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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五号桩海区泥沙

冲淤变化的初步研究

吴世迎 申宪忠 减启运 张省年 李培英 仲德林 黄易畅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黄河三角洲五号桩海区位于山东半岛北 如果上述算是流路分汉后发育的第一阶

部现代黄河水下三角洲部分
,

为 1 9 下2一 1 9 7 6 段
,

自1 9 7 6年 5月黄河改道清水沟入海 后 至

年黄河 自神仙沟
、

刁 口河行水入海的区段
, 1 9 84 年6月可谓第二阶段

。

在此阶 段
,

整 个

其位置在现代黄河入海 口西北约 40 k m 处
,

刁 口河流路物源断绝
,

水下三角洲的广大海

距东营市约 1 0 0 k m
。

该段岸线向海突 出
,

0一 区在波浪和海流的作用下产生一 系 列 的 变

15 m 等深线距密集
,

坡降较邻近区段最 大
,

化
。

首先是入海河 口大咀迅速削平
,

海岸线

是目前黄河三角洲遭受强烈冲刷 后 退 的 区 急剧调整
,

泥沙侧向和横向运移都很强烈
,

段
。

这种状态与东南部的现代黄河入海 口处 岸滩冲蚀后退速度很快
,

滩面标高降低
,

滩

的迅 速向海淤进
,

及西部的黄河故道 以西套 面宽度增加
,

总体比降减少
,

随后逐渐使海

儿河口附近趋于平衡 的特点
,

形成鲜明的对 岸线调整取直
,

新的岸滩和水下岸坡应运而

照
。

本文以 1 9 86 一 1 9 87 年实测资料 为主
,

结 生
。

合近几年的一些新的变化进行论述
。 ’

1 9 8、年 8月以后为第三阶段
,

由于 刁 口

河大咀的调整削平
,

迫使 研究区附近岸段演
一

、
、

主要研究区泥沙运移的历史背景 化成 为新生外突弧 形岸线
。

座落于此新生外

黄河刁 口河流路为 1 9 6咤一 1 9了6 年行水期 突弧形顶端的主要研究区
,

在东北强风强浪

河道
,

其中 1 9 6 8一 1 9 7夺年河 口大角度向东偏 和西北一东南 向往复潮流的作用下
,

岸滩和

移
,

走右路北北东向入海
。

其中1 9 7 2年 8 月 水下岸坡继续遭受强烈冲蚀 后 退
。

可 以 设

至 1 9议年10 月河流再度分汉自神仙沟入海
,

想
,

一旦外突部位基本蚀掉
,

岸线顺直
,

冲

年径流量为刁 口流路的最低值
,

皆为 200 余 蚀后退形式即将结束
,

岸线调整和水下岸坡

亿 m
“ ,

仅达平均年径流量 的一半
。

输沙 总 剖 面塑造就将进入新的发育阶段
。

量也少
,

三年之和仅有 2 1亿吨
,

估计造陆约 目前
,

五号桩研究区
,

已从全面强烈蚀

7 0k m
2 。

在此之前
,

黄河神仙沟流路已使三 退阶段逐渐步入平衡剖面发育阶段
。

由于环

角洲向海淤进了 1 5
.

85 k m
,

造陆达41 2 k m
’ ,

境条件上的差异
,

在不同地段伴随着平衡剖

成为后来刁口 流路东入神仙沟口 海岸发育的 面塑造过程而产生的不同发育阶段
。

如强冲

基础 〔 ’ 〕。 蚀
、

上冲下淤的中等冲蚀
,

弱冲弱淤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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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面稳定区段的形成
,

以及进而转化为弱淤

积阶段
,

成了冲淤区划的依据
。

这种状况在

研究 区中都有一定的反映
。

2
.

潮型
、

潮流和乐流

根据潮汐性质 比值
l了K

l
+ H O

r

rlM Z > 4 为

二
、

岸滩及水下岸坡冲淤变化的动力因

素和物质基础

影响研究 区岸滩和水下岸坡冲淤变化的

动力因素
,

在黄河改道清水沟后
,

河流动力

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

当前起快定作尺的动力

因素是监测 区面临的海洋动力因素方面
。

与

泥沙运移和滩面塑造关系 最密切的又属波浪

和海流 ( 潮流
,

余流及沿岸流 )
。

1
.

