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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河 日湾的定义

对于河 口 湾 (郎恤a 『y )
,

许 多欧美学者有过各种类似的定义
,

其中较全面的有两家
:

P r itc ha rd
.

提 出
: “河 口湾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岸水体

,

它与外海有 自由的联系
,

在此水体

内的海水受到来 自陆地径流某种程度 的冲淡
。 ”他对其定义 还作 了如下进一步的说明

:

首先
, “河 口 湾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岸水体

” 。

这意味着河 口 湾的重要特性是其间的水运

动受到它的海岸边界的明显制约
。

据此
,

像波罗的海
、

波的尼亚湾和芬兰湾等较大的水体
,

其海岸边界对水体运动的运 动学和动力学所起的作 用很小
,

所以它们不属 于河 口湾的范畴
。

其次
, “

它与外海有 自由的联系
’夕。

这种联系必须使海洋 与河 口湾之间的水交换基本上

是连续 的
,

这就限制 了那些在 口 门处 由于沙坝岛 (匕or
r !

er isla n d ) 的封堵
,

使与海洋的水

交换不畅的海岸水体
,

这实际上是海岸渴湖
,

而不是河 口湾
。

再次
, “这个水体 内的海水被来 自陆地河流的径流某种程度的冲淡

’夕。

海水和淡水的混合
,

也是河 口湾 的一个重要特性
,

并产生密度梯度
,

导致河 口湾所特有的环 流形式
。

美国 《地质辞曲》
〔‘ 〕对河 口湾列 出了三种解 释

:
(

一

1 )何
~

流面而丽采段或被 展宽的喇叭

形潮 汐口 门
,

在那里河流的淡水与海水混合
,

明显地冲淡 了海水
,

而且潮汐的影响是主 要

的 ; ( 2 )海洋的一部分
,

是受淡水影响的一个狭窄海湾
; ( 3 )近岸陆地的沉陷

,

或海平面上

升使非冰川河谷 的下游段沉 没于海水之下所形成 的沉溺河 口
。

上述二定义均谈到了河 口湾同潮 汐和河流有关
,

但 Pr itc ha rd 的定义被很多学者所接受

和引用
一

”
·
’心 ,

我们也认 为P ri tc ha rd 的定义 比较简明
、

严 密和科学
。

联系到我国国 内
,

某

些英汉词典将es t u
ar y 只解 释为河 口 ,

并往往把 es tua
ry 与河 口 相等 同是不恰当的

。

某些

河 口
,

例如黄河 口
,

并不存 在 “ 一个半封闭的海岸水体
” ,

即不是一个河 口湾
,

在译成英文

时不能用H u a n g h e E S tu a ry
,

只能用H u a n g h e M o ut h 才比较合适
; 而许多海湾

,

除了像

渤海
、

北部湾不符合 P ri tch 盯d 定义者外
,

很多中小海湾
,

只要有不论大小的河流注入
,

均属河 口湾 范畴
,

例如浙江 的乐清湾
、

象山港
、

三门湾等
。

总之
,

河 口 湾兼具河 口和海湾

的性质
,

但不等于河 口
,

也不等于海湾
,

它是 由P ri tc h a r d 定义明确限定的一种 自然综合

体
。

我国较 大的河 口 湾有杭州湾
、

伶仃洋等
。

长江河 口段 也基本符合上述定义
,

但由于崇

明岛等大小岛屿的淤长
,

是一个正在消亡中的河 口湾
。

本文于 19 8 6年 3 月2 8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 9朋年 4 月 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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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河口湾的成 因类型

河 口湾 的成 因类型
,

也就是相助{河口 湾盆地的形成 机制
,

可概括地分为五 大类
。

1
。

沉 溺河谷型河 口湾
:

是最主要的
、

分布最广的一种河 口湾 类型
。

它们的形成主要是

由于最近一次全球 性海平面上升
,

淹没了河谷平原所成
,

但目前已有一部分这类河 口湾
,

由于泥沙淤积
,

使盆地逐渐消失
,

河 口湾也随之 消亡
,

或正处于 消亡过程 中
.

