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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河口拦门沙河床淤积和泥沙

再悬浮过程
’

李九发 何 青 张 深
(华东师范大学河 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2 0 00 6 2)

提要 利用近 20 年来长江河口所观测的地形
、

水文
、

悬沙和河床沉积物资料
,

着重对 19 88
、

198 9
、

19 96 和 19 9 7 年最新观测资料进行计算分析
。

结果表明
,

长江河口航道拦门沙河段来水

来沙量大
,

潮流作用强
,

潮波变形明显
,

水流挟沙力强
。

该河段潮流速随时间和空间变化
,

又处

在盐淡水交换地带
,

流域和海域来沙在此河床时淤时冲
,

悬沙与床沙交换频繁
,

表现在涨急
、

落急时将河床淤积层泥沙再次起动悬浮
,

憩流时又重新淤积河床
,

在一个潮周期中含沙量出

现 2 高 2 低
。

近河床若存在一层浮泥时
,

在下击和上升流的作用下
,

在一个潮周期中河床泥沙

被 3 次或 4 次再悬浮
。

在大潮期河床泥沙普遍扬起
,

小潮汛期间再次淤积
,

河床冲淤层变幅为

0. 2一0 .4 m 左右 (南槽)
。

洪季来沙多
,

使河床普遍发生淤积 ; 而枯季来沙少
,

河床发生 自然冲

刷
,

多年平均冲淤层变幅为 0. 6m 左右
,

部分河床可达 1
.

4一2. 4m
。

关键词 长江河口 泥沙运动 泥沙再悬浮 河口拦门沙

学科分类号 P7 31

长江河 口在徐六径以下呈三级分汉四 口人海
,

每条人海汉道在 口门处都存在数十公

里长的航道拦 门沙浅滩
,

滩顶年平均水深在 6
.

5 m 左右
,

年内最大水深可达 7m 以上
,

最小

仅有 sm 左右 (北港 )
。

长江河口航道拦门沙存在明显的潮周期和季节性冲淤变化
,

说明该

河段的床沙与悬沙交换频繁
,

这曾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 的关注
。

前人对拦 门沙的演变规

律和悬 浮泥沙研究 较多 (黄胜等
,

1 9 8 0 ; C he n e t a l
,

19 8 2 ; S he n e t a l
,

19 9 2 ; 沈焕庭等
,

19 8 6 ; Mllim an
。t a l

,

19 8 5 ; Li 。r a l
,

1 9 9 5)
,

但对此类河槽的床沙与悬沙之 间交换机理研

究甚少
。

本文 以大量现场观测资料和水槽试验数据为基础
,

对长江河 口航道拦 门沙河段

河床泥沙的淤积和再悬浮过程及其机理和影响因素
,

以及对最大浑浊带的贡献进行探讨
,

这对长江河 口通海航槽治理有重要 的实际意义
。

1 研究方法

利用近 20 年来所观测的地形
、

水文
、

悬沙和河床沉积物资料
,

着重对 19 8 8
、

198 9
、

19%

和 1 9 9 7 年最新观测资料进行计算分析
;
采用水文学

、

沉积学与泥沙运动力学
,

野外观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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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试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探讨长江河 口航道拦门沙河段河床淤积和泥沙再悬浮过程
、

泥沙交换机理及其影 响因素
。

2 研究结果

2
.

1 含沙最的空间分布与河床泥沙再悬浮过程

2. L I 纵向分布 从表 1 可以看出
,

因岸边界的约束和河床抬高
,

使传人拦 门沙地区潮波

的单宽位能和动能递增
,

潮流速增大
,

实测最大涨潮流速达 3
.

45 m /s
,

一般涨潮平均流速在

1
.

0m / s左右 (大潮)
。

落潮期因沿岸潮滩水流归槽
,

潮流速也有一个加大过程
,

实测最大流速

达 2. 73 m /s 以上
,

落潮平均流速在 l
.

Zm /s 左右 (U et al
,

19 95)
。

这样引起河床大量沉积物被水

流掀起
,

再次悬浮于水体
,

加速最大浑浊带发育
,

使该区域成为长江河口高含沙量地带
。

无论

是涨潮和落潮
,

垂线平均和最大含沙量值均比其上
、

下游都高
。

以潮周期垂线平均含沙量而

论
,

是南支的 2. 5 倍多
,

南港的 1
.

5 倍左右
,

口 门的 1
.

