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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子湾沿岸加积型滩脊成因及其环境意义

张振克≠   金秉福

烟台师范学院地理系

提要  讨论套子湾沿岸加积型滩积的成因及其环境意义 提出滩脊ψ 加积型

滩脊ψ 海岸沙丘的地貌发育模式 加积型滩脊的形成发展与海岸环境变化密切

相关∀

关键词  套子湾 加积型滩脊 环境意义

≠  套子湾位于胶东半岛北岸 晚第四纪以来

套子湾沿岸在以大沽夹河为主的河流冲积作

用与海积作用的共同影响下形成大沽夹河滨

海平原≈ ∀ 大沽夹河河口附近滩脊地形十分发

育 河口东侧长 西侧达 海拔 ∗
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下层为海积层

构成滨岸滩脊的主体 上层为风积层 覆盖在

滩脊顶部 图 笔者称之为/ 加积型滩脊0∀国

内外对海岸地貌!海岸风沙地貌与沉积的研究

很多≈ ∗ ∗ 但尚未见到对加积型滩脊的报

道∀根据近期对套子湾湾顶大沽夹河两侧加积

型滩脊的野外调查 本文对其地貌成因与研究

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加积型滩脊形成过程与影响因

素

1 1 形成过程

滩脊是海滩砂砾在激浪作用下于激浪带

顶部堆积形成的堤状地形≈ ∀ 滩脊形成后 在

向岸风作用下海滩砂向滩脊迁移 滩脊附近的

下垫面条件易导致风沙搬运能力减弱 风沙堆

积加强 主要堆积在滩脊顶部及其向陆一侧坡

面上 伴随风沙堆积过程 加积型滩脊逐步形

成并不断扩大其规模∀

1 2 影响因素

加积型滩脊的形成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

 空间条件 滨海地形开阔 滩脊

前缘有宽缓的砂质海滩 开阔平缓的地形为海

岸风沙迁移提供了有利条件≈ ∀ 实测海滩宽度

大沽夹河河口西侧福莱山北为 开发区

北为 其中后滨沙滩宽度前者达 后

者 ∀

 风力条件 调查发现风速适中的

向岸风作用是后滨沙滩砂迁移的理想条件 当

地表以上 处风速为 ∗ 时搬运

能力最强∀风速过小 地表砂砾不能起动 风速

过大 激浪淹没后滨沙滩 沙滩砂更难起动∀

 沙源条件 沙源主要来自后滨沙

滩砂∀通常后滨沙滩砂呈松散!干燥状 易在向

岸风作用下向岸迁移∀套子湾沿岸后滨沙滩砂

以细砂为主 是风速适中的向岸风的理想搬运

对象∀

 植被与人类活动 这是重要影响

因素∀ 套子湾湾顶滩脊植被覆盖较好 沙滩砂

向岸迁移过程中易遇阻堆积 在滩脊顶部及向

陆一侧现代风沙堆积过程加强 形成加积型滩

脊沉积结构的二元特征∀后滨沙滩植被受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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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加积型滩脊地貌与沉积结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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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积砂层 海积砂层 后滨沙滩砂 潮间带沙滩砂

活动破坏严重 近期海滩旅游活动加剧沙滩砂

在向岸风作用下的向岸迁移∀ 众多的研究表

明 沙地地表物质的迁移 是人为因素作用叠

加于自然因素作用之上的加速过程≈ ∀

 环境意义

2 1 海退过程条件下的海岸风沙地貌发育模

式

据笔者对套子湾滨海平原海岸变迁与风

沙地貌发育的研究≈ 海岸风沙地貌发育与

海岸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海退过程是海岸风沙

地貌发育的环境背影∀
在海退过程条件下 滩脊附近风沙堆积不

断加强 形成加积型滩脊 在海退!风沙堆积持

续作用的影响下 加积型滩脊逐渐发育成海岸

沙丘∀ 故海退条件下海岸沙丘地貌发育模式

为 滩脊ψ 加积型滩脊ψ 海岸沙丘∀°

认为海岸沙丘高度取决于有效风能与海滩推

进的速度 海岸线向海推移过程是海岸沙丘的

重要发育时期≈ ∀ 由此可见 加积型滩脊成为

连接滩脊向海岸沙丘演化的中间地貌类型∀

2 2  加积型滩脊演化反映了海岸带陆2海2气
相互作用

加积型滩脊是海岸带海2陆2气相互作用的

最明显的产物 对区域加积型滩脊的沉积特

征!演化过程的研究 有助于认识海岸带海2陆2
气相互作用的机理与区域环境演变∀套子湾沿

岸平原 ° 左右海岸线在合成革厂2胜
利东村2杨家台子村一线 之后海岸线发生明

显的向海迁移过程 故在上述古海岸线所在地

带发育了较高海拔的海岸沙丘链 其胜利东村

附近沙丘高达 ∀ 近 来 海平面波动

幅度不大 套子湾沿岸岸线向海推进幅度不

大 不利于海岸高大沙丘的形成∀因此 套子湾

沿岸沙丘多表现为加积型滩脊∀

2 3 加积型滩脊的近期变化反映了现代海岸

环境的变化

大沽夹河河口两侧现代海岸侵蚀明显 加

积型滩脊前缘形成海蚀陡坝 对后滨沙滩砂向

岸的迁移产生阻挡效果∀加积型滩脊的近期变

化反映了现代海岸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海岸输

沙量的变化 大沽夹河上游水库与拦水坝修建

之前 年均输沙量为 修建后输沙量

大大减少 最近 平均年输沙量不足

∀ 海岸泥沙收支失衡 是导致海岸侵蚀的

主要原因 人为采挖河床!河滩与海滩砂 加剧

了河口两侧的海岸侵蚀与加积型滩脊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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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恒温养殖箱制冷管材质实验效果良好

  中科院海洋所花兆台等 通过对 种管材 紫铜

管!不锈钢管!铜镀锡管!铜涂聚脂管和铜加护膜管

在相同条件下浸入海水的制冷试验中 选出最佳管

材 即铜加护膜管∀

试验中 当用不锈钢管时 使用半年后可发现有

大小不等的腐蚀斑点 到 后发现有穿孔并有渗

漏氟里昂现象∀

用铜镀锡管时 发现附有易脱落的粉末物 几天

后就使海水变混 但其非常适用于淡水环境∀

用铜涂聚脂管时 使用一个时期后发现聚脂与紫

铜管局部有脱离现象 形成白色麻点 聚脂层易磨损!

折裂且制冷效果不太理想∀

紫铜管的制冷效果最好 但由于其受腐蚀后产生

铜离子 后的含量达 Λ 鲈鱼放入后焦燥不

安 有明显中毒反应 存活不到 ∀

用铜护膜管 紫铜管外加护膜层 能抗强酸碱∀ 由

于护膜层膜壁较薄 因而制冷效果好 且制造加工容

易!抗弯曲!成本低∀

制冷管材料采用金属钛管最好 但其价格昂贵!

加工难度大 制作成本太高 故不易被市场接受∀

花兆台 张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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