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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湖ＳＣ7孔沉积物粘土矿物特征及其古地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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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州澄湖湖底残留有一条ＮＮＷ—ＳＳＥ延伸且已被淤平的古河道。通过对湖心区古河道段 ＳＣ7孔沉积物的

粘土矿物 ＸＲＤ分析及与湖底硬粘土(Ｑ3)、湖岸区沉积(Ｑ4)和长江口滩地现代沉积的比较 , 表明古河道充填沉积中的

粘土矿物主要为伊利石 ,其次为高岭石 、绿泥石 、蛭石 , 还有少量蒙皂石及蛭石 /绿泥石混层矿物;其中的伊利石和绿泥

石含量均明显偏高 , 高岭石含量则偏低 ,伊利石结晶度也较高。粘土矿物组合兼具太湖流域地带性粘土矿物和长江

口沉积物的特点 , 表明古河道充填沉积既有来自本流域表层物质和澄湖扩大过程中的湖岸崩积 , 也受到长江物源的

影响。这一沉积过程也说明古河道在最大海侵时涨潮流和洪水引起海水和江水的频繁倒灌 , 直至淤塞和淹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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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土矿物是化学风化作用的主要产物 ,是大多数

沉积岩(物)的重要组分 ,广泛分布于现代土壤 、海洋

沉积物 、河流沉积物 、湖泊沉积物和古代的泥质岩中 。

不少学者通过对粘土矿物的研究 ,成功地解释了沉积

物的物源和古气候变化特征
[ 1 ～ 5]

。与海洋沉积中的

粘土矿物资料相比 ,关于河流和湖泊沉积物中的粘土

矿物资料是很少的。湖泊作为汇水盆地和陆地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 ,参与了水—陆—气相互作用的过程 ,

同时又是流域陆源物质的储存库 ,能真实地记录湖区

在较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各种气候和其他环境变化信

息 ,对气候的波动变化极为敏感。因此 ,通过研究湖

泊沉积中记录的各种环境变化因子 ,可以探讨流域环

境变化的过程和机制。近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湖泊

中矿物沉积记录开展了研究 ,探索了湖泊中矿物的形

成机制 、矿物对环境的指示意义
[ 6 ～ 10]

,并进一步用于

恢复过去气候演化历史
[ 8, 10]

