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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口愤虫学是以地.!!l非、地理学和混缸，运动力学的知识为基础，从宏观的角庄，研

究河口的形成、发育和横蛮. 由于其研究地幢是人捷径怖活动最精茸的地带，革剩撞设

《如防供、防捞、防潮和国且带L航道与港口的跑设、以1k城市规划等问蝠，都与问口演变

关罩融为密切. 所以，自这门学科诞生之日翅， 便已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 限于篇幅，

本书仅论述入梅河口的情堕问题.

第一章绪怆，扼要阙追T河口摘要学的基本性质且其对国民经济的董事章且，井对

我国河口 i由辈的研究历且作T概括性的回顾， I且 1月我国解放后才逐渐起步的阿口摘变学

的迅速发展， 是和经讲:lt展的偏要且社会主且制庄的优越性叶不开的。

其余十二章共分两大部仕，第一部分是河口演堕综述.一是阐述和仕析影响河口去

宵的各种主要因素，包ff，地屑地Il~民件相径ìt、潮流、 tl:革异重流、近伴流 . 植根、风

属糊且柯氏JJ ~l宇 iJJJJ~自件，以且对河口演变担着重要作用的问口捉I!>问题，二是综述问

口情蜜的一些基本问题， 精直讨论与现代过瞿密切的洞口三角洲演变的一艇规律、侵蚀

基椎面、问口形态、纵倒西班河口冲淤等问圈.同时，对潮w阿口仕类亦作丁伎深入的

探时，通过对问口水流、泥沙和阿口形态仕析，以向口段问床诙变特性为依据，提出T

-个分类方案。第二部仕是按照作者提出的潮榜阿口叶类体茧，对我国学者研究较盏，

卫有…寇代在性的问口、 三角洲横蛮作T概括性的介绍.

本书第一章，第三章 ~二、四、 五、七节，描四、五、八、九、十‘十→章且十

四章，由开f}年执毡，第三章三、六节，第六、七蛊擂十三章由周志德执笔，第二、十

二章由张虎男执笔.最后，由弄彭年和周志德负责圭书修改.Ji1稿.

60 年代 ， 我们在钱宁瞌攫指导下，开始撞触('T 口樵变问踵. 钱宁融授热心扶植后辈，

对税们埠i宇盘悔，时加勉励 ， ，!è我们榄写此书的动力。 现读书问世，我们十仕欣慰. 仅

以此书献给钱?撞撞。

华南师范大学曾昭幢幢段和广州地理研究所l出任所民钟功甫教授对此书辅写十叶关

切，审阅了全部书稿，在此我们贵示在心虚剧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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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论

一、河口演变 学的基本性质

M流iIC入部件、湖泊，或主流梳入干流的地区，都称为河口咱因此.根知哇水体的

不同 ì可口可分别称入海河口、入 1胡同口、主流河门 ， JE巾入海问口，五可叶~J棚沙问

口与无削河口两大基本类型。

打开世界地阁 ， 便不难看到， 吁ci:入 口密虫、经济监沾的城市，多在入梅河门地眩，

如我回 KIT.口的 Ut . 昨 iJ 口的f 蚓.海i可口的天障、 钝摒iI口的杭州、四江口的 ilrJ. fH 、

闽 11 口的丰m州、九龙江口的厦门且棉江口的 1山 头等，在国外，如印度恒问二角洲的)nI~:~

各替、 拉国准纳河河口的哈佛尔 、 埃:&尼罗阿三角洲的事得他和5If.历 111大、 3庭团宙间阿

比间三角州的新奥尔良非。 其中，有不少还是因寂的首都，如跑南红河三角洲的问肉、

*捕捞泊公洞的金边、缅甸伊描瓦底IF气角洲的仰光、罪网阳市问的!<î， 、挟且Jt!.'t河

三角洲的开罗、阿根廷拉巴拉他河的布'ιi菲斯立和II J町带。 入海M口地院在同宜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在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大陆的海岸线. "~起鸭绿江口，曲折雨延至~，越交界的北仓罚I 口， K远 18000

公里， 是世界 t海岸线最仕的国班主 .. 在这绵延万里的海岸线上，入海河口甚盏，而

且全属湖i7;可口 。 据相步统 "" ，间长在 100 公里以 t的入梅河口就达 60 多个 ') ， 而 在

问口抱E 姐过 1 00 刀人口以上的蜡市，就有天i1'.上梅、杭州 . 桶州 、 frlL;:夫且广州 6 个.

