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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 湿地利用与保护的协调发展探讨

———以上海市为例

陈吉余 ，程和琴 ，戴志军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 　 文章就潮滩一词探索其定义 ，明确其研究范围 ，以长江口 ———上海市潮滩 、湿地为例 ，论述其基本
特点 ，及其对长江来水来沙条件的响应 ，可开发的强度以及对湿地保护的要求 ，并就长江河口不同类型的潮滩
分别阐述它们的发展过程 、现状与趋势 ，对不同潮滩和湿地的合理开发 、动态保护 、生态修复提出具体意见 ，
从发展要求提出应对近海水域空间开发进行研究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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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河口海岸地区滩涂与湿地普遍存在着资源开发

和湿地保护如何协调的问题 ，而且也存在着一个需
要明确滩涂与湿地的基本含义问题 。 滩涂就是潮
滩 ，它为高潮淹没 、落潮出露之所 ，与潮间带含义
相当 ，但其物质运动与潮上带和潮下带密切联
系

［１ ～ ３］ 。潮上带上界为罕见的大潮漫滩所能达及之
处 ，在上海市以及中国的许多地方 ，潮滩已为海堤
所限 ，几无潮上带可言 。潮下带在长江口约与 － １０
m水深 、最大混浊带的外界相当 。在混浊带内 ， 沉
积物频繁再悬浮 ，随潮往复 。湿地是水和陆地的过
渡地带 ，与森林 、 海洋同为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
统 ，分布广泛 ；按拉莫萨尔湿地公约 ，其下限为水
下 － ６ m［４ ，５］ ，河口湿地是它的一种类型 。长江河口是
多沙水体 ，透光性不强 ，其下限的深度尚有待研究 。
在长江河口 ，湿地植物在中潮位附近始有生长 。

潮滩是重要的空间资源 ， 也具丰富的物质资
源 ，又是宝贵的环境资源 。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河
口滩涂的资源 ， 如何在开发中保护 、 在保护中开
发 ，二者之间如何协调 ？ 这是滩涂资源可持续利

用 、湿地环境可健康发展首需讨论的问题 。笔者等
即以上海市滩涂 、湿地为例 ，进行探讨 。

２ 　上海市滩涂 、湿地现状及其利用的
基本特点

2畅1 　潮滩
上海市滩涂 、 湿地镶嵌在大陆和岛屿边缘 。 ０

m以上面积 ６６７ ～ ７００ km２ ， ０ ～ － ５ m 面积２ ３００ ～
２ ４００ km２ ， ０ m 以上至 － ５ m 面积为２ ９７０ ～ ３ １００
km２ 。 － ５ ～ － １０ m 约３ １００ km２ 。 崇明东滩 、 横沙
东滩 、南汇东滩和九段沙等分布在长江河口面向外
海的四片滩涂 ，其余滩涂则为河道边滩 、沙咀和海
湾边滩 （表 １和图 １） 。
2畅2 　湿地

在平 均 潮 位 附 近 有 海 三   草 （ scirpus
mariquete） 生长 ，在 ２ m稍低 （吴淞零点） ，出现单
株 ，然后出现草丛 ， ２ m稍上连成一片 。 小潮高潮
位稍 下 ， ２畅８ m 附 近 ， 出 现 芦 苇 （ phragmites
australis） 草丛 ， 在高潮滩上 ， 广为分布 。 上世纪
９０年代外来种互花米草 （ spartina alterniflora） 引
入 ，生长高程较芦苇稍低 ，发展较快 。目前 ，上海



