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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三角洲附近沿海

潮滩和湿地的影响
*

季子修 蒋自黑 朱季文 杨桂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 1。。0 8 )

提要 于 1 , 8 8一 l ” l 年
,
对长江三角洲附近沿海潮滩和湿地进行较全面的调查

,

利甩

高程
一

面积法
、

沉积速率法
,

并引进未来冲淤趋势参数
,

对全区 14 个典型潮滩断面进行海平面

上升影响的估算
。

结果表明
,
当海平面上升 。

.

s m 和 1
.

O m 时
,

全区潮滩面积分别比 1 , , 0年的

减少 9
.

2% 和 1 6
.

7% ; 湿地面积减少 20 肠 和 28 弧 , 并发生高级类型向低级类型的逆向演替
。

各岸段损失率相差悬殊
,
以侵岸段较大

,

淤涨岸段将减缓淤涨
,

甚至转为侵蚀
。

关锐词 潮滩 湿地 海平面上升 长江三角洲

对研究区进行了较全面的海岸生态和冲淤变化调查
,

重点区作了潮滩断面月变化的

重复水准测量和沉积物采样
。

本文根据调查成果
,

并参考有关资料
,

探索海平面上升对潮

滩和湿地影响的研究方法 ;估算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潮滩损失量
,

为制定海洋开发
、

海涂围

垦和海岸防护等规划提供依据
。

1 研究方法

于 1 9 8 8一 19 91 年
,

对长江三角洲附近沿海潮滩和湿地进行较全面的调查
,

利用高程
-

面积法
、

沉积速率法并引进未来冲淤趋势参数
,

通过对 14 个典型潮滩断面的研究
,

估算海

平面上升对本区沿海潮滩和海岸湿地损失的影响
。

2 研究结果

.2 1 区域潮滩
、

湿地特征 本区海岸北起江苏省灌河 口
,

南至杭州湾钱塘江 口
,

岸线全

长 1 0 2 k8 m
,

分属长江三角洲平原和淮河下游平原 ; 淮河
、

长江
、

钱塘江等大河由此人海
,

历史上曾有黄河夺淮的重要事件
,

带来丰富的泥沙补给
,

加之潮汐的半 日潮性质
,

平 均潮

差大部分在 2
.

5m 以上
,

属中潮和强潮岸段
,

所以淤泥质潮滩十分发育
。

据江苏 ( 19 8 6 )
、

上

海
l)
和浙江 ( 1 9 8 8 ) 海岸带调查资料

,

全区从海堤至理论深度基准面之间现有潮滩面积为

5 22 4
.

k8 m
, ,

相当于中国潮间带滩涂总面积的 24
.

0 7务
。

潮滩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 中于 :

射阳河口 至东灶港
, 2 4 6 I km

, ; 苏北辐射沙洲
, 1 2 6 8 km

, ; 长江口 , 8 1 9 k m
, ; 射阳河 口以北

和南汇嘴以南潮滩面积较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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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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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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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三角洲附近地区沿海潮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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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仅指平均高潮位附近和以上的有植被生长的潮滩
。

全区 海 岸 湿 地 面 积 共 有

1 2, Z k m
Z

左右
,

约占潮滩总面积的 23
.

% 务
,

分布于潮滩的中上部
,

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

种类丰富的生物资源
。

本区海岸湿地
,

地处暖温带南部和亚热带北部
,

分大陆岸滩和河 口

边滩两个差异显著的生态系统
,

共有禾草滩
、

盐篙摊
、

芦苇沼泽
、

大米草沼泽和莎草沼泽等

5个类型
。

其中禾草滩应属盐土草甸类型
,

尽管它分布于海堤之外
,

但夏秋大汛季节或遇

风暴潮异常增水时仍受潮水影响
,

这里仍作为海岸湿地类型
。 , 个类型中前 2个位于平

均高潮位以上
,

相当于高位沼泽 ;后 3个在小潮高潮位与平均高潮位之间
。

由于潮滩各部

位滩面高程和潮浸频率不同
,

因此在生境条件上发生明显的分异
。

各种湿地类型的分布
、

植被和土壤等自然特征列于表 1。

.2 2 海平面上升对沿海潮滩损失的估算 海平面上升引起潮滩损失的预测方 法 大 致

可归纳为高程面积法
、

沉积速率法和数值模拟法 3 种
。

本文采用前两种估算方法
,

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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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仅指平均高潮位附近和以上的有植被生长的潮滩
。

全区 海 岸 湿 地 面 积 共 有

12, Z k m
Z

左右
,

约占潮滩总面积的 23
.

