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地区河 口外航道演变及
沿岸泥沙流研究

陈乐平

(江苏省地矿局遥感站 )

摘 要

运用 多时相航空及航天遥感资料对连云港地 区海岸线和河 口 外航道动态分析
,

并进行沿岸流运移规律研 究
,

划分 了该区岸线的三种类型
,

确 定 了河口外航道普遍

向左偏移的演 变规律
。

认为沿岸泥沙流具有 自东南废河 口向西北连云港地 区运移 的

趋势
。

在港 区范围内
,

来 自北侧海州湾的泥沙流绕过东西连岛北 侧至 东 端 折 返 海

峡
,

形成绕 岛的顺时针环 流
。

现 已在连岛西端兴 建 的 西海提工程
,

将破坏现有流

场
,

阻断现行泥沙流
,

使之在港池内消能落淤
,

对港口 造 成不利 影响
。

连云港地区位于黄海西海岸中部
,

海州

湾南侧
,

陇海铁路东端
。

港区背依片麻岩组

成的基岩山地
,

外有连岛作为海上屏障
,

是

一个重要的商业大港
,

根据对外开放和港 口

建设的需要
,

我们使用遥感资料对这地区主

要河 口岸线变迁
,

河 口外航道的摆动规律
,

和沿岸泥沙流的运移状况等进行分析研究
,

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

并据此对连云港西海

堤工程的兴建提出了质疑
。

态
。

临洪河 口岸线 (大潮平均高潮线 )
,

自

1 0 54至 1 9 8 5年
,

淤进了7 5 0至 1 0 0 0 米不等
。

3
.

侵 蚀型粉砂淤泥质平原海岸一一分布

于扒山头以南
。

从坪子 口至灌河 口 的 情 况

看
,

19 5 4至 1 9 8 5年浅滩线蚀 退T 1 5 0 0 米左

右
,

岸线亦呈蚀退状态
。

一
、

区域海岸蚀淤状况

连云港港区为前震旦系片麻岩组成的基

岩海岸
,

具备建港的良好地质条件
。

但临海

岩岸仅局 限在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
,

其南北

两侧均处于淤泥质海岸的包围之中
。

依据多

时相航片 (50 年代
、

60 年代
、

80 年代 ) 动态

分析的结果
,

该区海岸可分为三 种 类 型
。

1
.

稳定型基岩港湾海岸

—
西墅至扒山

头一带
。

第四纪以来断块抬升
,

发育了不同

高度的海蚀地貌
。

现代海岸基本稳定
。

2
.

淤积 型粉砂淤泥质平原海岸
-

一西墅

以北至兴庄河 口
,

现代处于明显的 淤 涨 状

二
、

河 口外航道演变特征

河口外航道是入海河流主航道的向海延

伸部分
。

该区河 口外航道一直在变化着
,

百

多年前 即有资料记载
。

使用多期航片作动态

分析
,

若以 1 9 5 4年浅滩线为标准来确定河口

外航道的位置
,

统计结果如下表所列
:

连云港地区主要河流外航道偏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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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计结果得知
,

这些河流外航道近期

的平面位移是明显的
,

这些变迁至少具有如

下两个特点
:

1
.

位移的单向性 所有河流外航道都具

有 向左偏移的现象
。

2
.

尽管河 口所处地区有的为淤 涨区(如

临洪河 )
,

有的为蚀 退区 (如 坍子 河
、

灌

河 )
,

但外航道的偏移却不受 其 分区的 制

约
。

河 口外航道 的发展变化受着入海径流及

沿岸流的共 同影响
。

从这些河 口外航道 的偏

移方 向看
,

似乎是受到了来自右侧的沿岸流

的顶 托和泥沙的补充
,

以致部分泥沙在河 口

右侧落淤造成的结果
。

三
、

连云港地区沿岸流特征

苏北近代海岸线是大约 自7 0 0 0年前淤涨

外延 的结果
。

其间公元 1 1 28 年黄河改道夺淮

入海
,

更加速了淤涨的进程
。

公元 1 8 5 5年黄

河北归
, 、

该岸段失去了巨大的泥沙来源和入

海径流
,

黄河 口 由淤转蚀
,

大量泥沙成为苏

北沿岸泥沙流的物质来源
,

研究这些泥沙流

的去向
,

将是分析这一地区蚀淤变化至关重

要的问题
。

使用卫星影像及彩色航片了解和分析沿

岸流是个较为有效的方法
。

前述河 口外航道向左偏移这一事实
,

清

楚地反映了口外存在着 自东南流向西北的沿

岸流
.

