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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基岩沙质海岸北起胶莱河口 蜿蜒曲

折 经烟台 !青岛 !日照等地 南达绣针河口 长

∀这里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季风性气候 经常出现强

风天气并伴随大浪 ∀

烟台沿海防护林的发展

山东半岛基岩沙质海岸带的森林 由于在历史上

长期受到人类的砍伐和战争的破坏等原因 已所剩无

几 除少数残疏林外 大部分为荒山 !荒滩 !秃岭 ∀建国

后 人民群众大规模地在泥沙质海岸上栽种海岸防护

林 主要分布在日照 !牟平 !胶南 !荣成 !文登和蓬莱等

地 主要树种是黑松 !赤松 !刺槐 !紫穗槐和柽柳等 ≈

其发展过程有 个 ∀ 垦殖期 从上世纪 年代到

年代末结束 经历半个世纪 其间又经历了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为树种选择 主要是 年代选种了日本

黑松 年代选种了刺槐与紫穗槐 ∗ 年代 将

杨柳等 多种乡土树种进行试验 终选定了 一松

两槐 为基本树种 ∀又经过 年代的造林鼎盛阶段

以年进度近 的造林速度迅速消灭了沙荒 ∀

扩展期 自完成治沙造林到 年代末 大约

以组装配套方式即海防林与护田林 护村林相互配套

的方式有计划地进行林业建设 它始终呈现扩展态

势 防护林体系调节气候 减灾促农的作用日益明

显 ∀到 年代 烟台和威海两市海防林面积达

多 占海滩总面积的 林木总蓄积量达

多 ≈ ∀ 拓建期 进入 年代以

来 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 不顾

防护林的生态效益 盲目侵占挖掘海防林 ∀而此时造

林速度却大大低于海防林的破坏速度 甚至只有破

坏 没有建设 海岸带内的一些地区植被覆盖消失 海

防林退化严重 流沙又起 荒漠化加剧 海滩和海岸侵

蚀 岸后湿地消失 ∀

海岸地貌稳定性的破坏因素

泥沙质海岸的稳定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即海岸

侵蚀和堆积的动态平衡 由于这种平衡使海岸相对稳

定 ∀保持海岸稳定性 能够保证沿海海岸带内工农业

正常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但是 人们对海防林的破坏

使海岸的稳定性日趋变弱 ∀

流沙

山东半岛气候属于暖温带季风性气候 秋冬和春

夏风向基本相反且风力强大 ∀国内外研究表明

高处风速达 ∗ 时 土粒便开始移动 当风速达

到 ∗ 时 则发生滚动 ∗ 跳动 ∗ 浮动 ∀而山东半

岛冬春达此风速的天气比较频繁 往往在海岸上推动

沙丘移动 ∀

进入 年代以后 随着人们经济意识的提高 人

们在海岸上大量采伐海防林 挖塘养鱼 更有甚者 伐

林挖沙 ∀ 使海防林可保护作用荡然无存 造成海岸

流沙危害严重 严重威胁海岸的稳定 ∀如烟台市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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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姜格庄镇东场村 几年前 仅为卖这里的海沙 方便