% 务
,

分布于潮滩的中上部
,

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

种类丰富的生物资源
。

本区海岸湿地
,

地处暖温带南部和亚热带北部
,

分大陆岸滩和河 口

边滩两个差异显著的生态系统
,

共有禾草滩
、

盐篙摊
、

芦苇沼泽
、

大米草沼泽和莎草沼泽等

5个类型
。

其中禾草滩应属盐土草甸类型
,

尽管它分布于海堤之外
,

但夏秋大汛季节或遇

风暴潮异常增水时仍受潮水影响
,

这里仍作为海岸湿地类型
。 , 个类型中前 2个位于平

均高潮位以上
,

相当于高位沼泽 ;后 3个在小潮高潮位与平均高潮位之间
。

由于潮滩各部

位滩面高程和潮浸频率不同
,

因此在生境条件上发生明显的分异
。

各种湿地类型的分布
、

植被和土壤等自然特征列于表 1。

.2 2 海平面上升对沿海潮滩损失的估算 海平面上升引起潮滩损失的预测方 法 大 致

可归纳为高程面积法
、

沉积速率法和数值模拟法 3 种
。

本文采用前两种估算方法
,

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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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Om时的预测年份资料
,

可以计算出本区各岸段相对海平面上升 。
.

s m 和 1
.

0m 时的各岸

段潮滩的损失量
。

表 2 长江三角洲附近地区湘滩平均淤积和住蚀速率

T a b
.

2 T h e m
e a n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e r o s i o n r a t e s o f t i d a l f l a t i n t h e C h a n g i i
a n g

R i v e r D . l t a a n d i t . a d i
a e e n t a r e a

岸 段
淤积 /侵蚀速率 (c m l心

备 注

变化范围 平 均 值

灌河口一射阳河口

射阳河 口一斗龙港

斗龙港一东灶港

东灶港一篙枝港

篙枝港一连兴港

一 1
。

0一 一 9
。

,

一 O
。

,一一 1
。

0

一 0
。

7一 + 13
。

8

一 O
。

6一 一 O
。

日

+ 0
.

3一 + O
。

8

一 2
。

l

一 l
。

0

+ 2
。

3

一 2
。

,

+ 0
.

6

江苏滩涂管理局 1 , 8 0一 1 9 8 8年滩涂水

准测 t

长江 口 (东海农场 ) + 0
.

2一 十 1 0
。

O

南汇嘴一金汇港 0一一 9
。

1 一 2
。

4

金汇港一潜径

潜径一高阳山

+ 0
。

4 5一十 l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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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县水利局和本所 l , 86一 l , 8 9 年中
港断面水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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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冲` 微淤 调查表明为人工稳定海岸

.2 .2 3 两种估算结果的比较和综合 通过高程面积法和平均速率法两种估算结果 (表

3) 的比较
,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别
。

在侵蚀或稳定岸段
,

速率法估算的损失面积较

大 ;在淤涨岸段
,

高程面积法估算的损失面积较大
。

对于这种差别的出现
,

需要通过对各

岸段的逐一具体分析
,

然后将两种估算值进行适当修订和综合
,

以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估

算结果
。

高程面积法值得提及的两点 : ( l) 采用该法的前提条件是假定潮滩形态 (包括宽度
、

坡度等 )保持现状
,

而实际上
,

潮滩的淤积和侵蚀还会继续
,

海平面上升后淤涨岸段潮滩还

会发展或者损失减少 ;侵蚀岸段的潮滩损失面积还要大得多
,

因为除了淹没损失外
,

还有

侵蚀损失 ; 目前的稳定海岸也会随着海平面上升而逐步向侵蚀海岸转化
,

因而估算的损失

面积也偏小
。

( 2 ) 正如前面提到的
,

该法最适合估算 已经停止加积作用的沿海低地的淹

没损失量
,

不适宜用来估算淤涨海岸潮滩的淹没损失
。

速率法估算海平面上升后的潮滩损失量
,

从理论上说是比较确切和可信的
。

然而
,

由

于本区各岸段潮滩的侵蚀和淤涨速率资料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序列和不同测量方法
,

