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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长江 口水文泥沙特征

长江河 口是上游通流与口外潮流共同塑造的
,

南槽铜沙地区的来水
、

来沙条件与其他

人海通道一样
,

受到流域的逸流
、

输沙量及海域的潮流量
、

输沙量
、

盐度的影响
。

据长期的

水文资料分析
,

长江有明显的丰水
、

枯水年际周期变化
,

一般 7厂 8 年交替出现一次 ; 输沙

量也存在着丰沙
、

枯沙之分
,

而且年内洪
、

枯季的周期变化十分明显
。

显然
,

长江逸流变化

的强弱
、

变幅的大小与整个长江流域气候的长周期变化有关 ;海洋潮汐因受天文 因素制约

有大小潮之分
,

这些就造成了长江河口复杂多变的水文情势
。

1
.

来水来沙条件

长江在枯水大潮期间
,

潮流上溯
,

水位可波及安徽铜陵一芜湖之间
,

因此习惯上以铜

陵上游 巧 km 之大通流量站为河口 的起点
。

该站多年平均流量为 30
,

20 0 m
3

/
s ,

最大洪

峰流量 92
,

6 0 0 时 /
s ,

最小枯水流量 5 9 7 0 m
‘

/
s ,

变幅 巧 倍
,

一般年份洪枯季变幅为 6一8

倍
。

多年平均年逸流总量为 9 2 5 。亿立方米
。

悬移质泥沙多年平均含沙量 0. 5 1 8 k g /耐
,

年输沙总量为 4
.

86 亿吨
。

大通站 1一4 月

含沙量很小
,

为 0
.

1一0
.

2 k g /耐
, 5 月以后逐渐增大

。

河 口含沙量在 0
.

2一 2 k g / m
3

左右
,

落潮最大含沙量达 4
.

3 1 k g / m
, 。

长江年内水沙分配很不均匀
, 5一 10 月为洪季

,

逸流量占年迁流量的 71
.

7外
,

输沙

量占年输沙量的 85 多
,

洪季水沙输移又主要集中在 7 月份
,

该 月多年 的 平 均 流 量 达

5 0
,

o o om s/s
,

输沙量则超过 1 亿吨
。

由此可见
,

汛期水沙高度集中是长江年内水沙分配的

一个重要特征
,

也是造成长江口 门洪季淤积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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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外潮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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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 2
.

6 8 m
,

潮量可观
,

在上游流量接近多年平均流量
、

口 门中浚接近多年平均潮差的情

况下
,

通过北支庙港和长兴岛南北港断面的进潮流量为 2 6 6
,

3 00 m
3

/
s ,

与迁流量相比 为

8
.

8 : 1 ,

洪季大
、

小潮潮流总量分别为 45 和 16 亿方 ;枯季则分别为 39 和 13 亿方
。

潮流在拦门沙以外为旋转流
,

潮汐椭圆长轴呈 sE一N w 向
,

作顺时针旋转 ; 拦门沙

以内为往复流
,

潮波变形
,

涨落潮流路分离
,

这些都是引起长江河 口造床动力复杂的因素
。

3
.

风浪

长江口地处杭州湾北岸
,

从地理上说是一个受季风强烈影响的地区
,

季节变化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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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冬季强大的蒙古冷高压气流南下
,

