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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 !海岸地区是陆海相互作用最显著的地区 ∀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 径流丰沛 悬沙的年输沙量仅

次于黄河 ∀长江河口是我国最大的河口 亦是典型的

潮汐河口 潮差大 潮流强 ∀长江河口的发育过程与全

新世海侵密切相关 ∀长江河口的发育过程亦即长江三

角洲的发育过程 ∀长江河口北岸的发育与苏北海岸南

段的发育密切相关 ∀长江河口南岸的发育与钱塘江河

口湾 杭州湾是其一部分 的发育密切相关 ∀黄河是中

国第二大河 其高含沙量世界有名 ∀苏北海岸的发育

过程与长江 !黄河的供沙历史密切相关 尤其是黄河

在历史时期的改道对苏北海岸的发育有深刻影响 ∀苏

北海岸 !长江三角洲等的发育又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浅海大型辐射状沙脊群 ) ) ) 南黄海辐射状沙洲的发

育密切相关 ∀因此 研究长江河口 !苏北海岸的发育过

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可为世界河口海岸发育过程的

研究提供我国典型实例 ∀此外 该研究对长江口 !苏北

海岸的开发利用等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将简述长江河

口 !苏北海岸发育过程的研究现状 分析存在问题 并

提出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

长江河口发育过程研究现状

对于长江河口发育的时间 一般认为是自冰后期

最大海侵 即约 ° 开始的 ≈ ∀此时 海面已

达到或者接近现在的海平面高度 ≈ 中国的地貌格

局 !季风气候已形成 黄 !东海的浪 !潮 !流等水动力状

况亦进入现代阶段 ∀此时的长江河口为一溺谷型河口

湾 湾顶在镇江 !扬州一带 长江河口就是由该溺谷型

漏斗状河口湾发育而成 ≈ ∀在径流与潮流两股强劲动

力的作用下 长江河口的发育演变过程极为复杂 ∀本

文主要简述前人对长江河口 或长江三角洲 发育模

式与各种动力因素在其发育演变过程中所起作用的

研究成果 ∀

对长江河口历史演变的研究较早也较多的当属

陈吉余等 ∀陈吉余等 ≈ 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将

长江河口自冰后期最大海侵以来河口发育的历史过

程概括为 南岸边滩逐渐淤涨 沙洲向北岸并合 河口

湾受到充填而逐渐束狭 并且向外伸展 最终形成现

今长江河口 ∀长江河口的发育过程亦即长江三角洲的

形成过程 ∀陈吉余等 ≈ 亦曾研究过各种自然因素在长

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认为在长江三

角洲发育过程中 江流所携泥沙是建设中的主导因

素 波浪对于水上三角洲具有巨大的侵蚀力量 是长

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破坏力 海流也参

加了三角洲的沉积过程 其作用是将泥沙由河口带往

他处 科氏力也起着一定作用 它是促使长江入海主

流向南偏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苍字等 ≈ 认为长江三

角洲的主要增长时期是在近 年平均伸展速度

可达 ∗ 尤其是最近 来 随着长江流

域的开发 固体径流剧增 漏斗状的长江河口湾逐渐

为泥沙所充填 以致于长江三角洲不断向海伸展 ∀

王靖泰等 年认为 长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最大海侵以来 共经历了 个主

要的发育阶段 河口沙坝的分布位置 自老至新 分别

命名为红桥期 !黄桥期 !金沙期 !海门期 !崇明期和长

兴期 ∀并认为三角洲的发育主要取决于河口地区水流

变化的基本特征 ∀长江三角洲的发育皆以河口沙坝为

主体 ∀沙坝的出现 迫使河道分叉 形成南北叉道 ∀由

于长江属中等强度的潮汐河口 在科氏力的作用下

涨潮主流偏北 落潮主流偏南 致使长江各期亚三角

洲的北叉道日渐衰退 其河口沙坝规模小 寿命短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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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北叉道的废弃而并于北岸 ∀而南叉道则日益强盛

