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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湾泥沙运动的研究
*

符文侠 刘国贤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

大连 1 16 0 2 3 )

提要 根据 1 9 8 5 年春季和 1 9 86 年夏季 (洪水期 )对锦州湾现场调查和室内分析资料计

算的结果是
,

锦州湾沿岸河流在洪水期进人湾内泥沙量为 7
.

“ 万 t
,

全年为 1 3
.

7万
t ;

外海进

入湾内的泥沙量在洪水期为 8
.

22 万
t ,

全年为 20
.

” 万 t 。

故洪水期进入湾内 的 泥 沙 量 为

1 5
·

“ 万 t ,

全年为 ”
.

89 万
t

.

假如这些泥沙进入湾内作均匀沉积
,

则洪水季节 沉 积 量 为

D
.

1 4 g
/

e m
, ,

年沉积量为 0
.

2 9 5 9 /
e nr

Z 。

关键词 锦州湾 含沙量 断面输沙 泥沙徊淤

锦州湾是辽东湾西岸一个半封闭的浅水海湾
。

为锦州大笔架山港建港工程的 需 要
,

受锦州建港指挥部的委托
,

作者于 1 9 8 5 年春季和 1 9 8 6 年夏季 (洪水期 )对锦州湾的泥沙

来源
,

含沙量的分布特征
,

断面输沙和泥沙徊淤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

、

1 沿岸河流人海泥沙

为查明洪水期沿岸陆源的人海泥沙量
,

在五里河
、

连山河
、

老河的无潮河段
,

各设一条

河流泥沙观测断面 (图 1)
,

于 1 9 8 6 年 7 月 1 7一 1 8 日 (雨量 3 9
.

l m m ) 和 7 月 2 9一 3 0 日 (雨

量为 43
.

6 m m )昼夜连续观测人海泥沙量
。

1
.

1 河流含沙量分布特点 锦州湾沿岸的河流多为短小的季节性河流
,

全年径流量集

中在 7一 9 月
。

无潮河段寻常季节无水
,

仅在汛期有水流携带泥沙下泄
,

而且河流 比降大
,

河床及沿岸物质以壤土为主
。

河流水情特性主要反映为暴涨
、

暴落现象
,

洪峰流量 出现时

间与沙峰出现时间基本一致 (图 2 )
。

此次测得河流平均 含 沙 量 为 86 7m g / L
,

最 大 为

3 4 7 6
.

5 5 m g / L
,

最小为 1 3
.

3 7 m g / L
,

详见表 l 。

1 .2 河流人海输沙量 锦州湾洪水期各河流无潮河段的水流
,

属单向不稳定流
,

如把

每小时之内的流速和含沙量看作稳定流
,

这样便可按稳定流求得时输沙量
,

而各时输沙量

之和即为一次降雨期洪水所携带的沙量
。

根据在五里河
、

老河和连山河观侧资料推算 出

1 9 86 年洪水期 7 , 8 ; 9 月的输沙量 (表 2 )
。

2 锦州湾含沙 t 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为了解锦州湾泥沙运动规律
,

在湾内布设两条泥沙研究断面
,

共 6 个站位 (图 1 )
。

纵

水 锦州建港指挥部委托项 目
。

符文侠
,

男
,

出生于 1 9 3 8 年 10 月
,

副研究 员
。

收稿 日期 : 19 9 3 年 , 月 17 日
,

接 受 日期 : 19 9 3 年 10 月 8 日
。

l) 资料来源 :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保所
, 1 9 8 ,

,

锦州大 笔架山港可行性研究阶段
: 泥沙研究

、

地貌调查
、

海流观测

成果报告
。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保所
, 1 9 8 6 , 锦州大笔架山港 19 8 6 年洪水期工程泥沙研究成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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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锦州湾沿岸河流与悬沙观测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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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ilt

1 1 9 6 8年洪水期河流含沙 t统计 (m g/ L )

e ont e nt of riv e ri n1 9 86 fl o odp e r
i odi nJ i nzh ouB a y

日 期
河流

(月
·

日 )最大含沙量 最小含沙量 平均含沙量

老河

::; : :; :
1 1 2

。

4 4

1 2 8 8
.

2 0

6 5
。

7 8

1 1 7
.

9 1

6 8
。

83

6 39
。

71

自了ō夕

连山河 :;;} ;;
87

。

2 4

1 5 5
.