波浪

波浪为本区最强大 的海洋动 力 因 素 之

一
,

波浪作用直接参入岸滩和水下岸坡剖面

的塑造过程
。

本区波浪以风浪为主
,

且有明显的季节

变化
,

根据本区 1 9 86 年4
、

7
、

11 月三个代表

月份的实测资料统 计
¹ ,

较大尺度的波 浪 强

浪向为东北向
,

和强风向一致
。

春季东北向

浪和秋季东向浪出现频率最高
,

夏季东南向

浪频率最高
。

根据研究区地理位置特点
,

影

响强度最大的应属春季的东北向浪
,

秋季的

东向浪次之
,

夏季 的东南向浪最弱
,

恰好印

证了研究 区岸滩和水下岸坡春季强烈蚀退
,

夏季弱蚀退 的特点
。

在波浪作用下
,

测区泥

沙被掀动并做横 向运动
,

形成了不同岸段内

部差异较大 的海岸塑造剖面
。

以黄河海港小港区为例
,

从 统 计 学 推

算
,

小港 区波浪破碎 带 位于 2一4 m 水深 附

近
, 4一s m 水深处 也是岸坡坡折线所在 处

,

一般表 现4m 以浅冲蚀后退显著
, 4m 以 深 逐

渐淤积
,

其结果导致岸坡音」面坡度的变缓
。

由此可见
,

波浪是研究 区泥沙横向运移并参

入海岸音J面塑造过程中 最 主 要 的 动 力 因

素
。

正规日潮性质的定义
,

本区多次推算其比值

都在4
.

3 8一5
.

25之间
,

由此
,

研究区在潮汐

类型上属正规 日潮区
。

潮汐的变化为潮间浅滩的塑造提供了作

用
。

一

该区虽然在无潮区附近
,

潮差较小
,

但

由于 滩面坡度平缓
,

其影 响范围 也 相 当 广

泛
。

另外
,

大风 引起的程度不一的岸 区增减

水和风暴潮
,

对岸滩的塑造和小港区的水位

变化影响巨大
,

是一种不可轻视的灾害性变

化的重要动力因素
。

本区位于M Z
分潮的无潮点附 近

,

潮 流

流速很大
。

潮流性质属正规半 日潮
。

潮流基

本呈平行海岸作往复流流动
。

强流区出现在

小港区引堤外侧10 一1 5 1二水深处
。

其表层流

速 最大可达 13淫。m / S ,

平均大潮流 速 为 100
Cm / s ,

底层流 速最大 也达 8 0一 9 0 e m / s。

本区潮流的不对 称性较为明显
,

多数海

域涨潮流时大于 落潮流时
,

而 落潮流 速大于

涨潮流速
。

落潮流向西北
,

涨潮流向东南
。

该区余流较强
,

且季节变化明显
,

表层

流速均值4一 5 。m / s ,

流向变化较为紊乱
。

在

引堤主抽线 10 一 1 5 m 水深区
,

余流 最大值可

达 31 e m / s 。

这样的潮流和余流的综合作用
,

对携带

泥沙沿岸坡纵向运移以及泥沙分选和物质重

新再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由于潮流和

余流的主流方 向性质
,

为本区泥沙向北和向

外 海运移
、

或少量物质向岸运移
,

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基础
。

潮流和余流是本区泥沙纵向

运移和冲淤变化的最重要的海洋动力因素
。

3
.

物质基础

研究区水动力作用下 的沉积物质皆为粉

¹ 胜利油田港建指挥部
、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黄河海港泥沙冲淤问题的监测和研究报告

, 19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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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及粘土质粉砂为主
,

除表现出有所粗化的

特点外
,

主要粒径组成与黄河输 沙 基 本一

致
。

根据森博格 ( Su n b or g ) 的起动流速 图

可知
,

即使在粒径 。
.

05 一。
.