控制长江 口
,

盛行北风和西北风
,

春季(不包括 3 月

份)和夏季
,

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

盛行南风和东南风
,

秋季为东北风和偏北风
, 3

月份则由北风逐渐过渡至东南风
。

长江口夏季常受台风袭击
,

冬季又有西伯利亚寒潮人

侵
,

所以冬
、

夏两季经常盛行大风
。

就全年来说
,

长江口的东南风是常风向
,

尤以夏半年最

盛 ;西北风是强风向
。

由于我国东南沿海盛行的浪向与盛行的风向颇为一致
,

风浪的形成与强弱变化取决

于风的盛衰
,

故长江 口盛行的东南常风 向和西北强风向
,

也就应基本上决定长江口 的常

浪向和强浪向
。

可是不然
,

根据引水船累积逐月各浪向频率统计
,

历年最多浪 向为北向
,

其累积频率达 10 外 ; 其次是东南向浪
,

累积频率为 9 %
,

这就明显看出长江口 常风向和

常浪向不一致
。

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
,

应归结为河口两岸的水下地形对波浪的影响 ; 很

显然
,

南汇嘴的水下地形平缓对夏季的东南风有一定的兴波阻力
,

以致常风向不能成为

常浪向
,

相反
,

风向退居次要的北风却成为决定浪向之冠
,

这是因为北港
、

北槽口外的

水下地形较陡
,

兴波阻力小之故
。

实地观察证明
,

风浪北港口 最大
,

北槽 口次之
,

南槽 口

最小
。

二
、

拦门沙的成因和淤积分析

1
.

成因

(l) 泥沙来源

长江口逸流大
,

潮量亦大
,

两股动力相互消长
,

在拦门沙地区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
。

上游泥沙进人河 口总是先通过上段河道型河 口段的分选过程
,

而分选过程视水动力条件

和边界条件之改变而有差异
,

一般说在九段以上落潮优势流是大于 0. 5 的
,

造床动力主要

是落潮流
,

因此
,

主流的摆动
、

边滩的上移下挫及输沙平衡的破坏
,

使一部分泥沙参与边

滩
、

主槽的冲撇活动
。

久而久之总有部分泥沙长期残留在河道内
,

使河道束窄
,

这部分参

与造床的泥沙主要是推移质
。

.

悬移质泥沙在河口 上段一般不参与造床
,

有人称这部分泥

沙为过境泥沙
。

然而当这部分泥沙进人拦门沙地区时
,

由于盐
、

淡水混合引起细颗粒泥沙

的絮凝沉降
,

使床沙组成完全不同
。

长江 口九段以下水域开阔
、

漫无边际
,

下浚断面河宽达 90 多公里
,

过水面积是吴淞断

面的 5一 8 倍
,

拦门沙地区泥沙分布和沉积结构是以 0
.

02 一 0
.

03 及 0
.

00 5

~ 的粉砂淤泥

为主
,

中间夹有少量的粗粉砂
,

这就说明拦门沙地区细颗粒泥沙也参与了造床
。

长江平均每年下泄 4
.

86 亿吨泥沙人海
,

并向邻近海岸和海域输送
。

据国家海洋局调

查
,

东海陆架的泥沙有部分也来自长江流域
,

其矿物成分与长江泥沙颇为接近
,

特别是蒙

脱石
、

依利石的含量与大陆是基本相同的
。

右岸毗邻钱塘江人口的杭州湾
,

宽达 98 玩
,

其

丰富的泥沙来源也是长江提供的
。

苏北海岸沙滩的泥沙和长江口的泥沙在不同季风的影

响下有可能相互交换
。

苏北废黄河 口的泥沙在冬季受偏北风的影响和沿岸流的牵引
,

会

有部分进人长江口
,

但数量有限
。

从长江口 重矿物绿泥石含量与苏北废黄河 口有很大的

差异来看
,

长江 口泥沙来源是长江流域自身提供的
。

(2 ) 铜沙浅滩的季节性变化

根据 19 6 4 年和 19 6 8 年逐月检测图
,

将浅滩长度和滩顶最小水深绘制年内变化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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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

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在一年的洪季 7一9 月份
,

滩顶最小水深为 6
.

1一 6. 斗

m
,

不足 7 m 的滩长为 6一 7 公里
,

而在枯季后期
,

即 3一5 月份浅摊冲刷最深
,

滩顶最小水

深可达 6
.

夕一6
.

8 m
,

不足 7m 的滩长为 4 km
,

一年中浅滩的水深变化近似于正弦曲线
,

整

个浅滩的平均冲淤幅度达 0
.

