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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养护工程质量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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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原因,世界很多海滩经受着侵蚀和破坏。而利用

人工养护工程来保护和恢复海滩具有养护效果较明显、干滩面积明显增加以及不破坏环境景

观的优点,目前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国外由于养滩历史较久,养滩工程后的监测和质

量评价不仅开展得早,而且已经成为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评价指标已经比较完善,甚至有

些国家已经将养滩效果评价列入法规框架之中。我国的海滩养护工程在十几年前才开始,虽
然工程量逐年增长,但是对海滩养护工程施工后的工程监测和工程评价却较少涉及。本文对

美国、荷兰、英国、丹麦以及我国等国家的海滩养护工程的工程评价工作进行总结,从而提出

适用于我国工程特点的养滩工程质量评价因子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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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全球70%的砂质海岸遭受侵蚀,岸线平均蚀退率大于1m/a[1-2]。我国绝

大部分砂质海岸均沦为被侵蚀的重灾区,岸线蚀退率普遍大于1~2m/a,局部达9~13
m/a[3]。我国3.2万多公里的海岸线,超过1/3的海岸普遍遭受侵蚀,其中渤海沿岸为

46%,黄海沿岸为49%,东海沿岸为44%,南海沿岸为21%,且均具有加剧发展的趋

势[4]。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21世纪温度上升0.6℃以上的可能性为90%,上升4℃
的可能性为10%,到时海平面将上升18~59cm,更加增强了海岸带侵蚀,也加剧了风暴

潮对海岸带的破坏。若海平面上升1m,就会带来2700亿~47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5]。
另外,人类过度开发利用海岸,不合理的沿岸建筑等使海岸侵蚀更加普遍和严峻,因此海

岸侵蚀防护成为各国海岸开发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滩养护工程由于养护效果较明

显,干滩面积明显增加等好处,因此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国外养滩工程大约从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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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截至21世纪初,西班牙和丹麦的海滩养护工程总长度已达到525km和515
km,德国的养护总长度达到了313km,荷兰为291km(表1)。而实施养护工程的抛沙年

数在德国、美国、英国均已超过40a[6],其养滩工程的评价工作开展得早而较为成熟。在

美国,养滩效果的评价已经成为工程的重要部分,需要定期公布养滩综合效果评估结果;
在欧洲,荷兰和丹麦已经将养滩效果评价列入法规框架之中[6]。目前,我国养滩工程逐渐

增多,截至2009年底已有近二十处受侵蚀岸段完成或基本完成了海滩养护工程,其中13
个典型养护岸段岸线总长度10.39km,共向海滩抛沙约202.7万m3[7]。但是这些工程少

有工程后的监测工作,评价工作更为少见。因此本文拟对国内外海滩养护工程的评价工

作进行总结研究,从而提出适合中国的养滩工程评价因子和体系。
表1 世界各国海滩养护的相关参数[6]

Table1Parametersrelevanttothebeachnourishmentprojectsintheworld[6]

