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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海岸侵蚀与海平面上升探析

林峰竹 ，王慧 ，张建立，付世杰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要：海岸侵蚀是我国沿海地区的主要环境地质灾害之一，海平面上升将加剧海岸侵蚀灾害

程度，其长期影响不容忽视。文章阐述了海平面上升对海岸侵蚀的影响机制，在详细分析我

国海岸侵蚀状况相关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沿海海平面上升的区域特征，探讨了未来海平

面上升背景下沿海地区海岸侵蚀灾害的主要脆弱区，以期为沿海地区及时有效地应对海平面

上升这一缓发性灾害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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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侵蚀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无论是基岩海

岸、粉砂淤泥质海岸、砂质海岸、河口海岸还是珊

瑚礁、红树林等生物海岸，几乎都受到海岸侵蚀

的威胁，砂质海岸受侵蚀的范围比较大。在不同

区域，海岸侵蚀灾害发生的原因不同。总体来

讲，河流输沙量减少，海岸过量采砂，海平面上

升，不合理的海洋工程建设，大量破坏植被及珊

瑚礁、风暴潮灾害等是造成海岸侵蚀加剧的主要

原因。其中，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是

导致世界沿海各地遭受海岸侵蚀的共同因素。

海平面上升引发海洋动力作用增强，并与不合理

人为开发活动产生的负面效应相互叠加，致使海

岸侵蚀加剧。尽管海平面上升在短期内对海岸

侵蚀的影响权重较小，但从长远考虑，海平面上

升是加重海岸侵蚀的重要因素，其长期影响不容

忽视。

我国沿海地区普遍遭受海岸侵蚀灾害的影

响，表现为岸滩变陡、海滩劣化、湿地损失、防护

林被毁、村镇搬迁，以及堤防、公路、工厂等工程

设施和建筑物崩塌等，严重威胁沿海经济社会的

生态安全。与此同时，我国沿海海平面呈持续波

动上升趋势，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的潮汐观测资料分析

显示，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２．９ｍｍ／ａ，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的卫星高度计资料显

示，海平面上升速率为５．５ｍｍ／ａ，而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专门委员会报告显示，同期全球

海平面上升速率约为３．１ｍｍ／ａ。未来海平面上

升将不断加剧海岸侵蚀灾害程度。在其他条件

相同时，相对海平面上升快的岸段后退速度通常

较快。因此，关注我国沿海地区海岸侵蚀灾害现

状，分析海平面上升对海岸侵蚀灾害的影响及发

展趋势，对于沿海地区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１　我国海岸侵蚀现状

１１　海岸侵蚀概况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国砂质海岸、三角洲

海岸发生侵蚀，至７０－８０年代，海岸侵蚀已成为

普遍现象，并呈加剧趋势［１］。当前我国海岸侵蚀

范围逐渐扩大，侵蚀速率较大，侵蚀总量不断增

加。如江苏废黄河三角洲的侵蚀范围呈南移趋

势，过去是淤涨或稳定的海岸，现在已成为严重

的侵蚀岸段。再如河北，过去仅部分岸段发生侵

蚀，现在不管是南部泥岸、北部沙岸还是滦河三

角洲，均以蚀退、冲滩为海岸变化的主要态势。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开发建设的迅猛发展，人工岸

线比例在不断增加，岸线被固定，造成岸滩及岸

外沙坝侵蚀加剧，海岸下蚀加重，并将成为未来

我国海岸侵蚀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２］。

根据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成

果［２］，我国沿海海岸北起辽东湾、南至海南岛，均

有侵蚀分布，侵蚀岸线总长度超过３０００ｋｍ（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占软质海岸（包括第四纪沉积

层，沙丘和红壤型花岗岩风化壳）的２０．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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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和广东６省、市的海岸

