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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墨西哥湾飓风促使本文作者再次反思渤海湾西岸的现状：海岸线由曲折转为平直的、以侵蚀为主的

自然进程，人为活动为主因造成的潮间带变宽变缓的、以淤积为主的干扰进程，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提出在

海面上升、地面下沉伴随下，在淤积进程达到其顶点后、重归以侵蚀为主的自然进程的可能前景，届时的“沼泽化”威

胁，将加剧目前以“封闭治理”理念为主导的防洪措施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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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８～９月，墨西哥湾卡特里娜（Ｋａｔｒｉｎａ）
和丽塔（Ｒｉｔａ）等飓风造成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密西
西比和德克萨斯等州的严重损失，１０００余人死亡、
财产总损失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Ｈａｙｄｅｎ，２００６；商志
文?）。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海岸带的地

形地貌和地层结构、乃至海陆环境等，与美国墨西哥

湾海岸带有相似之处。本文拟以渤海湾西岸海岸

带———沿海低地、岸线与潮间带———近现代地质环

境变化为例，试论今后可能的环境恶化趋势及其影

响。

１　近百年来的变化
１．１　海岸线形态

本文的海岸线，是指平均大潮高潮线（Ｍｅａｎ
ＨｉｇｈＷａ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ＭＨＷＳＴ）。１９６０～７０年代
以来，入海河流上、中游水库的修建，削弱了夏秋洪

水对入海河口和潮间带淤泥的冲刷能力，破坏了原

来的冬春淤积、夏秋冲刷的平衡，导致淤积占主导地

位及随之而来的岸线向海推进。１９８０年代后，沿海
渔民在潮间带上部开挖虾池，使岸线更加向海推进。

因此，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代的海岸线，应视作人为干扰
的岸线。有鉴于此，本文以１９５０年代的岸线作为天
然状态的“基准岸线”，将此前和此后的岸线与之对

比，讨论岸线的变化。

渤海湾西岸海河口至大口河口之间１９５０年“基
准岸线”长约９２ｋｍ，但１８７０年同一岸段岸线长约
１３０ｋｍ（李鸿章等，１８８０；钟新宝等，２００２）（图 １）。
两个时代的岸线对比显示，有累计约４０ｋｍ的前凸
岸段———后徐家堡—辛堡—关家堡岸段、南排河—

唐堡—张巨河岸段和新马棚口—唐家河岸段———在

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５０年间的８０年里因海水侵蚀而后退
了１～３ｋｍ。具体而言，凡Ⅰ、Ⅱ两道贝壳堤以东在
１８７０年时高于 ＭＨＷＳＴ的泥质滩地，悉数被冲蚀，
最大蚀退距离≥３ｋｍ，海岸线重又回到贝壳堤所在
位置。甚至贝壳堤在这期间亦受到相当程度的破

坏，例如贾家堡、冯家堡和狼坨子等地的贝壳堤分别

被蚀退数十至数百米。相反，在 １８７０～１９５０年这
８０年间，有累计长度约３５ｋｍ的内凹岸段———马棚
口湾（古歧口湾）、冯家堡南海湾和狼坨子海湾———

被泥沙充填、或不再直接与海连通。

１９５０年代以前岸线自然变化的总趋势是，位于
１９５０年“基准岸线”以东的原外凸岸段后退，导致损
失土地约１００～１０５ｋｍ２；位于“基准岸线”以西的原
内凹岸段前淤，新增沿海湿地（水面或高于 ＭＨＷＳＴ
的低地）约４０ｋｍ２。与此同时，岸线形态发生了极
大变化：从１８７０年的曲折岸线转变为１９５０年代的
顺直岸线，强烈蚀退岸段的平均最大后退速率可

达约４０ｍ／ａ，这是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现代岸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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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渤海湾西岸１８７０年以来海岸线变化示意图（据李鸿章等，１８８０；钟新宝等，２００２；李建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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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变化特征（图１）。
２０世纪中叶以降，渤海湾海岸线变化进入人类

