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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海底沉积作用的初步探豺
”

秦蕴珊 廖先青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渤海湾是渤海的三大内湾之一
,

顺临河北省的东部和山东省的北部 ;有黄河
、

潍河
、

海

河等河流注入
,

现代堆积作用进行得十分迅速
,

因而对海底地形的改造作用也很剧烈
。

湾

内水浅
,

大部分在 1多一 2 5 米之简
,

最深处位于渤海湾之北部近岸
,

可达 30 米左右
。

为了研究塘沽新港的淤积和湾内的庶坍建殷简题
,

各有关单位曾在这个海区进行过

不少的海洋稠查 ;但以现代海洋沉积学的观点来阴述渤海湾的沉积作用
,

却还是初试
。

本

文就是我们根据 87 个侧站查料来进行探尉的
。

.

根据粽合分类法的原则
‘) ,

可将渤海湾的悔底沉积分成下列几种类型
: 栩砂

、

粗粉砂
、

相粉砂
、

粉砂质粘土秋泥和粘土厦软泥
,

图 1 所表示的就是它们的空简分布状况
。

相砂分布于渤海湾的北部
,

呈一独立的带状
,

其延伸方向与海岸拔平行
。

扣砂沿北岸

向西至湾顶东端郎行尖灭而代之以袖粉砂
。

糊砂的分选良好
,

粒径多集中于 0
.

1一 0
.

25 毫

米的粒极
,

其中混有不少的粘土颗粒
。

糊砂常呈浅黄褐色
,

潦圆度较好
,

樱矿物中以石英

为主
,

合有少量的长石和白云母
。

重矿物 nlJ 以合有较多的变质矿物为其特征
,

如石榴子

石
,

紫苏辉石以及角阴石
、

磁敛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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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之各化学成分的数量均较低 ;其中有机盾的百分含员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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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沉积类型中化学成分的平均百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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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粉砂的分布不广
,

只在糜河白外之韧砂带夕嶙条呈一狭窄的带状 ;而粒度蛟翎的翎粉

砂却分布得相当J一阴
。

以其粒度成分及物厦祖成等方面的特点可划分为北岸韧粉砂和南

岸糊粉砂 (见图 1 )
。

它们的机械成分列于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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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沉积物类型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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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细粉砂的机械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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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稠查查料表明
:
湾值处的相粉砂分选度较差

,

而且其中粗颗粒
,

自p砂粒极的合量

有所增加
。

根据机械成分糟制的柱状 图解多呈双攀曲袋
,

可以推知它佣沉积环境是复杂

的
。

在重矿物成分里除了含有大量的变厦矿物外
,

尚夹有一般的碳酸盐碎屑及角阴石等
。

南岸的相粉砂具有另外的特征
:
颗粒的分选度较好

,

所合粘土粒极的量更多
,

而在其

矿物祖成中则不含或很少含有变厦矿物
,

以碳酸盐碎屑和磁铁矿
、

角阴石等为主
。

南岸袖

粉砂的另一个有别于北岸的特点是颗粒表面常具有跌厦浸染现象
。

相粉砂中各化学元素

的含量祥见表 1 。

粉砂厦粘土软泥是本区分布最广的一种沉积类型
,

它复盖着整个渤海湾的中部
,

形成

渤海湾南北两岸的过渡带
。

粉砂厦粘土欺泥多呈暗黄渴色
,

具有弱的可塑性
,

其中所合粘

土粒极的量几乎都是一致的
,

豹在 60 务左右
。

但是
,

在粉砂厦粘土软泥分布区的北椽
,

粉

砂粒极的量增多
。

粉砂质粘土软泥中的粉砂粒极的矿物主要有
:
普通角阴石

、

紫苏辉石
、

磁跌矿(南部最多 )
、

石榴子石
、

错石等
。

可兑其含有矿物的种类较多
,

而量Hl] 不十分集中
。

南岸碎屑颗粒的表面常被铁厦所浸染(兄照片)
。

粘土厦软泥是本区最韧的一种沉积类型 ; 其中粘土粒极

的舍量可达 70 一80 务以上
。

成块状分布于渤海湾的中部
,

为

暗黄褐色
。

此类型的沉积中所合有之各化学成分的量常常很

高
,

如铁的百分舍量平均为 6
.