2 倍
,

口外海区的 5 .0 倍以上
,

大通站多年

平均值的 2. 0 倍左右
。

瞬时最大含沙量一般在 2. 0一10. okg /耐
,

最大值可达 30 .0 kg / m3 以上
。

表 1 长江河口各河槽平均含沙 , (kg / m ,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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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各河槽平均含沙量系指多船观测平均值

2. 卜2 横向变化 长江河 口 为四汉人海 (图 1 )
,

各汉道分水分沙和河槽特性的差异
,

必

然导致河槽水流含沙量的不同
,

北支分水分沙量最少
,

落潮水流较弱
,

涨潮流必然增强
,

属

涨潮槽
。

北港分水分沙 占长江来水来沙的 5 0%一55 %
,

属落潮流作用为主的落潮槽
。

而南
、

北槽相 比
,

北槽分水分沙多于南槽
,

落潮明显强于涨潮
。

南槽洪季落潮强于涨潮
,

枯季相

反
。

由于长江河 口 涨潮时初始含沙量较低 (Li et al
,

19 9 5)
,

在涨潮流较大的条件下
,

涨潮

过程 的水流掀沙能力强于落潮
,

此时大量河床泥沙被再次悬浮
,

使水体含沙量增高
.

具体

而言
,

北支含沙量最高
,

南槽次之
,

北槽列第 3
,

北港最低
。

2. 1 3 垂 向变化 总体来讲
,

长江河 口拦 门沙河段含沙量垂 向梯度 比上
、

下游 明显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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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长江河口和观测站位图 (a为航道拦门沙纵剖面
,

b为拦门沙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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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河段来讲
,

潮流流速大
,

水流紊动强
,

垂 向上含沙量分布较均匀
,

如洪季的涨急
,

枯季

的涨急
、

落急时段
。

在初始含沙量较大
,

潮流流速较小的涨憩
、

落憩前后时段泥沙容易下沉

到中下层
,

垂向上含沙量梯度大
,

如大潮汛接近憩流期
,

在最大浑浊带核心部位
,

表
、

底层含

沙量之差可达百余倍
。

2. 2 含沙量时间变化与河床淤积和泥沙再悬浮过程

2. 2. 1 潮周期变化 从拦门沙区域实测资料看 (图 2)
,

潮周期过程 中的潮流流速很大
,

挟沙能力强
。

作者 (1 9 9 5) 根据该河槽床沙颗粒径和水流条件
,

推算出其泥沙颗粒的起动

临界流速为 0
.

4一0
.

sc m / s
。

在拦门沙河道一般在大潮涨潮或落潮转流后 0
.

5h
,

近底流速可

超过 0
.

5 m /s
,

此后河床上新淤泥沙层 已开始被扰动
,

水流含沙量开始增大
,

转流后 2一 3h

流速出现最大值
,

此时水流紊动强
,

床面新淤积层泥沙普遍被掀起
,

使整个垂线含沙量出

现最大值
,

表层含沙量可达 1
.

okg/ m 3
左右

,

近底层达 5
.

o kg / m , 以上
,

称为涨急或落急沙峰
。

尔后随着流速减小
,

泥沙颗粒发生快速絮凝沉降
,

大部分泥沙沉降河床
,

有时在床面上可

形成浮泥层
,

此时水体含沙量较低
,

称为含沙量低谷
。

在一个潮周期中含沙量出现 2 高 2

低 (图 Za)
,

这是绝大多数潮汐河 口 普遍存在的现象
。

而在长江河 口拦门沙河段常发现在

一个潮周期 中含沙量出现 3 个峰或 4 个沙峰值 (图 2b
、

c)
。

长江河 口 拦门沙河槽是盐淡水

混合和滞留点活动区
,

由于滞留点具有独特的功能
,

可将来自流域和海域的泥沙捕集 (Li

e t a z
,

19 9 5 ; 沈焕庭等
,

19 9 2 )
,

在河床面上形成容重较低 (
r s

= 1
.

0 1一1
.

2 9 / em ,
)的浮泥层

,

而多数出现在低流速时的涨憩
、

落憩时刻前 0
.

