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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人类活动的海岸线分类体系 
——近期浙江省海岸线调查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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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岸线是海陆分界线, 定义为多年平均大潮高潮位的痕迹线, 兼具海洋与陆地的空间资源管理

界限功能。海岸线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 其功能和价值源于所依附的海岸带。随着海岸带

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 海岸带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 中国构建了以

自然岸线保有率为核心的海岸线管理办法。2018 年实施的浙江省地方标准《海岸线调查统计技术规范

(DB33/T 2106—2018)》提出了海岸线的三级分类体系, 包括自然岸线、人工岸线和河口岸线 3 个一级

类。该《规范》综合反映了海岸线的科学定义和国家需求。首先, 该《规范》给出海岸线定义是“平均

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 突出了“大潮高潮位”和“痕迹线”对海岸线界定工作的指示意义。其次, 

该《规范》将自然岸线定义为“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海岸线”, 由此推论, 人工岸线的地貌动力学功能

是隔断了原有的海陆相互作用。第三, 该《规范》提出了“原生自然岸线”、“自然恢复的岸线”和“整治

修复的岸线”等概念, 将曾经受过人类活动影响但恢复了(或拥有了)某种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

的岸线纳入自然岸线的统计口径。由于河口岸线是没有“水陆分界痕迹”可循的特殊类型, 现有的海岸

线定义未能体现河口岸线的内涵, 因此我们建议将海岸线的定义扩展为“平均大潮高潮位的海陆分界

痕迹线, 以及河流入海口附近按一定规则人为划分的海域与陆域水体的分界线”。从海岸带地貌动力学

的角度来看, 海岸线的类型和变化主要受地质基底、海平面位置、沉积物供应条件和海岸动力环境等

因素影响。因此, 海岸线的定义和分类应该综合考虑这四个因素, 而人类活动主要从海岸动力作用环

境和沉积物供应条件两方面影响海岸带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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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线是陆地与海面的交线, 即海陆分界线。大

陆海岸线区分大陆与海洋, 而海岛岸线则分开被海

水包围的小片陆地。中国大陆海岸线的长度, 早有

据可查的数据是 8 000 km, 见 1914 年出版的《中华

地理全志》; 民国政府曾统计出全国大陆海岸线长

1.4 万 km,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各界沿用[1]。1972 年

2月, 总参指示海军航保部开展量取计算我国大陆海

岸线长度、统计海洋岛屿数量并量取海岛岸线长度

的工作, 当时将大陆海岸线定义为“略 高高潮面时

的海水与陆地的分界线”, 将海岛定义为“大陆海岸

线以外, 大潮高潮时露出海面、自然形成的陆地”。

这项工作成果于 1975 年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

发文件 , 要求全国统一使用① , 即“中国大陆海岸线

长 1.8 万多 km, 海岛岸线长 1.4 万多 km”的 初来 

源[1-3]。此后, 我国各种辞书、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基本沿用了海军航保部的定义。 例如, 《海洋地质

学辞典》认为“现代海岸线一般是指平均高潮位海面

与陆地的交线”[4]。国家标准《海洋学术语·海洋地

质学》(GB/T 18190-2017)亦将海岸线定义为“多年大

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痕迹线”[5]。 

海岸线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6]。近几

十年来 ,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 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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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岸海域开发强度不断加大, 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日益凸显, 出现了港口开发、临海工业和城镇建设活

动大量占用海岸线 , 自然岸线日益缩减 , 海岸景观

和生态功能遭到破坏, 公众亲海空间严重不足等问

题[7]。以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两次海岸带调查

结果为例[8-9], 中国大陆海岸线中自然岸线的比例持

续下降, 而 2010年人工岸线比例已经超过 60%(图 1)。

针对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严峻形势, 《海岸线保护与

利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 2017 年应

运而生。该办法在管理方式上确立了以自然岸线保

有率目标为核心的倒逼机制, 将自然海岸线界定为

“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岸线, 如砂质岸线、淤泥质

岸线、基岩岸线以及生物岸线”, 同时将整治修复后

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纳入自

然岸线范畴[10]。有学者建议, “应尽快研究制定《海

岸线调查统计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文件, 明确自然

岸线和人工岸线的界定标准, 规范省级自然岸线保

有率统计工作”[11]。 

 

