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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东湖底厦的类型及其分布
‘

冀偷添 官子和 黄耀桐 胡瑞苹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长江中下游的中小型浅水湖泊
,

目前沉积作用颇形弦烈
。

有些湖泊已变成陆地
,

不少

正疾速地朝着沼泽化的方 向发展
。

为了了解沉积作用
,

探求湖 泊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

我们

选择了武昌东湖作为栽点
,

以作研究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开始
。

同时
,

水生推管束植物和底

栖动物
,

与底质密切相关 ;湖底的有机碎屑
,

又是某些焦类和无脊椎动物的鲜料 ; 因此
,

作

为整个工作的第一步
,

先进行湖泊底质的稠查
,

对水生生物学以及国民握济
,

亦具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
。

1 9 6 3 年春
,

我们开始野外工作
。

在全湖 1 08 个点上采样
,

并选出 48 个代表样品 压进

行了机械分析(用比重豁法 )和有机祖分含量(用灼烧法)等的ffil] 定 ; 在室内完成了湖泊形

态侧量学标志的量算
。

本文郎是这些工作的初步总桔
。

一
、

湖区的 自然背景

1
.

地表桔构状况

东湖南面为向斜构造所祖成的几列低丘陵
,

走向近东西
,

分隔着东湖与南湖
。

最显著

的一列
,

是从洪山翘路枷 山
、

南王山
、

喻家 山到焉鞍山
。

这一列之北为狮子山
、

猴山
、

风筝山

和大涌山
。

磨山在最北
,

呈半岛状伸入湖 内
。

丘陵最高如喻家 山为 15 L 84 米
。 它俩主要

由泥盆耙砂岩和下石炭耙石英岩祖成
,

局部出现志留耙真岩和二迭耙健石层等
。

东湖湖

水分数支循断层拔插入陆地
,

例如
: “

茶叶港
, ,

插入洪山与路枷 山之简
, “

冷水布
”
插入路枷

山与南王山之简
, “

喻家湖
”
插入喻家山与焉鞍山之简

。

这样
,

湖水与陆地交错
,

增加了湖

岸的曲折率
。

而且因有基岩攘嵌
,

湖岸较陡
,

滨岸有条带状坡积层
,

盾硬粒粗
。

局部地段

基岩甚至伸入湖内
。

湖的东西两侧
,

主要为 30 米左右的阶地或台地
,

为晚更新世下蜀粘土所构成
。

因阶

地受到水流的切割较甚
,

使得湖岸支离破碎
。

如东北 面的
“

牛巢湖
”

便伸入阶地内部
,

湖岸

特别弯曲
。

湖的北岸靠近长江
,

冲积物与湖积物速成整片平原
。

湖的出 口青山港 由此向北入江
。

目前港 口建有水阉
,

通常江水不能倒灌入湖
。

但可以想兑
,

在港口建闹之前
,

或长江泛滥

之时
,

江水所挟带的泥沙
,

是东湖湖底沉积物的一个重要来源
。

11
.

生物气候特征

东湖地区属季风副热带北部的温湿气候
。

因此地略带内陆性质
,

高温与多雨特别是

*
本文曾于 1 9 63 年 10 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梅洋湖沼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暨 19 63 年学术年会上宣读过

,

会
后略有补充修改

。

并蒙罗开富教授审阅斧正
,

及本所第四室有关同志提出意见
。

文内部分插图由狄克同志复

墨
。

工作中
,

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

湖北省图书馆
、

地质局等单位
,

及我所有关同志热情提供资料
。

谨此一井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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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 昌 东 湖 的 位 置

(此图根据中国科学院测量制图研究所
,

19 5 8 年湖北省图之 l : 10 0 0 0 0 武汉市图改绘
。

)

PH e
.

1
.

K a
PT

a o 3 ePa
旦yH 一

X y y q aH a
.

与暴雨季节相吻合
,

这是引起湖区高地孩烈剥触
-
侵触的主要因素

。

因而挫过地表径流或

坡地漫流所带来的陆源物厦
,

是湖底沉积物的主要源泉
。

湖区的水热条件对生物的生长和繁殖是很有利的
。

湖内水生推管束植物生长茂密
,

它们是生物沉积主要的物厦基础
。

湖底沉积物通常是多根系或多腐屑的
,

并且呈现明显

的墨椽色
,

靓明生物沉积也是湖底沉积物的一个重要来源
。

陆上植被lllj 多被破坏
,

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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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影响不大
,

