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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滩养护与修复基本要求、流程、工程前期调查与资料收集、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和后

期监测。

本标准适用于自然海滩、人工诲，滩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作;人工海滩的修建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 : 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 .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 T 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 T 12763.10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 T 12763.1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1 部分 :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GB/T 14914 海滨观测规范

GB/ T 1592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GB/ T 17501 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GB/ T 18190-2000 海洋学术语海洋地质学

GB 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 T 50430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JTS154-1 防波堤设计与施工规范

JTS 257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SL 260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T 18190-2000 和 GB/T 159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

下重复列出了 GB/T 18190-2000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3.2 

海滩 beach 

由激浪和激浪流形成的松散沉积物堆积体。

[GB/ T 18190-2000 ，定义 2.3 .4 J

人工海滩 artificial beach 

通过人工补沙手段，并辅以海岸构筑物等，在原来无海滩发育的海岸塑造形成的新生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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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滩修复 beach restoration 

海滩受破坏或消失，导致海岸灾害防护功能、生态功能和旅游价值降低或丧失，为了恢复海滩系统、

修复海滩景观、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通过海滩养护等工程技术手段来修复被破坏的海滩。

3.4 

海滩养护 beach nOllrishment 

将异地与修复区海岸环境相适应的沉积物通过人工手段搬运到海岸指定位置，增加平均高潮位以

上海滩的宽度，恢复海滩功能。必要时可辅以特定的海岸构筑物 。

3.5 

超出海滩设计预期π

养护。

3.6 

3.7 

3.8 

3.9 

4 基本要求

4.1 规划符合性

海滩养护和修复工程要符'口

和地方相关区划规划。

4.2 海岸地形地貌要求

工程区地形地貌应具备海滩发育的基本条件，或通过人工构筑物塑造适宜海滩发育的地形地貌

环境。

4.3 水动力要求

近岸波浪动力适宜，具备海滩发育的基本条件，波浪动力和潮沙动力的藕合作用下适宜于形成不同

类型海滩形态。

4.4 水质要求

具有海水浴场功能的海滩，近岸水质应不低于 GB 3097 规定的第二类海水水质的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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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旅游景观功能的海滩，近岸水质应不低于 GB 3097 规定的第三类海水水质的要求。

4.5 海滩养护寿命

海滩养护设计寿命不低于 5 年。

5 流程

海滩养护与修复流程包括前期基础调查、工程分析、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后期监测等，具体流程按

照图 1 的要求。

"" | 前期基础调查与资料收集

l 工 I I I I 
l 程 地刷刷、服动 u 确定海滩养护或 u 提出针对性
iz i | 力和泥沙运动她分析 1 -1 修复目标和内容 1 -1 工程方法

L______________ ----r--------- ---------

海滩养护和修复工程基础方案

工
程
设
计

! I i"孟;1[-L再ji--|l-z;iiiLJiJllL二孟-ii| i

数筐、物三模型预测

>50% 

工程施工

后期监测

图 1 海滩养护和修复基本流程

6 工程前期调查与资料收集

6.1 海岸动力环境

获取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区近岸动力特征，用于工程方案数值模拟分析与设计。 所需资料的基本

内容及要求见表 l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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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观测时间

表 1 海岸动力环境调查基本项目及要求

要求

近 5 年内不少于 1 年的连续观测

波浪 | 观测水深 |养护或修复区附近海域水深 10π1~15 m 处为直

观测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4914 的规定

观测时间 |近 2 年内大、小潮共 2 次不少于 25 h 全潮连续观测
海流 | 站位布设

悬沙

潮位

区

6.2 

内容

海滩沉积物

变化监测

海底沉积物

变化监测

取样时间

取样密度 |工程区由闭合深度向陆采样密度逐渐增大，不少于 1 0 个/km'

取样深度 |表层
取样频率 |近 2 年内不少于 1 年 2 次，冬夏季节各 1 次

调查方法 利用槽探或钻探，调查海滩沉积物厚度

2, 

带、低潮带等代表性部

海滩沉积物

厚度调查 位置
至少包括滩肩、高潮带、中潮带、低潮带等代表性部位 ， 可根据现场特点增加钻孔或

探槽数，以砂粒沉积物厚度作为海滩沉积物厚度标准

海滩沉积物

砂泥分界线调查

调查方法 |利用高精度测量设备获取沙泥分界线平面位置和高程

调查频率 近 2 年内，不少于冬夏各 1 次

位置 | 滩面沉积物砂、泥过渡地带

注:表中涉及的水深和高程基面均为当地平均海平面。

4 



HY/T 255-201 8 

6.3 地形地貌与工程地质

获取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区岸滩地形地貌和工程地质特征，用于数值模拟分析、工程方案设计和辅