入海问口是连结大陆. 与海桦的过渡地啡，且是- 个自然条何非常优越而卫非常宜杂

的地区。 从人们开~自然资i!l;l和创造物质财帘的角庄辈说，要研究的内容实在太斗富 了!

随着人们时间口地区开支认识的深化，围绕问口地区的问题再产生了i干事新的研究'F 科，

2日I 口iPi班学的诞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于 .

i"I 口 M变吁，是研究河口形态:&Jt变化的科字，是问lI:战韭守的-个电'l:'m成邱分

确切地脱， ;l.l: f吁梳芷海岸地貌学与川流直海岸功j1 '1之间的边缘学科. 河流地貌γ:)~研

究何布:形成、 2主脱、 ÌPl变的科学，以挫晶 ìriI流以至如个问;f，为研究对缸，海岸炮脱半，

茹有其自身广泛而J独立的研究对缸 E 从概念上胁 . M流与海岸地II!'J应包括间门 M虫予

的内容 ， 1.且随着科吁的:ltJι 问口 I精密的研究握斯在眼成为一门也缸的分立学科， 众所

周知， j'iiJ 口本身盐 4个均力条件和边界条件都比较;\(杂的地1<(，解决问 口讪查。'J岖，既

要吸收河BtLJ梅岸地脱学的知肌牙切研究方时. . 卫奕革坦问流与海!草动力学的也木m论和

研究手段。 从远 E现 l 认识M口的形成虫育，从微观上分忻1可口动力结构、在握Vè~'jJ:ill ä) 

规律、阐明日口拙变的内在规律。

问1] ii必变VE Ji 与~':J 嚣毡i 窍，告的去用性学科， 可为 l.'r 事 l碍民经济邱门提供脱乡;.

在在田水利方面，通过分析问 口区各地段水I.I>~件、 地形以且土!tI性质等悄况， 结

告经济~展销出，考血整个问口区的在、牧 副、池对土地H2t的综什规划，棍据洞口 、

梅摊诙蛮规律指导回垦s 血j，t对1可口区汉边形成发育1直聋的研究和对水扮条件由化的丹

'1 金元1<.ψ国商口的类型， 华东师植大学问口梅岸研究所. 1986. 

电



析，有助平均解决~\武究害而出;行间网的艳f古以且河口区 Ilfi槛系统的规划设 1 1'0土壤盐

忧 ft且11'"草地利用改.iil的问题， 9Flk洞口[茸的同个重要研究i且题。

H民{fr . f jjj输部门。 包捅 g ω航i革治现. 对 lH海航道来讲，苦地是拦fJ抄的f自闭问题，

在分汉河i草上有航道埠线问题 a 在问网区有航道规划问题 1 .i1i衡航道疏搜非问题。②建

沿问题. 如地bl : (包括地池〉的隐在性且越港后上下游的航道血水位的变化。@港口且
:J(:附近的伊岸、创业等建筑胸前稳范性问题，@在闭口 I[修边铁路且桥吉普所纠过问段的

!l，址:性且工程地质问题。

O~ 0/; i二水产部门。主要有保 .j]!1水产自然生产力和1 :址服 71<产养荫的问题 ，

此外;，t城市规划越设且保障λ民生活方由，过J能提供以下一峙服晶 (ù将洞口区作

为- 个经桥开在萨~~:. 各市\1l:!t展应如何l根Wl钝济纯属需要与白然条刊特f1.进行综骨

地划 o '~丁为确保启民生命财产的安圭.研究如何加如河山区的 l自龄、防风且防糊~r:;措施。

仿为做附λn~健康，研究河 r l 区的污驰问题(也招工业布局且供木、 jl~水的规划等h

问门f玩世 ;: ~门正在草原的年轻的半科。由干它和生产实际的联系斗1， '，:::;将叨， 冈

I"(Ö从本世纪初诞生以辈，便迅迎纯属起束。 随着λ们对海洋开挠的日益屯视 洞口 1世变

学也牌照现出-i~兴旺发达的前景@

二、我国河口演变研究的历史

E然作为一门非科聋研究问I-l t直变，在在回还是近 40 年的事情. 1日是有关阿 口横

变的-些现卑，在历史上已有不少的描述和认识.

