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缀海洋旅游

基于可持续发展斡蠢连帘海滨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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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分析大连市海水浴场优越的资源条件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评价了主要浴场在各方

面的发展情况及综合得分。从而，分析了大连海水浴场现存的一些问题，最后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对大连

市海滨浴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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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

的改变，游泳、水上运动、旅游、度假等休闲娱乐

活动日益增多。大连环境优美、水质优良的海滨

浴场对游客具有相当高的吸引力。但是，海滨浴

场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和旅游资源

保护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海滨浴场旅游是对

环境的依赖程度很高的产业，环境质量的下降

对旅游业的不利影响相对其他产业更为直接。

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海滨浴场旅游

是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这一冲突问题的有

效途径。

一、大连海水浴场资源条件分析及评价

1．优越的海水浴场条件

大连市海滨浴场是辽宁省开发利用较早、海

水浴场数量最多的地区。已经开发和可开发的

海水浴场共59处，是辽宁省海水浴场资源最好

的地区之一。其中，四大海滨浴场自然资源条件

更为优越。(1)星海公园浴场位于大连星海湾景

区中部的星海公园内。海岸线长800 m余，海滩

总面积为4．1万Ill2，沙滩总面积为2．2万m2。沙

滩为砂粒卵石混合。(2)傅家庄浴场位于大连海

滨风景区中部傅家庄公园内，浴场两端为小丘

所夹，中央腹地平坦开阔，海岸线呈东西走向。

海岸线长达450 m，沙滩平均宽度31．5 m。海底

近岸为砂砾，约100 in以外为岩石。表层水温较

低，变化平稳。6月中下旬平均水温为15℃一16℃，

7—9月可达20℃左右。(3)夏家河子浴场位于

大连市甘井子区北部渤海海峡，距市中心

16．2 km，海岸线长达1．2 km。这里最大特点是

滩涂广阔平坦，风平浪静，海底为柔软的细砂泥

质，海滩砂粒细均。(4)黄金山浴场位于旅顺港

口东部，背依青山，面向黄海，东为模珠礁，西为

黄金山电岩炮台。岸上为鹅卵石，下部为粗砂，

滩涂较平缓，海水清澈。

2．良好的地域组合

大连市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其旅游资源

丰富，既有以海滨为主的自然旅游资源，又有以

完整的近代日俄战争遗迹为主的人文旅游资源。

有旅顺博物馆、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世界和平

公园、东鸡冠山北堡垒(日俄战争遗址)、白玉

山、万忠墓、胜利塔、友谊塔、苏军烈士陵园等。

大连地质地貌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金石滩有我

国罕见而完整的震旦纪、寒武纪的地质地貌和生

物化石，与金石滩海滨浴场仅一步之遥。大连城

市风光也极具特色，由于历史原因，至今仍遗留

   



下的一些保存较好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罗马

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建筑，使得城市景观别

具韵味。大连北部瓦房店许屯镇有数百年历史的

龙门温泉，水中富含10余种微量元素，便于旅游

资源的多层次开发，有利于避暑、疗养、康健等，

增加了海水浴场的吸引力。

3．便利的地理位置

大连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

海相望，与El本、韩国、朝鲜及俄罗斯的远东地

区相邻。大连各种运输方式齐全，已形成具有较

强运输能力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为境外游客提

供了方便。大连已形成由新改扩建的沈大高速公

路和即将竣工通车的丹大高速公路为主的对外

公路大动脉和以国省干线公路为主骨架的市域

公路网。市区交通便利，全市共有公交线路105

条，其中大连至金石滩全长49 km的快速轨道交

通线路的建成通车，为游客提供方面快捷的新运

输方式。

4．客源市场广阔

至2004年底，大连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达

52万人次，其中外国人45．6万人次，港澳台同

胞共6．4万人次；旅游创汇收入达到3．5亿美

元；旅游总收人达到170．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的8．67％。由图1近几年入境游客人数的逐

月变化可看出，大连国际客源市场总体呈逐年上

升趋势，并且游客多集中在6—9月，而夏季也

正是海滨浴场开放的最佳季节。可见，大连的海

滨浴场对国际游客有很高的吸引力。随着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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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大连市接待人境游客人数逐月分布

