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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全国海湾调查的基础上，将《中国海湾志>所记载的96 个海湾的基本要素

    进行了统计分析，选择了海湾的水域率、开敞度、形态系数、动力参数等量化指标，对

    中国海湾分类进行定量化划分的探索，同时对海湾的成因分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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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弓l吾

    分类是研究事物的一种手段，也是方法．世间事物千差万别、错综复杂，要认识其本质，首

先要逐个研究，进而进行分类组合，即把某些具有共性的事物组合在一起，研究各类事物的共

性．由这个意义上讲，分类是研究的开始．由另一方面讲，只有对事物的个性研究透彻之后，

方能对事物进行分类，因此，由这个意义上讲，分类又是对事物研究的顶点．

    海湾是海洋伸入陆地较深、入 口宽度较小的明显水域．该水域的面积大于或等于以其入

El宽度为直径划的半圆面积[1]．我国海湾面积量算以海岸线为准．据初步统计，我国的海湾

面积在 5 km 2 以上者有 200 个左右，面积在 10 km 2 以上者有 150 余个，它们在整个海岸带的

开发利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对海湾的某些特征和性质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在国民经

济活动中得到正确的评估和开发利用，对中国海湾进行较系统的分类研究不仅是有益的。而且

通过近 10 a 余的研究，对我国海湾的成因、演化及各种特征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故其时机也

已经成熟，本文即是在这方面的探索．

    过去的某些分类原则往往只是定性的(如海湾的成因分类)，缺乏量化指标，因此，这些分

类往往是模糊的，在此类与另类之间无明确的界限，如某些溺谷湾和构造湾之间即是如此．为

了克服这一缺欠，除了定性分类外，本文主要采取量化指标作为划分海湾类型的标准．

2 分类指标的选择

毫无疑问，选择恰当的量化指标对做好海湾分类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于 1998．09—29 收到，修改稿于 1999—04—26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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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征海湾特征的指标是多种多样的，如地理、形态、理化、生物、动力特征等，这些指标中哪

些更能说明海湾的基本特征，则是研究者最关心的．为此笔者在完成《中国海湾志》【2 J有关工

作的基础上，将所收录的 96 个海湾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些基本要素包括海湾面

积、水域面积、滩涂面积、海湾宽度和长度、海湾岸线长度、El门宽度、平均潮差、平均波高等，并

由基本要素导出了水域率、开敞度、形态系数、动力参数等衍生要素．

    上述指标中最重要的是海湾面积，它表征 了海湾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海湾 的价

值．《中国海湾志》即将入志海湾限于 10 km 2 以上，并根据海湾面积的大小将中国海湾分为

大、中、小 3 个类型，即海湾面积大于 100 km 2 的称为大湾，50～100 km 2 的海湾称为中湾，小

于 50 km 2的海湾称为小湾．这是最早用量化指标进行的海湾分类．

    海湾并非均由水域组成，它是由理论深度基准以下的水域和高、低潮之间的滩涂组成．各

海湾的水域面积、滩涂面积及其比值有很大差别，而且水、滩的用途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滩涂可

进行某些贝类养殖、围滩晒盐……而水域则不可能，但在这里则可修建码头、进行网箱养殖等，

这在滩涂上又不可能．因此，这一指标对全面规划海湾的开发，以及研究湾内的各种沉积、地

貌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故选用水域率(水域面积与海湾面积之比)作为海湾分类的重要指标

之一

    海湾的平面形态千姿百态，由海湾的基本形态可粗略得知海湾的基本地貌特征和动力特

征，如狭长型海湾基本以潮流作用为主，发育以线性地貌为主要的地貌类型；短宽型海湾多以

波浪作用为主，所形成的地貌类型与狭长型截然不同，因此，选用形态系数(宽长比)作为海湾

分类 的重要指标之一 ．

    海湾的开敞程度也是海湾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湾的动力特征、海湾

的沉积、地貌、生物特征及海水交换能力，因此，将它作为海湾分类的重要依据．此前所说的开

敞海湾、封闭海湾，多凭个人的印象，无具体标准，笔者认为用开敞度(El门宽度与海湾岸线长

度之比)来衡量海湾的开敞程度是比较恰当的．

    海湾中的动力条件是海湾中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决定了海湾的沉积、地貌特

征，以及生化特征、开发方向和工程措施等，因此，动力指标是海湾分类中的重要指标．至于本

文中用平均潮差与平均波高之比作为海湾类型划分标准问题在 4．2 节中进行讨论．

    另外，还可有许多指标，如理化、生物指标等，但研究尚不够充分，故暂未根据这些指标进

行海湾分类 ．

3 分类原则及中国海湾分类

    根据科研和国民经济需要，以及上述各种海湾基本要素和海湾的其他特征及性质，建立如

下的分类原则和分类．

3．1 成因原则分类

    成因分类有助于研究海湾的形成原因、演化过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夏东兴等[3]根据这