图 1  中国沿岸省级行政单位大陆海岸线有关数据 

Fig.1  Length and percentage of artificial coastline among coastal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注: a. 两次全国普查的大陆岸线长度(数据引自文献[8-9]); b. 908 专项所得人工岸线长度及比例(红线为该期调查所得全国大陆岸线中人

工岸线的比例, 约为 62%, 数据引自文献[8]) 

 
浙江省于 2016 年启动新一轮海岸线修测工作, 

工作目标除了摸清全省海岸线家底之外, 也将为海

洋功能区划修编和全省海岸线保护利用与整治修复

规划服务。在历时近两年的调查统计工作基础上, 以

《办法》的核心思想为指导, 编制了浙江省地方标准

《海岸线调查统计技术规范》(DB33/T 2106—2018) 

(以下简称“《浙江规范》”)[12]。本文将从《浙江规范》

的解读入手 , 把整治修复归入人类活动 , 与传统概

念上塑造海岸带的陆—海过程相并列, 介绍考虑了

人类活动的海岸线分类体系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

探讨海岸线的定义等问题。 

1  海岸线定义与分类 

1.1  我国海岸线分类体系概述 

新中国的海岸线调查是由海军测绘部门 早开

展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海军的海测人员就非

常注意海岸线的测定 , 并按海岸性质进行了划分 , 

如砾质岸、石质岸、沙质岸,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岸、

垒石岸, 有滩陡岸、无滩陡岸等①。这一阶段的海岸

线分类尚未形成科学的体系, 分类原则和分类结果

都显得比较朴素, 并没有严格区别海岸与海岸线的

概念。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了全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

综合调查 , 提出了系统的海岸带地貌分类体系 , 但

是海岸线类型划分依然比较简单[13]。 

综合考虑研究目的、调查手段以及河口岸线在

分类体系中的地位等因素, 我国的海岸线分类目前

没有统一的标准。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学术

界提出的海岸线分类体系一般具有细致的自然岸线

与人工岸线的二级分类, 但是分类体系是否包括河

口岸线、以及河口岸线从属于自然岸线还是单列为

一级分类等方面并不统一。例如, 侯西勇等将我国大

陆海岸线分为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两大类, 前者包

括基岩岸线、砂砾质岸线、淤泥质岸线、生物岸线

等 4 个二级类, 后者包括丁坝与突堤岸线、港口码头

岸线、围垦(中)岸线、养殖围堤岸线、盐田围堤岸线、

               

② 闫新(编著)。中国当代海军发展概况(四)。网络下载资料, 来源及时

间不详。 



 

