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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架潮流沉积体系和模式
’

刘振夏 夏东兴 王摇洋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0 0 3)

提要 在 19 91 年中法合作渤海潮流沉积研究的基础上
,

查阅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
,

分析

了中国陆架的水深地形
、

沉积地貌与潮流动力的关系
,

认为潮流对中国陆架的海底地貌和沉

积的形成发育起了主导作用
。

当潮流流速大于 3 节时
,

潮流的侵蚀作用是主要的
,

往复潮流多

形成冲刷深槽
,

大大刷深了海峡或水道
。

当潮流流速 1一 3 节时
,

潮流的沉积作用是主要的
,

多

形成浅滩
,

即潮流沙脊和潮流沙席
。

以 从分潮椭率绝对值 0 .4 为界
,

大于 0 .4 者意味着潮流旋

转性强
,

多形成潮流沙席 ; 小于 .0 4者意味着潮流往复性强
,

多形成潮流沙脊
。

提出了我国邻近

陆架发育了 5 个现代潮流沉积地貌体系
:

( )l 黄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

它由西朝鲜湾潮流沙脊

和其南部的沙席两者组成 ; (2) 渤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

它由老铁山水道冲刷槽
,

辽东浅滩沙

脊和渤中浅滩沙席三者组成 ; (3) 长江口外潮流沉积体系
,

它由江苏滨外潮流沙脊和长江 口浅

滩潮流沙席组成
;

(4) 台湾滨外潮流沉积体系
,

它由台湾海峡冲刷槽
、

台湾浅滩沙脊
、

澎湖水道

冲刷槽和台中浅滩沙席四者组成 ;
(5) 琼州海峡潮流沉积体系

,

它由琼州海峡冲刷槽
、

东浅滩

沙脊和西浅滩沙脊三者组成
。

此外
,

在东海陆架上还有冰后期海侵早期形成的残留潮流沉积

体系
。

全新世陆架浅海潮流沉积模式可分海峡一浅滩型和一般浅滩型两种
。

关键词 中国陆架 潮流沉积体系 沉积模式 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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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 以来潮流成为浅海的主导作用营力
,

对陆架的沉积和地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中国陆架海域宽浅
,

全新世海侵以来潮流作用强盛
,

海底松散沉积物丰富
,

发育了丰富多

样的潮流沉积和地貌
,

与潮流作用较强
,

潮流沉积地貌发育的北海地区相 比规模更大
,

类

型更 丰富
.

中国陆架潮流沉积的研究起步较晚
,

早期的研究大多将现代潮流沉积误认为

残留沉积
,

如辽东浅滩
、

渤中浅滩
、

长江 口 浅滩 (扬子浅滩 )
、

台湾浅滩等
。

本文主要讨论中

国陆架现代潮流作用
、

沉积体系和模式
。

1 研究方法

80 年代以来
,

作者 ( 19 8 3
,

19 84
,

19 8 9) 对潮流沙脊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

90 年代国家海

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与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布列斯特 中心合作
,

对渤海东部潮流动力
、

地

貌和沉积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刘振夏等
,

19 94
; 夏东兴等

,

1 9 95 )
。

本文在以往工作

的基础上
,

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
,

综合分析了中国陆架的水深地形
,

沉积地貌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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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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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资料
,

探讨中国陆架全新世潮流沉积体系及其沉积模式
。

2 研究结果

.2 1 影响潮流沉积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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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陆架现代潮流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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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体系 中心位置 (从 E) 水深 (m ) 面积 (mk
Z ) 底质 最大流速 (节 ) 还 椭率绝对值

黄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西朝鲜湾潮流沙脊

南朝鲜外潮流沙席

渤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老铁山水道冲刷槽

辽东浅滩潮流沙脊

渤中浅滩潮流沙席

长江 口外潮流沉积体系

江苏滨外潮流沙脊

长江 口浅滩潮流沙席

台湾滨外潮流沉积体系

台湾海峡冲刷槽

台湾浅滩潮流沙脊

澎湖水道冲刷槽

台中浅滩潮流沙席

琼州海峡潮流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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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刘振夏等
:

中国陆架潮流沉积体系和模式

潮流是主导潮流

沉 积的第 一要 素
,

大

多数潮流地貌似乎发

育在半 日潮 海 区
,

从

我 国陆架 状况看
,

从

分潮的潮流流速和椭

率 (即短长轴之 比 )是

控制潮流沉积和地貌

的两个重要指标
。

当

潮 流 流 速 大 于 3 节

时
,

潮 流 的侵 蚀作 用

是 主要 的
,

往 复潮 流

多 形成冲 刷深 槽
,

大

大 刷 深 了 海 峡 或 水

道
。

当潮流流速 1一 3

节 时
,

潮流 的沉积 作

用是 主要 的
,

多 形 成

浅滩
,

即潮 流沙 脊和

潮流沙席
。

往复潮流

的从椭率绝对值小于

.0 4
,

塑造 了大致顺潮

流方 向排列的线性潮

流沙脊
。

旋转潮流 的

从 椭率绝 对值 大 于

.0 4
,

形 成席状隆起的

潮 流沙 席
,

两者 常 共

生分布
。

图 1是 黄渤

海 从分潮椭圆和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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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中国陆架潮流沉积体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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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l 西朝鲜湾潮流沙脊
; 卜 2 南朝鲜外潮流沙脊

; 2一 1 老铁山水道冲刷槽
;

2一 2 辽东浅滩潮流沙脊
; 2一 3 渤中浅滩潮流沙席

; 3一 1 江苏滨外潮流沙脊
;

3一 长江 口浅滩潮流沙席
; 4一 l 台湾海峡冲刷槽

; 4一 2 台湾浅滩潮流沙脊
;

4一 3 澎湖水道冲刷槽
; 4 - 4 台中浅滩潮流沙席

; 5一 1 琼州海峡冲刷槽
;

5一 2 东浅滩潮流沙脊
; 5一 3 西浅滩潮流沙脊

; 6一 1 东海残留潮流沙脊
;

6一 2 东海残留潮流沙席
。

分布 图
,

其中正值代表反时针旋转
,

负值代表顺时针旋转
。

物质来源是主导潮流沉积的第二

要素
,

全新世潮流沉积物主要来 自邻近海底的晚更新统
。

受潮流侵蚀
、

搬运后再沉积
,

因而

沉积物保留了某些残留特征
,

沉积物测年数据分散
,

偏老或新老混杂
。

图 2 是中国陆架的潮

流沉积体系分布图
,

它与图 1有成 因上的密切关系
。

我国邻近陆架共有 5 个现代潮流沉积

体系
,

每个体系由 2一4 个潮流侵蚀和沉积单元组成
。

各潮流沉积体系基本特征见表 1
。

.2 2 中国陆架现代潮流沉积体系

.2 .2 1 黄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黄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由西朝鲜湾潮流沙脊和其南部

的沙席两者组成
,

总面积超过 8 万 k m Z
。

这里有世界上最典型的潮流沉积
,

尤其是西朝鲜

湾
,

数十条沙体平行排列
,

组成规模宏大的水下梳状沙脊场
。

其南部为大片的潮流沙席
。

从图 l 可见黄海东部是强潮海区
,

北部以往复潮流为主
,

最大潮流流速 2一3 节
,

椭率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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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
.

2或更小
,

南部 除局部海湾以往复潮流为主外
,

大多以旋转潮流为主
,

最大潮流流速

1一2 节
,

椭率绝对值为 0
.

4一 0
.

8
。

.2 .2 2 渤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渤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由老铁山水道冲刷槽
,

辽东浅

滩沙脊和渤中浅滩沙席三者组成
,

面积为 1
.

1 万 k m Z ,

是我国海域最完整而典型的潮流沉

积体系渤海海峡位于黄渤海交界处
,

是我国陆架上的强潮海域之一
,

老铁山水道最大潮流

流速 超过 5 节
。

冲刷深槽在海 峡处呈东西 方 向
,

进人渤 海后 向北偏转
,

60 m 等深线 长

88 mk
,

最大水深 86 m
,

这与图 1从分潮椭圆长轴方 向一致
。

浅地层剖面仪资料 (刘振夏等
,

19 9 4 ;
夏东兴等

,

1 9 9 5) 表明
,

全新世潮流的冲刷深度为 1 0一 45 m
,

冲刷下来 的物质被潮流

带人渤海
,

在浅滩处堆积
,

形成辽东浅滩潮流沙脊和渤中浅滩潮流沙席
。

辽东浅滩位于老

铁山水道西 口 的北部
,

水深 1 0一 36 m
。

6 条沙体呈指状排列
,

长 9一43 k m (20 m 等深线长 )
,

中 间 4 条基本呈 南 北 方 向
。

该 区表 层 最 大 流 速 为 1
.

3一 .2 3 节
,

从分潮 平 均 椭 率 为

刃
.

