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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根据 1 9 8 8一 l ” 1 年河 口锋面现场调查
、

上海市海岸带调查及历次标准断面调查

资料对长江盐度场及盐度锋进行了分析
,
提出了由口门至外海纵向上存在着三级锋面 现 象 :

内侧锋面即长江河 口锋为长江河 口水与长江冲淡水的界面 ; 羽状锋是长江 口羽状流水与 口外

混合水的界面
,

它是长江口最主要的盐度锋面
,
也是长江口一个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带

,

对河

口沉积过程及水下三角洲发育具有重要的影响
。

外侧锋面即海洋锋
,

是长江冲淡水的最外边

缘
。

关链词 盐度 河 口锋 羽状锋

河 口锋面作为产生于河口水域的重要物理现象
,

近年来
,

愈来愈受到河口学家的广泛

重视
,

它与河 口环流
、

水质
、

海洋生产力及河 口沉积过程有着十分密切联系
。

自 70 年代开

始对长江口锋面现象的研究逐步展开
,

但基本上局限于水文分析
。

本文在大量现场观测

资料基础上
,

对长江 口发育最为典型的盐度锋的形成机理
,

锋区的水文
、

化学和生物基本

特征进行了研究探讨
,

并提出了长江 口羽状锋的存在和运移对水下三角洲发育有着密切

关系
,

以及存在于该水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基本特征
。

1 长江口 外盐度场

1
.

1 水平盐度场 长江冲淡水
、

台湾暖流水及南黄海混合水是控制长江口外盐度场变

化的三个最主要 因子
。

长江径流有洪
、

枯季之分
,

外海水系随时间在变化
,

因而不同年份
、

不同季节
、

不同潮时的盐度水平分布有很大差异
,

为了把这一动态现象作静态状况来分

析
,

本文采用将长江口外水域划分为众多小区 ( 5 00 m x 5 00 m )
,

对同一小区内不同时期

的盐度值分别进行平均 (资料期限 1 9 7 5一 19 91 年 )
,

据此绘制成平面分布图 (图 1 )
。

由图 la 可以看出 ; 夏季表层等盐线分布总趋势由口 门 先 向 东 南
,

至 12 2 “ 2 0’ 一

122
O 3 0’ E 折向东北

,

呈舌状伸展
。

以盐度值 30 为准
,

在 3 2 0

30
’

N 以北
,

等盐线略呈纬向

分布 ; 3 2 “

30
’

N 以南
,

则呈东北
一

西南走向
。

冬季表层等盐线分布与夏季有很大差别 (图
」

lb )
,

同一量值的等盐线普遍内移
,

以盐度值 30 为准
,

在 3 1 “

00
’

N 水域
,

它比夏季内移约

7 5 n m il e ,

2 , 等盐线西移约 4 0n m il e 。 同时
,

表层冲淡水舌主轴偏向东南
。

多年平均统计

国家自然科学重大基金项目资助项 目
, 9 4 8 7 0。 ,

。

胡方西
, 男

,

出生于 1 9 3 9 年 1 月
,
教授

。

收稿日期: 19 9 4 年 l 月 2 3 日 ,

接受 日期: 19 9 4 年 , 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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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a l in i t y i ds t ri b ut i o n i n , h e C h a n g i i
a n g e s t u a r y

a
.

夏季 ( 8 月 ) ; b
.

冬季 ( 2 月)o

表明 : 全年长江冲淡水主轴 (表层 ) 8 月份为东北向
,

11 月为正东
, 2 月偏 东南

, 5 月又向

正东
。

即从夏至冬
,

由东北按顺时针方向偏转
,

每 月变化角度约 10 一 1 5 “

左右
。

底层盐度分布与表层差异较大
,

无论是冬季或夏季
,

底层冲淡水舌均指向东南
。

在

1 2 3 “
00

`

E
、

3 1 0

30
,

N 以东水域都能受到台湾暖流影响
,

只是夏季向西伸人更远 ;而海区北

部等盐线大致沿东南
一

西北走向
。

此外
,

对不同季节
、

不同水深层次的淡水舌统计分析可

发现 : 随着水深增加
,

夏季冲淡水舌呈右偏
,

尤其是 8 月份这种偏离最明显
,

即由表层的

东北向逐渐右移
,

10 m 以下已趋向东南偏东
,

至底层已为东南方向 (图 2 ) ; 冬季则相反
,

表层比底层更偏向东南
。

这种冲淡水舌的季节性右偏现象及由表至底不同层次的偏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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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底层盐度差变化图 ( 1 9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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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对长江口悬浮物质输移乃至以下三角的发育有着重要作用
。

