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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河口与海岸是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的地带。广义的海岸带向陆可达海洋因素(如潮汐、台风、海陆风等)

能够显著影响的界限, 向海延伸至大陆架边缘, 占地球表面积的 15%~20%。从全球范围来看, 河口海岸区域

集聚了超过一半的人口和七成以上的大城市, 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 也是自古人类活动、文化繁

盛的区域。在我国, 东部沿海省市经济相对发达, 而最发达的地方又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少数

大河三角洲和滨海之地。近年来, 由于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突出, 河口海岸发

生了显著的系统状态转换, 原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需要进行调整。按照系统分析的观点, 新的系统状态必

然要有新的应对方法, 而目前提出的对策就是河口海岸蓝图重绘。 

蓝图重绘有一系列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问题需要回答。首先,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压力下, 要采用

科学技术手段, 提高河口海岸区域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 从提升产品数量向提升产品质量转换 ; 既发展生

产, 又维持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其次, 要从扩大空间范围、优化支撑条件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

对海岸带进行“扩容”, 从而提升海岸带经济, 获得较大的增长潜力, 保持从海向陆方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拉动力。 

河口海岸蓝图重绘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地学科研人员对于这个课题的解答责无旁贷, 同时也应该循序渐

进推动研究的深入。恰逢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2018 学术交流年会在浙江舟山召开, 会议主题是“全球变化下的

海洋与湖沼——‘一带一路’与生态文明建设”; 海岸河口分会顺应学科发展潮流, 组织“中国海岸河口蓝

图重绘”分会场, 得到国内多所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响应, 在会场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意犹未尽之余, 借《海洋科学》组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2018 学术交流年会专辑之东风, 

发征文倡议, 得同仁响应, 经同行评阅, 终成此专辑。 

本专辑收录论文共 14 篇, 地域涉及北起海河之滨、南至西沙群岛的中国四大边缘海, 内容包括海岸动力、

物质输运、生物生态、空间资源管理及其开发利用, 所用技术手段既有现场观测, 也有遥感和数值模拟。希

望通过专辑的出版, 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为河口海岸地区可持续发展贡献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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