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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港口水文地质环境的影响
———以连云港拦海大坝为例

蔡则健，吴曙亮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南京 !"##"$）

摘要：通过多时相卫星遥感图像对江苏省连云港拦海大坝分析研究后认为，拦海大坝在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的同

时，也彻底改变了港口的水文地质环境，改变了近岸海流、泥沙流运移路径和对港池的冲刷作用，引起港池淤积加

剧和周边水文地质环境向不良方向发展，并提出了治理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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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自然环境概况

连云港位于江苏省北部滨临南黄海（插页彩片

"-），属基岩海湾式港口，北有东西连岛作天然屏障，

抵御风暴潮和台风袭击，南有云台山系作依托。港

池开阔约有 )# ./!，东窄西宽，水深 ’ /。主要航道

较窄浅，水深一般 "" / 左右，船只均从东口进出港

区。作为第二欧亚大陆桥东桥头堡，港口现有万 0
级以上泊位 !# 个，年核定吞吐量近 ! ### 万 0，是我

国主要商港之一，也是江苏省沿海唯一的万 0 级海

港。根据连云港远景规划，尚须建 "# 万 0 级以上深

水泊位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根据水文地质观测资料，在拦海大坝实施前，港

池冲刷和淤积情况长期以来基本保持平衡状态，水

文地质环境较为稳定，这完全得益于贯通港池的潮

流和南北两股呈对流之势的沿岸流作用。然而，酝

酿于上个世纪 $# 年代中期并于 "((1 年建成的拦海

大坝，西连棺材山，东接连岛之庙前湾，全长约 ’ ./，

为封闭式实体。大坝沟通了东西连岛与大陆的交

通，为其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同时，大坝也彻底改

变了港区的自然水文地质环境，由此造成诸多隐患

并将产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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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建成后港口水文地质环境的变化

插页彩片 "2，"1 分别是 "((’ 年 %3 图像和 !###
年 4%35 图像，与插页彩片 "- 对比，可以看出港口水

文地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 6" 近岸海洋水动力条件改变

大坝封堵了港池西端，使开放的港池成为一个

半封闭状西宽东窄的袋状港湾，涨落潮流、波浪及沿

岸流已不能再通过港池继续向西运动，大大降低了

港池的水动力作用。

! 6! 近岸泥沙流运移路径改变

近岸海洋水动力条件的改变使近岸泥沙流的运

移路径也随之同步发生改变。从插页彩片 "- 可以

清楚地看出，大坝封堵前，来自北部及海州湾和来自

南部废黄河口两股沿岸泥沙流，在港区汇合后，围绕

东西连岛形成顺时向的旋转流。含泥沙浓度由近岸

向深海域逐渐扩散，光谱特征亦与之呈正相关关系，

反射强度由亮—暗变化（图 "），这是因为两股泥沙流

在港池东端口处来不及消能落淤，因此形成了高浓

度悬浮泥沙流。时至 "((’ 年大坝建成一年后，港池

东西两端水动力相互作用的条件已被阻断，不能融

汇贯通，迫使北部沿岸泥沙流在经过棺材山后沿大

坝折向东西连岛方向，沿连岛外缘东移，至连岛东

端 羊窝头区域，与废黄河口北上的沿岸泥沙流汇合

第 - 期，总第 2- 期 国 土 资 源 遥 感 786-，!##!

!##! 年 "! 月 "2 日 !"#$%" &"’&(’) *$! +,’- . !"&$/!0"& 9:;6，!##!