sm m 的粉砂一 中

砂不论是 压密或是松散的状态
,

都是容易起

动的
,

当流速在 20 一 50 c m / s
时

,

粉 砂一 中砂

就可迅速起动
「 ’ 〕。 由此看来

,

研究区 在 波

浪和海流的共同作用下
,

以粉砂
、

粘土质粉

砂为主的海底沉积 物将容易起动
,

并在水流

作用下重新再分配
。

通过上述三方 面的分析
,

使我们明确了

左右研究区冲淤变化的动力基础
,

以及岸滩

冲淤物质 的必然去向和归宿
。

三
、

泥沙运移和海岸塑造特征

由上所述
,

研究区在黄河尾间改道 自清

水沟入海后
,

由于物源供给断绝
,

15 年来在

海洋动力的作用下以逐渐减弱的速度不断向

岸侵蚀后退
。

侵蚀后退是本区海岸塑造发育

的基调
,

代表了黄河三角洲在尾 JBJ 摆动后
,

岸滩和水下岸坡的一个重要发育阶段
。

弄清

这个阶段中泥沙运移所导致的海 岸 塑 造 特

征
,

对于认识黄河三角洲演化规律
,

合理适

时地开发利用三角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现在我们把资料的着眼点扩大到水深地形变

化
、

悬沙底沙运移及海岸&lJ 面对 比等项 目
,

以求得更加深刻 的认识
。

1
.

泥沙运 移

( l ) 泥 沙运移形式 资料表 明
,

研 究

区的泥沙物质
,

在岸滩地段主要以推移质形

式被搬运
,

并仅以部分悬移质形式参入
; 在

水下岸坡上部浅水区以推移
、

悬移质并存 形

式运移
。

随着水深的加大
,

在岸坡的下部逐

渐转化为以悬移质形式为主
。

关于泥水混合物
,

是研究区表层沉积物

之上沉淀的一层 流动一半流动物质
,

其厚度

多在s c。左右
,

粒度组成为粉砂一粘土质 粉

砂
,

是主要研究区东南部水下岸坡存在的一

种 泥沙流动现象
。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当地的

物质组成偏细及强大水动力条件 有 直 接 关

系
。

它们相辅相成
,

时强时弱
,

对泥沙 的横

向和纵向运移都有一定影响
。

( 2 ) 泥沙运移方向 在岸滩 地 段
,

通

过在中潮滩放置沉沙盘和投放示踪砂以及测

量沉积物磁化率各向异性来确定泥沙运移的

实际方向
。

在北区除有夏季向南南东运移的

分支外
,

其他季节皆为北西和北北西向
,

反

映 了小 港区引堤左侧广大潮间浅滩地区冲蚀

下来的物质
,

主要向外海运移且 又 远离 港

区
,

而 南南东向运移泥沙在夏季参入了北区

中潮滩上部局部滩面的薄层淤积 过程
。

小港

区中潮滩沉沙盘资料所反映的推移质物质运

移方向均呈北东向
; 1 0月份

,

在3
,

sm 水 深

显示了北西和南西运移方向
,

说明小港区泥

沙仍以北向外海运移为主
。

但由于人工设施

的影响
,

特别是码头引堤工程 ( 已 达 3
.

5m

以深水域 )和引堤外海5
.

7 m 水深处 原 沉 放

的几条大型沉船的人工岛效应
,

都为小港区

的泥沙向南西方向运移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水下岸坡
,

悬沙多为细粉砂和粘土
,

能随波逐流
,

在风波和流的作用下参加海区

的物质再分配
。

由于研究区位于 无 潮 区 附

近
,

西北一东南向的往复流潮流性质和各季

节强浪 向的风海流特点
,

使之悬沙运移在各

季节表现不一
。

在春季
,

主要是北向输沙趋

势
; 夏季也以北向输沙为主

,

但量值很小 ;

秋季则以北东
、

南东为主
。

由此可见
,

监测

区全年以北西和外海输沙为主的趋势十分明

显
,

但局部海域在春夏季节向岸向港区方向

输沙造成港区的少量淤积 也是不可忽视的
。

研究区泥沙运动系北部黄河故道运动体

系的延伸
,

其悬沙含 量主要受控于风浪因素

的季节变化
。

以往的研究结果也表 明
,

黄河

入海泥沙北向运移不达神仙沟
,

我们将其综

合于图 1
。

1 9 8 5年侍茂崇曾根据水文资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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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代黄河与五号桩海区之 间存在一个淡水

一海水峰 面
,

致使黄河泥沙影响不及五号桩

以北海区
〔 ’〕。

期
.