但相对加强了区内的水土流失
,

促进了陆源物厦向湖内的输送
。

本区的地带性士壤是黄棕壤和黄褐土 ;耕作区的土壤主要是水稻土
。

土壤比较粘重
,

因而湖底沉积物中
,

粘厦淤泥的比重也很大
。

由于本区寒热干湿季节变化明显
,

湖底沉积也有显著的节奏变异
。

剥触
一
侵触作用春

夏增弦
,

江水也多在此时泛滥(指历史时期)
,

湖底物理沉积迅速 ; 秋冬动植物大量死亡
,

此

时生物沉积加剧
。

二
、

湖 盘 形 态

现今的东湖包括
“

温林湖
” 、 “

郭郑湖
” 、 “

冷水布
, , 、 “

小爵林湖
” 、 “

团窝
” 、“

牛巢湖
” 、 “

膝

窝
’,

等数个部分(图 3 )
。

它跟戴家湖
、

惕春湖
、

沙涵等属一个系扰
,

其简有青山港和沙湖港

相互莲通
。

整个系枕总汇水面积为 1 8 7 平方公里
。

东湖的平面翰廓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
,

顶点向北
。

底边东西 (胡家容至水 口湖 ) 长

n
.

24 公里
,

值找长度 1 0. 弘 公里
。

湖 内最大竟度 5. 86 公里
,

平均宽度 2. 67 公里 ; 湖面面

积按拔海 2 0. 50 米水位舒算为 2 7
.

89 9 平方公里(合 41
,

850 市亩 )
。

湖岸长的 92 公里(不爵已拦截的湖汉 ) ; 岸筱发育程度
“ ~ 4

.

9 ‘)。 湖湾港道众多
,

东

北岸(
“

牛巢湖
”

及其附近 )尤其曲折
。

南岸接建丘陵
,

岸拔随地形而弯曲
,

岸坡略陡
。

几个

较大的湖汉
,

如
“

茶叶港
” 、 “

冷水布
”和

“

喻家湖
”
等是沿着断层核而发育的

。

湖的西岸已辟

为风景区
。

湖水的平均深度为 2
.

21 米 (容积 /面积 ) ; 总容量的 6
,

20 0 万立方米
。

湖底平均坡 降

tg a 一 0. 0 0 8 3 。 湖盆形态标志 C 一 1
.

94 2) ,

形态和圆柱体形相近
,

湖底理化性厦比较均匀
,

各类底质较难找出截然的界拔
。

湖底略可看出
,

北高南低
,

东高西低
。

最大深度 4
.

45 米

表 1 东湖面积
一
容积分布特性

*

T a 6 刀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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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中湖泊面积用求积仪法
,

容积用图解法(根据公式 V

求得
。

一

犷
‘(

·
, d ·

,

1
.

你y6 H H a ( M ) : 2
.

fl 几。以a八b
(

K M , ) : 3
.

0 6、爸M
, M几H ( M S) :

4
.

C o o T B盯叮s e H H曰益 y Po B e H b
( M )

.

l) 按公式
“ = l/ 2 、/ 万万

。

这里 l 是岸线长度 ; ‘是湖水面积
。

2 ) 按公式 c = d / S。
,

当 d = d二 = l 时之 c 值
。

这里 s。是湖泊重心位胜的深度 ; d 是平均水深
,

d m 是最大水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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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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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湖水位面积和容积关系曲线

P He 、 2
.

B aT “r Pa中H q ec K a 只 H 0 6七 e MH a 兄 K PH B曰 e o 3 e Pa 及yH 一

X y
.

( 由 1 9 5 4 年水位算得 )
,

最低点 1 6 .6 8 米在
“

郭郑湖
”中

,

距南岸都山的 0. 5 公里
。

·

应当注意
,

深度的增减和面积的增减
,

不是按此例的 (表 1 ,

图 2 )
。

例如
,

深度 由水位

2 0
.

50 米起针算
,

减少 1
.

0 米
,

面积豹减少 1/ 9 ( 由 2 7
.

9 减为 24
.

0 平方公里 ) ; 再减 1
.

0 米
,

面积几乎递减了 1/ 3 ;再减 1
.

