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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涨落潮槽是河口区的重要地貌单元,涨落潮槽的水动力有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涨潮槽新桥水道和南小泓

以及落潮槽南支主槽和南港表层沉积物的粒度、粘土矿物、重矿物以及磁性特征分析, 发现落潮槽表层沉积物的粒径

较粗, 为粉砂质砂,涨潮槽沉积物主要是砂质粉砂。在双向水流的作用下,粘土矿物重新发生分配, 涨落潮槽粘土矿物

的组分变化不大。涨潮槽的重矿物颗粒百分含量中,稳定的不透明矿物比落潮槽有所减少,而比重小的片状矿物有所

增加, 碳酸盐含量较高。磁性矿物的含量在不同的地方相差很大, 落潮槽中的亚铁磁性矿物含量高于涨潮槽。这些沉

积特性的不同是对涨落潮槽内水动力差异响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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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口涨潮槽是河口地区普遍存在的重要地貌单

元。由于科氏力的影响, 落潮主流呈南偏, 涨潮主流

呈北偏,在长江河口形成了二类河槽: 一类以落潮水

流作用为主的落潮槽, 一般表现为河口主槽; 另一类

以涨潮流作用为主的涨潮槽, 一般表现为河口副槽。

涨落潮槽在许多大河口都有发育, 如英国泰晤士河

口
[ 1]
和孟加拉湾河系河口

[ 2]
, 我国钱塘江河口

[ 3~ 5]
、

长江河口
[ 6~ 9]
和珠江口黄茅海河口

[ 10]
等。长江河口

涨落潮槽发育非常普遍,如新桥水道和南小泓等都是

典型的张潮槽 (图 1)。目前对于长江河口这两类河

槽的研究多集中在水动力
[ 11]
和泥沙输移机制的研

究
[ 12, 13 ]

,但是对于不同的水动力作用下涨落潮槽是

否表现出沉积特征的差异还不清楚。以往对于长江

河口沉积物的特征研究中, 由于南支扁担沙和瑞丰沙

嘴等水下沙坝的限制, 取样地点多集中于南支主槽,

只有个别样品取自涨潮槽, 进行了粘土矿物的研

究
[ 14, 15 ]

,也有少量样品分析研究表明涨潮槽长兴岛

底质中污染物的含量比落潮槽南港主槽中的含量要

高
[ 16]

,但总体来说对于涨潮槽内沉积特性的研究较

少。

  本文对两类河槽的表层样品进行分析,试图阐明

两类河槽的沉积特性及其与动力的响应关系, 从而可

以更好的理解沉积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加深涨潮槽

发育过程的认识;同时由于近年来长江口涨潮槽正在

不断地开发利用之中, 如南通电厂、江南造船厂和上

海造船厂等一批特大型企业分别已经或正在移建南

小泓北岸长兴岛和新桥水道北岸崇明岛, 所以对于长

江河口涨落潮槽的沉积和动力之间关系研究也为河

口涨潮槽开发利用及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背景

  扁担沙体将长江口南支分成两个水道 (图 1) :北

部新桥水道和南部南支主槽。新桥水道以涨潮流作

用为主,而南支主槽以落潮流为主;在南支下端,瑞丰

沙嘴将南港分为北部南小泓和南部南港主槽, 其中南

港主槽以落潮流为主,而南小泓以涨潮流为主
[ 8]
。

  经过对于涨落潮槽的水动力观察和研究, 发现涨

潮槽内水动力较为复杂
[ 11~ 13]

