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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滩是宝贵的旅游资源,健康的海滩系统在旅游、沿岸防护安全等多方面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服务,但当

前旅游海滩在生态环境质量、旅游体验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是对旅游海滩自然属性和开发

利用水平的综合评价,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旅游海滩环境质量水平,是较为有效的海滩管理工具之一。本研究在

现场环境调查和游客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建立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广东青澳湾海滩质量评价,并对

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青澳湾海滩开发程度、海滩环境质量尚未达到良好水平。根据评价结果,对

青澳湾海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完善海滩旅游配套设施和配套服务,对海滩进行系统的规划,建立科学的旅游海

滩质量评价体系和环境监测、调控体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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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32000km的海岸线(含海岛岸线),其中1400km可用作浴场,在当前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下,
旅游海滩的开发利用愈加趋紧[1]。海滩是宝贵的旅游资源,是典型地质地貌、水体、人文、气候等多种资源要

素的集合体[2]。健康的海滩系统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服务,在旅游、沿岸防护安全、经济等多方面都有影响,
但当前旅游海滩在生态环境质量、游客安全、旅游体验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造成海滩系统发生变化的主

要因素包括:开发建设、旅游活动等人类活动;风暴潮、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在海滩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

程中,过度的开发建设活动会导致旅游资源、海滩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的改变,旅游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影

响不可忽视,休闲活动与生态的冲突不可避免[3]。在此背景下,如何优化海滩管理模式、协调海滩资源和改

善海滩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都是旅游海滩管理需要解决的难题[4]。
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是对旅游海滩自然属性和开发利用水平的综合评价,是较为有效的海滩管理工具之

一。海滩质量评价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海滩环境质量水平,也能为进一步提高海滩作为休闲旅游场所的质

量提供指导方法[5]。国外多个国家都已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如欧洲“蓝旗”评价标准、英国优秀海滩指导

标准、马耳他群岛的海滩质量评价标准、美国国家健康海滩质量评价标准等,其中马耳他群岛的海滩质量评

价标准综合考虑海滩使用者的偏好和海滩使用者问卷调查中收集的信息,选取安全、水质、设施、海滩周边环

境和垃圾情况五个方面的参数作为评价标准[6-8]。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以气温、水质、藻类、游客容量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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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因素为指标的青岛各浴场旅游海滩环境质量评价[9];以青岛市海水浴场为例,运用旅行成本法和条件价

值评估法对非市场的海滩休闲旅游资源价值进行全面评估[10],从海滩旅游资源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为

切入点,主要涉及开发评价、安全评价、价值评价、适宜性评价等6个方面内容的海滩旅游资源评价标准[10];
侧重评价滨海沙滩自然属性,包括海沙滩规模、状态、沉积物组成、动力条件、气候条件,同时兼顾人文社会因

素,包括区位条件、交通便利等多个方面的海滩质量评价[11];基于游客感知视角,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游客感

知质量评价的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数据,构建海滩环境感知、设施设备感知、服务质量

感知、海水水质感知为主的海滩质量评价体系[12];选取资源开发潜力、资源自然条件、海滩沉积动力特征及

安全性等角度,进行的乡村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价[13]。我国海滩旅游资源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海滩

旅游资源质量体系研究还相对滞后[14]。旅游海滩质量评价尚无统一标准,不同的海滩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

取指标进行评价,评价因子的选择是海滩质量评价的基础,对因子的选择及其权重的确定不仅要基于海滩区

域的自然、社会环境的特征,还应考虑游客对海滩某些方面的需求和偏好[15]。根据海滩具体情况,选择评价

因子时主要考虑3个方面:1)海滩长度、宽度、坡度等自然因素;2)水质、砂质、环境清洁度等环境因素;3)配
套设施、交通等社会因素[7]。进行旅游海滩质量评价,能够帮助海滩管理者掌握海滩环境质量状态,有针对

性的提出管理措施,不断改善旅游海滩环境质量,促进海滩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主要海滩质量标准评价体系的基础上,以广东南澳岛青澳湾海滩作为研究对象,根

