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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海平面上升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危害已成为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

热点之一。世界上众多的海洋、气象、地质等学科的科学家们围绕这

一问题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更深入地揭示海平面变化的规律，最终对

未来海平面变化做出较准确的预测。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还从海平

面大幅度上升可能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角度做了大量工作，以

寻求防治的对策，这一工作受到岛国和沿海国家政府的普遍关注和支

持。近年来，国际上有关海平面变化和对策研究的学术活动相当频繁，

仅 1991 年就先后在瑞士、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举行了有关海平面

的专题研讨会。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负责组

织、协调国际间海平面变化及其对策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由于影响海平面变化的因素众多，而多项因素观测资料还不全、

系统性较差，再加上技术水平的限制，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

个统一的海平面变化的预测模式。但是，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的趋势、

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事实已广为人们所接受。人类活动已使人类生

存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那么环境将无情地进行报复，海平面上

升对沿海国家的危害是严峻的。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人

口稠密、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而地势低洼的平原海岸占据相当大的

比重，因而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也将产生

很大影响。 

    国际上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为 0.15 厘米/

年，而目前我国沿岸（用 48 个验潮站资料计算（见附表））海平面的

年变率为 0.14 厘米/年左右。这表明我国沿岸的海平面变化与世界大

洋的海平面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假若海平面不会大幅度上升，仍以目

前的速度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海平面绝对上升是缓慢的，

这对大洋水体的绝对变化或许是相当小的，但对沿岸海域来说，陆地

运动、地面沉降、河流径流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引起海平面的相对变化。

而且在某些区域这种变化也可能是相当明显的。我国已有不少单位正

从不同角度研究海平面的变化，相信这些研究工作对了解我国沿岸海

平面的变化会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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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的海平面变化概况 

 

    我国沿岸海平面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上升的幅度不大。

在渤、黄海部分区域的海平面还有着微弱下降。根据我国沿岸 48 个

长期验潮站 1300 多站年的资料分析得出的结果，到 1991 年，我国沿

岸海平面的年变率平均为 0.14 厘米/年。在 48 个站中，海平面上升的

达 40 个，占总数的 83.3%，其中中浚、硇洲、乍浦、上海、吕泗、

绿华山、广州白观壳等 7 个站的上升速率均在 0.3 厘米/年以上（包括

0.3 厘米/年），上升速率最大的为 0.64 厘米/年。海平面下降的有 6 个

站，占总数的 12.5%。其中下降速率最大的为秦皇岛，平均每年下降

0.24 厘米。以下依次为威海、烟台、连云港、丹东、青岛大港，下降

的速度分别为 0.21 厘米/年、0.17 厘米/年、0.13 厘米/年、0.09 厘米/

年，0.07 厘米/年。在 48 个站中还有两个站的海平面没有变化，占总

数的 4.2%。 

各海区海平面变化，以东海和南海最为明显。到 1991 年为止，

东海海平面上升的平均年变率为 0.20 厘米/年，南海海平面上升的平

均年变率为 0.15 厘米/年。渤海海平面的平均年变率为 0.05 厘米/年，

而黄海的海平面的平均年变率为零，表明黄海区海平面的变化不十分

明显，截止到 1991 年，我国沿海各省、市、自治区的海平面变化的

平均年变率分别为：辽宁 0.04 厘米/年、河北和天津沿岸－0.02 厘米/

年、山东沿岸－0.03 厘米/年、江苏（包括上海）0.22 厘米/年、浙江

沿岸 0.23 厘米/年、福建沿岸 0.16 厘米/年、广东沿岸 0.15 厘米/年、

广西沿岸 0.15 厘米/年、海南沿岸 0.14 厘米/年。可以看出，沿海各省、

市、自治区中，南方各省的海平面上升明显，尤以江苏和上海沿岸及

浙江沿岸为甚。山东沿岸则属于海平面相对下降的区域。 

 

三、1991 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变化 

 

    1991 年我国沿岸海平面比 1990 年上升了 1.61 厘米，其中渤海上

升 0.89 厘米，黄海上升 1.08 厘米，东海上升 2.70 厘米，南海上升 1.12

厘米。以省、市、自治区划分，则辽宁沿岸上升 0.26 厘米，河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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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平均上升 3.11 厘米，江苏（包括上海）和上海分别上升 2.91 和

3.69 厘米，浙江、福建、广东、珠江三角洲、广西及海南分别上升

2.07 厘米、0.94 厘米、0.99 厘米、0.70 厘米、1.20 厘米和 1.63 厘米。 

    

 

    

1991 年与 1990 年相比，单站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上海（黄浦公园），

