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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潮滩的近期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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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1999~ 2000 年条子泥岸滩剖面实测数据和 1982~ 1983 年东沙沙滩剖面资料, 分析了条子泥岸滩

和东沙沙滩剖面的冲淤变化。结果表明,条子泥陆侧岸滩剖面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是夏季侵蚀,冬季淤积; 东

沙沙脊年际变化特点为两侧边缘以侵蚀为主,而沙脊中央则以淤积为主。造成条子泥岸滩剖面季节性差异

的主要原因是其周围海域中高浓度悬沙的秋、冬季落淤大于夏季所致。东沙沙脊东西两侧强烈的潮流和波

浪作用使沙脊的两侧遭受较为明显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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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北部面积广阔的潮滩资源对于人多地少,

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江苏省意义非常重要。苏北岸

外辐射状沙洲成为该省巨大的后备土地资源, 特别

是最靠近大陆岸滩的条子泥和东沙, 对其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者是南黄海辐射沙洲群中

面积仅次于东沙、最靠岸、淤长较快、最具有近期开

发前景的沙洲 [ 1] , 后者则是南黄海辐射沙洲群中面

积最大、高程最高, 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沙洲, 两者在

低潮时出露的面积最大, 地势平坦空旷, 所受到人为

影响比较小, 在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的面积分别为

693. 73 km
2
和 505 km

2 [ 2]
,为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研究表明, 条子泥和东沙作为

南黄海辐射沙洲群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滩面

的冲淤变化与整个沙洲的演变具有密切的关系。

1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选用的岸滩剖面数据主要包括 1999~ 2000 年

条子泥岸滩实测滩面数据和 1982~ 1983年江苏省

海岸带东沙滩综合调查 的实测资料两部分。剖面
位置如图 1所示。

条子泥岸滩剖面测量采用 GT S 310 全站仪, 仪

器测量精度可达到 0. 01 m,是通过红外线自动测量

距离、高程和角度的设备。野外测量的具体步骤已

有文献叙及[ 4]。野外测量的数据在计算机上进行重

新处理,算出已测量的每一滩面点的高程和离海堤

距离。用统计软件将实测所得的每一测量点滩面高

程和离海堤距离的数值, 运用样条插值方法绘制成

剖面形态曲线, 直观反映剖面形态随时间的动态变

化。同样,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 1982~ 1983年江苏

省海岸带东沙滩综合调查 的东沙滩面实测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

图 1 条子泥岸滩及东沙剖面位置

F ig . 1 D istributions o f beach profile at T iaozini R idge and

Dongsha Ridge

沙洲据文献[ 3]

after Fan et al, 1999 with s om e revision s

2 结果分析

2. 1 条子泥岸滩剖面的季节变化

为了监测苏北潮滩陆岸岸滩的季节变化, 在条

子泥周围布设 4条东西向的剖面, 进行重复测量, 其

具体位置见图 1。

剖面!如图 2所示反映出高潮滩部分变化明显

低于低潮滩,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 2000年 6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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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与 1999年 1月冬季相比,滩面明显蚀低。除了岸

堤、人工建筑以及少数几个地段的潮滩滩面外,整个

滩面均呈现侵蚀状况,平均蚀低幅度在 20 cm 左右,

最大幅度达 50 cm, 蚀低幅度从高潮滩向低潮滩逐渐

增加,由高潮滩的接近冲淤平衡增加到低潮滩的 30 cm;

