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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干预下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线演变及其环境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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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多期地形图、海图, 多时相航空影像图、卫星遥感数据, 多年实测数据为主要数据源, 综合运

用 GIS 软件室内判读与野外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技术方法, 系统分析了人工干预下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

线近 50 a(1956 ~2006 年)来演变过程、动因, 深入探讨了海岸岸线演变特征及其对周边岸滩产生的环境

效应。结果表明: 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线演变动因由自然演化转变为人类影响占主导地位; 变化类型

由以盐田开发为主, 演变为盐田、养殖池塘并重, 继而以养殖池塘变化占主体, 最终为养殖池塘、港口

变化为主导; 开发热点区域因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 南段岸线重点开发区域逐渐南移, 而北段岸线则

呈现不断西移的特点。黄骅港岸线变化对周边产生的环境效应表现为: 改变沿岸流流向, 并在航道外

形成沿堤流及环流; 改变滩面相对平衡状态, 航道以北重塑均衡剖面; 改变局部流场, 近岸区高浓度

泥沙沿防波堤两侧向外运动; 改变岸滩沉积物类型, 北滩粉沙层的规模和粒径均小于南滩。曹妃甸港

岸线变化对周边产生的环境效应主要表现为: 阻断东西向的浅滩潮流, 对曹妃甸外缘潮流系统造成影

响; 南堡西侧海滩不断淤积、附近海岛、沙坝出现不同程度的淤积。本研究对于合理利用海岸带资源, 

科学规划海岸带发展方向, 实现区域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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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交界的特殊地带, 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 是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前
沿地带。海岸带的变化, 往往对海岸带地区生态环境造
成严重危害, 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备受世界各国关
注[1-5]。因此, 加强海岸带演变研究对于沿海地区生态
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淤泥质潮滩通常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巨大的

土地供应潜力及湿地生态价值, 是人类进行海岸开
发和环境保护等工作的重点地区。许多学者通过现

场观测数据结合遥感数据, 利用数学统计模型及物
理方法 , 对淤泥质海岸岸线变化做了有价值的研  
究[6-11]。Roberts 等[2]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了潮

流、波浪和悬浮泥沙对潮滩剖面的影响, 发现潮差变
化可以使淤泥质潮滩发生相应变化, 使岸线相应出
现淤涨或侵蚀; 张振德等[6]通过研究, 利用数学方法
和遥感数据提出一种潮滩调查中确定任意潮位线的

方法; 韩震等[7-8]综合运用星载多元遥感资料, 结合

常规调查资料及野外调查数据, 对研究区淤泥质潮
滩进行了水边线提取 , 并反演了潮滩地形 , 分析得
出该地区潮滩坡度及侵蚀淤积速度 ; 王安龙 [9]利用

多年实测数据分析了渤海湾西北部海岸特征, 得出
各岸段冲淤状况。此外, 河北省有关科研院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了全省范围海岸带综合调查, 摸清
了当时河北省海岸带资源状况, 分析得出河北省沧
州市海岸侵蚀、淤积类型, 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大量
基础数据。  

随着河北省海岸带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

渤海经济圈的建立, 沿海盐田、养殖池塘等传统开发
模式的持续发展以及黄骅港、曹妃甸港等新兴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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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的出现 , 使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发生深刻变化 , 
同时, 对海岸带环境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基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 在国家“908专项”河北省海岸带调查项
目的支持下, 利用卫星遥感方法在海岸带监测中的
大范围快速监测、多时相动态监测、历史追溯监测

等优势 , 结合野外实测资料 , 较全面地分析了河北
省淤泥质海岸岸线蚀淤变化趋势以及新兴港口岸线

对周边环境演变的影响, 以期为该地区的区域环境
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河北省海岸线总长 487 km, 自北向南依次为基

岩海岸、砂质海岸及淤泥质海岸。其中, 淤泥质海岸
以天津市为界分南北两段, 北段分布于唐山市的大
清河口以西 , 至冀津北交界处; 沧州市沿岸为南段
海 岸 。 位 于 117°50.7′～ 118°51.7′E, 38°15.9′ ～
39°9.5′N之间的河北省沿海岸线。沿海地区涉及沧州
市全境 , 唐山市部分地区 , 下辖两区、三县、一    
市[12-13](图 1)。 

 

图 1  河北省淤泥质海岸范围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 of the muddy coast in Hebei Province 