上升 5.53 厘米。上升幅度在 3 厘米以上的还有基隆、塘沽、镇海、

中浚、香港、高桥、石臼所、广州白砚壳等站。

 

1991 年与常年单站比较，偏高在 5 厘米以上的有 17 个站，依次

为基隆（22.60 厘米）、中浚（11.39 厘米）、榆林（9.43 厘米）、塘沽

（9.42 厘米）、上海（9.37 厘米）、连云港（8.67 厘米）、澳门（7.89

厘米）、镇海（7.70 厘米）、广州白砚壳（7.34 厘米）、硇洲（7.18 厘

米）、丹东（6.68 厘米）、吕泗（6.45 厘米）、绿华山（6.29 厘米）、香

港（6.28 厘米）、石臼所（6.02 厘米）、大连（5.64 厘米）、烟台（5.52

1991 年与常年（1975～1986 年的平均海平面）相比，我国沿岸

海平面平均偏高 4.39 厘米。各海区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渤海偏高

3.76 厘米，黄海偏高 3.88 厘米，东海及南海分别偏高 5.94 厘米和 3.43

厘米。就省、市、自治区比较，江苏及上海沿岸偏高 6.89 厘米，为

最大，其次是河北和天津沿岸，平均偏高 6.60 厘米，以下依次是浙

江沿岸、海南沿岸、广东沿岸、珠江三角洲、广西沿岸、福建沿岸、

辽宁沿岸、山东沿岸，分别偏高了 4.71 厘米、4.58 厘米、4.05 厘米、

3.95 厘米、3.57 厘米、3.31 厘米、3.07 厘米、2.28 厘米。

厘米）。 

 

四、1992 年及 1997 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变化预测 
 

    预计我国沿岸海平面在未来几年内上升的速率将有所减小。1992

年全国沿岸海平面将比常年偏高 5.13 厘米，其中东海偏高的幅度最

大，达到 5.82 厘米，其次是南海，偏高 5.59 厘米，黄海和渤海分别

偏高 3.91 厘米和 3.81 厘米。按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划分，辽宁沿

岸偏高 4.27 厘米，河北和天津沿岸平均偏高 5.39 厘米，山东沿岸偏

高 2.57 厘米，江苏和上海沿岸平均偏高 5.91 厘米，浙江、福建、广

东、珠江三角洲、广西、海南各地沿岸海平面分别偏高 4.84 厘米、

5.37 厘米、6.50 厘米、5.44 厘米、2.49 厘米、6.56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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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相对常年单站的变化情况：在 48 个长期验潮站中有一半

