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资源评价
.

天津海岸带特点与
开发方 向

陈可馨
(天津师范大学地理系 天津 )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天津海岸带具有与全国其他岸段不同的特点
,

并从现实出发
,

提出进一步综

合开发利用海岸资源的宏观设想
。

关键词 海岸带 开发 黄弊凹陷 淤泥质海岸 贝壳堤 渤海湾

天津海岸带位于渤海湾西岸
,

南起岐 口
,

巧 日宁河 6
.

9 级等多次地震
。

向北经塘沽
、

北塘
、

蛙头沽
、

大神堂至涧河 口
,

全 长 约 1 5 3 k m
。

海岸带从 低潮线 向陆域

10 k m 范围内算
,

包括汉沽区
、

塘沽区和大港

区
,

面积约 2 2 6 6 k m
2 。

1 天津海岸带特点
。

天津海岸带因深入渤海湾内
,

与全国其

他岸段有不同特点
。

1
.

1 构造复杂
,

地震活动较多

天津海岸带及其海域
,

在地质构造上位

于冀渤块陷的北部
,

占据了黄弊凹陷的大部
、

沧县隆起北部
、

冀中凹陷东北部
、

埋宁隆起北

部和唐山隆起南部
。

这些凹陷和隆起大多作

北北东向展布
,

形成了沧东断裂
、

白塘 口西断

裂
、

海河断裂
、

蓟运河断裂和宁河帚状断裂

等
。

其中沧东断裂带因位于沧县隆起与黄弊

凹陷的构造分界线上
,

走向北北东与东西向

的燕山褶皱带南缘的宁河一昌黎断裂和北西

向蓟运河断裂交汇
,

局部又被横向或斜交断

裂切割
,

对天津海岸带地层的沉积起着控制

作用
。

这些断裂带在新构造运动影响下
,

易引

发地震
,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破坏性地震
,

如

公元 1 7 0 4 年沧县 5
.

5 级
,

18 15 年天津葛沽 5

级
, 1 9 6 5 年 1 2 月 9 日葛沽 4 级

,

1 9 7 6 年 7 月

2 8 日宁河 6
.

5 级
、

汉沽 6 级
,

1 9 7 6 年 1 1 月

L Z 地层松软
,

工程地质条件差

天津海岸带是在古渤海湾的浅海环境中

发育的
,

一方面地壳仍在缓缓下沉
,

另一方面

接受来自海湾外围大小河流的泥沙沉积
,

到

距今 5 0 00 年以来
,

由于海面波动式 下降及

海岸线 阶段性变化
,

滦河
、

海河
、

黄河等泥沙

的沉积
,

形成深厚松软的海陆相交互沉积地

层
,

平均厚度约 42 0m
,

天津现代海岸带随着

泥沙的沉积才自西向东逐渐形成
。

天津海岸带经多年工程地质区划研究
,

从陆向海可划分为
:

中压缩一中强沿海冲积

平原区
;
高压缩一中低强度低洼

、

盐演冲积海

积平原区和高压缩一低强度岸坡
、

潮 间带近

代沉积区
。

根据沉积物质的垂直剖面可划分
:

上部持力层 (厚 。一 6 m )
,

中部软弱
、

易液化层

及下部桩基持力层 (埋深 15 一 4 o m 不等 )
。

在

沿海岸地带上部持力层很薄
,

下托厚层海相

淤泥质软土层
,

建筑时如采用一般基础形式
,

3 层楼房初期 2 年会下沉 2 0c m
,

个别下沉

4 o e m ; 4 层楼下沉 3 oe m
,

个别下沉达 so c m
。

当发生强地震时还将迭加 15 一 25 c m 的震沉

量
。

在天津海岸带搞高层建筑
,

一定要加强桩

基负载力
。

L 3 地势平缓
,

风暴潮灾害多

天津海岸带自新生代以来
,

长期处于大

收稿日期 1 9 9 4一0 1一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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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沉降背景下
,

经河海的共同作用
,

形成了

典型堆积平原海岸
。

组成物质以粘土质粉砂

和粉砂等细粒物质为主
,

属淤泥质海岸
,

岸线

平直
,

岸带形成时代新
,

地势微向海倾斜
,

潮

间浅 滩宽阔 (3 ~ 7
.

