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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的沉积作用和沉积相

王 文 介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州
,

)

珠江 口为华南沿海的重要河口
,

是珠江水系 (西江
、

北江
、

东江
、

流溪河 ) 的受水

盆地
。

珠江流域每年有8 0 0 0余万吨悬沙
。

大约 3 0 0 0万吨溶解质和少量底沙进入珠江河口

区域
,

它们在通流
、

潮流和其他海洋动力因素共 同影响下
,

沉积作用甚为活跃
。

但是珠

江 口水域宽阔
,

地形复杂
,

各河口
、

河 口湾或湾外区域的动力背景及泥沙运 动 不 尽 相

同
,

因而其沉积作用和沉积特征也具有区域差异
。

地形轮廓与沉积物分布

峰

珠江水系各河道进入珠江三角洲纲河区后
,

分由虎门
、

蕉门
、

洪奇沥
、

横门
、

磨刀

门
、

鸡啼门
、

虎跳门和崖门等八大分流河 口注入南海
。

珠江口是上述八大分流河口与河

口湾以及湾外水域的总称
。

它东界香港
,

西至上川岛
,

北 自各分流河口
,

南至淡水所及

即2 5一30 米水深 区域
,

总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
。

珠江 口是在冰后期古珠江溺谷湾的基础上
,

经珠江水系泥沙的不断堆积和珠江三角

洲的发育而逐渐形成的
。

其地貌轮廓可分为四大单元
:

1
.

东部伶仃洋喇叭状河 口湾 它北自虎门向南发育了两条水深较大的潮道 ( 川鼻

一矾石一暗士顿水道
,

水深 6 一 20 米
;
伶仃水道

,

水深 9 一 10 米 )
,

以及东
、

中两系列纵

向潮滩和潮流沙坝
。

2
.

中部 自伶仃洋西北侧至黄茅海东北侧 属珠江水系 的西江和北江 六 大 分 流河

口 (蕉门
、

洪奇沥
、

横门
、

磨刀门
、

鸡啼门
、

虎跳门 ) 的淤积带
,

是珠江三角洲扩张最

迅速的部位
,

三角洲和三角洲前缘及前三角洲沉积极为发育
。

3
.

西部为黄茅海喇叭状河口海 它北自崖门向南发育
—

较深潮道 (水深 7 一n

米 )
,

其余均为水深小于 5 米的潮滩或沙脊
。

4
.

南部为珠江 口外斜坡浅海区 水深 10 米以上
,

属南海内陆架的北缘部分
。

珠江口的现代沉积是冰后期由珠江水系泥沙不断堆积的结果
,

一般都有近万年的历

史
。

根据表层沉积物样品的粒度分析得知
,

珠江 口中部六大分流河 口及其附近以砂质堆

积为主
,

沉积物中值粒径 1 一 5 中
。

此 外伶仃洋东北部也有局部潮成砂质堆积 ; 分流河

口以外广大的浅滩和浅海以粉砂粘土 占优势
,

这些沉积物中值粒径 5 一 9 小颗粒最细的

沉积物分布于伶仃洋东北侧的潮滩和潮道以及黄茅海西南潮滩区 (M d > 9 小)
。

万山群

岛附近水域及其他一些岛屿周围或海峡潮道区
,

因水流冲刷岛屿或海床沉积物又渐见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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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砂
、

粉砂
、

粘土混杂堆积 ( M d = 2 一 5 中)
,

其中暗士顿至香港急水门潮道底部有基

岩出露 ( 图 i ) z )
o

珠江 口现代沉积层厚度不大
,

据浅地层探测和钻探资料分析
,

在伶仃洋
、

磨刀门和

黄茅海区域
,

其厚度一般为数米至十余米
,

局部可达50 一60 米
。

现代沉积层上部为较松

散的砂
、

粉砂和粘土
,

下部为较硬实的砂质粘土或粘土
。

现代沉积层以下
,

即一般在海

图理论深度基准
一

10 一 30 米即为一起伏不平的更新世古侵蚀面 (组成物质为砂土
、

砂质

粘土或古河流相砂砾层 )
。

河 口湾外斜坡浅海区现代沉积层厚度 15 一30 米
,

其最厚部位

往往在水下溺谷位置 (古河道 )
,

沉积物成分为粉砂粘土
,

它们多直接填覆于更新世古侵

蚀面上
。

而古侵蚀面一般位于海图理论深度基准
一

25 一50 米位置 l)
。

二
、

动力特征与沉积环境

嵘

珠江口现代沉积 的形成是河流 (珠江 ) 和海洋 (南海 ) 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

因此

研究珠江 口的现代沉积作用
,

应先对其区域动力特征和环境条件作一了解
。

1
.

