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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龙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理事长

2020 年，一个特别的年份，疫情爆发，守护海岸线项目面临了巨大的挑战，能否继续开展？答案是能！感谢合作伙
伴们的坚持，哪怕只有两个人，也坚持完成监测，确保了数据的连贯性，还留下了各种创意的影像记录。感恩志愿
者们和组织者们！同样的感谢要送给所有支持我们的伙伴们！专业的报告评审专家们，默默捐助的捐赠者，基金
会和筹款平台敬业热情的管理者，清运垃圾的环卫工人们……
此外，感谢还要送给仁渡海洋的同事们，研究部和项目部鼎立合作，其他同事的坚定支持，塑造了这份精彩报告！

2020 年，仁渡海洋 “守护海岸线” 海岸垃圾科研监测项目在沿海 11 个省市区 （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开展，66 个执行机构负责 90 个点
位的监测工作 , 共有 6781 名志愿者参与，执行了 472 场海岸垃圾科研监测。

监测数据表明：监测地区海岸垃圾数量分布密度为 1.27 件 / 平方米，质量分布密度为
35.00 克 / 平方米。 在以材质划分的大类垃圾（如塑料类、金属类等）占比中，塑料类垃
圾的数量和质量的比例都是最高 ( 分别为 79.76% 和 52.42%)；在具体垃圾小类中，泡
沫碎块（>2.5cm）数量占比最高，为 23.4%。质量占比最高为木制品，占比为 11.35%；
各沿海省市区垃圾质量分布密度区间为 7.29~150.29 克 / 平方米；数量分布密度区
间为 0.18~3.65 件 / 平方米，各沿海省市区垃圾材质仍以塑料类为主，占比区间为
7.83%~92.19%。泡沫碎块（>2.5cm）是本年度监测数据中数量最多的垃圾类型。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产量、提高塑料回收利用率、降低失控垃圾率、加大末端清理力度
是解决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题的主要措施，海洋环境治理和保护需要发挥社会多元治
理体系的力量。“守护海岸线”项目发展至今，已捡拾并记录超过 3,500,000 件海洋垃圾，
动员科研监测志愿者超过 22000 人次，公众在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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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地球

“人类世”，一个由人类主导的全新地球“地质时代”，

这个名词意含人类活动正在显著影响地球的地质面

貌、气候和生物等。

据科学家估计，塑料、玻璃、钢筋水泥构筑物在内的所

有人造物质量，正以每年超 300 亿吨的速度增长。以

塑料为例，至 2020 年，地球上人造塑料的总重是所有

动物总重约 2 倍，近 80 亿吨 [1] ！在最好的情况下，全

世界联合起来立即采取行动来降低塑料消费，预计到

2040 年污染环境的塑料垃圾仍有 7.1 亿吨左右 [2]。预

计到 2050 年，塑料产量将保持增长势头 ; 一切照旧

情况下，海洋中的塑料总重将超过鱼类总重 [3]。人类

正在“塑造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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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交通运输、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如今我们坐在
家中，便可一边品尝通过航空货运的新鲜智利樱桃，
一边观看通过卫星传输的欧冠联赛。我们正享受着科
技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当下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
一个最坏的时代：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
人类上了沉重一课。截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全球新
冠肺炎 (COVID-19)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1 亿例。世界
银行称：新冠肺炎可能导致数十年来全球贫困人数首
次增加，0.7~1 亿人在 2020 年陷入极端贫困。

2021 年 2 月，《中国 - 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是
一种动物源性病毒。目前的基因序列系统进化分析结
果显示，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我们无法忽略这
样一个事实：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病日益普
遍。目前约 60% 的已知传染病和 75% 的新型传染病
都是人畜共患。正如前文所述，人类正在显著地改变
地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密集型农业发展和动物肉
类生产等人类活动都不同程度影响了人畜共患疾病
的发生与传播。这场前所未有的卫生健康危机，警示
我们去沉思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通讯、交通运输、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如今我们坐在

家中，便可一边品尝航空货运而来的新鲜水果，一边

观看通过卫星传输的体育赛事。我们正享受着科技发

展带来的时代红利。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给人类上了沉重一课。

截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全球新冠肺炎 (COVID-19)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1 亿例。世界银行估算认为：新冠

肺炎可能导致数十年来全球贫困人数首次增加，0.7~1

亿人在 2020 年陷入极端贫困 [4]。

2021 年 2 月，《中国 - 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指出 [5]，新冠肺炎病毒

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目前的基因序列系统进化分析

结果显示，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我们无法忽略

这样一个事实：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病日益

普遍。目前约 60% 的已知传染病和 75% 的新型传染

病都是人畜共患 [6]。正如前文所述，人类正在显著地

改变地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密集型农业发展和动

物肉类生产等人类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畜共

患疾病的发生与传播。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卫生健康

危机，警示我们去沉思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VIV

人与自然

前言
@

 Q
ua

ng
 N

gu
ye

n 
V

in
. F

ro
m

 P
ex

el
s

前言中国若干典型海岸垃圾监测研究报告



VIII

海洋与人类健康

前言

热带海洋气团带来的高温闷热令人心生烦躁，美味的

时令海鲜让人心情愉悦，从一顿美味食物到一场暴雨，

认真思考后，我们会发现海洋影响人类生活的方式千

变万化。

众所周知，海洋一直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食品仓”

