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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的

演变

施野，张国安

（华东师范大学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62）

依据 1958-2006 近 50 年海图资料，在 GIS 技术平台下，对海图进行

数字化处理，建立不同时期水深数据库，对比 计算不同时期河槽容积的变

化，探讨近 50 年来流域来水来沙减少背景下长江口南、北港分汊型河槽容

积变化及演变趋势。 结果表明：（1）近 50 年来南、北港冲淤变化趋势一

致，整体上略有淤积之势，局部性波动明显；复式河槽的出现与南支主 泓

摆动、涨落潮流路分异关系密切，是长江口多级分汊格局形成的缩影。

（2）南、北槽河槽演变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呈现 此消彼长特征，经过南

岸边滩淤积，南槽主泓偏移，水流深切边滩，巩固沙体 4 个过程形成江亚

南沙，长江口二级分流节点 处地貌演变复杂，总体可归纳为上游沙体下

移，沙体合并，水道消亡。（3）近期河槽演变受人工设施影响显著，来水

来沙 减少使河槽延伸减缓，南北槽分水分沙条件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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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集思广益

长江河口是典型的多级分叉型河口。该论文基于 I958-2006 年约 50 年

的海图资料，在 GIS 技术平台下，对海图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了水深数

据库，计算了不同时期河槽容积的变化，论述了长江口南、北港分汊型河

槽容积变化、演变趋势及其主要的制约因素。论文条理清晰、文字流畅、

图表配置合理、分析有据，得出的结论可信，对于长江河口演变趋势预测

与工程治理有一定参考价值。

——叶银灿（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的演变》采用实测资料进

行地形对比分析，研究长江口南、北港附近分汊型河槽的演变，有一定的

资料积累意义。总体而言，文章主要以现象描述为主，动力机理分析较

少，即描述了“是什么”，但对“为什么”则分析较少。即使有机理分

析，也以推测或定性描述为主。另一方面，研究题目过大，问题不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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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因而要深入分析也有难度。建议多参考国际 SCI 期刊文章，找准科学

问题，进行详细的物理机制分析。

——龚文平（中山大学海洋学院 教授）

长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的一条大河，水丰沙富，长江口受陆海的相互

作用，为多级分汊、多种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的河口系统。本文依据

1958-2006 近 50 年的海图资料，在流域来水来沙减小的背景下，分析了 50

年来长江口南、北港和南、北槽河槽容积变化及演变趋势，探讨了各种环

境要素与分汊型河槽的演变关系。文章丰富了河口河槽演变的内容，对航

道建设、港口维护和河口治理等提供了基本依据，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同时感觉文章不足之处在于，文中资料截止于 2006 年，距今也已近 10

年，特别是近一些来长江口许多大的河口工程相继实施，如 2006 年以后的

南北港分流口工程、青草沙水库以及长江口二、三期深水航道的实施等，

对河槽的影响没有能在文章体现出来。

——左书华（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该论文对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容积变化及演变趋势进行

了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河口治理、港口与航道的建设与维护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依据，其选题具有很强的工程实际意义。

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采用 1958-2006 年近 50 年的海

图资料，结合 GIS 软件建立了不同时期南、北港及附近的水深数据库，并

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演变特性，进行了横断面分析，获得了重要的研究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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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下一步结合相关数学模型，进一步探讨在流域来水来沙减少背景

下，河口、河槽的演变趋势，为国家重大工程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路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工程师）

当前河口的冲淤环境对流域的响应是一个热点科学问题，而该论文探

讨了在长江口来水来沙减小的大环境下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

型河槽的演变，文章内容详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建议增加南北港大

型工程和人类活动对该区域影响的探讨这一部分。

——宋泽坤（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工程师）

长江口的变化对于长江的航运以及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长江

上游来水对长江口的泥沙冲淤的影响。作者采用 50 年以来的资料，基于

GIS 技术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开展长江口不同时期的河槽容积变化分析，

从长时间序列来揭示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的演变，总结了不

同时期的长江口南、北槽的变化特征，对近年来的人工设施建设对于长江

的泥沙影响进行了分析，对于长江的航道的维护、人工设施的建设具有参

考价值。

——邹亚荣（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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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野、张国安的《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的演变》