 Marine Sciences / Vol. 43, No. 10 / 2019 15 

交通围堤岸线和防潮堤岸线等 7 个二级类, 但是并

未讨论河口岸线的分类地位问题[14]。高义等把河口

岸线纳入自然岸线, 与人工岸线加以区分[15]。姚晓静

等将海南岛岸线划分为自然岸线与人工岸线, 其中

自然岸线也包括了河口岸线[16]。总体而言, 学术界提

出的海岸线分类体系包括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 2 个

一级类 , 认为河口岸线是自然岸线的一类 , 再根据

自然物质组成或人工构筑物功能对自然岸线和人工

岸线进行二级类的划分(表 1)。 
 

表 1  二分法的海岸线分类体系 (综合文献 [14~16]整理

而成) 
Tab.1  A classification of coastline into two primary 

categories 

一级类 二级类 

基岩岸线 

砂砾质岸线 

淤泥质岸线 

生物岸线 

自然岸线 

河口岸线 

交通围堤岸线 

养殖围堤岸线 

盐田围堤岸线 

建设围堤岸线 

丁坝与突堤岸线 

港口码头岸线 

围垦(中)岸线 

人工岸线 

防潮堤岸线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海岸线分类方案往往

担负着双重功能, 试图统一自然地理意义的海陆界

线与海/陆空间资源的管理界线, 其重要特征是将河

口岸线纳入分类体系, 以便实现海岸线修测结果是

一条连续的海陆分界线。21 世纪初开展的 908 专项

与海域勘界工作联合部署了全国海岸线修测任务 , 

提出过一个海岸线分类体系, 首次将河口岸线单列

出来, 与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共同组成海岸线的一

级分类[17]。 

2017 年, 为了配合《办法》的实施, 国家海洋局

下发《全国海岸线调查统计工作方案》和《海岸线

调查统计技术规程(试行)》。该规程基本上是《浙江

规范》的蓝本, 将岸线分为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两大

类(表 2), 其中自然岸线还包括河口岸线及“具有自

然岸滩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 

表 2  国家海洋局《海岸线调查统计技术规程(试行)》规

定的海岸线分类体系 
Tab.2  A classification of coastline in the 2017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SOA 

一级类 二级类 

砂质岸线 

淤泥质岸线 

基岩岸线 

河口岸线 

自然岸线

具有自然岸滩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

人工岸线  

 

1.2  《浙江规范》的海岸线定义与分类 

《浙江规范》给出海岸线的定义是“平均大潮高

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这一定义继承了我国有关

法律和国家标准 , 并突出了“痕迹线”在海岸线界定

方面的实践价值[18]。《浙江规范》首先将海岸线分为

自然岸线、人工岸线和河口岸线 3 个一级类; 然后将

自然岸线细分为 4 个二级类和 10 个三级类, 将人工

岸线分为 6 个二级类(表 3)。与《海岸线调查统计技

术规程(试行)》相比, 大的区别在于将河口岸线从

自然岸线中单列出来成为一级类。 

《浙江规范》将自然岸线定义为“由海陆相互作

用形成的海岸线, 包括砂砾质岸线、淤泥质岸线、基

岩岸线、红土岸线等原生岸线, 以及自然恢复或整治

修复后具有自然岸滩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

线。”这个定义有四个要点值得关注。其一, 从地貌

动力学视角 , 将自然岸线界定为“海陆相互作用形

成”, 明确了自然营力对自然岸线的塑造作用。其二, 

从物质组成的角度, 将自然岸线细分为砂砾质岸线、

基岩岸线、红土岸线和淤泥质岸线等二级类型。其

三 , 首次将红土岸线单列为自然岸线的二级类型 , 

与基岩岸线等并列, 承认了红土海岸在物质组成、地

貌形态与岸线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19]。其四, 与《办

法》保持一致, 将自然恢复或整治修复后具有自然岸

滩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纳入自然岸线的调

查统计口径, 因此基岩、砂砾质与淤泥质等 3 类二级

自然岸线均进一步划出原生、自然恢复和整治修复

等 3 种三级类型(表 3)。 

2  海岸线界定方法 

2.1  自然岸线的界定 

对于人工岸线和河口岸线的界定, 《浙江规范》

基本继承了以往调查研究、技术规程、国家标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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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的共性认识。创新点在于自然岸线的界定, 

将已往认定的自然岸线归为“原生自然岸线”, 增加

了“自然恢复”和“整治修复”的自然岸线 , 并将其体

现在自然岸线的三级分类(表 3)。 

 
表 3  浙江省海岸线分类体系[12] 
Tab.3  A classification of coastline adopted in Zhejiang Province[12]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说明 

