在海岸带退化敏感地区进

行大规模土地和海洋开发。在海岸带防护重点区

域，不宜建设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只适宜发展生

态旅游和生态农业项目。在海岸带建设项目管理

中，宜加强海岸带管理相关立法工作，并严格执

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以确保海岸带生态安全。

1．立法为本

在严格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

法律、法规的同时，按海岸带管理的具体要求，完

善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发

展的法规体系，加强海岸带保护相关制度建设，

制定《海南省海岸带综合管理条例》，明确国土、

环保、海洋、旅游、渔业、交通、海事、农业、工业、

城市建设等各有关部门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当

前应重点建立健全海岸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有偿使用的法规规章，首先在森林

资源、土地资源、地矿资源、水资源、湿地资源和

海洋资源等方面研究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

促进海岸带资源在有效保护的同时得到合理开

发，促进社会经济和海岸带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2．执法为要

有了完善的海岸带管理法规体系，还要有

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来执行，才能真正发挥法律

应有的作用。因此除了加强立法工作外，还要

健全各级政府的海岸带保护管理机构，充实执

法人员，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提高执法效率。同

时，要强化执法检查，实行定期检查与经常性

检查相结合，推行执法情况复查复核制、奖惩

制、部门执法责任制，逐步杜绝“无法可依、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另外，还

要加强执法监督，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自

觉接受人大、政协、公众和新闻舆论监督。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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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级领导干部执行生态、环境、资源的法律

规章情况的监察监督；推行生态安全重大事件

责任追究制度。

5．宣传为先

加强海岸带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

宣传工作，加强生态保护知识的教育，强化生态

环境管理科学技术培训，提高公众分析海岸带生

态问题和解决生态退化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建

立公众参与机制，要求政府部门在海岸带资源开

发项目决策过程中进行公示和举办听证会，形成

公众参与的制度。鼓励广大群众检举揭发海岸带

各种破坏生态环境保护的违法行为，为海岸带生

态保护创造氛围。

4．科学支撑

提高海岸带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生态恢复

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科技含量。建立海岸带生态保

护和生态建设技术支持需求相适应的技术支持

体系。一方面，要加大海岸带环境科研、环境监

测、生态及环境事故应急响应等环境保护技术支

持体系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生态保护

科技人才和本地技术骨干队伍的培养，鼓励省外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入

海岸带生态保护队伍中来，逐步建立一支懂技

术、会管理的人才队伍，为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技术支持。

5．工程保障

要加强海岸带保护，切实保护红树林、珊瑚

礁和海防林为骨干的海岸防护带。要分期分批建

设以海岸防风林建设、红树林恢复、珊瑚礁培育

为骨干的海岸防护带工程，提高其防风固沙、海

岸稳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同时，要加强

海岸带生态安全的管理，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

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

七、结论与讨论

经研究，认为海南省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

退化主要是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共同影响。究

其原因，主要是海岸带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

和利用，加上陆地污染源的污染等人为因素影

响的结果。本文从原因分析人手进行研究，发现

人为因素是海南岛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

原因，因此建议应从根本上防止人为因素的影

响，保护海岸带生态环境安全。一方面，应加强

生态环境教育和科学理论研究，找出主要生态

问题和主要影响因素，找出科学合理的方法，为

政府领导决策提供科学支持，避免决策失误而

造成生态破坏；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要加

强立法和执法力度，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合理采

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恢复和改善已被破坏

的海岸带，防止海岸带生态系统进一步退化，促

进海南省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然而，由于统

计和实测资料的缺乏，本文研究深度和广度都

不够，建议将来针对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的一

个专题进行细致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为科

学决策和海岸带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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