2 0
‘

“
、

; 多
\

吟嵘灯丫
-

勺 忿

‘厂
几

一

依
男

图例

、
潮流

Z 余流

飞曳
曰婴线或歹

夕农

】介 输沙方向

37 020
’

} 子畔
一九

、

l 小 牌 洲 厂
l 、七匕

产 羊角 沟

图 1 黄河口附近海区泥沙运移形势图

卫片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

黄河入

海泥沙在涨潮流作用下呈向南偏转改向北偏

东及沿岸向西北方向运移扩散
,

在落潮流作

用下呈北东东方向运移
,

然后分成南
、

东
、

北

三个方向慢慢扩散
,

而北向扩散的一支随后

转 向正东消失于外海
〔 ‘ 〕。

向南运移的入海悬沙分 支
,

含 沙 量 较

高
。

在距 口 门 2 0 一 z s k m 处
,

产生直 径 3一 4

k m 的涡旋
,

而 后改变输运方向
,

转向东 北

方向运移扩散
。

出现涡旋的地点与范围较大

的
“

南烂泥
”

位置基本吻合
。

由上可见
,

主要研究区由于岸区现已基

本无河流入海
,

除风沙的少量补给外
,

大量

泥沙的补给源业已断绝
。

泥沙的主要运移应

是 当地底质沉积物的再悬浮
、

再搬运
,

物质

的重新再分配造成引堤左侧北区海底发 生强

烈侵蚀和岸滩不断后退
,

引堤右侧 以南区则

由强烈侵蚀逐渐转变成弱冲弱淤
,

这与悬沙

分布和岸滩剖面塑造图式有着良好 的 一 致

性
。

2
.

主要研究区海岸剖面塑造的一般特征

和冲淤区划

作为黄河尾间改道后第三阶段强烈蚀退

的中期发育阶段来说
,

岸滩仍体现了以冲蚀

后退为基调的塑造特点
。

根据所处部位 的不

同
,

各区段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

为了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

我们结合岸

滩地貌和海上地质工作对新近 1/ 2
.

5万 的 水

深地形图进行分析和讨论
。

讨论 区域的西界

至桩 10 1 ,

即主要研究区的西缘
,

经小 港 区

至南界桩 1 2 ,

曲折岸线长度约 25 k m
,

主 要

研究区内原设定了 7条 剖 面 ( I一 VIII )
,

加

西界桩 1 01 的。剖面共 8条剖面
。

从岸线 地 形

剖 面形态看
,

自西北向东南岸坡剂面坡度由

前缘逐渐减缓到平直
,

基本特 征 见 ( 图 2 )

和表 1
。

根据潮间浅滩地貌和水下地 形 测 量 工

作
,

小港区左侧 (即北部强冲 蚀 区 )
,
氏

I
、

I
、

l 剖面所在海域
,

岸滩和水下岸坡

表 现了持续不断地冲蚀后退
,

并 以一级至多

级陡坎交替
、

层层剥离的形式由低潮滩向高

潮滩节节逼近
。

据测量表 明
,

目前岸滩以数

十米甚至数百米的后退速度 向 岸蚀 退
。

但

是
,

由于近几年防潮堤的修筑
,

其后退速度

已在一定范围受到遏制
。

小港区也主要表现为程度较强的冲蚀后

退
,

除夏季有所淤积外
,

全年其他季节都以

1一 2级冲蚀陡坎向岸蚀退
,

水下岸坡塑造过

程中也表现了显著的季节变化
。

从水深地形

测量剖面对比看
, 1 9 8 5年 6 月至 2 0 5 6年 4月

,

主要表现 了较强的冲蚀
。

但从C一H 剖 面 表

现的上冲下淤现象
,

即在水深 2
.

5一 4
.

2m 以

上为冲蚀
,

以下则为淤积 的状况
,

代表着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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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表 1

岸滩及水下岸坡地形剖面形态图

主要研究区水下岸坡地形剖面特征

区 段 坡度比降 与租剖面重合时需

前推或后移的k m 数

岸坡由冲

转淤水深

尾部重合

段落水深

( m ) ( m )

剖面号

0
。

0 0 1 3 8 前推 1
.

7 1 0

强 冲蚀区
0

.

0 0 1 2 9 前推 2
.

8 1 0

0
。

00 1 5 4 前推 3
.

石 12

0
.

0 0 12 5 前推 2
。

了 1O

小港区
上转点5

.

5

下转点 1 2
.

5

南区

IIIII

IIIII

IIIII

丁丁丁

班班班

祖祖祖

0
.

0 0 1 0 5 前推 1
.

。

0
‘

0 0 1 0 了 而推 t
.

5
上转点 6

.

5

下转点 11

中强冲蚀区

平衡稳定 区 0
.

0 0 1 / /

略淤区 0
。

0 0 0 9 5 后移 1
.

