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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岸线是海岸开发活动的重要载体,随着沿海开发活动日益活跃,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海

岸线保护与利用已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基于海岸属性特征,从底质类型、生态特征、海岸动态和人为

干扰4个方面建立海岸线类型划分标准,并以江苏省海岸线为例,对岸线属性空间分异和空间关联特

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海岸线底质类型以泥质岸线为主,占比可达89.37%,基岩岸线和

砂质岸线仅在北段部分区域分布;生物岸线分布广泛,覆盖34.16%的海岸线区域,集中分布中段和

南段的淤长型泥质岸线;海岸动态方面61.00%岸线属于淤长型,主要分布在中段和南段,23.78%的

岸线为稳定型,主要分布在北段,15.22%的岸线为侵蚀型,集中分布在废黄河口两侧岸段;海岸线人

为干扰显著,原生岸线仅占总长度的3.85%,分布在北段基岩岸段和中部自然保护区内的淤长型泥

质岸段;江苏省海岸线可划分为11种岸段类型、55个岸段,岸段类型集中在“泥质-非生物-淤长型

-次生岸线”和“泥质-生物-淤长型-次生岸线”两种,累计长度分别为233.03km、200.80km,合
计占比达57.73%。研究成果可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实践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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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astlineisanimportantcarrierofcoastaldevelopingactivities.Alongwiththeincreas-
inglyactivecoastaldevelopingactivitiesandincreasingpressure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

th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coastlinehasbecomearesearchhotspot.Basedonthecharacteris-
ticsofcoastalattributes,thispaperestablishedcoastlineclassificationcriteriabasedonsediment

types,ecologicalfeatures,coastaldynamicsandhumandisturbance.Takingthecoastlineof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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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asanexample,thispaperanalyzed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andspatialcorrelationchar-

acteristicsoftheshorelineattributes.Theresultsshowed:thecoastlinetypeofJiangsuprovinceis

dominatedbymuddyshoreline,accountingfor89.37%.Thebedrockshorelineandsandyshoreline

onlydistributeinthenorthernpart.Biologicalshorelinedistributioniswidespread,covering34.

16%ofthecoastlinearea,concentratedinthemiddleandsouthernsectionofaccretionmuddy
coastline.OntheCoastaldynamicaspect,61.00%coastlinebelongstoaccretiontype,mainlydis-

tributedinthemiddleandthesouthernsection;23.78%ofthecoastlineisstable,mainlyinthe

northernsection;15.22%ofthecoastlineiseroded,concentratedonbothsidesoftheabandoned

YellowRiverestuary.Thecoastlinehadsignificantanthropogenicdisturbance,andthenative

shorelineaccountedforonly3.85%,distributedinthebedrockshorelineofthenorthernsection

andtheaccretionshoresectionofthecentralnaturereserve.ThecoastlineofJiangsuprovince

couldbedividedinto11types,55shoresegments.Thetypesofshorelineareconcentratedinthe

twotypesof“muddy-non-biological-accretion-secondaryshoreline”and“muddy-biological-accre-

tion-secondaryshoreline”,thecumulativelengthis233.03kmand200.80kmrespectively,ac-

countingfor57.73%ofthetotallength.Theresearchresultscanprovidereferenceforthepractice

ofcoastlin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managementandrelatedresearch.

Keywords:Coastline,Attributecharacteristics,Typedivision,Muddyshoreline,Biologicalshore-

line,Accretionshoreline,Secondaryshoreline,Jiangsuprovince

1 引言

海岸线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由于受到水文

动力、海岸地形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水与陆地的

交界线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1-3]。开展海岸线特征

研究,需确定相对稳定的海岸线标志,相关标准规

范和研究工作中,一般规定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为

海岸线[4]。海岸线是海岸空间资源的赋存基础,作

为海岸开发活动的重要载体,随着沿海开发活动日

益活跃,岸线资源约束逐步趋紧,海岸带环境压力

不断增大[5]。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指出要建设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全国海