助构筑物结构设计。所需资料的基本内容及要求见表 3 0

表 3 海岸地形地貌与工程地质调查基本内容及要求

内容 要求

测量范围 海滩养护或修复区域岸线向海延伸至 7m 等深线以深(或闭合水深以深)

测量比例尺 水下地形不低于 1 : 5 000; 岸滩地形一般为 1 : 1 000 
地形测量

日才效要求 现状地形数据

测量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 2763. 1 0 的规定

测量范围 海滩养护或修复区的后滨向海至平均大潮低潮线

剖面布设 剖面垂直水边线布设，密度不少于 4 条/km
岸滩剖面监测

测量频率 近 2 年内不少于 1 年周期，不低于每季度 1 次，台风作用后加测

测量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 750 1 的规定

测量范围 海滩养护或修复区所在的海岸单元范围内海岸线

测量比例尺 不小于 1 : 500 
岸线变化监视l

测量频率 近 2 年内不少于 1 年周期 ，不低于每季度 1 次 ， 台风作用后加测

测量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 7 501 的规定

| 调查范围 | 四养护或修复工程需修建辅助人工构筑物的区域
工程边E言词查

| 词查芸术要求 | 应符合 GB/T 12763.11 的规定

注 : 表中涉及的水深和高程基面均为当地平均海平茵 z

6.4 潮间带底栖生物

获取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区潮间带底栖生物本底特征，开展工程建设对生物的影响分析。所需资

料的基本内容及要求见表 4 。

表 4 潮间带底栖生物调查基本内容及要求

调查要素 底栖动物、底栖植物的种类组成 、数量(栖息密度、生物量或现存量〉及其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

调查密度
通常在高潮区布设 2 站、中潮区布设 3 站、低潮区 1 站或 2 站

在滩面较窄的潮间带 ，在高潮区布设 l 站 、中潮区布设 3 站、低潮区 1 站

调查周期 近 3 年内春季、秋季大潮 1 年 2 次调查

调查时间
潮间带生物采样必须在大潮期间进行

或在大潮期间进行低潮区取样，小潮期间再进行高、中潮区的取样

硬相(岩石岸 )生物取样. 用 25 cm X 25 cm 的定量框取 2 个样方;在生物密集区取样 ， 采用 10 cm X 

10 cm 定量框取样
技术要求

软相(泥滩、泥沙滩、海滩)生物取样，用 25 cm X 25 cm X 30 cm 的定量框取 4 个样方至 8 个样方 。 同时

进行定性取样与观察，定性取样在高潮区、中潮区和低潮区至少分别取 1 个样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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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近岸海水水质

获取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区水质情况，用于工程目标定位分析和环境质量分析。所需资料的基本

内容及要求见表 50

表 5 近岸海水水质调查基本内容及要求

调查指标 按 GB 3097 执行

调查范围 工程区域沿涨落潮主流向两侧各外扩 3 km 7.J<.域

调查频率 近 3 年内不低于 l 周年观测，每季度 1 次

取样层次 小于 5m 7.J<.深，取表层、底层;大于 5m 水深，取表层、中层、底层

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2763 .4 的规定

6.6 人类活动和海岸演变

获取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区及毗邻区域人类活动特征和海岸历史演变特征，用于工程前期论证分

析和方案设计。所需资料的基本内容及要求见表 6 0

表 6 人类活动和海岸演变调查内容及要求

调查内容 具体内容及要求

范围 工程区内及毗邻区域不小于 2 km 的影响范围内

围垦填海 内容 围垦区域范围、围垦时间

要求 收集近 50 年围填海资料

范围 工程区及毗邻区域 2 km 内

海岸工程建设 内容 海岸工程类型、建设时间、建设位置

要求 收集近 50 年海岸工程建设资料

范围 工程区及附近海域

养殖 内容 养殖时间、养殖种类、养殖区域

要求 收集当前及历史养殖资料

范围 工程区及附近海域

人工采砂 内容 采砂时间、采砂地点、采砂量、采砂沉积物特征

要求 收集所有人工采砂资料

范围 海滩后滨至闭合深度

沉积地貌 内容 海滩系统的地形、地貌、沉积物类型分布

要求 收集海滩地形地貌和沉积特征资料

范围 对工程区有影响的人海河流河口区

入海河口 内容 河流入海泥沙变化

要求 收集人海河流近 50 年水文、泥沙资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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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设计

