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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分册为中国海湾志第十四分册，收入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滦河、海河、黄河、灌河、长江、钱塘

江，椒江、瓯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珠江、南流江和北仑河共17个重要河口。内容包括海湾历史沿革、

社会经济状况、气象、水文、河口周边地质、地貌、河白沉积、海水化学、沉积化学、生物资源、自然环境

综合利用和开发评价等，是制定河口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的翔实资料和科学依据，也可作为科研、教学单位

开展海湾开发利用研究的实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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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湾志第十四分册编写人员名单

主编：陈则实

副主编：吴桑云、夏东兴、谢钦春、陈 峰、胡 辉、詹进源、何宝林

撰稿人：

黄河口概述：夏东兴、吴桑云；气象：郭全会；潮汐：李秀亭；海流：陈则实；波浪、

泥沙、海冰：武桂秋f地质：赵奎寰；地貌、自然资源：吴桑云；黄河变迁：夏东兴、吴桑云、

崔金瑞；沉积、环境化学、河口整治：王文海；海洋生物：俞建銮；社会经济：刘洪滨、孙

运良；绘图：崔 莉；统稿：陈则实、吴桑云

长江口 概况：胡 辉；·气象：袁 丁、郭中祥、沈红梅；水文：胡 辉、林传兰；泥

沙：李 炎、胡 辉；地质：陈西庆，地貌：徐海根；沉积：谢钦春、董永发；河口生物：刘

子琳；河口化学、环境质量：林以安、曹国平、施光春；河口资源：胡 辉；河口整治和开

发利用：徐海根；绘图：何欣；统稿：胡 辉、陈伟伦、谢钦春

珠江口概况：吴敏，气象：詹进源、林映华；河口水文、水资源：林祖享I泥沙、地

貌、沉积、矿产资源：江四义；地质：江四义、袁家义；河口生物、水产资源：黄亚如；河

口化学：柯东胜；土地、港口、旅游资源：马应良；河口整治与开发利用：江四义、马应良；

统稿：詹进源

图们江口、滦河口 王文海

鸭绿江口、辽河口 概况、资源、河口整治和开发利用：郝静；自然环境：刘恒魁、吴

冠、何宝林、王玉广、孙树德、宋云香、李向泽、矫晓阳、闫启伦、鲍永恩；绘图：郭俊

峰I统稿：何宝林

海河口 吴桑云、姚兰芳、李秀亭、吴碧君

灌河口唐寅德

钱塘江口 李伯根、林传兰、李士瑛、唐仁友、刘子琳、李家芳、谢钦春

椒江口谢钦春、杨士瑛、潘新杯、李家芳

瓯江口 李全兴、李家芳、唐仁友、杨士瑛、谢钦春

闽江口 概况：邱辉煌、陈 峰；气象：肖 辉、杜华晖；洪水、波浪、盐度、泥沙、沉

积、资源、河口整治和开发利用：陈峰；径流、海流j江甘兴；潮汐：陈玉霞；地质、地

貌：刘维坤；叶绿素a：陈兴群；浮游生物：林景宏；底栖生物；李荣冠；污损生物：郑成兴；

河口化学和环境质量状况：林峰；统稿：陈峰

九龙江口 概况：林琼芳；气象：肖 晖、杜华晖；河口水文：曾 刚、郑淑卿；泥沙、

地质：陈峰；地貌：唐宗福；沉积：杨宝华；叶绿素a：陈兴群；浮游生物：陈瑞祥；底栖

生物：蔡尔西；水产资源：戴燕玉；河口化学和环境质量状况：林峰；河口资源、整治和

开发利用：刘维坤；统稿：刘维坤

韩江口 概况：邱辉煌、陈 峰；其余：陈 峰；统稿：陈 峰

南流江口、北仑河口 黎文钊、刘敬合、李树华。

南流江口、北仑河口 黎文钊、刘敬合、李树华

全书统稿陈则实、吴桑云、牛承章



编纂说明

一、河口分册收入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滦河、海河、黄河、灌河、长江、钱塘江、椒

江、瓯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珠江、南流江和北仑河共17个重要河口。其中又以黄河口、

长江口、珠江口为重点，每个河口为一章，顺序先三大河口，后为其余河1：2，均自北向南编

排。图们江12虽为俄、朝边界，但我国有通航权，故也编入本分册。对河长不小于lOOkm的

中、小河口，只将其最基本特征，列表附于正文之后。

二、本册列编之河口一般是指河口段到水下三角洲外缘的自然综合体，记述中一般以水

域为重点，但因各河口性质不同，各有所侧重。

t河口分册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进行编写。因过去各河口调查研究程度不一，故各河口的