侵蚀岸线长度占其软质海岸的比例较高，其中上

海、广东约３５％，河北、山东、江苏约为３０％，福建

为２１％。

海岸侵蚀主要发生在砂质海岸和粉砂淤泥

质海岸，就全国范围来看，目前约５０％的砂质海

岸和约７％的粉砂淤泥质海岸遭受不同程度的侵

蚀。１１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除上海和

海南，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砂质海岸和粉砂淤泥

质海岸均有侵蚀，砂质海岸受侵蚀的范围较大，

其中江苏的砂质海岸全部受到侵蚀，河北、山东、

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砂质岸线的侵蚀比例高

达５７％～７０％；粉砂淤泥质岸线受侵蚀比例较大

的为上海、江苏和山东，分别为３５％、２６％和

１６％。尽管粉砂淤泥质海岸侵蚀长度少于砂质

海岸侵蚀长度，但其侵蚀速率远大于砂质海岸。

砂质海岸侵蚀速率一般小于１０ｍ／ａ，而粉砂淤泥

质海岸侵蚀速率一般在１０ｍ／ａ以上。山东和江

苏发育有我国最为绵长的粉砂淤泥质海岸，海岸

侵蚀速度较大。例如，黄河三角洲，自２０世纪末

开始呈蚀退趋势，根据２０１１年《中国海洋环境质

量公报》公布的监测结果，部分侵蚀海岸的最大

侵蚀速度达４７７ｍ／ａ。

从总体地域分布来看，长江口以北海岸侵蚀

较为严重，侵蚀速率较大，受侵蚀海岸的侵蚀速

率多数达到强侵蚀（２～３ｍ／ａ）以上级别（表１）。

其中，辽宁整体海岸侵蚀在北方相对较轻，强侵

蚀岸段主要出现于营口市和葫芦岛市，侵蚀速率

多大于２ｍ／ａ，最大侵蚀速率接近６ｍ／ａ；河北海

岸侵蚀速率多大于２ｍ／ａ，滦河口海岸侵蚀速率

达１０～２５ｍ／ａ
［３］；山东的黄河口、莱州湾海岸侵

蚀速率为数十米每年，在黄河口最大可达１５０ｍ／ａ，

其他侵蚀岸段多在１～３ｍ／ａ；江苏的废黄河口岸

段侵蚀速率达１４～８８ｍ／ａ，其他岸段多大于

３ｍ／ａ；上海粉砂淤泥质海岸平均侵蚀速率超过

１０ｍ／ａ。长江口以南，总体海岸侵蚀速率相对较

小，但范围较大。其中，广东海岸侵蚀范围最大，

受侵蚀岸线的总长度位居全国第一，而侵蚀速率

相对较小，广东与广西的多数海岸侵蚀速率均小

于１ｍ／ａ；福建岸线侵蚀长度位居全国第三（次于

广东、山东），其中部和南部岸段侵蚀速率相对较

大，大多为１～２ｍ／ａ，部分海岸侵蚀速率达２～

３ｍ／ａ（多在福建南部）；海南岛海岸侵蚀绝大多

数发生于砂质海岸，受侵蚀岸段占砂质海岸总长

的１／３，占全省软质海岸的１６％，尽管比例不高，

但侵蚀速率大，半数以上的受侵蚀岸段侵蚀速率

达到３～１０ｍ／ａ（严重侵蚀），另外有１／５的受侵

蚀岸段侵蚀速率为２～３ｍ／ａ（强侵蚀），砂质海岸

的侵蚀速率如此之高在全国实属最为严重。

表１　海岸稳定性分级标准
［４］

稳定性
海岸线位置变化速率狉／（ｍ·ａ－１） 岸滩

沙质海岸 淤泥质海岸 蚀淤速率ｓ／（ｃｍ·ａ－１）

淤涨 狉≥＋０．５ 狉≥＋１ 狊≥＋１

稳定 －０．５＜狉＜＋０．５ －１＜狉＜＋１ －１＜狊＜＋１

微侵蚀 －１＜狉≤－０．５ －５＜狉≤－１ －５＜狊≤－１

侵蚀 －２＜狉≤－１ －１０＜狉≤－５ －１０＜狊≤－５

强侵蚀 －３＜狉≤－２ －１５＜狉≤－１０ －１５＜狊≤－１０

严重侵蚀 狉≤－３ 狉≤－１５ 狊≤－１５

１２　海岸侵蚀原因

我国海岸线漫长，不同岸段的自然属性和人

为影响方式不同，诱发海岸侵蚀的原因也多样

化。根据已有的研究报道，我国目前海岸侵蚀的

主要原因包括河流输沙量减少、海岸过量采砂、

海平面上升、不合理的海洋工程建设、滨海湿地

退化以及风暴潮灾害加剧等［５］。

河流供沙量减少是造成我国海岸侵蚀的最

主要原因。近几十年来，我国沿岸河流入海泥沙

量减少了一半以上［５］，造成我国海岸泥沙收支严

重失衡，使海岸由淤积为主转为侵蚀为主。在大

型河口、三角洲海岸，例如河北滦河口、山东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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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江苏废黄河三角洲、上海崇明岛东部和

