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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海滩涂资源十分丰富
,

开发利用历史悠久
。

我国东部黄淮海平原
、

长江下游

平原
、

珠江三角洲及辽河平原
,

约有 2 亿余亩属于古海涂地区
,

是我国农业
、

工商业
、

交通
、

航运发展的先驱地带
,

也是近代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
。

我国著名的商

埠和大
、

中城市多集中于此
。

据近期调查
,

我国沿海理论基准面以上的潮间带面积近 3 , 0 00 万亩
,

基准 面 以下至

一 15 米之间共有 2 亿余亩
,

更有潮上带未利用的滩涂约 7 00 万亩左右
。

而我国各大河流
,

如黄河
、

长江
、

珠江
、

辽河等
,

每年输送入海的泥沙约达 20 亿吨
,

所 含 氮
、

磷
、

钾成

分折算成标准化肥各确 l ,

00 Q万吨以上
,

更有腐殖质达 2
,

0 00 万吨以上
,

这是我国土地资

源的精华
,

都在沿海滩涂沉积
,

同时不断扩大面积
。

这些丰富的滩涂资 源 是 发展农
、

渔
、

林
、

牧
、

苇
、

盐业的 良好物质基础
。

围垦后适于发展水稻
、

早田
、

棉
、

麻
、

柑橘
、

糖

蔗等
,

并可大量发展水产养殖与捕捞多种富含蛋白质的鱼
、

虾
、

贝
、

藻类
。

在沿海丘陵
、

平原
,

宜于发展各种防护林
、

用材林和薪炭林
,

也是发展牧业
、

制盐
、

种苇
、

种植大米

草的主要基地
。

目前正进行对海涂资源综合考察
,

查清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

作出评价
,

并编制海涂资源区划
,

进而制订全面或局部的开发利用规划
。

在充分发挥海岸带的优势

时
,

亦应对河口
、

海岸
、

港湾
、

沿海的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多学 科 的 综 合研

究
,

为建立轻重工业
、

能源
、

矿产
、

国防
、

城乡
、

旅游基地以及发展航空
、

海运
、

交通

等事业服务
。

可以预期
,

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
,

丰富辽阔的海岸带和海涂资源
,

必将

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宝贵财富
,

对我国四化建设做出极其宏伟的贡献
。

一
、

我国沿海滩涂资源概况

我国海域辽阔
,

海岸线长达 1
.

8万公里
,

岛屿共 6 , 3 00 余个
。

滩涂分 布 于 渤 海
、

黄

海
、

东海
、

南海沿岸和各岛屿沿岸
,

自北向南跨越暖温带
、

亚热带及热带
。

) 10 ℃持续

期 140 一30 0天
,

年降水量 5 00 一 2 ,

20 0毫米
。

初步估算
,

潮间带海徐面积约 2
,

99 7万亩 (理

论基准面以上 )
,

至一 10 米的面积为 1 1
,

7玲万亩
。

在潮间带 以上的未垦荒滩约计 70 0万亩

左右
。

滩涂是海陆之间极为活跃的地带
,

举凡土壤
、

地貌
、

沉积都与潮汐
、

海浪及泥沙来

源密切碗关
。

我国主要河流
,

如黄河
、

长江
、

珠江
、

辽河等
,

每年入海 泥 沙 共 约 20 亿



吨
,

是我 国滩涂形成的丰富物质基础
。

根据每年入海泥沙量与主要河 口及平原海岸淤涨

速度
,

每年淤涨成陆面积约在 50 万亩以上
,

到 19 9 0年可淤涨 4 50 万亩
,

到 2 , 0 00 年可淤涨

1 ,

00 0万亩以上
。

滩涂沿岸一般都受海水影响
,

含盐量多在 2 一 3 %
,

而在河 口地区
,

土

壤及河水含盐量均在 0
.

5一 2 %左右
,

视潮汐涨退而异
。

滩涂 的资源丰富
。

据辽宁
、

浙江
、

广东等省对潮间盐土的分析
,

平均腐殖质含量约

1一 2 %
,

全氮和全磷约为 0
.