和“气候调节器”。但远非如此，人类健康同样与海洋

紧密相关，海洋还是生物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

2019 年，国产抗阿尔茨海默症药（商品名：九期一）获

批，引发国内外极大关注，但鲜有人知的是：制备药物

的重要原料之一来自海洋褐藻提取物 [7]。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肆虐，我们从海洋再次看到了曙光：科学家发

现深海微生物中的酶，可用于开发新冠病毒诊断测试

剂 [8]。

为对抗新冠疫情，2020 年全球预估生产超过 520 亿

个口罩，其中预计超过 15 亿个口罩可能进入海洋环境，

加剧海洋污染，造成海洋生物误食等一系列问题 [9]。“蓝

色药仓”潜在的巨大价值正在被发掘，人类医学的进

步需要海洋，而海洋的健康也需要我们。

前言VII 中国若干典型海岸垃圾监测研究报告



XIX

海洋保护工作应该在具体的行动框架下，通过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齐心协力来完成，而框架制定

需要基于科学准确的基础数据，这仅靠科学家是不够

的，公众科学在海洋保护工作上大有可为。

公众科学 / 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也称公众参

与式科学研究，指包含非职业科学人员、科学爱好者、

公众志愿者参与的科研活动 [10]。

海洋保护涉及面极为广泛，公众科学可以成为专业主

流科学的有效辅助，来填补或加强专业主流科学未涉

及的领域。此外，在海洋公众科学研究中常可以看到

海洋环保公益行动的身影，具有“研行结合”的特点，

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在社会公众的传播，而且有利于

扩大具体科学问题的社会政治影响力，体现了公众科

学在海洋保护具有的优势。

公众科学与海洋保护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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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份 / 直辖市·数据概况沿海省份 / 直辖市·数据概况 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守护海岸线项目介绍

“守护海岸线”海岸垃圾监测项目由仁渡海洋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于 2014

年联合发起，是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由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发起的海洋环保类科研项

目，项目通过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监测点，定期定点开展海岸线垃圾监测活动。项目长

期致力于凝聚社会力量，动员志愿者参与到海岸线清理与监测，同时协调公众、社会团

体、科研院校开展海岸线垃圾监测研究，以期为中国海岸线垃圾治理提供支持。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2 个监测点
12 个监测点
17 个监测点
27 个监测点
58 个监测点
90 个监测点

监测点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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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数据概况中国若干典型海岸垃圾监测研究报告

材料占比
将海岸垃圾按照材料类别分为 7 大类（塑料类、橡胶类、金属类、玻璃陶瓷类、纸质类、木制类、混合材料及其他类），

全国监测点垃圾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占比均以塑料类的占比最高 ( 图 A1、A2)，数值分别为 79.76% 和 52.42%。

小类 TOP10
在 7 个材料大类下，进一步将海岸垃圾分为 46 个小类，其中垃圾数量和质量前十情况如图 A3、A4，在数量方面，

泡沫碎块（尺寸大于 2.5cm）的占比最高（23.40%），远高于数量排名第二的其他塑料类（6.03%）。质量方面以木

制品的占比最高，为 11.35%，其次是其他硬塑料（9.37%）、玻璃陶瓷饮用瓶（6.69%）。

全国·数据概况数据

3

数量分布密度 质量分布密度 塑料类垃圾数量占比 塑料类垃圾质量占比

监测点数量
90

1.27 件 / 平方米

66

35.00 克 / 平方米

6781

79.76%

472

52.42%

执行机构 参与志愿者 监测场次

2020 年，仁渡海洋 “守护海岸线” 项目，在全国沿海 11 个省市区（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开展，以下为年度监测数据总体情况：

*（详细监测方法及计算方式请查阅附录）

一定面积内垃圾数量的多少或质量的轻重程度，单位分别是件 / 平方米，克 / 平方米。

本研究将海岸垃圾的材质分为塑料、金属、橡胶、玻璃陶瓷、纸质、木质等 7 大类。垃圾
材料占比用来表示某种材料垃圾占所有垃圾的比例，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将 7 大类进一步划分为 46 个垃圾小类，将占比前 10 的垃圾类型列出，以便更好了
解主要垃圾情况。图表数值为小类垃圾相对于所有垃圾的数量 / 质量占比。

分布密度：

材料占比：

 小类 TOP10：

数据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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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数据概况

周期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

全年 6 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 A5、A6（1~6 周期分别对应 1、3、5、7、9、11 月份），数量分布密度区间为 1.01~1.53

件 / 平方米，第 1 周期的分布密度最高（1.53 件 / 平方米），最低为第 2 周期，分布密度为 1.25 件 / 平方米；质量

分布密度区间为 24.03~46.23 克 / 平方米，分布密度最高的周期为第 5 周期，最低为第 3 周期。

全国·数据概况 沿海省市区·数据概况

图 A7- 垃圾分布密度

*（监测点详情请查阅附录）

全国（90 个监测点 *）

辽宁（7 个监测点）

河北（4 个监测点）

天津（3 个监测点）

山东（12 个监测点）

江苏（2 个监测点）

上海（5 个监测点）

浙江（9 个监测点）

福建（8 个监测点）

广东（27 个监测点）

广西（4 个监测点）

海南（9 个监测点）

垃圾分布密度
数量分布密度区间为0.18~3.65件/平方米，其中海南省的垃圾数量分布密度最低（0.18件/平方米），最高为上海市 

（ 3.65件/平方米）；垃圾质量分布密度区间为7.29~150.29克/平方米（图A7），分布密度最低的是广西省(7.29克/平

方米)，最高的是江苏省（150.29克/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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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材料占比
11个沿海省市区的垃圾材料数量占比如图B1， 各地区均以塑料类垃圾最多，占比区间为47.83%~92.19%，其中占

