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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 %&’ 和遥感技术，计算分析了 (# ) 来珠江口伶仃洋滩槽演变特点，阐明了其变化原因和

后果，并以此提醒人们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规范岸区开发行为，以利于珠江三角洲的长期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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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珠江是西江、北江和东江的总称。全长 ( ("2 34 的西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马雄山，经珠

海市磨刀门流入南海，是中国第三大河，也是珠江的主要排洪干道。珠江口伶仃洋主要接受来

自西江、北江和东江的河水（主要是其 2 大口门虎门、蕉门、洪奇门及横门来水），总共占了珠江

总径流量的 !- .25。但仅就西、北江而言，则有 6( . "5的洪峰径流经由这 2 大口门流入伶仃

洋，分别占珠江总径流量的 "7 .!5、"$ .-5、6 .25和 "" .(5［"］。另外，在 7 大分流水道中，泄出

径流量以磨刀门为最大。但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港口并不在径流干道磨刀门或其他河口口

门附近，而是在径流量较小而潮流较强的伶仃洋的水系河道上。伶仃洋滩槽的变化，是伶汀洋

河川径流、港湾潮流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分析和研究这种变化对广州、黄埔等

图 " 研究区伶仃洋位置略图

外港口的功能和建设关系密切，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

展和珠江口伶汀洋沿岸的发展规划与治理更是举足轻

重。

" 研究区域

珠江口伶仃洋的范围有 ( 种不同的界定方法，一种

是以学科角度考虑，将整个河口湾称为伶仃洋，范围是

北起虎门，南至桂山岛；另一种是从河口规划需要考虑，

其范围大致是北起虎门，南至内伶仃岛，南界也有具体

定为东起赤湾，经内伶仃岛至西连淇澳岛一线，水域面

积为 " #2" 34(。本研究区域也主要属此范围，仅北界至

虎门以南 6 34 处的舢板洲，利用 %&’ 软件在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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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图上计算求得该区域水域面积约为 !"# $%"（图 #）。

" 信息源

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尺度分析，并区别于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本次研究收集了如下图

像与地图资料。

（#）图像 美国陆地卫星 #!&’ 年 ())、#!** 年和 #!!* 年 +( 遥感图像，图像分辨率分别为

&! % 和 ,- %。

（"）地图 #!&. 年、#!*! 年和 #!!& 年珠江口海图，比例尺分别为 # / & 0 1 万、# / 1 万和 # / #1
万，地理坐标控制采用该地区 # /# 万、# /1 万地形图数字矢量数据。

, 研究方法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23)）是近 "- 4 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在地球科学、海洋科学等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遥感技术具有广域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并且对地面的探测能力大大超过

了人眼，可以探测一定深度的海域，不同波段图像的组合对海域浅滩、水下深槽等水下地形具

有一定的反映，利用遥感图像处理系统，结合实际的浅海地形图，可以使人们从空间上真实地

了解滩槽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23) 是采集、存储分析、再现空间信息的集合系统，它可以

结合空间及其属性，对地理空间模型化，便于空间信息的快速查询、分析，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

描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

通过对研究区 #!&. 年、#!*! 年和 #!!& 年不同年份的海图扫描、栅格图像的处理，在比例

尺 # /#- --- 5 #/1- --- 数字地形模型的控制下，使各年份海图在同一数学基础之下进行配准、

数字化，在 23) 中分别计算不同年份海图各深度滩槽的所占面积。对各年份遥感图像，也在同

一数学基础之下进行与 23) 中海图的配准，以便于不同年份海图和卫星遥感图像滩槽面积的

对比分析和达到近似年份以及间隔年份测量海图与遥感图像的对比分析，进而对区域的滩槽

发展趋势作出初步预测。

. 结果与讨论

珠江口伶仃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滩两槽”，空间上由西到东依次为西滩、西槽、中滩、东