0 米
,

面积又诚少了 1 / 2 以上
。

容积的减少Bl] 更为显著
,

如再

三次递减 L O 米
,

容积依次递减 1 / 2 弱
, 1 / 2 弦

, 4 / 5 弦 ; 这是一般浅水湖泊的通性
。

因

此
,

为了保持放养的需要
,

推持湖水的深度(使其不致变浅 )
,

是有重大意义的
。

假如东湖有 1 立方公里的湖水
,

根据形态特征爵算
,

BlJ 应占有 1
,

4 83 公里长的岸筱 ;

岸拔愈长
,

琪淤湖盆的作用就愈快
。

在 90 多年以前 (清同治 8 年 )
,

整个东湖只是一个更

大湖泊的祖成部分
,

当时称为郭郑湖 ; 其余部分是余家湖
、

白洋湖和沙湖
。

如今余家湖已

不存在 ; 沙湖与东湖已基本分开
,

而仅有港道相通 ; 白洋湖只剩下一条小港
,

就是青山港
。

东湖的面积
, 1 9 1 6 年是 3 8

.

00 平方公里 3) 。 1 9 1 9 年缩至 35 .7 5 平方公里。 ,

此时
,

青山港入

湖处有
“

陆洲
”出现

,

此系长江江水携带物厦倒灌入湖的拮果
。

19 5 3 年再精小到 3 1
.

63 平

方公里s); 其中
“

小瀑林湖
”和

“

温林湖
”
部分

,

撇浅最速 ; 北部
“陆洲

”

比 1 9 1 9 年往南延伸了

1 公里以上
。

湖泊面积的精小
,

除了沉积作用之外
,

人为 因素也不可忽祝
。

截至 1 9 6 3 年 5 月
,

人们

筑堤拦截湖汉共有 13 处 ( 图 1 )
,

面积达 3
.

7 3 平方公里 (的合 5, 60 0 亩)
,

使湖面精至 27
.

8 99

平方公里
。

至于
“

陆洲
”的发展

,

据传曾加人工所埙 ; 关于这点
,

尚待进一步锢查研究
。

此

外
,

近年来自青山 港港 口建闹后
,

湖水水位控制在 21 一24 米之简
。

江水既然不能值接入

3 ) 据 19 16 年测制的 1 / 1。万湖北省地形图
,

汉 口幅量得
。

勺 据 1 9 19 年测制的 1 /5 万湖北省地形图
,

磨山幅量得
。

5) 据 19 5 3 年 12 月一1 9 5斗年 3 月测制的 1 / 5 00 0
, 1 9 62 年中国科学院测量及地球物理所缩小 1 : 10

,

0 00 东湖水下

地形图量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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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

淤浅速度也相应地减援
。

’

三
、

底厦的主耍类型

1
.

分类原RlJ

根据沉积作用
、

沉积环境以及沉积物性厦的不同
,

我们将东湖的底质分为湖滨沉积
、

湖中沉积
、

以及基岩等三大类
。

湖滨沉积物中
,

根据机械祖成的不 同
,

分底厦为砂砾
、

粗砂
、

袖砂
、

粉砂
、

亚粘质
、

粘质
、

重粘质等
。

湖中沉积物中
,

除依据机械祖成以外
,

还根据有机祖分的多寡和腐烂程度进行分类
。

东湖底厦有机粗分合量为 2一20 多
,

平均 10 务
,

大于平均含量
,

腐烂程度较高的撇泥称为

腐泥
,

其它称为软泥
。

沉积物的其它重要性厦
,

如石灰反应和密实度等
,

我们也抬子适当的反映
。

这样
,

东湖底厦就分成下列 3 类 16 型
:

A
.

湖滨沉积

1
.

砂砾

2
.

粗砂
3

.

袖砂
4

.

粉砂

5
.

石灰性粉砂
石

.

硬厦粉砂

7. 亚粘土

8
.

石灰性硬厦亚粘土
9

.

硬质粘土
B

.

湖中沉积

10
.

亚粘厦软泥

11
.

粘质软泥

12
.

石灰性粘厦软泥

13
.

亚粘盾腐泥

14
.

粘质腐泥

15
.

重粘质腐泥

C
.

基岩

16
.

泥盆耙砂岩等

n
.

类型特征

1
.

湖滨沉积

(功 砂砾
—

机械成分以亘砾(道径 > 10 0 毫米 )和粗砂为主
。

主要是岸边崩落的基

岩碎块形成的堡积
一
坡积层

。

此外
,

堆积在湖滨而磨圆度较差的粗砾 (10 0一 10 毫米 )
、

相

砾(10 一1. 0 毫米)和粗砂
,

以及游泳锡和堤围坡脚的砂砾
,

也归入这一类
。

这里水生推管

束植物生长不良
,

无挺水植物
,

砾石上仅有刚毛藻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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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粗砂和袖砂
—

砂厦粒极 (1
.

