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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遥感是进行潮间带资源调查的有效技术手段。作者以 % 期低潮位卫星遥感数据为基础，对江苏省沿海潮间

带滩涂资源的总量、分布特点、发展趋势及开发利用前景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江苏省滩涂资源总量呈减少趋势，匡

围量大于可供匡围的滩涂资源生长量，应加强对滩涂资源开发利用进行规划和统一管理。

关键词：江苏省；滩涂资源；演变趋势；遥感；利用前景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 引言

江苏省拥有 (## /0 长的海岸带，其滩涂资源量

约占全国滩涂资源的 " 1 *，滩涂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

的 " 1 (，是江苏省主要的土地后备资源。!# 世纪 $#
年代初，由江苏省科委牵头组织的“江苏省海岸带和

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项目，历时 . 2，对江苏省海岸带

气候、水化学、动植物种群、潮波作用特点、水文工程

地质环境及土地、滩涂资源量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取

得了多项成果。时隔近 !# 2 后，作者利用纯遥感技

术对江苏省沿海滩涂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和解析，在

准确建立潮间带不同潮位面遥感标志的基础上，进

而对滩涂资源的分布特点、总量及演化趋势进行了

分析和预测，同时对合理开发和利用滩涂资源提出

了建议。

" 潮间带滩涂资源分布现状及特征

在复杂的海洋水动力作用影响下，江苏省沿海

滩涂资源发育极不平衡，大致可分北、中、南 % 段，其

中以中段发育最好，南段次之，北段最差。现以 "))(
年 &3 图像数据滩涂解译图（图 "）为基础，将上述 %
段滩涂资源发育特征分述如下：

（"）北段（绣针河口—射阳河口段）。该段直线

距离约 !*# /0。此段是江苏省沿海潮间带发育最狭

窄地段，也是滩涂资源最少的区域。绣针河口至老

龙王河口为沙质海滩，滩面宽度 # 4! /0 左右。滩面

收稿日期：!##! , #( , #$

高程在 * 5 . 0，滩脊与水下岸坡转折处一般在 " /0
处出现。龙王河口发育有典型的羽状沙咀。临洪河

图 " 江苏省沿海滩涂及渤沙洲遥感解译图

（据 "))( 年 " 月 !$ 日 &3 图像解译）

口潮间带是北段中发育较好的地段，滩面宽度也仅

有 " 4. /0，墟沟大棺材山—后云台山是基岩岸段，除

了在港区内墟沟至港口之间有潮滩淤积外，其他段

落皆无潮滩发育。自后云台山东侧运盐河入海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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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扁担河口，潮间带也非常狭窄，海水已直接逼近贝