万方数据



图 ! 连云港竹岛—苏家湾不同时期光谱曲线剖面图

后直入港池，使南移的泥沙流在连岛东端形成顺时

向旋 流进入港池。

! "" 泥沙落淤环境改变

港池封堵前，近岸海流携带内陆河入海泥沙或

因波浪作用掀起的水下泥沙，自南北两个方向向港

区运动，在港区汇合后，由于流场动能较强，仅很少

部分泥沙在港池落淤，大部分泥沙则由二者汇合后

所形成的旋转流带出港池，扩散到浅海或深海区，加

之潮汐涨落及波浪掀沙作用的影响，已落淤泥沙仍

有部分被带出港池，所以，连云港区在大坝封堵前长

期以来保持了冲淤基本平衡的状态。大坝封堵后，

改变了港区的形态，使之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口袋。

来自北部的泥沙流绕道连岛外缘东端与来自南部的

泥沙流汇合后进入港区，而港区东端是“袋口”处，口

门狭窄仅有 # "$ %& 左右，所以两股泥沙流在通过口

门后，进入宽阔的港池而消能落淤，没有西去通道，

潮汐及波浪作用也基本被限制在港池内，流场的携、

掀沙能力远不如以前，仅靠潮波回流将少许悬浮泥

沙带出港池，加剧了港池的淤积。另外，北部的泥沙

流自海州湾东去只有沿大坝折向连岛方向，在大坝

的外侧形成新的落淤场所，同时连岛外缘也受到影

响（插页彩片 !’）。

! "# 港口水质状况改变

“流水不腐”是自然规律，原本开放流动的港池

基本不存在水质问题。随着港口建设规模的扩大和

时间的推移，污染物不断增加和积累，又不能由海洋

水动力作用带出港池，导致水质状况逐渐恶化，现时

至夏日，即可嗅到来自港池水域的阵阵异味。

$ 港口水文地质环境发展趋势分析

" "$ 港池及主航道淤积加剧

前已述及，南北两股沿岸泥沙流在港池东口门

处汇合，由于港池较为开阔，进入港池后消能落淤，

落潮流和波浪的携沙能力大大减弱，导致进港泥沙

量大大高于随流出港泥沙量形成淤积。根据实地调

查，原处在港区墟沟的海滨浴场由于粘土淤泥质增

多现已被淤废。大坝东段约 # ( $ 段落退潮后已可见

新潮滩露出水面，这是大坝封堵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的现象，说明港池正在逐年淤高。墟沟与港区之间

部分段落 !)*’ + !),- 年向港池淤进了 #-. &，年均

#- & 左右；!),- + !))* 年淤进 $-. &，年均达 $. &；

!))* + #..! 年仅 / 0 中，已淤进近 #.. &，年淤进高达

-. &，这充分说明大坝建成后港池淤积日趋加剧。

港池内悬浮泥沙含量以口门附近最高，随着进入港

池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至墟沟附近海面最低

（图 !）。主航道位置正处于泥沙含量较高的重流区

内，加速主航道淤积是必然的，疏浚保航支出将增

加。

" "! 拦海大坝的外缘形成新的潮滩

北部来的泥沙流因不能通过港池而沿大坝东

移，必然在大坝外侧形成新的淤积环境。插页彩片

!- 是 !))* 年 ’ 月大坝竣工数月后所获得的 12 信

息，在这幅影像图上，大坝外侧的悬浮泥沙含量比内

侧港池泥沙含量明显减少，且分布较均匀，光谱反射

特征无明显差别。而在 #... 年 !! 月份 3124 影像

图上发现，在大坝西段外侧约 ! ( # 段落，已形成明显

的淤积影像特征，西段泥沙含量明显高于东段，且西

段的光谱反射值略高于池内东段（图 !），说明港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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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处于淤积环境。棺材山和竹岛附近海域，插页

彩片 !" 与插页彩片 !# 已明显不同，海州湾近岸

泥沙流浓度带已延伸至大坝西段，几乎以每年近

! $$$ % 的速度沿大坝向东淤进。也许不用很长时

间，大坝外侧将形成新的潮间带，将海州湾与连岛连

在一起。

! &! 连岛北侧淤积过程加速

从插页彩片 !#，!" 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影响连

岛北侧淤积环境的是来自北部及海州湾的近岸泥沙

流，来自废黄河口的泥沙流行至港区东端并未向连

岛北侧移动，而是直接进入港区。因此，连岛外侧的

淤积趋势主要是随着海州湾淤积范围的东延，进而

形成大坝外侧新潮滩，然后再加速连岛外侧淤积，呈

递进式发展。由于流场动能降低，加快了连岛北侧

淤积，直接威胁到连云港市东西连岛规划中大路口

和苏马湾建造海水浴场和沙滩日光浴及度假村的发

展前景。

’ 对策与建议

自 !((" 年至今拦海大坝建成后的短短几年间，

港口水文地质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将继

续对港口及周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

（!）早在 !()* 年大坝论证阶段，江苏省地矿局

遥感站在进行“连云港遥感综合调查”项目研究中就

已提出，将要建设的东西拦海大坝建成“挡浪不挡

潮”型的孔式结构，既能降低海浪拍蚀作用，又能让

潮汐海流通过港池，基本保持港口原有的水文地质

环境。因此从长远发展看 ，建议对大坝实施改造，

变死港为活港，以顺应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

（+）连岛西端实施“丁”字坝工程，将来自北部的

泥沙流限制于海州—大坝—丁字坝西部区域，或挑

向深海区，以减缓连岛北侧淤积和入港泥沙量。

（,）后云台山东端羊山岛实施“丁”字坝工程，将

来自废黄河口的沿岸泥沙阻挡于港口东部海域。

（’）加强对港区及周边水文地质环境的监测，掌

握其动态变化趋势，发现问题及时制定对策加以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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