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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仍是近年来世界各沿海国家关心的热

点问题之一。自 1990 年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作出结论认为过去 100

年中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0.5℃之后，最近 5 年中许多科学家对这一现

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继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些研究认

为，这种气温的全面上升主要应归因于气候的自然变动；但大多数科

学家认为不能排除人为因素对全球变暖的作用。1995 年 11 月在马德

里召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宣布，大量证据已证

实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着巨大影响。如果不采取措施，到下个世纪

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 1～3.5℃。海平面上升是全球变暖的直接影响

结果之一。研究表明，过去 100 年海平面平均上升率为 1.0～2.0mm

／a。关于对未来海平面上升的估计，IPCC 第一次评价报告（1990）

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到 2100 年的升高幅度为 31～110cm，

最大可能为 66cm。在其后的 1992 年补充评价报告，尤其是 1995 年

第二次 IPCC 评价报告，估计 2100 年海平面将升高 25～80cm，最佳

估计为 50cm。但即使是这个较低的估计，仍比过去 100 年观测到的

海平面上升量值高 2～4 倍。 

我国科学家的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沿海海平面最近 50 年来

平均以 1.0～2.0mm／a 的速率上升。这一上升速率与全球海平面上升

速率一致。应当指出，某些工业发达的沿海城市地面沉降速率远大于

海平面的上升速率，使相对海平面在较短的时间内明显升高，加大了

潮灾的发生频率。 

海平面上升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已引起世界沿海国家和科学界的

关注。1991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当前环境状况指出，全球变暖导

致的海平面上升“将引起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会威胁低洼岛屿及沿

海地区”。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 世纪行动议程”呼

吁各国政府重视全球变暖导致的种种后果，并将其纳入“政府决策进

程”。“议程”提出，应监测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其中海平面变化

是主要监测内容之一。1993 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组成由 11 位学部

委员和 8 位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



2 
 

角洲和天津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组就上述地区作出的综合评估

认为：“预期到2050年海平面的上升幅度，在珠江三角洲为40～60cm；

在上海地区为 50～70cm；在天津地区为 70～100cm”，这些估计“均

假定地面沉降幅度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达到的”。考察报告分别对

上述四个区域的海平面上升趋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作了论

述。认为海平面上升已造成了风暴潮灾害加剧、洪涝威胁加大、增加

排污困难、港口功能减弱以及盐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等问

题。我国政府对海平面上升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已在“八五”期间

将海平面变化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列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并已取得

一批重要成果。 

 

二、我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概况 

 

到 1995 年，我国沿海相对海平面总的来说继续呈上升趋势。对

我国沿海长期验潮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沿海大部分区域海面均呈上

升趋势；只有山东半岛从龙口至青岛一段以及河北沿海的秦皇岛周围

区域，相对海平面呈下降趋势。平均而言，我国沿海相对海平面以

1.3mm／a 的速率上升；在相对海平面下降的区域，其平均下降速率

为 1.4mm／a。我国沿海各区域相对海平面的升降速率（其中负号表

示下降）如下： 

 

   相对海平面升降速率 

 

 

 

 

 

 

 

 

 

2.4mm／a 

0.9mm／a 

－1.2mm／a 

1.9mm／a 

－0.1mm／a 

－1.7mm／a 

－0.3mm／a 

0.3mm／a 

1.6mm／

区 域

辽宁南岸

辽宁西岸

秦皇岛周围区域

天津市至莱州湾西岸

山东龙口附近

山东北到东北岸

山东东岸

山东南岸至江苏北部沿岸

江苏南部沿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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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内 

长江口外和舟山群岛 

杭州湾北岸 

浙江沿岸 

广东东部沿岸 

珠江口 

广东西部沿岸 

琼州海峡 

广西沿岸 

海南东岸 

1.4mm／a 

1.2mm／a 

3.2mm／a 

1.7mm／a 

1.2mm／a 

0.9mm／a 

0.6mm／a 

1.2mm／a 

1.9mm／a 

0.7mm／a 

可以看出，沿海各省、市、自治区中，长江口及其以南相对海平

面上升较明显，其中杭州湾北岸相对海平面显著上升。应当指出的是，

一些大城市，如天津和上海，地面沉降在相对海平面变化中起重要作

用，但在观测记录中这一因素已被逐年修正，其影响并未反映在上述

数据中。 

 

三、1993～1995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 

 

1993～1995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降变化。1993

年全国沿海海平面比 1992 年平均下降 21mm；1994 年海平面明显升

高，比 1993 年平均上升了 31mm；而 1995 年海平面又平均下降了

30mm。造成海平面这种波动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与气候的波

动有关。据分析，中国近海海平面年际变化中包含 2～5 年的较高频

振动和 16～20 年的低频变化，其合成振幅可达 40mm 以上。 

总的来说，我国沿海海平面存在趋势性的上升，所以与常年

（1975～1986 年）相比，1993～1995 年海平面比常年高。据统计，

全国沿海 1993～1995 年期间海平面比常年平均偏高 23mm，其中，

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分别偏高 38mm，15mm，18mm，

2mm 和 38mm。按省、市、自治区划分，1993～1995 年与常年相比，

辽宁南岸和西岸分别偏高 32 和 29mm，秦皇岛附近偏高 14mm，天津

沿岸偏高 81mm，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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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偏高 19mm，10mm，20mm，2mm，21mm，22mm 和 73mm。 