0一 0
.

05 毫米 ) 占 80 % 以上的称为粗砂
,

60 一80 %

称为袖砂
。

有机粗分合量仅占 2一 4 % 左右 (表 2 )
。

均为坡积
一
湖积而成

。

呈灰黄或褐灰

色
,

夹有少量淤泥
。

生长着稀密不一的大茨藻拿丛或苦草草丛
,

上有很多螺蜘栖息
。

表 2 粗砂和姻砂的机械粗成与有机粗分含量

T a 6月
.

2
.

Me x a 妞“叼e e K “氏 e o e T a . K Py“ n o ro “ M e几K o ro “e e K a H 联 co 几eP班a ““ e o p r a H “q e -

C K 】IX K OM n O H e R T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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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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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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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0
·

l一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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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一 0
·

0 1 } < 0
·

0 1

一二一!
.

一
卜一二翌生- }一二二二兰- 卜‘竺立一

_

8
}

”o
·

0 3

} “
·

6 9
}

3
·

‘1

}
5

·

‘7

2 2

}
斗6

·

8 2

}
3 8

·

0 3

}
5

·

0 6

}
‘0

·

0 9

2 3 }
2 0

·

斗0
}

斗3
·

“U
! 巧

·

3斗 }

3
.

有机组
分含量

4
.

底 质 类 型

‘%) }
” 石 称 代 号

2巴8AAA

.飞.一一.0
内伟六一卜�.n乡二一�6一.“

一一.0

�片生一

⋯
�K

砂砂砂粗粗细3
。

2 0 1

2
.

17 2

3
.

7 6 9

1
.

H o M e P n Po 6。 ; 2
.

OT
0 0 0 e H“e

中Pa K
邸

。
(% ) : 3

.

Co期P、 a H吐e o Pr a H。、e
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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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n r pyo T a ; 5
.

H a 3 s a 。。e ; 6
.

3 H a K : 7
. K pyn H。。 n e e o K : 8

.

M
e几K。益 n e e o K

.

( 3 ) 粉砂—粉砂粒极 ( 0. 05 一 0. 01 毫米 ) 合量占 知 多 以上
。

有机粗分合量 2一 6多

左右(表 3 )
。

多属冲积
一
湖积或坡积

一
湖积物质

,

呈揭灰色或褐椽色
。

生长着撞拿丛或聚

草 + 黄林草荤丛
,

其上有螺蜘
、

摇蚊幼虫栖启
、 ,

并合螺壳
。

石灰性粉砂和硬厦粉砂
,

分别具石灰反应
6) 和底质紧实

7) 的特点
,

其他特性与粉砂同

( 表 3 )
。

表 3 粉砂的机械粗成与有机粗分含量

T a 6月
.

3
.

M
e x a n H , e e K “盛 e o e T a B a 皿 e . P“T a ” ”x e o 八e P班 a H ”e o 少a n “叨e e K“ x K o M n o ”e n T o B .

类一
l

lv.-L|||||
2

.

粒 级 比 例 5
.

底 质 类 型

1
.

0一0
.

1 1 0
.

1一0
.

0 5 10
.

0 5一 0
.

0 1

( % )

< 0
.

0 1

3
.

有机组
分含量

( % )

4
.

其他特征
6

.

名 称 代 号

卜样点号

二生556AAAAA4 l

7

2 7

2 9

l2

0
。

10

0
.

2 3

0
.

2 5

0
.

9 3

0
.

3 5

17
.

3 9

3 0
.

斗4

19
.

5 2

7
.

斗8

3 1
.

4 7

4
.

0 8 7

3
.

5 5 2

4
.

4 7 5

6
.

4 4 5

2
.

2 0 7

8
.

石灰反应

石灰反应

9
.

紧 实

10
.

粉 砂

粉 砂
I L 石灰性粉砂

石灰性粉砂

12
.

硬质粉砂

,了份、0,1QO00,、,
了
d
卫

,�
..

⋯
�吕n�门了O曰�产了,‘I

L, .上,‘,上
月

,n�3
0口一日‘U�Ulj曰.1OJ

..

⋯
,j02,‘,j�U一夕一j6

2匕一」

1
.

H o M e P n Po 6曰 : 2
.

OT
H o 山e H H e

中Pa K 以H “ ( % ) ; 3
.

Co 八e P米a u H e o Pr a H H q e e K o H x K o Mfl o H e H To B

( % ) : 4
.

且Pyr “e e Bo益e Ts a : 5
.

T o n r Py H Ta : 6
.

