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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集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发生在广西沿海地区的主要海洋灾害情况，并对其进行风险影响分析。在影响广西沿

海地区的主要海洋灾害中，风暴潮灾害最严重，造成的损失最大，直接危及到国家财产、沿海人民生命生活安全

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赤潮灾害和海水入侵灾害。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是引发这些灾害的主要影

响因素。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海平面上升使风暴潮的致灾程度加剧，海岸侵蚀、岸线变迁、海水入侵和土地盐渍化

加重；人类大规模的围填海活动使潮滩湿地消失、生物多样性减少、赤潮危害加重、生态环境资源遭到破坏，加重

灾害的危害程度。应采取工程与生态相结合的立体防护体系，提高海岸自然抗灾能力，将灾害损失及风险降至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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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灾害是影响广西沿海地区最为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２０１２年广西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专题研

究报告（报告１）指出，根据灾害过程的长短，海洋灾

害可以分为突发性灾害和缓发性灾害两大类，突发性

灾害一般是指风暴潮、海啸、灾害性海浪及海雾等；缓
发性灾害一般是指海岸侵蚀、赤潮、海水入侵等。突

发性灾害受自然客观条件影响大，危害严重、风险最

大，几乎每年都会给广西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缓发性灾害受自然客观条件影响较小，直接危害不及

突发性灾害显著，但长期的累积作用也给广西沿海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且近

年风险已初步显现。根据２０１２年广西海洋主体功能

区规划专题研究报告（报告１），２００９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海洋灾害区划报告（报告２），２００２年北仑河口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报告３），２００４年防城港市绿

色长城建设规划（报告４），２０１１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９０８专项成果：广西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总报告

（报告５）和文献［１～４］等报道可知，广西沿海的主要

海洋灾害中风暴潮导致的灾害风险最大，危害最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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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其它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亦不容小视。本文试

图从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两方面分析引发广西海洋

灾害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提升广西沿海

地区抗灾能力、减小海洋灾害提供科学依据。

１　广西主要海洋灾害及其造成的损失

１．１　突发性灾害

１．１．１　风暴潮

　　根据统计数据，从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的６２ａ内，影响

广西的热带气旋总数为２９６个，平均每年为４．７７个，
其中以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的这１０ａ为最多，平均每年达

５．４个，而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ａ为最少，平均每年仅

２．７３个。热带气旋引起的风暴潮灾害是广西沿海地

区影响最为严重的海洋灾害。根据报告１和报告２
以及文献［１，２，４］的数据（表１），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间广

西沿海主要风暴潮（含近岸浪）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累计高达９４．７０亿元，受灾人数１０５３．７３万人，
死亡１０８人（不含失踪），农业和养殖受灾面积６１０千

ｈｍ２，房 屋 损 毁 １６．２９万 间，冲 毁 海 岸 工 程 ４７６．
５７ｋｍ，损毁船只１６１３艘。其中，以１９９６年的１５号

台风风暴潮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这次强台风于

１９９６年９月９日在广西沿海地区登陆，北海市海堤

被３ｍ高海浪冲毁３７２处，总长４８．２８ｋｍ，潮水大量

涌入。北 海 市 一 县 三 区 全 部 受 灾，受 灾 人 口 达

１１１．４８万人，死亡６１人，失踪８８人，倒塌房屋３．４７
万间，损坏船只１０９９艘，沉船１７３艘，直接经济损失

２５．５５亿元；钦州市倒塌房屋２万间，死亡２人，海堤

被毁３００ｍ。可见，风暴潮灾害对广西沿海地区造成

了巨大的破坏。

表１　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广西沿海主要台风风暴潮及其造成的损失＊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ｌｏｓ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６ｔｏ　２０１０

发生时间
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灾害名称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ｎａｍｅ

受灾范围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损失情况
Ｌｏｓｓｅｓ

１９８６－０７－２１～２２ ８６０９号“莎拉”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ａｒａｈ　Ｎｏ．８６０９

北海，钦州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

损失３．１６９亿元，死亡４３人
３１６．９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４３ｄｅａｔｈｓ

１９９２－０６－２８～２９ ９２０４号“荻安娜”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ｉ　Ａｎｎａ　Ｎｏ．９２０４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０．７７亿元，死亡１人
７７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１ｄｅａｔｈ

