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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以来，海滩养护工程在我国许多滨海旅游城市纷纷开展，养护后的效果评价工作应运而

生。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总结了近 10 a来我国海滩养护效果评价的发展现状，针对现阶段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我国养滩效果评价工作在 2010年之前仍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在评价尺度、评价因素和监测方式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早期发展特征；近 5 a来国内学者开展的养滩效

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呈现出评价层级逐渐明晰、评价指标逐渐细化、评价内容逐渐完善的发展趋势。

以现状分析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我国目前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在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 3个问题及对策建议，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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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重要区域，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人类活动最为活跃和频繁的

特殊地带。目前，海岸侵蚀已成为世界性灾害之一，许多海滩和沿岸建筑遭受严重破坏 [1]。海滩养

护是向受侵蚀的岸段利用人工或机械将异地的泥沙进行抛填 [2]，在短时间内迅速展宽海滩，促进海

滩稳定，恢复和优化海滩自然环境 [3]。自 20世纪初至今，西方发达国家对海滩养护进行了全面而

细致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养滩理论，并广泛应用于海岸防护和海滩保护 [4-6]。21世纪以来，

海滩养护技术开始在我国得到应用并迅速发展 [7]。2010—2019年间我国沙滩修复工程由 16项增至

97项，近 5 a填沙量预计达 1.2×107 m3[8]。大规模的养滩工程不仅有效保护海岸免遭侵蚀，降低了飓

风带来的海岸带风暴潮灾害，而且在改善海岸环境与发展滨海生态旅游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9]。

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即结合国内外现有的沙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及项目自身的侧重点，依靠

完整的历史资料和监测数据量化及预测养滩作用，系统全面地评估项目实施效果和完成情况，针

对工程实施后存在的问题对工程项目进行分析论证，提出改善方案和措施。纵观近 20 a来发达国

家的海滩养护工程，一个显著特征是海滩养护与监测评估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国外学者从生物

栖息环境、滩面形态、沉积物粒度、波浪特征等方面开展养滩效果评价，或发现潜在风险和负面

影响，或总结经验和优秀案例，作为后续借鉴 [10-15]。目前，我国海滩养护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滩养护

方案设计及施工阶段，对海滩养护工程的效果评价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仍缺乏科学系统且长期全面的后监测，导致在实际养滩成效评估中，要获取作为评价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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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数据仍存在较大难度 [16-18]。

为了更好地认识海滩养护效果评价的应用情况，本文回顾了基于后监测的海滩养护效果评价的

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的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实践，分析了目前我国养滩效果评价的发展特征及指

标体系研究趋势，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1　我国海滩养护工程概况

我国最早的人工海滩实践始于 20世纪 90年代的香港浅水湾 [19]，此前我国主要采取硬式结构防

护工程应对海岸侵蚀。2007年，作为内地第一个具有规模的海滩养护工程，厦门观音山海滩顺利

完工 [20]。21世纪以来，面临中国沿海砂质海滩侵蚀退化严重和滨海沙滩旅游需求日益旺盛的双重

挑战，海滩养护工程在许多滨海旅游城市纷纷开展，以秦皇岛、厦门、珠海等城市最为集中。

截至 2021年 4月，我国已完成的海滩养护工程共有 100余项，位于全国 35个城市（图 1），养护

岸线总长度超过 130 km，累计填沙量 2.5×107 m3，总投资超过 2.3×105 万元 [8,18,21]。1990—2005年，我

国海滩养护工程处于探索尝试期，15 a间仅开展过 7次实践，填沙方量合计约 8×105 m3；2005年以

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近 16 a来共完成海滩养护工程 96个，填沙方量合计约 2.3×107 m3，超过累计总

