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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amous coastal city, Rizhao has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at makes it have very rich 
marine resource and coastal tourism resources. Rizhao Coastal Zone i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article. A fiel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on the coastal zone of Rizhao City and sample collection 
was performed in typical areas.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geo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zhao Coastal Zone are studied. The sediment grain size, hydrodynamic process and geomorpho-
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Rizhao coastal zone are analyzed by the experiment of the sampl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the survey 
beaches in the coastal zone of Rizhao is between 0.7 φ and 2.5 φ. In general, the sorting of the 
beach is medium or relatively poor, the grain size frequency curve is sharp, the kurtosi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a narrow state, and the skew state is mainly a negative bias state. The types of 
beaches in the coastal area of Rizhao City are mainly sand bar-lagoon type and straight type. The 
important area of Wanpingkou bathing beach is sand bar-lagoon typ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urrent Rizhao coastal zone and 
provide credible data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ers to analyze the zone of Riz-
hao City and instruct th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the zone of Rizha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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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照市作为一个著名的沿海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滨海旅游资源。

本文以日照市海岸带区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日照市海岸带的动力过程及其地貌特征之间的关系，对日

照市海岸带地区进行了野外调查，并对典型地区进行了样品采集。通过对样品进行实验，获得实验数据，

并且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了日照市海岸带的沉积物粒度、水动力过程及其地貌特征，得到日照市海

岸带地区多数调查海滩的平均粒径在0.7~2.5 φ之间，总体上海滩的分选性为中等或者相对较差，其粒度

频率曲线尖锐，峰态以窄态分布为主，偏态主要是负偏状态。同时日照市海岸带的海滩类型主要为沙坝
–泻湖型和夷直型两种，而研究的重点区域万平口海水浴场为沙坝–泻湖型。此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客

观地了解目前日照海岸带的地貌特征，为研究者对日照市海岸带的探讨分析以及政府开发利用提供了可

信的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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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海岸带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影响因素，往往冲淤变化频繁，岸线进退表现明显。对海岸

带演变特征与规律的正确认识，关系到海岸带经济的合理开发、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关系到人类生存环

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许多海岸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1]。日照作为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海

滩资源非常丰富，是日照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日照市海岸位于黄海中部，北起白马河口，南到锈针河

口，岬湾相连，属比较平直的基若沙烁质海岸。海岸线长 99.6 (含岛岸线)公里，沿海有岬角、海湾、岛、

礁石、海滩、海湖等地质地貌景观[2]。日照沿海地区重工业发展历史不长，海洋动力活跃，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较好。但近年来随着海岸带地区的开发建设和临港工业的迅速发展，海岸带地区生态环境压力日

趋加重[3] [4]。 
我国海岸侵蚀的范围自年代末期以来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己有近 70%的砂质海滩和大部分处于

开阔水域的淤泥质潮滩处于侵蚀后退状态，侵蚀岸线长度己占全国大陆岸线总长度的三分之一以上[5] [6]，
海岸侵蚀造成海滨浴场退化、海滩生态环境恶化、海岸防护压力增大等问题，海岸侵蚀己成为一种严重

的环境地质灾害[7]。 
本研究结合各学科知识及其研究方法，对日照市海岸带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并对所得样品进行实验，

获得实验数据，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海岸带动力过程的变化及其海岸地貌基本特征，得到其动力

过程演化与海岸地貌特征的关系，提出海岸带合理利用保护和管理的技术方法及建议，为日照市海洋事

业的发展和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日照市位于山东半岛的南部地区，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但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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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洋，受海洋影响显著，夏半年(4~8 月)盛行南到东南风，冬半年(9~5 月)盛行北到东北风。其降水量

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显著。其地势特征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山脉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地形以丘陵

为主，所占比重比较高，研究区内地貌特征分区明显，各地区地貌特征不同。 
本区域的潮流为正规半日潮，平均低潮期水位达−1.46 m，平均高潮期水位可达 1.54 m，平均潮差为