2 000 多年前，当赫罗事德七 (Herodotus. 485-42 5B .C.) 在埃且用带蹄宇母 "t;"

(de lta ) 米描述尼罗问问口形如三角醒的仅问时 E口 ，视剧的的坷半'者贸让时黄河下游的

特恃用"游荡"两宇，作了植为形靠的描述川 。 1 6 世纪，刘天和通过"周询广见，历考

前闻"对黄河迁徙的原闲作了较茧统的分析HU 他指向 .1!t词的问底1ft帜抬高，两

岸不世约束.洪灾k暴榄监辞，以直撞陡流急，现抄容晶冲刷，是黄河下游容晶迁徙的原

因 ，

历且 J:. 1比阿劳动人民对珠江兰角洲的认m亦有不少记载。 如 1 8 ， 5 年(( 1朝梅县志》

载"同班主挠，悄民有期，拣来也 、 二尺至一、 二立，然下流不盏，五日后必消.若

下流'E之 ， WH'A(术击后涨卫来，或西、 1"两江同胀，必有快因之血". 卫li:196 年《四合

1\ :1:.))载"}手邑水虫，怕l不在本江， 而在丽、北，轩筒、.，"涨，则霄岐口不能消本主流

之水 ， .1"江涨 ， YJIJi萌撑北不能悄本江流经之章。 西 . 北通椒，则由两江倒流而入，其消

退迟飞可且，到 1 9 监妃， λ们对珠江三角洲的棋水来源且其特性已有丁比较明确的认

识. 宦干三角酬问i且:&1可 n的淤积问题亦有不少记载o 1327 年的 ((帝 山.. :t. )) 掏出z

"带λ以两江之水为I肾、二之1苦， 顺、香立利。 顺.存近海口，晶流位也. 今海门内抄

m R t怡， 片之前r;;而去者.今 WII曲忻阴转而不能逃， ~1鲍沥当啪啦立忡，沥以南f草制ill

而 la n 量，沥以北水哇束 ìrlÎ 四 H坏，故崩锚~II大半世其窑，巳川北1扣乡. 91;莹丑:苗时，

。 且汉书均油."

。南、 三、刷、番系指今 11南海、 马水、 领馆、 ~!lJ间区'ilJ>捕今阴右慎之丽、 外悔之东的-段水道 你

者监事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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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篝撩汇述》所载"佛山同安里安福居多托书"中埠"高宗 0127-1162 年)以前，

广东trJ无71<忠也。造后悔口 Rì酷，抄旧日盏，先宗(1 465-1487 年}以菇，上游各县乃

屡决不已飞卫U: 11吾粤问道日撮，水息日深…，。这些叙述，反映当时人们对 三 角

洲问道特性且其对供盐、且有的主主系已布-些正确的认识。关于堤国建筑物对拱水影响

的问题， 占有辩证的看格。 1是围对珠江三角洲防洪作用是有叙极效果的一面，但由于历

虫上修筑这些堤园都址"各自为民"，没有统一规划，所以，有些堤国修建立后，反而使

供水直泄不畅， 致使水血 I1 卅严重。据 184 1 年《新会县志D 记就 ， "~坦之"'垦，必筑

石坝g 石坝之争筑，必得下流，下流淤事，水势泛滥s 决防之息，在所不免。乾隆 l同

(! 73 6-1 795 年) ， 缸，坦极垦尚少阔撩宋大为1且.&今章垦愈事，石坝盒亭， 水患亦愈

烈n 沿海居民， 因撩 豆，田庐尽隘，未稻不戳，民有其鱼之叹。南海、顺德、新生、

誓山、 哥问及A;:;g等基地方 皆然飞由于当时无t才 划地在河边上越坝，以至对11卡拱产生了

严重影响，所以，到 19 世纪的 30-50 年代，政府不得平申今拆毁一批近海口和靠柯沙

坦的右坝，以期~~{i且由海71<泣。

20 世纪初，我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无论是从防洪问题出监还是从提展对外

贸晶问题出泣，问口的情阁部引起丁不少学者的兴趣，而且得到了有提部门的提址 。 如
黄阿三角洲的研究 ， -nJ以丁嘱: 山 和 C. P. Christoponlos [4J 为代表。他们就黄ì'J冲积而成

的华北平原的形成问题逃行丁较企面的研究。 长江口航道疏设是 个十分直杂的问题，

解放前便有专门的机构 搜捕局进行较全面的研究。钱塘江M口的开宜利用问题以&

阅江口的航边问题， 当时亦 111过边浦局的工程师. 专窜作过一些研究. 在珠江三角洲，

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治理=角洲的拱‘讲等灾害，曾n立"广东治何事宜处"， 开展以蹄江