原生基岩岸线 

自然恢复的基岩岸线 基岩岸线 

整治修复的基岩岸线 

原生砂砾质岸线 

自然恢复的砂砾质岸线 砂砾质岸线 

整治修复的砂砾质岸线 

原生淤泥质岸线 

自然恢复的淤泥质岸线 淤泥质岸线 

整治修复的淤泥质岸线 

自然岸线 

红土岸线 原生红土岸线 

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海岸线, 包括原生砂砾质岸

线、淤泥质岸线、基岩岸线、红土岸线, 以及自然恢

复或整治修复后具有自然岸滩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

的海岸线。 

海堤  

码头  

船坞  

防潮闸  

道路  

人工岸线 

其他人工岸线  

由永久性人工构筑物组成的岸线。 

河口岸线   入海河口两岸穿越水域的连续线。 

 
2.1.1  自然恢复的岸线 

(1) 自然条件下粗颗粒泥沙输运堆积 , 导致已

建人工构筑物向海一侧的沙滩淤涨, 基本恢复自然

岸滩剖面形态和生态功能, 则海岸线界定为自然恢

复的砂砾质岸线, 如图 2 所示。 

 

图 2  自然恢复岸滩形态和生态功能的砂砾质岸线界定示

意图[12] 

Fig.2  Demarcation of gravelly and sandy coastline under 
natural restoration[12] 

 

(2) 自然条件下细颗粒泥沙输运堆积 , 导致已

建人工构筑物向海一侧的泥滩逐渐淤涨, 潮间带盐

沼或红树林沼泽发育良好, 自然岸滩剖面形态和生

态功能基本恢复, 则海岸线界定为自然恢复的淤泥

质岸线, 如图 3 所示。 

 

图 3  自然恢复岸滩形态和生态功能的淤泥质岸线界定示

意图[12] 

Fig.3  Demarcation of muddy coastline under natural resto-
ration[12] 

 

(3) 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及

湿地公园等保护区的核心区范围内历史存在的堤坝

岸线 , 经过保护管理而恢复了基本生态功能 , 可界

定为自然恢复的(基岩、砂砾质或淤泥质)岸线。 

以上三种情形是《浙江规范》列举的自然恢复

的岸线, 其实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在全球变化的背景

下, 极端事件有频发和加强的趋势; 在风暴潮或陆域

洪水的作用下, 已建成人工岸线可能遭受剧烈的侵蚀

作用而损毁, 从而使得原有的人工构筑物消失, 自然

的陆海相互作用得以重建, 岸线重新获得自然属性及

生态功能。上述情形可在修订《浙江规范》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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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整治修复的岸线 

(1) 经过退塘还滩或补砂养滩等整治修复工程

后形成的人工沙滩, 则海岸线界定为整治修复的砂

砾质岸线。 

(2) 经过退养(塘)还滩、促淤涨滩或种植护滩等

整治修复工程后形成的淤泥质滩, 潮间带盐沼或红树

林沼泽, 发育良好, 自然岸滩剖面形态和生态功能基

本修复, 则海岸线界定为整治修复的淤泥质岸线。 

(3) 经过构筑物拆除、弃渣清理、生态覆绿等整

治修复工程后恢复的基岩岸滩, 则海岸线界定为整

治修复的基岩岸线。 

2.1.3  红土岸线的界定 

浙江省红土岸线主要分布在象山县, 总长 0.82 km, 

占全省大陆海岸线 0.11%[20]。虽然长度有限, 却独具

一格。从剖面形态看, 红土海岸接近基岩海岸, 表现

为滩面与陡崖相接 ; 从物质组成看 , 红土岸线下连

砂砾滩(图 4)。但是, 红土岸线的侵蚀后退速率却远

远高于基本稳定的基岩岸线。这是因为, 红土岸线向

岸一侧与红土海岸陡崖相接, 红土海岸陡崖属于软

质海崖。所谓软质海崖, 一般由第四纪沉积层、基岩

风化层、残坡积层或风成砂地等软性或疏松地层组

成 [21]; 相对于坚硬稳定的基岩海岸而言 , 软质海崖

的组成物质为半胶结或弱固结 , 抗侵蚀能力弱 , 侵

蚀后退速率达 10 dm/a~10 m/a[19]。红土海岸崩塌后

退, 细颗粒物质被波潮搬运, 留下粗颗粒的砂砾, 呈

现砂砾滩接软质海崖的地貌景观(图 4)。 

 

