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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影响


———以海南岛为例

陈晓慧，张剑利
（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　海口　５７０１２５）

　　摘　　　要：通过对海南岛北部海口市和南部三亚市近岸海域使用调查分析，探讨海

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口市主要是渔业用海 （养殖用海）污水排放

污染近岸海域环境，三亚市主要是旅游娱乐用海、交通运输用海和围海造地用海污染近岸

海域环境。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带来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近岸海域资源。

因此，根据近岸海域使用特征，提出海域综合开发利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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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位于海南岛北部，１９°５７′０４″Ｎ－

２０°０５′１１″Ｎ，１１０°１０′１８″Ｅ－１１０°２３′０５″Ｅ之

间，海 岸 线 长 １３６．２２ｋｍ，自 然 海 岸 线 长

１０１．６９ｋｍ，人工海岸线长３４．５４ｋｍ，管辖

海域面积８３０ｋｍ２。三亚市位于海南岛南部，

１８°０９′３４Ｎ－１８°３７′２７Ｎ，１０８°５６′３０Ｅ－

１０９°４８′２８Ｅ之间，海岸线长２５８．６５ｋｍ，自

然 海 岸 线 长 １８８．４４ｋｍ，人 工 海 岸 线 长

７０．２１ｋｍ，管辖海域面积约５０００ｋｍ２ （注：

海岸线长度数据为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８日海南省

人民政府公布的海南省沿海市、县海岸线修

测数据）。海口市和三亚市都是海滨城市，尤

其是三亚市的海滨旅游业发达，是我国热带

旅游胜地。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海口市和三亚市近岸海域开发力

度和密度不断加大，因而选取这两个市为例，

探讨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影响。

１　资料来源与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８年 “９０８专项”的海

域使用现状调查。海域使用分类参照 《海籍调

查规程》将海域使用分为９个一级类、２５个二

级类。海口市海域使用类型主要有渔业用海、

交通运输用海、旅游娱乐用海、排污倾倒用海、

围海造地用海、特殊用海６个一级类。三亚市

海域使用类型有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旅

游娱乐用海、海底工程用海、排污倾倒用海、

围海造地用海、特殊用海７个一级类。各类型

用海面积占其市用海总面积百分比见图１所示。

图１　各类型用海面积占其市县用海总面积百分比

由图１可以看出，海口市围海造地用海面

积在 ６ 类用海类型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为

４２．７８％，几乎接近海口市海域使用面积的一

半；其次是渔业用海，占用海面积的２７．４４％；

旅游娱乐用海和交通运输用海面积分别占用海

面积的１．５８％和２７．０４％；特殊用海主要为海岸

防护工程用海，分别位于世贸填海区北侧、海

甸岛白沙门、海甸岛西北侧、龙昆沟出海口东

侧、万绿园西北侧，占用海面积的１．０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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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倾倒用海面积最小，占用海面积的０．１１％，

为海口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用海。三亚市渔

业用海面积最大，占用海面积的５６．１２％；其次

是旅游娱乐用海和排污倾倒用海，分别占用海

面积的２２．３７％和１６．６３％；围海造地用海、交

通运输用海、海底工程用海分别占用海面积的

２．２６％、１．７３％和０．７７％；特殊用海主要为国

防科研武器装备海洋环境试验用海，占用海面

积的０．１２％。

２　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影响

２１　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正面影响

人类活动对海岸海洋环境的正面影响比较

多，如毛龙江等［１］以人工海滩建设为例，说明

通过人工海滩建设对海岸既可以起到防护作用，

又可以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求。本文主要从经

济效益方面来说明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

正面影响。海口市和三亚市的渔业用海主要是

养殖用海，水产养殖可以通过直接销售或加工

后销售海洋水产品来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目前，

海口市和三亚市的水产养殖已通过养殖名贵品

种和提高水产养殖的科技含量，向精深加工转

变来提高科技与劳动附加值。交通运输用海主

要是港口和路桥用海，海南岛西面环海，经济

是典型的岛屿经济，市场、技术、资金、人才

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岛外。因此，港口及

海洋交通运输业在海南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港口已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命脉。海口市

和三亚市近岸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滩、海湾海岛

以及海洋生物等海洋旅游资源，旅游开发主要

集中在近岸海域。旅游娱乐用海可以通过收取

景点门票获取收益，发展旅游还可以增加就业

机会，缓解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地

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

围海造地是人类海洋开发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

海洋工程，是人类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和生产

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２］，围海造地给经济带来

巨大效益。

２２　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负面影响

渔业用海 （养殖用海）对近岸海域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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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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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海口市和三亚市海水养殖以海岸带及港

湾养殖为主，浅海养殖才刚起步，尚未形成体

系，凡在虾池附近的近岸海域，都是海水浑浊、

淤泥积聚、鱼类锐减。交通运输用海、海底工

程用海、围海造地用海和特殊用海均涉及施工

建设，如港口建设围填海会导致海域纳潮量减

少、水质恶化、港湾淤积、海洋生态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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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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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亚河口和榆林湾地

区，船舶排出的废水含油污染较为严重。旅游

娱乐用海对近岸海域环境影响主要为游船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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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严重污染近岸

海域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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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如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域的

旅游，抛锚、油污、螺旋桨搅动，潜水时踩踏、

攀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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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倾倒用海对近

岸海域环境的影响体现在排出的污水和倾倒的

废物直接污染海水，是最直接污染近岸海域环

境的用海。由于受到陆源生活污水排放的污染，

三亚河口近岸海域的水质已受到相当程度的

污染。

３　结论与建议

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旅游娱乐用



第７期 陈晓慧，等：海域使用对近岸海域环境的影响 ９５　　　

海、海底工程用海、排污倾倒用海、围海造地

用海、特殊用海均是人类利用海洋的一种方

式，其在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近岸

海域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海口市主要是渔业

用海 （养殖用海）污水排放污染近岸海域环

境，三亚市主要是旅游娱乐用海、交通运输用

海和围海造地用海污染近岸海域环境。根据海

口市和三亚市海域使用特征，应建立、健全海

域使用管理法并不断深入宣传 《海域使用管理

法》；科学开展海洋功能区划和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加强海洋综合管理，确保海洋环境资源

可持续利用；加强海域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动

态监测；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整治与保护；全

面落实海域许可证制度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加强海洋执法监督队伍建设，使近岸海域得到

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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