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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口海岸带沉积物粒度成分

的Q型因子分析
*

李 凡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近年来
,

因子分析在地质学各分支学科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

Kl av an
,

so loh us 和

K la va nt
4 ,71 等曾用 Q 型因子分析对现代海湾和湖泊沉积物粒度成分进行研究

,

根据端元原

素所代表的典型沉积环境及粒度成分分布特征的分析
,

区分了研究区的沉积环境
,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

他们认为
,

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对古代沉积环境的研究
。

这种方法与

Fo lk[
, 山61 等人提出的方法不同

,

它运用了粒度分析的全部信息
,

而不是只取几个特征粒 级

或粒度参数
,

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它们与沉积环境间的关系
。

本文运用 Q 型因子分析法
,

对白沙 口 海岸带及滨岸浅海区沉积物的粒度资料进行了

计算分析
,

并将研究地区的不同沉积环境及相应的沉积物粒度分布特征迸行了分类
。

一
、

调查区自然地理概况

白沙 口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
、

五垒岛湾的西南隅 (图 1)
。

西有古龙嘴往南向海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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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沙口海岸带取样站位图(1 : 1。。。。。)

(图例说明注字
“

蚀石咀
”

应为 : 砾石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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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常家庄南呷角相隔

,

形成次一级相对独立的海湾
,

湾口 朝向东南
,

面对黄海
。

调查区岸

段为开阔的港湾式海岸
,

湾内自常家庄南有一条长约 6 公里的沙嘴向西延伸
,

在海阳所村

南部与西面的角滩隔一潮汐通道相呼应
。

沙嘴北面是泻湖
,

此潮汐通道即为泻湖的出口
。

这里由于 白沙滩河泥沙的累年输入
,

发育了泻湖口 三角洲
。

三角洲附近因为波能幅聚
,

加

上潮流
、

河流迂流的相互作用
,

泥沙运动活跃
,

形成许多沙洲
、

沙岗等堆积体
。

上述大型沙

嘴
,

在沿岸带泥沙横向运动的影响下
,

具有沿岸沙堤的特征
,

并且发育了复式沙堤
。

根据

野外观察
,

本区发育有大小不同的三道沿岸沙堤
,

靠近泻湖的是第三道沙堤
,

上面已经长

满了茂密的松林
,

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改变了原始面貌
。

由此向南为第二道沙堤
,

其上长

有草本植物
,

沙堤长期裸露于大气之中
,

在风力作用下
,

发育成滨岸沙丘
。

这两道沙堤间

的凹地上长有芦苇
。

再向南
,

即是第一道沿岸沙堤 (以下简称沿岸沙堤)
,

亦即现在的高潮

线附近
,

经常处于激浪冲流及回流的作用之下
。

调查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区
,

夏季多东南风
,

冬季多西北风
,

全年最大风速 18 一20 米/

秒
,

风 向偏北
。

海浪
,

夏季以涌浪为主
,

波向集中在 E一 S 方位间 ; 冬季以风浪为主
,

波向较分散
。

由

于岸线轮廓的影响
,

全年盛行波向为 1斗9 。 。

夏季波高多大于 1 米
, 19 72 年实测最大波高

3
.

3 米
。 19 7 2 年 7一 8 月实测月平均潮差 2

.

铭 米
,

最大潮差 3. 咒 米
。

大风浪又逢大潮时
,

激浪冲流可以漫过沿岸沙堤
,

冲刷滨岸沙丘的坡脚
。

潮流基本上为往复流
,

在 一 5一一 10 米等深线处
,

潮流流向大致与等深线平行
,

涨潮

流流向 SW
,

落潮流流向 N E 。

上述各种动力条件
,

在不同的地貌单元上形成不同的组合
,

因而相应的沉积物也显示

出不 同的粒度分布特征
。

二
、

Q 型因子分析结果

在调查区
,

我们分别在沿岸沙堤
、

滨岸沙丘
、

沙洲以及滨岸浅海等地采集了 35 个样品

进行机械分析
,

每个样品分汐 9 个粒级
。

根据这些粒度分析的资料
,

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的因子分析程序[11 (我们作了某些修改
、

编译)
,

在本所 D JS
一 6 机上进行计算

。

在原程

序中
,

为了使所选出的主因素能够代表典型样品 (即最靠近因子轴的一个样品) 所具有的

表 1 因子分析 Q 型特征值 (丸)

1 3
.