1 %左右
。

据估算
,

每年入海的 20 亿吨泥沙
,

含氮
、

磷成

分折合标准化肥各约 1
,

00 0余万吨
,

腐殖质含量达 2
,

00 0万吨 以上 ;
此项极为丰富的自然

资源都来 自各河流上游丘陵低山及平原农林牧地
。

特别是黄土 高原的土壤侵蚀
,

在黄河

下游及河 口 淤积大量泥沙
,

河床不断抬高形成地上河
,

每年筑 高河堤
,

费大量资金和劳

力
,

如遇特大洪流
,

就易决 口
。

建国以来
,

黄河泥沙没有显著减少
,

黄土高原与黄河 中

下游生态破坏 已达极严重程度
,

美国专家曾称为
“
大动脉出血

。 ”

沿海滩涂及海水 中确丰富的营养成分和浮游生物
、

底栖生物及潮间生物
,

为由初级

生产力转化为二级生产力创造 了条件
。

二
、

我国沿海滩涂的开发利用

我国沿海滩涂面积广阔
,

营养成分丰富
,

是适宜于围垦
、

水产养殖
、

种苇和晒盐的

基地
。

据初步估算
,

可供围垦的滩涂约有 l ,

60 0万亩
,

在潮上带已围未垦的荒滩约 7 00 万

亩左右
,

位于高潮滩的潮间带在近期和中期可供围垦的近 1 ,

00 0万亩
。

在高潮滩 下 部及

中低潮滩适于水产养殖的约 70 0余万亩
,

现 已建成养殖场的约 2 00 余万亩
;
在低潮位以下

的浅海滩地可供养殖
、

发展海洋农牧化滩涂约有 1 ,

30 0余万亩
,

可发展芦苇的河 rJ 淤泥质

沼泽化滩涂约有 20 0一 40 0万 亩
,

主要分布于辽
、

冀
、

鲁
、

苏等省的河 口地区
,

海水盐度

高
,

蒸发量大
,

而滩涂稳定的高潮滩约肩数百万亩
,

可开发为盐田
。

现将我国沿海滩涂

因地制宜
,

发展围垦
、

水产养殖
、

种苇
、

制盐设想分述如下
:

(一 ) 沿海滩涂的围垦

我国沿海各省
、

市
、

区
,

人口稠密
,

而土地面积较少
。

如辽宁省沿海地区
,

平均每

人耕地约 1
.

5亩
,

而在南方如浙
、

闽
、

粤诸省
,

沿海地区每人平均耕地仅 0
.

5亩左右
,

因

此围垦海涂
,

扩大土地面积
,

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
,

对发展经济仍毛必须
。

建国以

来
,

沿海各省
、

市
、

区共围海涂面积约 1
,

8 00 万亩
,

平均每年围涂面积约 创 万亩
,

约有

60 %的面积 已垦殖利用
,

即平均每年净增耕地约 36 万亩
,

每年产粮 2 一 3 亿斤及大量糖
-

蔗
、

棉花等经济作物
。

据建国30 多年来累计
,

平均每年可产粮 2 。一 30 亿斤
,

价值约 3 一

4
。

5亿元
,

即一年收入可偿还全部围堤投资
。

当然
,

每年 尚须投资数千万元供基本 建设

之用
。

从沿海滩涂资源潜力看
,

今后仍可每年围垦数十万亩
,

如累计至 2 0 0 0年
,

尚可发
_

挥滩 面平缓
、

肥力丰富的优势
。

如北黄海沿岸的东沟
、

庄河两县
,

近期尚可围垦滩涂约 50

万亩
。

该区主要河流如鸭绿江
、

大洋河
、

碧流河
,

多年平均径流量可达 3 1 7
.