图 4  浙江象山县红土海岸 

Fig.4  The red soft cliff in Xiangsh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注: a. 象山县大坦村红土陡崖, 崖高 4~5 m; b. 红土崖上可见现代土壤及砂砾层与网纹土互层 

 

2.2  人工岸线的界定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 , 人工岸线的定义从

“由人工构筑物组成的岸线”发展为“由永久性人工构

筑物组成的岸线”。这个定义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

义是成因——人工岸线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因为高

出平均大潮高潮位, 切断了自然岸滩的海陆联系, 从

而形成人工岸线; 第二层含义是形态和物质组成——

人工岸线具有外观平整和材质坚硬等特征, 换言之, 

纳入人工岸线的构筑物都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

范进行设计和施工; 第三层含义是存续时间的长短。

由此 , 一些由于施工原因建造的临时性构筑物 , 或

简单堆砌的土石塘等被排除在人工岸线的界定范围

之外, 保证了不同时期进行海岸线修测工作的一致

性和可对比性。 

在这个意义上, 人工岸线按其功能分为海堤、码

头、船坞、防潮闸、道路和其他人工岸线等二级类

型(表 3)。 

2.3  如何区分人工岸线、自然恢复的岸线

和整治修复的岸线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 原生自然岸线是没有人

类活动介入的海岸线面貌, 而人工岸线、自然恢复的

岸线和整治修复的岸线, 都出现了人类活动对海岸

带和海岸线的改造。正确理解这三类海岸线的区别, 

关键在于先期人类活动完成之后的时间尺度, 以及

在此期间自然营力的恢复能力或后续人类活动的改

造方向(表 4)。 

人类活动对于海岸带和海岸线的改造具有短尺

度和事件性的特征。第一, 对于某地的原生自然岸线, 

如果人类活动形成的永久性构筑物竣工不久, 使得

平均大潮高潮位直抵人工构筑物外缘, 原有的滩地

高程、剖面形态和生态景观等基本丧失, 要界定为人

工岸线。第二, 当人类活动对海岸带的改造目的是以

陆域方向为主(如围垦), 海堤等构筑物建成之后堤外

海陆相互作用持续发挥主导作用, 经过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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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海岸线类型比对 
Tab.4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oastline types associated with human activities 

岸线类型 
有无人工 

构筑物 

人工构筑物

存在时间 

人工构筑物

存在状态 
岸线向海一侧的滩地剖面形态和生态功能 

原生自然岸线 无 —— —— 自然状态 

自然恢复的岸线 有 较长 保持 恢复到原生自然岸线状态 

整治修复的岸线 

 

有或曾经有 

 

较长 

 

保持或拆除

 