2  数据资料的选取与处理 

2.1  数据资料 
2.1.1  主要资料 

选用覆盖研究区, 比例尺分别为 1 : 50 000 的
1956 年、1969 年、1979 年的 3 个年份共计 57 幅地
形图(表 1), 作为 1979年之前岸线信息提取的主要依
据。 

选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 MSS, TM, ETM+, 
SPOT遥感资料作为主要数据源, 其中, 1979年是分
辨率为 60 m MSS影像, 2000年后为 ETM+影像, 分
辨率达 15 m, 2006年为 SPOT影像, 分辨率 2.5 m, 其
余皆为分辨率为 30 m的 TM影像, 8个时段共 8景(表
2)。 
2.1.2  辅助资料 

除采用上述资料外, 还采用部分年份的航空图
片、海图作为提取岸线信息的参考资料。其中, 航空
图片分别为 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 比
例尺为 1 : 10 000的 138幅正射影像, 用于订正海岸
线的某些细部, 如渔港、码头等卫星影像图上反应不
明显的区域。此外, 采用 1953 ~1998年出版, 比例尺 
1 : 10 000~1 : 250 000的海图共 11景, 同时参考当地
潮汐表用于订正淤泥质海滩等某些受潮汐影响明显

的岸段。 

2.2  数据处理 
2.2.1  地形图处理 

首先, 将地形图以 200dpi 进行扫描[14-15], 然后
利用MAPGIS6.6的投影变换系统提供的生成标准图
框功能, 设置与扫描地形图相同的比例尺、椭球参
数、地理坐标的标准图框, 并转存为 200dpi 的.tiff
格式的标准图框图像, 作为几何校正的参考图像。经
ERDAS Image8.6(以下简称 ERDAS)的 Mosaic Im-
ages 功能, 并运行 Mosaic 工具输出.img 格式的拼接

 
 

表 1  地形图数据统计表 
Tab. 1  Topographic data 

绘制年份 数量(幅) 比例尺 覆盖范围 

1956 19 1: 50 000 沧州、唐山 

1969 19 1: 50 000 沧州、唐山 

1979 19 1: 50 000 沧州、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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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卫星遥感数据统计表 
Tab. 2  Remote sensing data 
拍摄时间 
(年-月-日) 

数量 
(幅) 

卫星 传感器 波段数 地面分辨率 
(m) 

处理方式 覆盖范围 

1979-09-04 1 Landsat-3 MSS 4 60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1987-03-27 1 Landsat-5 TM 7 30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1990-04-04 1 Landsat-5 TM 7 30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1993-06-15 1 Landsat-5 TM 7 30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1998-09-01 1 Landsat-5 TM 7 30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2000-03-06 1 Landsat-7 ETM+ 8 15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2002-10-06 1 Landsat-7 ETM+ 8 15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2006-09-07 1 SPOT-5 HRG 4 2.5 彩色合成 沧州、唐山

 
图像。最后将覆盖研究区的多幅图像拼接成全景地

形图[16-17]。 
2.2.2  遥感影像处理 

将不同数据源、不同时空尺度的遥感数据进行

叠加, 需要有一致的投影信息、椭球参数、坐标系统
等, 因此须将遥感影像订正到统一坐标系下[18-20]。利

用 ERDAS中的 Import模块, 将单波段黑白影像合成
为多波段彩色影像, 以提高对不同地物的识别能力。
在 ERDAS 中选择多项式变换(Polynlmial)作为几何
校正模型(纠正变换函数)。选取判断图像与校正参考
依据对应的同名点——GCP点, 用于控制计算、建立
转换模型及多项式方程。采用最近邻点内插      
法(Nearest neighbor)进行数字图像重采样, 得到校正
后的影像数据, 并检验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最后, 
利用 ERDAS 软件中的 Dataprep 模块中的 Moisic 
Image 功能, 将多幅图像拼接为一整体, 便于直观地
观察研究区域及下一步信息的提取。 
2.2.3  岸线信息提取 

淤泥质海岸潮间带宽阔而平缓, 在潮间带之上, 
向陆一侧常有一条耐盐植物生长状况明显变化的界

限, 即为岸线。由于影像成像时间与潮时和潮汐状况
并不对应, 海岸瞬时水边线不能代表 0 m等深线, 也
不能代表低潮线的位置 , 因此 , 在进行岸线解译时
不能直接将影像上的水边线作为海岸线。 