4亿立方米
,

充足的淡水资源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滩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全国沿海可围 垦 面 积 超过

10 0万亩的尚有冀东
、

黄河 口
、

苏北沿海
、

浙东及珠江口等地
,

如能酌量增加 投 资
,

并

采取现代化技术
,

则围垦面积尚可扩大
,

时间尚可缩短
。

在围垦同时
,

尚须解决灌溉淡



水水 源
。

在水源丰富地区
,

可多开辟为稻田 ;
水源不足地区

,

可因地 制 宜
,

开 辟 为棉

田
、

蔗田
,

种植牧草
,

发展畜牧业
,

并应建设防护林体系
,

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

防风固

沙
,

保护农牧及渔业
。

同时须合理轮作施肥
,

用地养地相结合
,

改 良土壤
,

防止次生盐溃化
。

`二 ; 发展沿海水产养殖与捕捞

沿海滩涂具有 良好的水产养殖的生态环境
,

应发挥其优势
,

开辟为水产养殖场
。

近

年来改变了经营方式
,

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水产资源措施
,

水产养殖事业得 到 较 快 的恢

复
。

论及年
,

水产养殖面积已发展到 2 00 余万亩
,

占可养面积的 1 0 % 左 右
,

比 1 9 5 4年

增 4
.

6倍
.