潮沟的变化与滩面相比更大,其中以距海堤 400 m 和

2 800 m的潮沟变化最大,两处潮沟均有较大程度的加

宽,最大增宽达 150 m,潮滩上段潮沟深度变化不大或

有所减少;小型潮沟则有迅速迁移的趋势,在低潮滩出

现小潮沟的生消与合并、或潮沟曲流增加。

图 2 剖面!海滩高程变化
F ig . 2 Beach changes at pro file I

测量基点为 32∀58#59. 2∃N, 120∀54#10. 8∃E

From 32∀58#59. 2∃N, 120∀54#10. 8∃E to East

剖面 %如图 3所示为 2000年 1月、5月和 9月 3

次重复测量的结果。海滩变化同样是高潮滩小, 而

中、低潮滩大。其中, 1月和 9 月的海滩变化幅度较

小,大部分在几 cm 之间, 而 5月的滩面高程则与它

们相差 60~ 70 cm, 如在距海堤 2 600 m 处, 1 月、5

月和 9月的海滩高分别为 3. 19、2. 65、3. 14 m; 距海

堤 4 500 m 处,海滩高度分别为 1. 81、1. 24、1. 87 m。

大的潮沟有侧向移动与加深的趋势, 小潮沟则出现

快速移动与生消。

图 3 剖面%海滩高程变化
Fig. 3 Beach changes at pr ofile II

测量基点为 32∀49#58. 5∃N, 120∀53∃39. 1∃E
From 32∀49#58. 5∃N, 120∀53#39. 1∃E to East

由图 4可以看出, 位于条子泥中部的 &号剖面
的变化有别于条子泥北部滩面。3个月的滩面变化

趋势不明显,尤其是 5月的蚀低现象不明显,其滩面有

侵蚀、也有淤积, 有的滩面位于 1月与 9 月的滩面之

间。主要潮沟有侧向迁移的现象,如距海堤 200 m 处

的潮沟沟底5月与9月之间向海迁移了 260 m,而且潮

沟的移动有季节性往返迁移的特点,距海堤 2 000 m 左

右的潮沟沟底 1月份的位置距海堤 1 926 m, 5月份

向海迁移至距海堤 2 073 m,到 9月份回迁至距海堤

1 988 m。小潮沟的生消相对较少。

图 4 剖面&海滩高程变化

F ig. 4 Beach changes at pr ofile III

测量基点为 32∀48#11. 5∃N, 120∀53#29. 6∃E

From 32∀48#11. 5∃N, 120∀53#29. 6∃E to E ast

由图 5可以看出, 位于条子泥南段的第∋剖面
为典型的季节性堆积剖面。潮上带堆积幅度较小,

如距海堤250 m处, 1月滩面高3. 96 m, 5月为3. 99 m,

9月为 4. 09 m, 滩面淤积在 10 cm 左右; 中潮滩滩面

淤积也不大,在距海堤 3 000 m 处, 3 个时期的滩面

高度分别为 3. 12、3. 14、3. 26 m, 淤积厚度为 14 cm;

而在低潮滩,淤积厚度明显加大, 在距海堤 7 000 m

处, 5月海滩滩面高度为 0. 89 m, 9月变为 1. 48 m,

相差近 0. 5 m。在大型潮沟区,海滩高程变化更大,

在距海堤 1 600 m 的潮沟东岸向西移动了近 500 m,

该处相应的高程变化分别为 1月 2. 57 m、5月 2. 62 m

和 9月 3. 71 m, 9月滩面高程比5月增高了0. 99 m,

变化迅速。

图 5 剖面∋海滩高程变化

Fig . 5 Beach changes at pro file IV

测量基点为 32∀46#36. 2∃N, 120∀53#01. 6∃E

From 32∀46#36. 2∃N, 120∀53#01. 6∃E to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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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东沙沙脊潮滩的年度变化

利用 1982~ 1983年江苏省海岸带东沙滩综合

调查 的实测资料 [ 5] 对东沙沙脊北、中、南段三条剖

面的年度变化进行分析。由图 6可以看出, 东沙北

段剖面(的变化在沙洲的东西两侧相反, 西侧滩面

最大淤积 30 cm, 而东侧最大侵蚀 35 cm, 在沙洲中

央,沙洲滩面几乎没有变化。

图 6 东沙北段剖面(变化

Fig . 6 Annual pro file changes o f pro file V at nor thern Dong

sha sand r idge

东沙中段剖面 ) 的变化表现为全剖面侵蚀降
低,侵蚀量从最西侧的 8. 5 cm 向东加大至 27 cm ,随

后减小至 4 cm ,在距测量基线 7 000 m 处达到平衡,

沙洲滩面几乎没有变化, 然后又增大至最东侧的

10 cm(图 7)。

图 7 东沙中段剖面) 变化

Fig . 7 Annual pro file changes o f prof ile VI at middle Dong

sha sand r idge

东沙南段剖面 ∗ 的变化在沙洲的东西两侧具有
不同的特点, 西侧滩面侵蚀, 且侵蚀量逐渐增大, 最

大侵蚀 10 cm; 从沙洲中央向东,沙洲滩面转为淤积,

在距测量基线 6 500 m 处, 滩面淤高 33. 5 cm, 至

7 500 m处, 滩面又蚀低 6. 5 cm (图 8)。

图 8 东沙南段剖面 ∗ 变化
F ig . 8 Annual prof ile changes o f pr ofile VI I at southern

Dongsha sand r idge

对比 1 a 来( 1982. 8~ 1983. 8)东沙滩面变化可

知,总体上沙脊两侧边缘的地方以侵蚀为主, 具体表

现在东沙中、南段的西侧处于侵蚀状态, 中段尤其明

显,东沙东侧也遭受侵蚀, 北段最为明显;而沙脊中

央则以淤积为主,北段和南段尤为明显(图 9)。

图 9 东沙剖面变化 ( 1982. 8 至 1983. 8)

F ig . 9 Annual pr ofile changes at profile of Dong sha sand

r idge( 1982. 8 1983. 8)

