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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沿海海洋荒漠化的趋势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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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不仅存在于陆地 就其特征而言 海洋同

样存在荒漠化 ∀

年在联合国世界荒漠会议上对荒漠化提出

下列定义 / 荒漠化是干旱区 半干旱区和某些湿润地

区生态系统的贫瘠化 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干旱共同影

响的结果 这些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可以用测定优势

植物生产力的下降 生物量的变动 动植物区系的差

异 土壤退化和对人类所增加的危害等等予以表

达0 ∀ 陆地荒漠化多发生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 可以

从植被退化 土地沙化等外观上很容易发觉 发生荒

漠化的区域往往是受破坏比较严重的区域 与此相对

应 海洋荒漠化也可以形容成海洋生态系统的贫瘠

化 其主要原因是海域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 具体体

现在海域生产力的降低 海水水质的恶化以及赤潮等

生物灾害频繁暴发 ∀与陆地荒漠化不同的是 除非是

污染非常严重 海洋荒漠化从外观上一般难以察觉

而且由于海水和生物的流动性 往往是/ 源头0海域受

到破坏 影响毗邻甚至整个海域的生态环境 ∀由于人

类不合理的开发 广东沿海正日益凸现出海洋荒漠化

的迹象 海水水质恶化和赤潮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历经了多年的局部休渔和去年一个月的全面休渔

后 从渔获看 水产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仍在持续下降

说明问题已不仅仅是过度捕捞 而很可能是整个海域

生产力正在衰退 ∀

众所周知 浮游生物是海洋食物链的首端 控制

着海洋生态系统的总生物容量 而由于海湾尤其是河

口湾内营养物质丰富 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加之海水盐

度和能量水平的不同 成为不同海洋生物的洄游 !繁

育和索饵场所 是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总量和生物

多样性的关键所在 ∀根据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的结果 ≈ 我省沿海浮游植物年平均总量为 ≅

个 夏季珠江河口区最高 达 ≅ 个 秋

季韩江口最大 达 ≅ 个 浮游动物平均总

生物量为 以珠江口海区最高 一般在

以上 局部甚至高达 ∗

∀珠江口每年每平方米产生热量达 ≅ 以

上 为大陆架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 倍以上 为深

海生态系统的 倍以上 ∀

另外 沿海滩涂湿地也是控制海洋生态系统总生

物容量的重要要素 ∀滩涂本身就容纳大量生物 据调

查 全省海岸带底栖生物总平均生物量为
≈ 而其中滩涂平均生物量为 是总平

均数的 倍 ∀由于地处水陆交界 营养物质丰富 埋

藏 !隐蔽条件好 滩涂湿地不但成为许多海洋生物的

天然繁殖场 更成为海洋生物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 ∀

在广东沿海 凡河口 !海湾 ! 湖内分布有大片滩涂湿

地的 其口外都有一个渔场 如汕头 !汕尾 !珠江口 !闸

坡 !博贺及湛江等 ∀

由此可见 保护河口 !海湾 !滩涂生态系统对于保

持海洋生态系统中生物总量 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有着

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在广东省沿海 往

往是象河口 !海湾 !滩涂等这类生物量最丰富 初级生

产力最高的区域 其沿岸经济最发达 海岸开发强度

最大 海域污染最为严重 ∀如果说 陆地荒漠化由于人

的活动和干旱共同影响的结果 那么可以认为 广东

省近岸海域的海洋荒漠化趋势主要是因为 / 人的活

动0所造成的 ∀此类活动主要包括以下 种 ∀

大量的围填海工程

不可否认 围填海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 很多

时候也是自然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滩涂浅海利

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围填海工程给广东沿海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整治河口 !海湾 缓解广东沿

海人多地少的矛盾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海岸带和

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结果 广东沿海 年滩涂面积

为 以这一年为界 ∗ 年围填海

面积为 这一时期的围填海绝大部分是由

广东省渔业局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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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8 年广东省废水排放情况

地区

废水总量

排放量 占全省比例

≅

工业废水

排放量 占全省比例

≅

生活污水

排放量 占全省比例

≅

珠江口

沿海

全省    

注 珠江口包括深圳 !东莞 !广州 !中山 !珠海和江门 沿海包括潮州 !汕头 !揭阳 !汕尾 !惠州 !深圳 !东莞 !广州 !中山 !珠海 !江门 !阳江 !茂名和湛