市 　 　 表 1 　上海市滩涂分布表
Table １ 　 Distribution areas of tidal flat in Shanghai km２

高程

长江口三岛 长江口江心沙洲 大陆边滩

崇明

北滩

崇明

东滩

横沙

浅滩

长兴边滩

（中央沙 、 青草沙）
扁担沙 九段沙 南汇边滩

杭州湾

北沿

合计

０ m １２０ ９３ ６０ ６７ ４０ １１３ １３３ ４０ ６６７

－ ５ m ２６７ ５００ ４２０ １０７ １３３ ３２０ ５２０ ６７ ２ ３３３

　 　 注 ： 表 １ 的数据来自上海市水务局

图 1 　长江口滩涂主要分布图
Fig畅１ 　 Distribution of tidal flat in Changjiang Estuary

滩涂植被面积１４ ９３５ hm２ ， 其中芦苇群落 ８ ５４３畅５２
hm２ ，互花米草 ２ ８２２ hm２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畅５数
据） 。
2畅3 　上海滩涂资源利用的特点
２畅３畅１ 　滩涂圈围赶不上城市发展的需求 　 上海城
市发展迅速 ，而土地资源不足 ，滩涂圈围是补充土
地资源的唯一途径 。 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用地
２ １００ km２ ，而同期圈围滩涂的土地虽然达到１ ００７
km２ ，也只能满足上海所需土地的 ４７畅９５ ％ 。 因此 ，
土地资源不足仍为上海城市发展的瓶颈 。 　 　
２畅３畅２ 　 滩涂圈围和淤涨多年维持平衡 ， 但近年呈
现负增长 　 长江以其巨量泥沙输送河口 ， 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０年平均输沙量为 ４畅２４５ × １０８ t 。 过去 ５０ 年里 ，
圈围滩涂平均每年达到 ２０ km２ ，基本能够达到滩涂
面积变化的动态平衡 ，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上海滩涂变化
如表 ２ 所示 。 进入新世纪 ， 长江来沙显著减少 ，
２００５年较 ２００１年 ０ m以上面积减少了 １３７ km２ ， 有
关部门报告均有具体阐述 。
２畅３畅３ 　滩涂圈围不断向低发展 　 上世纪 ８０年代以

前 ，上海市围垦下限基本与平均高潮位相当 。 １９８０
年以后海岸工程在技术上的进步 ，以袋装沙解决石
料的不足 ，以软体排代替梢料和柴排 ，以砼框架代
替块石护坡 ，遂使上海圈围高程降至 ０ m 。 到本世
纪初 ，由于用地需要 ，在杭州湾北岸 ，降到 － ２ m ，
局部地区降到 － ３ m 至 － ５ m 。 南汇东滩滩涂资源
规划也以 － ２ m为底线了 。
表 2 　上海市 1980 — 2005年间 0 m与 0 ～ 5 m

滩涂面积对比表

Table ２ 　 Area of tidal flat covered between ０ m and
－ ５ m contour in Shanghai

年份
面积桙km２

０ m － ５ m
１９８０１） ６８８畅５８ ２ ３４１畅５４

１９９５２） ６６０畅８６ ２ ４１０畅２７

２０００２） ６６６畅６７ ２ ３３３畅３３

２００１２） ６７５畅６７ ２４ １３５畅４

２００５３） ５３８畅８ ２ ３６１畅２

　 　 注 ： １） 上海市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１９８０） 吴淞

零点以上面积 ； ２） 上海市滩涂利用规划修编 （２００２） ，上海市

水务局 ； ３） 据上海市水务局资料

２畅３畅４ 　 工程促淤 ， 疏浚土吹填造陆 　 过去上海滩
涂自然淤涨到一定宽度便进行围垦 ，由于需要土地
迫切 ，因此仅 ２００ ～ ３００ m 便圈围成陆 ， 成条形外
推 ，堤线保护空间较小 ， 很不经济 。 上世纪 ９０ 年
代中期 ，开始实施大范围促淤工程 ， 堤脚直到 ０ m
（图 ２） 。南汇人工半岛 、浦东国际机场以及大治河
两侧长丁坝 、长顺坝促淤［６］ ，淤积速度年达 ０畅１９ ～
０畅４０ m ， １０年促淤 ， 南汇东滩造陆 １３０ km２ ， 岸线
外推 ２ ～ ６ km 。南汇过去基于自然淤涨的长条形面
积 ２００ hm２ ，近年通过人工促淤 ，每年可围垦 ２ ５００
hm２ 。

与此同时 ，上海滩涂也采用生物促淤 ，上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 崇明 、 长兴 、 九段沙与南汇东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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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口南汇东滩历年围垦及现有滩涂
Fig畅２ 　 Historical reclamation from the tidal flat around

the eastern Nanhui and Nanhui cape area

别引进互花米草促淤 ，年促淤速度为 ０畅１ ～ ０畅２ m 。
泥沙是宝贵资源 ，尤其是在泥沙来源减少的情

形下 ，因此 ，从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土二期工程开
始于横沙东滩吹泥上滩 ，使滩地淤高 ，充分利用泥
沙资源 。
２畅３畅５ 　上海市在滩涂资源开发同时加强湿地生态
的保护 　笔者于 １９９０ 年代曾提出 “促淤工程本身
也是湿地保护的一种积极措施 ，促淤兜沙 ，改善湿
地 ，滩老成陆 ，利用与保护协调发展” 。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于崇明东滩和九段沙分别建立自然保护区 ，并
于 ２００５年同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多方面必需品和服