三角洲文Hi为重点的广东省的河边治理工作。 当时聘请瑞典工程师 G.W.柯维廉为该处

的正工程师，负武珠江三角洲河道测量;与规划工作。 通过这些工作， G.W 柯维廉对珠

江三角洲的成国提出了一些见解1) 0 n 30 年代起，我园地理学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地质、地舰、71<立直气缸等方面使JI展了不少研究。如 1930 年李章三与哈安妇等告刊

的"广州市附近地质'【町， 1934 年陆、国边摆写的"广州三角洲问题， [町， 1935 年吴向时

与罗开官告畏的"怡剧广州在且主意见"、"再论治理广州水患计划叫 咱 町 ， 提尚时与曾昭

璇告茸的"珠江一: f(，洲" (7 J 及何大章的"珠江三角洲水边与水利问题"山，都是当时与珠

江三角洲i肮亚研究有关的代在作。

解址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革和监展，水利事业和运输业开家的醋要，大大地促

造了两口饿变的研究。
50 年代初期，由'1'71<电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全国也国内，先后成主1了不少的流域机

构，如谁问水利委员舍、 海问水利委员会、黄河北利委员会、长江北利委员会以且钱捕t[

工程管理局、韩江工程管理局等。在这些机构的领导和组织-1'，在包括河口在内的企梳

城跑围内普油布读了观测站网，广泛搜集材料，了解基本情况， 开展了一些基本研究.

以珠江兰角洲为例，梆放初期，广东省水电局&其下属的勘测、设计和研研单位，在对

1) G. W .OLl VERONA.1飞~ wωt Rivcr Survey of 1915, Board of Conscrvancy Worh of Kwan区(un&
CI1Î lla. Repor!. 11 

口 头向町、 罗开窗， 治理广州水息之意且，

。呆讯时、罗卅寓，再谁?台翠广州水 11' 计划.

, 



5是悻的堤团进行修草和加固工作的同时，为配告开展三角洲监治规划工作，成立了 两

口测验拙，较革统地选行问道测量、水主观测及分析研究工作.这曲工作所取得的第一

性酣料和分析成果，不仅为 50 年代3i 60 年代开屁较大规模的脱困筑忡。一rn相洞口整治

工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悻掘，而且时今天认识和研究睡江三角洲M峦抓共布极为宝贵的

价值. 卫如，钱搞江工程管理局，为T研究钱绪江口的回垦问题， 地立 了问迫水主观测

队，为滩涂瞿治和JF:!<提供了习、少系统的世料。 此外，为主鹏对外贸ι，配合沿海港U

!I!~，在许多地口~立航边用，配备不少训练有素的问研λ血，卅股描口航道整治和开

!&:的研究.

1957 年巾因科学院邀请了原苏联柯口非寂 It . B.萨提侬洛夫)lU~讲学 ， 结合我罔洞

口的实际情况，介绍丁原苏联问口的研究经验，论述了洞口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泣，对

我国洞口研究垣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60 年代初期，不仅有关生产部门更重祖训口的研究，而且已有不少综合性大学 的

地且!革 (如华东师范太币、南京大中.杭州k~!'&中山血'于带〉先后成立 f河口海岸研

究室〈组〉或间口悔岸教研室。来自地学、水利、航睡及港卫部领域的专业人员且事洞

口演变的人数亦习、断增加. 地学与水利.航运.& ì<li工等学科立l叫开始相互惨选是这一阶

段何口 lil虫研究的一个重要注展趋势。钱塘江河口11>坎的研究就是这种监展趋势的一个

代表性成果 (h 10) 0 

70 年代以后是我国洞口识变研究的一个跃进阶段。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00

在分析总结前期资料的基础上， 在一盹童提问口地区开展 f前所未有的较大规模的水χ

测验〈如长江口、l!Ii江口、 珠江口等h②直广泛地应用T沉权学、年代学等 1声科方法研

究洞口的主宵.(;j)结告石油勘探对坷口，尤其是三角洲的沉飘吓蜒的阴先有T新的进展.

