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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口环境问题及其可持续管理对策

白军红 , 邓伟
(中国科学院 长春地理研究所 湿地过程与环境开放实验室 , 吉林 长春 130021)

摘　要: 河口位于河流—海洋交互区 ,是一具有重大资源潜力和环境效益的湿地生态系统类型。 但由于长

期以来不合理地开发利用 ,已导致了中国河口生境退化 ,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 ,环境污染加剧 ,海岸侵蚀及

河口淤积日益严重等环境问题 ,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河口资源势在必行。 分析了我国河口面临的威胁 ,河

口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持续管理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 河口 ; 环境问题 ; 可持续管理 ; 对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288X ( 2001) 06— 0012— 04　　 　　　中图分类号: X144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Estuaries in China

BAI Jun-hong , DEN G Wei

( Lab. for W etland Process and Environment, Changchu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021, J ilin Province , PRC )

Abstract: Estuary locates the intersecting zone betw een ocean and river, it is the w et land ecosy stem ty pe w ith

g reat resources potent and envi ronmental v alues. Besides it can provide a lo t of foods, materials and w ater re-

sources, i t can keep regional eco-balance, maintain biodiv ersity and rare species, reg ulate w ater resources, co nt rol

f lood and fight natural adversi ties, deg rade pollutio ns and prov ide t rip etc. . How ever, owing to the unreasonable

exploi tation and utili z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living environm ent has deg enerated, biodiv ersi ty has decreased se-

riously, the envi ronmental pollution, erosio n of coast and estuary deposition hav e been agg rav ated. It is imperativ e

to conserv e and utili ze reasonably estuary resources. The menaces faced with of estuaries and the main problems

during the management , co nservation and utili za tion of Chinese estuaries are analy zed, and the sustainable man-

agem en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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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河口的概况

河流是海陆相互作用的桥梁。每年世界经河流入

海的沉积物总量达 1. 35× 10
10

t ,其中 70%源自欧亚

及太平洋与印度洋周边大的岛屿
[1 ]
。中国入海河流的

水量仅占全球入海水量的 5% ;而输沙量却占 15%～

20% ;并且处于温带与亚热带河流的水量及沙量季节

性变化显著 ,通常河流在汛期的水、沙量可占全年

70%～ 80% [2 ]。

从生物地球化学的角度讲 ,河口是一位于河流—

海洋交互区的水体 ,其中来自于陆地的径流 (河水 )与

海水相互混合 ,水的盐度从河水的接近于零连续增加

到正常海水的数值 ,水体中的生物群落处于陆地与海

洋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状态 [3 ]。尽管河口是河流的入

海口 ,但它们并非是简单稀释海水的场所 ,河口水体

在咸淡水交汇时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包括颗

粒物质的溶解、絮凝、化学沉淀以及黏土、有机物和污

泥颗粒对化学物质的吸附和吸收。同时 ,河口还与其

毗邻盐沼和红树林等湿地连续进行着潮水交换。对于

近岸生态系统 ,河口输入是营养要素外源通量的主要

构成 ,极大地影响着近岸生态系统的组成 [ 4, 5]。河口水

体中所含元素明显不同于海水和陆地水体 ,其溶解态

常量离子的浓度相当高 ,这主要与流域盆地中剧烈的

物理—化学侵蚀以及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关。

　　此外 ,河水中的离子组合明显受到构造轮廓的影

响 ,在北方古老的地盾区 ,河流中的离子量取决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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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地下水的搬运能力 ,而在南方年轻的造山带河流

中的离子量更多地取决于风化作用的强度 [6 ]。由于在

我国的大河流中 ,泥沙含量高 ,水量充沛 ,使得其自净

能力较强 ,所以河口水体中颗粒态痕量元素浓度也相

对较低。

　　根据流域状况、河流情势、海洋情势和人为作用

及其交互作用的综合性原则 ,中国河口可划分为钱塘

江口型、过渡型、珠江口型以及黄河口型 4个基本类

型
[7 ]
。我国河口由钱塘江口型过渡到黄河口型 ,反映

了河口区径流作用逐渐增强 ,潮汐作用逐渐减弱 ,河

口盐、淡水混合类型从强混合变为缓混合型到高度分

层型 ,河口平面形态也由单一的喇叭状向弯曲、分汊、

河网及游荡型过渡 [7 ]。河口是具有重大资源潜力和环

境效益的生态系统 ,它除向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料

和水资源外 ,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

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

物和提供旅游资源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

河口管理混乱及对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而导致河口

淤积陆化 ,河口作用过程及其生态功能逐渐衰亡 ,河

口生态系统严重失衡。 为了有效抑制河口的衰亡 ,充

分利用河口的生态服务功能 ,实施可持续的管理战略

乃是当务之急。

2　我国河口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2. 1　河口生境退化 ,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

