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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海洋灾害及其防御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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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李培顺１，２，江　帆３

（１． 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２．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３．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２）

　　摘　　　要：青岛所辖海域是各类海洋灾害频发区域之一，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

海洋灾害发生，给青岛的社会、经济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等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充分

了解和掌握青岛市海洋灾害的基本特征，防御和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对于促进和保障青

岛市乃至山东省的蓝色经济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文章给出了青岛

市的基础条件、海洋灾害基本特征等，在分析了现有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及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结合青岛市海洋防灾减灾的实际需要，从工程性和非工程性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关防御

对策。

关　键　词：青岛市；海洋灾害；基本特征；防御对策

１　基础条件

１１　地理位置及区位优势

青岛市位于中国东部山东半岛的西南端，

其东、南濒临黄海，西北连接内陆，中间环抱

胶州湾，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南与日照市接

壤。沿海下辖八区三市，自北向南依次为：即

墨市、崂山区、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

沧区、城阳区、高新区、胶州市、黄岛区和胶

南市。

青岛市地处欧亚大陆和太平洋海陆交汇

带，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南北交通的中间地带、

中国华东和华北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并与日

照港、连云港共同构成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

既是国际海陆联运的交通枢纽和我国对外开放

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国五大外贸口岸之一，其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青岛市与东北经济区跨海

相连，并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是中

国环渤海经济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山东省以及沿黄流域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

“龙头”。

１２　自然环境

１２１　气候

青岛市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属温带季风

气候，空气湿润，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春季

气温回升缓慢，较内陆迟１个月；夏季湿热多

雨，但无酷暑；秋季天高气爽，降水少，蒸发

强；冬季风大温低，持续时间较长。年平均气

温 为 １２．３℃，最 高 ２５．１℃ （８ 月），最 低

－１．０℃ （１月）；降水量年平均为７７５．６ｍｍ；

年平均气压为 １００８．６ｈＰａ；年平均风速为

５．３ｍ／ｓ，以ＳＥ风为主导风向，影响该区域的

台风季节，一般在５—１０月间，其中以７—９月

的台风最为活跃；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７３％，其

中７月最高，为８９％；１２月最低，为６８％。

１２２　海域及海岸线

青岛市行政辖区拥有近海海域１．２２万ｋｍ２，

海岸线 （含所属海岛岸线）总长８１６．９８ｋｍ，其

中大陆岸线７１０．９ｋｍ，占山东省海岸线的１／４。

根据岸线地理特征及环境条件，不同岸段

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其中 （自北向南）：金口

至崂山头段，主导功能为旅游观光、度假，同

时兼顾港口、临海工业的发展；崂山头至胶州

湾口团岛嘴段，主导功能是滨海风景旅游，次

功能为水上休闲运动，同时兼容港口与旅游码

头；胶州湾沿岸，主导功能为港口和临海工业，

次功能是生态环境保护；胶州湾口脚石子至王

家滩口岸段，主要功能为旅游、临海工业和水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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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海湾

