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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

蔡 爱 智

本书是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岸动力地貌

研究窒主任 B
.

n
.

3e HK oB 明 教授的新著
。

全书

分 1 4章
, 夕1 节

, 7 x o 真
,

附图 2 9 5 幅
,

为现代海岸

带研究的最新理瑜互著 ;就目前看来
,

关于海岸科

学理输研究方面
,

简没有一本专著能与之相比拟
。

本书有薛多优点
,

轼择其主耍者歌歌个人浅陋的

意 冕
。

1
.

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查料
,

其中主要是他 自

己三十多年来与其合作者 对海岸 带研究的成果
,

并吸取了部分国外 这方面 的重要成果和典型查

料
,

较全面而群尽地输述了海岸带演化的基本趁

程 ; 同时还分别封输了在各种不同的自然因素作

用下海岸发育的特殊性
。

例如 “垂直运动下海岸

的发育” 、 “河流对海 岸发育的 影响
” 、 “海岸带风

的作用过程
”

等三章
,

成功地射渝了三个方面不同

因紊对海岸发育的影响
,

图例虽不多
,

但榆点集

中
、

明袖而透彻
。

例如
, “在垂值运动下海岸的发

育
”

这一章
,

作者仅 用了三幅附图 (图 2 3 6
、

2 3 7
、

2 3 8 ) 郎突出地表达出了本章的中心内容
。

柑
‘

潮汐和暴风增水条件下海岸的发育”一章

中
,

作者引用的材料较少
,

谕述的系梳性和深度就

显得差一些
。

但是这部分成果是作者近几年来新

的工作之一
,
因而

,

比他早期的著作
代
及”Ha M H Ka ”

M o p中。几o r 。。 M o pe K H x 6 e p e ro B , q a e T b x》 (1 9 4 6 )

来看
,

却克服了这方面的缺点
,

补上了重要的新的

一章
。

对我们研究中国强潮海岸演化的特殊性
,

颇有参考价值
。

本书最大的优点还在于作者对自己的海岸发

育理渝的精湛部分
—

“海岸冲积物及其横向移

动
” 、“在自然条件下的水下岸坡

” 、 “冲积物的纵向

运移
” 、 “海岸堆积形态

, ,

一
作了 相当 出色的渝

述
。

如在 “海岸冲积物及其横向移动
”

一章里
、

作

者从冲积物的机械成分和物质祖成瑜及它们的动

态
,

井从水动力的观点出发
,

封渝了颗粒泥沙运动

趁程 ;进而阐明了海岸平衡剖面上中立拢的概念
、

波浪参数和泥沙粒径 与海岸坡度 的关系等简题
。

由于图例表达蛟好
、

份量安排恰宜
,

所以
,

在简擅

本章之后
,

颇感获签至亘
。 ‘

准 自然条件下的水下

岸坡” 一章的主题是对渝各种水下岸坡的性盾及

其变形原因
,

同时
,

作者对水下岸坡上的中
一

微地

貌作了新的介韶
。

对于沙垠和泻湖的成因阴题的

阴述比他在 1 9 5 8 年发表的专渝又前进了一步
。

渝述得最群袖的是 “冲积物的纵向移动” 一

章
。

作者首先从动力学角度尉渝了海岸泥沙触向

运动的墓本原理
,

特别是在波浪及其伴随的流的

作用下海岸泥沙纵向运动的一般过程 , 并进一步

地从物质成分的分布规律和地貌形态特征及海岸

冲汗的性盾等方面加以视实
。

接着指出
,

在不同

条件下纵向泥沙廷动的强度等简题
。

这一章的最

后部分介招了研究泥沙触向运动的几种方法
,

尤

以岩石学的方法和形态分析法歌得更为透彻
、

清

楚
。

“海岸堆积形态”在本书中仅以一章的篇幅来

输述似乎少了些
,
因侮岸带堆积形态不仅范围广

、

成因各异
,

而且种类絮多
。

但作者对于这些内容

繁复的一章作了适当的压精
。

首先
,

扼耍地介招

了各种典型的堆积形态
,

然后从理渝上分析了它

俩的形成过程
。

如对 “亚速
”

型沙嘴的成因简题
、

各种速岛沙洲发育过程等都作了群袖的探封
。

最

后
,

作者在海岸形态分类方面提出了 自己的新观

点
。

2
.

在理渝观点方面
,

禾书自始至胳贯穿了 作

者与其合作者共同发展起来的新的海岸发育观点
一

一
“动力与形态学的理渝

” ,

其主耍渝点是 :

(l) 海岸带的陆地
、

潮简带
、

水下岸坡这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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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应作为海岸带的梳一的
、

