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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于万宁东部海岸建立了海岸动态监测系统,包括１２０个岸线监测站位和３０个岸滩剖面监测站位,收集了

４年间岸线和岸滩的实时变化信息.以这些实测资料为基础,结合收集的海岸资料和实地调查,对万宁东部海岸的侵蚀规律

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在季节变化中,海岸呈现夏秋侵蚀冬春淤积的规律;在年际变化中,海岸总体呈侵蚀趋势,但相邻年份间

又呈现侵蚀和淤积相间的现象.万宁部分海岸受前滨采砂影响严重,加上频繁的台风天气,致使侵蚀加剧,在两年时间内后

滨侵蚀发育８m 高的软质陡崖,造成难以恢复的地形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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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oastaldynamicmonitoringsystemwasestablishedontheeasterncoastofWanningBetween２０１１and２０１４．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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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侵蚀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灾

害.据统计,世界上的砂质海岸约有７０％处于侵蚀

状态,侵蚀速率一般在１m/a以上[１,２].我国海岸侵

蚀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日渐明显,７０年代以后,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海岸侵蚀加剧,目前约

有７０％的砂质岸线和大部分的淤泥质岸线都在遭

受侵蚀[３].海岸侵蚀会引发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
如海岸农田被淹没,村庄、道路被冲毁,机场、码头设

施被破坏,沿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威胁.因此,
研究海岸侵蚀的特征和规律对于海岸的开发保护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２０世纪初,人们便开始对海岸侵蚀现象有

所研究.限于早期的研究手段,海岸研究方法主要

以静态描述为主[４Ｇ７].随着海岸科学理论的发展,许
多科研人员尝试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海岸侵蚀现

象,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８Ｇ１１].而今,海岸侵蚀问

题已成为当今地球科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研究内容也转移到了海岸侵蚀的机

制和防护方面[１２Ｇ１８].这些研究工作加强了人们对海

岸侵蚀的认识,为海岸的防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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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
万宁东部海岸作为世界海岸系统的一部分,不

可避免地也处于海岸侵蚀的威胁之中,当地不恰当

的人类活动和恶劣的台风天气加剧了海岸侵蚀速

率,对沿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威胁[１９,２０].万宁

海岸具有世界其他海岸的共性,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海洋环境特征对万宁东部海岸过程和规律的研

究,既可为海岸防护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又可为全

球海岸研究补充一个重要区域,为海陆相互作用的

研究提供素材.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部老爷海至大花角

海滩,监测海岸由４个海滩组成,从北往南依次为多

德湾、春园湾、保定湾和东澳湾(图１).其中,南部

的东澳湾和保定湾岸线相对平直,为沙丘Ｇ沙坝型海

岸,海滩宽度为５０~１２０m;北部的春园湾和多德湾

为岬湾型海岸,海滩宽度为２０~５０m.海岸带除基

岩岬角外,主要为第四纪晚期形成的松散砂质堆积,
海滩后侧为高５~２０m 的风成沙丘,由多期沙丘叠

加而成,目前已大多为防风林覆盖.海岸内侧为较

低的沙丘带和古潟湖区,多数被开垦为海水养殖区.
海南省位处华南褶皱系南段,具有不同地质时

期的沉积地层,中间经历了海西、印支、燕山等多期

构造运动,形成了现在独特的地质条件,孕育了丰富

的矿产资源.海南省万宁东部海岸界于朝阳Ｇ东平

断裂带和长安断裂带之间,位于尖峰Ｇ吊罗构造带东

侧,海岸带主要出露第四系和寒武系.研究区第四

纪地层基本呈带状与海岸线平行,从第四纪初期至

全新世,经历了台地Ｇ浅滨海Ｇ台地外缘Ｇ滨海的变迁

过程[２１].
万宁市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根据万宁气

象站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气温资料统计,本区域年平均气

温为２５０℃;年平均降水量为２１０３０mm.根据万

宁气象站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风资料和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乌

场风速观测资料统计,年平均风速为２２m/s,盛行

风向主要为偏南风和偏北风,夏季以吹偏南风为主,
冬季以吹偏北风为主.根据研究区乌场站各向波浪

平均波高、平均周期和最大波高以及各向出现频率

统计,常浪向为SE,强浪向为ESE、SE、SSE(图２),
年平均波高为０９m,年平均周期为４６s.

