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不但海岸线漫长
,

而

且种类繁多
,

这对发展我国国

民经济
、

开展对外贸易
、

巩 固

国防和开发观光旅游事业
,

都

有极其重要意义
。

但由于种种

原因
,

这些岸线不断地进行着

沧桑变化
,

有的海岸淤
,

有的

海岸冲
。

所有这些现象早就引

起了有关人士和部门的注意
。

我国海岸侵蚀原因

及其对策

一
、

我国海岸侵蚀状况概述

在我国 3 2 0 0 0多公里的海岸
、

岛岸线上
,

虽有不少海岸处于淤涨或稳定状态
,

但也有

不少海岸处于侵蚀后退之中
。

除基岩海岸经

常受侵蚀后退之外
,

粉砂掀泥质海岸和砂砾

海岸在某些岸段遭到侵蚀而后退的现象更为

严重
,

而且这部分海岸的侵蚀后退
,

使我国

受到的损失也最大
。

河北省有不少岸段受到侵蚀而后退
,

其

中尤以山海关至滦河 口岸段最为 明显
。

山海

关砾石堤外侧的砂堤
,

由于受到侵蚀不断变

窄
,

有的岸段砂堤全部消失
,

只剩砾堤
,

北

戴河岸段
,

特别是疗养区的海滩不断缩窄
,

使游泳场受到了威 胁 , 滦河三角洲海岸及岸

外沙坝也由于受到侵蚀而后退
。

山东省海岸的沧桑变化也不乏其地
。

现

代黄河三角洲海岸是黄河1 8 5 5年北归后形成

的
,

其总的趋势是淤进
。

但黄河河口段是改

道频繁的河段
,

平均十年左右改道一次
,

每

次改道之后
,

原来形成的三角洲瓣的岸线就

侵蚀后退
。

神仙沟地区自1 9 7 6年河行清水沟

后
,

突出海中的岸线受到 明显略蚀
,

各等深

线变化速度相当可观
。

山东砂质海岸遭受侵

蚀的现象也很普遍
。

如三山岛岸 段 的 测 标

由于海岸侵蚀而入海中 ; 龙口地区海岸近年

来 后 退 约 有 1 00 米 , 烟台宾馆前的海滩 已

基 本 消 失
,

游泳场早已不能用了
;
岚山头

地区韩家村海岸和老虎沙大沙咀都因受到侵

蚀而后退
.

王 文 海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江苏省苏北海岸是全国闻名 的 侵 蚀 岸

段
,

不少学者对该段海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总的来说
,

苏北海岸有三段海岸侵蚀比较严

重
:

一段是拓汪至兴庄河 口岸段
,

该段以九

里七一带侵蚀最为严重
。

解放前
,

上木套村

就已入海
,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
,

沿岸土地又

蚀去 5 00 多米
。

第二段是烧香河北 口至 双 洋

河 口
,

岸线长 150 公里
,

1 8 5 5年 以后
,

本区

海岸遭强烈侵蚀
,

其中以黄河尖侵蚀速度为

最快
。

1 8 9 8一1 9 5 7 年平均后退 速 度 为 1的

米
,

1 9 5 7一1 9 7 0 年后退速度 为 8 5 米
。

其他

各地后 退速度虽 小
,

但相当可观
,

以开 山附

近为例
,

1 8 5 5年时开山已和大陆相连
,

但 自

黄河北归至今
,

开山又和大陆分离
,

中间有

宽达 7
.

5公里的海峡
,

平均每年侵蚀海 岸 63

米
。

总之
,

据估算
,

自1 8 5 5年至今在 1 50 多

公里的海岸上共蚀去土地 1 2 0 0平方公里
。

海

岸侵蚀损失之巨大
,

可见一斑
。

第三段侵蚀

岸段是东灶港至启东咀
,

岸线长74 公里
。

该

段海岸自1 9 1 6年至 1 9 6 9年5 3年间后 退 了 1
.

5

公里
。

平均每年后退20 余米
。

这后两段海岸

虽大部筑有护岸工程
,

海岸后退速度受到抑

制
,

但海岸侵蚀方式转化了
,

由侵蚀海岸变

成侵蚀海滩
。

海滩刷深速度也是很大的
,

年

均刷深约10 厘米
。

苏北除上述侵蚀岸段外
,

晾港附近海岸也受强烈侵蚀
,

其 塌 岸速 度

有时一天就达 20 一 30 米
。

其侵蚀原因下 文

分析
,

此处不赘述
.