青岛市所辖海域海岸曲折，岬湾相间，其

中面积大于０．５ｋｍ２ 的海湾共有３２个，分别是

（自北而南）丁字湾、栲栳湾、盐水湾 （又称横

门湾）、崂山湾 （又称北湾）、小岛湾、王哥庄

湾、青山湾、腰岛湾、太清宫口、流清河湾、

崂山口、沙子口湾、麦岛湾、浮山湾、太平湾、

汇泉湾、前海湾 （又称栈桥湾）、胶州湾、唐岛

湾、灵山湾、利根湾和古镇口、斋堂湾、董家

口湾、沐官岛湾等；胶州湾内又有海西湾 （包

括小叉湾、薛家岛湾）、黄岛前湾、阴岛湾、女

姑口、沧口湾。

１２４　海岛

青岛市所辖海域现有海岛６９个。其中，小

青岛、小麦岛、团岛、团岛鼻、黄岛和吉岛是

人工陆连岛，其他６３个岛四面环海。６９个海岛

总面积为２１．２ｋｍ２，岸线总长１３２ｋｍ。在这６９

个海岛中，只有１０个海岛有固定居民。

１２５　潮汐

青岛市所辖海域的潮汐性质属正规半日

潮［１］，每个太阴日 （２４时４８分）有两次高潮和

两次低潮。潮差为１．９～３．５ｍ，大潮差发生于

朔日或望日 （上弦或下弦）后２～３ｄ。８月份潮

位比１月份潮位一般高出０．５ｍ。

１２６　波浪

青岛市所辖海域的波浪以风生浪为主，其

分布和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和区域特征。

巨浪以夏季的台风浪为主，其中以偏东风形成

的Ｓ、ＳＥ向巨浪为甚。

１２７　河流

青岛市有大沽河、胶莱河两大水系以及沿

海诸河。流域面积大于１００ｋｍ２ 的河流有３４条，

流域面积大于１０ｋｍ２ 的河流有２７２条，为季风

雨源型。除大沽河 （青岛境内段）、胶莱河、桃

源河、流浩河、现河等少数河道属平原河道外，

其他均位于山丘区，属季节性河流。其特点是

自成流域体系，源短流急，单独入海，汛期河

水暴涨，汛后基本断流。绝大多数河道南流汇

入胶州湾或黄海，唯北胶莱河北流注入莱州湾。

大沽河水系包括主流及其支流，主要支流

有小沽河、五沽河、流浩河等。大沽河是全市

最大的河流，干流全长１７９ｋｍ，流域面积

４６３１ｋｍ２。沿海诸河中流域面积大于１００ｋｍ２

的有墨水河、白马河、凤河、洋河、吉利河、

白沙河、周疃河、甜水河、巨洋河、横河、张

村河等。

１３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青岛市是中国东部重要的海滨港口城市和

中国海洋科研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已逐步成为以海洋、港口、开放、品牌、奥运、

旅游等为特色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

２０１０年，青岛市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ＧＤＰ）

５６６６．１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９％，经济总量、

城市综合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城市前十位。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全市常住总人口为

８７１．５１万人。

２　海洋灾害

２１　海洋灾害基本特征

青岛沿海是海洋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灾害

种类包括风暴潮、巨浪、赤潮、绿潮 （主要为

浒苔等大型藻类）、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土壤

盐渍化以及海冰等，但通常可以造成严重影响

的海洋灾害则主要是风暴潮及巨浪灾害。青岛

沿海的风暴潮和巨浪通常伴随发生。风暴潮期

间，岸边及近岸海域一般都伴随狂风巨浪，二

者结合后产生综合作用。为方便起见，本研究

将风暴潮灾害及巨浪灾害通称为 “风暴潮灾

害”。

２１１　风暴潮

风暴潮是由于热带气旋、温带天气系统、

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

而引起的局部海面震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

（降低）现象。

导致青岛沿海地区风暴潮及其灾害的天气

系统主要是热带气旋 （含热带风暴、强热带风

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其次为温带气

旋，并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热带气旋

（习惯上称为 “台风”）风暴潮主要集中在夏、秋

季节，而温带气旋风暴潮通常发生在夏半年，

并且恰遇天文大潮高潮期。

据统计［２－３］，青岛市所辖海域台风风暴潮灾

害频率为平均约１年发生一次。其中，轻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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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约１．２年发生一次，较重或以上灾害平均约