参 数 法 国 意大利 德 国 荷 兰 西班牙 英 国 丹 麦 美 国

抛沙年数(Y) 33 37 48 10 13 44 24 46

总抛沙体积(V)/×106m3 12 15 50 60.2 110 20 31 144

养护岸线长度(LN)/km 35 73 128 152 200 n/a 80 350

全部养护工程总长度(LP)/km 190 85 313 291 525 n/a 515 n/a

软物质(沙和砾石)海岸

总长度(LS)/km
1960 3620 602 292 1760 3670 500 61400

海滩养护海岸每米

年均抛沙量(AVN)
/m3·m-1·a-1

10.4 5.6 10 39.6 42.3 n/a 16 9

全部工程平均单位

抛沙量(AVP)/m3·m-1
63 176 210 207 210 n/a 60 n/a

全部岸线每米平均

抛沙体积(AVS)
/m3·m-1·a-1

0.19 0.11 1.7 20.6 4.8 n/a 2.6 0.05

工程中平均养护

点的数量(ANF)
5.4 1.2 2.4 1.9 2.6 n/a 6.4 n/a

平均再养护时间

间隔(ARI)/a
6.1 31.8 19.6 5.2 4.9 n/a 3.7 n/a

LN
LS
/% 1.8 2.0 21.3 52.1 11.4 n/a 16 0.6

单项工程单位抛沙

体积范围(RUV)/m3·m-1
3.3~400 19~511 30~500 31~596 70~450 n/a 10~100 n/a

注:n/a表示不适用;AVP=V/LP;ARI=Y/ANF;ANF=LP/LN

1 海滩养护工程的设计目标和要素

1.1 海滩养护工程的设计目标

海滩养护是对设计目标有预期效果的工程,通常成本较高,设计阶段需要深思熟虑。
基本的设计目标包括:1)改善提升海岸的稳定性;2)改善海岸防护;3)增加沙滩宽度(表
2)。这些目标应该使用设计参数进行表述,然后使用公式化设计标准,这些参数和标准为

不同的养护工程提供建立性设计目标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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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滩养护工程设计目标(根据文献[8]改编)

Table2 Thedesignedobjectivesofthebeachnourishmentproject(revisedafter[8])

养滩目的 岸线稳定 海岸保护 海滩增宽

设计参数 瞬时海岸线(MKL)位置 沙丘或海滩上部体积 夏季之前的干滩宽度

参数选择(侵蚀率)
超过10a瞬时海岸线每年

位置的线性拟合

超过10a每年海滩上部体

积的线性拟合

超过10a的每年宽度的线

性拟合

设计标准(寿命)
若干年后 MKL相 对 向 海

参考线

若干年后沙丘或海滩上部

体积超过参考体积

若干年后干滩宽度比养滩

前的最小宽度宽

评价标准参数
实际和设计寿命比值;养护

之前和之后侵蚀率比率
实际和设计寿命比值 实际和设计寿命比值

 注:MKL:MeanKustlijn,其中Kustlijn为荷兰语海岸线的意思

第1个目标是指岸线稳定,就是在养滩工程施工后新建的岸线需保持稳定。这个岸

线指的是设计中的瞬时岸线位置(图1),MKL体积为沿岸每米的沙方量,由平均低水位

基准之上和之下的距离相等的2个水平面(其中低水位基准面上的距离指丘脚水平线到

平均低水位基准面的距离,即图1中的a),以及剖面与丘脚的向岸任意垂直参考线所包

围形成的部分,即图1中斜线阴影表示的S。这个参考线要在向陆地方向足够长的距离

处选取,保证将来可能的岸线蚀退形成的新丘脚位置不会达到这个地方,用体积除以高度得

到岸线相对于参考线的位置(MKL位置)。养护的结果就是在明确定义的时期内 MKL的

位置保持在选定的靠海位置,也被称为养滩寿命,同时这也是海岸稳定性设计的设计标准。

图1 瞬时海岸线位置指示图(改绘自[8])

Fig.1 Locationofthetransientshoreline(revisedfrom[8])

第2个目标是指海岸保护,指防护风暴潮的侵蚀。标准的评估程序一般设定剖面上

部 MKL体积的砂为最合适的设计参数。MKL体积的砂为沿岸每米的沙方量,由平均低

潮基准面之上和之下的距离相等的两个水平面(其中潮基准面之上的距离指丘脚水平线

到平均低潮基准面的距离),以及剖面与丘脚的向岸任意垂直参考线所包围形成的(图1)。
第3个目标是指海滩增宽,通常是为休闲度假服务的。相关联的设计参数是海滩宽

度,一般其重点在干滩宽度。海滩增宽的设计标准是指养滩工程后若干米宽的海滩能够

在若干年的时间内保持比养滩前所监测到的最小宽度宽[8]。
1.2 海滩养护工程设计的要素选取

表3为不同国家在海滩养护工程设计时所考虑的设计要素。其中欧洲一些国家在工



78   海 岸 工 程 第1期

程设计时考虑的设计要素(包括采用的参数、标准和评价标准参数)和养滩目的不同有关。
工程实施后是否能达到预测的工程效果与工程在设计阶段的工作是否全面有很大的关

系,所以注重工程设计和正确合理地选取设计要素是保证工程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
表3 各个国家的设计要素—填沙性质和方法[6]

