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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lting shoreline of Zhejiang continent is in a state of continuous siltation, and embankment 
reclamation including agricultural planting, breeding and industrial and urban construction is the 
main way of using it. Due to a large number of beaches are exposed,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
tigation capacity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Research of silting shoreline control system was signi-
ficative for safety of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
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ilt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summarizes many problems that exist, for example,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coastline man-
agement system, the lack of legal norms, the lack of a unified planning lead, the serious damage to 
the shoreline ecosystem, the lack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capacity. These are the 
main problems of silting shorelin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coastlin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nd legal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astline planning and 
guidance, innovating the coastline management system, explor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oastline assets, the use mode of combination of embankment and coastal wetland protection 
zone. We wan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trolling the silting sho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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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浙江大陆淤涨型岸线处于持续淤涨状态，筑堤围涂进行农业种植、养殖及工业与城镇建设是其主要利用

方式，滩涂面广而量大使其防灾减灾能力严重不足，研究淤涨型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管控措施及制度，对

浙江生态环境安全、经济持续发展有深远意义。本文对浙江省大陆淤涨型岸线的保护与利用情况进行了

调查和分析，总结了存在的诸多问题，海岸线管理体制分散、法律规范缺失，缺乏规划统一引领，岸线

生态系统受损严重，防灾减灾能力不足是淤涨型岸线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完善海岸线管理机构

及法律制度，加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规划引导，创新海岸线管理制度，探索海岸线资产化管理制度，

筑堤围涂与滨海湿地保护区相结合的利用模式等几个方面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的建议。以期为管理部门

对淤涨型岸线的管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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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岸线是由各种地质因素相互作用、河流和海洋沉积物的淤积、各种气象和海洋条件，以及人类社

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海岸带是海水和陆地彼此强烈影响的过渡地带，又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而海岸

侵蚀、淤涨、海平面上升等因素都会使海岸带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淤涨型岸滩、侵蚀型岸滩、稳定型岸

滩。在我国约 18,000 km 的大陆海岸线中，淤泥质类型的海岸占 20%以上，约达 4000 km，主要分布在长

江、黄河、珠江、钱塘江、海河等河流入海口的三角洲冲积平原，以及浙、闽、粤沿海局部的港湾地区。

海岸资源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海岸带尤其是海岸线的变化问题，他们就如何快速地从不同类型的

遥感影像中解译出不同概念的海岸线、如何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并结合历史地图监测海岸线变化做了很

多有意义的探讨和研究。H. Lantuit 等利用航空及航天影像图研究位于加拿大 Yukon 地区 Beaufort 海南部

Herschel 岛，近 50 年(1952~2000 年)海岸侵蚀及多年冻土地区消融、沉降现象[1]。Robert A Morton 等通

过地貌、地层、沙量、沉积物质测年分析，及海洋气候变化、突发地震事件等外部驱动力的相关分析，研究

位于美国西海岸 Willapa 湾入口处离岸沙坝、水下潮沙主通道在大尺度范围内周期性海岸演变[2]。李

蕴梅(2005)运用 RS 与 GIS 技术，研究 1976~2002 年的黄河三角洲的冲淤演变特点，分析影响三角洲冲淤

演变的因素，探讨三角洲冲淤演变与黄河来水来沙的关系，并基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黄河三角洲岸线

发育趋势进行预测；于彩霞针对海岸线定义及其位置确定不明确的现状，指出海岸线定义存在的问题，

给出完善定义的意见；分析海岸线常规的测绘方法，探讨海岸线精确测绘的新方法和技术[3]。李亚宁基

于 1993、2006、2013 年遥感影像提取渤海大陆海岸线，分析了渤海海岸线和围填海的时空演变，并给出

了针对性的保护与利用的建议[4]。王兆兰基于遥感和 GIS 技术，以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 LandsatTM
数据和 2014 年 LandsatOLI 数据共 4 期的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完成了对大连市海岸线变迁及围填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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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信息的提取，分析了大连市围填海区域的动态演化特征，并探讨了围填海区域变化的驱动因素[5]。 
王江涛(2014)认为，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海洋强国战略实施、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城市化和工业

化深入发展，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加快海岸线保护立法工作，制定综合性、差别化的海岸线管控政

策，加强海岸线的综合统筹规划，强化海岸线保护与管理的技术研究，提高海岸线综合管控能力和社会

服务功能，促进海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发展[6]。丁丽霞利用遥感方法对浙江省海岸线的变迁幅度

