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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口是陆地和海洋的交汇点。
人海河流挟带的大量淡水、泥沙和营养物质在河口地区积聚，造就了该地区的丰富水资源、土地资源
和水产资源。
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人海泥沙和充沛的径流汇集于此，人海河口“沧海变桑田”，推动河口三角洲
的淤涨，为农业、水利、水产、城镇和水上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就是人海河口
成为沿海社会经济和文化荟萃之地与孕育人类文明摇篮之缘由。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军事向外扩张，导致沿海港口和城市的兴起，港口和城市的
兴起，首先利用了河口资源。
目前许多大、中城市均优先集中分布于大河人海河口地区。
如，中国沿海河口三角洲地区自古即有“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的雅称，因而富庶甲天下；又如，素
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长江河口三角洲地区，即为典型的实例。
此外，昔日的“十里洋场”、“五口通商”都市商会均扼居于长江河口、杭州湾、闽江口、厦门湾和
珠江河口等，优越的地理环境，促使中国人海河口地区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工业、经济、城市与人类活
动的重要基地。
　　近二三十年来，沿海经济高速增长，在强大的人类活动（流域和沿海地区高强度开发）作用下，
人海河口的地理生态环境受到损坏，例如，许多人海河口泥沙剧减、河口污染物质激增、滩涂湿地严
重丧失、河口淡水资源匮缺和水产资源退化，河口环境已产生严重变异。
入海河口的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进程中共同关注的课题。
　　《中国河口三角洲的危机》从揭示问题人手，讨论我国不同类型人海河口在高强度开发条件下，
对河口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影响，以唤起民众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关注；同时，使从事河口调查研究的科
学家，涉及河口治理的水利界、工程界、海洋界，通过多视角的审视，找出问题的性质、原因以及可
能出现的后果，并通过科学分析，及早提出防治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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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初，联合国政府海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属研究机构用通信的方式访问了世界知名气候专
家，征询他们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看法。
当问到受气候影响最大和最先发生气候变化危机的将是哪些地区时，中国的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和珠江三角洲等竟榜上有名。
　　这无疑是个令人堪忧的警讯!我们应当自省，应当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思考：对于地球，我们曾做了
一些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对于未来，我们还将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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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水资源贫乏问题突出　　黄河河口三角洲属于贫水地区，当地水资源贫乏，水资源的人均占
有量是山东全省的67.7％，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59％。
当地年降水量少且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均匀，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的7、8月份。
市境内控制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排涝河道11条，因上游河水污染严重不能引用，同时水量不大，故
不列为可用水源。
但黄河来水量丰沛，且水质尚好，是东营市唯一可开发利用的客水资源。
目前水资源存在的问题如下。
　　1.当地水资源缺乏　　黄河来水丰枯不均，造成供需矛盾突出东营市当地河流产流有限、流程短
，水量主要集中在汛期，大部分地区地面高程低，浅层地下水矿化度高，难以利用。
小清河、支脉河等过境河流污染严重，可利用水量较少。
东营市地处黄河人海口，黄河水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水源，95％的水资源需求量赖以黄河供给，
但随着上游地区对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不断增加，黄河来水量逐年减少，而且年内分配极不均匀
（图2-13）。
黄河水利委员会实施全河水量统一调度后，虽然干流未出现断流现象，但流量很小，资源性、功能性
缺水断流问题远未解决。
实施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后，河道主槽冲刷1.O米左右，引水保证率大大降低。
　　2.水利用效率低，水资源浪费严重　　现状用水浪费严重，水利用效率低。
一是灌区节水工程配套程度低，农业用水管理不善，灌溉水利用效率低，仅为0.48。
二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约为20％，城镇居民生活用水节水器具普及率低。
三是平原水库水浅面广，蒸发渗漏损失较大。
2006年东营市平原水库总库容为8.31亿立方米，年均蒸发渗漏损失约为1.69亿立方米。
　　3.水污染严重，水质不断恶化　　工业和生活废污水、农业化肥、农药、石油工业散排油类物质
、禽水产养殖等点源、面源污染使小清河、支脉河、淄河、广利河、广蒲河、溢洪河、永丰河、挑河
等河流污染严重，90％以上河流水质为劣V类，c0D和氨氮严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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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从揭示问题入手，讨论我国不同类型入海河口在高强度开发条件下，对河口资源和环境的严
重影响，以唤起民众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关注；同时，使从事河口调查研究的科学家，涉及河口治理的
水利界、工程界、海洋界，通过多视角的审视，找出问题性质、原因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通过科
学分析，及早提出防治对策和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吉余　　我国大部分入海河口因不合理开发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
象，威胁着我国入海河口的健康。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将经济重心进一步向沿海地区转移，必然造成入海河口在人口、资源与
环境等方面承受严重压力。
保护好中国大江、大河，保护好中国沿海每一个入海河口的资源、环境和社会财富，这是新的历史时
期赋予我们的重任！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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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口是陆地个海洋的交汇点，自古以来，河口区域都是沿海各国和地区经济与科技文化发达的精
粹之地，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日益家具的人类活动使得如海河口的地理生态
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河口海水资源日益匮乏　　·河口泥沙俱减　　·河口污染物质激增　　
·滩涂湿地严重丧失　　⋯⋯　　这无疑是个令人堪忧的警讯!我们应当自省，应当运用科学发展观来
思考：对于地球，我们曾做了一些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对于未来，我们还将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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