Table3 Thedesignedelementsforsandfillingpropertiesandmethodsinthecountriesoftheworld[6]

要 素 法 国 意大利 德 国 荷 兰 西班牙 英 国 丹 麦

滩肩高度 Y Y Y Y Y Y Y
滩肩宽度 Y Y Y Y Y N
过度填沙

(填沙体积大于计算填沙量)
Y Y N Y N N N

每米海滩抛沙体积 Y Y Y Y Y Y
补沙粒径/原沙粒径 >1 1 >1 1 >1 1a >1
支撑结构物的使用 Y Y N N Y/N Y Na

计算的养护周期/a N N 5~7 5 n/a N
后续工程的使用 N N Y Y Y/N Y/N Y

工程性能评估的使用 N N Y/N Y N Y/N Y

 注:Y表示有;N表示无;1a表示砂质海滩补砂粒径与原砂粒径相同;Na表示砂质海滩无支撑结构物的使用;n/a表

示不适用;空白处无数据

2 养滩工程评价指标选取

2.1 养滩工程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养滩工程的评价工作的复杂性,在于影响养滩工程的控制因素在不同的海滩环境下

不同。例如,Benedet等[9]在2007年评价了弗罗里达东岸的养护,认为和不规则地形引

起的波浪变形或沿岸粒度分布相比,影响侵蚀热点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养滩本身而

引起的岸线走向的变化,导致沿岸流增强及沉积物运移潜力的增加。Browder和Dean[10]

分析了弗罗里达西北的8a养护后数据,认为养滩工程的作用与风暴的发生及潮流通道

最相关。Capobianco等[11]认为养滩的质量控制及不确定性识别的提升对预测工程作用

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无论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多变,养滩工程是有预期目标的,因此最终需要指定一个

能够指示是否达到预期工程目标的主要指标。这种指标必须含有养滩的有效性因素,同
时这个指标在养滩工程前后可以进行检验。实际上不同养滩工程因为工程设计目标不

同,其工程评价所选取的因子也会有所不同。海滩养护工程的评价首先要考虑设计目标。
如果设计目标是保持海岸线稳定,为了更好地反应工程效果,在评价时可以选择保存系数

(即工程实际寿命与设计寿命之比)。如果是以保护海岸为目的的工程,则最好选择以效

率系数为主的评价因子,可以很好地反映工程前后的海滩侵蚀速率的变化。以增宽海滩

为目的的工程应选择以改造系数为主的评价因子,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工程实施后海滩增

宽的效果。

2.2 养滩工程评价指标选取实例

2.2.1 美 国

美国本土海岸线总长59700km,其中有4200km海岸受到严重侵蚀。美国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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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就开始在纽约市科尼岛公共岸滩进行了养滩工程[12]。随后,养滩逐渐成为防止海

岸侵蚀的主要手段。例如截止到1996年佛罗里达州的养滩地区就有16处之多[12]。美

国东海岸有154处海岸的573个海滩进行过人工海滩养护[13],养滩评价工作也相应开

展。Leonard等[14]选用保存系数(海滩的实际寿命与设计寿命之比)评估了总长为700
km的154个美国海滩养护工程,认为在美国西海岸,约有30%沿太平洋海岸的填沙项目