并依

靠若干典型断面的测量数据计算获得的
,

因而影响精度
。

尤其是利用 目前的速率数据延

长至未来几十年至上百年时间
,

显然是不合适的
。

据长江 口以北潮滩 30 多年的重复水准

测量资料
,

长江三角洲附近海岸的演变总的趋势是
:
侵蚀总量增加

、

侵蚀范围扩大
,

但

原有侵蚀岸段的侵蚀强度在递减 ; 淤涨岸段淤积量逐渐减少
,

且岸线不断缩短 (陈才俊
,

1 9 8 6 )
。

这种趋势的出现除了全球性海平面上升影响外
,

还与本区海岸长期以来特有的发

育条件
、

发展历史和大部分岸线受人工控制等多种因素有关
。
因此

,

用速率法预测的海平

面上升 0
.

5 m 或 l
.

o m 后灌河 口一射阳河口 等主要侵蚀岸段的损失面积以及斗龙港口一东

灶港等主要淤涨岸段的淤涨面积
,

都不同程度地偏大
,

甚至会出现损失面积大于潮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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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用高程面积法和平均速率法估算的海平面上升后的溯滩摄失面积 (km蕊

)
Ta b

.

3 T hes e ti ma ti o no f

o fe lea v ri o n一 a rea a n d

t he 1 5 05 o f ti da l f la tu s a e e d bys a e le e v l ris e by t he
m

e t ho ds

zn
os a ne di二 e n ta ti o n ra t亡 i n theC ha ng户 ia ng Ri ve r Do l ta

1 )括号内数值为潮滩淤涨面积
。

的不合理结果
。

根据以上两种估算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区域潮滩的冲淤动态特点
,

本文采用以下综合

方式来最后确定海平面上升后全区各类潮滩面积损失的结果
。

对于测量资料基础好的岸段来说
,

海平面上升后的潮滩损失面积可根据上述冲淤趋

势预侧
,

通过计算年侵蚀或淤涨递减率来修订用速率法预测的结果
。 .

引人年平均侵蚀或

淤积递减率的计算海平面上升后潮滩损失或增加面积 (八又) 的公式如下 :

幻
` 一 s0 工止匕纽廷二述上七丝二

.

二泣土

W。啥

.’-忿
` ·

!.. 寸 ( 1一 X )一
`〕一 i

a

式中
,

s0 为基准年 1 9 9 0 年某岸段潮滩面积 ; V 。
为潮滩平均淤积 /侵蚀速率 ; W

。
为某岸

段潮滩平均宽度 ; gt a 为潮间带平均坡度 ; i 为海平面上升预测值
,

这里取 0
.

5 和 1
.

0m ;

。
为海平面上升至 i 时所需年数 (按中高方案 )

。

对于长江口以北潮滩
,

可以利用 1 9 , 4一 1 9 8 8年间的较系统的重复水准侧量资料 (江

苏省滩涂研究所
, 1 9 9 2 )

,

计算出各岸段的年侵蚀或淤积递减率 ( X )
,

因而有可能对速率

法结果进行修订
,

如灌河 口一射阳河口
、

东灶港一篙枝港和篙枝港一连兴港三岸段的 x

值分别为 0
.

50 多
, 1

.

19 外 和 7
.

92 多
。

对于斗龙港一东灶港和长江口 两个主要淤涨岸段
,

由于本区泥沙来源不断减少
,

未来的淤积速度必然减缓
,

两岸段的年淤积递减率统一以

1 9 , 4一 1 9 8 8年间长江口 以北潮滩的淤积总量的变化
、

即由 19 54 一 1 9 8 0年间的 3 5 9 7
.

4万

m
3
/
a
减少为 1 9 8 0一 1 9 5 5年 间的 3 2 9 5

.

1万 m
,

/
a ,

算得 X 值为 0
.

