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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口外及其邻近海域悬浮物质

成份与分布特征

鲁梦余 陈树珍 江 四 义 曾帝火

(国家 海洋局南海分局
.

广州 )

提 要 本文研究了 1 9 85 ~ l , 5 6 年四 季次珠江 口 外及其邻近 海域 10 0 0 个 以上的海水悬浮物

样 品
.

采用了
“

微孔 滤膜法
”
取得数据

,

其平均 含量秋冬两季高 ( 25 一 26 m妙 l )
,

春夏两 季低 ( 13 ~

18 m g l/ )
.

向外海 明显降低
,

但在 10 0 ~ 2 。。m 水深处存在高含量 小区
.

垂直变化都是由表层 向底层

增加
。

悬浮物质优势成分是矿物
,

次为无定形生物与生物源颗粒
。

矿物成分以粘土为主
.

生物源颗

粒以硅藻为主
。

同时
,

讨论悬浮物质时空分布的控制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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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 鲁梦余 “ 岁 高级工程师 海洋地质

1 悬浮物分布的季节性与区域性

悬浮物浓度受珠江
、

韩江河流
、

秋季降雨及南海在东北季风盛行时出现大风浪
、

海流
、

及地

形
、

海岸性质等影响
。

随着季节变化各区域浓度分布不一
。

调查区域
:

东经 1 1 00 ~ 1 1 80
,

北纬 1 80

一 24
。 。

调查结合水文观测进行
,

有利于认识悬浮物的形成
。

悬浮物分布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
。

沿岸高问海降低
。

沿岸集中在韩江 口
、

珠江 口
、

广海

湾和粤西沿岸
。

外海 1 00 一 2 0 0 n : 水深处有高浓度小区存在
。

并发现它们随着季节变化而悬浮

物围绕着这一带分布
。

平均浓度最高的是秋季
,

达 26 m g l/ ;冬季为 25 m g l/ 居第二
,

春夏低 13

一 18 m g l/
。

无论是沿岸还是外海浓度的垂直变化趋势
,

都是由表层向底层增加
。

现将悬浮物浓度超过 2 6 m g 的
,

按春夏秋冬分别标在平面图上可以处出
:

秋冬两季高
,

春

夏两季低
。

1
.

秋季悬浮物浓度是最盛时 (图 l )
。

主要集中在韩江 口
、

珠江 口西侧和广海湾
。

表中

底三层含量都很高
,

分别为 60
、

70
、

80 m g l/ 以上
。

底层最高可达 1 25 m g八
。

外海仅在海南岛东南

海域和韩江 口外两处有大于平均浓度存在
,

出现在中
、

底层可达到 30 m g I/
。

2
.

冬季悬浮物的浓度的分布和量值分布都与秋季相似 ( 图 1 )
。

唯韩江口浓度剧增
,

表

中底三层分别增至 1 4 6
、

1 3 3
、

15 9二 g l/
。

珠江 口西侧和广海湾稍弱于秋季中底层二层一般分别

为 60
、

7 Om g l/
。

外海除与秋季相似外
,

在 2 00 m 水深 1 1 3
“

E 的陆架区出现高浓度点
,

显示了冬季

外海有加强趋势
。

3
.

春季悬浮物浓度是最弱时
,

平均值仅 13 m g I/ (图 1 )
。

表层悬浮物物浓度
,

均未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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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秋季的平均值
。

最高浓度仅为 70 m g l/ 分布在喝石湾等两处
。

含量最高韩江 口 已不出现
,

而

向西迁移到喝石湾的底层出现 70 m g I/ 的小区
。

在 100 m 水深附近的底层出现 70 m g l/ 高含量
,

以及 2 00 m 水深附近中层有 30 m g l/ 的小浓度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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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夏季分布情况与春季相似 ( 图 1 )
,