１９９６－０９－０９～１０ ９６１５号“莎莉”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ａｌｌｙ　Ｎｏ．９６１５

北海 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直接经济损失２５．５５亿元，死亡６３人
２．５５５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６３ｄｅａｔｈｓ

２００１－０７－０２～０６ ０１０３号“榴莲”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ｕｒｉａｎ　Ｎｏ．０１０３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１７．１２９３亿元
１．７１３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２－０９－２７～２８ ０２２０号“米克拉”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ｅｋｋｈａｌａ　Ｎｏ．０２２０

北海，钦州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

损失２．９３１亿元
２９３．１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３－０７－１９～２１ ０３０７号“伊布都”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Ｉｍｂｕｄｏ　Ｎｏ．０３０７

钦州，防城港
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１８．８２亿元
１．８８２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３－０８－２４～２５ ０３１２号“科罗旺”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Ｋｒｏｖａｎｈ　Ｎｏ．０３１２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１２．３６１亿元
１．２３６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５－０９－２６～２７ ０５１８号“达维”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Ｎｏ．０５１８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０．５８２亿元
５８．２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６－０８－０２～０３ ０６０６号“派比安”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Ｐｒａｐｉｒｏｏｎ　Ｎｏ．０６０６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７．０３７亿元，死亡１人
７０３．７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１ｄｅａｔｈ

２００７－０７－０２～０６ ０７０３号“桃芝”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Ｔｏｒａｊｉ　Ｎｏ．０７０３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０．５４６亿元
５４．６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７－０９－２３～２６ ０７１４号“范斯高”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Ｎｏ．０７１４

防城港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２．１４２亿元
２１４．２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０５ ０７１５号“利奇马”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Ｌｅｋｉｍａ　Ｎｏ．０７１５

北海
Ｂｅｉｈａｉ

损失０．１６９亿元
１６．９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８－０８－０５～０９
０８０９号“北冕”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ｒｏｗｎ　Ｎｏ．
０８０９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１．７５８亿元
１７５．８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８－０９－２３～２５ ０８１４号“黑格比”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Ｈａｇｕｐｉｔ　Ｎｏ．０８１４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１３．９７０亿元
１．３９７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９－０８－０８～０９ ０９０７号“天鹅”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ｗａｎ　Ｎｏ．０９０７

北海
Ｂｅｉｈａｉ

损失０．００６亿元
０．６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９－０９－１５～１６ ０９１５号“巨爵”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Ｋｏｐｐｕ　Ｎｏ．０９１５

北海
Ｂｅｉｈａｉ

损失０．１０４２３亿元
１０．４２３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１０－０７－２２～２３ １００３号“灿都”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Ｃｈａｎｔｈｕ　Ｎｏ．１００３

北海，钦州，防城港
Ｂｅｉｈａｉ，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损失１．５３亿元
１５３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数据来自报告１、２及参考文献［１，４］。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２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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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海啸