.1 2 垂直盐度场 长江口盐度垂向分布随时间
、

地点不同有着明显差别
。

就季节变化

来看
,

夏季表底层差异最大
,

春
、

秋季次之
,

冬季垂向上趋于相对均匀
。

夏季长江巨量径流

人海
,

由于此时海面水温高子底层
,

海水稳定度大
,

垂直混合作用较弱
,

使长江冲淡水漂浮

在较重的外海水之上
,

并扩散到很大的水域空间 ; 夏季台湾暖流向北延伸较远
,

高盐海
_

水从底部楔进或影响长江口水域
,

造成长江口水域表底层盐度差特别显著
。

表 1是根据

19 8 2 年 8 月和 12 月长江口 同步观测得到的 日平均盐度值 (上海市海岸带和海涂资料 调

表 1 长江 D 区城 B平均盐度统计表 ( 1 , 8 2 年 8 月
、

1 2 月 )

T a b
.

1 D a i l y a v e r a g e d s a l i n i t y i n : h e C h a n g i i a n g R i v e r E s t u a r y

( A
u g u s t a n d D e e e

m b e r o f 1 9 8 2 )

水 域
} 东 断

.

面 中 断 面 西 断 面

站 号

侧站水深 ( m )

,

;:
,

翟
`

嘿
’ 2 1 0 8

3 8 议
’ ,

;;
0 2 2 0 2 2 3 0 2 2 4 0 2 2 5 0 2

2 0 18 16 1 5

2

::
’ 2 3 0 1 ,

::
’ ,

::
’

表层

底层

差

: 、
.

4: , 6
.

8 8 1 6
.

, ; , ,
.

。、 1 3
.

、 7 , 6
.

, 7
( }

14
.

, 6 、 。
.

; ; ,
.

,。 ,
.

7 6

3 3
。

3 9 3 3
.

6 0

1 1
.

9 2 1 6
.

7 2

0
。

2 8 0
。

5 6

3 4
。

09

1 7
。

9 5

0
。

6 1

3 3
。

6 9

2 2
。

6 8

0
。

78

3 2
.

2 5 3 2
.

4 0

2 2
.

0 8 1 ,
.

8 3

0
。

6 8 0
.

5 8

2 8
、 96

1 4
.

0 0

0
。

5 0 0
.

7 0 0
.

7 6 0
.

5 9 0
。

6 3 0

.

6 3 1 4
.

3 0 1 2
。

6 8

.

1 9 5
.

2 0 3
.

9 2

.

6 6 0
.

3 6 0
.

3 5

211l

表层

底层

差

称

3 1
。

8 0

3 1
。

7 7

0
。

0 3

一 0
。

0 0 1

3 1
。

8 9

3 1
。

8 9

0
。

0 0

0
。

0 0 0

3 2
.

18 3 1
.

5 2 2 6
.

2 9 2 4二5 6

3 2
.

1 9 3 1
.

9 7 2 9
.

5 1 3 0
,

0 1

0
.

0 1 0
.

斗7 3
.

2 2 5
.

4 5

0
.

0 0 1 0
.

0 0 9 0
.

1 00 0
.

2 0 0

2 5
.

2 0 15
.

0 7 15
.

2 7 1 1
.

4 8

3 0
。

2 4 2 1
。

7 7 2 0
。

3 0 1 4
。

3 5

5
.

0 4 6
.

7 0 5
.

0 3 3
.

0 3

0
.

18 0
.

3 5 0
.

2 7 0
.

2 3

冬夏表层差

冬夏底层差

10
.

3 3 15
。

0 1 16
.

0 4 2 0
.

5 1 1 3
.

1 2 7
.

9 9

一 l
。

6 2 一 l
。

7 1 一 1
.

9 0 一 1
.

7 2 一 2
.

7 4 一
2

.

3 9—
一

— 1
, 。 , ; ;

.

6 3 6
.

1 : :
.

7 2

l 0

.

2 8 0
.

1 4 6
.

0 0 1
.

6 7

注 : 。 为分层系数
,

。 _ 底 层盐度一表层盐度 :

平均盐度
资料根据上海市海岸带海洋水文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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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
, 1 9 8 8 ) (站位见图 3 )

。

由表 l 可知东断面表底层盐度差最大
,

尤其是 2 1 0 8 站
,

其

差值达 22
.