壳堤（高潮位线标志），滩面宽度一般不超过 !"" #，

仅在埒子河、灌河口、中山河口等处发育有稍宽些的

潮滩，一般宽度也不超过 $ %#。扁担港口至射阳河

口北侧，潮间带自北向南逐渐加宽，宽度一般也仅

$ %# 左右，滩面高程一般为 & # 左右，整个北段潮

间带由于狭窄，无明显的分带性。

（&）中段（射阳河口段）。该段是江苏省潮间带

滩涂发育最好的段落。由两段北西向和两段近南北

向岸段构成中段潮间带的基本轮廓。北西向潮间带

长而平直，射阳河口—死生港段长约 $&" %#，宽度变

化不大，一般在 $" %# 左右，最窄处约为 ’ %#。另一

段是北西向潮间带自老坝港向南至岸线拐折处约

!! %#，滩面北宽南窄，约为 ( ) * %#。这两条北西向

潮间带平直，滩面宽度较稳定，并且在卫星图像上具

有明显的分带性，反映出组成潮间带不同物质的光

谱特征。

两个南北向岸段长度约为 +" %#。由北西向转

为南北向，在死生港至老坝港，如东农场北东方向岸

线转折处至新开河港处形成两个向西的凹折区，这

两个凹折区是江苏沿海辐射状潮流沙脊群收敛的区

域。该区域潮间带发育的环境条件基本相同，它们

虽具有分带性，但远不如北西向岸段清楚，在卫星图

像上可分辨的条带数量也少得多，展布规律也不明

显，滩面宽度变化幅度较大，一般在 " ) $" %# 之间，

滩面十分平坦，标高一般在 & ) ’,! #。

（+）南段（新开河港—长江口段）。该段长约-" %#，是

一段弧形岸带。该段潮间带宽度一般在 ! %# 左右，

变化幅度不大。在卫星图像上，其分带性不及中段

清晰醒目，但亦有反映。新开河港至蒿枝港之间，由

于受到近海潮流沙脊的影响，低潮位线的走势十分

复杂，而远离潮流沙脊的蒿枝港至连兴港间则较平

直。

由于潮汐作用的影响，在潮滩地貌上留下了不

同潮水面位的特征，使潮间带具有明显地分带性。

根据江苏省沿海闸口潮位统计资料，大丰、东台段沿

海 $ 月份潮位最低，( 月前后潮位最高，这种潮位高

低变化的结果，直接造成沉积带的上下移动，反映在

图像上就是形成连续直观的色带变化，是堆积型潮

滩的典型形式。这种特点在沿海中段表现得尤为突

出。从图像上可看出，该段潮间带可分出 * 条不同

色带，最明显并连续延伸的有 ’ 条：第 $ 条带为紧邻

海堤且具有植物群生长的区域，一般呈黄棕—棕褐

色调，裸露地段为蓝褐色，反映了潮间带的淤泥质滩

面；第 & 条带呈灰蓝—亮灰色，几乎没有植被生长，

反映的是裸露的泥沙混合滩的光谱特性；第 + 条带

呈淡红色，反映的是滩面表层游移的浮泥层，它漂浮

在泥沙混合滩之上；第 ’ 条带饱含水分，是呈蓝白色

条带的粉砂滩。这 ’ 条带较清晰地反映了潮间带在

潮汐作用下物质成分的选择性分布。结合实地勘

察，可将上述诸带分别划归于高、中、低 + 个潮间带

范畴，这 + 带发育最好的段落是射阳河口—新开河

口之间，其中射阳河口—川水港间发育最完善，特征

也最清楚；新开河口—连兴港间缺少高潮带，射阳

河口—绣针河口因潮间带较窄难以分出。

& 滩涂土地资源面积统计

根据 $((. 年 $ 月 &- 日潮位 /0 图像统计结果，

江苏沿海滩涂土地资源面积总量为 + !$+ , $’( * %#&

（表 $）。

从表 $ 可知，潮间带滩涂以射阳河口—大洋港

段发育最好，滩涂面积为 & &++ , "$- - %#&，占全岸段

滩涂面积总量的 *+ , !*1。高潮带发育最好段落是

射阳河口—小洋港间，面积为 !+- , .+& + %#&，占高潮

带滩涂面积总量 .& ,$!1；中潮带以王港—大洋港段

和条子泥发育最为宽阔，面积为 *"( , .+& ( %#&，占中

潮带滩涂面积总量的 !! , ’’1；低潮带以小洋港—大

洋港段最好，面积 !.’ ,-&+ * %#&，占低潮带滩涂总量

的 +’ ,!’1。东沙和条子泥主体低潮带也非常发育，

面积分别是+’(,!+& ( %#& 和$+-,’.+ . %#&，分别占低潮

滩总量的 &$1和 - ,+&1。

$((- 年《江苏滩涂研究》公布时，灌河口—连兴

港高潮滩面积为 ((+ , ’** . %#&，而本次调查面积为

*.$ ,&(( . %#&，近 $" 2 来该段高滩面积共减少了

+&& ,$*. " %#&，平均每年减少约 +& %#&（含匡围面

积）。$(-- 年低潮滩面积为 & "’- ,* %#&，本次调查面

积为 $ **" , ". %#&，减少了 +-- , !+ %#&，近 $" 2 中每

年平均减少面积约为 +- , ! %#&。$(!’ 年以来灌河口

至连兴港，岸段虽以年均 $+ , $++ + %#& 的速度在淤

长，但灌河口—射阳河口段，由于侵蚀，共损失滩地

!" ,"** . %#&，年均损失 $ , .++ + %#&，东灶港—蒿枝

港潮滩 $(-" 年前年均损失滩地 " , ’++ + %#&，高滩部

分在 &" 世纪 *" ) ." 年代大部分已被蚀光。据 $(-"
)$(--年统计，平均低潮位线年均蚀退 &,.++ + %#，低潮

带滩面的侵蚀状况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后更趋

明显。

与 &" 世纪 -" 年代相比，虽然高潮滩资源量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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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但滩涂资源总量在减少。江苏沿海平均高潮