据青澳湾海滩的具体状况,开展了水质调查、海滩游客问卷调查以及游客数量调查,选取了水质、海水清洁程

度、配套设施等作为评价因子,建立旅游海滩质量评价体系,通过计算海滩旅游开发程度指标、海滩环境状态

指标和海滩旅游体验指标的得分,进行旅游海滩质量评价,得到研究区海滩在旅游配套设施、海滩环境质量

等方面都未达到良好水平的结论,并提出海滩保护管理意见。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广东汕头市南澳县粤东海域的南澳岛青澳湾海滩为研究区,南澳岛位于116°53'~117°19'E,23°
11'~23°32'N,岸线长84.3km,岸线类型主要为基岩岸线、人工岸线和砂质岸线。南澳岛地处北回归线,属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洋性气候明显,常年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偏少,热量丰富,霜冻很少,但常有台风、
强风、干旱、寒露风、低温阴雨等灾害性的天气出现。南澳各地累年平均气温在20~22℃,滨海、洼地略高,
山区略低,一般年份最高为32~34℃,最低为4~6℃。

图1 青澳湾海滩位置

Fig.1 LocationoftheQingaoBay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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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澳湾位于南澳岛最东端,海湾长2.4km,海湾两边岬角呈半封闭状环抱海面,海滩坡缓而平坦[16],受
到地形遮蔽作用,湾内流、浪均比较小。青澳湾海滩长度约1700m,平均宽度约80m,砂质以中细砂为主,
坡度小,水下地形平坦,是砂质细软的缓坡海滩,海水清澈、盐度适中,在气候、水文条件等环境方面具备作为

优质海滩的良好条件,是优良的天然海滨浴场。
青澳湾海滩充分利用其优质海滩资源,已经形成了一定游客群,开发比较成熟,是旅游海滩的典型代表。

依托该沙滩已建成滨海浴场,拥有摩托艇、观光船等多种娱乐项目,在住宿设施上已建成宾馆、旅社等,但其

他配套设施例如安全标志、警示标志、救生配套设施等相对较少,在保障游客安全方面尚有欠缺。海滩周围

房地产建设施工、鲍鱼养殖场营运等开发利用活动,给海滩环境带来了垃圾、海水污染等诸多压力。从其海

滩开发来看,尚未形成完整的海滩开发建设体系,同时海滩游客聚集时间相对集中,缺乏相应的调控机制,也
对瞬时的海滩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对青澳湾的海滩质量评价可以为海滩管理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2.1.1 游客数量调查与满意度调查

图2 游客数量统计

Fig.2 Statisticsoftouristnumbers

游客数量对海岛旅游海滩的可持续发

展和海滩环境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南澳

岛青澳湾旅游区游客数量及满意度调查于

2016-07进 行。2016-07-20—31,在 南 澳 岛

青澳湾海滩,利用现场调查与统计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了人口数量统计。其结果如

图2所示。
游客数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中会使

海滩环境承受更大压力。2015年南澳大桥

通行使海滩有更强可入性,游客可以更为便

捷地到达青澳湾。在游客对青澳湾旅游区

满意度调查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便利抽样的方法采集数据,并将指标按李克特量表赋值。所使用的问卷是

结合前人研究和文献搜集确定的,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以下19个指标,见表1。

表1 调查问卷中的评价指标

Table1 Evaluationindexesforthequestionnairesurveys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海滩总体印象(美感)

沙质细腻程度

海水清洁度

海水温度

海滩规模

滩面平坦程度

水下地形复杂程度

海浪大小

沙滩清洁度

厕所数量和位置布置

更衣冲凉设施

垃圾箱数量和布置

海滩游客量饱和程度

游客文明程度

沙滩游泳区和非泳区的划分合理性

游客安全防护措施

餐饮、住宿服务设施

停车便利性

交通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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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期间共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5份,其中有效问卷246份,有效回收率82%。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对调查问卷数据结果进行分析,通过选取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将调查问卷中评价指标分为5类,并以百

