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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1990 年在有 130 个国家

的 500 多名科学家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上指出：温室效应

日益加剧，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几十年来，每年有 2000 万公顷的热带雨林被毁，每年向大气中排

放的二氧化碳达 55 亿吨，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急骤增加。在

过去 100 年里，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0.5℃，历史上有记录以来全球气

温最高的六个年份均出现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倘若人类不及时采取措

施，这种情况仍会继续发展，而且速度会加快，那么到下个世纪末，

全球平均气温将比今天上升 3.0℃以上。 

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比以往任何自然灾害都可

怕得多。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引起海平面的大幅度上升。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世纪里，全球海平面将以每 10

年 6 厘米的速度上升。其速度相当于过去 100 年的 6 倍。到下世纪末，

海平面将比现在高出 65 厘米。到那时，地球的陆地面积将大大减少，

孟加拉、埃及、越南、马尔代夫、荷兰等许多国家和岛国会有大面积

的土地被淹。仅海平面上升这一项就会使 6000 万人受到影响而成为

“环境难民”。 

我国大陆沿岸海平面在过去 100 年里上升了 14 厘米，上升的趋

势是相当明显的。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影响是淹没大片土地，除此之外，

海平面的长期缓慢上升还会加剧海洋灾害的威胁。我国属世界上少数

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频繁发生风暴潮灾

害，特别是在每年 7～10 月海平面较高的季节里，东南沿海地区更易

遭到台风暴潮的袭击，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

蒙受巨大的损失。海平面上升还会加剧海水对海岸的侵蚀，海水渗入

河口及地下蓄水层，破坏沿海地区的淡水资源。比如莱州地区现在地

下水水位已比海平面低了十几米，造成海水回灌。现在海水内侵的速

度相当快，致使大片良田盐碱化，成为一片荒地。 

我国沿海人口稠密，城市基础工业大都分布在低洼地带。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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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都处于海洋灾害比较频繁

的区域，而且这些地区海平面上升都相当明显。一些城市建筑物的高

程相对较低，有的甚至还不到 1 米。海平面的长期上升势必威胁这些

城市。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编写《中国海平面公报》旨在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海平面

状况，并对今后海平面变化作出预测，供有关部门和领导了解海平面

变化的情况，以期引起重视，及早采取必要的对策，做好防御和减灾 

工作。 

 

二、我国沿岸海平面变化概况 

 

从总的趋势看，我国沿岸海平面自五十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沿

岸各海域南、北表现有所不同，大体以长江口为界，长江口以南基本

属上升区域，其中有些岸段上升还很明显。而长江口以北各海区则有

升有降，其中渤海为微弱上升区，黄海为微弱下降区。 

根据我国 48 个长期验潮站的 1250 多站年的资料分析，至 1990

年为止我国沿岸海平面上升的速率为 0.14 厘米／年。在 48 个站中，

海平面上升的有 40 个站，占总数的 83.3%。其中上升速率最大的为

中浚，达到 0.64 厘米／年，硇洲、乍浦、上海、吕泗各站海平面上

升的速率也达 0.30 厘米／年以上。海平面下降的有 6 个站，占总数

的 12.5%。下降的速率最大的是秦皇岛站，为 0.25 厘米／年。威海、

烟台、青岛各站海平面下降的速率分别为 0.21 厘米／年、0.20 厘米

／年、0.07 厘米／年。海平面无变化的有 2 个站，占总数的 4.2%。 

各海区海平面变化以东海和南海最为明显。在过去百年中分别上

升了 19 厘米和 20 厘米。渤海海域在过去百年中上升了 5 厘米，而黄

海海域在过去百年中下降了 2 厘米。 

在过去百年间，我国海平面变化在沿海省、市、自治区分布的基

本情况是：辽宁省沿岸海平面上升了 4 厘米，河北省沿岸海平面下降

了 2.5 厘米，山东省沿岸海平面下降了 3 厘米，其中烟台、威海、青

岛三站平均下降 17 厘米，其原因是山东半岛地壳缓慢上升。江苏省

和上海市沿岸平均上升 20 厘米，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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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升 18.3 厘米、17.8 厘米、21.9 厘米、15 厘米、16 厘米。 

 

三、1990 年沿岸海平面变化 

 

1990 年去我国沿岸海平面比 1989 年上升 0.48 厘米，其中渤海上

升 0.07 厘米，黄海上升 0.37 厘米，东海上升 0.85 厘米，南海上升 0.36

厘米。若以省、市、自治区划分，则辽宁沿岸上升 0.27 厘米，河北

和天津平均上升 0.40 厘米，江苏、上海分别上升 0.45 厘米、4.5 厘米，

浙江、福建沿岸分别下降了 0.49 厘米、1.40 厘米，广东沿岸、珠江

三角洲、广西沿岸及海南分别上升 0.19 厘米、0.43 厘米、1.30 厘米、

0.77 厘米。 

1990 年与 1989 年相比，单站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上海（黄浦公园），