6 8 ,

平均垂直梯度达 0
.

5到 m
,

最大跃层强度位于 10 m 处左右
,

达 4
.

0/ m ;中断面

盐度差次之
,

西部断面较小
。

整个夏季海水明显分层
,

东
、

中断面一带更为显著
,

最大分层

系数值可达到 0
.

7 8。

长江 口 盐度垂直分布与水深变化密切有关
:
夏季

,

水深小于 sm 的浅水区
,

潮混合较

强
,

水体相对均匀 ;水深 ,一 12 m 之间的水域
,

表底层盐度差明显
,

但大致呈线性增加 ; 水

深大于 巧 m 的水域
,

上层盐度随水深增加很快
,

下层盐度变化不大
,

其转折处在水深 10 m

左右
,

此间存在着强 烈的垂向盐度梯度
。

径流强弱对盐度垂向结构有明显影响
,

径流量

大
,

跃层强度增大
,

并更接近上层
。

如 1 9 91 年 8 月长江出现特大洪水
,

从长江北港 口外断

面实测资料可知
,

近 口 门附近垂向盐度分布相对均匀
,

在 12 2 0 1 5
`

一 3 0’ N 之间水体明显分

层
,

其间水平距离约 2 8n m il e ,

水平盐度平均梯度仅 0
.

0 6 5 /
n m il e ,

而垂向上从表层至 s m

层存在强烈的跃层
,

平均强度可达 4
.

0 /m
,

最强处位于水深 3一 4 m
,

达到 8
.

0 /m
。 1 2 3 0 0 0

`

E

以东水域
,

随着离河 口距离增大
,

跃层减弱并下移
,

再往外又上移
。

冬季
,

由于表层水温低于底层水温
,

垂直混合明显加强
,

表底层盐度差变小
。

由表 l

我们还可发现一个重要现象
:
东断面冬

、

夏表层盐度差值很大
,

同一测站冬季盐度普遍高

于夏季
,

如 2 1 0 8 站其差值可达 20
.

, 1 ; 而底层则相反
,

同一测站夏季盐度高于冬季
。

西断

面
,

表底层盐度都是冬季比夏季高
。

由此可发现
:
长江口 外 12 2 “ 3 0’ 一 4 0 ,E 之间的水域是

一个重要界面 (图 3 )
,

该水域以西
,

全年表底层盐度变化主要受制于径流 ;水域以东
,

除表

层水体在晚春
、

夏季及初秋时期受到长江径流影响外
,

其它时间中
、

下层水体主要受控于
口外水系的影响

。

2 长江河 口盐度锋

对长江冲淡水及锋面的研究
,

早在 60 年代初期
,

毛汉礼等 ( 1 9 6 3 ) 就提出了长江冲淡

水主体边界及整体边界概念
,

前者是指冲淡水的核心部分
,

大致相当于 26 等盐线 ;后者是

指冲淡水最外边界
,

大致相当于 32 等盐线
。

1 9 7 9一 19 8 2 年中美联合长江 口沉积动力学

调查中 ( B
e a r d s l e r e t a

l
. ,

19 8 3 ) 已提出
,

夏季长江口外 1 5一 2 6 的等盐线向东北方向分

布
,

形成羽状锋结构
。

翁学传等 ( 1 9 8 1 )提 出在长江 口存在两个锋面
,

东侧锋面为混合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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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 o n g i t u d i n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s a l i n i t y i n t h e C h a n g i
a i n g R i v e r E s t u a r y ( 1 9 8 9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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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江口水系分布特征

T a b
.

2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e b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t h e w a t e r s y s t e m s i n t h e C h a n g j i
a n g R i v e r E s t u a r y

水水系类型型 ` . 含沙量 . , 匕* 二 、 安 * 两八士然国国
jjjjj 」̀ 仁反

.

t -l ~ I~
, 、 亏寸 U` - 幼下甲 。习 7 啼刀又 二L J 不 / J , p r匕 口 』』

、、、 ` 巧 I ~ jjj

长长江径流水水 < l > 。
.

1 淡水 长江口 内各汉道道

长长江河 口水水 1一 ,
>0

.

