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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冬两季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物的分布特征及其沉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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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利用 年 ∗ 月 年 月两个航次的悬浮物浓度资料 并参考其它水文参

数 简要分析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物的分布特征 无论夏季还是冬季 长江入海悬浮物总是

向东南方输运 冬季由于再悬浮作用显著 悬浮物浓度明显高于夏季 且南北分布范围也明显

增大 垂向分布均匀 ∀同时采用数值模拟的海流流速值和观测的悬浮物浓度值计算悬浮物的

断面通量 并最终得计算区悬浮物夏 !冬两季的沉积量 夏 !冬季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物的

沉积量分别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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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年 月以中国科学院创新

项目 中国主要河口及邻近陆架海域陆海相互作用研

究为依托 在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进行了两次多学科综

合调查 ∀调查范围自南到北从 β 夏季 β 冬

季 到 β 自西向东从 β∞到 β∞ 见图 ∀调

查项目包括海洋水文 ≤×⁄ 定点及走航流速观测

常规气象 悬浮物浓度 营养盐浓度 生物量等等 ∀本

文主要利用以上两个航次的悬浮物浓度 采用水样的

抽滤 !烘干 !称重法进行悬浮物浓度测定 资料 并参

考其它水文参数 简要分析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物

的分布特征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海流流速值计算该海

域悬浮物夏 !冬两季的沉积量 ∀

夏 !冬两季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

物的分布特征

夏季悬浮物浓度分布特征

从表层和底层悬浮物浓度分布 图 可以看出

悬浮物浓度的极高值区位于长江口区域 无论向东

向北 还是向南 悬浮物浓度迅速降低 尤其是向东浓

度下降的梯度最大 ∀从表层到底层 长江口及邻近海

域的悬浮物浓度逐渐增加 在长江口区从表层的

增加到底层的 增加了 倍之多 ∀

若以悬浮物浓度 为长江入海悬浮物扩散

的边界 在夏季 长江入海悬浮物的扩散向东不超过

β∞ 向南甚至超过 β ∀值得注意的是 本海

区的温度 ! 盐度平面分布显示 长江冲淡水主轴在

β∞附近转向东北 但表层悬浮物浓度分布图并

图 调查 !计算海域及站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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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夏季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物浓度分布

ƒ × ∏ ∏ ∏ ≤ ∞ ∏

表层 底层

未显示同样趋势 说明向东北转向的长江冲淡水所含

的悬浮物浓度很低 大部分长江入海的悬浮物在冲淡

水转向之前都已迅速沉降 而且相当多数的悬浮物分

布在水体下层 而不象冲淡水一样浮在水面 ∀此现象

与蔡爱智 ≈ 的描述一致 ∀
悬浮物浓度平面图 ! 中 β 和 β 之

间以及 β 和 β 之间出现向东凸出的现象

是一种在内插绘图时 由于数据点稀疏造成的假象

图 冬季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物浓度分布

ƒ × ∏ ∏ ≤ ∞ ∏

表层 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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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夏 !冬季悬浮物浓度断面分布

ƒ × ∏ ∏

夏季 β 断面 夏季 β 断面 冬季 β 断面 冬季 β 断面

并非实际分布特征 ∀

冬季悬浮物浓度分布特征

对比夏季与冬季的悬浮物平面分布图 图 可

以看出冬季整个海区悬浮物浓度明显高于夏季 主要

是由于冬季风浪较大 造成海底未固结沉积物再悬浮

所致 ∀从表层悬浮物浓度分布 图 可以看出 悬浮

物浓度的极高值区位于长江口区域 而底层悬浮物浓

度分布 图 显示 悬浮物浓度的高值区有两处 一

处位于长江口区域 另一处位于 β β∞以西

的海区 ∀两处悬浮物浓度高值区的存在说明 在冬季

本海区悬浮物浓度不仅受长江入海悬浮物的影响 还

与海区北部的悬浮物输入有关 即苏北沿岸流携带的

大量悬浮物沿岸南下 在底层 这部分悬浮物甚至已

成为本海区悬浮物的主体 ∀冬季 该海区两个悬浮物

浓度高值区的存在早先由恽益民 ≈ 提出 ∀

冬季海水的温度 !盐度平面分布显示 近岸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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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断面悬浮物通量的方向及量值示意图

