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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水塔或围隔实验结合起来可

能会更有效∀

用高速摄像机或摄影机技术

记录浮游动物的游泳状况 可以研

究浮游动物的迁移 ∀这些器械可以

安装在潜水艇上 也可以由潜水员

来操作 ∀用这种方法研究的动物个

体较大如南极磷虾 ! 水母和糠虾

等 ∀与种群水平的研究相比 这种

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看到一个种群

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 ∀

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研究浮

游动物的昼夜垂直迁移存在着许

多困难 ∀在海洋中的调查和试验都

不如淡水湖泊的研究深入 所以许

多假说的证据来自淡水浮游动物

的研究 ∀我国在海洋浮游动物昼夜

垂直迁移方面的研究就更落后 至

今还没有在实验室内研究海洋浮

游动物垂直迁移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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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半岛海滩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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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国家专

业实验室成果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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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是当今最发达的全

球性旅游带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依

托滨海海滩旅游资源进行的海岸

带旅游综合开发 最能体现旅游业

投资少 ! 见效快 ! 收益大的经济特

点 ∀所以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滨

海海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

护 以确保滨海旅游资源的可持续

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海岸可持续开发 ≥∏ ≤

⁄ √ 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十

分活跃的领域 服务于海岸可持续

开发的海岸带管理受到广泛的关

注≈ ∀人类活动从多个层面对海

洋大环境产生强烈影响≈ 海滩也

不例外 ∀海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是

海岸带管理的重要内容 现代海滩

动态变化和海岸侵蚀防护的研究

为海滩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胶东半岛位于

山东省东端 西部以胶莱河为界

三面环海 濒临黄 !渤海海域 有长

达 的海岸线 旅游环境优

越 气候宜人 是中国北方沿海避

暑 ! 观海 ! 渡假等旅游活动最佳旅

游地之一 ∀当前胶东半岛滨海海滩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存在

不少问题 对胶东半岛滨海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因

此 在开发利用胶东半岛滨海旅游

资源的过程中 急需加强对海滩旅

游资源的保护 确保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和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利用 ∀

滨海海滩旅游资源可

持续开发利用面临的

问题

海滩旅游资源过度开发

利用和优质海滩的闲置

青岛 !烟台 !威海如 颗明珠镶

嵌在胶东半岛沿海 秀丽多姿的自

然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度

假 ! 疗养 胶东半岛滨海旅游在山

东省旅游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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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年到此旅游的境外游

客高达 人次 占全省接待境

外旅游人数的 ≈ ∀受季风气候的

影响 胶东半岛的旅游旺季和淡季

分明 夏季为旅游旺季 胶东半岛

沿海城市附近的海滩旅游资源存

在过度开发利用问题 如青岛汇泉

湾和栈桥附近的海滩 夏季人满为

患 烟台市区的第一海水浴场和威

海市海岸海水浴场也存在夏季海

滩人员爆满的现象 海滩旅游资源

的过度开发利用带来的副效应十

分明显 海水浴场水质下降 氨 !氮

和含硝酸盐量超出国家海水浴场

水质标准 ∀同时受游人较多的影

响 海滩人为污染加剧 本来纯净

的海滩砂中混入大量的香烟过滤

嘴头 !饮料瓶盖 !食品碎屑 !水果瓜

皮碎屑等 ∀受海滩狭小旅游空间的

影响 多数游客会感到旅游的效果

不太理想 ∀

在城市岸段海滩旅游资源过

度开发利用的同时 胶东半岛偏离

城市的优质旅游砂砾质海滩却得

不到充分开发利用 存在明显的资

源闲置现象 ∀如胶东半岛南部海阳

凤城万米海水浴场 砂质海滩长达

海滩宽 ∗ 虽然

年代中期就被批准为海岸旅游观

光渡假区 但至今夏季游客稀少

远道而来的游客更少 ∀胶东半岛北

岸的烟台 !威海市区以外也有绵长

的优质旅游海滩 如双岛湾与金山

港之间的砂质海滩 夏季的旅游开

发差不多是空白 旅游资源严重浪费∀

旅游海滩侵蚀

海岸侵蚀是全球普遍的现代

海岸过程和现象 夏东兴 年综

述了中国大陆海岸现代海岸侵蚀

庄振业等 年 ! 王文海 年

分别对胶东半岛和山东沿海的海

岸侵蚀进行了研究 指出海岸侵蚀

的原因与海平面上升 !河流输沙减

少和人为过量开采海滩砂石资源

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有关∀受海岸侵

蚀的影响 胶东半岛旅游海滩存在

严重的侵蚀问题 如青岛汇泉湾浴

场的海滩坡面变陡 砂粒粗化 浴场

东部海水冲刷严重 威海海水浴场

的海滩侵蚀造成浴场报废 烟台第

一 ! 二海水浴场也有明显侵蚀和海

滩砂粒粗化问题 烟台套子湾沿岸的

砂质海岸近 来最大蚀退 ≈ ∀

胶东半岛以基岩港湾海岸为

主 海湾湾顶堆积 形成坡度平缓 !