比数值最高为上海（92.19%）。质量占比方面（图B2）仍以塑料类垃圾为主，占比区间为36.80%~74.74%，其中河北

省的塑料类垃圾质量占比数值最高（74.74%），最低为浙江（36.80%）。

辽宁省7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C1、C2，其中第4周期的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分别为

2.40件/平方米和131.08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C3、C4），塑料类的数量占比最大（47.83%），质量方面也

以塑料类（41.99%）占比最大；垃圾小类方面（图C5、C6）， 数量占比较大的是其他玻璃/陶瓷制品，占比为17.66%，

质量占比较大的是一般纤维制品（12.87%）和其他混合材料垃圾（11.80%）。

沿海省市区·数据概况 辽宁省·数据概况 57 39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图 B1- 垃圾材料数量占比

图 B2- 垃圾材料质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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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份 / 直辖市·数据概况沿海省份 / 直辖市·数据概况 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数据概况

河北省·数据概况

河北省4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D1、D2，其中第5周期的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分别为

2.41件/平方米和219.87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D3、D4），塑料类垃圾的数量占比最大（67.35%），质量方

面同样是塑料类垃圾比例最高（74.74%）；垃圾小类方面（图D5、D6），数量占比较大的是泡沫碎块（16.26%），质量

占比较大的是其他硬塑料（22.48%）和渔网（22.28%），占比均超过20%。

天津市3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E1、E2， 其中第5周期的数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 3.41件/ 平

方米），质量分布密度最高的周期则是第6周期， 高达369.37克/平方米； 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E3、E4），塑料类的

数量和质量占比均最大，占比分别为87.60%和74.02%；垃圾小类方面（图E5、E6），  数量占比较大的是泡沫浮标

（31.67%），占比超过30%；质量占比最大的是其他硬塑料（39.30%），占比接近40%。

E1

E3

E2

E4

天津市·数据概况 33 18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44 12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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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份 / 直辖市·数据概况沿海省份 / 直辖市·数据概况 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数据概况中国若干典型海岸垃圾监测研究报告

山东省·数据概况

12

山东省12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F1、F2，其中第3周期的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数值

分别为2.75件/平方米和32.36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F3、F4），数量和质量占比最大的均为塑料类，占

比分别为86.73%和64.02%；垃圾小类方面（图F5、F6），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渔线（25.46%），质量占比最大是渔网

（17.68%）。

江苏省2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 G1、G2， 其中第5期的数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 2.47件/平方

米），质量分布密度最高的周期是第1周期，数值高达267.71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G3、G4），数量和质

量占比最大均为塑料类， 占比分别为86.88%和63.78%；垃圾小类方面（图G5、G6），数量和质量占比最大的均是

塑料饮料瓶，数量占比为25.12%，质量占比为16.22%。

江苏省·数据概况 22 10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1012 56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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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据概况上海市·数据概况

上海市5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H1、H2， 其中第5周期的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数值

分别为4.91件/平方米和89.12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 图H3、H4），数量和质量占比最大仍是塑料类，数量

占比为92.19%，质量占比为55.00%；垃圾小类方面（图H5、H6），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泡沫碎块（44.05%），占比超过

40%，质量占比最大的是木制品，占比为24.39%。

浙江省9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I1、I2， 其中第1周期的数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数值为 3.41

件/平方米，质量分布密度最高的是第5周期，数值为162.19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I3、I4），数量和质量

占比均以塑料类为主，占比数值分别为83.72%和36.8%，；垃圾小类方面（图I4、I5），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泡沫碎块

（47.23%）占比超过40%，质量占比最大的是木制品，占比为30.10%。

79 47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25 30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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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数据概况福建省·数据概况

福建省8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J1、J2，其中第2周期的数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数值为 0.96

件/平方米，质量分布密度最高的是第5周期，数值为20.35克/平方米； 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J3、J4），数量和质量

占比最大均为塑料类，数值占比分别为68.23%和54.57%；垃圾小类方面（图J5、J6），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泡沫碎块

占比为21.86%，质量占比最大的是木制品，占比为17.03%。

广东省27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K1、K2，其中第1周期的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数值

分别为2.06件/平方米和42.53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K3、K4），数量和质量占比最大均为塑料类， 占比

分别为78.20%和39.74%； 垃圾小类方面（图K5、K6），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泡沫碎块（16.25%），质量占比最大的是

玻璃/陶瓷饮料瓶，占比为12.03%。

1827 148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88 42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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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数据概况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据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4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L1、L2，其中第3周期的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全年最

高，数值分别为0.48件/平方米和10.42克/平方米； 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L3、L4）， 数量和质量占比最大均为塑料

类，占比分别为65.71%和39.80%；垃圾小类方面（图L5、L6），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泡沫碎块，占比为21.16%， 质量