3.0 m (以黄海为基准面)，其潮流的主方向是东北-西南向[8]，其波浪波向大多集中在东-东北-东东北范围，

本区强浪为东北向。根据交通部水利规划设计院记录数据，研究区大于 0.5 m 的风暴潮增水平均为 12.9
次/年(1970~1980)，大于 0.5 m 的暴减水平均为 20.3 次/年，最大增水 1.9 m，最大减水 1.19 m [9]。同时

全市河流纵横，河流较多，分别归属沭河水系、潍河水系和东南沿海水系，除潍河流入渤海海域以外，

其余都流入黄海海域。日照市海岸带地表水体发育，河流为内陆河入海段，流向多为北西、南东向[8]。 

3. 研究方法 

根据日照市的海岸带动力过程和地貌特征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情况，在阅读大量文献和野外调

查的基础上将本研究区划分为七处，在所划定的七个研究区的海滩分别布设典型剖面，对每个研究区进

行高精度重复水准测量，采用基站设在未知点上的动态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并在坡度变化大处加密测量

点，所得测量结果如图 1，表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area beach profile 
图 1. 研究区海滩剖面图(横坐标为离岸距离/m，纵坐标为相对高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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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work statistics 
表 1. 主要工作统计 

地理位置 采样数 样品总数 主要任务 

日照市山区虎山镇海滩 20 30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富蓉村海滩 6 15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日照市东港区东小庄村 6 15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大陈家村海滩 15 25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肖家村海滩 20 30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海滩 20 30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日照市万平口海水浴场 30 50 海滩剖面观测，表层取样 

4. 结果与分析 

4.1. 海滩粒度分析 

粒度参数作为沉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广泛应用于海洋、湖泊、河流等沉积环境的研究中，用

于判断沉积物的来源、水动力条件和运移趋势等[10]。在不同海滩处的典型地区采集表层沉积物样品，采

用筛析法进行粒径测量，粒级标准采用尤登-温德华氏等比制 Φ 值粒级标准，筛析粒级间隔为 0.5 Φ，沉

积物粗端筛分至初始粒级质量百分数小于 1%；采用福克法和沃德公式计算沉积物粒度参数，粒级标准采

用尤登温德华氏等比制(Udden Wentworth grade scale) Φ 值粒级标准，沉积物粒度分类与命名采用谢帕德

(Shepard)的沉积物粒度三角图分类法。 
粒度参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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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平均粒径、分选系数、偏态和峰态这四个粒度参数对日照市近海岸带的沉积地貌及其

沉积环境进行分析研究，以下是粒级参数的分类等级和日照市海岸带各研究区的具体参数统计，如表 2
和图 2、图 3 所示。 
 
Table 2. Beach sediment particle size parameter table 
表 2. 各海滩沉积物粒度参数表 

 平均粒径/φ 分选系数 偏态 峰态 

日照市万平口海水浴场(1) 0.75 粗砂 0.88 中等 −0.09 负偏 1.22 窄 

日照市山区虎山镇海滩(2) 1.19 中砂 0.65 中等 −0.11 负偏 1.00 窄 

日照市秦楼街道富蓉村海滩(3) 1.49 中砂 0.89 中等 −0.21 负偏 1.28 窄 

日照市东小庄村(4) 1.50 中砂 0.85 中等 −0.11 负偏 1.21 窄 

日照市秦楼街道大陈家村海滩(5) 1.32 中砂 0.60 中等 −0.11 负偏 1.01 窄 

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肖家村海滩(6) 2.23 细砂 0.36 较好 −0.19 负偏 1.05 窄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海滩(7) 1.69 中砂 1.01 较差 −0.01 近对称 1.00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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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each sediment particle size ratio in the study area 
图 2. 研究区海滩沉积物粒度占比图 

 

 

 
(其中从 1~7 分别是：日照市万平口海水浴场、日照市山区虎山镇海滩、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富蓉村海滩、日照市东小庄村位于

日照市东港区、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大陈家村海滩、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肖家村海滩、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海滩。) 

Figure 3. Comparison of sediment particle size parameters of each beach 
图 3. 各海滩沉积物粒度参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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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测量参数并结合前人研究资料，可以看出日照市海滩的平均粒径在 0.75 φ~2.23 φ之间，虽