5h 左右
。

而 当潮流进人到落潮转涨潮 (或涨

潮转落潮)时刻
,

落潮水体与初涨水流相碰
,

尽管此时水流速较小
,

但水体质量 巨大
,

在此

可以用能量方程式 R = 尺 + 凡 + 凡来表示
,

R 为落潮 (或涨潮 )水流总能量
;
尺为落潮 (或

涨潮)与涨潮 (或落潮 )相碰所损失的能量
;
凡为 向河床转移 的能量

;
凡为 向水面转移 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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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图 3)
,

可见
,

除部分水能在二 向水流相

碰 时抵消
,

但还有一部分能量 向河床和水

面转移
,

即形成下击 和上升水 流 (图 3)
,

使

水流产生紊动
,

将容量在 1
.

2 9 / cm ,以下的近

河底 浮泥重新悬起
,

使低 流速时的水体再

次出现含沙量峰值
。

也就是说长江河 口拦

门沙河段在高流速和低流速时均能使床面

泥沙再悬浮
,

导致在一个潮周期中出现 3 个

或 4 个沙峰 (图 Zb
、

c)
。

这一现象在洪季出

现的次数多于枯季
,

而洪季落潮转涨潮 出

现次数最多
,

涨潮转落潮出现次数较少
,

原

因有二
:

首先与初始含沙量有关
。

长江》可口

的泥沙主要来源 于流域
,

流域来沙又集 中

在洪季
,

正逢 洪季滞流 区在拦 门沙地带频

繁活动
,

有利于细颗粒 (d < 0. 01 ~ 颗粒占

94
.

7% )泥沙絮凝
、

沉降及浮泥层的形成
。

同

时使落潮 初始含沙量大于涨潮
,

有利 于在

落憩前床面浮泥层 的形成
,

浮泥层愈厚
,

被

再悬 浮的泥沙愈多
,

此 时含沙量 的峰值愈

大
,

反之则小
,

或者不可能出现沙峰值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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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初 时是表层先落潮
,

底层后落潮
;
涨初 时是表层后涨潮

,

底层先涨潮
,

这样就可加大

下击和上升水流对床面泥沙再悬浮能力
,

使水体含沙量峰值增大
。

在小潮汛时
,

潮流流速较小
,

难于将河床泥沙再悬浮
,

故小潮汛其含沙量与大通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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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沙量相近
。

而大潮讯时其含沙量是大通站 2一3 倍之多
,

说明长江河 口拦门沙河槽潮流

挟沙能力强
。

2
.

2
.

2 季节性变化 大量的实测资料表明 (She
n 。r a l

,

1 9 9 2 ; 李九发
,

19 8 8)
,

长江流域

来水来沙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在河 口也相应的呈现含沙量洪高枯低的季节性变化
。

河

口拦门沙河槽洪季来沙多
、

水温高
,

有利于加速细颗粒泥沙絮凝沉降
,

在盐淡水混合和余

环流的作用下
,

大量泥沙 向滞流点附近汇集
,

水流输沙能力降低
,

河床出现淤积
。

而枯季

因流域来沙少
,

潮流输沙能力增强
,

河床泥沙 出现再悬浮
,

河槽被冲深
,

这被称为洪淤枯冲

现象
。

2. 2. 2. 1 洪季河床淤积过程 洪季潮 流速大时
,

河 口 河床出现 泥沙再悬浮
,

潮流速小

时
,

大量泥沙沉降淤积河床
。

从整体上讲
,

洪季长江河 口拦 门沙河槽普遍发生淤积
,

前人

在这一方 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 (黄胜等
,

19 80
; She n 。t al

,

19 92)
,

从大量现场观测和试验

资料分析
,

其引起拦 门沙河床淤积的主要 原因有
:

(l) 从大量 的矿物分析表 明 (林承坤
,

198 4 ; Ei sm a 尸t al
,

1 9 9 5 )
,

长江河 口航道拦 门沙物质来源于流域
,

洪季又是流域集中输沙

时期
,

据大通站实测资料
,

输沙量 占全年的 87 %
,

导致洪季水流含沙量高
,

输沙能力降低
。

(2) 本水域的悬沙颗粒组成较细 (几
。 = 8

.

8一4. oo m )
。

从理论上讲如此细 的泥沙颗粒不可

能在动水中沉降
,

通过大量的静水和动水沉降试验及水化学分析
,

主要是该水域洪季期具

有促使细颗粒泥沙絮凝的 良好条件
:

l) 细颗粒泥沙在含电解质的盐度在 2一20 之 间为最

佳絮凝值
,

这与长江河 口该水域盐度变化值基本一致
; 2) 中值粒径小于 o

.

ol r n n n
原型泥沙

颗粒在盐度为 巧 的动水中絮凝试验表明
,

该类型泥沙颗粒在水流速小于 0. 28 m /s 发生急

刷絮凝沉降
,

本水域小于该流速值
,

大潮汛出现在憩流前后时段 0
.