编写内容繁简不尽相同。

三、依海湾志惯例，海洋生物拉丁文名称概不入正文。重点河口的海洋生物中、拉文名

录附于相应河口章正文之后。

四、参考文献均为公开发表。未公开发表的年鉴、资料、报告，因数量太多，均未一一

列出，请有关作者见谅。

五、本册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第二海洋研

究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和华东师范大学河12海

岸研究所、广西海洋研究所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图们江口、滦河口、海河12、黄河口；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长江口(部分)、钱塘江口、椒江口、瓯江12，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闽江口、九龙江口、韩江口；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鸭绿江口、辽河口；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长江口(部分)；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珠江口；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长江口(主要部分)、灌河口；

广西海洋研究所：南流江口、北仑河口。

■一



_

序

方志之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种类很多，覆盖面广，记载着各种自然要素的分

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史实，资料极为丰富，记述至为翔实，一向被视为研究工作的瑰

宝。然而对于港湾之有志却自这部著作开始，它填补了中国志书在这方面的空白，确是一个

创举。同时，它也是继全国海岸带调查之后另一项系统海岸的工程。

在万里海疆上，港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它为人类提供优良的生存空间，为国民经

济发展提供有利的自然条件。河口可以视为特殊的港湾，它以水路一河流一联系了流域；泻

湖则是陆地环抱通道连海的一种港湾，所以一并编入海湾志中。

海湾的开发历史悠久，居住在海边的远古人类，就是以渔猎为生，一些贝冢的分布正是

他们拾贝捕鱼而食的遗迹。港湾水域空间资源的开发更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纵

观世界海岸，优良的海湾多被用作港口的建设。港口的建设又无不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所

以海岸线上港湾海岸较之平直海岸产业发达，城市密集，经济繁荣。目前我国沿海开放城市

的建设也莫不以港口为依托，充分反映“城以港兴，港为城用”(见江泽民1986年在“勒哈

佛、墨尔本、大阪、旧金山、上海友好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中国港口》1986年6

期)的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

海湾又是海洋农牧化的重要场所。许多港湾是水产基地，也是建设海洋牧场的重要场所，

宜于养殖，宜于放流。近年来我国港湾渔业有很大发展。

海湾还蕴藏了丰富的潮汐能源，目前我国的江厦电站是仅次于法国朗斯电站的世界第二

位潮汐电站。

港湾旅游事业发展迅速，它在人类活动中增加了新的具有活力的内容。

港湾资源虽然丰富，然而要使这些资源能够久用不衰，充分发挥其有效作用，科学管理

和合理开发都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过去人类对港湾资源开发缺乏宏观认识，综合观点、长远规划、资源保护的要求，以

致出现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我国海湾开发出现失误的地方不乏其例，如众所周

知的，由于牛田洋的围垦，导致汕头港进港航道的淤浅；厦门高集海堤和湾内围垦工程，导

致同安湾文昌鱼的迁徙和衰减；海南省太阳河的改道，导致小海渴湖通道堵塞，船只难以通

行I山东马山港的堵坝，海参减少90％。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许多渴湖堵坝围涂等不当的

工程措施，导致消亡或濒临衰亡的危险；而近年来由于不经处理的污水排放，致使一些海湾

水质严重恶化，同样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这部海湾志的编撰，对我国150多个海湾(含河口和泻湖)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

资源状况、开发利用历史和存在问题等做了全面的阐述。记载翔实，信息丰富，是一部重要

的科学记录，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系统资料，使领导部门在决策时有据可依，有典可据，减

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这部著作还为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并不像一般所说港湾众多，条

件优良，事实上优良港湾并不太多，而且有些港湾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所以一个港湾也浪



费不得，必须合理开发，使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陈吉余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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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百

海湾是深入陆地形成明显水曲的海域。湾口两个对应岬角的连线是海湾与海的分界线，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条第二款规定：“海湾为凹入陆地的明显水曲，其水曲的面积要大

