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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吹泥区岸滩自然冲淤及

吹泥条件下海滩演变的观测分析
*

虞志英 金锣l) 陈德昌唐寅德
(华东师范大学河 口海岸研究所

, 仁海)

提要 连云港新建吹泥站工程为淤泥质海滩演变提供了研究实例
。

观测表明
,

波浪是

造成淤泥质岸滩冲刷的主要动力
,

而潮流的扩散是泥沙运移的主要动力
。

海滩演变主要发生

在经常性破波作用范围(一 3。 等深线)以内
。

淤泥质岸滩剖面的变化与近岸泥沙供应及横向水动力强度分布有关
,

后者用波浪和潮流

底切力表达
。

本文对此作了定性分析并对海滩冲淤进行了计算
,

结果与吹泥条件下海滩演变

的观测一致
。

为扩大连云港的基建开挖和疏俊维护土方的处理能力
, 19 8 3 年在连云港大路 口 新建

年吹泥能力为 3 00 万 时 的吹泥站一座
,

通过排泥管道将泥浆就近排放于连岛北侧浅滩
,

任其在波浪
、

潮流作用下自然漂移
,

从而改变了 自然岸滩已存在的平衡冲淤条件
。

这种人

为对岸滩冲淤过程的调整
,

在吹泥前后约 9 个 月内
,

即经历了平衡一淤积一冲刷一再平衡

的演化过程
,

为研究淤泥质岸滩剖面的冲淤提供了较好的现场观测机会
。

迄今
,

对砂质海滩的剖面冲淤过程
,

已有不少分析及计算方法
,

建立了确定岸摊平衡

剖 面的半经验判别式及海滩冲刷的数值模型比
, 一 7 , 。

但因淤泥岸滩组成物质很细
,

其泥沙运

动特征与非粘性的砂质全然不同
,

尤其在波浪和潮流共同作用下
,

对淤泥运动的观测手段

尚存在着不少困难
,

故淤泥质岸滩剖面的冲淤过程至今尚不能定量的表达
。

本文通过在

吹泥扩散影响下的淤泥岸滩的淤积和冲刷状况的观测资料的分析
,

试图对在波浪
、

潮流作

用下淤泥岸滩的冲淤条件作出定性表达
,

以便进一步创造条件
,

为建立淤泥质海滩剖面演

变的定量化积累资料
。

一
、

排泥区附近岸滩的自然条件

吹泥站泥浆排放区所在的连云港东西连岛北侧岸滩
,

属于经过长期冲淤调整后的平

衡岸滩类型 [l, , , 。 由于大部分岸段 山体逼岸
,

在长期北向海浪冲击下
,

陡崖矗立
,

潮间带滩

地很难发育
,

仅在呷角相间的小海湾内才有狭窄的砂质海滩存在
。

而吹泥泥浆排放 口正

设置在本区大路 口北面海湾 内的沙滩上 (图 l)
。

吹泥以前
,

湾 内 o m 线以上沙滩物质经

* 此项研究工作曾得到交通部上海航道局第一工程处和设计研究所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 本所陈吉余教授审阅

全文 , 特此致谢
。

收稿 日期 : 1 9 8 4 年 1 0 月 3 0 日
。

1 ) 江苏省连云港建港指挥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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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大路口吹泥管位置

过波潮水流的反复簸选
,

粒度均一
,

平均粒径为 2一3 价
。 om 线以下

,

由于进人整个海州湾

地区的淤泥淤积区内
,

岸滩沉积物逐渐为泥质粉砂和粉砂质泥所替代
,

平均粒径 7一 8小
,

粘粒含量高达 60 一 80 多
。

由于沉积时间较长
,

经过了相当时间的自然密实过程
,

沉积层表

层含水量 60 一 80 多左右
,

天然容量约 1
.

5一 1. 6 ,

呈软塑状
,

具有一定的抗冲刷能力
。

岸滩

剖面形态
,

若以吹泥 口为起点作北东方位 4 5
“

方向延伸
,

至一 sm 间的平均滩坡由岸向海

迅速展平
,

其中 。成以上潮间带坡度为 1 / 4 0一 1 / 5 0 , o一一 Zm 之间为 1 / 60
,

一 2一一 3 m

间为 l八20
,

一 3一一 s m 间为 l / 12 5 0 (图 2 )
。

岸滩的年平均冲淤幅度一般不超过 土 20

吹泥出口 N E 45 。

�E�然书

.