车辆运输 村里在海防林带中开辟了一条南北长

宽 的道路 致使 棵 年树龄的白顶

松被采伐 但沙土路至今也没有派上用场 ∀由于海防

林被破坏 海岸上的海陆风加大 陆风将海岸上的浮

沙大量地吹入海中 ∀使海滩沙量减少 使海滩变得平

坦 在高潮位时 海水大面积倒灌 加大了海水侵蚀的

范围 ∀

海岸侵蚀

所谓海岸侵蚀是指海岸在海洋动力作用下 沿岸

泥沙减少或沿岸失沙而引起的海岸后退的破坏性进

程 ∀目前 烟台的海岸侵蚀愈演愈烈 例如 烟台经济

开发区套子湾 近 来 海岸后退达 ∗ ∀给

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日益严重的安全隐患 ∀

海岸侵蚀危害严重 主要表现在 影响海岸稳

定性 一方面 损失土地 沿海沙滩 !滩涂 !湿地受破

坏 造成旅游资源和水产资源数量减少 质量下降 另

一方面 侵蚀的泥沙被搬至海湾内堆积 造成港口淤

塞 ∀ 毁坏海堤等海岸防护工程及其它沿岸设施 ∀

海岸侵蚀加剧的原因很多 有自然方面的原因

更有人为方面的原因 ∀自然原因主要有 海面上

升 海面上升使海岸潮位抬高 拍岸浪作用增强 使侵

蚀面升高和侵蚀面积增大 另外 海面上升会使河流

侵蚀基准面升高 加剧河流溯源堆积 使河流挟沙量

减少 ∀ 风暴潮袭击 风暴潮是由台风 !大风 !寒潮等

灾害性天气引起的 伴随大风的海平面异常升高 有

时和天文大潮相叠加 潮位暴涨 ∀海浪作用范围加大

力量加强 是造成海岸侵蚀加剧的重要原因 ∀ 河流

输沙量减少 由于降水减少等原因 使河流流量减少

加之河床上修建大量水库河坝 使底移泥沙沉积在水

库中 破坏了海岸的冲淤平衡 造成海水的侵蚀作用

加剧 ∀人为因素对海岸破坏主要表现在 人们对海岸

植被的破坏 海岸采沙和对海岸自然地貌的破坏 ∀对

于烟台海岸侵蚀加剧来说 人为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 ∀

沿海防护林的地貌作用

防风固沙

海防林带的防风作用是使风在通过林带障碍时

风能降低 风速减缓 使得林带的迎风面和背风面的

近地面的风速都要减小 风速降低了 风的起沙作用

也就减弱了 ∀相反 使由风从滩面上带来的悬浮泥沙

在林带中减速并沉降 不断加积岸后高程 造成有林

地比无林地相对高差高 ∗ 逐渐造就了有林地

带的风积 ) ) ) 海积阶地 ∀防护林还能起到降低林内温

度的作用 森林能够把吸收的能量的 变为蒸发潜

能 所以就能控制这一部分气温的上升 在完全郁闭

的森林中 夏季晴朗的白天 林内 高处的气温

要比林外低 ε 从林缘向林外气温则随之升高 ∀在

充分郁闭的防护林中 地温在夏季也比林外地温要

低 再加之防护林内的风速的降低 因此使得林内的

蒸发作用大为降低 从而保证了林内沙地的相当潮

湿 沙粒不易被风扬起 这就起到了固沙的作用 ∀再

者 防护林还能够通过本身和林内植被的根系牢牢抓

住海沙 ∀同时防护林和林内植被的枯枝落叶层也覆盖

在林内沙土之上 起到防止风起沙的作用 保护海岸

的稳定 ∀海防林对海岸的防护还通过林前的灌木草丛

来起作用 灌木草丛能够通过本身的根系抓住海沙

使海沙不被海浪淘蚀走 ∀在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的

一些海防林保护较好的地带 林前是以紫穗槐为主的

灌木草丛 这些海岸植被保护了海岸 在海滩上形成

一个陡坎 挡住了高潮海水的入侵 而在海岸植被破

坏严重的地带 往往海岸较缓 高潮海水漫淹的范围

也较大 ∀

涵养水源

有森林的地方 常常是云雾多 雨雪多 因为云是

水汽上升而形成的 ∀在防护林区 树木就像抽水机一

样 从土壤中吸取大量的水 再通过树冠的自然蒸发

和生理蒸腾作用散发到空中 因而林内的空气湿度比

林外高 ∗ 水汽多是成云致雨的一个条

件 其次 据测定 树林每年要从土中吸收

∗ 水 消耗五亿卡热量 这就降

低了林内的气温 气温低 再加上水汽多 空气中的水

汽就容易凝结 往往容易形成降雨和雾露 使林内较

潮湿 ∀长期研究表明林地雨水比无林地增加

∗ ∀ 防护林的存在也大大改变了雨水的分

配 森林中的雨水 有一部分被树叶 !树枝阻挡 再慢

慢蒸发到空气中 这一部分占总雨量的 ∗

另一部分进入林地 被海绵状的枯枝落叶层吸收

的枯枝落叶能含蓄 ∗ 水 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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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渗入沙土中 剩下的地表径流就不多了 ≈ ∀枯枝