活动干扰期，大体可分为３个阶段。
１９６０年代以来，人为活动使入海河流水量减

少，导致所携泥沙淤积在河口附近的潮间带，最大淤

进发生在马棚口（歧口（张巨河岸段，前淤速率达到

约４０ｍ／ａ。这可视为人类活动对现代岸线演进过程
的第一次干扰期。

１９８４年后，部分岸段潮间带上部开挖虾池，使
该类岸段海岸线进一步向海推进。实地调查显示，

在歧口（南排河岸段最大推进距离（２ｋｍ，平均推进
速率约１００ｍ／ａ。这是人类活动对渤海湾西岸海岸
线的第二次干扰期。

进入２０世纪末期，大规模开发潮间带与浅海区
（如围海造陆、修建新的港池）。相对于１９８０年代
兴起的由个人积极性———渔民开挖虾池、兴办海水

养殖业———催生的第二次人类干扰期，这一次则是

政府行为。至此，渤海湾西岸海岸线进入第三次更

大规模人类活动干扰期。

１．２　潮间带宽度
从１９８１和１９９７年的遥感影像，可大致推知该

时段的潮间带宽度变化。

笔者所在研究小组已进行了从遥感影像推算潮

间带宽度的尝试（康慧等，２００２；李建芬等?）。１９８１
年４月２０日（阴历三月十六日，月圆、天文大潮时）
歧口站高潮时０４：２４，潮高３８３ｃｍ；低潮时１１：０７，潮
高６７ｃ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１９８１）。卫星于当日
１０：２０通过歧口时，瞬时水边线在海岸线以东约
４４００ｍ处（根据影像显示的当时潮滩干出宽度和该
影像比例尺推算）。据潮汐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１９８１）、并利用“潮汐计算卡”，推算出当日１０：２０时
潮高９７ｃｍ。从当日０４：２４的３８３ｃｍ降到１０：２０的
９７ｃｍ，高差２８６ｃｍ，干出的潮滩宽度４４００ｍ，由此推
算出平均坡度０．６５‰。依该坡度，从１０：２０的９７ｃｍ
再降到１１：０７的６７ｃｍ，３０ｃｍ的高差相当于水平距
离４６１ｍ。因此，１９８１年０４月２０日当天的潮间带宽
度是 ４８６１ｍ。歧口地区的平均潮差为 ３１１ｃｍ，而
１９８１年 ０４月 ２０日的潮差是 ３１６ｃｍ（＝３８３ｃｍ～
６７ｃｍ），二者十分接近。因此，可将１９８１年０４月２０
日的潮间带干出宽度约４８６０ｍ近似地视作歧口岸
段１９８１年的 ＭＨＷＳＴ与 ＭＬＷＳＴ（ＭｅａｎＬｏｗＷａ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平均大潮低潮线）之间的潮间带宽度，
滩面坡度是０．６５‰。（若依渤海湾西岸低潮滩面平
均坡度约１‰（天津市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领导小组地貌组?），则 ３０ｃｍ的潮差对应 ３００ｍ的
水平距离，即 １９８１．０４．２０的潮间带宽度是 ４７００ｍ
（＝４４００ｍ＋３００ｍ）（李建芬等?））。同理，获得歧

口岸段１９９７年潮间带ＭＨＷＳＴ与ＭＬＷＳＴ之间的宽
度５７３０ｍ，乃至整个渤海湾西岸１９８１、１９９７年的潮
间带推测宽度?（钟新宝等，２００２；康慧等，２００２；）
（图２）。

上述研究表明，渤海湾西岸海河口—南排河—

狼坨子—大口河口一带１９８１～１９９７的近２０年间，
潮间带淤宽０．６～１．５ｋｍ不等。到２０世纪末，渤海
湾潮间带平均宽度达到约４ｋｍ（图２）。
１．３　滩面沉积

近百年来，渤海湾西岸潮间带滩面普遍淤高。
２１０Ｐｂ和１３７Ｃｓ现代沉积速率的初步的试验性研究表
明，１９６３年以来，渤海湾西岸潮间带砂质区（道沟子
至独流减河）平均沉积速率０．６５～１．５９ｃｍ／ａ，泥质
区（歧口附近）平均沉积速率１．８１ｃｍ／ａ（李建芬等，
２００３；王宏等，２００３；王福等，２００６；孟伟等，２００５）。
泥质潮滩的风暴潮事件沉积厚度，一次即可达到