其实遥感信息能够提供的依据远不止

此
。

1 98 5年摄取的彩色航片上可以看到
,
灌

河
,

坍子河入海后
,

浑浊的河水呈异重流的

形态
,

影像上具有十分清晰的轮廓
。

其轮廓

线明显地向北西
“

飘移
” ,

显示出它们受到

了来自东南方的沿岸流的胁迫 (图略 )
。

美国陆卫星 1 9 7 9年 8月6 日获 取 的 影像

( M S S S )
,

由不 同的密度层次反映出海水

含沙量的多少
。

从岸边 向海域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级次
,

含沙量依次递减
。

影纹形态显示

的沿岸泥沙流运移情况
,

说明它们具有白废

黄河 口向北西运移的趋势
,

经51 01 图像处理

系统处理的 1 9 7 6年 1 1月 2 8 日的M S S S和 19 85

年 3月23 日的T M
:

(照片略)
,

图像都有类似

情况
。

19 8 5年航摄照片上灌河 口外东侧可见

一个近东西向沙嘴
,

泥沙流绕此西行
,

造成

东端冲蚀西端淤涨的状态
。

也证明了这种海

水动力条件的存在
。

以上分析说明
,

这些常年不息的沿岸流

不仅导致河 口外航道的向左偏移
,

同时
,

连

云港以南广大侵蚀岸段产生 的悬浮泥沙
,

也

完全有可能被沿岸流携带 由南东向北西方向

运移
,

成为连云港地区淤积物质的来源
,

在

这些地区所做 的沉积物成分分析
,

也证实了

当地沉积物中相当一部分与废黄河 口一带是

一致的
。

四
、

沿岸流可能对港区

工程的影响

综合以上遥感资料显示的连 云港地区沿

岸流的运移特征
,

可以认为尽管连云港区处

于稳定岸段
,

但大范围的沿岸流是来 自东南

方废黄河 口一带
,

它们携带着大量泥沙
,

加

之入海河流的输沙
,

成为连云港地区港 口淤

积的主要泥沙来源
。

再从港区范围看
,

现在连岛与港区间有

一贯通东西的海峡
。

以往的许多材料都强调

了连岛海峡存在着往复流
,

认为海峡 内处于

冲淤平衡状态
;
还有的认为泥沙流自海州湾

进入海峡
,

围绕连岛左旋流动
,

并以此作为

兴建西海堤可以防淤的主要依据
。

而我们根

据卫星影像分析的结果
,

却得出了相反的结

论
。

所能见到的许多T M 图像和M S S 图像都

显示了泥沙流围绕连岛作右旋流动的情况
。

以 1 9了6年 1 1月2 5 日M S S 6 为例
,

可 以清

楚地看到海州湾南端和港区 (包括东西连岛

在内 ) 都处于浑水范围 内
,

其中来 自海州湾

的浓重的泥沙流行至连岛西端并未直接进入

海峡
,

而是沿连岛北侧东移
,

在连岛东端呈

帚状撒开
,

分为多股
。

同时又有一部分米 自



东南方的泥沙流加入
。

然后 自东 向西通过海

峡
,

至连岛西端与来自海州湾的泥沙流汇合

重又折向连岛北侧
,

如此形成了一个围绕连

岛的顺时针的环流
。

另外
,

海洋声纳进行的浅地层剖面测量

资料” 也为这种论断提供了证据
。

在 1 9 8 6年

沿连岛北侧做的东西向剖面上发现
,

港池内

疏浚航道吸起的淤泥
,

经 连岛穿山隧道排至

北侧后
,

大部分向东飘移
,

造成排沙口东侧

海底淤泥增厚加高
,

且有向海峡内回淤的趋

势
。

当然
,

目前通过海峡的这一环流所携带

的泥沙也会造成港池的淤积
,

但 由于现在通

过海峡时海流尚有相当的功能
,

泥沙的落淤

不可能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