填沙量的 96%（图 2）。基于我国海岸特有的地貌形态和动力条件，我国海滩养护呈现出不同于其他

国家的特征，包括养护的目的、性质及形态 3个方面（表 1），整体表现出以滨海旅游为主导、修复

和新建并行、岬湾形态占比高的特点 [8]。

  
表  1     我国海滩养护主要特征

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in China

海滩养护工程主要目的 修复海滩性质 修复海滩形态

类型 百分比/% 类型 百分比/% 类型 百分比/%

修复滨海旅游沙滩 58 受损海滩修复 58 岬湾 47

改善海岸生态环境和景观 34 人工沙滩新建 42 弧形 30

海岸防护 8 — — 平直 19

— — — — 凸出 4

　　注：数据来源于文献 [8]；—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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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海滩养护工程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beach nourishment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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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海滩养护规模的发展趋势

Fig. 2     Development trends of beach nourishment scal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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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国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发展现状

 2.1　基本情况

与美国、荷兰、丹麦等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海滩养护工程效果评价的起步较晚 [22]，养滩工程后

少有监测工作，工程的效果评价更为少见。国内，该类工程后评价工作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23]，

真正意义上的养滩效果评价开展于 21世纪 10年代，为了量化养滩工程的作用以及评价养滩功效和

寿命，基于沉积物和岸滩地形的后监测工作得以开始在中国开展 [24]。我国主要海滩养护后监测与效

果评价实践总结见表 2。
目前，我国养滩效果评价处于初期探索阶段。2010年前，此领域研究未有实践案例；2010年

以来，随着我国海滩养护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海滩工程数量的日益增多，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工作才

在我国逐渐开展。专家学者结合工程的实际开展情况，尝试探索不同的养滩效果评价方式方法，

不断调整和改进评价的范围、内容及标准。

表  2     全国主要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应用

Table 2     Summary of the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in China

工程名称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完成时间
评价
年份

文献
来源

秦皇岛北戴
河西海滩六
九浴场

填沙区沉积物粒度特征及输运趋势 —

2008年 6月

2010 文献 [25]

海滩近岸地形及表层沉积物演化特征 — 2013 文献 [26]

效率系数
抛沙前后滩肩宽度之比，
比率愈高，养滩效果愈好

2014 文献 [24]保存系数
抛沙后残留抛沙量与工程
实际抛沙量之比

养滩寿命
从抛沙到残留下一半沙的
时间

秦皇岛北戴
河西海滩

技术指标
与相关规划一致性

工程组合结构

环境指标

沙滩物质成分

CEI =
N∑

i=1

（IiWi） 2011年 4月 2016 文献 [23]

沙滩宽度

沙滩评价坡度

沙滩损失率

沿岸流强弱

水质

秦皇岛北戴
河中海滩 A
浴场

抛沙区沉积物粒度特征、搬运方式及输
运趋势

— 一期 2009
年 5月 2013 文献 [27]

剖面高程、岸线位置、单宽体积、填沙
体积

—
二期 2013
年 6月

2014 文献 [28]

厦门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
海滩

滩肩宽度、前滨坡度、单宽留存沙量 —
2012年
11月

2013 文献 [29]

厦门香山-长
尾礁海滩

海滩剖面主要模态的特征向量方差贡献
率、空间振幅和时间振幅、沉积物粒径、
滩面坡度

— 2009年 4月 2015 文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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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程名称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完成时间
评价
年份

文献
来源

连云港海州

湾西墅海滩

沙滩质量

沙滩长度、沙滩宽

度、沉积物粒径和

分选程度、侵蚀或

淤积情况、滩面有

无砾石、有无滩肩、

后滨状态 — 2014年 6月 2015 文献 [31]

景观环境

海水水质、排污形

迹、环境洁净度、

景观

公共管理
交通、公共管理、

公共设施、人为扰动

潍坊人工

沙滩

剖面特征值、贡献率、空间和时间特征

函数

CEI =
N∑

i=1

（IiWi）

2013年 5月 2016 文献 [32]