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

待
,

井且强稠了水下岸坡的变化必然直接引起海

岸陆地的变化
、

而海岸陆地的地貌形态又是水下

岸坡变形的不完全桔果
。

这一输点
,
巳成为近 20

年来研究苏联海岸发育理渝迅速发展的基础
。

苏

联海岸研究者们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

很快地确

立了豁多新的并修改了一些过去公款的海岸动态

和发育的基本规律
。

作者还指出 : “任何只研究海岸的陆地部分而

不重砚水下岸坡及浅海相澳的地带的研究都将是

片面的
、

孤立的
,

不可能敲歉到海岸过程的内在本

盾
,
也不可能作出海岸演化的正确桔湍 ,’o

(2 ) 由于海岸带是水圈
、

岩石圈
、

大气圈和生

物圈共同作用的地带
,
所以

,

作用于海岸带的因素

很多
,

其变化过程也特别复杂
,

必须充分款歉到海

岸的特点
,

正确地估舒海岸演化的多变性
。

作者

指出
,
不少人把海岸带的研究单钝地着作是地貌

学或地盾学的尚题
,

这是十分错殷的
。

其实
,

海岸

动力地貌学是一阴界于薛多学科 (海洋学
、

地貌

学
、

自然地理学
、

地盾学
、

生物学等)之简的边椽新

李全弄先 产乍者尉为
夕

淤力靓是名壑学变形的宝要理 ,

怨而
海岸带的地盾只是海岸发育的基础 ; 基于上述精

果的海岸地貌形态是海岸演化的集中反映
。

因此
,

研究海岸带必须同时从以下甜方面入手 : ¹ 近岸

波浪
、

潮汐
、

水流等的变形及其对泥沙和岩石的作

用等水动力方面 ; º海岸带岩石和松散冲积物的

性盾与分布特点等地盾岩石学方面 ; À 各种形态

类型
,

它们的分布
、

动态与成因
、

演化规律等地貌

学方面
。

任何偏废或否定某一方面去研究海岸带

都是不合适的
,

甚至往往带来错改
。

这一渝点也是

研究苏联海岸发育理渝进展的另一重要立足点
。

3
.

虽然本书主要取材于苏联本国海岸稠查和

研究的成果
,

但也适当地吸取了不少外国学者们

的成果和查料
。

由于篇幅庞大
,

故相对地就显得

少了
,

这里蔑略举数例 :

在豺骗水下岸坡季节性变化方面
,

作者主要
弓!用了 s h ePa rd 的关于美国太平洋沿岸砂盾海底

剖面季节性变化的精果和附图
,

以及对于海岸裂

流与泥沙运动的描述
。

关于泥沙运动方面
,
引用

了静多是 19 , 9 年 Ki ng 的新成果
。

作者还批判地接受了 Joh n son 在本世耙初filj

立的海岸演化的理渝
。

一方面吸取 Joh n so n 理渝

中的精华部分
,

井以作者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加以

发展 ; 另一方面则避免了 Joh ns on 理揣中的碧殷
。

应当指出
,
作者在 19 5 8一 19 5 9 年来我国期简

搜集了不少中国海岸的实际查料
。

除了在 “潮汐

和风暴增水条件下海岸的发育
”

一章里中国海岸

的材料较多之外
,

在最后一章里也占了一定的比

重
。

书中所列的潮汐海岸
、

热带现瑚礁和杠树林海

岸方面
,

主要是以引用在我国期背所搜集到的为

数不多的初步材料
,

在渝述方面还是不够深透的
。

本书卷快浩繁
、

内容丰富新颖
,

涉及面甚广
,

未免有顾此失彼的不足之处
。

也因为海岸带发育

的研究是一阴新学科
,

各方面和各海岸所研究的

程度也参差不齐
。

这些简题也反映到本书中来
,

如在考虑海岸带水动力作用方面
,

尽管达到了一

定的水平
,

对款理渝的发展起了互大的作用
。

但

由于太偏重于波浪的作用
,
而忽视了流

、

特别是强

劲的潮流和裂流对水下岸坡的改造作用
。

另一方

面
,

流对泥沙运动的作用估舒不足
、

缺乏实际查

料
,
与其它部分此较

,

相形之下
,

实为一弊
。

作者所输述的海岸主耍是波浪作用不太强的

内海
,

如黑海
、

里海
、

亚速海等的研究成果
,

无疑是

相当精湛的
。

可是
,

对于面临大洋
,

受风暴大浪及

其乒邦渡的强2亦浸前作用的
,

古世界海岸大瓮鲜劲勺

大洋海岸的动态和演化规律几乎没有涉及
,
这也

是本书的一个缺点
。

对各种类型海岸分别渝述比较粗糙
,

甚至很

少或完全没有
。

从本书如此庞大的篇幅看来
,

这

似乎是不太相称的
。

当然
,

汗泥盾海岸无渝在苏

联或者在其它国家
,

不但少兑
、

而且研究得很不

够
,

本书当然无法渝及
。

不过
,

迄今研究比较多

的
,

井已建立了不同学靛的珊瑚礁海岸
,
也只以商

短的章节
、

轻淡地描述
,

这也使本书逊色不少
。

此外
,

书中还有些部分渝述得不够清楚
。

例

如第一章里引用 B
.

B
.

Jl oH r
朋oB 关于近岸带波

浪力的分布
、

变化过程及泥沙运动方面
,

介招得不

够袖致明了
,

有些令人难以镇会
。

个别附图比蛟

潦草
,

如图 28 8 为一幅税明潮汐泥滩上浑浊度变

化过程的示意图
,
由于糟制此图时搜集的查料太

少
,

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敲泥滩潭浊度变化过程的

实际情况
。

总之
,

本书理瑜性强
、

内容丰富
、

集现代世界

海岸研究理瑜之大成
,

可作为海岸研究与教学人

昌的工具书之一
。

对于海洋沉积
、

海岸水工等有

关方面的专业人具来税
,

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用

书
。

笔者敲为
,

这本亘著很值得释成 中文
,

这对我

俩今后的工作将是有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