升~ 一 潮厂带
宝( 帕 距 离 川1 、

图 2 吹泥口岸滩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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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

,

表明海滩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

平坦的水下岸坡及具有一定抗冲刷能力的沉积土层
,

给波浪和潮流对岸滩冲淤作用

的沿程分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

由于岛屿突出海中
,

主要受 N W
,

N
,

N E 诸方向来浪的

作用
,

据位于排泥口以西 1
.

, k m 的大西山海洋站观测资料(测点代表水深 一 , m ) 统计
,

上

述三个方向的来浪 占全年出现率的 26 多
。

外海波浪经 过 宽阔的浅水地带以后
,

迄现年

平均波高为 0
.

6 m
,

全年 > Zm 的波高出现率仅为 2 多
,

而< o
.

sm 的波高出现率占 53 多
,

波

浪进人一 sm 浅滩以后
,

逐渐进入破波带范围
,

波能再次集中
,

破波水深则随着波高不同而

相应变化
,

同时随着潮位的涨落而上下移动
。

若以 Zm 波高为例
,

破波水深将为 3一 3. 5 m
,

这样在平均潮位 (+ 3
.

0 m ) 情况下
,

破波带外缘大致落在距岸 0
.

3一 0
.

sk m 处的 一 lm 位

置上
,

低潮位时则可以相应推移到距岸 1
.

sk m 的一 2
.

5 m 位置上
,

由于愈向上部滩坡愈陡
,

因此破波带的宽度在中
、

小浪情况下就甚为狭窄
,

而中
、

低潮位时破波点附近的岸滩往往

是破波作用频率最高
,

也是对岸滩影响最为强烈的区段
。

由于经常性的破波作用范围大

部分处在近岸狭窄的砂质海滩分布范围之内
,

粘粒含量甚少
,

因此在波浪作用下进人水体

的悬沙量十分有限
。

只有当波浪作用加大
,

破波带拓宽到一 lm 以外的淤泥沉积区后
,

随

着淤泥物质的冲刷悬扬进人水体
,

才能充分加大水体中的悬移质浓度
。

观测结果表明
,

含

沙浓度与波高 凡
。。
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图 3 )

。

冬半年风浪季节水体含 沙 量要显著

高于夏半年风浪静稳季节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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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连云港海洋站含沙浓度与波高关系

测波点水深 一 sm , 近岸取泥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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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月平均含沙浓度柱状分布

潮流则主要对悬沙起着运移和扩散作用
。

本区岸滩不同水深处的潮流运动
,

除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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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波控制外
,

还将受岸滩所在岸线走向的强烈影响
,

潮流由海向岸逐渐由旋转流过渡到

往复流
。

不同水深处的切向流速 (动 与法向流速 (砂 见表 1 。

表 1 连岛北侧大路口剖面测站流速 (1 9 7 4
.

8
.

17 测)

离岸距离 } 水深 } 法向平均流速 } 切向平均流速 } 。 。 }切向最大垂线平均
,

~
、 l /

一
、 l ,

_
, _ 、 1 1

~ I 、 1 1刁J l胜主 l 刁过二 立月贻 ,
_ , _、

一一一兰立一一卜一上全二一一}一上兰兰一一{一止兰兰一一,

—
{一兰全兰里兰一

一一二竺一一阵一竺二一卜一兰二一阵卫⋯二兰一{一二立- - }一星兰一

一一二竺一一卜一止立一I一二宜二一l
es 一 一

止竺三一}一生一卜
一二兰一

2 2 5 。 { 一 斗
·

2 } 。
·

“8 { 。
·

2 4
} ’