4 , , P一 0
.

1 ,
,

N 一0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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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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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

粘土质软泥中重矿物合量一般较低 ;在

其北部的重矿物种类 RlJ 以紫苏辉石和普通角阴石为多
,

并有

少量的檐石
、

独居石等
。

南部H[J 常合有较多的金属矿物
,

如磁

跌矿等
。

从
_

匕面我俏对于渤海湾各沉积类型的性厦及其物厦祖成

的概括性的描述
,

我佣现在可进一步阐明它们的机械沉积过

程
。

研究机械沉积作用的过程一般是从研究碎屑物厦的分异

及其机械搬运来开始的
。

为此
,

就需要福糟个别粒极分布图

黔赘⋯
照片歌明 : 左边为呈斑点

状的铁厦浸染砚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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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探衬的根据
。

但我佣觉得根据本海区的沉积特征
,

如果以沉积类型分布图为基础
,

以



海 洋 与 湖 沼 4 卷

粘土粒极的空简分布为翰助
,

便可查明渤海湾沉积物的一般分布规律
。

渤海湾是相当典型的 U 字型海湾
,

图 1 已握表明渤海湾南北两岸分布着粒度较粗的

沉积类型
,

尤其北岸粒度更粗
,

而在湾顶处粒度RlJ 变捆
,

以相粉砂代替了北岸的韧砂
。

在

南部的沿岸主要是相粉砂沉积
,

渤海湾的中部广泛地沉积了糊粒碎屑物厦
,

而在中西部这

种袖粒碎屑物厦尤为集中
。

图 2 表明
:
在南北 两岸的沉积物中所有之 < 0

.

01 毫米颗粒

的合量一般都小于 50 %
,

向湾的中央便逐渐增多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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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沉积物中粘土粒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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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是在中西部达到了最大值
,

这就显示出捆粒物

厦在敲处的沉降量最大
。

这种 由海岸向海的中心沉积

物的粒度 由粗到袖的分布
,

正是近岸带沉积物的机械

分异过程的表现
。

上述查料表明 : 渤海湾的碎屑物厦主要来自二个

方向
,

一是北部
,

一是南部
。

显然
,

北部以澡河的输入

物为主
,

而南部RlJ 应首推黄河
。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

河
,

年平均流量为 衬。亿立方米
,

据利津水文站的昆

录
,

其年平均翰砂量达 1 0 亿吨左右
,

豹为藻河年翰砂

量的 60 倍
,

海河的 1 00 倍
。

可兑
,

渤海湾的物质主要

来 自黄河
,

耀河等河流是勿庸置疑的
。

既然
,

由不同的河流分别起着主导作用
,

因而在南

北 两岸就会很自然地出现粒度成分和物质祖成各不相

同的沉积类型
。

概括的砚来 ;澳河翰入物的特点是
:
粒

度粗
,

以变厦矿物与其它晤色矿物为主
,

各种化学成分

的含量较低
,

因而在碎屑颗粒的表面不出现铁质浸染

现象
。
藻河搬运入海之物厦

,

沿渤海湾北岸西下
,

先在

沿岸带沉积了较粗的砂
,

随后剩下的一些翩粒物质nlJ

在湾顶处沉积
,

更抽的颗粒除在湾顶处聚集外
,

还向湾

的中部移动
。

黄河所搬运的物质具有另外的特征
:
(l) 粒度抽

、

粒径小于 0
.

