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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滨海是海陆交接的沿海城市地带, 具有人口居住密度大、基础设施庞大、国民财富集中、生态环境脆弱等

特征, 易受海洋自然灾害影响。中国拥有 18 000 km的大陆海岸线, 约有 70%以上的大型城市、一半以上的人

口、近 60%的国民经济都集中在滨海地区。同时, 中国也是世界上遭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

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滨海地区面临的自然和人类活动诱发的各种灾害风险日益突出, 开展中国滨海灾

害及防灾减灾措施研究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专刊涉及滨海地区的主要灾害要素、致灾机理及响应过程研究。波浪是导致滨海灾害的主要致灾因子, 也

是海洋工程关注的热点。滕斌等(2022)推导了无限水深下海洋波浪与二维水面物体作用简单而实用的格林函数

方法, 马玉祥等(2022)综述了非静压模型在波浪传播演化和波浪与结构物相互作用方面的应用, 尤再进(2022)

建立了极值波高的统一化推算方法, 李佳谦等(2022)分析了黄渤海海域的波高和周期联合分布情况, 杨斌等

(2022)对一年期实测波浪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 杜文彦等(2022)分析了气候因子对中国海域极端波浪的影响, 

这些成果为波浪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中国濒临西太平洋, 台风对海洋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王秀君等(2022)揭示

了台风对黄渤海颗粒有机碳的作用机制, 陈杏文等(2022)研究了台风对珠江口海域水动力学和热力学响应, 杨

万康等(2022)分析了铁山湾内天文潮对风暴潮水位的影响。渤黄海的海冰制约着海洋工程发展, 张娜等(2022)

提出了一种合理推算冰水共存海域波浪条件及波能流密度的方法, 并利用数值耦合模型评估了渤海海域冰水

共存期的波能流密度。 

海岸侵蚀和沙滩养护问题也是专刊关注的领域。自从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实施以来, 

沙滩养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郑金海等(2022)梳理了海滩养护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为沙滩养护相关研究

提供了发展方向, 曹永港等(2022)分析了海口湾东部海域淤积趋势的发生机制, 韩雪健等(2022)分析了人工岬

角和海滩养护下泥沙输运与海床演变, 伊锋等(2022)研究了潜堤对沙滩剖面演化的影响, 王俊等(2022)采用图

像处理技术分析研究了风暴浪作用下沙质岸滩稳定机制, 这些成果均为沙滩整治修复和侵蚀防护提供了依据。

黄河三角洲作为淤泥质海岸的典型代表, 泥沙输运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难点, 郭瑾等(2022)分析研究了废黄河口

海域的泥沙输运机制。海岸潮沟对潮滩地貌动力过程具有重要影响, 边壁侵蚀问题是研究的难点, 龚政等(2022)

梳理了当前研究现状, 为其发展指明方向。 

专刊还包括海岸工程结构形式和性能方面的研究。在绿色港口设计和建设的新理念和新形势之下, 季则舟

(2022)基于 30多年海岸工程研究和设计成果, 提出了韧性和绿色海岸工程理念; 王心玉等(2022)采用理论分析

和物理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双消浪室局部开孔沉箱防波堤反射特性的研究。生态海岸防护工程作为

新生事物, 易雨君等(2022)指出了中国在生态海岸防护工程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海岸带工程

地质环境的稳定性对于海洋工程的建设安全和沿海经济繁荣十分重要, 杜星等(2022)利用无监督机器学习的

谱聚类算法, 构建了胶州湾海底工程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模型。 

最后, 专刊还涉及了海洋微塑料研究。海洋塑料作为新型海洋污染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 

严重制约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宁德志等(2022)采用数值模型, 研究了塑料垃圾的迁移规律, 提出了经验公式对

沉积塑料垃圾的通量进行预测。微塑料颗粒垂向沉降与海洋雪等水体悬浮物质之间关系的研究停留在定性分

析阶段, 张金凤等(2022)利用物理实验, 定量分析了微塑料-海洋雪聚集体的沉降过程。 

我国滨海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在极端气候频发及人为活动影响增强的背景下, 滨海防灾减灾问题日渐凸

显, 希望本专刊能够推动滨海地区相关议题的研究进程, 为海洋工程科研人员提供最新的研究动态及方向, 为

促进滨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美丽滨海提供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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