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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陆地卫 星 多波段 图像可用于辨别淤积型
、

冲刷型和稳定型粉砂淤泥 质潮滩
。

用多时相的 6 波段图像可预 报潮滩的宽度和坡度
。

在渤海湾沿岸布置 13 个测量剖

面
,

用 13 幅不同时相 的塘沽幅卫片量计各剖面 的实时潮滩宽度
,

并与塘沽验潮站

相应的潮高资料进行对 比
,

拟合成 二次曲线
。

据此算得 的潮高为零时的潮滩宽度

以渤海湾湾顶附近岸段的最 小
,

向南北两端增大
;
潮滩平均坡度的分布则相反

.

从

卫片量得 的潮滩宽度和坡度的沿岸分布
,

与根据海 图测量的以及地面实测的具有

相同的趋势
,

其计算精度与海图的相似
,

而 高于滩面实测
.

我国海岸受潮汐作用
,

沿岸分布有潮间浅滩
,

简称潮滩
.

它是重要的自然资源
,

是农

业围垦
、

水产养殖
、

海港建设
、

种苇
、

制盐和开辟旅游业 的重要基地
.

潮滩作为海陆交互

作用的前锋地带
,

其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所在海岸的性质
.

因此
,

查清其性质和分布

对于合理开发利用潮滩资源和研究现代海岸动态是非常有益 的
.

对宽度大
、

滩面泥泞
、

潮沟密布和变化频繁的粉砂淤泥质潮滩进行实地考察
,

工作条

件极差
,

调查比较困难
,

研究程度也很低
.

空 间遥感技术为潮滩调查和制图开创 了广 阔的

前景
.

潮滩具有一些能被可见光和近红外传感器探测到的特征
,

例如滩面的组成物质
、

湿

度
、

植被类型及覆盖度等
.

因此
,

陆地卫星的多波段和多时相图像可用于潮滩质量评价和

形态量计
.

一
、

潮滩质量评价

—
多波段卫片解译

组成潮滩的泥沙是由岩石经长期风化
、

搬运
、

堆积而成
.

因此
,

潮滩的主要光谱特征

本文于 1 9 87 年 5 月 3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9洲年 t 月 1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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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性质潮滩的实测光谱曲线

A
.

中细砂滩
,

湿度 20 % B
.

中细砂滩
,

湿度 60 %

C
.

细砂滩
,

水饱和 0
.

粉砂淤泥滩
,

水饱和

图 2 粉砂淤泥质潮滩的冲淤类型

A
.

淤积型 B
.

冲刷型 C
.

缓慢冲刷型

( M 平均
,

S 大潮
,

N 小潮
,

H高潮
,

L 低潮 )

与岩石的类似
,

从可见光向近红外波段
,

反射率逐渐上升
.

但是泥沙粗细不 同及含水量不

等的潮滩
,

其反射率及反射率上升速度不等 (图 1 )
.

干沙滩的反射率高
,

随着波长增大
,

反射率上升快
;
饱含水的粉砂淤泥滩

,

反射率低
,

上升慢
.

因此
,

陆地卫星多波段 图像可

用于潮滩质量评价
.

粉砂淤泥质的潮滩主要 由沿岸流带来的悬浮泥沙堆积而成
,

组成物质极细
,

主要为粉

砂和粘土
·

滩面坡度极小
,

平均约 1 / 5 0 00
·

我国粉砂淤泥质潮滩按其冲淤性质大致可分三

种
,

各具有不同的影像结构 (图 2 )
.

(一 ) 淤积型粉砂淤泥质潮滩

这里细粒泥沙的来源非常丰富
,

由潮流带至滩面沉积
,

使滩面淤高
,

潮滩位置不断向

海推移
.

这种潮滩的宽度很大
,
可达几公里至几十公里

.

在大潮低潮时成像的陆地卫星多

波段图像中
,

由海向陆可分四个带
:

( 1 ) 低潮滩一一分布在平均小潮高潮位与大潮低潮

位之间
.

这里受波浪扰动
,

沉积物较粗
,

为青灰色的粉砂和细砂
.

它们在黑白片上 呈浅色

调
.

( 2 ) 中潮滩一一一位于平均小潮高潮位与平均高潮位之间
.

这里经常被潮水淹没
,

沉

积黑灰色粉砂淤泥
,

饱含水分
.

