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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近10年来椒江口两岸主要的围填海工程进行了统计,利用基于围填海强度等级控制

理念的围填海潜力评估方法,对椒江口海域的围填海强度及围填海潜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对其

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椒江口海域虽然仍有一定的围填海潜力,但围填海

压力较大,椒江口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对海岸带地形地貌、海域水文动力环境、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海洋水环境质量、海洋生物资源等均存在负面影响,为此提出了强化围填海管控、重视海岸带

整治修复等建议,以期为椒江口的围填海管控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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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hadastatisticalanalysisofthemainreclamationsinthecoastalareaofJiao-

jiangestuaryinthepast10years.Usingtheappraisalprocedureforreclamationpotentialwhich

basedonaconceptofhierarchicalcontrolofreclamationintensity,thispaperconductedqualitative

andquantitativeanalysesonthereclamationintensityandreclamationpotentialofJiaojiangestu-

ary,aswellastheenvironmentalimpact.Accordingtotheresult,althoughJiaojiangestuarystill

hasthereclamationpotential,tosomeextent,ithasthepressureaswell.Thelarge-scalereclama-

tioninJiaojiangestuaryhasnegativeinfluencesonthecoastallandform,themarinehydrological

environment,coastalwetlandecosystem,marinewaterenvironmentquality,marinelivingre-

sources,etc.Somesuggestionssuchasstrengtheningthemanagementandcontrolofreclamation

andpayingattentiontothecoastalzonerenovationandrestorationwereputforwardinthis

paper,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tothereclamationmanagementandecologicalenvironment

protectioninJiaojiang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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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河口为河流与海洋的交界处,受径流与潮汐共

同作用,咸淡水混合,水动力环境复杂,流域与海域

的来沙往往造就了河口毗邻海域丰富的滩涂资源。

河口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往往是围填海

活动的密集地区,滩涂围垦等围填海造地活动成为

河口地区扩展陆地面积以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

途径[1-2]。

椒江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是浙江省第三大河,

台州市第一大水系。椒江口是典型的山溪性强潮

河口,河口潮汐为不规则半日潮,是我国沿海潮差

较大的地区之一,口门外为台州湾,湾外缘有头门、

一江山、大陈诸岛。椒江口区域人口密集,社会经

济发达,滩涂资源丰富,近10年来,大规模的围填海

工程带来了自然岸线衰退、沿海滩涂湿地生境破坏

等生态环境问题。

本研究在对椒江口两岸主要的围填海工程进行

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基于围填海强度等级控制理

念的围填海潜力评估方法,对椒江口海域的围填海强

度及围填海潜力进行定量评估,并对其造成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以期为河口区域围填海的规划和管控、

河口海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1 椒江口两岸围填海概况

台州椒江两岸地区的滩涂开发具有悠久的

历史,早在五代时就开始实施沿海滩涂围垦,为

台州市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例如,椒江口南

岸的十一塘即为元代后期在路桥金清港北岸围

筑一塘到1949年围至六塘,1950年后从七塘逐

塘围 垦 到 今 天 的 十 一 塘。经 统 计,台 州 市 自

1950—2009年,滩涂围垦达到3.9万hm2,其中

21世纪围垦1.4万hm2。

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颁布实施以来,滩涂围垦逐步纳入海洋部门的权属

管理,本研究利用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

的数据,结合从台州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调研,

了解到近10余年来,椒江口两岸已纳入或即将申请

权属管理的大面积围填海项目就有7个,其中,椒江

口南岸主要是位于椒江和路桥两区的十一塘、三山

北涂、三山涂和黄礁涂,椒江口北岸主要是临海市

的南洋涂、北洋涂和红脚岩等,目前围堤均已合拢,

主要用海类型为农渔业养殖用海。工程概况见表

1,具体位置见图1。

表1 椒江口两岸大规模围填海工程

地区 工程名称 面积/hm2 用海类型 开工时间 合拢时间

椒江口南岸

十一塘 2723.21 围海养殖 2007.11 2010.01

三山北涂 1412.60 围海养殖 2007.03 2010.03

三山涂 2093.33 部分为建设填海造地 2005.12 2009.01

黄礁涂 674.90 围海养殖 2005.01 2010.04

椒江口北岸

红脚岩 264.70 农业填海造地 2009 2018.01

南洋涂 748.00 建设填海造地 2007.09 2011.12

北洋涂 2248.00 围海养殖 2007.08 2011.06

2 椒江口海域围填海强度与潜力评估

2.1 评估方法[3]

为了定量表示一定区域范围内围填海的规模

与强度,以单位岸线长度(km)上承载的围填海面积

(hm2)表示围填海强度,计算公式为:

R=S/L (1)