所 以
,

有的

学者指出
,

河 口 湾在地质 历史上是短 暂的
,

其依据也就在此
。

沉 溺河谷 型 河 口 湾一 般 的水

深较浅
,

且向海方 向水深有增加的趋势
。

底部多为泥沙沉积物
,

其横剖面呈 U 字型
。

世界
_

I几研究比较深入的这一类型
,

有美国的 C h e sa p e a k e B a y
、

D e la w a r e B a y ,

英国的

T ha m e s ,

联邦德国 的E m s ,

法国的S e in e 以及澳大利亚 的M 盯
ra y 河 口湾

。

2
。

峡湾型河 口湾
:

是 由大陆冰川 的冰舌刻蚀先前的谷地所形成
。

是所有河 口湾中最深

的一种类型
。

水深可 以超过 80 0米
,

但在 口 门处常有一水深较浅 的
“ 门槛

” ,

其组成有 的是基

岩
,

也有的为冰 碳物
。

这类 河口 湾的分布有明显 的地域性
,

即仅仅在 以前 的大陆冰川分 布

地区
,

例如沿智利
、

阿拉斯加
、

格陵兰
、

挪威
、

西伯利亚等海岸地区
。

3
.

拦门沙型河 口 湾
:

主 要特征是在其口 门附近 或 口外有沙 洲
、

沙坝或沙坝 岛分布
。

但

沙坝岛必须有缺 口
,

即有一条或数条潮汐水道
,

使外翻梅水和河 口湾 内的水随着潮 汐的涨

落而进行 自由
、

连续的水体 交换
.

这种潮 汐水道 的位置 也可能移动
。

如果水道堵塞
,

其内

侧 的河 口湾就立 即消亡而成为渴湖
.

由于潮 汐水道 的面积相对于整个河 口 湾来说要小得多
,

因此
,

潮 汐的作用由永道 向内迅速减弱
,

河 口湾内水体混合作用的主要动力往往 以风的作

用为主
。

本 类型河 口湾的水深 一般较浅
,

水体盐度随河流注入 的淡水量而变化
.

这类河 口

湾主要分布于氮国东部沿沙坝 岛的海岸
,

如北卡罗来纳州 的A ! b e m ar le S o u n d 和P a m lic o

s o u n d 的河 口湾等
.

4
。

构造型河 口湾
:

由断裂
、

褶皱等构造作 用所形成
。

主 要分布在像美国西海岸构造活

动强烈的海岸地区
,

例如旧金山湾
,

至少部分 是 由于 断块滑动所 形成
。

5
。

新生 型河 口湾
:

由于三角洲的发育
,

不仅填淤 了原有的河 口湾盆地
,

而且向海伸展

而形成 的新的河 口湾
,

也可称为次生河 口湾
.

显然
,

这是一种最年轻 的河 口湾
,

一般面积

较小
,

并且其平 面形状 和水深还在不断地变化中
.

例 如美国密西西 比河三角洲 前缘的密西

西 比海峡和一些小的盆地水域 以及我国珠 江三角洲的前缘等 都有这类河 口 湾
.

三
、

河 口湾流场的混合作 用

河 口湾流场 比较复杂
,

st o m m el L ’〕试 图从物理 海洋学观点
,

提 出以河 口湾 内引起水

运动的原 因分 为三种类型
:

( 1 ) 由风控制 的河 口湾
,

例如拦 门沙型河 口 湾
,

风起 了水运

动 和棍合 的最重要作 用
;

、

( 2 ) 由潮 汐控制 的河 口湾
,

如很多强潮河 日 湾
,

潮 汐作 用是 主

要因素
; ( 3 ) 由河流径流控制 的河 口湾

,

例如密西西 比河三角洲前缘 的一些河 口湾
,

由

于不稳定 的内波在淡水和盐水之间的一个陡峻界面上的破碎
,

混合作 用是最重要的
.

很多

学者主 张 以河 口湾 内的盐度分 布
、

环 流方式和混合作 用过程作 为分 类 依据
,

将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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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了解河 口 湾的流场性质
。

其中Pr it c h a rd
一

2
·

J 〕,

总结性地提出盐淡水相遇可能的四种

理论模式
,

他称之为河 口湾 非潮 汐环 流类型
,

成为经典的研究成果被普遍引用
,

其主要 内

容如下
:

1
。

盐 水楔型河 口湾 ( A 型 )
:

河流的径流 占优势
,

入侵海水呈楔形位于密度较小的径流

淡水之下
。

盐水楔的位置可 以随着潮 汐的涨落和径流大小的变化而移动
口.

