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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与生态岛建设关系的探讨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于2008年4月27日揭碑开园，其实，早在2005年9月19日国土资源部就已正式批准建立。根据这两年的宣传和开发状

况来看，如何理清生态岛与国家地质公园的关系，整合两者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已经成了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探讨、科学的研究，并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合理的建议，以利于统筹协调两者的关系，又好又快地实现生态岛

建设和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合力推进与和谐发展。  

一、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及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崇明岛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建设世界级现代化生态岛，这是中央和上海的决策，而建立国家级地质公园，乃至世界级地质公

园，又是国家层面上的一种需求。2002年，崇明建设生态岛的理念开始提出，2003年，申报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工种也在筹备。2004年，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崇明，肯定了崇明生态岛建设方向，2005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了建立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可见建设生态岛和建设国

家地质公园，几乎是同步推进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内涵和意义却是各有特色的，在推进的难度和速度上，也是有

差别的，其阶段性的成果也是不尽相同的。      

（一）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内涵 

1、地质公园的概念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价值、和一定规模与分布范围的地质景观为主体，融合自然与人文景

观，以地质遗迹保护为目的，支持当地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为人们提供具有科学品位的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科研教

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 

崇明岛以其得天独厚的地质资源特色，获准建立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并于2005年12月酝酿申报世界地质公园，从而开辟了从地球科学

层面解读崇明岛地质环境及其利用价值的新领域。这对崇明的历史地位和气质形象，以及科学发展和知名度上，都带来了新的提升。 

2、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内涵 

崇明岛没有奇峰异洞等地质景观，没有褶皱断层等地质构造，也没有火山地震等地质活动，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特殊地质现象能使她享

誉国家地质公园的称号呢？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浪淘沙》“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

正是崇明岛地质成因的生动写照。 

我们生活的崇明岛，位于长江与东海的交汇之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其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复杂的地壳运

动，并积淀了丰富的地质遗迹、深厚的地方文化，它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河口冲积岛型的沉积地貌体和地域综合体，更是一本仍在演绎着沧海

桑田变化的大河口史诗和画卷。其独特的地质环境景观及和谐的生态文明风尚，具有极高的时代价值。国土资源部明确要求将崇明岛国家地

质公园的独特的淤泥质潮滩地貌、植被、鸟类等地质遗迹、生态景观和崇明岛著名的人文历史景观作为国家品牌的地质遗迹和景观进行规

划、保护和宣传、开发。 

亿万年的沧桑巨变使崇明岛从基岩到地表，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地质遗迹。这些埋藏于地下，或出露于地面，或时隐时现的地质遗迹按

成因和形态进行分类，可分为两类17种，一类是地质作用所致的12种地质遗迹，另一类是人为——地质作用所致的5种地质遗迹，此外，还有

3种珍稀生态物种。（见附表） 

根据地质公园的展示需要，这些地质遗迹和珍稀生态物种，还可分为四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大河口三角洲沧桑演变的地质遗迹与过程。 

包括基岩、断层、地热、华夏地势倒转，新生代沉积地层，崇明及长三角的演变过程等。 

第二个板块是海陆相互作用的潮汐河口滩涂地貌景观。 

主要是蜿蜒曲折的潮滩大动脉——潮沟；神奇优美的潮滩装饰画——波痕；形态复杂的潮滩侵蚀痕——陡坎；江海的激情拥抱——涌

潮；少有保存的古海岸佐证——贝壳沙堤；沧桑演变的记录本——层理等。这些是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主要景观。 

第三个板块是著名的湿地候鸟栖息地及壮观旷野的潮滩植被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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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际重要湿地、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活化石”中华鲟保护区、芦苇、藨草、海三菱藨草群落等。 

这三大板块就是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地脉，在这里可以探寻到许多地质现象和生物活动过程等遗留下来的“记录”，也可以从中获得

科学利用和合理开发宝岛崇明的启迪。 

第四个板块是独特的人文历史遗迹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崇明岛以唐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出露水面的东沙、西沙为基础，至20世纪50年代之初，已汇聚成600平方千米的大岛，而今又

演变成了1200多平方千米的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这不能不说是地质作用在崇明岛创造的一个奇迹。同样，在这将近1400年的历史进程

中，崇明岛人用独特的生态智慧和精神力量建设家园、繁衍生息，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河口沙洲文化，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显示了崇

