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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辽东湾区海底地形分区特征和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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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明辽东湾区海底地形, 通过测深系统对辽东湾区海底地形进行了高进度、全覆盖测量, 进
而根据地形起伏特点对辽东湾区海底地形进行了分区, 并分析了影响辽东湾地形发育的主要因素。结

果表明: 辽东湾区海底地形分为 5 个子区 , 地形发育受地质构造、水动力来源和沉积物供应的复合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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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湾海域油气资源丰富, 是我国最重要的油
气资源开发区之一 [1], 区域范围内有大量的采油平
台、海底管线、电缆等构筑物。海底地形特征对于

海底构筑物的建设和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掌握辽东
湾区海底地形特征 , 并对海底地形进行分区 , 对于
本地区的石油开发、渔业捕捞、海堤工程、潮汐发

电等能源开发项目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辽东湾位于渤海的最北部 , 是以老铁山西    

角(38°43.6′N, 121°08′E)和秦皇岛金山咀(39°48.8′N, 
119°31.7′E)连线为界向北东延伸的海域 , 其西南部
与渤海中部的开阔海域相连, 其他两面为冀辽沿海
海域, 海湾形似倒“U”字, 被辽宁省的大连、营口、
盘锦、锦州、绥中, 河北省的山海关、秦皇岛等沿岸
所怀抱, 是渤海中最大的海湾, 其面积约为 3万 km2。

其海底地形轮廓也和海湾的形态类似。海底地形明

显受海湾形态及陆上地形特征的影响, 如陆上平原
区附近的海域 , 海底地形平坦开阔 , 为陆上地形的
自然延伸 ; 而在山地附近的海域 , 则可见明显的起
伏。 

2  研究方法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于 1998 年及 2006 年利

用中海达公司生产的 HD27 单波束测深系统对辽东
湾进行高精度水深测量, HD27工作频率 200 kHz, 发
射功率 350 W, 测深范围 0.3~600 m, 测深精度 h(h
为水深值)×0.1％±1 cm, 分辨率 1 cm, 测量过程中使

用 DGPS进行精确定位。 

3  研究结果 

3.1  辽东湾海底地形分区 
辽东湾海底地形复杂 , 根据海底起伏情况 , 将

辽东湾分为 5个区, 即辽东湾西北部地形区(I)、辽东
湾中西部地形区(II)、辽东湾西南部地形区(III)、辽
东湾东部地形区(IV)和辽东湾东南部地形区(V)(见
图 1)。  

现将 5个分区的海底地形特征进一步叙述如下。 
辽东湾西北部地形区(I): 大致位于兴城以北、辽

河口以西海域。该区海底地形非常平缓单调, 等深线
分布基本上和辽东湾顶的轮廓线相一致。海底地形

平坦开阔 , 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缓慢倾斜 , 坡度均小
于 0.2‰。本区是调查区的水深最浅区, 水深在 20 m
以内。 

辽东湾中西部地形区(II): 位于辽东湾中西部海
区, 其西部边界大致位于兴城与山海关之间。与上述
辽东湾西北部地形区相比, 该区海底地形起伏明显, 
除西部六股河水下三角洲及近岸地区外, 其他部分
水深较大, 大部分地区水深大于 20 m, 著名的辽中
洼地即位于该区(水深达 30 m以上)。近岸区地形起
伏, 变化较大, 可见两种不同起伏形态, 一为较规则
的海底地形; 一为不规则的海底地形。前者一般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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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辽东湾分区示意图 
Fig. 1  Topography of the survey area in Liaodong Bay 

 
宽而平坦的谷底 , 谷底的宽度变化不大 , 峰顶较陡
且尖锐, 峰顶形态相似, 深度也相近, 组成了峰沟相
间、绵延不断的地形。峰谷间最大深度约 3.5 m。后
者的地形形态和前者相似, 但谷底变化较大。从谷底
到峰顶的高度也有差别, 沟峰间的最大高差约 3 m。
在六股河口外 , 起伏地形明显地向外海延伸 , 起伏
地形的出现可能和六股河入海物质的重新分配有