。但是这些研究区域都

集中在高原湖泊和盐湖 ,对于开放性的淡水湖泊沉积

物中粘土矿物的研究尚不多见 。苏州澄湖位于太湖

平原中部 ,作为长江三角洲和古海岸的一部分曾经历

了显著的环境变迁 ,对全球尺度的气候—海面变化的

响应敏感。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围

绕太湖而开展的 。本文以苏州澄湖的围湖取土工程

为契机 ,通过对湖底 、湖底古河道和湖岸三种沉积类

型样品的系统采集和分析 ,探讨了它们的粘土矿物组

合特征及其成因意义 ,这将有助于加深对该地区古地

理 、古环境的认识 。

1　研究区概况

　　澄湖位于太湖平原湖荡区 ,苏州市东南约 23ｋｍ

处(31°10′～ 31°14′Ｎ, 120°48′～ 120°52′Ｅ),与位于吴

淞江以北的阳澄湖隔江相望(图 1)。湖水总面积为

45.0ｋｍ
2
,蓄水量为 0.8×10

8
ｍ

3
,年平均水位变化于

2.3 ～ 3.2ｍ之间(吴淞高程),长度为 10.4ｋｍ,最大

宽度为 6.8ｋｍ, (平均 4.3ｋｍ),最大水深为 3.2ｍ

(平均 2.0ｍ),是一个浅水型湖泊
[ 11]
。湖区属北亚

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 , 年均气温 15.7℃, 降水量

1044.9ｍｍ
[ 11]
。湖水主要由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补

给 ,还有多条来水与出水的通道 。

　　2003年苏州市为修建苏沪高速公路在澄湖西北

部实施了一项围湖取土工程 (工程结束即放水还

湖),围湖面积达 10ｋｍ
2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课题

组进行了跟踪调查 。澄湖地貌环境的特点有:1)湖

底十分平坦 ,平均标高为 1.10ｍ(吴淞高程 ,下同)。

湖底主要由晚更新世晚期的硬粘土组成 ———相当于

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一硬粘土层 ,湖泊沉积物呈零星分

布且不稳定 ,属侵蚀型湖泊;2)湖底分布有 ＮＮＷ—

ＳＳＥ向延伸的古河道 ,残宽 50 ～ 80ｍ,切割深度为 3

～ 4ｍ,向北与源自吴淞江的席墟浦相通 ,被认为是太

湖下游 “古三江”之一的东江
[ 12]
;3)湖岸由于受夏季

(高水位)东南风吹生的拍岸浪影响 ,后退明显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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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的滩地或陡立的岸壁(高出湖底 2.8 ～ 3.5ｍ)。

图 1　苏州澄湖地理位置及采样分布图

Ｆｉｇ.1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ｒｅｓ

2　材料与方法

　　根据野外观察结果 ,本文在湖底硬粘土基础上发

育的古河道中选取了代表性孔(ＳＣ7),同时在湖底硬

粘土(ＳＣ6)和湖岸区(ＳＣＷ)各选了一个代表性孔以

便对比分析(图 1)。

　　ＳＣ7孔孔长 4ｍ,其中 0 ～ 3.36ｍ为灰色 、浅灰色

粘土—粉砂质粘土 ,含多层铁锈色夹层 ,具水平层理 ,

为全新世中晚期的河湖沉积物;3.36ｍ以下为湖底

硬粘土 ,为晚更新世晚期的风尘沉积 。剖面上部(35

ｃｍ)、中部(76ｃｍ)、下部(305ｃｍ)和底部(335ｃｍ)

经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第四纪年代实验室测出

的
14
Ｃ年代分别为 430±40ａＢＰ、2580±35ａＢＰ、4175

±35ａＢＰ和 4690±35ａＢＰ(未经树木年轮校正),说

明此古河道是在中全新世以后才逐渐淤积的。

　　ＳＣ6孔取自湖心区的湖底 ,孔长 18ｍ,其中 0 ～

8.00ｍ为第一硬土层 ,构成湖泊硬底 ,是全新世之前

形成的风尘沉积。ＳＣＷ孔取自席墟浦河口西侧的湖

岸地带 ,孔长 6.55ｍ(顶部高程实测为 4.64ｍ),其

中 0 ～ 2.10ｍ为黄褐色 、青灰色 、灰褐色粉砂质粘土 ,

～ 3.60ｍ为灰色粘土 , ～ 4.40ｍ为含泥炭沉积 ,

～ 6.55ｍ为暗灰—亮灰色硬质粘土(表 1)。以上取自

不同地貌部位的沉积代表了该地区晚第四纪沉积的基

本类型 。为便于对比和讨论 ,本文同时也对采自长江

口浒浦至小洋港现代沿岸滩地的 15个样品作了分析。

　　粘土矿物分析采用 Ｘ衍射分析方法(ＸＲＤ),所

用仪器为 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原 Ｐｈｉｌｉｐｓ)公司生产的 Ｘ'Ｐｅｒｔ

ＰｒｏＭＰＤ型Ｘ射线衍射仪 。测试条件:Ｃｕ-Ｋα辐射;

发散狭缝与防散射狭缝均为 0.5°, 接收狭缝为

0.3ｍｍ;工作电压 35ｋＶ;工作电流 25ｍＡ;扫描速度
表 1 苏州澄湖晚第四纪沉积物样品综合信息

Ｔａｂｌｅ1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ａｒｅａ

钻孔编号 样品编号 深度 /ｃｍ 样品描述 地貌类型 形成时代

ＳＣ7(湖底古河道)

ＳＣ7-1

ＳＣ7-2

ＳＣ7-3

ＳＣ7-4

ＳＣ7-5

ＳＣ7-6

ＳＣ7-7

ＳＣ7-8

ＳＣ7-9

ＳＣ7-10

5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灰色 、浅灰色粉砂质粘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暗绿色 、灰绿色硬粘土