线—新海堤之间共有高滩 !"# $ ### % &’"，在此后 "(
) 中（*+!( , *+++ 年）共匡围滩涂 %#! $ --! &’"。本次

调查得出高滩面积为 %-# $ %"( % &’"，即 *+!( 年前积

累的高滩资源量，在经过 "( ) 的匡围后，又新增加了

#!! $.(" &’"，年平均新增高滩 /- $ -". * &’"（.* #/% $
#. 亩!），但与匡围年平均面积 /! $ -"" &’"（.% #// $ #
亩）的速度相比，明显呈负增长关系。再从资源总量

来看，!( 年代时获得的沿海滩涂面积总量为 - %.#$*//
/ &’"，本次调查结果为 / .*/$*-+ # &’"，总量减少了 *
"-" $+!/ %/ &’"（*!# $-. 万亩），年均减少 #" $*-+" &’"

（+/ ""- 亩）。从上述两个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江苏

沿海高潮滩在过去的 "( ) 中，以年均 . $ *# 万亩的速

度增长，但匡围速度大于资源增长速度，滩涂资源总

量呈减少趋势。

表 * 滩涂土地资源统计表

岸 段 高潮滩面积 0 &’" 中潮滩面积 0 &’" 低潮滩面积 0 &’" 合 计 0 &’" 备 注

连兴港—蒿枝港 #+$+%* # -!$"!" / **!$"./ +

蒿枝港—大洋港 /($!#* ( /+$%"" - %($.!/ -

大洋港—小洋港 */" $.#% - "#+$#/* / .%-$!"/ # +%%$("" /

小洋港—川水港 *.+ $(-+ + *%!$*." " *..$!#% # -+/$(#+ %

川水港—王 港 *! $+*% - %.$"/" # #%$*.( / *#*$/(( /

王 港—斗龙港 *-/ $./! + !#$%*# ! #-$+#! . "+.$""- "

斗龙港—新洋港 *(% $/"- + /#$.%" % *#$#-+ % *#($.-% /

新洋港—射阳河口 *(+ $+(* " "!$"#! / % $#!. . *-.$!.. (

射阳河口—埒子河口 -/ $("" # **$/.% # .-$/!( "

海州湾段 *% $((+ + "-$+%* * -*$+!* (

条子泥 # $#(. # ""/$#*# / */!$-%/ % /#!$#+. #

东 沙 ! $%!" + /($##/ " /-+$./" + /!!$+%+ (

条子泥以东、以南 %/$-#. ( %/$-#. ( 含蒋家沙

东沙以东、以南 +($"". . +($"". . 含豆腐渣腰子

小阴沙、亮月沙等 //$""/ ( //$""/ (

分段累计 %-# $%"( % * (##$(*- % * ##($(%( ( / -%"$!(. -

长江沙洲 -( $/-- # 崇明岛以北

总 合 计 / .*/ $*-+ #

注：表中所列滩涂面积，不包括滩面主要水系面积

/ 滩涂淤蚀量及趋势分析

江苏省 +(1以上是平原型粉砂淤泥质海岸，在

潮汐和近岸海流作用的影响下，潮间带滩涂淤蚀变

化较大。本次所作的淤蚀量及趋势分析，仅从滩面

平面变化角度进行。由于埒子河口以北岸段滩涂带

较窄或缺失，所以不作统计和分析。

! $" 滩涂淤蚀量统计

根据卫星遥感图像的 - 个时相，分 " 个时段对

滩涂淤蚀量进行面积计算（表 "）。从表 " 可以看出，

自 "( 世纪 %( 年代起，埒子河口—射阳河口之间

!* 亩 2 ($(##% 3’"