５ａ发生一次，特别严重灾害平均约１０年发生一

次。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间，青岛市曾发生过特重风

暴潮灾害３次，严重灾害３次，较重灾害４次。

据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调访或文献记载资料统计，青

岛沿海地区轻度风暴潮灾害的台风超过１３次。

影响青岛沿海的温带气旋风暴潮比较频繁，

其中影响较重的温带风暴潮年均出现２次。温

带气旋增水为４０ｃｍ左右，强者为６０ｃｍ左右，

特别强者增水可达９０ｃｍ左右；温带气旋风暴

潮发生期间的岸边浪高为３ｍ左右，最大海浪

曾达５ｍ；温带气旋导致的青岛港最高潮位多数

低于５００ｃｍ，少数强者可达５００～５１０ｃｍ，最

强者曾达５２６ｃｍ （２００２年９月８日强江淮气

旋）。

２１２　赤潮

赤潮是海水中某些微型藻、原生动物或细

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暴发性增殖或聚集致水

体变色的一种生态异常现象。

青岛所辖海域是赤潮灾害的多发区域之一，

赤潮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夏季。

２１３　绿潮

海洋大型藻类大规模暴发或者聚集，称为

绿潮。

绿潮是世界性海洋灾害。近些年来，包括

我国在内的多个沿海国家近岸海域均发生过不

同规模的绿潮灾害。绿潮在发生时间、地域、

规模及持续时间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

根据监测与分析，青岛所辖海域的绿潮大

规模暴发主要集中在５－８月，其他时间目前尚

未发现。

２１４　海岸侵蚀

海岸侵蚀是指在自然力 （包括风、浪、流、

潮）的作用下，海洋泥沙支出大于输入，沉积

物净损失的过程，即海水动力的冲击造成海岸

线的后退和海滩的下蚀。引起海岸侵蚀的原因

有两种：一是由于自然原因，如河流改道或大

海泥沙减少、海面上升或地面沉降、海洋动力

作用增强等都导致海岸侵蚀；二是人为原因，

如拦河坝的建造、滩涂围垦、大量开采海沙以

及不适当的海岸工程设置等，均会引起海岸

侵蚀。

尽管青岛沿岸多数海岸为基岩海岸，海岸

侵蚀相对较轻，但是由于沿岸海域开阔，海岸

长年累月遭受海水动力冲击，致使个别防护措

施较差或没有防护设施的沙质岸段仍部分存在

海岸侵蚀现象。

２１５　其他灾害

除上述灾害外，青岛所辖海域个别岸段还

不同程度地存在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以及海

冰等灾害。

青岛沿海海域海岸线绵长曲折，海水相对

较浅，一般不会产生地震海啸。但是，由于地

震海啸是由震源在海底以下５０ｋｍ以内、里氏

６．５级及其以上地震引起的，能量巨大，具有强

大的破坏力。因此，尽管历史上青岛没有发生

过海啸的记载，但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所构成

的威胁依然存在。

２２　历史海洋灾害概况

２２１　风暴潮灾害

（１）台风风暴潮灾害。９７１１台风：１９９７年

８月１８—２０日，全市沿海普遍发生严重灾情，

损失严重。据统计，共冲垮小塘坝９座、桥梁

５７座、涵闸２５座，小型河道堤防决口６处，长

１２．６ｋｍ，毁坏船只４３６条，刮倒树木５．７万

株，农作物倒伏２．８万ｈｍ２，倒塌房屋１１２０

间，冲 毁 海 堤 １８ 处 ４．１ｋｍ， 冲 毁 虾 池

１０００ｈｍ２，共伤亡２５人，其中死亡５人，死亡

人员主要是由于海上作业未及时返港而造成船

翻人亡。风暴潮加暴雨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９亿元。

００１２台风：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１日，

市区沿海一带遭受风暴潮袭击，有１ｋｍ堤坝遭

毁坏，部分路面遭破坏，部分绿地受海水浸淹，

１００余盏路灯被海浪损坏，澳门路、东海路、南

海路等路段因受海水冲击导致交通中断。沿海

各区 （市）共有２７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受灾，

受灾人口４４万人，成灾人口２７万人，据不完全

统计，直接经济损失２．３６亿元。

（２）温带气旋风暴潮灾害。温带气旋过境

迅速，因此风暴潮影响时间较短，破坏力较小，

只要最大增水和最大海浪不与天文大潮高潮重



第１１期 袁本坤，等：青岛市海洋灾害及其防御对策研究 ５９　　　

合，一般不会造成较重风暴潮灾害。尽管迄今

只有一些较轻温带气旋风暴潮灾害报道，但由

于温带气旋出现频率较高，仍应对其保持高度

警惕。

温带气旋风暴潮一般只有发生在夏半年天

文大潮高潮期的强或较强者对胶州湾及邻近海

域具有一定影响，灾情主要表现在冲毁海带和

扇贝等浅海水产养殖品、冲垮或损坏局部岸堤、

摧毁少量养殖和捕捞船只、浪卷大意观潮或弄

潮者等方面，致灾范围很小，经济损失为数十

至数百万元，强者可达千万元左右，灾害程度

相对台风风暴潮轻微。

２２２　赤潮灾害

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它的发生不仅可以

造成海洋渔业、水产养殖业、海上娱乐活动与

体育运动、旅游业的经济损失和危害生态环境，

有毒赤潮还会通过海产品的食物链传递影响人

体健康，甚至造成人员死亡。

根据监测和历史资料统计，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青岛沿海几乎每年都发生赤潮，并对