上升 6.01 厘米，上升幅度在 3 厘米以上的还有基隆、高桥、中浚、

吴淞等站。 

1990 年与常年相比，我国沿岸海平面偏高 3.02 厘米。各海区变

化的具体情况如下：渤海偏高 2.86 厘米，黄海偏高 2.80 厘米，东海

及南海分别偏高 3.24 厘米和 3.00 厘米。就省、市、自治区比较，江

苏沿岸偏高 6.21 厘米，为最大，其次是河北和天津沿岸，平均偏高

3.49 厘米。以下依次是珠江三角洲、广东、海南、辽宁、浙江、广西、

福建、山东分别偏高了 3.26 厘米、3.06 厘米、2.97 厘米、2.81 厘米、

2.64 厘米、2.37 厘米、2.37 厘米、1.48 厘米。 

1990 年与常年单站比较，偏高在 5 厘米以上的有基隆（12.38 厘

米）、澳门（10.31 厘米）、中浚（7.78 厘米）、榆林（7.04 厘米）、连

云港（6.87 厘米）、丹东（5.80 厘米）。 

1990 年 1 月、8 月、9 月我国沿岸海平面与历史同期相比有明显

偏高。1 月份的海平面比常年平均偏高 10 厘米以上，特别是南黄海

及东海部分海域，比常年平均偏高了 12.3～17.7 厘米。8 月和 9 月沿

岸海平面分别比常年偏高了 5.4 厘米和 4.9 厘米。这种短期内局部海

区海平面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台风暴潮引起的增水。 

 

 



4 
 

四、1991 年及 1996 年海平面变化预测 

 

预计我国沿岸海平面在未来几年里仍保持上升趋势。1991 年全

国沿岸海平面将比常年偏高 4.50 厘米。其中东海偏高的幅度最大，

达 6.14 厘米；其次是南海，偏高 4.74 厘米，渤海和黄海分别偏高 3.25

厘米和 1.96 厘米。按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划分，辽宁沿岸偏高 3.11

厘米，河北和天津沿岸平均偏高 3.88 厘米，山东沿岸偏高 1.15 厘米，

江苏和上海沿岸平均偏高 5.53 厘米，浙江、福建、广东、珠江三角

洲、广西、海南各地沿岸海平面将分别偏高 4.28 厘米、4.85 厘米、

4.68 厘米、4.56 厘米、3.52 厘米、5.39 厘米，台湾省基隆将偏高 22.60

厘米。 

1991 年相对常年单站的变化情况：在 48 个长期验潮站中有接近

1／3 的站偏高幅度在 5 厘米以上，最大为中浚，偏高 11.39 厘米，其

次是榆林，偏高 9.43 厘米，以下依次为上海（9.37 厘米）、平潭（8.17

厘米）、澳门（7.89 厘米）、湛江（7.40 厘米）、广州白砚壳（7.34 厘

米）、硇州（7.19 厘米）、塘沽（6.98 厘米）、丹东（6.68 厘米）、镇海

（6.61 厘米）、绿华山（6.29 厘米）、香港（6.28 厘米）、石臼所（5.66

厘米）、吕泗（5.64 厘米）。 

与 1990 年相比，1991 年我国沿岸海平面将上升 1.46 厘米，沿岸

各海区除黄海外均有上升。具体情况如下：渤海上升 0.37 厘米，东

海上升 2.88 厘米，南海上升 1.74 厘米，而黄海则下降 0.87 厘米。以

省、市、自治区划分，辽宁沿岸上升 0.31 厘米，河北和天津沿岸上

升 0.33 厘米，山东沿岸下降 0.31 厘米，江苏沿岸下降 2.95 厘米，上

海沿岸上升 3.69 厘米，浙江沿岸上升 1.65 厘米，福建沿岸上升 2.43

厘米，广东及珠江三角洲沿岸分别上升 1.62 厘米、1.30 厘米，广西、

海南沿岸分别上升 1.16 厘米、2.46 厘米。预测 1991 年单站海平面上

升在 3 厘米以上的站有 11 个，依次是基隆、上海、平潭，葫芦岛、

中浚、香港、汕尾、高桥、石臼所、三灶、广州白砚壳将分别上升

10.22 厘米、5.53 厘米、5.24 厘米、4.00 厘米、3.61 厘米、3.51 厘米、

3.40 厘米、3.33 厘米、3.09 厘米、3.08 厘米、3.06 厘米。 

预计到 1996 年，我国沿岸海平面将比常年平均偏高 1.8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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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渤海比常年偏高 2.35 厘米，黄海偏低 1.00 厘米，东海及南海分