滩面一直处于蚀退状态，无论是高滩或低滩皆如

此。以新滩河口—废黄河口段低滩蚀退最巨，年均

4 *$*** &’"。埒射岸段滩面 "( 余 ) 来高低滩共蚀

退 !/ &’"，年均 - &’" 左右。自射阳河口—小洋港

段，淤蚀状态在不同的时间段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世纪 %( 年代中期至 !( 年代中期，该段高、低滩面

均是同时淤进的，仅在两个南北向的岸段中局部

滩 面 有 蚀 退 。在 近 ! )时 间 内 ，该 段 高 滩 共 淤 进

"*+ $/- &’"，低滩淤进 **+ $ ". &’"，局部蚀退 . &’"

左右。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后，该岸带滩涂皆处于

高滩淤高淤进、低滩蚀退的环境，*++% 年（* 月 "! 日）

比 *+!- 年（! 月 - 日）潮位降低了 * , " ’，低潮滩前

缘（水边线）后退了 "(( , " ((( ’，每年平均后退最大

距离约 *.( ’；高滩共淤进 /($.- &’"，低滩共蚀退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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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自埒子河口—长江口间，海岸带滩涂高、

低滩分别淤进 &’$()’& !"# 和 *’’(’’& !"#，年均值分别

是 )# (+ !"# 和 , !"#；高、低滩分别蚀退 +# ( -*. !"#

和 **. (&$+ !"#，年均值分别是 # !"# 和 . ( . !"#。由

此看出，江苏省沿海滩涂高潮滩淤进远远大于蚀退，

而低潮滩淤进略大于蚀退。

表 # 江苏省海岸带滩涂淤蚀量统计表

起止岸线
*,-& / *,’. 年

淤蚀量 0 !"# 潮滩淤蚀特点 年均值 0 !"#
*,’. / *,,- 年

淤蚀量 0 !"# 潮滩淤蚀特点 年均值 0 !"#

埒子河口—灌河口 1 #(#+ 高滩蚀退 1 $(#+, 1 *(#+ 高滩蚀退 1 $(*$)

灌河口—新淮河口 1 +(#
1 & (+

高滩蚀退
低滩蚀退

1 $(+&-
1 $(-**

1 .(++
1 #(#

高滩蚀退
低滩蚀退

1 $(+.)
1 $(*’)

新淮河口—废黄河口 1 #($
1 *$ ($

高滩蚀退
低滩蚀退

1 $(###
1 *(***

1 )(&+ 高滩蚀退 1 $()$)

废黄河口—扁担港口 1 +(’
1 )(’’

高滩蚀退
低滩蚀退（废黄河口—双
洋河口段）

1 $(.))
1 $(+)*

1 #(’’ 高滩蚀退 1 $(#+

扁担港口— 套河口 1 *(*# 高滩蚀退 1 $(*#+ 1 *(,& 高滩蚀退 1 $(*&)

套河口—射阳河口 1 #($’
*& (,#

高滩淤高蚀退
套河口南段低滩蚀退

1 #($+ !"#，至射阳河口
淤进 *’ (,& !"#

1 $(#)*
* (’’

# (.#
1 #&(.#

高滩淤高淤进（匡围
效应）
低滩蚀进

$ (#*
1 #(#*

射阳河口—新洋港 #&(-.
#& (’*

高滩淤进
低滩淤进

)(’#*
) (’)

)) (#.
1 #.(.

高滩淤高淤进，于
* #$$ " 处老海堤外，
*,,- 年有蚀退陡坎
低滩蚀退

#(..’
1 *(,&#

新洋港—斗龙港 #$(&)
#’ (.

高滩淤高淤进
低滩淤进

#(,+-
+ ($-*

**$(&#.
1 ,(+)’

高滩淤高淤进
低滩蚀退

’ (.*
1 $(-#&

斗龙港—王 港 -. ()-.
+$ (#.

高滩淤高淤进
低滩淤进

*$(-&,
. (-.

’# (#.
1 *.(*’’

高滩淤高淤进
低滩蚀退

&()#-
1 *(*&’

王 港—竹 港 .* (’-.
*& (#.