←

←

湖泊沉积

←

河湖沉积

←

←

←

河流沉积

古河道河床

Ｑ4晚期

←

←

←

←

←

←

←

Ｑ4中期

Ｑ3晚期

ＳＣ6(湖底)

ＳＣ6-1

ＳＣ6-2

ＳＣ6-3

ＳＣ6-4

ＳＣ6-5

ＳＣ6-6

20

48

87

130

180

340

褐黄色硬粘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

←

←

←

←

硬粘土平原

←

←

←

←

←

Ｑ3晚期

ＳＣＷ(湖岸)

ＳＣＷ-1

ＳＣＷ-2

ＳＣＷ-3

20

120

220

黄褐色粉砂质粘土

(同上)

灰色粘土

湖荡平原

←

河泛平原

Ｑ4晚期

←

Ｑ4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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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ｍｉｎ;扫描范围 3°～ 35°。每个样品都对粘粒(粒

径 <2 μｍ)进行了自然定向样品 、乙二醇饱和样品和

加热 550℃样品的测试。为区分绿泥石和蛭石 ,另外

还制备了钾饱和片进行测试 。对鉴定出的粘土矿物

根据底面反射强度用权重系数法进行了相对含量的

估算。伊利石结晶度采用 Ｋǜｂｌｅｒ指数(伊利石 001

衍射峰的半高宽)来表示。

3　结果

3.1　粘土矿物组成特点

　　澄湖地区晚第四纪沉积物中的粘土矿物成分较

为复杂。在自然片上均有 1.4 ～ 1.5ｎｍ, 1.0ｎｍ,

0.71ｎｍ, 0.5ｎｍ, 0.47ｎｍ, 0.358ｎｍ, 0.354ｎｍ,

0.334ｎｍ衍射峰 。其中 1.0ｎｍ, 0.5ｎｍ和 0.334ｎｍ

衍射峰在经各种处理后基本保持不变 ,表明样品中含

有伊利石(Ｉ)。 0.71ｎｍ和 0.358ｎｍ在 550℃加热 2

ｈ后消失 ,表明样品中含有高岭石(Ｋ)。乙二醇饱和

后出现 1.7ｎｍ左右衍射峰 ,表明样品中含有蒙皂石

(Ｓ)。 1.4ｎｍ、0.71ｎｍ、0.47ｎｍ和 0.354ｎｍ峰的存

在表明样品中可能含有绿泥石 、蛭石或蛭石 /绿泥石

混层矿物 ,我们把这类矿物统称为 1.4ｎｍ矿物 (下

同)。对 1.4ｎｍ矿物的鉴定主要是依据 1.4ｎｍ峰在

不同处理(550℃加热和 Ｋ
+
饱和)后的变化(图 2)。

鉴定结果如表 2。

　　半定量结果显示(表 2),澄湖古河道充填沉积

(ＳＣ7)中各粘土矿物在剖面上的变化幅度较小 。其

中伊利石含量在 70.0% ～ 72.4%,平均 71.3%;1.4

ｎｍ矿物含量在 12.8% ～ 14.6%,平均 13.8%;高岭

石含量在 10.0% ～ 11.6%,平均 10.8%;蒙皂石含量

在 2.5% ～ 4.8%,平均 4.0%。湖底硬粘土和湖岸物

质的粘土矿物组合相似 ,各矿物含量变化幅度较大 。

湖底硬粘土中伊利石含量在 48.5% ～ 64.6%,平均

55.1%;1.4ｎｍ矿物含量在 12.1% ～ 26.1%,平均

21.5%, 高岭石含量在 16.7% ～ 26.1%, 平均

18.0%,蒙皂石含量在 0 ～ 4.1%,平均 2.4%。湖岸

物质(ＳＣＷ)中伊利石含量在 58.9% ～ 74.8%,平均

表 2　古河道充填沉积 、湖底硬粘土和湖岸沉积物中粘土矿物含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2　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ａｒｄｃｌａｙａｎｄｌａｋｅｓｈｏｒｅ

