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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港口与航道工程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撑，其建设规模和频率日

益增加。然而，这些工程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旨在深

入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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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as an important support 

of Marine economy，its construction scale and frequency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However，while these 

project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y have also brough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is issue in depth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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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口与航道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 
1.1 生态系统破坏概述 

港口与航道工程导致自然环境多方面影响，包括生物栖息

地丧失、生态结构破坏。全球每年因港口建设失去大量沿海湿

地，影响候鸟繁殖地和越冬地。工程活动释放的有害物质影响

水生生物，如切萨皮克湾航道拓宽项目引发水质恶化。此外，

生态系统服务如洪水调节、碳汇、水质净化也受到影响，如长

江口航道整治可能影响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因此，需要科

学评估生态系统影响，为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依据。 

1.2 水质污染来源与影响 

建设过程中，废弃物排放、船舶排污和径流污染是水质污

染的主要来源。大型港口建设可能排放大量含油、重金属废水，

破坏水体生态平衡。船舶运营排放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微

小颗粒物和压舱水、生活污水也可能引入外来物种，破坏生态

结构。通过水质模型预测和评估污染影响，可制定源头控制、

过程管理和末端治理策略。解决水质污染问题需要改进施工工

艺、建立排污控制制度、使用低排放船舶和清洁燃料，同时加

强监测和科研，实现港口与航道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1.3 噪声与空气污染 

港口建设常伴随噪声和空气污染。施工中的大型机械产生

噪音，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健康，可能导致听力损伤和心理压

力。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港口附近的噪声污染超过 85 分

贝，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航道疏浚和设施建设释放尘埃和有

害气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严重污染空

气。中国某港口研究显示，PM2.5 浓度在作业高峰期可比正常

环境高出 5-10 倍，影响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科学家使用环

境影响评估模型预测和分析污染，为制定控制策略提供依据。

优化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设备、设置防尘屏障和使用低硫燃

料船舶可减轻污染影响。 

1.4 生物多样性丧失 

港口与航道工程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建设过程破坏自然

栖息地，影响物种数量，如湿地填埋影响迁徙鸟类。全球近 70%

海岸湿地在过去百年间已被破坏。航道疏浚可能扰乱海洋生物

生命周期，影响敏感生态系统。工程设计需考虑生物多样性保

护，采用生态友好方案，如设置生态通道，降低对生物种群的

长期影响。生态足迹模型和物种丰富度指数等工具可量化分析

工程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通过遥感和 GIS 技

术识别关键生物栖息地，预测工程活动可能带来的生物分布变

化。政策上，应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设立生态红线，限

制特定区域开发活动。生态补偿机制对因工程导致生物多样性

损失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长期保

护。 

二、具体环境影响案例分析 
2.1 典型工程的环境影响 

港口和航道工程在促进全球经济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

显著影响。中国长江深水航道整治可能导致河岸生态系统变

化，影响水生生物。美国萨凡纳港扩建可能因疏浚作业释放沉

积物，威胁海洋水质和生物多样性。这些案例强调了环境影响

评估和控制的重要性，以实现可持续的港口航道建设。 

2.2 案例研究：长期与短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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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航道工程的建设短期内会破坏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可能急剧下降，如珠江航道扩建工程导致湿地面积减少 30%，

影响水鸟栖息地。同时，建设会短期恶化水质和空气质量，如

鹿特丹港扩建期间悬浮物浓度增加 50%。长期影响可能包括持

久的噪声污染、微塑料排放和改变区域气候条件，需要长期的

环境保护策略。 

2.3 案例研究：地域差异性 

港口航道工程的环境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热带雨林地区

的工程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如巴西亚马逊；沿海湿地的疏浚可

能影响底栖生物和水质，如长江口。不同地域的环境承载力差

异也会影响污染的显现和持续时间，如北海的噪声和空气污染

与发展中国家的固体废物问题。因此，环境影响评估应考虑地

域特性，制定针对性措施。 

三、生态环境影响的科学评估方法 
3.1 环境影响评价理论框架 

环境影响评价是港口与航道工程的重要环节，预测和评估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减缓和补偿措施。包括识别、分

