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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区域海洋学》丛书之一——海洋地貌学分册。
《中国区域海洋学》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我国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成果,并以海洋基本自然环境要素
描述为主的科学著作。
本书为“海洋地貌学”分册，系统阐述了我国四海一洋海疆及毗连区的海岸海洋地貌、沉积与动力环
境特点，其范围涵盖海岸带、河口、岛屿、陆架至大陆坡麓，即整个海陆过渡带的表层动力地貌过程
与人类活动效应，以及晚第四纪以来海岸、海底地貌发育演变历史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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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 河海交互作用与地貌发育 2.3.1 河流输沙与海洋动力相互作用 渤海是在胶辽半岛
隆起带所环抱的断裂凹陷，继为沉积物填充所发育的浅海。
河流是搬运陆源物质（固体与溶解质）向海洋输送的主要动力，并且对海岸的沉积动力有巨大的影响
。
据估计，全球每年由河流输送入海洋中的悬移质泥沙达20×109t（Milliman and Syvitski，1992）。
其中，大约4.6×109t泥沙源自亚洲大陆，而输入太平洋的泥沙约3.3×109t（WangYing et al.，1998）。
因构造抬升造成的巨大地貌差异与湿润的季风气候以及入海径流与季风波浪等海陆相关作用所形成的
高侵蚀速率，区域特性导致河流输沙量的变异，使亚洲河流具有最高的物质输送量。
例如，黄河的径流量约为密西西比河的1／5，为亚马逊河的1／183，为尼罗河的1／2，但其输沙量是
密西西比河的3倍，是亚马逊河的2倍，是尼罗河的9倍（Wang Ying et al.，1998）。
原因在于黄河流经未固结成岩的黄土高原，侵蚀产沙作用强，是黄河水系将黄土高原切割蚀低，继而
将泥沙搬运至黄渤海堆积为华北平原与浅海。
海岸演化取决于海陆两组动力，虽然渤海地处下沉地带，海面上升速率45～5.5 mm／a（Wang Ying
，1998），但因黄河每年以8×108～12×108t泥沙汇入渤海，所以，河流力量与泥沙压倒海潮与浪流之
力，不断促使海岸向海推进。
最高的沉积速率在渤海，年平均沉积速率曾为8 mm（Wang Ying et al.，1998），按此沉积速率，若不
考虑海盆的下沉，平均水深小于20 m的渤海可能会在2250年的时间内被填满。
但是，由于目前入海径流量尤其是泥沙量显著减少，海盆的持续缓慢沉降与海平面上升，上述情况难
以出现。
 在渤海，季风波浪与潮流是海洋动力的活跃因素，入海河流的泥沙受浪流作用，形成作用突出的沉积
物流（泥沙流），参与动力作用。
水、沙相互作用变化迅速，平原海岸与渤海浅底海底是水沙相互作用动态平衡的结果。
海岸带泥沙供应量大于浪流掀带与搬运泥沙量，则海岸淤进；海岸带泥沙供应量小于浪流掀带与搬运
泥沙量，则海岸蚀退；海岸带泥沙供应量约等于浪流掀带与搬运泥沙量，则海岸保持蚀积动态平衡。
因此，海岸海洋调查研究工作，需了解该处的风、浪、潮汐、水流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变化；了解河流
输沙状况、海岸带的泥沙源、泥沙流分布与活动特点以及泥沙流终止处与终止方式（堆积或滑落入深
水域）等，这样可以对该处海岸环境与发展变化趋势作出判断。
 2.3.2 沉积-地貌效应 2.3.2.1 泥沙横向搬运——沙坝海岸 当海岸带盛行风浪入射方向与海岸带延伸方向
垂直或斜交时，河流汇人海中的泥沙，在水下岸坡上部既被潮流携带沿岸搬运，又主要为风浪与浪流
掀推携带横向搬运向岸，堆积成与海岸线大体平行的海岸沙坝。
沙坝不断增高，环绕河口与海岸，形成双重岸线：外侧为沙坝岸线，内侧为海岸原始岸线，两者之间
为残留的海域——潟湖。
各列沙坝之间为海水通道。
沙坝的规模取决于泥沙供应量的丰度与发育时期长短。
此类海岸典型的例子是滦河三角洲。
该处近山靠海，滦河冲刷携运了燕山山地的风化剥蚀物质，形成砂质海岸。
人海泥沙在NE向与ENE向的盛行风浪作用下，又被推移向岸形成环绕河口的海岸沙坝，并有部分泥沙
为潮流沿岸流搬运形成一系列自NE向SW，与岸线平行、断续分布的海岸沙坝。
沙坝向陆侧为潟湖——接受来自陆地的河流泥沙，与外侧沙坝的溢流沙而不断淤填成陆。
滦河平原是第四纪，尤其是晚更新世末堆积成的。
随着河口的迁移，又形成一系列新的沙坝。
三角洲平原的扩展形成砂质一粉砂质内侧大陆架。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工引水频繁，滦河水量锐减，人海泥沙量骤减，现代滦河三角洲已遭
受潮侵浪蚀而后退。
 2.3.2.2 凹入角填充式堆积 当海岸线向海转折时，在新老岸线之间形成凹岸，源自侵蚀岸段或来自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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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沿岸运移的泥沙流受向海凸出岸线之阻挡，流速减低而将泥沙卸下，形成凹入角填充堆积。
典型的例子是黄河人海口海岸，该处潮差小，风浪作用力因淤泥浑水而减弱，入海泥沙于河口两边形
成向海突出伸长之沙嘴，结果使沙嘴两侧“下风向”形成凹岸，沿岸运移之泥沙与浑浊河水的悬移质
均于凹岸沉积，形成“烂泥湾”是最佳的实例。
一些海岸连岛沙坝两侧，人工凸堤两侧均有此类堆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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