自然过程和人类对河口的开发利用是改变河口

的两大因素。入海河流携带着丰富的有机物和营养元

素 ,为河口区生物提供了食物来源。河口区泥沙沉积 ,

形成三角洲或水下淤泥底质 ,为许多底埋生物提供了

良好的栖息环境。但是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致

使盐沼淡化 ,河口生态环境退化 ,诸多生物的栖息环

境丧失。同时自然界的灾变事件 ,如飓风、洪水、干旱

等对河口环境的改变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河口区生物

多样性随着河口的衰亡而急剧下降。长江里的白鳍豚

( Lipotes vexil li f er )、中华鲟 ( Acipenser sinensis )、达

氏 鲟 ( Acipenser dabryanus )、 白 鲟 ( Psephurus

gladius )、江豚 (Neomeris phocaenoides) 等已是濒危

物种 ,长江鲟鱼、银鱼等经济鱼种种群数量十分稀少。

长江、松花江等河流的某些自然生长的梭鱼也处于濒

危状态。四大家鱼、鳗鱼、黄花鱼逐渐减少 ,许多鱼类

种群呈现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

2. 2　海岸侵蚀严重

海岸侵蚀在中国海区是较普遍的问题 ,尤其在中

国南部海区更为明显
[8 ]
。入海沙量的减少 ,使海岸泥

沙流处于一种非饱和状态 ,从而产生或加剧了海滩及

海岸侵蚀。目前河口区水下地形的演变 ,尚处在侵蚀

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弱化”和“有限下切”的调整阶段 ,

强劲的波浪和潮流作用 ,河口三角洲、沙质海岸及基

岩海滩地区的冲蚀作用是河口区地形演变的主要特

征。 黄河口迁徙移至山东半岛以北人渤海湾后 ,被废

弃的黄河巨大的水下三角洲及陆上部分 ,基本无陆源

河流供沙 ,在波浪和潮流共同作用下 ,经历着大规模

的侵蚀改造过程 ,表现为水下三角洲的大面积冲蚀和

冲刷泥沙的大量输出 ,形成了今日江苏海岸唯一的

- 10～ - 15 m深水线近岸的岸段 [9 ]。 此外 ,对红树

林、珊瑚礁湿地的破坏以及在沙质海岸区采挖建筑用

沙 ,也是海岸侵蚀加剧的重要原因。在渤海湾沿岸、天

津、河北、山东等地河口三角洲 ,也因大量采挖贝壳砂

用于建筑、饲料等 ,而使许多岸段的贝壳堤不断消失 ,

并造成海岸严重侵蚀。

2. 3　河口淤积不断加剧

目前 ,我国一些中小型河口 ,如鸭绿江河口、灌河

口和射阳河口等先后都已在中、上游或口门建闸 ,这

不仅改变了河口原有的水文泥沙过程 ,而且使更多的

泥沙拦阻在河口内部 ,人为地增加了河口的“过滤效

率” ,从而使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口区 ,尤其淤泥质海岸

河口淤积最为严重。随着河口淤积的不断加剧 ,河口

泄流能力逐年下降 ,如海河口 ,在 1958— 1989年间 ,

海河闸下 11 km河口地段年均淤积 5. 82× 105
m

3 ,致

使泄流能力由 1 200 m
3

/s降至 200～ 400 m
3

/s,严重

危及防洪安全
[10 ]
。 大量的泥沙淤积 ,使河床抬高 ,航

道变浅 ,导致湿地面积不断缩小 ,严重影响了渔业及

水运的发展。渔船进出河口停泊地均以发育在潮滩上

的入海水道为航道 ,但因河口淤积及拦门沙发育 ,自

然航道逐渐淤浅 ,迫使渔船乘潮进出河口停泊地。

2. 4　海水入侵地下含水层

河口区河流作用的减弱乃至消失 ,会使海洋作用

逐渐处于主导地位 ,从而有利于海水入侵
[ 11]
。地下水

系统是地域表面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同时又是一个较

为敏感脆弱的生态系统。河流径流的减少使地下水失

去一个重要补给源 ,加之工农业过度开采河口或三角

洲地区地下水 ,致使其地下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地

下水位随之下降 ,部分河口地区的开采模数已接近或

超过多年平均补给模数。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形成地下

漏斗 ,诱发海水入侵地下含水层 ,使地下水的含盐度

大大增加而失去饮用价值。地下淡水是地球水圈中日

益紧缺的罕见的自然资源和敏感脆弱的环境要素 ,其

演变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随着河口及三角洲地区

的开发 ,河口区水资源将是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主

要制约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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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河口区环境污染相当严重

河口污染是中国河口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目

前 ,河口实际上已成为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农用废