平均浓度 18 m g l/
,

稍高于春季
。

表层悬浮物很小
,

只有一个达到 3 o m g I/
。

最高浓度为 6 o m g I/ 在珠江 口附近底层
。

外海大于 2 00 m 水深处出现几

个 30 ~ 40 m g l/ 小集中区
。

二图比较可以看出春夏两季悬浮物分布基本一致
。

在珠江 口及其外

海 10 。一 2 0 o m 水深处
,

夏季范围稍大含量稍高而 已
。

总之
,

沿岸韩江 口秋冬悬浮物最盛
,

中部珠江 口春夏季有中等浓度分布
,

西部广 州湾和粤

西除春季外
,

都比较丰富
。

外海的特点是含量中等
,

最高浓度 70 m g l/ 仅出现在珠江 口 外 1 00 m

水深处
。

时间上存在着趋势性变化
,

即由秋季开始朝冬
、

春
、

夏浓度逐渐增大范围逐步扩大
。

2 悬浮物质组成分析

用实体显微镜
、

偏光显微镜及生物显微镜对冬
、

夏两个航次中的 1 00 个样品进行物质鉴定

结果可以看出
,

悬浮物中优势成分是陆源矿物
,

其次为无定形生物和少量海洋生物源颗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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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源矿物主要是粘土矿物和碎屑矿物

粘土矿物最高百分含量为 % 8 2
。

大于 8 0%的样 品出现在冬 季 0 5~

4 O 5m及 0 0 2m水深处
。

它们分布具

有一定的区域 (图 2 )
.

粘土矿物大

于 70%的样品占总数的 / 1 3
。

粘土

百分含量随悬浮总量大而大
,

且冬

甚于夏
。

粘土成分在悬浮物中达不

到能单独测定的份量
,

本文引用对

应海底沉积物 20 个样品的分析结

果
。

伊利岩最高含量 5 0
.

22 %
,

平均

为 4 5
.

5 2吓
。

缘泥岩最高含量 25
.

16 %
,

平均为 22
.

2 %
。

高岭石最高

含量 1 8
.

5 6%
,

平均为 15
.

1 7 %
。

蒙

脱 岩最 高 含量 25 %
,

平 均 为 17
.

1%
。

碎屑矿物最高含量可达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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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

出现在冬季韩江 口和粤西沿岸
。

多数样品碎屑颗粒含量与悬浮物总量成正比
。

韩江 口

矿物含量大一直沿伸至数百米水深处
。

碎屑矿物以石英
、

长石为主
,

其次为云母
、

褐铁矿和玄武

玻璃
。

粒径一般为 10 ~ 60 拜
,

个别大到 1 5 0拌
。

棱角
、

次梭角状居多
。

自生矿物当夏季悬浮浓度

变小时
,

矿物的百分含量没有减小
。

主要是 自生矿物石盐大量析出
。

如悬浮物总量为 1 6m g l/

时
,

矿物占了 45 %
,

其 中除几颗石英
、

褐铁矿和长石外
,

石盐有 45 粒
。

石盐分布有一定区域性

(图 2 )
,

主要是在海南岛东南海域
。

石盐与粘土高含量区相一致
。

另外
,

偶尔可见金红石
、

电气

石
、

角闪石
、

褐铁矿
、

刚玉
、

萤石和橄榄石等碎屑矿物
,

黄铁矿和海绿石自生矿物
。

2
.

2 无定形生物
,

在显微镜下
,

见到一种既不像矿物又不像生物的物质
,

称之谓杂质

是本区物质成分中较为特殊的现象
,

含量占第二位
。

据有经验的化学家介绍
,

在生物形成

之前大细胞的结合有可能形成这种无定形生物物质
。

另据文献报道在黄海
、

东海悬浮物中发现

有大量无定形生物
,

尚在作进一步分析
。

最高可达 75 %出现在冬季韩江 口外海
。

一般含量为 20

一 30 %
.

夏季杂质含量较丰富之处
,

其量值为 40 一 50 %
。

2
.

3 生物源颗粒以硅藻为主有孔虫次之
,

还有放射虫
、

甲壳动物等

分析 的 1 0 0 个样品中普遍 可见生物
。

其 中有两个 样品生物特别丰富含量高达 4 5 %及

3 0 %
,

位于海南岛东南海域水深 2 00 ~ 4 00 m 处
,

与石盐析出处接近
。

生物含量一般 1 ~ 5 %
,

大

于 l %的有 3 0 个样品占总数的 1/ 3
.