然平均粒径的范围较广，但其平均粒径主要集中在 1.5 φ附近范围。由此可知，日照市海岸带的平均粒径

以中砂为主，砂质相对比较好，有利于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其中东港区万平口海水浴场的平均粒径最小

为 0.75 φ，呈现粗砂的形态，说明此处的沉积动力过程比较强，河流入海的水动力过程相对其他海滩比

较强烈。分选系数大致在 0.36~1.01 之间，变化范围比较大，但是大部分区域集中在 0.6~0.8 之间，说明

日照市海滩沉积物的分选性大致呈现中等的状态，偏度变化范围在−0.21~−0.01 之间，大部分区域偏度在

−0.1 附近，基本都呈现负偏的形态，但是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海滩的偏态为−0.01，相对其他海滩的偏态

值比较高，呈现近对称的形态。同时日照市海岸带各海滩峰态值范围在 1.00~1.22 之间，相对较集中，在

做出的峰态变化曲线中可以看出峰态以窄态分布为主。 
由此可见，日照市海岸带及其附近区域中，其砾石含量比较高的地区主要出现在日照市万平口海水

浴场附近，平均粒径相对较小，河流入海汇流、沿岸流和波浪作用等水动力过程比较强烈，沉积动力过

程比较强，受到的阻挡相对较小。而砂的含量比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肖家村海滩，

砂含量比较高，砾石含量相对而言较小，主要是由于其潮流流速不足，难以起动粒径较粗的沉积物，但

是却将较细粒径的颗粒物带走，造成了颗粒物的粒径大小不同，使其分选性比较差。日照市海岸带的粒

度分布与日照市海岸带的水动力过程具有密切关系，日照市海岸带的主要波向走向及其潮汐方向以东北-
西南向为主，与日照市海岸带的沉积物粒度大小的分布在日照市万平口海水浴场附近以粗砂为主，而在

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肖家村海滩砂质相对较细的特征相对应，说明日照市海岸带的动力地貌也是呈现东

北-西南向变化的。 

4.2. 研究区海滩地貌分析 

波浪、潮汐、径流和风等外动力是塑造海岸地貌的重要因素，其中波浪向岸传播引起的质量输送流、

破碎波产生的沿岸流及海岸水体堆积引起的离岸流等近岸流系，是砂质岸滩形成和发育最活跃的动力因

素，而近岸波场中波能的分布又与潮差大小有关[11]。 
为了将日照海岸带的地貌类型与沿岸波浪、潮汐的发生学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引入浪潮作用指致

( )2.5K H R= × ，其中 H 为平均波高，R 为平均潮差。K > 1 时，海岸地貌演变的动力以波浪作用为主,
海岸极少发育潮汐叉道和落潮三角洲，但连岛坝发育较好；K < 1 时，海岸地貌演变的水动力以潮汐作用

为主，落潮三角洲、潮汐叉道较发育，K 值接近于 l 时，发育泻湖等过渡海岸地貌类型，本研究所得海岸

带浪潮特征值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izhao City coastal zone wave characteristics 
表 3. 日照市海岸带浪潮特征值 

 日照市山区 
虎山镇海滩 

日照市秦楼街 
道富蓉村海滩 日照市东小庄村 日照市秦楼街道

大陈家村海滩 
日照市两城镇 
肖家村海滩 

日照市涛雒镇 
海滩 

日照市万平口 
海水浴场 

平均波高/m 0.27 0.6 0.6 0.6 0.6 0.27 0.6 

平均潮差/m 3.0 3.0 3.0 3.0 3.0 3.0 3.0 

K 0.225 0.5 0.5 0.5 0.5 0.225 0.5 

 
由此可见，本研究区海岸 K 均 < 1，同时本研究区的平均潮差为 3.0 m，潮汐作用比较强，波浪作用

相对微弱，水动力过程以潮汐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浪潮作用指数 K 均 < 1，尤其是在日照市山区虎山镇

