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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水质变化机理及生态环尽�

前言

　　海岸带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球表层系统，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及地质过程交织耦合，陆
海相互作用强烈，是个开放的复合生态系统，也是陆海相互作用最为活跃、对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响
应最为敏感的区域。海岸带地区是我国经济和科技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生产力最丰富的区域，海岸
带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海岸带区域的开发、建设、保护与管理尚未真正建
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区域社会经济尚未形成科学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国海岸带开发强度不断加大，逐步形成了贯穿所有海岸线的沿海经济开发格局，我国近海生态
环境将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近海水质变化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是当前海
洋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十余年来，丁德文院士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组成海岸带系统科学与
工程科研团队，在“海岸带复杂系统与人海关系调控”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最近，
欣闻《近岸海域水质变化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一书即将付梓，有幸先读到书稿，并受邀作序。
本书以我国典型河口生态系统为研究区，按照海陆统筹、河海并举的思路，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和有机
整体论的思想，分别从海岸带复杂系统的理论、人海关系调控、近海污染扩散规律及其生态效应、大
型工程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近海生态系统演变和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理论研究与
实际应用并行，现场监测、室内实验与数值模拟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既关注近海水
质时空演变、大型工程的生态影响、生态系统演变机理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又注重在近海污染扩散
的元胞自动机模拟、浮游植物功能群、海洋景观生态学、海洋生态健康与富营养化评价等新兴研究方
向上的探索。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是海岸带复杂系统与人海关系调控领域的重
要成果，必将对我国海洋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我欣然提笔，历述见闻和
思考，温故知新，以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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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岸海域水质变化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受“973”项目“中国典型河口一近海陆海相互作用及
其环境效应”06课题“近岸海域水质变化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No．2002CB412406)资助，分别从海
岸带生态系统复杂性、海岸带系统人海关系调控理论与方法、海湾污染物扩散及其生态效应、大型T
程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近海浮游生态系统变化特征和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等方面集成了课题组
在海岸带系统科学与人海关系调控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岸海域水质变化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可供海洋生态、海洋环境、海洋规划与管理等相关领
域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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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德文，男，1941年2月生，1965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专业），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海洋生态与环境学家、寒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家。兼任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海洋局近岸海域生态环境
重点实验室、海洋溢油鉴别与损失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海洋学会海冰专业委员会主
任，中国生态学会海洋生态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等。主要从事海洋和寒
区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和开发工作。是我国冻土热力学学科创始人和冻土工程热工科学技术奠基者之
一。率先在我国组织海岸带系统科学与人海关系调控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我国工程海冰学的研究方向
，构建了我国工程海冰学学科体系和海岸带系统科学与人海关系调控研究的基础框架。　　石洪华，
男，1978年2月生，2008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海洋生态学方向），获工学博士学位。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区
域生态评价和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开发了区域生态风险、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海岸带综合
承载力和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近海污染物迁移一扩散等模型。作为主要承担人参加了“973”、“863”
、国家自然基金、海洋公益性专项和国家标准制定等10余项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研究。目前正在开展近
海污染物迁移一扩散规律及其生态效应、海岸带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和海洋生态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指导（或联合指导）硕士研究生3人，其中2人已获硕士学