明岛人杰地灵的本土元素和特色。千百年来，崇明岛在江涛海浪中涨塌分合，县城六建五迁，宋元之前的古迹名胜大多沦为烟波，但文化仍

在延续，生活不断发展。不同时代筑起的盘龙似的围垦堤岸，守望着宁静的田园生活和沙洲文化。遗存下来的人文古迹，如金鳌山、寿安

寺、学宫、天妃宫、寒山寺、崇明沙船、江堤海塘、避潮墩等，依然独具魅力。 

这些文化遗产就是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文脉，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千年瀛洲的文化精髓，读懂古今崇明的历史传承。 

（二）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意义 

1、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价值 

（1）生态环境价值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明确将其独特的淤泥质潮滩地貌、植被、鸟类等地质遗迹、生态景观和崇明岛著名的人

文历史景观作为国家品牌的地质遗迹和景观进行规划、保护和宣传、开发。尤其是崇明岛的潮滩湿地更是生物超市和物种基因库，具有宝贵

的生态环境价值。 

（2）品牌价值  崇明岛是世界第一大河口冲积岛，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也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地质公园，它是崇明的一张国家级

名片，也是能有效提高崇明知名度的一个难得的、具有独特功能的国家品牌。可对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岛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形

成良性的连锁反应。 

（3）旅游经济价值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有利于深度整合与挖掘崇明岛旅游资源，为崇明岛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旅游经济的发

展提供更为丰富的题材。并能有效地增强崇明生态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推动崇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4）科研文史价值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建立对潮滩沉积动力、沉积地貌学研究；海陆相互作用——冲淡水、盐水楔现象以及社会效

应研究；长江河口南、北支成因及其对河口环境演化作用研究；河口最大浑浊带的形成机理——化学、生物、物理相互作用与效应研究；河

口区重力沉降作用及其机理研究；潮汐运动、季风和风暴潮的运动规律研究；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机制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并将有力地推动地质科学与文史研究的进步。 

（5）科普教育价值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为科普教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和

珍稀生态物种是进行环境意识、环境知识教育的载体。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对普及、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可持续基本国策，建立科普

教育基地，推动科普教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美学价值  崇明岛是一本仍在演绎着沧海桑田变化的大河口的史诗和画卷，美不胜收。那充满神奇、生态、和谐的气质和魅力，可

激发文人墨客吟诗、作画、摄影、写作、谱曲、编舞的冲动，张扬崇明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2、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意义 

（1）建立国家地质公园有利于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属典型的淤泥质海岸潮滩地质遗迹景观和世界一流大河河口地质遗迹景观，令人赞叹不已。但是目前公园地质遗迹

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崇明岛地质遗迹不但是河口区径流、潮流、风浪、生物和地球化学等长期耦合作用的结果，而且

也非常容易受到上述各种动力条件影响而发生复杂的变化。并且，随着上海的发展，人类活动对潮滩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大，对潮滩、潮沟、

沙波、植被等地质遗迹和珍稀鸟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甚至直接威胁到各种地质遗迹的存在和生态环境的质量。 

（2）建立国家地质公园是一种新的地质资源利用方式 

地质遗迹有独特的观赏和旅游价值，建立国家地质公园可以使宝贵的地质遗迹资源不需要改变原有的面貌和性质而得到永续利用。国家

地质公园的建立，是对地质遗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最好方式。 

（3）建立国家地质公园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建立国家地质公园可以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为地方旅游经济和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同时，可以根据地质遗

迹的特点，营造特色文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4）建立国家地质公园可以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的水平 



崇明岛地质遗迹中蕴藏着许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研究课题，对崇明的开发建设，长三角的演变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都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可利用科普教育基地，提升科普教育的水平和人们的科学素养。 

（5）建立国家地质公园能使我们拥有一个独特的品牌 

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建立，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品牌，一下子提高了崇明的知名度，慕名而来的人必然会不断攀升，由此而带

来的效应将是巨大和深刻的。 

（三）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内涵 

1、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概念 

现代化生态岛的概念是由生态建设的思想和理论衍生出来的一个区域发展的新理念，是崇明岛的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也是生态文明的

科学演绎。 

崇明岛作为中国的第三大岛，也是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他的开发定位，始终与国家和上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连，体现着与时俱进的

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崇明岛孤悬在水中，交通不便，经济滞后，被称为上海的“北大荒”。然而，失去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机遇，却涵养了

天蓝地绿的生态环境。其独特的自然生态风貌和区域地理优势，为上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空间。当发展的理念重新回归生态的时

候，崇明积聚的那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恰是人们最为需要的宝贵财富和资本。进入21世纪，“东海瀛洲”被赋予了新的名义——“生态

岛”。在上海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指出，崇明三岛要建成“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 