分制形式给出得分。其中,f1 自然资源质量感知81.63分,f2 设施质量感知28.77分,f3 条件质量感知56.
17分,f4 配套服务质量感知48.4分,f5 自然环境质量感知59.26分,F 总体质量感知63.41分[17]。

2.1.2 海滩水质调查

南澳岛青澳湾的水质调查项目于2016-07下旬与游客数量调查协同进行,7月为滨海旅游旺季,调查期

间气温、水温等条件都适宜滨海旅游,游客相对集中,水质调查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标准参照《海洋调

查规范:第4部分 海水化学要素调查》(GB/T12763.6-2007)[18]严格执行。
优良的海水环境是保障旅游海滩旅游环境的首要因素,是维持其旅游功能的基本条件。pH值是最常

图3 南澳岛青澳湾水质剖面布设

Fig.3 Layoutofwaterqualityprofilesinthe
QingaoBayofNanaoIsland

用的水质指标之一,水体的pH值影响着许多化学

和生化反应,影响海洋生物的栖息环境,进而对海

滩区域游客体验带来影响。海水浴场水质的pH值

要求往往在7.8~8.5。水中溶解氧含量对与水体接

触者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会影响微生物活性及各

种金属氧化的状态,对防止因缺氧环境而产生硫化

氢气体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中将溶解氧作为

水环境研究的一项重要指标。综上基于研究需要,
选取pH值、溶解氧作为研究区水质研究主要影响

因素。
南澳岛青澳湾湾内共设3条水质剖面,每条水

质剖面设置3个采样点,由于青澳湾右侧有河流汇

入,需对河流做监测,在入海口处布设河流入海口

监测固定站位,以上10个监测点的监测频率为每

天3次,监测时间为10:00,14:00和18:00。研究

区存在养殖排水区,在污水排放口布设水质监测点

位,检测频率为隔天监测,水样采集及水质监测的

测试项目同时进行,pH 和溶解氧现场直接分析测

试,水质监测点位布设位置见图3。

2.2 方 法

2.2.1 模型构建

结合研究区的旅游开发情况,遵循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等原则,建立旅游海滩质量评价体系,选取评价

指标:

1)海滩开发程度指标选取

选取调查问卷中设施质量感知、配套服务感知作为海滩开发程度的评价指标,将调查问卷中的厕所数量

和位置布置、更衣冲凉设施、垃圾箱数量和布置作为设施质量感知的评价因子;配套服务感知评价因子主要

为游客安全防护措施、停车便利性和交通便利性。

2)海滩环境状态指标选取

选取水环境调查中的水质承载指数、调查问卷中的资源质量感知作为海滩环境状态的评价指标,水质承

载指数指标选取的评价因子为pH值和溶解氧;资源质量感知指标的评价因子主要为沙质细腻程度、海水温

度、海滩规模、滩面平坦程度、水下地形复杂程度、海浪大小。水质承载指数指标为定量指标,资源质量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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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务感知指标为定性指标。

3)海滩旅游体验指标选取

选取调查问卷中条件质量感知、自然环境质量感知作为海滩旅游体验指标,条件质量感知评价指标选取

的主要因子为海滩游客量饱和程度、游客文明程度、沙滩游泳区和非泳区的划分合理性;自然质量感知评价

指标选取的主要因子为海滩总体印象、海水清洁度、沙滩清洁度。建立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Table2 Tourismbeachqualityevaluationindexsystem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评价因子

海滩开发程度

设施质量感知

厕所数量和位置布置

更衣冲凉设施

垃圾箱数量和布置

配套服务感知

游客安全防护措施

停车便利性

交通便利性

海滩环境状态

水质承载指数

自然资源质量感知

pH值

溶解氧

海滩沙质细腻程度

海水温度

海滩规模

滩面平坦程度

水下地形复杂程度

海浪大小

海滩旅游体验

条件质量感知

海滩游客量饱和程度

游客文明程度

游泳区划分合理性

自然环境质量感知

海滩总体印象

海水清洁度

沙滩清洁度

2.2.2 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参照国内外评分标准和我国有关规定,将部分可量化因子的评分标准作适当调整,使其更实用本文研究