福建省某些 由晚更新统老红砂组成的海

岸也以每年 1一 2 米的速度侵蚀后退
:



广东省如海南岛的清澜港附近岸段
,

由

于海岸的侵蚀 后退
,

已经威胁到了岸滨 的椰

林
。

三亚港以西的三亚大沙坝也因遭受侵蚀

而缩小
,

等等
。

全国基岩海岸普遍存在的海蚀平 台 (岩

滩 )
,

便是海岸侵蚀的证据
。

例如
,

山东岚

山头的海蚀平台宽达了00 米
,

文登泽库 一 带

宽近 5 00 米
,

山己姆 岛西侧平台宽 60 0 多米
,

胶州湾的平台宽度 也达 2 00 米左右
,

50 一 1 00

米宽的平台更是到处可见
。

其他各省的基岩

海岸都有类似的地貌形态
。

所有 这 些 都 说

明
,

基岩海岸 由各种外营力
,

特别是海水的

动力作用受到侵蚀后退
,

只是侵蚀后退速度

和粉砂淤泥质海岸
、

砂砾质海岸 相 较 小 得

多
。

计蚀去 12 公里左右
,

1 9 2 3年到 1 9 6 9年平均每

年后退 80 一90 米
。

目前降至每年 60 米废黄

河 口两侧侵蚀后退速度
,

当然不会这样大
,

但其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

现在的黄河口地区的海岸也存在类似 的

现象
。

由于黄河 10 年左右改道一次
,

每次改

道之后
,

被遗留下的三角洲瓣就由于泥沙来

源断绝而受侵蚀后退
。

如神仙沟海岸
,

是黄

河改道清水沟后 (1 0 7 6 ) 开始受到侵蚀的
J

(2 ) 由兴修水利工程引起的泥砂 来 源

减少而造成的海岸侵蚀

我国自解放以来
,

特别是 1 9 5 8年以来
,

修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
。

如库
、

塘
、

闸
、

坝

等
,

这些水利工程不但拦蓄了大量河水
,

而

且拦截了大鼻的泥沙
,

从而使入海泥沙大大

减少
。

这里仅 以几条河流建库前后的泥沙变

化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 1)
。

表 l 建库前后河流输沙量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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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国海岸侵蚀

原因的初步分析

1
.

河流来沙减少造成 的海岸侵蚀

河流输沙是形成海岸的最主要的物质来

源
,

河流输沙一旦减少或断绝
,

就会引起海

岸动态平衡的破坏
,

从而使海岸的堆积过程

转化为侵蚀过程
。

这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

( 1) 河流改道
,

原河 口 区泥沙来 源 断

绝
,

引起海岸浸蚀后退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沙河流
,

也是一 个

游荡不定的河流
。

它从那里入海
,

那里就形

成巨大的三角洲
.

一旦河流迁移他地
,

该处

海岸就受强烈侵蚀
。

1 1 2 8年到 1 8 5 5年 的 72 7

年间
,

黄河由苏北入海
,

由于大量泥沙的堆

积
,

使黄河口岸线向海推进90 公里左右
,

形

成一个很大的三角洲
。

而 1 8 5 5年黄河北迁山

东入渤海后
,

苏北废黄河 口地区十几亿吨的

泥沙来源断绝了
.

原来以堆积作用为主的海

岸过程
,

代之而起的是以海洋动力作用为主

的侵蚀过程
。

黄河北迁的最初几年
,

由于泥

沙突然断绝
,

海岸侵蚀后退特别强烈
。

以黄

河尖为例
,

从1 8 5 5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
,

估

库名 {建
{
}

河⋯
l

河
{

江 {博罗新丰江

1 9 5 2

19 58

19 58

1 9 59

0 8

7 3

5 9

2 8 0

厅源芝江

清汤密官冶产岭阳庄厅桥村铁辽苏官南寒河河河河河河

子定白沽

潮辽太永弥大

由上表可见
,

河流建水库后
, ,

入海泥沙

大量减少
,

最多的减少泥沙 60 肠
,

最少的减

少20 肠左右
。

这种由水利工程而减少入海泥

沙现象
,

在基岩港湾岸的短小 山溪性入海河

流中
,

表现更为突出
,

因为这些河流的水库

和塘坝
,

均在河 口附近
,

拦截入海泥沙的数

量更多
。

另据程天文等人的研究表明
:

近 10 年来

输入渤海和黄海的泥沙
,

较多年平均值要少

(见表 2 )
,

这一方面可能与枯水年 有 关
,



另一方面可能与水利工程有关
。

但不管与何

种原因有关
,

都说明进入黄
、

渤海的泥沙 有

较多的减少
。

表2 1 9 7 G一 1 9 7 9入海流量和沙量的变化

洲
入海流量 入海沙量

亿立方米 占多年的 呱 万 吨 }占多年的 肠

渤 海

黄 海

5 9 8
.