8 7 0
。

2 7 0
.

0 4火 1 0一
8 0

‘
02X 1 0 一 8 0

.

0 3 火 1 0一
9

一 0
.

0 9 火 1 0一
9

一 0
,

02 火 1 0明

1 0
.

6 7 0
.

03 火 1 0一
8

0
.

0 2 义 1 0 一 8 0
.

0 3 又 1 0 一
,

一 0
.

0 1 X 1 0 一
9

一 0
.

02 火 1 0 一8

0
.

03 X 1 0
一 8 0

.

0 1 只 1 0一 0
.

0 2 又 1 0 一
9

一 0
.

0 1父 1 0一
9

一 0
.

0 3 丫 1 0 一 8

2
,

6 5 0
.

0 5又 10
一 g 0

.

03 只 1 0一
8

0
.

0 1 丫 1 0一 一 0
.

0 6火 1 0 一
,

一 0
.

0 1火 1 0 一
,

一 0
.

0 4 火头0 ‘吕

0
.

0 4火 10 一吕 0
.

0 3 火 1 0 一
8

0
.

0 1 又 1 0 一 8 一 0
.

0 7火 1 0 一 , 一 0
.

02 只 1 0 一8 一 0
.

0 8 丫 1 0 一吕

样品数 35 个 ,
每个样品粒级数 9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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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四个特征及其累积百分比

主主 因素号号 特 征 值值 累 积 值值 累积百分比比 代表性样品号号

(((((((((% )))))

又又
111

1 3
.

8夕夕 13
.

8 777 3 9
。

6 000 l 444

又又
:::

1 0
.

6 888 2 4
.

5 555 7 0
.

1 000 2 222

人人,, 6
.

3 999 3 0
.

9 444 8 8
.

3 555 666

凡凡凡 2
.

6 555 3 3
.

5 999 9 5
,

9 222 1 0 666

地质特征
,

对于初始因子轴采用了正交的方差最大轴旋转
,

同时按照重新定义的标准方差

最大准则
,

消除旋转产生的误差
,

因而
,

这种方法是较为适用的
。

表 1 和表 2 分别列 出了调查区沉积物粒度成分Q 型因子分析的特征值 (又
*
) 以及前

四个特征值的累积百分数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前四个特征值所代表的方差
,

已经 占总方差的 95
.

92 多
,

故选出的这

四个特征值
,

对原始数据的拟合程度是好的
,

它们能够代表整个样品数据的变化
,

因而将

其作为调查区所求的端元原素
。

三
、

典型样品代表的沉积环境及样品分类

通过 Q 型因子分析计算
,

我们选取了 又: , 几2 , 又3 , 又; 等四个主因素
,

作为本区典型沉

积环境的代表
。

它们的代表样品分别为 1 4 , 2 2
,

6 , 10 6 。

其粒度参数见表 3 。

表 3 典型样品的粒度参数

飞飞淤磐选选
M

zzz 口口 SKKK K GGG

lll斗斗 1
.

5 0 000 0
.

3 3 000 一 0
.

02 000 0
。

7 5 333

222 222 5 7 0 444 1
.

5 0 000 0
.

2 9 000 1
.

2 2 000

66666 2
.

0 7 111 0
.

4 7 666 0
。

1 0 000 0
.

9 5 222

111 0 666 0
.

7 3 555 0
.

7 3夕夕 0
.

0斗444 1
.

0 4 888

, 去 一
样品 14 为中沙

,

分选极好(按 Fo lk 分级标准 )
,

其中
,

中沙粒级占总量的 9 2
.

4 %
,

其粗

抄粒级中含有较多的贝壳碎片
。

样品为负偏态
,

峰态值小
,

位于沿岸沙堤向海坡中部
,

由

于激浪冲流和回流的往复冲刷以及重力作用引起的沙粒在斜坡上的滚动
,

使沙分选良好
。

频率分布为单峰曲线(图 2 )
,

这是在高能海滩环境下沙的典型粒度分布特征
。

样品 2 2 号为细粉砂质软泥
,

粗粒级中含有少量贝壳碎屑
。

样品以粉砂粒级为主
,

并

含有较多的粘细物质
,

质软且有可塑性
,

此外
,

还有生物活动形成的虫孔构造
,

分选性差
,



李 凡 : 白沙口 海岸带沉积物粒度成分的 Q 型因子分析

0 0
.