:无论是洪季还是枯季,

潮流历时涨潮小于落潮, 潮流速、潮量均为涨潮大于

落潮,呈涨潮流优势, 且落转涨潮后流速增速迅速,这

种潮流特性对泥沙运动影响尤为明显。涨潮槽的涨

潮潮量大于落潮潮量;落潮槽的情况与之相反。涨落

潮槽中的流速和潮量大小特征存在明显的洪枯季变

化,在洪季涨落潮槽的优势流均大于 50%, 但是涨潮

槽的落潮优势小于落潮槽的落潮优势。枯季涨潮槽

的潮量优势流小于 50%, 到洪季大于 50%。涨潮槽

的涨潮输沙量大于落潮输沙量, 涨潮流带进来的泥沙

不能全部被落潮流带走,使涨潮槽不断淤积。落潮槽



的涨潮输沙量小于落潮输沙量。

图 1 表层沉积物采样位置图

F ig. 1 Samp ling location o f surface sed im ent in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 ls

2 研究方法

  2005年 9月航次对研究区域取得表层样品 32

个,其中涨潮槽内 20个, 取样水深为 7 ~ 18 m; 落潮

槽内 12个, 取样水深约为 12~ 25m (图 1)。

2. 1 粒度

  粒度分析采用激光粒度仪 ( C oulter LS) 100Q )。

称取约 2 g样品于 50m l烧杯, 加入蒸馏水 15 m ,l再

加入 5 m l H2O2 ( 30% ), 静置过夜, 以去除有机质。

第二天将烧杯加入 5 m l分散剂 (含 3. 3%六偏磷酸

钠 )用超声振荡。然后按照仪器操作步骤分析。

2. 2 粘土矿物

  取 20 g新鲜样,用蒸馏水浸泡去除可溶盐,然后

制成悬液,用超声波均匀分散, 按 S tocks沉降原理的

沉降时间提取小于 2 Lm的粘土组分, 采用离心方法

使所提取的粘土组分沉降, 倒掉多余水分,再用超声

波将粘土稠液均匀分散, 制成玻璃定向薄片, 尽量保

持薄片厚度一致, 自然晾干后使用 X射线衍射已进

行分析。分析所用仪器为 2000年出厂的荷兰飞利浦

公司的 X . Pert) MPD型 X衍射仪, Cu靶, 管压 40

kV,管电流 30mA,扫描范围 3b~ 32b 2H,扫描速度为

3b /m in。使用定向片为自然片、乙二醇饱和加热处理

( 550e , 2 h)。将所得衍射图谱进行分析,作定性鉴

定,然后用乙二醇饱和片的 4种主要粘土矿物 ( 001)