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追求健康的户外运动

尤其是海滨水上运动已成为时尚，大连市国内客

源市场越来越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2004年

国内旅游人数达1 600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

到141．24亿元，比2003年增长34．4％。2005年

大连市国内主要客源市场是辽宁、北京、山东、

黑龙江、上海和天津。可见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国内客源市场主要是集中在距离较近的环渤海

地区。

5．大连主要海水浴场综合评价

根据李悦铮在研究辽宁主要景区旅游资源

定量评价的研究方法及结论，本文依据旅游资源

定量评价参数表和旅游资源模糊计分表，请旅

游、科研高效、政府等部门专家对大连主要浴场

进行分项打分，然后用A#=S#·形，AF∑SF·形f数

学模型进行计算，得出各浴场的各个因子的分值

和总值，见表1。

二、大连海水浴场现状及问题

1．浴场水质差别较大

根据大连市环保局公布的2005年环境质量

状况公告，大连海滨浴场水质差别很大。主要海

水浴场中棒棰岛、金石滩、夏家河、三官庙(金州

区)、塔河湾(旅顺口区)和仙浴湾(瓦房店市)浴

场水质评价为优，海之韵和泊石湾(开发区)浴

场水质评价为良，傅家庄浴场水质评价为一般，

星海湾和星海公园浴场水质评价为差，海水浴场

主要污染物为粪大肠菌群。星海湾和星海公园浴

场粪大肠菌群年均值分别为1．6万个，L和1．4万

个／L，超过国家海滨浴场游泳适宜度分级规定中

质量等级四级限值。

2．浴场沙滩污染严重

目前大连市多数海滨浴场属于开放式管理，

客流量很大，有部分游客在沙滩上吃零食、吸

烟、吐痰、乱扔垃圾等杂物，甚至还有小孩大小

便，如不及时清理，既污染了沙滩环境，又滋生

   



表1大连市主要海水浴场模糊得分

糕海洋旅游

距国内客 接待国外 食宿条 旅游服务＼＼ 评价因素 海水海
交通通信 源市场的 游客的可 得分A；＼(蚴 沙滩岸长 沙滩面积 可浴面积 景点组合

滩质量 远近 能性 件 与管理

评价单元＼＼
(S。％) ＼ 40 7．O 17 7 3 8 7 4 4 3 100

金石滩 系数 0．9 O．6 0．9 1 1 1 O．6 O．6 1 1 87．1

浴场 得分 36 4．2 15．3 7 3 8 4．2 2．4 4 3

仙浴湾 系数 0．7 O．7 0．7 0．8 1 O．8 l 0．6 l 1 76．2

浴场
得分 28 4．9 11．9 5．6 3 6．4 7 2．4 4 3

夏家河 系数 0．6 O．8 O．6 O．8 1 0．8 O．6 0．6 1 1 68．4

子浴场 得分 24 5．6 10．2 5．6 3 6．4 2．4 2．4 4 3

塔河湾 系数 O．6 O．6 0．6 0．5 0．6 1 O．8 O．5 O．5 0．5 62．8

浴场 得分 24 412 10．2 3．5 1．8 8 5．6 2．O 2．O 1．5

星海 系数 0．4 0．5 0．3 1 0．4 1 O．8 0．5 1 1 55．4

浴场 得分 16 3．5 5．1 7 1．2 8 5．6 2 4 3

傅家庄 系数 0．4 0．6 O_2 l O．7 1 O．6 0．6 1 1 54．3

浴场 3得分 16 4．2 3．4 7 2．1 8 4．2 2．4 4

棒棰岛 系数 0．4 0．5 0．2 l 0．5 l 0．8 0．5 l 1 54

浴场 得分 16 3．5 3．4 7 1．5 8 5．6 2．0 4 3

资料来源：李悦铮《沿海地区旅游系统分析与开发布局》。

苍蝇和细菌，在海浪和雨水冲刷下极大地降低浴

场水质，给游客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3．浴场旅游承载力过大

海滨浴场的旅游承载力主要表现为资源容

量，即极限容量。根据西方旅游学者博龙提出的

旅游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旅游承载力=鲎考登襄凝×循环系数(1)
循环系数=颦曷黼 (2)