珠江水系地处我国南方亚热带区域 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1 0 0 0一2 2 0 0毫米
。

年

平均通流模数 2 3
.

6公升 /秒平方公里
。

年平均逸流总量 3 4 1 2亿立米
。

年平均悬移质 输 沙

量8 3 3 6万吨
,

其中约有 80 %
,

即约6 6 0 0万吨进入珠江 口
。

珠江虽属丰水少沙河流
,

但由

于逸流量巨大
,

因此其输沙总量仍是可观的 ( 占全国第三位 )
,

为河 口区提供了大量沉

积物来源
。

珠江水系逸流量季节分配很不均匀
,

各江河最大和最小通流量可相差数十倍

至千余倍
。

夏半年 ( 4 一 9 月 ) 通流量占全年80 %
,

而悬沙输移量占全年 81 一 95 % , 冬

半年 ( 10 一 3 月 ) 逸流量和悬沙输移量所占比例甚小
。

因此珠 江口现代沉积物主要是汛

期由珠江洪水带来的泥沙落淤的结果
。

2
.

珠江口面临南海
,

常年受海洋水团影响 夏季南海北部为高温高盐的
“
南海水

团”
所控制

。

在东北向海流和大陆架底部上升流作用下
,

高盐的南海水团逼临珠江口外
。

据Y
.

K
·

C h a u( 19 6 1) 在香港以外大陆架海区的水文调查发现 〔”〕,

该海区深层陆架水盐度

大 ( 3 4
.

5编 )
,

而表层陆架水盐度略低
,

深层陆架水全年可在香港外60 海里50 米层水深

存在
。

当夏季表层陆架水 因珠江泄出大量淡水而向外扩散时
,

深层陆架水向岸运动产生

上升流
,

其前锋指向珠江口
。

它是表层淡水逸流离岸运动引起的一种补偿流
。

伶仃洋和

黄茅海洪季水文实测资料表明
,

这种补偿作用和海底上升流引起的海水向岸运动可影响

并深入到河 口湾内来
,

这对珠江各河 口湾的水流结构和沉积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

3
.

珠江口的潮汐为非正规半日潮 属弱潮河口
,

其平均潮差0
.

86 一 1
.

69 米
,

最大

潮差 2
.

29 一3
.

64 米
,

但是由于各河口或河 口湾的地形 以及逸流量和进潮量的不同
,

因此

其潮汐强弱也有差异
。

其中西
、

北江的主分流河 口 (蕉门
、

洪奇沥
、

横门
、

磨刀门
、

鸡

啼门
、

虎跳门 ) 属河流作用为主的河 口
,

由于逸流变率小
,

淡水下压作用强
,

潮汐作用

表现较弱
,

其平均潮差0
.

86 一 1
.

36 米
,

最大潮差2
.

29 一2
.

81 米
,

咸水入侵距离短
。

咸淡

水混合情况是
:
洪季河 口为淡水所控制或为高度成层 ; 枯季为缓混合或成层

。

虎门 (伶

1 ) 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大队地貌沉积分队
:

19 8 2 珠江 口地貌沉积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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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洋 )
、

崖门 (黄茅海 ) 属潮流作用为主的河 口 (或河 口湾 )
,

其上源逸流变率大
,

全

年逢流来量远小于进潮量 ( 约为 1 :

10 )
,

故潮汐作用表现较强
,

其 平 均 潮 差 1
.

24 一

1
.

69 米
,

最大潮差2
.

95 一 3
.

64 米
,

咸水入侵距离远
。

洪季各口门为淡水所控制
,

至河 口

湾拦 门浅滩区域
,

咸淡水为缓混合或成层
;
枯季咸淡水为缓混合或强混合

。

4
.