面反射峰强度进行半定量计算。根据 Johns和

B iscaye采用的权重系数蒙皂石 B伊利石 B(绿泥石 +

高岭石 ) = 1B4B2进行百分含量计算。

2. 3 重矿物

  将样品浸泡后分散过筛,得到 63~ 125 Lm粒级

的极细砂样。用比重为 2. 902 cm
3
/g( 15 e )的三溴

甲烷 (溴仿 CHB r3 )重液分离出重、轻矿物。烘干后称

重,计算出重轻矿物的百分比。重矿物采用双目实体

显微镜和偏光显微镜鉴定。矿物定量采用条带颗粒

法,每个鉴定样的颗粒为 300~ 500,计算出各种重矿

物的颗粒百分含量。

2. 4 磁性

  表层样经 40e 以下低温烘干后, 倒入玛瑙研钵

内,轻轻磨成粉末状, 称取 10 g左右样品,置于 10 m l

的圆柱状聚乙烯样品盒中,压实后进行磁性测量。磁

化率测定选用英国产 Bartington M S2磁化率仪, 剩磁

测量所用仪器为英国 Molsp in公司生产的交变退磁

仪、脉冲磁化仪和 M inispin旋转磁力仪。所测的磁性

参数为: ( 1)低频磁化率 ( 0. 47 kH z)和高频磁化率

( 4. 7 kH z); ( 2)非滞后剩磁 (交变磁场峰值 100 mT,

直流磁场 0. 04 mT); ( 3)样品经 20 mT、300 mT磁场

磁化后所得的剩磁; ( 4)饱和等温剩磁 ( SIRM , 磁场强

度为 1 000mT) ; ( 5)具有饱和等温剩磁的样品在磁

场强度 - 20 mT、- 40 mT、- 100 mT磁场退磁后所带

的剩磁,然后计算各磁性参数。

3 结果

3. 1 粒度变化特征

  新桥水道和南小泓各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粘土、粉

砂和砂的变化范围如表 1所示。

表 1 各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的粘土、粉砂和砂的

平均值以及变化范围

Tab le 1 Charac teristic values of c lay, fine sand and

sand in the surface sed im ents

平均值和

变化范围
粘土 ( < 4 Lm / % )粉砂 ( 4 ~ 63 Lm /% )砂 ( > 63 Lm / % )

涨潮槽 16. 4 ( 12. 1 ~ 31. 9) 47. 4 ( 12. 6~ 65. 1) 36. 2 ( 3. 1~ 83. 5 )

落潮槽 12. 2 ( 2. 3 ~ 28. 3) 20. 9 ( 3. 9~ 65. 2) 61. 8 ( 6. 5~ 93. 8 )

  落潮槽沉积物粘土、粉砂和砂的含量不同于涨潮

槽,如粘土含量为涨潮槽的四分之三,粉砂为其一半,

而砂为其的 1. 5倍。落潮槽表层沉积物的粒径较粗,

以砂为主。按照粒度的三种主要成分,涨潮槽表层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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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主要是砂质粉砂,落潮槽为粉砂质砂。无论在涨

潮槽或落潮槽,沉积物在槽内从上游到下游没有明显

的分布规律。

3. 2 粘土矿物

  根据 X射线衍射图谱, 可知所测样品中含有:

( 1)伊利石 ( Illite),具有 1. 0、0. 5和 0. 33 nm等特征

衍射峰,经乙二醇饱和及加热处理后, 其特征保持不

变; ( 2)蒙皂石 ( Smect ite) , 经乙二醇饱和后 ( 001)衍

射峰有 1. 4 nm膨胀到 1. 7~ 1. 8 nm,经 550e 加热处
理后收缩到 1. 0 nm; ( 3)高岭石 ( Kao lin ite), 具有 0. 7

nm和 0. 358 nm特征衍射峰, 经乙二醇处理后无变

化,经 550e 加热处理后衍射峰全部消失; ( 4)绿泥石

( Ch lorite), 具有 1. 4 nm、0. 7 nm、0. 353 nm和 0. 47

nm等特征衍射峰。在粘土矿物组分中, 还有少量非

粘土矿物成分, 有石英 ( 0. 428 nm, 0. 334 nm ) , 长石

( 0. 403 nm, 0. 318 nm ),方解石 ( 0. 3 nm和 0. 19 nm )

等。

  该区粘土矿物含量变化不大,规律性也不明显。

涨潮槽中伊利石含量最高,平均为 69. 5% , 其次为绿

泥石、高岭石和蒙皂石, 平均含量分别为 14. 8%、

9. 8%和 5. 4%。沿水道含量基本未有明显的变化趋

势。在落潮槽,伊利石平均百分含量为 67. 9% ,绿泥

石、高岭石和蒙皂石的平均百分含量分别为 16. 1%、

10. 5%和 3. 7%, 沿水道含量也未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表 2)。

3. 3 重矿物

  本区主要的重矿物有磁铁矿、赤褐铁矿、黑色金
属、角闪石、绿帘石、黝帘石、云母类、绿泥石、石榴石、

碳酸盐等。这十种主要重矿物占总量的 95. 8% , 而

其中角闪石、绿帘石、赤褐铁矿和云母类为 80. 5%。

无论是涨潮槽或是落潮槽, 其重矿物组合的主要组分

基本相似,但是百分含量有所不同,如表 3。

  根据研究区沉积特性, 以及重矿物的含量变化和

单矿物颗粒的百分比, 结合沉积物类型,将本区的重

矿物划分为以下三种组合:

  第一组合:角闪石 ) 绿帘石 ) 云母类 ) 不透明矿
物。主要分布于涨潮槽和落潮槽的河槽中部, 由角闪

石 38. 8%、绿帘石 29. 2%、云母类 5. 5%、不透明矿物

(包括磁铁矿、赤褐铁矿、钛铁矿 3. 4% )组成。角闪

石颜色多为绿色、浅兰绿色,少量为褐绿色,呈晶形不

完整的不规则粒状或柱状, 较薄, 解理发育, 参差断

口。绿帘石颗粒一般不大, 颜色多为绿黄色或黄绿

色,表面较为毛糙,晶体大多受损。

  第二组合:不透明矿物 ) 绿帘石 ) 角闪石 ) 石榴

石。主要分布于涨潮槽的沙坝区,如靠近扁担沙和瑞

丰沙区域, 其中不透明矿物占 37. 1%, 绿帘石占

27. 7%, 角闪石为 14. 4%, 石榴石为 3. 8%。磁铁矿

具有强磁性,呈次棱 ) 次圆的不规则粒状, 偶见完整

的八面体;赤褐铁矿主要为氧化的褐色粒状体 ) 褐铁

矿,多见为次棱的不规则粒状, 少见板状,弱磁性; 钛

铁矿多为板状或粒状,表面常见一层灰白色的次生粉

状薄膜,强电磁性。这一组合的特点是比重大的稳定

矿物, 如磁铁矿、赤褐铁矿和石榴石等明显增加。

  第三组合: 云母类 ) 绿泥石 ) 绿帘石 ) 角闪石。
主要分布于边滩沉积区。云母类 (包括白云母、黑云

母和风化云母 )为 77%, 绿泥石 17%, 绿帘石 1. 3%。

角闪石 1. 6% 组成。云母类为很薄的片状体, 颗粒

小。白云母的含量高于黑云母, 两者为不规则的单片

状产出, 珍珠光泽,富有弹性。风化云母多呈片状集

合体产出,光泽暗淡, 结构松软, 缺乏弹性。这一组合

的特点是比重小的 ( 2. 8 ~ 3. 1)的片状矿物 (云母和

绿泥石 )为主,出现于弱水动力条件下。

3. 4 磁性

  沉积物的磁性特征, 主要体现为磁性的强弱, 磁

化和退磁的难易程度等方面,这些特征与沉积物所含

的磁性矿物类型、含量和大小有关。表 4列出涨潮槽

和落潮槽中沉积物磁性的平均值和变化范围。

表 2 各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的粘土矿物的平均值以及变化范围

Tab le 2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clay m inerals in the surface sed im ents

平均值和变化范围 蒙皂石 /% 伊利石 /% 绿泥石 /% 高岭石 /%

涨潮槽 (新桥水道 ) 5. 6 ( 4. 0 ~ 9. 9) 69. 4 ( 65. 7~ 72. 9 ) 14. 6 ( 13. 5~ 15. 9) 10. 3( 9. 5 ~ 11. 0)

涨潮槽 (南小泓 ) 5. 4 ( 3. 3 ~ 9. 1) 69. 7( 65. 5 ~ 73. 2) 15. 3 ( 13. 6~ 17. 9 ) 9. 6( 8. 6 ~ 10. 5)

落潮槽 (南支主槽 ) 3. 1 ( 2. 5 ~ 3. 9) 67. 4 ( 62. 2~ 69. 1 ) 15. 4 ( 13. 9~ 18. 1) 10. 2( 8. 1 ~ 13. 2)

落潮槽 (南港主槽 ) 4. 2 ( 3. 8 ~ 5. 3) 68. 3( 64. 8 ~ 70. 3) 16. 8 ( 14. 1~ 22. 4 ) 10. 7( 8. 9 ~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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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江口涨潮槽和落潮槽主要重矿物颗粒含量平均值比较 (% )