·

“ } 。
·

”8

由表 1 可知
,

垂直于岸线走向的法向流速由海向岸明显趋小
,

而平行于岸线走向的切

向流速
,

峰值向岸略有减小
,

平均值则有增大趋势
,

因此近岸潮流对悬沙在顺岸方向上的

往复输移能力仍可维持在较高水平
。

这一顺岸往复流运移带又基本处于破波 带 范 围内
,

也就成为近岸带泥沙输移的主要范围
。

从破波带向外
,

水体含沙量主要来源于破波带内

悬浮泥沙在潮流作用下的平流及扩散输运
,

随着潮流旋转性的逐渐加大而增强了悬沙向

外扩散的能力
。

但由于水流动力对底部沉积物冲刷能力的明显降低
,

因此破波带以外含

沙浓度在岸滩横断面上递降迅速
,

尤其在缺乏外来丰富泥沙供应的条件下
,

吹泥前的水体

含沙量主要取 自波浪的就地掀沙
,

致使海岸水体中含沙浓度大部分时间保持较低的状态
。

实测多年平均含沙量在 0
.

22 一 o
.

2 4 k g /心
,

基本反映了本区岸滩经过长期冲淤 调整以后
,

已趋于相对平衡条件下所出现的低沙环境
。

但是由于波浪作用强度季节性变化的 存 在

(冬半年风浪频繁
,

掀沙能力较强 ;夏半年风浪静稳
,

掀沙能力较弱 )
,

致使岸滩冲淤也存在

着一定的季节性变化
。

二
、

岸滩横断面上冲刷强度的分布

岸滩横断面上冲刷强度的分布
,

是波浪和潮流底切力与沉积物抗冲力之间相互作用

的结果
。

如前所述
,

在本区岸滩破波带以内以波浪作用为主
,

破波带外主要受潮流扩散作

用的影响
,

两者的底切力分布分别可由波浪底流速和潮流速度进行推算
。

1
.

波浪底切力的横向分布

首先由线性波动理论给出了最大波浪底流速
,

即 :

叮H
“ , , tn ·

一 丁万一;万及夏西
2 si n 左 I

—
l

L 又 」

(1 )

这里 H 为破波带内波高
、 d 为水深

、

T 为周期
、

又为波长
。

破波带中的波浪变形程度随破波类型而有明显差别
。

对于平缓海滩
,

多属崩破波类

型
,

其波形及底切力过程基本对称
,

因此仍可近似地采用线性波动理论
。

为了估计峰值切力的横向分布
,

需事先计算破波带内的波高变化
,

沿岸流系的能量平

衡方程为

口
, 二 。 、 。 口“

二丁一 戈乙 ‘ 窟 c o s a 少十
o xy 二二es

一 一 一中 d

O X
一

口X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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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 为波浪能量

, E
1

~ — P尸月
一

;
8

c :

为波浪群速
, c 窟 ~ 了三三毛云下牙; sx

,

为 , 向波浪

动量流 ; “
为波浪人射角

。

实验表明
〔刀 ,

(2 )式中左边第二项为高阶小项
,

同时
,

破波点处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波

能耗散率 中d, 占 为

力破叻(以(
价J

,

乡一兵
。; ,

扩
, , 、; 、,

.

,

l 6

上式中
, ; ~ H 。

/ d 占 ~ 0
.

7 3 ; 。 为海滩坡度
。

同一实验表明
,

破波带内波能耗散率
,

波点处为最大
,

向岸方向呈指数型衰减
。

因此
,

可将破波带内 小‘的变化表示成

、、户2

三郑
/了.龟、
、

鱼 一

币d b

尽为表征破波带波能耗散特征的经验常数
。

将(3 )
,

(4 )式代人 (2 ) 式
,

考虑到来波经过宽阔浅滩后进人破波带
,

co s a ~ 1

导
,

得破波带 内波高衰减的表达式为

H
S/ 2

一 0
.

4 5 5‘, , 2

一
1

.

13 8

月+ 1

d ; ‘
·

’一 口
(d彦

+ ,

一 d “+ ,

)

经推

(5 )

由连云港近岸的同步波浪观测
,

确定出 夕~ 1
.

60

而最大底流速所造成的最大底切力或切速峰值 (
“ *

,
。

)
,

由下式表示

{而
丫 2

(6 )

这里 了。 为底摩擦系数
,

连云港地区为 0
.