海滩和日照市涛雒镇海滩，K 值相对更小，说明在这两个海滩处的潮汐作用更加显著，这也与这两个海

滩的滩面平缓，有沙坝发育其中，以中细砂为主的海岸地貌相对应。由于本研究区的潮汐作用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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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本研究区内形成了很多泻湖，并且有多条潮汐通道与外海相连，但是泥沙的供应并不是规律的，

而且其在河口、泻湖的沉积相对比较快，导致潮汐通道并不稳定。 
海滩状态可反映其形成的水动力过程和海滩地貌的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Guza 和 Inman 及 Guza

和 Bowen 于 70 年代进行过研究，采用碎波定标参数来判别水动力过程，进而区别不同水动力过程下形

成的不同类型的海滩，其参数公式为： 
2

2tan
ba

g
ω

ε
β

= ， 2π Tω =  

式中 ba 为碎波振幅；ω 为入射波弧度频率(2π/T，T 为周期)；β 为海滩坡度。其中： 2b ba H= ， bH 为浅

水区破波波高，根据 Komar 和 Gauhan [12]的半经验公式进行计算， 0H 为深水波高； 

0

0

0

0.563
b

HH
H
L

=
 
 
 

， 

0L 为平均波长，深水波长按照海港水文规范提供的公式计算：
2

0 1.17L T≅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各

海滩数据值如表 4 所示。 
 
Table 4. Beach data sheet 
表 4. 各海滩数据表 

海滩 平均波高/m 平均周期/s tanβ  ε  

日照市山区虎山镇海滩 0.27 2.5 0.033 86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富蓉村海滩 0.6 3.8 0.029 109 

日照市东小庄村 0.6 3.8 0.036 71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大陈家村海滩 0.6 3.8 0.032 91 

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肖家村海滩 0.6 3.8 0.02 219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海滩 0.27 2.5 0.018 285 

日照市万平口海水浴场 0.6 3.8 0.042 53 

 
在本研究的实际测量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资料，可以发现本研究区的海滩均为耗散型海滩，ε 值

均大于 20，尤其是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富蓉村海滩、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大陈家村海滩和日照市东

港区涛雒镇海滩这三处海滩的 ε 很高，属于非常明显的耗散型海滩，沙滩砂质比较好，以细砂为主，入

射波浪的能量都耗散在宽广的滩面上，多以崩破的形式破碎。但是日照市海岸带缺少反射型和过渡型沙

滩，这应该和海滩所处的地质构造的环境有关。日照海岸新生代以来长期下沉，堆积了较厚的新生代沉

积物，海岸为东北走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为平原海岸的发育提供了构造基础[13] [14]。 
日照市海岸北起两城河口，南至绣针河口，地理位置优越，海岸线漫长，范围较广，对日照的经济

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蔡锋等将华南沿海砂质海岸划分为岬湾岸、沙顼湾湖岸和夷直型三种

海岸类型和崔金瑞、夏东兴将海岸分为四种类型：平直海岸、低平海岸、岬湾海岸和沙坝湾湖海岸。在

本研究进行的数据收集及其实验测量的基础上，并结合前人的经验总结，认为日照市是典型的基岩港湾

式海岸和砂质海岸，湾外多被泻湖、沙坝围封，形成了沙坝–泻湖型和夷直型海滩。在海岸带发育有岛

礁、泻湖等多种地貌类型，因此其地貌类型异常丰富，是日照重要的滨海旅游资源。 

4.3. 海滩保护建议 

目前日照市海岸带开发利用强度 5 级及 5 级以上的区域超过了 50%，这意味着整个区域一半以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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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人类活动较高强度的影响，如果人们之间出现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则会产生范围更广的负面效

应，对自然环境出现较大的破坏。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本研究的内容，对日照市海岸带的开发

利用及其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1) 宣传环境保护的观念，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虽然政府的正确决策在对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忽略民众对海

岸带开发利用的影响，民众对于海岸带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民众的环保意

识和法律意识，必须要普及民众的环境保护的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要考虑本代人的利益，也

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能将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大海，减少海

洋污染。随着日照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旅游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港口钢铁工业的不断发展，海岸带