关。起伏区的自然坡降约为 0.37‰, 沙丘局部小范围
内的坡度可达 18‰～19‰, 一般北向坡比南向坡陡, 
深度变化较大, 变化范围 10～33 m。在起伏区外侧, 
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大 , 水深加深 , 地形起伏趋于平
缓。在辽东湾中部附近, 仅见到微小起伏, 自然坡降
为 0.2‰, 水深均大于 20 m。本区的水深变化在 0～
41 m 之间, 东部水深较浅, 但局部变化较大, 地形
亦较复杂。从地形图上看, 总体上呈现出一系列近
NE—SW 走向、接近平行展布的谷-脊相间形态, 其
成因可能与辽东湾内潮流流向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辽东湾西南部地形区(III): 位于山海关以南的
辽东湾西南部海域。从海底地形图上看, 该区海底平
坦, 除了西北部受六股河水下三角洲影响、西南部受

滦河水下三角洲影响海底坡度较大之外, 整个地区
自西向东平缓倾斜, 坡度一般在 0.2‰左右。基本上
比没有局部的起伏或起伏很小。 

辽东湾东部地形区(IV): 位于旅顺区以北、辽河
口以东的辽东湾东部沿海狭长海域。该区分布有众

多岛屿和海湾。从地形图上看, 该海域总体上呈现出
一系列与岸线接近平行的谷-脊相间地形形态, 与辽
东湾中西部海底形态类似, 但起伏幅度明显大于后
者。其原因是, 末次盛冰期期间, 整个渤海出露成陆, 
辽东湾也不例外, 以辽河为主的古河系流经该处海
域 , 全新世海侵之后 , 海底仍遗留下一些古河谷的
遗存 , 这些古河谷又成了辽东湾的主要潮流通道 , 
形成潮流冲刷槽和潮流沙脊相间分布的地形形态。

本区内, 只有复州湾内地形相对起伏平缓。其中在近
岸一带海底地形起伏较大, 同样可以看到两种起伏
类型: 一为较规则的; 一为不规则的。其不规则的程
度比辽东湾中西部更甚, 不仅形态、大小, 而且顶部
和谷底的变化均非常紊乱, 其成因可能和古地形的
被侵蚀有关。此外, 本区南部的超大型潮流沙脊, 大
的波长可达 5 000 m, 相对高差约 15 m, 其上次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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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状起伏地形极其发育, 最大相对高度约 5 m, 小的
也有 1 m, 但变化较有规则。波状起伏区的取样结果
表明, 它的物质成分并不都是砂。区内海底起伏坡度
变化较大。 

辽东湾东南部地形区(V): 位于调查区的东南部, 
是整个辽东湾测区水深变化最为剧烈的海区, 为渤
海海峡潮流沙脊区的一部分。海底出现多列大型的

波状起伏地形, 凸起区的宽度一般在 5～10 km之间, 
相对高度在 10～18 m之间。波峰波谷之间的地形变
化平缓, 坡度 2‰～3.8‰, 波形大部分不对称, 北坡
一般比南坡陡。峰谷相间, 基本上以老铁山渤海海峡

老铁山水道为中心呈指状或放射状向西和西北方向

展布 , 非常有规则 , 组成了调查区南部独特的地形
形态。整个辽东湾测区最大水深即出现在该区东南

部老铁山水道内, 达 60 m以上。 

3.2  辽东湾典型地形剖面分析 

辽东湾地域广大 , 地形单元类型丰富 , 在典型
剖面的选取上首先要能控制辽东湾水下地形的总体

面貌和各大的地形单元, 为了对辽东湾地形特征有
一个详细直观的了解, 我们在调查区选取了 5 条典
型地形剖面进行分析, 剖面位置见图 2。 

 

图 2  辽东湾测区海底地形典型剖面位置图 
Fig. 2  The location of typical profiles of the survey area in Liaodong Bay 

 
水深变化的基本特征是由岸向湾的中部区、由

湾顶向湾口区逐渐加深, 地形的变化特征还可以从
下述 5 个实测剖面表述(图 3)。这 5 个地形剖面, 基
本上代表了海湾的海底地形特征。 
3.2.1  A-A′地形剖面 