寿命(原有的填沙体积的被侵蚀到原有体积50%时的时间)大于5a,而其他海岸约为

10%。Van[15]对重要的设计参数的影响(填充长度,填充量,粒度,防波堤的存在,风暴活

动)进行了评价。
总体来说,海滩养护工程的评价指标的选择主要从海滩自然演变特征方面进行评价,

包括:1)养护后海滩的寿命。寿命主要由抛置沙量满足工程前剖面沙缺失的程度及横向

输沙损失率决定。海滩的存在寿命要足够长才能保证养护之初以及之后的再养护费

用[16]。2)海滩地貌自然演变。养护工程后的海滩在波浪等的作用下,整个平面形态和剖

面存在着向平衡过程演变的自然演化趋势。剖面的平衡过程,对于有大量抛沙的剖面,平
衡剖面的形成取决于养护沙粒径的大小、闭合深度、滩肩高度和其他一些影响较小的因

素。海滩养护工程的成功与否与这个平衡过程所需的时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为对

于一个“半衰期”(半衰期指养滩抛沙被侵蚀掉一半所经历的时间)为1~2a的工程可能

被视为是无效的,但对于“半衰期”为5~10a左右的工程来讲就可以认为是成功的[16]。

3)沙的颜色。比如将海滩沙颜色作为海滩特点来吸引游客推广旅游的地区,海滩养护沙

的颜色与原始沙颜色要尽量一致。一般情况下源于滨外采沙区的养滩沙刚铺上时颜色稍

微深一些,但经过几个月暴露于地表环境后颜色会变淡,这使养滩沙在颜色上要比原始海

滩沙淡些,尤其是在砂的种类不同的情况下。沙色会影响海滩的温度,一般由于沙颜色较

深的海滩温度较高,因此颜色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娱乐活动,也关系到筑巢海龟的生境[16]。

4)沉积物粒径。理想的补沙粒径应该与原始粒径尽量一致。除了控制大于原始海滩沙粒

径的养护沙含量外,也要控制养护沙中的黏土和粉砂所占的比例,因为它是影响海滩养护

工程环境适宜性的重要因素。5)环境适宜性。环境适宜性评价是对养护后海滩的生态适

宜性的优劣程度进行定量描述,即采用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一个特定区域内的

底质环境为生物群落提供的生存空间的大小和对其正向演替的适宜程度进行说明、评定

和预测。每一种特征的重要性在不同养滩工程中也各不相同。还有一些人为因素会影响

不同养滩工程演变评价的关注焦点。如果养滩前的海岸线侵蚀后退严重并威胁到海岸构

筑物,那么关于沙色和石块含量问题的考虑可以相对减少,而用于休闲度假和促进旅游业

的这些海滩在颜色和补沙粒径方面则是涉及的重点[16]。

2.2.2 荷 兰

荷兰在1950年就已开始了海滩养护。养滩目的为防洪、保护沙丘,防止沙滩消失、保
护游览胜地,以及使疏浚的泥沙得到妥善处理。1952-1989年间荷兰已有50个养滩计

划得到实施,投入养滩总沙量为6000万m3。至2002年共在35段海岸补沙200余次,共约

110×106m3。继美国海岸研究中心编制《海滨防护手册》(1984)之后,荷兰在1987年专门

制订了《人工海滩养滩手册》[12]。
荷兰海滩养护工程的评估基于自然演变因素提出以下参数:1)效率系数:抛沙前和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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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后海滩侵蚀率之比;2)保存系数:为抛沙海滩的实际寿命与设计寿命之比;3)改造系数:
在养护寿命期间平均海滩宽度与养护前相同时间跨度内平均宽度之比;4)自然因素系数:
为实际的与设计的稳定沙丘寿命之比(表4);5)防洪系数:沙丘剖面维持的实际和设计寿

命之比[6-8]。Roelse[17]在1990年对表4中列出的10个养滩工程进行评价发现有8个海

滩养护工程是成功的,其中Eierland海滩1985年的填沙量在其养滩工程进行的4a后就

已全部消失,没有达到预期的5a寿命。Hillen和 Roelse[18]在1995年报道了1975-
1994年间海滩养护时间的评价(表4),讨论了7种可能表示评价效果的特征参数,其中5
种在表4中列出。

表4 荷兰某些养滩工程评价指标及评价结果[18-19]

Table4 EvaluationindicesandresultsofthebeachnourishmentprojectintheNetherlands[18-19]