一文，承陈吉余先生等 1979 年著名的《两千年来长江口发育的模式》一文

思路，分北港、南港、北槽、南槽等地貌单元，统计 1958 年至 2006 年间

长江口分汊型河槽演变趋势，以续人类活动影响日益强化的近 50 年来长江

口发育模式研究，应可向读者提交一份具有传承价值的河口地貌学文献。

可惜该文图 1 未将文中所计量的“南港河槽”、“北港河槽”、“南港上

段河槽”、“北港上段河槽”、“南港下段河槽”、“北港下段河槽”、

“南槽河槽”、“北槽河槽”的边界，以及“南港纵断面”、“北港纵断

面”、“南槽纵断面”、“北槽纵断面”的位置清晰表达，漏标记“江亚

南沙”、“南小泓”、“中央沙”、“新桥水道”、“石头沙”、“新桥

通道”等地名，2.1 节中又在“南港河槽”、“北港河槽”、“南港上段河

槽”、“北港上段河槽”、“南港下段河槽”、“北港下段河槽”之间产

生误用，有违地理学文献关于地域界定与地名的表达原则。 潮汐河口分汊

型河槽在径流与潮流相互作用下演变，形成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发育阶段的

地貌单元，还有它们之间跨越时空尺度的联系，数字地形图序列与地理信

息系统确是定量分析这些联系的好平台。作者选用了不同层次地貌单元的

河槽容积变化作为分析基础，若注意各分汊发育过程相对变动及其端点状

态切换，对分汊型河槽发育模式及其阶段特征等，会有更深的理解。

——李炎（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教授）

该论文在收集历年海图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近 50 年来长江口

的南、北港河槽演变过程。资料详实可靠，数据量大。较好地分析总结了

长江口门的河槽动态过程，结论对长江口的治理和河口演变预测有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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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文章若能对 1994 年后以三峡工程为代表性的人类活动影响进行一些更

深入的讨论就更好。

——李志强（广东海洋大学工程学院 副教授）

《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叉型河槽的演变》一文探究了长江口

南北港、南北槽 1958-2006 年期间河槽演变规律，数据资料丰富，对研究长

江河口形态演变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由于长江口深水航道三期工程在南港

入口处新修建了新浏河固滩潜堤工程（于 2011 年竣工验收），包括新浏河

护滩潜堤及限流潜堤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能引起南北港乃至南北槽河槽

演变的新态势。建议可收集最新水深地形资料，在本文基础上作进一步研

究。

——吴毓儒（国家海洋局宁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助理工程师）

该论文依据 1958-2006 年海图资料，对比分析了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

分汊型河槽容积变化及演变趋势。数据翔实，分析比较到位，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略显遗憾的是，没有使用近 10 年的海图资料。

——时连强（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教授）

作为水流和泥沙时空变化的产物，对河口区的分汊型河槽演变的认识与

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 1958-2006 年的海图资料，使

用 GIS 技术构建水深数据库，探讨了近 50 年来长江口分汊型河槽的演变规

律，具有一定的资料积累价值。论文的数据资料翔实，工作量较为饱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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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开展了影响因素分析。对于基于海图和 GIS 技术的研究来说，研究结论

的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数据及处理精度。因此，如能对数据获取和

建库过程开展细致评估,将更有益于研究质量的提升。此外,在成因分析方

面，如能结合其他数据资料，做进一步的定量探讨，则有望将该研究提升

至一个新的层次。

——张旸（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讲师）

一、该论文作者似乎给自己所欣赏，而不是以飨读者

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1、南、北支，南、北港，南、北槽，北港上段、北港下段，南港上

段、南港下半段、江亚南沙、中央沙、中央沙北水道、石头沙及新桥通道

等等地貌形态分布位置在相关的插图中都没有住明，这对不十分熟悉长江

口的读者来说不可能读懂这篇论文的要点；

2、图 2 中只注明了三条横断面的位置，并未注明南、北港和南、北槽

的纵剖面位置，其中 PQ、ABC 两条横断面及所有的纵剖面的起始位置也未

注明，这同样存在类似第 1点的问题；

3、图２、图３、图４、图６、图７、图９和图 10，表１及表２都没有

插入到相应的文字内容中，这对刚跨出校门从事类似研究工作的读者可能

难以看懂；

4、文中利用 1958 年、1958-1971 年间、1976-1978 年、1989 年、1994

年 2004 年和 2006 年水深地形资料，阐述不同年间的河槽容量变化，但与

图 3、图 4和图 6中的 1970 年不尽相同，其中 1958-1971 年间、1976-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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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深地形资料并不是同年年份的数据，无可比性；再则，采用一些“60