位于辽东湾顶至测区东南端。剖面呈北西—南
东走向 , 其东北端从双台子河口起 , 向西南方向渤
中洼地平缓倾斜, 在剖面上坡度约 2‰。在渤中洼地
水深达 35 m 水深, 然后水深变浅, 进入潮流沉沙席
和潮流沙脊区, 同时伴随海底剧烈的起伏。该剖面代

表了辽东湾湾顶至湾口的总体地形特征。 
3.2.2  B-B′地形剖面 

该剖面呈北东-南西走向, 东北端位于长兴岛西
南侧。该剖面海底起伏剧烈, 穿越强潮流作用控制的
侵蚀-冲刷区, 凸起部分为潮流沙脊, 凹陷部分为潮
流冲刷槽, 脊槽高差最大达 14 m。该处潮流沙脊和
潮流冲刷槽相间排列, 为我国著名潮流沙脊分布区。 
3.2.3  C-C′地形剖面 

该剖面呈北东-南西走向, 东北端为辽东半岛西
南端。该剖面表现为一谷状负地形, 谷深大于 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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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东湾测区典型地形剖面 
Fig. 3  Typical profiles of the survey area in Liaodong Bay 

 
为潮流进出渤海的主要通道 , 又称为老铁山水道 , 
老铁山水道长度大约 45 km, 沟通渤海与黄海。 
3.2.4  D-D′地形剖面 

连接葫芦岛和熊岳之间, 呈北西—南东走向。从
剖面上看 , 该段绝大部分起伏平缓 , 只有靠近辽东
湾东部沿海的地方出现数列谷状形态, 起伏幅度均
小于 10 m, 为历史上辽河河系为主的古河谷洼地遗
存, 目前仍是辽东湾内潮流的主要通道。 
3.2.5  E-E′地形剖面 

连接六股河口和长兴岛, 呈北西—南东走向。该
剖面穿越现代河口三角洲、辽中洼地以及潮流冲刷

槽等起伏剧烈的地区, 而且本区海底局部也伴随着
小幅度的起伏。说明本剖面经过海区受辽东湾内现

代潮流作用的影响非常大。从地形图上也可以看到, 
剖面经过海区海底有近乎平行排列的呈北东—南西
走向的地形形态分布。 

3.3  辽东湾地貌类型 
辽东湾系大陆边缘被海水淹没的水下自然延伸

部分。因此, 沿海陆地构造单元对海底地貌具有继承
性控制作用。此外, 地貌发育还受到海平面变化、入
海河流输沙、潮流、波浪、海底沉积物组成、海岸

类型等诸多因素控制, 形成复杂的地貌组合形态。总
体上 , 辽东湾调查区以堆积地貌为主 , 表现为总体
堆积、局部侵蚀的特征。 

辽东湾是一个大陆架浅盆地, 受构造、海洋动力
和入海径流的共同作用, 地貌类型齐全繁多。陆架地
貌主要包括现代潮流沙脊群、现代潮流沙席、海湾

堆积平原、陆架堆积平原、古湖沼洼地、陆架堆积-
侵蚀平原等三级地貌单元和侵蚀沟槽、古河道、潮

流沙脊、浅洼地、海釜等四级地貌单元。 
3.3.1  现代潮流沙脊群 

辽东湾调查区内有一片大型潮流沙脊群, 即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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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部的辽东浅滩。 
辽东浅滩地区的潮流沙脊群北面接辽中洼地(古

湖沼洼地), 东南面接渤海海峡北段的潮流冲刷槽谷
(侵蚀洼地), 西侧为辽东浅滩潮流沙席区。辽东浅滩
由分选良好、稳定矿物富积的细沙沉积, 组成规模巨
大的水下沙脊与潮沟相间的呈扇形分布的潮流堆积