区。对不可量化因子通过对游客问卷调查进行评分[2],本文采取加权评价法进行游海滩质量的指标综合评

价,公式如下:

A=∑
n

i=1
Ei×Pi, (1)

式中,A 为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指标综合得分,Ei 为指标i的评价得分,Pi 为指标i的权重。
对选取的指标赋予权重,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是基于经验判断。对于定性指标,可以使用文献分析、专家

打分法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来确定指标的评价等级或评价值。定量指标可用相对评价方法,即每个指标按照一

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进行得分计算。将得分归一化,然后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19]。
本文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采用和积法计算矩阵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即为权重,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水质承载指数指标下pH值和溶解氧权重都为0.5,旅游海滩质量评价各指标权重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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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指标权重

Table3 Weightoftourismbeachqualityevaluationindexes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

海滩开发程度
设施质量感知

配套服务感知

0.50

0.50

海滩环境状态
水质承载指数

自然资源质量感知

0.33

0.67

海滩旅游体验
条件质量感知

自然环境质量感知

0.75

0.25

2.2.3 海滩水质承载指数计算

海滩水质承载指数是指对海滩水环境状况的指示,是海滩水环境状态在当前海滩开发建设及旅游活动

下的表现。研究区作为海水浴场,因此,该区域水质要满足二类或者优于二类。在旅游海滩质量评价研究

中,水质污染指数与水质承载指数呈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之和为环境总量,此时设为1,承载指数用C 表

示,污染指数用PI表示[20]:

C=1-PI, (2)

PI=Wi×PIi 。 (3)

PH污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IpH = PH -PHSM /Ds。 (4)
溶解氧污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IDO=
|DOf-DO|/(DOf-DOs)  DO ≥DOs

10-9DO/DOs  DO <DOs
{ 。 (5)

取海水观测温度平均值26℃,盐度取33[21],查找温度与饱和溶解氧浓度对照表,得到饱和溶解氧浓度

DOf=6.72,由于水质要在二类或者优于二类,DOs=5,取每日溶解氧实测浓度平均值作为该日溶解氧实

测浓度值。
调查时间段内不同日期的pH和溶解氧的污染指数和承载指数见表4。

表4 不同日期的pH和溶解氧污染指数和承载指数

Table4 PollutionindexandloadingindexofpHandDOondifferentdates

日 期 pH污染指数PIpH pH承载指数CpH DO污染指数PIDO DO承载指数CDO

2016-07-20 0.605 0.395 0.312 0.688

2016-07-21 0.582 0.418 0.407 0.593

2016-07-22 0.496 0.504 0.225 0.775

2016-07-23 0.573 0.427 0.266 0.734

2016-07-24 0.511 0.489 0.285 0.715

2016-07-26 0.661 0.339 0.363 0.637

2016-07-27 0.503 0.497 0.164 0.836

2016-07-28 0.419 0.581 0.061 0.939

2016-07-30 0.615 0.385 0.316 0.684

2016-07-31 0.561 0.439 0.181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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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指标计算

定义调查问卷中指标得分Ii=Ci/100,其中Ci 为各主因子百分制得分,可得到If1=0.82,If2=0.29,

If3=0.56,If4=0.48,If5=0.59。进行指标综合评价后,得到各评价指标得分,见表5。

表5 各评价指标得分

Table5 Scoresofeachevaluationindex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 指标得分

海滩开发程度
设施质量感知

配套服务感知

0.50

0.50

0.29

0.48

海滩环境状态
水质承载指数

自然资源质量感知

0.33

0.67

0.49~0.76

0.82

海滩旅游体验
条件质量感知

自然环境质量感知

0.75

0.25

0.56

0.59

3 结果与讨论

对比不同日期下的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得分与游客数量,绘制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得分与游客数量变化走

势图,见表6和图4,绘制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和游客数量散点图,见图5。
根据图4,除2016-07-23与2016-07-28外,水质承载指数和游客数量走势基本相同,结合图5计算得到

的相关系数,R 值为0.12,环境状态指标与游客数量之间互相有12%的贡献度,属弱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可