图１　研究区位置图

Fig．１　Thelocationofstudyarea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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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波向频率和最大波高玫瑰图

Fig．２　Rosediagramsofwavedirectionfrequencyandmaximumwaveheight

　　海南岛位于南海西北部,４１％进入南海的热带

气旋会对海南岛产生影响,其引发的结果就是不同

程度的风暴潮.据统计,海南岛沿岸增水３０cm 以

上的风暴潮每年有３８次,增水５０cm 以上的每年

两次,增水１００cm 以上每两年就会有一次[２２].南海

的台风生成后,一般会沿西北方向前进,在海南岛登

录的位置一般集中在东南岸段的文昌、万宁、陵水和

三亚一带.海南岛的台风中,在文昌至万宁间沿海

登陆的次数最多[２３].万宁海岸是风暴潮发生最频

繁和最严重的地段[２４].统计万宁气象站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５年期间登陆或影响万宁地区的台风有５２个,
年平均１５个.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万宁海岸频繁受到强

台风和人为活动的双重破坏,由于万宁海滩钛砂矿

储量丰富,采矿场遍布海岸,导致大量防护林被砍

伐,再加上强台风的袭击,大量泥沙被带往陆地,导
致海岸受到侵蚀,陆上风沙肆虐[２５].近年来,采矿

厂的行为受到遏制,但是采砂行为却屡见不鲜,不少

海岸因采砂而发生严重侵蚀,春园湾岸段的后滨沙

丘因此而塌陷.

２　研究方法

为了获取海岸的实时变化信息,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在万宁东部海岸进行了重复性动态监测,监测内容包

括海岸线动态变化监测和海滩剖面动态变化监测,监
测的频率为每年２~４次,监测时间一般选在１月、４
月、８月和１１月左右,分别对应１年内的４个季节.

２．１　岸线监测方法

海岸线的动态监测是测量海岸线在海滩横向位

置上的相对变化.起点选在高潮线以上不受波浪作

用影响的部分,一般设置在沙丘草丛或后侧防护林

中,起点位置埋设水泥桩,终点标志选取比较明显的

地貌特征,以标志性地貌相距起点的变化量反映海

岸线的相对变化.
研究区岸线监测所选取的主要标志物包括陡

坎、植被线和滩肩顶(图３).陡坎可分为沙丘陡坎

和高潮线陡坎,沙丘陡坎是指海岸向陆一侧防护林

附近的沙丘边缘,沙丘陡坎一般不受日常风浪的影

响,可作为判断海岸长期变化的依据;高潮线陡坎是

由大潮侵蚀沙滩所成,反映了岸线的季节性变化规

图３　岸线监测标志物示意图

Fig．３　Markersforshorelinemonitoring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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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植被线一般在高潮线陡坎的附近,也可作为反

映岸线季节变化的依据.滩肩顶是由日常波浪冲刷

所成,反映了海岸的短时变化.
岸线测量标志物最终确定为两种:沙丘陡坎和

平均高潮线.其中,沙丘陡坎的数据可作为岸线最

终蚀积的标准,平均高潮线数据可反映岸线的季节

变化特征.根据研究区大地基准面的特征,２８m
高程为理论大潮高潮线的位置,因此平均高潮线的

变化数据可通过高潮线陡坎的位置变化测量获得,
也可通过岸滩剖面图上２８m 高程位置的变化信息

获得.
岸线监测点共有１２０个,观测点的间隔距离约

２００~４００m,侵蚀特征明显的岸段观测点加密.

２．２　岸滩剖面监测方法

研究区海岸共布设３０条监测剖面(图１),其中

东澳湾１２条,保定湾１０条,春园湾５条,多德湾３
条.岸滩剖面测量采用 RTKＧGPS测量技术,选在

低潮期进行测量,测量起点一般为防护林的边界线,
方向垂直岸线,终点为低潮线附近,数据平均采样间

隔为０５m.

３　侵蚀特征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对研究区海滩进行了重复性观

测,观测时间一般集中在５月份和１１月份.通过对

观测数据的对比分析,总结了海岸的季节和年际变

化规律.

３．１　海滩季节性变化规律

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整年的数据为

例分析研究区岸线的季节变化规律,结果如图４所

示,图中显示了一年间冬春季(１１月至次年５月)和
夏秋季(５月至１１月)沙丘陡坎和平均高潮线的位

置变化信息,红色负值表示向岸侵蚀量,蓝色正值表

示向海淤积量.

