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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亚洲地区，不同流域的海岸带所接受的淡水、沉积物、营养物质和污染物质入海通量有着

很大的差异。入海通量的特征受到流域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如水坝建设和化肥的大量施用。气

候和海平面的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流域—海岸相互作用的特点是，入海物质通量的变化将导

致流域、河口以及邻近水域的地貌、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改变。在流域—海岸系统不断变化的情况

下，为了改进流域—海岸系统开发的管理策略，应进行以下调查和研究工作：①在现场监测和观察

的基础上，定量地描述上述变化；②了解引起上述变化的过程和机制；③发展预测未来变化的趋势

和幅度的新方法、新技术；④将所获结果应用于流域—海岸系统的开发和管理实践。为了确定本研

究领域今后10 年的资助方向， APN （ Asian   Pacific   Network for   Global  Change   Resea  rch ）召集了相关

的学术研讨会。按照  APN 的部署，笔者负责完成了“流域—海岸相互作用”领域的研究课题建议，

本文是这份文件的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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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流域—海岸相互作用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

核心子计划“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第二个 10 年期

间的中心研究议题之一［1，2］。在此之前，欧洲已经

执行了  EUROCAT 项目［3］，23 个研究机构的 70 位

科研人参与了该项目，其研究的目标是：

（1）确定流域变化在本区域海岸带的影响

效应 。

︵2）发展综合生态自然和社会经济的整体

模型 。

︵3）建立未来区域性环境变化的预案。

（4）利用这些预案和模型评价未来海岸带的

变化。

（5）探索政策制定者能够应用上述研究成果的

潜力。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更新了流域—海

岸带系统（源—汇过程与产物）研究的科学计划［4］，

探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下的从河流到深海的

物质输送和交换过程。

与欧洲和北美的流域系统相比，亚洲地区的情

况更为复杂。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

并且有着发源于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的巨大河流—

流域系统，其中许多河流具有全球影响，如印度河、

雅鲁藏布江—恒河、伊洛瓦底江、湄公河、珠江、长江

和黄河等。本区的另一个特点是岛屿众多，岛上的

河流虽小，但沉积物入海通量却很大，其原因是流域

高程大，并受到季风气候、强烈的侵蚀风化作用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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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河流泥沙量的 2 /3 以上是

来这一地区［5］。在全球气候、地貌、生态系统变化

的背景下，流域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控制邻近海

岸的环境特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海岸带环境的

改变又会反过来影响流域。
 APN （ Asian   Pacific   Network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为了确定今后 10 年的资助方向，邀请有