7 5 9 了0 4 5
.

4 7 } 8 0
.

3

4 8 7
.

8 3 9 7 7
.

6 2 { 6 6
。

6

由于入海泥沙减少了
,

破坏了海岸的动

态平衡
,

海洋动力相对加强
,

引起了海岸侵

蚀
。

2
.

人为因素造成的海岸侵蚀

海岸侵蚀原因
,

除上述的河流向海输沙

减少因素外
,

许多地区则是 由人为因素引起

的海岸侵蚀
,

这其 中又有三种不同情况
:

(1 ) 由不合理的海岸工程引起的 海岸

侵蚀

在有沿岸漂沙条件下
,

建筑突堤式海岸

工程建筑物
,

往往在其上游一侧形成大量泥

沙堆积
,

在下游一侧产生严重的侵蚀
。

岚山

头突堤码头引起的海岸侵蚀
,

便 是 有力证

据
.

岚山头突堤码头建于1 9 7。年
,

长70 。米
.

自其建成以来
,

其北侧形成了一个入射角砂

质堆积体
,

目前已有部分泥沙绕过堤头
,

进

入突堤南侧水域
。

突堤 南 侧 则与 北 侧 相

反
,

建堤后侵蚀加速
,

建堤后的头四年间
,

低潮线最大后退量达10 0米
,

高潮线附 近 的

海滩逐渐消失
,

剥露出大片新岩滩
。

其侵蚀

范围向海延续到5米水深以下
,

向西影 响 到

绣针河口以西
。

如前文描述那样
,

老虎沙已

被浸蚀得只离破碎
,

有的段落甚至成了离岸

的水下砂堤
,

其后面的盐田也部 分受 到 冲

刷
,

(2 ) 人工挖沙引起的海岸侵蚀

海滩砂是质地非常优 良的建筑材料
,

因

羚

此在海滩取砂做建筑材料
,

是很普遍的
。

由

于开采不合理
,

或过渡开采 (即采砂量大于

海岸沙补给量 )
,

损害了海岸动态平衡
,

引

起海岸侵蚀这种现象在 山东省尤为突 出
。

烟台市宾馆前原有一块很好的海滩做游

泳场
,

由于管理失当
,

许多单位 到 此 处 采

沙
,

再加之没有泥沙补给
,

海滩 日小
,

进而

影响到海滨公路
。

为了护岸
,

建了直墙式防

波墙
,

由于建筑形式不当
,

大浪来时形成十

jL米高的浪花
。

前进波和反射波的迭加
,

反

而加强海滩的侵蚀
,

这也可以说是建不合护

岸建筑物引起海岸侵蚀的又一例 证
。

青岛市唠山县部分农民在公路附近海滩

采沙
,

使海岸后退
,

迫使公路不断改线
。

山东省沿岸蕴藏有大量的建筑用砂
,

而

江苏
、

上海
、

天津等地则没有建筑砂料
。

因

此
,

从山东各地大量采砂
,

向以 上 各 地 运

输
,

正因如此
,

山东沿海各地采砂业特别发

达
。

有几个地方港 口几乎成了专业的建筑砂

料输出港
。

如岚山头港
、

龙 口港等
。

以龙 口

港为例
,

近几年外运黄沙量 统 计 如 下 (表

3 )
。

表3 龙口港近年输出黄沙量统计表

时间 { 19 8 0 } 19 8 1 { 19 R 2 } 1 9 8 3

输出沙量

}
8 5一”“

5 9 一万吨 }一2 3
.

减万吨 1 1 5 2
.

母万吨

从上表可见
,

黄沙输出量逐年增加
,

而

且尚不包括本地建筑用砂和其他用砂
。

若计

算在内的话
,

超过2 00 万吨
,

而据 估 算
,

该

区河流向海输沙为1 00 万吨左 右
。

显 然
,

采

砂量大大超过自然补给量
,

造成海岸侵蚀是

很 自然的
。

有些地区采砂已采到 防护林带
,

威胁了农田的安全
,

应引起有关 部 门 的 重

视
。

(3、 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引 起 的海

j节侵蚀

我国南方一些海岸的近海和潮间带生长

着珊瑚和红树林
,

它们都具有消浪作用
,

红



树林还有促淤作用
,

从而保护岸线的稳定和
一

安全
.