5 1 1
·

5 2 2
·

5 3 3
.

5 笋
一
0

.

5 0 0. 5 1 1
.

5 2 2
.

5 3 户

愧
。

1
.

5一1
一
0. 5 0 0. 5 1 1

.

5 2 2
.

5 价 2
.

5 3 3
.

5 4 4
.

5 5 5
.

5 6 氏 5 7 7
.

5 8 8
.

5 声

图 2 典型样品粒度频率分布图

正偏态
,

峰值大
,

频率分布曲线为多峰型
。

该样品处于滨外浅海
,

水深 一6
.

5 米处
。

这里

海底坡度平缓
,

水体相对稳定
。

根据 1 9 71 一 19 7 4 年的调查结果认为
,

就全年平均状况而

言
,

本区水深大于 3
.

5 米的海底泥沙即处于稳定地带
。

在大风浪期间(平均波高 1
.

4 米
,

周

期 4
.

9 秒 ) 海浪作用泥沙的起动临界深度为 一 6. 5 米山
,

这种海浪在本区的年 出现频率小

于 10 多
。

本区实测距海底 2 米的最大潮流流速为 20 一27 厘米/ 秒
,

按照泥沙的起动流速

判断
,

除大浪期间泥沙被搅动扬起时海流作用明显以外
,

本区海底泥沙基本上处于稳定状

态
。

此外
,

在洪水季节
,

较强的人海逸流可能将少量粗粒物质搬运到这里沉积后
,

因水体

稳定而得不到充分分选
。

所以这里所代表的海水动力因素系较为平静的弱能沉积环境
。

其沉积作用动力以重力作用为主
。

6 号样品为细砂
,

分选好
,

正偏态
,

频率分布曲线为单峰型
。

该样品位于滨岸沙丘

上
。

风力对于沙有强烈的分选作用
,

托洛波夫等人曾指出
,

风速 4
.

5一 6. 7 米 /秒和 6. 7一

8
.

4 米 /秒时
,

分别能够搬运粒径为 0. 25 毫米和 0
.

5 毫米的沙粒
。

据现场观测资料
,

全年风

速大于 5 米 /秒的频率约为 4 8
.

5多
,

大于 8 米 /秒的频率为 20
.

9 %
。

在风速大于沙粒起动

的临界值时
,

南部海滩上和北部沿岸沙堤上吹来的细砂
,

皆被沿岸沙丘上的草本植物阻

挡
,

堆聚一起逐渐增高而成沙丘
。

因此
,

这里沙的粒度成分一般比沿岸沙堤细
,

而且多呈

现 出正偏态特征
,

部分样品也有弱负偏态
。

106 号样品为粗砂沉积
,

其 中粒径大于 1 毫米的粗粒物质占 13
.

1 %
,

其含量和中砂粒

级接近
,

分选中等
,

频率分布曲线为多峰型
。

与 14 号样品比较
,

其平均粒径较粗
,

分选较

差
。 106 号样品位于沙洲上

,

处于碎波带范围内
。

这里水体涡动强烈
。

由于潮汐涨落
,

有

时淹没于海中
,

有时则露出水面
,

经受风力浸蚀
。

沙洲本身坡度较平缓
,

故其沉积环境与

上述比较
,

虽有相似而又有不同
,

可看作沿岸沙堤等沉积环境之间的过渡类型
。

以上是 丸一又,

所代表的沉积环境
。

根据这四个特征值
,

我们可以将调查区的样品分

为四类
,

每个样品所代表的沉积环境的比重可用上述四个主因素的权系数值表示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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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 的数据
,

绘出以下分类图
。

图 3 沉积物按主因素权系数分类
. 沿岸沙堤 ; . 滨岸浅海 ; 0 滨岸沙丘 ; △沙洲

。

旋转后的主因案权系数值

久
:

(1 3
·

8 7)}又
:

(10
·

6 8 )
样品号 样品号

权系数 l 权系数

表 4

又3

(6
.

3 9 )

权系数

久
;

(2
.