占比最大的是其他玻璃/陶瓷制品，占比为12.59%。

海南省9个监测点全年6个周期的垃圾分布密度如图M1、M2，其中第4周期的数量分布密度全年最高，数值为0.35

件/平方米，质量分布密度最高的周期为第6周期，数值为36.03克/平方米；垃圾材料类别方面（图M3、M4），数量占

比最大为塑料类，占比为73.87%，质量占比同样是塑料类最高（56.89%）；垃圾小类方面（图M5、M6），数量占比最

大的是泡沫碎块占比为13.08%，质量占比最大的是一般纤维制品，数值为23.96%。

39 48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44 22
监 测 点 数 执 行 机 构 监 测 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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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数据概况

质量分布密度
垃圾质量分布密度如图N2，大陆海岸线渔业相关垃圾分布密度为11.62克/平方米，生活垃圾的质量密度为7.78克

/平方米。岛屿海岸线的渔业相关垃圾密度为6.09克/平方米，生活垃圾的密度为5.48克/平方米。 三个分类下的垃

圾材料同样以塑料类为主。

数量分布密度
将各监测点所在海岸线类型分为大陆海岸线（66个）和岛屿海岸线（24个），同时将海岸垃圾分为渔业相关垃圾、生

活垃圾、以及其他类垃圾，各海岸线垃圾数量分布密度如图N1，大陆海岸线渔业相关垃圾数量分布密度为0.31件/

平方米，生活垃圾的数量密度为0.38件/平方米。岛屿海岸线的渔业相关垃圾密度为0.19件/平方米，生活垃圾的密

度为0.29件/平方米。三个分类下的垃圾类别均以塑料类垃圾为主。

※ 泡沫碎块由于难以分辨其来源,因此将其计入其他类。

大陆 / 岛屿海岸线· 数据概况大陆 / 岛屿海岸线· 数据概况

图 N1- 数量分布密度 图 N2- 质量分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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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413 39
参与志愿者监测点数 执行机构 监测场次

数据概况

数量分布密度
将各监测点所在海域分为四大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同时将海岸垃圾分为渔业相关垃圾、生活垃圾、以及

其他类垃圾，各海域垃圾数量分布密度如图P1，四大海域中生活垃圾数量分布密度最高的海域为渤海（0.47件/平

方米），渔业相关垃圾数量分布密度最高的海域为黄海（0.52件/平方米）。

质量分布密度
各海域垃圾质量分布密度如图P2，四大海域中生活垃圾质量分布密度最高的海域为渤海（15.47克/平方米），渔业

相关垃圾数量分布密度最高的海域同样为渤海（22.86克/平方米），各海域的垃圾材料主要为塑料类。

四大海域· 数据概况四大海域· 数据概况

图 P1- 数量分布密度 图 P2- 质量分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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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监测点位数量分布不均匀。受海岸线类型、地区环保组织发展程度等因素影响，“守护海岸线”监测点的布

设并不均匀，部分省份如江苏的监测点数量较少，仅有 2 个监测点。监测点布设密度差异可能影响监测数据，因此

本文各地区的数值可对比性待进一步提高。

总体上，南部地区（海南、广西、福建）的垃圾数量和质量分布密度更小。全国 11 个沿海省市区海岸垃圾监测数据显示，

数量分布密度前三为：上海（3.65 件 / 平方米）、天津（2.17 件 / 平方米）、浙江（2.16 件 / 平方米），数量分布密度最

低的三个地区为海南（0.18 件 / 平方米）、广西 0.34 件 / 平方米）、福建（0.74 件 / 平方米）；质量分布密度方面，分

布密度前三为：江苏（150.29 克 / 平方米）、天津（131.11 克 / 平方米）、河北（108.07 克 / 平方米），分布密度最低

的三个地区为广西（7.29 克 / 平方米）、海南（13.64 克 / 平方米）、福建 15.17 克 / 平方米）。

海岸的人为清理可能会影响监测数值。相关研究表明垃圾分布密度与海岸类型和距离城市中心远近程度存在相

关性 [11]，越靠近城市中心、越容易到达的海岸受到人为干扰影响越大，（主要体现为游客量与海岸卫生清理力度），

人为清理的频率可能达到 1 次 / 天，因此垃圾监测密度可能偏低。而相对较难到达的偏远海滩，密度可能更大。在

本监测研究中，海岸选取标准均为人为干扰较小的海岸，降低了人为清理对监测数值的影响。

讨论
垃圾分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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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布密度 质量分布密度

江苏 
150.29g/m2上海

3.65 件 /m2

天津 
131.11g/m2天津 

2.17 件 /m2

河北 
108.07g/m2

浙江
2.16 件 /m2

浙江
64.92g/m2江苏

1.55 件 /m2

辽宁
51.07g/m2

辽宁
1.46 件 /m2

上海
49.1g/m2广东

1.38 件 /m2

广东
28.88g/m2

河北
1.08 件 m2

山东
23.82g/m2山东

31.04 件 /m2

福建
15.17g/m2福建

0.74 件 /m2
海南
13.64g/m2

广西
0.34 件 /m2

广西
7.29g/m2

海南
0.18 件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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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垃圾类别及来源

