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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影响’

——以海南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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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海南岛南部三亚湾海岸海洋和东部铜鼓岭海岸海洋环境的调查和研究，探讨了人

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深刻影响。结果表明，海南岛三亚湾岸段处于中等开发状态，存在生活

污水排放和城市建筑违规等环境问题；东部铜鼓岭岸段处于初级开发状态，环境问题主要是养殖

排污。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带来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海岸海洋资源。因此，根据

海岸海洋环境特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负面影

响，扩大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海南岛；海岸海洋环境；人类活动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岸带开发和城市建设

日益增多，海岸带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如，

海岸带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海岸侵蚀、海岸带淡

水资源、风暴潮灾害、海岸带的开发与保护等。一

方面海岸带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如，气候变化引

起海平面变化，从而改变海岸带的动力条件和泥沙

运动，最后决定海岸的侵蚀与堆积状况；另一方面

是人类活动对海岸的影响，如，海岸带生活与生产

垃圾、废水排放以及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J。海

南岛南部三亚湾海岸和东部铜鼓岭海岸同样存在此

类问题，本研究以这两个岸段为例，从人类活动与

海岸海洋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其对海岸海洋

的负面影响和正面效应。

1研究区概况

三亚湾位于海南岛南部(图1)，东起鹿回头

半岛南端，西至马岭市角岭，海湾成对数螺线

形；海湾海域范围包括鹿回头半岛南端与西瑁洲

西南缘，到角岭连线与海湾陆岸所围海域，是一

个东西长14．6 km，南北宽l 1．5 km，湾口朝西南

向敞开的海湾；海湾总面积68．6 km2，湾内海岸

线总长27．0 km，基本属砂质海岸。三亚港(180

14’06”N，109029’05”E)位于三亚湾的东侧，是

我国位置最南并接近国际航线的开发海港，此外

三亚海滨旅游业发达，是我国热带旅游胜地和新

·基金项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和加拿大围际发展署(CIDA)资助——中加合作“中国海岸社区生态规划与环境管理”项

目(S-061562—001)共同资助．

  



第7期 毛龙江，等：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影响

兴的港口城市。

铜鼓岭位于海南岛东岸(图1)，处于热带的

北缘，东、南、北三面直接面临大海，受到季风风

浪的影响强烈；但铜鼓岭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是

生态环境优越的海滨地带。人类活动对海南岛南部

三亚湾海岸的影响最强，对东部铜鼓岭海岸影响相

对较弱，因而选取这两个典型岸段为例，探讨人类

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影响。

图1 研究区域的位置(虚线框内为研究区)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主要是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相结合。

野外调查主要是对海南岛南部三亚湾和东部铜鼓岭

进行实地研究：三亚湾海岸的调查内容包括三亚湾

地质地貌、海洋环境、海岸海滩和典型地貌景观

等，铜鼓岭海岸的调查内容包括铜鼓岭地质地貌、

海岸海洋生态环境和典型地貌景观等；环境污染数

据来源于国家海洋局海口环境检测中心站的研究报

告《三亚湾海滩“泥化”和海岸侵蚀原因及其治

理对策研究》和海南省海口环境研究院的《铜鼓

岭自然保护区保护利用研究》。

3结果与讨论

3．1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

生活和生产污水的排放，一方面直接冲刷海

滩，改变海滩的地貌形态；另一方面影响海岸海滩

的环境质量，从而破坏了三亚湾宝贵的旅游资源。

根据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2005年海南省陆源人

海排污口调查表(三亚市)》统计，三亚河陆源污

水人海量估算为120．5万t／a(港务局渡口和三亚

河口)，三亚湾(含三亚河)陆源污水人海总量估

算为1 197．5万t／a，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无机

磷，主要在三亚湾东部人海，其中三亚湾东部沿岸

的一些雨水口也是主要的排污口，对三亚湾海岸环

境影响极大。由于三亚港区水体交换和自净能力

弱，从而污染严重，目前三亚湾东部海滩有变黑的

现象，正是人为排污的影响。野外考察发现三亚湾

东部有不少的排污口(图2)，直接影响到海岸与

海滩的环境。此外，三亚市整个城市建设在三亚沙

坝上，沿海岸的人为建筑物破坏了海滩的整体形

态，改变了海岸海滩的动力条件，使完整的自然滩

脊型海滩转变为背叠型海滩；人工建筑与岸路成为

堤坝，阻挡了进流翻越，从而形成强力的退流冲刷

海滩上部；人为建筑物切断了沙坝向海滩供沙的通

道，从而影响了海滩的发育。

1980年海南岛东部铜鼓岭自然保护区山脚下

的宝陵河河道的自然环境呈未开发状态，红树林

生长比较完好；2002--2005年，宝陵河河道被占

用养殖，河水水质受到污染，郁郁葱葱的大片红

树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口口虾塘，旅游景观

被严重破坏。从图3中可以看出海岸带经济的发

展给海岸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铜鼓岭岸段主要

的环境问题是高位养殖，高位养殖的进出水管道

如图4所示。高位养殖一方面严重破坏原有的自

然景观；另一方面排水冲刷海滩从而污染海岸海

洋环境。根据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显

示，高位池的养殖废水主要来自养殖过程中的交

换水、排塘水和冲塘水，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剩余

饵料和虾的排泄物；废水的化学需氧量全部超标

2—5倍，其中冲塘水的氨氮浓度和磷酸盐浓度超

标较为严重(表1)。研究结果表明，高位池养殖

对文昌市会文镇的冯家湾、东郊镇的中山村和铜

鼓岭等近岸海域的局部区域造成不同程度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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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主要污染指标为COD和无机氮，铜鼓岭近岸