项目地点
养滩

年份

设计

寿命

/a

抛沙体积

×106m3 m3/m

特征参数

效
率
系
数

保
存
系
数

改
造
系
数

自
然
因
素

防
洪
指
数

评价结果

结

果

效

果

功

能

Ameland 1980 8~10 2.20 365 >2 1.6 0.9 1.4 1.5 ++ + +
Eierland 1979 5 3.05 510 0.7 0.9 0.9 0.8 0.9 + - +
Eierland 1985 5 2.85 480 0.9 0.7 0.9 0.7 0.8 + + +
DeKoog 1984 10 3.02 500 0.6 0.7 1.1 0.8 1.0 - - +
Callantsoog 1986 13 1.30 440 0.3 0.5 1.1 0.7 nc + -- +
Zwanenw 1987 15~20 1.70 400 0.8 0.7 1.0 0.7 1.0 + + -
Goeree 1977 5 1.27 420 nc 1.4 nc nc nc ++
Goeree 1985 5 0.86 290 nc 2.4 nc nc nc ++
Schouwen 1987 5 1.83 1080 0.8 1.9 1.3 1.0 1.0 ++ + +
Cadzand 1989 5 1.02 560 0.3 2.1 2.4 >1 2.4 ++ -- +

 注:nc表示无法确定;“++”表示效果很好;“-”表示效果中等;“+”表示效果好;“--”表示效果差;空白处表示无

数据;“×106m3”为抛沙总体积;“m3/m”为每米沙滩抛沙体积

2.2.3 英 国

英国抛沙补滩始于1954年,起初是为抵御波浪对防波堤脚的侵蚀,从邻岸挖来大量

沙砾石堆于防波堤脚下,从而使防波堤的寿命延长到40a以上。1972年开始为增宽旅游

海滩,大量向海滩抛沙,沙砾主要来于滨外。1995年以后,养滩工程快速发展,平均抛沙

率约4×106m3/a,至2000年,养滩岸段约33处,抛沙35次,总沙量约20×106m3,最大

的补滩工程为林肯郡的 Mablethorpe海滩,长24km,1996年和1998年共抛沙7500×
103m3,单宽抛沙量约312m3/m,沙主要取自滨外[20]。

目前,英国海滩补沙主要取自滨外沙。将滨外采来的砂补充海滩,粉砂和泥质物补到

河口泥坪或填充于防波堤内,从而稳定了海岸环境,增加了休闲娱乐场地。英国所有补滩

工程要按海滩管理手册[21]评估,评估标准参数有:1)利益/费用比率,B/C利益费用比,此
项为衡量工程经济效益的重要参数;2)可行性及可能的有效使用寿命;3)可抵御几年一遇

的洪灾;4)环境影响因素,养护工程对沿海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环境质量的

潜在影响[20-22]。

2.2.4 丹 麦

丹麦海滩长约7400km,西部多为北海西岸宽平砂岸,也是补沙护滩工程主要海岸。

1974年开始实施海滩养护,主要采用人工抛沙和分段丁坝组合方式。至2002年养滩岸段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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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处,共抛沙118次,总抛沙量31×106m3,平均单宽抛沙8815m3/m。养滩沙主要抛在滩

肩和后滨,只有3处抛于水下滨面,沙源主要取自滨外深水区,个别用陆沙和疏浚沙[23-24]。
丹麦养护工程评估通常是根据每年进行的海滩200m横剖面的调查,以及每2a一

次的整个北海岸线的调查中对岸线的研究结果,主要的工程评估参数是:1)自然侵蚀系

数,基于对剖面不同位置侵蚀率进行计算。2)使用寿命。在北海沿岸,每年的风暴潮可能

会导致严重的海滩侵蚀,因此,政策规定每年补沙一次。如果抛沙量过大,可能会对沙滩

产生负面的影响。实测资料表明,滨面部分的剖面补沙工程的使用寿命大约为3a。3)海
滩养护补沙效率系数,为抛沙前和抛沙后海滩侵蚀率之比[23]。

3 国内海滩养护工程评价工作进展

我国开展养滩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养滩工程规模小但是发展较快,沙滩类型

多,工程包括软硬工程兼顾的特点[7]。截至2009年底完成的海滩养护工程约有13处,平
均单宽抛沙率约196.3m3/m。虽然国内海滩养护的工程技术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中,但是

