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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流江水下三角洲沉积物类型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梁 文 黎广钊 刘敬合

广西海洋研究所 北海

提要 通过综合分析 发现影响沉积物类型空间排列的主要因素是水动力条件 ∀各类沉积

物粒级分区的排列方向明显与海流方向一致 ∀基本上为近南北向排列 与落潮方向一致 ∀并

且 沉积物粒度明显与海流的强弱有关 ∀强海流区 粗粒级沉积物发育 弱海流区 细粒级沉积

物发育 ∀此外 沉积物的物源也影响其粒级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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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流江水下三角洲沉积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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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流江三角洲位于广西沿岸的中部 属北海市管

辖 水下三角洲面积约 ∀近年来 广西作为西

南地区出海通道的科学定位 使南流江三角洲地区的

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各级政府对于三角洲地区的海

洋地质地貌的研究也日益重视 先后作过多项相关项

目的研究 ∀

作者在参加 ∗ 年 / 广西海岸带地貌与

第四纪地质调查研究0和 ∗ 年 /广西沿海港

湾环境综合调查研究0及 ∗ 年 /南流江河口

三角洲自然演变规律及其资源开发利用研究0等项目

调查研究中 发现南流江水下三角洲沉积物类型及粒

级分布与水动力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根据南流

江水下三角洲 余个表层沉积样品的粒度分析资

料 结合水动力条件 对三角洲地区的沉积物类型特

征及其分布规律进行分析 !论述 ∀

沉积物分布及其粒度参数特征

本区沉积物类型较为简单 共分为 种类型 其

中因粗中砂类型分布面积小而分散 故与相邻类型合

并为 类 图 ∀现将各类沉积物分布规律及其粒度

参数特征阐述如下

砾石 2粗砂 2中砂 2≤≥2 ≥

分布局限 主要分布于南流江河口段各汊道河

床及河流入海的口门段 粒级的分配量 砾石含量占

砂的总含量 其中粗砂占 中砂占

细砂较少 仅为 ∀中值粒径为 5 附近

分选差 ∀概率累积曲线有三段式和二段式 三段式粗

截点位于 ∗ 5 之间 细截点位于 5 附近 ∀三

段式跃移组分占 以上 推移组分占 左右 ∀二

段式跃移组分占 左右 推移组分占 ∗

之间 ∀频率曲线多为双峰态 少部分呈多峰态 图 图

2 ∀

中粗砂 ≤≥

主要分布于冠头岭 !地角至高德 !岭底沿岸一带

和南西江口附近 属于海岸侵蚀产物 ∀砂的总含量达

左右 粗砂占 以上 中砂占 细砂仅



≥ ∂

左右 ∀此外 含少量贝壳碎屑和砾石 占 左右 ∀中

值粒径 5 左右 分选差 ∀概率累积曲线多为二段

式 少数为三段式 ∀三段式粗截点位于 5 附近 细截

点位于 ∗ 5 之间 跃移组分占 推移组分占

二段式截点位于 5 附近 仅有推移组分和跃

移组分 ∀频率曲线为双峰态 个别站呈多峰态 图

图 2 ∀

中砂 ≥

本区中砂分布面积占第 位 主要分布于潮间

中 !下带即河口湾中部至西场沿岸约 以内海域

水动力作用较强的浅水区 ∀其特点是粒级集中 中砂

含量 以上 个别站位达 含少量的粗砂 约

!细砂 约 和粉砂 约 ∀中值粒径平均为

5 标准偏差一般为 ∗ 5 分选极好 ∀概

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 粗截点在 ∗ 5 之间 细截点

位于 5 附近 ∀推移组分占 ∗ 跃移组分达

∗ 概率曲线以双峰态占多数 个别站呈单

峰态 少数站位呈多峰态 图 图 ∀

细砂 ƒ≥

该类沉积物分布于三角洲前缘斜坡与前三角洲

交汇地带 即北海港潮流冲刷深槽中段的西侧至西北

海域以及北海半岛南岸大墩海至白虎头潮间带 ∀砂的

总含量为 ∀其中细砂占 个别占 ∀中砂

占 粗砂仅占 粉砂为 含少量黏土和小

砾石 ∀中值粒径在 5 左右 分选极好 ∀概率曲线呈

二段式 截点在 ∗ 5 之间 推移质含量为

∗ 个别站占 跃移组分占 ∗ 频

率曲线为尖锐的单峰态 图 图 2 ∀

中砂 2细砂 2粉砂 ≥2ƒ≥2×≥
该类沉积物是本区海域分布最广的一类 约占

水域面积的 其主要分布于河口湾口门至湾口外

海域以及东北部至北部河口区潮间带中部地带 ∀其

中 中砂含量平均为 细砂为 粉砂为

黏土为 ∀其特点是粒级混杂 中砂 !细砂 !粉砂

个粒级均占 以上 ∀中值粒径在 ∗ 5 之间

标准偏差为 ∗ 5 分选中等至差 ∀概率累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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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有四段式 !三段式和二段式 ∀前者粗截点在 ∗