3k m )
,

坡 度极 缓 (坡 降
0

.

1 % ~ 0
.

2 % )
。

除铁路
、

公路及海堤等海拔

接近 4 m 外
,

其余地区海拔多在 Zm 左右
。

由于地势低下
,

当区域性强风和大气压

力异常时
,

会使海面产生较大的增水
,

容易诱

发风暴潮灾
。

据史料记载
,

自公元 1 5 9 4 年以

来
,

天津沿海发生的风暴潮灾有 26 次
,

其中

较大的 12 次
,

都造成潮水淹没村庄
、

房屋倒

塌
、

盐 田毁坏
、

交通中断
,

损失严重
。

天津沿海

的风 暴 潮
,

以初春 (阳 历 3
、

4 月 )
、

秋末 (l 1

月 )和盛夏 (7
、

8 月 )为最多
,

特大风暴潮多发

生在 7
、

8 月的朔望前后
。

天津的塘沽
、

汉沽地

区受风暴潮灾最严重
,

大港等地 区次之
。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末
,

天津沿海地区发生较

大风暴潮 9 次
。

进入 20 世纪
,

较大风暴潮发

生 12 次
,

1 9 9 2 年 9 月 1 日发生的风暴潮是

建国 以 来最大的
,

经济损失也最严重
,

达

3
·

99 亿元
。

可以看出风暴潮的发生频率越来

越大
,

对天津沿海地区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
。

1
.

4 土壤盐碱
,

淡水资源不足

天津海岸带属海退之地
,

是海相沉积物

上覆盖河流沉积物发育的土壤
,

以盐土为主
,

土质粘重
,

土层在 lm 以下
,

由于海水影响地

下咸水的浸溃
,

有明显 的潜育层
,

地 下水位

高
,

矿 化度在 3鲍 /d m
3

左右
,

地表盐分累积

较重
,

土壤养分含量低
,

植被稀疏
,

适耕性差
,

多荒芜
,

丰水之年可植水稻
。

淡水资源短缺
,

海岸带年降水量 60 Om m
,

夏季雨量过于集中

(占全年降水 75 % )难以利用
;
来自海河上游

的地表水
,

由于上游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

平

枯水年基本上已成断流
。

天津海岸带地下埋

藏较多地下水
,

表层 (0 一 30 m )为不可饮用的

咸水
,

矿化度大于 39 /d m
3 ,

只有深层 (6 0 0 一

Zo om 以下 )
,

有水质较好的承压淡水可以利

用
。

沿海岸带的厂矿企业由于长期汲取深层

淡水为生产及生活供应水源
,

造成地下水位

迅速下降
,

导致大面积地面沉降
,

局部的沉降

中心 已沉沦于海平面以下
,

严重影响港 口码

头 以及海河通航的正常功能
。

1
.

5 盐田广布
,

林木菠盖率低

天津海岸带早在秦汉时期
,

芦台已有盐

场
,

至元朝初年
,

海岸带的制盐业 已相当发

达
,

至 明
、

清时代长芦盐场 已盛极一时
,

主要

分布在汉沽和塘沽区内
,

晒盐技术也 日臻完

善
。

清朝初年
,

天津成为我国北方主要产盐区

及盐的集散中心
。

随着海盐业的发展
,

盐田的

扩大
,

大量从事盐业的人 口逐渐东移
,

推动了

天津海岸带的开发
,

目前已拥有盐田面积近

4 0 0 k m
Z ,

海盐总产量超过 2 0 0 万吨
。

天津海岸带由于土壤含盐量大
,

植物种

类较少
,

在 38 科 98 属 13 3 种中
,

绝大部分均

为草本植物
,

乔木及灌木植物极为稀少
,

植被

覆盖率低 (2 % )
。

天津海岸带的盐土上
,

生长

着肉质型盐生植物
,

如碱蓬
;
禾草型盐生植

物
,

如盐角草
;
杂草型盐生植物

,

如白茅等
。

滨

海洼地生长沼泽植物
,

主要有大米草和芦苇

等
,

在北大港水库
、

黄港
、

官港
、

北塘等地水域

生长繁茂
。

芦苇生长适应性强
,

分布面积广
,

产量多
,

经济价值高
,

是造纸工业主要原料
。

由于海岸带植被覆盖程度差
,

种植业发展受

到限制等原因
,

造成约 1 2 0k m
2

的大片荒地

尚未开发利用
。

1
.