1993～1995 年期间，海平面季节变化的主要特征是：（1）我国

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的海平面变化呈相反的趋势。例如，1994 年全

国沿海海平面普遍高于 1993 年和 1995 年，但从偏高的月份来看，渤、

黄海是下半年（8～12 月）明显偏高，而南海是上半年（1～7 月）明

显偏高。（2）1995 年我国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沿岸，夏、秋季出

现异常低海面。其中黄海和东海沿岸 7～11 月各月海平面均低于常

年，分别比常年平均低 46mm 和 95mm。福建沿海 6～11 月海平面均

低于常年，平均比常年低 63mm。 

 
四、1996～2000 年中国海平面预测 

 
预计今后五年内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保持以往的升降趋势，其速率

也将维持不变。对我国沿海自 80 年代以来海面观测数据的分析表明，

海平面尚未显示出加速上升的趋势。 

若将海平面的低频变化也考虑在内，预计 1996～2000 年全国沿

海海平面将比常年（1975～1986 年）平均偏高 31～37mm（置信概率

为 70%）。若按海区划分，各海区 1996～2000 年海平面与常年的偏差

（置信概率为 70%）如下： 

渤海 

黄海 

东海 

长江口 

杭州湾 

台湾海峡 

南海 

珠江口 

北部湾 

31～35mm 

－9～－5mm 

53～61mm 

28～40mm 

71～75mm 

38～42mm 

36～42mm 

－1～7mm 

33～39mm 

如按省、市、自治区划分，各省、市、自治区 1996～2000 年海

平面与常年的偏差（置信概率为 70%）如下： 

辽宁南岸 36～4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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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西岸 

河    北 

天    津 

山    东 

江    苏 

上    海 

浙    江 

福    建 

广    东 

海    南 

广    西 

41～45mm 

－10～－4mm 

51～57mm 

－18～－10mm 

34～40mm 

61～67mm 

36～42mm 

38～42mm 

34～40mm 

44～48mm 

29～33mm 

应当指出，今后五年中仍将出现周期为 2～5 年的较高频海面变

化。这种变化的机制及其预测十分复杂，是需要研究解决的气候——

海平面变化问题之一。 

 
五、建议和对策 

 
我国沿海除个别地区外，海平面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一趋

势与全球海平面上升趋势是一致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海平面有加速

上升的迹象，但目前的这种海平面上升趋势已构成对我国沿海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对于一些主要的经济发展地区，如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天津地区，由于地势低平，海平面上升将使

潮灾加剧，从而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这

一问题，应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目的。 

1．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地面沉降 

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已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地

面沉降进行了控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的沉降速率仍然大大

快于海平面的绝对上升速率。据估计，如果长江三角洲的地面沉降速

率控制在 6mm／a，再加上 1.4mm/a 的海平面上升速率，按 1990 年

海平面确定的 100 年一遇高潮位，到 2000 年将变为 75 年一遇，到

2010 年将变为 60 年一遇。天津地区更为严重，若地面沉降速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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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mm／a，加上 2.2mm／a 的海平面上升速率，按 1990 年海平面

确定的 100 年一遇高潮位到 2000 年将变为 58 年一遇，到 2010 年将

变为 34 年一遇。由此可见严格控制地面沉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

此建议，沿海地区要合理地、有限制地利用地下水，并持续进行人工

回灌；在沿海油气开采区应减少或禁止采用地下水作为注水采油的水

源。实践证明，只要有关职能部门重视并制定相应法规，坚持采取行

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控制地面沉降的速率是可以做到的。 

2．建立和加强监测系统，开展综合研究 

验潮站水位观测和高精度重复水准测量是监测海平面变化的基

本手段。虽然我国自 50 年代以来已积累了一批宝贵的观测资料，但

总的来看还不能满足监测海平面缓慢变化所要求的精度。观测站的布

局也不够合理，不少重要地区如黄河三角洲和江苏北部沿岸尚是空

白。因此有必要就我国沿海台站和监测系统的建设问题进行论证，统

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必要加强和改善观测手段，增加观测内容并引

进当代的高、新技术，如空间技术等。 

鉴于影响海平面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海平面上升又对海洋环境

的动力条件和沿岸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影响并加重海岸侵蚀、土地盐

渍化等问题，有必要及早组织多学科力量，开展长期综合研究。为此

建议继续将海平面上升问题列入“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

以切实推进这项工作的进展，为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解

决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 

3．建立沿海潮灾预警和应急系统 

针对海平面上升这一事实，应在沿海重要经济发展区和潮灾频发

区建立有效的潮灾预警和应急系统，以尽可能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

失。该系统应包括监测、通讯、预报、经济、地理信息，淹没区域和

损失评估以及最佳对策方案的确定和实施等一系列内容。鉴于该系统

的复杂性和技术难度，建议“九五”期间选择一二个适当地区作为试

点，并使其投入业务运行，成熟后可推广到其他沿海区域。 

4．加强沿岸防潮工程建设，提高抗灾能力 

我国沿岸堤防工程大多标准较低，几乎每年都有风暴潮灾害发

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海平面持续上升将进一步加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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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确保沿海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应对现

有工程标准作适当调整，考虑海平面上升这一重要因素，按照经济发

展程度把加高加固沿海堤防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 

 

附  录 
 

名词解释： 

1．绝对海平面上升量，指由于全球变暖引起的全球性海平面上

升量：预计 2100 年将比 1990 年上升 25～80cm，最佳估计 50cm。 

2．相对海平面升、降量，指以陆地为参照物观测到的某一地点

海平面升、降量。由于地壳垂直运动、沿岸地面沉降等原因，使作为

参照物的陆地也不断作垂直运动。因此观测到的海平面变化中既包含

绝对海平面上升也包含陆地的垂直运动，称为相对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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