6 5 )

权系数

�‘U问z�匕O
月

,n�11,工
月

传1工尹OQ�nU伟‘,j,‘�,八nUUCU八U�日��.1二门‘,一门jfj八j11夕一,�,护O尹自111111,1. .二, .山1工}
一。

.

0 4 :
{

。
.

7 4 6
}

_ 。 5 2:
}

0 0 1 9

~)

6

7

8

9

l D

1 l

l 3

l 9

l 8

1 7

l 6

l 5

l 4

1 1 3

1 1 0

1 0 5

0
.

0 82

一 0
.

0 0 4
’

0
。

0 3 7

0
。

0 0 1

0
。

0 9 8

0
.

0 7 5

0
.

0 23

0
。

7 0 8

0
。

9 3 1

0
.

8 69

0
.

9 7 0

0
。

9 6 6

0
.

9 7 0

0
.

9 70

0
.

9 5 1

0
.

9 32

0
.

4 43

0
.

0 8 7

0
。

1 2 0

0
.

0 8 5

0
。

1 2 3

0
.

0 8 3

0
.

1 0〕

0
.

0 7 9

一 0
.

0 5 3

0
.

0 0 2

0
.

0 0 1

0
.

0 0 2

0
.

0 00 3

0
.

00 1

一 0
.

0 03

0
.

0 02

一 0
.

0 03

一 0
.

0 0 0 1

一 0
.

9 87

一 0
.

9 9 0

一 0
.

9 8 9

一 0
.

9 8 7

一 0
.

9 8 4

一 0
.

9 89

一 0
.

8 8 7

一 0
.

5 1 6

一 0
.

0 1 6

一 0
.

0 2 4

一 0
.

0 2 1

一 汀
.

0 1 3

一 0
.

02 6

一 0
.

0 4 1

一 0
.

0 1 8

一 0
.

0 6 4

一 0
.

0 12

0
.

0 1 7

一 0
.

0 0 4

一 0
.

0 0 3

0
。

0 0 1

0
.

0 1 3

0
.

0 1斗

0
.

0 0 6

0
.

1 4 3

0
.

3 5 8

0
.

4 9 0

0
.

2 3 5

0
.

2斗8

0
.

0 23

0
.

2 39

0
.

2 99

0
.

3 22

0 8 9 5

又
,

( 1 3
.

8 7 )

权系数

0
.

2 9 5

0
.

6 3 1

0
.

7 4 8

0
.

5 3 3

0
.

2 7 2

0
.

3 4 4

0
.

3 4 3

0
.

0 0 2

一 0
.

0 0 1

一 0
。

0 1 9

0
.

0 1 4

一 0
.

0 3 4

0
.

0 1 3

一 0
.

0 2 4

0
.

0 1 4

0
.

0 1 1

0
.

0 0 9

又
,

( 10
.

6 8 )

权系数

一 0
.

0 0 0 4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0 1

一 0
。

0 0 1

一 0
.

0 0 1

一 0
.

D0 0 2

0
。

9 9 3

0
.

9 6 6

0
.

9 3 8

0
.

9 8 5

0
.

7 9 8

0
.

9 7 9

0
。

9 2 2

0
.

9 7 7

0
.

8 9 6

0
.

9 8斗

凡( 6
.

3 9 )

权系数

一 0
.

0 1 0

一 0
.

0 1 2

一 0
.

0 1 4

一 0
.

0 1 5

一 0
.

0 1 0

一 0
.

0 1 2

一 0
.

0 1 0

一 0
.

0 4 9

一 0
。

1 3 0

一 0
.

2 5 8

0
.

0 4 1

一 0
.

47 4

0
.

0 5 6

一 0
.

3 1 9

0
.

0 8 0

0
.

0 0 9

0
.

0 2 9

又
4

( 2
.

6 5 )

权系数

0
.

9 5 2

0
.

7 6 9

0
.

6 6 0

0
.

8 42

0
.

9 52

0
。

9 3 4

0
.

9 2 5

一 0
.

0 02

一 0
.

0 0 2

0
。

0 0 8

一 0
.

