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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黄河河口沉积物环境磁学特征及其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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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采自长江现行主河道和黄河入海口处的表层沉积样品进行了环境磁学参数的测量和对比研究。结

果表明 :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的磁性载体主要是亚铁磁性物质 ,亚铁磁性矿物晶粒以假单畴2多畴为主 ,同

时亦有超顺磁晶粒的存在 ;长江河口沉积物的磁性明显强于黄河河口沉积物 ,特别是质量磁化率、非磁滞剩

磁及饱和等温剩磁 ,两者相对偏差在 40 %以上 ;在粗粒级沉积物 ( > 0. 063 mm)中 ,长江河口沉积物的磁化率

与全样磁化率平均值差别较小 ,在 4 %左右 ;黄河河口沉积物差别很大 ,可达 34 %。两者的差别反映了长江

和黄河沉积物中磁性矿物赋存方式的差异 ;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磁性特征的差异与两者粒度特征对比明

显。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的这些磁学方面的差别是源岩特征和气候环境差异上的反映 ,可以作为判别两

者物源的有效示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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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与黄河是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 ,每年携带
着巨量的陆源物质入海 , 两者的入海泥沙量之和约
占中国河流入海泥沙总量的 85 %[1 ] ,是中国陆架海
沉积物最主要的物质来源之一。这些通过长江、黄
河等河流进入海洋的巨量陆源物质 , 成为制约中国
东部陆架乃至陆坡沉积作用的重要因素 , 也是维系
该海域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2 ,3 ] 。找出能有效
区分长江源和黄河源沉积物的矿物学、地球化学等
指标 , 是识别中国东部海域沉积物物源的前提。示
踪剂的研究是物源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多年来许多
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研究 ,取得了
很多进展。如孙白云[4 ] 、杨守业等[5 ] 对长江、黄河沉
积物中的碎屑矿物的比较研究 , 杨作升[1 ] 、何良彪
等[ 6 ] 、范德江等[7 ]对长江、黄河沉积物中的黏土矿物
和地球化学的研究 ,以及范德江等[2 ] 、杨守业等[8 ] 从
地球化学角度 , Yang 等 [9 ] 、孟宪伟等[10 ] 等从稀土元
素组成上进行的研究 ,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有机地
球化学的角度对长江、黄河两类沉积物进行了对比
研究[3 ] 。这些研究都显示出长江和黄河所携带的泥
沙及其沉积物在物质成分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
由于物源差异以及泥沙输运、沉积过程的复杂性 ,至
今仍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示踪指标。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环境磁学[ 11 ] 在
地层对比、沉积物物源分析和古海洋学研究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国内的研究应
用目前主要集中在黄土[12 ,13 ] 、湖泊[14 ,15 ] 、沉积盆

地[16 ] 、潮滩[17 ] 、海洋[ 18～20 ] 、海岸[21 ] 等的地层对比研

究、环境变化、土壤学及污染物的研究中 ,尤其对黄
土和湖泊的研究较为详细 ,而关于河流沉积物物源
的研究十分缺乏。作者尝试用环境磁学的技术方法
来探讨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的磁性特点及其差

异 ,以便寻找比较理想的能反映物源的环境磁学参
数。

1 　样品和方法

长江样品取自河口目前是主流河道的南支河道

中 ,取其中 5 个做磁性测试 ,黄河样品为 2003 年 6 月
份取自黄河口门附近河道中 ,取其中 4 个做磁性测试。
为消除沉积物粒度对磁学性质的影响 ,分别从长江样

品中选择 2 个样品、黄河样品中选择 3 个样品按
0. 063 mm分离作对比。所有样品取 15 g 左右低温
(小于 40 ℃)烘干 ,用玛瑙研钵研磨至 100 目以上 ,用
电子天平称取 10 g 左右干样装入聚乙烯盒内并压实 ,

然后按顺序依次测量 : (1)低频磁化率 (0. 47 k Hz) 和

高频磁化率 (4. 7 k Hz) ; (2) 非磁滞剩磁 (ARM ,交变
磁场峰值为 100 mT ,直流磁场 0. 04 mT) ; (3)饱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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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剩磁 (强度为 1 T) ; (4) 携饱和等温剩磁的样品在
- 100 m T 和 - 300 m T 磁场中退磁后保留的等温剩
磁。