H a 3 o a H“e : 7
.

3 H a K ; 8
.

Pe a K以。江 H 3 o e 口K O B a ” :

9
.

fl 几o T H曰自: 1 0
.

AJI e B PH T : 1 1
.

灿
e B PH T H 3 B ec TK o e 曰益: 1 2

.

灿
e BP”T 水e cr K H 介

.

(劝 亚粘土
—

粘厦粒极 ( < 0
.

01 毫米)含量占 30 一50 务 ; 合有粘土
、

粉砂和砂粒
。

有机祖分含量在 5一10 多左右 (表 4 )
。

为坡积
一
湖积或冲积

一
湖积形成

,

呈褐灰或褐释色
。

生长着稀密不一的黄林草摹丛
、

苦草拿丛或思来眼子菜 十 聚草拿丛
,

其上有少量螺蜘
、

摇

蚊幼虫及寡毛类栖息
,

并含螺壳
。

( 5 ) 粘土
—

粘厦粒极 ( < 0. 01 毫米 ) 含量超过 50 %
。

有机粗分合量 5 多左右 ( 表

的
。

为坡积
一
湖积和冲积

一
湖积形成

,

粘着性弦
,

呈黄揭或灰椽色
,

多硬盾
。

生长着黄林草

6 ) 滴以 10 % 盐酸
,

有气泡发生
。

7 ) 测杆不能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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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 a 6月
。

4
。

M e x a H “叨e e K H 肠 e o e v a B

亚粘土的机械粗成与有机粗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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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汉应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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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T a 6刀
.

5
.

M e x a H”叼e e K “盛 e o e T a B

粘土的机械粗成与有机粗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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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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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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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T a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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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软泥的机械粗成与有机粗分含量

Pa 3 H H X 从月O B 从 】』X C O八e P班a 日 n e O P ra 日n 叼 e C K H X K O M n 0 H e H T O砂
.

2
.

粒 级 比 例 ( % )

一 0 0
.

1一 0
.

0 5 10
.

0 5一0
.

0 1 < 0
.

0 1

3
.

有机组
分含量

( % )

4
.

其他特征

5
.

底 质 类 型

7
.

代 号

L样点号

Bl0而耻耻瓦瓦瓦Bll施如
,山一、一一夕2
月,
0
‘

‘U11
4
护勺2

工j,
矛

9
‘

件3
ljOOQ甘2....

⋯⋯
乙U00只U八耳�02tll乡
.‘UJO00乙

.
哎JlfJ工J少一J尹O乙U�6‘U户O5

.

7 1 4 1
.

8 4 9
.

5 5 1

8
。

2 0 3

7
.

8夕5

8
。

3 4 1

7
.

3 2 3

9
.

0 7 4

6
.

1 73

8
。

9 3 3

8
.

4 3 9

6
.

84 7

2
.

2 5 3 8
.

2 3 5 9
.

4 5 9
.

80 3 1 8
.

石灰反应

亚粘质软泥

粘质软泥

粘质软泥
一

粘质软泥 一

粘质软泥 一

粘质软泥
’

粘质软泥

粘质软泥

粘质软泥

粘质软泥

石灰性粘
质软泥

1二一J护七�气夕20
2产011�Jd

‘

nOJR�2
11工J‘U内j

...

⋯⋯
O护2
00,11.1。n一nUCUnU,J32

,j2
fj,j113勺夕Z

j
份022‘
U
on
�,‘O曰Q�尹0111乡,L11,j内j

...

⋯⋯
n曰八占,IC乙n�j什,白2
11

,上2

B i ,

粒一

⋯
,一98
00
2
�‘U02,j�J1 2了,
声月、11气j乙

.曰j02n�之�,‘nUClf4
‘U2
On
2
11护,j尹0工jRO口气J11凡j33d

.月,4斗
,‘

1
.

H o M e P n Po 6 bl :

( % ) : 4
.

八py r”e

9
.

C yr月H H e T悦益 H月

2
.

OT
H o山 e H H e

中Pa K以“H ( % ) : 3
.

Co 八e P水 a H H e o Pr a H ”, ec K H x

5
.

T H口

10
.

T刀》I H He T 曰n

r PyH T a ;

H刀 ; 1 1
.

6
.

H a 3 B a H H e : 7
.

3 H a K : 8
.

H 3 B e e T K o B a只 Pe a K从””;

H 3 se CT K O B o
一

r刀”H H cr 曰仑 “刀
.