而产量增 5
。

2倍
,

养殖总产量达 46 万吨
,

占海产总产量的 1迁%
。

人工对虾养殖

近年来有迅速发展
,

我国沿海已有 90 余个县市养殖了对虾
,

其中九个县市年产 超 过 1 00

吨
,

山东的文登
、

江苏的赣榆县均超过 5 00 吨
。

我国对虾产品在国际市场享响 较 好的信

誉
。

而海带等藻类养殖
,

年产干品约达 30 万吨
。

我国贝
、

蟹
、

鱼
、

藻类的养殖和分布
,

大致在位于潮间带的中下部至水深 10 一 15 米的范围
。

由于适生环境的不同
,

水产生物资

源的品种分布在地区上 也有明显的差异
。

很多海珍品
,

如刺参
、

扇贝
、

鲍鱼
、

珍珠贝等

多养殖在潮
一

「带
。

我国由于近年来改变了经营方式
,

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资源措施
,

水产

养殖业和捕捞
、

}: 都得到较快的发展
,

产量也大幅度增长
。 “
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

” ,

是我

国也是全世界发展海洋水产的新途径
。 “ 浅海农业 ” 活动范围主要是沿海滩涂

、

沼泽
、

港湾及二三十米等深线以内的海域
。 “ 海洋牧业

” 是把人工培养的鱼虾苗
, “

放养
” 或

“ 放牧
” 到饵料很丰富的浅海中

,

达到大幅度高产稳产
。

据我国海洋生物学家的远景设

想
,

在提高海洋水产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保护措施后
,

到 2。。。年时
,

把我国海洋水产

生产从现有的年产 3 “ 万吨提 高到 1
,

。00 万吨
,

是韦可能的
。

到下一世 纪
,

生 产 提 高到

艺
,

。 。。一 3
,

洲。万吨
,

是我国海洋水产发展的远景战略目标
。

扩大海洋生物的科学研究力

量
,

同时开展海洋生态系的研究
,

是实现海洋农牧化的理论基础
。

(三 ) 发展苇田

我国沿海地区
,

约不苇田 2 00 万亩
,

占全国苇田的 4 0 %
,

主要分布在 辽 宁
、

天津
、

河北
、

山东
、

江苏
、

上海等省市沿海地区
,

年产苇约 45 万吨
。

芦苇是重要的造纸原料和

编织的农副业原料
,

芦苇在含盐量 0
。

7 % 以下灌溉水与土壤中生长正常
。

从现响海涂资源估计
,

沿海地区在 19 8 5一 2 0 0 0年
,

尚可扩大苇田面积约 1 60 万亩
,

主要在辽宁丹东
、

营口
、

锦州
,

河北柏各庄
,

天津市
,

山东沽化
、

利津
,

江苏的射阳
、

东 台等沿海地区
。

今后须加强苇田科学管理
,

使单位面积产量由目前的每亩知 。公 斤
,

提 高 到 50 。一

飞
,

。阳公斤
,

如辽滨苇场
,

平均亩产 6 50 公斤
,

丹东纸厂苇场 19 8 1年平均亩产 50 0公斤
,

可

知芦苇增产潜力很大
。

(四 ) 发展盐业

我国海盐生产占全国盐产量 80 %
,

目前沿海海盐总面积约有 5 00 万亩
,

生产 面 积约

3 (
, 。万亩

。

盐场主要分布于辽宁
、

河北
、

天津
、

山东及江苏等省 市
,

占 全 国 盐 产 量的

2 / 3
。

在长江 口 以南盐场规模较小
,

布局亦较分散
。

盐田产量差异很大
,

高的每 公 顷可

产盐 10 0吨
,

一般仅产盐 20 一 30 吨
。

盐业生产的经济价值较高
,

每亩产值 可 达 5 00 元左

右
。

今后盐业生产主要满足社会生活和工业用盐的需要量
,

有必要对现稿沿海盐场布局



作适当调整
,

以便充分发挥国营盐场的增产潜力
,

逐步进行技术改造
,

进一步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
,

为今后化学工业发展
,

提供大星海盐
,

打好物质基础
。

估计 随着我国今后国

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盐田面积尚确发展 的潜力
。

对一些产量低且不易改造的盐田须进行

调整
,

废盐田为农牧
,

发挥其优势
。

(五 ) 注意生态平衡和综合开发利用问题

我国沿海地区
,

排 出大量工 业和生活污水
,

每年达 6诬亿吨
,

农药约 17 万吨
,

主要确

石油
、

汞
、

锅
、

铅
、

锌
、

砷
、

铬
、

氰化物及挥发酚等
。

我国河口及港湾
,

由于污染物质

的积累
,

且部份在海洋生物中富集
,

导致大量鱼
、

贝衰退和死亡
。

因此
,

综合治理
,

减

少污水源
,

净化污水
,

保护滩涂和水产资源
,

十分重要
。

我国南亚热带及热带沿海地区
,

原确红树林生长
,

肩促淤
、

防浪
、

护堤等作用
,

亦

系近海生物回游产卵的场所
,

其木材可做家具和提取单宁等用
。

由于红树林遭受人为的

严重破坏
,

使生态失去平衡
,

对海岸防浪护堤及发展农业
、

渔业颇为不利
,

因此须有计

划发展红树林
,

以利海岸生态平衡
,

保护农 田
,

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

也有助于解决

沿海木材和薪炭的供应问题
。

大米草系近年来在苏
、

浙沿海滩涂上栽种 的耐盐植物
,

面积已近 50 万亩
,

能促淤
、

护堤
,

并可作饲料和造纸用
,

也是沿海发展农
、

牧
、

渔业的毛益的植物
。

沿海滩涂资源
,

主要分布在海陆交界的过渡地带
,

因受海岸动力影响
,

开发利用必

须根据生态环境特点
,

和利用 已有基础
,

进行综合开发
。

在搞清资源 特 点 的 基础上
,

进行综合区划和规划
,

以达到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
,

既要分段划片
,

进行农
、

林
、

牧
、

渔
、

苇
、

盐的最适利用
,

也要考虑投资少
,

收益大
。

资源开发利用中 也 要 采 取保护
、

管理与符合国土整治的总 原则
,

对河 口
、

海岸
、

海湾的污染物须进行监测
,

并杜绝污染

源及采取确效的净化措施
。

此外
,

对滩涂开发利用亦必与淡水资源
,

海港建设
,

发展灌

溉
、

交通
、

航运
,

整治航道
,

修建海堤等密切结合
,

既要充分发扬海岸带 自然资源的优

势
,

开发利用
,

也要符合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
。

对沿海滩涂进行综合考察
,

开发利用
,

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整治
,

是一项发展 国民经济与国土整治的重要项 目
,

并将对四化建设

做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