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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海湾周围地区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入海量的不断增加，造成
海湾污染物种类与浓度不断增加，导致水质恶化趋势日益加剧、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日趋严重、生物多
样性不断下降、生态系统正常功能大量丧失、有毒有害赤潮濒发和规模不断扩大等，严重影响了海湾
近岸海域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健康发展。
海湾生态系统的急剧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本书是在2006年出版的《海湾生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新的研究内容，为适应日新月异的科
学发展进行了补充，以便更为适应海湾生态学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本书以中国海湾为研究主题，介绍了中国海湾的最新研究动态，海湾的地理、地貌、水文和水动
力，以及海湾的环境变化、生物变化和生态变化等内容。
展示了海湾生态学研究的特征和变化、海湾生态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最新发展，也展示了海湾自然环
境的变化以及海湾水域和岸滩的开发利用。
随着海湾周围区域工农业城市的快速发展，河流输入量持续下降，海湾水域污染严重，危及到海湾近
岸生态的可持续利用和健康发展。
因此，读者可通过本书的学习和研究，探讨如何保护海湾生态和进行综合治理，使海湾资源向着可持
续利用的方向发展，也可确定影响海湾水体环境的主要污染物质总量控制指标，为海湾水体环境保护
、实施目标管理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提供海湾近岸陆源污染的监控和研究以及保护海湾
生态与进行综合治理的措施和方法，以期为今后深入调查研究海湾近岸生态工作提供科学基础，促进
海湾资源、环境的开发与保护，推进海湾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海湾生态保护和环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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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湾生态学》共分16章，通过探讨海湾生态系统的变化，来阐述在全球生态系统中，采取何种
举措来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环境变化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平衡作用。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通过该书的学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有关海湾生态学的最新研究动
态；分析探索该类水域的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变化过程；掌握研究海湾生态系统的规律和机制的方
法。
此外，该书还有助于加深对海湾生态系统的理解，培养定量化研究生态系统的思维。
　　《海湾生态学》适合海洋地质学、环境学、生物学、生物地球化学、生态学和海湾生态学等有关
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参阅，也适合高等院校师生作为教学和科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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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影响重金属积累的因素　　　　五、海湾重金属污染分析及其评价　　　第二节 石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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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珠江河口由河网区与河口湾区构成，连接两部分的是珠江口独特的地貌单元“门”。
末次海进盛期古珠江海湾可分为内海湾和外海湾，现代三角洲平原与河网均发育在古内海湾。
内、外古海湾通过峡口相连，这些峡口演变为现代的“门”。
根据实测水文资料、地形图、钻孔资料，应用PRD-IXMM长周期动力-沉积-形态模型对珠江河口的“
门”6 000年来地貌动力学进行探讨：①现代“门”双向射流动力系统。
②“门”的演进阶段。
③“门”对古潮汐能量的集聚作用。
④珠江河口各“门”与相应的三角洲平原的同步耦合演进。
⑤“门”对珠江河网形成的作用。
　　（二）岬间海湾　　岬间海湾平面平衡形态经验模式的提出和发展为海岸平面形态平衡规律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从最初对数螺线模型的提出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平面平衡形态模型的发展也日趋成熟。
它不仅在理论上为海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在实际应用中也卓有成效。
利用模型可以预报静态平衡岸线，把人类的生产、生活设施布置在可能侵蚀区域之外。
同时海湾平面平衡形态经验模型，特别是抛物线模型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海岸工程中，为海岸工程人员
设计经济、合理、有效的海岸防护工程，如为岬角控制工程、离岸堤工程、填海造地工程等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
　　但是，建立在拟合基础上的经验公式缺乏机理上的分析。
尽管利用沿岸输沙机制解释了岸线的形成机理，论证了海湾形态与破波能流沿岸梯度的关系，阐述了
波锋线垂直逼近海湾，一齐破碎，沿岸净输沙为零为静态平衡海湾的特点。
但对于海湾为什么满足模型的经验关系式均未说明，即岸线形态为什么会满足对数螺线、抛物线等函
数关系没有机理上的解释。
因此，模型尚缺乏理论基础。
机理分析和经验拟合相结合应该为以后海湾平面平衡形态规律的研究发展方向。
　　国内对海湾平面平衡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除夏益民提出双曲线形模型外，另有常瑞芳利用波槽
实验论述了波浪对海湾形成的影响因子，王文介对季风条件下优势波浪和次优势波浪作用可能形成双
对数螺线的研究等。
我国岬间砂质海岸分布广泛，尤其华南沿海。
近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砂质海岸正遭受着侵蚀后退过程。
这既对岬间海岸平面平衡形态规律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因此，对我国岬间砂质海岸平面平衡形态规律的研究应该会逐渐引起海滩科研人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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