于以湾口宽度为直径划的半圆面积，湾口为水曲口门最窄处”。同时该公约第10条第3款还

规定，水曲的面积是位于水曲陆岸周围的低潮标和一条连接水曲天然入口两端低潮标的线之

间的面积。但我国规定，平均高潮线为岸线。依惯例并为着量测和应用的方便，本志以海岸

线作为海湾水域的边界。

我国的海湾，据初步统计，面积在lOkm2以上者有150多个，面积在5kin2以上者总和为

200个左右，依成因分为原生湾和次生湾两大类。原生湾包括构造湾、基岩侵蚀湾、河口湾和

火山口湾等4种类型；次生湾可分为渴湖湾、连岛坝湾、三角洲湾和环礁湾等。在我国的海

湾中，原生湾约占三分之二，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山地海岸，是冰

期后海进淹没沿岸低地与河谷等而成。次生湾以泻湖湾居多，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及海南

三省潮差偏小的海岸地区；连岛坝湾分布在潮汐作用不明显的浪控海岸，烟台的芝罘湾是典

型的连岛坝湾；火山口湾分布在北部湾中的涠洲岛和斜阳岛；环礁湾分布在南海诸岛，三角

洲湾由建设型三角洲围水而成，滦河三角洲与现代黄河三角洲之间的渤海湾就是一种三角洲

湾类型。

严格地讲，海湾除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水域部分外，还应包括水域周边的

陆域部分。我们把海湾看成由海水、水盆、周边和空域共同组成的综合地貌体。由于它处于

陆地和海洋之交的纽带地位，开发环境优越，所以海湾自古就是人类通往海洋的桥头堡，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人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在湾畔生患，先人在那里采贝、

捕鱼，并开始了原始的航海事业。今天，海湾被视为各种海洋资源的复合区，进行了多种形

式的综合开发，尤其大型海湾周边，已发展为以航运交通为先导的经济、技术发达的城市化

带。较小的海湾则往往存在着某种资源优势j可进行单项的扬长避短的开发，如具有良好沙

滩的半开阔海湾，可辟为海水浴场，滩涂资源丰富的海湾往往成为海产养殖区。海湾还可以

用来发展盐业，修筑海湾水库等。

海湾的综合开发利用，在整个海岸带的开发利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谓海岸带开

发，主要是在海湾进行的，我国24个海港城市，其中大连、青岛、厦门、湛江等17个是依

托海湾发展起来的。而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13个位于海湾、河口。海湾与河口自古就是

我国交通海外的门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海湾在全国的“门户”地位将日益加

强。

在大型海湾、河口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随着现代海洋开发的迅速兴起和陆地上

工业区向海岸带迁移，沿湾地区污染日趋严重。另外，一些不当的开发项目和工程设施，使

某些海湾亦遭受不利影响或严重破坏，保护海湾环境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为了掌握海湾的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以便充分和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湾，



国家海洋局于1986年下达了编纂《中国海湾志》的任务。《中国海湾志》是在国家海洋局直

接领导下，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国家海洋局一所、二所、三所、环保所，南

海、东海、北海三个分局及海南省海洋局及华东师范大学河IZI海岸研究所和广西海洋研究所

等单位参加，集体分工编纂的。编纂方法是在统一编纂提纲和编写格式的要求下，以搜集过

去的海湾调查研究成果为主，适当地对水文、地质、化学、生物和经济条件进行了补测或调

访。对海湾这个综合地貌体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中国海湾志》是一部反映我国海湾基本自然环境要素为主的科学志书。它以志的形式记

述了我国主要海湾的调查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海湾历史沿革和社会经济状况、气象、海洋水

文、海湾周边地质地貌，海底沉积，海水化学、沉积化学，生物资源和自然环境及开发利用

综合评价等。《中国海湾志》共分14个分册，以省、市和河口为单位，从北向南排列，各分

册的名称如下。

分册序号 名 称

第一分册 辽东半岛东部海湾

第二分册 辽东半岛西部和辽宁省西部海湾

第三分册、
’

山东半岛北部和东部海湾

第四分册 山东半岛南部和江苏省海湾

第五分册 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海湾

第六分册 浙江省南部海湾

第七分册 福建省北部海湾

第八分册 福建省南部海湾

第九分册 广东省东部海湾

第十分册 广东省西部海湾

第十一分册 海南省海湾

， 第十二分册 广西海湾

第十三分册 台湾省海湾(因故暂不出版)

第十四分册 重要河IZI

《中国海湾志》是一部内容新、资料全、数据可靠、详细程度适度的自然志。它是研究

我国海湾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和经济条件的系统资料。本志可为国家管理部门制定海湾发展