0 1 5
。

(泛已3
。

才

2 ()
.

4 0

X X b

()
.

8 1
.

0

海

图 5 不同波高下的最大波浪底切力的横向沿程分布

分别不同来波波高
,

计算得破波带内最大波浪底切力
,

其分布见图5 。

图 5 表明在破波

带外缘附近
, “ * , 。

最大
,

向岸逐渐减小
。

同时
, 。 * , 。

随着来波波高的增大而迅速增大
,

当波

高 (H L/1
。

) 经常处于 Zm 以下的中
、

小浪的情况下
,

破波带主要处在岸滩的靠岸部分的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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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沉积分布范围内
,

而这种细砂沉积物中的粘粒含量甚少
,

属于分散的无粘性土性质
,

造

成此类沉积物冲刷起动所需要的底切力
,

主要与颗粒的粒径及比重有关
。

试验中所得出

的临界冲刷切速 (
“ * ,‘

)
,

在与本区平均粒级相当的 0
.

2一0
.

3 m m 的细砂条件下
,

其临界

冲刷切速 (
。* ,‘

) 约为 2一3 c m /
s [2] ,

这样在波高 lm 时所产生的波浪底切力
,

即能引起底

砂的运动
,

由于粘粒含量少
,

进人水体的悬沙数量有限
,

因此泥沙运动方式以推移运动为

主
。

当波浪增大
,

破波带向外扩展到距岸 Ik m 以外的淤泥沉积区内时
,

由于淤泥沉积物

的抗冲强度与沉积时间和容重有关
,

本区所暴露的淤泥层是沉积时间较长的老淤泥
,

表

层测定的天然容重达 1
.

55 左右
,

参照同类型淤泥沉积的试验资料团
,

临界冲刷切速当在

7c m /
s
左右 6 这样

,

相对于 lm 波高时所出现的冲刷切速峰值即可造成冲刷
,

其后的粘土

物质悬扬进人水中就不易沉降下来
,

从而加大水体中的含沙浓度
。

因此
,

近岸带水体中

的悬沙
,

主要来源于波浪对底部淤泥沉积物的冲刷
,

这样在中
、

大浪破波点上下移动的范

围内
,

构成了岸滩冲刷作用最强烈的区段
。

2
,

潮流底切力的分布

潮流对岸滩的冲刷作用力
,

则可以根据潮流运动在底部地形平坦的海区内存在的缓

表 2 潮流底切速峰值 (u*
,
。

)分布

距岸距离
(m )

3 0 0

2 2 5 0

} 水
_

深
}

· * , 。
.

涨 {
“

一 落

卜
一

一一一二竺
一
一一 -

—{—
二型兰一一}一一一上型竺一

一-

}一
一止兰二一一一{—

一
士

一

竺一
.

一

一}—
一

全二一一
一一

卜
一一 ~

一一二全1 一一一}一
.一

一里生
一一

一卜
一一二呈一一} 一 4

·

2 } 5
·

。 ! 5
·

7

变性质
,

即在一个全潮过程中
,

涨
、

落潮出现最大流速前后
,

其垂直分布具有接近于对数分

布的特征
,

采用卡 门公式来推求不同水深处相
万

‘ 丫 工0
一

4 21 , 。二 7
.

0 e m 污

(kg /
J飞、2

‘

s )
应的底切力峰值 (

u * , 。,

, )
。

由 “* ,

0,j 一
u Z , o

一 u i
,
o

5
·

7 5 19 (
2 1

/
: 2

)
(7 )

这里
,

uz,
。 ,

气
。

分别为涨
、

落急时刻离底
z ;

及
z :

高度上的实测流速
。

由上式按 19 夕4 年 8 月 17 日断面同步实测

流速值计算得不同垂线所在位置的底切力峰值

结果
,

见表 2 。

上述切速峰值资料与其所在淤泥沉积物的

冲刷临界切速相比可知
,

在水深小于 一 2
.