狭长的砂质平原海岸 沿岸多具优

质旅游海滩 ∀庄振业等发现胶东半

岛的平直砂岸侵蚀严重 平均蚀退

速率 ∗ 在强风暴潮条件

下 砂质海岸的蚀退速率更大 ∀在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 全球海平面

呈上升趋势 海岸侵蚀将进一步加

剧 ∀ 年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委

员会海平面工作组的专家预测

年全球理论海平面的上升最

佳估计值为 ∀王颖等按海平

面上升 对中国重要海滨旅游

区海滩影响的理论计算表明 自然

淹没和海滩侵蚀的累计损失率最

高达到 平均为 其

中青岛附近青岛湾 !汇泉湾和浮山

所附近 个旅游海滩的损失率平均

海岸线后退 ∗

海滩在自然淹没 !海岸侵蚀影响

下损失的总面积达 ≈ ∀

胶东半岛砂质海岸侵蚀直接造成

旅游海滩资源的丧失 对沿海自然

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旅游业

的发展极其不利 ∀

海滩旅游环境污染

胶东半岛沿海城市污水排泄

尚未全面实施深海排污工程 近海

岸排泄对沿海旅游资源和旅游环

境有较大影响 ∀ 年胶东半岛的

青岛市 !烟台市和威海市的工业废

水排放总量分别是 ≅ !

≅ 和 ≅ ≈ ∀废

水排放主要集中在城市岸段和河

流入海的河口附近 这些地段往往

是最有旅游价值的海滩分布区 ∀除

工业废水外 大量生活污水的近岸

排放 也加剧胶东半岛沿海海滩旅

游环境污染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年公布的海洋水环境监测表

明 胶东半岛滨临的黄 !渤海海域

污染主要发生在近岸海域并有加

重趋势 主要污染参数为无机氮 !

无机磷和石油类 无机氮超出国家

一类海水标准的超标率渤海为

!黄海为 无机磷超出国

家一类海水标准的超标率黄海为

!渤海为 石油类超出国

家一类海水标准的超标率渤海为

!黄海为 ∀对旅游海滩而

言 在波浪 ! 潮汐等海洋动力作用

下 城市污水中的污染物在海滩停

留 会影响海滩的自然美特性 ! 改

变海滩的质量 如烟台市第一海水

浴场等 同时 近海的石油污染对

旅游海滩的影响巨大 如烟台附近

曾有外国油轮发生原油泄露事故

对烟台芝罘岛北岸的卵石海滩产

生致命的破坏 原油附着在海滩卵

石和基岩的表面 长期难以清除

严重影响旅游环境并在一定时段

内左右旅游业的发展 ∀胶东半岛沿

海环境污染对旅游业的影响十分

显著 污染严重水域的旅游活动减

少 旅游效益降低 ∀环境污染的治

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伴随沿

海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海滩附近海

域的污染治理应放在首要位置 ∀

海滩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

由于管理不善对胶东半岛的

优质旅游海滩的人为影响也很严

重 直接在海滩开采砂石或在近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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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沙 均会造成海滩旅游资源的破

坏 ∀烟台芝罘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

岛 紧邻烟台市区 交通便利 芝罘

岛北岸岸线曲折 有规模不大的海

湾 湾顶原本有磨圆极好的砾石海

滩 具有巨大旅游开发价值 ∀但多

年来人为的开采海滩砾石 湾顶砾

石海滩的原始风貌荡然无存 ∀蓬莱

市西北部沿海 在不到 的岸

段上 海岸类型多样 有玄武岩台

地海岸 !黄土海岸 !砂质平原海岸 !

