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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海岛资源开发利用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植被破坏、水土流

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通过分析我国海岛不同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提出

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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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

殊的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复合区域。开发海岛、建设

海岛、保护海岛，是实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内容之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

展，资源需求日益增长，海岛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

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方向之一。然而，由于海岛与

大陆分离，面积狭小，地域结构简单，资源构成相

对单一，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极易遭受损害，导

致海岛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最终将会阻碍海岛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因

此，我们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加强海岛生态环境

保护研究，实现海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通过

分析海岛不同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提出

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1 我国海岛资源及开发利用概况

我国海岛众多，面积大于 500m2 的海岛有 6 900

多个，总面积约 6 691km2，岸线总长 12 710km；面

积小于 500m2 的海岛和岩礁近万个 [1]，横跨 38 个

纬度（即 42°N~ 4°N），地处热带、亚热带、温带三

个气候带。我国海岛及其周围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水

产资源、旅游资源、港口资源、生物资源、森林资

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可再生能源等 [2]，对我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海岛潮间带及近岛海域宽阔，为海洋水产

资源的生长、肥育和繁殖提供了优良场所，海洋水

产资源丰富。根据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的结果，

海岛周围海域中的游泳生物共记录有鱼类 1 126 种、

大型无脊椎动物 291 种。渔业是我国海岛的传统产

业和重点产业，我国 10 余个海岛县都是全国渔业重

点县，191 个海岛乡镇中，绝大部分以渔业为主导产

业。海岛多数为基岩岛，岸线漫长曲折，避风条件

良好，为建设港口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已建成的大

型港口主要有：舟山群岛上的舟山港和老塘山港，

厦门岛上的厦门港，海南岛上的八所港、海口港、

三亚港。我国海岛不仅具有洁净的沙滩、奇特的山

石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等自然旅游资源，而且也有

远古先民的文物、历代名人的踪迹、抵御外夷的故

址、宗教文化建筑等人文旅游资源 [3]。近年来海岛

旅游业发展迅猛，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

献。如 2008 年，舟山群岛游客接待量超过 1 50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突破 100 亿元。很多海岛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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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风电场，如辽宁长兴、浙江嵊泗和大陈、福建

海坛、广东南澳、横琴等岛。其中，南澳岛风电工

业已成为南澳县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是亚洲第一大

海岛风力电场。

目前，我国海岛多数开发了水产资源，少量利

用土地发展种植业，个别面积大、人口多的海岛，

岛上资源丰富，相应发展了工业、港口、旅游业、

水产品加工等产业 [4]。随着我国开发海岛步伐的加

快，各种类型的海岛资源也将得到充分的开发。

2 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

分析

2.1 水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主要为捕捞和水产养

殖。目前，我国海岛渔业逐渐由传统的捕捞作业为

主变为养殖、捕捞相结合的利用方式。

捕捞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渔业资源衰

退、破坏生态系统平衡、捕捞船舶污染等方面。目

前，我国海岛周边海域普遍存在过度捕捞的现象，

直接导致渔业资源量下降，各营养级群落结构发生

改变。不合理的捕捞方式会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致

命性的破坏，如底层拖网搅动沉积物，造成底栖生

物生存环境的改变，干扰其正常的底栖生态过程；

爆破捕鱼不仅导致区域内海洋生物的死伤，而且由

于炸鱼导致海水混浊度增大会对珊瑚虫共生藻的光

合作用造成影响。此外，海岛周围海域捕鱼作业的

船舶中很多未设有油水处理设备，船舶污水直接排

海，污染周围海域环境。

海水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污染

浅海水域，占用、污染红树林系统，破坏海洋生态

系统平衡。高密度的海水养殖所产生的残饵、废物

等造成附近海域营养盐含量增高，必然会提高水体

的富营养化程度，从而成为赤潮发生的诱因。如，

广东特呈岛近几年大力发展海水网箱养殖，由于养

殖密度过大，海水已富营养化，藻类生长旺盛，对

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5]。除了对水环境造成

影响外，养殖废物可能对沉积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引起底质中硫化物含量的升高，对海域生物造成危