7 4

1 8
。

21

1 3
。

7 3

43
。

2 7

6 9
。

9 8

月了ō了门了行了

五里河
;; :::

9 2 8
。

6 6

3 47 6
。

5 5

2 9 4
.

2 8

6 0
。

9 8

45 5
.

8 4

1 0 4 4
。

2 1

门了向了,了一了

平均

: {;: ::;:
3 94

。

1 1

1 8 2 0
.

1 6

1 11
.

3 0

6 4
。

0 6

1 9 5
.

1 9

7 1 6
.

6 3

断面为航道及港区一线 ( S
: , 5 2 , 5 3 , 5 6

号站 )
,

横断面为大笔架山南侧至大酒篓连线 ( 5
3 ,

s , ,

S
;

号站 )
。

于 19 8 5年春季 ( 3一 4月 )和 1 9 8 6 年 7 月洪水期两次进行大
、 z J

\

潮连续 2 5 h

的悬沙观测
,

将获得的资料按底
、

中
、

表分层进行含沙量
、

断面输沙量等计算
。

.2 1 含沙量的一般分布特征 据 19 8 5 年春季锦州沙泥沙观测资料计算的结果 是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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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河流速
、

流量
、

含沙量曲线图 ( 7月30 日 01 一 1 7时 )

F i g
.

2 L a o h e R i v e r v e l o e i t y ,

f l u x a n d s i l t e o n t e n t ( 0 1一 1 7 0 , e l o e k
,

3 0 ,

J u l y ) i n J i n z h o u B a y

表 2 1 9 8 6 年洪水期人海沙 t 与年人海沙 t (万
`
)

T a b
.

2 s i l t d i s e h a r g e d i n t o t h e b a y o f a n n u a l ly a n d f l o o d p e r i o d i n 1 9 8 6 i n J i n z h o u B a y

河 流

流域面积 ( k m
,

)

7 , 8 , ,月入海沙量

年人海沙量

五里河

1 7 6
。

2 ,

3
。

0 2

4
。

3 1

老河

1 9 3
。

2 0

2
.

6 4

4
.

7 2

连山河

1 0 2
。

4 0

0
。

2 2

2
。

5 5

塔山河

6 ,
。

2 0

0
。

8 9

l
。

0 9

周流河

5 0
。

2 0

::

合计

5 8 7
。

2 ,

7
。

4 6

13
。

7 5

注 : 塔山河
、

周流河的含沙量根据以前资料计算的
。

均含沙量为 30 一 42 m g / L
。

大潮期平均含沙量为 33
.

7 4 m g / L
,

小潮期平均含沙量为 49
.

59

m g / L (当时东北风 6一 7 级 )
。

大潮含沙量小于小潮含沙量
,

表明大风对该湾含沙浓度的

影响十分明显
。

而 1 9 8 6年夏季 (洪水期 ) 该湾平均含沙量为 16
.

55 m g / L
,

最高含沙量为

60
.

5m g / L
,

最低含沙量为 4
.

1 9m g / L
。

涨潮最大平均含沙量大于落潮最大平均含沙量
,

其

值分别为 2 8
.

0 4m g / L 和 2 3
.

0 7 m g / L (表 3 )
。

.2 2 含沙量的平面与垂线分布 据 1 9 8 6 年洪水期的观测资料
,

含沙量平面分布趋 势

是
,

大潮期
,

涨落潮含沙量的分布均为湾内高于湾 口
,

北侧高于南侧 (图 3 ) ; 而小潮期则棺

反
,

涨落潮含沙量的分布均呈现湾口 高于湾内的趋势
。 1 9 8 , 年和 1 9 8 6年的资料均表明

,

含沙量的垂线变化
,

由底层向表层呈递减之势
,

底层大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小 (表 3 )
。

各

水层含沙浓度
,

随时间不同亦有明显差异
。

含沙量的沿程变化是
, 1 9 8 , 年春季小潮期由航

道外的 S` 站向港区 S: 站呈递增之势 ;而大潮期相反
,

含沙量由 S。

站向 S :

站呈递减之势
。

19 8 6 年夏季
,

由于受洪水之影响
,

显得有些复杂化
。

小潮期由航道最外的 S。

站向航道的

s ,

站呈递减趋势 (图 4 )
,

然后再由 s ,

站向港 口的 S : ,

5 2

站呈递增之势
,

而大潮期则相反
,

断面输沙和泥沙洞淤

湾口横断面输沙量计算 选择 5
3 ,

S , ,

s 。
测站的连线 (图 l) 作为控制锦州湾的输沙.