1 8 8 海 洋 与 湖 沼 7 卷

军丛或
J

霭来眼子菜 + 聚草拿丛
。

2
.

湖中沉积

湖中沉积的粘质粒极 (< 0
.

01 毫米 )含量占 30 一7 0 务 以上
,

含水量也在 7 0 务 以上
,

大大超过粘土或亚粘土
。

呈中性至微碱性反应 (p H 7 .5 一 8. 0 )
。

(l) 软泥一一腐殖厦较少(有机祖分合量 < 10 外)
。

粘着性较强
。

多半在湖水较浅
,

流动性较大
,

水生推管束植物较多的情况下形成
。

按其机械粗分可分为三个小类
:

亚粘质软泥 粘厦粒极合量占 30 一50 多
。

有机祖分合量在 9 % 左右(表 6 )
,

呈褐

椽色
。

生长着黄林草
、

焉来眼子菜 + 范草等植物拿丛
。

粘质软泥 粘厦粒极合量占 50 一 7 0 多
。

有机祖分合量 6一9 %
/

左右 (表 6 )
。

由于

沉积时简
、

腐烂程度
、

以及各种化学物厦的含量不同
,

可呈黄灰
、

褐灰
、

褐徐或墨释等多种

颜色
。

生长着稀密不一的谨
、

黄林草
、

属来眼子菜 + 聚草等草丛
,

上有较多的螺蜘
、

摇蚊

幼虫和寡毛类栖息
,

并合螺壳
。

表 了

T a 6 皿
。

7
。

M ex a u ”叼 e e K”伪 e o e T a B

腐泥的机械粗成与有机粗分含量

C a n PO ll e jl M “ H X C O几e p水a H H e O PFa H H 叼e C K n X K OM n 0 H e n T O B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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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质腐泥

粘质腐泥

粘质腐泥

粘质腐泥

粘质腐泥

粘质腐泥

9
.

重粘质腐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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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粘质腐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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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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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级 比 例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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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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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66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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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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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333 粘质腐泥泥 B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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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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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77 1 0
.

8 55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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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 0
.

2 222 5
.

8000 1 0
.

9333 8 3
.

0 555 1 0
.

7 5 777 重粘质腐泥泥 B i 压压

444 555 1
.

4 999 0
.

3 666 1 0
。

9 111 8 7
.

2 444 1 2
.

4 7 555 重粘质腐泥泥 Bi 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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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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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性粘厦软泥

(表 6 )
。

有石灰反应
。

植被生长良好
,

但较单钝
,

主要为黄林草
、

蝙藻等

(2 ) 腐泥
—

腐殖盾比较多(有机祖分合量 > 10 % )
。

粘着性弦而滑腻
。

多半在湖

水较深
、

流动性小
、

以及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

受到微生物的影响而形成
。

按其机械祖成亦

可分为三个小类
:

亚粘质腐泥 粘盾粒极合量占 30 一50 %
。

有机粗分含量 10 % 左右(表 7 )
,

呈褐灰

色
。

多根系
。

生长着范草等植物荤丛
。

粘质腐泥 粘质粒极含量占 50 一7 0 外
。

有机祖分含量多寡不一(12 一20 多
,

表 7 )
,

呈褐灰
、

褐椽或墨森等色
。

生长着少量的莲
、

大茨藻
、

黑藻 + 黄林草等拿丛
,

并有为数甚

多的摇蚊幼虫和寡毛类栖息
。

重粘厦腐泥 粘质粒极占 70 多以上
。

有机祖分含量在 10 一20 % 左右 (表 7 )
,

呈

褐灰
、

褐椽或墨碌等颜色
。

是全湖淤泥中最粘重
,

最滑腻的一种
。

湖水较深 (2
.

0一3. 5 米 )
,

不兄植被
,

有较多的摇蚊幼虫和寡毛类等动物栖息
。

3
.

基岩

基岩主要为泥盆耙砂岩
。

上面偶有岩块或砂砾
。

在岩块上着生着刚毛藻
。

四
、

底 厦 的 分 布

东湖的底厦
,

以重粘厦腐泥
、

粘质腐泥
、

粘厦软泥
、

石灰性粘厦软泥等 四类的分布最

广
,

的占全湖面积的 90 多 ; 其中
,

前两类的面积较大(表 8 )
。

底厦的分布
,

多呈斑块状
。

只有
“

郭郑湖
”和

“

鹿窝
”

两部分
,

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环带分布的迹象
。

不同的部分有不

同的底质
,

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图 3 )
。

表 8 东湖各类底质所占面积的比例

T a 6 月
.