Om 的

破波带以外
,

潮流一般不具备对于底部淤泥的

冲刷作用
。

但在破波带内
,

当波浪冲刷物质进

人水体后
,

潮流对悬沙的扩散运移作用是十分

明显的
。

通过上述对波浪
、

潮流底切力横向分布的

分析
,

可知冲刷作用主要位于破波带内的淤泥

、
!

乞
‘、龟.勺

。

于

护

2 3

H
J/ 1。

图 6 不同波高 石破波带内的冲刷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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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区内
。

当切速 (
“* , 。

) > 沉积物的临界切速 (
“* ,。

) 时发生冲刷
,

在不均匀流条件下
,

该区段岸滩横断面出现的单位面积和时间的冲刷强度可近似地表示为

一
, _ ,

「/ u .
八

2 .

1 △t

七
’

一 M I}一 ) 一 川—L \u * ,

c/ 」 T

(8 )

其中
, E

‘

为单位面积
,

单位时间的冲刷量 ; M 为淤泥沉积物的冲刷系数
,

与沉积物冲

刷特性有关
,

本区淤泥沉积物的M值
,

从连云港历史地形对比中
,

由经验确定 : M ~ 0
.

3 58

x 1 0 一吸g /耐
·

s ; △ , 为波周期
:
中 ‘

, 。

> “* ‘ 的历时
。

将波浪底切力过程概化为正弦 曲线
,

则

△ t 一 里 {
。r c 。in

丛、
,

_

一 。r : 。; n

(恤、
, _

\ “ * , o / r ‘ \“ * , o / 尸 名

(9 )

t , , tZ

为半周期 中冲刷起始时刻
,

at
、

与 at
:

互补
。 。 为角频率

。

由上式算得在不同来波条件下
,

破波带内的冲刷强度 E
’

的分布如图 6 。 E
’

值从破波

点 (
x ~ x 。

) 处向岸明显递降
,

同时
,

随着波高的减小而相应降低
。

若按各级来浪的出现频率(表 3 )进行计算
,

则可以算得年内岸滩断面的冲刷强度分

表 3 各级波浪出现频率统计

HHH
l , ooo

冬半年(强风浪季节))) 夏半年(静稳季节))) 全年年
(((m ))) (% ))) (呱))) (% )))

OOO一 0
.

555 4 9
。

5 777 6 4
.

333 5 6
.

4 888

000
。

6一 l
。

000 3 0
。

0 000 27
。

888 2 8
。

9 000

111
.

1一 l
。

555 13
.

5 777 6
.

222 9
.

8 999

lll
。

6一 2
。

000 4
.

3 666 l
。

666 3
。

2 333

妻妻 2
.

111 2
。

0 000 l
。

000 l
。

5 000

布 (图 7 )
,

计算中取表层淤泥的冲刷切速为
“* , ‘

~ 7c m /s
,

冲刷系数M 一 0
.

35 8 X 1 0 一 4
k g /

时
·

s。

计算结果表明
,

冲刷强度分布与岸滩断面形态及岸滩物质分布之间
,

具有良好的

一致性
。

在 O一一 Zm 间为冲刷强度高值区
,

冲刷后的岸坡变陡
,

一 3 m 起向海方向
,

其冲

刷强度减弱
,

岸坡平缓
,

整个断面呈一上凹的抛物线形态
,

反映了在长期缺乏外来泥沙供

应条件下
,

经长期冲刷调整后的 自然岸滩形态特征
。

冬半年
少

: , , 。二 7
.

0 e m 店

创(nl
离

00距
一
勺

近一二立匕三三孚三三三三三三于
三三三三

3 0 0 4 00 70 0 8 0 0 日00 1 00 0

�了-O勺刁�J

�,
。
日\切试字O州x
、

思圳兰巡

图 7 年内岸滩断面冲刷强度分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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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排泥期内岸滩的淤积过程

自 1 9 8 3 年 3 月 8 日开始至 9 月 4 日
,

吹泥站以每 日约 1 万 耐 的速度向海排放泥土
,

从而改变了原来岸滩的冲淤条件
,

当泥浆排放入海不能为沿岸动力冲刷运移时
,

即造成岸

滩的淤积
。

据统计
,

上述吹泥期间总排放泥土 1 80 万 m
3 。

其中开始试吹的 30 万 m
3

泥土为砂质

硬粘土(属基建开挖土方)
,

富含钙质砂疆结核
,

这部分废土以块状排出管道之后
,

水沙迅

速分离
,

大部分在管道 口堆积下来
,

形成人工冲积扇地形
,

一般不进入海水中
。

其余约 1 50

万时 泥土
,

主要取 自海相淤泥层中
。

土质粘重经二次处理后的淤泥
,

经管道内 3
.