几J几j

横断面
。 1 9 8 5 年春季湾 口断面输沙量计算结果是

,

大潮期一个完整潮周期内涨潮时总进

沙量为 4 4 12
.

4 3t
,

落潮时总出沙量为 一 58 64
.

8 8t
,

净值为 一 l 朽 2
.

4 5t
。

而小潮期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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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8 6 年洪水期大
、

小潮期含沙量

T a b
.

3 S i l t e o n t e n t a : i
d r a t i o s f o r f l o o d a n d e b b 10 s p r i n g t i d e a n d

站站站 大 潮潮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表表表 层层 中 层层 底 层层
, 、

平 发发

含含含沙量量 涨涨 含沙量量 涨涨 含沙量量 涨涨 含沙量量 污长长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落落

涨涨涨 落落 比比 涨 落落 比比 涨 落落 比比 涨 落落 比比

SSS
--- 2 2

.

6 5 2 2
。

9 555 0
。

9 999 12
.

5 7 18
.

4 555 0
。

6 888 2 2
.

4 5 2 4
.

9333 0
。

9 000 1 9
.

2 2 2 2
。

1 111 0
。

8 777

SSS
::: 1 3

.

6 2 1 1
.

8 555 l
。

1555 14
.

2 6 11
.

9 888 1
.

1999 15
.

2 7 1 1
.

7 222 1
。

3 000 14
.

3 8 1 1
.

8 555 l
。

2 111

SSS
333 1 4

.

6 1 1 7
.

1 555 0
.

8 555 17
.

4 1 2 0
.

4 333 0
.

8 555 16
.

4 1 2 7
.

0 222 0
。

6 111 16
.

1 4 2 1
.

5 333 0
。

7 555

SSS --- 1 4
.

3 1 8
.

7 333 l
。

6 444 15
.

7 8 10
.

4 666 1
。

5 111 2 2
.

0 8 1 2
.

9 222 l
。

7 111 17
.

3 9 10
.

7000 1
。

6 333

SSS ,, 1 2
。

7 0 10
.

0 333 l
。

2 777 14
.

7 6 12
.

6 444 1
。

1 777 15
.

8 9 1 8
.

2 333 0
。

8777 14
.

4 5 13
。

6 333 l
。

0 666

SSS `̀ 1 0
。

10 7
。

8 999 l
。

2 888 1 1
.

7 3 8
.

5 444 1
。

3 777 1 1
.

峪8 1 1
.

6 000 0
。

9 999 11
.

1 0 9
.

3 444 l
。

1 999

平平均均 14
.

6 7 13
.

1000 1
。

2 000 14
.

4 2 1 3
.

7 555 1
.

1333 17
。

2 6 1 7
.

7444 l
。

0 666 l ,
.

4 5 1 4
.

8 666 l
。

1 222

图 3 1 9 8 6 年洪水期大潮期涨
、

落潮含沙量 ( m g / L )平面分布图

F 19
.

3 A r e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s i l t e o n t e n t d u r i n g f l o o d a n d e b b o f s p r i n g t i d e

i n 19 8 6 f l o o d p e r i o d i n J i n z h o u B a丫

潮涨潮时总进沙量为 2 2 3 3 1
.

1 6 t ,

落潮时总出沙量为 一 1 9 o 4 1
.

o s t
,

其净值 + 3 2 9 0一 I t 。

大
、

小潮净沙量之和为+ 1 8 37
.

6 6t
。 1 9 86 年夏季 (洪水期 )断面输沙量计算结果是

,

大潮期

一个全潮涨潮总进沙量为 7 7 2 4
.

9 7 t
,

落潮时总出沙量为一 6 06 6
.

74 t 。 其净值为十 1 6 5 8
.

23

t
,

而小潮期一个全潮涨潮总进沙量为 3 39 7
.

9 6t
,

落潮时总出沙量为一 3 2 2 9
.

8 7 t ,

其净值



1期 符文侠等 :锦州湾泥沙运动的研究 1 07

( mg /L )涨落比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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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层 中 层 底 层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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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 8 6 年夏季大
、

小潮平均含沙量 ( m g / L )沿程变化图

F 19
.