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明确严格控制占用海

岸线的开发利用活动,至2020年,大陆自然岸线保

有率不低于35%。海岸线的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

是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

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海岸线管理制度的逐步确立和不断推进,对海

岸线管理实践操作提出了要求,但是目前在海岸线

管理层面和科学研究层面对海岸线分类尚未形成

统一、公认的标准[6-14]。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

评价专项(简称“908”专项)海岛海岸带卫星遥感调

查将海岸线类型划分为基岩岸线、砂质岸线、粉砂

淤泥质岸线、生物岸线和人工岸线等5类[7-9]。在

众多学者研究实践中,一般结合自然特征和开发利

用特征,将海岸线分为自然岸线与人工岸线两大

类[10-14],再将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进一步划分,其

中自然岸线一般划分为基岩岸线、砂质岸线、淤泥

质岸线、生物岸线和河口岸线等类别,人工岸线一

般按照用途划分为渔业岸线、码头岸线、工业岸线、

城镇岸线和保护岸线等类别[15]。

已有江苏海岸带或海岸线类型分类研究主要

有基于物质组成划分为基岩岸线、砂质岸线、淤泥

质岸线以及淤泥质海岸细化研究[16-18],基于海岸稳

定性的典型岸段冲淤变化研究[19-21],基于景观分类

的滨 海 湿 地 植 被[22-24]和 海 岸 带 土 地 利 用 分 类

研究[25]。

已有的分类方法将海岸线不同自然属性和人

为干扰因素综合考虑进行海岸线的分类,难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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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凸显出海岸线的属性特点,限制了其对海岸线管

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本研究基于海岸属性特征,从底质类型、生态

特征、海岸动态和人为干扰4个方面建立海岸线类

型划分标准,并以江苏省海岸线为例,对岸线属性

空间分异和空间关联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海岸

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实践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区域概况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中部、南黄海西岸,

海岸 线 北 起 绣 针 河 口,南 至 启 东 角,地 理 坐 标

119°00'E—122°00'E、31°30'N—35°00'N。江苏海

岸北部为海州湾,中部发育有以废黄河口为中心的

废黄河三角洲、以弶港为中心的南黄海辐射沙脊

群,南侧紧邻长江口。海州湾是南黄海最西面的开

敞性海湾,废黄河三角洲是历史时期(1128—1855
年)黄河夺淮期间形成的广阔平坦陆地和水下三角

洲,南黄海辐射沙脊群是以弶港为顶点呈辐射状分

布的大型海岸堆积地貌。江苏沿海拥有中国最宽

大的粉砂质潮滩,潮滩在弶港附近最宽可达14km,

平均滩宽为4~5km[26]。海岸滩涂湿地资源辽阔,

生物资 源 丰 富,是 世 界 范 围 内 重 要 的 海 岸 型 湿

地[27],中部海岸分布有盐城国家级丹顶鹤自然保护

区、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研究方法

3.1 海岸与海岸线

海岸是受到海洋和陆地交互作用的区域地貌

单元。狭义的海岸是指海岸线以上的沿岸陆地区

域,包括海岸阶地和潮上带区域;广义的海岸是指

海洋和陆地交互作用的地带,其范围包含沿海陆地

和水域两部分[28-29]。由于海岸发育和演变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海岸类型复杂多样,海岸分类研究