渔业生产大量使用了泡沫塑料浮标，是海洋垃圾的来源之一。

具凹槽结构的人工海岸可能更容易滞留泡沫塑料类垃圾。结合海岸类型分析，质量和数量分布密度最低的三个地

区（广西、海南、福建）共计21个监测点均为砂质海滩。而数量及质量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均为人工海岸。

人工海岸多为硬化防浪堤结构海岸，防浪堤的特化结构对于海洋垃圾具有滞留/阻碍作用。根据监测反馈：泡沫塑

料类、膜状塑料类等质量较小的中小尺寸垃圾（≤10 cm），极易在潮汐作用下进入防浪堤凹槽结构，并在退潮时被

滞留在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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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塑料类垃圾仍是数量最多的海岸垃圾。全国垃圾类别中，数量

最多的垃圾小类为泡沫碎块，占比高达 23.4%，在各沿海省份的垃

圾小类构成中，上海市与浙江省的垃圾类别，数量最多的也是泡沫

碎块，占比高达 44.1% 和 47.2%。泡沫碎块主要由于泡沫浮标、泡

沫餐饮容器等物品破碎形成，渔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泡沫塑料浮标

的使用寿命仅 1~2 年，由于其价格低廉且回收价值低，一但被意外

撞碎或自然老化破碎，大概率被遗弃于海洋环境。

2019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生态环境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农渔发〔2019〕1 号）》[12]。《意见》
泡沫碎块占比

提出了要加强养殖废弃物治理工作，整治近海筏式、吊笼养殖用泡沫浮球，推广新材料环保浮球，着力治理白色污

染。目前，已有部分沿海地区通过生态化养殖替代传统养殖方式，大大减少渔业废弃物污染。譬如福建宁德三都澳

采用了更耐久且易回收的塑胶渔排养殖，大幅度改善了渔排泡沫浮标使用产生的污染问题 [13]。

海洋垃圾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海源和陆源，其中海源

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航运业、海上油气生产作业等产生

的垃圾，而陆源主要有：海域周边生产生活、滨海娱乐

产生的垃圾以及入海河流携带的垃圾等。尽管有的岛

屿远离大陆，但在洋流的作用下，大陆性陆源垃圾仍然

可以被长距离输送至无人岛屿的海岸 [14]。影响海洋垃

圾分布的因素多样复杂，如季节风向、洋流、海岸类型、

海岸功能区类型、海岸人口、经济与卫生管理水平等都

不同程度影响海洋垃圾的类型和分布密度 [15-20]。

对比大陆海岸和岛屿海岸垃圾组成发现，大陆海岸线的渔业相关垃圾 ( 主要材料为塑料类、木制类 ) 数量分布密度

（0.31 件 / 平方米）比岛屿海岸线密度更高（0.19 件 / 平方米）。虽然大陆海岸线木制类垃圾数量分布密度较小（0.04

件 / 平方米），但是质量分布密度相对较高（5.18 克 / 平方米），原因可能与渔业生产的木制棚架、废弃渔船木结构

有关。泡沫碎块是 2020 年海岸垃圾监测中总数占比最高的一类（23.40%），由于破碎后的泡沫碎块难以分辨其来源。

故在统计时将其计入其他类。因此无论大陆还是岛屿海岸线，其他垃圾数量分布密度都要高于生活垃圾和渔业相

关垃圾。但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海岸上发现的泡沫塑料主要来源包括泡沫塑料浮标（渔业），海上工程浮标（其他）、

泡沫箱（渔业和生活垃圾），以及其他泡沫包装填充物（生活垃圾）等。

洋流

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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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塑料类垃圾是海洋垃圾中最为突出的垃圾，基本成为全球研究的共识。 本研究将海岸垃圾分为 7 大类，分别为塑

料类、橡胶类、金属类、玻璃陶瓷类、纸质类、木制类、混合材料及其他类，无论是全国水平还是各省市区，塑料类海

洋垃圾数量和质量占比均处在较高水平。除塑料外，玻璃及陶瓷类、木制类以及混合材料及其他类的质量占比也

相对较高，但在数量占比上相对较低。

“幽灵渔具”“中途岛信天翁的悲歌”“食用盐中的微塑料”，  从数百平方米的废弃塑料渔网到肉眼难以分辨的微塑

料颗粒，尽管海洋垃圾囊括一切人造的持久性固体物质，如玻璃、陶瓷、金属等，但海洋垃圾中的塑料早已拔得头筹，

成为全球研究热点。在 2015 年，由美国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Jenna Jambeck 等人基于 2011

年世界银行数据的研究估算认为 [21]，每年约有 800 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根据 Stephanie B. Borrelle 等人的

最新研究认为，在 2016 年，估计有 1900~2300 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湖泊等水环境 [22]。

《2020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表明 [23]，监测区域海底垃圾的塑料类垃圾占比为 83.1%，海面漂浮垃

圾中的塑料类垃圾占比为 85.7%，海滩垃圾方面，塑料类垃圾占比也高达 84.6%，与本研究全年各监测周期的数值

（76.2%~82.2%）十分接近。

未合理管控的垃圾进入自然环境，
其中一部分进入海洋成为海洋垃圾。
探究未合理管控的垃圾总量及入海
通量具有重要意义，但仍需要多方
位的监测研究才能全面了解海洋垃
圾问题。