珠江 口各河 口与河口湾的水流多为往复流 落潮流速普遍大于涨潮流速
,

表层

流速大于底层流速
。

落潮流速值一般为 1 一 2 节
,

最大 5 一 6 节 ( 如磨刀门
、

香港急水

门 )
。

所以珠江口的泥沙以向海搬运为主
。

强大的落潮水流具有较强的挟沙能力
,

甚至

冲刷海底
,

淘蚀水下更新世地层
。

涨潮底层优势流的滞流点多出现在各河 口或河口湾的

拦 门沙坝或拦门浅滩区域
,

促成了海域来沙的堆积
。

珠江河 口湾外的潮流 方 向 为西北

( 涨 ) 一东南 ( 落 ) 向
,

转流作顺时针旋转
,

其最大流速可超过 1 节
,

对促进近岸泥沙

输移有一定影响
。

5
.

风向对沉积物的影响 珠 江口冬春季多吹东北风
。

夏秋多吹东南风或西南风
,

波浪方向为东北东一南一西南西向
,

波高0
.

5一 1
.

咪
,

台风最大波高 10 米 以上
。

风浪对

珠江 口浅滩沉积物具有较强的掀扬分选作用
。

而 由其引起 的 沿 岸 流
、

近岸流 (或风海

流 )
,

冬季皆由东北流向西南 (仅万山群岛以东近岸流指向东北 )
。

夏季珠江 口外海流

自西南流向东北
,

近岸流仍指向西南
,

万山群岛以东近岸流向东南
。

珠江入海逸流 (或冲

淡水 ) 及悬沙随近岸流运移
,

这对湾外陆架浅海的粉砂粘土沉积具有重大意义
。

6
.

气温对沉积物中有机质丰度的影响 珠江流域高温多雨
,

地面活质产量高
,

且地

面风化层 中的C a O
、

M g O
、

K
2
0

、

N a Z
O 明显淋失

,

因此它们为珠江口沉积物提 供 了

大量有机来源 (含量 1 一 3 % ) 和其他重要化学元素 ( C a 、

M g
、

K
、

N a 、

F e 、

M n 、

Ti

A l
、

P )
。

三
、

沉积作用

影响珠江 口沉积作用最突出的因素是河 口水流扩散减弱的过程
、

潮汐运动过程
、

咸

淡水混合过程
、

波浪
、

近岸流海流过程 以及气候因素的影响等等
。

下面分不同的环境区

域加以说明
。

1
.

河流作用为主的河 口

前文已经指出
,

珠江 口中部
,

即自伶仃洋西北侧至黄茅海东侧
、

这里有蕉门
、

洪奇

沥
、

横门
、

磨刀门
、

鸣啼门和虎跳门六大分流河口入海
,

它是珠江三角洲扩淤最迅速的

前缘部位
。

这些河 口的动力特征和沉积环境的共同特点是以逸流作用为主
,

潮汐作用较

弱
。

但是这些分流河 口因通流与潮汐
、

受水盆地
、

历史发育过程的影响以及其他因子的

差别
,

它们的动力特征和沉积环境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

根据水流特性和咸淡 水 混合 状

况
,

它们又可分为惯性
一
浮性作用为主的河 口 (惯性力起主要作用

,

浮力起次要作用 )和

惯性
~
磨擦作用为主河 口 (惯性起主要作用

,

磨擦起次要作用 )
。

惯性
一
浮性作用为主河 口

,

可以磨刀门为代表
,

该河 口年平均下泄逞流 量 2 5 0 0米
“
/

秒
,

年平均进潮量 1 8 5。米
”
/ 秒

,

咸淡水混合整年为高度成层型或似层型
。

洪季于落潮情

况下
,

从上游注入河 口的逞流 ( 含沙量0
.

3一 0
.