　　根据地质资料显示，北部湾海区没有现代活动的

板块俯冲带和海沟构造，近代垂直差异运动表现不强

烈，发生大地震海啸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据北海市

地震局统计，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和１９９５年１月，在离北海

市１４０ｋｍ的海域分别发生过最大的６．１级和６．２级

地震，如此“低级别”的地震还不具备引发大海啸的足

够能量。海啸的发生要具备特殊的地理环境等条件，
而广西沿海有１６２８ｋｍ连绵曲折的大陆岸线，在平缓

广阔的滩涂上拥有９１９７．４ｋｍ２ 红树林（其中天然林

７４１１．８ｋｍ２，占８０．６％），近海区还有７０９个岛屿环

绕和众多的港湾，近海水深一般５～２０ｍ，这些都不

利于大地震海啸的形成和传播。据国际海啸情报中

心（ＩＴＩＣ，２００５）公布的１９０１～２０００年太平洋海域地

震引起的７３１个海啸空间分布特征，北部湾海域仅发

生一次“可感知的”地震海啸。由此可预测广西沿海

发生灾害性地震海啸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局部

小地震海啸发生的可能。由于无地震海啸发生的先

例，目前广西没有建立海啸防范安全措施的体系。

１．１．３　灾害性海浪

　　影响广西沿海的灾害性海浪主要是台风或寒潮

引起。由于广西沿海相关海洋站建站的历史原因以

及资料收集条件所限，以下涉及的有关海洋站的海浪

资料年限不尽相同，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９６０～２００６年

涠洲岛海洋站波高大于或等于４ｍ的大风过程（台风

或寒潮）共有３３次，１９６９～１９８５年白龙尾海洋站波

高大于或等于４ｍ的大风过程（台风或寒潮）仅有３
次，北海海洋站波高大于或等于４ｍ的大风过程没有

出现。广西沿海地区主要海洋站最大波高大于或等

于４ｍ的出现次数统计见表２。
表２　广西沿海最大波高大于或等于４ｍ的海浪出现次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４ｍ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ｏａｓｔ

站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最大波高大于或等于４ｍ的海浪次数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４ｍ

Ｅ　 ＥＳＥ　 ＳＥ　 ＳＳＥ　 Ｓ　 ＳＳＷ　 ＳＷ

总计
（次）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ｓ

涠洲
Ｗｅｉｚｈｏｕ １　 ６　 ７　 ６　 ６　 ５　 ２　 ３３

北海
Ｂｅｉｈａ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白龙尾
Ｂａｉｌｏｎｇｗｅｉ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涠洲岛距大陆岸线稍远，海域

