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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海岸带研究现状及展望 

邓晓玫，宋书巧 
(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 530000) 

摘 要：海岸带生态系统具有复合性、边缘性和活跃性的特征，加上其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以及重要的经济地位，成为海洋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广西海岸带动力地貌过 

程及特征、河口三角洲沉积及沉积物、海湾潮流运动及广西海岸带地区人地关系等方面，总 

结了广西海岸带地区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了广西海岸带地区今后研究的重点，指出：在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广西海岸带；动力地貌；沉积物；海岸带评价 

海岸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的地带，是 

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结合部，是河 

流、风沙和生物作用等陆地上的营力和波浪、 

潮汐作用等海洋营力共同作用的一个极度敏感 

的和过渡性的地带。 

海岸的组成部分包括：海岸(紧邻海滨，在 

海滨向陆一侧)、海滨、内滨和近岸带。中国在 

进行海岸带调 查时 ，规 定调查 范 围为：由海岸 

线向陆延伸 10 km左右，向海至水深1O～15 m 

等深线处；在河 口地区，向陆延伸至潮区界， 

向海延至浑水线或淡水舌。海岸作为海洋和陆 

地多个生态系统交错的地带，具有以下的特征： 

① 海岸地貌从形态、成因、物质组成、合法与 

演变阶段 (年龄)考虑 ，我 国 的海岸 共划分 为 

五大类 ，即基 岩海岸 、砂 砾质海岸 、淤泥质海 

岸、珊瑚礁海岸和红树林海岸口]。② 海岸带有 

着丰富多样的资源，主要包括滩涂资源、油气 

资源、水产资源、矿产资源、港口资源、旅游 

资源以及区位资源等。③ 由于海陆物理性质的 

不同，该地区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季风气候。 

④ 受人海河流上游地区地形、土壤、植被的影 

响，在河口近岸海域形成了河 口湾、溺湖和三 

角洲 。 

沿海地区还是人 口最为集中、人类活动最 

为频繁的地区。随着近年广西沿海地区经济、 

人 口的快速增 长及开发利用程 度的加大 ，广西 

的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矛盾 日益凸显。如何利用 

和保护现有的海岸带资源，对发挥广西北部湾 

地区的区域经济优势 、海岸 带生态功能 和促进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l 广西海岸带概况及特点 

广西大陆海岸东起广东、广西交界的洗米河 

口，西至中越交界的北仑河 口，全长 1 595 km， 

沿海岛屿 697个，岛屿岸线 461 km，属南亚热带 

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在 19℃～23。C之间。广西 

近海滩涂面积约为1 005 k 。独流人海水系流域 

总面积 24 1II km2，占全区土地面积 10．2 9／6。多 

年平均径流深 1 086 mm，多年平均径流量 262亿 

m3，占全 区径流总量的 13．9％。流域 面积在 

50 km2以上的河流有 123条 ，主要有南流江、钦 

江、防城河 、北 仑河 、大 风江 、茅 岭 江和 九洲 

江等。 

广西海岸带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 ：① 广西海 

岸带的主要类型为基岩海岸、砂砾质海岸、红 

树林海岸及珊瑚礁海岸。该区基岩海岸主要由 

片麻岩、片岩和变粒岩等各种不同山岩组成。 

根据 2008年 《北部湾 (广西)经济区海岸带野 

外调查纪实》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基岩海岸主要 

分布在晚三叠世及早侏罗世沉积地层及中新生 

代辉长岩、橄榄岩和玄武岩等基性、超基性岩 

处[2]。防城大港和北海银滩等地则为广西典型 

的砂砾质海岸，沿岸发育沙堤、沙坝、沙嘴。 

广西红树林海岸主要分布于山口红树林 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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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党江红树林 自然保 护区和茅尾海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等。珊瑚礁海岸主要分布于涠洲岛。 