一原则将海湾分为原生海湾和次生海湾，其中前者包括构造湾、基岩侵蚀湾、河H 湾和火山El

湾等4 种；后者包括漏湖湾、连岛坝湾、三角洲湾、环礁湾等类型．之后又分出第3 种类型，即

混合成因海湾．

    应当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海湾全部系全新世海侵以来发育而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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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成，各种海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后期改造，因此，混合成因的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

文的成因分类采用海湾生成的主要原因来划分，将中国海湾仅分为原生和次生海湾两大类，在

这两个大类之下，再划分若干亚类．由于中国海岸地区与加拿大、欧洲等相比是稳定地区，构

造原因形成的海湾极少；由基岩遭受侵蚀而成的海湾，在我国也几乎没有，它们实际上是由于

冰后期海面上升、海水淹没丘陵山地后再经后期改造而成．因此，在本文的成因分类中，把前

人分类 中的构造湾、基岩侵蚀湾划归于基岩侵蚀 一堆积湾(表 1)．

    表 1 中国海湾成因类型分类

海 湾 分 类    ，    海  湾  名  称

原

生

湾

基岩侵蚀 一

堆积湾

溺谷湾

火山口湾

常江澳、小窑湾、大窑湾、大连湾、营城子湾、金州湾、普兰店湾、复州湾、太平湾、锦州湾、威海湾、养鱼

池湾、俚岛湾、爱伦湾、靖海湾、险岛湾、北湾、小岛湾、胶州湾、唐岛湾、崔家潞、琅琊湾、象山湾、三门

湾、漩门湾、乐清湾、隘顽湾、渔寮湾、沿浦湾、大渔湾、三沙湾、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湄州湾、泉州

湾、安海湾、同安湾、厦门湾、佛昙湾、旧镇湾、东山湾、诏安湾、宫口湾、企望湾、海门湾、碣石湾、红海

湾、大亚湾、大鹏湾、广海湾、雷州湾、廉州湾、钦州湾、澄迈湾、后水湾、珍珠港、金牌湾、马袅湾

乳山湾、丁字湾、浦坝港、沙埕港、镇海湾、海陵湾、湛江港、铺前湾、铁山湾、大风江口、防城港

涸州岛湾

    在我国海湾中原生湾约占 2／3，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长江以南等丘陵山地海

岸。是冰后期海进淹没沿岸山地、丘陵与河谷等而成．次生湾中的渴湖湾主要分布于山东、广

东及海南三省潮差偏小的海岸地区；连岛坝湾分布于潮汐作用不明显的浪控海岸，烟台的芝罘

湾和套子湾为典型的连岛坝湾；三角洲湾是伴随着建设性三角洲发育而形成的海湾；环礁湾仅

分布于南海诸 岛．

3 ．2 水域率原则分类

    海湾的水域率系指海湾中理论深度基准以下水域面积与全湾(含滩涂)面积之比．根据水

域率进行海湾分类，有助于海湾滩涂养殖、盐业、围海造田等功能的规划和实施．

    根据水域率将我国海湾分为 5 个类型(见表 2)：全水湾，其水域率大于 80％，该类海湾约

占32．0％；多水湾，其水域率在 60％～80％之间，该类海湾约占 20．6％；中水湾，其水域率在

40％～60％之间，该类海湾约占23．7％；少水湾，其水域率在 20％～40％之间，该类海湾约占

15．5％；干出湾，其水域率小于 20％，该类海湾约占 8．2％．

3．3 形态系数原则分类

    海湾的形态系数系指海湾宽度与长度的比．根据形态系数进行海湾分类，大致可判断海

湾的形态和潮汐汊道的发育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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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形态系数亦将全国海湾分成 5 个类型(表 3)：狭长型，其形态系数小于0．50，该类海

湾约占26．0％；宽长型，其形态系数为0．51～0．90，该类海湾约占22．9％；方圆型，其形态系

数为0．91～1．10，该类海湾约占 13．5％；长宽型，其形态系数为 1．11～1．50，该类海湾约占

14．6％；短宽型，其形态系数大于 1．50，该类海湾约占22．9％

    表 3 中国海湾形态分类

3．4 开敞度原则分类

    海湾的开敞度系指海湾口门宽度与海湾岸线长度之比．依据开敞度进行海湾类型划分，

基本上可以确定海湾的动力条件和海湾的水交换能力．

    根据开敞度可将我国海湾分成 4 个类型(见表 4)：开敞型海湾，其开敞度大于 0．20，该类

海湾约占34．7％；半开敞型海湾，其开敞度为 0．10～0．20，该类海湾约占 32．6％；半封闭型海

湾，其开敞度为 0．01～0．10，该类海湾约占27．4％；封闭型海湾，其开敞度小于 0．01，该类海

湾约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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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动力参数原则分类