务 。它的生态服务含有空气调节 、旱涝 、风浪 、暴
潮灾害的缓解 ， 水体净化 、 废弃物的去毒和分解
等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潮滩沼泽
每公顷的服务价值每年为１４ ７８５美元［７］ ， 长江口的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总值每年可达人民币 １３畅３１ ～
２４畅３９亿元［８］ 。

３ 　上海市滩涂 、湿地可持续发展分区
　 　长江河口滩涂基本分为毗连陆地的边滩和离岸
的心滩 （发育而成的沙岛） 两种类型 。它们的区位
差异有口门附近的滩地 、 沙岛和河道边滩的不同 。
对于上海市而言 ，城市发展需要空间资源 （土地和
水库） ，城市环境质量提高需要发挥湿地生态的服
务功能 ，二者协调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 。
3畅1 　崇明北滩

崇明北滩位于长江口北支的南岸 。近 ５０年来 ，

为上海市提供 ４０６ km２
土地 ， 占上海市圈围土地总

面积的 ４０ ％ ， 在规划中还将从北支促淤圈围出较
大面积的土地 。

北支是长江河口一级汊道 ， 全长约 ８３ km 。 １８
世纪以前 ， 北支曾是长江入海的主泓道 ， １９１５ 年
仍然分泄长江入海径流的 ２５ ％ ， 那时北支仍是一
个落潮优势的河道 。随着上游澄通河段的变化 ，北
支逐渐演变为涨潮优势的河道

［９］ 。优势的涨潮流带
来的泥沙 ， 在北支淤积 ， 束狭了河槽 ， 淤浅了河
床 ，产生了涌潮 。 １９５８ 年北支下的径流为
８畅７ ％ ， １９５９年径流出现不足 １ ％ 的情况下 ， 大潮
时 ，出现倒灌［９ ，１０］ 。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０ 年北支大量围垦 ，
水 、沙 、盐倒灌南支 ，并在南支北茆沙北水道形成
水下三角洲 （图 ３） 。 北支多次围垦 ， 多次堵汊 ，
每堵一次汊道 ，每次大面积围垦 ，都会引起倒灌南
支水 、沙 、 盐增强 ， 二者关系明显 。 如上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 ， 倒灌增强与北支进口段围垦和堵汊有
关 。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盐水倒灌南支
与北支上口围垦束狭和下段大面积围垦有关 。近半
个世纪以来 ，北支河床容积大幅度地减小 ， 如图 ４
和表 ３所示 。

图 3 　长江口北支上口 1997 、 1999
和 2002年实测水下三角洲

Fig畅３ 　 Sub aqueous delta around entrance of the North
Branch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特别是 ２００２ 年永兴闸堵坝 ， 使永隆沙和兴隆
沙相连 ，北支中上段形成长约 ５７ km的江面束狭为
２ ～ ３ km的河段 ，形成较为通顺的河形 ， 涨落潮流
路摆动幅度减小 。灵甸港河段涌潮消失 ，青龙港河
段涌潮减弱 ， 范围缩小 ， 潮差减小 ， 径流特枯季
节 ，盐水上溯仍倒灌南支 ，沉积物也出现局部细化
现象 。北支上段的流场 ，在青龙港 ———圩角港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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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近百年来长江口北支河床形态变化
Fig畅４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North Branch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since １９１５

表 3 　北支 0 m以下河槽容积变化表
Table ３ 　 The channel volume of ０ m contour within the

North Branch for ５０ years
年份 ０ m 以下河槽容积桙１０８ m３

１９５８ １６畅０４

１９８１ ９畅９３

１９９８ ７畅２２

２００５ ６畅９９

　 　 注 ： 据陈吉余等 ， ２００７ ， 待刊

现低流速区 。从口门到圩角港形成一条 ５ m水深连
贯的河槽 。河势向有利方向转化 。

半个多世纪的北支在人为因素影响下 ，从一个
河口汊道 ， 径流分减少 ， 涨潮流增强 ， 涌潮产
生 ，通过围垦 、 堵汊 、 束狭了河槽 ， 削弱涨潮流 ，
上口出现向正常河道转化的征兆 ，展现出继钱塘江
河口治理后又一个人工河道形成的可能 。对于这样
的河道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 需要 ： a ． 稳定北支
上口分汊河道的河势 ； b ． 北支下段尚有土地资源
可以开发 ， 但需谨慎从事 ； c ． 北支所余的湿地沼