析、预测、评估影响及制定对策等步骤。识别阶段需调查生态

系统特征，分析和预测采用数学模型或情景分析，评估后提出

环保策略。 

3.2 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应用 

生态风险评估技术量化预测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分

析施工活动对水生生物的影响。遥感技术实时监测水质变化和

土地利用，结合 GIS 评估污染扩散趋势。同时，预测噪声和空

气质量对周边社区的影响。 

3.3 模型模拟与遥感监测技术 

模型模拟预测航道疏浚引起的悬浮物扩散情况，遥感技术

监测环境变化。中国东海港口工程导致湿地消失，为生态补偿

提供数据。结合 GIS 技术，构建环境影响评估平台，为决策者

提供科学依据。科学评估有助于制定有效保护策略。 

四、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与措施 
4.1 工程设计阶段的环保考虑 

在港口与航道工程规划设计阶段，需评估项目对生态环境

的潜在影响，以实现可持续工程设计。可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分

析影响，并尽量减少对自然栖息地的侵占。设计师应使用环保

材料和结构，如可再生建材和节能设施。借鉴荷兰的“生态走

廊”理念，规划生态通道以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设计航

道时应避免敏感生态区域。 

 

荷兰高柏海口西海岸生态走廊城市设计 

4.2 施工过程中的环境管理 

施工过程中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采用先

进施工技术和设备降低污染，分类处理废弃物。实施环境监测

和动态管理，一旦发现超标立即纠正。考虑生态敏感区保护，

避免影响生物栖息的活动。强化环保培训和公众参与，形成良

好环保氛围。 

4.3 修复与补偿机制的建立 

在港口与航道工程建设中，建立修复与补偿机制是确保生

态环境平衡的关键。通过科学方法修复生态损失，预防未来影

响。参考国内外实践经验，建立经济激励机制，如设立生态补

偿基金。应用生态影响评估模型量化损失，制定补偿标准。法

律法规支持机制落地执行。 

 

美国切萨皮克湾哈里斯溪的牡蛎礁修复 

五、可持续航道与港口建设的实践探索 
5.1 推广绿色港口理念 

绿色港口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注重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能源效率，促进生态和谐。上海洋山港和荷兰鹿特丹港的

实践展示了绿色元素如何融入港口设计和运营，通过采用可再

生能源和零排放目标。 

5.2 应用清洁能源与技术 

清洁能源与技术在减少碳排放中发挥关键作用。太阳能、

风能为港口设施供电，降低化石燃料依赖。电动或氢能船舶的

发展也有助于减少污染。鹿特丹港和上海洋山港的实例证明了

清洁能源技术的可行性与环保效益。结合智能电网和储能技

术，可优化能源利用，如特斯拉的 Mega pack 系统在港口的应

用。 

5.3 社区参与与环境教育 

社区参与和环境教育对于环保策略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

社区行动计划和环保基金，提高居民环保意识，支持绿色改造

项目。环境教育应融入社区生活，通过讲座、宣传资料和教育

基地，增强公众对环保的理解和责任感。评估环境影响时，应

考虑社区参与度和教育效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六、政策与法规对环境保护的引导作用 
6.1 现行法规的评估与完善 

在港口与航道工程环保议题中，现行法规的评估与完善至

关重要。各国法规限制了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但随技术进

步和环境问题复杂化，法规需与时俱进。可借鉴国际海事组织

新排放标准，更新港口设施排放限制，推动清洁能源使用。

同时，建立动态法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执行效果，确保适应

性和有效性。以美国港口能效法规为例，通过设立环保基金等

经济激励机制，促进法规执行和环保技术创新。公众参与和透

明度也至关重要，应公开征求意见，确保利益相关方权益得到

充分考虑。 

6.2 国际 佳实践的借鉴 

在港口与航道工程建设中，借鉴国际 佳实践对减轻生态

环境影响至关重要。如荷兰鹿特丹港采用生态补偿措施，成功

平衡港口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澳大利亚悉尼港在设计阶段

考虑环保因素，降低对周边社区和海洋生态影响。应建立完善

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引入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实时跟踪工程 
下转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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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农业用水也是天津市水资源利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

