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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京湾现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是在总结经济发展与东京湾环境问题史以及海洋环境管理历程
中提炼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海洋环境管理的侧重点
也会不同。
但是，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建立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研究《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对准确判断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形势，确立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重点和海洋管理的战略对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书是“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子课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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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对陆地或海域上的各种住宅、城市、产业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等进行开发或维护已经制定了一系
列对策，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然而，即使每个单独的开发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如果从东京湾及其流域的总体和长期累积来看，
这些开发建设项目会对东京湾自然环境产生污染负荷增大、水质恶化、海域面积减少、海流变化等累
积影响。
为此、在对东京湾环境进行恢复和建设时，其基本出发点是采取从陆地到海洋的长期综合措施。
　　人与海是自然相连的，建港和工业用地等占用自然海岸线，或者人工构造物直立护岸阻断了人与
海的接触，公众对海的留恋以及海洋文化正在消失。
潮间带是水和陆地生态系逐渐变化的缓冲带，对人类、海洋生物及环境安全而言，都是重要的区域。
为了东京湾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和环境恢复与建设，好比是一个手推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在开发利用的所有阶段，把环境的观点纳入同等地位十分重要。
　　也就是说，在对东京湾及其流域的河流、道路、下水道、港口、飞机场等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整治
的同时，把东京湾的水环境也纳入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范围，把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作为国土交通行政
管理的重要使命，积极努力完成。
　　不言而喻，在开发利用东京湾之际，需要致力于研究减少环境影响的对策，而恢复过去已经恶化
或丧失的环境也十分必要。
在这些情况下，不应局限于仅考虑每个项目的具体环境影响，而要从东京湾及其流域的整体环境和生
态系统的观点出发，去认识海湾、流域的相互关系。
从环境信息的收集到计划的制定、实施以及基础设施和设备管理，必须以居民、渔民、NPO（Non
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企业、研究者等多种成分为主体，联合协作，全民努力。
为此，在积极公布环境信息的同时，还要设置联合协作的联络场所，让各界人士、团体对恢复东京湾
的环境具有认同感，引起共鸣，让国民的视线或多或少转向海洋或者东京湾，构建亲自参加实施计划
的组织机构。
恢复人与海的亲近，海与陆的连接，需要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鉴于国家或者地方自治团体目前的财政状况，并不是要求他们去做对改善东京湾水环境效果显著
但却实施困难的措施和项目，而是去实施规模较小又能够实现的措施和项目。
应该具有“与现在相比即使对水环境有很少的一点改善就很好”的基本态度。
以摆脱流人负荷增加——封闭性海域——富营养化——赤潮发生——有机物沉积、分解——贫氧水团
——青潮发生这一恶性循环为宗旨，取得切实可行的具体成果。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

编辑推荐

　　《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是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成果“十二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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