8
。

II Po n o P双“n n 月。以a双“ Pa e n Po e r Pa u e 日”” Pa 3 H“ x rPy “T o

二
o 3 e P e 及y“

·x y
.

底 质 类 型

斗
.

重粘质
腐泥
(B

i。

)

5
.

粘质腐泥

(B
i ‘
)

666
.

粘质软泥泥 7
.

石灰性粘粘
/// n 、、 质软泥泥

///// p _、、
、、‘ 人1 /// 、月 l 盆JJJ

444
。

0 999 3
.

9 333

8
.

其 他 9
.

全 湖

2
.

面 积 (k m
,

)

3
.

占 全 湖 (% )

‘兰竺一卜竺
二
兰

一

3 8 1 2 3

1
.

T “n r PyH T a : 2
.

3 a H 只Ta 只 n 几。以a瓜b (
K M 忍

); 3
.

OT
B e e益 n 月。以a及“ o 3 ePa (% ); 4

.

T 只米e 刀o r刀“H“
-

叮 a只 ea n Po n即
b : 5

.

r 几“H H eT a 只 e a n Po n e刀 b : 6
.

T刀H H Hcr 曰益 H刀 : 7
.

H s s

昭
K o B o

一
r 几“H “cT b l兑 H几 :

8
.

H H o益: 9
.

B ee o 3 ePo
.

占东湖面积最大的重粘盾腐泥(38 外)
,

主要分布在
“

郭郑湖
” 、 “

冷水布
” 、 “

鹿窝
”

三部

分 (图 3 )
。

占第二位的粘质腐泥(23 多)
,

主要分布在
“
牛巢湖

” 、“

团窝
” 、“

温林湖
”

三部分
。

占第三位的粘厦软泥(巧 务)
,

分布在
“

郭郑湖
” 、 “

小温林湖
”与

“

团窝
”
三部分的交接带

,

以

及
“

膺窝
” 、“
郭郑湖

”

和“
冷水布

”

的边椽
。

石灰性粘厦软泥占面积也不小(14 多)
,

它独占着
“

小温林湖
”的大部分

,

东湖其他部分没有它的踪迹
。

此外
,

沿湖岸断疲分布的底质
,

多为

各种湖滨沉积
,

局部地方是基岩
。

为了了解底盾分布的实厦
,

我们在图 3 上选取 R 一R
’

断面作此较(图 斗)
。

在这个断

面上
,

除岸边和
“

陆洲
”

附近之外
,

平均粒径曲梭比较平值
。

底厦的平均粒径
,

南部岸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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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 0
.

2 5 5 毫米
,

离南岸 7 5 0 米处 (点 Ix) 为 0
.

0 斗。毫米
。 “

陆洲
, ,

附近 (点 v l) 为 0
.

0 2 6 毫

米
。

其余湖 中部分在 0
.

01 4一 0. 01 7 毫米之简 ;南部
“
郭郑湖

’,

最小
,

而敲部分的重粘质腐泥

正是这些粒径扣小的颗粒所祖成
。

粘厦粒极(< 0. 01 毫米 )舍量曲拔从南到北起伏数次
,

合量趋势大致随水的深浅而增

诚
,

北少南多
,

滨岸少而湖心多
, “

郭郑湖
”
湖心最多

。

有机祖分含量曲修
,

总的趋势也是北少南多(
“

小爵林湖
”
部分特别少)

,

滨岸少而湖心

多
。

这靓明有机物厦的来源和聚积
,

与粘盾物厦有密切关系
。

东湖底厦粒配曲袋(图 5 )的分布情况
,

非常清楚地反映了南部低丘湖岸底厦质地较

粗
,

湖中较袖
,

而且湖中底质的厦地是大面积相似的
。

除滨岸(点 l) 和
“

陆洲
”
附近 (点 VI )

以外
,

东湖大部分底厦是 由占 60 多以上的粘质粒极粗成
,

平均粒径在 0. 01 4一氏。朽 毫米

之简
,

是较袖和较粘重的底质
。

它与长江青山峡的泥沙粒配情况非常相符(根据 1 9 5 5 年

资料
,

除 11 和 12 月长江稍粗外)
,

靓明东湖沉积物与长江泥沙关系密切
。

粽合上述
,

.