5m 左右
。

一般洪季刚开始时的水深较大
,

搬积速度较快
,

这

时浅滩的上游被淤积得比较高
。

在持续一段时间后
,

淤积速度减缓
,

范围向下游推移
。

就

浅滩水深和滩长的变化来看
,

有明显的洪淤枯冲季节性变化
,

这是与上游水沙输移的季节

性分配相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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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铜沙浅滩高程
、

滩长的年内变化

铜沙浅滩的近期变化
, 由于 1 9 7 5 年以来对铜沙地区进行 7m 航槽疏浚挖泥

,

对滩顶

最小水深和滩长未作统计
,

但就挖槽边缘附近最小水深而言
,

基本上仍处于平衡状态
,

摊

顶最小水深维持在 6. 5 m 左右
,

与历年的拦门沙 自然水深相差甚微
。

2
.

淤积分析

(l) 南槽盐水楔异重流的特性

南槽是盐
、

淡水交会的地方
,

视通流大小和潮汐的强弱
,

大致可形成弱混合型
、

缓混合

型和强混合型三种不同类型
。

长江逸流的最大变幅为 巧 倍 ; 潮差变幅亦在 2 倍以上
,

因此迁流和潮流的组合繁多
,

盐
、

淡水混合类型变化极其复杂
。

从现有资料来看
,

南槽在枯季大潮期一般均属强混合

型
,

洪季遇上特别小的小潮一般为高度分层的弱混合型
,

据南槽几次水文测验含盐度资料

整理
,

发现洪季潮差大于 3
.

27 m 时为强混合型 ; 小于 3
.

2夕m 时
,

25 瓜 的等盐度线以楔状

伸向上游
,

盐淡水混合为缓混合型 (见表 l)
。

据潮差频率曲线统计
,

洪季大于 3
.

2 7m 的潮差一般不超过 25 多
,

故洪季盐
、

淡水以缓

混合为主
,

枯季 出现缓混合型的频率也在 50 外 以上
。

就全年而言
,

南槽以缓混合为主
,

强

混合和弱混合只是一种特殊的混合型式
。

(2 ) 盐水楔异重流对垂线流速和含沙量分布的影响

盐
、

淡水的混合类型不同
,

对垂线流速分布的改变也不同
,

一般强混合垂线流速分布

和无潮河流相似
,

从表层至河底呈抛物线形 ; 而在有盐水楔存在的缓混合型
,

流速分布则

与无潮河流不同
。

涨潮时
,

由于密度梯度的方向与潮流方向一致
,

加强涨潮流的作用
,

底

部流速加大
,

表层流速相应减小
,

在相对水深 0
.

6
, 0

.

8 m 处流速最大
。

落潮时密度梯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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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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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槽流速
、

含沙量盐度垂线剖面

落潮流起减速作用
,

底部流速显著减小(见图 2 )
,

促使表层流速加大
,

使涨潮时底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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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水流潜人上游
,

而在落潮时浓度

较小的水流从表层排泄出海
。

底部浓度

较大的水流因流速降低
,

排泄不畅
,

易造

成泥沙的落撇
。

由于垂线流速分布的改变
,

含沙量

的分布也相应的起变化
。

楔顶附近表
、

中层含沙量偏小
,

而底部含沙量特别大
。

从绘制 1 9 7 8 年 24
,

25 号垂线含盐度
、

含

沙量过程线可以看出
,

含盐度有明显的

分层
,

相应含沙量也有分层现象
,

表层最

大含沙量只有 0
.

4 k g /时
,

而底部最大可

达 7
.

0 k g /时
,

相差近 18 倍
。

底部含沙

量在涨潮期较大并出现高峰
,

落潮期较

小 (见图 3 )
o

图 3 1 9 7 8 年 s 月 1 2一1 3 日含沙量
、

含盐度
、

潮位综合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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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盐水楔异重流对铜沙浅滩的淤积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南槽铜沙地区洪季盐水楔的存在改变了流速和含沙量的正常