磁性测量在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动力沉积和
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 ,所用仪器为
Bartington M S2 磁化率仪、Mol Spin 交变退磁仪、脉
冲磁化仪和旋转磁力仪。根据以上测量结果 ,计算
单位质量磁化率 ( x) 、A RM 磁化率 ( xARM ) 、磁化率
频率系数 ( xfd =〔( xL F2x HF ) / xL F〕×100 %) 、退磁参
数 ( S2100 = [ ( SSIRM2I2100mT ) / 2 ] SSIRM ×100 %) [ 11 ] ,其中
SSIRM为饱和等温剩磁 , I 为等温剩磁 , A ARM为非磁滞
剩磁。以及比值参数 SSIRM / x , xARM / x 和 x ARM / SSIRM

等。
另取黄河、长江样品加 10 % H2 O2 处理 24 h 后

做粒度分析。粒度分析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
学学院用 Mastersize2000 型激光粒度仪进行 ,仪器
测量范围为 0. 02～ - 2 000μm ,粒级分辨率为0. 01<,重
复测量的相对误差 < 3 %。

2 　研究结果
沉积物的磁性特征 ,主要体现在磁性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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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和晶粒大小有关。根据磁
性参数的物理意义 ,一般 x , xARM和 SSIRM等参数和磁
性矿物的含量有关 ,特别是与亚铁磁性矿物的含量
有关 ; xfd , xARM / x , xARM / SSIRM , S–100 , S–300 等参数主
要反映了磁性矿物的晶粒特征和类型。xfd指示了样
品中超顺磁 ( SP) 亚铁磁性颗粒的含量多少 ; xARM 则
是对单畴 ( SD) 颗粒极为敏感的参数 ; 比值参数
xARM / x 可指示亚铁磁性矿物颗粒的大小 ,较高的比
值反映了 SD 颗粒 ,而较低的比值则指示了多畴
(MD)或超顺磁 (SP)的颗粒 ; xARM / SSIRM也指示磁性
颗粒的粒度变化 ,但由于不受 SP 颗粒的影响 ,较低
的比值则反映了较粗的 MD 颗粒 ; S–100 主要反映了
磁性矿物的类型和颗粒大小。S2100 一般反映不完整
反铁磁矿物与亚铁磁性矿物的相对比例 ,随着不完
整反铁磁性矿物比例的增加而下降[11 ,22 ,23 ] 。

2 . 1 　长江、黄河全样磁性特征
长江、黄河河口沉积物磁学特征具有明显的差

异 (表 1) 。

表 1 　长江、黄河河口沉积物磁学特征
Tab. 1 　The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diments in the river mouth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Huanghe River

样品编号
x

(1028 m3 / kg)

xfd

( %)

A ARM

(1026 Am2 / kg)

S S IRM

(1026 Am2 / kg)

xARM

(1028 m3 / kg)

xARM / x

(102 A/ m)

xARM / S S IRM

(1022 m/ A)

S–100

( %)

S–300

( %)