01 毫米的颗粒可 占 70 外

左右 ; (2 )物厦祖成上以碳酸盐碎屑及一般常觅的岩浆岩副矿物为多
。

黄河搬入海中的

泥砂
,

一部分堆积在河口 附近
,

一部分向湾顶处移动
,

更多的lllJ 堆积在湾的中部
。

从上述

资料看来
,

渤海湾中部广阴的粉砂厦粘土软泥和最韧的粘土厦软泥的来源主要是黄河的

桔谕是可以提出的
。

因为它们的粒度成分与物厦粗成的特点与黄河翰入物是极其相似

的
。

黄河所输入的大部分物厦之所以在渤海湾中部与 U 字型海湾呈平行的状态而沉积下

来
,

初步敲为主要是 由介质的化学条件所控制的
,

而水文动力状况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袖

粒物厦的空 简分布形态上
,

而对其沉积及沉积物堆积弦度 的影响RlJ 不显著
。

为了便于靓

明
,

就必填将物厦的搬运和沉积两个不同的过程加以区分
。

既然黄河所搬运的物厦艳大部分为粘土粒极和胶体
,

那么这些带电的小质点在具有

中性介厦的河水搬运过程中
,

由于河流的搬运力克服了它们之简的相互作用力
,

也就是

靓
,

这些带电的小盾点在特定的河流活力条件下保持着年衡状态
,

从而为河水以悬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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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入海
。