0 0 7

0
.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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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是以 又:

和 又2 为横
、

纵坐标轴的样品分类
。

沿岸沙堤
、

滨岸浅海和滨岸沙丘的

样品
,

分别集中在横
、

纵坐标轴的一端及坐标原点附近
,

而沙洲的样品则沿横轴散布在沿

岸沙堤与滨岸沙丘的样品之间
。

这说明前三种样品中
,

每个样品均与其典型样品的性质

相似
,

而又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沉积环境 ;沙洲沙的样品点分散
,

反映了其所处环境中

沉积动力因素的变化较大
,

呈现 出某些沉积环境间的过渡性特征
。

图 3b 是以 又,

和 几,

为横
、

纵坐标轴分类
。

沿岸沙堤及滨岸沙丘的样品
,

分别集中在

横
、

纵坐标轴的端点
,

而沙洲及滨岸浅海的样品
,

则散列在横轴上及靠近原点的纵轴上
。

这

种情况除与图 3 a
所反映的特点相同外

,

还表现 出在滨岸浅海环境中沉积动力因素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
。

图 3c 是以 又:

和 又; 为横
、

纵坐标轴的分类
。

沿岸沙堤的样品散布在典型样品

—14 号样品的周围
,

而沙洲的样品则从 又;

的典型样品
—

106 号向横轴方向扩散
,

显示出

该样品代表的沉积环境的过渡性特征
。

滨岸沙丘及滨岸浅海的样品
,

群集在坐标原点周

围
,

明显地表现出和前两类的区别
。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可以将本区样品分为三类
,

其沉积环境分别为沿岸沙堤
、

滨岸沙

丘和滨岸浅海
。

据样品点落在图中的坐标位置来看
,

沙洲沙样品点最分散
,

其沉积环境为

过渡性质
,

总的趋势倾向于沿岸沙堤
,

为激浪冲流和回流作用的高能沉积环境
,

沉积物搬

运方式以推移
、

跃移为主 ;滨岸沙丘则为滨海风成沙丘沉积环境
,

沉积物搬运方式与前者

相同 ;滨岸浅海属静水沉积的弱能沉积环境
,

沉积物搬运以悬移为主
。

四
、

不同沉积环境下的沉积物粒度参数特征

在同一地貌单元上
,

由于部位不同
,

其沉积动力条件组合亦有所差异
,

反映在粒度分

布特征上也不尽相同
,

在某种情况下
,

粒度参数变化很大
。

表 , 列 出了调查区不同沉积环

境条件下沉积物的粒度参数
。

表 5 白沙口不同地貌单元上沉积物的粒度参数

扮扮二
___ M

zzz aaa SKKK K GGG

平平平均均 变化范围围 平均均 变化范围围 平均均 变化范 围围 平均均 变化范围围

滨滨岸沙丘丘 999 l
。

9 9 111 1
.

9 1 6一2
.

1 0 000 0
.

5 1999 0
.

4 62一 0
.

5 9 000 十 0
.

0 8 222 十 0
.

0 5 3一 0
.

1 1 666 1
.

0 7 ,, n n 气 , 1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

0 3 333 一 0
.

0 2 6一 0
.

0 3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UUUUUUUUUUUUUUUUUUUUU .

夕夕乙
一

1 .

‘J ‘‘

沿沿岸沙堤堤 888 l
。

46 555 1
.

3 2 7一 1
.

5 1 000 0
.

40 666 0
.

3 16一 0
.

5 3 555 一 0
.

1 4 555 一 0
.

0 2 0一0
.

3 4 333 1 1 , RRR 0
.

7 1 5一l
。

6 0 999

沙沙 洲洲 888 0
。

82 444 0
.

6 4 1一 1
.

12 888 0
.

7 3 666 0
.

6 12一 0
.

8 2 777 十 0
.

0 3 999 + 0
.

0 3 3一 0
.

0 4 444 0
.

92 999 0
.

7 2 0一 1
.

12 66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

1 1 888 一 0
.

0 0 4一 0
.

3 0 7777777

滨滨岸浅海海 1000 5
。

7 8555 4
.

6 26一 6
.

7 3 888 1
.

5 3 666 1
.

0 48一 2
.

0 4 333 十 0
.

2 7 444 十 0
.

1 4 7一0
.

39 333 0
.

9 6333 0
.

6 89 一1
.