关专家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按照  APN 的部署，笔者

负责完成了“东南亚地区流域—海岸相互作用”领

域的研究课题的文件［6］，其要点总结如下，以供国

内同行申请  APN 项目资助时参考。

2　流域—海岸相互作用的区域性特征
研究

流域—海岸相互作用是通过能量和物质交换而

发生的，其中河流物质（包括水、沉积物、营养盐、污

染物等）入海通量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亚洲地区流

域人类活动正在快速地改变河流入海通量。除大型

河流外，这一地区的众多小河对沉积物的贡献也不

可忽视［7］。自20 世纪上半叶开始，为了灌溉、发电、

航运，工业和生活目的而蓄水，已经建造了大量的水

坝［8］。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入海通量，也改变了

入海通量在全年各月的分配变化。在长江流域，在

过去的 55 年里，由于 48  000 多座水库的建设，尽管

没有引起平均流量的显著变化，但是输水的季节性

已被改变了。对沉积物而言，由于水库的建设，自
1995 年以来平均输沙量已经减少到每年 3 ×10 8 t / a 

以下，这就意味着平均悬沙浓度也有所减少。未来

的南水北调工程还将导致输水量减少。水沙通量的

变化将产生一系列后果，如长江三角洲的淤积速度

将会减慢甚至转化为侵蚀，水量减少将使盐水入侵

更为剧烈，河道形态很可能会变为非均衡状态而引

发水系结构的重新调整，流域—海岸带的生态系统

也会受到影响。

人类活动引起的营养盐和污染排放是这一地区

的另一重大问题。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导致严重

的氮磷富营养化和污染。此外，这一地区承担着很

大的发展压力，建设了许多化工和其它引发污染的

企业。再以长江为例，由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

水沙通量减少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流的营养

物和污染物在不断地增加。因此，需要对流域—海

岸相互作用的区域性特征进行研究。
2.1　 流域的水文循环特征

流域系统的水平衡是由降水、蒸发、径流和渗流

组成。这些要素都不是常量，它们是随着全球气候、

地表形态和流域生态的变化而变化的。降雨的时空

分布会被长期气候变化、森林采伐和土地利用变化

所改变，蒸发强度会由于水表的蒸发面积不同而有

改变，径流和渗流类型也会由于植被覆盖变化和土

壤侵蚀而不同。为了了解水量平衡的变化，应分析

流域系统水文循环的控制因素，监测气候变化下的

径流流量。
2.2　 沉积物入海通量的观测

沉积物进入河床后，一部分会被水库、湖泊、河

漫滩平原所截留。因此，就整个地区来说，尽管土壤

侵蚀有增强的趋势［9，10］，但入海的沉积物量不一定

会增加。水坝建设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入海沉积物数

量减少。应该对沉积物入海通量进行连续的观测从

而确定其变化趋势。在观测的基础上，对沉积物入

海通量的时相、季节分布及其变幅进行分析。
2.3　 河床地貌形态演变

在自然状况下，亚洲地区的河流地貌形态大多

已达到平衡态。然而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会产生较

大的扰动，如海平面上升会改变侵蚀基准面，水坝建

设会改变水沙通量，水文条件的改变使河流系统进

入非平衡状态。因此，河床形态、泥沙输送能力和河

流堆积类型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监测河流

系统演化对流域变化的响应，对过水断面面积、推移

质和悬移质的粒度特征、河流的流速、河床纵剖面进

行观测，以便能够定量刻画河流系统的形态改变。
2.4　 河口—海岸地区的淤积和侵蚀状况

淤积主要发生在河口和邻近的海岸地带。河流

三角洲形成于全新世时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

了土地资源。在亚洲地区，一些河流三角洲的演化

和特征已经被国际科学界广泛地研究。经过长期的

演化后，一些河流三角洲的淤积可能已经达到其增

长的极限，这主要是由水文条件、沉积条件和气候条

件决定的［1 1］。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流域沉积物供

给变化，一些河流系统可能已经从淤积环境转变到

了侵蚀环境。河口海岸侵蚀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严重

的问题［12］。对于一些典型河口系统，应进行沉积动

力的长期观测、不同时间尺度（如潮周期、季节和年

际）的悬沙浓度变化的分析、河口堆积的冲淤速率

的观测，利用遥感和  GIS 技术监测三角洲地区的动

态变化。
2.5　河口区盐水入侵

河口重力环流和潮汐作用使海水得以侵入河

口［13，14］，海水入侵的范围与淡水流量和河口地形条

186 第 7期　　　　　　　　　　　高　抒：亚洲地区的流域—海岸相互作用： APN 近期研究动态　　　　　　



件有关。在流域水坝建设的影响下，径流流量的逐

月分布会不同于原来的状态，沉积物输入减少则引

起河口地貌的改变，因此海水入侵的形式和河口区

及邻近陆架水域的盐度分布都会随之改变。因此，

有必要对流域自然演化和社会发展引起径流和沉积

物输入变化后的海水入侵状况进行观测。
2.6　营养/污染物质扩散和水质变化

在亚洲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和快速的经济发展

已经导致营养物和污染物的大范围扩散，引发了严

重的区域性环境问题。为了保护环境，确保未来可

持续发展，扩散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在近期，调查

营养/污染物质的来源以及扩散数量并确定其对水

质变化的影响是必要的；对于一些典型的流域—海

岸带系统，应建立监测体系。
2.7　河口物质输入和大型工程项目对邻近大陆架

生态系统的影响

由于流域的变化，输入河口和海岸水域的物质

的数量、时相、收支状况将会有很大改变，从而产生

很多后果，如盐度分布变化、悬沙浓度减小、河口水

体透明度增加、河口和海岸带营养物和污染物增加。

这些变化的共同作用导致河口和陆架生态系统的改

变，如河口光合作用强度、初级生产力及组成、咸水

的分布范围、生物物种的分布和河口附近的渔场分

布状况的改变。对此应组织系统的观测。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发展，本区在河口和海岸

