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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北部潮间带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薛允传 尹延鸿 高 抒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国土资源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青岛

提要 根据 ∗ 年在黄河河口区选取的两条潮滩断面水准测量和底质粒度分析资

料 并对样品用激光粒度仪进行分析 探讨黄河三角洲北部潮滩对黄河口南迁的响应 ∀结果表

明 在开敞程度较高的断面 潮间带较窄 水边线附近形成贝壳堤 从高潮位到低潮位粒径变

细 !分选性变差 表现出波浪作用特征 在开敞程度较低的断面 潮间带较宽 由高潮位向中潮

位沉积物逐渐变粗 再向下粒径基本不变 从高潮位到低潮位分选变好 潮流作用较为显著 ∀
此外 两断面下部均形成了波浪侵蚀陡坎 ∀这些特征说明黄河改道后 这里岸滩波浪作用加

强 其侵蚀效应已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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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滩发育于以潮汐作用为主并具有细颗粒物质

来源的海岸带 ∀在物质来源丰富的岸段 潮滩处于堆

积状态 潮流是塑造岸滩的主要动力 ∀在供沙不足的

岸段 波浪成为主要动力因素 引起海岸线的侵蚀后

退 ∀黄河自 年北归注入渤海以来 黄河入海口经

历了数次摆动 每次改道都引起黄河三角洲冲淤格局

的变化 在入海口处岸线迅速向海推进 而在远离入

海口处侵蚀后退 ∀近年来 黄河断流时间越来越长 入

海物质大大减少 黄河三角洲淤积减慢 ∀对黄河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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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Π1 断面沉积物粒度参数(以 值表示)和底质类型

Ταβ .1  Σεδιµεντ τψπε ανδ γραιν σιζε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προφιλε Π1

站号 距离 高程 中值粒径 平均粒径 分选系数 偏态 峰态 底质类型

5) ( 5)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表 2  Π2 断面沉积物粒度参数(以 值表示)和底质类型

Ταβ .2  Σεδιµεντ τψπε ανδ γραιν σιζε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προφιλε Π2

站号 距离 高程 中值粒径 平均粒径 分选系数 偏态 峰态 底质类型

5) ( 5)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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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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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质粉砂

砂质粉砂

砂质粉砂

砂质粉砂

砂质粉砂

砂质粉砂

洲潮间带侵蚀 !堆积状况的研究 对于探讨黄河三角

洲区域性环境变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目的

是探讨潮滩在水动力效应和冲淤变化方面对黄河口

南迁的响应 ∀

观测与分析方法

于 年 月 ∗ 日 在黄河三角洲北部

的 ∗ 年河口区附近选取两条断面进行了水

准测量和底质采样 断面位置见图 ∀两条断面均位

于潮间带 ∀ ° 断面全长 近陆一端地理坐标

β χ∞ β χ 测线走向 β ∀ ° 断面全长

近陆一端地理坐标 β χ∞ β χ

测线走向 β ∀水准测量的高程零点位于平均高潮

位 ∀从断面近陆端起 沿断面每隔 获取表层底

质样品 直至断面的向海一端 在 ° 断面取样 个

° 断面取样 个 ∀断面和取样位置用麦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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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典型样品粒径分布直方图