水的承泄区域。我国河口已普遍受到总氮、总磷等营

养物质的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 ,富营养化程度严

重 [12 ]。根据 199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全年排放

的工业粉尘约为 6. 30× 106
t,排入江河的固体废弃

物为 6. 36× 106 t,其污染程度已构成对河口主要水体

功能的影响。

中国河口水质污染主要为有机污染 ,主要污染物

为有机物、石油、农药、重金属 ,诸河口的环境质量以

淮河口、松花江口、辽河口及海河口污染最为严重。近

年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剧增 ,河口污染

也不断加剧 ,总体上呈恶化趋势 ,其中 ,无机氮和无机

磷营养盐污染严重 ,超标面广 ,对河口生态系统也产

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3　我国河口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3. 1　开发利用中管理混乱 ,分工不明确 ,产权不明晰

河口地区的管理牵涉面广 ,跨行政边界且涉及部

门多 [13 ] ,常常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不同地区与部门在

河口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存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以

及机构设置重复而混乱的现象 ,且地方保护主义严

重、矛盾非常突出 ,管理和决策者难以达成共识。目前

因部门分工不明确 ,产权模糊造成渔业与港口建设 ,

开矿和海岸保护、废物倾倒与水域资源保护 ,农田围

垦与养殖、造纸等行业的矛盾尖锐化且成为河口保护

与合理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地方之间 ,也常因海域、海

岛的使用权、所有权的产权不明而发生纠纷 ,从而影

响了河口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3. 2　管理法制体系可操作性差 ,监测体制不完善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使河口保护与管理得以顺利

运行的前提和保障 ;但目前已有的法规和条例因政出

多门 ,相互交叉或重复 ,导致河口保护与管理在实施

中的可操作性较差。河口监测也是河口保护和管理中

的重要环节 ,它可以为决策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目

前 ,参与河口监测的业务部门众多 ,但缺乏对资源利

用后的反馈效应、生物多样性变化等方面的监测。且

不同部门在监测方法、设备上存在差异 ,监测标准尚

不统一 ,造成诸多信息资源难以共享。

3. 3　对河口功能和价值缺乏系统化和定量化评价

长期以来 ,中国河口研究、监测、保护、利用工作

开展较为分散 ,缺乏统一的河口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

所采取的观测和研究方法也不统一 ,难以对获得的数

据资料进行系统分析 ,且以往对河口功能和效益的评

价大多以定性描述为主 ,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 ,对河

口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价值评估开展也较少 ,

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河口的保护和合理利用项目的开

展 ,放任了河口的破坏和退化。

3. 4　管理资金短缺 ,基础研究薄弱 ,技术水平落后

河口保护与管理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推动其运转。

河口调查、港口建设、污水治理以及河口监测和研究

都需要专门的资金 ,同时开发管理计划、收集管理决

策信息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目前 ,由于管理所需资

金不足 ,使许多保护计划和行动方案难以实施 ,必要

的河口基础研究难以维系而使其表现非常薄弱 ,特别

是对河口功能、价值及生物多样性等缺乏系统、深入

的研究。同时 ,河口保护和管理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

在污水处理、动态监测、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等方面

都缺乏现代化技术和手段。

3. 5　国民的河口保护意识薄弱 ,公众参与不够

目前河口保护的宣传与教育还处于滞后状态 ,且

普及广度、力度、深度都不够 ,以及人们对河口的生态

功能的长期忽视 ,这些都是造成国民河口保护意识不

高的重要原因。同时在我国河口保护计划实施中 ,公

众参与明显不够 ,这也是河口保护与可持续管理计划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我国河口的可持续管理对策