恢复到本地的原生自然岸线状态, 或转向另一种原

生自然岸线状态 

人工岸线 有 不定 保持 基本丧失 

 
人工构筑物向海一侧的泥滩或沙滩可能逐渐淤涨 , 

基本恢复原有自然岸滩的剖面形态和生态功能, 则

此类海岸线可界定为自然恢复的岸线。第三, 当人类

活动改造了海岸带和海岸线之后, 因为对海岸资源

的认识、开发和管理方向等因素的变动, 有意转换海

岸带的功能和面貌, 并采取一定的工程或管控措施

使得原有人工构筑物外的滩地重新拥有某种自然岸

滩的剖面形态和生态功能, 则此类海岸线可界定为

整治修复的岸线。 

自然恢复的海岸线 , 或整治修复的海岸线 , 必

须满足“具有自然岸滩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两个

条件, 才能纳入自然岸线的统计口径。所谓自然岸

滩形态特征, 其滩面应该具有高出平均大潮高潮位

的地貌部位(图 2、图 3); 同时, 垂直于海岸线的岸

滩剖面特征应该与原生自然岸线所处环境的地貌

相近[22-24]。所谓生态功能, 主要指海岸线上下的植物

面貌、物种构成与生态系统功能基本上恢复到人工

构筑物修造之前(或者与邻近区域原生自然岸线)相

同或相近的状态。 

3  讨论 

3.1  海岸线的定义 

海岸线的定义有两个关键词: 高潮位, 痕迹线。

在中国 , 海岸线划定方案长期以来存在“高潮位”与

“低潮位”之争[18]。其实, 从海水淹没与否来看, 高潮

位大约有 90%以上的时间干出 , 而低潮位则相反 , 

大约 90%的时间是淹没状态。如果考察汉字的本义, 

“岸”是“水边的高地”, “海岸”是“与海水相接的陆地”, 

则“海岸线”应该是指“海水与陆地的分界线”。在这个

意义上 , 高潮位作为海岸线 , 更符合海陆分界的字

面含义。如果使用低潮位来定义海岸线, 一方面会造

成岸、滩、涂等汉字本义的混乱, 因为高低潮位之间

的空间有“滩”、“涂”等汉字来描述; 另一方面, 低潮

位进行勘测和界定工作也有诸多不便。高潮位是海

岸线定义的内涵因素, 而痕迹线则是海岸线定义的

外在表现。获取多年平均大潮高潮位, 一方面需要长

期的验潮资料来推算, 另一方面在具体测量海岸线

时还需要测绘精度高出差分 GPS 两个数量级的精密

测绘仪器。对于不到十年就复测一次的海岸线监测

工作而言, 用测绘手段测量平均大潮高潮位的位置

在时间和技术两方面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相比

之下, 无论何种类型的海岸, 痕迹线无处不在: 基岩

海岸的平均大潮高潮位与之上的陆地岩石有明显的

色差 , 高潮位以下岩石表面色泽暗黑 , 好似炭火烤

过 , 这也是“礁”字本义之源 ; 砂质海岸的高潮位有

滩肩、滩脊等特征地貌形态, 淤泥质海岸的高潮位通

常有植被和坡度的变化; 人工海岸的高潮位除了色

差之外, 也常有海上漂浮的杂物堆积, 即所谓的“垃

圾线”。这些痕迹线鲜明直接, 有助于快速判断海岸

线的位置。测量人员经过简单的培训, 就能很快掌握

基于痕迹线的海岸线测量方法, 同时保证测量结果

的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 高潮位也是海岸建筑的警示线。孟

加拉国库尔纳(Khluna)当地的监测资料显示, 在 30 年

时间里(1970—2000 年), 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2.8~ 

8.8 mm/a, 而高潮位上升速率 15.9~17.2 mm/a; 究其

原因, 由于筑堤等人类活动, 导致感潮河道束狭, 浅

水分潮增强 , 潮汐振幅扩大 , 以至于今日高潮位较

沿岸居民地面高出 1.0~1.5 m[25]。这个案例表明, 高

潮位对于相对海平面变化有更敏感的指示意义。作

为海陆分界线, 海岸线意味着适宜人类居住的建筑

物应该建造在海岸线向陆一侧。如果建筑物造在海

岸线以下, 会增大财产损失的风险。 

不过 , 即使有了“高潮位”和“痕迹线”两个约束

条件, 现有海岸线的定义仍然不能涵盖河口岸线这

一类型。因为高潮位的痕迹线只能附着在固体和有

形地物上, 在河流入海口, 咸淡水混合而连通, 高潮

位了无痕迹。为了保证海岸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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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 建议海岸线的定义修改为如下表述 : 海岸线

是平均大潮高潮位的海陆分界痕迹线, 或者是河流

入海口附近按一定规则人为划分的海域与陆域水体

的分界线。 

3.2  人类活动改造之后发生系统状态转换

的海岸线界定问题 

目前人工岸线的定义可以全部归并为“人工建

造的海岸线”, 而自然岸线的定义可以总结为“由自

然营力塑造的海岸线”。在这两种情形之外, 仍然存

在第三种情况 , 即由于人类活动介入 , 导致海岸地

貌动力发生系统状态转换。系统状态转换是指影响

系统行为和演化的各种因素的定义域都发生了变化; 