江 ∀

水利部门主持进行的 以省和各级政府专项拨款为主

重点在于扩大耕地面积 ∗ 年围填海面积为

多以地方筹款为主 围填海多集中于经济较

发达地区或地级市所在的港湾 !河口 靠近城镇的围填

海主要作建设用地 其余则多用于水产养殖 ∀

据统计 由于长期围填海 湛江港内水域面积比

解放初期减少 纳潮量减少 汕头湾水域面积

减少 纳潮量减少 沿海的长沙湾 !乌坎港和

鸡打港作为港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珠江口更是围填

海的重中之重 仅 ∗ 年 间就有 ≅

海域变成陆地和渔塘 而大屿山 !横琴岛 !高栏岛 !

大襟岛连线以北 珠江各口门以南的海域面积不过

照这个围填海速度 加上自然淤积 不出

百年 伶仃洋就会变成伶仃河了 ∀

这里不对围填海的合法 ! 合理性做过多的论述

但可以肯定的是 围填海对于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

尤其是中潮带以下的围填海 ∀

首先 围填海将减少水域面积和纳潮量 减少海

洋生物的生存活动空间 降低环境自净能力和承载能

力 最终减少本地海域生物总量和导致环境恶化 ∀

第二 围填海的对象多为滩涂 滩涂是大量滩生

生物的生存场所和众多海洋生物的繁殖场所 生存场

所和繁殖场所的减少或者消失意味着从源头上破坏

本地及毗邻海域生物多样性以及减少生物总量 ∀

第三 滩涂生海洋生物是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即便是局部的削弱或消亡所引起的

连锁反应也将使整个沿海生物种类和生物总量的发

生变化 后果难以估量 ∀

令人担心的是 虽然出台了不少有关法规制度

沿海各地围填海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柘林湾 !韩

江口 !南澳岛 !大亚湾 !深圳湾 !伶仃洋 !磨刀门 !鸡啼

门 !黄茅海 !湛江港等都有当地政府的围填海工程规

划或意向 有的正在施工 当地居民自发性的围填海

行为更是数不胜数 而沿海 个地级市 仅汕头市将

汕头港划为禁止围填海区 其他各市和全省范围的禁

止围填海区规划依旧滞后 ∀

日益增多的海域污染

据统计 海域污染 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 主

要是通过水和大气的途径进入海洋 ∀影响最大的莫过

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 年代以来 工业废水排放

得到控制 稳定在 ≅ 上下 近年来还有明显

降低趋势 但与此同时生活污水却在迅速增加 并带

动了废水总量的持续增加 见图 ∀ 年广东省废

水排放总量达 ≅ 其中工业废水 ≅

生活污水 ≅ 这其中还不包括香港

和澳门的废水 ∀

图 ∗ 年广东省废水排放的增长趋势

从地区看 废水排放主要集中在沿海 尤其是集

中在珠江口 见表 年 沿海废水排放总量达

≅ 珠江口废水排放总量达 ≅

∀

与污染增长相比 广东省的污染治理相对滞后 ∀

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全省为 沿海仅为

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或

处理不达标而被排放 其中大部分最终将流入大海 ∀

生活污水的处理率就更低了 全省 个地级市中只

有 个市有城市污水处理厂 其中沿海 个市只有

个建有 个城市污水处理厂 如果满负荷运行 全

省的生活污水处理量也只有 ≅ 沿海仅为

≅ 其中还包括工业废水 ≅

处理率都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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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开发强度的加大 海上污染也日益加

剧 ∀在广东省沿海 港口码头 !水产养殖也是近海尤其

是海湾的重要污染源 ∀

一般认为 广东省近岸海域大部分水质良好 只

是局部污染严重 ∀其实许多污染严重的/ 局部海域0从

生态环境角度来看恰恰是最关键 最具价值的海域

如河口 !海湾等等 ∀而这些河口和海湾由于口外多布

有大量岛屿或发育有浅滩 使区内水流速度减速慢

海水交换条件受到不同程度制约 海域自净能力非常

有限 ∀据 年沿海地区陆源污染物排海的通量调

查 ≈ 随陆源水排放入大海的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 !

