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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泉湾海滩剖面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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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海滩地形测量的基础上
,

分析了汇泉湾前滨海滩剖 面沙坝
、

沟槽的短时间尺度变化特征
。

研究结

果表明
,

年 一 月
,

海滩剖 面 沙坝顶 沟槽底相对高度均 变小
,

沙坝顶部宽度出现不 同程度的变宽或

变窄现象 在西北侧前滨海滩上
,

沟槽最底部淤高 一住
,

沟槽轴线向陆移动距离较大
,

为 一 ,

沙坝顶部淤高 一住
,

沙坝顶部轴线向陆移动 一 而 东南部前滨海滩上
,

大部分剖 面 沙坝顶被削

平蚀低 一 ,

沙坝顶部轴线向海移动 一 。

在海滩西 北部和中部的前滨海滩上
,

年

月沟槽最底部轴线到高潮线的距 离为 一 ,

沙坝顶轴线到高潮线的距 离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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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海陆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区
,

受人类活

动和海岸侵蚀的影响
,

山甲间海滩总体上处于侵蚀状

态
,

海岸侵蚀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

在侵蚀后退

海岸上进行海滩剖面重复测量
,

是 目前国内海岸侵

蚀监测 的常规手段
,

国内外不少学者 ’一 做了大量

的工作
,

但剖面观测长度各异
,

对后滨和前滨地形

变化的观测工作较多
。

汇泉湾为半封闭的基岩沙砾

质呷 间海湾
,

海滩西北部与鲁迅公 园一带岸礁相

连
,

前人 己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

常瑞芳 根据青岛

汇泉湾内沙坝形态特征和动力条件的分析
,

提出汇

泉湾内沙坝的形成主要与外海传来的大涌浪有关
,

并解释了沙坝的成因
、

形态特征及其与波浪变形的

对应关系
。

李春柱 通过对青岛汇泉湾 自然条件及

对岸滩的影响分析
,

认为由于某些人工建筑物的兴

修
,

改变了 自然条件而导致海湾东端部分岸坡沙滩

的溃蚀
,

分析了沙滩溃蚀的原因
,

提出了治理的初

步设想
。

常德馥 ‘。】就航海学校码头的存在对汇泉湾

水动力环境的影响和砾石滩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

对

码头的搬迁或改造提出了建议
。

年 月 日

至 月 巧 日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举办了 “
第十四

届青岛国际沙滩节 ”沙雕艺术展 月 一 日 “
奥

林匹克文化节
’,

期间在第一海水浴场举办了 “

人共塑奥运长城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活动

,

这两次沙

雕活动期间
,

一直有推土机在前滨沙滩海域挖沙
,

作者提及的两 次海滩地形调 查恰巧分别在沙雕活

动前后进行
,

主要反映了人为因素引起的汇泉湾前

滨海滩地形变化
。

海滩观测及成图

海滩可划分为后滨海滩
、

前滨海滩
、

外滨海滩
,

其 中后滨海滩指从大潮时波浪上爬 的最高水边线

向陆延伸至海岸线 自然地理特征改变处
,

前滨

海滩是指由后滨海滩下界至低潮水边线 川
。

研究区

为青岛市汇泉湾的后滨沙滩和 前滨沙滩
,

海滩地形

资料来源于实际测量
,

在实际观测站位的基础上布

设 了 条海滩剖面
,

大致垂直于岸线 图
。

分

别于 年 月 日一 日和 年 月 日一

日对汇泉湾海滩进行 了两次详细的地形观测
。

测量

仪器采用 全站仪
,

采用红外激光 单棱

镜 精测模式
,

测距精度为
,

平均

大气条件下测程为
。

海滩 典型标志物例

如高潮线
、

监视塔
、

旗杆
、

海豚雕
、

拉张膜大篷以

及更衣室前的松树
、

梧桐树等也用全站仪进行了标

记
。

另外 年底 年初作者利用 中海达

差分 系统记录了汇泉湾第一海水浴

场的岸线轮廓
。

年 月和 年 月野外测

量 数 据 进 行 网 格 化 后
,

利 用 结 合

绘制海滩剖面变化对比图
。

所有图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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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机成图
,