规划、计划和实施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科学依据，也可作为科研、教学单位开展海湾开发

利用研究的实际资料。海湾志与其他志书不同的是，可以直接被用作海湾开发项目的预可行

性研究资料，或者针对不同项目稍加补充内容即可被利用。它作为海湾环境要素本底资料还

有其重要的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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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地质⋯⋯⋯⋯⋯⋯⋯⋯⋯⋯⋯⋯⋯⋯⋯⋯⋯⋯⋯⋯⋯⋯⋯⋯⋯⋯⋯⋯⋯⋯(279)

一、地质构造⋯⋯⋯⋯⋯⋯⋯⋯⋯⋯⋯⋯⋯⋯⋯⋯⋯⋯⋯⋯⋯⋯⋯⋯⋯⋯⋯⋯⋯(279)

二、地层⋯⋯⋯⋯⋯⋯⋯⋯⋯⋯⋯⋯⋯⋯⋯⋯⋯⋯⋯⋯⋯⋯⋯⋯⋯⋯⋯⋯⋯⋯⋯(279)

三、第四纪地质⋯⋯⋯⋯⋯⋯⋯⋯⋯⋯⋯⋯⋯⋯⋯⋯⋯⋯⋯⋯⋯⋯⋯⋯⋯⋯⋯⋯(282)

四、水文地质⋯⋯⋯⋯⋯⋯⋯⋯⋯⋯⋯⋯⋯⋯⋯⋯⋯⋯⋯⋯⋯⋯⋯⋯⋯⋯⋯⋯⋯(284)

五、工程地质⋯⋯⋯⋯⋯⋯⋯⋯⋯⋯⋯⋯⋯⋯⋯⋯⋯⋯⋯⋯⋯⋯⋯⋯⋯⋯⋯⋯⋯(285)

第六节地貌⋯⋯⋯⋯⋯⋯⋯⋯⋯⋯⋯⋯⋯⋯⋯⋯⋯⋯⋯⋯⋯⋯⋯⋯⋯⋯⋯⋯⋯⋯(287)

一、陆地地貌⋯⋯⋯⋯⋯000000⋯⋯⋯⋯⋯⋯⋯⋯⋯⋯⋯⋯⋯⋯⋯⋯⋯⋯⋯⋯⋯⋯(287)

二、海岸海滩地貌⋯⋯⋯⋯⋯⋯OOO OOO O·O ODO⋯⋯⋯⋯⋯⋯⋯⋯⋯⋯⋯⋯OOo O·O 000⋯⋯(290)

三、水下地貌⋯⋯⋯⋯⋯⋯⋯⋯⋯⋯⋯⋯⋯⋯⋯⋯⋯⋯⋯⋯⋯⋯⋯⋯⋯⋯⋯⋯⋯(292)

四、河1：1动态⋯⋯⋯⋯⋯000000⋯⋯⋯⋯⋯⋯⋯⋯⋯⋯⋯⋯⋯⋯⋯⋯⋯⋯⋯⋯⋯⋯(297)

第七节河口沉积⋯⋯OOOOOO⋯⋯⋯⋯⋯⋯⋯⋯⋯⋯⋯⋯⋯⋯⋯⋯⋯⋯⋯⋯⋯⋯⋯⋯(298)

一、河口沉积分区⋯⋯⋯⋯⋯⋯⋯⋯⋯⋯⋯⋯⋯⋯⋯⋯⋯⋯⋯⋯⋯⋯⋯⋯⋯⋯⋯(298)

二、表层沉积物类型特征和分布⋯⋯⋯⋯⋯⋯⋯⋯⋯⋯⋯⋯⋯⋯⋯⋯⋯⋯⋯⋯⋯(298)

4



◆

第八节河口生物⋯⋯⋯⋯⋯⋯⋯⋯⋯⋯⋯⋯⋯⋯⋯⋯⋯⋯⋯⋯⋯⋯⋯⋯⋯⋯⋯⋯

一、浮游植物⋯：⋯⋯⋯⋯⋯⋯⋯⋯⋯⋯⋯⋯⋯⋯⋯⋯⋯⋯⋯⋯⋯⋯⋯⋯⋯⋯⋯”

