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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运用卫星遥感技术 在建立遥感识别标志和影像特征的基础上 分别对

珠江!韩江三角洲的海岸变迁及河道演变进行了研究 划分了不同时期的海岸线

和古河道遗迹 并对三角洲的古岸线特征!形成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 探讨两者

的差别和共同特征∀

关键词  遥感技术 海岸变迁 河道演变

Ξ  

 遥感影像解译标志

遥感技术可以捕捉到地表不易发现!难以

识别的信息 成为研究海岸变迁的有效手

段≈ ∀ 反映海岸变迁的证据有些信息十分明

显 如贝壳堤!海滩岩等∀ 有的信息较微弱 但

可根据其他特征如地表植被!地下水!土壤等

分布的差异 通过不同时相!波段的图像合成

和处理 突出有关信息 进行辨别∀人类活动的

历史记载也可作为证据≈ ∀

图  韩江三角洲 × 卫星影像

ƒ  × √ ⁄

1 1 堤状堆积体

贝壳堤!沙坝!沙丘等反射率较高 规模显

著 在遥感影像上呈鲜明的白色!灰白色条带

或串珠状白斑 是直接明显的标志之一∀

1 2 泻湖!沼洼地

湖沼洼地在遥感图像上多为不规则暗色

团块!斑状阴影 呈串珠状或条带状分布∀

1 3 土壤及土地利用

在地表 不同时期形成的沉积物 其成分

结构!含水饱和度以及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

的先后!耕作方式及土壤脱盐程度等均有差

别 识别这些差异可判断古海岸的分布∀

1 4 水文特征

随着海侵或海退 海岸地带的盐度及含水

度均呈条带状分布 其盐度从陆向海方向增

高∀在卫星图像上识别这种分带性也可判别古

岸线位置∀

1 5 植被特征

在海岸地区 近陆地带淡水植物和生长茂

盛近海地带耐盐植物分布的差异造成遥感影

像差异∀

在古河道地区富含地下水 地表植被旺

盛 在影像上呈蛇曲形!红色或浅红色条带 据

此找出地下古河道遗迹∀

1 6 人文特征

随着海岸变动 人类活动范围也在不断变

化 分布的村落或文化遗址 人类耕作开垦的

农田 工业布局的宏观走势往往反映出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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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分布状况∀ 另外 通过影像分析其不同时 期的空间分布 推断古海岸线位置∀

图  韩江三角洲影像解译

ƒ  √ ⁄

 海岸线及古河道解译

与研究
根据上述特征和解译标志

分别对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

× 卫星影像进行了解译 解译

方法采用目视解译辅以立体镜观

察∀

2 1 韩江三角洲

采用 年 月 日 ×

数据经校正后进行 Β Β 波段

假彩色合成 放大比例尺为 Β

∀ 分别进行了古岸线和古

河道解译分析 结果见图 图 ∀

解译判断出 条古海岸线和

条古河道≈ ∀

   古岸线 大约形成于距今

左右∀ 在全新世中期 海岸线达山前地

带 影像上呈现断断续续的沙丘∀

图  珠江三角洲 × 卫星影像

ƒ  × ° √ ⁄

 古岸线 距今 左右∀ 西

段在卫星上呈明显暗色条纹 界线两侧差异较

大 其中北部呈深灰色调 为泥沼地带 南部为

暗红色调 为大片农田∀中段受现代河流影响

特征不明显 仅在山前地带呈现

暗色形迹∀ 东段线性特征明显 很易识别∀

 古岸线 距今 左右 影

像呈白色线条 分布于低山丘陵地带 为不连

续沙丘∀

 贝壳堤 影像上为弧形浅白

色线条形迹十分明显 是一条贯穿全区 规模

最大的贝壳堤∀ 野外调查证实 主要由贝壳群

屑及中!粗砂砾胶结而成∀形成于距今 ∗
间∀

 形成距今约 沿线分

布较多居民点 两侧为农田 中部在卫星影像

上呈明显条纹∀
 距今约 为 ∞2≥•

向分布的一系列沙垅∀ 两端延伸到汕头东郊∀
野外观察表明 沙垅为中!细粒 松散堆积 胶

结程度较差∀ 影像上数条白色沙垅平行排列

向东渐小 为大片农田掩盖∀ 沙堤之间为开垦

农田 长条分布 影像上呈深红色调∀
 形成于距今 左右 特征明

显 尤其西段 多条沙垅平行排列 东部为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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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三角洲西部地区遍布许多暗色形迹

调查证实为古河道遗迹∀有的表现为串珠状湖

泊 或不连续的死河段 有的被地表土壤掩盖

由于地下水丰富 植被旺盛 在影像上呈红色

条纹 如古河道 ⁄∀

2 2 珠江三角洲

相对而言 珠江三角洲古海岸线较难识

别 由于海洋动力较弱 不易形成象韩江三角

洲那样大规模的贝壳堤或沙堤坝 泥质成分

高 堆积迅速 河道交错纵横 后期地表改造作

用强烈 现代人类活动改造 尤其大片农田耕

作 干扰信息多 如公路网等原因 造成标志不

明显∀

图  珠江三角洲影像解译

ƒ  ° √ ⁄

  珠江三角洲图像解译 主要以河流拐点

分叉曲流等作为标志∀ 在河口地带 受海水顶

托及下垫面 地形坡度 物质组成 的影响 河

型发生突变 分叉或曲流拐点∀另外 在构造点

附近河流也出现拐点或河型突变点∀因而河型

变化可以作为古岸线判读标志∀
图像解译分别见图 !图 ∀
图 上共解译出 条古海岸线∀古岸线

分布于山前地带 在影像上呈线状分布的白色

斑点 为沙丘遗迹∀ 而其他各条海岸线则主要

依据河型变化∀

 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珠江!韩江三角洲古海岸线解译研

究 发现两者有极其惊人相似之处 韩江三

角洲主要分布有西溪!东溪和北溪 条河流

而西溪!东溪为主要泥沙来源 北溪次之 珠江

三角洲 条主要河流是西江!北江!东江 沙源

以西江!北江为主∀ 两个三角洲在同一海平

面 同一气候条件下形成 而且均是西部为凹

陷沉降区 堆积迅速 东部为构造上升区 堆积

作用较弱∀ 在三角洲西部均有一个低洼区

卫星影像上呈暗色阴影∀ 不规则团块状∀ 野外

调查证实韩江三角洲西部为沼洼地带 古河道

交错纵横 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块为著名的桑基

鱼塘地区∀ 古海岸线分布均为西部变动大

间隔远 东部变动甚少 尤其珠江三角洲更为

突出明显∀ 海岸线分布的年代两者基本对应

海洋科学



但韩江三角洲多一条贝壳堤∀
然而 两个三角洲又有自己的特色 韩江

三角洲古岸线清晰易识别 人为破坏较少 并

有贝壳堤!沙坝等∀ 而珠江三角洲河网交错纵

横 后期改造作用强烈 没有直接解译标志∀
韩江三角洲古海岸线基本呈 ∞2≥• 向

展布相对比较有规律地平行分布 珠江三角洲

西部海岸线受河流影响变动较大 海岸线之间

不太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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