地貌。这些指状潮流沙脊, 长达数公里至数十公里, 
脊、沟高差可达 30 m, 一般宽约 2~10 m。沙脊向海
峡辐聚 , 水深剧增而坡度变陡 , 向辽东湾呈辐射状
展开, 坡缓变浅。沙脊断面结构表明, 脊、沟具有相
同的表层沉积盖层。通过旁扫声纳图像发现, 在潮流
沙脊之上还有与沙脊走向垂直的沙波存在。这些现

象说明, 潮流不仅控制了潮流沙脊大型地貌的发育, 
也控制了叠加其上的微地貌特征的发育和演化。辽

东浅滩表层沉积物主要为细砂, 其粒度和矿物特征
均说明遭受潮流长期淘洗、筛选和分异, 具有典型的
潮流砂特征。另外, 辽东浅滩潮流沙脊底质分布为脊
粗槽细, 与西欧陆架潮流沙脊底质分布规律相反。这
是晚更新世以来中国陆架独特的环境决定的。 

另外 , 在测区部分河口现代水下三角洲海域 , 
如滦河口水下三角洲 , 由于沉积物来源充足 , 加之
强潮流作用, 也形成一系列与岸线平行的潮流沙脊
地貌特征。 

此外在辽东湾东西两侧, 水深小于 20 m的近河
口浅水区, 常见有与岸线平行的垄状潮流沙脊裙或
斑块状沙丘分布 , 诸如熊岳外侧有水下沙脊 , 高
5~10 m, 长数十公里。在强劲潮流作用下, 脊间凹地
成为冲刷槽, 底质以粗砂、砂砾为主, 重矿物鉴定表
明, 这些沙脊是冰后期被淹没的古滨海堆积地貌残
体, 并经潮流改造形成目前状态。 
3.3.2  陆架平原 

辽东湾陆架平原分为陆架堆积平原和海湾堆积

平原。 
以堆积作用为主的现代堆积陆架平原, 常以全

新世沉积厚度小(数米)、沉积物较细和沉积速率低为
特征, 主要分布于辽东湾测区西南部海域。在辽东湾
海域 , 陆架堆积平原主要分布于渤海中央盆地 , 呈
三角形延伸并与辽、渤、莱三湾相接, 并通过渤海海
峡南部与北黄海相接。除渤海海峡附近之外, 海底极
为平坦 , 沉积物以细砂为主 , 受黄河物质扩散影响
显著。本区水深 20~25 m, 是一个近北东—南西走向
的盆地, 盆地中部低洼。从地貌上讲, 渤海中央盆地
是一个浅海堆积平原, 中央盆地虽然处于渤海环境

的宁静区 , 但是它介于海峡与渤海湾之间 , 潮流的
选运作用使得入海物质沉淀后不断粗化, 使得较细
物质被冲刷潮流带走 , 而留下细砂 , 这也是渤海中
央盆地中心分布着细砂而周围部分布着粉砂的主要

原因。下伏古地貌面的起伏影响着现代海相沉积的

厚薄。在个别地方, 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浅洼地地貌, 
其形成可能与埋藏古地貌或沉积物的不均匀沉降有

关。 
海湾堆积平原仅见于辽东湾的中部大部分地

区。海湾堆积平原区海底平坦, 坡度约为 0.2‰, 表
层物质系泥质粉砂、粉砂质黏土及黏土质软泥, 它们
主要来源于沿岸入海河流所携带的细粒物质。辽东

湾海湾堆积平原位于滦河口至长兴岛西角以北海域, 
向北东延伸。海底地形平缓, 向海湾中央微微倾斜。
区内水深小于 30 m, 海底起伏小。本区北部与辽河
三角洲相连 , 水下地形平缓 , 沉积了由辽河等带入
海中的泥沙。 
3.3.3  陆架洼地 
3.3.3.1  古湖沼洼地 

渤海中部为辽中洼地占据, 该洼地位于辽东浅
滩北部, 平坦开阔, 水下有一个 30 m 等深线圈闭, 
面积约 1 790 km2。沉积物主要为粉砂, 两侧较粗, 杂
以砾石、贝壳等, 分选较差。据研究, 辽中洼地曾经
一度位于河口或滨岸环境, 后来为薄层现代沉积物
所覆盖, 其地貌形态基本保留晚更新世底海面时期
的原貌。在全新世海相沉积层之下, 为晚更新世末期
或全新世早期的埋藏湖沼沉积, 因此在地貌类型上
称之为古湖沼洼地。 
3.3.3.2  古河谷洼地 