滩面遍布积水小浅洼地
.

这种粉砂淤泥滩在黑白片上呈深

色调
.

之3 ) 高潮滩一一位于平均高潮位与平均大潮高潮位之间
,

系泥滩
.

中
、

小潮时长

时间露出海面
,

大潮高潮时即使被潮水淹没
,

也是水浅流缓
,

故滩面平整
,

经常覆盖一层

由海水蒸发而沉淀的白色盐霜
,

在卫片上呈浅色调
.

( 4 ) 潮上滩一一
一

分布在平均大潮高

潮位之上
.

这里除偶而被特大潮水浸淹外
,

主要受雨水淋溶
,

土壤水淡化
,

生长芦苇等耐

盐植物
.

在 4
、

5 波段的卫片上呈深灰色
,

而在 6
、

7 波段卫片上 呈浅灰色
.

综上所述
,

淤积型粉砂淤泥质潮滩在黑白片上的色调变化
,

由陆向海为深一浅一深 一

浅
.

在标准假彩色合成片上
,

长芦苇的潮上滩呈浅红色
;
露出海面 的高潮滩

、

中潮滩和低



6 期 任明达等
:

粉砂淤泥质潮滩的多波段与多时相卫片解译

潮滩呈不同深度的黄褐色
;
低潮滩以下的海域依水体混浊度不同而呈蓝绿

、

浅蓝和深蓝色
.

(二 ) 冲刷型粉砂淤泥质潮滩

这种潮滩由于泥沙来源断缺
,

海洋动力作用相对加强而遭受冲刷
.

高潮时
,

这里水深

浪高
,

激浪作用在高潮位附近形成高数米的淤泥质陡崖
.

陡崖的顶面是耕地
,

由于陡崖被

侵蚀迅速后退
,

耕地紧邻水边线 分布
,

具有植被影像特征
.

陡 崖 顶上堆积着被激浪抛上来

的贝壳碎屑
,

形成沿岸分布的贝壳堤
,

在卫片上呈一条白色的亮带
.

潮滩分布在贝壳堤向一

侧
,

宽度比较小
,

一般仅几百米至几公里
,

由泥砂滩和粉砂滩组成
.

(三 ) 缓慢冲刷或缓慢淤积的稳定型粉砂淤泥质潮滩

粉砂淤泥质潮滩遭受轻微冲刷时
,

穴居潮滩泥沙中的贝类被冲出
,

经波浪淘洗后
,

堆

积在高潮位附近
,

形成大致沿岸分布的贝壳堤
.

它们具有很高的反射率
,

形成亮带
.

贝壳

滩 的向陆和向海两侧都是深色调的泥滩
,

说明高潮时海水能进入贝壳滩的向陆侧
.

缓慢

淤积的粉砂淤泥质潮滩
,

在老 贝壳堤或人工堤的外侧
,

没有或者只有很窄的潮上滩
,

潮滩

主要由高潮位的泥滩
、

中潮位的粉砂淤泥滩和低潮位的粉砂滩组成
.

鉴于粉砂淤泥质潮滩的规模大
、

地形平坦
、

滩面性质单调
,

用陆地卫星的 M S SI 要I像足

以辨别滩面各带
,

从而对潮滩类型作出评价
.

二
、

潮滩宽度与坡度量计

—
多时相卫 片解译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潮滩资源
,

在海岸普查工作中
,

潮滩宽度和坡度是最基本的调查项

目之一 我国 目前对粉砂淤泥质潮滩的测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

(一 ) 地面测量

潮滩宽度是指平均大潮高潮位至理论深度基准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

它们小者几公里
,

大则几十公里
.

在如此宽广的淤泥滩上进行测量工作
,

且不论其危险性和艰苦性
,

只因难

以走到低潮线
,

无法取得完整的潮滩资料
.

此外
,

潮 汐海面变动频繁
,

而滩面测量工作即

使在不长的岸段内也住往需要很长时间
.

这样取得的非同步资料是难以保证计算精度的
,

更不适用于不 同岸段之间的对比
.

(二 ) 航空测童

迄今航空摄影是我国潮滩测量的主要方法
.

在航片上判别潮滩的位置是轻而易举的
.

在不长的岸段内
,

航摄资料基本上可认为是同步的
.