沿海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而且发生的

规模、持续时间呈逐年增大的趋势。

２２３　绿潮灾害

近年来，我国近海尤其是黄海海域频频发

生绿潮灾害，青岛沿海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区

域之一。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连续发生５ａ。其中，从

２００８年６月中旬开始，大量绿潮 （浒苔）从黄

海中部海域漂移至青岛附近海域。这是青岛历

史上罕见的一次聚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治理任务最重的海洋灾害，使青岛沿海社会经

济活动受到影响，并对即将举行的青岛奥运帆

船比赛的顺利举行构成严重威胁。灾害发生时

间离奥帆赛仅有５０多天时间，浒苔分布面积超

过１３０００ｋｍ２，奥帆赛场５０ｋｍ２ 的海面浒苔覆

盖率达３６．５％。

２２４　海岸侵蚀

海岸侵蚀轻则可以导致沿岸沙滩不复存在、

耕地沦于大海、民房被毁、沿岸工程设施遭到

破坏，重者可以影响交通、国防等的安全。

青岛即墨沿海的冯家河和南选村岸段是严

重的海岸侵蚀岸段。目前，海岸线已经退到该

村临海部分民房和企业厂房墙边，海水高潮线

距离民房和工厂围墙之间的最小距离只有２～

３ｍ，对当地居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

胁，而且过去已经发生过房屋倒塌等事故，并

造成了损失。

２２５　其他海洋灾害

（１）海水入侵及土壤盐渍化。青岛所辖海

域沿岸的海水入侵及土壤盐渍化等灾害相对较

轻，但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并存在着进一步加重

的潜在危险。根据调查，青岛沿海地区造成海

水入侵的主要原因是超量开采地下水所致。据

统计，青岛市地下水超采区约９００ｋｍ２，严重超

采区约３００ｋｍ２，并已造成个别沿岸地区海水入

侵和土壤盐渍化。

（２）海冰。海水结冰亦是青岛市海洋灾害

之一。每年冬季胶州湾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结

冰现象，但相对渤海的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

湾的冰情要轻得多，但它所造成的海洋灾害是

不容忽视的。

青岛沿海很少出现大规模的海水结冰现象，

但历史上也曾出现比较严重的冰情，并对港口

及其他海上经济活动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有历

史记载的冰情严重年份为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９年、

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７年、１９８０年。

例如，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起，四方区沿岸结冰区

域逐渐增大，至５日，青岛大港入口处及湾内

发现浮冰；１月１８日大港的东部和南部结冰，

至１９日，整个大港湾内再度结冰；１月２５日，

大港入口处冰封，船舶不能正常进出。近年来，

青岛沿海也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冰情，如２０１０

年和２０１１年等，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３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现状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３１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现状

青岛市历来高度重视海洋防灾减灾，并为

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各级政府投

入了巨大财力和物力，相继建设了大量基础性

工程防御设施。这些工程设施的建设为防御和

减少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起到了巨大保护作用，

为青岛市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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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指挥、法规等海洋防灾减灾非工程

性建设方面，青岛市也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

年建设，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海洋防

灾减灾组织指挥系统和法规保障体系。

３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青岛市各级政府在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法规体系有待

