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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平面上升对广西沿海影响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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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数十年来全球海平面相对上升明显
,

部分海岸及海滩已被侵蚀
。

根据初步研究成果
,

简要分析了海平面上

升对广西沿海的影响
.

养拉遍
、

海平面上升 影响 分析

A七宕份众 t R e e e n t d e e a d e s ,

g l o b a l s e a l e a v e l r e l a t iv e ly r i s e s o b v i u s ly
,

p a r t o f e o a s t a n d b e a e h h a v e b e e n

e r o d e d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p r im a n y r e s e a e h r e s u lt u s , t h is p a p e r b r ie fl y a n a l y s e d t h e i m p a e t s t o t h e

G u a n g x i e o a s t al a r e a s b y s e a le v e l r is e
.

K e y w or d s
·

sea le v el r is e ,

im p a e t s , a n a l y s is

由于极地冰川溶化
,

海水受热膨胀等因素的影

响
,

会使海平面升高
,

严重威协着沿海地 区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
。

对海平面上升给广西沿海所造成的影

响进行分析
,

探讨其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

1 近几十年的全球海平面的变化

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
,

全球海平面变化是一个受

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
。

早在 1日4 0 年

国外学者就开始对海平面变化进行观测研究
,

至今已

有几十年的历史
。

各国学者依据多种方法研究并不断

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数据
,

现将能收集到的成果数据

列于表 l
。

从表 1可 以看出
,

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0
.

5 ~

3
.

8 m m / a
不等

,

年平均上升速率为 1
.

6 m m a/
,

说明

海平面上升已得到众多科学家的研究证实
。

1 9 8 5 年

10 月
,

联合 国环境规划 署世界气象 组织和世界科学

1 9 9 4
一

0 6
一 16 收稿

, 19 9 4 一 0 9一 0 5 修回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广西区科技三项经费
、

广西 区国土办科技经

费资助项 目
。

联盟在奥地利菲拉赫 ( iV nac h) 召开 了专门会议
,
共同

讨论 C O :
等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

响
。

当时估算
,

到 2 0 30 年前后
。

大气中的 C O
:

将会成

倍增加
,

全球气温将会升高 l
,

5 ~ 4
.

5 ℃ ;
因极地冰川

的溶化
、

海水受热澎胀等因素的影响
,

海平面将上升

2 0一 1 4 0 。 m
。

1 9 8 9 年
,

第 4 4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海

平面上升对海岛和海岸地区可能的不利影响 》的 20 4

号决议
; 1 9 9 0 年又通过了《内罗毕宣言 》

,

强调气候变

化将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
,

呼吁各国切实执行 《蒙特

利尔协议书 》
。

1 9 8 9 年美国科学院院长 弗兰茨教授

( F r a n k P r e e s ) 著文认为
,

到 2 0 5 0 年海平 面将上升

1
.

O m
。

1 9 9 1年美国环境署给国会的报告 《温室效应

与海平面上升 》估算
,

如果下世纪海平面上升 1
.

O m
,

美国将损失 2 7 0 0 亿一 4 7 5 0 亿美元
。

1 9 9 3 年
,

有 9 5

个国家的科学家聚集在荷兰举行海岸会议
。

科学家们

认为
,

因极地冰川溶化
,

海水受热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

到 2 0 5 0 年
,

全球海平面将升高 3 0一 5 0 e m
,

至 2 10 0

年
,

甚至会升高 1
.

o m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
,

海

平面升高 1
.

o m
,

就可能使孟加拉国内的 4 0 0 0 万一

8。。。 万人流离失所
,

便 中国的 4 个最富饶的平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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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国学者取得海平面上升速率估算

T a
be l l交

ale v e lr is e v e lo e i t ye s t u m at i o n b yin t e r n at io n alr e s e r a

cb e rs

作者 A
u t h o r

年份 Y e a
r

海平面年上升率 S e ae lve l

r is e v e
loc t y( m m /

a)

研究依据 R
e s e ar e

h h a
s

i
s

T h
o r Z r in ss o n 19 4 0

G
u t i e n

b
e r g 19 1 41

.

1士 0
.

8

19 5 01
.

2 ~ 1
.

4

V a
l

e n t i n
19 5 41

.

3 ~ 3
.

9

Lis i t s in 19 5 8 1
.

12 士 0
.

3 6

W
e s

l
e r

F a
i

r b r
id g e

19 6 1

19 6 1

18

12

H ie
k

s
19 7 8

K i
u ze

19 7 8 1
.