2 4 888

应当指出
,

在同一沉积环境中
,

沉积物的粒度参数有一定的变化是 自然的
,

如果变化

幅度太大
,

则会失去其对于沉积环境的指示意义
。

为研究粒度参数在某种沉积环境下的

变化大小
,

我们引用变异系数 c v ;
来表示其在同一沉积环境中的相对波动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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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 系数 c v ;
定义为

: s / 又
。

式中 s 为样本 (指总的样品)的标准离差
,
又为样本的

均值
,

下标 i 为粒度参数类型
。

表 6 列出了本区不同沉积环境中样品的 M
:

和 , 的变异系数
。

表 ‘ 不同地貌部位上沉积物样本均值 (M : ) 标准离差 (司 的变异系数

- 止竺竺一阵竺共一阵
一
生翌一二

兰竺‘卜二兰
一-

⋯三竺
-

卜兰- 卜兰全止}
一兰-

.

。
·

。, 9

{
。

·

。, ,

}
。

·

。4 ,

}
。

·

‘6 6

】
。

·

‘7 7

)
。

·

。59

CCC V M :::

目前我们尚不能提 出划分 CV :
值大小的标准

,

只能暂时从其相对大小进行比较
。

从表 6 可见
,

滨岸沙丘上样本的 Cv M :

和 C V 。

值均小
,

说明其沉积动力因素在这种

地貌单元内的变化幅度较小
,

因而其粒度参数对于该沉积环境的代表性较强
。

在沿岸沙

堤上
, C v M二

值较小
,

而 C v
。

值较大
,

这说明虽然沿岸沙堤的分选性普遍良好
,

但其相对

变化幅度仍较大
,

这可能是由于影响粒度分选作用的某些动力因素在沿岸沙堤的不同部

位上分布不平衡所致
。

沙洲沙的平均粒径值变化较大
,

其分选性虽然较差
,

但相对变化不

大
。

滨岸浅海沙的平均粒径和标准离差的空间变化都大
,

主要因为这个区域包括的范围

较广
,

条件差异较大
。

从 c v ; 的变化情况来看
,

研究沉积环境不但不能依据某个粒度参数特征
,

而且要对

粒度参数进行全面分析
,

并结合其他条件综合考虑
。

五
、

沉积物粒度的概率曲线
、

C 一M 图及粒度参数散点图

为进一步研究本区不同沉积环境的沉积物粒度分布特征
,

并与 Q 型因子分析方法相

对照
,

我们选取了 目前常用的概率曲线
、

C 一
M 图及粒度参数散点图

。

1
.

粒度概率曲线

从图 4 可以看出
,

沿岸沙堤和沙洲沉积物的概率曲线上
,

都表现出三个群
,

其中跃移

群均可分出两个亚群
。

两类沉积物比较
,

沙洲沙较粗
,

但其曲线特征相似
,

均属海滩沉积

环境
,

其特征和浙江普陀山海滩
、

滦河口 附近的沙质海滩等地海滩沙的概率曲线特征相似

(图 斗b )
,

都是激浪冲流和回流等所谓双向底流对沉积物反复作用的反映
。

在滨岸沙丘的概率曲线上
,

跃移群的两个亚群基本合为一个
,

显示出一般风成滨岸沙

丘典型概率曲线的基本特征
。

滨岸浅海沙的曲线形态与前者不同
,

其中悬移荷载显著增

多
,

跃移荷载粗端较细
,

分选较差
。

2
.

C
一

M 图

图 5 中我们引用了 c 一
M 图的某些基本图形

,

并在其中投上了调查区样品的数据
。

可

以看出
,

本区测点样品组合成为半
“S’’ 形

,

与基本 图形比较
,

缺乏 Q一 R 和 R 一s 段
,

不同

于河流沉积环境的特点
,

但是与其牵引流动力条件又相似
,

都落人海湾沉积区和静水沉积

区内
。

上述情况说明
,

沿岸沙堤
、

沙洲沙的搬运方式为滚动和滚动悬浮 ; 滨岸沙丘样品点

落在沿岸沙堤的左下方
,

表现出和它们不同的特点 ;滨岸浅海沉积物的搬运方式则为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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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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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参数散点图

图 6 绘出了测量样品的粒度参数散点

图
。

在 M
:

对 , 图中
,

沿岸沙堤
、

沙洲和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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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 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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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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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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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白沙口海岸带沉积物粒度参数散点图
. 沿岸沙堤 ; . 滨岸浅海 ; 0 滨岸沙丘 ; △沙洲

。

图的右上方
,

显示 出它与前几类沉积环境的明显不同
。

在 。 对 S K 的图中(图 6h )
,

样品

点的分布趋势与图 6 a 类似
,

但测点较为分散
。

以上各种方法
,

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在调查区不同沉积环境下
,

沉积物粒度成分的分布

特征及沉积搬运方式
,

其主要结论和上述Q 型因子分析是一致的
。

这些方法各有特点
,

若

能综合使用
,

互相对照
,

对研究沉积环境将会获得较好的结果
。

六
、

结 论

1
.

在不同的沉积环境中
,

由于沉积环境因子的差异
,

形成了不同的动力条件组合
。

在

特定的动力条件组合下
,

沉积物具有不同的粒度分布特征
。

因此
,

我们有可能根据粒度成

分提供的信息
,

将它们分成与沉积环境相适应的不同类型
。

在本调查区内
,

我们用 Q 型因

子分析法
,

分为沿岸沙堤
、

滨岸沙丘和滨岸浅海等三种沉积环境和沙洲一种过渡性沉积环

境
。

2
.

Q 型因子分析应用了粒度分析的全部资料
,

而不是少数特征粒级的含量或粒度参

数
,

它能够较为敏锐的
、

客观的反映出样品间的差异
,

结合使用概率曲线
、

c 一

M 图及粒度

参数散点图等方法
,

更有利于区分在不同沉积环境下
,

沉积物的粒度特征及搬运方式
,

这

对于研究现代沉积环境及推测古代沉积环境都是可行的
。

3
.

计算粒度参数的变异系数 c V ; ,

便于我们了解同一沉积环境内沉积物粒度参数 的

变化大小
,

以便进一步研究不同沉积环境条件下粒度参数的代表性
。

4
.

某些学者怀疑利用粒度成分研究沉积环境的效果
,

他们认为
,

不同的沉积动力条件

有可能形成同样的粒度分布
。

笔者认为
,

鉴别沉积环境固然不能单纯依靠粒度成分的资

料
,

但不可否认
,

在一定条件下
,

粒度成分是搬运营力的函数
。

搬运营力的性质和大小
,

往

往能够从粒度成分的特征上敏锐的反映出来
。

近 20 多年来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
,

根据粒

度成分
,

不但可以区分大的沉积环境
,

如风成沙
、

河流沙
、

海滨沙等
,

而且对于区分亚环境
,

如滨岸沙丘
、

沿岸沙堤
、

海滩等
,

也能得出较好的结果
。



1 期 李 凡 : 白沙口海岸带沉积物粒度成分的 Q 型因子分析 5 3

参 考 文 献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编著
, 19 7 7

。

数学地质引论
。

科学 出版社
, 第 3杨一 3 52 页

。

李凡
, 1 9 8 1

。

白沙 口海岸带泥沙运动和地貌演变
。

海洋科学集刊 18: 133 一 14 8
。

F r ie d m a n ,

G
.

M
. ,

1 9 6 1
.

D istin e *io n b e

枷e en d u n e b e a eh an d r iv er o

an d s fr o m th eir te x
tu

r al e ha
-

r
舰te r is七ie s

.

J
.

S e J
.

P e云r o
.

31 (4 )
: 5 1 4一5 2 9

.

D
a v

an
,

J
.

E
. ,

1 9 66
.

T h e u se o f f脱to r a 刀日 l了5 15 in d et e

rmm
认9 d op o s itio n al en v计o

nm
e n ts fr

om
罗毓

n
一

si : e d istr ib u ti o n
.

J. S e d
.

P e t , 0
.

3 6 (1)
: 1 1 5一1 2 5

.

M韶
o n ,

C
.

C
.

a n d R
,

L
.

F o lk
,
1 95 8

.

D iffer e n ta tio n o f b e a
ch

,
d u n e , a n d a e o li a n fla te env

ir o

皿
e n t

by siz e an
a lys i氏 M u s tan g Is la n d

.

T e x a s
.

J
.

S e d
.

P e亡r o
.