6 贝壳堤与古海岸线明显
’

天津从古海岸线到现在海岸线之间
,

分

布着四道贝壳堤
,

堤内有贝壳帽螺
、

蛤捌
、

溢

蛙和毛蜡等软体动物
,

贝类死亡后的贝壳与

泥沙混杂
,

在潮流和激浪冲击下形成贝壳堤
。

贝壳堤一般高出地面 0
.

5一sm
,

宽几十米至

数百米
,

沿渤海湾南北断断续续呈半月形 延

伸
,

最长百余公里
。

天津境内最古老的海岸线位于第四道贝

壳堤
,

自苗庄经王徐庄
、

小刘庄至大苏庄农场

一线
,

距现在海岸线平均约 25k m
,

形成于距

今 4 0 00 年前
,

即唐虞时代海岸线 ;后向东发

展
,

相当于第三道贝壳堤位置
,

南起黄哗县常

庄
,

经武帝台
、

沙井子
、

八里台
、

巨葛庄
、

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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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

东堤头
、

依 口至宁河以东一线
,

距现在海

岸线平均约 2 3 k m
,

形成于距今 3 5 0 0一 3 0 0 0

年
,

即夏商时代海岸线 ;岸线继续向东发展
,

相当于第二道贝壳堤位置
,

南起浪沱子
,

经贾

家堡
、

歧 口
、

老马棚 口
、

上古林
、

邓岑子
、

西泥

沽
、

东整
、

白沙岑至汉沽党校附近一线
,

距现

在海岸线平均约 10 km
,

形成于距今 2 50 0 一

1 1 00 年
,

即汉唐时代的海岸线
;
较新的海岸

线相当于第一道贝壳堤位置
,

北起高上堡
,

经

陡河 口
、

蛙头沽
、

海河 口
、

高沙岭
、

驴驹河
、

马

棚 口至岐口 ,

紧靠现在海岸线
,

形成于距今约

70 。一 5 0 0 年
,

即元
、

明时代海岸线
。

元明以后

天津海岸线仍在缓慢向渤海湾延伸
。

L 7 海陆风显著
,

风能资源好

天津海岸带的海陆风影响较大
, 1 月份

陆风从 1 时开始
,

8 时最盛多西南一北风
,

风

频达 90 % ;
海风从 14 时开始

,

16 时最盛
,

多

南南东一东北东风向
,

风频达 93 %
。

7 月份陆

风多西南一北风
,

从 4 时开始
,

8 时最盛
,

风

频达 70 %
,

海风 13 时开始
,

15 时最盛
,

多南

南东一东北东
,

风频达 97 %
。

海陆风的高度相比
,

海风较高
,

夏季平均

高 3 75 m
,

其余季节平均 为 2 98 m ;
陆风高度较

低
,

季节变化不大
,

年平均为 1 20 一 1 30 m
。

整个渤海湾为风能资源丰富区
,

距海岸

线 skm 的狭长地带风能资源最好
,

平均有效

风能密度为 1 0 0 ~ 1 5 ow / m
, ,

风速 3一 Zo m / s

的年累积达 5 5 0 0 一 6 so o h ;
等于 (或大于 )