落叶层中的绝大部分水也是慢慢渗入地下的 又基本

上没有地表径流 能够防止降水和降水形成的地表径

流对海岸的直接冲刷作用 保护海岸的稳定 ∀枯枝落

叶层能够使大量的雨水保持在沙土中 使林下的灌木

草丛和防护林本身能得到更多的水分 保证它们成长

的需要 ∀

消浪增淤

风暴潮对于海岸具有极大的侵蚀作用 其破坏作

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高潮 二是巨浪 ∀高潮潮水在

向海岸推移过程中 潮水与海滩泥沙发生摩擦作用

搅起大量的泥沙 由潮水携带着冲向海岸 其后果是

将鱼塘淤满 将海岸植被埋没 如海阳市潮里镇的虾

池在 号台风暴潮时全部被淤平 ∀海岸上的灌木

草丛能够通过与潮水的摩擦 降低潮水的携沙能力

另外 海岸上的灌木草丛能够固定海岸泥沙 防止潮

水将泥沙带走 同时对已携带的泥沙 灌木草丛能够

通过与潮水摩擦 使泥沙大量沉积 减轻潮水对海岸

的破坏作用 ∀海岸植被对大风浪的防治作用也主要通

过海浪对海浪与植被的摩擦作用 减缓海浪的作用

力 减轻海浪的破坏作用 ∀还能使海浪对海岸的拍击

主要作用于海岸植被 而不直接作用于海岸泥沙 减

轻海浪的破坏作用 ∀海岸植被对风暴潮的抵制作用在

我国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浙江遭受 号台风

暴潮时 苍南县东堤长 北段滩面种有 ∗

宽的互花米草 南段没有 结果 北段安然无

恙 南段堤身严重毁坏 部分地段夷为平地 ∀再如 温

岭市南门涂外塘 种有互花米草的 滩面海堤完

好无损 而另外 滩面无植被 这里的海堤被打

开两个缺口 长 ∀

此外 海防林和一些灌木草丛可有效地改良沿海

盐碱性土壤 ≈ 加上人工改土措施 可大大改善洼地

和海滩盐土地的生态环境 是增加海滩稳定性的重要

保证 ∀

结论与建议

结论

沿海防护林对泥沙质海岸的稳定性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没有它 沿海会形成风成沙丘等地貌景观

并引起诸如海岸侵蚀 !海水倒灌 !沙尘暴等自然灾害

拥有它 沿海会形成平坦完整的海岸平原 良好的生

态环境 不仅会促进农林牧渔的发展 而且会极大提

高沿海地区各种可利用资源的经济价值 ∀

建议

随着烟台经济建设的发展 沿途地区的海水养殖

业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人们对海防林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 那么对海防林的破坏也将愈演愈烈 坚

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要既保证海洋经济的发展 又

要保持海岸的稳定 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 ∀为此 笔

者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

识 加强对海防林重要性的宣传 依法治林 加大海防

林的监管力度 为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要加大科技

投入 使海水养殖向深水发展 提高海岸带内农业生

产的经济效益 改变近海养殖对海岸的过度依赖的现

状 减少直至消除因经济因素而破坏海防林 加强

对现有海防林的保护 防止对海岸植被的进一步破

坏 ∀对退化林带做好有计划的更替 对已采伐地带进

行补救措施 不能让海岸裸露 尽快恢复植被 总

结经验教训 向先进的海防林地区 ≈ 和国家学习 将

海防林建设纳入海岸经济的总体规划当中 ∀开放政

策 允许和鼓励企业和个人共同来投资和经营沿岸林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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