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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视野

盐城工学院海洋工程系

阮成江 谢庆良 徐 进

盐城海岸带资源潜势与可持续发展

ΡΕΣΟΥΡΧΕΣ ΠΟΤΕΝΤΙΑΛ ΟΦ ΨΑΝΧΗΕΝΓ ΧΟΑΣΤΑΛ ΖΟΝΕ ΑΝ∆

ΣΥΣΤΑΙΝΑΒΛΕ ∆Ες ΕΛΟΠΜΕΝΤ

关键词 海岸带 资源潜势 可持续发展 盐城

随着陆上资源的不断减少 人

类不断把目光转向海洋 且历史发

展的大趋势也表明 世纪将进入

海洋世纪≈ ∀海岸带为海洋和陆地

的交接地带 是经济 !文化最发达

区域≈ ∀盐城海岸带地处亚热带向

温带过渡区 气候宜人 有丰富的

资源和能源 海岸类型多种多样

有粉砂淤泥质海岸 !侵蚀海岸 !三

角洲海岸 !堆积海岸等 具有建设

海岸综合经济的优良环境 且盐城

海岸的不同岸段 又各具特色 各

有不同的资源优势 ∀因此对盐城海

岸带资源潜势及其可持续发展进

行分析 可为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

决策服务 ∀

盐城海岸带资源潜势分析

依提出的海岸带区域为海岸线

向陆 至水深在 左右的

浅海海域 ∀盐城海岸线长达

海岸带所辖面积约

在这片辽阔的区域里 蕴藏着丰富

的资源 成为盐城经济发展的重要

资源基地 ∀

滩涂土地资源

盐城海岸带滩涂土地面积约

是全国主要的滩涂分布

地区之一 ∀在盐城海岸带各县 !市

滩涂土地资源中 表 潮上带尚

未开发利用滩地 其

中已围滩地约 未围

滩地约 ∀潮间带基本未

被开发利用 且潮间带基本上每潮

上水 除局部地区外 大部分地区

近期内仍不具备利用围垦条件 ∀从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盐城海岸

带约有 的滩涂土地

资源未被开发利用 具备很大的滩

涂土地资源潜势 ∀

农业资源

农业是盐城海岸带地区的传

统产业 也是目前的主要产业之

一 农业生产在全市占有重要地

位 ∀盐城海岸带是全市农业生产的

重要基地 光 !热 !水资源丰富 气

候适宜 发展大农业和现代化农业

有很大潜力 ∀盐城沿海各县市农业

生产中以三麦 !水稻和三麦 !棉花

轮作套种为主 目前在中南部植

被 ! 水源和能源等相对较好的地

段 在培养地力和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的基础上已形成若干规模较大 !

盐城工学院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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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农场 并在

滩涂区建有大片经济作物 ! 林果 !

芦苇等生产基地 在大丰 !东台等

地的沿海滩涂区建有约

人工草场 逐步形成了农业生产的

专业化 !社会化与集约化 提高了

创汇农业水平 ∀

水产资源

盐城海岸带水产资源丰富 ∀盐

城近海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渔业自

然资源种类繁多 主要经济鱼类有

小黄鱼 !大黄鱼 !黄姑 !带鱼 !黄鲫

等 平均渔资源生物量为
≈ 但近海渔类资源季节性强

且目前由于滥捕 造成渔类资源数

量正逐年递减 盐城近海虾蟹类资

源十分丰富 近年来生物量有所增

加 主要品种有中国对虾 !三疣梭

子蟹 !脊尾白虾 !青蟹等 盐城近海

贝类有近 种 主要经济种有 青

蛤 !文蛤 !四角蛤蜊 !泥螺 !缢蛏 !大

竹蛏等 其中产量在万吨以上的有

青蛤 !文蛤 !四角蛤蜊 !泥螺 ∀

盐业资源

海水含盐量的高低对盐的产

量起决定性作用 因受河口处入海

径流的影响 盐城海岸带的海水含

盐量由北向南逐渐减小 射阳河口

至斗龙港口沿海受下河地区入海

径流的影响含盐量较低 ∀配合土壤

条件和气象条件 盐城市苏北灌溉

总渠以北最有利于盐业生产 年日

照总时数达 ∗ 年平均

降 水 量 为 ∗ 据

∗ 年的资料统计 年平均

蒸发量为 土壤为中壤 !