分布
,

有利于泥沙的落搬
。

在盐水楔作用下
,

河 口水流在纵剖面上有环流的性质
,

即落潮

流淡水的下泄会逐渐与下层盐水混合
,

涨潮时下层盐水上渗补给上层水体
。

就一个全潮

流量和沙量的分布而言
,

铜沙浅滩滩顶以外的中
、

底层水体是以涨潮的上溯流和涨潮沙为

主
,

滩顶以内以落潮下泄流和落潮沙为主
,

两者的均衡点为滞流点
。

滞流点随着逸流
、

潮流的变异
、

消长而上下变动
,

其范围就是滞流区
。

据现有资料分

析
,

滞流区的上界可达小九段
,

下界移至 5 4 号灯浮附近
。

一般说逸流愈大
,

滞流点下移
,

在上游迁流一定的条件下
,

潮差愈大
,

滞流点愈下移 ;潮差愈小
,

愈往上移 ;枯季遇上小潮
,

滞流点可达小九段附近
。

据上所述
,

在缓混合型河口
,

由于纵向密度比降的存在
,

改变了垂线流速分布和含沙

量的分布
。

在滞流点的下游
,

一方面由于絮凝沉降
,

加大了底层含沙量
,

再加上底部上溯

流的作用
,

水体中的悬沙向滞流点汇集
,

以致在其附近出现高含沙浓度层
,

这是拦门沙淤

积的重要原因
。

从历史资料来看
,

一般正常水文年
,

南槽地区滞流点的位置在铜沙滩顶附

浚
,

冤/一含下
.

/声浚/ /中

/
J

/介了
凌

.

上
一一

l!钊习刻

.

0 、2
.

0、1
.

0

幕沙 窟嘴

图 4 滞流点位置变化图

图中
“
含盐量

”

应为
“含沙量

”

近上下移动 (见图 4 )
,

这与铜沙滩顶位

置长期稳定是一致的
。

个别年份如 i夕6 3 年和 19 7 8 年
,

南

槽出现落潮量小于涨潮量的现象
,

盐水

楔人侵长度增加
,

滞流点上移至江亚及

江亚以上河段
,

加剧了该地区在这两个

时期洪季汲浅(见图 5 )
。

盐水楔异重流是拦门沙地区淤积的

重要原因
,

但拦门沙淤积的数量
,

还和上

游来水来沙
、

南港河段的盛衰
,

以及上游底沙和暗沙的下移情况密切相关
。

⋯滋熬熟
下浚 公

从 叼

歹其
价用 两 掩 ‘t’ ,. 二 “ . , ” , ,

图 5 南槽盐度及含沙量纵向分布图

图中
“

含沙度
”

应为
“

含沙量
”

南槽的河床演变及发展趋势

一,0
.0 2/\、丝

/o下八多三

1
.

演变分析

自 18 4 2 年上海开港以来
,

除 1 8 7 0一 19 2夕年间的个别年份外
,

南槽一直作为通海航道

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

在这期间南槽曾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
。

(1) 19 0 7一 19 巧 年是南槽有史以来最浅时期

从历史图件分析中可以看出
,

在 18 4 2一 1 8 87 年间
,

南槽拦门沙地区的自然水深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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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