末端清理是最直接减少海洋垃圾污
染的举措，公众通过净滩活动，可以
直观感受到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的严
峻性，从而做出改变。但在海洋垃圾
的治理体系中，仅凭末端清理并不
能解决海洋垃圾问题。

2019 年，全 球 塑 料 产 量 高 达 3.68
亿吨 [26]，全球几乎一半的塑料被用
于制造预期使用寿命不超过三年的
一次性产品。

讨论
“塑料海洋”

自上世纪 50 年代全球大规模生产
塑料至今，人类估算已经产生约 83
亿吨的塑料，其中仅有 9% 被回收
利用，12% 被焚烧，79% 进入垃圾
填埋场或自然环境中 [25]。

海洋垃圾治理4大举措
85.7% 84.6%

海滩垃圾塑料比例海漂垃圾塑料比例

83.1%
海底垃圾塑料比例

海洋垃圾问题并不仅是环境污染问题，
也是人类社会的资源消耗与废弃物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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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5年Janna Jambeck 等人的研究估算认为中国未合理管控垃圾率高达76%， 产生的未合理管控垃圾量

约为882万吨，其中约有132~353万吨成为海洋垃圾，因此是陆源海洋塑料垃圾最大源头国，该结论引发广泛争议。

2020年，Jenna Jambeck团队参与的另一项塑料垃圾研究估算认为[24]，中国的未合理管控垃圾率降低为25%，相

应产生的未合理管控的垃圾量约为107万吨，未合理管控率相较之前研究大幅度下降。尽管垃圾的合理管控率是

影响入海垃圾量的重要因素，但要解决海洋垃圾问题仍需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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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侧面反映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如果没有 18 世纪前植物爱好者的植物标本收集，就没有经

典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林奈（Carl Linnaeus）发展和完善植物分类系统的可能 [10]，公众科学源起公众对自然的求知

与探索，但自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快速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森林生境破碎化和海洋酸

化等，而且形式变得越来越严峻。公众开始自发采取行动来保护环境，如捡拾海岸垃圾。[27]。透过公众科学的发展轨迹，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公众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从好奇探索到自觉保护。[28]。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如今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到环境保护及公众科学的行列中。在

海洋保护方面，海洋垃圾污染议题的社会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对环保公益组织而言，动员公众加入到环保行动，

并提升至公民科学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海洋垃圾议题为例，广泛动员公众参与海岸垃圾清理，可以在活

动中传播相关环保理念及科学知识，但如果将垃圾清理融入科学监测，则打通了从末端清理到前端科学研究的海

洋垃圾治理链，不仅加强了科学知识在公众中的传播，还可以为学界研究提供宝贵数据支持。仁渡海洋的“守护海

岸线”海岸垃圾科研监测项目发展至今，已捡拾记录超过 3,500,000 件海洋垃圾，动员科研监测志愿者超过 22，

000 人次 , 积累了大量的全国海洋垃圾监测数据。

一项关于海洋垃圾数据搜集的研究表明，公众收集记录

的海洋垃圾数据与专业人员的数据具有同等的质量水

平 [29]。公众科学数据同样具有科研价值。1900 年创立的

奥杜邦学会的圣诞节鸟类调查，被认为是最早的公众科

学项目之一，借助观鸟爱好者、志愿者等的力量，该学会

的鸟类调查研究区覆盖全美，为全美乃至全球的鸟类保

护工作做出了贡献。无论是海洋保护还是陆地动植物保

护，公众科学正凭借着自身优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成为全球环境保护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通过环保公益组织参与环境保护及研究，已成为公

众参与公众科学的途径之一。 对公众而言， 环保公

益组织是桥梁也是纽带，公众在活动中不仅可以体

验科学研究的严谨与益智，同时还可以在活动中结

识志同道合的人， 获得生活乐趣。 对环保公益组织

而言，有效动员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是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多元治理的方式之一。

在环境多元治理体系中，公众、环保组织都是不可

缺少的环节。坚持多元治理，明晰政府、企业、公众

等各类主体权责， 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

的良好格局, 已成为我国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

基本原则。

讨论
公众的环保力量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千米，充分调动公众积极参与，海岸生态
保护工作才能取得积极效果。

环保组织与
社会多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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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守护海岸线”项目沿海 11 个省市区 66 个执行机构共执行了 472 场海岸垃圾科研监测，监测数据表明：

监测地区垃圾数量分布密度为 1.27 件 / 平方米，质量分布密度为 35.00 克 / 平方米。以材质划分的大类垃圾占比中，

塑料类垃圾的数量和质量的比例都是最高 ( 分别为 79.76% 和 52.42%)；在具体垃圾小类中，泡沫碎块（＞ 2.5cm）

数量占比最高，为 23.4%。质量占比最高的为木制品，占比为 11.35%。

各沿海省市区海岸垃圾数量分布密度区间为 0.18~3.65 件 / 平方米，其中，海南的垃圾数量分布密度最低（0.18 件

/ 平方米），最高为上海市（3.65 件 / 平方米）; 各沿海省市区海岸垃圾质量分布密度区间为 7.29~150.29 克 / 平方米，

分布密度最低的是广西 (7.29 克 / 平方米 )，最高的是江苏（150.29 克 / 平方米）; 总体上，南部地区（福建、广西、海南）

的垃圾分布密度较小。海岸类型、人为干扰因素等可能是本监测研究中影响监测数值的重要因子。

各沿海省市区监测点的垃圾材质仍以塑料类为主，占比区间为 7.83%~92.19%。泡沫碎块（>2.5cm）是本年度监测

数据中数量最多的垃圾类型，该问题仍需加大关注力度。海洋垃圾问题的治理需要从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产量、提

