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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现状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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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苏沿海滩涂土地资源丰富 ,围垦活动较为频繁 ,了解围垦状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江苏沿海围垦资料的统计 ,分析了建国后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

特点、目的和差异 ,并将之分为 4 个阶段 ;讨论了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地区分布是以盐城为

中心的不平衡状况 ,分析了围垦对江苏沿海自然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预测了江苏沿海滩

涂围垦的发展方向 ,提出条子泥等地区是江苏沿海滩涂未来围垦的潜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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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拥有大陆标准岸线长 954 km ,北起苏鲁交

界的绣针河口 ,南至长江北口 ,其中砂质海岸 30 km ,

基岩海岸 40 km ,粉沙淤泥质海岸 884 km。在淤泥

质海岸中 ,除连云港大板跳至射阳河口、海门东灶港

至启东蒿枝港两岸段的 218 km 海岸处于侵蚀状态 ,

其余的 666 km 海岸均为淤长型岸段 ,尤以射阳南部

和大丰、东台滩涂淤长速度最快 ,扣除侵蚀部分 ,全省

平均每年淤长面积 130 ha 以上 ,为江苏沿海滩涂围

垦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3 ] 。

据统计 ,江苏自 1949～2004 年底共围垦沿海滩

涂 2 524 km2 。滩涂围垦为江苏沿海经济发展、缓解

人口增长压力、保持耕地动态平衡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 [4 ] 。同时 ,也给被称为地球肾脏的沿海湿地 ,

及其生态系统和沉积动力环境等带来了一定的影

响 [8 ] 。因而 ,必须对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现状作科学的

思考 ,同时也应对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潜力和发展

趋势作科学的预测 ,为科学合理地规划、利用和管理

海岸带资源提供指导 ,为发展江苏沿海经济服务。

1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现状及特点

1. 1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地区分布特征

从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区的分布来看 ,江苏沿海

的南通、盐城、连云港 3 个地级市共 14 个县、市中 ,除

连云港的灌南县无滩涂垦区外 ,其余 13 个县、市均有

垦区分布 [4 ] 。但由于各地的临海岸线长度、沉积动力

环境等因素不同 ,围垦区的数目和面积有较大差异 ,

总体上看 ,盐城市围垦面积最大 ,达 1 432. 4 km2 。

从垦区数目来看 ,连云港的赣榆县境内垦区个数

最多 ,达 33 个 ,其次为启东 ,达 26 个 ;最少的除灌南

没有垦区外 ,海安县的垦区数目也仅有 3 个。但平均

单个垦区的面积却有较大不同 ,射阳的平均单个垦区

面积最大 ,达 34. 4 km2 ,平均单个垦区的面积最小的

是启东 ,仅有 2. 9 km2 。江苏沿海的垦区 ,主要分布

于各县境内的入海河口附近 (图 1) 。

　　从县市垦区面积分布来看 ,大丰市境内垦区面积

最大 ,达 463. 3 km2 , 其次为射阳 ,为 378. 9 km2 ,海

门垦区面积最小 ,仅为 12. 2 km2 。但若从各县平均

每公里标准岸线的围垦区面积即平均围垦宽度来看 ,

海安县最大 ,达到 16. 2 km ,其次为灌云县为 6. 4

km ,最小的是海门 ,仅为 1. 0 km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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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沿海垦区分布概况

Fig. 1 　The dist ribution of t he reclamation area on Jiangsu coast

表 1 　江苏沿海各县、市建国以来滩涂围垦情况

Tab. 1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ning2area in every county

地级市 县 (市) 垦区数 (个) 围垦面积 (km2) 平均单个面积 (km2) 标准岸线长度 (km) 平均围垦宽度 (km)