年代、70 年代后期、80 年代期间及 80 年代中期”等不定量词与水深地形

资料的年份不尽统一，缺乏说服力。

二、水深基准面概念不够清晰，某些论点依据不足

5、图 5 及图 7-图 10 的纵坐标在水深基面条件下应是正值，而不是负

值，这是高程基面的表示方式；另外，按国家相关规范明确规定，水深基

面已不使用“理论深度”，而使用“理论最低潮面”的术语；

6、在“2.1 节第二及第三段落“中，采用南、北港纵断面的水深变化

特征，论述这两条水道的深槽总体演变的依据显然不足，断面形式一般只

能反映线形形态变化，而不能完全反映平面形态变化；另外，所表述的

《横向环流作用、主泓紧靠崇明南岸、南港……出现过-20m 狭长深槽、…

南槽…整体呈反向“Z”型，60 年代 5m 槽萎缩严重、1989 年该分支已经消

失及 1994 年该分支重新出现》等等内容，基本无相应的资料和插图或引用

文献的支撑。

7、在“2.2、3.1 和 3.2 节”中，都同样存在类似于第 6点的问题，这

里不一一列举；

8、纵观全文，由于第 6、第 7 点的问题存在，摘要和结论中有些论点

的相应资料依据显然不够充足。

三、建议

若今后有类似研究成果发表应具备以下主要基本内容

1、研究位置图中应住明地名和各类地貌的名称及其分布位置；

2、应有采用不同年份的特征等值线叠置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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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到水动力因素分析应有相应的水文数据资料或插图或引用相关

文献的出处。

——李伯根(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此文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海图水深资料进行了河口深槽演变的对比研

究，总结了长江河口南、北港近 50 年来的深泓线和河槽容积的变化并分析

了其变化的原因，此文对于研究长江河口的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略显不

足的是缺少对不同历史海图水深资料的精度和误差的分析；对河口演变的规

律和机理的探讨也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河口深槽的变化还需要考虑港口航道

疏浚和围填海工程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另外如果能增加河口冲淤演变的平面

分布图则更为直观。

——莫文渊(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高级工程师)

1、不同数据基准面一定要统一才能比较，在文中要交代。

2、最好加入水文数据进行分析，比如流速流向，潮位等分，还有泥沙

含量也是主要的。

3、长江三峡大坝后对水道的影响要加进去分析，而不是在结论在简单

的提及。

4、河槽演变是否与季节有关，最好看看数据测量的时间季节。

——方位达(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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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

的演变”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得出的 3 个结论对海河研究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对 4 结论（1）第 2 句话修改的建议： 陈吉余等通过分析海图对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百年尺度的长江河口河槽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阐

述。结论是一篇文章的精华，是作者经过大量研究得出的结论。这句话出现

在结论中有点不妥，应该出现在引言，但是引言已经提到相关内容，可以修

改在引言中的描述。

——黄振东(湛江南海西部石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近 50 年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的演变》一文，利用长期

观测数据，对长江口附近海域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人工因素

与自然因素对演变过程的影响，为将来河道的开发利用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科

学依据。

——郄禄文(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该论文对长江口南、北港及附近分汊型河槽容积变化及演变趋势进行了

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河口治理、港口与航道的建设与维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依据，其选题具有很强的工程实际意义。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

析，采用 1958-2006 年近 50 年的海图资料，结合 GIS 软件建立了不同时期

南、北港及附近的水深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演变特性，进行了横断

面分析，获得了重要的研究结论。建议下一步结合相关数学模型，进一步探

讨在流域来水来沙减少背景下，河口、河槽的演变趋势，为国家重大工程决

策提供理论依据。 ——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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