据此 , 对于淤泥质型海岸的划分 , 选择陆上植
被与水域滩涂的分界线为海岸岸线。由于淤泥质易

受海水侵蚀, 将高潮线定为陆上植被与水域滩涂的
分界线 , 可认为侵蚀已处于动态平衡 , 解译时一般
向陆一侧修正。 
2.2.3.1  地形图岸线信息的提取 

在制作地形图时, 岸线位置即采用大潮高潮线
位置确定 , 除个别地区如河口等 , 须遵照上述岸线

界定标准外, 绝大部分地区的岸线可按照当时地形
图上标注的位置来确定。 
2.2.3.2  遥感影像图岸线信息的提取 

将遥感影像图进行增强处理, 并选取适当的波
段, 使水陆界线明显, 同时参照海图、航空图像等资
料 , 用于修改岸线的细部 , 通过目视解译最终确定
岸线所在位置 , 从而形成不同年份 , 不同时段的岸
线资料。 

由于 1979 年前后为完全不同的两种数据, 为使
二者具有可比性, 将 1979年地形图与 1979年遥感影
像图校正到同一坐标系下, 在 GIS 软件中相互参照, 
有出入的地区查找历史资料确定其位置, 最终得出
1979 年的岸线信息, 以此完成地形图与遥感影像数
据的衔接。 

3  演变结果及环境效应分析 

3.1  演变结果分析 
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线整体逐年向海推进, 变

化速率从 1 m/a到 315 m/a不止, 二者相差 314 m/a。
1956～2006 年 , 岸线垂向变化 2.8 km, 年均变化  
56 m(表 3)。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线处于不断向海扩
张的过程, 1979年前, 岸线垂向变化较缓, 其速率仅
为 7 m/a; 之后海向扩张速率逐渐加快, 至 1987 年, 
岸线年均变化已增至 82 m; 1991～1993 年, 更是出
现了 315 m/a的海向推进速率。其后, 速率有所减缓, 
1993～1998 年, 其速率仅有 50 m/a。此后年份速率
有所增加, 至 2006年, 其年均淤进量增长 1.3倍, 达
113 m[13]。 

1956～1979年, 岸线海向推进 167 m, 年均推进
7 m。除唐山市大清河盐场周边无明显变化外, 淤泥
质岸段均有较大变化。其中, 沧州段年均侵蚀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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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向变化最大值位于前徐家堡附近海域; 唐山段蚀 退最大量为 331 m, 位于小老堡附近。 
 
表 3  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分区域变化统计表 
Tab. 3  Chang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muddy coast in Hebei Province 

沧州段 唐山段 
年份 变化长度 

(m) 
变化速率 

(m/a) 
变化长度 

(m) 
变化速率 

(m/a) 

整体变化速率 
(m/a) 

1956~1969 −23 −2 374 29 12 
1969~1979 −16 −2 59 6 1 
1979~1987 418 52 785 98 82 
1987~1991 481 120 185 46 70 
1991~1993 396 198 811 406 315 
1993~1998 235 47 269 54 50 
1998~2000 309 155 140 70 146 
2000~2002 157 79 348 174 122 
2002~2006 400 100 270 67.5 91 

 
1979～1991 年, 岸线变化速率与前期相比有较

大的提高, 年均海向推进 78 m。沧州段岸线侵蚀状
态基本停止 , 养殖池塘取代原自然海滩 , 使岸线海
向推进 899 m, 主要位于东高头—赵家堡一线, 垂向
变化最大值出现在岐口镇东高头海区, 达 946 m, 为
修建养殖池塘所致; 唐山段淤泥质海岸岸线在此期
间变化较快, 年均向海扩张 283 m。包括大清河盐场
在内众多盐田外围在此期间修筑养殖池塘及扩建盐

田, 使岸线扩张几十米到几千米不等。其间岸线变化
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 , 除北堡外 , 其余皆为增建养
殖池塘所致。 

1991~1998年, 淤泥质岸线年均向海扩张 126 m。
沧州段岸线新建养殖池塘较多, 主要位于东高头—
后唐堡、赵家堡—关家堡、狼坨子等附近海区, 年均
向海推进 90 m; 唐山段海岸全线海向扩张, 年均变
化 154 m。北堡、南堡盐田在此期间已具雏形, 此后
数年无较大改变 , 其最南端——南堡嘴处盐场位置
保持至今。高尚堡至大清河口海岸, 岸线海向推进较
快, 大清河盐场外围养殖池塘最前端与石臼坨最短
距离仅 0.5 km。 