以得到:影响环境状态指标的主要因素不是游客数量。
运用加权评价法对研究区内的旅游海滩质量评价体系指标进行分析,划分旅游海滩质量等级,见表7。

图4 环境状态指标和游客数量变化走势图

Fig.4 Trendofchangesintheenvironmental
statusindexesandthetouristnumbers

图5 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和游客数量散点图

Fig.5 Scatterchartoftheenvironmental
statusindexesandthetouristnumbers

表6 不同日期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得分与游客数量

Table6 Scoresofenvironmentalstatusindexesandnumbersoftouristondifferentdates

日 期 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得分 游客数量/人 日 期 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得分 游客数量/人

2016-07-20 0.728 6756 2016-07-26 0.710 7962

2016-07-21 0.716 7644 2016-07-27 0.770 11905

2016-07-22 0.761 8065 2016-07-28 0.800 8889

2016-07-23 0.741 15000 2016-07-30 0.726 14374

2016-07-24 0.748 15494 2016-07-31 0.757 1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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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旅游海滩质量等级划分

Table7 Gradingoftourismbeachquality

评估结果 等级划分

0~0.5

0.5~0.8

0.8~0.9

0.9~1.0

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根据各指标得分及等级划分可以得到:水质承载指数指标评估结果为0.49~0.76,水质质量差共1d,占
总天数的10%;水质质量中等共8d,占总天数的80%;水质质量良好共1d,占总天数的10%;海滩开发程

度指标评估结果为0.39。海滩环境状态指标评估结果为0.71~0.80,环境状态中等共9d,占总天数的90%;
环境状态良好共1d,占总天数的10%。海滩旅游体验指标评估结果为0.57,旅游体验为中等水平。

研究区海滩开发程度指标评价等级为差,表明当前海滩开发程度较低,海滩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不能

满足青澳湾海滩健康良好发展的需求。海滩环境状态指标得分为中等的天数占90%,良好仅占10%,表明

当前海滩环境质量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海滩旅游体验指标评价结果为中等,表明研究

区海滩在当前开发程度下,游客旅游体验为中等水平,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总体上分析,研究区海滩作为旅游海滩,需协调好海滩开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评价结果来看,青澳

湾海滩在海滩开发程度、海滩环境方面都未达到良好水平。在海滩的开发建设方面,海滩配套设施和配套服

务尚不完善,需进一步增设盥洗室、垃圾箱、停车位、救生设施等配套设施,并进行系统的规划,增加安全标

识、警示标识等,给游客带来更便捷的服务和安全保障。在海滩环境方面,影响海滩环境的主要因素是水质

等自然资源质量,为保障海滩游客的健康,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亲水体验,需严格控制污水的排放,定期进行水

质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对开发建设、旅游等活动进行调整,为保证海滩砂质,需定期对沙滩进行清洁,限制会

对砂质造成影响的旅游活动,如沙滩烧烤、篝火晚会等,为游客提供更加清洁的旅游环境,在保证生态环境质

量的前提下,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4 结 语

本研究在国内外海滩质量评价研究基础上,选择南澳岛青澳湾海滩作为研究区,通过分析该区域的海滩

开发程度、海滩环境状态、海滩旅游体验三个方面,建立了旅游海滩质量评价体系。对研究区旅游海滩质量

进行评价,得到结论:青澳湾海滩在旅游配套设施、海滩环境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为保证青澳湾海滩可持续

健康发展,应继续完善海滩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对海滩进行系统的规划建设;建立科学的旅游海滩质量评价

体系,完善环境监测、调控体系,对海滩砂质、水质、旅游活动等进行监测和评估,根据监测评估结果对开发建

设、旅游等活动进行调整,寻求研究区内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系统地保护海滩资源与环境。
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控制的过程,在建立评价体系时,需要因地制宜地选取评价指