进一步健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水平尚需提

高、人为造成的灾害隐患依然存在、海洋观测

预报及灾害预警能力比较薄弱、工程性防御设

施质量和标准有待提高、资金投入及救援装备

有待加强，等等。

４　海洋灾害防御对策

４１　工程性防御体系建设

工程性防御体系是海洋防灾减灾的主要组

成部分。工程性防御其实就是依据各类海洋灾

害的长期预测而专门修建的工程设施，如海堤

（护坝）、分潮工程以及沿海防护林等。

４１１　风暴潮防御工程设施建设

按照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要

优先安排与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重大建设

项目，重点实施即墨市王村、崂山区登瀛湾、

高新区防潮坝、胶州市洋河入海口、黄岛区唐

岛湾和胶南市黄家塘湾等重点海堤建设和加固

工程。

４１２　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根据青岛沿海的气候及地理条件，实行针

阔混交，适当增加彩叶树种，形成适合沿海地

区种植的混交防护林体系。同时在沿海主干道

建设特色防护林，使其不仅具备防御海洋灾害

的能力，而且成为景观林。

４１３　其他防御设施建设

（１）绿潮 （浒苔等大型海洋藻类）防御及

处置设施。在海水浴场、海上运动及游览等海

域建设各种拦截、打捞及清理处置设施，开展

重点岸段的大型设备通道的工程建设和绿潮资

源化利用设施建设。

（２）海岸侵蚀及海水入侵等防御体系建设。

海岸侵蚀的工程性防御设施主要是加固海堤、

护岸，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采取人工浅礁等

方式进行。

海水入侵的工程性防御以建设海挡为主，

并配以分潮工程，以阻挡海水入侵。在有利地

质条件下，也可修建地下防水堤，并将抽取地

下水灌溉的方式改用地表水灌溉。

４２　非工程性防御体系建设

４２１　充分认识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性

各级政府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高度充分认识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性［４］。

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编制本地区和本行

业的海洋防灾减灾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确

立其基础地位，建立青岛市海洋防灾减灾工作

的长效机制，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

展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努力克服重经济建设，

轻灾害防御的思想。

４２２　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法制建设

健全法规体系，各级政府要依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５］，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海洋防灾减

灾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并逐步

建立以国家专业法为主，地方性法规规章为补

充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内容全面、科学配

套的法规体系，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法律

保障。

４２３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设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按照

国家防灾减灾工作实行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

制、分级负责制、部门责任制、技术人员责任

制和岗位责任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强化职责、

明确分工；在发生海洋灾害期间，成立现场指

挥部及临时指挥部等机构。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须根据本地区、本部

门的具体实施情况，对各类海洋防灾减灾应急

预案进行修订 （或制定）和完善。

４２４　加强海洋防灾减灾队伍建设

按照 “用好现有人才，稳定关键人才，引

进急需人才”的原则，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海洋

防灾减灾工作需要的人才队伍；在做好专业救

援队伍组建工作同时，充分发挥解放军、武警、

公安消防部队、民兵预备役在防灾减灾中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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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作用，培育和发展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

体，积极参与防灾减灾工作，在灾害多发地区

和重点防范区域建立起以机动救援队为主、社

会各专业力量和志愿者参加的海洋灾害紧急抢

险救援队伍。

４２５　加强海洋观测预报及预警工作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正确处理好经济发

展和海洋观测预报及预警等海洋防灾减灾基础

性工作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海洋观测、预报

及海洋灾害预警等工作。在经济发展规划和各

类经济项目尤其是港口码头等重点开发建设项

目的审批时，要预留海洋观测设施建设空间，

并在土地使用和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

和考虑。

４２６　建立涉海工程建设项目预审及风险评估

制度

　　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

必须按规定程序和权限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预

审。不符合海洋防灾减灾规划规定的建设项目

不得通过预审；各类项目预审之前，须进行风

暴潮等海洋灾害对工程项目的影响风险分析及

评估。

４２７　加大海洋防灾减灾资金投入力度

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海洋防灾减灾工作需

要和财力可能，加大投入，并按照有关规定纳

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涉海经济、社会发展项

目应将防灾减灾内容纳入项目总体计划，一并

安排和落实建设资金，同步实施；各类涉海企

事业单位要自觉地加强灾害防范并积极参与当

地防灾减灾建设，在重大防灾减灾工程项目建

设中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通过政府扶持和引

导，开辟重大自然灾害的商业保险和社会融资；

鼓励公民和企业参加保险，充分发挥保险对灾

害损失的经济补偿和转移分担功能［５］。

４２８　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要加强防灾减灾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

种新闻媒体，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广泛引

导公众参与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活动，普及公

共安全常识，使社会公众认识到防御海洋灾害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６］，有条件的社区、街道、

单位可以利用一些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一

些活动，进行防御海洋灾害的知识宣传或抢险

救灾演习、演练等，提高人民群众防灾、避险、

自救、互救的基本技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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