已经批准通过的《崇明三岛总体规划》，旨在建成一个对未来生态化地区有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生态岛。他以世界的视野和世纪的尺度，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上海特征和崇明特点，体现了大规模、大融合、大跨越的创新精神和勇为人先的

胆略与气魄，可以说这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时代蓝图。 

崇明生态岛建设采取全方位的“环境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的整体推进体系。  

2、崇明现代化生态岛的基本框架 

崇明岛：将“留足自然生态环境涵养空间”和“留足未来国际级项目的发展空间”，建设综合生态岛。其规划布局是： 

崇中片区——以森林度假、休闲居住为主的中央森林区; 

崇南片区——崇明岛人口集聚的田园式新城和新市镇区; 

崇北片区——以生态农业为主的规模农业区和战略储备地; 

崇东片区——以生态居住、休闲运动、国际教育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和门户景观区; 

崇西片区——以国际会议、滨湖度假为主的景湖会展区; 

3、崇明现代化生态岛的四个地带 

  一是永久保护地带，指禁止开发建设的区域，只允许进行生态培育和维护，或者允许适度的人群入内活动，如科研实验、观测、观

光等，面积占三岛总面积的55%。 

二是建设控制地带，指以生态保护为主，允许人类在其间进行适度生产、生活的区域。崇明将在“留足自然生态环境涵养空间”的

基础上，推进岛域生态建设，全方位拓展生态型产业的内容和深度。                                  

  三是战略储备地带，指为市级重大项目入三岛预留的发展备用地和为部分城镇、产业区远景发展预留的备用地。在部分大项目尚难

确定的情况下，“留足未来国际级项目的发展空间”，是为了形成一个能适应上海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四是适度开发地带，则是指规划期内的建设发展用地，包括城镇建设用地和产业用地，也是近期建设可以考虑的选择范围。 

（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意义 

建设现代化生态岛这是崇明的信念、上海的意志、国家的战略高度的统一，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当今时代，选择

崇明岛定位现代化生态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聚焦。 

1、现代化生态岛建设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潮流 

人类社会大约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发展阶段。工业文明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多年，但是对于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却

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技术发达、经济腾飞的时代，也是一个生态退化、文明滞后的时代。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

来，国际环境保护战略和行动经历了从末端治理、过程控制、产业调控到功能调控，或从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到生态社会的历史



性变革。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引导下，世界上已有了一些生态村和生态城市的建设理念和范例，而生态岛则是生态文明理念在区域发展中的一

种重大创新。 

2、现代化生态岛建设适应了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战略需要 

随着上海成功取得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权，以建设“四个中心”为标志的世界级城市发展步伐不断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趋

势更加明朗。上海不仅需要持续的增长和发展空间，而且又要不断提升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城市综合功能和综合竞争力，崇明作为上海后发

展地区，具有最佳的生态环境优势和丰富的土地空间优势。其次优越的人居和休闲环境，可适应市民消费方式的升级需要，成为上海新的经

济增长点。再次洁净优美的环境和多样性生物资源，可以作为上海生态产业的科技创新和研发基地。妥善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不仅可为落后地区实现以绿色为导向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示范，而且又是上海率先实现小康社会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3、现代化生态岛建设是发挥崇明岛自身发展优势的最佳选择 

崇明岛由于孤悬江口海滨，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几个世纪工业化的浪潮并未冲跨岛上的宁静，但却保全了这块水中之玉的纯

洁与自然，涵养了生态环境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这里清水长流，这里净土绵延，这里蓝天无际。在此人们可以独享江海、阅尽沧桑风

情；在此人们可以与万物和谐共存、世代守望生态家园。同时崇明岛又有通江达海，南依上海、北临苏北的重要区位优势，以及岸线漫长，

土地丰富等多种资源优势。然而这些比较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必须要有经济体制的催化和发展模式的整合。它虽未在工业文明中得以

重用，但却在生态文明中获得了先机。建设“生态岛”的发展道路，终于使崇明在区域发展格局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和跨越式发展的捷

径。                                           

二、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基本关系 

综上所述，在同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上，同时进行着国家地质公园和现代化生态岛两大国家级项目建设，而且两者也都在

向世界级的目标努力奋斗，真可谓是机缘难得。为了能使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和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统一于崇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并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我们必须把握住以下几个基本关系。 

1、逻辑上的关联性 

崇明岛地质公园除了非生物环境的地质景观，还包含丰富的生态内涵。而崇明生态岛的生物环境，则又完全依附于这里的特殊地质

条件。两者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是天、地、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如果崇明的生态岛区缺少了地质公园这样的内涵，将是不完美的、令