Xt =

K∑
k=1

αk(t) ·Vk

葫芦岛绥中

天龙寺海滩

修复效果

沙滩颗粒改良状况

E j =

n∑
i=1

Yi j/n

b = wt × e

2012年 2017 文献 [33]

岸滩地形改良状况

修复效果

沙滩岸线修复长度

沙滩扩增面积

环境效益

水质质量改善状况

沉积物质量改善状况

海岸环境改善状况

景观融合状况

调控能力
沙滩自我修复能力

灾害抵御能力

社会效益

对区域发展贡献

对本地居民的影响

项目推广性

秦皇岛浪淘

沙浴场

岸线后退速率
单位时间（a）内岸线的后退

距离（m）
2013年 5月 2017 文献 [34]

海滩宽度侵蚀模数
单位时间（a）内海滩蚀退宽

度占整个海滩宽度的百分比

沙滩面积系数 CSand =
m∑

j=1

a jb j/

n∑
i=1

ai0bi0

2015年 2017 文献 [35]

适宜游乐区系数 CB =
m∑

j=1

A j/

n∑
i=1

Ai0

78 海　岸　工　程 42 卷



据不完全统计，2010—2020年间我国共开展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实践 15例（表 2），平均每年不

到 2例，位于全国 7个城市，多数集中在秦皇岛和厦门两个城市，其他城市鲜有分布。尽管我国的

养滩效果评价研究已得到应用，但 2015年前仅为养滩工程实施效果的简单评价，2015年以来共有

6例应用成果建立了养滩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计算获取评价结果，不到总应用数量的一半

（图 3）。
 
 

续表

工程名称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完成时间
评价
年份

文献
来源

营口月亮湾
沙滩

自然环境
效果 B1

海岸地形坡度 D1

XA =

4∑
i=1

Bi

13∑
j=1

C j

17∑
Z=1

Dzuz 2016年 2019 文献 [36]

潮流速度 D2

波浪强度 D3

水环境质量指数 D4

景观生态
效果 B2

景观丰富度指数 D5

景观多样性指数 D6

景观破碎化指数 D7

景观主体度指数 D8

沙滩资源
效果 B3

沙滩面积指数 D9

潮滩游乐指数 D10

沙滩底质指数 D11

潮滩侵淤指数 D12

社会经济
效果 B4

最大日游客量 D13

年游客量 D14

旅游收益 D15

旅游贡献 D16

公众满意度 D17

温州东岙湾
沙滩

2个目标层、8个要
素层

16个指标因子：海
水水质达标率、海
洋沉积物达标率、
自然与修复岸线保
有率、植被覆盖率、
海滩垃圾密度、废
弃构筑物、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海
域生物多样性、潮
间带生物多样性、
群众满意度、品牌
建设与宣传、规划
管理与制度建设、
服务保障能力建设、
生态损害情况、生
态灾害情况

BBI =
1

16

16∑
i=1

ECi

β = BBI后 −BBI前
2018年 7月 2020 文献 [37]

　　注：该表数据为不完全统计，—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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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评价特征

我国海滩养护具有起步晚、发展快、类型多样的特点。基于我国复杂的海岸环境，国内学者集

中攻关，已形成了诸如海滩质量评价与分级、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中国海滩养护技术手册、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等成熟的理论技术体系 [18]，但涉及养护后定期监测与效果评价的

工作较少。目前我国的海滩养护效果评价方面的实践不多，呈现出一些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早

期特征，主要表现在评价尺度、评价因素、监测方式三个方面。

 2.2.1　评价尺度

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实践中的评价尺度包括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在空间上，评价的范围应覆盖

工程区域并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适当向陆海两侧延伸，确保从海滩形态、海水水质、滨海景观、

