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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海洋大环境的影响和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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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活

动场所 为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优越的自

然条件 海洋环境不仅包括生态环境 而且包括生存

环境 ∀生存环境是人类生活及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场

所 ∀海洋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可统称为海

洋大环境 ∀人们在不断进行海洋开发和向海洋索取的

过程中 也自觉不自觉地在破坏海洋大环境 ∀实际上

人类对于海洋大环境的破坏 不仅是由于海水污染而

引起的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其他 如河流大型水利工

程建设 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和植被的变化 以及人类

在海岸带的许多活动 对于包括生存环境在内的海洋

大环境均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影响 给人类实现可持

续发展战略带来很大困难 ∀

大河干流水利工程对海洋环境的影

响

加里福尼亚湾曾经是世界上鱼类最多 捕鱼量

最高的生态系统 其河口三角洲区也是美国西南部最

重要的湿地 ∀由于科罗拉多河多道筑坝截流 入海径

流量锐减 致使海湾捕虾量大幅度减少 许多物种的

生存面临威胁 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退化 ∀尼罗河阿

斯旺大坝兴建后 地中海东部沙丁鱼捕获量减少了

∀多瑙河上铁门大坝兴建后 流入黑海的硅酸盐

减少了 导致某些藻类大量繁殖 鱼类资源急剧

减少等 ∀许多发达国家对于大河干游兴建水利工程给

海洋环境带来的负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观测研究 并提

出了有关保护海洋环境生态平衡的措施 ∀我国曾经注

意到了三峡工程对于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生态环境

的影响 并组织了调查研究 然而对于黄河等大河却

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目前黄河干流上已建大型水库

座≈ 超过世界上建坝最多的科罗拉多河 加上各

类中 ! 小型水库已达 余座 提引水工程

余处≈ ∀由于黄河流域水资源缺乏 加上工 !农业等各

项用水量的急剧增加 致使黄河入海径流量大幅度减

少 乃至断流 ∀ 年代前 黄河平均入海径流量只

有 年代的 平均断流达 其中 年

断流 西河口以下全年无水 断流长度达

∀黄河断流和入海径流量大幅度减少 引起了三角

洲海岸强烈侵蚀 风暴潮危害加剧 海水入侵 三角洲

区湿地生态环境退化 河口前浅海冲淡水区消失 高

盐海水逼近海岸 ° ≤等生源要素入海通量减少

乃至中国对虾等重要经济鱼类产卵育幼场的生态环

境变化 沿岸泥沙运动方向和强度发生变化等 ∀海洋

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不但直接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而且对港口 !油田建设 海滩养殖 三角洲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均产生很大负影响 ∀

河流兴建水利工程给海洋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尚未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 水利和海洋部门

各行其责 缺少统一规划和统盘考虑的机构 这种情

况对于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十分不利的 ∀

流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对海洋生

态环境产生很大影响

这种情况以我国北方较为突出 ∀以黄河为例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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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初期 黄土高原曾为广袤的/ 疏林灌丛草原0 人

烟稀少 而且以牧为生 ∀至周朝尚有沃野宽达数百里

之/ 塬0≈ ∀汉朝以后 几度大规模移民 !垦荒耕种

至明清时代 人口剧增 垦荒日盛 绝大部分草原 !树

林已成耕地 ∀例如 当时榆林地区的记载 / 高山峭壁

横亘数百里 土人耕牧 锄山为田 虽悬崖偏坡 无地

不废0 ∀黄土高原已经千壑百沟 水土流失严重 ∀河流

含沙量急剧增大 典型者竟有/ 一石水 泥八斗0 ∀目前

已经公认 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是早期牧转农

大量不合理的垦荒造成的 ∀全新世以来 黄河在现黄

淮平原区淤出了约 的土地 年黄河北

入渤海至今 又淤出了约 的三角洲 ∀换言

之 全新世初期至今 渤 !黄海海域面积已缩小了约

大致相当于现在渤海水域面积的 ∀长江 !

珠江等大河河口区淤积形势虽不这样明显 但是在一

些河流注入的小型海湾内 因乱砍林木 !盲目垦荒等

造成水土流失导致的湾内淤积形势却很严峻 ∀例如

厦门湾 !汕头湾 !洋浦港区等 ∀

围海造地破坏了海洋环境

由于陆地耕地资源的减少 不少沿海省市围海

造地盛行 甚至有人认为 / 海是无限的 少一点没

啥0 因此提出/ 向大海要地0的口号 ∀据不完全统计

至 年代末期 全国已围海造地约 ≅ 围

海造地的确缓解了部分地区耕地缺乏的困难 但是

围海造地不当 也给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众多危

害 ∀例如 广东湛江港所在的斜麻湾 填海造地已使湾

内纳潮量减少 航道水域缩小 湛江湾内几个军

港发生不同程度的淤积 汕头湾内由于填海造地 湾

内水域面积和纳潮量比 前减少了 导致港口

淤积 海水自净能力减弱 福建厦门湾受九龙江输沙

影响 三角洲陆地每年以 的速度向海延伸 目

前其东湾面积已缩小 湾内纳潮量少了 苏

北的射阳县十年海造田 海岸线迅速向海推

进 黄河自 年改道进入莱洲湾以来 在当地 / 固

定河口 数十年不变0的口号指引下 经人工控制 河

口沙嘴已经向东南海域延伸了 平均年伸展速

率约 ∀原来平缓向海突出的三角洲海岸 目前

已经在沙嘴南部形成一个凹入陆地的海湾 海洋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 ∀

海岸带挖沙不当导致海岸环境破坏

我国海岸带有丰富的砂矿资源 其中包括大量

的建筑用沙 ∀合理开发和利用砂矿资源 对于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开采砂矿资源一定要