CJ21 135. 27 3. 08 164. 60 21 346. 43 516. 97 3. 82 0. 02 83. 57 95. 58

CJ22 78. 81 3. 95 147. 23 12 685. 08 462. 40 5. 87 0. 04 80. 68 94. 68

CJ23 79. 28 4. 58 151. 53 10 669. 83 475. 92 6. 00 0. 04 82. 67 93. 40

CJ24 122. 35 2. 62 140. 11 16 396. 97 440. 05 3. 60 0. 03 87. 07 95. 66

CJ25 137. 83 3. 38 148. 58 22 264. 13 466. 64 3. 39 0. 02 84. 84 96. 06

CJ2Ave 110. 71 3. 52 150. 41 16 672. 49 472. 40 4. 53 0. 03 83. 77 95. 08

CJ 标准偏差 29. 50 0. 77 8. 98 5 126. 39 28. 19 1. 29 0. 01 2. 39 1. 07

CJ2CV 26. 64 21. 73 5. 97 30. 75 5. 97 28. 41 31. 76 2. 85 1. 12

H H21 52. 77 5. 12 89. 32 6 565. 36 280. 52 5. 32 0. 04 77. 04 92. 55

H H22 33. 55 2. 31 40. 07 4 492. 98 125. 84 3. 75 0. 03 75. 55 92. 10

H H23 38. 37 1. 11 21. 50 5 614. 53 67. 52 1. 76 0. 01 71. 25 93. 24

H H24 45. 61 1. 52 29. 68 6 943. 45 93. 21 2. 04 0. 01 71. 38 93. 12

H H2Ave 42. 57 2. 52 45. 14 5 904. 08 141. 77 3. 22 0. 02 73. 81 92. 75

H H 标准偏差 8. 41 1. 81 30. 42 1 094. 32 95. 52 1. 65 0. 01 2. 94 0. 53

H H2CV 19. 76 71. 88 67. 38 18. 54 67. 38 51. 35 59. 88 3. 98 0. 57

RD 44. 45 16. 67 53. 83 47. 70 53. 83 16. 99 12. 02 6. 32 1. 24

注 :CJ 编号的为长江样品 , H H 编号的为黄河样品 (表 2 同) ;CV 为变异系数 ( %) ; RD 为相对偏差 ( %) ,RD = 长江样品平均值减去黄河样
品平均值与两者之和的比值×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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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河口沉积物磁性较强 ,磁化率平均 110. 71

×1028 m3 / kg ;饱和等温剩磁值平均为 16 672. 49 ×
1026 Am2 / kg以上 ;非磁滞剩磁平均 472. 5 ×1028 m3 / kg ;

S–300平均值在 95. 08。以上数据表明 ,长江河口沉
积物中影响磁性强弱的主要为亚铁磁性物质。
xARM / x 和 x ARM / SSIRM值都比较低 ,前者平均为4. 53 ,

后者平均为 0. 03 ×1022 m/ A ,表明长江河口沉积物
中磁性物质主要以假单畴2多畴颗粒为主。xfd 值平
均为 3. 52 ,表明超顺磁晶粒的存在。从样品标准偏
差和变异系数看出 ,长江口磁性物质含量变化较大 ,

特别是磁化率和饱和等温剩磁及比值 xfd , xARM / x 和
x ARM / S SIRM ,变异系数超过 20 %。其他磁性参数变
化较小 ,均小于 10 %。表明长江河口沉积物在具有
共同磁学特性的本底上在局部有差异 ,这些差异可
能来自人为污染物质的影响[17 ]以及实验误差。长江
沉积物之间磁性特征有所差异 ,但受样品数量限制
是否属于不同沉积环境尚难作出判断。

黄河河口沉积物磁性相对长江沉积物要弱 ,磁
化率平均仅 42. 57 ×1028 m3 / kg ,最大也不过 52. 77 ×
1028 m3 / kg ; 饱和等温剩磁值平均为 5904. 08 ×
1026 Am2 / kg ;非磁滞剩磁平均 141. 77 ×1028 m3 / kg ;

S–300平均值在 92. 75 左右。以上数据表明黄河口沉

积物中磁性强弱也主要受亚铁磁性物质控制 ,但磁
性矿物含量明显低于长江沉积物。xARM / x 和 x ARM /

SSIRM值都比较低 ,前者平均为 3. 22 ,后者平均为

0. 02 ×1022 m/ A。表明黄河口沉积物中磁性物质主
要以假单畴2多畴颗粒为主。xfd值平均为 2. 52 ,表明
超顺磁晶粒的存在。黄河口沉积物磁性参数变化除
磁化率、饱和等温剩磁和 S–300外都明显要高于长江
口沉积物。

从相对偏差上可以看出 ,长江河口沉积物中所
有磁性参数值都高于黄河河口沉积物的磁性参数
值 ,其中 x , AARM , SSIRM , xARM 的相对偏差均超过
40 % ,表明长江河口沉积物中磁性物质的含量明显
高于黄河河口沉积物中磁性物质含量 ;其他参数相
差小于 20 % ,这些参数主要是标注磁性物质晶粒大
小的 ,说明长江和黄河沉积物中主要磁性物质颗粒
大小类似。

2 . 2 　长江、黄河不同粒级沉积物的磁性特征
为探讨不同粒级样品中磁性特征差异 ,随机选

取个别样品按不同粒级 (以 0. 063 mm 为分界) 进行
测量 ,测试结果见表 2。

表 2 　长江、黄河河口沉积物磁学特征

Tab. 2 　The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diment in the river mouth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Huanghe River