此外
,

航空测量可 以安排在人们所需

要的某种潮汐条件下 (如全年最大潮的低潮时刻 ) 进行
.

这些都是航空遥感方法用于潮滩

测量的优点
,

但它们也存在不足
,

因为航空遥感所获得的潮滩测量资料仅能反映当时的情

况
.

如果当时存在某种特殊环境条件 (如风成增减水和径流量变化等 )
,

影响潮位的升降
,

由此获得的潮滩测量资料的代表性便要降低
.

而粉砂淤泥质潮滩的冲淤变化是非常迅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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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复进行观测
.

但因航空遥感的费用昂贵
,

不宜于经常重复进行
.

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

性
,

目前看来
,

航空遥感仍不失为潮滩测量的一种重要手段
.

(三 ) 卫片测最

利用陆地卫星图像量计潮滩的几何形态 (宽度和坡度 ) 是我们近来所做的一项试验成

果
.

随着我国卫星地面站的建设和使用
,

将获得大量 的
、

多时相的陆地卫星 图像资料
.

据

此多快好省地进行潮滩量测工作是我们设计研究的出发点
.

根据几个地区的试验结果
,

证

明此
瘫

是可行的
.

1
.

波段选择
:

用卫片量计潮滩几何形态的关键是在卫片上辨认高潮线和成像时水边

线位置
.

众所周知
,

用M S S 6和 M S S 7 图像确定潮滩的高潮线和当时水边线位置是比较容

易的
.

落潮后
,

高潮线两侧地面的湿度差异在 M S S 7 图像上形成明显的色调界线
.

照例
,

它们也适用于确定水边线的位置
,

因为水体强烈地吸收红外线
,

使水体与露出海面的滩地

呈现明显的色调差
.

但是正因为 了波段对水体非常敏感
,

在落潮过程 中刚露出海面的潮滩

往往大片积水
,

使 7 波段图像亦呈深色调
,

易与海域混淆
.

由此量测的潮滩宽度往往偏小
.

用 6 波段图像确定低潮水边线位置可获得满意的结果
.

这样
,

我们可用分规量得卫片成像

时的潮滩宽度
.

2
.

时相分布
:

卫星过境的成像时间与潮汐涨落的时间

—
潮时无固定的关系

,

不 同

时相卫片上潮滩宽度的变化是随机的
.

用作潮滩形态量计的多时相资料
,

其成像时间要尽

可能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潮汐周期中
,

特别是要有大潮低潮前后成像的卫片
.

潮滩的宽度随
‘

潮高而变化
,

二者呈负相关
.

对应的潮高可从离测量岸段不远的验潮站记录的潮 汐过程线

中算得
.

这样
,

若在卫片上设置若干个固定测量剖面
,

每个剖面上的潮高与潮滩宽度构成

一个数据对
,

即潮高
一
潮滩宽度数据对

.

3
.

潮高
一
潮滩宽度散点图

:

如果对某个岸段收集了若干幅不同时相的卫片
,

则在每

一个测量剖面上均可得到若干个潮高 一潮滩宽度数据对
.

将这些数据对点在坐标纸上
,

绘成

散点图
.

图中
,

潮高与潮滩宽度呈负相关
,

散点的分布形状类似于二次曲线
,

可用指数方程

夕 = a 一 b护

加以拟合
.

式中
, y 为潮高

, x 为潮滩宽度
.

据此方程可算得任意潮高下的潮滩宽度
.

三
、

实 例 分 析

—
渤海湾沿岸

(一 ) 卫片分析

我们 收集了 19 7 3一 1 9 82 年 13 幅不同时相的塘沽幅陆地卫片
,

并在卫片上从北面的人道

河 口至南面的大 口河 口均匀地布置了 13 个测量剖面 (图 3 )
,

量计潮滩的宽度
.

相应的潮

高资料是从位于试验区中部的塘沽验潮站抄录的
.

由此绘制的各测量剖面的潮高 一 潮滩宽

度散点图
,

其形状虽不尽相同
,

但均属于二次曲线形 (图 4 )
.

若用上述方程来拟合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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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渤海湾沿岸潮滩

的 卫片测量 fflJ 面位置

(数字为剖面号 )

图 4 渤海湾卫 片测量剖面的潮高与潮滩

宽度散点图及其拟合的 二次 曲践

相关系数均很高
.