8 m /
s 流

速冲运后
,

仍有部分不易分散的泥块夹在泥浆之 中
,

据施工单位多次测定结果
,

泥浆排放

时的平均体积浓度为 1 7
.

8多(相当于含沙量 4 8 0k g /心 ), 出口以后
,

即沿 自然滩坡漫流
,

经

潮间带进人潮下带
,

在一般风浪静稳条件下
,

泥浆依靠自重及本身的粘滞性下潜水底
,

浮

于滩面之上
,

并继续沿着滩坡或顺潮流主要方向流动
,

形成底部浮泥流
,

直接进入水中成

为悬沙的泥土往往只占一小部分
。

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文献中都有过报道
,

如美国亚拉 巴

马州的莫比尔湾 (M ob ile B
,

) 和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河 (Ja m es R
.

) 河 口实测 资料
,

由

管道排出的泥浆浓度为 10 一 4 8 0 9 / L 时
,

仅有 1一3外 在排放过程 中通过水体扩散
,

其中

9夕一99 多在排放区内下潜成为浮泥而沿底部流动
”。

在本区
,

泥浆排放在近岸破波带内的下潜过程中
,

可经常受到破波水流的扰动
,

因此

进入水体中的泥量当然要比排放在深水区大得多
。

现场观测表 明
, 4一 8 月排泥期间

,

正

处 在夏半年的风浪静稳 季节
,

波高 (H l/l 。

) < lm 的 出现率为 95
.

36 外
。

平均波高为 lm

时
,

破波带的平均宽度仅 0
.

2k m
,

因此直接由破波水流造成的冲刷较弱
,

冲刷范围也十分

狭窄
,

这样泥浆下潜后在波浪作用下
,

进人水体的悬沙量有限
,

在一般情况即波高 < 0
.

5 m

时
,

水体含沙量在 0
.

1一 0
.

15 k g / m
‘

以下
,

垂线分布上下均一
,

底部泥面附近的含沙量无明

显增加
。

当波高增大为 0
.

5一 1
.

o m 时
,

垂线平均含沙量超过 0
.

15k g /时
,

垂线分布上
,

泥

大西山
19 8 3

.

匀
‘

4

H L 奋。 = O
,

3 n 、

。
‘’

·

‘’

{ }
’

策

沾沾

价价禽琴书送

()
.

9

k g / n 1 3

图 8 吹泥 口附近含沙浓度垂线分布

1 ) 见上海肮道科技 1 9 8 2 (2 )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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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0 0 0 1 98 3

.

吕
.

2 6 1 5 : 2月一 1 5 巧 距离

,。

_
一

望
二些竺‘

一
一

一
一

一一云
0

,

2 62 4

站 号

图 9 吹泥出口断面含沙浓度横向分布 (单位 : k g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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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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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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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吹泥出 口含沙浓度平面分布

面附近含沙量有增高趋势(图 8 )
。

含沙量的断面分布
,

以排泥口为泥源中心
,

随着水深增

加及波浪掀沙强度的减弱而向外递减(图 9 )
,

在平面分布上
,

沿着潮流主要扩散方向
,

含

沙量逐渐降低 (图 1 0 )
。

随着排泥量的增加
,

底部浮泥层不断增厚
,

并在自重作用下逐步密实而呈流塑状态
,

关于淤泥在密实过程中浓度的变化
,

Mign iot 曾由试验得到
〔8]

T
,

一 a lo gt 十 夕

了
,

(月) 一 T
,

(
:
) + n lo g H

式中
: T

,

为浓度 ; 多 为密实历时 (的 ; 乙(H ) 为深度H 处的浓度 ; 乙(口 为表层浓度 ; ,

为参数
,

与沉积物性质有关
。

据实地观测资料
,

当本区泥浆浓度为 20 多时
,

约经过 40 天的

密实过程
,

浮泥浓度将增加一倍
。

当容重达 1
.

