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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省近海海洋环境资源基本现状》是在江苏908专项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
江苏908专项通过海洋基础调查、重点海域调查和专题调查，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江苏近海海洋资源与环
境现状、变化和趋势，实现了江苏近海海洋资料和数据的全面更新。
同时，根据所获得的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数据，进行了南黄海辐射沙脊群资源环境、近岸重点海域
环境质量、海滨湿地保护与土地利用潜力、近岸重点海域渔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潜在滨海旅游区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综合评价，为江苏近海海洋资源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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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4南黄海辐射沙脊群演变 4.4.1 沉积环境与地貌演化趋势 4.4.1.1 沉积物来源变化的
总体背景 江苏海岸沉积层序形成的历史表明，本区的沉积环境演化是与长江演化相联系的，而黄河物
质的加入则是环境演化史上的一个插曲，主要是影响潮滩的快速形成和岸线淤长。
自从黄河于1855年北归渤海后，其沉积物供给就中断了，此后岸线进入调整阶段，旧黄河三角洲岸线
后退，而江苏海岸中部的岸线连续淤长。
如果辐射沙脊群区所对应的岸线冲淤完全依赖于黄河沉积物的话，则岸线冲淤相抵，净变化应该较小
。
实际上，细粒沉积物能够在岸线附近被圈闭，还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即潮汐作用是主要的水动力
（Reineck et al.，1980：Amos，1995），这个条件在细粒沉积物供给存在的前提下是可以满足的，但在
沉积物供给中断时，潮流的向岸输运导致细粒物质在高潮位堆积，使得潮间带变窄，进而使潮流的主
导作用让位给波浪作用，最终使潮滩的淤涨难以为继（Gao，2009a）。
也就是说，在沉积物供给中断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海岸带各处潮滩的发育将会终止，岸线的
淤涨也将终止，甚至发生向冲刷状态的转变。
当然，除黄河供给之外，长江的沉积物供给也是重要因素，但是，长江目前的人海通量不断减小，且
入海物质主要不是输往江苏海岸，因此江苏海岸潮滩今后的淤涨也无法依赖于长江供给。
剩下的一个来源是辐射沙脊群区本身的细粒物质，研究者认为这部分物质被淘洗并在潮流作用下向岸
搬运（朱大奎，许廷官，1982），这是江苏海岸潮滩和东沙等沙脊辐聚区潮滩继续淤涨的物质来源。
 4.4.1.2 海岸堆积和岸线动态趋势 辐射沙脊区有多少细粒物质可供潮滩淤涨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江苏
海岸今后土地淤涨潜力有多大。
辐射沙脊群钻孔分析表明，本区全新世中一晚期沉积的粒度分析结果，砂质物质约占50％，而粉砂和
黏土合起来约占50％。
潮滩上部的物质以细粉砂和黏土为主，即今后潮滩的淤长取决于这个粒级范围内的物质供应量的大小
。
若处于活动状态（受到潮流脊形成作用影响）的地层厚度以8 m计，而其中的细粉砂和黏土以30％计，
则可用于潮滩上部沉积体建造的物质总量约5×1010 m3（地层覆盖面积设为2×104 km2）。
如果这部分物质全部被淘洗出来并堆积于江苏中部200 km岸线上，且假设潮滩上部的泥质沉积层平均
厚度为3 m量级（Gao，2009b），则岸线尚有向海推进约8 km的潜力，这可以看做是今后土地增加的
上限。
实际上，细粒物质中会有一部分残留于地层中，一部分向海逃逸，还有一部分堆积在岸外沙洲的潮间
带。
虽然尚无确切数据来说明这几个部分的大小，但可以认为今后岸线淤长的潜力大致不会超过5 km。
当岸线淤长终止时，海岸带的水动力条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逐步以潮汐占优的条件向波浪占优的
条件转化，因此今后海岸防护和湿地生态保护将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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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省近海海洋环境资源基本现状》较完整地反映了江苏近海海洋环境资源基本现状，可以为合理
开发、科学利用和有效保护江苏海洋资源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也可以满足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为保
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制定海洋规划、进行海洋区划和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数据，
还可以为海洋科技工作者开展海洋研究、海洋调查、海域论证等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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