除位于试验区南端的冯家堡附近的 1 号剖面
,

其相关系数 R 二 0
.

5 4外
,

其他剖面均在 0
.

69 以上
,

最高达 0
.

96 (表 l )
.

若取方程中的 夕 二 ()
,

x 是潮高为零时的

潮滩宽度
.

例如
,

1号剖面的回归方程

y 二 2 1 2
.

3 3 一 7
.

7 1 x Z

令 y = 0
,

则 X = 5
.

2 4 8 m m
.

由于滩面宽度量 自 l/ l0() 万的卫片
,

故 l 号剖面的潮滩测量宽

度为 5 2 4 8 m
.

上述回归方程还可用来计算潮滩的平均坡度
.

鉴于方程的 曲线特征
,

我们采用潮滩中

点的坡度代表潮滩的平均坡度
.

首先将回归方程的两边对 x 微商
,

得

少
产 二

一

7
.

71 \ Z x

该剖面潮滩中点的 x 二 、 I / 2 ) 5
.

24 8 m m
,

代入上式

夕
‘ 二 2

.

62 4 4 0
.

4 6

由于计算中的 x 和 y 采用了不同的长度单位
,

需加统一 若取 m 为单位
,

潮高 少 二
lc

二

1 / 10 0 m
,

在 1 / 10 0 万的卫片上
,

潮滩宽度
x 二 1 m m

,

相当于实际宽度 1 O00 m
.

因此

少‘ , 二
2

.

6 2 4 二
一

40
.

4 6 ( 一/ 10 0 0 0 0 ) 二 一 4 / 10 0 0 0

这里的负号仅表示滩面向海倾斜 (即 x 值随 夕减小而增大 )
,

在表 1 中描述潮滩坡度时已

舍去
.

计算结果
,

以位于渤海湾湾顶附近的 5
、

6
、

7 8 号剖面的潮滩坡度最大 宽度最

小
.

最宽的潮滩出现在 3 号剖面处 (河北岐 口附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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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渤海湾各 测 t 剖面的 x 一 y 回 归方程及算得的潮滩宽度和平均坡度

剖剖面号号 剖面位置置 回 归 方 程程 相关系数 RRR 潮滩宽度 (m )
...

潮滩平均坡度二二

11111 冯家堡堡 y = 2 1 2
.

33 一 7
.

7 1x 222 一 0
。

5 444 5 2 4 888 0
。

00 () 4 000

22222 赵家堡堡 y 二 29 6
.

88 一 12
.

13 护护 一 0
。

8888 4 9 4 777 0
。

0 0 () 6000

33333 岐 口口 y 二 29 7
。

44 一 6
。

7 5户户
一 0

。

7888 6 6 3 888 0
。

0 0 0 4 555

44444 唐驹河河 y = 2 6 6
。

3 1 一 7
。

88 x 222 一 0
。

6999 5 8 1 333 ()
。

00 0 4666

55555 驴驹河河 y = 32 7
。

64 一 4 1
。

8 4 护护
一 O

。

8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塘沽北 (工农新村 ))) y = 2 6 7
。

55 一 26
.

3 3 护护 一 0
。

8 333 2 7 9 888 〔)
。

()0 1 1777

77777 经头沽北北 夕 = 25 8
。

83 一 28
。

7 6 尹尹 一 0
。

8 444 3 18 888 0
。

()()0 8444

88888 大神堂堂 y 二 25 6
.

25 一 42
.

3 5 护护 一 f)
。

7 444 3 0 0 (JJJ 0
。

()0 0 8666

99999 里沿子子 y 二 3 2 1
.

99 一 18
。

5 4 护护 一 0
。

9666 2 4 6 t))) ()
。

0 0 1 《1444

111000 北堡堡 y = 30 2
。

53 一 7
.

73护护 一 0
。

9 555 4 16 777 0
。

0 0 0 7777

111lll 南堡堡 y = 26 8
。

tZ 一 6
,

17尹尹
一 0

。

7 888 4 2 5 666 0
。

0 0 叉) 4888

lll222 林雀雀 y 二 28 7
.

98 一 16
.

3 4 尸尸
一 0

。

8 666 6 5 9 222 0
.

0 (〕(j 4 111

lll333 柳赞赞 y 二 29 7
.

57 一 2 1
。

0 1 x 222 一 0
。

9 444 4 19 888 0
。

()()0 6999

33333333333 7 6 333 0
。

0 0 () 7999

潮高 y = 。
.