当定义域发生变化时, 系统行为会有新的时空波动

幅度, 也会有新的演化趋势[26]。对于海岸线动态演化

而言, 系统行为和演化的控制因素主要是地质构造

背景、海平面变化、海岸动力环境及沉积物供应条

件等四个因素。海平面变化速度远低于人类活动造

成的岸线变迁速度 , 两者相差何止一个数量级 , 在

此主要讨论人类活动对海岸动力和沉积物的改变。

防波堤、丁坝、河口闸、桥梁、码头等人工建筑主

要改变海岸动力分配, 水土保持、水库修建、海域采

砂、海岸取石和沙滩补砂等人类活动主要影响沉积

物供应。 

从行为目标与实际效果的关系来看 , 人类活动

对于海岸地貌动力系统的改变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

有意为之, 另一种是无心插柳。但凡整治修复工程, 

都是有意为之。若再深入考察, 有意为之的生态保育

与整治修复工程, 也有两条道路: 恢复原貌, 或异途

改造。所谓恢复原貌, 即修复如旧, 保证整治修复工

程前后的海岸物质组成、地貌形态及生态功能基本

一致。在砂质海岸进行沙滩整治和养护工程[27], 或在

淤泥质海岸破堤还海、恢复盐沼景观, 都是典型的恢

复原貌之举。此举形成的海岸线, 可归入上文 2.1.1

小节所定义的第(3)类自然恢复的岸线。异途改造 , 

是通过人工建筑物改造海岸动力与人工补给替换海

岸沉积物的组合拳, 将原来的海岸物质组成、地貌形

态与生态功能改向。连云港等地规划或实施中的人

造沙滩工程 [28], 在原来平坦的淤泥质海岸通过设计

和施工, 清淤补砂, 换泥滩为沙滩, 都可以归为异途

改造之类。有意为之的异途改造所形成的海岸线, 实

质是人类活动刻意使得原有海岸地貌动力系统发生

了状态转换, 从一种海岸地貌类型转向另一种海岸

地貌类型。 

无心插柳的人类活动改造主要发生在某种海岸

开发活动结束之后, 自然营力接管了改造过的边界

条件并开始向新的系统状态转换。杭州湾白塔岛过

去三十多年的历程是一个典型案例。白塔岛是一个

基岩海岛, 长期以来海岸带地貌景观属于“基岩海岸

(潮上带)+岩滩(潮间带)+砂质和粉砂质砂(潮下带)”。

1985—2003 年, 因其西面大陆上秦山核电站两期建

设, 在岛上开山取石。秦山核电站建成之后, 白塔岛

西岸留下几处人工峭壁和大量碎石残渣, 在当地海

岸动力改造之后, 成为“基岩(潮上带)+砾石滩(潮间

带)+砂质和粉砂质砂(潮下带)”(图 5a、图 5b)。从能

够获取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来看, 至少从 2007 年起, 

白塔岛西岸因系统状态转换已经发育了砾石滩, 直

至 2018 年, 这里的地貌都非常稳定(图 5c、图 5d)。

我们认为 , 在进行白塔岛海岸线调查时 , 应该将此

处界定为砂砾质岸线, 原因有二。其一, 2007—2018

年, 浙江省至少进行了两次全覆盖的海岸线调查(即

“908”专项调查和 2016 年启动的浙江省新一轮岸线

调查), 就调查的时间节点而言, 此处的海岸地貌组

合与岸线类型都符合砂砾质岸线的定义。其二, 新形

成的砂砾滩的物质来源虽然是人类开发活动的产物, 

却不具有永久性人工构筑物的属性, 不能界定为人

工岸线, 也不能回溯为秦山核电站开工之前的基岩

岸线, 因为砾石海滩的物质组成和地貌形态已经维

持了较长时间并稳定不变。白塔岛西岸的海岸线将

长期保持砂砾质岸线的状态, 系统状态将向着砾石

进一步磨圆、粒度渐细、分选变好方向发展。 

4  结论 

从划分海陆性质的基本点出发 , 考虑到管理的

方便和调查界定的技术难易程度, 海岸线界定在“多

年平均大潮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的痕迹线”更加合适; 