1

器耻 魏熟黯髓馨
北港

、

献槽下端及口 门附近近

长长长 羽伏流水水 ,一 25 。
·

,一 。
·

,

宰瓢攀
东
黔韶蹂菌 翼 }粼脸群撇撇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冲冲冲 口外混合水水 25 一 3 , 、 .0 1 中盐低沙 西端为羽伏锋

噪群节获篇罗普普淡淡淡淡淡
水水水水水

外外 海水水 >3
1 极低 高盐 同

黯藻黔
分布在长江冲淡水以外及盯盯

台湾暖流水的界面
,

西侧锋面为长江冲淡水与混合水的界面
。

苏纪兰等 ( 19 8 9 ) 提出长江

口次级锋概念
,

另外
,

王康善等 ( 19 9 0 )也曾提出以盐度 25 作为长江口 羽状锋的界线
。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

根据 1 9 8 8一 19 91 年多次调查成果
,

笔者根据长江口 的特点
,

用盐

度
、

悬沙两个特征参数把长江口 划分为四级水系 (表 2 )
,

并据此提出存在于长江口 的三个

盐度梯度带 (图 4 )
,

确立了长江口 由河口 口 门至外海在水平方向上存在着三级盐度锋面
,

即河口锋面
、

羽状锋面
、

海洋锋面
。

.2 1 长江河 口锋 它是长江河 口水与羽状流水之间的界面
。

长江河 口水带着巨 大 的

惯性出口门后
,

随着水深逐步增加及水域范围的扩大形成了明显的盐度梯度
,

即河 口第一

级盐度锋
,

我们称之长江河口 锋
。

锋面连线呈弧状向外突
,

由于科氏力作用下锋面连线具

有向东南方向偏转趋向
。

锋生
、

锋消具有明显的潮周期特点
,

据 1 9 8 9一 199 1年间在长 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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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江河口锋铃线两侧盐度
、

含沙l 变化

T a b
.

3 S al i ni t y a nd se d i me nt

f ro nt i nt he

c o nce nt rat i o nv a ri at i o ns of b ot h s i de s of

C h a ng i i
a ng R l , e r E s t u a r y

水
域

观测
时 }司

水深
( m )

含沙量 ( k g /m
3

)
层次

锋内 锋外 锋内 锋外

弓沙夕00几,j,i-月, ,óRóU通
.

,̀-Où,̀,山
..

……
O户ǐU,一乙UOJJ,.了ó了

山.二.且ù.二

,j,̀ ,二脚,̀nUU几ǐ托,̀月矛一,l今j月,OJO
ù

..

……
表灿底表m5底表5tn

19 9 0

5
。

2 5

10 : 0 0

19 9 0

9
。

2 7

10 : 3 0

19 9 0

9
。

3 0

l 0

l l

l 1

0
。

2 3 8 0

0
。

3 2 1 0

呼
。

96 10

0
。

2 1 18

0
.

23 4 8

1
.

0 6 9 ,

0
。

0 6 3 8

0
.

7 7 8 2

0
。

1 20 2

0
。

9 7呼0

4
。

呼3 40

0
。

0 7 95

0
。

1 1 8 4

0
。

6 1 8 0

0
。

0 7 8 5

0
。

0 7 7 5

西边界

` , : , 。 底 1 1
表灿底19 8 8

8
。

2 9

0 9 : 10

14
。

4 2

17
。

3 6

2 3
.

6 1

17
。

4 9

19
。

5 1

2 3
。

9 9

0
.

2 3 7 2

0
.

, 2 2 3

l
。

2 3斗斗

0
.

17 0 ,

0
。

2 4 3 2

0
。

4 3 1 1

东边界

注 : 西边界测站位于 1 2 2 0 06
`
E , 3 10 0 4 ,

N ; 东边界侧站位于 1 2 20 2 2
.

5
’
E , 3 10 0 8

,

N
o

引水船 ( 12 2 “ 0 6’ E
、

3 1 “ 0 4’ N ) 的定位观测
,

锋面随涨落潮进退
,

表层盐度一般在 ,一 14

之间
,

最适于锋面存在的盐度大致为 7 ,

锋面两侧的表层盐度梯度差值较大
,

但垂直分层

现象不很明显 (表 3 )
。

锋区附近盐度水平盐度梯度为 .0 4 8 /
n m ile

,

垂 直 分 层 系 数 为

0
.

20 一 0
.