@糊指向口的物理摸型不但被广泛应用，而且数学艇型#得到较曹遍的呆111>模型的测

试仪器开始止向半自动或自动化.试验数据有些已iiJ运用计算机处理.⑤研究队伍不断

壮大，不仅涌现 r不少有一定深度的论文，而且陆续出现了地区性问口研究的专著， ⑥
开始出现丁 ç)问口诙变为基础的问口生态环境的研究.

可以悦，钱因解放初才逐渐起步的问口泊变竿，经过 30 $年的生产实践的考烛，已

确立 f应有的地位，并且显示出远门学科继续发展的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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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口发青的地质地貌条件

地脱阳地质构造背量是闭口监育的基础。且"态分析，在水动力特征盘似的情况下，

量观地锐的差异，会影响问口三角洲的正常蛊屁$微地规则主要影响问口地盼的形成.

若从动态考虑，剧烈曲构造型动不仅贯穿在河口:!t宵的企过程，而且对它们的消变有时

合起重要的作用.但是， 一般地出，地质构造和地锐形态作为问口罩育的边界描件，其

影响需用较民的时间尺监来衡量，而水动力作用且~J;对泥扮运动的影响，在短暂的lJi且

时期内，即有明显的我现。 因此，在研究问 111直变规律时，首先要考虑的当然且以水动

力为主的各种外古力，但也应战先分理虑地质构造，协别是活动构造且其塑造的地就形

态的影响。 只有 i占样，才能悔到符告害现规律的较为企面的认识。

一、断裂构造对河 口 发育的彩响

晰裂构适时间口在育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a 一是断裂或断裂带本身的涌动引起基底

地彤的直化而影响水;gJ )J特征和泥抄的沉积环槐e 另-是断裂的组告且jl;活动万式，缸

括断块、地笠粗地垒、断阶部对洞口罩育的控制，后一种作用显然直重要。

1.我国东部沿海断畏构造的基本特征

忧国))<部沿海地区 ， 主要监曹三组不同方向的断裂掬遣.官们的占向叶别为北京k

远东西向电 jt东 北北京向朝北国-北jt西向 E21 .三者各有不同的特征且形成、:!t育过舰。

0) 东北京 -近东西 r:'J 断裂. 是 -组形成时期早、切酬煤、活动时期长的断裂拘捕

'È{(]在我国大陆的分布有北邸靠中成带，南部分放成片的特点。

这组方向的断裂不仅构成了南海北部大型隆起的描陷的边界，而且咀ili[华嗣部分

海岸的轮廓@过苦l方向的掏迪对塑造华南海岸地舰的影响，由于它们在新生代的再生前

动而不可忽视.

~t1J、东-近东间 rÍiJ的梅埠，一般部经过l<刷、 ~杂的战虫Hi血，也都经过反茧的构造

虫司， .它们要形成于前中生代，至新生代一般都跑于隐在. 南悔b' 张分裂除形成部分新

的断裂外，在大陆沿海地区事沿袭-占毒的近东西向构远的形迹，使立革活或加强.因此，

在华南沿海吁以看到若干第三纪的盆地是受控干i丘东西向断裂的.如雷琼断陷m.

(2) 北京一北北东向断裂.在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岸线，由北部湾至*江U长t!c千公

且，旦现 11\相当规则的圆弧，其半径约 1 000 公里，阳心位于t江三眠的黄晓背斜附

近(冉I :! -J)。在埠弧形海岸内侧的，k陆和外侧的大陆架，构造纯的方向也大敖顺应弧形的

趋势，如目口， 任噜西近来附[nl !YoJ构造在粤东转为北京向而在浙闽沿海国11转为北北东 r~J • 

其转忻宿~位大体在阐峙且其且、延部分.

!ll形海岸实际上反映丁海岸断裂构造的变化，即由广东沿海的以东北东-近东西向

• • 



为主的断裂罩统转为浙闽沿海以北东-j~北京向为主的断裂罩统。也up反映丁梅造力源

的变化.

北东-，~ ~~东向翻到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离目的-组断裂构造，其成因与中生代
期间席位缸快的控制与作用有共.燕山运动期间是北东向断裂活动的朋暗时期，沿断裂俯

:!t生强烈的岩盐侵入和喷溢，强烈的动力盛质和热力虫质，大幅蓝. 商迪净的断层位移

和地完形变至今仍遗留下清晰可辨的构造地质和构遍地貌的形迹. 新生代以辈，太平详
板块〈但据菲律宾海握捷〉继续向西北西方向推压欧亚板块，使i占方向的断裂进一步得

到加强 ， 成控制大型盆地的边界，或形成大规模的地缸，或有强烈的虫山括动. 我国东

部的件事大地震，亦都与北京向的断裂活动有关.