5 h左右
,

小潮汛一个潮

周期内有 5h 左右
,

在此时段有大量的泥沙 絮凝后集 中沉降
,

表现在上层含沙量降低
,

中
、

下层形成较高含沙量浑水团
,

即最大浑浊带
; 3) 长江河 口有机物含量丰富

,

如 L减〕C 洪季一

般含量在 2
.

7 2 m g / L
,

最大实测值可达 5
.

sm g / L (张法高等
,

198 7)
,

由于有机链的作用
,

使颗

粒之 间发生 絮凝
,

在 电镜下观 测到有机絮凝颗粒 直径 比原 生颗粒 中值粒径大 10 倍以

上 ; 4) 长江河 口水体中含有丰富的粘 土矿物和 电解质离子
、

高浓度的来沙水流和余环流等

条件
,

这些均 为促使细颗粒泥沙快速絮凝的有利环境
。

所以
,

作者利用公 式 (钱宁等
,

19 86 )
:

况 了h
一 夕 。

丫
_ 。

—
= .

—
.

—
1 2 =

—戈
。

\ y h 一 a
/ K U

*

采用洪季长江河 口拦门沙地带实测资料
,

求得本水域有效沉速 (动在 0
.

02 一0
.

1 5c m /s

左右
,

比原型泥沙单颗粒快 10 一 100 倍
;
5) 长江河 口拦门沙河段是径流和潮流两大动力相

互作用地带
,

在洪季拦 门沙以上河段以落潮流作用占优势
,

向口 门逐渐转化为涨潮作用 占

优势
,

拦门沙地带正好存在一个优势动力相互转换的过渡带
,

为滞流区
,

可阻碍上游来沙

和把海域及邻近岸滩来沙捕集起来
,

形成高含沙浓度的最大浑浊带
,

最大含沙量可达 30 一

40 kg /耐
,

或形成近底 浮泥层
,

淤积河床
。

长江洪季来沙的 50 % 淤积在拦 门沙地带 (S he n

。t al
,

19 92)
,

平均淤积厚度在 o
.

6 m 左右
,

造成航道拦 门沙浅滩河槽水深为 6
.

5m 左右 (图

1
、

图 4)
。

8 0 年代中期北港航道拦门沙浅滩顶部水深仅有 5
.

0m 左右
。

2. 2. 2. 2 枯季河床泥沙再悬浮过程 在枯季
,

长江河 口拦门沙河床普遍发生冲刷 (表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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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北槽(19 8 3 年)
洪季

, /曰

尸 /

袱夕一一 、‘飞之

/ 一

、 /
少

日沥蜓书

12 1
0
5 2

.

5
’

E 5 0 0

3 1
0
1 3

,

N

67co91011

2 5 0 0

枯季

3 0 0 0 3 5 00 4 0 0 0 距离 (
m
)

洪季
6

卜
_

_ _
_

,

拒分\ \分

一

望竺兰f)--
-

一 J二- - - -

一
、

、、
~ _

枯季

白、嗽长

9 卜
12 1

0
5 0

’
E 5 0 0

3 1
0
16

’
N

00 0 15 0 0

图4

2 0 0 0 2 5 0 0

距离(m )

3 0 0 0 3 5 0 0 4 0 0 0 4 5 0 0距离 (
。)

南
、

北槽纵向冲淤变化图

R g
.

4 Lo ng itu d inal Pro fi le cha n g es at the Cha n gJ la llg 又v er m o u th bar d llrin g flu od a lld d ry s eas ons

表2 河口南北槽洪
、

枯季冲淤t 统计表

T ab
.

2 De po
siti o n an d e ro s in in s

ou th an d n o

rth Pas sag e s d u rin g flu o d an d d ry se as on
s

枯
、

洪季冲淤河床 平均冲刷 最大冲刷

河徽 (年 月, 平面

黔
值 (m

3 ,

臀 臀
备 注

南槽

北槽

19 8 5
.

0 2一0 8

19 8 8
.

0 1一0 8

19 8 9刀3一0 9

19 9 0
.

0 2一0 9

19 7 6刀l一0 8

19 7 8
.

0 2一0 9

19 8 1
.

0 3一0 9

19 8 3
.