4 0 (图 4 )
,

显然这与该水域水深较浅
,

潮流强劲
,

垂直混合相对较强有着密切关

系
。

由于这一锋面是河口 最大浑浊带外缘
,

因而具有明显的悬沙锋特征
, 、

锋面两侧水色
、

含沙量均有显著差别
,

因此也称之为悬沙锋
。

锋线附近往往形成泡沫带
,

并积聚着草根
、

瓜皮
、

塑料等废弃物
。

锋面移动随潮周期而变化
,

如 1 9 9 0 年 9 月 27 日及 30 日两次观测

到的锋面均出现 于低平前后
,

间隔时间与潮时滞后现象一致
。

锋面随潮流移动范围可达

10 一 1 5k m
,

甚至更大
,

锋面的外侧边缘最东可达到 1 2 2 “

30 ,E 左右
。

表 3还列出 1 9 8 8年

8月 2 9 日涨潮初期河 口锋形成时运移在长江口外最东一侧时的实测记录
,

锋面两侧的含

沙量
、

盐度差别明显
,

锋面内侧 s m 层含沙量高达 0
.

sk g /耐
,

外侧仅 。
.

2 k4 g / m
,
; 锋面内侧

表层盐度 14
.

4 2 ,

外侧盐度 17
.

4 9 ,

比起锋面的西边界来说
,

盐度明显增高
。

这表明锋面随

潮进退时
,

沿程盐度
、

悬沙在不断变化
。

对锋面跟踪观测还发现当潮流速大于 l m /
s
时

,

泡

沫带及水色线随之消失
,

这意味随着对流作用及涡动作用加强
,

锋面不易形成
。

长江河口

锋锋面现象有出现多发生于夏季和春秋季
,

冬季很少出现
。

因此
,

造成夏季是长江 口外悬

沙主要沉积时期
,

而冬季则是悬沙再悬浮向南输运时期
。

.2 2 长江口羽状锋 长江口羽状流水体与口外混合水体的界面
,

它是长江口第二级也

是最典型的锋面
。

由图 l 及图 4 可知
,

夏季长江 口表层水体存在一个向东北的淡水舌
,

中心部位在 3 1“ 4 0
’

N
,

1 2 2 0 4 0
’

一 1 2 3 “ 1 0
’

E 一带
,

盐度 2 0一 2 7 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水平梯度

带
,

其中 22 一 26 梯度更甚
,

我们把表层盐度 20 一 27 之间水域称羽状锋区 ; 盐度 25 作为锋

面特征盐度参数
,

因为它既是长江冲淡水核心部位
,

又大体上反映了洪季长江冲淡水主轴
;

部分脱离海底的位置
。

长江口羽状锋的形成主要是作用于上层的长江冲淡水向外扩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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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底层向里人侵的外海高盐水在这一水域交汇的结果
。

长江河 口水出口 门后以冲淡水状

态在惯性
一

力
、

科氏力作用下偏向东南 ;在 12 2 0

20
’

一 1 2 2 0

30
’

E一带
,

由于 口外海水受到长江

口外水下谷吸引及台湾暖流沿西北方向人侵
,

推动浙江外海高盐水体向北扩展
,

对长江

冲淡水起顶托作用
,

加之夏季盛行东南风
,

使冲淡水折向东北
,

其间又受到南黄海混合水

由北往南扩散影响
,

造成以浮托力为主的长江冲淡水呈弧状向东北方向延伸
。

水平盐度梯

度最大处
,

即形成羽状锋锋面
。

图 4 表明
,

此间大致表层盐度 2 5 ,

底层为 3 1 ,

由此向外
,

冲

淡水脱离海底
,

厚度逐渐变薄
,

因而羽状锋一带可认为是长江冲淡水核心部位或转折带
。

长江口 羽状锋有着明显时空变化
,

就平均状况而言
,

夏季锋区范围最广且偏向东北
,

以盐度 25 为准
,

离口 门最远距离约为达一个半径距 ; 春季 ( 5 月 ) 基本上沿正东方向呈

弧状向口外沿伸
,

离 口门约 0
.

7 径距 ; 秋季 ( 11 月 ) 大致与春季相似
,

锋面最外缘位于

1 2 2 “ 3 5’ E 一带 ;冬季仅在河 口东南方向 12 2 O 2 0’ E 一带出现不很典型的锋面
。

长江口羽状锋除存在着强烈的水平盐度梯度外
,

垂向上也有较明显分层现象
,

盐度分

层系数可达 0
.

40 一 0
.

