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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资源的重视程度开始加大。潮滩是我国相对研究较少

的区域，近几年潮滩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潮滩地貌定量化和模型化，新技术在潮滩沉积机制

研究中的应用和潮滩环境的物质循环研究。本文在分析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当前潮滩环

境研究应解决的问题和粗略的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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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18 Ooo km大陆海岸线和1 4000 km岛屿海岸线的国家，由于人海河流

携带泥沙作用，海洋潮汐作用使得我国许多大型河口和岛屿发育了丰富的潮滩资源。由于

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潮滩作为天然的排污和净污池面l临着巨大的环境危

机，因此国家开始重视并投入相当的资金对我国潮滩资源和环境进行研究和整合。

1我国潮滩环境的近期研究现状

1．1新技术在潮滩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近几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测量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地学工作者将新技术在应用在潮

滩水动力，潮滩沉积机制和潮滩地貌数字模拟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水动

力方面，蔡守勇等介绍了VsMs系统在潮滩悬浮沙浓度测量，流速测量，水深测量等方面的

应用，使得潮滩环境水动力定量化研究在技术研究上有了新进展⋯。史峰岩等建立任意曲

线坐标下普遍适应的速度逆变张量和水位满足的动力学方程组，使得对潮滩复杂地形和海

岸形态数值模拟更实用和精确”J。在潮滩沉积机制方面：夏小明采用野外观测和元素示踪

等方法对半封闭型潮滩(浙江三门湾滩地)不同时间段的冲淤变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环境

因素的周期性波动和人为因素是影响半封闭型潮滩冲淤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1。王建等

利用对江苏的盐蒿泥滩表层沉积物的孢粉分析的年内变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孢粉分析可

能是辨别潮滩沉积物的季节性的有效指标”1。孙效攻等利用分形分维方法，通过对计算潮

滩和潮沟的分维值来描述潮滩地貌的形态特征和演化发展，并对黄河三角洲地貌进行分维

① 收稿日期：2004·03m1

第一作者简介：曹希强(1979一)，男，河南鹤壁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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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出黄河三角洲随着时间推移潮滩分维值越来越小潮沟分维值越来越大，对潮滩地貌

定量化的研究有所发展”】。在数字模拟和地理信息系统利用方面：李恒朋等以奉贤一杭州

湾北部滩地为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RTD模块和TIN模块对潮滩地貌特征进行数值模拟，

结合侵蚀堆积数据建立模型，对潮滩空间侵蚀堆积分析进行了定量化研究”1。张鹰等利用

水深遥感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新技术，将舟山水道历年水深遥感资料地图数字化比较研究舟

山水道的冲淤变化⋯。

1．2潮滩沉积环境和沉积动力研究

近几年我国在潮滩沉积环境和动力研究方面也取得许多成就。在沉积机制方面：徐元

等对潮锋的形成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潮滩各部位在潮汐过程中水流过程和含沙过

程均出现双峰。第一峰出现在涨潮开始后的潮峰时段，第二峰出现在退潮后期的席状水流。

同时指出潮峰作用的本质在于”水流加速效应”【8】。董礼先等对象山港的潮波特征进行了

研究指出非线性底磨擦是M4分潮产生和增长的最基本因子，潮滩地貌和平流运动对M4潮

波具有影响作用”】。蒋国峻等以舟山峡道为例研究了峡道潮滩动力沉积特性，指出峡道潮

滩水动力以平行于等深线的往复流为主，峡道中潮滩受波浪作用较小，峡道沉积物以细颗粒

悬浮物质为主，沉积物分选中等”⋯。在沉积环境方面：杨留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潮