位。获国家海洋局创新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青岛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各1项。　　张学雷，男，1973年6月生，2003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5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生态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硕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洋生态学与生物学研究工作，主持／协助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规划（973）课题、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欧盟一中国科技合作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等多个国家、国际重要研究项目。研究足迹遍及我
国各主要海域，在我国部分海域生态系统长期演变与富营养化研究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已在国内外
发表学术论文39篇，取得了4项专利授权，两度获得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PI（：ES）年会优秀论文
奖。是一名活跃的青年海洋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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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海岸带生态系统复杂性研究第一节 黄河河口一近海环境系统安全及修复对策第二节 海岸带生
态环境的复杂性浅析第三节 动力学复杂性及其在海洋生态学研究中的进展第四节 虚拟现实技术及其
应用进展第五节 系统动力学方法及其在生态经济系统应用的研究进展第六节 人工神经网络及其在资
源环境领域应用研究进展第二章 海岸带系统人海关系调控理论与方法研究第一节 人海关系调控技术
体系构建初探第二节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人类福利第三节 海洋功能区的确定与主导功能优选模
式第四节 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与模型研究第五节 “数字海洋”科学工程建设设计研究第
六节 海岸带生态敏感区评价及其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作用第七节 长江三角洲海洋生态建设！生态、
和谐与繁荣第三章 海湾污染物扩散及其生态效应研究第一节 海洋污染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新进展第
二节 海洋污染物及其迁移转化第三节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近海污染物扩散模拟_第四节 黄河人海径流及
河口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要素变化浅析第五节 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黄河口近岸海域生态需水量研究第六
节 近海富营养化评价方法综述和个例研究第七节 基于ASSETS的长江口海域富营养化评价——2002年
以来人为影响压力趋势分析第八节 上海海域水质模糊综合评价第四章 大型工程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
响第一节 长江河口大型工程与水体生境破碎化第二节 河口大型工程对长江河口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及
生物量的影响研究第三节 河口大型工程对长江河口生境破碎化影响的初步研究第五章 近海浮游生态
系统变化特征第一节 海洋食物网结构与生态系统退化第二节 莱州湾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时空变化第
三节 长江口浮游动物生态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关系第四节 不同饵料对桡足类无节幼体存活、发育的
影响研究第五节 两种藻类饵料伺喂下中华哲水蚤繁殖的差异第六节 不同饵料对双刺纺锤水蚤繁殖的
影响研究第七节 浮游植物功能群新探——以扇贝对硅藻和甲藻细胞的选择性摄食为例第六章 海洋生
态系统健康评价第一节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的几点认识第二节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国际研究
进展第三节 黄河口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诊断及分析第四节 长江河口海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
标体系及其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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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岸带生态系统复杂性研究　　本章讨论了黄河河口－近海环境系统安全及修复对策；对海岸带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进行了浅析；介绍了动力学、虚拟现实技术、系统动力学、人工神经网络及其在海
洋生态学、生态经济系统、资源环境领域应用研究的进展情况。　　第一节 黄河河口－近海环境系统
安全及修复对策　　一、黄河河口－近海生态环境系统分析　目前，海岸带系统正受到自然变化和人
为活动的胁迫，例如黄河断流、海平面变化、海岸带高强度无序开发、南水北调工程，化肥、农药的
面源污染，城市化及大量人口趋海等。海岸带的生态环境正在迅速变异和退化，具体表现为滨海湿地
、浮游生态系统受损，生产力下降，多样性锐减，近岸海域严重污染，环境容量下降，赤潮、溢油及
各种气象和近岸地质灾害频发。　　陆海、海气相互作用是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大陆－大陆架－深
海，大气－海洋表层－海洋深层等之间的物质循环过程和能量流动过程。近海系统生态环境变化是海
岸带在自然、人为活动胁迫下，生物群落、生源物质、污染物、水体、泥沙等的物理－气象、生物地
球化学和近岸地质－地貌过程的综合表现。河口－近海生态环境系统是在地理单元（河口、潮间带、
近岸海域、近海）背景上以各种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近岸生态系统、近海生态系统）为组成部
分的景观（区域）生态系统，其中海岸线是一级廊道。　　海岸带生态环境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
统。对于海岸带生态环境系统的研究，我们提出如下观点：　　（1）该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的一个
重要的、特殊的组成部分；　　（2）目前，人类活动是该系统的主导动力；　　（3）该系统是个开
放的复杂巨系统，要有一种以上的稳定状态并可能发生突变；　　（4）该系统既是海一陆生态系统
的交错带，又对各种胁迫具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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