３０ｃｍ（图３）。渤海湾南部狼坨子岸段由于黄骅港
的修建，近年来的淤积速率较快，平均大潮高潮线处

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已淤高２０～３０ｃｍ、潮间带下部浮泥
厚度可达２０ｃｍ左右（图４）。

老狼坨子岸段１９８３～１９８８年的多年水准测量
表明，该处潮间带滩面平均坡度约１．１４‰（徐家声
等，１９９１），并可进一步分为中、高潮滩坡度约
１７‰，中、低潮滩约０．８‰。笔者所在研究小组自
１９９８年开始的狼坨子滩面多年水准测量，与 １９８０
年代相比，尽管平均坡度并无明显变化———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年为约 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为 ０．９‰ ～
１．２‰ ?———但滩面不再呈现上部偏陡、下部偏缓的

特征，即１９８０年代下凹的中潮滩近年来已经被浮泥
淤高；同时，潮间带最上部的 ＭＨＷＳＴ位置、以及潮
间带下部和潮下带上部，亦均明显落淤。这类普遍

的淤高作用，使滩面高程整体抬升，但滩面坡度并未

发生变化（图４）。通常认为，渤海湾沿海低地近数
十年来的下沉速率≥１０ｍｍ／ａ（王若柏等，１９９４；金东
锡，１９９４；王福等，２００５；王兰化等，２００５），但狼坨子
潮间带滩面高程近２０年即便有下沉，也被新的淤积
所抵消。

２　讨论
近百年来，受自然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渤海湾西

岸海岸带一直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尽管这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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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渤海湾西岸１９８１～１９９７年间潮间带宽度变化示意图?（据钟新宝等，２００２；康慧等，２００２）
Ｆｉｇ．２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ｗｉｄ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ｚ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ｏｆ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ａｆｔｅｒ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Ｋ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图３　“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２风暴潮”前、后马棚口潮间带滩面高程变化示意图（王宏等?）。风暴潮后高、中潮滩最大淤高约

３０ｃｍ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２ＳｔｏｒｍＳｕｒｇｅ”ｉｎ

Ｍａｐｅｎｇｋｏｕ（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ｉｓａｂｏｕｔ３０ｃｍ

图４　老狼坨子滩面水准测量剖面。与１９９８年相比，
２００４年滩面淤高约３０ｃｍ，平均淤高速率约３～４ｃｍ／ａ，滩
面高程整体抬升，但坡度未发生明显变化

Ｆｉｇ．４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ｏｌａｎｇｔｕｏｚｉ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Ｆｌａｔａｃ
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ｓａｂｏｕｔ３０ｃｍｉｎ１９９８～２００４，ｗｉｔｈ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ａｂｏｕｔ３～４ｃｍ／ａ．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ｆｌａｔｗａｓ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ｍａｔｔｅｄｕｐｗｈｉｌｅｍａｒｋ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ｌｏｐｅｗａ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跃，仍属于“缓变型地质环境变化”范畴，但是，该地

区地质环境可能的恶化前景，将使抵御风暴潮、海面

上升、地面下沉等瞬间或相对缓慢进程影响的能力

降低。

下面，就堤防、口门和沿海低地的现状和岸线可

能的走势，作进一步的讨论。

２．１　关于堤防
有研究者指出，沿海堤防今后将不断下沉（表

１），目前汉沽区堤防至２０５０年时将因此可能丧失抵
御大风暴潮的能力，被视为潜在的重度危险堤段

（王兰化等，２００５）。

表１　天津市不同岸段现代及２０５０年海堤顶部高程变化
［据王兰化等（２００５）修改］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ｏｒｅｄｉｋ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２０５０，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ｏｒｓ，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Ｌ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岸段