4
上转点 5

下转点 12

111555

111 666

111555

111 5
。

555

111 555

面塑造中的一种物质运移趋势
,

这种由岸 向

海的运移趋势加快了剖面坡度由陡变缓 的速

度
。

1 9 86 年4 月至同年 10 月
,

小港区从 岸 滩

到水下岸坡主要表现出淤积或稳定
,

冲蚀段

很少
。

1 9 8 6年 10 月至 1 9 8 7年4 月在主要 剖 面

上皆表现为冲蚀
,

体现了
“

冬半年
”

的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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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特点
,

比 1 9 85年6月至 1 9 8 6年 4月所经历

的冲蚀过程显著
。

在平面图上
,

经过
“

冬半

年
”

时间
,

码头引堤头加深了 约 0
.

挂m
。

另

外
,

此间小港区 3 一 sm 等深线已 向岸推进 了

1 50 一 4 00 m
,

体现 了岸滩和水下岸坡总体冲

蚀后退的形势
。

小港区右侧 (即南区 )砚剖面附近
,

以冲

蚀带的冲蚀陡坎向岸层层剥离的形式
,

即使

趋于缓慢
,

也仍表 现了很大的能动性
。

产 生

的冲蚀陡坎 仍 可 达 10 一 15 c m 高
,

观 测 证

实
, 2 9 56年4 ~ 1 0 月已向岸后退约 3 0 0 m

。

姐剖面附近冲蚀类型已不发育
,

中潮滩

和低潮滩基本体现了冲淤平衡的动态稳定状

态
。

VII 剖面可视为平衡剖面
,

并可与其他剖

面对 比
。

姐剖面以南到桩 1 2 附近海区滩面
,

已表

现了弱淤形势
。

表层沉积物中出现颜色深浅

不一的季节泥层
,

特别是夏季
,

此处海草繁

盛
,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淤积作用
。

上述分析
,

本主要研究区的冲淤区划的

基本面貌已经 明朗
。

从西北 向东南可依次分

为
: a

.

小港区左侧强冲蚀区
, b

.

小港区及南

侧附近的中强冲蚀区 ; c
.

平衡稳定区
; d

.

略

淤区四个区段
。

3
.

水下岸坡冲淤转换基点水深的推断

由表 1可见
,

研究区内小港区和其 南 侧

儿条剖面都存在水深sm 左右的上转 换 点
,

并依此在水下岸坡上部形成上冲下淤现象
,

这种现象将驱使泥沙在剖面塑造过程中利于

剖 面坡度 的变缓
,

这是趋于弱冲蚀和弱淤积

的反映
。

10 m 左右的冲淤转换点将根 据以下

证据推断
:

( 1 )平衡剖 面 与各剖 面的对比 结 果

上面已述
,

租剖面桩 11 附近岸滩和 水下岸坡

已基本达到平衡稳定状态
。

我们依此为标准

对比研究区的其他剖面
,

这点在图 2和表 1中

已作分析
。

统计数字表明
,

水下岸坡冲蚀转

淤积 的水深皆在10 一 1 2
.

5 m 之间
,

表 现出相

当的一致性
。

( 2 ) 小港 区的水深地形图分析 从 小

港区及其附近的水深地形图
,

特别是1 9 8 7年

4月重复测量的图件资料分析
, 5一 丁m 水 深

处都表 现出极 明显的小尺度地形起伏
,

代表

了一种不均衡掘蚀的水下岸坡地貌现象
,

到

水深 g m 以下这种现象才不复存在
。

这 可 旁

证
,

至少水深 g m 以下才由水下岸坡的 强 烈

冲刷转换为淤积 状态
, 。m 以下应是冲 淤 转

换点存在的水深深度
。

( 3 )据五号桩码头蚀淤等厚线 图
,

提供

了水下岸坡冲转淤的 两组数据
:

一组是五号

桩外偏南强冲蚀区
,

8一 15 m 水深之间为淤 积

区 ; 另一组是偏西北的强冲蚀区外侧 sm 或 1 旦

一 16 m 水深处存在淤积 区
。

两组 数 据 皆含

sm
,

即本区至少 sm 以下才由冲蚀转淤积
〔 5 〕。

( 4 ) 据历 年海图对比资朴 王志 豪 曾

根据历年收集到的海图
,

经过统一基面的转

换和对 比计算
,

统计出 1 9 7 6一 1 9 8 5年五号桩

小港区附近以水深12 m 为界的 冲 淤 变 化
。

12 m 以浅区域表 现了每年约有 lo c m 多 的 侵

蚀
, 1 2 m 以下转为淤积

〔 “ 〕。

上述依据不 同资料 的推算结 果
,

除 sm

偏小外
,

其他都在 10 m 水深附近
。

为此推 测

研究区水下岸坡冲淤转换基点的 水 深 应 在

2 0一 z Zm 左右
。

四
、

研究区的冲淤变化趋势预测

在黄河三角洲上尾阁摆动后的流路入口

处
,

泥沙运移迅速
,

海岸剖面调整急剧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泥沙运移和剖面塑造调整速

度都将逐渐变弱
。

将由强烈冲蚀后退变成动

态平衡
,

变成弱淤状态
,

而逐渐失去建立港

口
、

进行海上工程活动的基本条 件
。

但是
,

自然界的事情总是变化着的
,

特别是象黄河

三角洲海域
,

可说得上千变万化
。

如何较为

合理地预测未来将是一个十分困难和复杂的

问题
。



第4 期 吴世迎等
:

黄河 三角洲五号桩海区泥沙冲淤变化的初步研究

这里的趋势预测是建立在粉砂质岸坡平

衡剖面对比的基础上
,

也称之为平衡剖面对

比法
。

前已讨论
,

从海岸平衡剖面意义上
,

研究区 租剖面 ( 桩 1 1 )可视 为冲淤相 当达到

动态平衡 的稳定剖面
。

依此对比各区
,

得到

图 2和表 1
。

图表所示
,

vII 刹面岸坡平均坡度

趋 向为 0
.

0 01
。

从岸坡塑造上讲
,

大于 此 值

将继续冲蚀夷平
,

调整到此坡度后进入动态

平衡状态
,

小于此值即已开始了以淤积 为主

钓塑造过程
。

依此观点
,

我们认为
:

( 1 )黄河海港小港区
,

在s m 水深内 进

行剖面调整将需 8年完成
,

即8年后小港区岸

坡坡度将达 0
.

0 0 1
。

此时
,

防潮堤基部 附 近

将有冲刷变深
,

而 引堤端部将会淤浅 1一 Z m
。

根据剖面下端 10 ~ 1 5 m 水深岸坡坡度所需 调

整范围估算
,

这段时间大约需要 12 年才能完

成
。

但是
,

就 目前水动力条件看
,

特另
}!是此

处在东北向强浪 向和涨落潮流的作用下
,

小

港区引堤端部附近将会继续冲蚀下掘
,

使之

延缓这种均衡剖面塑造的时间
。

( 2 )小港区左侧 ( 北区 )
,

同样 方 法

在。一 l 四条剖面所在区段
,

若按每年 数 百

米的中潮滩实测蚀退速度推算
,

将用大约18

年时间调整到平衡剖面
。

如果考虑到本区的

年蚀退速度
,

将 随时间逐渐减小 的 可 能 性

时
,

那么上述时间将可能延长到胳年左右
。

l

自此之后
,

该段岸坡的塑造将 由冲蚀转为淤

积
。

( 3 ) 依此
,

南区 矶音J面附近岸坡 将 需

用 6 ~ 8年时问完成平衡剖面的塑造
。

而 珊 剖

面附近的淤积区
,

应 仁 6一 8年前 就 已 达 平

衡
,

淤积趋势将会继续
。

本区岸滩部分繁茂

的海草也将 引起加积 作用
。

上述说法的前提是
,

黄河仍以清水沟流

路入海而远离主要研究区
,

泥沙运移条件也

应未有大的变化
。

一 旦黄河尾间再度摆动
,

边界条件变了
,

这种模式将依据变化了的环

境条件重新安排
。

五
、

结束语

根据上述几方面的论述
,

我们得出以下

初步认识
:

( 1 )黄河三角洲五号桩海区岸滩 主 要

表现为冲蚀后退
,

并以引堤左侧蚀退速率大

于右侧为特点
。

海蚀后退是以层层剥离的方

式从低潮滩向岸逼近
。

( 2 ) 主要研究区的观测资料反映 了 泥

沙向海运移为主的特点
。

这种与水动力条件

相辅相成的泥沙运移特点
,

代表 了黄河三角

洲部分区域岸滩和水下岸坡剖面塑造过程中

的一个发育阶段
。

( 3 ) 鉴于研究 区海洋动力活 跃
,

水 沙

条件特殊
,

在实施工程建设和油气开发中需

要充分考虑到人类活动对于环境变化的反馈

作用
。

(文 中插 图白黎明 清绘
,

特此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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