一般在 5. 5 m 以上
,

而 1 8 87 一 19 3 6 年间铜沙水深都在 5. 5 m 以下
,

其中尤以 19 0 7一

19 巧 年间水深最浅
,

一般小于 sm
,

成为 1 84 2 年以来铜沙水深最浅的时期
。

这次铜沙恶

化的根本原因是 18 7 0 年以后
,

南支流路变化
,

北港发展之故
。

长江 1 8 8 0 年曾发生大水

(有关部门从洪水灾情分析估计
,

那次洪峰流量达 90
,

o 00 m 丫
s
以上)加剧了南港大量底

沙向口外移动
。

在这一次大量泥沙运移过程中
,

从 18 87 年开始直至 19 0 7 年沙峰才到达

铜沙滩顶
,

历时达 20 年
,

水深最浅时间共 8 年 (19 0 7一 1 9 15)
,

而推移体自 19 巧一 19 34 年

才全部离开铜沙
,

历时 19 年
。

从推移体进人铜沙至全部离开
,

经历了整整 4 7 年 的时

间
。

(2 ) 193 1 年南槽由直线出海改为折线出海

19 0夕一 1 9 15 年为南槽有史以来最浅时期
,

尽管 19 世纪末南港有所发展
,

但拦门沙水

深并无明显增加
,

仍受淤积体沙峰过境之底沙所控制
。

原东南方向直线出海水道水流不

畅
,

与此同时南槽下泄的水流侧蚀中沙腰部
,

缺口 日益扩大成槽
, 19 31 年左右南槽落流折

北横溢与老北槽下段的涨潮槽相连
,

南槽由此便成折线出海
,

原南槽下段被铜沙沙嘴所

垛
,

而演变成南汇滩
。

(3 ) 19 6 9 年南槽的再次淤浅

19 6 9 年南槽再次淤浅
,

在成因上和 19 0 7 年相类似
。 1夕5 4 年的特大洪水

,

洪峰流量达

9 2
,

6 0 0 心 /
s ,

加速了南港上 口的淤堵
。

19 5 8 年以后
,

新崇明水道和 19 61 年以后新宝山水

道的相继冲开
,

大量泥沙在南港主槽和瑞丰沙嘴淤积
,

淤积体 1 96 3 年已影响到江亚
, l% 8

年进人铜沙
, 1 9 6 9 年铜沙滩顶最小水深为 6

.

lm
,

不足 7 m 的浅滩长度由原来的 4 km 变

成 26 k m
,

这主要是受到南港淤积体的影响
。

其次 19 68
, 1 9 69 年迁流洪峰都在 68

,

00 。

m
,

/
s
以上

,

迁流洪峰的增强
,

使塑造九段沙涨潮沟的涨潮流削弱
,

涨潮沟沟口水深大幅度

的淤浅
,

7m 线消失
,

不足 阮 的滩长增加
。 197 。年以后还流洪峰有所减小

,
197 1 年逸流

洪峰为 5 4
,

00 o m
3

/
s ,

相应地潮流有所增加
,

但拦门沙未见有明显的冲刷
,

与 1 9 6 9 年相比

反而淤积更严重
,

拦门沙的最小水深由 6
.

l m 减至 5
.

夕牌
,

这是南港淤积体沙峰到达拦

门沙的结果
。

由此可见
,

搬积体移动是缓慢的
,

引起拦门沙的堆积是明显的
。

从 19 5 8 年

南港淤积体的形成到 19 69
‘

年淤积体进人铜沙
,

为期 n 年 ; 19 71 一 19 7 3 年为沙峰通过铜

沙时间
,

铜沙的淤积最为严重 ; 从 19 5 8 年至 19 7 9 年历时 21 年
,

淤积体还未全部移出铜

沙
,

南槽拦门沙仍受淤积体的影响
。

2
.

发展趋势

南槽北连九段沙
,

南依南汇滩
,

九段沙和南汇边滩的冲淤变化
、

平面摆动能直接揭示

南槽的演变趋势
。

(l) 九段沙沿东南方向延伸

A
.

沙头的后退和北偏 1 9 5 8 年九段沙头部近北槽 口
,

有一个不足 sm 水深的小沙

包
,

与九段沙头间距约 5 00 m
, 1 9 6 3 年这个小沙包消失

,

一部分与九段沙头合并
,

使九段

沙头加宽
。

尔后
,

随着南
、

北槽的分流
、

侧蚀
,

使沙头冲刷后退并呈流线型
。

但冲刷不是单

向的
,

随着上游水沙下泄多寡也有淤积之时
,

19 6 5 年由于南港淤积体影响
,

沙头淤积上提

7 5 o m 就是一例
。

以后历年冲刷后退
, 19 7 3一 19 79 年沙头后退 3 0 0rn

,

1 9 6 3一 1 9 7 9 年宽

度束窄了 皿7 5 o m
,

平均每年侧蚀 l zo m (见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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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九段沙头历年变化

另外
, 1 96 5 年以来随着江亚南边摊的形成和滋长

,

进一步引起南港下段主流北偏
,

九

段沙头南沿侧蚀增强
,

致使九段沙头向北偏转
, 19 6 3 年沙头中线在正方位 3 0 3 “ ,

而 1 9 7 9

年则在 3 13 0, 整个九段沙头北偏了 10 “ 。

B
.