二、浮游动物⋯⋯⋯⋯⋯⋯⋯⋯⋯⋯⋯⋯⋯⋯⋯⋯⋯⋯⋯⋯⋯⋯⋯⋯⋯⋯⋯⋯⋯

三、鱼卵、仔稚鱼⋯⋯⋯⋯⋯⋯⋯⋯⋯⋯⋯⋯⋯⋯⋯⋯⋯⋯⋯⋯⋯⋯⋯⋯⋯⋯⋯

四、底栖生物⋯⋯⋯⋯⋯⋯⋯⋯⋯⋯⋯⋯⋯⋯⋯⋯⋯⋯⋯⋯⋯⋯⋯⋯⋯⋯⋯⋯⋯

五、潮间带生物⋯⋯⋯⋯⋯⋯⋯⋯⋯⋯⋯⋯⋯⋯⋯000 000⋯⋯⋯⋯⋯⋯⋯⋯⋯⋯⋯

六、游泳生物⋯⋯⋯⋯⋯⋯⋯⋯⋯⋯⋯⋯⋯⋯⋯⋯⋯⋯⋯⋯⋯⋯⋯⋯⋯⋯⋯⋯⋯

七、红树林⋯⋯⋯⋯⋯⋯⋯⋯⋯⋯⋯⋯⋯⋯⋯⋯⋯⋯⋯⋯⋯⋯⋯⋯⋯⋯⋯⋯⋯⋯

第九节河口化学和环境质量⋯⋯⋯⋯⋯⋯⋯⋯⋯⋯⋯⋯⋯⋯⋯⋯⋯⋯⋯⋯⋯⋯⋯

一、海水化学⋯⋯⋯⋯⋯⋯⋯⋯⋯⋯⋯⋯⋯⋯⋯⋯⋯⋯⋯⋯⋯⋯⋯⋯⋯⋯⋯⋯⋯

二、河口环境质量⋯⋯⋯⋯⋯⋯⋯⋯⋯⋯⋯⋯⋯⋯⋯⋯⋯⋯⋯⋯⋯⋯⋯⋯⋯⋯⋯

三、环境质量评价⋯⋯⋯⋯⋯⋯⋯⋯⋯⋯⋯⋯⋯⋯⋯⋯⋯⋯⋯⋯⋯⋯⋯⋯⋯⋯⋯

第十节河口资源⋯⋯⋯⋯⋯⋯⋯⋯⋯⋯⋯⋯⋯⋯⋯⋯⋯⋯⋯⋯⋯⋯⋯⋯．．．⋯⋯⋯

一、土地资源⋯⋯⋯⋯⋯⋯⋯⋯⋯⋯⋯⋯⋯⋯⋯⋯⋯⋯⋯⋯⋯⋯⋯⋯⋯⋯⋯⋯⋯

二、水资源⋯⋯⋯⋯⋯⋯⋯⋯⋯⋯⋯⋯⋯⋯⋯⋯⋯⋯⋯⋯⋯⋯⋯⋯⋯⋯⋯⋯⋯⋯

三、水产资源⋯⋯⋯⋯⋯⋯⋯⋯⋯⋯⋯⋯⋯⋯⋯⋯⋯⋯⋯⋯⋯⋯⋯⋯⋯⋯⋯⋯⋯

四、港口资源⋯⋯⋯⋯⋯⋯⋯⋯⋯⋯⋯⋯⋯⋯⋯⋯⋯⋯⋯⋯⋯⋯⋯⋯⋯⋯⋯⋯⋯

五、矿产资源⋯⋯⋯⋯⋯⋯⋯⋯⋯⋯⋯⋯⋯⋯⋯⋯⋯⋯⋯⋯⋯⋯⋯⋯⋯⋯⋯⋯⋯

六、旅游资源⋯⋯⋯⋯⋯⋯⋯⋯⋯⋯⋯⋯⋯⋯⋯⋯⋯⋯⋯⋯⋯⋯⋯⋯⋯⋯⋯⋯⋯

第十一节河口整治和开发利用⋯⋯⋯⋯⋯⋯⋯⋯⋯⋯⋯⋯⋯⋯⋯⋯⋯⋯⋯⋯⋯⋯

一、河口整治⋯⋯⋯⋯⋯⋯⋯⋯⋯⋯⋯⋯⋯⋯⋯⋯⋯⋯⋯⋯⋯⋯⋯⋯⋯⋯⋯⋯⋯

二、河口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附珠江口区海洋生物名录⋯⋯⋯⋯⋯⋯⋯⋯⋯⋯⋯⋯⋯⋯⋯⋯⋯⋯⋯⋯⋯⋯⋯⋯