陆架区分布有许多古河谷。一类是现代沉积作

用缓慢或埋藏较浅, 海底仍时明时暗显现河谷形态, 
源头指向现代河口。辽东湾内有数条古河道, 其中以
大凌河—辽河口外的水下河谷最为明显。该古河道
由大凌河口外水下谷地向东南延伸到辽河口三角洲

外缘, 会同辽河水下谷地, 两者并行。据调查, 大约
在 40°30'N, 以 10 m等深线计, 每条河谷的宽度可达
2~3 km。大凌河水下谷地长约 112 km, 辽河水下谷
地长约 100 km, 均汇入辽中洼地(古湖沼洼地)。若将
上述水下谷地视为同一条古河道, 则其河谷宽度可
达 16~18 km。目前, 这条水下河谷仍为辽河入海径
流及潮流的通道 , 未被沉积物所充填 , 保持了明显
的谷地形态。河谷以不对称 U 型谷为主, 常见埋藏
碟形河间洼地, 发育湖沼沉积。河道沉积物以砂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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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为主 , 富含碳酸钙沉积物 , 常有淡水螺蚌和河口
半咸水牡蛔遗壳。 
3.3.4  陆架潮流冲刷槽 

测区范围内, 有大量因潮流冲蚀作用而形成的
侵蚀沟谷地貌。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测区东南部(渤海
海峡北部的老铁山水道)、成山头东部水下岸坡的外
侧(测区仅见到其西部边缘), 其中老铁山水道是海
流由黄海进入渤海的通道, 成山头东部是我国著名
的强潮流通道。 

这些海区都具有很大的潮流流速, 例如老铁山
水道区 , 最大潮流流速可达 100 cm/s。流速大于   
30 cm/s的时间, 每天长达 9 h以上。由于受强潮流
的长期冲刷, 海底表面大面积出露晚更新世至全新
世初期低海面时期形成的硬黏土层, 并夹有来自毗
邻陆地或岛屿的砾石、石块等。由于受强潮流侵蚀

作用差异性影响, 潮流冲刷槽海底往往出现一系列
无规则排列、串珠状出现的岗丘和海釜地貌以及沿

流向延伸的潮流冲刷槽。 
此外 , 在各潮流沙脊分布区 , 也往往伴随着大

量与沙脊平行的潮流冲刷槽沟。 
3.3.5  水下冲刷槽 

多见于潮流沙脊之间、岛屿之间因潮流冲刷掘

蚀所形成的现行海底侵蚀地形。冲刷槽以窄、深为

其特征, 边坡陡急, 呈“V”形剖面。底部因潮流流速
大, 细粒物质难以淤积。 

4  影响辽东湾海底地形地貌发育的

主要因素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沉积物供应的多寡以及水

动力条件影响着海底地形的发育, 从而形成了海底
复杂的地形特征, 海底地形的是诸多影响因素的反
映。 

4.1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对海底地形发育的

影响 
辽东湾在构造上处于辽河断陷—渤海坳陷, 属

于新华夏系第二巨型沉降带[4]。NE 向的郯庐大断裂
带贯穿本区 , 其间还穿插有数条规模较小的断裂 , 
这些断裂组成了基底的断陷型构造。该区为新生代

隆起和坳陷产生的渤海断陷盆地边缘地带。自第三

纪以来辽河平原随着基底整体持续下降, 构造的沉
陷为河流充填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致使该区堆积
了巨厚的新生代沉积物。 

渤海是新生代的隆起和坳陷运动产生的沉降盆

地, 从中生代末期, 渤海四周大部分地层上升隆起, 
而渤海已开始断陷下沉。自新生代以来, 受北东向郯
城-庐江大断裂控制的影响, 并于早第三纪断线下沉, 
形成一系列狭长湖泊和低洼湿地 , 至晚第三纪 , 经
大规模剧烈下沉之后始具雏形, 晚第四纪海面上升, 
渤海与黄海沟通, 形成现今海域形式。 