5 0务
。

对于 1 9 8 0 年前后由明显淤涨转化为逐渐侵蚀加剧的射阳河 口一斗龙港岸段
,

由于未



6期 季子修等 :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三角洲附近沿海潮滩和湿地的影响

来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还会经历一个由加剧到减缓的过程
,

所以表 4 中仍然采用

平均速率法估算结果
。

采用此法估算结果的还有侵蚀作用比较明显的南汇嘴一金汇港岸

段
。
采用高程面积法估算结果的有苏北辐射沙洲和潜径一高阳山两岸段

,

前者缺少有关

速率测量资料
,

后者潮滩相对稳定
,

长期以来未发生多大变化
。

表 4 综合估算的结果表

明
,

当海平面上升 0
.

, m 时
,

全区潮滩侵蚀和淹没损失面积为 4 79
.

8 k m
, ,

占 1 9 9 0年潮滩总

面积的 9
.

2外 ;当上升 l
.

o m
,

损失面积为 87 4
.

k5 m
2 ,

占总面积的 16
.

7外
。

考虑同期淤涨面

积的净损失量
,

海平面上升 0
.

, m 时为 24 9
.

k4 澎
,

上升 1
.

Om 时为 64 ,
.

kI 时
。

从表 3和表 4可见
,

虽然它们估算的海平面上升后全区潮滩面积损失总量彼此接近
,

但区内各岸段的损失量相差较大
。

比较而言
,

综合法估算时由于对本区潮滩面积大的主

要岸段采用了
“

引人年侵蚀或淤涨递减率的速率法
” ,

并考虑了潮滩损失原因
、

各种动态类

型潮滩发展趋势等多种因素
,

因而其结果要比单纯的高程面积法或平均速率法结果合理
。

表 4 海平面上升后长江三角洲附近湘滩怪蚀和淹没报失 t 的综合估算结果

T a b
.

今 T h e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e s t i m

a t i o n o f

t i d a l f l a t c a u . e d b y s e a l e v e l r i s e i n t h 。

th e

C h

10 5 5 o f v e r t i e a l e r o s i o n a n d i n u n d a t io n o f

a n g ji
a n g R i v e r D e l t a a n d i t s a d j

a c o n t a r e a

潮滩损失面积 ( km今
, )

岸 段 损失原因 估算方法
海平面上升 0

·

, m 海平面上升 卜 o m

油河口一射阳河口

射阳河口一斗龙港

斗龙港一东灶港

苏北辐射沙洲

东灶港一篙枝港

篙枝港一连兴港

长江 口

南汇嘴一金汇港

金汇港一遭 径

遭 径一高阳山

侵蚀为主

侵蚀为主

徽积减少

淹 没

侵蚀为主

淹没为主

淤积减少

侵蚀为主

淤积减少

淹 没

17 1
。

9

9 9
。

6

( I , 7
·

3 )

15 2
。

0

1 8
。

2

1 8
。

3

( 3 3
.

0 )

8
。

9

( 0
·

l )

10
.

9

2 7 8
。

8

1 7 6
。

弓

( 2 1 9
.

0 )

3 1 7
。

l

2 9
。

3

3 9
。

9

( 9
·

4 )

1 5
。

9

( l
·

0 )

总 计 }

1 7
。

1

引入递减率的速率法

平均速率法

引人递减串的速串法

高程面积法

引人递减率的速率法

引人递减率的速率法

引人递减串的速率法

乎均速率法

平均速率法

高程面积法

4 7 ,
。

8 87 4
。

5

1) 括号内数值为潮滩撰涨面积
。

.2 3 海平面上升对海岸湿地损失的估算 海岸湿地是潮滩土地中与人类经济 活 动 最

密切的一部分
。

在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潮摊损失中
,

湿地面积的减小和质量的退化将是最

严重的损失
。

海平面上升对湿地影响程度取决于同期湿地的加积作用
,

增高能力受沉积

物来源和植被两个因素控制
。

长江三角洲附近潮滩
,

隋唐以来随着长江中上游的开发和

黄河夺淮等重要历史事件带来丰富的泥沙
,

促使本区大部分潮滩迅速淤涨
,

岸线不断外

移
。
巧一 16 世纪的全球海平面上升曾导致长江 口和钱塘江口的潮汐作用增加

,
一度引起

江岸的崩坍
。
19 世纪中叶黄河北归

,

本区海岸每年失去十几亿吨泥沙补给
,

造成废黄河

三角洲 (包括水下部分 )的侵蚀后退
。

经过 1 30 多年的自然调整
,

目前废黄河三角洲海岸

后退已逐步减缓
,

但又产生新 的侵蚀岸线
,

原有淤涨岸段的淤积总量减小
。

本区今后的沉

积物来源
,

由于沿海护岸工程的加强
、

湿地的不断围垦以及各河流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和兴

建水库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

对于长江口 和三角洲附近大多数岸段来说
,

将进一步减少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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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潮滩植被
,