２０１３年５月份的岸线相较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整

体呈向海淤进趋势(春园湾除外).沙丘陡坎数据显

示,岸滩向海淤积恢复的距离一般在０~１m 范围

内,最大不超过１６m;平均高潮线以向海淤积为

主,向海迁移量约５m.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与５月的岸线对比则反映了海岸

的侵蚀状态,除春园湾外,陡坎的蚀退距离在２m 左

右,平均高潮线普遍向陆迁移５~１０m.
岸线的对比数据反映了研究区海岸夏秋季侵

蚀、冬春季淤积的特点,而且,侵蚀量大于淤积量,这
反映了研究区海岸在自然条件下处于泥沙供应不足

的状态,海岸存在着侵蚀风险.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的岸滩剖面图印

证了岸线数据的分析(图５):２０１３年５月的春季剖

面相较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的冬季剖面呈淤积趋势,岸
滩中下部堆积,多发育滩肩;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的秋季剖

面相较于５月的春季剖面则呈现明显的侵蚀状态,
岸滩中下部蚀低,滩肩被破坏,海滩泥沙亏损.

通过以上岸线和岸滩剖面资料的对比分析,发
现研究区的季节剖面特征与Shepard[２６]在美国西海

图４　研究区岸线相对变化(２０１２１１Ｇ２０１３５Ｇ２０１３１１)

Fig．４　Therelativechangeamountofcoastline(２０１２１１Ｇ２０１３５Ｇ２０１３１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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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观测的剖面季节特征正好相反.夏季,研究区多

台风等强风浪天气,岸滩多处于侵蚀状态,剖面特征

与“冬季剖面”相符;冬季,研究区盛行长周期的涌

浪,剖面发生恢复和重建,前滨多发育滩肩,剖面特

征与“夏季剖面”相符.
总之,整个研究区呈现夏侵冬淤的季节特征,但

是,泥沙的侵蚀量大于淤积量,岸滩地形蚀低明显,
反映海岸带在自然环境下的侵蚀和后退趋势.

３．２　海滩年际变化规律

３．２．１　冬春季岸滩年际变化规律

将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间５月份的春季岸线数据进

行对比,可总结出岸滩的冬春季变化规律.
冬春季岸滩剖面属于淤积后的剖面,４年的剖

面形态如图６所示.整体上来说,剖面呈现逐年侵

蚀的趋势,滩肩逐年向陆迁移(P１６剖面),２０１４年

的剖面较之前几年明显蚀低,整体蚀低量约１m.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平均高潮线数据也反映了岸

滩的侵蚀趋势(图７),平均高潮线为３年间以向陆

迁移为主,迁移距离一般为５~１０m,反映了研究区

海滩泥沙供应不足,海岸承受着侵蚀威胁.

３．２．２　夏秋季岸滩年际变化规律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１１月份海滩数据反映了海岸

的夏秋季变化特征,这个季节的海滩属于侵蚀后的

状态,滩面变化幅度较大.

图５　研究区岸滩剖面图(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３１１)

Fig．５　Thebeachprofileofstudyarea(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３１１)

依据研究区的海滩季节变化规律,夏秋季的岸

滩剖面属于侵蚀剖面,但是,在剖面图中我们可以看

出: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岸滩呈现侵蚀型剖面特征,
岸滩中下部蚀低,滩面坡度较大,不发育滩肩;２０１２

图６　春季岸滩剖面图

Fig．６　Thebeachprofilein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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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春季岸线变化图

Fig．７　Theshorelinechangeinspring

年和２０１４年的岸滩呈现淤积型剖面特征,滩面堆

积,前滨发育滩肩(图８).这说明,在４年的时间跨

度上,夏秋季的岸滩剖面表现出了侵淤相间的季节

变化特征: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岸滩侵蚀,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４年岸滩淤积.
平均高潮线数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印证(图

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平均高潮线向陆迁移 １０m 左

右;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平均高潮线向海迁移 １０m 左

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平均高潮线又向陆迁移５m 左

右,说明海岸经历了“淤积Ｇ侵蚀Ｇ淤积”的过程.
经过调查发现,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研究区海岸

曾遭受台风天气影响,海岸侵蚀严重,泥沙损失量较

大,而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研究区未遭受极端天气影

响,海岸系统启动自我恢复机制,海滩呈现淤积特

征.
通过以上对春季和秋季两个季节监测资料的年

际变化对比,可以总结出两个规律:首先,在年际变

化中,研究区海岸总体上呈现侵蚀趋势,平均高潮线

的侵蚀速率约为２５m/a,说明海岸长期处于泥沙流

失状态.其次,在年际演变过程中,海岸存在侵淤相

间的变化规律:在有台风影响的年份,岸滩侵蚀严

重,在无台风的年份,岸滩又相对呈现淤积现象.