带已建了或正在建设许多大型港口，如新上海港、海

港大桥以及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些建设活动主要是

由长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然而，大型

的河口海岸工程必定会对邻近的生态系统和环境产

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应从水循环条件、海岸

水动力环境、沉积物运动、初级生产力、海洋底栖生

物、鱼类资源等方面进行观测研究。

3　流域—海岸系统演化的过程和机制
的研究

观测数据对于分析流域—海岸带系统的变化是

非常有用的，但是，对于预测未来趋势而言，仅仅使

用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够的。为了增强对流域—海岸

带系统行为未来变化的预测能力，加强对过程和机

制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例如，仅仅利用观测的流

量时间序列来预测长江未来淡水流量是很难的，而

如果能够流量的控制因子及因子发生作用的方式为

已知，就有可能建立一个较好的预测模型。

过程和机制这两个术语有着明确的含义。按照

系统论的观点，“过程”意味着系统对外界驱动力的

响应，而“机制”是指不同“过程”之间的各种组合关

系。或者说，过程是一个控制因子和整个系统的关

系，而机制意味着不同因子联合作用对系统的影响。

如果能够确定控制流域—海岸带系统变化的所有因

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利用模型方

法来模拟现在和未来的变化。按照这种观点，应对

本地区流域—海岸带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如

下研究。
3.1　流域水文循环过程的变异

气候、海平面变化和对流域的人为改变都会使

水文循环发生变化。在水文循环观测的基础上，对

不同时空尺度下各个子系统（如大气、河床、土壤、

地下水）之间的水文过程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核心

问题。过去已经大量进行的水文循环研究主要是基

于常态的条件，即不存在长周期的驱动力和边界条

件的变化，且在平均值和波动幅度上水平衡关系是

基本稳定的。然而，流域的变化导致水平衡因素

（如降雨、蒸发、径流、渗流）也发生变化，平均值和

波动幅度也变得不稳定，这就表明主要的循环过程

和机制也已经不同。因此，必须深入研究控制流

域—海岸带系统未来水文循环格局的过程和机制。
3.2　流域—海岸带系统沉积物的滞留过程

沉积物在流域—海岸带系统的演化中起着重要

作用，主要是通过对地形/水深、物质循环和生态系

统行为方面的影响。尽管进出系统的沉积物总量可

能很大，但流域—海岸带系统滞留的沉积物主要是

指最终在系统内堆积的那部分物质。沉积物的滞留

效率可以用滞留指数（ G.  M .  E.  Perrilo ，个人通信）

来表达。影响滞留指数的因素包括淡水流量、水深、

陆架水动力（波浪、潮汐、沿岸流）等。显然，为了定

量地表达滞留指数，需要研究这些因素的变化过程。

此外，滞留指数可能是一个具有尺度效应的参数，在

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其数值是不同的。
3.3　源—汇条件变化下河口海岸沉积物的活动性

沉积物的活动性对河口海岸水域的生态系统是

重要的，它影响光合作用和营养物质循环过程。活

动性的测量是根据对水流流速高于沉积物临界起动

条件的时间长度的观测和计算。沉积物活动性随着

未来流域的水沙输入量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有必

要针对新的条件建立活动性的计算方法。
3.4　河口海岸地貌动力过程

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发展了大时间尺度的几

何模型来预测模拟沉积层序的形成［1 5］。然而，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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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时间尺度相对较小，为了预测模拟河口—三

角洲系统的形态演变，将沉积动力过程和几何模型

结合起来是必要的。
3.5　营养和污染物质的混合与扩散过程的变异

混合与扩散是河口海岸水体物质运动的基本过

程［14］。由于营养/污染物质是以溶解态或悬浮颗粒

态的形态存在，它们的运移和扩散是受这些过程控

制的。淡水径流量的变化以及营养/污染物质输入

量的改变使河口—海岸系统的水动力条件和悬浮物

质的分布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混合与扩散过程。应

考虑新的条件下营养/污染物质通量与浓度的动力

过程及其对水质和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3.6　河口海岸系统的生态系统演化过程

甚至在流域变化被觉察到之前，亚洲地区的河

口海岸带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严重的问题，包括过渡

捕捞、海水养殖疾病、有害藻类爆发。海洋水域的不

适当使用已经引起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在陆源物质

通量变化（径流流量的改变、沉积物供给减少、营

养/污染物质输入增加）的情况下，新老问题已经交

织在一起。因此，为了了解生态系统的响应，应重点

研究物质输入和生态响应的过程和机制、初级生产

力的空间和时间分布、河口海岸水域中高营养级优

势种的生物数量以及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
3.7　大型和小型流域—海岸带系统的比较