别偏高 2.15 厘米和 2.89 厘米。以省、市、自治区分，辽宁沿岸偏低

0.77 厘米，河北和天津沿岸平均偏高 2.37 厘米，山东沿岸偏高 0.11

厘米，江苏、浙江沿岸分别偏高 1.82 厘米、3.31 厘米，上海地区偏

高 2.11 厘米，福建、广东、珠江三角洲、广西、海南分别偏高 3.04

厘米、3.38 厘米、3.00 厘米、0.99 厘米、4.54 厘米。 

到 1996 年，我国沿岸 48 个长期验潮站中有 35 个站比常年偏高。

其中。偏高 5 厘米以上的有 9 个，分别是中浚（8.04 厘米）、乍浦（7.97

厘米）、塘沽（6.77 厘米）、海口（6.54 厘米）、汕尾（6.12 厘米）、羊

角沟（5.54 厘米）、厦门（5.45 厘米）、长涂（5.43 厘米）、灯笼山（5.07

厘米）。 

预测表明，在未来几年中我国沿岸部分海域特别是长江口以南包

括东海、南海的海平面仍将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沿海几个主要的经济

区均处于海平面上升的区域。东南沿海是台风活动频繁的区域，每年

都会因台风暴潮灾害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一带海平面的持续上升势

必加剧灾害损失。新近开发的上海浦东经济区处在海平面上升明显的

岸段，该区防潮设施较弱，在特殊天文大潮和风暴潮同时出现的时候，

潮水将会轻易地漫过堤坝，直逼腹地。珠江三角洲同样面临这样的问

题。天津塘沽地区到 1996 年海平面将上升 6.77 厘米，而且该地区 

的地面沉降速度也相当可观，甚需注意。 

 
五、对策和建议 

 
我国沿海地区普遍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海平面上升势必

产生一系列不利的结果，诸如，沿海低洼地受淹、加剧风暴潮灾造成

的损失、海岸侵蚀加剧、土地盐碱化、沿海地区水资源受污染等问题，

因而严重地影响沿海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甚至会迫使沿

海城镇向内陆迁移。 

联合国确定 90 年代为国际减灾 10 年，成立了相应的组织以协调

各国的工作，许多国家也纷纷成立类似的机构主持本国的减灾工作。

我国于 1989 年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说明减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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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并已列入议事日程。海平面上升不仅本身造成

的灾害非常严重，而且会加励其它自然灾害的影响，因此应当引起足

够的重视。减灾工作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牵涉面相当大，而且具

有一定长期性，因此不仅需要决策部门的重视，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予以支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宣传。使全社会都能认识到海平面上升的危害性，只

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二）加强海平面监测工作。逐步完善全国验潮站网监测系统。

特别是对海平面上升的地段，更应做好这项工作。对重点地区、重点

时段进行重点监测。建立迅速、有效的灾害预警系统，以便领导部门

作出正确决策，尽早采取有效的防救措施。在监测的基础上，为海平

面的研究提供长期、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强沿海地区海岸地形的测

绘工作，详细了解沿海省、市的高程分布，绘制沿海地形（包括城市

码头和防潮堤等）的 0～15 米的各米等高线图，为城市发展布局和防

灾决策提供依据。 

（三）积极开展针对海平面上升问题的研究。为减少海平面上升

的危害，必须搞清海平面上升的原因和机制，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做

好防范。中国海平面作为全球海平面的一部分，与全球海平面的变化

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海平面上升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解决

的，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而我国在针对中国沿岸海平面开展研

究的同时，还应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与世界其它国家一起共同努力，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统筹安排，科学决策。我国沿海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对其中上升幅度比较大的重点地区，应在原有防护设施的基础上，增

建一些防御设施。特别是经济开发区和城市重点地段要加固、完善防

潮堤坝。目前，上海已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对沿海

某些淡水资源紧张的城市，应合理地利用地下水资源，不能盲目地打

井抽水，以免造成地面沉降。例如，天津完成了引滦入津工程之后，

不仅解决了城市用水问题，而且也保护了该市的地下蓄水层，防止了

地面进一步沉降。 

在规划新的开发区之前，应考虑周围的环境、地质条件，避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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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地质条件不稳定、陆地高程过低而易受潮灾侵袭的地区设立新的

开发项目。沿海地区新建经济区在规划时就应建设完善的抗潮和排水

系统，这样就能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五）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矿物燃料的使用，沿海地区积极植树造

林，保护森林和红树林资源，积极开展绿化活动，以期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减轻“温室效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