9公斤/ 米
“

的淡水 ) 以很大速度 (最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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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表层 6 节
,

底层 4 节 ) 呈惯性湍流由主槽向口门冲泻 (河 口弗劳得数 F
产 , 二 OO )

。

由

于其扩散角度较小
。

它们可推动河床底沙 ( 中细砂 ) 下移
。

而 当这些逸流淡水到达拦门

沙坝附近时
,

遇到海洋水团顶托
,

它们渐变为二维平面流 ( 浮在盐水面上的淡水皮 ) 向

海方流出 ( F : ‘ 二 1一 2 )
。

由于激烈的内波活动
、

吸卷作用以及和周围咸水的混合
,

加上

次生流的影响
,

落潮流速向前衰减较快
,

挟沙能力下降
,

于是水流中的极细砂和粉砂于

口 门附近沉降
,

堆积成水下天然堤与河 口弓形拦 门沙坝 ( 图 2 )
。

而 细 粒 泥 沙 (细粉

砂
、

粘粒 ) 经分异沉降后继续向口外扩散
。

由于拦 门沙坝外侧咸淡 水 垂 直 密度梯度很

大
,

且两者交界面上紊动掺混较强
,

由此产生 的密度流使陆架水在底部上溯
,

而随漂浮

水流带出的悬移质泥沙在界面混掺过程中进入陆架水后
,

以上溯运动并沉积于拦门沙坝

前缘斜坡
。

枯季咸水入侵至 口门
,

落潮时
,

上游逸流或冲淡水呈浮性流 出 ( F
’ 1
、 1

.

0)

(见表 1 )
,

但它们的含沙量仅0
.

01 一0
.

07 公斤/米
“ 。

因此枯季泥沙输移量很少
,

沉积

过程缓慢
。

表 1 磨刀 门拦门沙坝北侧落潮河口弗劳得教 ( F’

T a b le I F
’ v a lu e o f th e e b b in g m o u th in th e n o r th e r n s id e

o f L a n m e n B a r o f M e d a o m e n
.

惯性
一
磨擦作用为主的河 口

,

可以蕉门
、

洪奇沥
、

横门为例
。

洪季这些河 口儿乎全为逸

流淡水所控制
,

即使高潮时刻
,

咸水 (盐度 2 编 ) 一般都在拦 门浅滩以外
。

落潮逸流含

沙量为 0
.

1一0
.

3公斤/米
“ ,

它们呈完全惯性湍流 ( F
尸 二 oo ) 注入 河 口湾

,

流速 1 一 2

节
,

可推移细砂沿河床下移
。

当逸流淡水到达拦 门浅滩附近
,

即呈磨擦湍流扩散
,

.

此时

落潮水流向海喷射角度大 (图 2 )
,

属三维容积流
。

由于水流与河床磨擦
,

阻力较大
,

故流束分散
,

水流速度向外围衰减较快
,

挟沙能力下降
。

因此细砂粉砂迅速落淤成扇形

堆积
,

发育成向外侧偏移的水下天然堤与河 口心滩
。

所 以此类河 口砂体分布较广
,

河 口

叉道很浅
,

一般没有完全切穿砂体
,

部分叉道还可形成决口扇堆积 (如进 口 浅 滩 东 北

侧 )
。

细粉砂和粘粒等细粒泥沙一般向砂体外围扩散
,

它们或加积于河 口心滩尾端
,

或

在水下天然堤外侧落淤
,

形成所谓
“
分流间海湾

”
沉积 ( 如万顷沙东南沙仙尾滩 )

。

枯

季河 口咸淡水呈缓混合
,
口门水体含沙量0

.

02 一 0
.

03 公斤/米
3 ,

悬沙输移数量甚微
。

但

枯季各汉道的落潮流速较大 (垂线平均流速大于 1 节 )
,

可推动较多的底沙下移
。

2
.

河 口湾 ( 潮流作用为主河口 )

珠江 口东西两端的伶仃洋 (虎门 )
、

黄茅海 (崖门 )是以潮流作 用 为 主 的河 口湾

( 或河 口 )
,

这里年逸流量远小于进潮量
。

由于其上游逸流变率可达数十倍至千余倍
,

因此河 口湾咸淡水混合
,

洪季和枯季差别较大
,

如虎门年平均逸流量 1 3 5 4米
“

/秒
,

年平

均进潮量 7 8 9 4米
“

/秒
。

洪季河 口 口门为淡水所控制
。

落潮时
,

上游迂流 白虎门呈惯性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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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伶仃洋喷射
,

垂线平均流速 1
.

5节
,

它可冲蚀槽底或推动底沙下移
。

当逞流淡 水 到

达矾石水道中段 (拦门浅滩北侧 ) 因河 口湾海洋水团顶托便逐步变为浮性流流出
,

咸淡

水出现缓混合或成层 ( F
/ = 0

.