40 多年来全区共围垦潮滩约 2 00 万亩
,

其中长江口附近主要是围的芦苇沼

泽
,
长江口 以北主要围的是禾草草甸和盐篙草甸

,

这是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最大原因
。

这

个因素在今后还将存在
。

就 目前而言
,

分布有白茅和大穗结缕草群落的潮上带
,

由于潮汐

很少抵达
,

加积作用已不明显 ;高
、

中潮区的盐篙
、

大米草及河 口 的芦苇和各种莎草科植被

的滞流和消浪作用
,

能促使潮滩淤积
。

除了不断围垦的因素外
,

未来海平面上升将会导致

潮滩植被的进一步破坏
,

这是因为海岸侵蚀的加剧和海岸工程的加强使潮滩不断变窄
,

植

被生长空间缩小 ;潮浸频度提高
,

造成湿地类型退化 ; 人海径流减小
,

使河口生态条件改

变
,

潮滩含盐量增加
,

影响甚至破坏芦苇和各种莎草科植被
。

根据以上两个因素的分析
,

本区湿地未来的加积作用普遍趋于减弱
,

海平面的上升将导致大部分岸段湿地的减少甚

至消失
。

但受辐射沙洲掩护的斗龙港一东灶港和长江 口两岸段
,

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还有

相当充足的泥沙来源
,

仍将以淤涨为主
。

海平面稳定时
,

无论是海岸湿地生态系统还是河口 湿地生态系统
,

由于潮滩的自然加

积
,

各种湿地类型之间会发生自下而上
、

由低级向高级的演替
。

海平面上升使潮滩的潮浸

频率增加
,

导致潮滩的淹没和侵蚀
,

使一部分潮间带转化成潮下带
。

损失的潮滩看起来似

乎主要是中低潮滩
,

但实际上由于潮滩各种生态类型之间的演替关系是可逆的
,

下一类型

的消失或范围缩小必然引起上一类型的退化
,

即发生反向演替
。
如中低潮区粉砂质光滩

的消失
,

可以使高潮区盐篙滩退化为光滩
、

禾草滩退化为盐篙滩
,

河 口的莎草沼泽退化为

光滩
,

芦苇沼泽退化为莎草沼泽
。

此外
,

由于本区海岸全线有人工海堤防护
,

海平面上升

后基本上无形成新湿地的空间
,

使湿地损失不可能得到补偿
。

因此
,

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潮滩损失
,

首先就是其上部的湿地损失
。

根据这一原理
, 可

以对不同海平面上升幅度下各岸段的湿地损失量进行粗略估算
。

由表 4预测结果可见
,

明显淤涨的斗龙港一东灶港和长江 口两岸段的潮滩湿地
,

未来

一定时期内海平面上升只是减缓了淤积速度
,

淤涨面积将大量减少
。

类似情况还有金汇

港一潜径岸段
。

湿地损失最大的是目前的各个侵蚀岸段
,

如灌河口一射阳河口
、

射阳河口

一斗龙港和南汇嘴一金汇港等
,

受到侵蚀和淹没的双重作用 ;其次是相对稳定岸段 (如潜

径一高阳山等 )以及轻微淤涨岸段 (如篙枝港一连兴港和金汇港一遭径等 )
,

由于淤积速率

小于预测的未来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
,

而引起淹没损失
。

利用各岸段潮滩损失量的预测

成果与同岸段现有湿地面积相比
,

可得出不同海平面上升幅度下的各岸段湿地面积的淹

没和侵蚀损失率
。

经计算
,

有两个岸段 由于侵蚀速率大以及现有湿地面积有限
,

根据海平面上升中高预

测方案
,

在相对海平面上升量还不到 0
.