３．３　台风对海岸的影响

在海岸周期性监测期间,研究区共经历４次台

风,分别是２０１１年的８号热带风暴“洛坦”、１７号强

台风“纳沙”、１９号强台风“尼格”和２０１３年的３０号

强台风“海燕”.

２０１１年的３次台风事件集中在８—１０月之间,

８月份和１０月份的岸滩剖面数据充分反映了这３
次台风对海岸的影响.通过对比台风前后的观测数

据发现,台风过后的１０月份岸线整体发生侵蚀,与

８月相比较,平均高潮线普遍出现５m 的后退,部分

岸段后退达１５m(图１０).

图８　秋季岸滩剖面图

Fig．８　Thebeachprofilesin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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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秋季岸线变化图

Fig．９　Theshorelinechangeinautumn

图１０　２０１１年台风作用下的岸线变动

Fig．１０　TheshorelinechangeundertheinfluenceofTyphoonin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２３日,受台风“海燕”的影响,
春园湾和保定湾北部出现了严重的侵蚀现象,原有

的后滨沙丘陡坎侵蚀后退,后退距离约２m,春园湾

南部蚀退近５m(图１１).春园湾部分岸段在后滨沙

丘位置出现新的侵蚀陡坎,高约２５m,防护林侵蚀

掉落或处于即将掉落的边缘.
不同的岸段对台风的响应不同,图１２显示了东

澳湾岸段和春园湾岸段在台风作用下的剖面变化过

程.P０４剖面位于东澳湾的中部偏南,海滩平坦开

阔,后滨有起伏的沙丘;P２５号剖面位于春园湾中

部,海滩狭窄陡峭,高潮时无干滩.２０１１年８—１０
月期间,这两处海岸都受到３次台风天气的影响,

P０４剖面 的 前 滨 滩 肩 被 破 坏,前 滨 地 形 蚀 低 约

０５m,平均高潮线后退２５m;P２５剖面的沙丘直接

受到强风浪的影响,滩面整体蚀低１５m,平均高潮

线后退７５m,海岸后侧防护林直接受到风暴潮的

威胁.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研究区没有台

风经过,大部分海岸线都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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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台风作用下的陡坎变化信息

Fig．１１　Theerosionscarpschangeaftertyphoon

图１２　不同岸段对台风的响应

Fig．１２　TheprofilesofdifferentbeachesafterTyphoon

P０４剖面,２０１２年１月的海滩前滨位置堆砂,平均

高潮线向海推进,海滩处于淤积过程,前滨滩肩会重

新塑造.少部分岸段仍处于侵蚀状态,如 P２５剖

面,沙丘位置持续侵蚀,海滩越发陡峭.
以上分析可知,宽阔平坦的岸滩,受风暴潮的侵

蚀作用较小,绵长的海滩是强风浪的缓冲带,海岸后

侧的沙丘成为波浪作用的屏障,沙丘后侧的防护林

几乎不受风暴潮影响.海滩前滨的滩肩会被风暴潮

破坏,台风过后,又会发生重建,海滩容易恢复.狭

窄陡峭的岸滩,受风暴潮侵蚀作用巨大,强风浪会直

接作用到海岸沙丘,滩面蚀低,泥沙被带往深海,造
成海岸泥沙永久损失.台风过后,由于滩面过于狭

窄陡峭,波浪会持续向沙丘索取泥沙,在未完成相对

平衡的岸滩以前,岸线会持续后退.

３．４　前滨采砂对海岸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岸线和岸滩剖面的资料分析,发现

春园湾岸段出现了明显的反常现象,全年无分季节,
海岸持续侵蚀后退,而且侵蚀量非常巨大.经过现

场调查发现,春园湾南部岸段自２０１２年开始出现前

滨采砂现象,致使海滩在短期内损失大量泥沙,岸线

侵蚀后退.