但近几十年米
,

由于无计划为采伐
,

使红林面积和珊瑚数量大为减少
,

破坏了护

岸的天然屏障
,

使海岸遭到侵蚀
。

以海南岛为例
,

1 9 5 6年有红 树 林 1 5 万

亩
,

而目前仅有 4
.

9 万亩
,

仅为原来的 三 分

之一
。

这就大大破坏了 自然平衡
,

引起海岸

侵蚀
。

清澜港外边从前生长许多珊瑚
,

起天然

防波堤作用
,

保护着海岸
。

由于珊瑚是一种

观赏物
,

近二十年来采集的人越来越多
,

珊

瑚大量减少了
,

天然的防波堤破坏了
,

海岸

受到侵蚀
。

八所港也有类似现象
。

造成深刻的影响
。

寒风暴 潮对海岸的侵蚀也相当强烈
.

这

种风暴潮在一个冬春总有几 次
。

以 龙 口 为

例
,

其最大增水值为1
.

54 米
,

最 大 波高 达

7
.

2米
。

在这种高水位大风浪作用 下
,

采 砂

场靠海部海滩往往被冲垮
,

海水越过滩顶进

入采砂坑
,

并在沿岸残存砂堤向陆侧形成冲

越扇
.

这种残存砂堤被大大削低
,

并 向陆侧

推移 (即海岸被侵蚀 )
。

苏北海岸主要侵蚀季也是冬季
,

已有许

多研究报导
。

4
.

构造运动引起海面相对上升使海岸后

弓
.

特殊的动力条件引起的海岸侵蚀

特殊 为水文动力条件
,

如特强的潮流系

统和风暴潮都能引起海岸的侵蚀
。

(1
’

) 强火的潮流系统引起的海岸侵蚀

前文己经炎到
,

掠港地区侵蚀强烈
,

海

岸后退迅速
,

庄至几年前修建的挡潮闸已被

冲段
,

现已进人海中
,

那么为什么这里侵蚀

这么强烈迅速呢 ? 研究表明
,

这里的潮波潮

流系统不叼
二

U池地区不一样
。

原来
,

涨潮时在

来自西
一

比太平洋的前进潮波和南黄海反时针

旋转潮波影响下
,

潮流分别从东南
、

东和东

北方向进 入该每区
,

在琼港
—

蒋家沙 一带

汇合
。

而落 :如寸
,

情形恰与此相反
,

潮流由

此辐散流出
。

T司时
,

掠 港南北两侧涨落潮流

场最强时问和传流时间基本一致
,

这样
,

就

造成了弥港一节成为江苏沿岸潮位最高
、

潮

差和潮流最大的海区
。

潮差 达 5一7 米
,

流

速3节以上
,

个别地区短时间流速 达 9 节 以

上
。

在这强大潮流作用下
,

强烈地侵蚀海岸

是不足为奇的
。

(2 ) 风暴潮引起的海岸侵蚀

风暴潮是一种灾害性 天 气—海洋现

象
。 ‘

亡对海岸波坏性也显得特别突出
。

我国

海岸面向太平洋
,

夏季的台风暴潮
,

冬季的

寒潮风暴潮
,

都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岸段

由于现代地壳下沉造成海进侵
,

使原来

陆地变汪洋
。

广东海岸就有这种事例
。

例如南澳岛宋

朝时的水井已进入海中
,

云澳村几十年前搭

台看戏的海滩也已变成汪洋
。

1 9 1 8年因地震

倒塌的桥梁
、

屋舍的残垣断壁也 已 被 海 淹

没
。

另外几个小型沉降盆地的海岸 也 在 下

沉
,

海水进侵
、

淹没良田和房屋
.

如原建在

砂堤上的沙尾村
,

现已淹没在高潮线之下
,

退潮时才能见到
。

以上事实说明
,

地壳的新构造运动
,

也

造成了海岸线的巨大变化
。

三
、

海岸侵蚀对策

我国海岸由于各种原 因
,

每年蚀去大量

国土
,

损失大量资源
,

威胁人们 的 生 命 财

产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

寻求优良的

对策
,

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
。

本文只提出几点建议
,

供有关部门参

考
。

1
.