槽、东滩。西滩处于研究区的西部，是由蕉门、洪奇门和横门的动力共同塑造的口外海滨；西

表 # #!&. 年 5 #!!& 年珠江口伶仃洋滩槽面积的变化

滩面积 6 %" 深槽面积 6 %" 水域面积 6 %"

#!&. 年 &,’ -1" -.! #*1 -1# "&’ !"# #-, ,"1

#!*! 年 11& 1., !*- ,,’ ’"! &"’ *!. #&, &-’

#!!& 年 ’". ""* #!- #’- !,! "!# &*1 #’& .*#

槽是西滩和中滩之间的珠基 7 1 % 以

下区域；中滩包括北部虎门外的拦江

沙和南部的矾石浅滩；东槽是中滩和

东滩之间的深槽；东滩为北起虎门沙

角经交椅湾，南止于大铲湾的一条呈

西北走向的滩地。自从 #!&. 年以来，

这种滩槽格局仍然十分明显，但滩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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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演变及整个伶仃洋的水域面积变化复杂（表 !）。

（!）滩 本研究是指除陆地和岛屿外、珠基 " # $ 以上的区域。%& ’ 来，其面积呈现缩小

然后又稍扩大的特征。%( ’ 来，其面积缩小了 !!) *$%，这种趋势是伶仃洋人为围垦和河流自

然淤积的结果，但 !+,+ 年的低点应该是当时航道疏浚和深槽增加的结果，!++- 年相对于 !+,+
年增加的 .. *$% 则是西滩向东南淤积挤压，使西槽轴线东移的结果。

（%）深槽 这里指珠基 " # $ 以下的伶仃洋研究区，该区总的趋势是萎缩的，但由于人工

疏浚的维持，%( ’ 来仅萎缩了 %) *$% 左右，而且在 !+,+ 年左右曾达到过 ((- *$%，几乎占了研

究区伶仃洋水域的 ! / (。从 !+-, 年、!+,, 年和 !++, 年近似时相的遥感图像上，可以看出滩槽

的发展特征。首先，在 !+-, 年图像上，整个西滩淤积面积较大，横门水道的淤积也比较严重，

到了 !+,+ 年，西滩的围垦和中滩的淤积面积较大，横门水道的淤积也比较严重，这是该时期滩

面缩小的主要原因，而从 !+,+ 年到 !++- 年，虽然西滩的围垦仍在进行，但由于西槽的继续东

移缩小、中滩上深槽的再度消失（深槽总共减少了 !-# *$%）强于围垦的速度，使这一时期的滩

面增加了 .. *$%。然而，从伶仃洋研究区整个水域面积的演变来看，水域缩小的趋势十分明

显，%( ’ 来，水域共缩小了 !(. *$%，年均递减 # 0+ *$%，其中，前 !# ’ 缩小了 %- *$%，年均递减 ! 0
, *$%，后 , ’ 缩小了 !&+ *$%，年均递减 !( 0. *$%。可见，+& 年代以来伶仃洋向河道演变的速度

明显加快。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伶仃洋的缩窄及其对广州港、黄埔港和珠江三角洲防洪形势的

影响，更密切地关注着伶仃洋的寿命［!，%］，即其演变为径流河道的时间。本次研究由于没有获

取有关泥沙淤积的具体数据，在此不具体探讨 %! 世纪伶仃洋的寿命问题，但上面有关滩槽和

水域面积的遥感和 123 数据分析还是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深槽区域的萎缩变窄，意味着潮流的影响在减弱，同时也表明浅滩的淤积在加强，这必

将加速径流来沙淤积从而缩小伶仃洋的过程；

（%）伶仃洋水域面积的加速缩窄，意味着进入伶仃洋、狮子洋的潮流量减少，这必将使潮汐

通道的尾部向珠江口方向退缩，未来广州港和黄埔港水位必将提高，这对未来珠江三角洲的防

洪安全构成很大威胁；

（(）浅滩的萎缩变窄趋势多半是人类活动围垦的结果，这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必须抛弃不

顾环境后果、追逐短期经济利益的思想，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岸

区变化朝着有利于珠江三角洲长远发展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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