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在时间上，长期

后监测结果比短期监测更具参考意义，长时间定

期监测和维护能保证人工沙滩正常发挥其使用功

能、达到综合治理效果。根据评价尺度对目前表 2
中 15例已开展的养滩效果评价应用进行分析统

计。结果表明，73%的养滩效果评价范围仅覆盖

海滩自身区域，养滩后开展过定期后监测的占比

较高，但后监测时间跨度超过 2 a的仅占比 26%
（图 4）。这表明目前我国海滩养护效果的评价范

围在空间上仅关注海滩本身，在时间上养护后监

测周期较短，反映出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工作仍处

于初期阶段，各方面局限性较大。

 2.2.2　评价因素

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实践中的评价因素应根据

整治内容及修复目的，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对工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

与设计方案中的预期效果进行比较，建立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地评估工程完成情况。在

评价因素考虑方面，按照仅考虑海滩本身和全面

综合考虑两种类型（图 5），对上述 15例已开展的

养滩效果评价应用进行分类，发现局限于海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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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实践占比达 67%，评价因素涵盖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仅占 13%。表明我国已有的养滩效果

评价，大部分集中于海滩本身，仅从沉积物和岸滩地形两方面来分析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因子的

选取主要关注剖面形态、表层沉积物粒径、岸线侵蚀等海滩本身因素，少有涉及对海滩养护带来

的周边环境、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影响评价，不符合“陆海统筹”“国土空间一体化”等现代生态文明

治理理念。

 2.2.3　监测方式

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实践中的评价方法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监测方式与量化方法不同。目前，

我国海滩养护效果评价中应用的后期监测方式包

括海滩和近岸剖面监测、沉积物变化监测、水动

力环境监测、水质监测、潮间带底栖生物监测、

现场调查估算、数据收集测算和公众问卷调查等 [38]。

对上述 15例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应用的监测方式

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应用最广的为岸滩与海滩形

态周期性定位监测 [24]、海滩表层沉积物采样分

析 [25,27] 和海岸空间信息遥感影像提取 [35] 三种，在

所有实践案例的占比分别为 87%、 60%和 27%
（图 6，表 3）。这不仅取决于效果评价中指标体

系建立时评价因子的选取，也与海岸带调查监测

技术的成熟程度有关。
  

表  3     我国海滩养护主要后监测方式

Table 3     Main methods for post-monitoring in the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in China

工程性质 监测过程 计算参数 评估标准 评估目的

岸滩与海滩形态周期
性定位监测

在养护海滩的适当位置布设
常规监测剖面，对养护后海
滩的横向及纵向形态进行监
测，使用 RTK、GPS和相关
程序包，计算海滩地貌演变
参数

海滩岸线、单宽沙量、
滩肩宽度、前滨坡度、
后滨高度等

效率系数、保存系数、
改变系数等

养滩功效和
养滩寿命

海滩表层沉积物采样
分析

对养滩前后不同时期养护区
内外表层沉积物进行粒度测
试，获得沉积物粒度参数，
并结合 Gao-Collins粒径趋势
模型判别沉积物输运趋势

中值粒径、平均粒径、
分选系数、偏态系数、
峰态系数等

沉积物的粒度变化、输
运变化，对养护区外沉
积物的影响等

沙源合理性

海岸空间信息遥感影
像提取

对覆盖研究区域的多期卫星
遥感影像进行预处理实现空
间分辨率统一，对海岸景观
特征进行地面勘查，结合影
像地物特征将地表景观类型
进行划分并提取信息，建立
海岸景观特征库

景观丰富度、景观多
样性、景观破碎化、
景观主体度等

海岸景观格局改变程度
和美化情况

海岸空间整
治效果

 

 2.3　指标体系构建趋势

近 5 a来，国内学者不断开展海滩养护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包括“海岸带整治修复评价标准”
“砂质海岸整治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人工海岸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蓝色海湾指数评估

体系”等 [39-41]（表 4），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评价流程。在海滩养护后分别开展沙滩资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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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景观生态、防灾减灾等调查与监测，并收集与监测同期的社会经济、功能融合等资料，