之间 细截点在 附近 ∀三段式的粗截点在 5

附近 细截点在 5 附近 二段式截点在 5 附近 ∀频

率曲线呈多峰态 图 图 2 ∀

黏土质粉砂 ≠2×
分布于南流江汊道口门沿岸和北海港潮流冲刷

深槽 呈带状分布 ∀其中 粉砂含量为 ∗ 之

间 黏土含量一般在 ∗ 之间 含粗砂 中

砂 细砂 左右 ∀中值粒径在 ∗ 5 之

间 分选差 ∀概率曲线呈多段式 截点多位于 附

近 沉积物中的细粉砂 ∗ 和黏土均

为悬移组分参与运移和沉积 ∀细砂和粗砂以跃移的形

式参与运移与沉积 ∀频率曲线多为单峰态 亦有双峰

态和多峰态 图 图 2 ∀

沉积物类型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沉积物类型分布的因素较多 除了沉积环

境的地貌条件和水动力条件外 还有物源 !海平面的

变化 !成因等因素 但影响沉积物类型分布的主要因

素是水动力条件 ∀本区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

∀由于水深较浅 故沉积物的分布强烈受水动力的

影响 ∀其中海流对南流江水下三角洲沉积分布的控制

最为明显 次为波浪对近岸浅水区沉积物运移及分选

所起的作用 而本区波浪作用较弱 ≈ ∀

根据 年 月 ∗ 日大潮期间 年 月

∗ 日中潮期间对 个站进行的周日潮流观测 据

多站 !层的 Ω Ω Ω 的量值在 ∗ 之

间 表明该区为不正规日潮流性质 而该区的潮汐为

正规日潮流性质 ∀潮流运动方式以往复流为主 涨潮

时 潮流沿河道上溯 流向主要为北到东北流 落潮

时 潮流从河流水道口门流出滨海区 流向以南到西

南向为主 ∀故潮流方向以近南北方向为主 ∀则该区的

沉积物粒级分区也近南北向排列 从砾石 2粗砂 2中

砂 2≤≥2 ≥ ψ中粗砂 ≤≥ ψ中砂 ≥ 其中中砂

≥ 因潮流的往返摆动而向河口两侧扩散 宽度 ∗

呈弧形向海突出 为三角洲前缘斜坡的特有形

态 ≈ ∀涨潮时 潮流从冠头岭一侧 沿潮间带近东北向

沿海岸蜿蜒而下 落潮时 潮流沿河口湾口门至东北

部北海港海域附近以近西南向沿潮间带流出 ∀冠头岭

至岭底至河口湾口门外一带 有两条条带状沉积物展

布 一条是中砂 2细砂 2粉砂 ≥2ƒ≥2×≥ 一条是中粗

砂 ≤≥ 这两条沉积物展布方向与海流沿地形的转

向方向一致 ∀沉积物类型的分布还与海流的流速大小

有明显关系 ∀该区落潮流大于涨潮流 强流区位于北

海市和地角镇的外面海域 即北海港深水航道附近海

域 故在冠头岭北面沉积物粒度较周围的沉积物粗 为

中粗砂 ≤≥ ∀从南干江汊道口门 站 和南西江口门

站 见图 水文观测站资料得出 站涨流最大

流速表层为 底层为 落流最大流速

表层为 底层为 ∀ 站涨流最大流速表

层为 底层为 落流最大流速表层

为 底层为 ∀从 站涨 !落潮流速来

看 落潮流大于涨潮流 则沉积物粒度从粗到细排列方

向与落潮流方向一致 且汊道内流速比海域内强流区大

得多 故南干江 !南西江汊道内沉积物粒度较粗 为砾石

2粗砂 2中砂 2≤≥2 ≥ 区 ∀在南流江汊道口门沿岸和

北海港潮流冲刷深槽附近 潮流速较小

故该地带沉积物粒度最细 为黏土质粉砂 ≠2× ∀由此

可见 沉积物粒度的分布与水动力相当符合 ∀

另一个影响沉积物类型分布的因素是物源 ∀在本

区岸区的粗粒级沉积物中粗砂 ≤≥ 见图 属于

海岸的侵蚀产物 是受波浪和海蚀作用形成而就近堆

积下来的 这类沉积物一般堆积在海岸带附近 搬运

距离很近 ∀

结论

综观该南流江水下三角洲沉积物类型及其分布

规律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本区沉积物粒度类型及其分布受水动力

条件的控制 沉积物粒度分区的排列方向与海流方向

近乎一致 ∀本区由于海流是以近南北向的往复流为

主 故沉积物粒级分区也以近南北向排列 在南流江

汊道口门沿岸至北海港潮流冲刷深槽一带 海流沿岸

线转向 此处两条带状沉积物粒级分布 与海流转向

方向一致 ∀

水动力条件越强 沉积物粒度越粗 水动

力条件越弱 沉积物粒度越细 ∀本区南流江汊道口内

海流最强 故沉积物粒度较粗 主要为砾石 2粗砂 2中

砂 2≤≥2 ≥ ∀在北海港深水航道附近海流也较强 故

在冠头岭北面有粒级明显大于周围的中粗砂 ≤≥

区分布 ∀在南流江汊道口门沿岸和北海港潮流冲刷深

槽附近 潮流流速较小 故该地带沉积物

粒度较细 主要为黏土质粉砂 ≠2× ∀

影响本区沉积物粒度分布规律的还有物

源的因素 ∀一般物源近 沉积物较粗 物源远 沉积物

较细 ∀受波浪和海蚀作用形成的海岸的侵蚀产物 ) ) )

粗粒级沉积物 ≤≥ 堆积在近岸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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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湾潮流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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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应用分步杂交方法建立了大鹏湾变边界潮流数值模型 并对其进行了模拟计算 重

现了该区域潮波及潮流的分布规律 并根据实测资料对其进行了验证 从而可系统地了解这

一海区的潮波系统及潮流场等海洋要素的分布情况

关键词 大鹏湾 潮波 潮流 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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