0 1一0 9

8 2 5 9 8 4 0 0

2 9 4 8 3 5 2 0

10 4 9 15 7 12

3 8 7 8 6 5 3 4 4

4 9 9 8 7 5 8 4

14 8 8 6 4 5 12

6 3 9 8 7 4 5 6

13 9 9 9 8 7 2 0

4 2 9 5 1 1 6 8

1 8 5 7 4 6 1 8

4 4 0 5 4 5 9 9

2 7 1 50 5 74 1

2 3 4 9 4 1 64

9 2 2 9 5 9 9 7

3 7 1 1 2 7 24

7 5 59 9 30 9

0 5 8

0
.

54

1
.

4 0

1
.

4 0

1
.

2 0

2
.

0 0

1
.

4 0

2
.

4 0

1
.

4 0

2 0 0

整个河槽

江亚河段

整个河槽

整个河槽

中上河段

中上河段

整个河槽

整个河槽

图 4)
,

河道水深与洪季相 比
,

整个河段河床多年平均冲深 o
.

6m 左右
,

部分河床可达 1
.

4一

2. 4 m
,

一般最大冲深值位于航道浅滩顶部
,

每年 10 月下旬至次年 5 月初为持续冲刷期
,

引

起枯季潮流挟沙能力增强的原 因主要 与流域来沙减小
、

径流减弱
、

潮流增强
、

盐淡水交汇

区上移
、

床面表层沉积层密实性差等因素有关
。

枯季长江来水来沙明显减少
,

输沙量仅占全年总输沙量的 13 %
,

含沙量 为 0
.

2 1k g / m3

(大通站 )
,

而潮流作用增强
,

水流挟沙能力加大
,

在洪季期河床新淤积层很容易被水流再次

悬浮
,

使水体含沙量增高 (表 1 )
,

枯季期本河段的含沙量 比上游河段高 2一4 倍
,

比大通站大

3倍左右
。

同时
,

由于枯季期径流减弱
,

潮流增强
,

盐淡水交汇区上移到南港下段
,

相比之下

在拦门沙河段涨潮流 明显加大
,

必然对河床会产生冲刷作用
。

作者等利 用伪er (1 9 88) 的

输沙机理的分解模式对长江河 口拦门沙地区的泥沙输移进行 了分项处理
,

即单宽悬沙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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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站的计算值(地 / m
· s )

T ab
.

3 C ale u l魄d se di m e n t tra 〔sPo rt ra te s

- - - - -
曰- ~

. 曰 .

. . . . . .
. . ~ ~

-
. . ~

.

-
州 .

. . . . . . . -

- -

-
. 州-

.

-
-

~ . .

-
. . . . 曰-

曰曰 . . . . .

-
. ~ .

.

- 曰一-
. . .

- .
.

- -
. . . .

日 期
河槽名 潮型

(年月
.

日)
站位

南槽

北槽

7
.

‘J月t八U, ,
l
内了O八, 11

,乙八曰八曰00

一一一

大潮 (19 8 8
.

0 8
.

2 9 )

中潮 (19 8 8
.

12
.

19 )

大潮 (19 8 8
.

0 7
.

3 0 )

中潮 (19 8 8
.

12 2 7 )

2
.

8 72

一 1
.

0 9 8

2
.

2 4 6

0
.

79 2

0
.

0 4 6

0
.

0 6 0

4
.

2 3 7

3 6 16

9
.

4 7 0

0 4 0 8

0
.

16 3

0
.

0 5 6

一 2 1 3 1

一 1
.

1 8 1

一 l
,

0 8 7

一0 3 4 7

一0
.

9 39

一0
.

5 6 6

一 1 7 6 5

一2
.

5 69

一 3
.

4 19

一0
.

1 6 5

一0 2 5 8

一0
.

29 8

一0 0 84

0
.

0 0 8

一0 0 0 7

0
.

0 1 1

0 0 0 1

0 0 0 1

0 刀2 9

一0
.

0 78

一0
.

2 0 0

0
.

0 0 7

0
.

0 0 2

0
.

0 0 3

2
.

94 6

0
.

2 2 3

1
.

2 3 5

一 1
.

5 6 3

一 0
.

6 0 6

一 0 7 0 6

一0
.

9 0 2

一0
.

5 0 1

1 9 4 5

一 0万5 0

一 0
.

6 4 2

一 0 2 3 6

一0
.

4 7 6

0
.

10 9

一0
.

53 0

一0
.

0 5 5

一0
.

0 2 2

一 0
.