波高为最大，除了Ｅ和ＳＷ向外，ＥＳＥ、ＳＥ、ＳＳＥ、ＳＳＷ
各向最大波高大于或等于４ｍ的次数均达到５次以

上；而沿岸中部的北海没有出现最大波高大于或等于

４ｍ的海浪次数；位于沿岸西面的白龙尾，最大波高

大于或等于４ｍ的次数只出现在ＳＥ和ＳＳＥ向，分别

为２次和１次。由此可见，广西沿岸全年受灾害性海

浪影响较少。

１．１．４　海雾

　　沿海地区因水汽充沛较易形成海雾，广西北部湾

海域是我国沿海５个海雾多发区之一［５］。从地理分

布上看，防城港年平均雾日最多，达２０．３ｄ；其次为涠

洲岛，达１７ｄ；北海、合浦和钦州各地雾日相差不大，
为９～１１ｄ，相对于防城港、涠洲要少；东兴的年平均

雾日最少，仅为８．７ｄ，不到防城港的二分之一。可

见，广西沿海地区年平均雾日数的地理分布极不均

匀。海雾是海上和沿海地区的灾害性天气之一，一旦

发生海雾，将对海上和沿岸的经济、社会与军事活动

产生重要影响。广西沿海因大雾而引发的海事和海

难事故频发，造成人员伤亡，船只搁浅、触礁或沉没；
至于因大雾使船只不得不在海上抛锚或减速，由此造

成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更是无法估量。例

如，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７日５时，在琼州海峡，一艘广西渔

船被一 艘 外 籍 货 轮 正 面 撞 沉，遇 难 渔 船“桂 北 渔

９５５３８”上６人失踪，仅一人生还。

１．２　缓发性灾害

１．２．１　海岸侵蚀

　　由 报 告１和 报 告５知，广 西 大 陆 海 岸 线 长

１６２８ｋｍ，其中，海岸侵蚀岸线长２１９．７７ｋｍ，占大陆岸

线的１３．４９％。按照沿海行政区划统计，防城港市岸

线总长５３７．７９ｋｍ，其中侵蚀岸线长１３３．５３ｋｍ，占所

辖岸线的２４．８２％；钦州市岸线总长５６２．６４ｋｍ，其中

侵蚀岸线长３５．７４ｋｍ，占所辖岸线的６．３５％；北海市

岸线总长５２８．１６ｋｍ，其中侵蚀岸线长５０．５０ｋｍ，占
所辖岸线的９．５６％。总体上看，防城港市侵蚀岸线

相对 较 长，比 北 海 市、钦 州 市 侵 蚀 岸 线 分 别 长

８３．０３ｋｍ、９７．７９ｋｍ。

　　具体而言，防城港市侵蚀岸线主要位于珍珠湾东

北部沿岸、白龙半岛 －防城港西湾南部沿岸以及防城

港东湾南部－钦州湾西岸南部沿岸，侵蚀海岸类型主

要有基岩海岸、砂质海岸、砂砾质海岸和风化壳海岸

等。例如，位于防城港东湾南部云约江口坡咀村沿

岸、钦州湾西岸南部榄埠江口飞龙潭岸段的砂质海

岸、基岩岬角海岸和风化壳海岸都受到侵蚀，侵蚀岸

线总长５８８５１．８７ｍ；位于珍珠湾东北部佳碧村、防城

港 西 湾 西 岸 大 澫 村 北 部 沿 岸，侵 蚀 岸 线 总 长

４５７６１ｍ。在侵蚀岸段中，砂质海岸和风化壳海岸受

侵蚀最为严重，其次为基岩岬角海岸。

　　钦州市侵蚀岸段长度最短，但侵蚀强度最大，尤
其在三娘湾旅游度假区东侧，海岸线５ａ后退了１３ｍ

０５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多，形成侵蚀陡崖高６．２５ｍ。此外，在岩滩和碎石

滩、风化壳与人工、砂质与粉砂淤泥质、红树林等沿岸

中也有交错侵蚀分布，例如，七十二泾岛群东北部背

风环 沿 岸 的 岩 滩 和 碎 石 滩 岸 段 侵 蚀 岸 线 长

１０４１３．９ｍ，大灶江大桥南端至海尾村南部沿岸以及

海尾村至大风江西岸邓家村附近沿岸的粉砂淤泥质

岸段侵蚀岸线长４９６３．４８ｍ，海尾村至炮台村岸段的

砂质 与 粉 砂 淤 泥 质、红 树 林 滩 岸 段 侵 蚀 岸 线 长

３０７９．９７ｍ。

　　北海市侵蚀海岸类型与防城港市、钦州市略有不

同，除了砂质岸与人工岸和红树林海岸受侵蚀外，沿
岸的古洪积冲积平原、古沙堤、古沙－瀉湖堆积平原海

岸地貌类型也受到严重侵蚀，例如：白龙港东岸白坪

嘴 －铁 山 港 口 门 西 侧 北 暮 盐 场 北 暮 分 场 东 部 的

３０１８４．５ｍ海岸线中，有２２０１８．５ｍ的古沙堤、古沙坝

受到侵蚀后退；北海市海角－南澫渔港西侧－冠头岭西

南的碎石滩和砂砾滩沿岸侵蚀岸线长２８９９．５ｍ；北
海市外沙－地角的砂质海岸侵蚀岸线长２１４６．１ｍ；铁
山港沙田港－北暮盐场榄子根分场乌坭工区的砂质岸

与人工岸和红树林岸段侵蚀海岸长５４９０．４１ｍ。

　　从以上被侵蚀的海岸类型看，防城港、钦州、北海

的海岸大体相同，海岸侵蚀的主要原因，一是气候变

化条件影响下的自然因素作用，但这种作用过程较为

缓慢，所引起的变化不大；二是人为改变海洋自然属

性的开发活动以及砍伐沿岸红树林等，直接加快海岸

侵蚀的速度，尤其是填海及滩涂围垦开发利用等引起

的海岸变化，仍将是今后影响海岸侵蚀的主要原

因之一。

１．２．２　赤潮

　　１９９５年广西首次在廉州湾及北海银滩附近海域

发现赤潮［５］，至今广西沿海共发生了至少１０次海洋

赤潮灾害（表３），其中，有６次发生在北海市涠洲岛

东面或东南面海域，说明该海域是广西沿海赤潮灾害

多发地带。目前，已发生赤潮均为单相型赤潮，与同

时期全国其它沿海省份相比，影响面积小，持续时间

短，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大。

　　从报告１可以看出，广西近岸海域共有浮游植物

２１１种、赤潮生物７３种，其中，有毒赤潮种类６种。
尽管在全国所有沿海省份中广西的赤潮灾害发生次

数较少、规模不大，但广西北部湾海域浮游植物和赤

潮生物种类丰富，且随着广西沿海工业快速发展，排
海污水大量增加，海水中的营养盐含量在持续升高。
因此，广西沿海港湾及江河入海口，赤潮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较大，具有较大的潜在威胁。从１９９５年以来