以潮滩中点的坡度代表
.

(二 ) 与实测资料比较

AAAAA

.....

二二二 、、、

沪沪沪

佣�。0尸JO

⋯
-
..n“

BBBBB

于于于

... ;;;

}}}}}

CCCCC

’’

之之

图 5 潮滩宽度与坡度的散点图

A

—
卫片t 计 B

—
海图测量 C

—
滩面实测

若将上述算得的各测量剖面的潮滩

宽度和坡度作成散点图 (图 S A ) ,

可得

知当宽度增大时
,

坡度按指数递减
,

两

者的关系可用指数函数 Y = 35 33
.

34
·

x ’
·

”, 2
拟合

,

拟合度 85 %
.

为了检验

这些结果的可靠性
,

我们用同一地区另

外两种测量资料加以比较
:
( 1) 从 19 8 3年

测绘的海图中量计的潮滩宽度
; ( 2 ) 19 8 3

年渤海湾沿岸潮滩宽度和坡度的地面实

测资料
.

图 6 是卫 片量计
、

海图测量和滩面

实测的潮滩宽度和坡度的沿岸分布
.

它

们具有共伺的分布趋势
,

即渤海湾中部

潮滩的坡度最大
,

宽度最小
;
向两端作

反向变化
.

但是按数值而言
,

卫片量计的与海图测量的 比较接近
,

互有高低
.

相 比之下
,

地面实测的坡度明显偏大
,

宽度明显偏小
.

这是因为进行地面实测时
,

受潮时及 其他因素

的影响
,

往外未能达最低潮线之故
.

从海图量计的潮滩宽度与坡度散点图 (见图 S B )
,

其图形与从卫片量计得到的非常

相似
,

其拟合的指数函数为



6 期 任明达等
:

粉砂淤泥质潮滩的多波段 与多时相卫片解译 7 4 7

y 二 3 0 1 2 4
.

68 x 一 2 , s

拟合度为 86 %
.

若将各测量剖面的上述
、 两种来源的宽度和坡度资料用方差分析

的方法加以比较
,

其差异不 显著 (表

2 )
.

19 8 3年的地面实测资料若也按上述

函数拟合
,

其拟合度仅 63 % (见图 sc )
.

由此可见
,

用多波段和多时相卫片

测量和计算的潮滩宽度和坡度可达到通

过复杂的测量计算而绘制的海图所能达

到的精度
,

而实际上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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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渤海湾沿岸潮滩宽度 ( A ) 和坡度 〔 B ) 分布

表 2 由卫片和海图且计的潮滩宽度 ( x ) 和潮滩平均坡度 ( y ) 的方差分析

xxx
‘

卫卫 x ’

海海 、 ‘

恤恤
义‘

祝祝 丫 卫 十 x ’

海海

(((
二 X 卫

·

击))) (
二 艾 。

·

击)))))))))
666666 5000 4 35 666 2 5 0000 1 1666

444333 5000 1 84 999 2 5习000 g 333

444222 5000 1 76 444 2 5 0000 g 222

222555 3555 6 2 555 1 22 555 6000

333000 3555 90 000 1 2 2555 6555

222888 3555 78 444 1 22 555 6 333

333888 5 666 3 3 6 444 3 13 666 1 1444

666 666 7 000 落 3 5 666 4 90 000 13 666

3335 888 38 111 17 9 9 888 19 2 1 111 73 999

石 二

5 ,

l 6 15

( 17 99 8 + 19

厂因

2 1 1 )

升
二

ts 一 1 二 14

( 7 3 9 )

l

一
8

S 因 之

s , 二 3

〔3 5 8 ) 上
十

8
(3 8 1 ) 2

·

击
二 “

( 7 3 9 )

口76

·

兴
二

33

1 O

0 了6 一 33 = 3 U 43

变动来源

因 子

误 差

f M S

33
3U 4 3 l4

2

矛孚
0

。

15

总

F
尹

(0
.

0 5 ) (j
‘

14 )

3() 7 6

= 4
。

6 ) 卜 0
。

15

l5

差异很不显著

兔

犷犷 卫卫 少 海海 少
飞飞

夕 bbb 少 卫
一十 y 海海

(((1
。

1 111 0
。

5 888 0
.