南部、海南南渡江口等地区是因此而发生强烈侵

蚀的地区。

人工采沙过量是造成海岸侵蚀的重要原因。

海滩、河口以及水下区域大规模的采沙活动打破

了岸滩剖面平衡，造成海岸迅速蚀退。随着我国

经济建设的发展，建筑用沙大量增加，沿海地区

的海岸采沙业也随之发展，辽宁、山东、浙江、福

建、广东、海南诸省均有海岸采沙点。无度无序

的海沙开采引起海岸泥沙严重亏损，直接造成采

沙区域及相邻海岸的蚀退，在部分区域已造成严

重的海岸侵蚀。

海平面上升是造成我国海岸侵蚀发展的普

遍原因，对海岸侵蚀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尽管过

程缓慢，但累积效应明显。地势地平的三角洲岸

段和岸线平直的砂质岸段，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

比重较大。海平面上升除了加强海洋动力作用

外，还通过加剧风暴潮灾害、海水入侵灾害协同

加剧海岸侵蚀灾害。根据国家海洋局潮汐观测

资料，３０多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变化呈现明显

的区域性差异，自北向南，上升最明显的岸段为

天津、山东、江苏和海南沿海，其次是辽宁和广

东。在这６个省、市中，除天津（人工海岸比例

大）之外，其他省份均为我国沿海海岸侵蚀相对

严重的区域，并不同程度地发生海水入侵现象，

尤其是山东和江苏。值得注意的是，２１世纪以

来，海南东北部－东部－南部海岸海平面上升加

速趋势明显，加之风暴潮灾害多发，这对以自然

海岸为主的海南岛造成不利影响。

不合理的海岸工程改变了海岸水动力状态，

破坏了原来沿岸的输沙平衡态势，造成局部区域

发生海岸侵蚀。护岸和防波堤等防护措施对减

轻风暴潮对海岸带的破坏有明显效果，然而这些

硬式海岸防护措施会对邻近岸滩造成负面影

响［１，５］，尽管这种侵蚀是局部的，但对于受影响的

岸段通常比较强烈。随着沿海各省、市、自治区

海岸带的开发，海岸工程日益增多，其对自然海

岸和沉积物搬运过程的负面影响范围将扩大。

滨海湿地退化，使泥沙匮乏、屏障消浪能力

下降，生物海岸与海洋动力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

破，造成海岸稳定性降低，引起海岸侵蚀加剧。

５０多年来，大面积的围海造地、滩涂围垦等各种

海岸带开发活动，已经使滨海湿地的面积大幅度

减少，加上严重的污染，生态功能急剧退化。红

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滨海生态系统防风消浪、

护岸护堤功能尤其显著，这些生态系统的退化造

成我国华南沿海部分海岸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

风暴潮对海岸的侵蚀作用具有突发性和局

部性，其危害程度极为严重，观测研究表明，风暴

潮期间强风浪对海岸和高潮滩的冲刷非常强烈，

一次强风暴潮所造成的灾害性后果往往持续若

干年。风暴潮巨大的破坏力能使原有的地貌形

态发生迅速的变化，风暴潮期间岸线迅速后退，

滩面遭受冲刷，潮沟扩宽，枝杈增多，滩面形态破

碎化，使其更易遭受侵蚀。

以上各种因素对我国各沿海地区海岸侵蚀

灾害的影响情况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从中长

期来考虑，海平面上升是加重沿海地区海岸侵蚀

的重要因素。

２　海平面上升与海岸侵蚀

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是导致世

界各地海岸侵蚀发展的共同因素，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相对海平面上升快的岸段后退速度通常较

快。基于中国近海近５０年海平面变化的周期

性、趋势性等规律，使用海平面变化统计及数值

预测模式，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预测至２０５０年

海平面上升值较高的岸段是天津、山东、江苏、上

海、广东和海南沿海，保守估计相对于２０１０年上

升值约为１５～２０ｃｍ；以沿海城市行政区为单元，

预测丹东、大连、营口、唐山、天津至浙江的杭州

湾、台湾海峡以南至海口、三亚，未来海平面上升

幅度较大，平均上升１７ｃｍ。对于所述海平面上

升预测速率较高的海岸，未来受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而发生海岸侵蚀的比重将不断增大。