的生态安全的形式越来越严峻，对环境的威胁越来越显著，必须要让民众自觉地主动的参与到环境保护

中来，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保护海岸带的生态环境。 
2) 研究海滩的形成和及其演变规律。 
我们对海滩的开发利用必须要从海滩的实际情况出发，顺应海滩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如果只是一味

的追求经济发展，必然要遭受环境对我们人类的惩罚，不仅会破坏各种资源，还要付出比所得利益多更

多的金钱来重新治理环境。对滨海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有长期的规划，不可只贪图眼前利益，在追求经济

发展的同时谋求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认识海滩的演变规律，科学制定旅游规

划和发展规划，按照科学的规划促进海岸带经济的发展，追求长远利益，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3) 优化产业结构，获得经济环境齐发展 
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以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的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产业。生态产业力图找到最好的方式来利用资源和处理危

险废物垃圾，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同时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日照市海岸带的开发和利用要以

旅游活动为重点，重视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注重环境保护，调整其工业发展方向，减少重工业和污染

型企业的布局，保持海岸带地区的绿色环境，发展生态产业。 
4) 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公众意识 
采掘活动和养殖活动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既要满足当地

民众发展经济的需求，又要保证后代人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在海岸带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范围之内的

进行开发，不可超过其环境承载能力和自我修护能力。就现阶段而言，仅依靠公民的环保自觉和意识难

以达到对环境有效的保护，必须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政府的约束作用和监管作用，政府要严格

控制养殖规模，优化养殖区域，根据养殖水域的环境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养殖容量，减少养殖对海洋

环境造成的污染。加强监管工作，做到使滨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让民众自

觉的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5) 加强监管，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对于海滩出现的各种垃圾问题，必须搞好宣传教育，提高公共对将海滩生态环境脆弱性和敏感性的

了解，认识到海滩的重要作用，对海滩进行保护。不仅要使居住在滨海地区的民众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还要使游客们也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禁止乱扔垃圾，公众现在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达爱护环境的意识，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管理，尤其是对临企业的管理，其排放的废水废渣是否经过了处理，严格处理不

达标企业。 
海岸带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地区，海岸侵蚀的情况愈加严重，其每年都可能有不少面积的海岸被侵

蚀，日照市的海洋资源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日照市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不仅是政府要认识到其重要性，更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只有每个人都具有爱护海洋资源的意识，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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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觉地行动，做好长期的规划和管理，才能更好的利用海洋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5. 结论 

本文以日照市海岸带区域为研究对象，以日照市东港区万平口海水浴场为重点区域，重点研究日照

市海岸带的动力过程及其地貌特征，在前人学者研究基础上，分析整理资料，并且对日照市海岸带地区

进行了野外调查，对典型地区进行了样品采集，获得实验数据，分析了日照市海岸带的沉积物粒度、水

动力过程及其地貌特征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 日照市海岸带地区多数调查海滩的平均粒径在 0.7~2.5 φ之间，总体上海滩的分选性为中等或者相

对较差，其粒度频率曲线尖锐，峰态以窄态分布为主，偏态主要是负偏状态，物质来源较为复杂，而重

点研究区域即日照市东港区万平口海水浴场的平均粒径为 0.75 φ，以粗砂为主，其粒度频率曲线也是相

对尖锐，峰态以窄态分布为主，偏态主要是呈现负偏状态； 
2) 根据构造成因和地貌特征及其研究区海滩特征，认为日照市海岸带的海滩类型主要为沙坝–泻湖

型和夷直型两种，并且各研究区的耗散值都相对较高，均为耗散型海滩， ε 值均大于 20，而研究的重点

区域万平口海水浴场为沙坝–泻湖型，其 ε 值相对偏小一些，物质来源相对比较复杂； 
3) 研究得到日照市海岸带的地貌特征与其水动力过程即波浪、潮汐、河流等因素密切相关，日照海

岸带地貌特征的形成与分布受到的潮汐作用更为强烈，K 均 < 1，水动力过程以潮汐作用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人类活动和地质构造也会对海岸带地貌特征造成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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