东湖底厦有如下四个特点
:

(1) 各类底厦的分布多成斑块状
,

而不是全湖

呈有规nlj 的环带形
,

湖泊各个部分显现出一定的区域性 ; (2 )北部底质较粗
,

南部较栩
,

滨

岸较粗
,

湖 中较相 ; (3 )北部 (特别是
“
小温林湖

”
部分)底质合有机粗分较少

,

南部合有机祖

分较多
,

滨岸少而湖心多
,

其含量高低与底厦袖粗的分布有一致性 ; (4 )
“

小温林湖
”

部分的

底贯独具石灰反应
。

这些特点的形成
,

与整个湖区的 自然背景有关
。

东湖湖盆比较浅平
,

又分为几个部

分
,

各个部分的沉积条件不同
,

各 自沉积
,

所以底厦不能环湖成带
。

由于底质来源较复杂
,

针有长江河漫滩相物厦
、

地表径流带来的物厦
、

湖中生物沉积
,

以及湖岸剥触沉积等等
,

它

们对东湖各部分的作用不同
,

各部分的沉积环境不同
,

因此便形成各部分相对地具有一定

的区域性
。

底质相对地北粗南袖
,

可能是受长江泛滥或青山港影响
,

自北而南
,

泛滥物贯

或悬浮物质先粗后相地沉积下来之故
。

底质合有机祖分一般较多
,

但北部(特别是
“

小温林湖
”
)含量较少

,

这是与有机物厦来

源
、

粘粒的多少
、

以及有机厦的保存条件等密切相关的
。

东湖生长着茂密的水生推管束植

物
,

覆盖度一般在 40 多以上
, “

郭郑湖
”
近岸带更高达 80 %

,

为底髯提供了丰富的有机物

厦
。

沿湖居民活动相当频繁
,

生活污水带入湖 中的有机物厦也不少
。

但
“

小爵林湖
”
部分

,

主要生长着黄耕草草丛
,

农民每年大量打捞作椽肥
,

使它的有机物盾来源大减
。

另外
,

东

瑚的底震一般呈中性至微碱性
,

较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

而
“

小温林湖
”的底质呈碱性

,

较易

使有机物厦分解和散失队剑
。

东湖底厦北粗南袖
,

保存有机盾的能力
,

也是北部较小南部

较大叫
。

再者
,

较轻的有机物盾要求在较静的环境中沉积
,

这恰与袖小粘粒的沉积条件相

同
,

而东湖湖心和南部较深
,

有机物质与粘粒便多聚积在那里
。

“

小温林湖
”

的底厦独具石灰反应
,

一方面可能是黄林草
、

翰藻等的生物化学沉积作用

所引起
,

另一方面RlJ 可能是从长江来的物厦对
“

小温林湖
”
影响较大之故

。

五
、

桔 藉

湖泊底质的分类
,

目前有按机械成分分的
,

有按化学成分分的 (包括按碳酸钙含量

分 )
,

也有按有机成分分的
,

等等
。

因此
,

同一底厦可以 出现不同的哄法
,

而不同的类型
,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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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一名称
。

我俩的分类带有尝栽性盾
,

根据机械祖成与合水量的多少而分出粘土和撇

泥
,

根据有机祖分合量的多少与腐烂程度而把淤泥分为腐泥和软泥
。

如此是否适当
,

箫大

家指正
。

我们也还要在今后工作中予以膝征
。

对于有机粗分的理解与侧定时的处理
,

也未取得一致意晃
。

我俩的做法是把所有肉

眼可兑的生物(包括活的与未腐烂的)除去
。

对腐泥与软泥的划分标准
,

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也是彼此不同的
。

我们根据长江中下

游湖泥的情况(洞庭湖
、

黄石花焉湖
、

大湖
“

五里湖
”
部分等

,

有机祖分合量均小于 10 多)
,

以及东湖的平均数字 (豹等于 10 务)
,

把有机祖分含量大于 10 % 的撇泥称为腐泥
。

我们

款为
,

这对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是比较合适的
,

有一定代表性
。

东湖底厦不形成全湖有规glJ 的环带形
,

独具特色
,

但仍深受湖盆形态和湖水深度等的

影响
。

例如
:
从湖滨到湖心

,

由浅水地段到深水地段
,

底盾的机械祖成
、

有机祖分或其它

性状
,

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分选性 ;各个类型的界拔大致与等深钱吻合
。

必复指 出
,

面积过小的个别类型图上不能擒出
,

所以有些湖滨沉积类型看不兑了
,

使

湖中沉积直接与湖岸接触
。

.

沉积物的垂直分异
、

矿物化学成分
、

沉积来源
,

以及现今的沉积速度等
,

对深入了解沉

积作用及其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

意义重大
,

这些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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