海平面上升使海洋动力作用增强，海岸物质

平衡和稳定性受到破坏，并加大风暴潮灾害力

度，加剧海岸侵蚀。

２１　海平面上升增强沿岸海洋动力作用，海岸侵

蚀加剧

　　海平面上升使潮位抬高，侵蚀基面升高，并

伴随岸外波浪作用和河口、海湾处潮流作用增

强，从而造成海岸侵蚀灾害加重。

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潮汐作用范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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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而一个的确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海平面

上升过程中，平均高潮位的上升速率往往超过海

平面上升速率，这意味着潮汐作用范围将扩大至

潮滩本来不易受蚀的更高部位。潮汐观测资料

表明，近３０年来，我国沿海绝大多数区域的平均

高潮位呈显著上升趋势，部分区域上升速率高于

同期海平面上升速率，这在德国北海沿岸、荷兰

沿岸也有类似情况［６］。其中，黄海至东海北部，

不仅海平面上升速率较高，而且平均高潮位上升

趋势最强，平均增速为５．６ｍｍ／ａ，较同期海平面

变化速率高７０％（表２）。高潮位的上升将使海岸

可能遭受侵蚀的范围扩大。

表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大陆沿海近岸海域

平均海平面与潮汐特征值变化速率 ｍｍ／ａ　

沿海区域
海平面

上升速率

平均高潮位

上升速率

平均潮差

上升速率

辽东湾东部 ３．５ ２．１ ０．４

辽东湾西部 １．５ ２．２ １．８

河北北部 １．３ １．４ ０．１

渤海湾沿岸 ３．２ ２．８ －７．０

黄海至东海北部 ３．３ ５．６ ４．５

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 １．９ １．２ －１．８

福建南部至广东 ２．７ ３．２ ０．７

北部湾 ２．２ ３．１ １．８

　　注：表中所列近岸海域的各项指标为该区域内代表性长期

验潮站观测资料的平均值．

海平面上升使岸外或堤外水深加大，沿岸

波浪、潮流等海洋动力作用增强。按浅水区波

浪动力学原理，波能与波高的平方成正比，波能

传播速度与水深的平方根成正比。若岸外水深

增加１倍，波高增加１倍，波浪作用强度可增加到

５．６倍
［６］。高能波浪破碎后形成激浪流，高速的

进流和回流有很大的破坏性，加剧海岸侵蚀。在

河口、海湾和潮汐水道中，海平面上升还将导致

潮波变形加大，潮波性质中驻波成分增加，使潮

位和潮流相位差加大，从而导致潮差增加，潮差

加大的结果使潮流冲刷作用增强［４］。根据验潮

资料统计结果，近３０年，伴随海平面上升，我国

沿岸潮差总体呈现增大趋势，在黄海至东海北部

沿岸，潮差增幅最大（表２），上升速率平均为

４．５ｍｍ／ａ，最大可达７．４ｍｍ／ａ（杭州湾北岸）。

因此，伴随海平面上升，黄海至东海北部不仅波

浪作用增强，而且沿岸潮流冲刷作用将显著增

强，海岸侵蚀风险增大。山东半岛和江苏等地势

低平、岸线平直的海岸，海岸侵蚀灾害已经较严

重。例如，山东半岛牟平—威海岸段、黄县—叼

龙嘴岸段、文登五垒岛湾—乳山白沙口岸段为典

型的平直开阔的沙质海滩，长约１２９ｋｍ，近几十

年来不断侵蚀后退。长江三角洲海区为中、强潮

流区，潮流速度大且潮差大，近岸潮流为半日潮

往复流，并具有落潮流速大和落潮历时较长的特

征，决定了长江三角洲海区沿岸泥沙的离岸移动

方向，成为该区域海岸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海

平面上升使长江口的潮差增大，潮流作用更为强

烈，加剧了海岸侵蚀强度。根据《中国海洋环境

质量公报》公布的监测结果，长江三角洲崇明东

滩东侧、东南侧、南侧沿岸海堤外侧的海滩多年

来持续发生草滩蚀退和光滩下蚀现象，每年最大

海滩侵蚀宽度达数十米，而２０１２年监测结果显

示南侧岸段年平均侵蚀速度为２２．１ｍ／ａ。