已有100多年历史,但至今尚无公认的统一分类。

海岸地貌发育演变受到地质构造、海平面变化、物

质组成、海浪、潮汐、近岸流、生物、气候和人类活动

等不同时空尺度因素影响和控制;目前在海岸管理

和研究实践中多从区域地貌、物质组成、稳定性和

人为因素等方面进行划分[30-31]。

海岸线作为划分海洋和陆地的自然地理界线,

是海岸地貌单元中独特线状的地貌要素,海岸线的

属性特征实质上是所在海岸区域属性特征的集中

体现。由于实际水陆边界线受到周期性的潮汐与

不定期风暴潮的影响,其空间位置处于不断变化

中,研究和管理实践中一般规定海岸线为平均大潮

高潮时水陆分界线,地貌特征上表现为海蚀阶地、

海滩堆积物或滨海植被[2-3]。海岸线的属性特征、

位置、走向和形态变化是区域海岸地貌发展变化的

结果和表征,反映了海岸地貌过程、空间资源开发、

人类活动干扰等多重影响因素特征。

海岸线不仅是海岸系统演变的重要指标,还是

海域海岸带开发利用的重要载体,具有资源、功能、

政治、管理等多重属性特征[6,32]。海岸线保护与利

用管理制度的建立实施,可进一步拓展丰富海域空

间资源配置政策工具,有利于海岸带生态系统恢复

与保护。

3.2 海岸线分类方法

本研究选取平均大潮高潮线作为指示海岸

线[6],结合2015年遥感影像和已有研究成果,运用

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的方法进行海岸线的提取和

判别[3,8]。关于海岸线的类型划分,目前尚无统一

的标准。参考已有海岸线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本

研究针对海岸线属性特征进行研究,从底质类型、

生态特征、海岸动态和人为干扰4个方面建立海岸

线类型划分标准。

海岸线按底质类型划分,可分为基岩岸线、砂质

岸线和泥质岸线3类[15]。其中基岩岸线潮间带自然

底质以岩石为主,岸线一般较曲折,常分布有海岬和

海湾[8];砂质岸线潮间带自然底质以砂、砂砾为主,岸

线比较平直,常分布有脊状砂质沉积[13];泥质岸线潮

间带自然底质以泥滩、粉砂质泥滩为主,岸线比较平

直,潮间带滩宽坡缓,海岸多有植被分布[13]。

海岸线按生态特征划分为生物岸线和非生物

岸线两类。其中生物岸线潮间带某种生物特别发

育,主要包括珊瑚礁和耐盐植被(红树林、盐沼、海

草床等)[6,13];非生物岸线潮间带生物发育不显著。

海岸线按海岸动态划分,可分为淤长型岸线、

稳定型岸线和侵蚀型岸线3类。其中淤长型岸线受

水文、泥沙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海岸向海淤长

推进;稳定型岸线的位置和地形地貌保持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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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侵蚀型岸线呈侵蚀后退态势。

海岸线按人工干扰情况划分为原生岸线和次

生岸线。原生岸线是指海岸线在海-陆交互作用

的自然过程主导下发育形成的,海岸线物质组成、

位置和形态基本未受人类活动干扰或人类活动干

扰不显著;次生岸线是指海岸线发育演变受到较强

的人类活动干扰,包括人类活动干扰下位置改变或

形态变化的岸线、人工构筑物形成的岸线。

3.3 数据来源

研究区海岸线底质类型结合海岸类型分类判

定,海岸类型划分和空间分布依据《江苏省海洋功

能区划(2011—2020)》[33]中关于海岸地貌特征的描

述确定;海岸线生态特征判定是结合已有江苏海岸

植被研究成果[22-24],采用监督分类方法对2015年

5月的Landsat8的卫星遥感影像进行解译,获得沿

海植被分布类型和范围,植被主要类型包括芦苇、

盐地碱蓬、互花米草;海岸动态特征即海岸线稳定

性特征,结合王艳红等[19]、张忍顺等[20]和蔡则健[21]