第四章图们江口⋯⋯⋯⋯⋯⋯⋯⋯⋯⋯⋯⋯⋯⋯⋯⋯⋯⋯⋯⋯⋯⋯⋯⋯⋯⋯⋯⋯⋯

第一节概况⋯⋯⋯⋯⋯⋯⋯⋯⋯⋯⋯⋯⋯⋯⋯⋯⋯⋯⋯⋯⋯⋯⋯⋯⋯⋯⋯⋯⋯⋯

一、地理位置及基本特征⋯⋯⋯⋯⋯⋯⋯⋯⋯⋯⋯⋯⋯⋯⋯⋯⋯⋯⋯⋯⋯⋯⋯⋯

二、河口区区域经济⋯⋯⋯⋯⋯⋯⋯⋯⋯⋯⋯⋯⋯⋯⋯⋯⋯⋯⋯⋯⋯⋯⋯⋯⋯⋯

第二节气象⋯⋯⋯⋯⋯⋯⋯⋯⋯⋯⋯⋯⋯⋯⋯⋯⋯⋯⋯⋯⋯⋯⋯⋯⋯⋯⋯⋯⋯⋯

一、气候特征⋯⋯⋯⋯⋯⋯⋯⋯⋯⋯⋯⋯⋯⋯⋯⋯⋯⋯⋯⋯⋯⋯⋯⋯⋯⋯⋯⋯⋯

二、重要天气现象⋯⋯⋯⋯⋯⋯⋯⋯⋯⋯⋯⋯⋯⋯⋯⋯⋯⋯⋯⋯⋯⋯⋯⋯⋯⋯⋯

第三节河口水文⋯⋯⋯⋯⋯⋯⋯⋯⋯⋯⋯⋯⋯⋯⋯⋯⋯⋯⋯⋯⋯⋯⋯⋯⋯⋯⋯⋯

一、径流⋯⋯⋯⋯⋯⋯⋯⋯⋯⋯⋯⋯⋯⋯⋯⋯⋯⋯⋯⋯⋯⋯⋯⋯⋯⋯⋯⋯⋯⋯⋯

二、潮汐⋯⋯⋯⋯⋯⋯⋯⋯⋯⋯⋯⋯⋯⋯⋯⋯⋯⋯⋯⋯⋯⋯⋯⋯⋯⋯⋯⋯⋯⋯⋯

三、海流⋯⋯⋯⋯⋯⋯⋯⋯⋯⋯⋯⋯⋯⋯⋯⋯⋯⋯⋯⋯⋯⋯⋯⋯⋯⋯⋯⋯⋯⋯⋯

四、波浪⋯⋯⋯⋯⋯⋯⋯⋯⋯⋯⋯⋯⋯⋯⋯⋯⋯⋯⋯⋯⋯⋯⋯⋯⋯⋯⋯⋯⋯⋯⋯

五、盐度与水温⋯⋯⋯⋯⋯⋯⋯⋯⋯⋯⋯⋯⋯⋯⋯⋯⋯⋯⋯⋯⋯⋯⋯⋯⋯⋯⋯⋯

第四节泥沙运动⋯⋯⋯⋯⋯⋯⋯⋯⋯⋯⋯⋯⋯⋯⋯⋯⋯⋯⋯⋯⋯⋯⋯⋯⋯⋯⋯⋯

第五节地质⋯⋯⋯⋯⋯⋯⋯⋯⋯⋯⋯⋯⋯⋯⋯⋯⋯⋯⋯⋯⋯⋯⋯⋯⋯⋯⋯⋯⋯⋯

第六节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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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上三角洲地貌⋯⋯⋯⋯⋯⋯⋯⋯⋯⋯⋯⋯⋯⋯⋯⋯⋯⋯⋯⋯⋯⋯⋯⋯⋯⋯(377)

二、现行河道及河口地貌⋯⋯⋯⋯⋯⋯⋯⋯⋯⋯⋯⋯⋯⋯⋯⋯⋯⋯⋯⋯⋯⋯⋯⋯(377)

三、水下地貌⋯⋯⋯⋯⋯⋯⋯⋯⋯⋯⋯⋯⋯⋯⋯⋯⋯⋯⋯⋯⋯⋯⋯⋯⋯⋯⋯⋯⋯(378)

