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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华南砂质海滩的动力地貌学特征, 对不同地理岸段不同地貌形态的 8个沙滩剖面于

冬、夏季进行现场重复调查和室内分析工作. 据此,通过对华南海岸带地质构造、地貌和现代海岸动

力环境地域变化的分析,将华南沿海砂质海岸划分为岬湾岸、沙坝�潟湖岸和夷直岸三种基本海岸
地貌类型, 并且从滩面倾向、海岸动力环境影响、季节冲淤变化趋势和滩面沉积物粒径、坡度的动力

响应等方面探讨砂质海滩的动力地貌,得出其受制于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地质构造背景和海

平面变化为大尺度的砂质海岸地貌的发育奠定了基础,而全新世海侵海平面相对稳定后,海岸动力

条件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浪潮作用指数是其中重要的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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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华南沿海砂质海岸占岸线总长的 1/ 3以上 [ 1] ,

不同岸段的沙滩海岸地貌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

些沙滩的形成和发育是华南海岸环境演变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它们的地貌形态、物质组成的时空变

化,既反映了海岸的构造地貌格局,同时也显现出现

代海岸动力过程的塑造作用. 笔者在综合分析中国

海岸带调查、中国海湾志调查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于 2002年 2月和 2003年 7月两次对华南沿海的 8

个不同地理岸段不同地貌形态发育良好的砂质海滩

进行现场重复调查.通过分析野外调查成果和前人

的资料,从较大空间尺度的角度探讨了华南砂质海

滩的地貌类型及现代海岸动力环境的地域变化对不

同岸段沙滩沉积物及其剖面地形的影响.

2 调查内容和方法

( 1)岸滩的地质地貌考察. 共进行了 162 站 14

条沙滩剖面调查, 包括对沙滩物质组成、地质构造背

景以及对后滨、前滨等地貌单元和滩面的微地貌进

行观测,对重要的地貌单元和微地貌进行摄像.

( 2)沙滩的断面地形测量.对 8条剖面进行了冬

夏季重复地形测量,测量在最低潮或近低潮时实施,

剖面位置一般选择在海湾中部或直线段的中部, 测

量包括后滨(潮上带)和前滨(潮间带) ; 测量仪器为

全站仪,在冬夏季测量采用相同的自设高程基准,以

便对比研究.

( 3)沉积物调查. 在测量剖面的潮上带、潮间带

布设短柱状样采样点 2~ 4个,根据沉积物粒度层序

的不同分层取样, 采样深度一般为 50 cm .在室内进

行物质组成观测和沉积物粒度分析.

3 海岸地貌的构造基础和发育过程

地质构造是海岸形态和地貌发育的基础.华南

地区中新生代形成的一系列北东和北西向组合的断

裂构造,对华南海岸带地貌形态起明显的控制作用,



许多山脉、河流、海岸岬角、海湾、半岛和岛屿等, 其

走向、形态和布局均循这两组构造方向发育, 使华南

海岸呈现棋盘状格局的山地港湾式地貌.另外,沿断

裂带发生的中性、酸性岩浆活动所形成的岩体构成

众多山地和丘陵,岩石风化剥蚀的物质为形成砂质

海滩提供重要物源.

新第三纪以来,华南发生了明显的以间歇性上

升为主的块断升降差异性运动. 由于此时北西向断

裂活动加强,在华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系列断隆和

断陷构造区
[ 2]

(图 1) . 断隆区处于抬升和侵蚀剥蚀

过程,形成山丘(或台地) ;断陷盆地接纳大河流入海

洋,在河口区形成块断型三角洲平原和冲积海积平

原.因此, 华南沿海在海岸类型上表现出山丘(或台

地)与平原海岸交错分布的明显特征.

图 1 � 华南沿海地区中新生代断裂构造略图
I1 .闽南隆起, I2. 韩江三角洲断陷, I3.粤东断隆, I4. 珠江三

角洲断陷, I5 .粤西桂南断隆, I6 .雷琼断陷, I7 .琼中南断隆

全新世冰后期海侵时期将华南海岸线大致从现

代陆架边缘推进到现代岸线的位置[ 3] , 它对华南海

岸地貌的现代发育及分布至少造成两种明显后果:

第一,原为山间谷地或河谷沉沦为海湾或溺谷, 形成

各种现代海岸地貌;第二,低海面时期陆架上的古海

岸泥沙或古沙坝沙随着海平面上升和滨面后移, 在

波浪的作用下逐步向陆搬运和沉积
[ 4]
, 导致华南一

些岸段形成规模巨大的具超覆沉积构造 ( ov erlap

sedimentary st ructure)的沙坝�潟湖堆积体.