南通市

启东 26 76. 0 2. 9 69. 7 1. 1

海门 4 12. 2 3. 1 12 1. 0

通州 4 19. 8 5 15. 9 1. 2

如东 19 238. 7 12. 6 103. 3 2. 3

海安 3 22. 3 7. 4 1. 4 16. 2

东台 18 209. 3 11. 6 180. 6 1. 2

大丰 17 463. 3 27. 3 204. 4 2. 3

盐城市

射阳 11 378. 9 34. 4 109. 6 3. 5

滨海 9 147. 2 16. 4 44. 2 3. 3

响水 7 233. 7 33. 4 43. 1 5. 4

连云 灌云 8 175. 5 21. 9 27. 3 6. 4

港市
连云 19 261. 4 13. 8 86. 9 3. 0

赣榆 33 160. 1 4. 9 47. 4 3. 4

注 :数据来源于《江苏沿海垦区》及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滩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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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 ,在江苏沿海各地

市中 ,盐城处于滩涂围垦的核心地段 ,围垦面积远高

于其它地市 ,这和盐城沿海地区的沉积动力环境密

切相关 ,盐城沿海中部处于黄海旋转潮波和东海前

进潮波交汇处 ,加上其外侧有典型的辐射沙洲 ,淤积

特征明显 ,这为盐城沿海的淤积及滩涂围垦提供了

条件 ;而连云港市和南通沿海地区都有局部地方处

于侵蚀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环境 ,淤积程度较弱 ,围垦

面积相对较少。一般来说 ,这些特征在平均滩涂围垦

宽度上也能得到体现 ,可以说平均滩涂围垦宽度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沉积动力环境的直接反映 :宽度越

大 ,沉积条件越好 ;宽度越小 ,沉积越弱 ,甚至为侵蚀

岸段。但由于历史原因 ,当地历史上人口多少、经济

发展状况及原有滩涂的开发利用情况 ,例如保护区

不准围垦等因素影响 ,垦区个数和围垦面积不一定

与沉积动力环境特征完全符合。

1. 2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时间分布特征

从江苏沿海滩涂围垦面积的时间变化来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现在 ,平均每年的围垦面积有

明显的差异 ,并有一定的规律性 ,从总体上看 ,江苏沿

海滩涂年平均围垦面积有减少的趋势 ,而在每一个

时期又呈现出 10a 间隔的一升一降特性 ,在 1950～

1959 年期间的年平均围垦面积最大 ,平均每年围垦

面积达 112. 6 km2 ,1960～1969 年期间的年平均围垦

面积就猛降至 14. 7 km2 ,1970～1979 年间又升至年

平均围垦 52. 6 km2 ,2000～2004 年期间的年平均围

垦面积只有 12. 2 km2 (表 2) 。

出现这样的规律是与江苏沿海滩涂淤长变化规

律及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从年平均围垦

面积变化总趋势降低的结果来看 ,主要原因是由于

江苏沿海滩涂淤积速度小于围垦速度造成的。从各

个时期看 ,1950～1959 年间 ,围垦面积较大 ,主要原

因是在解放前忙于战争而没有围垦已经淤积成陆地

的滩涂所致 ,即江苏滩涂淤积多年的效果累积所致 ;

1960～1969 年间 ,由于在前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围

垦 ,可围滩涂明显减少 ,围垦积极性降低 ,因而围垦量

明显减少 ;1970～1979 年间 ,由于前期围垦较少 ,滩

涂淤积累积量又明显增加 ,围垦积极性又有所增强 ,

所以围垦面积增加明显 ;此后 ,一方面受前面所述的

规律控制 ,即年平均围垦面积总体降低、升降结合 ,另

一方面又因为引种互花米草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

滩涂淤积速度 ,特别是 1990～1999 年及以后较为明

显 ,在这些期间围垦滩涂的统计资料上 ,可以发现在

围垦滩涂中 ,互花米草滩地的面积增加 ,可见互花米

草对江苏沿海的滩涂围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表 2 　江苏沿海垦滩涂不同时期年平均围垦面积