与速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各岸段在不同时期海岸线变迁的幅度与速度进行了数量化的分析与比较[7]。
楼东在对海岸线基本概念、属性特征、自然和功能利用类型分类讨论的基础上，根据卫星遥感图片的各

阶段资料以及浙江省围垦工程的实际进展情况，定量定性分析了浙江海岸线变动的时空特征以及成因，

并根据浙江海岸线的保护利用功能类型，对浙江省海岸线的开发现状进行评价[8]。冯利华根据历史和实

测资料研究慈溪市海岸变化过程及其成因[9]。 
国内外的研究多集中在海岸线的时空演变上，针对岸线尤其是淤涨型滩涂岸线的演变原因及管控措

施的研究较少，我国淤涨型滩涂岸线占岸线比例在 20%以上，多以围填造地、修筑堤坝等方式利用，尚

未形成统一的管理体制机制。为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大陆淤涨型岸线在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

问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以期为管理部门对大陆淤涨型岸线的管控提供基础。 

2. 淤涨型岸线的相关概念、特征及类型 

2.1. 海岸线的内涵 

由于国内外对海岸带向陆地和海洋两侧延伸的范围存在差异，目前海岸带在国际上没有取得一致的

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海洋学术语海洋地质学(GB/T18190-2000)》的规定：“海岸线即海陆分界线，在

我国系指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线”。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地带。它包括 3 个部分：沿

着海岸线的陆地、海潮出没的滩地以及陆地向海面以下延伸的部分。我国在 1979~1986 年进行了全国海

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这次调查中对海岸带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陆域一般自海岸线向陆延伸 10 
km，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海岸带的实际情况可适当延伸；海域一般自海岸线向海扩张至 10~15 m
等深线；河口地区向陆自潮界区，向海至淡水舌锋缘。 

根据海岸线的自然属性，可将浙江省海岸线的自然类型分为不同类型。根据海岸线所处的水域位置

不同，海岸线可分为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根据海岸线的地质岩性特征不同，可分为基岩岸线、砾质岸

线、沙质岸线、粉沙淤泥质岸线；根据海岸线稳定型不同，可分为侵蚀型岸线、淤涨型岸线、稳定型岸

线；根据海岸线前沿水深条件，可分为深水岸线、中深水岸线、浅水岸线。 

2.2. 淤涨型岸线的定义 

淤涨型海岸即为淤泥质海岸，淤泥质海岸是由粉砂和淤泥等细颗粒物质所组成的坡度平缓的海岸。

淤泥质海岸发育在有丰富泥沙供应和较大潮差的大河河口附近的地带。那里波涛通过浅滩能量减弱，而

潮汐作用相当活跃，从而发育了大范围的淤泥质浅滩。此外，由于沿岸水流搬运的泥沙，在波浪作用较

弱的隐蔽的海岸堆积而发育了淤泥质海岸。淤泥质海岸的岸线平直，岸坡平缓，一般为(1~2) × 10−3。潮

间带宽广，可达数千米至一二十千米。滩面物质很细，其粒径多数小于 0.05 毫米。在潮流的冲刷下，滩

面的潮沟地貌非常发育。 

3. 浙江省淤涨型海岸线利用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是中国所有省份中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浙江海岸线长度约 6696 km，其中大陆海岸线 2254 km。

浙江省现有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海涂资源约 2400 km2，主要为淤涨型滩涂，根据 2004 年的红外线遥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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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数据显示，浙江省共有理论基准面以上沿江沿海滩涂资源面积 391 万亩。重点分布于杭州湾南岸、三

门湾口附近、椒江口外两侧和瓯江口至琵琶门之间，具有多宜性的特点，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表 1)。 
浙江省大陆淤涨型海岸线的基本特征是，滩涂资源具有一定的再生能力；滩涂资源面广量大分布相

对集中；滩涂资源土壤成分多样而丰富；滩涂资源利用以渔业养殖为主，高涂区进行筑堤围涂形成工业

与城镇建设区。浙江省大量分布的淤涨型岸线在保护与利用中存在诸多问题。 
1) 海岸线管理体制分散、法律规范缺失 
中央政府将我国沿海滩涂的管理职能赋予给水利管理部门，水利部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海岸滩涂

的治理和开发”，其中的建设与管理司具体负责沿海滩涂的管理与保护；国务院又将滩涂湿地的管理职

能赋予了林业管理部门。中国加入了湿地公约后，国务院在林业局设立了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又称“国际