4~ 1
.

5

E me r y

郑文振等 Zh
e n g w

e n z
h

e n e e
.

王志豪 W
an g Z h ih

ao

赵才明等 Zh
ao C ai min g 。 C

.

19 8 02
.

5 一 3
.

0

19 8 6 1 1 4~ 1
.

4 0

19 8 6

19 8 6 2
.

3 土 0
.

9

陆祖胜等 u LZ hu s h e n e C
.

19 8 9 0
.

4~ 1
.

3

冰川学 G l
e aio

l
o g y

6 9 个站统计 6 9 s t at ion
。 。 t at is t ie s

综合法 S yn t h e t ic me t h记

各国海平面资料 S
e a

l
e v e

ld at a

6 个站统计 6 S t at i o n S S t at i s t ie s

冰川学 G l
e aio

l
o g y

海平面资料分析 S
e a

l
e v e

ld at a an a
l ys is

美国 5 0个站统计
5 0s t at i o n s s t at is t ie s ,

U
.

S
.

A

1 5 0 0 个站资料 1 5 0 0 s t a t io n 。 d a t a

7 2 5 个站资料 7 2 5 。 t a t io n 3 d a t a

1 0 0 0 个站统计 2 0 0 0 0 s t a t io n 。
d

a t a

5 0 个站统计 5 0 s t a t i o n s d a t a

1 0 年周期法 eD
e a

d p e石司 m
e t h司

中国验潮站资料
O b s e r v a t io n a

l
s t a t io n d a t a ,

C h i n a

分被淹没
。

目前
,

全世界有 6 4 0 0 k m 城市海岸线
,

10 7 0 0 k m 海滩旅游区及 1 8 0 0 k m 的港 口海岸
,

急需

采取防范措施
。

中国政府和科学界十分重视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

早在 1 9 8 5 年
,

中国科学院就立项研究
。

1 9 8 9 年起 国

家海洋局每年刊发 《海平面公报 》
,

指出我国沿海地

区普遍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协
。

1 9 9 1 年国家科

委副主任邓楠著文
,

把海平面上升问题列为
“

我国科

技事业的中心议题
” 之一

。

同年
,

成立了中国海洋地

质灾害防治委员会
。

1 9 9 2 年 n 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加入由 1 54 个国家政府首脑共同签署的《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 ; 公约重申了全球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

升对世界各国影响的严重性
,

要控制 C O
:

和其它温

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

1 9 9 2 年中科院地学部决定把
“

海

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
作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重点调研活动
,

并在 1 9 9 3 年初

派出 10 多位院士到珠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
、

黄河

三角洲和天津地区进行调研
,

并向国务院作了专项报

告
,

指出
: “

全球海平面上升将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 ,

“

海平面上升虽然是缓慢而持续的现象
,

但其长期累

积值将会相当大
,

对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许

多不利的影响
” 。

科学界在对沿海地区进行调研后认

为
,

在未来的 50 年内
,

大部分地区的海平面将会有

40 ~ 1 00
。 m 的上升幅度

,

尤其 以经济发达的珠江三

角洲
、

上海和渤海地区为甚
; 这将会加大沿海地区风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2 月 第 咨卷第 l 期

暴潮及洪涝威胁
,

增加排污困难
,

加速海岸带浸蚀和

减弱港口 功能
。

因此
,

需要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

以消

除不利的影响
。

2 广西现代海平面变化趋势分析

广西海岸线长 1 0 83 k m
,

设有 6 个验潮站
,

平均

1 80 k m 有一个
; .

观测时间最长达 34 年
。

根据验潮站

观测资料
,

采用最小二乘法逐年分析统计得出广西海

平面的变化趋势
。

2
.

1 月平均海平面变化

广西多年月平均海平面变化为上半年低
,

下半年

高
。

最低出现在 2 月份
,

最高出现在 10 月份 ( 图 1 )
。

其变化主要原因是受季风以及港湾地形和
,

海水 比容

的季节变化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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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沿海各站多年月平均海平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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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平均海平面变化

由于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局部地区

地质构造的影响
,

广西年平均海平面

已呈上升趋势 (图 2)
。

根据沿 海 各 潮 位 站 资 料统计

分 析
,

北 海 站 年平 均 上和速率为

1
.

7 8 m m / a ;
白龙尾站为 0

.

4 9 m m / a ;

涸洲岛站为 5
.