海滨浴场资源容量运算公式为：c=上rp·}(3)
1 o A o

式中：c为极限容量；T为每天开放时间；To

为人均每次利用时间；A为资源的空间规模；A。

为每人最低空间标准。下面利用公式(3)计算大

连市海滨浴场资源容量，每天开放时间取12小

时；人均每次利用时间为1．5小时；每人最低空

间标准为20 m2，由此计算可得各海滨浴场的资

源容量见表2，当游客容量超过海滨浴场所能承

受的最大容量时，必将影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和游客的舒适度。

表2大连主要海水浴场资源容量 (单位：人)

4．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由于影响浴场的海浪主要是受水深和地形

影响及风浪和海浪相互作用形成的浅水浪，波浪

预报困难较大，而目前部分浴场的安全设施也不

够完善，因此易引发安全隐患。

5．服务设施有待完善

多数海滨浴场更衣室条件较差，空间狭小，

设施不全。多数没有浸脚消毒池，赤脚更衣冲水

现象普遍，易造成脚癣等疾病的传播；淋浴喷头

数量不足，水温较低，难以满足人们对舒适的需

求；更衣室通风条件差，空气细菌总数多，污染

严重。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大连海水浴场发展

对策

1．加强环境监测，保障浴场水质和浴场安全

浴场管理部门应有专门的清扫保洁队伍，及

时打捞清除水面漂浮物，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严

   



禁在浴场内吃食物、吸烟、吐痰和大小便。卫生

防疫部门会同环保监测部门，在浴场内和浴场周

围排污口设点进行连续监测，并及时将监测结果

通告游客，为游客的健康负责。并根据气象条

件、水文水质实测数据检验结果预报浴场未来

24小时甚至更多天的水质环境及舒适程度。减

少因海洋环境原因造成的危险事件，保障游泳者

的生命安全及身心健康。

2．加大管理力度，控制浴场旅游承载力

将游客数量控制在浴场承载力范围内是海

滨浴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大连市浴场旅游

承载力的管理，应以大连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为基础，依据社会经济管理目标去组织和实施。

基本做法为：(1)根据大连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

定与之相匹配的旅游发展目标；(2)制定反映旅

游承载力标准的一整套经济社会影响指标；(3)

实施管理战略，引导浴场旅游业向既定目标发

展；(4)根据既定指标，检查和监视浴场旅游发

展在这些方面的实际影响程度；(5)根据监测结

果，对所采取的管理战略在控制环境容量有效程

度进行评价；(6)根据对所实施管理做法的效力

评价，提出新的管理战术。

3．完善公共设施，提高浴场服务质量

旅游规划管理部门应严格控制浴场建筑的

占地规模，减少对海滨自然环境的影响。由卫生

监督部门对浴场更衣室、淋浴室、救生、防鲨网、

水深标志进行调查、审核，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限

期改造，对合格浴场和更衣室发放卫生许可证，

并长期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做到执法检查与群众

监督相结合，使浴场的公共设施在不影响海滨自

然环境的条件下逐渐完善。

4．制定评价体系，及时通报浴场现状

参照《海洋监测规范》、《海水浴场环境监测

技术规程》和《海洋赤潮监测技术规程》的相关

规定，监测项目采用目测法、感观法、器测法、化

学法、发酵法和自动观测系统获得实际浴场环境

监测资料，依据各项目评价标准对各浴场的水文

要素(包括海水温度和浪高)、气象要素(包括气

温、能见度和风速)和水质状况(包括粪大肠菌

群、溶解氧、水色和漂浮物)以及健康指数和游

泳适宜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评价结果后及时通

报浴场最适合游泳的时段及不适宜时段，确保环

境可持续发展与以人为本这两大原则相辅相成。

5．组织专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大连应加快制定滨海旅游教育培训规划，在

旅游院校开设关于滨海浴场旅游研究的课程，为

大连滨海浴场旅游业输送人才。卫生防疫部门及

旅游部门应对现有浴场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安全

救生、紧急抢救、海滩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培训，

完善岗位资格制度。逐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

关于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并且将其宣

传给广大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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