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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是福建省的“半壁江山”。
福建省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千米，比陆地面积大12.6％，大陆海岸线总长3752千米，居全国前列；海岸
线曲折率1:6.21，居全国首位；“渔、港、景、能”等各类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对于位置临海、发展靠海、优势在海的福建来说，保护好、利用好、开发好海洋，具有非凡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港口、修造船、电力、石化等临海工业的大规模建设，福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向海洋要发展、要空间、要后劲，成为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趋向。
这一战略趋向，导致福建围填海需求剧增，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如何科学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长远，牵动大局，成为各级
党委、政府领导思考的重大问题。
特别是2005年1月，福建省政府黄小晶省长在听取全省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工作汇报时，针对福建省围填
海造地需求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
高度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对全省重点海湾开展数值模拟与环境研究，科学合
理地实现和保障福建省海湾优势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为重点海域海洋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与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
随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认真组织实施，邀请了国内十多家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一大批业内一
流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成立了联合研究课题组和省内外十余位海洋、数模等学科知名专家组成的技
术指导与监督管理专家组，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将研究确立为“海湾数值模拟与环境研究项目”
。
正在开展的福建省“908”专项为配合该项目顺利实施，特地增设了十三个重点海湾环境容量综合调查
，获取了十三个海湾的水文气象、化学、生物方面的数据资料，为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项目提供现场
补充调查资料。
两年多来，联合研究课题组在福建省各级政府和各用海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在技术指导与监督管理专
家组的具体指导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精益求精，顺利完成了项目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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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国家海洋“908”项目的研究成果，针对福建省三沙湾围填海工程的历史和现状，结合其他人
类活动的影响，通过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较全面的海洋环境和社会现状的调查研究，以现
状为依据，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从水动力环境、环境容量、生态环境
、海洋资源、社会经济等指标体系出发，对三沙湾的历史围填海工程等人类活动进行了回顾性综合评
价。
在此基础上，依据海湾海洋功能区划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设计围填海规划方案，结合海洋生态环境
和社会经济评价，综合分析港口、围填海及其他用海规划实施时的相互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综合评估评价各规划方案，提出三沙湾港口、围填海等用海需求的科学性意见和建议，为三沙湾海
域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域使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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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项目背景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总长3 324 km，居全国第二位。
海岸线直线长度535 km，曲折率1：6.21，居全国首位。
全省拥有大小港湾125个，6个港湾共29处可建设20万～50万吨级深水泊位。
福建省港湾拥有“渔、港、景、油、能”五大优势资源和对台的独特区位优势。
一方面随着高速公路、沿海大通道、沿海铁路以及港口的建设完善，海洋开发的前景将十分广阔，全
省大部分重要工业企业和人口也集中在沿海地区，突显其日益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战略意义；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福建省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面临着诸多的威胁和挑战，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
展给近岸海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福建省人多地少，沿海地区土地资源十分缺乏，人均耕地仅0.5亩（有的地区甚至不足0.3亩），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也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 8亩的警戒水平。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快速展开及沿海城镇的不断扩张，电力、钢铁、石化等临海工业大规模建设
，土地后备资源贫乏必将继续成为制约福建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必
将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围海造地热潮。
福建省的工农业围填海大多是在半封闭的港湾内的滩涂进行。
在海湾实施各种工程，对福建省海湾海洋资源的影响如何，是否会带来严重的海洋环境、生态环境问
题，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福建省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省政府指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全省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深刻地认识围填海等用海需求的利
弊关系，高瞻远瞩地提出要以科学为依据对福建省重要港湾开展数学模型研究，通过用数学模型结合
海洋环境容量等综合研究方法，科学合理地保护福建省的港口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好海洋生
态环境，同时还要根据省情，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出可供开发的空间，为重点海域海洋经济发展、环
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和技术支持。
三沙湾是福建省的重要海湾之一，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是我国典型的近封闭型的潮汐汉道式海湾
。
随着三沙湾围填海等各项开发项目的展开和规划，岸线利用、水域面积减少势必引起湾内海洋生态环
境的调整和改变，为了预测和掌握这一变化趋势，做到海湾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和谐统一，需要
建立三沙湾水沙运动和物质输移的数学模型，以原型观测和现场调查为基础，以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
相协调为原则，研究三沙湾综合开发利用中的海洋环境及生态问题，为福建省领导和有关厅、局等行
业主管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技术支持。
受福建省海洋开发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河海大学和国家海洋局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共同承担
了福建省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项目。
其中，水沙运动和物质输移的数学模型，海洋环境、生态影响和经济评价由河海大学完成，外业调查
由福建省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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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省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三沙湾》：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成果，福建省主要海湾数
模与环境研究项目，“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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