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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涠洲岛典型岸滩剖面短期冲淤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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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涠洲岛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7 月和 2013 年 12 月砂质岸滩剖面高程数据以及沉积物粒度

数据, 作者分析了 2012~2013 年涠洲岛砂质海岸短期冲淤变化。结果表明: (1)2012 年 12 月~2013 年 7

月, 在热带风暴的影响下, 涠洲岛大部分岸滩发生侵蚀现象, 侵蚀最严重部位一般在中滩; (2)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 侵蚀岸段主要在东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低滩, 淤积岸段主要在北部、西北部高

中滩; (3)根据沉积物颗粒平均粒径分析结果, 一般高滩沉积物较低滩粗, 说明水动力环境高滩相对较

强, 各岸段沉积物颗粒变化基本与岸滩剖面冲淤变化相一致。短时期内, 影响涠洲岛岸滩冲淤变化的

因素有波浪、潮汐、风暴潮和人类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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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质海滩的组成物质多为松散的粗粒沉积物 , 

抗冲能力差, 海滩剖面经常通过沉积物搬运、沉积等

再分配过程进行冲淤调整[1]。中国砂质海岸分布较广, 

近年来, 随着全球海平面的上升和人类的无序开发, 

砂质海岸正遭受持续缓慢的破坏[2], 海滩滩面变陡、

变窄、沉积物粗化等问题严重[3]。广西涠洲岛是北部

湾国际旅游的重要节点和优先发展区, 其开发已纳

入国家战略[4]。基于社会和经济等诸方面的需求, 对

涠洲岛的研究不断增加, 比如气候变化[5]、第四纪火

山岩[6]等, 但是对砂质海岸的侵蚀研究相对较少。在

对涠洲岛岸线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近一

年的剖面监测数据和粒度变化数据对涠洲岛岸滩短期

的冲淤变化进行了分析。在全球范围内海岸侵蚀不断

加剧的环境背景下, 对涠洲岛这一有居民海岛砂质海

岸的侵蚀研究不仅对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也

为其他岛屿的海岸侵蚀研究带来一定借鉴价值。 

1  研究区概况 

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沿岸南面滨外浅滩, 是

南海北部湾中最大的岛屿。岛的中心地理坐标为

21°02′27″N、109°06′43″E, 呈椭圆形, 离岸直线距离

48 km[7], 全岛面积 24.7 km2。其海拔高度 20~40 m, 地

势南高北低, 最高点位于南部西拱手, 海拔 78.6 m[8]。

涠洲岛南部和西部沿岸以海蚀地貌为主, 有海蚀崖、

海蚀洞、海蚀柱、海蚀平台等[9]; 北部沿岸以海积地

貌和珊瑚礁地貌为主 , 海成沙堤十分发育 , 呈条带

状、牛轭状分布。岛屿是由第四纪玄武岩浆喷发时

在水下堆积而形成[8]。研究区潮汐作用较强, 受季风

控制, 西南向和南向风浪强大, 造成南、西部海岸的

强烈侵蚀作用, 而北部和东北部波影区产生堆积作

用, 从而形成涠洲岛南侵北堆的地貌特征[10]。 

涠洲岛岸线主要有人工岸线、砂质岸线和基岩岸线

3 类, 其中砂质岸线比例较高。一般情况下短时间尺度

内, 人工岸线和基岩岸线抵抗波浪的冲击作用力较强, 

岸线基本无变化, 而砂质海岸则表现出明显的冲淤变

化。砂质海岸主要分布在岛屿西北部、北部、东北部以

及东部, 另外, 西南部、南部南湾内也有少许分布。 

2  材料与方法 

2.1  地形测量与样品采集 

对涠洲岛进行野外考察、现场测量以及居民聚

居地的走访 , 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 对涠洲岛海

岸侵蚀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在全岛砂质海滩选取典

型剖面。如图 1所示, 于 2012~2013年在研究区内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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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岸滩布设 6条剖面(P1、P2、P3、P4、P5、P6), 剖

面垂直于海岸线, 对 6个剖面进行重复测量。 

 

图 1  涠洲岛岸滩剖面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map of beach profiles on Weizhou Island 