前，农业灌溉系统存在老化、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水资源的

浪费现象较为突出。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可以通过更新和改造

农业灌溉系统，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水

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可以通过建立农田水利工程和

水资源管理体系，实行科学的灌溉制度和管理模式，合理配置

和利用水资源。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也是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水环境的关键举措。城市污水中含有大量

的有机物和营养物质，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不仅会造

成水资源的浪费，还会导致水环境的污染。 

五、结论与展望 
在评估了天津市水资源开发现状及可持续利用情况的基

础上，我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天津

市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水资源是支撑其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受制于地理和气候条件，天津市水

资源总量有限，且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过度开发的影响。尤其

是工业和农业用水领域存在较大的浪费现象，导致水资源利用

效率较低。天津市水资源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尽管监管部门

加大了对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力度，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如法律法规执行不严、监管力度不足等。这些问题制

约了水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问

题。 

在未来发展中，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当前存在

的问题，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

。政府部门应加强水资源

管理的法制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需要加强水资源的监测和调查工作，建立完善的水资源

信息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还需要推广应用节水技术，

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对水环境的保护

和修复工作，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水环境质量。展望未来，

相信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天津市的水资源

管理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将进一步提

高，水环境质量将得到保护和改善。 

天津市将逐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将为城市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和

保护措施，天津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将得到提升，水环境质量

将得到改善，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期待通过天

津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水资

源管理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参考。通过经验交流和合作，可以促

进水资源管理的创新和提升，共同推动全球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目标。 

结语 
在结语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天津市水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

用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全文的分析，我们强调了加强水资源

管理、优化水资源利用方式以及保护水环境的紧迫性。只有在

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确保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相信通过不懈

的努力，天津市的水资源管理将迎来新的突破，为未来的水资

源保障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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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影响。同时，学习挪威和丹麦的绿色港口政策，设定严

格排放标准，鼓励清洁能源使用。还需积极采纳国际海事组织

环保法规，并考虑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对航道设计和港口设施

进行适应性改造。 

6.3 环保标准与监管机制的强化 

在港口与航道工程建设中，强化环保标准与监管机制至关

重要。需借鉴国际 佳实践，如欧盟的“水框架指令”，设定

严格排放标准。强化监管机制需建立有效监测和惩罚体系，引

入第三方独立监测，实施严厉经济处罚。同时，建立绿色信贷

或评级制度，激励企业采取环保措施。以中国为例，虽在港口

环保方面取得进步，但仍需完善法规，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先

进监测技术，持续强化环保标准与监管机制，推动可持续发展。 

七、未来研究方向与挑战 
7.1 技术创新与环保平衡 

技术创新在港口工程中促进环保，如绿色港口的实践，包

括使用清洁能源和改进设备以减少碳排放和噪音污染。环境影

响预测技术的进步使我们能预估并减轻生态影响，如澳大利亚

航道项目中成功避开珊瑚礁区。 

7.2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威胁港口

设施和航道安全。需要在设计时考虑气候适应性策略，如提高

防洪标准、构建耐候结构，并重新评估航道规划以应对变化。

同时，环境影响评估需考虑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制定

生态保护措施。 

7.3 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关注技术创新和环境适应策略。绿色

港口采用清洁能源，研究如浮式太阳能和智能能源管理以降低碳

排放。生态修复技术在航道工程中应用，结合生物工程恢复生态

系统。面对气候变化，需考虑气候适应性设计，探索碳捕获技术，

并通过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提高环保意识，确保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于长俊.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生态影响及对策研究

[J].水上安全，2023，（06）：43-45. 

[2]郑小川.基于环保理念的港口航道疏浚工程探讨[J].中

国水运，2021，（01）：129-130.DOI：10.13646/j.cnki.42-

1395/u.2021.01.048. 

[3]庞增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生态影响探究[J].船舶

物资与市场，2020，（07）：73-74.DOI：10.19727/j.cnki.cbw

zysc.2020.07.035. 

[4]林强.浅谈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生态影响及对策[J].

四川建材，2020，46（02）：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