四、河口的发育与演化⋯⋯⋯⋯⋯⋯⋯⋯⋯⋯⋯⋯⋯⋯⋯⋯⋯⋯⋯⋯⋯⋯⋯⋯⋯(378)

第七节河口沉积⋯⋯⋯⋯⋯⋯⋯⋯⋯⋯⋯⋯⋯⋯⋯⋯⋯⋯⋯⋯⋯⋯⋯⋯⋯⋯⋯⋯(379)

一、河道沉积物⋯⋯⋯⋯⋯⋯⋯⋯⋯⋯⋯⋯⋯⋯⋯⋯⋯⋯⋯⋯⋯⋯⋯⋯⋯⋯⋯⋯(379)

二、河口区沉积⋯⋯⋯⋯⋯⋯⋯⋯⋯⋯⋯⋯⋯⋯⋯⋯⋯⋯⋯⋯⋯⋯⋯⋯⋯⋯⋯⋯(380)

第八节河口环境化学⋯⋯⋯⋯⋯⋯⋯⋯⋯⋯⋯⋯⋯⋯⋯⋯⋯⋯⋯⋯⋯⋯⋯⋯⋯⋯(382)

第九节河口资源⋯⋯⋯⋯⋯⋯⋯⋯⋯⋯⋯⋯⋯⋯⋯⋯⋯⋯⋯⋯⋯⋯⋯⋯⋯⋯⋯⋯(384)

第十节河口整治与开发利用⋯⋯⋯⋯⋯⋯⋯⋯⋯⋯⋯⋯⋯⋯⋯⋯⋯⋯⋯⋯⋯⋯⋯(385)

一、河口整治⋯⋯⋯⋯⋯⋯⋯⋯⋯⋯⋯⋯⋯⋯⋯⋯⋯⋯⋯⋯⋯⋯⋯⋯⋯⋯⋯⋯⋯(385)

二、河口开发利用⋯⋯⋯⋯⋯⋯⋯⋯⋯⋯⋯⋯⋯⋯⋯⋯⋯⋯⋯⋯⋯⋯⋯⋯⋯⋯⋯(385)

参考文献⋯⋯⋯⋯⋯⋯⋯⋯⋯⋯⋯⋯⋯⋯⋯⋯⋯⋯⋯⋯⋯⋯⋯⋯⋯⋯⋯⋯⋯⋯⋯⋯(385)

第五章鸭绿江口⋯⋯⋯⋯⋯⋯⋯⋯⋯⋯⋯⋯⋯⋯⋯⋯⋯⋯⋯⋯⋯⋯⋯⋯⋯⋯⋯⋯⋯(386)

第一节概况⋯⋯⋯⋯⋯⋯⋯⋯⋯⋯⋯⋯⋯⋯⋯⋯⋯⋯⋯⋯⋯⋯⋯⋯⋯⋯⋯⋯⋯⋯(386)

一、地理位置及基本特征⋯⋯⋯⋯⋯⋯⋯⋯⋯⋯⋯⋯⋯⋯⋯⋯⋯⋯⋯⋯⋯⋯⋯⋯(386)

二、河口地区区域经济⋯⋯⋯⋯⋯⋯⋯⋯⋯⋯⋯⋯⋯⋯⋯⋯⋯⋯⋯⋯⋯⋯⋯⋯⋯(387)

三、河I=I考察及研究史⋯⋯⋯⋯⋯⋯⋯⋯⋯⋯⋯⋯⋯⋯⋯⋯⋯⋯⋯⋯⋯⋯⋯⋯⋯(389)

第二节气象⋯⋯⋯⋯⋯⋯⋯⋯⋯⋯⋯⋯⋯⋯⋯⋯⋯⋯⋯⋯⋯⋯⋯⋯⋯⋯⋯⋯⋯⋯(390)

一、气候特征⋯⋯⋯⋯⋯⋯⋯⋯⋯⋯⋯⋯⋯⋯⋯⋯⋯⋯⋯⋯⋯⋯⋯⋯⋯⋯⋯⋯⋯(390)

·二、重要天气现象⋯⋯⋯⋯⋯⋯⋯⋯⋯⋯⋯⋯⋯⋯⋯⋯⋯⋯⋯⋯⋯⋯⋯⋯⋯⋯⋯(394)

第三节河口水文⋯⋯⋯⋯⋯⋯⋯⋯⋯⋯⋯⋯⋯⋯⋯⋯⋯⋯⋯⋯⋯⋯⋯⋯⋯⋯⋯⋯(395)