广西近海赤潮发生的频次来看，近年来明显呈现出赤

潮发生的频次增加、一年多发的特点（表３）。
表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间广西沿海赤潮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５ｔｏ　２０１１

起止时间
Ｓｔａ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ｄ　ｔｉｍｅ

影响区域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面积
Ａｒｅａｓ
（ｋｍ２）

赤潮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ｄ　ｔｉｄｅ

１９９５－０３－１５～
０３－１６

北海市廉州湾海域
Ｌｉａ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ｉｈａｉ

较小
Ｓｍａｌｌ

微囊藻［６］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ｓｐ．

１９９９－１２－１５～
１２－１８

北海市涠洲岛南湾港海
域
Ｎａｎｗａｎ　ｈａｒｂｏｒ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５．４
微囊藻［７］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ｓｐ．

２００１－０５－１３

北海市涠洲岛石油码头
附近
Ｏｉｌ　ｐｉｅｒ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
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８．０ 不详［８］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２００２－０５－０１～
０５－０４

北海市涠洲岛东部海域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
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３．０ 不详［８］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２００２－０６－１９～
０６－２３

北海市涠洲岛东南面海
域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
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２０

汉氏束毛藻［８］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ｓｍｉｕｍ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ｉｉ

２００３－０７－０６～
０７－０９

北海市涠洲岛南湾港海
军码头附近
Ｎａｎｗａｎ　ｈａｒｂｏｒ　ｎａｖｙ　ｐｉｅｒ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５．０
红海束毛藻［８］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ｓｍｉ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ｍ

２００４－０６－２９～
０７－０５

北海市涠洲岛南湾东南
方近岸海域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Ｎａｎｗａｎ
ｈａｒｂｏｒ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
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４０
红海束毛藻［８］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ｓｍｉ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ｍ

２００８－０４－０６～
０４－０７

北海市涠洲岛东南面海
域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
ｌａｎｄ，Ｂｅｉｈａｉ

２．５×１０－２
夜光藻［２］

Ｎｏｃｔｉｌｕｃａ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ｎｓ

２００８－０４－０７～
０４－０８

钦州市三娘湾近岸海域
Ｓａｎｎｉａｎｇ　ｂａｙ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１．０×１０－４
夜光藻［２］

Ｎｏｃｔｉｌｕｃａ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ｎｓ

２０１０－０５－０２～
０５－０５

广西北部湾海域
Ｂｅｉｂｕ　ｇｕｌｆ　ｓｅａ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５０

不详［１］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２０１１－０４上旬
Ｅａｒｌ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钦州湾局部海域
Ｐａｒｔ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较小
Ｓｍａｌｌ

夜光藻［２］

Ｎｏｃｔｉｌｕｃａ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ｎｓ

２０１１－１１
北海市北岸海域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ｏｒｅ　ｏｆ　Ｂｅｉｈａｉ

较小
Ｓｍａｌｌ

球形棕囊藻［２］

Ｐｈａｅｏｅｃｙｓｔｉｓ
ｇｌｏｂｏｓａ

１．２．３　海水入侵

　　广西沿海大部分地区海水入侵迹象较为严重。
例如：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的拦冲村、沙螺辽

渔业村沿岸，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由于海平面上升

及防护林减少等原因，这里的大片土地不断被海水侵

蚀，海岸线不断向内陆推进。仅１９８０年以来，全村受

海水入侵被淹没的土地面积达４．２ｋｍ２，被迫搬家的

村民达１００多户，２８０ｈｍ２ 耕地、８６．７ｈｍ２ 养殖塘、

４６．７ｈｍ２ 亩盐田面临被海水吞噬的危险，４０００多村

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此外，北海市老城区（海
角路）一带，海水入侵最先于１９７９年发生在独树根

村，当时仅有沿岸的两口开采水井的Ｃｌ－含量超过生

活饮用水标准，到１９８９年３月，海水入侵面积约１．
２５ｋｍ２。随后，海水入侵不断向内陆推进，至１９９３年

入侵面积约３．０１ｋｍ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由于地下水

开采量减少及降雨入渗补给量增大，海水入侵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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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减少。但从１９９５年下半年开始，海水入侵面积