为了使海岸线的定义能够包括河口岸线的内涵, 建

议海岸线的定义扩充为“海岸线是平均大潮高潮位

的海陆分界痕迹线, 或者是河流入海口附近按一定

规则人为划分的海域与陆域水体的分界线”。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要求将“整治修

复后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纳

入自然岸线管控目标管理”[10], 据此, 《浙江规范》提

出了“自然恢复的岸线”和“整治修复的岸线”等概念, 

并在技术层面明确了具有人类活动背景的岸线界定

原则和统计分析方法。这部地方规范的价值在于, 海

岸线的分类体系与界定方法应该综合考虑海岸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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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类活动改变海岸地貌动力系统一例: 杭州湾白塔山岛 

Fig.5  Satellite images sho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astal configuration of Baita Islan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注: 照片摄于 2011 年; 卫星影像来自 Google Earth; a. 开山取石后裸露的山崖; b. 采石残渣经动力改造形成砾石滩; c. 2007 年卫星影像; 

d. 2018 年卫星影像 

 
地质背景、地貌形态、物质组成、动力成因和发展

变化等因素。“自然恢复”和“整治修复”都会形成自然

岸线, 调查与管理人员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岸线及其依

托的海岸带的地貌形态(高程)和生态功能, 同时考虑

海陆相互作用是被切断还是保持联系, 而不必生硬

地以人类活动的有无来划分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 

科研人员应该从地质背景、海平面变化、海岸

动力环境及沉积物收支等四个因素来考察海岸带系

统行为和演化。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海岸带地貌动力

过程的重要因素, 可能导致海岸带地貌发生系统状

态转换。对于人类活动影响下发生系统状态转换的

海岸地貌, 在岸线分类与界定时要予以充分重视。 

 
致谢: 魏东运帮助绘制了图件; 两位审稿人提出了富有建设

性的意见, 对于本文质量的提升大有裨益, 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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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astline is the boundary separating two parts of the Earth’s surface: land and ocean. It is also the ad-

ministrative boundaries between land and maine space resources. Coastlines a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spatial resource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coastal zone to which they are attach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oastal are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astal resourc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coastline control regulation; herein, the percentage of natural coastline is the key issue to evaluate whether this 

regulation will meet with success. Correspondingly, Zhejiang Province issued a provincial standard stipulating 

terms and definations, procedure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oastline survey, in which a three-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astlines was proposed. Natural, artificial, and estuarine coastlines are identified as the first-level 

categories of coastline. This provincial standard reflects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coastlines and administrative 

needs on maintaining the percentage of natural coastline. First, the standard defines a coastline as “the trace line of 

the mean high water level of spring tides mark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land and ocean, ” which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gh water of spring tides” and “the trace line” in the recognition of coastlines. Second, the 

standard defines natural shorelines as “coastlines formed via the interaction of the land and sea.” Thus, it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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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red that the morphodynamic function of artificial shorelines is to brea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a and land. 

Third, the standard proposes three subordinary categories of natural coastline, i.e., “original natural shorelines”, 

“restored natural shorelines” and “rehabilitated and regulated shorelines”. In this way, those specific coastlines that 

were once affected by human activities but have restored certain natur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can be classified as natural coastlines. In order to include the connotation of estuarine coastline in the 

definition of coastline, an extended one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a coastline is “the trace line of the mean 

high water level of spring tides mark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land and ocean and the artificial delimited boundary 

between seawater and river water within an estu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astal morphodynamic system,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astlines are geological background, sea level, coastal dynamics, and sediment supply. In the 

timescale of routine coastline surveys, the influence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oastal systems are mainly demon-

strated with changes of two aspects: coastal dynamics and sediment supply.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these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giving a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n coas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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