能够精确客观地反映汇泉湾后滨
、

前滨海滩剖面地形变化情况
。

图 青岛市汇泉湾 年 月和 月海滩观测站位及剖面位置图

北边第
一

个监视塔 旗杆 匕边松树 旗杆
一

海豚 更衣室边松树 从北数第 三个监视塔 与 更衣室间梧桐树

从北数第四个监视塔 最东边大篷

谊 即
一

们
一

一 沈 一

注 二

沈

年 月与 月海滩剖面对比

为了对 年 月和 月青岛市汇泉湾第一

海水浴场海滩地形特征有一个较为详细 的了解和

对 比
,

作者在浴场中部小广场西北部海滩设置了

条剖面
,

在小广场东南部海滩设置 了 条剖面
,

剖

面大致垂直于岸线 图
,

因为 月份海滩观测区

域要大
,

所 以 月份的剖面线在 剖面线基础上

向海进行了延伸
。

年 月海滩剖面展示了比较

完整的后滨海滩
、

沟槽和沙坝地形形态
,

由 于受条

件限制
,

年 月海滩剖面上虽然也可 以看出

后滨海滩
、

沟槽和沙坝地形
,

但是沙坝向海侧斜坡

表现的不是很完整
,

不过不影响海滩剖面上沙坝和

沟槽冲淤变化的对 比
,

对 比结果见表 和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西北部第一个监视塔

附近
,

走 向为
一 ,

其东侧从监视塔 以南
,

开始
,

向西穿

过沟槽沙坝 年 一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剖面是经过

年 月 剖 面 终 点 到
,

止
,

以下剖面也是如此
。

与 月

份剖面相 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

移动 沙坝顶部淤高
,

沙坝顶宽度变

窄
,

沙坝顶轴线向陆移动 沟槽底

和沙坝顶相对高度变小 沟槽 向陆侧斜坡坡度变

缓
,

沙坝向陆侧斜坡变陡
,

沙坝向海侧斜坡变化变

陡
。

月份沟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

距高潮线 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西北部旗杆北边松树

附近
,

走向为
一 ,

其东侧从旗杆北边松树
,

,

开始
,

向西穿

过沟槽沙坝 年 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剖面 到
,

,

止
,

与 月份

剖面相 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移

动 沙坝顶部淤高
,

沙坝顶宽度变窄
, ,

沙坝顶轴线向陆移动 沟槽底和沙坝顶相

对高度基本不变 沟槽向陆侧斜坡坡度变陡
,

沙坝

向陆侧斜坡变陡
,

沙坝向海侧斜坡变缓
。

月份沟

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线

图
。

音」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西北部旗杆附近
,

走

向为
一 ,

其 东侧 从 中间 那 根旗 杆 附近
,

开始
,

向西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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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沟槽沙坝 年 月剖面到
,

上
,

而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与 月份

音面相 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移

动 沙坝顶部淤高
,

沙坝顶宽度变窄

,

沙坝顶轴线向陆移动 沟槽底和沙坝顶

相对高度缩小了 沟槽向陆侧斜坡坡度变陡
,

沙坝向陆侧斜坡和沙坝向海侧斜坡变缓
。

月份沟

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线

图
。

表 汇泉湾 年 月与 年 月海滩剖面对 比结果

观测 剖面长 沟槽轴线到 坝顶

时间 高潮线距离 宽度

坝顶轴线到 沟槽底 沙坝顶

高潮线趾离 部高程 部高程

沙坝沟槽

相对高度

沟槽向陆 沙坝向陆 沙坝向海

侧斜坡坡 侧斜坡坡 侧斜坡坡

度 度 度

剖面

一

一

气︼︸︸

,‘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注 为 年 月 为 年 月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西北部海豚雕塑附近
,

走 向 为 卜
一 ,

其 东 侧 从 海 豚 雕 塑 附 近
,

开始
,

向西穿

过沟槽沙坝 年 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与 月份

音」面相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移

动 沙坝顶部淤高
,

沙坝顶宽度变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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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坝顶轴线向陆移动 沟槽底和沙坝顶相