重壤土和轻粘性土 土壤含盐量都

在 以上 土壤黏性大 渗透小 海

水浓度高 年平均盐度 ∗ 渠

南附近区热量条件同渠北相同 年

日照总时数约 年平均降水

量 左右 年平均蒸发量

左右 土壤为中壤和重壤

土 含盐量高 从发展盐业的自然

条件看 仍是盐城海岸带区的产盐

区 ∀因此在盐城沿海各县 !市中 响

水 !滨海 !射阳有较利于盐业生产

的自然条件 大丰次之 东台不宜

发展盐业生产 ∀ 年调查资料表

明 目前盐城海岸带各县市盐田面

积分别为 响水县 滨海县

射阳县 大丰市 ∀

港口资源

盐城海岸带气候温和 港口常

年不冻 波浪较小 泊稳条件较好

受台风和海雾的影响也较小 ∀大部

分海岸陆域广阔 建港库场用地富

足 有利于建港 ∀表 表明了盐城

海岸带港口资源及开发前景 ∀

旅游资源

盐城海岸带地势平坦 地处暖

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带 有典型的海

涂生态类型 ∀于 年和 年

分别建立了国家级丹顶鹤和麋鹿

自然保护区 ∀ 年冬 来越冬的

丹顶鹤达 只 占全世界总量

的一半 ∀盐城海岸带视野广漠 空

气新鲜 有绵绵数百里的海岸林

带 有 /风吹草低见牛羊0的滨海草

场 有港汊百出 !珍禽嬉戏的河口

苇田以及广袤无际的贝类俯拾可

采的粉砂质潮滩 是与基岩海岸和

砂质海岸迥然不同 !风情各异的另

一种海滨风光 旅游资源潜力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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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岸带资源潜势