高塑料回收利用率、降低失控垃圾率、加大末端清理力度入手，解决海洋垃圾污染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加强社会多

元治理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公众的力量。

总结

中国若干典型海岸垃圾监测研究报告

@
Th

ird
 F

ro
m

 P
ex

el
s



3433

@
Im

ag
e 

by
 D

an
aT

en
tis

 fr
om

 P
ix

ab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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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第一次从高空看地球，她是被海洋所包裹的“蓝色水球”，表面积约71%被海水覆盖，或许称地球为“水球”更

加合适。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海洋展示了她无与伦比的力量，如果没有海洋，生命也无从谈起。从46亿年的地球

史上看今朝，人类文明非常短暂甚至是微不足道。但人类对海洋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被忽视。我们需要为湿

地、森林、海洋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负责，采取最佳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并付诸行动。

“守护海岸线”海岸垃圾科研监测项目发展至今已有7年，监测点位从最初的寥寥可数发展至基本覆盖中国大陆沿海

省份，越来越多的海岸有了守护者，中国海岸垃圾版图愈加清晰。令人欣喜的是:海洋垃圾污染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

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守护海岸线保护海洋的队伍中来。在未来，仁渡海洋仍将秉持“包容多元、承担责任，践行环

保、共同成长“的价值观，通过组织和支持净滩和垃圾监测活动，推动海洋垃圾治理，减少海洋垃圾，还大海以洁净。

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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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目标
以监测断面所有海洋垃圾为监测对象，进行收集、分类、称重并记录。
海洋垃圾：在海洋和海滩环境中具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被丢弃的固体物质，包括故意弃置于海洋和海滩
的已使用过的物体，由河流、污水、暴风雨或大风直接携带入海的物体，恶劣天气条件下意外遗失的渔具、货物等 [30]。
垃圾尺寸：对尺寸≥ 2.5CM 的海洋垃圾进行收集，但完整且易捡拾的垃圾（如：烟蒂、瓶盖等），尺寸即使小于 2.5CM，
也进行收集并记录。

海岸选择
根据相关分类依据 [31,32]，将海岸分为人工海岸线、淤泥质海岸线、生物海岸线、砂质海岸线、基岩海岸线。海域的划
分标准依据孙湘平《中国近海区域海洋》[33]。选取同一段海岸作为海岸垃圾固定的监测点。监测点的具体要求如下：

（1）海岸对公众开放或可以正常进入，能确保监测工作顺利开展；（2）适合进行垃圾监测的海岸不应具有强烈
的人为干扰，不得有定期清扫（若可能存在不定期清理，其频率不得高于 1 次 / 月）；（3）不宜设置在具尖锐、
陡峭礁石的基岩海岸；（4）海岸线连续长度不小于 105 米，方便划定符合指引标准的取样区域；（5）坡度不宜
太大（确保监测人员可以安全进行监测作业）
在符合以上选点条件的基础上，监测点海岸的选择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部分区域由于在项目的招募
期间，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海岸，或当地没有联系到合适的执行团队，导致监测点布设数量较少。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相应区域数据结果的代表性。

监测断面设置
每个监测点设置 5 个调查断面，监测断面宽度为沿海岸线平行方向 5 米，长度为沿海岸线垂直方向从历史高潮线

（路边、路堤或植被覆盖边缘处海水触及区域）到水边、湿泥潭或水生植物带的边缘，若该长度长于 20 米，则只取
到 20 米处。每两个监测断面的间距为 20 米，布局样图见下图。

监测工具
目前海岸垃圾监测主要依靠人工捡拾分类和记录。主要的常规工具如下：

测量工具：米制卷尺、电子秤
收集工具：手套、垃圾袋
记录工具：垃圾分类记录卡（ICC 卡）见下图，按材质共分为 7 大类，细分为 46 小类。

数据质量控制：
项目组对数据的质量控制管理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监测执行前，对监测执行团队进行监测方法的理论与操作的统一培训
监测执行期间，跟进各监测团队执行情况，并提供线上答疑等技术支持
监测完成后，对采集上传的数据表格与相应纸质记录进行校验复核，并对特殊情况进行确认

监测周期数 监测时间范围

1 2020.1.4 - 2020.1.17
2 2020.3.4  - 2020.3.17
3 2020.5.4  - 2020.5.17
4 2020.7.4  - 2020.7.17
5 2020.9.4  - 2020.9.17
6 2020.11.4  - 2020.11.17

时间频率
每奇数月（1、3、5、7、9、11 月）10 日 24 点的前后一周（4-17
日）进行监测，每两次监测活动的时间间隔约为两个月，
监测当天尽量选择合适的潮位时段开展活动。由此根
据监测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为 6 次监测周期，监测周期
数及时间范围对应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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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调整及影响
根据往年“守护海岸线”监测项目执行情况反馈及海岸环境状态的动态变化，2020年,项目组对监测和计算方法进
行了调整：