26
,

潮流往 复性强
。

渤中浅滩位于辽东浅滩南 面
,

水深为 20 一 40 m
。

表层最大流速为

1
.

2一 1
.

6 节
,

城分潮平均椭率为刁 .4 5
,

潮流旋转性强
。

辽东浅滩和渤中浅滩全新世最厚海

相层分别为 2 6 m 和 20 m
,

均为渤海中除黄河 口外全新世沉积最厚和沉积速率最快海区
,

估

算最大沉积速率为 3

~
/ a 左右 (刘振夏等

,

19 9 4)
。

.2 .2 3 长江 口外潮流沉积体系 长江 口外潮流沉积体系 由江苏滨外潮流沙脊和长江 口

浅滩潮流沙席组成
。

由于受强大的东南来向的太平洋潮波系统的控制
,

形成了总面积为 5

万 mk
Z
左右 的大规模潮流沉积体系 (Li u

,

19 9 7 )
。

江苏滨外潮流沙脊位于江苏省 以东 3o m

水深以浅的苏北浅滩
,

由 70 多个沙体组成南北长 2 00 k l l l ,

东西宽 90 k m 的大型沙脊场
。

单

个沙体最长超过 1 00 k m
,

与欧洲北海最长沙脊 52 km 相 比
,

真可谓世界之最
。

受太平洋潮

波和黄海旋转潮波的共 同影响
,

沙体以弦港为顶点呈辐射状分布
。

值得注意的是 从潮流

椭圆长轴也以弦港为顶点向外呈放射状 (图 1 )
。

该区平均大潮流速 2 节左右
,

椭率绝对值

小于 .0 4
,

潮流往复性 强
。

长江 口 浅滩潮 流沙席位于现代 长江水下三角洲 的东面
,

水深

25 一 55 m
,

东西宽 2 70 km
,

南北长 2 00 k m
,

面积约 3万 k m 之
,

与西欧潮汐海最大沙席面积 2 万

k m Z相比
,

也可视为世界之最
。

最大涨落潮流速在 1
.

0一2
.

4 节
,

从分潮椭率小于刃
.

7 0
,

椭圆

接近于圆
,

是东海 姨分潮大椭率区
。

全新世海相层厚 8一25 m (oJ gr e o t al
. ,

1 9 8 3)
。

.2 .2 4 台湾滨外潮流沉积体系 台湾滨外潮流沉积体系位于台湾岛与大陆之间
,

包括

台湾海峡冲刷槽和台湾浅滩沙脊
,

以及东面的澎湖水道冲刷槽和其北 的台中浅滩沙席
,

实

际上 是 由涨 落 潮 流 分别 形成 的 潮 流 沉积体 系
,

总 面 积 接 近 5 万 k n 12
。

台 湾海 峡呈

N卜正卜S S W向延伸
,

水域宽
,

深一般为 50 一 60 m
,

潮流流速 2一 3节
。

台湾浅滩位于台湾海峡

南部
,

由于主要受落潮流输沙局部变化的影响
,

沙脊多成
“

S
”

形
,

类似北海南部的诺福克沙

脊
。

澎湖列 岛与台湾岛之 间的澎湖水道
,

受断裂构造和潮流的双重作用
,

形成深近 1 00 m

的狭长水道
,

其北端 出 口 (即澎湖列岛北面 )为水深 9
.

6一 40 m 的台中浅滩
,

是受涨潮流控

制的潮流沙席
。

.2 .2 5 琼州海峡潮 流沉积体系 琼州海峡潮流沉积体系 由琼州海峡冲刷槽
、

东浅滩沙

脊和西浅滩沙脊三者组成
。

琼州海峡为南海潮流最强的地 区
,

海峡中部表层流速大于 6

节
,

底层流速大于 4 节
。

海峡正位于雷琼拗陷带
,

东西 向断裂构造控制了海峡的基本轮廓
。

在内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
,

形成东西长约 80 k m
,

南北宽近 30 k m
,

最深 120 m 的冲刷深槽
。



2期 刘振夏等
:

中国陆架潮流沉积体系和模式 15 4

粗略估计
,

全新世潮流的冲刷深度为 40 一 90 m
。

琼州海峡的东西出口 处
,

因流速下降至 3

节或更小
,

物质堆积
,

形成潮流浅滩
。

东浅滩沙脊受落潮流控制
,

形成 内外两组近 10 条短

小沙体
; 西浅滩沙脊受涨潮流控制

,

形成三条较长的沙体
。

.2 3 冰后期海侵东海潮流沉积体系

晚更新世冰期结束后
,

世界气候转暖
,

海面上升
。

从今 日太平洋潮波系统对东海陆架

的主 导作用推测
,

在海面上升过程 中
,

太平洋潮波 同样对东海有主导影 响
,

陆架上留下了

早期发育的潮流沉积
。

Y na g 等 ( 19 8 8) 已报道了东海陆架的潮流沙脊
,

这些呈东南方向延

伸的沙脊长 10 一 60 k n l ,

宽 2一 5 k l l l ,

高 5一 20 m
,

脊间距 8一 14 k ll l 。

横剖面不对称
,

陡坡面 向

为 S S W
。

沙脊由分选好的细砂组成
,

粒径为 2
.

5一 3
.

0甲
。

其中含有大量的潮间带和浅海贝

壳碎屑
。

朱永其等 ( 1 9 8 4 )报道了浙江沿海 2 7
“

一 2 9
“

凡 12 2
“

一 12 4
O

E
,

水深 7 0一9 0 m 海域

的梳状沙脊地形
。

沙脊长 55 一 75 k m
,

高 12m
,

走向西北一东南
。

沙脊的组成物质主要是含

贝壳细砂
。

上述沙脊 目前所在环境 的潮流动力 (流速小
,

且 以旋转流为主 ) 已无法形成这

种大型沙脊底形
,

因而推测是 海面上升不 同停顿时期的产物
,

类似于西欧陆架凯尔特海

(C el cti es a) 100 一 1 20 m 水深 的沙脊
。

它们基本上没被全新世细粒沉积物覆盖
,

但沙脊已

停止发育而成消亡状态
,

称为残留沙脊或消亡沙脊
。

至于沙脊以外的东海陆架砂沉积
,

考

虑到沙脊和沙席共生 的潮汐环境
,

可认为是太平洋潮波系统的旋转潮流作用形成的残留

沙席
,

这一推测可能 比早先认为东海外陆架上波浪成 因滨岸海滩砂更妥
。

就东海陆架大

面积砂质沉积而言
,

基本为现代和冰后期海侵的潮流沉积
。

.2 4 全新世陆架潮流沉积模式

全新世海侵以来
,

潮流对海底 的作用 日益增强
,

潮 流侵蚀了海底晚更新统物质
,

并将

它们搬运到一定位置堆积下来
,

形成潮流浅滩一潮流沙脊和潮流沙席
,

这就是全新世 陆架

潮流沉积的基本模式
。

根据前面的分析
,

可 以将全新世陆架潮流沉积模式分为两种类型
:

.2 .4 1 海峡一浅滩型 因受地形缩流作用的影 响
,

潮流经过狭长低地时
,

流速增大
,

往复

性增强
,

因而强烈地侵蚀海底
,

加深海峡和水道
,

并将侵蚀的物质带到下游流速降低处堆

积
,

形成潮流浅滩
。

这类潮流沉积有明显的物源区
,

即潮流侵蚀 区
,

如前述 .2 .2 2
,

.2 .2 4 和

2
.

2
.

5 区
。

.2 .4 2 一般浅滩型 没有海峡
,

即没有 明显的潮流侵蚀区
,

其物质主要来 自原地或附近

陆架海底
,

如前述 .2 2
.

1 和 .2 .2 3 区
。

这可能 由于物源 区的潮流旋转性强而不易形成狭长的

冲刷槽
。

3 结论

3
.

1 中国邻近海域有 5 个现代潮流沉积体系
,

它们是黄海东部潮流沉积体系
,

渤海东部潮

流沉积体系
,

长江 口外潮流沉积体系
,

台湾滨外潮流沉积体系和琼州海峡潮流沉积体系
。

.3 2 全新世浅海陆架潮流沉积模式可分为海峡一浅滩型和一般浅滩型两种
。

参 考 文 献

刘振夏 夏东兴
,

19 83
.

潮流脊的初步研究
.

海洋与湖沼
,

14 ( 3)
:

2 86 一 2%

刘振夏等
,

19 94
.

渤海东部全新世潮流沉积体系
.

中国科学
,

24 ( 1 2)
:

1 3 31 一 13 3 8

夏东兴 刘振夏
,

1 9 84
.

潮流脊的形成机制和发育条件
.

海洋学报
,

6 ( 3)
:

3 61 一 3 67

夏东兴等
,

19 95
.

渤海东部更新世以来的沉积环境
.