沙尾的南压和延伸 九段沙中部和尾部的变化
,

主要是受北港一北槽串沟的影

响
,

下面就从串沟演变的三个阶段对九段沙的影响来阐述其沙尾的南压
、

延伸
。

19 7 1一 19 7 3 年 (串沟形成时期) : 19 71 年北港下段有部分水流漫滩
,

流经北槽
,

致使

九段沙北侧 sm 线呈凹形
,

随着漫滩水流的增强
,

至 19 7 3 年逐渐形成串沟
,

串沟 sm 线贯

通
,

九段沙北侧冲刷严重
,

冲刷之泥沙在沙尾淤积
,

引起九段沙南压 45 o m
,

沙尾延伸

1 10 0m o

1 9 7 3一 19 7 6 年 (串沟发展时期) : 19 7 3 年北港一北槽 串沟贯通后
,

发展速度较快
,

北

港部分落潮流通过串沟向北槽分流
,

对北槽的河床产生较深刻的影响
,

北槽的深乱线明

显南偏
,

促使九段沙尾不断向东南方向延伸 ; 19 夕3一 l夕7 6 年九段沙尾向东南方向延伸了

3 lo om
,

平均每年延伸 l o 3 3 m
,

沙尾南偏了 1 3 5 o rn
,

平均每年南偏 朽 om
o

南北槽存在相位差
,

南槽先涨先落
,

北槽后落
,

随北槽落潮流冲刷下来的泥沙
,

一部分

在沙尾淤积
,

一部分随南槽涨潮流带走
。

整个九段沙尾是北面冲刷
,

南面淤积 (见 图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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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九段沙尾距南槽距离的变化

1 9 7 7一 19 79 年(串沟稳定时期 ) : 19 7 7 年以后
,

串沟上口有所淤积
,

原来通过串沟分

往北槽的落潮流相应减少
,

北港一北槽串沟趋于相对稳定阶段
,

九段沙尾的南压和延伸趋

势也相应减缓
。 19 7 7一 1 9 7 9 年 sm 线南压 4 1 Om

, 19 7 9 年九段沙南侧 sm 线距南航槽 仅

1 0 10 trt
o

( 2 ) 南汇边滩的淤涨和向前推展

南槽依傍的南汇边滩
,

上起九段立标
,

下迄南汇嘴
,

全长 4 4km
,

由于各河段水动力

条件不同
,

表现在边滩的宽度
、

高度
、

坡度和沉积物的性质上有所差异
。

总的说来
,

边滩宽

度由口 内向口外逐渐增大
,

坡度向外逐渐减小
,

高滩和低滩的高程向外逐渐降低
,

岸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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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是 3 3 5 。 ,