样品编号
x

(1028 m3 / kg)

xfd

( %)

A ARM

(1026 Am2 / kg)

S SIRM

(1026 Am2 / kg)

xARM

(1028 m3 / kg)

xARM / x

(102 A/ m)

xARM / SSIRM

(1022 m/ A)

S–100

( %)

S–300

( %)

CJ + 120. 54 1. 89 107. 49 1 6050. 76 337. 60 2. 80 0. 02 90. 00 96. 79

CJ2 122. 56 3. 33 172. 53 16 390. 53 541. 86 4. 42 0. 03 87. 33 95. 88

CJ2Ave 110. 71 3. 52 150. 41 16 672. 49 472. 40 4. 53 0. 03 83. 77 95. 08

CJ2RD + - 4. 25 30. 11 16. 64 1. 90 16. 64 23. 64 18. 55 - 3. 59 - 0. 90

CJ2RD2 5. 08 - 2. 73 6. 85 - 0. 85 6. 85 - 1. 27 3. 84 2. 08 0. 42

H H + 20. 90 0. 47 16. 51 3 264. 02 51. 86 2. 60 0. 02 70. 08 90. 98

H H2 81. 24 3. 66 81. 00 11 318. 68 254. 41 3. 60 0. 03 75. 64 93. 77

H H2Ave 42. 57 2. 52 45. 14 5 904. 08 141. 77 3. 22 0. 02 73. 81 92. 75

H H2RD + 34. 15 68. 32 46. 43 28. 80 46. 43 10. 67 18. 75 2. 59 0. 96

H H2RD2 31. 23 18. 56 28. 43 31. 44 28. 43 5. 58 11. 66 1. 23 0. 54

注 :带“+ ”的为 0. 063 mm 粒级以上样品 ,带“ - ”的为 0. 063 mm 以下样品 ;RD 为相对偏差 ,RD ( %) = 不同粒级样品各参数平均值与全样

平均值之差与两者之和的比值×100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1) 不管是粗粒级部分还是
细粒级部分 ,长江河口沉积物的磁性要强于黄河河
口沉积物 ; (2)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都表现出细粒
级部分磁性强于粗粒级部分 ,粗粒级部分与全样磁

学参数的相对偏差明显高于细粒级部分 ,特别是黄
河河口沉积物中的差别尤甚 ; (3) 粗粒级组分中 ,长
江河口沉积物中反映磁性物质类型的质量磁化率、
SSIRM和 xARM等值与全样的相对偏差都比较小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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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7 % ;黄河河口沉积物中这些参数的值与全
样的相对系数值的相对偏差较大 ,最小达 28. 8 % ,最
大为 46. 43 %。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长江河口沉积物中 ,磁性
矿物不仅赋存在细组分中 ,在粗组分中也有相当数
量。这与前人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长江沉积物中特征
的亚铁磁性副矿物的存在相符合[5 ] 。黄河河口沉积
物中磁性物质主要赋存在细粒部分中 ,这与其磁性
物质的形成特点与赋存状态有关[24 ,25 ] 。

3 　讨论

3 . 1 　沉积物环境磁学性质差异的影响因素
以上分析可知 , 长江河口沉积物与黄河河口沉

积物在环境磁学性质上具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
要受控于磁性矿物的类型、含量及其晶粒大小。差
异的本源是源岩 (流域岩石等物质组成) 、构造及气
候影响下的风化作用、河流水动力条件、沉积环境以
及人类活动影响的污染物排放等的差别。下面将从
沉积物本身、源岩及风化作用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
进行重点讨论。
3 . 1 . 1 　沉积物粒度对磁性差别的影响