( 1)建立和健全全国河口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明

确部门职能 ,明晰河口产权 ,实现可持续的资产化管

理。 加强各级河口管理机构建设 ,强化部门间的协调

与合作。

( 2)强化执法手段 ,提高执法力度 ,并及时增补

完善相应的法规、条例 ;完善监测机制 ,健全河口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 ,依据《湿地公约》 ,建立中国河口资源

数据体系和全国河口资源监测体系及河口环境评价

标准和评价体系。

( 3)保护和恢复红树林湿地 ,充分发挥其护岸功

能及其对河口污染的净化功能

红树林湿地是处于陆地水生态系统与海域生态

系统之间的界面系统 ,发挥着重要的护岸功能。 同时

红树林可通过各种方式把大量重金属等污染物贮存

于沉积物中而对海湾河口生态系统重金属污染起净

化作用 ,从而为海湾河口海湾生态系统的各级消费者

提供大量的洁净的食物 [14 ]。但是红树林资源的过度

利用 ,已造成红树林湿地的严重破坏 ,从而大大削弱

了其护岸和滤过功能 ,造成海岸严重侵蚀以及诸多生

物生境的丧失。所以应尽量营造恢复和保护红树林等

植被 ,实施海岸带湿地资源有偿开发利用制度 ,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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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发尤其是沿海采矿和挖掘砂石等活动应以不造

成海岸侵蚀为前提。

( 4)贯彻中国自然保护方针 ,坚持“永续利用与

持续发展”的原则 ,走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的

道路 ;抑制河口的退化 ,维护河口生物多样性及河口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河口

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大力营造生态保护林和水源涵

养林 ,防止河流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 ,减少河口泥沙

淤积 ;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生态影响评价 ,将河口水

文变化控制在其阈值内。

( 5)在地区与部门的微观管理的基础上 ,实施流

域生态经济系统宏观管理。单纯按地区 (行政区域 )或

单纯按部门 (环保、海洋、林业以及其它有关部门 )来

管理河口区域都难以全面、难以服众 [14 ]。河口是流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人口则是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

核心要素 ,它在该系统中起着促进或延缓生态发展的

作用 ,所以在制定管理措施时应该同时考虑自然生态

系统以及经济系统的影响。为了能够优化利用流域内

各种资源 ,形成生态经济合力 ,产生生态经济功能和

效益 ,促进流域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 ,就必须将流域

作为分析单元 ,实施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综合性的宏

观管理。

( 6)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建立实时的河口管理

信息系统。利用遥感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先

进的技术手段 ,建立河口管理体系的数学模型、信息

管理系统以及地理信息系统 ,通过预定模型实施信息

的运转 ,逐步进行修正和完善 ,正确指导河口的持续

开发利用 ,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 ,属

性数据库中还可以输入大量有关污染源的信息 ,用以

帮助进行空间分析 ,从而有效控制和监测点源污染与

面源污染。

( 7)重视防冲和防淤工程措施的研究 ,充分利用

优越的深水资源规划港口建设。浅滩区海岸防护工程

的修建 ,可有效抑制波浪冲刷所引起的岸线强烈后

退 ,使波浪对滩面的冲刷作用主要被限制在稳定的岸

线和蚀退日趋弱化的水下斜坡之间的有限区间范围

内 ,滩地剖面的调整主要反映为滩坡上凹点的不断内

移和滩面的有限下切 [9 ]。这不仅为河口区深水港建设

提供了必要的良好的近岸水深条件 ,而且也为其造就

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陆域环境。

4. 8　公众参与 ,全民环保

提高公众对河口生态效益的认识 ,强化公众的河

口保护意识 ;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积极开展

多种途径的资金筹措 ,进而加强河口调查与基础研

究。实现河口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公众的支持

和参与 ,公众参与的方式与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

展目标实现的进程 [15 ]。在环保部门指引下 ,应让公众

积极参与其中 ,积极地监督周围的环境状况 ,自觉保

护河口环境、维护河口生态系统平衡 ,达到一种“全民

环保”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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