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简称湿地办)，全面负责湿地的管理与保护；在管理实践中，沿海滩涂被看成土

地的一种，所以也被涵盖在土地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之中；沿海滩涂的潮间带和潮下带都涉及到海洋，

海洋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也必然会延伸到沿海滩涂。海洋管理部门负责水域滩涂的许可发放；农业(渔业)
管理对海洋渔业资源及生态的保护负有职责，而沿海滩涂是海洋渔业资源的重要领域；沿海滩涂及其重

要的生态环境功能，使得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能延伸其中。这种职能分割的滩涂管理体制造成了沿海滩涂

管理的权责不清、协调不畅，它表明职能管理理念下我国沿海滩涂的分散管理体制。而且我国并没有出

台一部专门的淤涨型岸线或沿海滩涂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2) 缺乏规划统一引领 
全省各市县对各辖区内的海岸线利用控制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市县有岸线保护和利用的专项规划，

用于规范辖区内海岸线的利用；有些市县仅在港口规划、围涂规划中体现对岸线的利用；有些市县则以

项目引领，没有相关规划来引领和约束海岸线利用。这种缺乏全省规划统一引领和约束的现状造成各地

海岸线利用程度和科学性参差不齐。 
3) 岸线生态系统受损严重 
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排放河流海洋的污染物增加，对沿岸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随

着沿海诸多围涂工程的实施，改变了海岸线潮流、泥沙环境条件；还有历史海岸线低效能、粗放式的利

用、造船工业的兴衰更替，部分用海企业和用海个人对海岸的资源环境特性与承载能力缺乏清晰的认识，

使部分生态破坏的海岸线没有及时修复。 
4) 防灾减灾能力不足 
由于浙江海域地理位置特殊，泥沙来源丰富，滩涂自然淤涨较快，数十年来积累在全省沿岸海域，

自然淤积形成了一大批高涂，由于天然的淤涨型滩涂资源比较脆弱，涂面营养层不稳定且极易硬化， 
 
Table 1. Coastline type of Zhejiang province 
表 1. 浙江省海岸线类型 

岸段地址 稳定性类型 功能类型 

杭州湾南岸 淤涨型 养殖、工业与城镇建设、湿地保护 

石浦–三门沿赤 淤涨型 农业围涂、养殖、盐业、城镇建设 

沿赤–椒江口北 淤涨型 农业围涂、盐业、养殖 

椒江口南–玉环鲜迭 淤涨型 工业与城镇建设、农业围涂、养殖、避风、旅游、港口 

龙湾上岙–瑞安上望 淤涨型 综合开发、养殖 

瑞安阁巷–平阳仙人岩 淤涨型 工业与城镇建设、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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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人工及时改造难以持续利用。特别是滩涂淤涨较快的区域老滩成陆速度很快，形成了既不是土地又

不是海域的荒滩高涂，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及时予以整治，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高涂区毗邻的内陆地区在

雨季常常造成排涝泄洪困难，形成洪涝灾害。部分渔民自发在高涂区筑土坝养殖、搭棚生产居住，这些

工棚远离一线海塘之外，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台风暴潮来临，如不能及时撤离，往往造成家破人亡。 

4. 浙江省大陆淤涨型岸线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海岸线开发与管理不仅要保障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同时，更要重视海岸线亲海公共设施建设，提高海岸线公共服务功能，促使海岸线公共属性回归，为构

建生态海洋发挥重要作用。 
1) 完善海岸线管理机构及法律制度 
为统筹协调管理海岸线，省级成立省海岸线管理办公室，实施水利、林业、农业、海洋、土地、环

保等部门统一协调下的综合管控模式，研讨海岸线，尤其是淤涨型岸线自然保有率、海岸线公共功能建

设、海岸线开发利用结构和调整方向等重大问题。沿海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海岸线统筹协调管理机构，

具体负责辖区内海岸线的协调管理工作。加快海岸线立法，明确海岸线管理范围和海岸线管理主体，建

立海岸线使用申请审批等管理制度。近期结合海域使用管理法或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将海岸线的管理制

度纳入海域使用管理、土地使用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中，为海岸线管理、公共功能维护等提供坚实法律

依据。2017 年 3 月，国家海洋局颁布实施《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是海岸线管理制度化、法律

化的重要举措。 
2) 加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规划引导 
开展海岸线功能区划，制定海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统筹海岸线的开发、保护、保留，划分保护岸线、