4 华南海岸动力环境的地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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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近岸流系对砂质岸滩的形成和发育是最具活跃的

动力因素,然而近岸波场中波能的分布又与潮差大

小有关.因限于篇幅,下面仅对波浪和潮汐的地域变

化作分析.

4� 1 波浪状况的变化
华南沿海除粤中外,海浪波型均以风浪为主.风

浪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冬季波向主要是北东,夏季为

偏西向,春季、秋季为常波向的交替时期. 最大波高

出现在夏季、秋季的台风季节.由于华南大陆轮廓向

南东凸出,并且北东向季风强于南西和南东向季风,

故东部地区和海南岛东岸冬季波高大于夏季的, 其

余地区大部盛行偏南向浪. 据文献[ 5~ 10]报道的测

波资料,经整理和分析,华南沿海各地盛行波浪向、

十分之一大波波高及波周期的年平均值可归纳如图

2所示.从图 2可以看出:

图 2� 华南沿海波浪状况的地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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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盛行波浪向的地域变化自闽南至粤西大体

从东北东向以顺时针方向逐步偏转为南东向, 到雷

州半岛东侧反转成近东向, 至琼州海峡进一步变为

北东向,但在海南岛东岸又恢复为南东向,而在海南

岛南岸和桂南沿岸均基本为南向略偏西;

( 2)年平均波高的分布具有自东往西逐渐降低

的趋势,即闽南、粤东沿海在 1� 0 m 以上; 粤中至粤

西除荷包岛外大多为 0� 6 ~ 0� 9 m, 桂南沿海为

0� 5 m左右;在海南岛东、西沿岸大体大于南、北沿

岸,这种变化与经台湾海峡南下的北东向季风首先

影响华南东部海区的波浪成长有关.

4� 2 � 潮汐类型及潮差的变化
华南沿海潮汐除东部局部地区受来自台湾海峡

传入潮波的影响外,主要是由太平洋潮波经巴士海

峡和巴林塘海峡传入南海后而形成的. 由于受地理

条件的影响,潮波在向西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因

而各地潮汐类型有所差异(图 3) . 潮差大小虽然在

某些程度上也受地形、径流和季节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但主要取决于地理上的分布. 从图 3可以看出,

华南沿海各地年平均潮差具有以下分布特点:闽南沿

岸和桂南沿岸潮差最大,平均大于 2 m, 前者受台湾

海峡潮波传入的影响, 后者乃地处北部湾湾顶之故;

雷州半岛东、西两侧潮差次之;粤东、粤中和琼州海峡

以及海南岛东岸和南岸的潮差较小,一般小于 1 m.

图 3 华南沿海潮波系统、潮汐类型及

潮差分布略图(据文献[ 5] )

4� 3 � 浪潮作用指数值的沿岸变化
砂质海滩的剖面形态、滩面沙粒大小和演变趋

势主要取决于波浪和潮汐的强弱及彼此消长, 其关

系一直是海岸地貌工作者关注的课题. 著名的

Hayes海岸类型模式就是基于潮汐和波浪相对强度

的差别而作出的分布区限[ 11, 12] .夏东兴和崔金瑞[ 13]

引入浪潮作用指数( K ) ,并定义 K = 2� 5H / R, H 为

H 1/ 10平均波高, R 为平均潮差, 同时得出 K > 1 时形

成浪控地貌, K< 1时形成潮控地貌, K 接近 1时发

育过渡型地貌,为判别海滩状态对水动力环境的响

应特征提供了定量的指标. 嗣后 Masselink 和

Short [ 14]也提出一个类似的无量纲参数 ( RT R) , 从

潮差影响的角度来描述海滩特点. 本文拟利用 K 值

作为海岸动力因子来探讨华南各砂质海滩的动力地

貌学特征.对此,就图 2, 3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分析、

整理和计算,并且将各岸段海区的K 值示于图 4.由

图 4的 K 值分布可看出: ( 1)除桂南沿海为潮控海

岸外,其余岸段大部为浪控海岸; ( 2)闽粤沿海的 K

值以粤东为最大, 并且逐步往东、西两侧减小; ( 3)海

南岛东岸的 K 值大于西岸的.