与主槽 3 1 0 “ 的走向有 25
“

的交角
,

水下岸坡面积逐渐增大
。

南汇边滩经过多年的冲淤演变
,

在形态上反映了各河段的不同地貌特征
。

南汇边滩

上段 (指九段附近的岸滩)
,

水流作用较强
,

潮间浅滩很窄
,

岸滩处在侵蚀
、

后退过程中
,

属

于侵蚀型
。

从几十年长时期 sm 线的变化来看
,

这段岸线是有冲有淤前后摆动的
,

但随着

河 口 的外延
,

河槽的加深成型
,

总的趋势是以冲刷后退为主
。

塑造这种侵蚀型岸滩的动力

因素是落潮水流
,

风浪的作用在这里显得是次要的
。

由于沿岸建筑海塘工事
,

近年来岸滩

的后退不为人们所注意
。

南汇边滩的中段(指九段至中浚的岸滩 )
,

高滩与低滩之间有小于 l m 的泥质陡坡
,

低

摊 长期处于冲淤平衡的稳定状态
,

多年测图的 sm 线几乎重合
,

由于滩面上的测量资料甚

少
,

根据川沙
、

南汇海塘工务所的有关记载
,

这一段的高滩从前是后退的
,

解放以来的几十

年逐步趋于稳定
,

最近几年由稳定演变为向外搬涨的趋势
,

高滩的高程也逐渐变高
。

塑造

这种稳定岸滩的动力因素是水流和风浪的双重作用
。

南汇边摊的下段(指中俊至南汇嘴的岸滩 )
,

水动力作用较弱
,

滩面宽广
,

坡度平坦
,

高

滩
、

低滩逐渐过渡
,

无明显分界
。

据多年测图 sm 线的比较
,

总的趋势是向外淤涨
,

滩面逐

渐淤高
,

南汇嘴在 向外延伸
,

属于堆积型的岸滩
。

塑造这种岸滩的动力因素很复杂
,

风浪

的作用在这里是很活跃的因素
,

另外还受长江 口涨落潮流和杭州湾沿岸流等影响
。

上面已述
,

长江 口春
、

夏盛行东南风和南风
,

这期间上游通过主槽下泄至口外海滨扩

散或沉积之泥沙丰富
,

在东南风和南风影响下
,
口外海滨风浪四起

,

水体紊动强烈
,

泥沙重

回口内上滩
,

故东南风和南风是淤积风 ;而秋
、

冬季节的西北风和北风是冲刷风(因滩地是

以冲刷为主)
。

冬季西北风和北风虽很强
,

但它是由大陆吹 向海洋
,

属离岸风
,

吹程短
,

就

南边摊而言
,

边摊波浪不易掀起
,

其作用仅在于加大落潮流流速
,

在这期间
,

滩地下段是微

冲或是基本稳定的
。

据多年统计
,

长江 口东南风是常风向
,

也是淤积风向
。

换言之
,

淤积

风 向的频率大于冲刷风向频率
,

故有利于南汇边滩下段的淤积和向前推展
。

南汇嘴处在

长江落潮流和杭州湾沿岸流的交会处
,

而沿岸流在春
、

夏洪季也是钱塘江的落潮流
,

长江

口
、

钱塘江两股落潮流相女会的南汇嘴
,

其

淤涨是无疑的
,

但速度缓
.

慢
,

约四十年搬涨

1 公里
。

综上所述
,

南汇边滩上段是侵蚀型岸

滩
,

下段是堆积型岸滩
,

中段是介于两者之

间的较稳定的混合型岸滩
。

(3 ) 南槽的演变趋势

从九段沙和南汇边滩的演变可以定性

的旁揭南槽的演变趋势 (见图 s)
:
九段沙

沿东南方向延伸 ;南汇边滩上段微冲
,

中段

稳定
,

下段缓慢淤涨
,

致使南槽平面轴线缓

慢南偏
,

河槽容积逐趋减小 (见表 2 )
。

南汇嘴地处长江落潮流和钱塘江杭州

海门

、

、

东 \

浅
’

又
滩 l

崇明浅滩

一

港
一

_

二气
‘

洱抄踌滩
’、、

、

上海。 九

段 左
段

、

九
’ 、

南
盗 、

‘

植
一

沙 于

比例

1
:
10 0 0 00 0 彭气

、

粤

习 8 长江河口略图

图中“
宝 口 ”

应为
“
宝山

”

湾落潮流的会潮点
,

南汇边滩就是长江泥沙堆积的一个主要场所
,

长江口泥沙是向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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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植历年河植容积统计

二一粤牛川止燮-

卜三{竺}二里
一

}二竺
-

}
容积〔亿方) ! ”

·

“4 ! ”
·

2 6 1 3
·

2 3
} 乙

, 2 !

19 7 1 19 7 3 19 7 8

州
19 7 9

2
.

7 9
}

:
.

耳8

向运移扩散的
。

为此
,

南槽口 外海滨的坡度比北槽
、

北港 口外海滨的坡度平缓得多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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