然而
,

西海堤建成后的情况就不 同了
。

诚然
,

这一工程对港池内的防风防浪作用可

能是明显的
。

但却不能不注意这样 一 个 事

实
,

它明显地改变了海峡的流场条件
,

致使

来 自海州湾南端及废黄河 口一带的泥沙流自

连岛东端进入海峡后
,

受到海堤阻隔无法通

过
,

势必在港池内消能落淤
,

造成港池淤积

的加甚
。

这就与兴建西海堤的初衷 相 违 背

了
。

集美海堤的兴建造成厦门港淤积的事实

似可作为一个鉴戒
。

如此看来
,

西海堤工程

的兴建
,

在防风防浪的同时
,

如何保证港池

不致淤塞
,

确是需耍统筹安排的重要问题
。

结 语

遥感方法用于海岸线变迁和沿岸流研究

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

通过遥感解译工作可以

认为
:

1
.

连云港地区海岸依冲淤特征可分为三

类
:

兴庄河口至西墅为淤涨型粉砂淤泥质平

原海岸
; 西墅至扒山头为稳定型基岩港湾海

岸
;
扒山头以南为侵蚀型粉砂淤泥质平原海

岸
。

2
.

航片动态分析表明
,

该区入海河流临

洪河
、

坍子河
、

灌河外航道近期均明显地向

左偏移
。

3
.

卫星影像显示沿岸流运移方向与河 口

外航道偏移方 向一致
,

由东南向西北携带黄

河口及侵蚀岸滩产生的泥沙
,

影响连云港地

区
。

4
.

遥感影像显示
,

海州湾南端 的泥沙流

经连岛北侧
,

由东端拐入海峡
,

呈顺时针运

移
。

西海堤的建成将使之在港池 内受 阻 落

淤
。

建议该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

一不利因素
。

l) 抓苏省地矿局物探队资料
.

(上接第69 页 )

龙虾养成可直接利用海区捕捉的小 龙 虾 进

行
,

在龙虾繁殖季节采集幼体或进行人工育

苗均可
。

养成的虾池
,

不需要特殊设备
,

一

般养虾 的池子即可
,

池中放置一些可让龙虾

栖息的礁石或其它代用品
。

因龙虾忌光
,

在

暗环境下生长速度快
,

故水位宜深些
。

在短

期内 ( 1一2天 )
,

龙虾对水质因子的耐受力

较强
,

生存 的温度范 围 为10 一33
O

C
,

盐度

巧一 4 5肠
,

p H 6
.

3一8
.

5
,

但龙虾在水 温 较

高
,

盐度较高时体重增长率大
,

故适宜的水

温为 2 3一 3 0
0

C
,

盐度应 控 制在 5 1一 3 8
,

不

可过低
,

p H 宜为 7
.

8一8
.

3
,

水体溶 解 氧保

持在了一10 毫克/ 升
。

另外
,

据实验观察
,

切

除眼柄可提高龙虾的摄食量
,

增加 蜕 壳 频

率
,

进行眼柄切除处理的龙虾 比对照组体重

可增加 3 倍以上
,

故为了提高产量
,

可采用这

些有效的技术措施
。

龙虾大都在晚间觅食
,

所以在黄 昏时投饵为宜
,

带壳贝肉
,

规蛤
,

螺虾类
,

鱼肉或鱼肝等都适宜投喂
,

用于养

虾的人工配合饵料喂养龙虾效呆亦佳
。

夏季

期间水温较高
,

不可经常捕捉龙虾
,

否则易

造成受伤死亡
。

虽然养殖龙虾的周期较长
,

约需养殖 1一2年才能收成
,

达到数两 或 1斤

以上的商 品规格
,

但因其售价高昂
,

供不应

求
,

经济效益仍较显著
,

值得开展养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