Table 3 Comparison of average values of the heavy m inerals between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ls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研究区 不透明矿物* 角闪石 帘石类 云母类 石榴石 锆石 榍石 电气石 碳酸盐

涨潮槽 10. 4 39. 0 32. 3 4. 7 1. 4 0. 5 0. 8 0. 3 2. 4

落潮槽 16. 3 32. 6 28. 0 5. 9 1. 7 0. 3 0. 7 0. 2 2. 4

  * 包括磁铁矿、赤铁矿、钛铁矿

表 4 长江口涨潮槽和落潮槽表层沉积物磁性参数的平均值和变化范围

Tab le 4 Average va lues of the magnetization param eter of the sed im en ts in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 ls

样品 V ARM VARM /V S IRM VARM /S IRM V S IRM /V V fd% H IRM SOFT F300 S- 100

涨潮槽

变化范围

109. 5

∣

381. 8

0. 5

∣

3. 9

6531. 9

∣

48277. 6

3. 9

∣

30. 3

59. 4

∣

353. 9

8. 9

∣

20. 0

0. 9

∣

4. 5

265. 4

∣

1899. 0

1046. 9

∣

6103. 5

91. 3

∣

96. 5

77. 0

∣

86. 62

平均值 34. 8 2. 3 16153. 2 17. 7 109. 5 12. 7 1. 9 1243. 9 2167. 9 94. 1 82. 5

落潮槽

变化范围

116. 9

∣

437. 8

1. 1

∣

4. 5

8412. 3

∣

15639. 7

13. 7

∣

28. 0

78. 7

∣

160. 8

8. 1

∣

16. 0

1. 0

∣

3. 5

430. 8

∣

7351. 0

1097. 6

∣

2238. 5

93. 2

∣

95. 9

79. 6

∣

85. 2

平均值 286. 9 2. 8 12701. 1 20. 9 148. 1 12. 1 2. 3 1644. 2 1904. 8 94. 7 83. 8

  从表 4可以看出, 落潮槽中的 VARM、VARM /V、

VARM /SIRM、V、V fd%值都大于涨潮槽中的值, 说明磁

性矿物 (主要指亚铁磁性矿物和不完全反铁磁性矿

物 )在落潮槽中的含量高于涨潮槽。根据磁性参数

的物理意义, Vfd、VARM /V、VARM /SIRM 和 SIRM /V主要

反映了磁性矿物的晶粒特征。这些值在涨潮槽中略

小于或近似于落潮槽,表明两类河槽中磁性矿物的晶

粒大小近似,但落潮槽中的磁性矿物晶粒略大于涨潮

槽。

4 讨论

4. 1 水动力对于沉积物粒度分布的影响

  落潮槽沉积物粒级比涨潮槽的粗,这与水动力条

件密切相关。虽然涨潮槽涨潮平均流速大于落潮槽,

但是落潮时落潮槽的流速大于涨潮槽, 落潮历时长。

因此总体来说较大的流速使得落潮槽较细的物质不

易留下来。另外在落潮槽南港主槽, 沿沉积物搬运方

向,粒度沿程减小,平均粒径从 137 Lm变为 112 Lm,

这主要是重力分异的缘故, 一般平均粒径向下游的方

向减小。但在涨潮槽, 由于水动力条件复杂,在涨潮

流的强烈冲刷作用下, 粒度的总体分布不是逐渐过

度,而是呈块状断续分布, 分选性很差。

4. 2 粘土矿物对于水动力的相应

  影响粘土矿物分布的因素多种多样, 在河口海岸

这一复杂的地区,物源、水动力、地貌地质条件、盐度、

粒径大小等都可能对本区的粘土矿物的分布产生影

响。河流带来的粘土暴露于海水中会经历离子交换

反应
[ 17, 18]

; 河口区盐淡水混合程度不同造成不同的

絮凝, 引起粘土矿物分布的不同, 如伊利石和高岭石

比蒙皂石发生絮凝需要的盐度要低
[ 19, 20]