28 (2 )
: 2 1 1一2 2 6

.

P a ss a g a ,
R

. ,
1 9 5 7

.

T e x tu r e a s
ch

a r a et er is桩e o f ela s七ie 血p o sitio n
.

A 饥
.

A , 5 0 0
.

P et”le 发饥 召eo lo
-

g 艺s 亡s B 舫12
.

41 : 1 9 5 2一1 9 84
.

S o loh u b
,

J
.

T
.

a n d J
.

E
. ,

K l
,

av an
,

1 97 0
.

E v a lu a tio n o f g r a in
一
siz e P a r

汕
ete r s in l舰

u stli n e en v i
-

r o m e n t s
·

J
·

S eJ
·

p e tr o
.

40 (1 )
: 8 1一1 0 1

.

IJ
气J.,esJ,且,乙nar.Lf.L尸eses�

, l一,
..�, ..J, weJ刀性叮勺月nt了r月r.LLr.L

f
�

FA C T O R A N A L Y S IS (Q ) O F G R A I N S IZ E D I S T R I B U T 10 N

I N T H E B A IS H A K O U C O A S T A L Z O N E
*

L i P a ll

(八
s‘艺古、亡召 of O o e a

幼乙
0 9 9

,
A e a d毗她 S乞成 e 。 )

A B S T R A C T

Th
e m 诅t iv a r ia te s ta t i ot i e al te e hn iq u e k n o w n a s F a e to r an a ly si s (Q ) h as b e e n u s e d

t o s恤d y g r a in
一s iz e d i就r ib ut io n s o f 跳d im e n t s a n d d e P o s it io n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s in t h e

B a is ha k o u e o a s ta l z o n e
.

B y w a y o f F a e to r a n a ly s is (Q ) an d e a le u la tio n ,

fo u r m a in

fa e to r s h av
e b e e n e ho s e n r e P r e s e

nt in g n e a r bay d un
e ,

lo n gs ho r e b a r , o ff s h o r e ,

an d

s h o a l a s f o u r d印
o s it io n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s

,

i n w h i e h t h e s h o a l 15 s u g g e s t e d t o b e t h e

tr a n s itio n a l d e P o si tio n a l e n vi r o n m e n t s
.

T h e d e ta i le d d e s e r iPtio n s o n t h e e har a e t er is t i e s

o f g r a in
一s iz e p a r a ln e t e r s a五d d e p o s it io n al e n v ir o n m e n ts h a v e al s o b e e n d is e u s se d

.

I n

a d d it io n
,

w e e it e v a r ia t io丑a l e o e ffi e i e n t (C矶 ) t o m 吮s u r e th e e ha n g e o f g r a in
一s i z e

P a r

皿
e t e r s o f s e d im e n t s w it h the s a m e d e Po s iti o n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s

.

B e e a u se o f th e F a e t o r a n a ly s is u s in g u P a ll in fo r m a tio n s o f g r a in
一 siz e a n a lysi s ,

t h e

F a e to r a n a ly s is w ill s ho w d if fe r e n tia t io丑5 i n th e g r a in
一s iz e d is tr ib u t io n s o f s e d im 阻ts

in v a r io u s d e p o s it io n a l e n v ir o

nm
e n t s ,

t址re fo r e it 15 r a th e r o b je e t iv e in d e te rm in in g

d e P o s it io n a l e n v ir o n m e n ts
.

I n th is p a P e r ,

p r o b a b ilit y e u r v e s ,

C
一

M m a P s , a n d s e a tt er Plo t s o f t h e s e s e d i姗
n t s

a r e a ls o b e e n P lo t te d
,

th e r e s u lts o f w hi e h a r e e o r r e s Po n d in g t o t h is o f F a e t o r a n a -

ly: 15
.

I t 15 e o n s id e r e d t h at a ll th e o e m e th o d s h a v e t h e ir o

wn
adv an ta ge s in s tu dy i n g

t h e d e P o s it io n a l P r o e

ess 咫
.

H o w e ve r ,

it 15 b e t t e r t o u s e th e m s y n th e t i e a lly a n d e o m
-

P a r a t iv e ly to o b t a in b e t t e r r e s u lts
.

.

Co
n 衍汤u 伽n 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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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n o lo gy

, A e a d e

而
a S in i e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