P２３号剖面位于春园湾南部岸段.春园湾为岬

湾型海岸,海岸线形态为螺旋形,在未受采砂影响前

整个海湾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在野外监测期间,
最早是在２０１２年５月发现春园湾南部有采砂行为,
我们以此为分界时间,将P２３号剖面分为两个时间

段进行分析(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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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P２３号剖面图

Fig．１３　ThebeachprofileofP２３

　　第１阶段为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从剖

面图可以看出,此阶段的海滩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２０１１年８—１０月的台风天气未对海滩造成很大影

响;２０１２年１月,前滨海滩明显蚀低,滩肩被破坏;
到５月,海滩完成恢复和重建,前滨重新发育滩肩,

２０１１年５月与２０１２年５月的海滩剖面形态基本相

似.
第２阶段为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从

剖面图可看出,受挖砂影响,前滨海滩泥沙大量消

失,滩肩被破坏,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的岸滩首次于海岸沙

丘位置出现明显的侵蚀陡坎,前滨一水泥井的出露

高度相较５月份增加了０６m,平均高潮线位置后退

１７m;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沙丘陡坎蚀退,海滩前滨持续

蚀低,平均高潮线再后退１２m;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海
岸沙丘发生大规模塌陷,形成近８m 高的陡崖,海滩

前滨泥沙堆积,平均高潮线再退６m;至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海岸侵蚀速率下降,一年间平均高潮线位置仅后

退３m,海岸沙丘持续蚀落.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近两年半的时间,海岸后退距离达３８m,平均

１５２m/a,其中,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一年间

岸线后退２９m.海滩前滨蚀低约３m,海滩后滨沙

丘侵蚀形成近８m 高的陡崖.
采砂部位主要集中于高潮线附近,根据P２３号

海滩剖面图,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计算得出２０１２年

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单宽范围内泥沙的损失量为

２９４m３.春园湾共布设５条监测剖面,可依次求出

其余４条剖面的单宽侵蚀量.５条剖面等间距布

设,岸线总长度为 ２０００m,可假定每条剖面代表

４００m 岸线的侵蚀状况.最后经过统计,可得到春

园湾两年半的泥沙侵蚀总量为２８０４万 m３.

P２３号剖面形态的变化过程详细地解释了前滨

采砂对海岸侵蚀的影响:由于前滨损失大量泥沙,海
岸沙量平衡系统被打破,海洋方向没有沙源补给,海
滩只能不断地向海岸后侧沙丘索取,其结果就是,海
岸沙丘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侵蚀陡崖,蚀落的泥沙

不断填补海滩的泥沙空缺,在未达到平衡状态前,沙
丘陡崖会不断侵蚀后退.而由于海滩处于无防护状

态,风暴潮会加速泥沙的流失,因此,若不采取补救

措施,此处海岸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严重侵蚀

状态.

３．５　沿岸输沙特征

在正常的自然条件下,沙质海岸的侵蚀现象主

要是由泥沙的沿岸运移所引起的,沿岸输沙主要发

生在破波带内,是由波浪斜向入射造成的.沿岸输

沙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波能流法和沿岸流法,其
中,波能流法应用较为广泛.本文采用 CERC公式

计算各岸段的输沙率,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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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Ecn)bcosαbsinαb

式中,Q 为体积输沙率;k 为沿岸输沙系数;
(Ecn)b 为波能流,由Eb ,cb 和nb 计算得出,Eb 为

波能密度,cb 为破波波速,nb 为波能传递系数;αb

为破波入射角.k 和Eb 可分别用以下公式计算得

出:

k＝
０７７

(ρs －ρ)g(１－ε)

Eb ＝
１
８ρgH２

b

其中,ρs 为泥沙密度,取２６５０kg/m３;ρ为海水

密度,取 １０２５kg/m３;g 为 重 力 加 速 度,取 ９８
N/kg;ε为泥沙孔隙率,取０４;Hb 为破波波高.

由于地形原因,研究区只受 NE—SSW 方向的

波浪影响,根据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的波浪观测结果,得
出这８个方向波浪的平均波高、平均周期和出现频

率(表１).
根据沿岸输沙率公式和波浪资料计算出各剖面

位置输沙率的结果如图１４所示.输沙方向定义为

自南向北为正,自北向南为负,净输沙率为单一方向

实际输沙率,总输沙率为各向输沙率之和.
研究区海岸整体呈现自南向北的泥沙运移现

象.东澳湾(P１—P１２号剖面)中南部岸段输沙率达

８０~１００万 m３/a,北端和南端输沙率较小,为１０~
２０万 m３/a,反映该海湾中南部侵蚀,北部淤积;保
定湾(P１３—P２２号剖面)自南向北输沙率逐渐减少,
反映海湾南部侵蚀,中北部淤积;春园湾(P２３—P２７