3 讨论

3. 1 条子泥岸滩剖面季节性差异原因分析

岸滩剖面形态的变化是滩面和周围水动力长期

作用的结果
[ 4]
。影响岸滩剖面形态变化的水动力因

素主要有潮流、波浪和潮汐, 以及海平面变化和人为

因素等
[ 6~ 8]
。由图 2~ 图 5可以看出, 条子泥陆侧岸

滩剖面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是春、夏季以侵蚀为主,

秋、冬季以淤积为主, 这种变化呈现出与其他地区剖

面不同的特点。如 1985~ 1986 年在黄河三角洲小

港区岸滩剖面则呈现出夏季淤积, 冬季侵蚀的特征。

通过对比发现,岸滩季节性蚀淤变化主要是由于风

浪的季节性变化引起的,但作用于二者的方式不同。

实测资料表明
[ 9, 10]

, 江苏沿海海浪受季风影响非

常显著。春、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盛行偏东风和

东南风,除台风影响外, 一般风速不大, 风浪较小;

27



研究报告 REPORTS

海洋科学/ 2008年/第 32卷/第 6 期

秋、冬季则被由渤海至山东半岛一带侵入黄海的蒙

古冷高压控制, 多偏北大风,风力强风浪大。而在黄

河三角洲小港地区夏季盛行南向风(主要为 SE风) ,

波浪尺度小且向海; 仲秋至翌年早春则盛行北向风

(强浪向为 NE 向) , 风盛浪大。南向强风浪强烈地

作用于潮滩和水下岸坡, 使其遭受侵蚀而迅速调整

滩面[ 6, 11] 。

对条子泥沙洲而言, 其西侧为陆地, 东北方有东

沙沙脊,东面有竹根沙沙脊, 东南有蒋家沙沙脊的掩

护,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 1] 。因而风浪直接作用于

条子泥岸滩的可能性很小。但秋、冬季强烈的风暴

侵蚀海底沉积物, 使条子泥周围冬季海水中泥沙含

量远大于夏季泥沙含量[ 12] 。这种高浓度的水沙有明

显的向岸或向水道的岸侧边滩运动的趋势[ 1]。由于

南黄海旋转潮波与东海前进潮波在条子泥 + 蒋家沙

一带相遇,造成条子泥周围海域海水壅塞, 高潮滞水

时间长,大量沉积物在这里落淤, 导致条子泥及附近

沙脊迅速淤长[ 5] 。由此可知,条子泥岸滩剖面春、夏

季以侵蚀为主, 秋、冬季以淤积为主的主要原因是该

区秋、冬季淤积大于春、夏季。而黄河三角洲小港地

区东侧面向开阔的外海, 受季风影响显著, 使滩面变

化呈现与前者不同的特点: 冬季遭受强风浪而滩面

侵蚀,夏季则相对淤积。

3. 2 东沙沙脊年季变化原因分析

东沙沙滩剖面的冲淤变化与其周围环境密切相

关。东沙的西侧面临北宽南窄的喇叭口形的西洋,

东面是较为宽阔的东洋(图 1)。南黄海潮波由北向

南在西洋中穿过; 由于西洋喇叭口形的地形促使涨

潮水流从北往南随着过水断面面积的减小而流速加

大[ 5] , 且西洋的落潮水流流速要比涨潮流速小得多,

在这样的水动力条件下就造成了东沙沙滩剖面的西

侧边缘遭到明显的侵蚀(图 7 和图 8)。东洋也是喇

叭开口的地形, 涨潮流速仍然很大;而且东沙沙脊的

东侧面向开阔的外海, 波浪作用远比西侧强[ 5] ,从而

使该沙脊的东侧边缘也遭受侵蚀。

4 结论

通过对 1999~ 2000 年条子泥岸滩剖面实测数

据和 1982~ 1983年东沙沙滩剖面资料的分析,可得

出如下结论: ( 1) 20世纪 90年代条子泥陆侧岸滩地

形的季节变化大体上为秋、冬季节以淤积为主, 而

春、夏季则以侵蚀为主, 显示出本区不同的冲淤特

点。( 2) 20世纪 80 年代东沙沙脊年际变化特点为

两侧边缘以侵蚀为主, 而沙脊中央则以淤积为主。

( 3) 造成条子泥岸滩剖面季节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条子泥周围海域中高浓度悬沙的秋冬季落淤大于夏

季所致。东沙沙脊东西两侧强烈的潮流和波浪作用

使沙脊的两侧遭受较为明显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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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obser ved data near T iao zini sand ridges during 1999~ 2000 and collected data in Dong

sha Sand Ridge during 1982~ 1983,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 ith spat ial temporal changes of t idal f lats in

no rth Jiangsu Provicne. T 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 ics of beach prof iles located at the
Tiaozini sand ridges are accumulation in autumn w inter and ero sion in spring summer; the beach prof iles ar e

er oded in the outer area o f Dong sha Sand Ridge and accumulated in the center area. Because depo sit ion o f

high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periphery o f T iaozini has higher values in autumn and w in

ter than in summer, the beach pro files of T iaozini sand r idges seasonally change. T he erosion at the outer
ar ea of Dongsha Sand Ridges w as caused by st rong w ind induced w ave and t idal cur r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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