在盐 水楔楔顶的

上游
,

水流流向在任何时间和在整个深度 都是下泄流
; 在楔顶的向海一侧

,

上 层也 都是下

泄流
,

而下层可能在所有时间指向上游
,

也可能随潮 汐转 向
,

但总的来说下层水的净流是

指 向上游的
。

这种上层 向海流
,

下层向陆流就形成 了河 口湾所特有的纵向非潮 汐环流
。

在

楔顶附近发生泥沙大量沉积
,

并随楔顶位置的上下移动而形成堆积区
。

密西西 比河西南水

道是研究 比较深入的一个盐 水楔河 口湾的典型例子
,

随着密西西比河流量 的变化
,

楔顶的

位置迁移可超过 2 1 7千米
。

2
。

部分混合型河 口湾 ( B 型 ) :

在潮 汐增强
、

潮流量远远超过径流量的情况下所形成
。

在 A 型河 口 湾分隔上层淡水 与下层盐水 的陡峻界面
,

由于潮流增强
,

加之湍流对盐水楔的

破坏
,

不仅盐水 向上混合
,

淡水也 向下混合
,

即在盐淡水之间的界面处存在平流和湍流的

棍合作 用而形成一个盐度 和缓变化的区域
,

这就由 A 型过渡成 B 型河 口湾
。

B 型河 口湾的

特征是上层净的 向海流量比径流本身可 以大一个数量级
,

而河 口湾作为一个整体
,

它既不

满溢
,

也不排空
,

所 以必须有大量的海水 自口门的下层进入湾内
。

例如美国的Ja m es 河 口

湾
,

在 口 门的流出水量是Ja m es 河径流量的20 倍
,

其中的19 倍即 自口门的下层海水进入 来

补偿
。

3
。

垂直均 匀型河 口湾( c 型 )
:

如果潮 汐的作用相对于径流来说超过 B 型河 口湾
,

这 样

潮汐的混合作用使垂直的盐度梯度完全消失
,

则形成 c 型河 口湾
。

其特征是存在纵向盐度

梯度
,

即盐度从上游 向海逐渐增加
。

而且
,

由于科 氏力 的作用还存在横向的盐度梯度
,

即

面向海的左侧盐度 较高
,

但在任何位置的垂向上
,

即 由水表面到底部盐度基本 一致
。

在 c

型河 口湾
,

水流的净 流向
,

一般是在面向海的左侧 为上溯流
,

右侧为下泄流
。

D el a w ar
e

河 口 湾和R a r ita n 河 口湾的开 阔地段是 c 型的典型代表
。

杭州湾是我国著名的强潮河 口湾
,

平均潮差达5
。

45 米
,

平均涨潮 流量达 19 0 00 0米 ’ /秒
,

而钱塘江的平均流量仅 1 46 8米
:,
/秒

,

其比值 < 0
。

01
。

因此
,

杭州湾 为 c 型河 口湾
。

但是
,

由于长江淡水随潮流带入
,

因而盐度

平 面分 布的总 趋势 为南高北 低
,

东高西低
,

等盐度线 呈东 北一西南 走 向
〔13J

。

4
。

断面均匀型河 口 湾(D 型 ) :

由于潮 汐作 用进 一步加强
,

几乎完全压倒径流的影响 而

形成
,

其特点是盐度 在垂 向上和横断面上都是均一的
,

但还存在纵向的盐度梯度
。

.

真正断

面均匀的河 口湾
,

在 自然界可能并不存在
。

·

上述这四种理论模式
,

是根据 淡水和咸水的相对关 系
,

具体表 现在盐度等值线 的分布

上
。

显然
,

这四种类型是逐渐变化的
,

并且对于某一个河 口湾来说
,

可以随着径流量的季

节变化
,

由一种类型转变成 另一种类型
。

需要指 出的是
,

这里 以淡水和咸水之间的密度差

为基础 来划分盐水楔
、

部分 混合
、

垂直均匀
、

断面均一这四种类型
。

事实上
,

无论径流还

是潮流
,

均携带有悬浮泥沙
,

而 由含沙量不 同所引起的密度差比盐度 重要得多
。

特别是高

浓度悬沙 的情况下
,

几乎完全控制了密度场的变化
,

使河 口湾流场性质复杂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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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河 口湾的沉积作用

从地质 历史上看
,

现今所有的河 口湾 都是 非常年轻的
,

它们是在最近一次海平面上升

到现在海面位置后才形成的
.