50 之间
。

锋面是一个辐聚带
,

长江径流携带的丰富营养盐在羽状锋

区聚集
,

由于水域含沙量低
、

透明度大
,

光合作用进行充分
,

有利于海洋生物繁殖生长
,

同

时盐度适中
,

既可满足外海高盐水种
、

又适应沿岸低盐水种的发展
,

使羽状锋区成为一个

海洋高生产力带
。

如长江口外叶绿素
a 的高含量区

,

与羽状锋锋面大致吻合 (图 5 )
。

羽

状锋区
,

海水分层明显
,

生物作用活跃
,

海水化学要素也产生相应变化
,

以溶解氧和 p H 为

例
,

形成了表层海水中高溶解氧及高 p H 值
,

据 1 9 8 8 年 8 月调查
,

长 江 口 外 12 2 “

30
’

一

12 2 “ 三0’ E 附近上层海水溶解氧含量达 6
.

0m l / L 以上
,

平均饱和度超过 100 多
, p H 值最高

达 8
.

3。
而底层则相反

,

是溶解氧
、

p H 低值区
,

溶解氧含量低于 2m l / L
,

饱和度不足 30 多
,

这显然与大量海洋生物尸体有机质在沉积过程中不断氧化分解有关
,

而夏季盐度的分层
、

海水强烈的稳定度限制了上下层垂直对流
。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羽状锋区是长江 口的一个

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带
,

在该区上层海洋生物活动频繁
,

吸收了大量营养盐和吸附一些化

学元 素
,

并随着生物尸体沉降到海底
,

尸体的分解释放出一些营养盐
,

消耗了溶解氧
,

降低

了 PH 值
,

构成了河口 第二个过滤效应 ( T i a n R u c h e n g
,

19 9 1 )
。

由于这一水域存在着一个显著生物地球化学沉积过程
,

以及锋面的屏障作用阻止了

悬沙 向外输移
,

因而羽状锋区的外缘和长江水下三角洲的外边界大体相当
,

据此
,

我们认

为长江河口 的外边界实际可以由羽状锋的外缘来确定
。

.2 3 海洋锋 或称陆架锋
,

长江冲淡水的最外边界
。

以表层盐度 31 为准
,

就平均状况

而言
,

夏季在 1 2 5 0 0 0
’

E 之外
,

5 月份在 1 2 4 0 0 0
’

E 左右
,

1 1 月份在 一2 3 “ 3 0
’

一带
,

2 月份则

退到 1 2 3 0 0 0
`

E 附近水域
,

该锋面实际上是长江冲淡水与外海水的界面
,

具有海洋锋性质

(胡方西
, 1 9 9 3 )

,

比起长江口 门的上述两个锋
,

盐度的水平梯度和垂直层化现象相应小得

多
,

而锋面处水温变 化相对较激烈
。

由于这一水域 已超出河 口范围
,

本文不再进行深人叙

述
。

3 结论

3
.

1 按照悬沙含量及盐度二个参数
,

长江 口水系可划分为径流水
、

河口水
、

冲淡水及外海

水
,

长江冲淡水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羽状流水及口 外混合水
。

.3 2 长江口不 同水系交界处存在着三级盐度锋面
,

即长江河 口锋
、

羽状锋和海洋锋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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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 口锋是长江河 口水与长江羽状流水界面
,

锋区表层盐度大 ,一 17 之间
,

特点是盐度水

平梯度大
,

并有显著的悬沙锋面特征
,

与潮汐混合有密切关系
。

羽状锋面位于长江口外水

深 20 一 40 m 一带水域
,

锋区表层盐度 20 一 2 7 ,

具有水平盐度梯度大
,

盐度垂直分层明显
,

在长江 口外呈弧状向外突 出
,

可达 12 3 “

00
’

E 水域
。

海洋锋面是长江冲淡水最外边缘
,

春

夏季向东可达到 1 2 4 “

00
`

E 以东水域
。

3.3 长江口羽状锋是长江河 口最主要的盐度锋面
,

它对生物
、

化学
、

水文等要素均产生重

要的影响和作用
,

羽状锋区是生物地球化学带
,

对河口沉积过程及水下三角洲的发育起着

重大影响
,

因而可以认为羽状锋外缘是河 口 的外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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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t h e s u b m e r g e d C h a n g ii
a n g d e l t a a n d i t s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

5 0 i t 15 t a -

k e n a s t h e o u t e r m a r g i n o f t h e C h a n g ii a n g E s t u a r y
,

K e 了 w o r d s S a l i n i t y E s t u a r i n e f r o n t P l u m e f r o n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