害。水产养殖水体是一种人工生态系统，物种较为

单一，阻碍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不适当引种所导致

的外来种入侵和养殖动物的逃逸导致的物种基因污

染等，都改变了沿岸生物种群、群落分布以及物种

遗传性状，使自然生态系统受干扰甚至失控，对海

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6]。

2.2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旅游资源的开发对岛陆及其周围海域环境均会

造成污染。游船泄漏的油污、游客丢弃的垃圾、游

客的生活污水排放等，严重污染了海岛附近的水域；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因兴建旅

游设施产生的建筑垃圾，旅游食品及旅游商品加工

等产业带来的垃圾和废水，都会严重污染海岛环境；

各种旅游设施的兴建占用了大量的海岛土地，同时

也对海岛山体和植被造成破坏，引起水土流失。旅

游对海岛生物的影响还表现在饮食消费、引进物

种、狩猎、采集等人为破坏方面 [7]。如快艇旅游时

抛锚、油污、螺旋桨搅动，潜水时踩踏、攀援和采

摘珊瑚等行为都会影响到珊瑚的生长发育，造成珊

瑚礁的破坏。此外，游客增多对日用水的消耗日益

增大，会使岛上原本稀缺的淡水资源出现枯竭的现

象，并且随着地下水水位的下降，造成海水入侵。

2.3 港口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港口建设围填海导致海域纳潮量减少、水质

恶化、港湾淤积、海洋生态功能降低。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于厦门湾港口建设、围垦筑堤等活

动，造成海域纳潮量大幅减少，仅西海域就减少了 

60%，造成海洋自净能力大大减弱，引发一系列环境

问题。港口建设还会占用海岸线，缩小和破坏生物

的生存空间和觅食地。船舶航行及其产生的噪声、

港池和航道清淤均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和破坏 [8]。

此外，港口船舶事故性溢油将会对海域生态环境造

成毁灭性的影响。

2. 4 生物资源和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

境影响分析

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将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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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一些海岛上的珍稀生物资源被滥捕滥杀，资

源量急剧下降，甚至濒临绝迹。红树林和珊瑚礁不

仅是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而且由其维系的生物物

种极为丰富，还是海洋渔业的重要发源地，同时具

有防风、护岸等防灾作用。因此，对这两种资源的

破坏不仅削弱了海岛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破

坏了海洋生物资源的生态环境，后果十分严重。海

岛居民乱砍滥伐红树林，造成海岛红树林大面积毁

坏，海南琼山县东寨港东堤红树林绝大部分被砍光

后，失去了抵御台风、阻挡海潮冲击的屏障，导

致堤坝被台风带来的海浪冲毁，受灾严重。海岛居

民对珊瑚礁进行掠夺式的采挖，主要用于盖房、

铺路、制作成工艺品出售等方面，岛礁受到严重破

坏，造成海滩岸线的侵蚀后退，有的甚至挖掘到岛

基，直接威胁着岛礁的存在 [2]。

由于长期以来对海岛林业投资少、技术力量薄

弱、重伐轻造、造林质量差，有的甚至毁林开荒，

导致海岛森林资源锐减、森林覆盖率降低。如福建

东山岛东南岸段的森林覆盖率已由原来的 40% 下降

到 15%，琅岐岛的覆盖率不及 10%[9]。海岛森林资

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海岛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水

土流失、环境恶化、物种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如广

东南澳岛东半岛东西两个迎风口的原生群落被砍伐

后，形成了退化的草坪，生物多样性大大降低 [10]。

2.5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海岛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主要有海域油气资源和

岛陆矿产资源开采。

海域油气资源在开采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溢

油、泥浆和钻屑、生活污水等均会造成环境污染，

并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危害。如，广西涠洲岛上的

南海油田基地、输油管和储油库等项目是涠洲岛珊

瑚礁最大的潜在威胁。油气分离厂和炭黑厂排出的

废水和含油污水，以及这些项目带来的事故性溢

油，对涠洲岛生态环境尤其是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

成严重的影响 [11]。

岛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会导致岛陆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海滩岸线侵蚀后退等问题。

广东省大部分海岛有着丰富的石料资源，大规模进

行砂石开采的海岛众多，但由于缺乏海岛国土意

识、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和科学规划方法，致使这些

海岛砂石过度开采，造成了海岛生态环境的严重

破坏 [2]。

2.6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海岛土地资源开发活动主要包括工农业生产和

城镇建设等。

工业的发展不仅需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使原本

紧张的海岛水资源更为短缺，而且产生大量的“三

废”还会对海岛环境造成污染。海岛企业多为乡镇

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和技术力量有限，污染

防治措施不完善，导致污染排污严重。农业开发过

程中，农药、化肥、畜禽废弃物等会造成环境污

染，不合理耕作导致土壤退化。此外，推广农业高

产品种和进行品种改良等导致农作物类型和品种的

简单化，使遗传种质资源大量消失，降低了生物多

样性 [12]。

城镇建设不仅会造成生态破坏，而且会带来环

境污染及景观影响。开采建筑用砂、石等破坏原有

地貌和植被，许多海岛“青山挂白”现象严重，造成

水土流失 [13]。建筑挖方、爆破、材料存放，以及建

筑垃圾的倾倒和填埋均会引起环境污染 [14]。

此外，土地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侵占和破

坏了海岛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导致生物多样性

降低。

3 结论与对策

各种海岛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造成岛陆植被

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

题，从而导致海岛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同海岛资

源开发活动造成的主要生态环境影响不尽相同（表 

1）。因此，在开发利用海岛的热潮到来之际，应重

视研究不同海岛资源开发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有

针对性地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确保海岛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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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岛资源开发活动的主要生态环境影响