5m 时
,

全部湿地将遭损失
。

一是废黄河三角洲的灌

河 口一射阳河口 岸段
,

当相对海平面上升 2 8c m
、

即在 2 0 3 3 年时
,

现有 1 2 k0 m
2

湿地将基

本消失 ;二是长江三角洲南沿的南汇嘴一金汇港岸段
,

当相对海平面上升 33 c m
、

即在 2 0 2 4

年左右
,

现有 6k m
Z

湿地也将基本消失
。

表 5 表明
,

多数岸段的湿地损失率是相当大的
。

就全区而言
,

在假定今后主要淤涨岸

段的新生湿地与湿地围垦间保持平衡的条件下
,

相对海平面上升 0
.

5m 和 1
.

0m 时的湿地

损失面积将分别为 1 9 9 0 年面积的 20 肠 和 28 外
,

即分别减少 2 4 6k m
2

和 3 4 4 k m
2 ; 如果不

考虑斗龙港一东灶港
、

长江口和金汇港一遭径三个明显淤积岸段的湿地面积
,

则相对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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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 。
.

, 和 l
.

o m 时的湿地损失率将分别提高至 48 外和 “ 多
。

受损失的湿地类型各岸

段不同
,

总的趋势是盐土草甸。 高位沼泽、 低位沼泽的退化
,

高级类型向低级类型的退

化
。

表 5 未来海平面上升后长江三角淤附近沿海湿地面积损失率预侧

T a b
.

5 T h e e s t i m a t i o n o f t h e 10 5 5 o f e o a s t a l w e t l a n d e a u s e d b y f u t u r e s e a l e v e l

r i s e i n ht e C h a n g i i
a n g R i v e r D e l t a a n d i t s a d l

a e e n t a r e a

海平面上升 。
·

, m

岸 段

1, 9 0 年

湿地面积 主要损失湿地类型

( km
Z

损失率
(% )

损失面积
( k m

Z

)

灌河 口一射阳河 口

射阳河 口一斗龙港

斗龙港一东灶港

东灶港一篙枝港

篙枝港一连兴港

长江 口

南汇嘴一金汇港

金汇港一遭 径

潜 径一高阳山

1 0 0
。

0

3 1
.

3

0

1 0 0
。

0

2 6
。

1

:::
盐篙草甸

禾草草甸
、

芦苇沼泽

10 0
。

0

5 7
.

0

大米草沼泽

大米草沼泽

10 0
。

0 10 0
。

0 : …
芦苇

娜~

nUǎUO
` .in甘nù
J
七,̀,曰口U工了山,,二魂Jl、沙,二

1 0 0
。

0 莎草沼泽

与国外的研究结论相比
,

本区各岸段沿海湿地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损失有大 有 小
。

K a n a
等 ( 1 9 8 6 )在南卡罗来纳州 C h a r l e t o n 的研究结果为

,

按中高方案
, 2 0 7 , 年

,

在缺乏
海岸防护情况下

,

43 买一 73 务 的湿地受损失
,

有防护工程岸段提高至 51 务一 92 务 (转引

P a r k
,

19 5 6 )
。

据 T i t u s
( 29 5 6 ) 的研究结论

,

海平面上升 1
.

o m 时美国全国 3 / 4 的沿海湿

地将遭破坏
,

典型的河口 沼泽将减少 50 外一 90 多
,

在没有形成新沼泽挂地时
,

这损失可高

达 1 00 务
。

长江三角洲附近地区由于现阶段总体上仍以淤涨海岸 占优势
,

几个主要湿 地

分布岸段的潮滩近几十年内还可维持 I c m /
a
左右的平均淤积速率

,

每年可新生一定数量

的湿地
,

所以海平面上升后全区湿地的净损失总量较少
。

但具体到各个岸段
,

多数在海平

面上升 1
.

0m 时湿地损失率达到 55 外 至 100 多
,

其中一些长期侵蚀岸段
,

甚至在海平面上

升不足 0
.

, m 时
,

湿地就已破坏殆尽
。

至于淤涨岸段
,

由于海平面不断上升和泥沙来源逐

渐减少
,

使淤积量越来越少
,

最终淤涨终止
,

也将陆续转人侵蚀和淹没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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