由于大型流域产出较多的水、沉积物、营养/污

染物，因此以往的研究有集中于大型流域—海岸带

系统的趋势。然而，小型系统的作用很可能被低估

了。就沉积物通量来说，已经证明全球小河流输运

的沉积物量比大河流要多［7］，因为小河流的数量远

远多于大河流。另一个原因是小流域盆地水坝建设

较少，沉积物被水坝阻挡的效率也较低。关于碳沉

积及其对生态系统特征的影响，新近的研究表明小

的流域—海岸带系统有着不亚于大型系统的影

响［16］。在亚洲地区，有大量的小型流域—海岸带系

统，应充分认识这些小型系统对沉积物、营养和污染

物质通量的影响。

4　调查方法和技术的研究

在区域特征以及相关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中，

利用先进的方法和高新技术进行监测和调查研究是

很重要的，如现代测量技术、模型模拟方法以及地球

化学示踪方法。在建立模型方面，根据目的和研究

水平的差别，应有不同的模型方法，如包括：①概念

模型，用于确定需要考虑的主要因子和提炼科学问

题；②过程模型，用于明确各种过程的作用和地位；

③模拟模型，用于预测系统的时空变化。对于亚洲

地区来说，为了理解流域—海岸系统的未来演化趋

势，这三种模型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地球化学技示

踪术对于物质来源、运移、扩散以及环境演变历史的

研究都是很有益的。此外，为了提高研究的成效，确

定合适的研究区域是很重要的，在选择关键研究区

域时应考虑气候、人口密集水平、城市化程度、流域

开发特征、河流类型和大小、物质通量、海岸带生态

类型等因素。
4.1　物质通量的过程模型方法

流域的沉积物来量主要是受气温、高程和流域

面积控制的（J. P. M .  Syvitski ，个人通讯）。然而，

由于沉积物来量和流域条件之间的关系受到很多复

杂过程的影响，仅仅考虑这三种因素可能是不够的。

例如，包括温度和降雨在内的气候条件以及地质条

件会影响风化作用和剥蚀量，地层特征可以决定河

流水系类型，进而影响沉积物运移和堆积。尽管利

用三个变量的预报在数量级上是正确的，但不能被

用来预测人类活动对通量的影响。对于其他物质如

水、营养物和污染物，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需要

综合考虑自然和人为因素，以确定各种过程的相对

重要性；可以采用过程模型的方法确定像岩石类型

和基底地层、植被覆盖、水坝建设、化肥施用、工业/

生活废弃物等因素在物质通量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4.2　三角洲演化的动力地貌模拟技术

为了模拟海岸系统的地貌演化，海岸动力地貌

模拟的新技术已有了较大的发展［17］。这些新技术

主要是基于对沉积物输运率和堆积/侵蚀率的计算。

由于沉积动力学的进步，计算精度有了较大提高，目

前已可在水体和沉积物流量变化的条件下建立河床

和三角洲地貌演化的模型。为了提高空间分辨率，

需要完善地貌演化的平面二维模型。
4.3　物质运移动态的地球化学方法

封闭系统的混合模型经常被用来获取物质来源

的定量信息［18］。然而，对于像河口海岸这样的开放

系统来说，这样的模型可能是不充分的，因为从河口

输出到陆架的物质成分和数量未在此类模型中加以

考虑。对于开放系统的混合模型的建立，利用地球

化学示踪的方法来确定物质在河口—海岸系统的运

移特征可能是有效的。这种模型还有扩展到颗粒态

营养/污染物质的潜力。
4.4　沉积记录形成的正演模型

在沉积记录的分析中，经常会用到反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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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9］。一般的惯例是先对钻孔样品进行分析，得到