7 1 )
,

但表层流速有所衰减
,

因此洪季它属浮性
一
惯性 作

用为主的河 口 ( 浮力起主要作用
,

惯性力起次要作用 )
,

在河 口湾水域其水流为二维平面

流
,

它的流速随远离河 口可保持 1 一 2 节
。

但在其侧向上水流速度却迅速减小
,

因此由

逞流带来的粉砂和极细砂堆积于潮道两旁形成沙坝
,

小部分落淤在 潮 道 浅段 (拦门浅

滩 )
,

而粘粒等冲泻质泥沙继续向河 口湾外扩散
。

枯季河 口上游逸流来量大减
,

咸淡水

混合较好
,

落潮水流呈惯性湍流喷出
,

它的扩散角度小 ( 图 2 )
,

流束集中
,

流速沿程

衰减亦很缓慢 ( 潮道浅段最大表层流速可达 3 节 )
,

下泄水流具有较强挟沙能力
,

它冲

刷潮道
,

使其处于侵蚀状态
。

因此东伶仃洋的潮道发育良好
,

其浅段 (拦 门浅滩 ) 最小

水深可保持 6 米
,

目前有继续加深之势
。

河 口湾沉积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海域方向来沙的影响
。

前文 已经指出
,

珠江口

面临南海
,

夏季南海北部为高温高盐的
“
南海水团

”
所控制

,

当表层陆架水因珠江泄出

大量淡水而向外扩散时
,

深层陆架水向岸运动产生上升流
,

可影响并伸入河 口湾
。

涨潮

由海域方向带来的泥沙 (粉砂粘粒 ) 往往随底层优势流进入河 口湾中部沉积
,

如伶仃洋

和黄茅海均有这种情况
。

伶仃洋1 9 7 5年
、

1 9 7 8一1 9 7 9年水文测验资料表明
,

无论洪季或枯

季
,

伶仃洋底层水流都有明显上溯现象
。

金星门一内伶仃一赤湾断面实测资料表明
,

它

们的底层最大或平均流速
、

垂线平均含沙量和氯度以及底剪应力
,

一般都是涨潮大于落

潮 (表 2 )
。

因此枯季矾石水道和伶仃水道底层水流经常为上溯流控制
,

泥沙竞向上游

输移
,

据上述断面26 个全潮观测
,

平均每潮进沙量 1
.

38 万吨
。

洪季这两条水道涨潮优势

流的滞流点都在伶仃拦江沙头附近
,

故伶仃洋中部 的粉砂粘土沉积与海域来沙有极大关

系
。

表 2 伶仃洋中横断面涨落潮底层流速
、

含沙盆
、

抓度和底剪应力值

T a b le 2 V a lu e s o f flo o r 一 flo w in g s p e e (l, s a n d e o n te n t
.

嗓
e h lo r in e e o n t e n t a n d flo o r 一 s h e a r s t r e s s o f r is in g

a n d e b b in g t id e o f th e m id 一 e r o s s s e e tio n o f 乙 in g d i n g y a n g
.

泣袱三咬
( 单 位

:

流速 米 / 秒
,

含沙量 公斤 / 米 “ ,

底剪应力 达 因/ 厘米 2 )

3
.

陆架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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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口各河口湾和岛屿外侧浅海
,

处于南海内陆架北缘
,

其沉积环境以海洋 因素占

主导地位
。

如荷苞岛一三灶岛南部浅海
,

这里既有潮流
,

海流和近岸作用
,

又为河流淡

水 (或冲淡水 ) 所影响
。

枯季本区水体含盐度32 编以上
。

由于风浪对珠江 口浅滩的掀沙

作用
,

其粉砂粘粒可由潮流或东北一西南向近岸流带入本区
。

洪季本区南部的海流由西

南流向东北
,

但珠江 口西部的冲淡水 ( 盐度 18 %
。

以下 ) 亦可随近岸流影响本区
,

带来较

多的粉砂粘粒物质
。

它们一般随水流速度的衰减或絮凝作用下沉
,

直接覆盖于更新世古

风化壳或古河床砂砾层之上
,

形成大面积粉砂质粘土或粘土质粉砂沉积
。

四
、

沉积相

沉积相一般理解为
“

沉积物综合体
,

它在成分上和形成的白然地理条件上不同于相

邻的同一时代沉积物
’夕 〔凌〕

。

因此河 口沉积相是同一时代
、

一定环境下形成 产 物 的 总特

征
。

不同的相具有不 同沉积环境
、

粒度形态特征和生物及地球化学标志等
。

根据上述定义
,

我们对珠江 口 ( 口门及 口门以外 ) 不同环境的沉积相作出以下划分

( 表 3 )
,

并对重要的沉积相作出简要的描述
。

表 3 珠江 口的沉积相

T a b le 3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e s o f th e Z h u ji
a n g m o u th

.