5 � 华南砂质海岸的地貌类型

有关海岸地貌的分类方案较多,所考虑的主要

因素及其分类标准很不统一
[ 15~ 23]

.国内大多采用文

献[ 21]所确定的原则对海岸类型进行分类,但该分

类方案中对砂质海岸的地貌类型未作进一步划分.

陈欣树[ 1] 将华南砂质海岸狭义地划分为古滨岸砂质

堆积体(老红砂阶地)和现代岸堤砂堆堆积体两种地

貌,后者又按发育形式和外动力特点再分为 7种类

型.本文的所谓砂质海岸泛指砂质海滩依托的海岸

地貌的形态结构. 鉴于陆源(非海洋生物骨壳)砂质

海滩分布广泛,可处在不同的气候带,可背依不同陆

地地貌单元,但岸与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

者不仅唇齿相依, 在物质来源和成因上密切相关,而

且由于不同岸段海洋动力条件的差别, 海滩状态也

有所不同.因此,这类海岸的地貌形态与组合具有明

显的区域差异.下面笔者权且按岸滩形态组合特征

和成因将华南砂质海岸地貌划分为岬湾岸、沙坝�潟
湖岸和夷直岸三种基本类型,并将各类型砂质海岸

的可能分布岸段示于图 4(本文仅讨论陆源砂质海

滩的动力地貌特征) .

5� 1 � 岬湾岸型
华南沿海形成众多湾口朝向南西或南东的岬湾

海岸,这种类型的砂质海岸的分布十分普遍.在基岩

岬角之间开敞海湾内, 由于波浪作用,波场中的物质

通过沿岸输沙和横向输沙一般形成对称弧形或不规

则弧形的砂质海滩.其地貌特征为台地或山丘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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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华南沿海砂质海岸的地貌类型及其特征分布岸段

岸线曲折,基岩岬角凸出(图 5) ;砂质海滩的长度较

小,一般仅有数十至数百米.砂质物源主要来自注入

海湾的小型山地河流搬运或海岸的侵蚀物. 动力条

件通常属浪控海岸, K 值多大于 1.

图 5 华南岬湾型沙质海岸的主要地貌模式示意图

1� 山地、丘陵或台地, 2� 洪冲积平原, 3� 岩滩, 4� 砂质海滩,

5� 盛行波浪向, 6� 泥沙主要运移方向

5� 2 � 沙坝�潟湖岸型
华南沙坝- 潟湖型砂质海岸主要分布在粤东、

粤西和琼东等岸段.本类型海岸通常由离岸沙坝及

其封闭的潟湖组成,它的次一级地貌单元有拦湾沙

坝、潟湖、潮汐通道和涨、落潮三角洲砂体等. 拦湾沙

坝显然是其中关键的地貌形态结构,它的形成和演

变直接维系着整个地貌体系的生成和发育. 华南沿

海拦湾沙坝地貌按形态和成因可分为三种主要类

型: ( 1)沙坝砂体,呈条带状平行岸线分布,大多是全

新世海侵时陆架泥沙随海面上升在波浪作用下向岸

迁移堆积而成, 其特点为规模宏大, 具超覆沉积构

造[ 4] , 如粤西水东港和琼东港北港沙坝�潟湖海岸;

( 2)沙嘴砂体,呈长条状离岸障壁体平行或斜交岸线

分布,头端常弯曲,乃斜向海岸入射波浪引起的沿岸

输沙而成, 如闽粤交界宫口湾之渡西沙坝�潟湖海
岸; ( 3)连岛砂体, 泥沙在岛屿后面波影区堆积至陆

岸,如粤东碣石湾白沙沙坝�潟湖海岸. 华南的这种

砂质海岸地貌类型的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通常居于

岬控海湾之内,沙坝一端靠陆, 另一端向湾中伸长;

其二,由于海滩对动力条件和供沙状况的变化具有

自调响应,以达到泥沙作动态平衡迁移的机能, 故沙

坝滨线一般呈内凹弧形或半心形, 形成了 Silv est�
er

[ 24]
所描述的对数螺线形态 ( log arithmic spiral) ;

第三,华南沿海盛行波浪向主要是东北东或南东向,

以致许多沙坝�潟湖海岸呈螺线形岸线,其切线均位

于海湾西侧,而弧形遮蔽带及潮汐通道则居于海湾

东侧(图 6) .