。〉北西-北，~洒向断裂.是一组

新生的、活动性强烈的断裂。由于它们

的新生性， 因此不 "1能是大规模和深切

俐的。

过击，由把断裂时-'i;~~ f\':盆地事情

地的控制视为tW;动的重要标志. 北东

-北北京向断裂和东北东一近东西向断

裂主要是控制自巫一第三组沉积，而北

两向附裂控制的却是第四纪沉积盆地的

发生和在展.例如，东南沿海的几个较大

的三角洲，都晶由两括北西向断裂挟持

的断提型盆地〈或情地h其中，第四茧

的最大厚度. 在韩江三角洲{潮汕平原〉

越过百米 ， 在珠II三角洲超过 70 米，
阁 2-1 华南弧形海岸

1 _ 华附lli形嘟剿， 2 华南壳的留心 3 . 1.挺山附侨，
在闽江三角洲 〈福州盆地)也近 70 米。

‘ 台湾及窗'"地E川· 华南大陆 这三个三角洲的面积要比华北平原、松

江平原d、得多，但却有近百来或大于百米的第四系，可见北西向断裂的活动是相当可观

的.北山向晰裂的新生性还表现在官们对其它方向构边就附烈的铅tt上.在我国东部地

区，以右腿k滑为主 ， 东南沿海地区. 表现尤为明显〈见图 2- 1) 0 V午盎大何的流向，沿

袭丁北内向晰裂的直向R 突然转折; 例如IOC江、间江、晋虹、韩江、幡江、西江下ìJ'i _ 
右江且长II下游哺川 e

北西 líi]断裂对海岸轮廓的塑造，在苏北平阁、华北平原和下证何平原都帝反胁。那

盟的拣出钱基本 1:都是北西走向的.一些较小规模的第四纪盘 〈槽}地和其它方向的断

斜，共同组成丁急剧转折的梅岸或港湾形事 i画布我国东部沿H.a.

2. lIi到构造对河口量菌的控制

- . .般地地. I听到拘且ïMM rJ的控制在它们的平i(ji形忐 I:l王 1陕西t明AA . 峰是因为前者

四耻的构iZi l也挽轮嗣为前者的水l.JJ力作m提供了有限的空间， 也 tf -- )注租庄上局限T后

./f的注hl. 届仲控制 fþllJ卫因问捕的规模小树而不阳i} 0 大问〈如茸江、黄问、碑江部〉

者ß经过长时期的统膏，有「比较强的侵蚀、 搬1E和堆积作用，对于-些小规模、活动性不

6 

一一一一… - 一… 叫叫 •. ，一』嗣'

. 



, 

' 

3 

强的断裂或由它们所塑造的构iiL 毡挠形缸 有能)J1~以i~ i0-吱k闷的河口垂 J)形A』豆、

结陶草杂的三角洲戒严I 口地1)1'1"尿。一收丑 4每到 l较大剧{监附:边的控制 ， jJi量基底 〈刊I 口

沉在l物下伏的基岩〉构造的;在响。小扣'J*唱:小，流程应， 22fF!53L:不长，一般易受断裂

控制，不仅;民间边沿一定的断裂走向 'il吁，而且j;形成 " f\~ iI'iJ问 11 ，如ùÍf 1革和乎与北画

rt'J断裂有关的河流 o 哇较大的问流的川口，则介于前二者之间 ， j:~堤坝为河口商形式，

或为单一河口向一角洲过渡的形式。 根耐昕挝沾 ;: 1) ;fll;可 11 在市的提军 义吁以业为"先

成洞口"和"构造河口"。

"先成M口"罩指断裂或断陷 ii!i 辛JJ TiriJ I-Ì形成4前，立 -il1只 ;与扣iJ 1 _ 1 的注育提供沉积 IIj

空间，而在向门形成过程期间惰，台微弱茹不归功。因此，断贝构边对扣I门直育的影响盐

泊植和被动的。这占盎是扣问iJ l闷l 无论任二牛1'. I向[臼u或剖 If时{时J形态」土丰斗， 部耳不;1

汪口为例， 监宵闽江i"I口的 M州盆地址.~北，I~r吁南1点把4、 j!iJ 间也断裂所控制的-个先睹

的构造盆地。 'ι为前者的立育提供了空间，但在Ml-I 立育过ftri『，断裂政归真组成的断陷

井段有强烈的活动，对 i'l] 1 !沉帜拉布产生明 ，\i 的!'1t酬 。 肉而用江口不儿有 l!Il盟的线性将
征，断裂构造没有构成 l'守门明附的界民1:0 [1iJ 江 I"J ;且)手可在且体 }j J~'] 土:/0 1"，"叫一→ ~t fJ、