磁性矿物晶粒的大小是影响沉积物磁性强弱的
因素之一[11 ,22 ,23 ] 。沉积物的粒度可以影响晶粒大
小 ,从而影响了沉积物的磁性强弱。对比长江和黄
河河口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图 1)可以看出 :长江河口
沉积物的粒度要比黄河河口沉积物的粒度细。全样
中 , < 0. 063 mm 的部分在长江沉积物中平均占
71. 467 % ,在黄河河口沉积物中仅占 52. 817 %。反
映磁性物质粒径的磁化率频率指数 , xARM / x , xARM /
SSIRM等也显示 ,长江河口沉积物中磁性物质的粒径
要小于黄河河口沉积物中的粒径 ,特别是磁化率频
率指数 ,长江平均为 3. 52 % ,黄河河口沉积物中只有
一个样品大于 2. 5 %。所以 ,沉积物的粒度是造成两
者磁学特征差异的原因之一。

图 1 　长江、黄河河口沉积物典型粒度频率曲线

Fig. 1 　The typical frequency curve of sediment grain size in the riv2
er mouth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Huanghe River

从分粒级测试中可以看出 :虽然消除了粒度的

影响 ,但是两者沉积物的磁性特征差别还是特别明

显 ,所以磁性物质的含量和赋存方式也是影响磁性

强弱的因素。

3 . 1 . 2 　源岩差异对磁性差别的影响

长江泥沙主要来源于宜昌以上 , 汉江、鄱阳湖水

系及太湖水系也有部分泥沙注入但总量较少[26 ,27 ] 。

长江流域面积广 ,构造复杂 ,基岩类型复杂 ,广泛分

布有中酸性侵入岩及变质岩类等[28 ] 。这种地质背景

导致长江沉积物的来源众多 ,很难把长江沉积物组

成与某种或几种基岩相对应[7 ,8 ,29 ] 。长江沉积物中

矿物组成继承了流域内的物质组成 ,其中的重矿物

特征组合为角闪石2绿帘石2金属矿物 ,金属矿物的含

量大于 21 %[30 ] 。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的黄土高

原 ,一般认为可占 90 %左右[31 ,32 ] 。黄河沉积物中重

矿物以角闪石2黑云母2绿帘石2金属矿物为主要特征

组合 ,但金属矿物的含量比长江中少 ,仅为 2 %。

由此看出 ,长江河口沉积物中继承了长江携带

泥沙的物质组成 ,含有大量的金属矿物 ,特别是中酸

性岩浆岩中的磁铁矿等金属重矿物。而黄河则继承

了黄土的物质组成 ,其所含的金属重矿物要大大地

少于长江沉积物中的含量。所以两者的源岩差别导

致了长江河口沉积物中磁性物质要多于黄河河口沉

积物中的磁性物质 ,从而其磁化率要高于黄河河口

沉积物。

3 . 1 . 3 　风化作用差异对磁性差别的影响

沉积物的矿物组合和化学成分与物源区气候条

件具有直接的关系[ 1 ] 。长江流域绝大部分地区为暖

温带湿润、潮湿气候[33 ] ,流域内物理侵蚀与化学侵蚀

之比为 2～5[34 ] ,风化指数在 6 左右[35 ] ,长江流域内

以化学风化作用占主导。导致在表生带中较易迁移

的 Na , K ,Ca ,Mg 等常量元素转移到水体之中而使

这些元素在长江沉积物中的含量较低 ;而在表生带

中惰性难迁移的 Fe ,Mn , Ti ,Al 等元素残留在沉积

物之中 , 发生富集 , 它们在长江沉积物中的含量较

高。黄河中、上游地处西北半干旱地区 , 属大陆性季

风气候 , 下游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33 ] ,流

域内物理侵蚀与化学侵蚀之比为 75 左右[34 ] ,风化指

数在 4. 5 左右[35 ] ,以物理风化作用为主 , 使得易迁

移元素流失、难迁移元素富集都较弱 , 导致黄河沉积

物中 Na , K , Ca , Mg 等元素含量高于长江沉积物 ,

Fe ,Mn , Ti ,Al 等含量低于长江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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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以看出 ,长江沉积物中金属元素更富集 ,