0 4 0

一 0 66 3

一 0刀8 1

D2以DSDZ仅D5伪D7DS厌D7DS

量 (G )可分解成若干输沙项
:

G = (U CH) 二 Ho Uo C + Co (认双) 十 vo (从 C) 十 (城 矶C) + 伐《《
(不) (兀) (兀) (T4 ) (界)

式中 不为平均流引起悬沙输移
,

兀表示与潮流相关项
,

即斯托克斯漂移输沙量
,

兀为潮汐与

悬沙含量的潮变化相关项
,

兀为流速场变化

与含沙量波动相 关项
,

也称为潮汐泵 (tidal
trapp in g )输沙项

,

界为垂 向净 环流贡 献项
,

信
计算结果列人表 3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在南
、

蔚
北槽拦门沙地 区悬沙净输移主要 由 不

、

兀
、

恭
兀三项组成

,

洪季平流输沙绝对值占优势
,

而枯季潮汐泵效应绝对值大于 平流输沙
,

表明该区域枯季潮流对河床泥沙再悬浮在

悬沙输移 过程 中占有很大 的 比重
,

所 以此

期间长江河 口拦门沙地带普遍被冲深
。

碗 .5

长江河口拦 门沙地带河床冲刷强度与

几二 1
t

0 7 8 护. = 1 3 6 1

1 I r函= 1
.

4 5 6
八= 1

.

5 7 3

毕一石 14 (目咖
,

)

0
.

2 0
.

4 0
.

6

近底流速汉m
.

s 一b

图5 流速
、

含沙量和容重相关图

In te叶lati
o ns hi Ps be tw

e en eu r比 n t v e loc ity
, se di me

n t

o nc e n

加ti o n an d s
pe

e ifi e w e ig址 o f m u d勿 w ate
r

河床表面沉积层的密实度和含水量有很大关系
。

作者利用长江河 口拦 门沙地区的原型泥

样 (热
。 = 0. 0 2

~ )进行水槽试验
,

试验结果见 图 5
。

当河床沉积物容重较低时
,

低流速就

可以把底部泥沙再悬浮
; 当沉积物容重超过 1

.

6g/
cm ,
时

,

沉积物就难于被水流冲起
。

本试

验结果与长江河 口拦门沙地区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

由于该河段表层沉积物均为洪季所

淤积
,

淤积时间短
,

密实性差
,

含水量大
,

实测重力管取样资料表明
,

小于 1
.

5 m 深度的沉积

层的容重均小于 1
.

6 9 / cm , ,

所以容易被水流再次悬浮
。

3 结语

长江河 口径流量大
,

潮流作用强
,

潮波变形 明显
,

水 流挟沙力强
。

在涨急
、

落急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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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能将河床淤积层泥沙再次起动悬浮
,

使水体含沙量增高
,

憩流 时又重新淤积河床
,

一

般在一个潮周期中含沙量 出现 2 高 2 低
。

在转流瞬流时刻
,

近河床若存在一层容重较小的

淤泥时
,

在下击和上升流的作用下
,

近河床淤泥层也容易被再悬浮扬起
,

使水体中下层的

含沙量增高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个潮周期 中河床泥沙被 3 次或 4 次再悬浮
,

在含沙量过程

线上出现 3 个或 4 个高含沙量峰
,

说明再悬浮泥沙是长江河 口最大浑浊带的泥沙主要来源

之一
。

长江河 口大潮期潮流速大
,

输沙能力强
,

河床泥沙普遍被扬起
,

在流速较小的小潮汛

期间再次淤积
,

河床冲淤层变幅为 0
.

2 m 左右 (南槽 )
。

洪枯季河床冲淤变化与流域来沙和

河床沉积物密度有关
,

洪季来沙多
,

水体含沙量高
,

输沙能力相应降低
,

在河 口环流的作用

下
,

来 自流域和海域的泥沙 在此聚集
,

使河床普遍发生淤积
。

而枯季来沙少
,

盐淡水交汇

区上移南港下段
,

潮流作用强
,

水流挟沙能力大
,

河床发生 自然冲刷
,

整个河段河床多年平

均冲淤层变幅为 0. 6 m 左右
。

在长江河 口拦 门沙地段航道 自然水深洪季为 6
.

5 m 左右
,

枯季

可达 7 m 以上
。

所以长江河 口 口 门地 区河床冲淤变化频繁
,

变幅也很大
,

河床再悬浮泥沙

量也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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