9 4 m m / a 。

北海站 2 8 年

上升了 4
.

98
。 m

,

白龙尾站 16 年上升

了 0
.

7 8 。m
,

涸 洲 岛站 3 2 年上 升

了 1 9 c m
。

但防城港站 和石头埠站平

均海平面略有下降
,

可能是受地质构

造影响
,

有待研究确认
。

上述只是相

对的海平面变化
,

至于相对的陆地升

降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还在研究中
。

相对海面变化幅度是海平面升降运动

量与地面升降运动量的代数和
。

本文

海平面上升值仅指相对的海平面上升

值
,

地壳的升降速率
、

土质压实等因

素还未包括在内
。

2
.

3 多年平均高潮位变化

广西沿海潮位为南海潮位的最高

岸段
。

北海站平均最高潮位 5
.

35 m
,

涸洲岛站 4
.

70 m
,

白龙尾站 6
.

gl m
,

防城港站 4
.

97 m
,

龙门站 5
.

86 m
,

石

头埠站 8
.

14 m
。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

平均高潮位也相应上升
.

北海站 25 年

G ua n g x i cS ie n e
es V o l

.

2 N o
.

l
,

eF b r u a r y 1 9 9 5



上升 4
.

73
c

m
,

年平均上升 1
.

89 m m ; 涸洲岛站 20 年

上升 了 2 1
.

0 0 C m
,

白龙 尾站 2 1 年上升 了 10
.

5 c m

(图 3 )
。

2
.

4 热带气旋引起的海平面变化

据 2 9 4 9一 1 9 9 2 年的 4 3 年资料统计
,

影响北部湾

的台风 (含热带气旋 ) 共 16 8 次
,

平均每年约 4 次

(在广西沿海登陆平均每年 2
.

3 次 )
。

热带气旋和台风

多数伴随发生暴潮
。

广西沿海海平面增水值一般在

5 0 C m 以上
,

个别热带气旋引起增水值达 20 0 c m 以

上
,

如 7 10 9 号台风
,

石头埠站增水达 2 3 3 c m
。

随着

海平面上升
,

同样风力
、

风向的台风所引起的增水也

将相应升高
。

从多年平均海平面和多年平均最高潮位来看
,

广

西沿海的海平面变化都趋于上升状态
,

与全球海平面

趋于上升相对应
。

3 海平面上升对广西濒海地区 自然环境的影

响

3
.

1 地势低平
,

受海平面上升浸淹威胁大

广西海岸带陆域面积 5 6 0 0 k m
Z ,

已围垦的低地

5 0 0 k m
Z ,

居住人 口 约 2 0 0 万
。

我们根据 1 : 1 0 0 0 0 地

形图分析量算了廉洲湾三角洲地区不同高程的面积
。

从高程看
,

现 已有 “ %的土地 的地面高程低于现今

高潮位
,

这些土地主要靠堤围保护才不至于长年被水

淹浸
。

若海平 面上 升 0
.

s m
,

廉洲湾三角洲就会有

14
.

4 k m
Z

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
,

有 3 5 9
.

8 k m
Z

在高

潮位以下
。

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
,

今后将有更多的

土地处于海平面之下
。

3
.

2 对滨海旅游区的影响

广西滨海旅游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

如北海银滩
、

防城港市的金滩都已进入开发阶段
。

北海市的银滩长

约 17 k m
,

退潮宽约 1 k m
。

沙月贡细腻
、

海水清澈
、

阳

光充足
、

素称
“

南方北戴河
” ,

为北海市最具吸引力

的旅游风景区和海滨浴场
。

目前
,

该区已被国务院批

准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

但这些 区域都位于黄海高程

3
.

5 ~ 4
.

o m 处
,

而 北 海 1 。 年 一 遇 的设 计 潮 位 为

3
.

4 3 m
,

2 0 年一遇为 3
.

5 6 m
,

2 5 年一遇 为 3
.

6 0 m
,

5 0 年一遇为 3
.

7 3 m
,

1 0 0 年一遇为 3
.

8 6 m
。

如果海

平面上升按上述预测
,

到 2 0 3 0 年
,

20 年 一遇的潮位

变为现在 10 年一遇 的潮位
,

到 2 0 5 0 年
,

2 5 年一遇的

潮位接近 100 年一遇 的潮位
,

如果不采取措施
,

这些

区域将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
。

3
.