图 6 华南沙坝- 潟湖型砂质海岸的主要地貌模式

(据李春初[4]资料,但本文作了适当修改)

1� 丘陵、台地或阶地, 2� 海积平原, 3� 粉砂淤泥质潮坪, 4� 砂质

海滩和沙嘴, 5� 沙丘, 6� 沙坝脊, 7� 潮汐通道, 8� 沿岸输沙方

向, 9� 向岸�离岸输沙方向, 10� 盛行波方向, 11� 侵蚀岸段,

12� 淤积岸段

5� 3 � 夷直岸型
夷直岸型砂质海岸主要分布在以新构造期形成

的断陷盆地和断陷区(如韩江三角洲断陷和雷琼断

陷)为背景的河口三角洲平原岸段和粤西桂南断隆

区内由下更新统湛江组和中更新统北海组地层组成

的古洪冲积平原岸段. 这些岸段的第四纪沉积层厚

度大,海相层和陆相层多次交替叠置,其岩性一般为

砾砂、砂、砂质黏土和黏土质粉砂等质地疏松的陆源

碎屑沉积物,是典型的软质海岸.全新世海侵海面相

对稳定后上述岸段平原边缘由于缺乏基岩岬角(或

岛礁)对向岸入射波浪的遮挡,整个岸段在波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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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期的塑造下自我调整响应机能,以致形成的砂

质海岸较为平直.夷直岸型砂质海岸的地貌特征如

下: ( 1)海岸地势低平,岸线平直,不见基岩岬角; ( 2)

由于原始岸坡坡度小, 向岸入射波浪的波能较为分

散,滨海输沙能力弱,常形成以细粒砂为主的宽阔平

缓且长度较大的海滩; ( 3)岸滩地貌呈现弱侵蚀�堆
积状态,少见潟湖、沙嘴或沿岸沙坝之类的明显堆积

地貌或岩礁、砂砾滩等强侵蚀地貌.将本文研究区各

砂质海滩的海岸地貌类型列于表 1.

表 1� 本文研究砂质海滩的海岸地貌构造背景

研究区海滩名称 编号 区域新构造环境 砂质海岸地貌类型

闽南东山岛金銮湾沙滩 A 闽南隆起 岬湾岸型

粤东碣石湾白沙沙滩 B 粤东断隆 沙坝�潟湖岸型(连岛砂体类型)

粤中高栏岛飞沙湾沙滩 C 珠江三角洲断陷 岬湾岸型

粤西水东港虎头山沙滩 D 粤西桂南断隆 沙坝�潟湖岸型(沙坝砂体类型)

琼东云龙湾沙滩 E 琼中南断隆 岬湾岸型

琼东港北港沙堤海滩 F 琼中南断隆 沙坝�潟湖岸型(沙坝砂体类型)

琼南亚龙湾沙滩 G 琼中南断隆 岬湾岸型

桂南北海海银滩沙滩 H 粤西桂南断隆 第四纪沉积层夷直岸型

6 华南砂质海滩动力地貌学特征探讨

地质构造、海平面变化和海洋动力条件对海岸

形态的发育均有极大的影响. 尽管砂质海滩可背依

不同的陆地地貌单位, 但后者之地质和构造基础在

宏观尺度上为其形成、演变提供了背景条件及一定

的物质来源是无可置疑的, 这从上述不同砂质海岸

类型的海滩具有不同地貌形态特点可以明显看出.

砂质海滩以前滨滩面(即正常潮间带滩地)为主

要组成部分,其沉积物横向活动范围一般还包括陆

侧的后滨和向海侧的近滨. 笔者在 2002年 2月(冬

季)和 2003年 7月(夏季)对华南沿海 8个海滩剖面

进行重复测量主要侧重于后滨和前滨. 现将各沙滩

剖面地形的冬夏季变化示于图 7,图中标出后滨和

前滨的分界点和滩面沉积物的平均中值粒径以及所

处海区的浪潮作用指数( K 值) . 为便于分析对比,

还将各个砂质海滩的 K 值变化与其滩面沉积物中

值粒径和平均坡度( �值)的相关关系示于图 8.根据

图 7和 8的实测资料,并且综合有关海岸地貌,我们

拟从下面四个方面讨论华南沿海砂质海滩的动力地

貌学特征.