; 但也有研

究认为在河口海岸盐淡水交换处粘土成岩和不同的

絮凝状态只是起到很小的作用, 而河口区物理循环过

程和粘土矿物的颗粒大小起决定性的作用
[ 21~ 23]

; 河

口环流的重要作用更为许多研究者重视, 如认为河口

环流在将海源物质向陆地搬运中起重要的作

用
[ 15, 24]

;物源也起到很重要的影响, 如在南英格兰,

蒙皂石的含量在上游高, 下游低, 是由于河源的物质

富含蒙皂石, 而海源的物质贫蒙皂石
[ 25]
。根据取样

时间对于研究区盐度的观测结果, 所测盐度小于 1。

在这种盐度下,研究区粘土矿物在本区较少受到絮凝

的影响,盐度和絮凝作用的影响在本区只能作为非主

要因素。本研究区有涨潮流和落潮流以及径流的共

同作用,粘土矿物是颗粒细小 ( < 2 Lm )的层状结构

铝硅酸盐矿物,以它特有的 /活性0对环境条件,尤其

是水动力变化极为敏感。涨潮槽的水动力变化非常

复杂,不仅有洪枯季的水文变化,更有大小潮的变化。

在涨潮流和落潮流作用下, 沉积物被来回搬运, 由于

涨潮流为优势流,将径流带到口门附近的沉积物又搬

回河口区,而口门附近的绝大部分沉积物虽然仍然是

河流输出物
[ 23, 26]

, 但由于径流的作用,粘土矿物在到

达口门前已经发生了沉淀分离, 特别是口门处盐度

高,再加上盐水楔的环流作用, 粘土矿物特别是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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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絮凝沉淀,使涨潮流挟带已经发生变化的沉积物

重新进入涨潮槽,使该区的粘土矿物重新发生分配。

如蒙皂石向下游并不增加, 高岭石向下游也并不减

少,而是趋于一致。虽然落潮槽以落潮水流为主,但粘

土矿物颗粒细小,也受双向水流作用明显,所以涨落潮

槽粘土矿物的组分变化不大,看不出明显的规律。

4. 3 水动力和粒度变化对于重矿物和磁性特征分布

的影响

  在河口海岸环境中的研究, 重矿物主要用来反映

物源、水动力以及沉积物输移路径的信息
[ 27~ 29]

。由

于重矿物在不同的水动力、不同的物源的影响下, 其

组合特征不同,因此可以通过重矿物的含量变化及组

合特征变化来探讨沉积物与水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系。长江口沉积物的重矿物主要源于长江, 矿物种