② 广西滨海湿地、河 口湿地以其独特的生境， 

是濒危生物保存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在跨国鸟 

类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口]。因红树林生长在亚 

热带和温带地区，是物种最多样化 的生态 系统 

之一，仅在广西山口红树林区就有 111种大型 

底栖动物，104种鸟类、133种昆虫。③ 涠洲岛 

是中国海区珊瑚礁分布的北缘，研究涸洲岛地 

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对恢复和保护广西 

的珊瑚礁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L4]。④ 广西沿海 

地区已成为广西乃至整个东南亚经济发展最为 

活跃的地区，这一地区正在并相继建设炼油、 

天然气、林浆纸和核电海洋化工等一系列项 目， 

对海岸带开发程度的提高必将影响这一地区的 

环境承载力，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保护脆弱的 

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将是近段时间该地区面 

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2 广西海岸带研究现状 

2．1 广西海岸带动力地貌过程及特征 

海岸地貌的形成过程，是在波浪、潮汐、 

海流和风等动力因素作用下的演变过程。这些 

动力因素是作用于海岸的作用变量，能引起海 

岸地貌和海岸 沉积 物 的变化 ，称 为反 应变 量。 

海岸动力地貌既要研究这些变量的本身，同时 

也要分析这些变量对动力因素的反馈作用I5]。 

除了这些 自然的因素，人为的活动还是影响海 

岸地貌过程非常重要的非 自然因素。分析和研 

究海岸带的地貌特征、地层、古生物以及 C̈年 

龄，是认识该地区地貌发育与演变过程的重要 

手段。广西海岸带动力地貌的研究多集中在河 

口三角洲地 区、珊瑚礁 地貌成 因的研究上 。林 

宝荣和莫永杰[6 分别通过研究北部湾北岸防城 

湾地区河口的地层以及防城港内湾区和外湾区 

钻孔资料认为，两次海侵和海退的交替发生形 

成了该地区的两期三角洲，而防城港湾现在的 

岸线形态，是经历了第四纪海陆变迁之后，直 

到距今 6 000年左右时期才逐步形成的l_6-7]。高 

振会和黎广钊l8]分析了北仑河 口各种动力地貌 

特征，钻孑L沉积层序及其沉积环境变化特点， 

结合Hc年龄测定数据和微体古生物分析结果， 

认为北仑河 口的地区各种动力地貌形成和演变 

过程大体为风化剥蚀一形成古河道一海平面上 

升一海水侵入古河道一形成河口湾一全新世中 

晚期河口湾被充填一形成湾内沙坝一形成海积 

平原、滨海沙堤、河口沙坝、潮流沙脊、潮流 

沟槽一 现今 北仑 河 口区地貌态势 。北海铁 山港 

的水下动力地貌特征为潮流沙脊与深槽相间排 

列，邓朝亮_g]认为，在铁山港水下槽、脊相间 

的地貌形态中，定向往复潮流的冲刷形成了潮 

流冲刷槽，而0．7 m／s的涨潮流速、0．93m／s的 

落潮流速也是潮流沙脊的主要营力。在纵轴横 

向环流的作用下，逐渐形成深槽和沙脊相间排 

列的地貌形态lL1。]。涠洲岛是中国最大也是地质 

年代最新的火山岛，是中更新世到全新世中期 

地壳运动、岩浆运动的结果，加上受季风控制， 

潮汐作用较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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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广西海岸带河口三角洲沉积及沉积物的 

研究 

影响沉积物类型分布 的因素 比较 多，诸 如 

水动力条件、物源、成因、地貌环境和海平面 

变化等口 。一般来说，水动力条件越强，沉积 

物粒度越粗，水动力条件越弱，沉积物粒度越 

， 细。梁文和黎广钊等l_1 分析了南流江水下三角 

洲沉积物类型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发现该地区 

近似南北向排列的沉积物粒级分区与该地的南 

北向往复流相同，且海流沿岸线转向的地区两 

条带状沉积物粒级分布，与海流转向方向一致。 

1984--1986年 ，广西进行 了海岸带 和海涂 资源 

综合调查，其中对广西红树林海岸类型、沉积 

特征等开展过研究工作，发现广西红树林多为 

软底 型红树林 ，沉积 物 以粉砂 质黏土、砂一粉 

砂质黏土为主 ，主要分布于溺谷 湾及三角洲海 

岸的潮间带上部 。红树林滩涂是高腐殖质的 

还原环境，腐殖质具有较强的吸附重金属的能 

力，何斌源等[1 于 1994年测定了广西英罗港红 

树林区沼泽沉积物和大型底栖动物中重金属铜、 

铅、锌和镉的含量，发现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比 

潮沟的高；英罗港红树林区部分沉积物已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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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和铅的污染。 

2．3 海湾潮流的研究 

潮流是 近岸浅水海域 的基本流动 ，通过对 

潮流的研究可以计算海水运动以及人海污染物 

随潮输移及扩散的路线。广西海岸线中分布有 

大小海 湾 2O多个 ，在 这些 海 湾 内，岛 屿、沙 

洲、岸礁密布，河流、浅滩、水道交错，构成 

了各 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单元，潮流特征十分明 

显n 。梁 文 和 黎 广 钊[1 依 据 美 国 陆 地 卫 星 

(Landsat)所接 收的 MSS、TM 资料 ，得到钦 

州湾海 区表层悬沙分 布的解译 图，分析钦州 湾 

及湾外海区水流流场特征、悬沙分布及输移扩 

散特征。鲍献文和陈波等通过建立钦州湾三维 

潮流数值模型来重现计算钦州湾的潮位和潮流 

变化状况。模 拟结 果与同步进行 的岸边潮位 及 

海上潮流的观测值校验，模拟计算结果真实地 

反映钦州湾的潮位变化和潮流运动状况。 

2．4 人地关系的研究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立和发展，这一 

地区的资源开发与海岸带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正逐渐的凸显出来，如何协调这种关系，使之 