样号
深度

/ｃｍ
Ｉ/% Ｋ/% Ｓ/%

1.4ｎｍ矿物

含量 /%
1.4ｎｍ矿物种类 Ｋǜｂｌｅｒ指数

ＳＣ6-1

ＳＣ6-2

ＳＣ6-3

ＳＣ6-4

ＳＣ6-5

ＳＣ6-6

平均

ＳＣＷ-1

ＳＣＷ-2

ＳＣＷ-3

平均

ＳＣ7-1

ＳＣ7-2

ＳＣ7-3

ＳＣ7-4

ＳＣ7-5

ＳＣ7-6

ＳＣ7-7

ＳＣ7-8

ＳＣ7-9

ＳＣ7-10＊

平均

长江口平均＊＊

20

48

87

130

180

340

———

20

120

220

———

5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

———

53.4

61.3

48.5

56.0

46.9

64.6

55.1

58.9

62.7

74.8

65.5

71.9

72.4

72.4

72.4

70.2

72.0

70.0

70.3

70.7

70.3

71.3

69.3

19.5

16.7

23.2

21.4

26.1

19.2

18

16.3

19.4

10.5

15.4

11.6

11.2

10.1

10.2

10.7

10.0

10.9

11.6

10.7

9.2

10.8

14.2

2.8

0.0

2.2

2.5

2.9

4.1

2.4

2.9

5.6

3.3

3.9

3.7

2.5

4.2

4.4

4.6

3.7

4.8

4.7

4.0

6.4

4.0

4.6

24.3

22.0

26.1

20.1

24.1

12.1

21.5

21.9

12.3

11.5

15.2

12.8

13.9

13.3

13.0

14.5

14.4

14.8

13.3

14.6

14.5

13.8

11.9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Ｖ和Ｃ/Ｖ、Ｃｈ

———

Ｃｈ为主 ,少量Ｖ

Ｃｈ为主 ,少量Ｖ

Ｃｈ为主 ,少量Ｖ

Ｃｈ、Ｖ

Ｃｈ、Ｖ

Ｃｈ为主 ,少量Ｖ

Ｃｈ、Ｖ

Ｃｈ、Ｖ

Ｃｈ为主 ,少量Ｖ

Ｖ、Ｃ/Ｖ和Ｃｈ

———

Ｃｈ为主

0.35

0.29

0.31

031

0.45

0.22

0.32

0.35

0.29

0.31

0.32

0.31

0.26

0.27

0.27

0.27

0.29

0.29

0.27

0.28

0.29

0.28

0.30

　　＊为澄湖湖心区湖底硬粘土;＊＊为长江口沿岸滩地 15个样品的平均值;Ｖ、Ｃ/Ｖ、Ｃｈ分别代表蛭石 、绿泥石 /蛭石混层矿物 、绿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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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苏州澄湖晚第四纪沉积物(ＳＣ6、ＳＣ7、ＳＣＷ)和巢湖(ＡＣＮ)与长江口滩地(ＣＪ)沉积物代表性

样品粘粒的Ｘ射线衍射图谱(1.乙二醇饱和片 , 2.自然片 , 3.钾饱和片 , 4.550℃加热片)

Ｆｉｇ.2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ｆｒｏｍ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ｅ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ＳＣ6, ＳＣ7,

ＳＣＷ), Ｃｈａｏｈｕｌａｋｅ(ＡＣＮ)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Ｊ).

65.5%, 高岭石含量在 10.5% ～ 19.4%, 平均

15.4%, 1.4ｎｍ矿物含量在 11.5% ～ 21.9%,平均

15.2%,蒙皂石含量在 2.9% ～ 5.6%,平均 3.9%。

3.2　伊利石结晶度

　　伊利石的结晶度反映了其经历风化作用的强弱 。

本文选用 Ｋǜｂｌｅｒ指数计算了伊利石矿物的结晶度 。

Ｋǜｂｌｅｒ值越小 ,伊利石 001衍射峰越狭窄和对称 ,伊

利石的结晶度越好。ＳＣ7孔的伊利石结晶度在 0.26

～ 0.31之间 ,平均 0.28;ＳＣ6孔的伊利石结晶度在

0.29 ～ 0.35之间 ,平均 0.32;ＳＣＷ孔的伊利石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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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0.29 ～ 0.35之间 ,平均 0.32(表 1)。可以看出 ,