式中:R 为围填海强度指数;S 为评价区域内累计

围填海总面积(hm2);L 为评价区域基准年内的海

岸线总长度(km)。围填海强度划分为5个等级

(表2)。

围填海潜力的计算公式为:

P=

SⅢ -S,围填海强度等级为1级、2级时

SN -S,围填海强度等级为3级、4级时

0,围填海强度为5级时

ì

î

í

ï
ï

ï
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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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椒江口两岸大规模围填海工程位置

式中:P 为围填海潜力;SⅢ为评价区域内3级强度

级别所能容纳的最大围填海量;SN 为评价区域内当

前强度级别所能容纳的最大围填海量;S 为评价区

域内目前围填海面积总量。

表2 围填海强度等级

R 值

/(hm2·km-1)
强度等级 指标意义

0≤R<10 1级 围填海压力轻微,开发潜力很大

10≤R<20 2级 围填海压力较小,有一定开发潜力

20≤R<50 3级
有一定围填海压力,对后续开发有

一定影响

50≤R<100 4级
围填海压力较强,应注重围填海域

的节约、集约利用

R≥100 5级

围填海压力很强,不宜新增围填海

项目,确有需要可在现有围海工程

基础上回填造陆

2.2 椒江口海域围填海强度

利用式(1)计算椒江口两岸的围填海强度指

数,以浙江省“908”专项调查的实测岸线为基准岸

线长度,以实测岸线的测量年份2010年底为基准

年,结合椒江口南北两岸(临海市、椒江区、路桥区)

近年来大型围填海工程面积数据,分析计算椒江口

海域围填海强度(表3)。计算结果表明,椒江口北

岸围填海总面积达到3260.70hm2,围填海强度值

R=14.56,围填海强度等级为2级;椒江口南岸围

填海总面积达到6904.04hm2,围填海强度值R=

28.97,围填海强度等级为3级。椒江口两岸的总的

围填海强度值R=21.98,围填海强度等级为3级,

这表明该区域已有一定围填海压力,对后续开发有

一定影响。

表3 椒江口两岸围填海工程强度及潜力

地区
S

/hm2

L

/km

R

/(hm2·km-1)

围填海

强度等级

P

/km2

椒江口北岸 3260.70 224.02 14.56 2 79.40

椒江口南岸 6904.04 238.35 28.97 3 50.13

椒江口海域 10164.74 462.37 21.98 3 129.53

2.3 椒江口海域围填海潜力

利用式(2)计算椒江口两岸的围填海潜力。

计算结果表明,椒江口北岸强度等级为2级,该区

域围填海强度指数R 达到3级上限50时,SⅢ=

112.01km2,围填海潜力P=129.53km2;椒江口

南岸围填海强度等级为3级,该区域围填海强度

指数R 达到上限50时,SN=119.18km2,围填海

潜力P=50.13km2;椒江口区域的总的围填海潜

力P=129.53km2。

3 椒江口海域围填海的环境影响分析

河口湿地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属于海

洋生态环境敏感区,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使海岸线

发生变化,海岸水动力系统和环境容量发生变化,

河口湿地面积萎缩、功能减退、生态系统破坏,海洋

环境承载力减弱,海水水质恶化[4-5]。本研究结合

椒江口海域围填海的环境影响实例,主要从对海岸

带地形地貌、海域水文动力环境、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海洋水环境质量、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几个方

面分析了河口海域围填海的环境影响。

3.1 对海岸带地形地貌的影响

围填海工程对地形地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

变海岸线长度与形态、近海海底地貌变化、自然海

岛消失、填海区地面沉降等方面[6]。

椒江口围填海活动已成为海岸线变迁的主因,

由此也引发了自然岸线衰退、自然海岛灭失等一系

列问题。椒江口两岸的临海市、椒江区、路桥区的

岸线调查资料显示[7-9],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由于一系列围垦工程的“裁弯取直”效应,岸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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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岸线属性发生了变化,岸线的空间位置和形态也