主要分在两个区域
:

韩江 口是生物含量较高的海域
,

且冬

甚于夏
,

越近河 口越丰富
,

最高达 10 %
。

珠江口 5 0 ~ 6 0m m 水深处也是生物富集区
,

冬季最高

达 9线
。

海南岛东南海域存在着含量相当丰富的小富集区
。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富集区与杂质量

大有一致性
。

对悬浮物含量大于 7 0 m g / m 的样品
,

用日本光透射式粒度分析仪测量 15 个样 品
,

结果有

1 2 个定名为粉砂
,

3 个定名为枯土质粉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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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点认识

从本区悬浮物的分布特点及物质成分
,

可以看出悬浮物的多寡与南海的水文条件有密切

关系
。

韩江口悬浮物最丰富
,

出现在秋冬二季
。

显然是与迁流有关
。

据水文总站常年的统计
,

韩

江流域年平均输沙量达 7 2 7
.

“ 万吨
,

占广东入海输沙量的 80 %
。

悬浮物质人海后扩散至附近

海域
,

特别是经河流带入海的悬浮物质中
,

含有大量的河流溶解质 (化学还流
、

估计为入海悬浮

物质的 3 5 % )
。

六月份出现最大输沙量进入海域后
,

需要一定时间的絮凝过 程才能沉降到海

底
。

这期间
,

它们受海流和波浪的作用
,

可在海水中进行大范围输移
,

甚至扩散到百里外海海

域
。

南海北部冬半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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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石湾在春季出现小集中区
.

根据报道

粤东在此处上有升流存在
,

且每年春季形成

秋季消失
。

上升流出现之处往往是营养盐最

丰富也是鱼类繁殖的场所
。

水的流动也能触

动底泥向上悬浮于水体中
。

粤西
,

特别是广州湾一带除春季以外
,

都

是悬浮物较为丰富的海域
。

这与珠江 口流域
、

漠阳江流域的大量泥沙输送入 海有直接关

联
。

据南海北部表层海流模式图 (图 3 A B )表

示
,

珠江口 以西一带常年有向西沿岸流存在
,

并在广州湾形成环流
。

细粒泥沙和溶解质受

其影响被携带至广州湾一带迟迟未能下沉
,

致使常年有丰富的悬浮物存在
。

较为有趣的外海 1 00 ~ 20 0m 这一地带
,

一年四季总有悬浮物小小的集中区存在
。

这

一现象在我们勾 出了大陆架历年来的冬季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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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口 外 及其附近海域历年来冬季底层

最高温度中心位置重合图

S
u p e r iu nr p o s i t i o n o

f l
o e a t io n s o

f rh
e

h i g h
-

e 、 t t e m P e r a t u r e e a n t e r s f o r m a n y w in t e 丁 s

0 f f
、 h o r e Z h u

ii
a n g nr o u t h

a n
d i n i t s a

d i
a -

C e n t n 飞a r l n s a r e a s

层最高温度中心位置复合图 ( 图 4) 后
,

才得到认识
。

南海暖流也一直是水文学家们早已关注的



2期 鲁梦余等
:

珠江 口外及其邻近海域悬浮物质成份与分布特征

现象
,

在水深 10 0一 20 0 m 处
,

2 0 年资料表明年年存在着一条秋冬出现春夏消失的等温带仅位

置稍有移动而 已
。

此处温度常年保持在 20 ~ 22 ℃范围内
.

此种现象的产生与表层水受太阳辐

射后热量往水下传递需要的时间有关
。

当水面的热量慢慢 传到底层水时
,

表层又值低于 20 的

p 气
,

于是热度又有一个返回而形成一条暖流这是其一 其二
,

底层水温度一般情况是随着水

深的增加而水温相应减低
.

在 10 0 ~ 2 00 m 处情况有所不同
,

以后随着海水深度的增加
,

水温降

低的速度也变得更快
.

这一特殊的海域在物质成分中也出了新的情况
.

在海南岛东南海域的

悬浮物中见到石英颗粒表面长满了青苔的现象
。

同时因温度常年在 20 ℃左右
,

也相对的引起

石盐的溶解度增大
,

因而到了夏季析出石盐颗粒增多
。

在这里粘土的百分含量大
,

是与
“
流

”

的

动力所致
。

这些因素就是引起此区悬浮物小小集中的原因
。

最后提 出一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

本调查结果与 1 9 5 9 年海洋综合调查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

表现在悬浮物高值出现的季节
、

地点及垂直变化方面都不一致
。

这可能与当时采用的分析方法

(焙烧法 ) 与本文分析方法不同有关
。

这一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收稿 日期
: 一, , l 年 ,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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