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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海陆相互作用的动力敏感地带,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本文以福建平潭岛为

例，对海岛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表现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海岛生态脆弱性的驱动机制,并提出了平潭岛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

发展的对策措施,以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海岛  脆弱性  驱动机制  对策措施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周为海水包围，

岛内的生物群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动植物

区系斑块[1]，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特殊自然生态系统。由于

海岛是全球变化和陆海各种动力作用 迅速 敏感的界面之

一，敏感性大，稳定性小[2]；同时海岛相对独立，与大陆及

其他岛屿之间联系较为困难；并且资源数量有限，再加上海

岛的经济构成比较单一，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1  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内涵 

生态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上相对于干扰而

具有的敏感反应和恢复状态，它是生态系统的固有属性在干

扰作用下的表现[3]。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分为原生脆弱性和次

生脆弱性，又称固有脆弱性和特殊脆弱性[4]。固有脆弱性指

生态环境具有相对较强的敏感性；特殊脆弱性是指外界干扰

一旦超过了环境维持自稳定的阈值就会发生突变性的退化[5]。

海岛生态脆弱性同样可分为固有脆弱性和特殊脆弱性，所谓

固有脆弱性是指由于陆海作用引起的脆弱性，是海岛生态环

境在陆海动力作用下表现出的因自适应而受到损害的性质，

是所有海岛环境的共性，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

升或下降；而特殊脆弱性则是指在大量的和不同的人类开发

活动影响下的海岛环境因适应而受到损害的性质，主要表现

为海岛地形地貌的改变、海岛植被的破坏、自然灾害等，可

因经济调控、计划和政策等人类决策的变化使损害发生变化，

即是可变化、可控制的[2]。  

2  平潭岛自然地理条件 

平潭岛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东邻台湾海峡，距台湾新

竹 73 海里，西部隔海坛海峡与福建省福清市、长乐市相邻，

南部与福建省莆田市南日岛相隔于兴化水道，北至海坛石与

白犬相峙，介于东经 119°32′至 120°10′，北纬 25°15′至 25°45′

之间。平潭岛属于福州市的一个县，全县由 126 个大小岛屿，

167 个岩礁组成，总面积 370.90km2。其中海坛岛为主岛，地

势南北高，且多为起伏的丘陵与低山，中部较低为海积平原，

面积 251.40 km2，南北长 29km，东西宽 19km，海岸线长

408.73km，它是全国第五大岛，全省第一大岛，亦是全县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平潭岛在 NNE 向新华夏系构造

控制下，经过第四纪以来海平面的多次升降和流水、风力等

共同作用下，形成丘陵、平原、台地从西北向东南相间排列

的地貌格局[6]。 

3  平潭岛生态脆弱性的主要表现 

3.1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平潭岛地处台湾海峡的风口走廊，又受台湾雨影区的影

响，属于半湿润气候，风力强、降水少且变率大，风、旱、

潮等灾害频繁。台风和旱灾是平潭岛 常见的自然灾害，其

发生的频率 高，几乎每个时期都有。台风影响主要在 7-9

月，约占总次数的 70%，据 1956～1987 年资料统计，台风

影响平潭共达 184 次，平均每年 5.8 次；另据 1953～1980 年

气象资料分析，28 年中发生旱灾 85 次，其中特大旱灾 38 次[7]。  

3.2 近岸海域赤潮频繁发生 

随着平潭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当地人

口和外来游客逐步增加，大量含有机质和营养盐的工农业废

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海洋。规模化的高密度水产养殖，也造成

对海域水质的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体富营养化使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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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频繁发生。1990 年 4 月，海坛岛东南部发生赤潮导致大量