1998~2006年, 淤泥质岸线年均向海推进 113 m。
其中, 沧州段变化 866 m, 变化区域移至后唐堡—关
家堡南侧一带; 唐山段海向淤进 758 m, 变化区域以
黑沿子镇及大清河盐场附近海区为主。在此时期, 导
致岸线发生变化的原因除了传统的盐田及养殖池塘

外, 另有港口岸线—黄骅港、曹妃甸港的建设, 且后
者逐渐成为影响本区岸线变化的主要原因。 

1956～2006年间, 除 1979年之前沧州段淤泥质

海岸岸线略受侵蚀后退外, 其余时段均处于不断海
向淤进状态。1991～1993 年, 向海扩张速度达最大
值 , 沧州段岸线由于大规模新建养殖池塘 , 年均向
海推进 198 m; 唐山段因扩建南堡盐田、修建大清河
盐场外围养殖池塘等, 使岸线年均海向推进 406 m。
到 21 世纪初, 黄骅港、曹妃甸港的建设成为新兴的
人工岸线类型 , 并取代养殖池塘 , 成为影响淤泥质
海岸岸线变化的主要原因。 

半个世纪以来, 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线由自然
演变为主逐渐过渡为人为因素占主导, 主要变化类
型也由盐田、养殖池塘逐步由港口岸线所代替, 变化
热点区域因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 , 其中 , 唐山段开
发重点不断西移, 由开始的南极坨—大清河盐场外
围开发为主转变为北堡—南极坨重点变化, 最终演
变为黑沿子附近海域; 沧州段由东高头—后唐堡为
主, 转变为东高头—后唐堡、赵家堡—关家堡并重, 
最后演变为黄骅港建设为主导, 开发重点区域逐渐
南移。 

3.2  岸线演变对周边岸滩影响分析 
河北省淤泥质岸滩因人为活动不断海向扩张 , 

尤其是黄骅港、曹妃甸港建成之后, 周边环境演变内
容有所改变, 速度亦增加较快[21]。 
3.2.1  黄骅港岸线变化产生的环境效应分析 
3.2.1.1  对沿岸流的影响 

沿岸流是潮流和风生流共同作用的产物, 河北
省所属海区的沿岸流的流向为逆时针 , 北进南出 , 
沿岸泥沙运移自北向南。黄骅港的建成, 尤其是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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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航道之后, 影响沿岸流向, 并形成沿堤流及环流。
由于沿堤流流速比周围水体流速大, 使岸边大量泥
沙向堤外输运。 
3.2.1.2  对周边滩面水深影响 

建港之前, 黄骅港附近海区滩面基本处于相对
平衡状态, −5.0 m等深线以内有少量淤积, −5.0 m等
深线以外有少量冲刷, 冲刷深度为 0.2 m; 建港之后, 
航道以北均衡剖面改变, 重塑平衡, −2.0 m等深线以
内处于冲刷状态, −5.0 m 等深线以外处于淤积状态; 
航道以南由于港口阻挡作用, 基本无变化, −5.0 m等
深线以内处于冲刷状态, 以外处于淤积状态[22]。 
3.2.1.3  对泥沙运移的影响 

黄骅港建成后 , 由于建筑物的作用 , 局部流场
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是口门处在高潮位与低潮位时
均出现横流 , 即沿堤流 , 使岸边大量泥沙向堤外输
运, 在沿堤流脱离建筑物后, 受周围水体、底部摩阻
以及风吹流等作用, 流速逐渐降低、流向发生转折。
此时, 沿堤流高含沙水体所携带的泥沙可能直接落
淤在航道中, 也可能沉积在岸滩上后间接造成航道
淤积; 二是在大风作用下 , 由于风吹流造成南北两
侧近岸壅水, 潮位抬高, 增加了近岸落潮流速, 使得
近岸区高浓度泥沙沿防波堤两侧向外运动, 在穿越
航道的过程中泥沙落淤, 成为黄骅港外航道局部区

域较严重回淤的重要因素之一[23]。 
3.2.1.4  对岸滩沉积物类型的影响 

建港之前岸滩沉积物类型以粉砂质砂、砂质粉

砂为主, 伴有少量黏土质粉砂。建港之后有所改变, 
南北不同。航道以南, 沉积物物质种类比较单一, 主
要有粉砂质砂与砂质粉砂, 局部区域为黏土质粉砂; 
航道以北与以南相比, 其沉积物种类在靠近航道处
以砂质粉砂、粉砂分布为主, 远离航道处以黏土质粉
砂分布为主 , 北滩粉沙层的规模和粒径均小于南  
滩[24]。 
3.2.2  曹妃甸港岸线变化产生的环境效应分析 
3.2.2.1  对连岛公路东、西两侧的影响 

