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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西海岸环境脆弱性研究》主要围绕在自然和人类活动作用下广西海岸环境要素的变化，对广
西海岸环境脆弱性的形成机制及广西海岸环境脆弱性的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脆弱性调控的对
策。
内容分为7章：第1章围绕海岸环境脆弱性定义、海岸环境脆弱性评价、海岸环境脆弱性调控三方面研
究评述海岸环境脆弱性。
第2章从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人手，提出研究设计。
第3章利用遥感和GIS技术，从动态、时空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广西海岸环境脆弱性表现的海岸岸线的变
化、滩涂面积的变化、红树林面积的变化、近岸水质的变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第4章探讨了影响广西海岸环境脆弱性的因子与作用机制。
第5章构建出海岸环境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海岸环境脆弱性表现形式、脆弱
性形成的动力因子和近海水质变化三大类17项指标，并判断出广西海岸环境的脆弱性在逐渐增强，有
向严重脆弱（一级状态）转化的趋势。
第6章提出广西海岸环境脆弱性的调控对策。
第7章总结了本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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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3广西海岸环境脆弱性表现形式的时空演变特征　　根据对近50年的多源遥感数据和海洋水质监
测数据的分析，得出广西海岸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为：①在1955-1977年的20多年中，岸线长度、滩
涂面积以及红树林面积都趋于递减，同时岸线形态的曲率变小；②1978-1988年，岸线长度、滩涂面积
和红树林面积仍旧减少，但减少幅度较前一阶段有所降低；③1988年以来，岸线长度、滩涂面积再次
递减，递减速率介于前两个阶段之间，红树林面积有所上升；④近50年来，岸线长度、滩涂面积和红
树林面积总的趋势是递减的，岸线长度、滩涂面积的减少幅度由强-弱-次强；⑤广西沿海局部区域的
水质污染较明显，特别是无机氮的污染，但近岸水域整体状况良好；⑥广西海岸脆弱性具有阶段性特
征，并由强-弱-次强。
7.4海岸环境脆弱性的形成机制　　将海岸脆弱性的表现形式作为“白箱”，把各种驱动力看做为一个
“灰箱”，通过“白箱”的信息来反馈“灰箱”。
得出：陆域地质构造背景、泥沙物源、海侵作用和海洋动力是影响海岸环境固有脆弱性的自然驱动力
；人类活动中的滩涂围垦、港口开发、水利工程的建设是海岸环境特殊脆弱性形成的主要驱动力。
　　通过驱动力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①在各种影响海岸环境脆弱性的因子中，对广西海
岸环境脆弱性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人类的开发活动类型，特别是滩涂的围垦方式，这种活动类型
遍及整个广西沿岸。
其次是港口开发建设，因港口开发建设而占用海岸滩涂导致海岸环境失去永久恢复力，由于港口建设
主要在钦州、北海和北仑河，故只有这几处的海岸环境脆弱性受到的影响最大。
再次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并且往往被其他影响海岸环境脆弱性的因子所掩盖。
海洋动力因子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即从海岸环境形成开始，一直对海岸环境的脆弱性有影响，只是因
人类活动作用各岸段强弱的不同，而对海岸环境脆弱性的影响有所不同。
②就海岸环境特殊脆弱性因子的阶段性表现来看，第一阶段（1955-1978年）的造地造田对海岸环境脆
弱性的破坏最大，第二阶段（1978-1988年）的养殖与盐田对海岸环境脆弱性贡献最大，第三阶段
（1988至现在）主要是水利工程、港口、水库建坝和养殖对海岸环境脆弱性影响大。
就海岸环境固有脆弱性而言，海洋动力因子对海岸环境的脆弱性影响是缓慢而渐进的。
③综合各种动力作用因子的影响，广西海岸环境的脆弱性整体上是在增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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