 
剖面上限为最大高潮线, 下限一直到水下约 1 m。

主要监测方法为基于 COS 系统采用 GPS-RTK 技术

和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方法, 利用 HiperIIG 仪器, 

沿剖面每隔一定的距离定点(分别在高潮带、中潮带、

低潮带的特征部位), 站位点间距不等, 平均 1~2 m, 

从而获得此处经纬度、高程和大地坐标数据, 同时进

行表层 1~2 cm处样品的采集, 带回实验室处理。沿

同一剖面的固定点进行 3次重复测量和取样。 

2.2  剖面绘制和粒度处理 

首先对剖面上各点测量的经纬度和高程数据进

行处理, 并用 Grapher 软件绘制成图, 将不同期的同

一剖面图作对比来研究岸滩剖面形态随时间的变

化。对于野外采集的粒度样品, 由于粒径>0.063 mm

的物质所占的比例大于 85%以上, 可以单独采用筛

析法进行测试。利用 Folk-Ward公式计算出平均粒径

(), 此公式物理意义明确 , 精确度也很高 , 应用最

为广泛[11]。结合高程数据对比分析岸滩剖面冲淤变

化特征。 

3  涠洲岛典型岸滩短期冲淤变化特征 

本次研究主要以涠洲岛所占比例较高的砂质岸

线作为岸线冲淤变化研究的对象。岛屿自西角村段

至坑仔村段几乎全部为砂质岸段, 另外茅寮村附近

及南湾内有小段的砂质岸线。南湾段, 从茅寮村东南

部到涠洲镇海岸建有水泥防护堤。滴水村西部海岸

临近南湾火山口, 广泛发育海蚀平台海蚀崖等。 

在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期间, 对监测断

面进行了 3次重复测量(2012年 12月、2013年 7月

和 2013年 12月)。其中, 2013年 7月监测时, 从东南

方向来的热带风暴“贝碧嘉”刚过境不久[12]。 

3.1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7 月岸滩剖面冲

淤变化特征 

2012 年 12 月和 2013 年 7 月分别对所选砂质典

型岸滩剖面进行了地形测量, 对比两次岸滩地形数

据得到 2012 年冬季~2013 年夏季岸滩剖面冲淤变化

特征。 

位于涠洲岛东南部的 P1剖面(图 2a)大部分出现

侵蚀, 低滩有轻微淤积; 东部的 P2 剖面(图 2b)高滩

无明显冲淤变化, 中滩、低滩发生侵蚀, 最大侵蚀达

0.5 m; 位于北部的 P3剖面(图 2c)高滩中滩冲淤变化

不明显, 低滩发生侵蚀; 西北部 P4 剖面(图 2d)高滩

前缘出现稍微侵蚀现象 , 其他部位发生严重淤积 , 

最大淤积位于中滩, 达 1m 以上; 西南角的 P5 剖面

(图 2e)大部分发生侵蚀现象, 最大侵蚀达 0.8 m, 低

滩侵蚀不明显 , 高滩尾部发生轻微淤积; 位于南部

南湾段内的 P6 剖面(图 2f)中滩淤积, 高滩低滩发生

侵蚀, 但变化幅度不大。总体而言, 除了西北部 P4

剖面发生淤积比较明显, 其他岸段大都发生侵蚀现

象, 这可能与 6月份过境的热带风暴有关, 热带风暴

引起近岸波浪扰动 , 使岸滩侵蚀后退 , 而西北部岸

滩发生的淤积现象可能是受风暴潮影响较小, 加之

本来就存在堆积作用。 

3.2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2 月岸滩剖面

冲淤变化特征 

2012年 12月和 2013年 12月分别对所选砂质典

型岸滩剖面进行地形测量, 对比两次岸滩地形数据, 

得到 2012冬季~2013年冬季岸滩剖面冲淤变化特征。 

通过对涠洲岛东南部 P1 剖面的分析, 两次测量

相比, 高滩中滩大部分出现侵蚀, 最大侵蚀达 0.3 m, 

低滩几乎没有冲淤变化(图 3a)。东部岸段 P2剖面, 此

岸段除了高滩和中滩有部分淤积, 其他部位没有明

显冲淤变化, 最大淤积位于中滩, 达 0.3 m(图 3b)。

北部岸段 P3 剖面, 此岸段除了高滩和中滩的少部分

冲淤变化不明显 , 其他部位发生明显淤积现象 , 尤

其是高滩中滩之间淤积最大达 0.8 m(图 3c)。西北部

P4 剖面, 此岸段高滩尾部无明显冲淤变化, 高滩前

缘至中滩发生明显淤积, 最高达 1 m, 而低滩则发生

侵蚀, 最大侵蚀达 0.5 m(图 3d)。西南部岸段 P5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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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年 12月与 2013年 7月岸滩剖面对比图 

Fig. 2  Comparison of beach profile in December 2012 and July 2013 

a. 东南部岸段 P1剖面; b. 东部岸段 P2剖面; c. 正北部岸段 P3剖面; d. 北港北部岸段 P4剖面; e. 滴水村西南部岸段 P5剖面; f. 正南

部岸段 P6剖面 

a. P1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southeast coast; b. P2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ortheast coast; c. P3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orth coast; d. P4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ear coast of north Beigang; e. P5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ear coast of southwest 
Dishui village; f. P6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south coast 

 