类在河口区无显著的变化, 但在区域内由于水流动力

的变化使重矿物沉积时经受水动力的分选而使矿物

组合特征明显不同。当介质的水动力条件适合重矿

物沉积时聚集,反之就扩散,从而使重矿物的特征, 包

括含量、晶形、大小、颜色、密度等产生差异,这些差异

既是水动力分选结果,又反映了沉积物的来源和沉积

环境。长江口涨落潮历时不同,流路分歧, 从而使涨

落潮槽中的沉积物相应地有所变化。一般长江口区

重矿物划分为 7个组合
[ 30]
。涨落潮槽内的三个组合

分别与其中的三类相对应。在研究区内, 除了个别点

属于边滩和沙坝沉积组合外,其余的点都是河床沉积

组合。涨潮槽的颗粒百分含量中,稳定的不透明矿物

有所减少,而比重小的片状矿物有所增加,碳酸盐比

落潮槽中含量高。这和落潮槽中沉积物颗粒较粗有

关,因为比重大的重矿物颗粒容易富在较粗的沉积物

颗粒中。另外也和水流的控制有关。

  而南港主槽落潮槽的颗粒百分含量中,稳定的不

透明矿物的含量较高,海相自生矿物碳酸盐比涨潮槽

中有所减少。这是因为落潮槽受落潮水流的控制, 平

均流速比涨潮水流大,比重较大的矿物能够在此沉积

下来。南港主槽是落潮优势流, 海相自生矿物碳酸盐

含量平均值小于涨潮槽。另外落潮槽内沉积物的粒

度较涨潮槽粗,而重矿物在较粗的颗粒中富集, 因此

落潮槽内较粗的沉积物组成也是使重矿物富集的一

个重要因素。从研究区的矿物组合以及重矿物的性

质和分布模式,说明本区沉积物有三种来源: 河流带

来的陆源碎屑沉积, 边滩沉积物和外海带入的沉积

物。

  落潮槽中的亚铁磁性矿物含量高于涨潮槽,从重

矿物分析中也可以看出, 磁铁矿、磁赤铁矿等含量高

于涨潮槽。由于磁性参数与各种因素有关。在涨落

潮槽复杂的沉积动力环境下,磁性参数不同。涨落潮

槽流速流向的差异以及沉积物粗细的差异,都会使两

个类型河槽的磁性参数产生变化,也使落潮槽中的磁

性矿物晶粒略大于涨潮槽

5 结论

  在不同的水动力的影响下, 涨落潮槽的沉积特征

不同,可以通过沉积特征变化来探讨沉积物与水动力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 1)落潮槽表层沉积物的粒

径较粗, 以砂为主。按照粒度的三种主要成分,涨潮

槽沉积物主要是砂质粉砂,落潮槽为粉砂质砂; ( 2)

在涨潮流和落潮流作用下, 沉积物被来回搬运, 使粘

土矿物重新发生分配。所以涨落潮槽粘土矿物的组

分变化不大, 看不出明显的规律; ( 3)无论是涨潮槽

或是落潮槽,其重矿物组合的主要组分基本相似, 但

是百分含量有所不同,组合不同。涨潮槽的颗粒百分

含量中,稳定的不透明矿物有所减少, 而比重小的片

状矿物有所增加,碳酸盐含量高。新桥水道由于水动

力变化复杂,重矿物的分布并无一定的分布规律, 南

小泓的重矿物沿涨潮流方向依次减少,说明涨潮流控

制了本区的重矿物分布模式; 南港主槽是落潮优势

流,海相自生矿物碳酸盐含量平均值小于涨潮槽。从

研究区的矿物组合以及重矿物的性质和分布模式,说

明本区沉积物有三种来源: 河流带来的陆源碎屑沉

积,边滩沉积物和外海带入的沉积物。 ( 4)磁性矿物

的含量在不同的地方相差很大, 落潮槽中的亚铁磁性

矿物含量高于涨潮槽。这种分布特征主要受水动力

和粒度分布特征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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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Features of Sediment and Their Responses to Dynam ics in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l of the Changjiang Estuary

WANG Yo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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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ey Lab of Submarine G eo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 inistry of Education, Ocean U niversi ty of China, Q ingdao Shandong 266100;

2. Sta te Key Labora tory of Es tuarine& Coa stal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 al University, Shangha i 200062)

Abstract Flood and ebb channel are the important geomorpho log ic units and d ifferen t hydrodynam ic properties ex ist

in these channels. B ased on the ana lysis of partic le size, clay and heavy m ineral and magnetic features o f the sed-i

ments in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 ls of the Chang jiang E stua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 ifferent sed imentary features

in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 ls. Partic le sizes of the sedimen ts in the flood channe l are coarser than that in the ebb

channe.l D istribut ion and concen trat ions of clay m inerals in the flood channe l sedim ent are sim ilar w ith those in the

ebb channe l due to the dua-l d irect ion currents.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 inerals in the ebb channel is h igher than tha t

in the flood channe l because there is strong ebb tide current and sim ilarly there are more ferrim agnetic m ineral in the

ebb channe.l

K ey words The Chang jiang E stuary, the flood and ebb channe,l sed imentary features, dynam ic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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