当它们入海后
,

介质的化学条件发生了搏化
—

由中性卿到弱碱性
,

但是这个

搏化过程是逐撕的
。

根据侧定
:
在黄河 口外

,

海水的 p H 值一般在 7一 8 之简 ; 愈近河 口 ,

pH 值就愈盘降低 ; 向海里4lJ 逐撕增高
。
由于弱碱性的海水中带有剩余的 O H 一

,

这时 O H 一

就对呈悬浮状态的带电的小厦点起着电解盾的作用
,

从而产生了质点简的相互吸附与精

合现象
。

因而有可能使小颗粒拮合在一起而沉积下来
,

其余的部分RlJ 撇疲呈悬浮状态被

海水搬运他方
。

必须指出
,

韧颗粒简的吸附拮合现象在河流刚入海时表现的并不明显(那

里的海水基本
_

卜还是中性的)
。

这时
,

颗粒就在这种介盾的理化条件下以其比重的大小而

发生着机械分异
,

所以在渤海湾的南岸可以看到粗粒的物厦带
。

显然
,

这些粗粒物质在近

岸带的沉积
,

主要是与颗粒的大小
、

比重及水文动力的强度有关
。

向海里介质的化学条件

逐渐搏化
,

从而电解质的作用也逐渐明显
,

这样
,

韧粒物厦的沉降量就会增多 ; 当介质完全

卿化的时候
,

电解度的作用就达到最高攀
,

刚好出现在渤悔湾的中部一带
。

具弱碱性的

海水不仅对河流以悬浮状态所搬运来的颗粒盾点的吸附桔合起着作用
,

同时也对河水本

身所合化学元素有着一定的影响
。

呈溶解状态而被搬运入海的 F e
++

,

当其处于弱碱性的

介质条件下
,

就会棘化成 Fe (O H )
3

而沉淀出来
。

其反应方 程式为
: F e

++ 十 3 O H -
一

Fe (O H )
3
杏

。

显然
,

随着介厦条件的逐渐鹅化
, Fc

(O H )
, 的析出量亦应增多

。

所以
,

在颗

粒沉降时就会有 Fe (o H )
3

粘附其上
,

郎所稠的铁质浸染现象
。

稠查资料表明
:
敛质浸染

现象最显著的地方也是粘土粒极含量最多井且是铁合量最高的地方
。

在藻河所搬运的物盾中由于粘土粒极的合量很少
,

所以介质化学条件的娜化对其所

起之作用就不明显
。

因而入海物质主要受
、

N N E一W W s 向的沿岸流的影响
,

在颗粒大小
与比重作用下发生机械分异

。

这样就形成了由海岸向

中部粒度由粗到捆的变化
。

’
、 「 ·

-

我们的初步桔萧是
:
渤海湾的沉积物盾主要来 自

黄河和糜河夕因而形成了渤海湾南北两岸的机械成分

及物厦祖成各不相同的沉积类型
。

黄河搬运入海的物

厦艳大部分都沉积在渤海湾的中部
,

这主要是 由于介

质的化学条件发生了蒋化而形成的
。

因而可以款为在

平原河流的河 口 区控制相粒物质沉积过程的主导因素

是介质的化学条件
。

此外
,

沉积物中矿物成分的祥袖分析研究的拮果

亦可做为上述拮渝的有力佐赶
。

根据分析拮果而糟制的重矿物百 分 合量分 布 图

(觅图 3 )
,

在渤海湾的海底沉积物中
,

重矿物的分布呈

明显的带状
,

而且近岸带的含量低
,

愈向湾中心其含量

愈高
。 陆源碎屑物不依其比重之大小而产生分异沉积

的现象
,

可以税明重矿物的合量变化与颗粒厦点的大

小简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

如将图 1 与图 3 相对照便可

看出重矿物高合量区 与粉砂质粘土软泥分布区大致相

当
。

自p然
,

由于介质化学条件的控制而在渤海湾之中

< 3 义

3一 5 义

5月O之

> 旧义

梅滨沙滩

分布界限

沉积物中重矿物百分含及

分布示愈图

P a e 盯 p e八e 刀e H ”e T ”水e 刀。仑

。 o 八巾p a K 城H n

勿洲1月口、口1月J..月口.J.,j,犷盗,几了�d门汽义之艺‘C一夕277匀�丫丫盆汇H勺约滋,21入凡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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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沉积了广阴的粉砂盾粘土软泥

,

那么
,

在渤海湾中部而不在其边椽出绳了重矿物的高含

量区也将是很 自然的
。

因而我们初步熟为
:
在沉积物的粒度与重矿物合量简存在着一定

联系的条件下
,

重矿物的迁移与集中有时可依其此重的差异而进行
,

同时介质的水动力条

件也起着主导作用
,

但在平原区河流搬运物质入海的清况下 Rl] 受着介厦化学条件的控制
。

呱呱呱
紫苏辉争 {

I “
·

譬通角阳石呢
石榴子石区Il b.

亚 ; 过波区

紫苏辉石一普通

角阳石亚区

紫苏辉石一石榴

子石问滋铁矿亚 区

皿 : 磁铁矿一碳酸盐碎屑一普通角肉石区

梅滨沙滩

分布界限

图 4

P n e
.

沉积物中重矿物分区示意图

4
.

C x eM a Pa e 盯。几。水e H B 兄

M n R e Pa 月o r 且 q e e K 且 x n Po B只 H u n众

正: n P曲
n n 玖n 牙 r n n e p eT e n a 一

p o ro B o n o 6M a H K H -

I
’

P a H a 丫a ;

la :
、

n o 双n p佣
n H 双n 兄 r n n e p eT e n a 一

p o r o B o 且

o 6M a H K u ;

16 : n o双n Po B 且“玖仑只 r n n ePe T e H a 一r Pa R a T a ·

M a rH e T n T a ;

11 : l丁P阳
u 月双n 只 n Po 淤狱y To q H a 只

-

1 11 : n Po B n 日扛n “ M a rH e T H T a 一K a P6 o H a T H o r o

0 6刀 o MK a p o r o 仑。仓 o 6M a H K H
.

的差别
,

而中央 RlJ 为前二者的过渡类型
。

渤海湾南北两岸的沉积物
,

不谕矿物粗

合或重矿物含量的变化均有显著的差别
,

因

此我们可恢据
:
(1 )重矿物合量的变化 ; (2 )

矿物祖合的特征 ; (3 )铁质浸染现象的差异 ;

(4 )沉积物类型的不同等原 nlJ 来清晰 地在 渤

海湾划分出三大矿物祖合区(兄图 4 )
。

1
.

1区(紫苏辉石一普通角冈石一石榴子

石区 ):

本区的特征是
:
重矿物舍量较低

,

其含量

由近岸带的 < 3 务向海里增至 3一5 务;变质

矿物普遍出现
。

沉积物的粒度较粗
,

以相砂

及粗砂为生 ; 入海的河流主要为藻河
、

海河

等
。

2
.

11 区(过渡区)
:

·

本区的特征是重矿物合量高
,

但在矿物

祖合上显示出 I 区与 111 区之简的过渡性质
。

3
.