人遗憾的；如果地质公园缺少了生态的理念，也将是低品位的，不可持续的。 

2、本质上的一致性 

国家地质公园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都具有生态性和人文性，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理念，作为目标和宗旨，而

且在区域范围上也往往交会在一起，成为共同的保护和建设重点，因而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相互矛盾和抵触的地方。 

3、形式上的多样性 

国家地质公园在呈现形式上侧重于展示沧海桑田的地质演化情景，以及特色鲜明的地质环境价值，凸现其独特的大河口史诗和画卷

的世界品牌。而现代化生态岛则主要是创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演绎生态文明的实践模式，凸现世界上未工业化地区跨越

式发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两者可以演绎成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的多元性结构。 

4、实践上的融合性 

国家地质公园和现代化生态岛在开发建设中，虽然各有规范和体系，但却共处于同一载体之上，且两者的生态要求一致，着眼于世

界级的目标相同，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其“名分”不同而已。因而完全可以统筹兼顾，融为一体，共同提升，两全其美。根本不必各自

为政，各行其是。 

5、目标上的阶段性 

由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目标是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界级现代化生态岛，因而比较高位。而国家地

质公园则要建成世界地质公园，其任务也不容易。从全局上来考量，近期目标应以打响国家地质公园品牌为突破口，对崇明的自然和人

文精品进行整合提升，着力凸现生态岛和世博会休闲旅游的形象工程。中期目标，应以发展高科技生态化产业链及生态型社会为主要任

务，初步呈现生态岛的基本形态，并申报世界地质公园。远期的目标，则是最终建设成完美的具有生态文明特色的世界级现代化生态

岛。 

三、统筹两者关系的若干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探讨，提高认识 

如前所说生态岛建设的目标是“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目标是融

合自然与人文景观，以地质遗迹保护为目的，支持当地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为人们提供具有科学品位的观光游览、度假

休闲、科研教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两者的魂都是科学发展观，目标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根本的方法都是统筹兼顾，



因此两者都必须搞好。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偏见，比较典型是，认为搞了国家地质公园，会影响土地的利

用和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国家地质公园中的很多景观都能包含在生态岛建设中，没有必要再分散精力搞地质公园；国家

地质公园只是旅游部门的事，而且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不必小题大做。很显然这些想法如不加以克服必然会影响对两者的统筹兼顾，而产

生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甚至会由于意见的分歧而造成痛失良机的现象。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运用科学发展观来进行统筹兼顾的。关键是

缺少相互沟通和协调，只要我们切实加强探讨，弄清如上所述的各种基本关系，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非官方的学术团体和代表人士

的意见，往往会有新的创意、新的局面出现。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提高认识的过程，也是一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在进行这样伟

大而艰巨的建设实践中，尤其需要实行这样的程序。同时，在宣传方面，对国家地质公园和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应予以相对的平衡。 

2、完善总体规划，与时俱进，统一指导 

2005年10月上海市政府批准的《崇明三岛总体规划》，确定了崇明生态岛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蓝图。当时国家地质公园亦已被国土资

源部批准，在总体规划中的条件分析部分，及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表述，指出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河口滩涂湿地、候鸟迁徙驿站、中

华鲟保护区、平原城市森林、冲积岛河湖水系等为主体的五大主体特色生态景观，体现了崇明生态岛的个性特征。但是并没有更多的展

开，因此很难显现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整体品牌形象。同时在编著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的专项规划时，也难以从《总体规划》中找到

指导性依据，并与《总体规划》相衔接。其实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完全可以融入到生态岛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

而生态岛的建设，由于有了国家地质公园的品牌，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二者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由于现代化生态岛的规划在前，

而国家地质公园的批准在后，因此有必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及时把建设国家地质公园、乃至世界地质公园的目标，融入崇明三岛的总体规

划。这样一方面可以体现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又可确保规划的严肃性和对二者的统一指导。规划是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

的和时效性。随着形势的发展，总体规划的完善和深化，也是客观的需要。如能不失时机地围绕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尽可能拿

出一些有创新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现代化生态岛的功能定位上，应该有“地质公园岛”的明确定位，并单列一个相应的专题，

这样既完善了总体规划，又可作为对专项规划的纲领性指导。 

3、高质量地有序推进，加强领导，开拓创新 

无论是现代化生态岛还是国家地质公园都应该是品牌和精品，因此必须要高质量地规划，高质量地推进，高质量地呈现。高质量需要理

念，高质量需要科技，高质量需要人才，高质量需要资金，高质量还需要有序的运作，因而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才能予以保证。崇明岛是一

个冲积岛，地势低平，因此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中的很大一部分地质遗迹具有弱可视性，自然在馈赠我们财富的同时又在考验我们利用财富