此岸段高滩尾部发生部分淤积, 最大淤积达 0.3 m, 

其它部位都发生明显侵蚀, 最大侵蚀位于中滩上部, 

达 1 m以上(图 3e)。南部南湾段 P6剖面, 此岸段高

滩和低滩发生侵蚀, 最大侵蚀达 0.4 m, 中滩发生淤

积, 最大淤积 0.2 m(图 3f)。总体来说, 涠洲岛岸滩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变化为东南部岸滩、西

南部岸滩、西北部低滩主要发生侵蚀; 北部岸滩、西

北部高滩中滩之间主要发生淤积; 东部岸滩、南部南

湾段岸滩冲淤变化不显著。 

通过两次对比涠洲岛岸滩冲淤变化情况, P1 剖

面代表的东南部岸滩基本无变化, 而 P2 代表的东部

岸滩和 P3 代表的北部岸滩 2013 年夏季到冬季由侵

蚀变为淤积, 可能是 2013 年 6 月热带风暴过境产生

的侵蚀在后来又通过岸滩的自我修复能力逐渐回淤

的结果。西北部 P4剖面 2013年夏季到冬季由淤积变

为侵蚀, 可能与冬季风引起的风浪有关, 而夏季受风

浪和风暴潮影响较小。P5和 P6剖面代表的西南岸滩

和南部岸滩 2013年夏季到冬季冲淤变化不明显。 

3.3  平均粒径变化特征 

沉积物的粒度反映了区域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物

的搬运、沉积等物理过程的机制, 沉积物粒度特征的

分析对于沉积动力过程和区域沉积环境的分析具有

重要的意义[13]。沉积物粒度参数包括平均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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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年 12月与 2013年 12月岸滩剖面对比图 

Fig. 3  Comparison charts for beach profile in December 2012 and December 2013 

a. 东南部岸段 P1剖面; b. 东部岸段 P2剖面; c. 正北部岸段 P3剖面; d. 北港北部岸段 P4剖面; e. 滴水村西南部岸段 P5剖面; f. 正南

部岸段 P6剖面 

a. P1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southeast coast; b. P2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ortheast coast; c. P3 sectional comparaison chart for 
north coast; d. P4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ear coast of north Beigang; e. P5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near coast of southwest 
Dishui village; f. P6 sectional comparison chart for south coast 

 
分选系数()、偏度和峰态, 作者利用平均粒径()来

分析涠洲岛岸滩剖面的粒度变化特征。平均粒径通

常反映搬运沉积物的平均动能条件, 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物源区沉积物分布特征[14]。 

一般来说, 受侵蚀区域水动力条件强, 沉积物颗

粒粗化, 而淤积区域则表明水动力条件弱, 通常沉积

物偏细。根据各剖面显示结果(图 4), 一般高滩比低滩

平均粒径φ值小, 说明高滩沉积物颗粒粗一些, 水动

力条件相对于低滩强。2012年~2013年 3次剖面冲淤

变化研究中, 岛屿东南部 P1 剖面先受侵蚀然后基本

无冲淤变化, 其沉积物颗粒同样先变粗后基本不变; 

东部 P2 剖面沉积物颗粒先变粗后变细, 与其剖面冲

淤变化一致; 西北部 P4 剖面沉积物先变细然后又轻

微的粗化, 与岸滩剖面先发生强烈淤积又被侵蚀的变

化相吻合; 西南部 P5 剖面先发生侵蚀然后进一步侵

蚀, 与沉积物不断粗化的趋势一致。位于涠洲岛北部

的P3剖面沉积物颗粒变化复杂, 而且颗粒较粗, 可能

是这段时间内所受水动力条件复杂的结果。南部 P6

剖面沉积物颗粒较细, 且变化不明显, 主要是由于此

段建有水泥防护堤, 对波浪等有一定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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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剖面平均粒径变化特征 

Fig. 4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mean particle diameters in each profile 

a. 剖面 P1; b. 剖面 P2; c. 剖面 P3; d. 剖面 P4; e. 剖面 P5; f. 剖面 P6 

a. Section P1 ; b. Section P2 ; c. Section P3; d. Section P4; e. Section P5 ; f. Section P6 

        