3 海岸受到侵蚀

海平面上升在海岸带 主要表现为海滩侵蚀和海

岸沙坝向岸位移
。

波场中的沙质沉积物 由波浪自 ! ;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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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海底掀带搬运至岸带上部堆积
,

但由于海平面持续

上升
,

水深加大
,

原海滩平衡剖面发生改变
,

波浪 对

上部海滩发生冲刷
。

同时
,

海平面升高
,

降低了河流

的坡降
,

减少了河流向海输沙量
,

因此世界上大部分

海滩普遍 出现沙量补给匾乏
。

目前广西沿岸大部分沙

质海岸出现侵蚀现象
,

如合浦
、

北海沿岸的沙坝一泻

湖沉积区出露于沙坝外侧
,

表 明海岸 已受到侵蚀
。

防

城港市的京族三岛为沙质岛屿
,

受海水侵蚀
,

陆域面

积不断缩小
。

近年来为了保护 岛屿海岸不受侵蚀
,

进

行了绕岛人工筑堤
。

这是广西沿海率先保护海岸的例

子
,

但 目前标准还较低
,

个别岸段受波浪冲刷时
,

常

出现崩塌现象
。

随着海平面的升高
,

海岸侵蚀将更强

烈
。

3
.

4 风暴潮灾害

从我国沿海地带风暴潮的现状看
,

风暴潮灾害以

海湾
、

河口及地势低洼区的沿岸为最重
。

广西沿海的

北海币
、

钦州市和防城港市南 临北部湾
,

是我国台风

( 含低压气旋 ) 频繁活动地区之一
。

1 9 3 4 年一次强台

风
,

广西沿岸增水值 1
.

s m
,

沿海死亡 3 27 人
,

康熙

岭青草坪村
,

全村 8 3 人
,

淹死 7 0 人 ; 2 9 8 2 年 1 7

号 台风
,

广西 沿 岸 增 水 1
.

o m
,

受 淹 农 作 物 约

7
,

00 0 k m
, ,

仅北海市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87 0 万元 ;

1 9 8 6 年 9 号 台 风
,

增 水 1
.

o m
,

北 海
、

合 浦
、

钦

州
、

防 城等地 8 0 % 的海 堤 遭 破 坏
,

受 淹 农 田

2 0 9 3 0 0 k m
Z ,

受灾人口 2 0 2
.

7 万人
,

经济捐赠失达

3
.

9 亿元
。

如果到 2 0 5 0 年
,

海平面上升 0
.

2一 0
.

s m
,

风暴潮增水值普遍达 0
.

7 ~ 2
.

s m 以上
,

沿海平均标

高在 5 一 6 m 的海堤将受到严重破坏
,

沿海地区经济

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

3
.

5 ;每堤标准降级

海平面上升将使洪
、

潮威胁加大
,

致使堤围标准

降级
。

合浦县海
、

河堤长 5 0 3 k m
,

大部分堤顶标高为

3
.

3 m
广
一 5

.

3 m
,

保护耕地面积 2
.

4 8 万 k m
Z ; 钦州市

现有海
、

河堤 21 6
.

9 k m
,

大部分堤顶标高为 3
.

4 m ~

5
.

s m
,

保护耕地面积 1
.

28 万 k m
Z 。

根据当地海平面

与黄海高程的关系
,

目前这些堤围标准 已低于最高潮

位
,

防御能力已降低
。

因此
,

近年来每年的 5 月
、

10

月潮到来时
,

常发生局部决堤成灾现象
。

1 9 9 4 年
,

为

防 5 月潮
,

政府拔出约 20 。 万元经费临时加固薄弱海

堤
。

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
,

目前广西 沿海 的海

(河 )堤将难于抵御因海平面上升而引起的严重威胁
。

3
.

6 沿海重要经济设施将受影响

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和经济发展
,

近年来新建的

重要经济设施
,

如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

北海市

(下转第 6 2 页 C o n r l n u e o n p a g e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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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高径分布

巨尾按 3年 5 个月生
,

l m 又 6 m 的树高 12 m 以

上达 10 0肠
,

胸径 1 0 c m 以上达 6 0 % ; 3 m x 4 m 的

树 高 12 m 以上 占 55
.

17 %
,

胸 径 10 e m 以上 占

1 3
.

3 % ; 3 m x 6 m 的树高 一Z m 以上 占 2 3
.