环 境 l 河流作用为主的河口
河 口湾

(潮流作用为主河 口 )
陆 架 浅 海

河 口沙坝相

前 缘加积相

冲积河床相

水下天热堤相

决 口扇 相

水 上天热堤相

分流间海湾相

涨潮沟槽相

前三角洲相

潮道相

潮流沙 坝相

潮滩相

陆架浅海相

沉积相

1
.

河 口沙坝相

它是河流作用为主河 口分布于三角洲前缘较粗的相
,

多见于蕉门
、

洪奇沥
、

横门和磨

刀门口门附近
,

横断面呈透镜体
。

为细砂和粉砂
,

由逞流挟带而来
,

以跃移组分为主 ( 占80

一90 % )
,

砂粒磨圆度较好
。

磨刀门河 口沙坝 (拦 门沙坝 )
,

其沉积物主要为粉砂和细

砂 ( M d = 0
.

04 一。
.

12 毫米 )
,

它们受水流和波浪的反复作用
,

分选较好
。

河 口砂体 含

重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

赤铁矿
、

错石
、

钦铁矿
、

电气石
,

呈等轴状颗粒
,

并可出现大量

铁质浑圆物 (铁豆沙 )
,

反映沉积物由河流远距离搬运而来
,

并具有南亚热带风化矿物

色彩
。

砂坝沉积 物 含 盐 量 1 一 2 编
, p H 值 8

.

5 ,

有 机 质 量 0
.

3一 0
.

4%
。

有 孔 虫 为

A m m o 。‘a c o o
f

e : t f te : t a
一N o 。 io n : in e n : i :

组合
。

磷酸盐组分比值 ( C a
/ F

e + C a )

为 0
.

36 一0
.

47
. ,

说明这里是咸淡水交汇环境
,

并经常为淡水所控制
。

2
.

前缘加积相

爷郭文莹
、

吴萍
,

1 9 8 2
,

珠江三 角洲沉积磷酸盐的地 球化学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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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
三角洲发育早期阶段

,

逸流或冲淡水所挟带的粉砂粘粒向海扩散
。

由于落潮流速衰

减
、

咸淡水交界面紊动掺混及絮凝作用影响
,

它们向海方落淤迭置
,

加积于倾斜的河 口

沙坝前坡或海底
,

其倾斜角即为泥沙的静止角
。

粉砂粘土 中值粒径 (M a )0
.

0 01 一。
.

0 16

毫米
。

如磨刀门拦门沙坝以外水深 12 米以内沉积物分析表明
,

其中含有33 一56 % 的粉砂

成分
。

粉砂物质的沉积中心偏于水下斜坡西南方向
,

这是河口通流浮性流出后向西南漂

浮扩散的结果
。

其垂直层序出现粘土粉砂互层
,

是季节性沉积的反映
。

这些沉积物分选

不良多为负偏态 ( S k < 1 )
。

有机质含量 1 一 2 %
。

3
.

河 口其他相

它们包括冲积河床
、

水下或水上天然堤
、

决 口扇
、

分流间海湾
、

涨潮沟槽
、

前三角

洲等相
。

其中冲积河床物质稍粗
,

分选较好
;
水下或水上天然堤物质稍细

,

分流间海湾

和前三角洲物质最细
。

如磨刀门区域
,

其主槽 ( 冲积河床 ) 沉积物主要由细砂和中砂组

成 ( M d 二 0
.

1一0
.

17 毫米 )
,

水下和水上天然堤 ( 鹤洲
一
交杯沙 ) 为粉砂细砂 沉 积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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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间海湾 ( 白藤外海 ) 为粘土质粉砂
,

涨潮沟槽为砂质或粘土质砂沉积
。

水上天然堤表

层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很高
、

某些草坦或红树林滩有机质含量可达 3 %以上
。

4
.