海洋学报
,

1 7 ( 2)
:

8 6一92



6 1 4海 洋 与 湖 沼 9 2卷

夏综万 王钟裙
,

1 9 8.4 黄海 从分潮的数值模拟
·

黄渤海海洋
,

2( )l
:

1一 7

朱永其 曾成开
、

冯韵
,

1 9 84
.

东海陆架地貌特征
.

东海海洋
,

2 ( 2)
:

1一 20

J o gr e B uet nk
o ,

Ye Y in (二a ,

诵 l l im na J D, 19 8 3
.

M
o

pr h o lo g y
,

S e di m e n st a n d 加 et Q u a te m
a r y 场

s ot yr
o f het

E a s t C hi na s e愁
.

In :

Ac at Oc
e a n o lo g ic a s ini c a e d

.

p or
c e e d i飞

o f S e d im e n

atti
o n o n ht e C o

nti
n e n
面 S he lf, Wi ht

S pe e ial 班 efr nc
e t o t」l e E a s t C hi n a

.

S e a
.

B e
ij in g: C垃 n a O c e

na R e s s
.

7 2 5一 7 5 1

Li u Zh
e n X . a I lu a ll g YI C h a n g

,

Zh na g Q i两 na
,

19 89
.

Ti d al e

errti
n t ri 电

e s in ht e s o u t】l w e s et m Y e llwo S e a
.

J

S e d i Pe rt, 5 9 ( 3): 4 3 2一 4 3 7

Y a n g C l l a l l g s h u ,

S un J i a s o
ng

,

1 9 8 8
.

Ti dal S a n d 凡 d g e s o n

het E as t C hi n a S e a S h e lE hi
: p L de B o e r e l

a l
.

e d s
.

T id e 一 I胡 ue nc e d S e di m e n t a yr En
v i r o

mn
e n st a n d F h e ie s

.

n 称 id e l P u b l i shi ng C o m P na y
,

2 3一 2 8

Li
u Z h e n

Xi 氏 19 9 7
.

Y a
ng zt e ( C h a n gj ina g ) s h o al 一 a m od

e
m ti dal

s
na d s he e t in ht e n o

hrt w e s et nr p art
o f het

B 巧 t C hi n a S e a
.

M 硕ne Ge
o lo gy

,

1 3 7 : 32 1一 3 3 0

T I D A L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S Y S T E 入4 5 A N D P A T T E R N S

O F C H 】N A
’
5 C O N T I N E N T A L S H E L F

L IU Z ll e

n--
x i礼 X AI 众

〕n g一x in g
,

W A N G

(Fi r s r nI s tl ut et of O e e a n
go

r
Pa hr, Stt

Z et O e e a n i e
J

刁dn
诬ni si rt a t io n

K u i一 y na g

Q呷 da
o

,

2 6 6 0 0 3 )

A b s t r a c t B as e d o n a e o o pe ar ti v e s t u d y be wt e e n C hi n a
an d Fr a n c e o n ti dal de po s i st in

het
B 巧 et m B o h a i S e a in 1 9 9 1

,

i n et 讹 lati
o n s hi P s be wt e e n w aet

r de P山
, s e di me

n st
,

be dof mr
s

an d ti d al

c u err n st o n C h ln扩 5 e o n ti ne n
atl

s h e lv e s w e er an al y s e d
.

T h e er s ul st t ll a t ti d al e

uerr
n st P l ya a m aj

o r

or le in

het
e er ati o n o f het

P r e s e n t s ub m颐n e g e o m o pr ho lo g y a打d de po s iti o n al P ocr
e s s e s o n C h in 扩 s

s he l
v e s

.

I f het ti d al 一 u n℃ n t v e loc i yt e x c e e ds 3 kn o st
,

het
n e or s io n al ac ti o n d o而 n

aet
s a n ( 1 er c ti lin e ar

e u rr e n st of mr m o s il y de e P s e o ur f u rr o w s
.

W h e n
het ti dal 一1 1n ℃ n t v e loc iyt anr

g e s be wt e e n 1 an d 3

kn o st
,

de po s iti o n 15 d o m in na 七
a n d ti d a l e u n ℃

nst of mr ti d a l s h o al s ,

1
.

e
. ,

ti dal s a n d ri叱 e s
na d ti dal

s
na d s he e st

.