6m / s
的风速年累积也在 2 0 0 0 ~ 3 o o o h

。

距

海岸线 5 ~ 1 0 k m 范围内
,

风能资源也可以利

用
,

平均风能密度为 1 00 一 s ow / m
Z ,

全年等

于 (或大于 ) 3m / s
风速累积 4 0 0 0 一 5 o o o h

,

等于 (或大于 ) 6m / s )时数也有 1 0 0 0 一 2 0 0 0

h
。

L S 能源资源丰富

天津海岸带和渤海湾蕴藏着较多石油
、

天然气
、

地热和煤炭资源
,

有待进一步开发
。

近年来对海水的综合利用有了发展
,

除将海

水在工业上作冷却用外
,

还从海水提取有用

元素和海水淡化
。

近岸水深大于 lo m 的海域

还蕴藏着较多海洋动力资源
,

加上沿岸的风

力资源
,

潜力很大
,

有待开发
。

2 天津海岸带开发方向

天津海岸带由于具有上述特点
,

早在战

国时期
,

人们就在这里定居
,

开始开发利用
,

至现在 已成为我国北方港 口
、

航道
、

渔业
、

盐

业
、

海洋化工
、

石油化工
、

海水养殖和海洋服

务等新旧产业的重要基地
。

为了更全面综合

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
,

较快实现天津市总体

规划对滨海地 区的战略 目标
,

克服 目前部门

所有制形成的各 自为政
,

各行其事
,

只考虑本

部门利益
,

忽视综合效益
,

只顾眼前
,

不顾长

远利益的弊端
,

从而科学地指导海岸带资源

的开发
,

也有利于对海岸带的综合管理
,

需要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
,

根据海岸带的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
,

用战略观点搞好区域发展规划
,

然后按计划逐步实施
。

为了天津经济的全面腾飞
,

这里只从宏

观的角度对海岸带提 出开发利用方向 ;

2. 1 搞一个合理利用空间的全面规划

天津海岸带由于开发部门较多
,

争占海

岸空间的矛盾也较突出
,

为了各得其所又能

相互促进
,

科学 安排使用 空间
,

调整产业结

构
,

实现 3
、

2
、

1
,

并根据不同产业特点进行合

理布局
,

需要搞一个全面规划来进行全面协

调发展
。

2. 2 对资源和环境要科学利用和保护

天津海岸带有多种多样资源
,

人们既要

合理开发利用
,

又应加以认真保护
。

因此需要

对资源进行认真分析
,

分清一次性和再生性

资源
,

对一次性资源开发利用不要过度
,

要有

计划地逐步开发
。

对再生性资源的利用要注

意增殖与保护
,

使其得到逐渐恢复和发展
。

海

岸带是各大小河流入海处
,

控制 污染物的排

放量
,

尽量使海岸带和近海水域污染减少
,

创

造一个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

以利更好开发

海岸带资源
。

2. 3 协调行业间关系
,

使产业合理发展

天津海岸带目前利用程度较高
,

随着天



·

资源评价
·

津经济建设重点东移
,

新港和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及保税区的发展
,

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

展
,

因而在用地上产生了不少矛盾
,

需要从以

下两方面考虑协调行业关系
:

¹ 从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来衡量其轻重
,

做

到用地合理
; º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

分清轻重

缓急
,

既从现实出发
,

又要考虑长远利益
。

这

样既满足了重点行业的发展需要
,

又兼顾了

其他行业的利益
,

协调了产业间相互关系
,

促

进了各种产业发展
。

2. 4 建立一个统一机构
,

对海岸带进行法制

的综合管理

天津海岸带开发有利因素很多
:

一是区

位优势 明显
。

天津在历史上是华北经济中心
,

有海
、

陆
、

河
、

航之便
,

扼首都北京之 门户
,

可

与我国三北 (东北
、

华北
、

西北 )地 区贸易往

来
。

天津港现与世界 1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贸易
,

信息传递便捷
,

经济腹地广 阔
;
二是

环境容量大
。

天津海岸线系数高于全国平均

数
,

有广 阔国土面积作为后 盾
,

沿岸 污染较

轻
,

还有荒地和 已围待用地
,

为海岸带发展港

口
、

工业
、

交通和城镇建设提供了良好空间条

件
;
三是人 口密度小

,

劳动力资源充裕
; 四是

有充足的海水资源和石油
、

天然气
、

地下热水

和煤炭
、

海水动力等资源
;
五是海洋渔业资源

丰富
;
六是有较好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 七

是有较好港 口基础设施 ;八是有京
、

津两大城

市为依托
,

有雄厚的技术经济后盾
。

开发的制约因素
:
目前主要是淡水资源

不足
,

地面下沉与风暴潮等灾害的发生
,

为科

学开发利用带来一定困难
,

需要建立一个统

一机构制定管理法规
,

进行综合协调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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