泽需要妥善的保留 ；d ．水运资源的开发 。
3畅2 　长江口拦门沙河段四片滩涂湿地

长江口面海的崇明东滩 、横沙东滩 、九段沙和
南汇东滩 ，都在河口拦门沙范围内 ，是陆地和沙岛
向海延伸部分 ，九段沙则自成一个沙岛 ，它们之间
都有入海水道相间 。南汇边滩则位于长江南槽与杭
州湾水域之间 ，通过过滩水流进行水沙交换 。拦门
沙的沉积物在航道中往往较细 ，为粉沙淤泥或淤泥
质粉沙 ；在滩涂与沉积物受风浪掀沙影响 ，物质较
粗 ，中潮位以下多为中细沙 ，俗称铁板沙 ，中潮位
以上为潮成层理粉沙夹有泥层 ，渐有植物生长 ，随
着高程增加 ，植被盖复遂成河口沼泽 。

拦门沙是洪水扩散区 ，崇明东滩的扩散水随潮
进入北支 ，南汇边滩扩散水进入杭州湾 。河口是盐
淡水混合 、河口环流发育区 ，盐水入侵锋从底部进
入拦门沙地区

［１１］ ， 盐水楔的楔顶所在与航道拦门
沙的滩顶基本吻合

［５］ 。
河口是过滤器 ，拦门沙地区在与流域来沙 、盐

淡水混合 、沉积物沉降 、再悬浮作用下形成了最大
混浊带 。所以这个地区水沙运动最复杂 ，化学过程
最活跃 ，生态系统最具特殊化［５ ，１２ ，１３］ 。 由于这几片
滩涂以及沙岛各具特殊性 ，再分别予以阐述 ：

图 5 　崇明东滩历年围垦和现有滩涂
Fig畅５ 　 Historical reclamation record from the tidal flat

on the eastern Chongming

３畅２畅１ 　崇明东滩 （图 ５） 　崇明东滩是长江口淤涨
最快的滩涂 。以东旺沙为例 。 ３畅５ m高程 １９９０年至
１９９６年平均年淤长 ３４２ m 。自 １９６４年以来 ，被围滩
涂 １１５ km２ 。现在 ，海堤之外尚有 ０ m 以上的滩涂
１０３ km２ ， ０ m 以外至３ ０００ m 水域 １３８畅５５ km２ ， 二
者合为 ２４１畅５ km２ 倡 ， 划为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 ，
作为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 。 目前 ，
崇明近海堤地面高程在 ３畅５ m以上 ，每年向外淤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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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m ， ２ m高程微有冲淤 ， ０ m则有明显内刷现象 ，
近 ３年来 ， 每年后退速度为 ７６ m 。 作为自然保护
区而言 ，既要看到自然状态下的淤涨 ，也要看到自
然状态下的侵蚀 ； 既要看到动态保护下的合理开
发 ，也要看到自然保护区本身是怎样的动态 ，所以
监测是必不可少的 。
３畅２畅２ 　 横沙东滩 　 横沙东滩介于北港北槽间 ， 是
拦门沙四片滩涂淤涨较慢的一片滩涂 。主要原因在
于它的动力条件复杂 。 北港上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入
海水道主流南偏 ，冲刷横沙岛及浅滩北岸 ，并形成
东滩串沟与北槽相连 。 ０ m以上滩面小而零乱 ， 面
积变化在 ３９畅４ ～ ９３畅４ km２ ， － ２ m等深线以浅的滩
地变化较大 。 上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冲刷面积近 １６０
km２ ， － ５ m线以浅的滩涂面积约 ４２０ km２ 。