表１　乌场站波浪各波高、周期与出现频率

Table１　Thewaveheight,periodandoccurrencefrequencyatWuchangstation

波向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平均波高/m ０．９ １．０ ０．８ ０．９ １．０ ０．８ ０．８ ０．８

平均周期/s ４．３ ４．３ ４．３ ４．６ ５．５ ４．９ ３．８ ３．８

频率/％ ２．４ ７．４ ２．７ ３．２ ２７．８ １３．５ ５．１ ６．８

图１４　万宁海岸沿岸输沙率(单位:１０４m３/a)

Fig．１４　ThelongshoresedimenttransportrateoftheWanningcoast(unit:１０４m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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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剖面)南部输沙率达４４８９万 m３/a,北部仅为

２９３万 m３/a,说明海湾南部侵蚀,中部堆积,北部

基本不变;多德湾(P２８—P３０号剖面)南部输沙率较

大,易侵蚀,中北部输沙率较小,海岸变化不大.
根据实际的观测调查,海岸的侵蚀淤积状况与

沿岸的理论输沙结果并不相符,４个海湾整体上都

处于侵蚀状态,只是程度不同.
东澳湾南部侵蚀,北部稳定.此处海岸岸滩宽

阔,抗风暴能力强,频繁的台风天气抵消了大部分的

沿岸泥沙运移量,又由于缺少足够的泥沙补给源,致
使南部侵蚀较为严重,北部相对稳定.

保定湾两端侵蚀,中间淤积,北部较南部侵蚀严

重.海湾南端为太阳河入口处,太阳河是万宁市内

最大的一条河流,河流来沙是此处海岸的主要泥沙

补给源,由于修建水库和人工改道等原因,河流输沙

量日益减少,泥沙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致使海岸一

直处于侵蚀状态.中部海湾受沿岸输沙影响,呈淤

积趋势.北部海湾岸滩狭窄,海滩稳定性较差,受台

风影响严重,据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观测,台风“海燕”过
后,北部海湾普遍蚀退１~２m,中部海湾影响不大.
因此,保定湾的侵蚀现状是沿岸流、台风和入海河流

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春园湾整体侵蚀,据前文所述,是由人工采砂所

致.
多德湾南部侵蚀,中北部较为稳定.多德湾呈

弧形岬湾状态,由于两端岬角的遮挡,受台风的影响

不大,南部的侵蚀状态主要是由于自南向北绕过岬

角的沿岸流所致.

４　结论

(１)万宁东部海岸外来泥沙补给源不足,沿岸泥

沙只能在海洋动力的作用下作纵向和横向的输运.
在自然条件下,海岸带长期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但
是由于前滨采砂等人类活动破坏了海岸平衡系统,
大部分海岸遭受侵蚀,而台风等极端天气加速了海

岸侵蚀的进程,部分海岸处于崩塌的危险状态.
(２)通过对岸线和岸滩剖面监测资料的对比分

析,发现研究区海岸呈现夏秋侵蚀冬春淤积的季节

变化规律.夏秋季,在台风所引起的强风浪的作用

下,岸滩侵蚀后退;冬春季,在长周期的涌浪作用下,
岸滩发生恢复和重建,海滩向海淤积.在年际变化

过程中,海岸总体上呈现侵蚀趋势.但是,在以年为

单位的长周期演化过程中,海岸又存在着侵淤相间

的变化规律:若某一年份岸滩侵蚀严重,海岸带泥沙

大量损失,在其接下来的年份,海岸全年会以淤积恢

复为主.
(３)前滨采砂是春园湾海岸侵蚀的主要原因,在

台风的耦合作用下,海岸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后退

３８m,侵蚀速率１５２m/a,前滨蚀低约３m,后滨沙丘

侵蚀形成近８m 高的陡崖.
(４)根据沿岸动力条件和CERC输沙率计算公

式得出研究区海岸的泥沙运移情况:４个海湾泥沙

输运方向均为自南向北,南部输沙率大,中北部较

低,理应呈现南部岸段侵蚀,中北部淤积或不变的海

岸状态,但由于研究区海岸环境复杂,泥沙补给源较

少,再加上前滨采砂等不正当的人类活动破坏了海

岸平衡系统,大量泥沙流失,而夏秋季频繁的台风容

易抵消泥沙的沿岸运移效果,海岸平衡系统不易恢

复,因此整个海岸都处于侵蚀的威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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