通过计算分析提炼各评价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再根据单因子指标

数值“自下而上”计算综合评价指数，而后对综合指数进行分级量化，以实现海滩养护效果评价。

分析近几年的海滩养护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可知总体上呈现出“3个逐渐”的发展趋

势：①评价层级逐渐明晰，构建了包含目标层、模块层、因素层以及指标层四级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目标层表示指标体系建立的评价目标，模块

层表示达成目标的中间途径，而因素层和指标层

为获取评价指数的解决措施和计算参数（图 7）；
②评价指标逐渐细化，尤其是除沙滩资源以外的

自然环境、景观生态等方面，从简单的环境洁净

度、景观融合状况等概括性指标变为海域生物多

样性、海滩垃圾密度、废弃构筑物、景观丰富度

和景观多样性等具体的可计算指标，反映的是一

种逐渐细化的过程；③评价内容逐渐完善，近几

年应用的养滩效果评价指标，虽然在数量和具体

计算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均考虑了生态、经济和

社会效益等多方面因素，体现了从地貌系统到生

态系统再到社会系统的转变。

 3　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海滩养护工程的效果评价工作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各项规章制度尚未完善，通过

近 10余年来的研究与实践，在评价体系构建上虽已呈现出“3个逐渐”的向好趋势，但总体上养滩

评价工作仍存在着“3个缺乏”的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3.1　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2018年至今，自然资源部相继发布了《海滩质量评价与分级》《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等海洋行业标准 [38,42-43]，对海滩的现状质量评价，养滩后海

滩资源和海洋环境的后监测，以及工程完工后验收的内容、技术要求、程序和评定等进行了明确。

然而，不同的海滩养护工程有不同的设计目标，导致效果评价时所考虑的评价因素会有所不同，

表  4     我国海滩养护效果主要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4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in China

评价体系 层  级 模  块 指标数量/个 研究时间 是否应用 参考文献

海岸带整治修复评价标准 4级 4个：自然景观、生态功能、
防灾减灾、利用效率

23 2017年 否 文献 [40]

砂质海岸整治修复效果评
价指标体系

4级 4个：自然环境、景观生态、
沙滩资源、社会经济

17 2019年 是 文献 [36]

人工海岸生态修复效果评
价指标体系

4级 3个：生态、经济、功能 50 2020年 否 文献 [41]

蓝色海湾指数评估体系 4级
8个：水清、岸绿、滩净、
湾美、物丰、人和、管理
保障、约束

16 2020年 是 文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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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评价指标始终无法统一。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难以判断养护岸段是否达到预期的修复效

果，是否对其他养滩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这不利于上级海洋主管部门对任务目标的考核控

制，也不利于建立周期性工程后监测的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海滩养护工程的目的主要分为修复滨海旅游沙滩、改善海岸生态环境和景

观、海岸防护三类。因此，为了保证评价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采用 3种目标拼接的方式 [40]，

每种目标分区域建立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涉及的内容应与先行国家行业规范和标准保持一致。

在实际评价中根据工程的实际内容，对各目标占比进行赋值后，采用 4级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综合评

价指数，作为未来养滩效果评价工作的理论依据。

 3.2　缺乏长期的后监测数据

受波浪、潮位等水动力环境影响，养滩后海岸带新形成的沙滩会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而在这个过程中，海滩沉积物和岸滩形态等沙滩资源特征会随之改变，从而对工程所在区域的自

然环境、景观生态、人文经济等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适当时间和位置部署周期性工程监测计

划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我国现有的很多养滩工程，完工后并未开展后监测工作，导致很多评价

参数在计算时缺乏相应的监测数据，这可能成为养滩效果评价工作的重大阻碍。同时，即使开展

过后监测的养滩工程，其持续时间大多也不超过 2 a，长时间序列监测数据的缺乏导致无法了解养

护海滩变化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工程效果与设计不符时，难以量化及评估工程的实施效果。

对于海滩养护后监测工作，除了依靠建设单位自发组织，也可借助国土空间大数据体系构建的

良好契机，来实现长期监测工作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以丰富我国的海岸带监测内容。同