的站偏高幅度在 5 厘米以上，最大的为基隆，偏高 12.88 厘米，其次

是丹东，偏高 12.30 厘米。另外，榆林、中浚、硇洲、上海、塘沽、

广州白砚壳等偏高的幅度也较大，分别为 10.27 厘米、10.15 厘米、

9.74 厘米、9.22 厘米、8.56 厘米和 8.50 厘米。 

与 1991 年相比，1992 年我国沿岸海平面将上升 0.74 厘米，沿岸

各海区除东海外均有上升。具体情况如下：渤海上升 0.05 厘米，黄

海上升 0.03 厘米，南海上升 2.16 厘米，而东海则下降 0.12 厘米。以

省、市、自治区划分，辽宁沿岸上升 1.19 厘米，河北和天津沿岸则

下降 1.26 厘米，山东沿岸上升 0.30 厘米，江苏和上海沿岸平均下降

0.98 厘米，浙江沿岸上升 0.13 厘米，福建沿岸上升 2.06 厘米，广东

和珠江三角洲沿岸分别上升了 2.45 厘米和 2.29 厘米，广西和海南沿

岸分别上升了 1.08 厘米和 1.98 厘米。预测 1992 年单站海平面上升在

3 厘米以上依次有丹东、灯笼山、闸坡、三灶、平潭、葫芦岛、厦门

和海口，上升幅度分别为 5.62 厘米、4.87 厘米、4.79 厘米、4.29 厘

米、4.23 厘米、3.50 厘米、3.36 厘米、3.04 厘米。 

    预计到 1997 年，我国沿岸海平面将比常年偏高 1.05 厘米，其中

渤海比常年偏高 1.47 厘米，黄海偏低 2.04 厘米，东海和南海分别偏

高 1.77 厘米和 1.90 厘米。以省、市、自治区划分，辽宁沿岸偏低 1.81

厘米，河北和天津平均偏高 1.01 厘米，山东沿岸偏低 0.95 厘米，江

苏、浙江沿岸分别偏高 2.36 厘米和 2.76 厘米，福建、广东、珠江三

角洲、广西、海南分别偏高 1.92 厘米、1.70 厘米、1.39 厘米、2.67

厘米和 2.54 厘米。 

    到 1997 年，我国沿岸 48 个长期验潮站有 32 个站的平均海平面

高于常年。其中有四个站偏高的幅度在 5 厘米以上，依次是中浚（9.19

厘米）、乍浦（7.91 厘米）、硇洲（7.17 厘米）、塘沽（5.73 厘米）。通

过预测可以看出，我国沿岸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将有所减小。但这并

不等于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性已不复存在了。有些省、市沿岸海平面

的上升幅度还是相当大的。比如江苏、浙江沿岸、天津市塘沽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等都是海平面相对上升明显的地区，对这些区域应当

继续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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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和建议 

 

    根据目前的一般认识，造成海平面绝对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地

球大气的“温室效应”引起的。因此，减轻和防止海平面上升带来的

危害，最根本的办法应该是设法控制大气污染，阻止地球继续变暖。

此外，由于地面沉降而造成的海平面相对上升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特别是对某些沿海的区段，海平面相对上升的危害往往占主导地位。

所以，防止海平面上升就应该从两方面同时入手。鉴于人类目前经济

活动的需要，在短时期不可能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全

球范围内大幅度减小。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束手无策，针对我们的具

体情况，建议在以下几方面投入一定的精力、长抓不懈。首先，是加

强对海平面的监测工作，逐步完善全国验潮站网监测系统。对重点地

区、重点时间进行重点监测，建立迅速、有效的灾害预警系统。在加

强监测的同时，为海平面的研究提供长期、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强

沿海地区的测绘工作，详细地了解沿海省、市的高程分布，绘制沿海

地形的精密等高线图，为城市发展布局和防灾决策提供依据。其次，

对沿海某些特殊地段开展针对性强的专题研究，逐步了解我国沿海海

平面变化的状况。到现在为止，我国已先后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

洲等地区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这些工作为在沿海地区全面开展海平面

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除上面提到的基础性工作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预防和减小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损失。归纳起来可以有三种方法：即适

应、防御、控制。 

    1．所谓适应：是说我国沿海不少地区的地势低洼，随着城市工

业和人口向滨海地区的迁移，在规划时应特别注意当地的实际情况。

在可能被海水浸染的地段或海岸不稳定的地段应避免进行大规模的

开发；已列入计划但尚未开工或开工初期的那些地区，应重新调整布

局。在海洋灾害频繁的地区，应控制人口的集聚。沿海滩涂和河口地

区的开发，应尽可能考虑对各种海洋灾害的防御。 

    2．防御：即建造人工的防护工程用以防止海平面上升的危害。

在海平面上升严重的地区修建堤坝。可以将沿海堤坝的建造与滩涂围



6 
 

垦和养殖结合起来，达到既可以防护又能获得经济效益的双重目的。 

    3．控制：严格控制沿海地区的地下水的开采，防止地面沉降引

起的海平面相对上升。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城市工业和人民的生活

对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加之沿海地区本身缺乏淡水资源，从而使得

地下水的开采量逐年增大。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地面大面积、大幅度

沉降。从天津、上海的情况，可以看出如果采取措施，地面沉降是完

全有可能被控制住的。 

    以上所提到的措施只是短期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海平面上

升对人类的威胁。但如果能做好，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海平面上升

的危害。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必须

通过全球一致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减轻人类对大气环境的破坏。同

时，加强植树造林，禁止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保护生态环境。相信随

着我们对海平面变化了解的加深，我们完全可能抑制海平面的大幅度

上升，而且能有更有效的措施来抵御海洋灾害对人类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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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国海平面公报采用的验潮站表 
 

黄、渤海沿岸站 东海沿岸站 南海沿岸站 

营  口 基  隆 灯笼山 

秦皇岛 高  桥 澳  门 

塘  沽 二  沙 番禺水牛头 

龙  口 吴  淞 闸  坡 

羊角沟 西  泽 黄  埔 

葫芦岛 镇  海 海  口 

威  海 厦  门 汕  头 

青岛大港 穿  山 北  海 

旅  顺 东  山 赤  湾 

烟  台 坎  门 汕  尾 

大  连 平  潭 东  方 

石臼所 长  涂 湛  江 

吕  泗 绿华山 榆   林 

丹  东 上  海 三灶岛 

连云港 乍  浦 硇  洲 

 中  浚 广州白砚壳 

  香  港 

 

注：由于有的站验潮零点变化，要加以订正后参与计算，这将会使结果不

能与前期的数据完全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