3 以上时
,

则成为流塑状淤泥
,

在一般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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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不再产生流动
,

从而停滞下来
,

造成滩面抬高
。

据当年 8 月份测量结果表明
,

在排

放 1 20 万 !ns 泥量人海后
,

排放区波积量为 85 万 耐
,

为排放泥量的 69 多
,

即在排放期内

约 31 务的泥量被冲刷进人水体
。

因此
,

随潮流扩散流失
,

使附近水体含沙浓度比吹泥前

的同期增加了 7多
,

而 69 务的沉积淤土则在以吹泥口为中心的扇形区域内停滞下来
,

外缘

达距岸 1
.

Ikm 的一 3 m 等深线处
,

东界距吹泥口 L 3k m ; 西界达距吹泥口 1
.

sk m 的小孤山

(图 1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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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与与与与与与与小小小孤山伪~~~

琴琴
11111

。。。

贷贷贷 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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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 口

一一
一

尺去///

丫丫丫丫
,,,,,,,

箭箭乙一
、、

簇簇丫丫
\一~ 一/////

图 11 淤积厚度等值线平面分布 (单位 :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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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吹泥出口断面计算与实测冲刷强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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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排泥期间为波浪的静稳季节
,

波高> lm 的出现率仅 4
.

64 多
,

冲刷强度极为微弱
。

按 (5) 式推算
,

在波高 > 1
.

5 m 时
,

相当于其出现率所得到的冲刷强度值分布处于低水平上

(图 1 2 )
,

(计算中按新淤浮泥容重 1
.

25
,

取
“ * , 。

一 4c m /
:
)
。

此外
,

由于绝大部分时间的波

浪甚弱
,

破波带宽度常限于一 lm 以内的岸边
,

这样一 1一一 Zm 之间就常处在破波作用之

外
,

结果当大量泥浆排入以后
,

泥沙供应量大大超过当时的冲刷强度
,

造成断面明显的淤

积
,

其中这期间内经常处于破波带外的一 1一一 Zm
,

则又成为淤积最强烈的地段
,

而 一 lm

以内的岸边
,

虽然靠近泥源出口
,

但因岸边受破波作用较为频繁
,

泥沙相反不易停滞
。

而

一 3 m 以外
,

即在浮泥流动范围以外
,

潮流的扩散能力较强
,

泥沙淤积就更少
,

这样经过整

个排泥期间的淤积后
,

原来岸滩断面 0一一 Zm 处的转折点撇平
,

滩坡遂由原来 1 / 60 展平

为 1 / 2 5 0
,

一3 m 以外仍为 l / 125 0 ,

整个岸滩断面呈一平缓微凹曲线 (图 12 )
,

物质分布趋

向单一
。

四
、

排泥期后岸滩的冲刷与恢复平衡过程

19 8 3 年 9 月 5 日
,

当年吹泥结束
,

人海泥浆枯竭
,

随着本区风浪季节的到来
,

岸滩由

原来的淤积过程转化为冲刷过程
,

据 9一10 月的波浪频率统计(表 4 )
, 9一 10 月份波高 < l

m 的出现率较 4一8 月为低
,

> lm 以上的波高出现率明显较 4一8 月为高
,

这样
,

无论在破

波带的冲刷宽度或冲刷强度上均要比 4 ~ 8 月的风浪静稳期为高
,

由于冲刷作用加强
,

使

表 4 1 9 8 3 年排泥期间(4一8 月)与吹泥结束后(, 一10 月)各级波高出现频率比较

频率(% ) \ \
一 、

波敲m)

统计期限 一

一
一丈之、

斗一 S 月

9一 1 0 月

⋯二⋯ ⋯- 宜竺一{书华
一

卜
一

二二兰
~

‘}一兰立一
_

少址
_

} 竺二 } 望
) _

}
‘

’

,

底部沉积的新淤泥大量悬扬进人水体
,

造成 10 月份的月均含沙量为 0
.