标,尽可能科学、客观、系统地反映海滩情况,帮助游客和管理者及时掌握海滩状况,协调好人类活动和生态

环境保护,在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本研究选择海滩开发建设、海滩环

境和旅游体验三个方面对海滩质量进行评价,从海滩旅游配套设施、水质等自然资源质量角度进行分析,指
标的选取具有一定主观性,由于数据获取受限,未将大肠杆菌作为评价因子列入评价体系以更深入地探寻游

客活动与水质之间的关系。为更好地支撑海滩管理,在进行旅游海滩质量评价时,需选取更多评价角度和指

标,建立更客观、系统的旅游海滩质量评价体系。



68   海 岸 工 程 39卷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HUJR,LUZL,SHIFY.Apreliminarystudyon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beachtourismresourcesonislands[J].ArealResearch

andDevelopment,2000,19(1):76-77.胡镜荣,鲁智礼,石凤英.海岛旅游海滩资源的开发利用初探[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0,19
(1):76-77.

[2] LIZH,KEXK,ZHOULF,etal.Theappraisalsystemofbeachtourismresources[J].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2000,15(3):

229-235.李占海,柯贤坤,周旅复,等.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比体系[J].自然资源学报,2000,15(3):229-235.
[3] LUOJH,GUOMT,LIH,etal.Basedontheanalysisofbeachwaterqualityrecreationbehavior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mpact

study[J].EcologicalEconomy,2011(1):214-218.罗静海,郭梦媞,李浩,等.基于水质分析的海滨休闲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J].
生态经济 (学术版),2011(1):214-218.

[4] ZHAOYJ,JIAOGY.On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yofleisuretourismonbeaches,ShandongProvince[J].OceanDevelopment

andManagement,2011,28(3):95-98.赵玉杰,焦桂英.山东省海滩休闲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28(3):

95-98.
[5] MICALLEFA,WILLIAMSAT.ApplicationofanovelapproachtobeachclassificationintheMalteseIslands[J].Ocean& Coastal

Management,2004,47(5/6):225-242.
[6] VINAUC,HAMISHGR.Literaturereviewofbeachawardsandratingsystems[R].Newzealand:TheUniversityofWaikatoHami,

2005:1-74.
[7] SUNJ,WANGYH.Areviewofbeachqualityratingsystems[J].MarineGeology& QuaternaryGeology,2012,32(2):153-159.孙

静,王永红.国内外海滩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2,32(2):153-159.
[8] MICALLEFA.Designingabathingareamanagementplan-atemplateforRamlaBay,Gozo[R].Malta:TheGaiaFoundation,2003:

1-47.
[9] ZHENGJY,QIEZY,LIXL.TheenvironmentalqualityassessmentonthebathingbeachesinsouthseashoreofQingdaoCity[J].Ma-

rineEnvironmentalScience,1998,17(1):66-72.郑建瑜,且钟禹,李学伦.青岛南海岸海水浴场的旅游环境质量评价[J].海洋环境科

学,1998,17(1):66-72.
[10] LIUK.Valuationofrecreationalbeachresources:takingtheQingdaobathingbeachesasanexample[J].CoastalEngineering,2007,26

(4):72-80.刘康.海滩休闲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以青岛市海水浴场为例[J].海岸工程,2007,26(4):72-80.
[11] WANGYH,SUNJ,CHUZH.Buildingandapplicationofqualityevaluationsystemabeach:acasethesouthShandongProvince[J].

MarineScienceBulletin,2017,36(3):260-267.王永红,孙静,褚智慧.海滩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和应用———以山东半岛南部海滩为例

[J].海洋通报,2017,36(3):260-267.
[12] GAOF.Theevaluationofbeachqualityfromtheperspectiveoftouristperception:acasestudy[J].JournalofWuxiInstituteofCom-

merce,2019,19(3):38-45.高峰.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的海滩质量评价———以北海银滩为例[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9
(3):38-45.