公共岸线、生产岸线，划定海岸线开发红线，统筹布局好海岸线的保护与开发、公共亲海服务功能建设。 
3) 创新海岸线管理制度 
探索建立健全海岸线监测评价制度，实时掌握海岸线情况，提高海岸线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探索实

行海岸线分类管理制度，根据岸线保护等级、围填海控制类型和主体功能类型，对各类岸线采取不同的

管理要求，做到松紧有度，各有侧重。探索拓展海岸线整治修复多元化投资融资制度，通过争取中央扶

持性投资，地方自筹资金，省级专项岸线修复资金，其他行业投资以及私营、民间股份投资，开展海岸

线整治修复；在海岸线管理中，按照“谁使用、谁保护，谁损坏，谁修复”的原则，加强海岸线保护和

修复。 
4) 探索海岸线资产化管理制度 
探索建立海岸线收储、有偿供应和转让制度，收储和整理一批优质岸线，保障国家和省重大涉海工

程建设的需要。海岸线无偿使用现象严重，不仅造成了国有海岸线资产流失，也加剧了圈占海岸线发生，

以及海岸线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实行海岸线有偿使用制度，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海岸线所有权，也有

利于海岸线资源节约利用，同时依托收取的海岸线资源金，加强海岸线资源公共设施建设，维护海岸线

公共服务功能。 
5) 筑堤围涂与滨海湿地保护区相结合的利用模式 
我国沿海海洋灾害频发，因海塘建设相对滞后每年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加之工业化与城市化

的发展使人稠地狭、人地矛盾突出。在与自然灾害不懈抗争的同时，利用丰富的滩涂资源，创造了建设

护堤结合围垦造地的历史。以御潮减灾为主的滩涂围垦，不仅提高了沿海地区抗灾能力，还极大地缓解

了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 
滩涂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是近岸海洋生物的产卵地、育幼场和摄食场及海洋生物的回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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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鸟类的栖息地，是沿海污染重要的消纳基地，也是抵御极端天气灾害的自然屏障。对于滩涂湿地可采

用红树林、碱蓬等种植和潜坝围网养殖相结合的方式，对海岸线进行生态修复、增强其防灾减灾功能以

及对滩涂湿地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与重建。碱蓬喜高湿、耐盐碱、耐贫瘠、少病虫害，通过种植碱蓬，扩

大近海海湾带河口性淤泥沉积滩涂的面积，为后期滩涂湿地植物的种植、修复以及湿地生态系统的重建

提供基础。红树林突出特征是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凡是堤外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就不易

冲跨，经济损失就小，红树林是海岸线滩涂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的屏障。潜坝的修建可以达到后期

生物促淤的功能，远期形成相对稳定的植物群落。在岸线修复的基础上打造生态湿地体验示范区，主要

意图是比较和研究海水生态系统与淡水生态系统的差异，以及科普海水生态与淡水生态的知识，并提供

一定观赏、游玩、休闲的功能。工程内容一般为湿地栈道建设工程、防护林工程和科普科研管理房等功

能性建筑。 
通过筑堤围涂与滨海湿地保护区相结合的利用模式，不仅提高了岸线内的防灾减灾能力，减少台风

对后方陆域的侵害，同时使海岸带成为具有滨海特色景观的生态亲水岸线，具有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5. 结论 

浙江省海岸线的变化主要受入海河流中泥沙的影响。海岸泥沙输入大于支出的过程，表现出来就是

海岸淤涨，主要发生在河流入海口和河流三角洲海岸。浙江省滩涂总体来说处于不断的淤涨状态，自然

条件下岸滩外移平均每年 10~20 m，最大可达 40 m 以上，岸滩宽而坡缓。浙江沿海围海造地的历史已有

上千年，尤其近 50 年来，围垦工程规模大，速度快，引起海岸线的剧烈变迁，在给人类提供了更多陆地

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沿海湿地面积减少，部分水文、水动力条件改变，

影响航道的正常使用，渔业资源遭到破坏，沿海滩涂存在管理空白等。完善海岸线管理机构及法律制度、

加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规划引导、创新海岸线管理制度、探索海岸线资产化管理制度是进行海岸线管

控的制度基础，筑堤围涂与滨海湿地保护区相结合的利用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具有生态价值的利用方

式。 
本文在浙江省大陆淤涨型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

索了基于体制机制、法律规范及利用模式等的管控措施与制度，具有实际操作性，为海岸线尤其是淤涨

型岸线的管理提供了参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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