4  岸滩短期冲淤变化影响因素 

4.1  波浪和潮汐 

涠洲岛处于季风带内, 由季风决定各向风浪的分

布。冬季波浪多为北北东向, 夏季多为南南西向, 秋

季多为东向。受海浪影响, 涠洲岛东北和西南岸段遭

受侵蚀比较严重。涠洲岛的潮汐为正规日潮, 潮水位

涨落受季风影响, 夏季受偏南风增水的影响, 潮水位

较高, 冬春季受偏北风减水的影响, 潮水位较低[15]。

潮汐作用一般造成南部、西部海岸的强烈侵蚀作用。 

如由 P5 剖面代表的涠洲岛西南部岸滩, 不仅受

到夏季风引起的波浪的影响, 潮汐作用影响也很显

著。图 2e 和图 3e 中显示的岸滩剖面除高滩尾部外, 

其他位置都发生侵蚀作用, 而相对来说图 3e 中侵蚀

幅度更大一些, 说明涠洲岛西南部冬季的水动力条

件比夏季强。 

4.2  风暴潮 

涠洲岛受风暴潮的影响较大, 每年 5~9 月为台

风季节。台风期间往往会出现狂风、暴雨和巨浪, 摧

毁近岸防护林、建筑物以及改变岸滩形态。2013 年

6月, 过境的强热带风暴“贝碧嘉”就在小时间尺度上

造成岸线的侵蚀, 侵蚀下来的泥沙被搬到离岸区, 使

近岸区海滩坡度变小, 从而改变了砂质海岸的形态。 

图 2显示的岸滩冲淤变化情况为 2012年冬季和

2013 年夏季台风刚过境不久的对比图, 这 6 个区域

对比大多显示的是岸滩发生侵蚀作用, 都或多或少

的受到“贝碧嘉”的影响。其中图 2d发生明显的淤

积现象 , 尤其是中滩部分 , 原因可能是受到风暴潮

的影响较小并且涠洲岛北部处于波影区, 一般发生

堆积作用。但是这种淤积现象到冬季之后减小, 甚至

低滩发生侵蚀作用, 说明西北部受冬季风影响较大。 

4.3  人类活动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 研究区的人工采沙现象比

较常见 , 这类活动往往造成滩面结构的破坏 , 对后

滨的防护林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采沙现象多发生

在中滩至高滩珊瑚碎屑堆积的地方。另外, 沙滩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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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建筑也可能加剧海岸侵蚀。这些建筑没有较

深的根基, 风浪很容易对底部沙体侵蚀从而使建筑

底部发生掏蚀作用。 

涠洲岛东部和东南部沙滩分布广阔, 采沙现象

比较常见, 而西部由于沙滩分布不多所以基本无采沙

现象。图 2a、2b和图 3a、3b代表涠洲岛东南部和东

部岸滩, 由图可见大部分发生侵蚀作用, 侵蚀部位主

要是中滩, 其中很可能部分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5  结论 

2012年 12月~2013年 7月岸滩剖面变化特征表

明, 监测前过境不久的热带风暴对岸滩冲淤变化有

很大影响 , 大部分岸滩发生侵蚀作用 , 主要侵蚀部

位是中滩。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岸滩剖面变

化特征表明, 涠洲岛冬季岸滩侵蚀最高达 1 m 以上, 

主要发生在东南部岸滩、西南部岸滩和西北部低滩; 

最大淤积达 1 m 以上, 主要分布在北部岸滩和西北

部高滩中滩。 

根据对平均粒径φ值的分析结果(2012年 12月、

2013年 7月和 2013年 12月), 一般高滩所受水动力

较强 , 沉积物颗粒较粗 , 而低滩沉积物颗粒相对较

细。沉积物颗粒的变化基本与岸滩剖面变化一致, 受

侵蚀的岸滩沉积物颗粒粗化, 淤积岸滩沉积物颗粒

细化。其中 P3岸段沉积物变化复杂可能与近岸水动

力条件复杂有关, 而 P6 岸段由于建筑人工防护堤沉

积物颗粒变化不明显。 

影响涠洲岛岸滩短期冲淤变化的因素有波浪、

潮汐、风暴潮以及人类活动。波浪对涠洲岛东北和

西南岸段影响较大; 潮汐作用对岛屿南部和西部影

响较大。所以总体来说, 涠洲岛西南部受侵蚀比较强

烈, 而北部岸滩一般发生堆积作用。采砂以及沙滩上

不合理的建筑等人类活动主要发生在岛屿东部和东

南部, 都可能造成岸滩在短期内的侵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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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ta of beach profiles and sediment grain acquired from Weizhou Island in December 2012, 

July 2013, and December 2013, the short-term shor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erosion and deposition on Weizhou 

Island were analyzed from 2012 to 2013.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1) From December 2012 to July 2013, 

most of the sections of the island had eroded and that the most seriously eroded area was the middle beach due to 

the effect of a tropical storm; (2) From Dec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3, eroded sections occurred mainly in the 

southeast, southwest and on the low beach of the northwest, moreover, silting sections appeared in the north and 

upper part of the northwest; (3) Results of a mean particle diamet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oarser sedi-

ments on the high beach than on the low beach, illustrating that the high beach had a relatively high hydrodynamic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oastal sediments were consistent with scouring and silting changes of each beach profile. 

During a short time period, the factors affecting scouring and silting changes on Weizhou Island were waves, tides, 

storm surges, human activit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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