潮道相

潮道是潮流进 出河 口湾的主要通道
,

沉积物甚为复杂
,

其 中深潮道 ( 落 潮 冲 刷 槽

或涨潮冲刷槽 ) 水深 10 一30 米
,

多已切穿水下更新世地层
。

如伶仃洋北部的川鼻深槽和

东南部的暗士顿一急水门深槽 (参看图 2 )
,

其底质多为蚀余的砂质粘 土
、

砂 砾 或 基

岩
,

分选极差
。

潮道浅段属涨落潮泥沙淤积 区
,

即拦门浅滩所在
,

水深小于 10 米
,

洪淤

枯冲如矾石水道中段
,

其沉积物为粉砂质粘土
,

北侧夹有细砂
,

它们是洪季下泄泥沙或

海域来沙落淤的结果
,

分选较差
。

重矿物成分为磁铁矿
、

赤铁矿
、

错石
、

主要由河流带

来
。

有孔虫为S c 。 t 。lo v i : sp
一N o n f o n : i。 e 。5 1 :

组合
,

多广盐性分子
。

磷酸盐 组 分

比值Ca/ F e + C a 二 0
.

65
,

反映这里是以咸水作用为主的环境
。

5
.

潮流沙坝相

主要见于伶仃洋河 口湾东北部
,

黄茅海东北部有少量分布
,

它是由现代潮流堆积或

是由古海岸沙坝迭加现代沉积物发育而成的
,

与潮流方向一致
,

呈纵向排列
,

其横剖面

呈沙脊状
,

往往迭置于粉砂粘土层之上 ( 图 2 )
,

其沉积物主要由细砂粉砂组成
,

分选

较差
,

如伶仃洋的交椅沙坝和伶仃拦江沙即如此
。

公沙沙坝除细砂堆积外
,

尚有砾石分

布
,

可能为古海岸沙坝经潮流改造堆积而成
,

或为潮道冲刷再堆积的产物
。

6
.

潮滩相

河 口湾除潮道和潮流沙坝 以外
,

潮滩是经常为咸淡水交互作用的环境
,

由于絮凝作

用以及优势流或盐水楔的活动
,

它广泛沉积了大量粉砂粘土物质
,

发育成边滩 ( 潮坪 )

或浅滩地貌
。

沉积物上层为灰黄色
,

下层为灰蓝色
,

层次不明显
,

其成分为石英长石微

粒或各种粘土矿物
,

其中粘土粒组占50 一60 %
,

频率曲线呈双蜂型
,

分选极差
,

以负偏

态为主 p H值 7
.

8一 8
.

5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2
.

14 一2
.

72 % )
,

全盐含量8
.

2一 14
.

8编
,

有

较多硅藻生长
,

有 孔虫为 A m m o 。‘a e o
f

e : t ‘t e : ta
一N o 。‘o n : i n e n : i :

组合
,

以广盐性

种属为主
。

磷酸盐组分比值C a
/ F e 十 C a = 0

.

22 一0
.

52
,

反映其为咸淡水交汇和北淡南咸

的环境
。

了
.

陆架浅海相

珠江河 口湾外的陆架浅海区域
,

沉积物成分为粘土质粉砂或粉砂质粘土
,

频率曲线

呈双蜂型或多蜂型
,

分选差
,

多为负偏态
。

重矿物含量 2 一 3 %
,

多钦铁矿
、

错石
、

电

气石
、

赤铁矿
,

内源生物大量出现
,

多被铁质胶结或石化
。

有机质含量1
.

25 一 1
.

50 %
,

沉积物中有较多的硅藻
,

有孔虫含量大
,

主要为E lp h id i。m o d 。en
“m 一H

o
nz

。 。。 i-

。。。。to
en

: l’s 组合
,

多瓷质壳类
,

瓶虫类
、

列式壳类
,

浮游类
。

在万山群岛至担杆岛 水

域
,

还发现与马来西亚 巴沙地区
、

菲律宾群岛和西沙群岛 Qu:’ 。q ue loc
。li n 。

属 中相同的

分子
,

说明这里海相程度较高
,

亦显示了南海暖流对本区沉积作用的影响
。

( 收稿日期 19 8 2年 12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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