距今 15 00 0一 18 0 ()0 年时
,

海平面比现今低13 0一 15 0米左

右 Fl1
,

l幻
,

世界上大陆架 的极 大部分被暴露成陆
。

那时
,

河 口湾也可能存在
,

但并非在现

今的位置 , 而是在陆架边缘
.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

低位 的河 口湾被淹没
、

消失
,

在较高位

咒可能出现新的河 口 湾
,

直到海平面逐渐接近现今海面位置 (距今 6 00 0一 7 0 00 年前 )
,

当今的河 口湾才逐渐形成
.

因此
,

河 口湾具 有现今的外貌轮廓
,

充其量也 只有几千年的历

史
.

河 口湾内泥沙的沉积速率
,

一般情况下
,

以靠近它的顶部最高
,

逐渐 向下发展
,

最后

整个水域被 泥沙淤满
,

河 口湾的生命就结束 了
,

代之 而成 为三角洲平 原
,

这就是最简化的

河 口 湾演变模式
。

当然
,

河 口湾演变的实际情况相当复杂
。

关于河 口湾泥沙填淤率问题
,

同它所处的环境
、

泥沙来源
、

动力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

现概述如下
:

1
.

海平 面的相对稳定性
:

如果海平面是相对稳定 的
,

河 口湾被泥沙填淤
,

有可能逐渐

转变成泛滥平原或三角洲平原 ;
如果海平面下降

,

将促进河 口 湾的这种转变过程
;
但如果

海平面相对上升
,

则可能复原河 口湾
,

并有利于其他新河 口湾的形成
,

所 以海平面的变化

不仅对河 口 湾的形成
,

而且 对河 口湾的演变也有密切关 系
。

此外
,

河 口湾地区的近期区域

构造活动性
,

对河 口湾演变的影响也应予充分考虑
。

2
.

河 口 湾泥沙 的输入率
:

河 口湾 内沉积的泥沙
,

有 四种可能的主要来源
,

即河流输入
、

外海输入
、

河 口湾 内两侧海岸 的侵蚀 以及生物沉积等
。

世 界上各个河 口湾 的这四种泥沙来

源的比例是不 同的
,

但实际上对任何一 个河 口湾来说
,

要计算出这四 种来源的各 自百分 比

是相当困难的
,

而往往只能确定 以哪 一 种来源为主
。

显然
,

生物沉积主要是浮游
、

自游和

底栖生物 的遗体 和壳体骨骼沉积
,

其相对量是很小的
,

它们一般不可能成为河 口湾沉积的

主要来源
。

而生 物更 重要的作 用可能是捕食 过滤
,

即捕食细的悬浮物质
,

使之聚凝成粒状

排泄物而沉积下来
。

但是
,

从沉积物 来源考虑
,

这些 并非是生 物沉积 (可 以称为生物作 用

沉积 )
,

而应该根据 原始细悬浮物质 的来源 所决定
。

关 于两侧岸滩的泥沙侵蚀
,

可能对某些

河 口湾的沉积起一定作 用
。

但是正如R us n a k 〔6 〕所指 出的
“

填淤一个河 口湾盆地
,

主要靠

外部泥沙的供应
,

盆地边缘的侵蚀仅仅是现已存在泥沙的再分配
,

即此冲彼淤而已
,

并没

有减小盆地的实际容积 ”
。

世界上研究比较详细的许多河 口湾
,

其中极 大部分 所沉积 的泥沙

主要来 自河流输沙
。

需要指 出的是河流的径流大
,

其输沙量不一定就大
,

这与流域供沙状

况有关
。

对某一条河流来说
,

洪水时期的泥沙含量往往 比较高
。

因此
,

在河 口湾的沉积作

用中
,

洪水时期的输沙量 可能是十分 重要的
〔5 〕。

例如S u sq u a h a u n a 河(位于美国东中部
,

流入切萨皮克湾 ) 春季 洪水期 间排 出的泥沙约 占年输沙量的 70 % 以上
,

了〕
。

又如D el a w a r e

河 (流入 D el a w a r e 湾的主 要河 流
,

位于切萨皮克湾的东北侧 )
,

在 19 5 5年洪水期
,

2 天 中

携 带的泥沙 比 19 50 一 19 66 年中任何一年 的全年 输沙量 还 多 〔7 〕。 这些河 流输沙 的 大部

分 在河 口 湾 内沉积 下 来
,

也 有部分 通过河 口 湾 输入 海洋
,

特 别是 一些较小 的河 口 湾
,

洪水时期所带来的泥沙
,

有可能其大部分经过河口湾而进入海洋
.