的调查研究成果界定海岸动态类型及分布;海岸线

人工干扰特征结合江苏海岸带开发利用[25]调查研

究成果,对比分析1985年、2000年、2015年3个时

期海岸线位置和海岸开发利用特征,进而判定海岸

线人工干扰情况。

4 江苏省海岸线特征分析

4.1 岸线总体特征

江苏海岸线总体形态较为平直,岸线总长度为

751.64km。根据海岸线形态变化显著特征,将海

岸线划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3个区域,长度分别为

225.77km、292.20km和233.67km。北段岸线从

绣针河口到废黄河口,中段岸线从废黄河口到弶

港,南段岸线从弶港到启东角。

不同属性海岸线类型长度和空间分布如表1和

图1所示。海岸线底质类型绝大部分为泥质岸线,

基岩岸线和砂质岸线仅在北段岸线的北部分布,其

中泥质岸线长度达671.71km,占岸线总长度的

89.37%,基 岩 岸 线 和 砂 质 岸 线 分 别 占 6.15%、

4.48%。海岸线生态特征显示,生物岸线集中连片

分布在弶港北侧和南侧,其他区域也有零星分布,

生物岸线总长度达256.61km,占岸线总长度的

34.16%。海岸动态方面淤长型、稳定型和侵蚀型

均有分布,淤长型岸线集中分布在弶港南北两侧,

侵蚀型岸线集中分布在废黄河口两侧,稳定型岸线

在北段岸线和南段岸线均有分布,淤长型岸线、稳

定型 岸 线 和 侵 蚀 型 岸 线 分 别 占 岸 线 总 长 度 的

61.00%、23.78%和15.22%。研究区海岸线受人

工干扰显著,原生岸线仅分布在北段岸线和中段岸

线的部分岸段,原生岸线长度仅有28.93km,占岸

线总长度的3.85%。

图1 海岸线空间分布格局

表1 不同类型海岸线长度

属性特征 岸线类型
岸线长度/km

各类 合计
占比/%

底质类型

基岩岸线 46.25

砂质岸线 33.68

泥质岸线 671.71

751.64

6.15

4.48

89.37

生态特征
生物岸线 256.61

非生物岸线 495.03
751.64

34.16

65.84

海岸动态

淤长型岸线 458.39

稳定型岸线 178.77

侵蚀型岸线 114.48

751.64

61.00

23.78

15.22

人为干扰
原生岸线 28.93

次生岸线 722.71
751.64

3.85

96.15



1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8年 

4.2 空间分异特征

北段岸线有基岩、砂质和泥质3种底质类型的

海岸线,江苏省所有基岩岸线和砂质岸线均分别在

北段区域,基岩岸线、砂质岸线和泥质岸线长度分

别占北段岸线的20.49%、14.92%和64.59%;生物

岸线和非生物岸线均有分布,但生物岸线比例较

低,仅为16.55%;淤长型岸线、稳定型岸线和侵蚀

型岸线3种海岸动态类型均有分布,分别占北段岸

线的16.08%、59.77%和24.15%;原生岸线和次生

岸线均有分布,原生岸线仅有1.93%。

中段岸线仅分布有泥质底质类型;生物岸线和

非生物岸线均有分布,生物岸线比例超过一半,达

到50.24%;海岸动态类型仅分布有淤长型岸线和

稳定型岸线,分别占北段岸线的74.34%、25.66%;

原 生 岸 线 和 次 生 岸 线 均 有 分 布,原 生 岸 线 占

有10.51%。

南段岸线仅分布有泥质底质类型;生物岸线和

非生物岸线均有分布,生物岸线比例相对较高,为

34.86%;海岸动态类型仅分布有淤长型岸线和稳

定型岸线,分别占北段岸线的85.01%和14.99%;