[13] ZHUSB,LIZQ.Establishmentofqualityevaluationsystemsofruraltourismbeachresources:LeizhouPeninsulacase[J].MarineSci-

enceBulletin,2019,38(5):519-526.朱士兵,李志强.乡村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价的建立———以雷州半岛为例[J].海洋通报,2019,

38(5):519-526.
[14] WANGQL,HUANGHY,CHENMC,etal.Coastalzoneenvironmentalconditionassessmentanditsapplication[J].MarineScience

Bulletin,2018,37(3):345-352.王秋璐,黄海燕,陈满春,等,海岸带环境状况评价方法及其应用[J].海洋通报,2018,37(3):

345-352.
[15] YUF.StudyontourismbeachqualitystandardsclassificationsysteminChina[D].Wuhan: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2010:13-

14.于帆.我国旅游海滩质量评价体系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2010:13-14.
[16] LIUJY.StudyontourismattractivenessofNanaoIslandasadestination[J].EcologyandEnvironment,2006,15(2):371-376.刘静

艳.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南澳岛为例[J].生态环境,2006,15(2):371-376.
[17] LISJ,MAQ,ZHANGZW,etal.Assessingbeachqualityaccordingtobeachusers’perceivedperspective-acasestudyinQingaobay,

Shantou,Guangdong[J].MarineEnvironmentalScience.2017,36(6):832-837.李淑娟,马晴,张志卫,等.基于使用者感知视角的海

滩质量评价———以广东省汕头市青澳湾为例[J].海洋环境科学,2017,36(6):832-837.
[18] NationalCenterofOceanStandardsandMetrology.Specificationsforoceanographicsurvey:Part4 Surveyofchemicalparametersin

seawater:GB/T12763.4—2007[S].Beijing:ChinaStandardPublishingHouse,2007.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海洋调查规范:第4部

分  海洋化学要素调查:GB/T12763.4—2007[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1期 张环宇,等:旅游海滩质量评价在海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南澳岛青澳湾海滩为例 69   

[19] XIAOJM,YANGSY.ApplicationofthePSRmodeltotheassessmentofislandecosystem[J].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2007,46(S1):191-196.肖佳媚,杨圣云.PSR模型在海岛生态系统评价中的应用[J].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7,

46(S1):191-196.
[20] ZHANGZW.Studyoncarryingcapacityofbathingbeachbasedonwaterenvironment:takingthefirstbathingbeachinQingdaoasan

example[D].Qingdao:FirstInstituteofOceanography,SOA,2009:23-24.张志卫.基于水环境的海水浴场承载力研究———以青岛第

一海水浴场为例[D].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2009:23-24.
[21] SUNXP.TheseasofChinasoffshoreareas[M].Beijing:OceanPress,2006:229-238.孙湘平.中国近海区域海洋[M].北京:海洋出

版社,2006:229-238.

StudyontheApplicationofTourismBeachQualityEvaluation
inBeachManagement:TakingQingaoBayBeachof

NanaoIslandastheExample

ZHANGHuan-yu,ZHANGZhi-wei,SUNYong-fu
(FirstInstituteofOceanography,MNR,Qingdao266061,China)

Abstract:Beachesarevaluabletouristresources.Ahealthybeachsystemcanprovidemanyvaluableserv-
icesintheaspectsoftourism,coastalprotectionandsafety.However,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inthe
quality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touristexperienceoftourismbeaches.Tourismbeachquality
evaluationisa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thenaturalattributesandth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level
ofthetourismbeaches,whichcanobjectivelyreflecttheenvironmentalqualitylevelofthetourismbeaches
andisoneoftheeffectivebeachmanagementtools.Basedonthein-situenvironmentalinvestigationsand
thetourists’questionnairesurveys,anevaluationindexsystemoftourismbeachqualityisestablished,the
qualityofQingaoBayBeachisevaluatedandthefactorsaffectingthebeachqualityareanalyzed.There-
sultsshowthatthecurrenttourisminvestmentoftheQingaoBayBeachisinsufficientandthequalityof
beachenvironmenthasnotreachedtoagoodlevel.Accordingtotheevaluationresults,manysuggestions
areputforward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QingaoBayBeach,whichincludetoperfectthe
supportingfacilitiesandservicesfortourismbeach,tomakeasystematicplanningforthebeachandtoes-
tablishascientifictourismbeachqualityevaluationsystemandanenvironmentmonitoringandcontrol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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