7.1 海滩剖面设计

以工程区或与工程区近岸动力环境、地貌类型相似的毗邻海岸典型剖面形态、沉积特征为参照开展

剖面设计时，采用剖面类比法;其他情况推荐使用 D巳an (977)的平衡剖面计算公式，计算方法参见附

录 Ao

7.2 平面形态设计

平衡山甲湾海滩平面形态设计推荐使用 Hsu & Evans(989) 的抛物线模型，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B 。

平直海岸平面形态设计应在充分考虑背景输沙率和上下游输沙联系的情况下，基于长周期(不少于

5 年再养护周期)岸线演化模型预测(见 7 . 6) ，合理设计补沙区域及岸线形态。

7.3 人工构筑物设计

人工构筑物结构设计按 JTS 154- 1 执行。

7.3. 1 丁坝

丁坝应修建于养护或修复海滩沿岸输抄的下游段，还应与岸线形态相吻合构成人工师角。推荐入

射主波向与丁坝之间的交角 S 为 1 000~llOO; 丁坝在水中的长度以岸线至破波点距离的 40%~60%为

最有效的设置距离。

7.3.2 离岸堤

离岸堤包括出水离岸堤和潜堤两种类型 。

a) 出水离岸堤

其设计应遵循离岸堤背后养护海滩的岸线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关系式见

式(1) : 

号=川。/L o ， S /B ， 旧。，α ， G o , y) 

式中:

X s 一一离岸堤之背后沙嘴长度，单位为米(m) ; 

B 一堤长，单位为米 (m) ; 

H。 一一深水波波高，单位为米 (m) ; 

L 。 一一深水波波长，单位为米 (m) ; 

tan8 一-海滩之前滩坡度;

S 一一离岸距离，单位为米(m) ; 

G。 一一开 口宽度，单位为米(m) ; 

y 一一堤体的孔隙率，以%表示。

… ( 1 ) 

在上游有足够来抄的情况下，当离岸堤的离岸距离 XB 与堤长 L B 的比值在 1 ~2 时，堤后将形

成由岸伸向海的沙问;当 XB /L B<l 时，沙山甲将发展成连岛沙坝。

b) 潜堤

潜堤潜没水下，堤顶高程应低于最低低潮位面，适用于潮差较小的海岸区域。

7 



HY /T 255-2018 

推荐潜堤平均低潮位时透射系数为 0.2~0.3 ，潜堤波浪透射系数与堤顶在计算水位以上的高

度之间的关系应符合 JTS 154-1 的规定。

潜堤设计原则上可参照 7 . 3.2 a) 的要求。

7.3.3 人工构筑物结构设计

7.4 滩肩高程设计

滩肩高程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历史高水位高程、波浪爬高、陆上景观高程、现有海滩高程和相邻海

滩高程以及养滩戚本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滩肩高程设计可用式 (2)计算 :

滩肩高程=设计水位 (20 年重现期〉十波浪爬高

波浪爬高经验公式见式(3) : 

j 川 [H o L o J(0.563 l 十 0.004) 1 /2 \ 
R 2 二 l. 1 ~0.35卢r(H o Lo)I /2+~--V-V~'-'--2- ' , _._-- . 

式中:

儿 一一一波浪爬高，单位为米 (m) ; 

Ho 一一深水波波高，单位为米(m) ; 

Lo -一深水技波长.单位为米(m) ; 

冉 一一滩面坡度，单位为度(勺 。

允许在极端天气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漫滩 。

…( 2 ) 

…………( 3 ) 

7.5 补沙沉积物要求

7.5.1 基本要求

补沙沉积物的获取、质量和粒度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国家沙源开采的相关规定。

b) 符合国家标准对沉积物质量的要求 :

一一海滩浴场:沉积物质量应符合 GB 18668 规定的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的要求;

一一旅游景观海滩 :沉积物质量应不低于 GB 18668 规定的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的要求 。

c) 沉积物参数应考虑原始天然海滩的沉积物粒径、附近相似海滩的沉积物粒径、工程区的波琅条

件、工程的修复或养护目的。

7.5.2 粒径要求

符合泥沙相容性要求，以补抄的平均粒径为设计指标，确定补沙平均粒径大小的基本原则为填充沙

平均粒径要等于或略粗于工程区天然海滩砂。

7.6 数值模拟预测

海滩修复工程数值模拟分析需包括水动力环境数值模拟、海岸输抄数值分析、岸线地形长周期演

变、海滩剖面适应性调整和极端动力条件下短周期响应变化等方面，用于预测养护海滩设计寿命，本指

南推荐的海滩演变数值模型如下:

海滩修复工程短周期演变模拟，代表性模型有 UNIBEST-TC ， CROSS , XBeach , SBEACH , 

CROSPE 和 NearCo孔h

海滩修复工程岸线长周期演变模拟，代表性模型有 GENESIS 模型和 ONELINE 模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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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补沙量计算

通过设计的养护与修复海滩地形和原始海滩地形之间的体积差异来计算需要填充沙体方量，施工

补沙量需要考虑施工过程以及海滩养护后的沙体的自然调整和流失，推荐实际施工补沙量为理论计算

补沙量的1. 3 倍~1. 5 倍。

8 工程施工

8.1 施工准备

8.2 填沙方式

8.4 

8.4 . 1 

形态与设计标高误差不

8.4.4 人工构筑物验收

辅助海岸工程及其他水工建筑质量控制应符合 JTS 257 的规定。

9 后期监测

9.1 海滩和近岸剖面监测

海滩和近岸剖面监测内容包括岸滩剖面、水下地形和岸线位置，通过监测结果对比获取海滩冲淤变

化特征，确定海滩养护周期。监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见表 7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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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海滩养护工程岸线、剖面监测及其要求

监测内容 监测要求

测量范围 养滩区后滨向海至平均大潮低潮线

剖面布设
尽量确保后监测剖面与养滩前剖面相互重合，剖面垂直水边线布设.密度不少于

4 条/km ，基点固定
岸滩剖面

测量频率
施工后半年内 1 次/月 ， 台风作用后加测

此后不少于 2 次/年

测量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7501 的规定

测量范围 养滩区域向海延伸至 7m 等深线左右

剖面布设 由岸滩监测剖面的原点，垂直岸线布设，方向延伸向海，密度不少于 4 条/km
水下地形

测量频率 施工后前三年内，不低于 2 次/年

测量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2763.10 的规定

测量范围 养滩区所在的海岸单元范围内海岸线

岸线变化 测量频率
施工后第-年，不低于每季度 1 次，台风作用后加测

此后不少于 2 次/年

测量技术要求 | 应符合 GB们7阳 的规定

注:表中涉及的水深和高程基面均为当地平均海平茵 s

9.2 沉积物变化监测

沉积物变化监测内容包括海滩沉积物和海底沉积物监测，通过监测结果对比获取沉积物分布及变

化特征，记录养护用沙和天然沙融合所需时间 ，用于海滩养护时改进用沙参数。监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见表 8 。

表 8 海滩养护工程沉积物变化监测及其要求

监测内容 监测要求

取样位置
取样剖面同地形监测剖面，取样位置至少包括滩肩、高潮带、中潮带、低潮带等代表

性部位，可根据现场特点增加采样数

海滩沉积物 取样深度 表层 20 cm 

取样时间 原则上与人工养滩后地形变化监测同步

技术要求 表团采挖，样品量不少于 500 g 

取样密度 工程区由海向陆采样密度逐渐增大，不少于 10 个/km'

取样深度 表层
海底沉积物

取样频率 原则上与人工养滩后地形变化监测同步

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12763.8 的规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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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水动力环境监测

水动力环境监测内容包括波浪、海流和悬沙，通过前期调查结果和监测结果对比，分析海滩养护工

程建设对局部动力环境的影响。监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见表 9 0

表 9 海滩养护工程动力环境监测及其要求

监测内容 监测要求

观测时间

波浪

海流

悬沙

注:

9.4 

9.5 

通过工程完

及工程完成后的恢复

监测要素

监测密度

监测周期

监测时间

技术要求

底栖动物、底栖植物的种类组成、数量(栖息密度、生物量或现存量)及其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

通常在高潮区布设 2 站、中湖区布设 3 站、低潮区 1 站或 2 站;

在滩面较短的潮间带，在高潮区布设 l 站、中潮区布设 3 站 、低潮区 l 站

施工后 1 年-2 年选择春、秋季两个季度进行调查

潮问带生物采样必须在大潮期间进行;

