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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和石梅湾为例 在假定人为因

素导致海岸侵蚀受到严格控制的基础上 分析计算了在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

和 的情况下上述海滨沙滩的可能损失量 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治对策∀

关键词  海岸侵蚀 海南岛

Ξ

 海岸侵蚀的普遍性

海岸侵蚀是当今全球海岸带普遍存在的灾害现

象∀ 澳大利亚的 教授根据世界 个沿海国家的

名研究人员提供的岸线变化资料撰写了一份著名

的 / 百年来的岸线变化0报告 认为在过去的 内

世界各国海岸带普遍存在海岸侵蚀现象≈ ∀ 年国

际地理学会海岸环境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进一步指

出 当前世界沙质海岸线约有 以上处于侵蚀后退

状态 平均蚀退速率约为 其中约有 的

甚至超过 ≈ ∀ 据弗吉尼亚大学海岸侵蚀信息系

统资料 美国有 的海岸属严重侵蚀海岸 其中

墨西哥湾沿岸的蚀退速率达 ≈ ∀ 日本

的海岸线上有 因海岸侵蚀而需要采取

工程措施加以保护≈ ∀ 我国海岸侵蚀的范围自 年

代末期以来呈不断扩大趋势 据统计目前已有近

的沙质海滩和大部分处于开阔水域的淤泥质潮滩处于

侵蚀后退状态≈ ∀ 侵蚀岸线长度已占全国大陆岸线总

长度的 以上≈ ∀

海南岛海岸线全长约 其中 为沙

质海岸∀ 在沙质海岸中约有一半以上的岸段因侵蚀而

后退 主要集中在文昌邦塘!三亚湾!洋浦半岛!澄迈

湾!海口湾!南渡江口至白沙角等岸段≈ ∀ 文昌县邦塘

附近 近 来的海岸侵蚀后退速率约为

年代中期竖立在岸边的水泥柱已处于离岸 远的

海中≈ ∀文昌县清澜港外岸段 近 间岸线后退

∗ 造成大片椰林被毁 水产减产 沿岸村庄受

到严重威胁≠ ∀ 万宁县石梅湾沙坝海岸近 侵蚀后

退速率约为 ∀洋浦湾南岸 长的侵蚀

岸段 平均蚀退速率为 ≈ ∀ 由上列事实可知海

岸侵蚀在海南岛亦普遍存在∀

 海岸侵蚀的导因

海岸是海陆交互作用的过渡地带 在内外营力的

共同作用下 海岸通过侵蚀与堆积过程不断演变∀海岸

侵蚀与堆积是塑造海岸剖面的两个基本过程 侵蚀强

度取决于海洋动力条件 波浪!潮流!泥沙等 和海岸性

质 岩性!构造运动!岸外沉积等 之间的均衡状况∀ 若

海洋动力作用增强或海岸稳定性降低 便会导致海岸

侵蚀的发生和发展∀ 引起海岸侵蚀的因素可分为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两大类∀

2 1  自然因素) ) 全球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

侵蚀

研究表明 过去百年间全球地表气温上升了

∗ ε 由此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 ∗ 平均

上升速率为 ∗ ≈ ∀ ≤ ⁄ ∏ 根据 个有

代表性的验潮站记录计算得出过去百年全球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

∗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为 ∗
≈ ∀ 近 来海南岛南部沿海的相对海平面平均上

升速率为 因同期海南岛南岸地面有微弱

抬升 此值低于过去百年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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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 由于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 不同的研究者对未

来全球海平面上升值的估计相差很大∀较权威的 °≤ ≤

在其第二次评估报告中预测到 年全球平均气温

将上升 ∗ ε 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最佳估计值为
≈ ∀ 中国国家海洋局在 一九九五年中国海平面