刃 l e bo un d a巧 be wt e e n ht e ri d g e s a n d het
s
he

e st l ie s
ne

a r
het loc ati o n w he er het

bas
o lu ot v al ue o f het 峡

e l liPti c i yt 15 0
·

4
·

w he er het ba s o luet
v a lue 15 le s s t h a n o

·

4
,

ti d al s a n d

ri dg e s

aer
o eft n of n n e d in er s po n s e ot er e ti lin e ar e u rr e n st

.

W he er het ba
s o luet

v al ue e x e e e d s 0
.

4
,

ti dal
s a n cl s he e st et n d ot be of mr

e d in er s P o n s e ot or 七l to yr e u err n st
.

T ll e er aer fi v e m od e m

ti dal
一 d e po s iti on al s y s et m s o n

Ch in 澎 5 e o n ti ne n
atl

s h e l v e s a n d ht e s

uorr un di n g
aer as : ( l ) het ti dal

de po s it o v e r t l
l e e as et nr Ye llo w S e a ( e o m po s e d o f ti d al s a l l d ri dg e s in

W
e s t K o er a B ya an d ti dal

s
an d s he e st o ff S o u ht Ko er a) : (2 ) ht e ti dal de po s i st o v e r

het
e as et nr B o

俪 S e a
(c

o l l l P 0 s e d o f ti dal

s c o ur uf rr o w s in

het L刁 o ti e sh a n C h a n ne l
,

ti dal
s a ll d ri dg e s in

het Li a do o ng S h o al a l l d ti d al s a n d

s he e st o n

het B oz h o ng S h o al ): (3 ) ht e ti acll de po s i ti o

nal
s y s et m o ff het C h na 自i na g 瓦

v e r e s tu a yr

( e o l l l Po s e d o f ti d al s a n d ri d g e s o ff het J ia ng s u P or v inc
e a n d ti dal

s
na d s he e st o n

het
Y a l l g忱 e S h o al ) :

(4 ) het de p o s ist di s tri b uet d t o t h e w e s t o f T ai w na I s lna d (
e

mo Po s e d o f ti d al s e o ur uf mr w s in
het

T a iw na S tr a l仁 ti dal
s a刀 d ri dg e s o v e r

het T ai w na S h o al
,

ti d al s e o ur fi . rr o w s in

het P e n g hu C h a n n e l

an d ti d al s
an d s he e t o n

het T ai z h o ng S h o al ): an d ( 5 ) het de P o s i ti o n al s y s et m in

het q
o ll g z h uo s戚 t



2期 刘振夏等
:

中国陆架潮流沉积体系和模式

(
o em P o e sdof t ia d l

e su o ru f rrow s in

t e hq
n o g z hou St a r i气

w e st en r s hoa l s)
.

In a dd lt in o,

ht e er aer m o ri b un d ti d al d e po s i st

d u ri n g an
e arl y s at g e o f t ll e las t t r a l l s g er s s io n

.

T七e H o loc e ne

sh e l v e s c
an be di v i de d i n ot a s tar i --t s h o al yt pe a n d an

o dr in a yr

K e y w o r
d s C h in澎 5 s

he lv e s Ti dal d e P o s i ti o n a l s y s et m s

Su b j
e e t e l a ss i fi e a t io n n u m b e r P7 3 6

.

2 1

ti d al s
an d ri 叱 e s o n th e e as et m a n d

in l h e E a s t C li in a S e a w hi e h of 们 n e d

ti d al 一 d e卯 s ist o n ( : h ina’
5 e o n ti ne n atl

s h o al yt pe
.

氏po s i ti o n al P a t te nr s

Ho loc e n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与湖沼》学报被引频次
再前进 5 名

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公布
,

在 中国科技期刊被引频次的前 5 00 名排行表中
,

《海洋

与湖沼》的名次依次为
: 19 94 年

,

45 名 ; 19 95 年
,

40 名 ; 19 9 6 年
,

35 名
。

这三年以每年前进 5

名的顺序递增
。

19 % 年按学科分类
,

在地球科学领域的期刊中
,

以被引频次统计
,

本刊排

序为第 2 名 ; 以影响因子统计
,

本刊排序为第 10 名
。

又 19 9 7 年本刊分别获 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

中宣部
、

国家科委
、

新闻出版署

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
。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与各级领导
、

专家及广大作者
、

审者和读者等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是

分不开 的
。

为此
,

本编辑部 向所有对本刊给予支持和作出贡献的领 导
、

专家和科技工作

者
,

致 以最忠心的谢忱和敬意
。

希望今后让我们继续通力合作
,

不断拓新办刊新局面
,

争

取《海洋与湖沼》尽早加人世界先进期刊的行列
,

为繁荣学术
、

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