基岩台地海岸 具有较大的科学研

究和潜在旅游开发价值 由于

年代之后在附近海域的登州浅滩

人为大量采挖砂石 蓬莱西北部海

岸失去天然保护屏障 海岸侵蚀急

剧加强≈ 作者 年初步分析该

区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 元以上 海岸侵蚀造成沿海

旅游海滩资源丧失 !社会经济发展

受到影响 ∀威海附近海湾 原有天

然的旅游海滩 但在 年代至

年代后期大量开采海滩砂石用于

城市建筑 !道路 !码头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 旅游海滩遭到严重破坏∀

面向可持续开发利用的

海滩旅游资源保护对策

搞好保护滨海海滩旅

游资源工程建设

胶东半岛城市岸段的旅游海

滩需要容纳大多数游客的旅游活

动 旅游环境问题也最为严重 ∀在

全球海平面上升背景下 海滩侵蚀

会加剧发展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滨

海旅游海滩的保护和改造工程建

设 对于胶东半岛滨海旅游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要作好城市

岸段的旅游海滩的保护和改造工

程建设 对遭受侵蚀的旅游海滩

要编制人工移砂补滩的工程计划

满足城市附近日益发展的滨海旅

游业的需要 ∀国外发达国家对旅游

海滩的管理采取/ 人工养滩0

∏ 的办法来补偿旅游海

滩砂的自然损失 从陆地或深海取

砂 在旅游海滩投放 达到保护海

滩的目的≈ 胶东半岛的正在遭受

侵蚀的旅游海滩 最终需要采取人

工养滩的方法加以保护 这方面国

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可为胶东半

岛的人工养滩工程提供借鉴 ∀

重视偏离大中城市的滨海

海滩旅游资源开发

除城市滨海岸段外 胶东半岛

滨海漫长的海滩旅游资源尚未得

到很好地开发 解决胶东半岛城市

滨海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 需

要重视偏离大中城市的滨海海滩

旅游资源的开发 ∀首先 要在调查

的基础上确定偏离城市的滨海旅

游资源开发岸段 其次 要作好旅

游宣传工作 改善滨海旅游新区的

旅游交通条件和服务设施 意在增

加对游客的吸引力 ∀偏离大中城市

的海滩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不仅

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且可

以为保护滨海自然旅游资源提供

强有力的资金后盾 ∀

加强胶东半岛滨海海

滩旅游资源管理

胶东半岛海岸线绵长 滨海旅

游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力 加强旅游

资源的管理对 世纪胶东半岛的

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急

需要加强胶东半岛海滩旅游资源

动态变化的调查 !评价和开发利用

规划等基础研究 建立和健全滨海

海滩旅游资源的管理条理 确定海

滩旅游资源保护区 将旅游资源保

护工作落到实处 ∀特别重要的是滨

海海滩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应打

破行政地区间的分割 根据滨海旅

游资源的特点实施不同行政区域

之间的协作和统一管理 地方政府

要在保护滨海海滩旅游资源的工

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依靠管理条理

和行政命令 严禁在旅游海滩开采

砂石 为胶东半岛滨海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做好旅游资源的/ 储备0 ∀

加大沿海旅游海滩环境

保护的力度

胶东半岛滨海旅游海滩的环

境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重要的旅游

海滩处于海湾的湾顶 多有城市工

业或生活污水排放 滨海旅游环境

亟待改善 ∀滨海旅游环境的改善要

同城市环境保护总体工作结合起

来 实施远海深水排污工程 减轻

滨海旅游环境污染 对改善胶东半

岛滨海旅游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城

市岸段夏季游客众多 海滩和近岸

水体的环境质量较差也是旅游海

滩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 提高公众

环境保护意识 并积极参与滨海旅

游环境保护的活动 也是解决滨海

旅游区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

加强海滩地貌变化和沉

积动力学的观测与研究

由于海滩动力环境的复杂性

和地形的时空多变性≈ 应用现代

先进的海洋观测技术 开展海滩地

貌变化和沉积动力学的观测与研

究 可丰富海洋沉积动力学研究的

内容 为胶东半岛海滩旅游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利用奠定科学基础 ∀现

阶段应发挥青岛海洋科学研究中

心的优势 对胶东半岛城市附近重

要旅游海滩动态和沉积动力进行

研究 积累观测数据 ! 理论方法和

实践经验 服务于 世纪中国沿海

海滩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下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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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 较理想 ∀

烘烤

采用 种温度段分别进

行对比试验 结果见表 ∀结果

表明 ∗ ε 温度较合适 ∀

水分

水分含量对鱼片的保存 !

口感 ! 经济效益有着很大的影

响 ∀如水分含量低 则口感差

鱼片发硬 影响经济效益 水分

含量高 则会减低保质期 微生

物易繁殖 龙头鱼纤维较马面

鱼短 持水性较马面鱼差 ∀根据

口感 ! 经济效益和保藏期的影

响 确定鱼片水分控制在

∗ 之间 ∀

表 3  烘烤温度对制品的影响

温度 ε 品质

深褐色 腹部 !尾部烤焦 有焦香味

∗ 深黄色 尾部烤焦 有焦香味

∗ 浅黄色 有龙头鱼特有香味和滋味

浅黄色 无香味

表 1  6 种配方的口感评定

序号
原料 山犁醇 白砂糖 盐 味精 白酒 评定

甜度 咸度 鲜度 酒香味

注 等级分 ∗ 档 最合适为 过度 不足 ∀

表 2  不同温控条件下干燥的鱼片品质

序号 干燥温度 时间 半成品口感 成品口感

ε

∗ 无韧性 !易碎 无咬感

∗ ∗ 无韧性 !易碎 无咬感

∗ ∗ 韧性差 无咬感

∗ ∗ 韧性好 纤维状稍强

∗ ∗ 韧性好 纤维状强 !咬感好

结论

对龙头鱼剖两刀可以减少干燥时间 增

加营养成分和成品得率 ∀

用 ≤ ≤ ≤ 浸 能较好脱去

龙头鱼特有的腥味和水溶性蛋白质 ∀

用二段干燥法 ∗ ε ∗ ∗

ε ∗ 干燥 成品纤维状强 !韧性好 ∀

温度 ∗ ε 烘烤 ∗ 成品具

有龙头鱼特有的香味和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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