古河道充填沉积中伊利石的结晶度较好 ,而湖底硬粘

土和湖岸物质中伊利石结晶度较差。

4　讨论

4.1　与湖底硬粘土和湖岸沉积物粘土矿物的对比

　　半定量结果显示 ,三种沉积物的粘土矿物都以伊

利石含量最高 ,并且普遍含有高岭石 、1.4ｎｍ矿物和

少量的蒙皂石。但是对比三种不同沉积物的ＸＲＤ图

谱和半定量结果发现 ,湖底硬粘土与湖岸物质的粘土

矿物成分比较相似 ,而古河道充填沉积则与它们有所

不同 ,表现在:①1.4ｎｍ矿物中绿泥石含量明显增

高 ,蛭石及其混层矿物则较少;②伊利石含量增高 ,高

岭石含量却降低;③伊利石结晶度较好。粘土矿物的

这种差异表明 ,湖底硬粘土和湖岸物质中的粘土矿物

经历的化学风化作用强度比古河道充填沉积强 ,反映

它们经历了一定的成土作用 ,这与澄湖所处生物气候

带是一致的 。

4.2　粘土矿物成因及古地理意义

　　河流和湖泊沉积物中的粘土矿物主要来自经径

流 、风力等搬运的流域表层物质 。它们或来自母质

(即由岩石中的原生矿物风化蚀变而成 ,或为沉积物

本身固有的矿物),或产生于成土过程。在同一生物

气候条件下 ,即使母质不同 ,主要粘土矿物类型仍大

体相同 ,伴随的粘土矿物或许有所不同 。因此 ,我国

土壤粘土矿物随生物 —气候带的不同存在有一定的

分布规律
[ 13]
。已有的研究表明湖泊沉积物中的粘土

矿物主要反映了源区的矿物学特征
[ 6, 7, 10, 14, 15]

。例如

洱海表层沉积物蒙脱石 21%,伊利石 35%,高岭石

23%,绿泥石 21%,而湖周地面的相应值为蒙脱石

14%,伊利石 42%,高岭石 25%,绿泥石 19%
[ 14]
。我

们对位于长江下游的巢湖ＡＣＮ孔的湖泊沉积柱样

(31°13′41.7″Ｎ, 117°22′29.8″Ｅ)的研究显示 , 40个样

品平均值为蒙皂石 3.3%, 伊利石 55.3%, 高岭石

23.1%, 1.4ｎｍ矿物 18.4%,其中 1.4ｎｍ矿物为蛭

石 、蛭石 /绿泥石混层和绿泥石共存 (图 2-Ａ,Ｃ,Ｎ)。

而其最大的入湖河流 —杭埠河流域地表沉积物 29个

样品平均值为蒙皂石 2.5%,伊利石 50.2%,高岭石

25.6%, 1.4ｎｍ矿物 21.7%,其中 1.4ｎｍ矿物也同

时含有蛭石 、蛭石 /绿泥石过渡和绿泥石 ,与巢湖沉积

物基本相同 。而且这种粘土矿物组合特征也符合现

代土壤粘土矿物地带性分布规律。由此看出 ,处于不

同自然地理区的湖泊 ,其沉积物中的粘土矿物成分反

映了源区母岩性质和源区与流域生物气候条件 。

　　澄湖地处太湖下游水网地带 。根据野外观察 ,澄

湖湖底的古河道位于湖心区 ,为ＮＷ—ＳＥ向 ,向北与

源自吴淞江的席墟浦相通 ,从古河道展布方向及河床

坡降来看 ,河水主要从吴淞江沿席墟浦向南流经澄湖

的 。所以古河道中的沉积物应该主要来自吴淞江携

带来的太湖沉积物。太湖流域位于近海北亚热带南

部向中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 ,降水丰沛 。年平均

温度为 14.9 ～ 16.2℃, 7月平均气温 27.7 ～ 28.6℃,

年降水量 1 000 ～ 1 400ｍｍ。其上游河流(物源区)