综合评价

为反映盐城海岸带资源在不

同区域的集中程度及地域开发特

点 ∀依据盐城海岸带资源现状分

布 !数量及其发展趋势和开发利用

状况的分析 在对各种资源地域竞

争性 ! 资源质量进行评判的基础

上 运用灰色多目标决策的方法

依据各类资源的优势 地域竞争性

和质量进行效果测度 从而得出盐

城海岸带不同地区资源潜势地域

组合结构和资源潜势的优化排序

表 ∀从表 可以看出盐城海岸

带同一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地

区内的各种资源组合情况 ∀同一资

源在不同地区组合情况为 土地资

源以大丰潜势最大 !东台次之 !滨

海县最小 农业资源开发潜势以东

台最大 大丰次之 滨海最小 水产

资源以大丰最大 响水次之 滨海

最小 盐业资源开发潜势以响水最

大 射阳较大 滨海次之 且南边

的东台 !大丰两市盐业资源开发资

势非常小 港口资源中以响水县开

发潜势最大 射阳次之 东台最小

旅游资源开发潜势以射阳最大 大

丰较大 其余各县 !市均较小 ∀而不

同地区内的各种资源组合情况为

响水县盐业资源潜势最大 其次为

港口资源 滨海县资源潜势较大的

为土地和盐业资源 射阳县土地资

源潜势最大 旅游 !盐业资源潜势

较大 大丰市土地 !水产 !农业资源

潜势均较大 其次为旅游资源 东

台市农业和土地资源潜势较大 港

口资源潜势较小 ∀

由上述资源潜势优化排序可

知同一地域不同资源潜势的大小

以及同一资源在不同地域的潜势

大小 这一排序可为盐城市海岸带

资源的开发利用决策服务 ∀如渠北

的响水 ! 滨海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盐业及港口建设可作为重点 射阳

宜发展水产业 !旅游业和盐业 而

大丰 !东台则适宜发展为农林牧渔

综合区 ∀

盐城海岸带资源可持

续发展建议

近年来 随着盐城沿海开发利

用活动的不断加剧 海岸带生态环

境问题日益突出 海岸带生物多样

性受到严重威胁 海岸带自然和人

为灾害日益严重 要求对海岸带资

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引起足

够重视 使海岸带资源在开发利用

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

滩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

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相适应

生态环境的恶化大多表现在

由于土地资源的破坏 破坏了包括

土地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 打破了土地生态系统长期存

在的良性循环的格局≈ ∀因此 在

制订盐城海岸带滩涂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计划时 必须注意土地资源

的有限性和土地的负荷能力 即承

载力 以恢复土地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为标志 把需求和可能结合起

来 使二者互助协调一致 达到滩

涂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 ∀

协调人口2资源2环境之间

的关系

目前 盐城海岸带人口 2资源

2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 随着人口

迅速增加更加突出 由此引起的资

源短缺 !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受到

广泛关注 ∀为实现盐城海岸带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 需严格控制人口增

长速度 使人口增长维持在与资源

生产能力保持相对平衡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 从而使人口2资源2环境

矛盾得到缓和 减轻对资源环境的

压力 ∀

因地制宜原则

在盐城海岸带资源开发时 决

不可不作选取地任意安排利用项

目 必须依据盐城海岸带不同地区

对社会发展的主导功能 以该区的

自然属性 客观条件 和社会属性

需求 相结合作为原则 综合论

证 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以决定取

舍 如渠北的响水宜发展盐业和建

立港口 射阳以土地开发 ! 盐化工

及旅游业为宜 而大丰 ! 东台则适

宜作农林牧渔综合区 ∀因为在实

际上每一个具体的岸段 一般均难

以做到诸多开发项目的兼容并蓄

只能有主有次 特别是互相冲突的

开发更难以并存 强围垦可能挤掉

养殖 养殖可能影响交通或矿产和

油气的开发 排放污水可能造成污

染而危及水产业的发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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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朱校斌

加纳水产养殖考察报告

ΤΗΕ ΙΝς ΕΣΤΙΓ ΑΤΙΟΝ ΡΕΠΟΡΤ ΟΦ ΑΘΥΑΧΥΛΤΥΡΕ ΙΝ Γ ΗΑΝΑ

生态学原则

开发利用盐城海岸带资源时

必须充分注意自然界诸多因子之

间的关联性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所

有组成部分彼此的制约关系和生

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 将

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强

度控制在正常生态环境维持的允

许范围内 处理好开发利用强度与

资源潜力 !环境承载能力和纳污容

量之间的协调关系 ∀用生态平衡或

生态状况改善的成效来衡量开发

利用是否遵循生态学原则 ∀

综合利用原则

对该区全部的可利用资源 包

括物质的和空间与环境的 进行科

学评价 建立盐城海岸带资源信息

管理系统 对资源开发利用 !现状

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在

此基础上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综合利用 建立综合的 !可持续发

展型资源利用体系 为决策提供科

学和理论依据 ∀

建立自然保护区 充分利

用其价值和功能

盐城海岸带有典型代表意义

的生态系统和多种珍稀濒危动物

种 具有重要的科研意义和价值 ∀

如射阳县新洋港口至大丰市斗龙

港口潮滩上的草滩 !盐蒿滩 !人工

大米草滩为典型盐沼生境 盐沼植

物 !底栖与穴居生物组成了特殊的

盐沼生态系统 ∀目前盐城海岸带已

建有国家级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和

麋鹿自然保护区 ∀

立法

盐城海岸带是我国重要的一

片资源区域 在发展当地经济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由于缺乏

相应的法规依据 造成对这片海岸

带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活动无有

效的法律措施 而仅依靠宣传和教

育来约束不合理的利用活动是不

够的 急需建立相应的海岸带资源

开发利用立法 按法规办事 才是

保护海岸带资源 实现其可持续发

展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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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东省经贸委邀请 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派员随考察团一

行 人赴西非加纳考察 拟在加纳

投资兴建水产养殖和水产加工项目∀

概况

位于西非的加纳共和国 国土

面积 濒临大西洋的几

内亚湾 横跨东半球和西半球 大

约为西经 β ∗ 东经 β 北纬 β ∗

β 终年高温 属热带气候 ∀ ∗

月为雨季 ∗ 月气温较低 最低

为 ε ∗ 翌年 月为旱季 ∗

月气温较高 最高为 ε ∀年平

均降水量从北部和东南沿海往西

南高原地区由 递增至

∀沿海大部分土地和滩涂尚未开

发利用 ∀据加纳官方估计 仅加纳

沃尔特河三角洲可用于水产养殖

的面积即可达数万公顷 ∀但加纳的

海水养殖接近零 现由政府资助搞

试验性养虾 ∀作者参观了一个加纳

大学和政府有关部门兴建的养虾

试验点 对虾苗种为野生苗 总计

个虾池 每池 左右 水深平

均 ∀打了两旋网 仅获得 尾

虾 对虾体长 ∀池水盐度为 ∀

加纳及周边国家海水养殖业

目前正准备起步 政府部门积极性

很高 ∀居民收入较低 劳动力价格

比中国便宜 ∀社会治安良好 电力

供应较正常 未开发的滩涂面积很

大 ∀海水无工业污染 滩涂海拔高

度适宜 海水潮差较大 常年无台

风及风暴潮 ∀地处热带 可常年养

殖 ∀因尚未开始生产性养殖 鱼虾

发生暴发性传染病的可能性极小∀

水产业具有十分诱人的发展前

景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育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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