的智慧。同样生态岛建设的定位又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念跨越、实践跨越、时空跨越，因而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可供参考，时代在

赋予我们机遇的同时又在考验我们勇为人先的胆略和气魄。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生态文明的理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

社会的要求，开拓创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是一个基本的策略。而有步骤，有计划地认准方向和目标，统筹兼顾，协调运

作，有序推进，既注重宏观的、长远的、战略性的规划，又能抓住各种难得的机遇，注重具体的、阶段性的、战术性的任务，这又是一种科

学的领导艺术。时代在发展，形势在迫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上海长江隧桥的建成通车与世博会的即将召开，真正意义上的崇明大发

展就在眼前了。我们有理由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各级领导将会更加重视把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和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有机地、

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又好又快地把我们可爱的家乡崇明岛，建设成为更加美好的生态之岛，希望之岛，发展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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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岛地质遗迹和珍稀生态物种分类表 

成因

类型 
种  类 特 征、 意 义 简 述 

三角洲构造、基

岩、沉积地层 

    构造主要为断馅构造，基岩主要为火山岩，沉

积地层为三层。蕴含了华夏变迁、全球气候变化、

潮汐及极端天气变化 

地下水层和地热 

    地下水主要存于含水沙层，水质优良。地热是

温度高于25度的基岩裂隙水或者沙层含水，是水文

与地质相互作用的产物。 

贝壳沙堤和沙堤 由贝壳、粉细砂组成，海岸线变迁直接证据。 

三角洲平原和拦门     三角洲平原平坦广阔，拦门沙为口门水域广阔



 

 

                              

附件： 

作者：张沸沸 张诗履 张振声 

来源：崇明县水利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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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作用

类型 

沙、涨潮槽、落潮

槽等三角洲前缘地

貌 

的水下沙洲，涨潮槽涨潮流为优势流，落潮槽落潮

流为优势流。这些地貌代表了现代大河口三角洲的

发育过程。 

潮滩地貌 

    分潮上带、潮间带、潮下带，沉积物为粘土质

粉砂，潮沟、波痕地貌发育，生长芦苇、藨草，鸟

类众多，生态环境优。展示三角洲前缘现代发育过

程。 

潮沟地貌 

    沿潮滩自高潮滩向低潮滩延伸，主支汊呈树枝

组合，弯曲优美，水流为涨落潮双向流。是现代潮

滩动力地貌之一。 

波痕地貌 

    沿高潮滩到低潮滩分布，类型多样，形态优

美，波高1-3厘米，波长3-10厘米，细粉砂组成。 

是潮滩现代动力地貌之一 

陡坎地貌 

    分布于草滩和光滩交界区域，高度10-30厘米，

坡度20-40度，一般是风暴潮侵蚀而成，也是现代潮

滩动力地貌之一。 

潮汐运动 

    水位周期性升降的现象，从口门向上游，潮差

和涨潮历时减小，落潮历时增加，是河口三角洲发

育的主要动力。 

北支和大河分流 
长江口“三级分汊、四口分流”，是三角洲发育的

模式 

最大混浊带 

    分布于口门水域，含沙量比上游和下游都大，

垂直分布差异更大，底层常可形成泥层，是河口三

角洲发育的主要动力之一 

盐水入侵 
是盐度大于250mg/l的水体入侵河口上游区域的现

象，也是河口三角洲发育的主要动力之一。 

人

为-

地质

作用

类型 

潮滩前缘的侵蚀、

淤积减缓现象 

是三角洲对流域人类活动的响应的地貌类型和载

体。 

人工海塘（堤） 

    由泥土堆积，或石块砌成，海塘成长条状分

布。代表了海岸线变迁和人类修建海岸工程的历

史。 

避潮墩 
    由泥土堆积，呈方形、园型土丘，上面已经覆

盖植被。是人们躲避潮灾遗迹。 

古文化遗址 一般为古寺庙、学堂、古墓、古村落等各种遗存 

地质钻孔、地质剖

面 

    条状或面状，从下向上不同粒级、不同颜色的

沉积物形成了不同层理、不同构造的沉积相。反映

了第四纪构造和潮滩现代动力沉积过程。 

珍稀

生态

物种 

芦苇-藨草-海三棱

藨草群落 

    沿高潮滩到低潮滩依次分布，呈带状、斑块状

分布，是鸟类、底栖动物等多种物种的栖息地。是

典型河口生态环境之一 

珍稀鸟类 白天鹅、黑脸琵鹭等，是物种多样性的载体 

珍稀鱼类 
中华鲟、江豚，是物种多样性的载体，是古环境的

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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