达到一种平衡 的状态 已经成为海岸带人地 关系 

研究的重点。何碧娟L1 以北海银滩海岸为例， 

研究了该地区人类活动和海岸景观格局变化的 

关系，并就人类活动与该地区海滩旅游资源的 

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还对铁山港石 

头埠至老鸦以北海域、营盘至三合以北海域的 

化学需氧量 (COD)环境容量进行估算，得出 

这两个地区的化学需氧量 (COD)环境容量极 

限 ，认为在这个 水交换能 力较差 ，不利 于污染 

物的迁移扩散的地区，正确的选择工业排污口 

是水域保持 良好水质关键口 。范航清和黎广钊 

等 。。研究了海 堤对广西沿海 红树林 的数量、群 

落特征和恢复的影响，认为海堤的修建阻截了 

红树林滩涂的 自然海岸地貌，不少濒危物种因 

为海底的修建而消失，红树林种群的单一化， 

为此提出了保护红树林种子库、组织红树林海 

堤生态养护研究和探索生态减灾持续发展的模 

式等一系列建议。 

3 广西海岸带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广西海岸带研究的成果比较丰 

富，但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相 比还是有一定的差 

距，结合已获批准实施的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发展规划》，笔者认为广西海岸带未来研究的重 

点如下。 

3．1 人地关系 

《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规划》对促进人口集 

聚、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出了新要求。提出总人 

口目标由 2005年的 1 230万人增加到 2020年 的 

1 900万人 。2010年和 2020年 的城镇化 目标分 

别达到 45 9／6和 60 ；2020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占广西的比重 

提高到 45 左右；建成钦州港工业区、企沙工 

业区和铁山港工业区等 3个临海重化工业集中 

区，主要 发 展 石 化 、能 源、重 型机 械 、化 工 、 

制造机海洋产业及其配套关 联产业 。人 口的增 

加为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 很好 的基础 ，而海 

岸带受到人类 的影 响也非 常大 ，建设 用地 的增 

加、工业的发展、耕地的减少、海岸带红树林 

被速生桉树林代替保护和开发的矛盾已逐渐凸 

显 ，如过人地关 系得 不到很好 的调节 ，必然会 

导致海岸带生态环境的恶化 、河 口湿地 的消失 。 

研究不 同时间尺度上人类 活动对海岸带 的干 扰 

或影响以及海岸带景观格局的变化对人类生存 

环境的影响等。 

3．2 恢复红树林和珊瑚礁等滨海生态系统 

红树林湿地 和涸洲岛珊瑚礁 生态系统 的恢 

复是广西海岸 带研究的热点 ，对 于红树林生 态 

系统的恢复范航清和何斌源[2 以北仑河口红树 

林地区为例说明了作为中越的界河，北仑河 口 

红树林的恢复对当地海岸生态安全建设的重要 

性 。涠洲岛是 中国海 区珊瑚 礁分布 的北缘 ，具 

有特殊的研究价值。今后应加强红树林湿地和 

珊瑚礁生境恢 复技术研究 ，包括基 底恢复 、水 

文状况恢复、土壤恢复以及植被恢复等。 

3．3 海岸带综合信息系统的建立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广西进行了多项关 

于广西海岸带的研究，包括 1983—1986年的 

“广西海岸带地貌 与第 四纪地质调查研究”、 

1989—1991年的 “广西沿海港湾环境综合调查 

研究”、2001年的广西海洋局对珊瑚属种进行了 

初步调查和采样以及国家 “908”计划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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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都有利于建立海岸带综合信息系统。 

海岸带信息综合信息系统应包括基础数据 

库和基于不同需求的应用平台。基础数据库包 

括海岸带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数据库、海岸地区 

动态影像 数据库、河 口和海岸地 区水温地质数 

据库、植被和土壤数据库等，用以建立海岸带 

发育与形成机制、海岸带景观格局与演变、生 

物多样性 和人地关 系等评 价系统 ，为海 岸带经 

济发展、资源配置、红树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 

的保护、农业活动及灾害应急管理等提供各种 

信息和动态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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