11 1 区 (磁铁矿一碌酸盐碎屑一普通角

冈石区 ) :

本区的特征是
:
重矿物合量较高

,

矿物祖

合以磁敛矿
、

碳酸盐碎屑
、

普通角阴石为主
,

它们可占总量的 70 多
,

其次RlJ 为一般常晃的

岩浆岩副矿物
。

颗粒的表面普遍有强烈的跌

质浸染现象
。

根据以上从矿物方面所进行的分析
,

也

可以靓明
:

(l) 渤海湾沉积物中扩物粗成的差异显

示着它们的不同来源区
,

南北两区有着明显

.上-]卿瓤啊卿口口

(2 ) 渤海湾陆源碎屑物主要来 自二个方面—
北部以藻河为主

,

南部以黄河为主
,

中

部除有澳河翰入物外
,

主要是黄河物厦的堆积
。

此外
,

由于现代陆源碎屑物厦的来源复杂
,

所含矿物种类也较复杂
。

所以
,

在凹述
‘

它

叩可的迁移动向时
,

还应将具有成因联系的矿物祖合作为指示物
,

否 RlJ
,

若仅以某种矿物
,

t[J

使是最稳定的矿物
,

来做为指示物也未必能得到满意的桔果
。

最后
,

我们票着重提出
,

沉积物中主要化学成分的研宪不仅能够固明它们的迁移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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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有机盾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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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丑e PO八a B O Ca 八K a X

图 6 沉积物中全氮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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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沉积物中碳酸钙分布示意图

P H e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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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沉积物中全铁分布示意图

P n e
.

8
.

P a e n Pe八e 几e H H e 水 e jle 3 a

B O C a 八K a X

集过程
,

而且对于阴明沉积物盾的来源与移动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

图 5一 8 表明了渤悔湾

海底沉积物中有机盾
、

全氮
、

全铁
、

碳酸钙等的合量分布及其分布的空简状态
。

但更值得指

出的是 :
(1 )所有这些化学成分的合量均与沉积物之颗粒盾点的大小简有密切的相关性

。

.

表 1 的资料表明
:随着沉积物颗粒的变扣

,

也郎是随着粘土粒极的增加
,

沉积物所合的有

机质以及氮
、

磷
、

跌和碳酸钙的合量也相应增加
。
因而可以熟为

,

碳酸钙合虽与粒度简的

这种相关性也是本海区沉积作用的特征之一
,

根据已知查料
,

在其它海区里这种相关性是

不存在的
。

(2 ) ca CO 3

百分舍量的分布也显示出黄河翰入物对这个海区的影响
。
因为本

海区的 c a c o ;

的来源主要是来 自黄河翰入物中的碳酸盐碎屑
,

只要将本文中所附的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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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图加以对比就很能明显地看出
。

这样
,

我们便可以以 c ac 0 3
含量的分布状况来靓叽

黄河物厦在渤海湾的扩散范围及其沉积强度
。

(3 )有机盾和全氮之简有明显的比例关系
,

而且它们的空简分布翰廓也大致相似
。

如将有机盾换算成有机碳
,

那么它与全氮的比值

就可平均达到 5
,

7 。 (4 )敛合量的最高区恰与敛盾浸染的弦烈区相一致
。

如果再考虑到上

述有关矿物分析查料
,

便可敲为本海区沉积物中的跌厦主要是由于呈离子状态的 F e
++ 被

河流搬运入海
,

在介厦化学条件的改变下发生沉淀的桔果
。

由此看来
,

跌
、

磷
、

氮和有机厦的舍量是随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

或者确切地观
,

‘

它们
.

的舍量是由粘土粒极的量来控制的
。

于是也可以敲为
:
这些呈

“

克拉克
”
值分布的化学成

分的分异与富集是受沉积物的机械分异控制的 (其中由化学沉淀形成的跌也最易与粘土

顺粒发生吸附 )
。

因为在现代海洋沉积中粘土粒极的量是表征机械分异作用过程的枢扭

所在
。

本文蒙张文佑先生审阴并提出豁多宝贵意兄
,

作者表示威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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