该岸段堤

防沉降速

率 （ｍｍ／ａ）

堤顶现有

高程 （ｍ）
２０５０年预
计高程 （ｍ）

海河以北 ３３ ＋５．０ ＋３．４０
海河—独流

减河
１５～１８ ＋５．５

＋４．２５（北部）、
＋４．７５（南部）

独流减河以南 １８ ＋５．０ ＋３．９５

注：海河以北至蓟运河段的海堤堤顶高程原文（王兰化等，

２００５）未明确提及，本表以相邻岸段数据近似代替。行政
界线与河流不完全统一，本表简化为以三条河流为界。

２．２　关于淤塞
针对口门和河道阻塞，一向的措施是清淤。但

７８第 １期 王宏等：飓风的启示：渤海湾西岸现状与趋势分析



是，极其有限的数百米长的口门清淤，与强烈淤积的

数千米宽的潮滩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独流减河防

潮闸外被强烈淤积，向海仅数百米，河床即基本消失

于退潮时延伸数千米的泥质潮坪中；三河岛两侧的

强烈淤积极大地约束了蓟运河、潮白新河
!

永定新

河水道。子牙新河、青静黄排水渠、歧口河、南排河

等河流的入海口，无一例外，均面临相同的情况（王

宏等??；２００５年７～８月三河岛水准实测数据?）。

因此，大洪水的宣泄，即便在低潮时已属不易，高潮

时就将更困难。同样道理，传统的河道清淤，也将因

口门外潮滩增高而降低效益———将河道疏浚得比外

面的潮滩更低，作用并不大。

图５　渤海湾西岸近百年来潮滩宽度与坡度变化、人类活动及今后岸线演化趋势推测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１００ｙｅａｒｓ，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洪水宣泄不畅已显现端倪：天津市最南端的马

棚口，在１９３０～５０年代尚有一道断续分布的贝壳堤
（今南水源以北津歧公路漫水路面即沿此修筑），即

便在平潮无向岸风时，潮水亦可直抵堤下。但是现

在该处潮滩已淤出５～６ｋｍ宽，１９９７年８月大雨后，
该处潮滩壅水深达１ｍ。试想这一状态怎能应对类
似１９６３年那样的特大洪水呢？１９６３年大洪水时，

马棚口岸段被选择炸堤（路）分洪。今后，若再次发

生１９６３年那样的特大洪水，已无法再做同样选择。
蓟运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独流减河下游河道

和口门处、与口门相接的潮滩的强烈淤积，将造成行

洪不畅的隐患。

２．３　关于沿海低地
与２０世纪初相比，渤海湾西岸的现代地形发生

了巨大变化：① 天津市区面积扩大至少 １３倍（从
２６ｋｍ２增加到外环线内的３３０ｋｍ２）。② 湿地面积减
少，２０世纪初，沿海地区近８０％是湿地，七里海面积
＞１００ｋｍ２，目前大部分湿地已不复存在，七里海亦
仅存约４０ｋｍ２，且一半以上辟为互不连通的鱼池，强
烈的淤积已使湖底与周围农田基本等高。③ 原先
沿海岸线绵延分布的、长百余千米的数米至１０余米
高的贝壳堤，曾是抵御风暴潮的天然屏障，现已被强

烈破坏，仅存河北省黄骅市境内不足２ｋｍ长的一段
（钟新宝等，２００２；康慧等，２００２；李凤林，１９９６；李建
芬等?；２０００年２～３月水准实测数据﹣）。④ １９５０
年代之前，即大规模工农业活动之前，渤海湾西岸的

８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天然下沉速率仅为 ２～３ｍｍ／ａ（与王若柏的讨论，
２００２），但是，自１９６５年至今，地面沉降长期保持≥
１０ｍｍ／ａ的速率（王若柏等，１９９４；金东锡，１９９４；王
福等，２００５；王兰化等，２００５），海河下游（包括塘沽
市区内部分地区）、汉沽区两处洼地———面积分别

为９ｋｍ２和８ｋｍ２———现代地表高程 ＜－１ｍ、而从海
滨浴场向北至蓟运河下游的宽数千米至２０余千米
的沿海低地，高程亦仅在０至 －１ｍ之间（王福等，
２００５；王兰化等，２００５）。⑤ 近１００余年来，全球平
均气温上升了０．６±０．２℃，同期海面上升了１０～
２０ｃｍ，速率达到１～２ｍｍ／ａ，这是过去３０００年间（晚
全新世时期）海面上升速率的１０倍！至２０５０年时，
全球海面还将上升１８ｃｍ，２１００年时上升４７ｃｍ（２个
数字均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委会提供的最佳估计