加强海滩过程的调查研究

海滩过程是指在各种海洋动力和其他动



力作用下海滩的形成
、

发展的演化过程及其

所伴随的沉积物 (泥沙) 的输移 和 沉 积 过

程
。

海滩 (广义的包括潮滩 ) 是海岸地貌中

最重要地貌单元
,

是研 究海岸形成
、

发展和

消亡的关键所在
。

因此
,

海岸地貌学家
、

海

岸工程学家
,

无不注意研究海滩过程
。

只有

搞清了海滩的动力条件
、

泥沙来源
、

运移规

律和沉积作用
,

才能把握海滩的发育规律
,

只有把握了海滩 的发育规律
,

才能治理和管

理好海滩和海岸
。

我国海岸线是如此之长
,

海岸和海滩类

型又非常繁多
,

海岸侵蚀原因又多种多样
,

因此
,

我们又必须摸清海岸侵蚀原因
、

侵蚀

方式及动力过程
,

才能制定防护措施
,

采取

千篇一律的办法
,

显然是不能完全生效的
。

加强海滩过程和海岸浸蚀原因的研究是非常

紧迫的任务
。

2
.

加强海岸管理
,

合理开发海岸资源

海滩是国家的宝贵资源
,

开发利用是理

所 当然的
。

但我们必须看到
,

我国在海岸开

发利用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

首先是管理不

当
,

无政府的乱开发现象严重
,

使海岸资源

受到严重损失
。

其次
,

对海岸的功能没有认

真研究
。

因此在开发利用上本末倒置
,

如有

的砂质海岸本来是旅游度假理想场
,

却把海

滩砂大量开采外运
,

破坏了 自然景观
,

这说

明加强调查研究和统筹规划管理是非常重要

的
。

海岸开发利用规划应具有法律性质
,

定

下来之后不得随意改动
,

当然在规划时应统

筹安排
,

合理布局
,

使各行各业都能各得其

所
,

但绝不许破坏海岸自然景观
,

同时制定

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法律来保证规划的执行和

海岸的安全
。

我国在护岸工程方面
,

也做了许多研究

和尝试
,

在江苏和浙江的护岸中分别采用过

土堤
、

土堤干砌块石护岸
、

土堤 水 泥 板 护

岸
、

丁坝离岸顺坝
、

网坝等护岸建筑物
,

这

些不同形式的建筑物
,

对保护海岸都起 了不

同程度的作用
。

有的效果颇为 良好
。

因此
,

应进行这方面的总结和深入研究
。

有的护岸

建筑物由于结构形式不合理
,

不但没有产生

护岸效果
,

反而对海滩起着更大 的 破 坏 作

用
,

这是应 当引起注意的
。

海岸工程学家
、

地貌学家应紧急配合
,

研究我国海岸特点和

适合我国护岸形式
。

我国有些海岸是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而引起海岸侵蚀后退的
,

因此
,

这部分海岸

应采取恢复生态平衡的办法进行护岸
。

如红

树林海岸区
,

禁止乱砍乱伐
,

代之而起的应

是种植红树
,

当红树生长到一定程度 之后
,

应有计划地更新
。

珊瑚海岸应禁止采集珊瑚
,

使其逐渐恢

复生态平衡
,

发挥其海岸卫 士的作用
。

3
.

采取适 当的工程和生物措施护岸

用工程方法进行护岸
,

是世界各海洋国

家比较普遍采用的方法
。

而采取何种护岸形

式
,

则是争先研究的课题
。

丢3

4
.

增加海岸泥砂来源

我国许多海岸是因河流泥砂减少或人工

采砂过多造成的
,

因此
,

解决水 砂 平 衡 间

题
,

也是保护海岸工作的重要间题
。

当然要

把黄河这些的河流重新迁到苏北
,

解决其泥

砂问题
,

牵涉面大大
,

是不易办到 的
。

但解

决入海河流短小的砂砾质海岸的泥砂问题是

有可能办到的
.

即在丰水年的洪水季节
,

沿

岸各河流的水库
、

塘坝多放些水
,

是可 以增

加一些沿岸来砂的
,

从而缓和一下海岸的侵

蚀过程
。

另外
,

造人工海滩也是一种护岸办法
。

这种办法不可能大面进行
,

只能在范围较小

的游泳场或旅游观光公园的海岸上进行
。

造

人工海滩时
,

要充分研究沿岸的水文动力条

件
、

泥砂特征
、

地貌发育特点以及投放砂的

粒径以及投放方式等
,

以便使人工海滩取得

较好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