一、径流⋯⋯⋯⋯⋯⋯⋯⋯⋯⋯⋯⋯⋯⋯⋯⋯⋯⋯⋯⋯⋯⋯⋯⋯⋯⋯⋯⋯⋯⋯⋯(395)

二、洪水⋯⋯⋯⋯⋯⋯⋯⋯⋯⋯⋯⋯⋯⋯⋯⋯⋯⋯⋯⋯⋯⋯⋯⋯⋯⋯⋯⋯⋯⋯⋯(395)

三、潮汐⋯⋯⋯⋯⋯⋯⋯⋯⋯⋯⋯⋯⋯⋯⋯⋯⋯⋯⋯⋯⋯⋯⋯⋯⋯⋯⋯⋯⋯⋯⋯(395)

四、海流⋯⋯⋯⋯⋯⋯⋯⋯⋯⋯⋯⋯⋯⋯⋯⋯⋯⋯⋯⋯⋯⋯⋯⋯⋯⋯⋯⋯⋯⋯⋯(396)

五、波浪⋯⋯⋯⋯⋯⋯⋯⋯⋯⋯⋯⋯⋯⋯⋯⋯⋯⋯⋯⋯⋯⋯⋯⋯⋯⋯⋯⋯⋯⋯⋯(399)

六、盐度和水温⋯⋯⋯⋯⋯⋯⋯⋯⋯⋯⋯⋯⋯⋯⋯⋯⋯⋯⋯⋯⋯⋯⋯⋯⋯⋯⋯⋯(400)

七、海冰⋯⋯⋯⋯⋯⋯⋯⋯⋯⋯⋯⋯⋯⋯⋯⋯⋯⋯⋯⋯⋯⋯⋯⋯⋯⋯⋯⋯⋯⋯⋯(401)

第四节泥沙运动⋯⋯⋯⋯⋯⋯⋯⋯⋯⋯⋯⋯⋯⋯⋯⋯⋯⋯⋯⋯⋯⋯⋯⋯⋯⋯⋯⋯(401)

一、悬沙运动⋯⋯⋯⋯⋯⋯⋯⋯⋯⋯⋯⋯⋯⋯⋯⋯⋯⋯⋯⋯⋯⋯⋯⋯⋯⋯⋯⋯⋯(402)

二、最大浑浊带的形成、分布和时空变化，浮泥特征⋯⋯⋯⋯⋯⋯⋯⋯⋯⋯⋯⋯(403)

第五节地质⋯⋯⋯⋯⋯⋯⋯⋯⋯⋯⋯⋯⋯⋯⋯⋯⋯⋯⋯⋯⋯⋯⋯⋯⋯⋯⋯⋯⋯⋯(405)

一、区域地质概况⋯⋯⋯⋯⋯⋯⋯⋯⋯⋯⋯⋯⋯⋯⋯⋯⋯⋯⋯⋯⋯⋯⋯⋯⋯⋯⋯(405)

二、第四纪地质⋯⋯⋯⋯⋯⋯⋯⋯⋯⋯⋯⋯⋯⋯⋯⋯⋯⋯⋯⋯⋯⋯⋯⋯⋯⋯⋯⋯(409)

第六节地貌⋯⋯⋯⋯⋯⋯⋯⋯⋯⋯⋯⋯⋯⋯⋯⋯⋯⋯⋯⋯⋯⋯⋯⋯⋯⋯⋯⋯⋯⋯(410)

一、陆地地貌⋯⋯⋯⋯⋯⋯⋯⋯⋯⋯⋯⋯⋯⋯⋯⋯⋯⋯⋯⋯⋯⋯⋯⋯⋯⋯⋯⋯⋯(411)

二、岸滩地貌⋯⋯⋯⋯⋯⋯⋯⋯⋯⋯⋯⋯⋯⋯⋯⋯⋯⋯⋯⋯⋯⋯⋯⋯⋯⋯⋯⋯⋯(411)

三、水下地貌⋯⋯⋯⋯⋯⋯⋯⋯⋯⋯⋯⋯⋯⋯⋯⋯⋯⋯⋯⋯⋯⋯⋯⋯⋯⋯⋯⋯⋯(412)

四、河口发育、演变与变迁⋯⋯⋯⋯⋯⋯⋯⋯⋯⋯⋯⋯⋯⋯⋯⋯⋯⋯⋯⋯⋯⋯⋯(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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