海域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其近岸50 m范围内的局

部区域；与城镇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和工业

a 1980年

a进水管道

废水的污染物排放量相比较，高佗池养殖废水中

的COD排放量最大，占总量的77％以上，对近

岸海域环境影响最大(表2)。

图2三亚湾东部排污口

b2002年

图3铜鼓岭自然保护区山脚下的宝陵河道演变情况

c 2005年

b无管道排水 c排水管道

图4铜鼓岭南侧淇水湾高位养殖进出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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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COD 氨氮

排放量／t 占总量百分比／％ 排放量／t 占总琶百分比／％

资料来源：海南环境科学研究院，2004

3．2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正面影响——

以人工海滩建设为例

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正面影响比较多，

本研究仅以人工海滩建设为例加以说明。

海滩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为吸引游客沿海

观光度假和开展海岸海水体育活动等提供得天独厚

的条件，能够给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和

生机。然而，人类活动、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变

化等均会使海岸带环境发生改变，海岸侵蚀引起了

各界人士的关注并成为海岸工程的热点问题。海滩

喂养对于海岸防护和滨海旅游极为重要。当海滩自

然供沙相对不足时可进行人工补沙，也就是将异地

一定粒级的砂石通过水力或机械搬运放置到某些遭

受侵蚀的海滩的一定部位，迅速地增加海岸平均高

潮位以上千海滩(后滨)的宽度，并辅以导堤促

淤或外防波堤(或潜堤)掩护[6]。几十年的实践

证明，这已成为当前防护海岸侵蚀最有效的措施，

但是必须对海岸进行充分勘察研究，包括海岸与海

底的地质地貌地形、波浪、潮流、激浪带泥沙的横

向与纵向运动、沉积物的粒径分布以及泥沙补给的

来源等。

人工海滩是在没有沙滩的海岸采用人工填砂的

方法营造新的沙滩，砂源来自附近海岸或外海，用

船挖与管道输送，利用机械或水力填砂。南京大学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设计的三亚小东

海人工海滩，其长宽比为2：1～4：1，铺设范围界

于一1．0 m～2．5 m，填砂选用三亚市以西30 km处

粒径为1—2 inlTi的天然老沙坝砂；为尽可能减少

今后的维护性填砂量，小东海人工海滩还设计有必

要的丁坝及潜堤等起保滩作用的辅助工程措施o 7|。

2005年3月，该实验室在朱大奎教授的带领下对

三亚湾白排礁上及周边海滩进行勘察，借助于自然

模型对三亚白排人工海滩建设进行分析；利用三亚

港国际客运码头改扩建工程1：l 000地形图(1976

年榆林高程系)，并结合设计的高度、宽度和坡度

等，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view GIS 3．2对三

亚白排人工岛人工海滩进行三维模型显示，具体设

计模型如图5所示。

一些地区的自然海滩不能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

求，建设人工海滩成为必然，而海滩的宽度、坡度

及海滩物质粒度、比重等是决定海滩质量的重要因

素，因而通过了解周边地区自然海滩由宽度和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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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海南岛南部三亚白排人工岛人工海滩效果模型

等因素所决定的海滩形态，利用地理学的“类比

法”原理来决定人工海滩的剖面形态。本次海滩

调查的目的是建设三亚白排人工岛西南人工海滩。

从人工岛来看，人工海滩珊瑚礁平台目前剩余面积

约为0．13 km2(以一5 m等深线为界)。人工岛海

滩其形成原理与鹿回头湾大洲后侧海滩极其相似，

鹿回头西侧海滩位于大洲岛后侧，海滩的形成和发

育与大洲岛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主要是由于海滩位

于大洲岛后侧波影区，有利于海滩物质的沉降堆

积。对于人工岛而言，由于礁平台外缘的灯塔的作

用形成这样一个小海滩，其表面结构表现出与鹿回

头湾一致的特征，即砂与珊瑚碎块相间排列，只是

其规模较小；而且其礁平台面积(0．13 km2)也

比鹿回头湾(1．06 km2)小得多，礁平台的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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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相应的较小。与小东海比较来看，小东海珊

瑚礁平台宽200～300 m，礁平台面积0．42 km2，

而人工岛剩余礁平台长380 1TI余，宽320 m余，面

积约0．13 km2，利用地理学的“类比法”进行研

究发现，人工岛海滩的建设与小东海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然而，人工海滩具体的规模、坡度、砂源以

及防波堤的建设及其影响等问题，必须结合白排礁

及其周边海域的波浪和潮流等动力条件，对比小东

海海滩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来确定。可以看出，了

解海滩及周边地区的地貌形态参数对于建设人工海

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也表明海岸地貌学在海

洋工程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4小结

从人类活动对海南岛南部三亚湾海岸海洋和

东部铜鼓岭海岸海洋的环境影响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目前海南岛海岸环境现状和造成的原因各不

相同，而且港湾海岸处于不同的开发程度，即三

亚湾处于中等开发程度，而铜鼓岭处于初级开发

程度。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岸段采取不同的环境

保护对策，以确保海岸海洋的可持续性开发利

用；而且，应该充分考虑海岸海洋的特征，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减小人类活动对海

岸海洋环境的负面效应，扩大人类活动对海岸海

洋环境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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