公报6中指出≠ 全国沿海 ∗ 年间海平面比

常年 ∗ 年 平均偏高 其中海南沿海

偏高 ∀ 到 年 海南沿海海平面将比常年偏

高 ∗ ∀

由于海平面上升 河流的纵比降减小 排水和挟沙

能力下降 导致河流向海输沙量减少 岸外水深增加

近岸带波浪!潮流等海洋动力作用加强 风暴潮的频率

和强度增加 从而使海岸侵蚀加剧∀ 研究表明 到

年若全球变暖引起西北太平洋表面海温升高 ε 则

在中国登陆的热带气旋总数年平均将比现在增加

其中年平均登陆台风数可能增加 左右≈ ∀

∞√ 在研究马里兰州的 城海岸侵蚀中估计

海平面上升因素引起的海岸侵蚀占侵蚀总量的

∗ 若到 年海平面上升 该因素比

重将提高到 ≈ ∀ 海平面上升是引起世界范围内

普遍出现海岸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南岛近几十年

的海岸侵蚀亦与海平面上升密切相关∀

2 2 人为因素导致海岸侵蚀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 人类在进

行流域整治和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过程中往往只顾经

济效益和局部利益 在入海河流上游修建水库 在海岸

带挖沙采礁 导致海岸带泥沙供应和海洋动力状况失

衡 是地方性海岸侵蚀加剧的重要原因∀南渡江上游没

有排沙设施的松涛水库和龙塘滚水坝建成后 大部分

悬移质泥沙和全部推移质泥沙被拦在库区内 向海输

沙量显著减少∀ 位于松涛水库下游的龙塘站

年 代悬移质输沙量为 年代减少至

年代更少至 加上推移质

输沙量减少的 平均输沙量减少约

这相当于南渡江口东营至白沙角

海岸 年代平均侵蚀量的 ∗ ≈ ∀海南岛沿

岸有近 的岸线分布着暗礁∀ 年代以来由于挖掘

礁坪石块烧制石灰 许多地方 以上的礁坪被

挖掘殆尽 原礁坪对波浪的消能功能受到破坏 波浪未

经消能直达沙岸 沙滩受蚀迅速后退∀海南文昌县邦塘

岸段因礁坪受到破坏 ∗ 年间海岸后退了

∗ 平均蚀退速率达 ∗ ≈ ∀此外 沿

海海岸工程建设和人工取沙亦是导致地方性海岸蚀积

状态改变的重要因素∀

 海平面上升导致海滩损失的估

算

由于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 很难对因人类活动引

起的未来的海岸蚀积变化作出预测∀ 本文假定可导致

海岸侵蚀的人类活动受到严格控制 仅考虑单纯性全

球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与淹没损失∀ 海平面上

升与海岸侵蚀之间的数量关系 最早是由 ° ∏∏ 提

出的 谓之 ∏∏ 定律≈ ∀ 其大意是 随着海平面上

升 沿岸水深加大 海岸侵蚀作用加强 由海滩上部侵

蚀下来的物质在近岸海底沉积 侵蚀物质与沉积物质

的体积相等 因而近岸海底的沉积增高与海平面上升

幅度一致 结果使海滩与近滨浅水区的均衡剖面呈现

向上部与向陆的移动 海滨线的后退量 Ρ 与海平面

上升量 Σ 有关 即

Ρ
Λ

Β η
≅ Σ

式中 η 是近滨沉积物堆积后的水深 相当于波浪破碎

的临界水深 Λ 是海滩至水深 η 间的横向距离 相当于

近滨带宽度 Β 为滩肩高度∀王颖教授等经过对多处海

岸剖面重复测量结果对比研究后认为 ∏∏ 公式基

本上反映了海滩变化的自然规律≈ ∀ 依照 °≤ ≤ 第二

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的最佳估计 到 年和

年全球海平面将分别上升大约 和
≈ ∀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国家试点实

验室对海南进行的多年研究所掌握的实测剖面 选择

海南旅游胜地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和石梅湾 处海

滨沙滩 利用 ∏∏ 公式分别计算了在全球海平面上

升 和 的情况下上述 处海滩的可能损失

量 表 ∀

考虑到海平面上升不仅引起海滩的侵蚀而且还造

成部分海滩的淹没 本文还计算了因海平面上升引起

的海滩淹没后退量∀表 中的海滩现状数据!海滩淹没

后退量及损失面积的计算均来自实测剖面数据以及大

比例尺地形图和海图的量算∀ 在利用 ∏∏ 公式进行

计算时 近滨带外界水深 η 除石梅湾取 外

余均取 ∀ 由表 可知 在全球海平面上升

和 的情况下 海南岛南部 处著名的海滨沙

滩因淹没和侵蚀引起的总后退量以大东海为最低 分

别达到 和 以上 上述海滩面积总损失量分别

达 ≅ 和 ≅ ∀海滩的损失将导致

海滨旅游业客容量的减少 对海南的支柱产业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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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利影响∀

表 1 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南岛南部沙滩损失量的估算

Ταβ 1 Εστιµ ατεσ οφ σανδ βεαχη λοσσ ιν σουτηερν Ηαιναν Ισλανδ χαυσεδ βψ σεα−λεϖελρισε

海滨位置 三亚湾 大东海 亚龙湾 石梅湾

海滩现状

长

相对高度 ∗ ∗ ∗

面积

海平面上升

海滩淹没后退 ∗ ∗ ∗

海滩侵蚀后退

总后退 ∗ ∗ ∗

损失面积

海平面上升

海滩淹没后退 ∗ ∗ ∗

海滩侵蚀后退

总后退 ∗ ∗ ∗

损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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