认为干扰特征方面仅分布次生岸线,无原生岸线。

废黄河口南北两侧岸段为泥质岸线;岸段绝大

部分为非生物岸线,生物岸线仅在河口附近零星分

布;该岸段集中分布了连续的典型侵蚀型岸线;所

有岸段均为人为干扰影响下的次生岸线。

弶港南北两侧岸段为泥质岸线;岸线生物岸线

和非生物岸线均有分布,其中北侧岸段生物岸线呈

连续分布态势,南侧生物岸线与非生物岸线交叉分

布;该岸段集中分布了连续的典型淤长型岸线;北

侧分布有两处原生岸线,南侧全部为次生岸线。

4.3 属性关联性分析

对4种属性岸线类型进行交叉统计分析显示,

研究区海岸线可划分为11种岸段类型、55个岸段

(表2)。岸段类型相对集中在“泥质-非生物-淤

长型-次生岸线”和“泥质-生物-淤长型-次生

岸线”两种,两种岸段类型长度分别为233.03km
和200.80km,占岸线总长度的30.99%和26.74%,

岸段数分别为19个、18个。“泥质-非生物-侵蚀

型-次生岸线”和“泥质-非生物-稳定型-次生岸

线”两种岸段类型相对较多,长度分别为99.63km、

92.52km,占岸线总长度的13.25%和12.31%,岸段

数分别为4个和3个。其他7种岸段类型长度均在

50km以下,岸线长度合计125.67km。

针对海岸线生态特征和人为干扰特征进行分

析显示,生物岸线主要分布中段和南段的淤长型泥

质岸线,又以弶港北侧的中段淤长型泥质岸线分布

更为集中,已有研究显示该岸段潮滩宽阔、海岸持

续向海强烈淤长。原生岸线分布在北段稳定型基

岩岸线和中段淤长型泥质岸线,调查显示所在中段

淤长型泥质岸线均位于自然保护区内。

表2 不同属性岸段类型统计

岸段

类型

岸线属性特征

底质类型 生态特征 岸线动态 人为干扰

岸线长度/

km

占比/

%

岸段数/

个

Ⅰ 基岩岸线 非生物岸线 稳定型岸线 原生岸线 4.37 0.58 1

Ⅱ 基岩岸线 非生物岸线 稳定型岸线 次生岸线 41.88 5.57 1

Ⅲ 砂质岸线 生物岸线 稳定型岸线 次生岸线 10.08 1.34 1

Ⅳ 砂质岸线 非生物岸线 稳定型岸线 次生岸线 23.61 3.14 2

Ⅴ 泥质岸线 生物岸线 淤长型岸线 原生岸线 24.56 3.27 2

Ⅵ 泥质岸线 生物岸线 淤长型岸线 次生岸线 200.80 26.74 18

Ⅶ 泥质岸线 生物岸线 稳定型岸线 次生岸线 6.31 0.84 1

Ⅷ 泥质岸线 生物岸线 侵蚀型岸线 次生岸线 14.86 1.97 3

Ⅸ 泥质岸线 非生物岸线 淤长型岸线 次生岸线 233.03 30.99 19

Ⅹ 泥质岸线 非生物岸线 稳定型岸线 次生岸线 92.52 12.31 3

Ⅺ 泥质岸线 非生物岸线 侵蚀型岸线 次生岸线 99.63 13.25 4

合计 - - - - 751.64 1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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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提出基

于属性特征的海岸线多重分类方法。论文基于海

岸属性特征,从底质类型、生态特征、海岸动态和人

为干扰4个方面建立海岸线类型划分标准。目前关

于海岸线的类型划分,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海岸

线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资源,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

的作用日益突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实践亟须

操作性强的海岸线分类方法。本研究基于海岸线

属性特征的多重分类方法,在继承传统海岸分类方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体现了生态特征、人为干

扰等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制度的关注点。

目前已有的海岸线分类方法一般是结合自然

特征和开发利用特征,将海岸线分为自然岸线与人

工岸线两大类,自然岸线根据物质组成进一步将划

分为基岩岸线、砂质岸线、淤泥质岸线、生物岸线和

河口岸线等,人工岸线则按用途进一步划分。这种

分类方式的优点基于相对统一原则建立了海岸线

的系统分层分类,但其力求全面的分类方式难以针

对性突出海岸线利用和保护管理的关注点,限制了

海岸线分类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基

于海岸线属性建立单因素多重分类,针对性选择了

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4种分类因素,在强调突出海

岸线管理重点关注要点的同时,兼顾了海岸线不同

属性间的关联特征和分布规律,在管理实用性和指

导性方面优势较为显著。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海岸线分类方法

应用分析。研究显示,江苏省海岸线底质类型以泥

质岸线为主,占比可达89.37%,基岩岸线和砂质岸

线分别占6.15%和4.48%,仅分布在北段部分区

域;生物岸线分布范围覆盖34.16%的海岸线,集中

在中段和南段的淤长型泥质岸线;淤长型岸线、稳

定型 岸 线 和 侵 蚀 型 岸 线 分 别 占 岸 线 总 长 度 的

61.00%、23.78%和15.22%,淤长型岸线主要分布

在中段和南段,稳定型岸线主要分布在北段,侵蚀

型岸线集中分布在废黄河口两侧岸段;海岸线人为

干扰显著,原生岸线仅占总长度的3.85%。基于属

性特征的海岸线分类方法在江苏省应用有效反映

江苏海岸线属性特征,但江苏省海岸线具有其本身

的区域特点,还需进一步针对其他典型区域进行分

类方法的适用性进行实践分析。

开展了基于不同属性的海岸线类型交叉分析。

江苏省岸段类型集中在“泥质-非生物-淤长型-
次生岸线”和“泥质-生物-淤长型-次生岸线”两

种,长度分别为233.03km和200.80km,合计占比

达57.73%。从海岸线生态特征和人为干扰特征方

面可以看出,生物岸线主要分布在中段和南段的淤

长型泥质岸线,又以弶港北侧的中段岸段潮滩宽

阔、海岸持续向海淤长的泥质岸段区域最为集中;

原生岸线分布在基岩岸段和自然保护区内的淤长

型泥质岸段。本研究针对海岸线属性特征的空间

特征和关联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后续研究中仍需

进一步深化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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