Tab. 2 　The average reclamation area in different periods on Jiangsu coast

年代区间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4

年均围垦面积 (km2) 112. 63 14. 66 52. 56 31. 63 34. 86 12. 16

2 　滩涂围垦对环境的影响

2. 1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江苏沿海盐沼湿地的植被组成主要有白茅、大

穗结缕草、盐蒿以及大米草和互花米草人工盐沼群

落。白茅群落是海滨沼泽演化到最末阶段的产物 ,通

常出现在土壤已脱盐或基本脱盐的极大潮高潮位附

近或以上 ;大穗结缕草群落主要分布于江苏海岸带

的潮上带 ,它也是群落演替后期的产物 ;盐蒿是盐渍

裸地上的先锋群落 ,主要分布在高潮滩 [1 ] 。自 60 年

代从国外引进大米草和 70 年代引进互花米草至今 ,

人工米草盐沼在江苏沿海的分布愈来愈广 ,在一些

岸段甚至已演化为优势种群 [5～6 ] ;其他群落还有芦苇

等 ,主要分布在低湿洼地及河口周围。

随着江苏沿海滩涂兴垦的高涨 ,围垦高程越来越

低 ,垦区海堤在五六十年代多在平均高潮位以上 ,主

要是在白茅2大穗结缕草草甸上进行 ,部分涉及到盐

蒿群落。随着对土地的迫切需求 ,围垦速度加快 ,外

堤高程逐渐降低 ,堤外盐沼湿地面积越来越少 ,各类

型的宽度越来越窄 ,例如在东台市三仓垦区海堤外的

部分地区已经缺失茅草滩 ,有茅草的地方其宽度也只

有几十米 ,而在围垦之前这里的茅草滩的宽度达 2

km 多。据初步估计 ,1949～2004 年底 ,江苏沿海已

失去了茅草群落 803. 6 km2 ,盐蒿群落 696. 6 km2 ,芦

苇群落 405. 4 km2 ,米草群落 78. 9 km2 ,共 1 984. 5

km2 [4 ]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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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49～2004 年江苏沿海滩涂匡围面积与匡围地植被覆盖情况

Tab. 3 　The connection of the area of inning tidal flat and its covering vegetation from 1949 to 1999

围垦年代
围垦面积

(km2)

围垦地植被群落面积 (km2)及占比例 ( %)

茅　草 盐　蒿 芦　苇 米　草 光　滩

1950～1959 1 126. 3 475. 1 (42. 2) 380. 0 (33. 7) 259. 1 (23. 0) 0. 0 (0. 0) 12. 1 (1. 1)

1960～1969 146. 6 45. 8 (31. 2) 12. 6 (8. 6) 6. 0 (4. 1) 0. 0 (0. 0) 82. 2 (56. 1)

1970～1979 525. 6 147. 0 (28. 0) 148. 6 (28. 3) 23. 1 (4. 4) 0. 0 (0. 0) 206. 9 (39. 4)

1980～1989 316. 3 41. 1 (13. 0) 59. 6 (18. 8) 56. 9 (18. 0) 1. 2 (0. 4) 157. 5 (49. 8)

1990～1999 348. 6 83. 9 (24. 1) 87. 1 (25. 0) 60. 3 (17. 3) 47. 0 (13. 5) 70. 3 (20. 2)

2000～2004 60. 8 10. 7 (17. 6) 8. 7 (14. 3) 0. 0 (0. 0) 30. 7 (50. 5) 10. 7 (17. 6)

总　计 2 524. 2 803. 6 (31. 8) 696. 6 (27. 6) 405. 4 (16. 1) 78. 9 (3. 1) 539. 7 (21. 4)

　　注 :数据来源于《江苏沿海垦区》及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滩涂处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群落面积占围垦面积的比例