高滩淤进
低滩淤进

-(+**
# ()#*

+$ (’*)
1 ’(,)’

高滩淤高淤进
低滩蚀退

)(*),
1 $(&’’

竹 港—川水港 *$ (*’’
- (+)’

高滩淤进
低滩淤进

*(+..
* ($&)

*- (*#.
1 .(.

高滩淤进
低滩蚀退

*()*-
1 $(+#)

川水港—中心港 ** (&#.
1 +(,-.

高滩淤进
川水港南段高滩蚀退

*(&&*
1 $(-**

+) (*#. 高滩淤进 )()*-

中心港—小洋港 ## (’-.
1 +(#.

高滩淤进
老坝港南侧侵蚀

)(#&’
1 $(&$-

&, (&)’ 低滩淤高淤进
. ().-

小洋港—双东闸南岸折
处 *$(’+ 高滩淤进 *(.+, *# ($+ 高滩淤高淤进 $(,#&

双东闸南岸折处—新开
河南岸线拐折处 &#(,# 高滩淤退 *$(+’- #- (#+ 高滩淤高淤进 #($,.

新开河南岸线拐折处—
蒿枝港 1 *(’+ 高滩蚀退 1 $()$- 0 侵蚀岸段没有高滩发

育

蒿枝港—连兴港 0 几乎没有高滩发育 #$(’+ 高滩淤进（匡围） *(&$)

合 计
高滩淤进 #,) ($-’ 高滩蚀退 #-(...
低滩淤进 **, (#+’ 低滩蚀退 ##()#

高滩淤进 )’-()$’ 高滩蚀退 *.(*&
低滩淤进 &,(&)’ 低滩蚀退 ,) (#’+

! (" 滩涂淤蚀趋势分析

#$ % 来，江苏沿海全岸段的淤蚀特点主要表现

为分段性和时段性，在不同的岸段，高、低滩淤蚀特

点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时间段中也存在淤蚀规律的

转换问题。现分段论述如下。

（*）锈针河—海州湾弱淤长段。该段长期以来

处于弱淤长状态。龙王河口—锈针河口是江苏省沿

海唯一的沙质海滩岸段。其北部是山东界内的基岩

海岸，西部是基岩构成的丘陵岗地，冲海积平原较

窄，南部为海州湾，陆源泥沙量少，所以长期处于弱

淤长状态，该岸段已被开发建设成为“江苏北戴河”

海滨渡假区。海州湾主要由于临洪河带来的陆源泥

沙和自北南下的近岸泥沙沉积而表现为弱淤长，河

口向海域渐进。但由于东西连岛与墟沟间的拦海大

坝的建成，临洪河入海泥沙不可能通过港区南下，必

将增加大坝与河口区内的淤积，导致河口段淤积速

度加快。

（#）墟沟—云台山基岩岸段。该岸段除了在墟

沟和港区之间有淤积外，其他地段均无淤积。由于

海峡通潮过浪环境的改变，港区内该段弱淤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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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续。