连岛公路的修建 , 阻断浅滩潮道 , 进而隔断曹
妃甸浅滩东西向的潮流系统, 对海洋环境引起不良
影响 , 将直接导致曹妃甸浅滩潮流通道淤塞 , 东侧
深达 22 m的老龙沟也将逐渐淤积变浅。 

通过与连岛公路修建前后的卫星影像对比可以

看出 , 自连岛公路建成以来 , 已引起曹妃甸浅滩潮
道的明显淤积, 特别是连岛公路西侧的浅滩潮道已
大范围淤积, 近路侧淤积亦较明显。此外还将引起曹
妃甸外缘潮流系统的变化, 曹妃甸建港依托之根本
的 25～38 m 的外缘深槽亦将受某种程度的影响(图
2)。 

 

图 2  连岛公路修建前、中、后卫星影像图对比 
Fig. 2  The remote sensing map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building of cross-sea bridge 

 
3.2.2.2  对南堡西侧海滩的影响 

连岛公路阻断浅滩潮道 , 西侧几近淤死 , 南堡
西侧至黑沿子海滩处于曹妃甸港连岛公路及南堡嘴

双重波影区 , 海洋动力微弱 , 海水所携泥沙不断沉
降造成岸滩逐渐淤积(图 3)。本区域将成为继曹妃甸
港开发之后又一新的开发热点地区。 
3.2.2.3  对周边海岛、沙坝的影响 

曹妃甸港建成后, 对东坑坨、蛤坨、腰坨、曹妃
甸等海岛、沙坝影响明显; 位于大清河入海口处的石

臼坨、月坨距曹妃甸港较远, 且本区重要潮汐通道紧
邻其右, 受曹妃甸港口建设影响微弱。各海岛、沙坝
位置如图 4。 
3.2.2.3.1  对东坑坨的影响 

曹妃甸港建成前, 东坑坨呈现整体西移、南北端
点淤长的发展态势。向海侧边线, 西向漂移 197 m, 
变化速率达 8.20 m/a, 北端点西北向延展近 900 m, 
年均变化 37.44 m; 南端点西南向延展 1 340 m, 年均
55.80 m[25]。建港后, 其变化趋势有所改变, 北部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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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侵蚀, 减少长度约为 50 m, 南部西向淤积 420 m, 
主体顺时针偏转; 海侧侵蚀, 陆侧淤积, 整体陆向推
移, 平均高潮线之上累计增加面积 0.51 km2(图 5 a)。 

 

图 3  南堡— 黑沿子位置图 
Fig. 3  Positions of Nanpu and Heiyanzi 

 

图 4  曹妃甸港周边海岛、沙坝位置图 
Fig. 4  Positions of islands around Caofeidian 

 
3.2.2.3.2  对蛤坨的影响 

建港前沙坝演变态势表现为: 沙坝体渐小、数量

减少, 逐渐趋于消亡; 沙坝主体向西移动, 在西移的
同时沙坝分解成两部分, 坝体长轴顺时针旋转 20°, 
个数由 4个减少到 2个, 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上面积减
至 0.09 km2, 西部 3个沙坝因侵蚀而消失, 东北部沙
坝向海侧边线中心点受蚀西移 720 m。建港后淤积重
现, 至 2006 年, 沙坝主体面积增大, 与东部孤立沙
坝连成一体, 且东北方新出露沙坝 4 个, 面积增加
0.06 km2(图 5 b)。 
3.2.2.3.3  对腰坨的影响 

建港前, 腰坨坝体向海侧边线中心点北西向年
均位移 24.38 m, 在位移的同时坝体分解成两部分, 
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上面积减至 0.11 km2, 年均变化
0.01 km2, 坝体长轴顺时针旋转 30°(图 5 c)。建港后
沙坝整体顺时针发展, 南北两端分别淤积伸长 170, 
140 m, 海侧侵蚀后退, 陆向有所淤积, 平均大潮高
潮线以上面积增加 0.02 km2。 
3.2.2.3.4  对曹妃甸岛的影响 