对高度基本不变 沟槽向陆侧斜坡坡度略陡
,

沙坝

向陆侧斜坡和沙坝向海侧斜坡变缓
。

月份沟槽轴

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线

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西北部 更衣室附

近
,

走向为
一 ,

其东侧从 更衣室边松树

附近
,

开始
,

向

西 穿 过 沟 槽 沙 坝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而

年 月剖面到
,

止
,

与 月份剖面相 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

其轴线向陆移动 沙坝顶部高程基本不变
,

沙

坝顶宽度变宽
,

沙坝顶轴线向陆移动 沟

槽底和沙坝顶相对高度缩小了
。

沟槽向陆侧

斜坡和 沙坝 向陆侧斜坡变 陡
,

沙坝 向海侧斜坡变

缓
。

月份沟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

距高潮线 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西北部从北数第三个

监视塔附近
,

走向为
一 ,

其东侧从第三个

监视塔附近
,

开

始
,

向西 穿过沟槽沙坝 年 月剖面 到
,

止
,

而

年 月剖面到
,

仁
,

与 月份剖面相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移动 沙坝顶部淤高
,

沙坝

顶宽度变宽
,

沙坝顶轴线 向陆移动 沟槽

底和沙坝顶相对高度基本不变
。

沟槽向陆侧斜坡和

沙坝向陆侧斜坡变陡
,

沙坝 向海侧斜坡变缓
。

月

份沟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线

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中部广场以北 与

更衣室之间
,

走向为
一 ,

其东侧从

与 更衣 室 间梧 桐树 附近
,

开始
,

向西穿过沟槽沙坝 年

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与 月份剖面相 比
,

沟槽最

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移动 沙坝顶部

高程
、

沙坝顶宽度和沙坝顶轴线位置基本不变 沟

槽底和沙坝顶相对高度缩小了
。

沟槽向陆侧

斜坡坡度变陡
,

沙坝 向陆侧和向海侧斜坡变缓
。

月份沟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

线 图
。

音」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 中部广场 以南监

视塔 附近
,

靠近最 北 面 的拉 张膜大篷
,

走 向为
一 ,

其东侧从整个后滨海滩上从北数第四个监

视塔附近
,

开始
,

向 西 穿 过 沟 槽 沙 坝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而

年 月剖面到
,

止
,

与 月份剖面相 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陆移动 沙坝顶部削平
,

高程降低
,

沙坝顶宽度变窄
,

沙坝顶轴线向海移

动 沟槽底和沙坝顶相对高度缩小了
。

沟

槽向陆侧斜坡坡度变陡
,

沙坝向陆侧和 向海侧斜坡

变缓
。

月份沟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

线距高潮线 图
。

音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中部广场 以南中间的

拉张膜大篷附近
,

走向为
一 ,

其东侧从中间拉

张膜大篷中部
,

开始
,

向西 年 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结合

年 月地形图看
,

该剖面穿过分支沟槽一
、

分支

沟槽二 以及沙坝
,

从海滩剖面上可 以看 出
,

年

月音面上沟槽被淤高近
,

沙坝顶部明显被削

低
,

在 年 月的海滩剖面上沟槽沙坝

地形并不 明显 图
。

音面
一 ,

剖面位于浴场中部广场 以南最南

面的拉张膜大篷附近
,

走向为
一 ,

其东侧从最

南 面 的 拉 张 膜 大 篷 中 部
,

开始
,

向西穿过分支沟槽二

年 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 剖面 到
,

止
,

与 月份剖面相比
,

沟槽最

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海移动 沙坝顶部

高程基本不变
,

沙坝顶宽度变宽
,

沙坝顶轴

线向海移动 沟槽底和沙坝顶相对高度缩

小了 沟槽向陆侧斜坡
、

沙坝 向陆侧及 向海

侧斜坡坡度均略陡
。

月份沟槽轴线距高潮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线
。

不过 月份沟

槽沙坝形态只是依稀可辨 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后滨海滩上最南面拉张

膜 大 篷 以 南
,

走 向 为
一 ,

其 东 侧 从
,

开始
,

向西穿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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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支沟槽二 年 月剖面到
,

止
,

而 年 月 剖 面 到
,

止
,

与 月份剖面

相 比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其轴线向海移动

沙坝顶部高程基本不变
,

沙坝顶宽度变宽
,

沙坝顶轴线向海移动 沟槽底和沙坝顶相

对高度缩小了 沟槽 向陆侧斜坡
、

沙坝 向陆

侧斜坡及向海侧斜坡略陡
。

月份沟槽轴线距高潮

线
,

沙坝顶轴线距高潮线 图
。

剖面
一 ‘

剖面位于后滨海滩上最南面拉张

膜 大 篷 以 南
,

走 向 为
一 ,

其 东 侧 从
,

开始
,

向西

年 月剖面到
,

卜
,

而 年 月 音 面 ,
,

止
。

该剖面穿过沟槽和沙坝东南侧末

端
,

年 月剖面上高潮线 以下海滩高程降低
,

沟槽最底部淤高
,

沙坝顶被蚀低
,

沙

坝向海侧淤高 一 ,

形成 了 年 月海滩

剖面
,

月份的剖面上沟槽沙坝地形 已经不明显

图
。

结论

与青岛汇泉湾 年 月海滩剖面相 比
,

年 月海滩剖面沙坝顶沟槽底相对高度均变小
,

沙坝顶部宽度 出现不 同程度的变宽或变窄现象

年 月西北部前滨海滩上
,

沟槽最底部淤高
一 ,

沟 槽 轴 线 向陆移 动 距 离较 大
,

为
一 ,

沙坝顶部淤高 。一
,

沙坝顶部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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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陆移动 一 年 月东南部前滨海滩

上
,

大部分剖面沙坝顶被削平蚀低 一 ,

沙坝

顶部轴线 向海移动 一 在海滩西北部和中

部的前滨海滩上
,

年 月沟槽最底部轴线到

高潮线的距离为 一 ,

沙坝顶轴线到高潮线的

距离为 一 ,

总体趋势是西北部的沙坝顶

和沟槽最底部轴线距高潮线近
,

而向东南渐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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