值）（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地面下沉与海面上升结合，将进一步加剧沿海

环境的恶化。图５显示了今后将可能面临的前景：
预计因海岸线平直趋势和海面上升、地面下沉的持

续缓慢的影响，潮间带虾池今后可能面临海水的侵

蚀，天然和泥土堆筑的海岸线（后者如虾池围埝）再

次被蚀退至混凝土海堤处、并使海堤受到更强的冲

蚀，从而增强风暴潮致灾的可能性。

尽管海堤可以抵御风暴潮的侵袭，但堤后低洼

的地势，会使雨水潴留，不断抬升的地下潜水甚至可

能出露地表，与未及时排干的雨水共同形成逐渐增

大的地表水体。海堤后的沿海低地今后可能面临沼

泽化的潜在趋势威胁。从而降低沿海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的总体竞争力。

数十年后，沿海堤防的修建和维护，将可能面临

尴尬的局面：不修，则无法抵御数年、数十年一遇的

大风暴潮水的破坏；修，则愈来愈高的海堤与南、北

泄洪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河堤合围，形成中间

是天津市区中、东部和东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

区的一个地势相对低下的大型封闭洼地，地下潜水

将向心汇聚（甚至可能包括来自东侧潮间带的地下

咸水！），洼地沥涝将借助人力排干。此种泥质海岸

带治理的“封闭”理念，预示了数千年来在渤海湾沿

海低地多次出现的沼泽化（王福等，２００５；李建芬
等，２００４）复活的可能前景。
２．４　岸线的发展趋势

尽管淤积作用是渤海湾西岸现代地质环境的主

要特点，但在那些未被人类活动影响、甚至虽有岸防

设施，例如海堤，但仍相对薄弱的岸段，岸线侵蚀仍

时有发生。“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１２日风暴潮”冲决

了马棚口湾虾池的堆土围埝，致岸线后退＞２ｋｍ（重
新退回到距津歧公路漫水路面仅数十米的原Ⅰ、Ⅱ
道贝壳堤叠覆处）；老狼坨子海蚀崖蚀退３～５ｍ，破
坏了笔者所在研究小组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使用的位于
该海蚀崖前的年际重复水准测量基准点。遥感影像

对比显示，大口河—棘家堡—汪子一带海岸线近２０
余年来的平均蚀退速率约１５～３０ｍ／ａ。

除此之外，一些地点的平均大潮高潮线处还存

在由簸选出来的贝屑形成的活动小沙坝 （ｂａｒ，
ｓｈｏａｌ）或贴附于老沙脊前的新生小沙脊 （ｂｅｒｍ）﹣，
尽管它们经常被活跃的人类活动所破坏，但是在那

些人类活动相对薄弱处，总是会反复出现同类产物。

２００３年９～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９月在南排河河口、赵家
堡岸外１．４ｋｍ的石油平台、刘家堡高潮滩虾池向海
一侧、均发现正在形成的贝屑质（含少量泥砾）沙滩

（ｓｈｅｌｌｙｂｅａｃｈ），这可视为“淤蚀过渡型泥质海岸”
（王艳红等，２００３）的最初期的表现形式之一。与潮
间带强烈淤积相比，高潮线处此类“粗化”现象———

出现沙坝、沙脊和贝屑质沙滩———仍是次要的。但

这说明，即便在以淤积为主的环境，岸线“粗化”仍

会发生。假定无人类活动干扰造成的淤积，渤海湾

西岸至今将可能继续保持１８７０年代以来的岸线蚀
退特征。

纵观由１４Ｃ校正年龄（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王宏等，２００５）重建的近６０００年来渤海湾５～６道贝
壳堤所代表的数次岸线停顿、后退（李世瑜，１９６２；
赵希涛，１９８０；徐家声等，１９９１），实际上就是历史时
期的数度岸线平直时期。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