3 2 7 k g /时
,

高出 7

月份 月均值 0
.

1 6k g / tns 的一倍
。

这部分被冲刷的物质成为悬沙后
,

即被沿岸潮流运移
,

到

11 月 斗 日重复地形测量时为止
,

排泥期间沉积的新撇泥层已基本冲失
,

冲刷量为 1 00 万

耐
,

占排泥期总淤积量的 98 多
,
日均 1

.

6 万 时
,

约合 2. 4 万吨
。

从冲刷等厚度线看(图 1 3 )
,

强烈冲刷区在近岸破波作用最频繁的一 Zm 位置附近
。

断面实际冲刷厚度
。

与按(5 )式算

得的 H 。
。

> 1
.

5 m
, “* , 。

一 4c m /
s 时 E

’

值的横向分布过程基本一致 (图 14 )
。

在水深一 l

一一Zm 间波高 1一 Zm 时破波作用强烈
,

冲刷强度最高
,

向岸向海逐渐递降
,

经冲刷后的

岸滩剖面
,

基本上恢复到吹泥前的形态
,

其中 o一一 Zm 间滩坡重新变陡达 l八00 ; 一 3 m 以

外
,

处在破波冲刷带以外
,

岸滩剖面无显著变化
,

仍保持了 l八25 0 的岸坡
。

随着岸摊剖面经冲刷而逐渐恢复
,

吹泥前岸滩露出的砂
一

粉砂
一

淤泥沉积又重新暴露
,

物质的抗冲刷能力得到加大
,

抑制了对岸滩的冲刷强度
,

实际冲刷强度反而降低 ; 进入 n

月份以后
,

在同一地点
,

月均含沙量比 10 月份减少了 1 50 多
,

这表明冲刷强度的减弱
,

岸

摊重新趋于恢复平衡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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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排泥期前后岸滩变化观测资料的分析
,

使我们对淤泥质岸滩在短期内的冲淤

过程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
,

其结果表明
:

1
.

近岸波浪尤其是破波带内的波浪作用是造成岸滩物质冲刷的主要动力
,

潮流则主

要对沿岸悬沙起输移扩散作用
。

排泥期间岸摊的冲淤过程
,

主要在一 3 m 以内的破波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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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其中淤积过程处在风浪的静稳季节
,

约有 69 多 的泥土沉积下来
,

造成了岸滩淤高 ;排

泥停止后
,

进人风浪作用的频繁季节
,

造成破波带内岸滩的迅速冲刷
。

在一 3 m 以深的岸

滩
,

处在破波带外
,

一般不易受到波浪作用的明显影响
,

加之潮流的扩散能力相对较强
,

使

泥沙难以停滞
,

因此岸滩的冲淤过程即使在吹泥影响下
,

亦十分缓慢
,

是整个岸滩断面变

化 中的缓变区段
。

2
.

岸滩剖面冲淤过程主要取决于岸滩泥沙供应量与冲刷强度横向分布之间的平衡关

系
,

而冲刷强度的大小又决定于波浪
、

潮流底切速 (u*
,
。

) 的高低以及岸滩沉积物的抗冲

、。强度
,

即临界冲刷切速 (
“ *

,
‘

)
。

单位时间
、

单位面积冲刷强“为 “
,

一“

!((豁
’

一 ‘

)
‘

令}
。

集中排泥期间
,

沉积量超过冲刷量 “
‘

时
,

岸滩发生淤积
,

排泥停止后
,

由于泥源

供应枯竭而冲刷强度 E
’

依然存在
,

岸滩就发生冲刷
。

当底部沉积物抗冲能力较高的沉积

物暴露以后
,

冲刷强度减小到逐渐与之相适应时
,

岸滩将进人冲淤的缓变阶段
,

断面就趋

向相对平衡
。

在整个 岸滩断面由岸向海方向上
,

随着冲刷强度沿程分布的不均匀性和时

间上的季节变化
,

造成了岸滩在淤积和冲刷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岸滩断面形态
,

在外来泥沙

稳定或低沙环境下
,

经过一定时间的冲淤调整
,

岸滩断面最终将达到相对平衡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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