所 以
,

河 口湾泥沙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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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沉积 率
,

应该是河流泥沙的输入量与通过 口 门输出量之 lhJ的净输沙量
.

.

河 口 湾泥沙的另

一种主要来源是海域 泥沙
,

随着涨潮流等通过口 门输入
.

据 有关资料
,

某些河 口湾的泥沙

主要来自外部海域
,

例如位刁联邦德国和荷兰边界
_

[ 的E m s 河 口 湾
,

根据 v a m st r a tt e n ‘;

的研究
,

粒径小于 2
.

5 “m 的物质约有85
。

沫 自北海
,

只 有5 叮左右从 E m s河输入
.

其他
,

如法

国 的 S ei n e 河 口湾
、

英国 的 M e rse y 河 口湾
、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T a m Pa B a y 等 也被认为海

域 是 泥沙 的主 要 来源
。

此外
,

对于河 口 湾泥沙 的供给 和沉积率
,

人为作 用也是很重要的
.

例如
,

陆上 由于植被

破坏加速 水土流失
,

使河流的输沙增大
;
或 由于河流上修建水库

、

使输沙减少 ; 河 口湾 内

围垦筑 堤以及其他工程措施等
,

也均会直接影响泥沙的运移和沉积率
.

3
.

河 口湾 内的动力状况
:

径流和潮流不仅把泥沙输入或输 出河 口湾
,

而且由于它们的

混合作 用所产生 的净的非潮 汐环 流
,

也对河 口湾内悬浮泥沙的沉降和再悬浮起重要作用
,

并且这种非潮 汐环流所形成的最大 揣流带
,

将是河 口湾内的主要沉积区
。

一般来说
,

盐 水

楔型河 口湾和部分混合型河 口湾 的泥沙填淤率比垂直均匀型河 口 湾更为迅速
.

从沉积作用强度 和演变趋势 考虑
,

可 以把河 口湾分为下列 四种类型
:

1
。

基本稳定型
:

这类河 口湾净 的泥沙进 出趋向平衡
,

即使有局部冲刷或沉积
,

如洪冲

枯淤或洪淤枯冲
,

但是年或多年平均 的盆地形状保持稳定
。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是不存在的
,

大部分河 口 湾 以沉积为主
,

如果 目前河 口湾的容积较大
,

而泥沙的年淤积量 相对很小
,

则

此类河 口湾也就属于基本稳定型
,

如美国的长岛海峡和切萨皮克湾
。

2
。

淤积 消亡型
:

如果河 口湾输入的泥沙较输 出的泥沙多得多
,

势必在其内部逐步 淤积
,

形 成宽广的浅滩
、

沙洲或岛屿
,

使盆地容积 渐趋缩小
。

例如
,

长江河 口湾内有崇明岛
、

长

兴岛
、

横沙
、

铜沙浅滩等不断淤涨
,

即是淤积 消亡型河 口湾的典型
。

3
。

空间移动型
:

随着河 口湾 内泥沙的淤积
,

其湾 口 两侧的陆地也向海淤长
,

且其淤长

速 率大于或等于湾内的淤积 率
,

从而使河口 湾的位置向海移动
.

有的河 口湾 长期地一岸 淤

涨
,

另一岸侵蚀后退
,

使河 口湾盆地位置横向移动
,

均 属空 间移动 型
。

例 如
,

长 江河 口

湾的两侧陆地 (启东 角和南汇嘴 ) 向海伸展 的速率不及其内部的淤积率
,

因此
,

它属于 消

亡型河 口湾
。

而根据杭州湾 的演变历史分析
,

它的北岸长江三角洲南侧 的淤长率大于其 内

部的淤积率
,

使河 口湾 向东发展
。

并且
,

杭州湾内部
,

南岸长期趋于淤涨
,

而北岸遭受侵

蚀后退 (由于人工建造 了坚固的堤坝
,

现在渐趋稳定 )
,

使河 口 湾的位置 向北移动
,

所 以杭

州湾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空间移动型河 口湾
。

4
。

侵蚀扩大型
:

径流和涨潮流所携带的泥沙较少
,

而河 口 湾内的动力活跃
,

侵蚀作 用

较强
,

使泥沙的输出量大于输入量
,

河 口湾遭受侵蚀而扩大
.