汞 !镉 !铅 !六价铬 !砷 !氰化物 !石油类 !无机氮和无机

磷等 种物质 共计 ≅ 其中纳入珠江口

海域的各种污染物占沿海总量的 以上 在沿海

开展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的 个市中 深圳 !珠海 !湛江

近岸海域水质均超 类海水标准 阳江也仅为 类水

质 °浓度是引发赤潮主要因素之一 全国

沿海的平均浓度为 Λ 而珠江口达

Λ 深圳湾达 Λ ∀让人更不乐观的是

一些原本生态环境较好的/ 精华0海域 由于人类的趋

利行为也将受到严重污染 ∀如大亚湾是第一个省级的

水产资源自然保护区 是广东沿海主要的鱼虾类洄

游 !繁殖场所之一 但根据近期规划 沿岸将有两个核

电站 两个大港口 一个油码头 一个大型石化基地

和一个大型 电站 并且在湾内还要布置至少一

个大型排污口和两条深水航道 又如惠来的靖海沿岸

和汕尾的遮浪至施公寮沿岸属于广东省沿海底栖生

物量最大的海区 海珍品资源非常丰富 但根据电力

部门规划 这两处都将建立大型燃煤电站 ∀

海域污染会造成诸如海洋生物毒素富集 窒息死

亡 引发赤潮 水体缺氧等等 使海洋生态系统变得脆

弱 甚至导致衰退 而作为产卵场 繁殖场的河口 !海

湾 其污染给整个海域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是不

言而喻的 ∀

水土流失的加剧

广东各入海河流流域都不同程度存在水土流失

的问题 并且有逐年加剧的趋势 ∀大量泥沙入海 会打

破区域内生态平衡 同时使人们出于水利等原因又不

得不围垦滩涂 对于生态环境造成比较大的危害 主

要体现在 点

淤塞港湾

河口 !海湾输沙量的增加 将会加速沿岸滩涂的

发育 抬高拦门浅滩 增加海底泥沙淤积量 加上围

垦 最终将减少水域面积和纳潮量 降低海区生态系

统的环境容量 ∀广东沿岸不少小河口 !小海湾就是因

此原因而缩窄甚至消失 ∀

改变滩涂生物的生存环境

由于滩涂发育的加速 滩涂淤高过程加快 滩涂

质地变化的频率和幅度加大 滩涂生物的生存环境改

变过大过快 将会使生物难以适应 最终导致滩涂生

物的减少 并通过食物链影响其他生物 ∀

造成水下地形平坦化

泥沙入海后 因水动力条件而扩散 视距离远近

海底会不同程度被泥沙覆盖 使水下地形平坦化 入

海泥沙的增多将加剧这一进程 ∀据调查 崎岖的水下

地形比平坦的水下地形能容纳更多的生物量和更多

的生物类型 水下地形平坦化的加剧无疑将影响海洋

生物的多样性和生物总量 ∀

过度的海洋捕捞

近十几年来 华南沿海渔船增长失控 海洋捕捞

过度 加之盲目的捕大弃小 致使海洋渔业资源急剧

下降 万山春汛 !粤东春汛 !甲子秋汛等 大渔汛已销

声匿迹 ∀虽然捕捞量一直在稳定增长 但单位捕捞量

却已大大下降 渔获逐年呈低质化 个体也趋小型

化 ∀据计算 南海海域最佳年捕捞量为 ≅ 而

现在实际年捕捞量却在 ≅ 以上 近岸海域的

超捕现象则更为严重 今年上半年 广东沿海出海捕

捞船只十船九亏 休渔期结束后 渔民肯定会将上半

年的损失夺回来 在日益先进和野蛮的捕捞方式面

前 两个月的休渔成果只怕又将化为泡影 ∀在海洋渔

业资源急剧下降的今天 仅仅实现捕捞数量上的零增

长和短短两个月的休渔对南海渔业资源的恢复恐怕

远远不够 ∀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全社会的生态环境意

识在不断加强 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土

地压力将越来越大 沿海开发强度也会越来越大 可

以预见 在未来十几年里 海洋捕捞强度和水土流失

可能会得到有效遏制 但围填海和海域污染的增加趋

势不会得到根本扭转 海洋生态系统和海域生产力仍

会继续衰退 海洋荒漠化离我们并不遥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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