长江口深水航道建设改变了横沙东滩的形势 。
北导堤稳定了浅滩的南侧滩线 。深水航道疏浚土为
浅滩湿地条件的改善提供了机遇 。二期工程开始吹
泥上滩 ，三期工程将有大量的基建土方和以后逐年
维护的土方 ， 横沙东滩吹泥造陆已列入实施计划
之中 。
３畅２畅３ 　 九段沙 　 九段沙介于北槽南槽间 ， 是河口
心滩 ，由上沙和中下沙组成 。 ０ m 以上面积 １４４畅８
km２ ， － ５ m以上面积 ４０３ km２ 。上世纪 ６０年代还是
一片浅滩 ， 仅低潮出露 。 ８０ 年代开始种芦苇 ， ９０
年代中期作为浦东国际机场的引岛工程 ，在中沙种
植芦苇和互花米草 。 目前 ， 九段沙的植被面积达
４ ４４０畅００ hm２ ，其中互花米草已达１ ２８２畅４３ hm２ ， 占
植被总面积的 ２９ ％ ，低于芦苇的面积 。

九段沙被列为自然保护区较晚 ，深水航道工程
实施后 ，鱼咀工程将江亚南沙也包括到九段沙范
围 。因此 ，江亚南沙和九段上沙间有一宽阔的浅
槽 。深水航道实施后 ， 南北槽分水情况有所变化 ，
南槽分流增加后 ，除南汇东滩上段有所冲蚀外 ，江
亚南沙及九段沙上沙南岸明显冲刷 ，但整个九段沙
淤涨迅速 ， ２００４年较 ２００２年 ０ m以上增加 １０ km２ 。

从动态保护角度而言 ，为控制南槽的稳定 ，江
亚南沙和与九段沙上沙间的浅槽宜于利用深水航道

疏浚土 ，吹抛成陆 ，有利于九段沙的上沙保护 。
３畅２畅４ 　南汇东滩 　 南汇东滩位于浦东新区和南汇
区外 。近半个世纪以来 ，共为上海市贡献土地资源
２０１ km２ 。目前 ， － ５ m 以上面积 ５４６ km２ 。 通过上
世纪 ９０年代人工半岛工程 ， 浦东国际机场东扩以
及大治河两侧长丁坝 、 长顺坝促淤圈围工程 ， ０ m

以上滩涂圈围殆尽 ， 许多岸段基本没有潮间带滩
涂 ，这个岸段在规划中将促淤和圈水都以 － ２ m线
为基线 。虽然 ，近年来长江河口上游来沙减少 ，但
在最大混浊带内 ，潮涨潮落 ，多年沉积的水下三角
洲地区泥沙再悬浮 ，水中泥沙浓度并未减少 ，南汇
东滩最新实测平均含沙量能保持 １ kg桙m３ （李九发
提供） ，促淤效果甚佳 ， 因此 ， 年淤积速率依然很
高 ，不减获取土地空间资源的需求 。然而 ，没有潮
间带和植被的滩涂是不健康的滩涂 ，它的生态服务
功能显然地减弱了 。因此 ，对于这样的滩涂和湿地
而言 ，它的首要任务应是生态功能的修复 ，而生态
功能的修复 ，就是如何对潮间带的恢复 。笔者等曾
提出南汇咀控制工程和没冒沙水库工程计划 （陈吉
余 、王振中 、 薛洪超提出 ， ２００３） ， 就是用这个枢
纽工程和相应的措施调配泥沙 ，促使潮下带滩涂加
高 ，使潮间带滩涂逐年恢复 。
3畅3 　南支和南北港边滩

南支和南北港的滩涂和湿地是入海河道的心

滩 、沙咀和边滩 ，相对而言比较分散 。 ０ m以上面
积 ９９ km２ ， － ５ m以上面积 ２５９ km２ 。在河道两侧和
江中沙岛边滩除长兴岛有少量围涂外 ， 到目前为
止 ，还没有大型圈围工程 。然而这些滩涂和湿地面
临新的形势 ： a ．青草沙水库工程 ， 位于青草沙至
长兴岛北沿 ， 将圈围 ６６ km２

左右水面 ， 成为江心
水库 ，通过管道向大陆供给长江淡水 。这项工程即
将实施 。 b ．南北港分流口治理工程 （含中央沙围
垦工程） 为使深水航道上延 ，对河势变化不太稳定
的分流口进行治理也已提到日程上来 。