3 %
,

胸径

1 0 。 m 以上 占 1 0 % ; Z m x 3 m 的树高均未达到 1 2

m
,

胸径也未达 10 c m
,

可见 1 m x 6 m 的有早成材
、

成大材的效果
。

.2 4 蓄积里比较

巨 尾 按 3 年 5 个 月生
,

l m 又 6 m 的 蓄 积量

6 8
.

7 6 m
3

/ h m
, ,

年平均生长量 2 0
.

1 1 m
3

/ h m
, ; 3 m X

4 m 的蓄积 量 4 5
.

2 2 m
3

/ h m
, ,

年 平 均 生 长 量

1 3
.

3 4 m
3

/ h m
Z ; 3 m X 6 m 的蓄积量 3 7

.

8 6 m
,

/ h m
, ,

年平均 生长量 n
.

07 m
3

/ h m
Z ; 2 m X 3 m 的蓄积量

3 6
.

6 3 m
3

/ h m
Z ,

年平均生长量 1 0
.

7 1 m
3

/ h m
, 。

3 讨论

巨尾按造林在相 同的条件
,

仅采取不同的株行配

置方式
,

具有不 同的造林学 意 义和经济效果
。

l m

x 6 m 的配置方式通称
“

宽行窄株
” ,

这种配置方式充

分利用林地空间
,

相对空间集中
,

阳光较多
,

适合巨

尾按的生理特性
,

该树种叶片结构属两面叶
,

栅状层

较厚
,

分布于近轴面
,

海绵层分布于远轴面
,

为强阳

性树种
,

光合速率较一般树种高
,

超过 5一 10 m g

c O
Z

/ ( 1 00
c m

, ·

h )
, “

宽行窄株
”

配置提高了林木的

光合速率
,

创造了林木速生的小环境
,

因此增加了林

分的生物量和产量
。

这种配置组成林带式
,

有利于抗

风
,

同时便于间种作物开展立体经营
,

也便于机械化

造林和抚育管理
。

过去采用 间伐调整林分的适宜密

度
,

本项试验从定植时选用适宜的配置方式
,

可省去

部分间伐工作量
。

由此可见
,

1 m x 6 m 的配置是巨尾

按造林的最好方式
,

从造林开始一贯表现优势
。

近年

来
,

广西推广用宽行窄株配置方式营造 5 0 00 多 h m
,

尾叶按
、

巨按
、

巨尾按
、

柠檬按等均获得了良好效果
。

(责任编辑
:

莫鼎新
、

何启彬 )

(上接第 4 1 页 C o n t i n u e f r o m p a g e 4 1 )

深水港
,

钦州港
,

防城港等
,

原设计都没有考虑未来

海平面上升
。

据计算
,

到 2 0 5 0 年
,

只要海平面上升

0
.

s m
,

广西沿海港 口工程设计潮位
,

原 50 年一遇的

变为 5 年一遇
,

10 0 年一遇 的变为 10 年一遇
。

到时
,

这些重要的经济设施将受到影响
。

4 几点建议

( 1) 重视海平面上升的预测和可能影响的研究

一切对策
,

应建立在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有正确认识

的基础上
,

应加强潮位观测和地壳形变的长期观测
,

科学地预测海平面相对上升速度
,

以便分析海平面上

升的具体影响
。

(2 ) 有必要重新考虑濒海地区的经济布局
。

( 3) 重新制订沿海环境建设的各项标准
。

(4 ) 加高加固海堤 海堤是沿海防潮的第一道

防线
。

目前
,

海 (河 ) 堤加固整治工程都是以现行 50

年
、

2 0 年
、

10 年
、

5 年一遇的防御标准进行设计的
,

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来海平 面上升 的严峻形势和经济

发展前景
,

无论从高度或强度均远不足以抗御大 的台

风暴潮
。

据推算
,

年平均温度升高 1
·

5
`

C
,

在中国登

陆的台风频率将增加 1
.

76 倍
。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 1 9 9 2 年的报告预测
,

下世纪中叶
,

全球气温将升

高 1
·

2 ~ 1
.

7℃
。

按此推算
,

那时的台风暴潮发生频率

将增加 1
、

2 ~ 2 倍
,

即广西沿海平均每年将受到 5一 7

次台风暴潮影响
。

因此
,

建议把未来海平面上升的计

算值列入海 (河 ) 堤工程加固整治计划
,

对海 (河 )

堤进行加高加固
。

同时
,

应充分利用广西海岸的特点
,

大力提倡营造红树林
,

建成防浪绿色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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