２２　海平面上升使入海泥沙减少，造成海岸动力

不平衡

　　海平面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入海泥沙

量。海平面上升增加越滩浪的强度和频度，将前

滨砂带到海滩向陆一侧；海平面上升使潮流顶托

作用加强，加强了河流的溯源堆积，河流输沙量

减少；海平面上升，入海河流的坡降减小，挟沙能

力也减弱，泥沙滞留位置将上溯，在河口区容易

淤积，产生沙坝、沙洲和拦门沙，分配到附近海岸

的泥沙相应减少。泥沙减少，破坏了海岸动力平

衡过程，随着海平面上升，日益增强的海洋动力

作用将相对占主导地位。由此引发的海岸线侵

蚀后退主要发生在河口海岸和三角洲区域，如滦

河口、黄河三角洲、废黄河口和长江三角洲。

２３　海平面上升造成海岸稳定性降低，抵御海岸

侵蚀能力下降

　　海岸侵蚀强度取决于沿岸海洋动力条件与海

岸稳定性之间的均衡状况，如果海岸稳定性降低，

海岸侵蚀就会发生和发展。滨海湿地、红树林、海

草床、珊瑚礁等海岸带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对于保持

海岸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

海洋动力环境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关系，一经破坏，

难以恢复。旷日持久的海岸带高密度高强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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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活动已经对这些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防风

消浪、促淤保滩功能急剧衰退。海平面上升带来潮

滩淹没、盐水入侵地下淡水、风暴潮灾害加剧等一

系列灾害，将进一步导致潮滩湿地退化、损失，珊瑚

礁生态系统受损，使海岸湿地消浪和抗冲能力减

小，海岸稳定性减弱，从而加剧海岸侵蚀。根据国

家海洋局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成果，广西防城港市

企沙半岛的红树林面积明显萎缩，近３０年来受侵

蚀的红树林海岸长度达４ｋｍ，最大侵蚀距离为

１２２ｍ。在海南，截至２０世纪末，已有８０％海岸珊

瑚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６］，而极端气候事件引发

风暴潮强度增加，造成珊瑚礁再生和自我恢复速度

下降，消浪护岸能力大大减弱。例如，海南省风暴

潮发生频数最高的文昌县，所有岸礁均已不同程

度地毁坏［６］，造成严重的海岸侵蚀，清澜港口东

侧邦塘沿岸后退超过百米［７］。

２４　海平面上升加剧风暴潮灾害，加大海岸侵蚀

程度

　　海平面上升使基础水位抬高，风暴潮高潮位

相应提高，水深增大，暴风浪作用增强，加剧风暴

潮灾害，进而加大海岸侵蚀程度。伴随全球气候

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我国东南沿海风暴潮强度呈

增大趋势［８］，海岸被侵蚀的机会大大增加。统计

结果显示，近年来登陆我国的超强台风的比率有

所增加［９］，超强台风多引发严重的风暴潮灾害。

福建、广东和海南３省是我国台风风暴潮的多发

区和重灾区，风暴潮高发期也是３省沿海季节性

高海平面期，如再遇天文大潮，灾害往往比较

严重。

海南沿海多自然海岸，受台风风暴潮灾害影

响发生海岸侵蚀的灾情比较严重，给国际旅游岛

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海南岛沿

岸平均每年发生风暴潮３～４场，其中明显风暴

潮以上的两场，严重或特大风暴潮每两年就有

１次
［１０］。根据国家海洋局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日，在海南文昌登陆的强台风“纳