对于这个河段的滩涂利用和保护 ，我们认为在
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是基本方针 ，既要看到
上述工程的必要性 ，也要看到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
性 ，还要看到这些滩涂的一些沙体需有相当部分是
活动沙体 ，而活动沙体对于河床自动调节是非常重
要的 。 为此 ， 这个河段需要在圈围明沙 、 稳定阴
沙 、减少活动沙的基础上 ，留有相当面积的滩涂湿
地是非常必要的 。
3畅4 　杭州湾北岸滩涂

目前杭州湾大部分滩涂已经大堤临水 ，部分滩
涂已经围到 － ２ m水域 。为此所余滩涂面积 ０ m以
上面积 １７畅４ km２ ， － ５ m以上面积 ２７畅５ km２ ，而 － ８
m时有变化 。因此 ，加强监测是非常必要的 。

４ 　几点说明
１） 互花米草 ， 近年来国内对这一引进的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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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有的地方视之为害草 、甚至认为是毒草 。对于
引进物种而言 ，应以其引进的功能而定 ，不宜视所
有外来种都破坏了本地的植物多样性 。其例甚多 。

互花米草是 １９７９ 年为着海岸滩涂促淤保坍 ，
从美国引进的 。 １９６３ 年 ， 我国曾从荷兰引进英国
米草 （ spartina angulica） ， 普遍推广 ， 因其植株不
高 、植丛不密 ，促淤尚不能达到最佳效果 。

上海市上世纪 ８０ 年代沿海县区都有引种 。
１９９６年笔者在做浦东国际机场东扩 ， 在九段沙种
青引鸟生态工程时 ，从长江口长兴岛引种了互花米
草 ，第一年种下 ， 第二年植株高 ２畅３ m ， 盘根错
节 ，草长叶茂 ， 年促淤 ０畅２０ m ， 效果很好 。 上海
市护岸工程甚至在护坎平台上都种上几行互花米

草 ，用以消浪 。从促淤和消浪护岸功能上 ，互花米
草确实有它的优势 ，而在滩涂养殖上 ，以其盖覆滩
面 ，根节快速扩散 ，盘根难除 ，影响生产 ，以致很
有微词 。但是 ， 从促淤 、 围涂 、 护滩的功能而言 ，
这是一个好的物种 。

２） 自然保护区在上世纪湿地公约修订时增加
了合理使用的要求 ，近日在有关湿地保护的国际会
议上也使用了Wise Use的标题 ，在上海对自然保护
区有动态保护的涵蕴 ， 然而在动态保护的概念中 ，
首先要对保护区的动态有充分监测的认识 ，包括湿
地是淤长还是冲蚀 。

３） 对于空间资源开发 ， 传统的认识是毗连地
貌的外推 ，滩涂的扩展 ，促淤造地 。在科学发展的
今天 ，离岸工程的建设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上海
市滩涂开发着眼于 － ５ m以浅的水域 ， 而从人工岛
的建设 － １０ ～ － １５ m 所围出的地域空间 ， 是有潜
力的 。日本神户人工岛 ———港岛 、六甲岛 、大阪国
际机场 ，水深有达 ２０ m ， 那里还有填方土料不足
的困难 ，上海市濒临长江河口 ，泥沙资源丰富 ，即
如长江河口深水航道三期工程疏浚基建土方即达

１畅７ × １０８ m３ ，维持土方亦达３ ０００ × １０４ m３ ， ３ × １０８ t
泥沙 ，何其宝贵也 ，宜乎有人工岛的建设 ，笔者近
日也有方案 ，已经送达有关方面 。

倡 上海市水务局等 ． 上海市滩涂开发利用与湿地
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示范研究分报告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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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ility of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idal Flat and Wetland ：A Case Study in Shanghai Area

Chen Jiyu ，Cheng Heqin ，Dai Zhiju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Research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２０００６２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 ， tidal flat imposed wetland is expected to be kept harmonious
balance between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 Based on the case of Shanghai area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
concept of tidal flat is firstly discussed on its spatial range in this paper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tidal fla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to the discharge change of water and sediment transported by the Changjiang River ，intensity of
exploitation and demands of wetland protection are discussed ． Present dynamic processes and change tendency
of different types of tidal flat are illuminated in detail ． Some new唱points are proposed for the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 dynamic protection and ecosystem resilience of each individual tidal flat and imposed wetland ．
Some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posed to make a further study about the sustainable spati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of
offshore in Shanghai area ．
［Key words］ 　 Shanghai area ； tidal flat ；wetland ；utiliza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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