施工后的定期监测和对工程实施效果的评价工作较少。目前,北戴河地区的养滩工程有

较为完整的监测系统以及对工程的评价。评价指标包括效率系数和保存系数。在北戴河

西海滩,采用这些参数对养护后近3a的海滩进行评价,滩肩、滩面上部和下部的改造系

数分别为5.37,2.88,1.47,保存系数分别为1.01,0.67,0.75。通过数据可以得知滩肩的

养护效果最好。近3a滩面上部砂量保留原填沙量的80%~90%,是养滩工程较为成功

的案例[25]。在北戴河二浴场海滩,采用养滩前后剖面变化量以及填沙体积变化值对北戴

河中海滩二浴场的养滩效果进行评价,显示一期工程虽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海滩的使用,但
经过近4a的自然演化后,海滩的填沙体积仅保存了1/3,岸线蚀退到距建筑物10m附近

的位置。而二期工程工使效果较好,施工半年内剩余填沙体积为86.8%[26]。

4 一般养滩工程质量评价因子的选择建议和应用

不同国家对养滩工程的评价参数有不同的选择,但总体上包括效率系数、保存系数、
改造系数、自然因素系数、防洪系数,而中值粒径和分选系数是在养护工程前后的样品分

析中较容易得到的参数,先增加中值系数和分选程度系数用以评价养护工程。这些参数

的计算方法如下:
效率系数=抛沙前海滩侵蚀率/抛沙后海滩侵蚀率

保存系数=抛沙海滩的实际寿命/抛沙海滩的设计寿命

改造系数=抛沙后的海滩宽度/抛沙前的海滩宽度

自然因素系数=实际的稳定沙丘寿命/设计的稳定沙丘寿命

防洪系数=沙丘剖面维持的实际寿命/沙丘剖面维持的设计寿命

中值系数=养滩前滩面粒度D50/养滩后滩面粒度D50
分选程度系数=抛沙前的分选系数/抛沙后的分选系数

评价因子有很多,对养滩工程施工后的监测要做到面面俱到十分困难,一般来说需要

结合工程实际以及操作的可行性,现选取特征性强、操作度高、有代表性的参数进行工程

评价。可以采用效率系数、改造系数、保存系数、中值系数、分选程度系数作为主要评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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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行等级划分。并赋予评价因子适宜的权重系数,然后参考运用旅游地综合性评估

模型的公式[27],计算出各个海滩的综合得分。模型公式为:

E=∑
n

i=1
QiPi, (1)

式中,E为海滩养滩工程的综合评价结果;n为评价因子的个数;Qi为第i个评价因子的权

重;Pi为第i个评价因子的评价得分。依据这些因子可以建立我国养滩工程质量评价体系。
表5 我国养滩工程质量评价体系表

Table5 ThequalityevaluationsystemforbeachnourishmentprojectinChina

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等级划分

差 良 优

权重等级

非常重要 重要 一般

效率系数 <1 1~2 ≥2 3 2 1
保存系数 <0.5 0.5~0.75 ≥0.75 3 2 1
改造系数 <1 1~1.5 ≥1.5 3 2 1
中值系数 >1 1 <1 3 2 1