上述不同基底构造是影响海底地貌发育的基础, 
并导致当今海域地貌的差异。进而还控制区域地貌

类型的外动力过程和它们的存在形式。诸如与新生

代坳陷部位相当的辽河堆积平原和水下三角洲平原, 
与深大断裂相吻合的辽河溺谷多以沿断裂带发育的

老铁山水道冲刷槽等皆与基底构造有成因上的联

系。 

4.2  沉积物来源对海底地形发育的影响 
辽东湾测区有众多河流流入, 主要的较大型的

河流有辽河、大凌河、小凌河、滦河、六股河等, 以
及一些季节性小型河流。除此之外, 汇入渤海的黄
河、海河等带来的物质对测区的海底地形发育有重

要影响。入海河流每年为测区带来大量陆源物质沉

积, 多达数亿吨。其中大部分用于河口尾闾、三角洲
建造、平原海岸的下沉补偿。由此表明, 河流对辽东
湾的地形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它直接改变着辽东湾
地形地貌的轮廓和规模。 

辽河为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最大入海河流, 流
经河北、吉林和辽宁三省, 全长 1 430 km, 流域面积
219 000 km2, 年径流量 86.98亿 km3 [2], 年输沙量高
达 2 000万～5 000万 t; 滦河全长 877 km, 年径流量
48.69亿 km3, 年平均输沙量 2 670万 t, 为季节性河
流。 

对本区有重要影响的黄河 , 为中国第二大河 , 
也是世界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历史上曾经多次改道
入海 , 南到淮河 , 北到天津。现在的黄河三角洲是
1855 年在河南决口后, 夺大清河故道入海后堆积而
成的。黄河年平均流量为 484亿 km3, 平均含沙量达
37.6kg /km3, 年平均输沙量约 12亿 t, 因此深刻影响
了附近海底的地形地貌发育。黄河入海的泥沙, 除在
口门堆积外 , 大部分是悬浮状态 , 黄河口外主要余
流方向是北东 , 黄河大部分泥沙随流东去 , 向南转
入莱州湾海湾堆积平原沉积下来; 另一部分泥沙随
河口射流直接冲入渤海深水区; 较少部分泥沙则随
较弱余流向西北方向运移, 成为渤海湾和辽东湾的
重要泥沙来源。黄河巨量的入海泥沙对本区海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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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影响。 

4.3  水动力条件对海底地形发育的影响 
现代浅海动力也是建造或控制海底地形地貌发

育的重要因素, 塑造辽东湾海底地形的水动力条件
主要有潮流和环流, 其中以潮流为主, 环流为辅。 
4.3.1  潮流 

辽东湾是一个较为狭小的半封闭的海域, 潮波
在该海的传播具有明显的驻波性质。转流时间一般

发生在高、低潮时刻附近 , 此刻流速达到最小 ; 在
高、低潮中间时刻流速达到最大。辽东湾的潮流属

于不正规半日潮性质, 湾顶有一小区块为正规半日
潮, 仅秦皇岛附近海域为全日潮。涨潮流速大于落潮
流速。受狭长地形影响, 该海域的潮流呈往复流形式, 
即涨潮时流向东北, 落潮时流向西南, 主流为北东—
西南向。潮流的旋转为反时针方向旋转。半日潮的

潮差自西南向东北递增。大潮和小潮的平均潮差, 其
值小于最大可能潮差; 潮差在湾口为 2 m左右, 渤海
中部不超过 1 m, 辽东湾顶部潮差可达 5 m。大部分
海区的最大潮流流速 2～3 kn, 东南部最强, 老铁山
水道的最大潮流流速达 5 kn, 刘振夏[6]等在研究渤

海东部全新世潮流动力体系时, 已研究证实老铁山
水道为侵蚀区, 海底地貌为冲刷槽和残留隆起带。强
流速为老铁山水道深槽地貌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条