ƒ ∏ √

÷ 型手持式 °≥确定 其误差约为 ∀

野外所获的样品用 ≤ 型激光粒度仪进行

粒度分析 其流程简述如下 ∀取样品约 加入 ϕ 六

偏磷酸钠溶液浸泡 将浸泡后的样品放入超声波

振荡仪内振荡 ! 分散 之后进行激光粒度仪测量 ∀

对所有样品采用 ∏ 年矩法 ≈ 计算平均粒

径 !分选系数 !偏态和峰态 ∀

结果

两断面的水准测量和底质分析结果列于表 和

表 ∀表中的底质类型是根据 ≥ 命名方法确定

的 ∀两断面沉积物的中值粒径都比平均粒径粗 这与

柯贤坤 年在苏北海岸的观测结果是一致的 ∀中

值粒径 !平均粒径集中于 ∗ ° 断面中值粒径平

均为 平均粒径为 ° 断面的平均中值

粒径为 平均粒径为 以粉砂为主 ∀ °

断面沉积物稍粗于 ° 断面 ∀两断面潮滩沉积物的分

选性均较好 其中 ° 断面分选系数略低于 ° 断面 ∀

两断面均出现正偏态 而峰态值较为稳定 ∀

两断面上平均高潮位和平均低潮位附近以及粒

度参数发生突变部位的典型样品 即 ° 断面的

号站和 ° 断面的 号站 的粒度直

方图如图 所示 ∀这些粒度分布都是单峰的 这说明

物源统一或水动力条件比较一致 ∀这与刘仲衡等

年得出的本区潮滩粒度频率曲线出现双峰的结果不

一致 其原因可能是 当时的取样时间是 年 月

和 月 距黄河改道仅有 而本次取样时潮间带物

质已受到多年水动力作用的搬运和堆积改造 岸线在

这段时间内也发生了变化 ∀

图 水准测量和底质采样断面位置

ƒ √

两断面粒度参数沿断面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

性 ∀ ° 断面中部滩面较平坦 主要由粉砂组成 在高

潮位附近由于修筑公路开挖土方 使滩面变低 ∀断面

上半部长有红色耐碱盐蒿以及枯死的灌木丛 在水边

线附近有贝壳堤 主要由毛蚶 !文蛤等贝类组成 ∀距断

面近陆端 处形成波浪侵蚀陡坎 ∀从高潮位到

低潮位 有粒径变细 !分选性变差的趋势 偏态和峰态

变化较小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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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面上半部长满盐蒿 坡度很缓 在接近低潮

位附近 有一道明显的侵蚀陡坎 高约 是波浪

侵蚀所致 ∀在断面的中上部 约 处 有一条宽

约 的潮沟 还有大量刚开始发育的小潮沟 断面

上未见贝壳堤 ∀距断面近陆端 处形

成波浪侵蚀陡坎 ∀除个别位于潮沟的站位外 由高潮

位向中潮位沉积物逐渐变粗 中潮位以下粒径基本不

变 ∀从高潮位到低潮位分选变好 偏态和峰态没有多

大变化 图 ∀

图 ° 断面粒径参数与高程的关系

ƒ

√ °

两断面平均粒径和分选系数变化格局的差异显

示了水动力条件的不同 ∀ ° 断面从高潮位到低潮位

粒径和分选性变化表现出波浪作用特征 而 ° 断面

的变化则表现出潮流作用特征 ∀这两条断面相距约

° 断面的开敞程度相对较高 因此波浪作用比 °

断面更显著 据波浪侵蚀陡坎位置判断滩面相对较

窄 ∀ ° 断面的滩面宽度较大 潮流作用比较显著 细

颗粒沉积物向潮间带上部输运 ∀

图 ° 断面粒径参数与高程的关系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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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 两断面虽在粒度参数和滩面形态特征

上有一定的差异 两断面各自的粒度参数也有从断面

上部到下部的变化 但此种差异和变化相对于江苏的

淤泥质潮滩是较小的 ∀江苏沿岸潮汐作用强 潮滩宽

度大 ∗ 最宽 沉积物来源有多种 潮

滩沉积物粒度参数的空间变化也更大 ∀在研究区 沉

积物来源较为单一 潮滩沉积物粒度参数的空间变化

较小 ∀两断面沉积物最粗的地方均位于波浪较强的地

方 如 ° 断面的 号站和 ° 断面的 号站附近

分别形成了高约 和 的波浪侵蚀陡坎 而该

处也是粒径突变的地方 ∀这种波浪侵蚀陡坎与淤积型

潮滩上形成的陡坎 后者见于潮滩上部 ≈ 不同 是岸

线蚀退的标志 ∀与江苏潮滩相比 这里滩面物质较细

潮汐作用较弱 因此在黄河口南迁后波浪作用迅速加

强 其侵蚀效应已显现出来 尤其在 ° 断面 ∀

结语

在黄河三角洲北部 ∗ 年河口

区 附近 在开敞程度较高的岸段 潮间带较窄 水边

线附近形成贝壳堤 从高潮位到低潮位粒径变细 !分

选性变差 表现出波浪作用特征 ∀而在开敞程度较低

的岸段 潮间带较宽 由高潮位向中潮位沉积物逐渐

变粗 再向下粒径基本不变 从高潮位到低潮位分选

变好 潮流作用比较显著 ∀

粒度参数在断面上呈现出一些突变 这些

突变与波浪侵蚀陡坎具良好的对应关系 且这种波浪

侵蚀陡坎是岸线蚀退的标志 ∀

上述地貌与沉积特征说明黄河口南迁后

这里波浪作用加强 其侵蚀效应已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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