的转忻，但扣ræ本卦井不严格地沿袭某 -断裂 1M流A lI JZJUK且 i出拖峭 l人H昨出版功， JL 
有一般平原三角洲的特点〈怯l 二→2)0 'l::的 VL积反Hrü~{~'J 先成的础外H"=l曲。

τ -丁山地丘险

EJ;到盆地
/附 k

f t M 扫

~.- :.." 
r气..，也.., "'" 币 ，、 ..由

阉 2 - 2 闽且对捆州盐i血的改造
〈据陈飞仁句~. 略有修改利完)

2 ~"~ ~且
c_一

"构 .ü!W可 r 1 .， 高指断斜帆布R穿于问 1 : ;1'1 1>>.. ~是MfhfI过扣 ， )~~" W Jt.:虫 i'iI 1I 的}四点也

耳，江县平j 线性的特征， iEYiiiE过叶ùt:积物和其'~血业的分析，不捕;'jl比断引 i .-5' [))的组

7 



步'!l影响。 珠 iJ:马角洲的d豆、 jbJ:部分址曲J~的构造洞口 。 它的北侧有走向近东西的罗浮

111 -撑掬峙断烈地 i:l:.东、阳侧结别1'<控于自泥-剖，湾断裂和丽江断剑. 西‘ jt江二角洲

!l1l~1!~在边三条断裂:1\ 1"1组成的断块内 ( 1到 2 -3) 。 且第四纪沉帜特征、河道韭迂且地说

活动蛊墙 ， 这三iI'<断裂在第四纪以辈都有郁闷程庭的活动 Eq.

国 ' - 3 矶、"三角洲商、北江怖分 ι型"听到磊忧国
〈三角训班回以外的地层、锦造均未予我示)

1. ，在阳系 2 ..耕生代唤出岩.1 自笙-第二系J ~. 'lft山朋花3略省1

S. 前自量A't l 6. 火山口) 三角洲界限， ， . 地区界

①H泥 &i.1 i1fJ也②凶江断在自 由罗浮山 她如j怜断裂，@王撞山附断貌@广州-从他断裂

二 、 新构造运动对河口发育的影响

1 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和基本提型

昨牵制究者指出. 差异性的断快卅阵运动是我国新构边运动的基本特征，但同时也

不应忽副其它多种新构造运功的表现形式. i古如大规模的隆起和沉降，大面积的拱曲和

揪斜 ， 缸杂的概l所运动、 活动褂缺等. 20 世妃 60 年代以米，在嵌快构边运动且糊的影

响归推动卡，我国的一些学者，卫对我国且邻区的近代和现代的板内构边运动，进Ñ丁

研究租分阪 ~ Sl ， l ) o 按丁囡瑜的方案，在青同口的班部沿阵i分属黑龙江-华北新构造区 ifo

f冉F坷 ，咐:哥新构边区。

(1)黑龙江-华jt新抽油Li~ 广泛注胃部层玄武岩构i岛、火山构血、斜阳盐地带与t\i

张H虫的各韭构造形式.与问 fI ~宵演变有提的是一系列构造盆地，如下江河拉地、渤

。丁国阶.'"国现代极内运动分E至iJ;.具基本状况， t~87 • 

• 



t峰·何jt平原住地、苏北盐地等.晚;在二纪晚期以来，区内各 ijt休以P.HTI运动 j" 亿阻~

盆地l1 张.活断层1<移.地Ñt ili 动、 'B变测吐以此火 1 1 1到持且地的扩~~和1 i!:i f~ 咋 }i lflÎ的

资制的鼻， !k!f相对运动的平均遮率一 般在 4 毫米 /年以下. j~ "t !k你的;';'~/ ìJi '" 约 h

'-4 毫未 l年，松江-兴安快I~约为 i 培 %: 1 年.