2. 2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历史漫长 ,利用方式也随时

代的不同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近代开发利用的资料

来看 ,垦植业和盐业仍然为主要利用方式。在五六十

年代 ,治水兴垦 ,江苏沿海兴起创办农场和盐场热潮 ,

国家一直把江苏省沿海滩涂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 ,

提出了“垦荒以国营开垦为主 ,建成沿海国营农场群 ,

使其成为国家可靠的商品粮基地”的开垦方针。70

年代 ,基本上是传统的“围垦 - 养垦 - 开垦”的移民开

发 ,单一经营粮棉和盐业 ,直到 70 年代末淮北才开始

沿海滩涂的对虾养殖业。八九十年代逐步摆脱了传

统的围垦、开垦、种植的开发方式 ,走上以粮棉生产、

盐业和水产养殖为主体 (表 4) ,农、林、牧、渔、盐、港

等综合开发的模式 [4 ] 。

据 1997 年统计资料 ,江苏沿海滩涂垦区年社会

总产值达 155 亿元 ,农作物播种面积 667 km2 ,生产

粮食 24 万 t ,棉花 1. 3 万 t ,油料 2 万 t ;淡水养殖面积

153 km2 ,产量 5. 5 万 t ;海水护养面积 1 067 km2 ,产

量 14 万 t ;盐场面积 827 km2 ,生产原盐 230 万 t ,外

贸收购额达 12. 5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 638. 46

元 ,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高 11 %[4 ] 。滩涂开发对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 4 　1949～2004 年匡围滩涂开发利用类型表

Tab. 4 　The utilizing model of the inning2area on Jiangsu

coast

分　类 　面积 (km2) 百分比 ( %)

垦植业 1 459. 8 57. 83 　　

盐　业 909. 7 36. 04 　　

水产业 95. 8 3. 80 　　

芦苇业 58. 9 2. 33 　　

总　计 2 463. 6 100 　　

3 　展望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最具潜力的是辐射沙洲区的

条子泥和东沙。目前江苏沿海滩涂中大部分可围的

滩涂已经被围 ,在未围滩涂中 ,除了盐城的丹顶鹤保

护区的大片滩涂未围垦外 [3 ] ,辐射沙洲和东沙是围垦

潜力较大的地区。从江苏沿海的沉积动力背景来看 ,

江苏海岸带的冲刷地区主要位于滨海的废黄河口附

近 ,另外南通的东灶港至蒿枝港、连云港的拓汪至兴

庄河口一带也为冲刷岸段 ;淤长比较快的地区位于盐

城市的东台、大丰 ,辐射沙洲的中心条子泥和东沙就

位于东台和大丰沿海 ;其他岸段的动力条件相对稳

定。苏北辐射状沙脊群的顶点大致在弶港南东东方

向 15 km 的条子泥上 ,条子泥在理论深度基准面上

的面积达 505 km2 ,且该处为东海前进潮波系统与南

黄海西部旋转潮波系统的聚合处 ,还在进一步淤长之

中 ,是将来围垦的最具潜力地区 [2 ] 。东沙位于辐射沙

洲的东北 ,理论深度基准面上的面积达 693. 7 km2 ,

因中间有西洋水道与大陆隔开 ,并陆比较困难 ,但促

淤成岛的可能性较大 [9 ] 。

总的说来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的发展趋势具有以

下几个特点 : (1) 围垦的经济效益、环境影响等论证

增多 ,盲目围垦减少 ; (2) 起围高程降低 ,围垦前往往

要进行促淤 ; (3) 生物促淤工程将得到大量应用 ;

(4) 注重围垦地区的综合开发 ,提高经济效益 ; (5) 从围

垦区域来看 ,条子泥促淤并陆、东沙促淤成岛的可能

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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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its influence of reclamation on Jiangsu 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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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has abundance tidal flat field resource on Jiangsu coast and has been reclaimed for many

years on Jiangsu coast .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eclamation character and it s environment influ2
ence. By analyzing the Jiangsu coast reclamation data ,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dist ribution of reclamation area

and the utilizing model of the reclamation land , analyzed the impact on Jiangsu coastal salt marsh and the de2
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At last , the paper forecasted the developmental t rend and character of the rec2
lamation on Jiangsu co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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