时地方政府和海洋主管部门应加强陆海统筹，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简化监测数据的获取途径；细

化监测方案、规范监测行为，逐步完善海岸带整治修复工程的后监测管理与监督体制。获取长期

的后监测数据、实现数字赋能，为养滩效果评价以及养滩后长期维护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3.3　缺乏系统性的全面考量

由于不同海岸环境下的养滩影响因素不同，养滩工程的效果评价工作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评价

因素多种多样，一方面受研究者知识背景的影响，难免会在评价等级的分级和评价指标的选取上

存在一定片面性，缺乏系统全面的考量；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监测方式的技术成熟程度不同，部分

评价因素的监测可能难以操作，导致养滩后监测无法面面俱到。

海滩养护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研

究探讨。根据确定的工程预期目的，确定养滩评价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原则上应从海滩养护带

来的周边环境、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涵盖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各方面，

而不局限于海滩本身，筛选出特征性强、操作性强、代表性强的监测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同时也

要注重监测人才的培养、监测仪器的配备、监测资金的保障等，以提高监测能力和技术水平。

 4　应用展望

海洋生态修复是海洋环境保护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海滩养护修复作为海岸带自然资源管理和

生态修复的核心技术，是海岸带整治修复工作的重要技术环节。近年来，我国开展了诸如“蓝色海

湾”“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海洋生态保护工程”等多项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实施了百余项海滩养

护工程，涉及的海岸类型多样，采用的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如何科学地评价海滩养护的实施效果

将成为当前学者和管理部门倍加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海滩养护工程的效果评价将会被用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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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管理或决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海滩养护工程的检查、考核、验收以及跟踪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41]。将评价内容充分体现到

工程施工或管理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全面掌握工程实施情况，另一方面也可反向评估工程的必要

性及充分性，为后续养护工作提供方向指引。

2）为谋划综合型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奠定理论基础。未来，建立完备的连续监测机制、实现数

字化动态评价是一种趋势，逐渐完善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评价体系将为地方谋划、申报整治修复

项目提供参考指南，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意向及支持力度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3）为海岸带资源绿色利用和海洋生态修复工作数字化改革提供有力支撑。在未来养滩效果评价

指标的选择上，必定会趋向于涵盖地貌、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考量，构建全生命周期“监评管”机
制，全流程、多角度地获取工程各项指标参数，推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自然资源信

息化建设 [44]。

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海滩养护效果评价实践中，养滩后监测工作的开展和评价体系的建立仍存

在许多问题，养滩效果评价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对于我国来说，养滩效果评价起步晚、后监测开

展慢、评价标准各异，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针对我国目前养滩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

逐步完善智能化大数据共享平台、制定并执行养滩后监测计划，根据养滩工程的实际目的，分区

域分类别建立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评价标准，选取操作性强、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等措施，以尽快

建立科学合理的养滩效果评价理论与方法体系。一方面可促进海滩养护修复工程的持续改进，实

现海岸带整治修复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展示海滩养护成效，提升大众环保意

识，使全社会携手共同爱护海岸带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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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Beach
Nourishment Evaluation in China

SHAO Chao， TANG Yingying， SUN Wei， WANG Jianqing， PAN Tingyao

（Ningbo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Ningbo 31585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each  nourishment  projects  have  been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in  many  coastal  tourist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effect evaluation after the beach nourishment has come into being. By the analyses of literatures and statistical data,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10 years is summarized and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at the current stage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beach nourishment in China was still in a theoretical research stage before 2010 and the three aspects of evaluation scale, evaluation

factors and monitoring methods were all characterized with an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researches on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carried out by domestic scholars in recent 5 year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valuation levels,

the  evaluation  indexes  and  the  evaluation  contents  tend  to  be  clear,  detailed  and  perfect  gradu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re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in China and th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oblems are put forward. Meanwhile,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he beach nour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a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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