缢蛏死亡。1991 年 4 月，海坛岛的北厝、苏澳、芦洋、澳前、

竹屿口、芬尾、白清等地发生赤潮导致草虾、仔虾、扇贝死

亡[8]。2007 年６月，龙王头海水浴场及周边海域爆发有毒赤

潮。 

3.3 海岸线侵蚀严重 

平潭岛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气候、水文条件等造就了极富

有个性特点的海蚀景观，如海蚀沟、海蚀绝壁、一线天、仙

人井等。但海岸侵蚀作用又对海岸线造成极大的破坏，产生

海岸崩塌、滑坡，形成海蚀平台、崩积砂石滩等，使海岸线

后退，岛屿面积缩小，平潭岛东北部海岸侵蚀破坏现象尤为

严重[9]。流水镇位于平潭岛东北部，该区域基岩为中酸性英

安质火山碎屑岩，残坡积台地十分发育，残坡积粘土厚度可

达 10 m～20 m，在海水冲蚀、风蚀等海洋外动力作用下形成

陡崖，陡崖在海蚀及重力作用下崩塌，如此往复，海岸线不

断后退。如流水镇北港小学校址，原距海岸线约 100m，现因

海岸侵蚀导致山体滑坡，学校操场与海岸线的距离已缩小至

50m 左右，已对学校的安全构成威胁。 

4  平潭岛生态脆弱性的驱动机制分析 

4.1 全球气候变化 

因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已是一个为人

们普遍认可的事实。世界海洋的 上层 300 米，1998 年比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温度上升了 0.3±0.15℃；1966 年以来的北

半球，年平均雪盖面积有减少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来约减少 10%；1973 年以来卫星观测北极的海冰面积也有下

降趋势，自 1978 年至今，北极海冰面积可能减少 2.8%[10]。

国内外科学家使用 31 个复杂气候模式，对 6 种代表性温室气

体排放情景下未来 100 年的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预测，结果

表明：……210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将比 1990 年上升 0.09 米～

0.88 米[11]。而海平面的上升、更剧烈的海浪、海面冰盖的减

少、地面温度的升高促进永久冻土融化和地面冰面减少，将

造成沿海地区土地面积减少，这些影响的综合作用对居民和

基础设施产生严重影响，还会引起海岸带的退却，这是全球

气候变化对海岛影响的一般情况，是海岛固有脆弱性的主要

原因。 

4.2 围填海等海洋、海岸工程建设 

平潭岛海岸线蜿蜒曲折，主岛海坛岛西部海域潮流动力

较弱，岛礁风化物长期沉积。建国以来，先后实施了竹屿口、

火烧港、幸福洋和山门前等大中型围垦，共计围垦面积

40.44km2，扩大土地面积 2941.7hm2，修筑海堤 10418m[6]。

近年来，又陆续启动了苏澳港口船舶修造基地、竹屿港口船

舶修造基地和平潭海峡大桥等重大海洋海岸工程的建设。围

填海工程的修建，改变了原有的海流体系和水动力条件，造

成泥沙淤积，降低了海域的环境容量，导致局部海域水环境

质量下降，并对海洋生物资源带来严重影响。 

4.3 海岛周边海域环境污染 

近年来，随着平潭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海岛旅游开发等利

用程度的不断升高，近海环境质量逐渐恶化。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的排放、垃圾的任意倾倒、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及海

水养殖业的发展，使海岛近海环境污染和周边海域富营养化

逐渐加重。就海水养殖业而言，海岛水产养殖在增加附近渔

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给海岛和周围海域的环境造成了污染，

平潭竹屿养殖区的水质已呈劣四类[12]，高密度网箱养殖使得

养殖水体的富营养化问题日益突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

粪便和代谢废物能够提高养殖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和增加水

体的混浊度，使浮游生物与食物链发生变化，导致鱼虾减少。

而沉积到海底的养殖废物则会造成海底的有机物污染，其有

机物分解耗氧在底层形成缺氧环境，对大型底栖生物群落产

生影响，导致原来生活在海底的动植物暂时性消失和海底生

物多样性的下降[13-14]。 

4.4 淡水资源缺乏，植被破坏后恢复困难 

平潭岛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17200 万 m3，其中地表水资

源为 11238 万 m3，浅层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为 2373 万 m3，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21.3%，为全省人均

