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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岸带与全球气候变化、海面变化、陆架环境变迁、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等环境因子密切相关。
距今3万年前，那时气候温暖、冰川融化、海面升起，东中国海发生了献县海侵，海岸线已到达河北
省的献县一带。
生活在北京西南50多千米远的周口店山顶洞人，曾到当时的海岸一带去捕鱼采蛤，把褐蚶壳带回来作
为装饰品，褐蚶是生活在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海生贝类，可见那时的人们曾到达过海岸一带，并已经开
始与海岸打交道了。
　　距今18000年的海岸线退至东海外陆架水深130米以下的地方，那时的黄海、渤海陆架全部和东海
部分退水成陆，出露的陆架在古风暴的吹蚀之下，成为一片沙海，有些地方成为沙丘群分布区；喜冷
动物群，自由地越过渤海、黄海和东海地区，生活地域扩展至台湾海峡和福建一带，表明当时的黄海
、东海陆架平原并无大河流阻挡牝们的南下。
进入冰消期以后，海面升起，东中国海再度出现，逐渐形成现的海底地貌和现代的海岸线。
夏东兴教授正是从事这一时段（从距今3万年到现在）陆架环境的变化和海岸位置变动研究的地貌学
家。
　　夏东兴教授在40余年的不懈努力中，科学思维活跃，研究视野开阔。
他提出了若干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开辟了适合我国海岸研究的新方法与思路，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在海洋地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
　　从国内外对近1万年的海面变动的研究来看，20世纪后半叶对海面变化的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其一为高海面型，以费布里奇为代表，他于1961年提出的海面振荡说，大西洋期的海面高于现今；
其二为连续上升型，以谢帕德为代表，认为全新世以来海面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其三为基本稳定型，
以费斯克为代表，全新世海面先是稳定上升，并在距今5000年至距今3600年间达到目前的海面高度，
并稳定至今。
处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当时在国内的主流思路是支持全新世存在“高海面”观点，当时夏东兴教授
根据他对我国海岸环境调查的实际情况，不是套用“人云亦云”的提法，力排众议，提出了“全新世
高海位何在？
”这一新的命题，在国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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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岸带与全球气候变化、海面变化、陆架环境变迁、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等环境因子密切相关。
距今3万年前，那时气候温暖、冰川融化、海面升起，东中国海发生了献县海侵，海岸线已到达河北
省的献县一带。
夏东兴教授在40余年的不懈努力中，科学思维活跃，研究视野开阔。
他提出了若干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开辟了适合我国海岸研究的新方法与思路，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在海洋地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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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东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河北省涿州市人，1939年11月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与第四纪专业。
长期从事海岸带地貌环境及地理变迁的调查研究工作。
他主持编纂的《中国海湾志》获国家海洋科技进步一等奖，著有多部专著和50余篇学术论文。
享受国家科研津贴，并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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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读海岸线　　引言　　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但对海岸线具体位置的认定尚不完全一
致，或者说比较混乱。
因为每天在潮汐涨落海水进退的过程中，这条海陆界线在海洋和陆地之间不问断地迁移，在特殊天气
和海洋动力条件下，迁移距离相当宽，其具体位置有着随时间而变化的不确定性。
对测绘、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和海洋开发等部门而言，需要一条位置清晰而确定的海陆界线。
而目前对海岸线具体位置的划定，在行政管理、调查研究等相关部门都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给海岸线
的科学划定及全国和地方的岸线长度统计都带来很大的困扰。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卷中“海岸带综合利用”条目，海岸线被
定义为“沿海岸滩与平均海平面的交线”。
个别地方把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和海洋管理部门过去沿用的管理界线作为海岸线。
海岸线首先是一条自然地理界线，是海洋国土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海岸线的划分，关系到开发利用和职权部门的责任。
所以，划定一条以自然属性为依据、标准统一的海岸线是十分必要的。
　　1海岸线的定义及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海洋学术语海洋地质学》（GB／T
18190-2000）给出的海岸线定义是“海岸线是海陆分界线，在我国系指多年大潮高潮位时的海陆界线
”，在测绘部门称海岸线为“大潮高潮时海陆分界的痕迹线”。
两种说法含义是一致的。
这种“海陆界线”或“痕迹线”并不等同于大潮高潮面与陆地地形的“交线”，大潮高潮面与陆地地
形的交线可以通过验潮资料和海岸地形测绘资料在图上绘出。
但作为海面，尤其是高潮位时的海面很难有平静的状态，在风浪和涌浪的作用下，海水上冲流会比大
潮高潮面向岸冲向更高更远的陆地，在坡度大的沙质海岸上冲流可向陆更加伸人数米至数十米，在低
平的淤泥质潮滩可能伸入陆地更远的距离，达几十米甚至百米以上。
这条被浪潮推波助澜的海水线常在它到达的陆域边缘留下自己的痕迹：被水浸过和干出的陆地之间的
界线，即农历初一、十五左右会留下被海水浸过的湿水印迹，界线上还常散布着贝壳碎片或植物枯枝
败茎等。
这条线才是我们指的确切的“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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