或在大潮期间进行低潮区取样 ，小潮期间再进行高、中潮区的取样

软相(泥滩、泥沙滩、海滩 〕生物取样，用 25 crn X 25 crn X 30 crn 的定量框取 4 个样方至 8 个样方。同时

进行定性取样与观察，定性取样在高潮区 、 中潮区和低潮区至少分别取 1 个样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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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监测结果评估

根据 9 .1 ~9 . 5 监测数据对工程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评估，对施工质量和工程基础方案进行评价并给

出具体建议。

9.7 海滩再养护要求

当海滩修复填沙流失量超过 50%时须进行再养护补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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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养护和修复海滩剖面设计

A.1 设计公式

养护和修复海滩剖面设计推荐遵循 D巳an (1 977)的海滩平衡剖面计算公式见式 (A.1)~式(A. 3) : 
h =Ay 2/3 

A =0.067ω 0 .44. 

ω= 14D l.l 

、
、
，J

、
、
，
，
，
、

、
，
，
，

-in/Uqu AAA 

式中:

h 一一相对平均大潮高潮线的深度，单位为米(m) ; 

A一一海滩剖面尺度系数;

y 一一离岸距离，单位为米(m) ; 

ω 一一泥沙沉降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 s) ; 

D 沉积物平均粒径，单位为毫米(mm) 。

A.2 设计要点

海滩横向剖面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a) 海滩的天然剖面形态类型主要为低潮阶地型和完全耗散型(分类参见 Masselink &. Short , 

199 3) . 亦可见它们之间的过渡形辜，海滩剖面形态的设计需参考其原始形态和邻近岸滩剖面

形态特征 i

b ) 在动力条件较弱的海湾进行海滩剖面设计时，为防止或减缓岸滩的"泥化"趋势，可适当增加养

滩沉积物粒径以取得较大坡角;

c) 养护或修复海滩设计的施工坡度推荐选择l/8~1/ 15; 

d) 推荐滩肩经济宽度以 30 m~60 m 为宜;

巳) 动力较弱的海岸环境，可对原岸滩向海一侧进行适当清淤，以塑造稳定的海滩剖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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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养护和修复出甲湾海滩平面形态设计

H su &. Evans (l 989) 的抛物线模型进行平面形态设计(如图B.l) ，其方程表示如式 (B. l) : 

卢/卢\ z 
~: = C 1 + C z 百十 C3 ( 百 )

式中:

R " 一一任意极半径，单位为米 (m) ; 

R。一一控制线的长度，单位为米 (m) ; 

卢一一波峰线和控制线的夹角，单位为度(勺。

。 一一相应的极角，单位为度(") ; 

C 1 、 C z 、 C 3 是卢的函数，其中，卢的范围为 100~800 ，各函数表达式如下 :

C 1 = 0.070 7一 0 . 004 7卢+0 . 000 349卢2 - 0.000 008 75卢3 十0.000 000 047 65卢4

C z = 0 . 9536十 0 . 007 8卢一 0 . 000 048 79卢2 十 0 . 000 018 2卢3 一 0 . 000 00 1 28 1ß' 

C 3 =0.02 1 4一 0 . 007 8卢+ 0 . 000300 4卢2 一 0.000 011 83卢3 +0.000 000 093 43ß' 

我与

绕射控制点

图 B .1 抛物线海岸平衡模式 ( Hsu and E飞'an ， 1989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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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沙方法及其特征参见表 C. l 。

补沙方法

干滩补沙

增加宽度

海滩滩面补沙，塑

造平衡海滩

近叩，构建水 |
下沙坝链

沙丘补沙，

顶沙丘

原始宽度补沙宽度

滩肩

沙丘
滩肩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补沙方法及其特征

表 C. 1 补沙方法及其特征

图示

海面\Jv v …/'J、

、 1~ -1..r.T

、寸一;r

HY/T 255-2018 

特点

优点 :增加干滩宽度，造滩效果显著，

便于 施工，用沙量省，运程短，见

效快回

缺点:剖面后续调整较大，向海流

失快

优点:增加干滩宽度，塑造平衡剖面，

长期效果好 B

缺点:抛沙技术难度大，不易施工

优点 :滨外浪小，抛的沙运移少，可以

逐渐补充海滩;水下沙坝可以起消浪

作用，使海滩波浪减弱，利于堆沙。

缺点 :用沙量大;短时间内难以展现

养滩效果

|……… 
移，植物固丘提高海滩上部的抗冲力

和扩大旅游休闲场所;风浪侵蚀滩肩

期间，沙丘沙不断补充海滩。

缺点 : 用沙量大，自外海输运，运线

长，造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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