类活动干扰了自１８７０年以后从曲折岸线转为平直
岸线的进程，但海面上升（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与
地面下沉（王若柏等，１９９４；金东锡，１９９４；王福等，
２００５；王兰化等，２００５）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现代潮坪
淤积可能因无进一步的补给———泥沙量随水量减少

而减少———而迟早达到其顶点（姜梅等，２００１）、随
后自然转入侵蚀期，这是渤海湾西岸地质环境的可

能的发展趋势。

３　结语
本文试通过对目前掌握的渤海湾沿海情况的简

要介绍和分析，描述今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环境恶化

的前景。长期以来，类似的表述，散见于大量内部研

究报告和论文中。但是，迄今为止，此类学术探索，

未引起足够重视。“卡特里娜”飓风告诉我们，人类

抵御自然灾害的措施，往往要到损失发生后，方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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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有多么脆弱。

人类活动导致的近数十年来的潮间带淤积，一

旦在今后达到其顶点，随后将重新复归１８７０年以来
即已存在的自然进程———平直岸线期。届时，岸线

的侵蚀将会不断彰显。而这一点，有研究者已经指

出“由淤转冲”是必然趋势，在我国大部分开敞的粉

砂淤泥质海岸近 ３０年前已经开始了（姜梅等，
２００１）。因此，必须重视对海堤因被风暴潮破坏的
程度、地面下沉导致高程损失的情况的跟踪研究。

更重要的是，沿海低地的“沼泽化”可能性，将

对开发沿海地区、乃至以此为依托的海洋经济产生

深远的不利影响。长期秉持的将安全系于修筑海

堤、河堤的认识，恐非全面。重视研究渤海湾西岸

２１世纪可持续发展赖以依存的地质环境的现状和
可能的趋势，是必要的。

致谢：本文推算潮间带宽度的思路和方法，来自

李建芬和康慧，她们和张玉发、张金起、钟新宝、潘桐

等参加了前期工作，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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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重要地质科技成果暨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在京召开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质工作的决定》精神，弘扬献身地质工作光荣，鼓励更多的有

志者投身到地质工作，为祖国寻找急需的矿产资源。力争围

绕重要成矿区带、重要含油气盆地、国家重点煤炭基地，发现

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实现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以缓解国

家经济建设中资源供应的紧张局势。总结交流“十五”期间

地质科技和找矿成果，为“十一五”期间地质科技和地质找矿

工作起到借鉴作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 －８日，“十五”重要
地质科技成果暨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

议由中国地质学会和国资源部地质勘查司主办，中国地质学

会理事长、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

事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孟宪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

席、前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前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张宏仁，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杨文志，地质行业各部门

的领导和马宗晋、王铁冠、任纪舜、孙枢、沈其韩、肖序常、邱

中健、陈梦熊、陈毓川、於崇文、郑绵平、赵文津、赵鹏大、袁道

先、谢学锦、翟裕生、裴荣富（以姓氏笔画为序）等１７位中国
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席了会议；来自国土资源部、科

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地震局、中国

地质调查局、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

心、武警黄金指挥部和全国各省、市、区地矿行业专家３００余
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共大会交流３１篇文章，为地质工作各系统精
选产生；分组交流了近４０篇文章。与会者交流认真、讨论热
烈，展现了百家争鸣的氛围。

与会者认为，“十五”期间是地质工件丰收的五年，兴旺

发达的五年，与“九五”相比，“十五”重要地质科技成果和重

大找矿成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基础地质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十五”期间，国土资源部

实施的“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为社会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基

础性成果，受到各部门的欢迎。在实施的“大陆科学钻探项

目”、“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一系列重大项目中，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

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矿产地。“十五”期间，普光大气田、

塔里木油田、罗布泊钾盐、三江地区的铜金矿床等一批特大

型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的发现，大大缓解了

我国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平抑了国际矿产品的价

格，为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础地质勘查工作基本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十五”期间，我国启动了一大批大型国家骨干工程，如：青藏

铁路建设、西气东输工程、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城市基础建

设等一系列大型工程。在这些重大工程 （下转第１０３页）　

１９第 １期 王宏等：飓风的启示：渤海湾西岸现状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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