并会含有较多磁铁矿等金属副矿物 ;黄河沉积物中 ,

大量的易流失元素的进入稀释了金属元素的含量 ,

另外由于氧化作用的进行 ,大量磁性较强的亚铁磁

性矿物转化为反铁磁性矿物 ,并向细粒级中转移。

这些也使长江河口沉积物的磁性强度要强于黄河河

口沉积物 ,特别是在粗组分中差异更大。

3 . 2 环境磁学参数的示踪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磁学参数在长江与

黄河河口沉积物之间有明显差异 ,质量磁化率、非磁

滞剩磁及饱和等温剩磁等参数的相对偏差在 40 %以

上。在质量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相关图上可以明显

地把两者区分开 ,长江沉积物集中在高质量磁化率

高非磁滞剩磁的右上部 ,黄河沉积物集中在低质量

磁化率低非磁滞剩磁的左下部 (图 2) 。特别是在消

除粒度影响之后 ,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的差异性

更为突出。另外磁性参数的测量具有其他参数测量

所不具有的特殊优势[36 ] 。所以可选择环境磁学参数

作为示踪剂 , 来区分长江与黄河物质。环境磁学参

数示踪剂的建立既为物源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手

段 ,也是环境磁学应用的深入和开拓。

图 2 　长江和黄河沉积物环境磁学特征差异

Fig. 2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diment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Huanghe River

3 . 3 存在的不足

作者仅研究了作为中国东部陆架物源端元组分

之一的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样品的特征 ,有待将该

研究成果运用在陆架沉积物中。尚未对利用环境磁

学参数进行物源示踪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由于样品

数量的限制 ,在分粒级测试中只是粗略地分成两个粒

级 ,对粒度与磁性的关系研究尚须在这方面深入。

4 　结论

长江和黄河河口沉积物的磁性载体主要是亚铁

磁性物质 ,亚铁磁性矿物晶粒以假单畴2多畴为主 ,磁

化率频率系数显示两者亦有超顺磁晶粒的存在。长

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区域地质特征及气候类型差异

决定了长江河口沉积物磁性明显强于黄河河口沉积

物 ,特别是质量磁化率、非磁滞剩磁及饱和等温剩

磁 ,两者相对偏差在 40 %以上。在粗粒级沉积物

( > 0. 063 mm)中 ,长江河口沉积物的磁化率 (120. 54 ×

1028 m3 / kg)与全样磁化率平均值 (110. 71 ×1028 m3 / kg)

差别较小 ,相对系数仅 4 %左右 ;黄河河口沉积物差

别很大 ,全样平均为 42. 57 ×1028 m3 / kg ,粗粒级部分

平均为 20. 90 ×1028 m3 / kg ,相对系数达 34 %。二者

相比 ,黄河是长江的 8 倍。反映了长江和黄河沉积

物中磁性矿物赋存方式的差异。长江和黄河河口沉

积物磁性特征的差异与两者粒度特征对比明显。长

江河口沉积物粒度相对黄河河口沉积物粒度要细 ,

这也是长江河口沉积物磁性较黄河河口沉积物强的

原因之一。质量磁化率、非磁滞剩磁及饱和等温剩

磁等环境磁学参数在长江与黄河河口沉积物间差异

明显 ,可被用来作为研究长江与黄河物质在我国陆

架边缘海的混合与扩散等问题的示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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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 he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measurement s on t he sediment samples f rom t 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 he Huanghe River mouths , t 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for the sediment f rom t he Changjiang River mout h and t he Huanghe River mout h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 wit h each ot her . The result s indicated that ferrimagnetic minerals are t he main magnetism

carriers for bot h t 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 he Huanghe River sediment . Additionally t he ferrimagnetic min2
erals are mostly composed of p sudo2single domain and multi2domain grains toget her wit h a lit tle superpara2
magnetic grain. The magnetic intensity in t he sediment f rom t he Changjiang River mout h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 hat f rom t he Huanghe River mout h ,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 anhysteretic rema2
nent magnetization and sat uration isot hermal remanent magnetization. For t he samples f rom t he Changjiang

River mout h t 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of susceptibility detected between t he coarser2grain part and

the total samples , while it is high up to 34 % for t he samples f rom the Huanghe River mout h , indicating

that such difference of susceptibility between the samples f rom t he two river mouths is derived f rom t he dis2
similar existence of t he minerals ; The difference in t he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between the sediment sam2
ples f rom the two river mouths is corresponding wit h t he different dist ribution pat terns of grain size.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sediment s reflect t he different source

rocks and t he climate for t he sediment generation. Therefore the parameters of t he environmental magnet2
ism can be regard as an effective t racer for identifying t he sediment p rovenances of t 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Huanghe 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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