(2)华咐，嗣梅新构造区. 区内击石闹较lf， 理 It构边远4，桐l必l较尉，活 iiJ断裂的Jð

.;IJ lIi*一般1)、于 2 毫米 l年，毗邻台湾的闽阳、唱A、地区的- 些大规院的活动剧烈. ..Jíit 
大于此也.

这类新构迫j}区以N:已们的运动性质和远iiJ址，对问 n 1.( ~守 旧;化的影响)áft，!掘峭

的.上遗世料只能作为背;最性的盎非. i(u l'l:接与阿"讪变 (j业的 ìl是各种典'凹的蔚构

造运动的量级对局部地区的影响。

2 帽断和拱曲运动所形成的地形对河口量胃的影响

台湾朝诲阳岛分描IJ !l:我国较典型的、规模较λ;的 %fi !t IU'Il断 Ii和l执 11111疚，且由特殊

的问口地脱.

台湾岛的川流以iJI(能短、"'流在A、纵比降大、 rl1j f于狭稽， Lit战陡峭骂为特且 ，东 、

国悔陆他于裙断隘的小同部位，何口应宵的特征也才、 1 ，，1 g 

古湾副部海岸」止不断Irl) 台湾海收捕 ill的淤帜平híi ， !u地扯忱地IIIι 小，却 m11t n ~ 
量的iJt!渺〈辑 2 - 1) . i1i!沙 iii.职于平M(区，使 f. )kt耻伴不断扩川、)JI\ ，叫 。 由 1 间流多1.i lb;i 
于中虫山脉，楠'因比阵突变 jJII 促使l呵杭水草监育，排队加埠， )Jl I .e:t l91l~. o 在嗣瞌盟中的

挑水期.以堆~为主，问J.I(不断加商#形成i"lZ iù 。 沿岸就所塑造的扉俨抄槌ill一步)，n.i业

丁海岸的扩M .

费 2- 1 台湾11111平原坷漳将位囊t ' ， ' ) 

土主FTMi 塑些 |主附|杭州;性叮咬 ~~必 1 1，..地 、JZ
{米J i (术〉

2 

3 
4 

, 
6 

7 

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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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 1 \40 . 2 1 I 11.l5 . 7.1 一 1 0 ~，rJO 

马说 :116 . 75 I 2 0 1乡 60 5 .00 I，j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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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部监自典型的断崖海岸.l<边 300 公里.临洋J1:t j:句 I 200 木，是世界海岸跑拢

的-大奇观. 由于悔自山脉的强烈抬升， 一些流程阻短的ILJ j~~I. l!:~l、 回而形成崎持或1且

λ幽 ìf. 在缸梅岸， 只有花草 lJ;提高l台在大武 斗1\监宵为开阔的i电 H皂'FÐ;i 前苦为大

描永搞?中职形成的阿口平曲{ . .IJ~姐带提入诲 " 1 ， 后 ;x' (白升~ .i:f-KO 111 鸣 '. H i iJ!.如水白íl ,),‘ 

阿堆积而成，亦呈南形突入海中。在海岸山脉的西侧，描纵丰i- :ti:"1可 吊3月Jir~ 内 ' 1'央山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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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模Ik 兮别旺入北流的花瑾棍和 1何榄的句南棍，只有亮姑由?真切过海岸山脉，东流入

眶。

部出山脉""tl二约 I~U 公且1. 1 t!最直地只有 1 5 公里， AEt青山溪 20 多1<， 在悔tF
11 1拙的jit外 ， 监 f:' ~昌JI<水下挝ìr乎 . M l'E约 1 0 公里，洁白i;i; L: ;ft l现存的山r~既不连线，现

盹卫耳、.11 >1' (均大 s 后者) ，刷刷中央山脉!ti if入纵持的山，虽非川距、将规模叫田 2-呐 。

~j - _ .~自由.在悔岸山脉的f!Jl ~币，布不少阅阅约 10 公Hl的'" ' 1 {; 在。 如此推断，在直新

~t .l l ).!~j ~ 1/'央山脉的东施山 il! Jl)经梅岸山脉入诲， 后纵吕明陆 iitJ辑 l.l l 脉左油 J草忡，迫

t1:: I iJ i~川纵特梳油 ， 而在，也岸山脉且"岸夕， 留 τA‘ ii扣r ;，正的HAUte 书HW1月t今秃姑在j混

飞

。

." 

12 1"20 

由2-4 台东梅岸山脉路外部谷国

〈据M'~a弘台湾战，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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