发生改变,椒江口两岸的岸线呈现整体向海推进的

特点,自然岸线及岸线总长度呈减少趋势,以海塘

为主的人工岸线则呈现出增长趋势。由于大规模

填海造陆,也使得部分近海海岛灭失,破坏了原有

的生态环境。例如,由于黄礁涂的围垦,路桥区的

大陆海岸线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岸的多个海岛

陆地化而失去了海岛属性。

3.2 对海域水文动力环境的影响

河口地区围填海工程对河网水位、口门流量分

配、水道流速、纳潮量将产生一定影响[10-11]。大规

模的围填海工程甚至可能影响到所在海域的纳潮

量和防洪排涝,增加沿海城市发生风暴潮和内涝等

突发性自然灾害的风险隐患。

研究表明,近30年来的围填海活动造成了椒江

河口水动力大幅度减弱[12],大规模集群围垦后椒江

河口在台风暴潮期间最大水位显著上升,沿岸洪涝

灾害风险明显增大[13]。按照地方规划,椒江口海岸

带未来还要继续开展围填海工程,有研究预测,未

来规划的围填海工程实施后,对椒江河口水沙环境

及地形冲淤也有影响[1]:大规模围海工程使得滩涂

面积及台州湾水域面积大幅减少,导致潮滩可冲刷

泥沙量减少及台州湾部分水域和椒江口内河道水

动力减弱,水流挟沙能力降低,以致悬移质含沙量

也相应降低;而新延伸河段流速加大,含沙量相应

增加;随着口门外两侧浅滩被围垦,河道向海延伸,

椒江河口最大浑浊带将向海外移。

3.3 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河口滨海湿地既是许多迁徙水禽的栖息地,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基地,又是维护海陆动态平衡的缓

冲区,围填海活动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最直观的影

响是占据湿地演化带空间,导致大面积潮间带湿地

消亡,动植物失去栖息地和觅食地,海岸带生物多

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滩涂生态环境恶

化。失序的开发活动还会导致诸多围垦区域荒废,

很多有价值的海岸自然景观资源被破坏。

椒江河口湿地是我国主要的河口湿地之一[14],

椒江区域地貌主要类型为沿海海积平原,椒江口滩

涂宽广平缓,泥沙来源充沛,沿岸以淤涨型岸滩为

主,拥有十分丰富的滩涂资源。受大规模的围填海

活动的影响,椒江口的滩涂资源逐渐减少,自然的

滩涂湿地面积大幅下降,众多的围填海活动使原本

的自然海岸线转变为海塘堤坝,围填海工程施工通

过覆盖作用改变了滨海湿地的底质环境,改变了原

有的潮流系统和泥沙运移系统,打破了原来的生态

平衡,导致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此外,在椒江

口围垦热潮过后,由于各种原因,椒江口沿岸存在

大量废弃的养殖塘以及围而不填、填而不建的区

域,这些存量围填海造成了海域资源的严重浪费,

同时也破坏了滨海湿地的自然景观。

3.4 对海洋水环境质量的影响

围填海活动及随后的开发建设对河口海域水

质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围填海工程的实施使得海

域面积减小,纳潮量变小,水体交换能力变弱,进而

降低海域环境容量,削弱海水的自净能力,从而也

引起了水环境质量下降。此外,围填海工程在建设

期间涉及修建围堤、取沙、海上吹填、陆域推填等工

艺,施工过程中泥沙、油污等或多或少的将进入海

洋,影响到海洋环境。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后,产生

的生产 生 活 污 水、废 弃 物 也 是 海 洋 污 染 的 一 个

来源[15]。
研究表明,虽然近岸海域水质主要是受陆源污

染影响,但椒江口周边大型用海工程也是影响该海

域水环境质量时空分布特征的因素之一,围填海活

动造成了椒江河口海域水环境质量的下降[16-17]。

3.5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

围填海工程改变了河口水文特性,破坏了海洋

生物栖息环境,这些势必会带来对潮间带生物、浮
游生物以及海域渔业资源等的影响。椒江口海域

的围填海活动以滩涂围垦为主,占用大面积滩涂的

最直接影响便是造成潮间带生物的大量损失。此

外,有研究者对椒江口围填海工程的前期、中期、后
期进行了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生态调查,结果表

明,围填海工程改变了海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降
低了其稳定性和均衡性[18];椒江口围填海工程没有

引起浮游动物种类数的明显变化,但在工程期间发

生了优势种和群落结构的显著变化[19]。

4 结语

当前,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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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3年以

来,我国沿海地区按照“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海洋开发总体布局之中”的要求,高度重视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开展海域海

岸带整治修复,加强围填海管控。2017年,《围填海

管控办法》《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关于海

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密

集出台,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建立,围填海管控的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2018年伊始,国家海洋局表

示,将聚焦“十个一律”“三个强化”,采取“史上最严

围填海管控措施”。我国的滩涂和岸线资源的利用

模式正逐步由早期的“粗放管理、无序开发”朝着

“科学规划、有序开发”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椒江口区域已存在一

定的围填海压力,虽然仍有一定的围填海潜力,但

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对椒江口海岸带地形地貌、海

域水文动力环境、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海洋水环境

质量、海洋生物资源等的影响多为负面的。面对受

损的海洋生态环境,加大海岸线保护力度,开展海

岸带生态修复工作已刻不容缓。沿海各地应在“保

护优先、集约利用”的用海理念指导下,优化海域资

源的配置,强化围填海管控,重视海岸带整治修复,

使得椒江口海域逐步恢复到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

系统,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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