滩动力，潮汐水位高程，潮滩滩面物质结构，潮滩生物，和滩面土壤类型等因子对长江口崇明

东滩进行了微地貌划分““。崔承棋等通过实地考察结合遥感航片等对古代黄河三角洲，近

代黄河三角洲，和现代黄河三角洲潮滩地貌进行了研究和分类”⋯。杨世伦等分析了长江口

潮滩沉积的有利条件，并从形态和潮沟体系特征对长江口潮滩地貌进行了分析，指出潮流，

潮波和悬浮沙是研究潮滩水动力的重要组成”“。

1．3潮滩生物环境的研究

在潮滩生物环境方面，宁修仁等利用叶绿素含量与光合速率的相关分析相结合，对象山

港潮滩藻类现存量和潮滩初级生产力进行了研究，指出潮滩初级生产力的布局格式及年内

变化主要守制于光照条件，在潮滩沉积物垂向生物量的分布也出现递减”“。袁兴中等分析

了长江口潮滩湿地生态环境特征，并对长江口潮滩底栖动物种类进行了分类统计和揭示了

分布特征。他指出长江口潮滩沿着河口梯度随着盐度的增高，底栖动物的种类增多，沿着潮

滩高程滩位的增高，植物密度增加，底栖动物种类和丰度增加。小尺度的生境差异是导致潮

滩滩面生物分布结构复杂的原因之一[1“。王垒对影响潮滩生物多样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提出自然沉积环境和人为污染排放是影响上海潮滩生物多样性的制约因素，并对潮滩环境

管理提出建议和模式”“。杨桂山等以江苏滨海淤泥质潮滩为例，通过研究潮位变化与潮滩

湿地潜水位，潮滩土壤特征和潮滩植被来研究海平面变化对潮滩湿地植被的生态演变⋯’。

1．4潮滩物质循环研究

1．4，1难降解性污染物循环研究

近几年我国对潮滩环境中的一些难降解物质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对重金属的研究和

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在研究进展方面，钱常萍等分析了当前潮滩沉积物重金属总量和形态

的研究方法，并对当前潮滩沉积物重金属研究进展进行了论述”“。王永红等根据国内外潮

滩研究的最新进展提出重金属源的定量分析是当前潮滩重金属研究需解决的问题，并指出

我国潮滩环境研究力度不够”⋯。张卫国等利用环境磁学来研究长江口潮滩污染物来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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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球状磁性颗粒是人为活动污染的见证，沉积物细粒富集现象严重⋯1。区域潮滩环境研

究主要集中在长江口潮滩。许世远通过对上海滨岸淤泥质潮滩重金属累积特征进行了分

析，指出水动力因子是影响潮滩重金属累积的最重要因子，在水动力较为弱的地方富集，高

潮滩富集高于中低潮滩。另外还着重指出沉积物细小颗粒易富集和人为因素是加剧潮滩重

金属富集的重要原周”“。陈振楼等对上海滨岸潮滩重金属空间分布和累积机制进行了研

究并指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导致潮滩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市内河道沉积物含量。

在排污口附近的潮滩重金属累积程度高。高潮滩重金属富集程度高于中低潮滩。垂向分布

上存在10一30 cm的一个亚表层富集层”o。刘敏等对长江口潮滩表层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

进行了取样研究，指出长江口期滩多环芳烃含量水平处于中低下水平，人为排污是导致多环

芳烃富集的主要原因汹]。在研究人为影响对潮滩环境方面，毕春鹃等对上海白龙港排污口

附近潮滩重金属地球化学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排污口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长江口潮滩重