的数据被用来表示环境变化的特征，进而恢复流

域—海岸系统的演化历史。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无

法对堆积作用的时间连续性作出全面的估计。因

此，有必要在沉积动力学和动力地貌学的基础上发

展正演模型技术来模拟沉积层序的形成，这种方法

的应用可以使沉积层序得到更好的解释；此外，一些

无法利用反演方法获得的重要的环境信息，例如小

时间尺度的沉积速率、床面活动性、沉积记录的保存

潜力等，也能用正演模型方法获得。这种方法或许

会成为未来研究流域—海岸带系统演化的重要

工具。
4.5　流域—海岸带系统数据库

由于数据采集和监测技术的进步，来自现场观

测和实验室分析的数据观测会大量增加，这些数据

一般被用来刻画地区特征和进行模型验证。应该利

用  GIS 等强大的工具来处理海量数据，建立区域性

的数据库（包括多层次数据库）。
4.6　为未来管理设定恰当预案的方法

对于规划和管理而言，必须要有本地区未来的

发展、环境变化、社会和经济增长的趋势、气候条件

和生态演化等方面的预案资料。由于对未来条件的

预测能力不足，今天采取的很多预案仍然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这增加了规划和管理的成本。因此，应该

发展新的方法来制定合适的预案，应该将预案的设

定建立在结合历史记录、现在趋势和未来预测，以及

过程和机制研究的基础上。
4.7　流域—海岸系统综合管理的人工智能工具

许多管理工具在管理实践中已经存在，除这些

工具之外，在未来还应发展人工智能管理模型，来提

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模型应该是智能化的、稳健

的：“智能化”意味着可以提供充分的信息，决策将

以模型输出的方式被提出，如果已有信息不足以做

出决策，那么模型输出将会指出所需信息的类型；

“稳健”是指任何的决策都是来自模型的运行，并且

即使管理的规则或指导方针有缺点，也可以自动检

查错误并会建议补救措施。

5　流域—海岸带开发和管理的应用研究

上述研究的目的是支持流域—海岸带系统的综

合有效的资源环境管理。在过去，科学数据的收集

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家的兴趣，最多是作为管理的背

景信息。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管理和研究的分离是

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让科研

人员能够和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一起工作。下

面是一些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管理实践的研究议题。
5.1　流域—海岸未来发展的区域性规划

可以预见，管理者将很快会利用强大的管理工

具（如多层次数据库、 GIS 、人工智能管理模型），而

科研人员也会越来越明确的阐明未来的环境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演化。为了

达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数据和预测未来变

化的其它信息应该通过各种规划框架来综合在

一起。
5.2　海岸湿地和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

海岸湿地和珊瑚礁广泛地分布于亚洲地区海

岸，它们具有重要的商品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20，21］。然而，由于来自流域的营养和污染物质的

影响不断增加，湿地和珊瑚礁的未来受到严重威胁，

环境和生态系统已经开始退化［21，2 2］。对于本地区

的海岸湿地和珊瑚礁的保护，应加强海洋生态系统

动力学的研究。海岸带生态系统不同于陆地或开敞

海洋，它们是同时受到陆地因素（如潮间带、河流堆

积和降雨）和海洋因素（波浪、潮汐和盐分）影响的。
5.3　河口海岸环境变化的管理

物质通量和海岸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是对流域

开发的响应，由于地形、水质和生态系统的变化，亚

洲地区的河口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因此，提高对

河口系统的管理能力是必要的。对河口岸线的随意

改变应该停止，污染和盐水入侵应该减缓以改善河

口水质，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的生态系统应该得以保

持。所有这些任务都依赖于适当的管理框架。
5.4　海岸带土地围垦潜力

陆源沉积物供给使河流三角洲和邻近的海岸线

向海推进。这一过程会产生新的陆地，对于围垦来

说这是宝贵的资源。在本地区的海岸带，未来的大

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发展依赖于新开垦的土地。然

而，土地的增长是受沉积物供给、海岸地面沉陷、海

平面变化限制的。因此，有必要估算海岸陆地未来

的增长潜力，以便于对围垦计划和保持土地需求与

海岸湿地保持/保护之间的平衡而采取适当的措施。
5.5　河床与海岸带沙石资源管理

采砂活动在本区是比较强烈的，目的是为了公

路建设和建筑工业。这一活动经常超出了规定的强

度。例如，在长江河床和邻近内陆的河口地区，非法

开采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会引起河岸和海

底的不稳定，并且对底栖生物群落和鱼类产卵场所

产生破坏作用。对于任何开采活动，应进行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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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估，包括对河床稳定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的估价。
5.6　海岸带防洪