4 C h a n g e o f m e a n s i l t

n e a P t i d e

c o n t e n t i n t h e b a y d u r i n g s p r i n g t i d e a : l
d

i n 一9 8 6 f l o o d P e r i o d

为 + 168
.

0 9t
。

大
、

小潮净沙量之和为 1 8 26
.

3 2t
。

其值与 1 9 8 5 年春季全潮净沙量基本是

相近的
。

表明锦州湾在春
、

夏季是微淤的
。

如若用 1 9 8 6 年夏季大
、

小潮净沙量之和估算

本季节徊淤量
,

则算出洪水期 (夏季 )总进沙量为 8
.

2 2 万 t 。

.3 2 洪水期徊淤量 由上述可知
,

洪水季节湾内各河流人海总沙量为 7
.

46 万 t ,

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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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湾内的泥沙量为 8
.

22万 t ;故洪水季节进人湾内泥沙总量为 巧
.

8 6万 t 。

假设这些泥

沙在湾内作均匀的沉积 (断面以西湾内面积为 1 16 3
.

9x l。 , c m Z
)

,

则本季节 沉 积 量 为

0
.

14 9 /
c m

Z o

表

E s t i m a t e d

4 锦州湾泥沙回淤 t 估算

T a b
.

4
a m o u n t o f s i l t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i n J i n z五o u B a y

类 型 时 间 日乎均输沙最 (t ) 徊淤最 (万 O 备 注

十 1 92
。

83

+ 9 13
。

16

+ 5 5 2
。

9 9

l
。

7 4

8
。

2 2

1 0
。

2 3

季季夏春

寻常季节

湾内沙量外海人进

河 流 洪水期 7
。

4 6 人海沙量

! 全 年 ` 3
·

7

.3 3 年人海沙量的估算 根据锦州湾泥沙徊淤特点和现有资料状况
,

可以假设春季和

夏季大
、

小潮期全潮输沙量的平均值
,

代表寻常季节大
、

小潮期全潮输沙量
。

借此
,

可估算

出各季节徊淤量 (表 4 )
。

假设外海进人湾内的泥沙及河流输人该湾的泥沙不再向湾外流

出
,

则年人该湾泥沙总量为 33
.

89 万 t 。 如若这些泥沙在湾内作均匀分配
,

则年沉积量 为

0
.

2 9 8 9 /
。 m

Z ,

相当于每年对湾底铺上 s m m 厚的土 ( , m m /
a
)
。

S T U D Y O N S E D IM E N T M O V E M E N T I N

J I N Z H O U B A Y

F u W e n x
i a ,

L i u G u o x
i a n

( N
a r i o , a l M a r i , 。 E , , i r o n o e n z a l C o n , r e

,

D a l i a n l 一6 0 2 3 )

A B s T R A e T

T h i s p a p e r d e t a i l s r e s u l t s o f a s t u d y o n t h e s i l t s o u r e s , c o n t e n t s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s e e t i o n a l d i s e h a r g e a n d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t h e s e m i
一 e n c l o s e d a n d s h a l l o w

J i n z h o u B a y i n t h e w e s t c o a s t o f L i a o d o n g B a y d u r i n g 1 9 8 5一 1 9 8 6
.

S i l t e o n t e n t : (
a
) w a s m e a n o f 3 0一 4 2 m g / L i n s p r i馆

,

1 6
.

5 5 m g / L i n s u m m e r ;

( b ) w a s m a x i m u m o f 6 0
.

5 m g / L
,

m i n i m u m o f 4
.

1 9 m g / L : (
c
) i n s h a l l o w w a t e r w a s

g r e a t e r t h a n t h a t i n d e e p w a t e r ; ( d ) d e e r e a s e d f r o m b o t t o m t o s u r f a e e
.

I f t h e t o t a l s i l t i n p u t o f 3 3 8
.

9 k t /
a

( 1 3 7 k t /
a f r o m r i v e r s ,

2 0 1
.

9 k t
/
a f r o m t h e

o u t e r s e a
) d i s t r i b u t e d i n t h e J i n z h o u B a y o n l y

, t h e s e d i m e n t a m
o u n t w o u l d b e 0

.

2 9 8

g /
e m

,
d e p o s i t e d t o a t h i e k n e s s o f s m m

.

K
e y w o r d s

r e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J i n z
h o u B a y 5 i l t c o n t e n t S e c t i o n a l s i l t d i s e h a r g e Si l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