    这里的海湾动力参数系指海湾平均潮差与海湾平均波高之比．依据动力参数划分的海湾

类型，基本可根据其类型判断海湾主要动力情况、海底沉积类型的分布规律和地貌基本特征．

    根据海湾的动力参数将中国海湾分成 5 个类型(表 5)：浪控海湾，其动力参数小于 2．0，该

类海湾约占20．7％；以浪控为主的混合海湾，其动力参数为 2．1～3．0，该类海湾约占 12．0％；

以潮控为主的混合型海湾，其动力参数为 3．1～5．0，该类海湾约占 23．9％；潮控海湾，其动力

参数为 5．1～10．0，该类海湾约占 25．0％；强潮海湾，其动力参数大于 10．1，该类海湾约占

1 8 ．5 ％ ．

表5 中国海湾动力参数分类

4 结论

4．1 分类的资料依据

    本分类研究中所采用的主要数据取自《中国海湾志》．就目前而言，应当说《中国海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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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资料数据是最可靠的．问题在于某些数据，如海湾中的平均波高，并非每个海湾都有实测

资料，尤其是那些半封闭型海湾，其平均波高主要是参考邻近海区海洋站的数据和类似海湾来

确立 ．至于开敞和半开敞海湾无实测资料者，均取 自邻近海洋站的实测资料．因此，上述数据

均有偏大的可能．

4．2 动力分类中动力参数的确定问题

    用动力参数进行海湾分类耳前尚无先例，仅在海岸分类中进行过．H ayes[4]最早提出根据

潮差大小来划分海岸的动力类型，并将海岸划分为 3 或 5 个类型(表 6)．后来 H ayes觉得此种

分类欠妥，于是在 1979 年提出了按潮差和波高相对关系来划分海岸类型[5]，即高能潮控海岸、

低能潮控海岸、潮控为主混合能海岸、浪控为主混合能海岸和浪控海岸(图 1)．此种分类方法

较好地解决了单凭潮差或波高来进行海岸分类之不足，但由图1可见，由于各类间的界限是一

条圆滑的曲线，很难用潮差和波高的比值明了地确定它，加之海湾中波浪作用较开阔的海岸弱

得多，为了强调波浪的影响，将平均潮差与平均波高比值扩大了一些，且把曲线关系变成直线

关系(图 1 中的虚线)，以便于掌握．这样做是否合适，尚有待实践证明．

表 6 根据潮差大小的海岸动力分类

50  100  150 200

  平均波高／cm

图 1 海湾类型划分

4．3 关于量化指标问题

    采用量化指标化进行海湾分类，无疑较定性分类会有很大进步，例如以往人们常凭直觉称

某某海湾是半封闭海湾、某某海湾是开敞型海湾等．采用量化指标后则不同，可用具体指标来

控制它们，如半开敞和半封闭海湾之间的界限是 0．10，当湾 口宽度和海湾岸线长度之比值大

于 0．10 时属半开敞式，反之则是半封闭式的．

    是否可以说用量化指标进行海湾分类，所得出的海湾类型中这_ 类与相邻的另一类就截

然不同呢? 事物分类总是相对的，例如水域率为 81％的临洛湾(全水湾)和水域率为79％的营

城子湾(多水湾)有何区别? 应该说，它们无大的区别，但为了区别此类事物与彼类事物必须有

一定的标准(量化指标)，该指标取什么样的值，当然需经对比研究和深思熟虑．尽管如此，也

仍然出现此类与另类之间的渐变的情况，即两者间无绝对的不同．在宇宙间普遍存在着此种

事物与另种事物的区别，又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过渡的关系．取某一指标将此事物与另一

事物区分开来，即是为了研究这些事物的不同性质．因此，确定量化指标对事物进行分类是对

事物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这是十分必要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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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河口湾的分类问题

    河口湾系指海水淹没河El形成的海湾，但自全新世以来，由于河口所处地理位置、地质条

件、动力特征和沉积多寡的不同，河口湾发生了很大的分异，有的河 口湾基本保持原来的特征

和位置，而另一些河口湾则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前者如丘陵山地沿岸的海湾，后者如平原地

区的海湾，故根据这些河口演化上的差别，将河口湾分为两大成因类型，即原生海湾中的溺谷

湾和平原河口的河口湾．由上述可见，本文中的河口湾专指平原河口形成的海湾，该类河 口湾

的最大特点是全新世以来不断改变其位置和形态．至于河口的其他分类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

容，请参见有关参考文献[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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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b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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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_一 Bas色d on the survey of C hina’S bays and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96 fundam ental factors of bays

recorded in the Chin a’s Bays，w ater-area rate，openness，shape coefficient and dynam ic param eter are selected as

quantifying indexes s0 as to class ify China’S bays quantitatively．M eanw hile．the genetic class ification is discuss ed

benefi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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