成为主要泄水 !输沙河道 ∀河口沙坝发展快 !规模大

往往成为下一期亚三角洲的主体 致使河流再分叉

形成新的南北叉道 ∀这新的南北叉道又孕育着新的河

口沙坝 意味着将产生更新的亚三角洲 ∀纵观长江各

期亚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十分相似 从而使长江三角

洲阶段性地向南偏转 ∀各期河口沙坝在平面上 自西

北向东南有规律地依次退覆叠置 呈雁列状排列 在

时间上 先后两期亚三角洲相互重叠衔接 中间没有

明显的侵蚀破坏阶段 ∀

苏北海岸发育过程研究现状

苏北海岸的发育过程非常复杂 许多学者 例如

张景文等 年 ! 李成治等 年 ! 张忍顺

年 !凌申 年 !陈吉余 年 ≈ 以及朱诚等

年 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过研究 ∀李成治等 年认

为苏北海岸大体以海岸至弓京港一线为界 其北部地区

海岸的演变 主要受古黄河的南移 !北徙所制约 其南

部地区主要受河口伸展 !南移所控制 ∀一般认为苏北

海岸的发育过程大致分为 个阶段 黄河最近一次南

徙之前 黄河最近一次南徙后 黄河北归后 ∀具体为

黄河夺淮从江苏入海前 沿岸入海小河的输沙量有

限 沉积速度较慢 对江苏中部海岸的影响甚微 因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岸线比较稳定 苏北海岸线在北宋

以前变化也很小 向东延伸缓慢 而海安以南受长江

固体径流的影响 岸线变化较大 ∀自公元 年黄河

从苏北入海至 年黄河北徙的数百年间 黄河带

的丰富泥沙使苏北海岸岸线发生了很大变化 突出表

现在海岸线东进速度快 幅度大 以中部及北部最明

显 ∀黄河北徙山东入海后 江苏沿海沙源骤减 陆源物

质基本断绝 海岸失去泥沙补给 动力因素相对加强

海岸大致以射阳 ∗ 大喇叭口为界 北部凸岸冲刷后

退 南部凹岸淤积增长 海岸发育开始了北蚀南淤的

新的演变阶段 ∀此段海岸之所以能继续淤涨 主要原

因是废黄河三角洲及其水下三角洲被侵蚀的泥沙 在

海流的携带下向南搬运堆积 加上长江口北上泥沙流

在此带堆积所致 其中以大丰 !东台最盛 ∀苏北南部海

岸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河口岸线向外伸展南移 促使河

口束狭的过程 ∀张忍顺 年认为虽然黄河在历史

时期中影响苏北海岸的时间并不算长 而且是近几百

年的事 但由于黄河的含沙量特大 故在江苏形成了

苏北黄河三角洲 !滨海平原以及岸外沙洲 ∀苏北滨海

平原 即苏北海岸的成陆方式以沙洲并陆为主 ∀

存在问题及研究展望

前人基于大量的历史 !考古 !地质 !地貌 !地层 !古

地理等资料 对长江河口 !长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发

育模式以及影响因素 与苏北海岸的演变等进行了比

较详细的探讨 为后人从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奠定了

基础 ∀但是这些探讨基本上都是定性描述 ∀随着科学

的进步 计算技术与计算工具的飞速发展 以及河口

现代过程数值模拟研究的开展与成功经验 ≈ 使得利

用沉积动力学数值模拟方法探讨各种因素在长江河

口 !长江三角洲 !以及苏北海岸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已

成为可能 ∀例如 陈吉余等 ≈ 曾分析了各种因素在长

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但对潮汐 !潮流这一除

径流之外在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水动力因素 究竟对长江三角洲的发育起何作用 却

不甚清楚 前人研究得出长江三角洲的形成是通过长

江河口湾的充填来实现的 但充填机理如何 亦不甚

清楚 前人早已注意到黄河来沙是苏北海岸演变的决

定性因素 亦注意到黄河北徙后波浪对古黄河三角洲

陆上及水下部分的侵蚀作用 但是对于在黄河南徙这

段时间以及黄河北归后苏北海岸进入调整阶段以来

外海的主要水动力因素潮汐 ! 潮流在其中起何作用

却很少有人探讨 长江入海泥沙对苏北海岸 尤其是

中部海岸的影响究竟如何 亦不甚清楚 ∀要从动力机

制上深入探讨各种因素在长江河口 !长江三角洲以及

苏北海岸发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长江河口 !长

江三角洲 !苏北海岸的发育演变过程 沉积动力学数

值模拟方法是一重要且有力的工具 ∀利用其立体地再

现长江河口 !长江三角洲以及苏北海岸的发育将是个

多学科交叉的 !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努力方向 ∀这一工

作亦将为其他三角洲 例如黄河三角洲 某些特征地

貌体 例如南黄海辐射沙洲 以及其他海岸 例如渤海

湾海岸形成演变的研究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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