不断扩大，１９９６年达到３．５２ｋｍ２，纵深距离最远处距

海岸１２００ｍ，大部分开采水井Ｃｌ－ 含量超标，最高达

１４０７．１８ｍｇ／Ｌ。此外，北海市南岸的银滩开发区大冠

沙至冠头岭段，长度为３９．７ｋｍ，为发育在北海组洪

积冲积台地前缘的狭窄海积平原海岸。由于不合理

的人工开发导致海水侵蚀和环境恶化，沿岸泥沙动力

场平衡受到破坏，原来平缓的潮间带沙滩变得起伏不

平，海滩剖面宽度明显变窄。据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的航

片资料比较，沙滩缩窄率３．５～５．６ｍ／ａ，沙坝宽度变

化不大，１９９０年银滩公园开始建设，由于西段挡浪墙

侵入到高潮线以下的潮间带，导致海滩坡度变大，宽
度变小，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缩窄率高达１７．８ｍ／ａ。１９９４
年现场测量结果表明，银滩公园以东的自然海滩坡度

为０．９３０，进入银滩公园内，海滩坡度为１．０～１．８０，

坡度明显变大。整个银滩公园西段沙滩已经缩窄了

１６０ｍ，海水直接向海岸内渗，岸线后退、滩面减少。

１．２．４　海平面上升

　　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３］，近３０ａ来，我国海平

面平均上升速率约为２．６ｍｍ／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按海区统计，渤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２．５ｍｍ／ａ，

黄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２．８ｍｍ／ａ，东海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为２．８ｍｍ／ａ，南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

率为２．５ｍｍ／ａ。而近年来，广西海平面变化呈波动

起伏状态，但海平面上升的趋势没有改变。２００１年

以来，广西沿海的海平面总体处于历史高位，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的平均海平面比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的平均海平

面高约２２ｍｍ，比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的平均海平面高约

４８ｍｍ；２０１２年，广西沿海海平面比常年高１０８ｍｍ，

比２０１１年高６０ｍｍ，预计未来３０ａ内，广西沿海海平

面将上升６０～１２０ｍｍ。有关研究认为［９］，未来至

２０３０年或２０５０年，广西沿海的海平面上升速率明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平面上升造成了广西海岸线

后退、土地流失严重。例如：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光

坡镇沙螺寮村被淹没的土地面积已达４．２ｋｍ２，造成

１００多户村民迁移；北海市合浦县西场至大风江沿

岸，每年被海水淹没的农田、虾塘数百亩，有的地方海

水向内陆推进达３００ｍ；南流江三角洲及钦江入海

口，由于每年咸潮入侵，入海口多处农田土壤盐渍化，
对该区域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表明海平面

上升对广西沿岸农业生产产生严重影响。

２　造成广西海洋灾害的主要原因

　　海洋灾害对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以及海岸防

护系统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严重影响了我国区域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岸带系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

挑战，海洋经济开发也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而加

速这种灾害风险的原因正是气候变化条件和高强度

的人类活动。

２．１　人类活动对广西海洋灾害风险的影响分析

　　海岸带是抵御各种海洋灾害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每当海洋灾害发生并向海岸侵袭的过程中，分布于陆

地系统和水体系统之间的海岸带潮滩湿地起到了保

护海岸的作用。潮滩湿地是由陆地和水体相互作用

形成的自然综合体，是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界最富

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一，在抵御洪水、防灾减灾、
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

生态平衡等方面有着其他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人类活动，特别是围填海工程都是永久性的工程，一
旦对海岸带潮滩湿地的资源破坏，将会造成巨大的损