件。 
4.3.2  环流 

辽东湾内有弱环流系统存在。这一环流主要是

由黄海暖流余脉和渤海沿岸流所组成。程鹏等[7]认为, 
渤海海峡区的环流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北进南出”, 
即黄海暖流及辽南沿岸流从海峡北部进入渤海, 分
别形成各自的环流后, 再由海峡南部流向黄海。除夏
季个别月份外, 从渤海海峡北部以高盐水入侵的黄
海暖流余脉 , 进入渤海中央并延伸到渤海西岸 , 受
海岸阻挡而分为南北两支, 北至沿辽东湾西岸北上, 
并与自辽河口沿辽东湾南下的低盐水相接, 组成顺
时针向的流动; 南支进入渤海湾后南下 , 与自黄河
口及莱州湾外向东流动的低盐水相汇, 形成反时针
向流动, 并从海峡南部流出渤海。这一环流模式, 在
一年中的多数月份是稳定的, 但到了夏季, 特别是 8
月份 , 辽河的入海径流激增 , 这时辽东湾东岸盛行
东南风 , 而西岸盛行东北风 , 使得辽东湾顶部的沿
岸低盐水沿西岸南下, 流速可达 0.3 kn。而黄海暖流
余脉的北支沿辽东湾东岸北上 , 构成逆时针环流 , 

并具有密度流性质; 南支及渤海沿岸流所组成的渤
南环流, 则经年沿逆时针向流动。逆时针方向流动的
环流推动沉积物向西南运动 , 但由于其流速较小 , 
可以起动的泥沙粒径较小, 对泥沙输运和海底冲刷
作用较小 , 相对于潮流而言 , 对海底地形的形成影
响也较小。 

综上所述, 基底构造、沉积物来源和现代浅海动
力是控制海底地貌发育的主导因素。但前者的构造

形迹又往往被后期松散该层所覆盖而未表露, 只是
间接扼制和继承地形的发生发展, 而河流、潮流、波
浪、沿岸流则是塑造现代海底地貌的活跃的环境动

力。 

5  结论 
通过以上对辽东湾海底地形特征的分析, 得出

结论如下: (1) 辽东湾沿海水深 20 m以浅的海域, 为
近岸的半封闭浅海海域, 系大陆边缘被海水淹没的
水下自然延伸部分。因此, 辽东半岛、下辽河平原和
辽西丘陵以及河北平原等构造单元对其水下地形具

有继承性的控制作用。大部分海域海底地形平坦, 向
渤海中部缓倾, 平均坡度在 1/2000~1/25000。在其东
南部受潮流影响地形起伏大。(2) 全海区水深较浅, 
辽东湾调查区最大水深出现在南部老铁山水道附

近。水深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由湾顶向湾口逐渐加深, 
平均坡度小于 0.2‰, 辽东湾中部存在深达 30 m以上
的深水盆地 , 即辽中洼地 , 由于那里地形下凹和形
态近于封闭, 被认为是古湖。而深度变化最大区在调
查区的南部, 接近渤海海峡。由于受潮流堆积影响, 
地形频繁起伏, 水深从近 20 m到 40 m的范围内急剧
变化, 形成了大范围的波状起伏, 即潮流沙脊群, 为
海峡区一种独特的地形形态。海湾西部地形起伏一

般较小, 而东侧有明显的起伏, 坡度变化也较大, 局
部达到 1‰～4‰,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辽东
半岛山地的影响。(3)渤海辽东湾区海底地形是在区
域构造地质条件、沉积物来源和水动力条件综合作

用下的产物, 构造沉降为河流充填作用提供了有利
条件, 沿岸诸多河流输运而来的泥沙对本现代海底
地貌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影响, 潮流是塑造海底地形
的主要水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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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aodong Bay of the Bohai, rich in oil, has been investigated by a large number of geologists, but 
most of research was focus on structural geology. Through the survey by single beam echo-sounder system, the 
submarine topography of the Liaodong Bay was studied. Top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seabed topography in the 
Liaodong Bay were divided into five sub-zones,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rrain in the Liaodong 
Bay were also discussed. The formation of topography in the Liaodong Bay is affected by structural geology condi-
tion, hydrodynamic condition, and sediment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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