资源开发活动 主要生态环境影响

水产资源开发
捕捞 渔业资源衰退、破坏生态系统平衡、捕捞船舶油污污染环境

水产养殖 污染浅海水域，占用、污染红树林系统，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平衡

旅游资源开发 造成海域和陆域环境污染、旅游活动威胁珍稀物种资源

港口资源开发 导致潮间带面积减少，排污、溢油污染环境

生物资源开发 过度开发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

森林资源开发 破坏海岛森林生态系统平衡，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恶化、物种减少

矿产资源开发
海域油气资源 溢油、泥浆和钻屑、生活污水等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岛陆矿产资源 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海滩岸线侵蚀后退

土地资源开发

农业开发
化肥、农药、畜禽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不合理耕作导致土壤退化，农

作物品种改良降低生物多样性

工业开发
“三废”排放污染环境，占用大量土地，减少生境面积，工业用水导致

原本紧张的海岛水资源更加短缺

城镇建设 占用大量土地，建筑垃圾、生活废物、废水的倾倒污染环境

基于本文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海岛生态环境

保护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海岛开发活动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结合各岛区具体情况做好海岛开发的统一规

划，加强海岛资源开发的管理，确保海岛资源合

理、有效地开发利用，达到最大限度的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机构，进一

步规范海岛开发秩序；实行海岛开发许可制度和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贯彻优先保护海岛环境的原则，

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3.2 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大力发展海岛生态养殖、生态旅游和生态农

业。推行多元立体综合海水养殖模式，利用种间优

势，营造良好的养殖生态环境；发展复合农林业，

既可以提供薪柴、提高食物产量，又可以营造适宜

庄稼生长的小气候；将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发展

以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生态能源模式；逐步推行生态

旅游，严格限制游客数量，尽量少建各种设施，保

持自然风貌，必要的服务设施建设采用新型、无公

害材料，倡导绿色建筑。

3.3 加强污染控制、治理与生态修复

严格控制居民、游客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

排放，加强对农业废水、养殖污染的控制和处理，

加强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应用，加大对海上污染

的防治，对往来船舶的含油污水实施集中处理，港

口、石油平台配置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将污水处理

后达标排放。建立海上溢油事故应急系统，从对溢

油事故的监控、预警，到治理技术、损害评估与索

赔，形成一套完整的防治系统。制定适合海岛区域

的废物、污染物的处理及排放方法。在受到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的区域，采取生物、物理及化学等综

合方法，修复、重建受损的生态系统。

3.4 加强生态建设

积极开展植树造林、绿化海岛，防止水土流

失，为海岛开发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生物资源

丰富和物种珍稀的海岛岛陆和海域，建立各具特色

的生态保护区，如海岛森林公园和珊瑚礁、红树

林、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区等，使海岛生物资源得

到有效的保护；投放人工渔礁，改善海岛海域的生

态环境，为海洋生物创造栖息、繁殖的条件，促进

水产资源的增殖。

3.5 制定激励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

建立海岛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向资源使

用者征收生态建设费，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成本；补

贴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业，鼓励发展海岛生态产

业。综合利用财政、投资、信贷、价格等政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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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影响市场主体行为，激励人们树立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意识。

3.6 采用替代方法，减少对海岛资源的破坏

增大海岛林业中薪炭林面积比例，并适当投入

资金，解决海岛能源不足的问题。如加大海岛居民

生活用电、用煤供应力度，或推广应用太阳能灶、

沼气发电等新型能源，防止因居民生活燃料缺乏而

导致的防护林和红树林等资源的破坏；提供便宜的

替代性建筑材料以及替代性收入来源，以减少海岛

居民对珊瑚礁的破坏。

3.7 普及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让海岛居民了

解海岛资源保护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质量和旅

游收益的长远影响，使其自发地减少有意或无意的

破坏，并参与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在旅游过程中适

时地对游客进行生态宣传和环保教育，倡导绿色旅

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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