和湖周同属北亚热带湿润区 ,地带性土壤自北向南由

黄棕壤过渡为红棕壤 ,平原圩区为水稻土。按粘土矿

物地带性分布规律 ,本区粘土矿物组合为水云母 —蛭

石 —高岭石 ,绿泥石趋于消失
[ 13]
。易淑棨等对太湖

入湖水系 ———苕溪上游的西天目山山地土壤的研究

也显示 ,山地漂灰黄壤 、山地表潜黄壤和山地黄壤的

土壤中含有高岭石 、蛭石和水云母 ,未见绿泥石
[ 16]
。

所以 ,从澄湖流域所处的气候带以及古河道充填沉积

的来源看 , 其中的粘土矿物成分应该与湖岸物质

(ＳＣＷ)的分析结果相似 ,但是如图 2和表 2所示 ,澄

湖古河道充填沉积的粘土矿物组合特征与湖岸物质

存在着一定差异 ,与其下伏的硬粘土层也有所不同 。

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1.4ｎｍ矿物中绿泥石含量明

显增高。

　　为了探讨古河道充填沉积中粘土矿物的来源和

成因 ,我们对采自长江三角洲沿岸滩地的 15个沉积

物样品的粘粒(<2 μｍ部分)进行了 ＸＲＤ分析(表

2,图 2),结果为蒙脱石 4.6%,伊利石 69.3%,高岭

石 14.2%,绿泥石 11.9%。杨作升
[ 17]
对长江三角洲

地区沉积物底质样和悬浮体样的分析结果为蒙脱石

10%,伊利石 65%,高岭石 14%,绿泥石 11%。与我

们的结果相似 。可以看出 ,长江携带来的沉积物粘粒

中 1.4ｎｍ矿物是绿泥石(基本不含蛭石),另外伊利

石含量也较高 。所以我们认为 ,澄湖古河道充填沉积

中的粘土矿物成分除了流域内风化产物外 ,还受到长

江物源的影响 。即受长江带来物质的混掺 ,导致绿泥

石和伊利石含量增加 ,高岭石和蛭石含量相对下降。

　　澄湖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 ,为古海岸带的一

部分 ,因而地势低洼 ,受海平面升降的影响较大 。历

史上就有记载 ,由于海面上涨 ,引起海潮倒灌 ,河道泥

沙淤塞。正如北宋水利学家郏亶所指出的:“欲东导

于海者反西流 ,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
[ 18]
海水曾一

度逆吴淞江而上倒灌到苏州城东 5 ～ 10ｋｍ,潮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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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大量泥沙在河床内沉积。我们对粘土矿物的研究

结果证实 ,全新世中晚期澄湖湖底古河道充填沉积的

来源比较复杂 ,除了上游携带来的流域风化产物外 ,

还有因海侵引起海水或江水倒灌带来的物质。

5　初步结论

　　苏州澄湖湖底残留的古河道大约是从中全新世

开始逐渐淤塞的 ,可为太湖下游 “古三江 ”演化提供

最新的年代资料 。古河道充填沉积(ＳＣ7孔)中的粘

粒主要为伊利石 ,其次为高岭石 、绿泥石 、蛭石 ,含少

量蒙皂石和蛭石 /绿泥石混层矿物;伊利石结晶度较

湖底硬粘土和湖岸物质均高 。这种粘土矿物组合特

征及较高的伊利石结晶度既具有本流域地带性粘土

矿物的特征 ,又具有长江口沉积物的特点 ,表明沉积

物既有来自本流域的表层物质 (包括湖岸区的沉

积),还受到长江物源的影响。其古地理意义在于进

入中全新世后 ,澄湖地区由于其所处海岸带特殊的地

理位置 ,长江水和海水很容易沿着 “古三江 ”发生倒

灌 ,也间接指示了该地区存在的海侵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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