6� 1 滩面倾向
由图 7可见, 研究区砂质海滩之横向剖面方向

一般朝向南东, 即滩面倾向以南东为主,这与华南的

地质构造背景不无相关. 据卢演俦和丁国瑜
[ 25]

, 华

南沿海地带在新构造期一系列走向北东东和北东的

断裂和向南东弯曲的弧形断裂带作压扭性运动, 制

约着该区海岸线的分布, 而与之伴生的一系列短而

不连续的北西向断裂则表现为张性或张扭性变形.

这种情况在使华南海岸带凸显向南东突出的圆弧特

征的同时,也造就了华南沿海海湾湾口多数朝向南

东.全新世海侵后,海滩的形成受原始岸坡的影响和

现代华南沿海盛行波主要为南东的浪向的作用, 显

然这也是滩面大多倾向南东向的重要因素.

6� 2 海岸动力环境影响
从图 4可以看出, 华南沿海的浪潮作用指数一

般大于 1, 因而多数砂质海滩滩面形成坡度较大的

浪控地貌.本文调查的海滩中仅桂南北海银滩沙滩

(见图 7中 H 剖面)例外,该海滩地处北部湾湾顶,

由于波能小、潮差大( K 值仅为 0� 53) ,其前滨滩面
在原始岸坡较小的古冲洪平原上形成了以细砂为主

的宽阔平坦的潮控地貌.

6� 3 季节冲淤变化趋势
华南沿海风浪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冬季波向以

北东向为主,夏季为偏南向浪(多数为南东向,北部

湾沿海等局部地区为南西向) ,从图 7各沙滩的冬夏

季地形剖面变化可看出:

( 1)岬湾岸型沙滩( A, C, E 和G 剖面)夏季与冬

季相比,其前滨滩面呈现淤涨, 并且随 K 值增大有

加强的趋势.这体现了海岸形态的控制作用,即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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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华南沿海几个主要砂质海滩剖面地形的冬夏季变化

纵坐标和横坐标均以平均大潮高潮的痕迹线所形成的水陆分界线为 0点( � ) . d50(冬/夏)为滩面沙粒的中值粒径( mm) .

实线剖面于 2002年 2月测量(冬季剖面) ,虚线剖面于 2003年 7月测量(夏季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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岬湾朝向南东有利于夏季常波况条件下偏南向浪的

向岸输沙, 同时也表明海区的 K 值大小与沙滩的季

节性变形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

( 2)沙坝�潟湖岸型沙滩( B, D和 F 剖面)的冬夏

季冲淤变化与岬湾岸型沙滩有所不同, 它基本处于

相对侵蚀状态, 并且 K 值越大, 侵蚀越明显; 从图 6

华南沙坝�潟湖岸型砂质海岸的主要地貌模式可看
出,当夏季波向与其直接入射岸段滨岸的走向斜交

时,波能流沿岸分量造成的沿岸输沙方向通常往西,

而且沿岸输沙率的沿程变化一般有往西增大的趋

势,使得沙坝下游直线岸段的沙滩处于侵蚀状态; 本

文实测的沙滩剖面位置均位于直线岸段, 故夏季呈

现了侵蚀趋势.

( 3)夷直岸型沙滩( H 剖面)冬夏季的冲淤变化

趋势与沙坝�潟湖岸型沙滩有些类似,但 H 沙滩剖

面处在北部湾北岸, 其沿岸输沙方向和量值略有

不同.

6� 4 滩面沉积物粒径和坡度的动力响应
由图 8 可见, 各实测沙滩的 d50及 �角均与 K

值成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 K 值是制约沙滩

滩面状态的重要动力影响因子.

6� 4� 1 � 沉积物粒径的变化
图 8显示出沙滩夏季剖面的 d50值多数大于冬

季的,仅琼东海滩( E 和 F 剖面)例外. 如图 7 所示,

E和 F 剖面方向基本向东, 该两岸段冬半年盛行的

北东向浪相对于华南沿海其他岸段不仅风区较长,

而且能量较高, 使之在冬季具较强动力条件, 从而冬

夏季滩面沉积物的 d50值的变化不同于其他岸段,但

华南多数岸段冬半年的北东浪向一般成离岸浪, 相

对而言,夏半年偏南向浪的直接向岸入射则起明显

的作用,以致夏季的 d50值通常大于冬季的. 这说明

滩面沉积物粒径大小主要受制于 K 值的作用, 季节

风浪浪向变更以及沙滩剖面的地理位置与方向等因

素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6� 4� 2 � 前滨滩面坡度的变化
图 8显示冬季剖面的 �角一般大于夏季剖面