失，直至不可恢复。例如，历史上北仑河口沿岸曾生

长着３３３８ｈｍ２ 的红树林，经过１９４９年以前海堤建设

毁林，上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围海造田，１９８０年与

１９８１年滥砍滥伐和１９９７年以后毁林养虾等４个破

坏高峰期后，锐减为目前的１０６６ｈｍ２，导致北仑河口

中方的原生红树林损失６８％左右（见报告３）。在关

键区域红树林更少：根据１９９８年国内遥感资料分析，
在东兴市万尾西南端和越南万柱岛东北端连线之内

的水域中，越方红树林面积为１０２９．８７ｈｍ２，我方红树

林面积仅为３０．５５ｈｍ２，只占该区域红树林总面积的

２．８８％。而且中方一侧红树林的生长明显不及越方

一侧旺盛，而越方对其一侧的护岸生态系统保护比中

方更为重视。由于中方一侧海岸红树林面积显著减

少，海岸植被的生态护岸功能大为降低，造成水土冲

刷流失严重，海岸线后退加速。在台风、暴潮和洪水

的不断冲刷下，引起洪汛期河口泥沙搬运路线和堆积

地点的改变，使中方一侧水土流失严重，北仑河口主

航道向我方偏移２．２ｋｍ的事实与红树林海岸受到的

破坏有很大的直接关系。而由此原因在中越北部湾

划界时，使得本属于中国固有８．７ｋｍ２ 领土和海洋权

益发生了权属争端。由此看出，人类活动会使海洋灾

害的风险影响加大，所以，须防止人类活动对海岸的

干扰和破坏，做到工程护岸和生态护岸同时并举，对
可能遭受风暴潮、海啸、海浪、海水入侵的岸段修筑防

潮工程；对已经遭受人为工程破坏的海岸进行生态综

合整治和环境修复，使海岸真正成为抵御海洋灾害风

险的一道坚固防线。

２．２　气候变化对广西海洋灾害风险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显著地影响着海岸带的陆

－海、陆－气、海－气等关键界面的相互作用，使得未来我

２５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国海岸带系统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海岸带系统安全

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对海岸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

在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沿岸低地的淹没、海水入

侵、湿地与生态系统退化、风暴潮灾害风险等。在气

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世界沿海国家和地区

都将面临着海岸侵蚀灾害日趋严重的问题［１０～１２］，随
之而来的是湿地与生态系统退化进而引发生态灾害。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沿海河口地区海

水入侵和咸潮入侵的频率和强度，尤其以我国长江

口、珠江口等三角洲地区最为显著［１３～１６］，咸潮入侵持

续时间增加，上溯影响范围加大、强度趋于严重，极大

地影响了区域生活和工农业的淡水资源供给；同时，

由于海水入侵导致地下水水质变咸以及土壤盐渍化，
对海岸带区域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海水入侵

己经成为海岸带区域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和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见，随着海岸带区域

人口的增加以及海平面缓慢上升，海岸带的淡水资源

安全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此外，有研究认为［１７］，未
来气温升高１．５℃时，在西太平洋生成的台风频率将

增大２倍，登陆我国的台风频率也将增大１．７６倍；伴
随着海平面的升高，沿海现有海堤的防潮能力不断降

低，风暴潮灾害引发的长时间增水将进一步使致灾时

间加长，其危害的程度将显著增加。

　　总之，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加剧风暴潮的致灾程

度、加速海岸侵蚀与滨海湿地退化速率、加重海水入

侵和土地盐渍化的危害，给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有应对气

候变化影响下海平面上升的适应对策，在实施大型涉

海工程时，充分考虑海平面上升因素对其造成的影

响；同时，因地制宜，建设和加固海岸防御设施，构建

堤防与生态相结合的立体防护体系，增强海岸抗灾害

能力，实现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３　结论

　　影响广西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主要为突发性灾

害和缓发性灾害两大类。其中，风暴潮灾害的影响最

为严重，造成的损失也最大，极大威胁沿海地区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赤潮灾害与海水入侵灾害次之，

但其发生频次及危害程度日趋严重。气候变化与人

类活动增大了海洋灾害的危害程度：气候变化影响下

的海平面上升使广西沿海风暴潮的致灾程度加剧，海
岸受到侵蚀、岸线变迁、沿海地区海水入侵和土地盐

渍化加重；人类大量的围填海活动使潮滩湿地消失、

生物多样性减少、赤潮危害加重、生态环境资源遭到

破坏，海岸防护功能丧失，加速灾害的危害程度。应

科学、合理、有序地开展各类海洋开发活动，防止人类

活动对海岸的干扰和破坏；同时，在实施大型涉海工

程时，应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海平面上升效

应，构建海平面上升的应对策略；最后，采取工程护岸

和生态护岸并举的措施，进行海岸生态综合整治和环

境修复，增强海岸抗灾害能力，把海洋灾害风险降到

最低，确保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沿海地区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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