沙”对海口市和文昌市造成严重的风暴潮灾害，

同时造成严重的海岸侵蚀，海口市海岸带受损严

重，防风林被大面积摧毁，蚀退１０ｍ余，部分临

海酒店的绿化带及游客休憩场所被全部冲毁，海

岸变得满目疮痍。２０１４年７月，台风“威玛逊”在

海南登陆（４０年来登陆海南最大的台风），对海南

沿海岸线、村庄、堤防、道路等基础设施造成损

毁，多年来海岸侵蚀蔓延发展的文昌—海口—澄

迈岸线在此次灾害中又遭重创，遭受海岸侵蚀的

岸线长度达２５．５ｋｍ
［１１］。海南省三亚市受风暴

潮影响遭受海岸侵蚀的问题亦比较严重，据调

查，仅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海月

广场至兰海美丽新海岸之间４．３３ｋｍ长的岸线

年均侵蚀后退约０．８ｍ，岸滩明显萎缩变窄，尽管

采取了补沙修复，但每次热带气旋影响过后，海

岸又变得破落不堪，现部分岸段上的道路已受到

威胁。由于该区岸边酒店林立，游客云集，海岸

侵蚀继续发展将造成严重损失。

３　海平面上升影响脆弱区

综上所述，未来海平面持续上升将加剧沿海

各地区海岸侵蚀程度，各沿海地区应根据具体情

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

利影响。综合海岸侵蚀现状、海平面上升及其影

响情况，当前至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沿海受海

平面上升影响的海岸侵蚀灾害脆弱区主要包括

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南部）、广东和海南，这些

省、市的海岸侵蚀较重且海平面上升速率、平均

高潮位或平均潮差的上升速率较高。值得关注

的是，山东、江苏和海南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为

脆弱，三省的海岸侵蚀状况已经比较严重。其

中，江苏和山东沿海海平面在过去的３０多年来

上升幅度居于全国前列，沿海平均高潮位上升和

潮差增大趋势非常明显，且未来海平面上升速率

仍较高；海南多自然海岸，海岸侵蚀速率大，近１０余

年来海平面加速上升趋势明显，又多受风暴潮灾害

影响，影响后果比较严重。

除上述６个省、市之外，辽宁营口市、大连市

和浙江省杭州湾北岸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海岸侵

蚀，由于这些区域海平面上升速率也较大，应当

引起重视；河北沿海受海岸侵蚀的岸线比例较

大，其中部的唐山和南部的沧州海平面上升速率

亦较高，也是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脆弱区；天津

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高，海洋工程建设已经把海

岸线全部改造为人工海岸，未来应密切关注海堤

外滩面下蚀情况，防止堤防基底淘空崩坍。

４　对策建议

海岸侵蚀的日益加剧已给沿海地区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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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岸线后退，潮滩面积

减少，破坏海洋鱼类产卵场和索饵场，蚀没盐田、

农田和村庄；海水浴场退化，旅游资源质量下降；

海水入侵加剧；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海岸防护

林被海水吞噬；海岸各种设施受损，近岸建筑物

倒塌，岸防工程被冲毁。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

下，未来海平面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海岸侵蚀

将进一步加剧。因此，沿海各地区必须重视监测

和控制海岸侵蚀灾害。

４１　建立完善的海岸侵蚀监控网络

海岸侵蚀在我国沿海各地普遍发生，原因不

近相同，各地区应因地适宜地建立海岸侵蚀监控

网络，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监测调查，监控海岸侵

蚀灾害的发展变化以及与海岸侵蚀密切相关的

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情况，集中建立海岸侵

蚀数据库，适时采取积极稳妥的有针对性的应对

措施。

在海岸侵蚀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省份，应当

建立防范预警机制，防止灾害快速发展，减少海

岸侵蚀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４２　加强海平面上升对海岸侵蚀灾害的影响研究

加强沿海验潮站的建设，积累长期、连续、准

确的潮位资料，掌握海平面变化情况，科学预测

未来海平面上升幅度以及潮汐性质的变化。加

强海洋水沙动力、海岸带演变研究，分析海平面

上升对海岸侵蚀灾害的作用机制；构建海岸带地

质、地貌、动力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状况等关键因

子数据库，进行灾害预测，建立客观实际的评价

方法，开展海平面上升条件下海岸侵蚀灾害风险

评价，为沿海地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４３　建立有效的防护体系，减缓海岸侵蚀灾害不

利影响

　　根据自然环境特征、海岸带开发需要和海岸

侵蚀现实状况，开发运用先进的防护工程手段和

管理方法，建立科学有效的防护体系。在自然条

件适宜的区域，还应加大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

瑚礁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力度，统筹海岸开

发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关系，维护海岸带生态系

统健康稳定，发挥其应对海洋灾害的天然屏障作

用，减缓海岸侵蚀灾害的发展。

４４　加强海岸带开发的管理，降低海岸不稳定性

因素

　　高强度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目前造成海岸

侵蚀灾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法规

制度，把防止海岸侵蚀灾害提上海岸带管理日

程［８，１２］，严格管控海岸线开发利用程度和利用方

式，加强对海洋工程建设的审查和环境评价，并

明确要求用海单位、审查和评价单位承担一定的

法律责任；严格控制滨海采砂量，严厉打击违法

采砂活动，保持海岸水沙动力条件的平衡。在立

法的基础之上，还必须对有关政府部门明确责任

与权利，保障海岸开发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海

岸带管理综合复杂，为做到科学管理，应加强国

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创造符合我国国

情的海岸带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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