分选程度系数 <1 >1 3 2 1

      注:空白处代表无数据

效率系数为抛沙前后岸线蚀退速率之比,或抛沙后前滩肩宽度之比的数值来核定,一
般选择后者进行计算,比率愈高,养滩效果愈好[7]。保存系数指的是抛沙的实际寿命与设

计寿命之比,或抛沙N 年后残留抛沙量与工程实际抛沙量之比。后者的计算方法更为实

用。海滩养护的实质就是通过向海滩抛沙导致海滩平衡剖面的平行外移,其目的就是要

有一个较宽的新滩。残留沙的数目就是养滩工程的红利若残留所抛沙量小于50%或更

小,就等于新滩宽度接近原滩宽度,意味着养滩工程的失败[25]。改造系数为工程前后海

滩宽度之比。参考保存系数,残留抛沙量小于50%或更小,就等于新滩宽度接近原滩宽

度即改造系数小于1,则养滩工程失败。滩肩的宽度改变是十分直观的一个因素,清晰可

见。改造系数的计算可等同于效率系数的相反数,因此评价时效率系数和改造系数任选

其一即可。中值系数为工程前后的中值粒度D50之比。中值粒径越大表示海滩砂粒径越

粗,相反中值粒度越小表示砂子约细。中值系数等于1表示工程前后的中值粒度没有发

生变化,大于1表示养滩工程后海滩的平均粒度变细,小于1表示工程后海滩的平均粒度

变粗。
参照《海洋底质调查技术规程》要求,分选等级小于0.71为好,0.71~1.00为中等,

大于1.00为差。分选程度系数若大于1则表示工程结束后分选系数减小分选性变好,相
反分选程度系数小于1则表示工程结束后分选系数增大分选性变差。海滩滩面的分选系

数受填沙物质的影响,填沙物质沙源地较多,相互混杂堆积会造成分选系数的变化,因此

分选程度系数只是一个参考值不同的工程方案需按照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5 结 论

1)国外对养滩工程质量评价的研究已比较成熟。荷兰、英国、丹麦、美国等国家已将

评价内容写入在各自的工程施工手册或相关政策文件之中。而我国近十年开展海滩养护

工程,仍处于发展阶段。工程的设计、施工等各方面尚无全面的政策规范,很多工程在施

工后没有后续的维护监测,这对工程的评价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呼吁尽早建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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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国情的养滩手册,对监测工作规范化。

2)不同养滩工程其是施工设计的目标与要素各不相同,其工程评价所选取的指标也

会有所不同。要了解工程的目标,根据工程的目标选取适用的评价指标。美国的工程评

价指标主要为海滩养护工程寿命、自然演变评价、沙的颜色、沉积物粒径和环境适宜性;丹
麦的设计评估参数为自然侵蚀系数、使用寿命和海滩养护补沙效率系数;荷兰的工程评价

基于自然演变选取了效率系数、保存系数、改造系数和自然因素系数,最为详尽。

3)我国的海滩养护工程的评价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各项的规章制度还不完

善,很多工程在施工后都没有进行后续的监测工作,这使得评价工作很难获取合理有效地

数据进行评价参数的计算。对于海滩养护工作我们还要继续规范相关的制度,使工程的

设计施工及后续工作更加的完善,使获取的工程数据功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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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beachesintheworldhavesufferederosionanddestructionduetothein-
fluencesofnaturalfactorsandhumanactivities.Thebeachnourishmentproject,which
isaimedatprotectingandrestoringthebeachesandhastheadvantagesofobviousnour-
ishmenteffectofbeaches,significantincreaseindrybeachareaandnondestructivein
theenvironmentlandscapes,hasbeenrecognizedbymoreandmorecountries.Inthe
foreigncountries,thebeachnourishmentprojecthasbeenperformedforalongtime,
andthemonitoringandthequalityevaluationaftertheprojectarenotonlycarriedout
earlier,butalsobecomeanimportantpartoftheproject.InChina,however,thebeach
nourishmentprojectstartedonlymorethan10yearsago.Althoughthenumberofthe
projectincreasesyearbyyear,themonitoringandthequalityevaluationaftertheproject
areless.Inthepresentpaper,theevaluationsofthebeachnourishmentprojectscarried
outintheUnitedStates,theNetherlands,Britain,DenmarkandChinaaresummarized
andthequalityevaluationfactorsandmethodssuitablefortheperformanceofthebeach
nourishmentprojectinChinaaresuggested.
Keywords:beachnourishmentproject;evaluationoftheproject;evaluation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