（!）废黄河口侵蚀段。该岸段沿袭了 "#$$ 年黄

河北归以来强侵蚀的特点。"%& ’ 来，废黄河口两侧

岸段侵蚀退后 (( )$ *+，年均后退 ",& 余 +，长期的海

洋动力作用使该岸段逐渐趋于顺直，但仍处于侵蚀

状态，只是侵蚀强度继续减弱。

（%）射阳河口—川水港高滩淤进低滩侵蚀段。

长期以来，该岸段一直处于高、低滩同时淤进的状

态 ，近(& ’来 ，高 滩 淤 进 约 %%( *+( ，低 滩 淤 进 近

"%& *+(，年均分别淤进 (( ) " *+( 和 - *+(，自 (& 世

纪 #& 年代中期以来，该段潮位一直比平均低潮面

低，而 "..- 年低潮滩前缘反而比 ".#% 年后退了 (&&
/ ( &&& +。年均后退最大距离近 "$& +，东沙的西缘

也表现为向东蚀退。根据现有资料，这种高淤低蚀

的趋势不但继续下去，而且还有可能加强。

（$）川水港—连兴港淤岸段。该段除了吕四岸

段（东灶港—蒿枝港）因侵蚀几乎没有高滩和两南北

向岸段淤长幅度较大外，其他地段均处于弱淤长状

态。长期以来该段淤蚀趋势比较稳定，今后也不会

有较大的变化。

% 滩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分析

根据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立即可围的滩地是

大潮高潮位—平均高潮位间的高滩，即目前 已 有

-%, )-(& - *+(（约 ""( 万亩）高滩可直接开发利用。

但高滩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约 ( 0 ! 岸段因长期处于

弱淤长状态使高滩发育缓慢而较为狭窄，有的岸段

由于开发利用水平较高所剩不多，有的岸段则因长

期海水冲刷逐年蚀退。只有 " 0 ! 岸段高滩资源相对

集中，这就决定了江苏省滩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射阳河口—绣针河口仅有高潮滩 ,& *+(，分布

在约 ($& *+ 长的岸段，海州湾 "- ) &" *+(，射阳河口

—埒子河口 %! ) &(( , *+(，其他岸段基本无高滩分

布。这 ,& *+( 高滩在临洪河口、灌河口、射阳河口—

双洋河口附近相对集中，但也不具备大规模的匡围

条件，仅宜用于水产养殖。从经济角度来看，连云港

的滩涂盐田，可根据市场需求考虑战略性转产，由盐

业半转或全转成养殖业。

射阳河口—川水港约 "&& *+ 长的潮间带上，拥

有 !#& *+( 的高滩，占高滩资源总量的 $"1，是江苏

省滩涂资源分布最为集中的岸段，也是开发利用的

主要区域。该段滩涂开发利用历史较早，主要用于

扩大耕地面积，种植粮食和棉花等经济作物。近 "&
几 ’ 来，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和农林产业结构的调

整契机，滩涂养殖业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新

匡围滩涂几乎全用于水产养殖。该岸段匡围区可供

选择空间较大，适合于集约型大规模开发。

射阳河口—王港之间是高潮滩最宽、滩面高程

较高、潮沟较少的最好段落，其中以新洋港—斗龙港

间 为 最 佳 ，长 "( *+，宽 ( / , *+，可 匡 围 滩 涂 近

,& *+(。但因其是国家一级动物丹顶鹤保护区不但

不能匡围，反而要作为自然生态资源应更加保护。

其次是斗龙港、射阳河口南侧，面积分别为 ($ *+( 和

!& *+( 的高滩可供匡围。斗龙港外侧，低潮带较宽，

达 , *+ 以上，西侧滩面已用于水产养殖，可利用该

高滩扩大水产规模；若用于种植则与南部农场相连

接，会产生布局上的不合理。射阳河口南侧 !& *+( 高

滩匡围后，其外侧低潮滩宽度仅有 " *+ 左右，又紧

邻射阳盐田，所以可根据需要扩大盐田规模或用于

养殖。

王港—川水港段高潮带宽度一般为 " / ( *+，

中、低潮滩宽 % / , *+。高潮滩滩面平坦，起伏不大，

种、养皆可。

自川水港—连兴港段高潮滩 (.( *+(，分布在近

!.& *+ 长的岸段，其中以川水港—小洋港、东凌港—

新开河口两个近南北向凹岸地段较为集中，但宽度

变化较大，前者不足 " / $ *+，后者 $&& / ( $&& + 不

等，其他岸段高滩皆较窄。由于两处较集中的高滩

是分布在岸带的凹折部位，水动力条件复杂、潮沟发

育，应主要用来水产养殖。另外，在充分利用高滩面

积的同时也要考虑水动力作用的影响，避免匡围后

造成损失。大洋港—连兴港虽无高滩可围，但可在

中、低潮带采用网养方式发展养殖产业。

总之，江苏省滩涂资源主要匡围区是射阳港—

川水港间的高潮带，可供集约型大规模开发利用，以

养殖为主，种植为辅；其他岸段高滩资源目前尚不

具备大型开发利用条件，宜发展中小型养殖场；连

云港市盐田可根据市场需求，部分或全部转产养殖

业；大洋港—连兴港因无高滩分布，不具备匡围的

自然条件，可在中、低潮带发展网式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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