建港前 , 曹妃甸沙坝向海侧边线西向漂移 , 年
均 3.16 m; 北端点西北向延展 443.5 m, 年均 18.48 m; 
南端点西南向延展 273.6 m, 年均 11.40 m。建港后, 
曹妃甸岛北端与连岛公路转折处形成人工“岬角港
湾”地貌类型 , 其顶部为“岬角”, 波能辐聚, 受蚀后
退, 与公路连接的基部成为“港湾”, 波能辐散, 成为
淤积区域(图 5 d)。据 2007年“908专项”调查数据显
示 , 曹妃甸港连岛公路已与岛体本身连接 , 其内侧
形成的 5.7 km2 的近三角形闭合区域已人工吹填成

陆。岛体向海侧被人工固化, 东北、西北侧为规划填
陆区域, 其结果势必造成曹妃甸岛陆侧大量淤积。 

4  结论 

4.1  淤泥质海岸岸线演变特征 
通过分析河北省淤泥质海岸岸线近 50 a的变化, 

基本演变特征表现为: (1)变化原因由自然演化为主
转变为人类影响占主导地位。1956 年之前, 淤泥质 

 
图 5  各沙坝、海岛变化示意图 

Fig. 5  Sketch maps of the changes of sandbars and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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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岸线完全处于自然演变状态, 1956年之后, 唐山
市海岸带出现盐田, 人类影响逐渐显现。到 1991年, 
全省淤泥质岸段基本完全脱离自然因素的影响, 人
工建筑在岸线演变中占主导作用。截至 2006 年, 除
个别河口地区外, 已完全处于人类影响下。(2)变化
类型由以盐田开发为主演变为盐田、养殖池塘并重, 
继而以养殖池塘变化占主体, 最终为养殖池塘、港口
变化为主导。1993 年之前, 增建盐田对本区域影响
较大 , 此后养殖池塘开发速率逐渐增大 , 最终取代
盐田成为影响区域开发的主导因素。21 世纪初期黄
骅港的建设成为新兴的人工岸线类型, 并取代养殖
池塘 , 对淤泥质海岸岸线的变化起主要影响作用。  
(3)开发热点区域因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唐山段由
南极坨—大清河盐场外围开发为主转变为北堡—南
极坨重点变化 , 最终演变为黑沿子附近海域 , 开发
重点不断西移; 沧州段由东高头—后唐堡为主 , 转
变为东高头—后唐堡、赵家堡—关家堡并重, 最后演
变为黄骅港建设为主导, 开发重点逐渐南移。 

4.2  岸线演变产生的环境效应 
人工干预下淤泥质海岸岸线演变对周边产生的

环境效应。其中, 黄骅港岸线变化对周边产生的环境
效应表现为 : 改变沿岸流流向 , 并在航道外形成沿
堤流及环流 ; 改变滩面相对平衡状态 , 航道以北重
塑均衡剖面 ; 改变局部流场 , 形成口门处横流及近
岸壅水, 使近岸区高浓度泥沙沿防波堤两侧向外运
动; 改变岸滩沉积物类型 , 北滩粉沙层的规模和粒
径均小于南滩。曹妃甸港岸线变化对周边产生的环

境效应主要表现如下 : 阻断东西向的浅滩潮流 , 连
岛公路东、西两侧逐渐淤积, 并对曹妃甸外缘潮流系
统造成影响; 南堡西侧海滩处于曹妃甸港连岛公路
及南堡嘴双重波影区 , 海洋动力微弱 , 海滩不断淤
积; 对附近海岛、沙坝的影响明显, 已出现不同程度
的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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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 of this paper were mainly from relief maps, charts, remote sensing imagines, and the field data 
of different years and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from 1956 to 2006. Combined with the software of GIS and the re-
sults of field work,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the motivation condition of muddy coastline had been investigated 
after comparing above materials. In addition, the paper had analyzed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by the change of 
surrounding beach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ason of the evolvement had changed from the natural factors to 
the artificial factors. The type of factors was different from times, which included the salt fields in the begining, 
breed aquatics ponds and the ports in the last. The reg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had also changed at 
different times. It gradually moved to the south in Cangzhou City, while to the west in Tangshan City. The change of 
the shoreline in Huanghua Port caused by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modify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long-shore sediment, the balance condition of the beach, and the type of the sediment on the beach. Meanwhile, the 
change of the shoreline in Caofeidian Port interdicted tide on the riffle, which caused the beach to fill up nearby the 
road to the Caofeidian Island and the west of Nanpu. Moreover, it also affected the evolvements of the other islands 
and the offshore bars. It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se coastal resources and to develop coastal zone 
rationall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in coast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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