1．监测周期调整。监测时间调整为奇数月（1、3、5、7、9、11月）10日24点的前后一周（4-17日）进行监测。调整
前为奇数月最后一日的前后一周。
2．断面布设长度设置20米上限。由于部分海岸退潮距离极长（长达数百米），且通常海岸垃圾主要分布在高潮
线附近区域，为确保监测的准确记录，设定20米为断面长度上限。
3．计算方法的调整。采用所有有效单次监测的结果计算垃圾分布密度。为尽可能保留有效监测的数据信息，
将每次监测视为独立的垃圾情况调查，保留首次监测及间断后首次监测的数据。

监测及计算方法调整导致影响主要如下：

1．监测数据结果反映高潮线至水边（20米上限）区域的海岸垃圾情况，而非整个潮间带区域情况。
2．由于监测方法及计算方法的调整，本报告结果相对往年情况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由于海岸垃圾的情况受众
多因素的影响，本报告计算数值，主要反映的是符合本监测方法选点及执行要求的海岸高潮线附近区域的垃
圾分布及组成情况。这一区域也是目前海岸垃圾问题的主要集中区域。

与历史结果的比较
由于2020年项目监测方法及计算方法的调整，本报告结果与往年情况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本节展示数据仅供参考，
不用于直接表示我国海岸垃圾分布的增减情况。

此外，根据监测数据还可通过不同路径计算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如：先计算单个监测点全年（6 个周期）平均分
布密度，然后对所有监测点结果计算平均值或取中位数；或先对同一监测周期内所有监测点计算平均值或取中
位数。再计算全年 6 个周期的平均值；再或者根据不同区域或地区汇总计算再计算总体等。

本报告内展示的海岸垃圾数量分布密度及质量分布密度，均采用统计范围内所有有效监测场次的垃圾总量除以
同范围内监测总面积得出（以下称方法 1），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1 = n·S-1

D1：海岸垃圾的分布密度（件 / 平方米 或 克 / 平方米）
n：统计范围内的垃圾总数量或总质量（件 或 克）
S：统计范围内的监测总面积（平方米）

采用其他统计方法，统计数值则有差异 :

方法 2：密度平均值 :
D2：海岸垃圾的分布密度（件 / 平方米 或 克 / 平方米）
di：单次监测的海岸垃圾分布密度（件 / 平方米 或 克 / 平方米）
N：总监测场次

方法 3：密度中位数 :                                                 D3 = median(di=1,2,3,..,N-1,N)

D3：海岸垃圾密度中位数（件 / 平方米 或 克 / 平方米）
di：单次监测的海岸垃圾分布密度（件 / 平方米 或 克 / 平方米）
N：总监测场次

 以上方法计算出的全国海岸垃圾分布密度结果见下页“与历史结果的比较”章节。

* 注：2015-2019 为根据 2019 年报中采用的模型计算结果

包括海岸垃圾在内的海洋垃圾的分布情况受多重因素影响，各类研究的监测方法和计算方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异，需要谨慎对待和研究。我国海岸的情况复杂多变，随着监测点位的增加，项目组经过综合考量后，做出以上
必要调整以适应将来不断变化的情况。

渔业相关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
为进一步分析海岸垃圾特征，将 ICC 监测卡 46 个垃圾小类归纳为渔业相关垃圾、生活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其中
渔业垃圾包括浮标、捕具、渔网等。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塑料饮料瓶、瓶盖等（详见下表），限于篇幅，其他类垃圾小类
不再一一列出。

渔业相关垃圾 生活垃圾

塑料浮标、捕具 ( 渔笼 / 渔罐 / 渔篓 ) 等捕具、其他渔具
( 如假饵 / 饵料容器等 )、渔线、缆绳、渔网、泡沫箱、泡沫

浮标、其他泡沫塑料 ( 海绵等 )、 木制品 

塑料饮料瓶、饮料瓶盖、塑料吸管 / 搅拌棒、塑料盖子 ( 如
杯盖 / 盒盖等 )、塑料餐饮容器 ( 快餐盒 / 饮料杯等 )、塑
料刀 / 叉 / 勺 / 筷 塑料鞋 ( 如凉鞋 / 拖鞋等 )、塑料包装
( 纸巾等包装袋 )、塑料袋、一次性塑料手套、泡沫餐饮容
器、泡沫包装物、易拉罐、拉环、玻璃 / 陶瓷饮料瓶、打火机、

烟蒂、香烟包装、纸塑等复合包装 ( 如利乐包等 ) 

计算方法及不同计算方式的结果比较
本报告内展示的垃圾材料及小类 TOP 占比数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  NP/N  ×100%

P: 海岸垃圾的材料大类或小类垃圾的数量 / 质量占比（百分比）
Np ：统计范围内的相应材料大类或小类垃圾的总数量 / 总质量（件 或 克）
N：统计范围内的所有垃圾总数量 / 总质量（件 或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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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海岸线海岸垃圾
科 研 监 测 项 目 有 赖
于 每 一 家 当 地 的 合
作 伙 伴 和 每 一 位 参
与志愿者，他们记录
的 每 一 个 数 据 都 将
展 示 中 国 海 滩 垃 圾
的真实情况，推动海
洋垃圾问题的解决。

海 岸
净洁

全 力
以 赴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地址：上海市峨山路 613 号 C 座 C209 室 
电话： 021-68360961
官网：www.renduoce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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