水资源量的 12%，属福建省沿海岛屿缺水地区。 

平潭岛处于南亚热带北缘，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多为逆

行演替的人工植被，以木麻黄为主，种类少，优势种相对明

显，群落结构单纯。长期受人类的破坏和恶劣自然条件的影

响，植被急剧衰退，原先营造的木麻黄林，老化严重。由于

树种单一，原来木麻黄老化被砍伐后，造林成活率低，二代

幼林矮化，呈灌木林状，而从外地引进的树种又难以存活， 树

种更新困难，加上人为挖沙采石和风浪侵蚀，从而造成了日

益严重的水土流失。 

5  平潭岛生态良性发展的对策措施 

海岛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耦合作用

下的结果，而人类开发活动的盲目性与无序性则是脆弱性加

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应重点从人类活动规范管理的角度来

实现对海岛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调控[2]。 

5.1 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不仅是指在旅游过程中欣赏美丽的景色，更

强调保护性的旅游。滨海生态旅游应以滨海生态系统和滨海

资源为依托，强调保护和可持续的旅游活动，促进当地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平潭海坛风景区、坛南湾沙滩、龙

王头沙滩等重点旅游景区的开发应制定控制性规划，论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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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的开发价值和开发强度，合理确定旅游生态容量，实

现以生态资源促进旅游开发，以旅游开发收益促进生态建设

的良性循环。同时应加强滨海旅游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治理和抢救已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旅游资源与环境，使

之尽早恢复本来面貌；并在旅游区内建设环境保护科普宣传

教育设施。 

5.2 严格控制海岛及周围海域环境污染 

控制海岛周围环境污染要海陆一体化调控，应强化岛屿

和海域的两位一体监督和综合管理。 

一是加大内陆流域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入海，

建立并实施陆源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并试点运行。

海洋每年接纳污染物中陆源污染物占 80%以上，所以应加大

城镇居民生活和工业废水的治理力度，在原有平潭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实施二期工程并扩大污水管网的覆盖

范围，并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是全面实施海上流动污染源及其相关作业的监控和管

理，加强对机动船舶、港口、锚地泊船等含油污水的治理和

管理，实施船舶及相关作业的油类污染物“零排污”计划。 

三是提高岛民环境意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5.3 推行养殖生态化建设 

生态渔业是以生态学为基础，遵循经济规律，运用生态

系统工程技术进行设计、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新型渔业，该产

业既能实现高效健康养殖、海洋渔业与养殖业的良性循环，

又能有效地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确保渔

民增产增收。 

在养殖结构方面，要优化产品结构，发展高、优、特种

类，提高经济效益。在养殖技术方面，要加强对种苗、饲料

渔药生产和使用的监督管理，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提高水

产养殖科技含量，进一步推广健康养殖模式，合理控制养殖

密度，提高集约化和现代化水平，保护中国鲎、仙女蛤、厚

壳贻贝、坛紫菜等重要渔业品种的渔业资源、繁育、索饵等

场所。 

5.4 植树造林，实施海岛生态恢复计划 

平潭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步建成了海岛防护林体系，发挥

了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效益。但是，由于自然枯死、

病虫害以及人为的乱砍滥伐等，疏林地不断增多，目前部分

林分已降低或失去防护功能。为防止风沙等自然灾害的破坏，

应通过重点营造和填平补齐，在燕下埔等五大风口构建海岸

基干林和防风固沙林带，形成平潭环岛的防护林体系。 

同时，对破坏严重的典型海区开展“海岛生境恢复”计划，

旨在利用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建立人工群落和植被系统，

修复遭到破坏的海岛生态系统。比如利用“人造沙滩”技术， 

为中国鲎提供产卵繁殖区；利用人工鱼礁生物恢复和护滩技

术[15]，改善修复和优化水生生物栖息环境，为鱼类等生物提

供索饵、繁殖和生长发育等场所，从而达到海岸带生物种群

恢复和海岸带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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