充分研究和论证开采后可能引起的海洋环境变化及

其后果 因为海岸带各环境要素之间不断处于动态平

衡中 开采砂矿 破坏了动态平衡 就会给社会带来灾

害 ∀例如 山东省蓬莱市北海岸 某单位在登州浅滩上

挖沙 ∀挖沙前 大浪受海滩阻挡 磨擦破碎 能量消耗

减弱了对海岸的侵蚀作用 ∀挖沙后 浅滩上水深增加

海浪直冲海岸 促使该岸段的土地 房屋倒塌 损失严

重 ∀青岛市东部流清河口一带因挖沙造成海岸锓蚀

其他地区海岸带 包括海滩和浅海区 因挖沙破坏了

海岸环境 包括地貌和水动力要素等 而导致的灾害

不乏其例 ∀

红树林砍伐破坏海洋环境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福建 !两广及海南岛等地区 ∀红树

林生长区内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生物资源丰富 对

全球 ≤ 等物质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又能有效

地防止海岸侵蚀 ∀广西山口红树林区内大型底栖生物

达 种 生物量高达 ∀因此 红树林区

有 /海洋立体天然牧场0和搏击风浪的 /海岸卫士0之

誉称 ∀例如 合浦的黄罗港附近海滩上生长茂密的红

树林 保护了该区 年建造的百年古堤免受台风

巨浪侵袭等 ∀目前我国红树林已遭到严重破坏 据报

道 年代初期 我国尚有红树林约 年

代初期仅余下约 红树林破坏面积达 ∀

红树林的破坏 不但直接损害了海洋生物资源 而且

带来了海岸侵蚀等灾害 ∀从全球变化的观点分析 世

界红树林的大规模破坏给全球气候和 ≤ 循环等带

来重大影响 ∀

上述情况说明 海洋大环境的保护与陆地上的人

为活动密切相关 ∀从全球变化的观点分析 陆地和海

洋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 称地球系统 ∀陆

地上环境变化 特别是大河流域的人类活动对海洋大

环境能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 ∀因此 一个国家制定可

持续发展战略时一定要十分重视研究和不断协调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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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塔玛亚历山大藻 墨西哥湾扇贝 幼体 影响

地和海洋两大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重视大河流

域人类活动对海洋大环境的影响 ∀对于海洋大环境来

说 一个海区的人类活动可以影响另一海区的海洋环

境 正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述 / 海洋区域的种种问

题都是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多一个整体来加以考

虑0 ∀因此海洋环境保护要树立海洋大环境的思想 不

应只顾局部不顾全局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研究和解决陆地大河流域人

类活动对海洋大环境的影响 以及海洋各部分各区域

之间的相互影响 树立陆地和海洋统一的全局观念

实行统一规划的科学管理 应当多保护海洋大环境的

基本战略 也是实行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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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亚历山大藻是一种能产生麻痹性贝毒的有

毒甲藻 它所引发的赤潮在世界各地多有发生 对海

水养殖业和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有毒

赤潮发生时 贝类起一种媒介的作用 可将有毒藻产

生的毒素累积在体内 沿食物链转移给高营养级生物

和人 使之中毒≈ ∀已有研究表明有毒藻对贝类本身

的生命活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些工作多数是围

绕着贝类成体展开的 对幼体发育阶段的研究报道

甚少 ∀本文以墨西哥湾扇贝 Αργοπεχτεν ιρραδιανσχον2

χεντριχυσ)的 ⁄形幼虫 !眼点幼虫 !稚贝和仔贝为对象

研究了塔玛亚历山大藻对扇贝幼体发育阶段 早期 ⁄

形幼虫阶段 眼点幼虫至稚贝阶段 仔贝阶段 的影

响 以期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海洋经济贝类的

/ 洁净0生产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用幼虫取自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贝

类生物实验组 实验用仔贝取自青岛西部沿海金沙滩

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验用海水是从胶州湾外青岛太

平角引入中科院海洋所水族楼的无污染管道海水 使

用前经沉淀沙滤和脱脂棉过滤 再经高温消毒并充分

暴气使之达到氧饱和 ∀

实验用塔玛亚历山大藻藻种 Αλεξανδριυµ

ταµαρενσε) 由暨南大学提供 为 × 品系 ∀培养条

件 非无菌培养 培养基 温度 ? ε 光照

¬光暗比 Β ∀实验用藻取自指数生长期 ∀

实验海水温度用 • ≥ 2 型和 • 2 型控

温仪恒温水浴控制 ∀海水盐度通过加蒸馏水调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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