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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江苏省沿海的粉砂淤泥质海岸中，除连云港大板跳至射阳河口、海门东灶港至启东
蒿枝港两岸段的218 km海岸处于侵蚀状态，其余的666 km海岸均为淤长型岸段，尤以射阳南部和大丰
、东台滩涂淤长速度最快。减除侵蚀部分，全省平均每年淤长面积1.3 km2以上，为江苏省沿海滩涂围
垦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任美锷，1986；陈才俊，1991）。影响潮滩发育的主要因素有供沙、潮流
和波浪作用以及围垦活动等。 江苏省沿海的潮波系统受东海前进潮波和黄海旋转潮波控制，两者在弶
港岸外辐合（任美锷，1986），加之各潮流主槽均呈外宽内窄的“喇叭口”形，因而沙洲区中部和内
部水域潮差逐渐增大，使弶港至小洋口岸外水域，成为江苏省潮差最大的区域，平均潮差可达3.9 m以
上。江苏北部海区多属于不正规半日潮，南部海区为正规半日潮，—20m等深线以内潮流以正规半日
潮流为主，大潮平均流速约1.5 m／s，南部海区平均潮差较大，为2.5～4 m。 江苏沿海近岸波浪主要受
季风控制，产生以风浪为主的混合浪（任美锷，1986）。新洋港以南海区，春季主浪向为东向，强浪
向为西北偏北和西北偏西；夏季主浪向为东南，强浪向为东南和西北；秋季主浪向为东北，强浪向为
北向；冬季主浪向和强浪向都为西北向。从多年平均看，全年盛行偏北向浪，出现频率为64％，主浪
向东北偏东，频率为8％，强浪向为西北和北向。春季平均波浪高0.9～1.4 m，夏秋季节浪高0.7～1.3 m
，冬季受寒潮风影响，平均波高与春季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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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省海岸滩涂及其利用潜力》是在江苏908专项所取得的基本数据与资料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
工作撰写而成的。可为从事海岸海洋研究、资源与环境研究以及土地管理研究的人员提供基础数据和
参考，为从事海洋管理、开发决策的人员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亦可作为大专院校地理学、海洋
学、资源学、环境学和管理学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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