金属含量背景值，同时对潮滩重金属形态进行了分析指出沉积物各形态重金属以残渣态为

主，除交换态和有机结合态季节变化不大外，其他形态的重金属秋季出现较大波动⋯’。

1．4．2营养盐污染循环研究

近几年，我国近海和许多湖泊内河出现大面积营养性污染。在潮滩环境的研究中，许多

科学工作者也开展了一系列营养盐物质循环研究。在营养盐含量和分布特征方面，刘敏等

对长江口滨岸潮滩的表层沉积物和柱状样沉积物磷的形态和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可

溶态磷和钙结合态磷是长江口滨岸潮滩沉积物磷的主要赋存形态，细粒沉积物具有高赋存

特征汹]。高效江等以长江口滨岸潮滩为例，通过对样点沉积物，孔隙水和上覆水无机氮的

季节性监测分析，指出上覆水无机氮的形态以硝态氮为主，表层沉积物可交换态以氨态氮为

主，孔隙水氨态和硝态含量相当，在季节变化上上覆水氨态氮变化不大，而硝态氮浓度季节

变化大在冬季含量低。沉积物和孔隙水无机形态氮的含量变化较为一致，冬季含量较

高”“。刘巧梅等研究了长江口滨岸潮滩表层沉积物不同粒径下无机磷的特征分布，指出大

颗粒铁吸附态和铝吸附态含量高，而细颗粒钙结合态含量较高”“。在沉积物一水界面体系

物质循环迁移研究方面，叶曦文等对鸭绿江口潮滩沉积物柱状样}L隙水取样分析和培养，通

过研究孔隙水营养盐成分和s2一的相关性分析，得出鸭绿江潮滩沉积物一上覆水营养盐交

换特征和方向汹]。刘敏等利用沉积物上覆水，沉积物孔隙水和沉积物氮磷浓度来研究长江

口滨岸沉积物一上覆水营养盐扩散通量，并指出上覆水可溶态氮以硝态氮为主，沉积物一上

覆水交换氮以硝氮和氨氮交换为主，交换方向是上覆水向沉积物迁移，并指出潮滩是污染物

质的天然净化池脚]。刘培芳等通过实验室模拟对长江口滨岸潮滩沉积物释放影响进行了

研究，指出沉积物类型，上覆水盐度，温度和酸度是沉积物释放的主要影响因子。盐度和温

度上升利用沉积物NH。+的释放，潮滩环境的缓冲功能使得酸度较小范围的改变对沉积物

释放几乎无影响”⋯。刘敏等对长江口滨岸潮滩为例对沉积物一上覆水体系磷迁移循环进

行了研究，指出沉积物对磷吸附平衡大约需要lO h，最大吸附时段发生在O—o．5时段。同

时沉积物磷吸附与沉积物细颗粒有关，与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和铁离子浓度成正相关”“。

2问题与展望

2．1 我国潮滩环境研究中的不足

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大重视潮滩科研，但由于研究起步较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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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滩环境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最主要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除长江口潮滩外其它河口型潮滩和岛屿型潮滩研究还比较缺乏。我国七大水系河口，

都发育了丰富的潮滩资源，而近年来我国开展潮滩资源环境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长江口，而

珠江口、黄河口等其他河口型潮滩及广泛的岛屿潮滩研究还很少。

对潮滩物质循环的深入研究欠缺。我国近年来加大对环境的重视，也开展了一系列污

染物分析调查，主要集中在营养性污染物质调查和持久性污染物调查。对污染物的调查也

主要集中在分布特征和含量特征上，深入的循环机制研究还没有更多的开展。

潮滩环境与海平面上升以及人为作用对潮滩环境的影响研究还不足。全球变化问题是

当前地学的热点之一，而与全球变化最为紧密的潮滩与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却十分有限。

潮滩环境被认为是天然的净污处理池。当前由于排污的影响，潮滩环境面临巨大的环境危

机，人为作用对潮滩环境物质循环影响的研究力度还不够。

潮滩作为一种资源在保护和开发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潮滩是我国重要的湿地资源，

无论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重要。但当前由于潮滩作为一种资源还处于开发的处女地阶

段，我国在保护和开发方面投人不足。

2．2我国潮滩环境研究对策

潮滩资源的整合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测量新手段对我国潮滩面积，潮滩类型及

潮滩基本环境指标进行调研，开发建立完整的潮滩资源环境系统，便于在开发和保护中为政

府和科研以及企业提供决策。

潮滩沉积机制和物质循环机制方面应着重界面环境研究。在沉积物一水界面建立物质

循环迁移模式主要应从悬移物质和污染物质循环研究着手，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辅助手段

研究水一沙动力机制。从影响因子出发研究污染物质循环模式，用定量表达代替定性描述。

人为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潮滩环境的重要因子，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入潮滩对

潮滩环境造成的很大影响。应从污染生态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方面出发研究污排的

合理性和经济性。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已经对潮滩淤积产生了影响，应加大对人为建设影响

和潮滩环境的研究投入。

潮滩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湿地资源，应在合理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可适当发展旅游

产业和植物加工业。潮滩资源保护可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的多元化机制。

潮滩环境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应着重从气候变化带来的潮滩动力机制，沉积机制，和

生态演变及潮滩演变的历史规律出发研究，建立潮滩环境一全球变化响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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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idal nat enviro砌ent in Cllina

CA0)(i-qi甜增，UU Wei，HU Bin，ⅡZhi-yong(啦n鼬．矿＆咿咖缸枷加sc据删，腼‘醌溉Ⅳor删响螂灯，踟啦面200062，饿船)
Absh鼍ct

Witll tlle r印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rTly in China，砌ch attendon to resouIces has been

paid，but less research h8s been舀ven t0 t}le ddal beach a仕enⅡvely．The Iecent researches 0n ddal

beach concentrate on珀tion and Hlodel，new tec}1110logy u8e，the circul撕0n 0f envir0砌ent眦ted—
a1．Based on the stIldying results tlle p印er solves m蛆y pIDblems in tidal beach e耐ronInent．

I【ey words：tidal beach；cuⅡent 8ituation；pmblenls；pm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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