16 888 0
。

33 666 0
。

9 999

心心)
。

4 888 0
。

7000 0
,

23 000 0
。

49 000 1
。

1888

OOO
。

7777 0
。

7 111 0
。

59 333 0
.

50 444 l
。

4 888

lll
。

0444 0
。

9 777 l
。

08222 0
,

94 111 2
。

0 111

000
。

8 666 l
。

4 111 O
。

劝 OOO 1
.

9 8 888 2
。

2777

lll
。

1777 0
。

9 777 1
.

36 999 0
.

9 4 111 2
。

1444

OOO
。

4 666 O
。

5了了 ()
。

21222 0
。

32 555 l
。

0 333

000
。

4 555 O
。

4 111 0
。

2 0333 0
。

16 888 O
。

8 666

555
。

6444 6
。

3222 任
。

5 9777 5
。

69 333 Jl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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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4
。

5 9 7 + 5
。

6 9 3 ) ( 11
。

9 6 )

几 二 15
-

·

磊
二 ’

·

3 5

5 . = ( 5
.

6 4 ) 2
·

s , = l
。

35 一 0
。

02 9

冬
十 (6

.

32 )

乃

·

音
一 ( 11

.

0 6 ) 2
·

壳
一 。

·

”2”

= 1
。

3 2 1

14一15

变动来源

因子

误差

总

0
。

02 9

l
。

3 2 1

1
。

35 0

0
。

0 2 9

0
。

09 4

F
‘

( 0
。

0 5 ) ( l
,

14 ) 二 4
.

6
一

今 0
.

3 1

差异很不显著
.

(三 ) 潮滩横剖面形态解译

在各测量剖面的潮高
一
潮滩宽度的拟合曲线上还可读出一些有益的信息

.

弧形的曲线

正好反映了粉砂淤泥质潮滩的剖面形态特征
:

中潮位以下的滩面
,

坡度较大
,

宽度随潮高

的变化比较缓慢
;
中潮位以上

,

滩面坡度平缓
,

潮滩宽度随潮高迅速变化
.

因此
,

上述 回

归方程和拟合曲线可直接用来表示潮滩剖面的形态特征
.

在许多拟合曲线上还可 见到一种

有趣的现象
:

在 x 趋子零处
, y值突然增大

.

这意味着
,

当涨潮接近高潮位时
,

尽管潮高

继续增大
,

潮滩宽度却基本稳定
.

这种现象反映了粉砂淤泥质海岸的地貌特征
.

在潮滩后

缘的高潮位附近
,

或被波浪侵蚀出陡崖
,

或堆积形成贝壳堤
,

或是人工修建的海塘
」 _

它姐
_ _

的地形坡度明显大于潮滩
.

故当海水上涨到这些地物处时
,

潮滩宽度随潮高增大而微弱变

化
,

使 y值有突然增大之感
.

四
、

讨 论

利用陆地卫星图像量计潮滩的几何形态
,

其费用比航空遥感方法低得多
.

但要使由此

获得的潮滩形态资料达到一定的精度
,

还需要各种条件保证
.

其中除上面 已经提到的
,

要

收集尽可能多的
_

、

不同时相的
、

其成像时间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潮汐周期中的陆地卫星

图像外
,

与潮滩宽度作回归分析用的潮高数据必须取自离测量剖面不远的验潮站
,

而且各

测量剖面要尽可能处于相同类型 的潮汐区中
.

前述的渤海湾 13 个测量剖面
,

以塘沽新港及

新港以北几个测量剖面的相关系数最高
,

南部的较低 (见表 l )
.

这可能是因为所有测量剖

面的潮高数据均取 自塘沽新港的大沽验潮站
,

北部岸段的潮型与新港一样
,

属不正规半 日

潮
;
南部岸段却属于正规半 日潮之故

.

若在试验区内有两个以上的验潮站
,

站间测量剖面

的潮高数据可用内插法得出
,

能获较高的精度
.

利用陆地卫星图像量计潮滩的几何形态
,

不仅省钱
,

而且易行
,

有一些多时相的卫片
,

加上现成的验潮资料即可进行工作
.

根据多时相卫片统计取得的潮滩资料更具有多年平均

的性质
,

更具有代表性
.

可以相信
,

这种方法将在粉砂淤泥质潮滩的监测和研究中作出越

来越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