的,只有琼东港北港沙堤海滩( K = 3� 0)例外. 关于

海滩的形态, Wr ight和 Shor t
[ 26]
把之区分为消散型

和反射型二种极端状态和四种中间类型. 王文介和

杨雪舞[ 27]认为华南沿岸砂质海滩在正常波况条件

下以处于消散优势型和反射优势型之间的海滩形态

占优势,我们上述的观测资料与他们报道的结果是

基本一致的,对此作如下解释:冬半年华南沿海涌浪

图 8� 华南沿海几个主要砂质海滩浪潮作用指数(K )

与滩面沙粒中值粒径( d50 )和平均坡度(�角)的关系

较多,波周期长, 沙滩剖面多具较强的反射性,其后

滨常呈明显滩肩形态, 故多数滩面坡度较大;夏半年

风浪较盛行,波周期短,有时还受到热带风暴和台风

浪的冲击,沙滩呈较强的消散性,此时多数沙滩的后

滨滩肩泥沙向海移,形成系列平行海岸的沙坝, 滩面

坡度普遍变缓.至于琼东港北港沙堤海滩出现比较

反常的现象,可能主要是由于该海滩滩面朝向东北

东方向,又海区潮差小, K 值很大. 冬季这一岸段较

强的北东- 东北东向风浪对滩面正面冲击,使海滩

剖面呈现相对强的消散型;夏季在偏南向风浪的斜

向冲击下,尽管有较强的沿岸输沙量,但向海输沙减

弱,同时还由于岸坡陡、K 值大、入射波能量的高度

集中,使波浪抵达滩面后往往来不及破碎就直接冲

上沙滩,而波浪冲流的高程大必然在后滨形成了高

滩肩,因此滩面 �角明显大于冬季的.

7 � 结语

从上述华南沿海砂质海滩的动力地貌分析得

出,沙滩的地貌形态受制于海岸的地理位置、构造背

景、岸线走向、海洋动力条件及沙源供给等多种沉积

环境因素的影响. 区域地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构造

运动和海平面变化为大尺度的砂质海岸地貌的发育

奠定了基础,而全新世海侵海平面相对稳定后, 在现

代海岸动力条件下发生的滨海输沙中沙滩沉积物补

给、迁移和堆积等作用所进行的冲淤调整对其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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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中浪潮指数 K 值是反映 这种变化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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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orphodynamics of sandy beaches in South China

CA I Feng1, 2 , SU Xian�ze2 , CAO Hui�mei2 , XIA Dong�x ing3

( 1� College of Ear th Science, Ocean Univ er s ity of China, Qing dao 266003, China; 2� T hird Ins titute of Oceanography , Si�

ate Oceanic Administr ation, X i amen 361005, China; 3� F irs t I 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 State Oceanic A dminis tr ation,

Qing 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Eight pr ofiles o f sandy beaches dist ributed in dif ferent g eographical coast sect ions and different

coast geomorpho logies w ere repeatedly surveyed on the spo t in w inter and summer and analysed in labora�
to ry to discuss the mo rphodynam ics of the sandy beaches along the coast of South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combined w ith the analy sis on the coastal geolog ical st ructure, geomorpho logy and th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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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of modern coastal dynam ical environments w ith geog raphical locat ion, the sandy coast of South China

is different iated into three basic types of coastal geomo rpholo gy: cape�bay coast, barrier�lag oon coast and

st raightened coast. T he morphodynamics of the beaches w ere stud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beach in�
cline, co astal dynamic changes, the seasonal scouring�silt ing changes tendency, the sediment grain�size of

the beach face 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beach slo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phodynamics w as

enslav ed to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w hich geolo gical st ructure backgr ound and sea�lev el changes

played an impo rtant b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morpho logy of sandy beaches in a larg e�scale dist ri�
bution. Af ter the Ho locene tr ansg ression, the sea�lev el w as relat ively stable, the moulding act ion of mod�
ern coastal dynamic condit ion became decisive, and the index of t ide�wave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

Key words: coast o f South China; sandy beach; mor phodynam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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