这种河 口湾在理论上应该 存

在
,

但笔 者查阅的一些国内外资料
,

未发现较好的实例
。

五
、

讨 论

我国有大量 河 口湾分布
,

深入研究这些河 口 湾的流场性质和沉积作用过程
,

将会充实

和提高世 界河 口湾学研究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
。

例如
,

杭州湾含有较高浓度的悬浮泥沙
,



3 期 金长茂 等
:

试论河口湾 3 8 3

其表层 可达 1 00 0克 / 升
,

底层甚至达 5 00 吭 / 升 以上
,

这种悬沙浓度在垂向
、

横向
、

纵

向上的梯度所引起的密度差
,

显然比盐度梯度重要得多
.

据有关资 料
,

含沙量 1 00 0克 / 升

的密度 相当于含盐量 1
.

3 %
,

本文前述河 口湾环流的各种类型是根据盐度差来划分的
.

对 于

悬沙浓度对流场性质 的影响
,

世界上还没有人进行过定量 的研究
.

杭 州湾 为 我 们 提 供

了这方面研究的理想场所
.

对我国大量河 口湾 的系统研究
,

亦将为河 口湾的成 因和演变模

式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

在生产实践上的意义 更为直接 和明显
,

例如杭州湾北岸
、

伶仃洋 的

妈湾
、 .

乐清湾的大麦 屿等
,

均具有一定的建港条件
,

需要深入开展流场性质 和泊稳条件
、

泥沙运动规律和冲淤状况的调查研究
,

为工程建设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

为此
,

笔者就我

国河 口湾研究问题提 出一些意见
:

1
.

关于现场观测问题

河 口湾的流场性质和沉积作用过程
,

主要通过野外实地观测 和取样
,

包括测量 流速
、

流向和温盐深
、

取水样和底质样等
,

目前我们采用多船同步 的水文泥沙测验来获取基本资

料
。

这 种方法一般是每小时作一次测量和取样
,

这对于流场复杂的河 口 湾而言
,

这些遗料

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实际情况是值得怀疑的
。

因此
,

改进 和提高野外现场观测 的仪器设备是

我国 目前河 口湾研 究中巫待解决 的问题
.

当前欧美国家对河 口 湾的调查多采用大量 投放 锚

系 (m o o ri n g s y s te m )
,

每套锚系根据需要悬挂 3 一 4 套仪器
,

每套仪器可 以测量 流速
、

流向
、

温度
、

盐度
、

深度 以及混浊度等
,

都是 自动连续记录资料
,

并用少量船只进行 面上

的观测 与取样相结合
。

这样所获取的大量连续的系统资 料
,

对了解和分析河 口湾流场 和沉

积作用提供 了可靠 的依据
,

适当引进和仿造 这些仪 器设备
,

是提高我国河 口湾研究水平的

首要关键
,

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充分 重视
。

2
。

关于流场和冲淤状况 的预测问题

各种港 口码头建设
、

航道 浚深
、

滩涂 围堤等工 程措施 均会影响河 口湾 内的流场和冲淤

状况
,

因此必须进 行预测研究
。

目前
,

我国的有关部 门对物理 模型试验比较重视
。

其实
,

欧美的一些著名物理海洋学家和沉积学家普遍认 为
,

河流上的冲淤状况预测
,

应用物理模

型试验是 比较可信可靠的
.

但对河 口 湾来说 由于流场太复杂
,

用物理模拟试验预测变化趋

势
,

则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可信的
。

据 此美国最大的切萨皮克 模型试验场近期已经关闭
。

他们认 为在获取大量的
、

正确 的现场观测资料的基础 上
,

应用数学模拟
一

电子计 算机的复杂

计算
,

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预测变化趋势
。

这种情况值 得我们借鉴
,

笔者衷心地希望我国

有关的主管部 门把有限的经费应用于提高现场观 测仪 器设备和开展数学模拟研究上
。

3
。

关于统一规划
,

合理开发利用问题

河 口湾及其周 围海岸地区
,

具有丰富的建港资源
、

生 物资源
、

岸滩土地资源等
.

河 口

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任何一项工程措施 都可能影响整个河 口湾的流场 和沉积作 用现状
。

而一个河口 湾
,

往往跨越不同的省
、

市
、

县
.

因此
,

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利益
、

近期与长

远利益
、

单一利 用与综合发展的关 系
,

必须进行统一规划 以及加强污染监测
、

保护生态环

境等
,

真正做到合理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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