在亚洲地区，海岸带洪水经常是由台风引起的；

严重的洪水事件也是与潮汐和来自于流域的淡水径

流以及台风活动相关的。对于防洪工程，不同重现

期的洪水水位的计算方法通常是针对常态条件的；

然而，当气候、海平面、水沙通量、地形条件变化时，

这些计算方法就不再适用了。由于气候和海平面变

化，海洋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产生更多的风暴、更

大的波浪、更强烈的台风，而海岸工程会引起河口海

岸地形的变化，从而引起洪水特征的变化。因此，在

环境条件变化下，应该更新防洪标准。
5.7　水质改善和生态系统健康

在河口海岸水域中，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是海

岸带发展的关键因素。应该以营养物、污染物和细

颗粒沉积物通量来作为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之

一。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指标，评价未来生态系统

的特征，如富营养化程度、溶解氧含量、光合作用、生

态系统群落结构、补充与繁殖机制、生物生活环境条

件等。
5.8　生物资源可利用的限度

大河口区域有较高的生物生产量。例如，长江

口外的渔场是本地区最大的渔场之一，在这里初级

生产力可以达到 300  ～600   g C  / （m 2·a）的数量级，

从而使这里产出的鱼、虾、蟹、贝举世闻名。然而，鱼

类资源已经受到过度捕捞、富营养化、有害藻类爆发

等共同作用的威胁，海洋养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海岸环境的恶化。为了实现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应重新分析本地区渔业和海洋养殖的潜力，

制定新的规划和指导方针。
5.9　区域性流域—海岸系统开发前景

亚洲地区的人口将继续呈增长趋势，因此流

域—海岸系统在未来的进一步开发是可以预期的。

在过去，流域和海岸带的管理互不相通，但对于未来

的土地利用、河岸和海岸带城市化、工业、农业、旅游

业和其他人类活动都应该以综合的方式来管理，使

未来的管理达到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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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m  ent- Coast   Interactio ns of th e   Asia n   Re  gio n ：
 APN  Recent  Research   Topic s 

 GAO  Shu 
（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for   Coas  tand   Island   Developm  ent ，

 Nan jing   University ， Nan jing 210093 ， China ）

 Abstract ： Across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 coastalareas  are highly varied  in the  status o  fwater ， sedim ent ， nu-

 trient ， and  pollutantdischarges  from  catchm ents.  Su  ch  changes  are m ainly caused  by  extrem  ely inte  nse  hum an  ac-

 tivities  in  the  catchm entbasins ， ranging  from  construction  ofnum erous dam  s to  the  large  scale utilization  ofchem  i-

 calfertilisers ， and ， to  less  extent ， by  clim ate  and  sea  level  changes.  The  nature of  catchm ent- coast  interactions 

 m eans thatchanges  of  m aterial  fluxes  will res  ult in  m orphological ， environm ental ， and  ecosystem  changes  in  the 

 catchm entareas ， estuaries ， and  ad jacentcoastalwaters.  In order  to  im pro  ve  m anagem  entof  regional  developm ent 

 under  the  changed  conditions ofthe  catchm ent - coast system ， itisproposed  thatresearch  should ：（1） define  the  va-

 rious changes  quantitatively ， on  the  basis  of  in  situ  m onitoring  and  m easurem  ents ；（2）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cesses  and  m echanism  s thatare responsibl  e for  the  changes ；（3） develop  new  m 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the 

 prediction  offuture changes ， in  term s ofboth  trends and  m agnitude  offluctu  ations ； and （4） apply the  findings  ob-

 tained  from  these  studies  to future catchm ent - coast developm entand  m anagem  ent practices .  Recently ， a workshop 

 was  organized  by   APN （ Asian   Pacific  Network for  Global Change   Resea  rch ） to discuss  aboutfuture research  topics 

 for  the  region.  Following  the  workshop ， the  author  com  pleted  a docum ent for  suggestio  ns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

 tions within  the  study  area  of “ Catchm ent- Coast   Interactions ”.  The  presentcontribution  is a shortsum m ary o  f the 

 docum ent.

 Key  w ords ： Catchm ent- coast  interactions ； Material  fluxes ； Environm ental  evolution ； Coastal  zone  m anage-

 m ent ； Asi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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