ƒ × √ ∏ ∏ ∏¬

夏季 冬季

低盐水与高温高盐的台湾暖流水的交汇处位于

β∞附近 ∀悬浮物平面分布与温盐分布相对应 清

澈与混浊水体的分界亦位于 β∞附近 因为低温

低盐的近岸水总是携带大量的悬浮物 而高温高盐的

台湾暖流水中所含悬浮物很少 ∀

悬浮物浓度的断面分布特征
从悬浮物浓度断面分布 图 可以看出 夏季

在悬浮物浓度较高的海区 悬浮物浓度随深度的增

加而迅速增加 而在悬浮物浓度较低的海区 小于

悬浮物浓度在整个水体中从上层到下层分

布比较均匀 ∀冬季 在悬浮物浓度较高的海区 悬浮物

浓度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但增加的幅度远不及夏

季 主要是受冬季水体垂向混合强烈的影响 ∀

夏季 在 β 断面 悬浮物浓度整体较低 最

高不超过 ∀而在 β 断面 由于本断面正

好位于长江口 所以悬浮物浓度在 β∞以西的水

体中超过 然而 由于长江入海悬浮物的快速

沉降 其扩散基本未超过 β∞∀

冬季 在 β 断面 悬浮物浓度整体较高 尤

其是 β∞以西的下层水体中悬浮物浓度甚至高

达 与夏季此断面的情形完全不同 ∀而在

β 断面 虽然本断面正好位于长江口 受长江入

海悬浮物的直接影响 但在水体下层 其悬浮物浓度

还不及 β 断面 表明在冬季本海区非长江来源

的悬浮物输入比例甚至大于长江入海悬浮物 ∀

夏 !冬两季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

物的计算沉积量

断面流速场的数值模拟
本文用 ° ° 来数值模

拟东中国海环流 ∀° ≈ 是一个三维斜压海洋模式 ∀

数值模拟范围包括渤海 !黄海 !东海 ∀水平及垂向分辨

率分别为 度 ! 层 ∀在开边界处 即长江口 !台湾

海峡 !台湾以东到琉球群岛 !大隅 吐噶喇海峡和对

马海峡 给定流量 并采用呈对数分布的垂向流速结

构 闭边界处法向流速为零 琉球群岛岛弧地区取无

流量通过条件 ∀

水平环流流场模拟结果较好地再现了东中国海

冬 ! 夏两季的环流系统 ≈ 由于篇幅关系模拟流场图

未附 ∀如冬季的对马暖流 黄海暖流 西朝鲜沿岸流

苏北沿岸流 闽浙沿岸流以及东海冷涡 夏季的台湾

暖流等等 ∀

本文取模拟的断面流速场来计算悬浮物的断面

通量 ∀

各断面悬浮物通量及区域沉积量
通过某一断面的物质通量 Θ 的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其中 , Χ为观测所得的物质浓度 ∀

根据两个航次的观测区域 选取 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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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断面的水通量 !悬浮物通量及区域沉积量

Ταβ .1  Τηε φλυξ οφ ωατερ ανδ συσπενδεδ µαττερ αλονγ διφφερεντ σεχτιονσ, τηε αµουντ οφ σεδιµεντ

项目 β断面 β断面 β断面 β断面 区域沉积量

冬季
水通量     

悬浮物通量     
≅

夏季
水通量     

悬浮物通量     
≅

β∞ β∞ 个断面计算悬浮物的断面通量 即

利用数值模拟的断面海流流速值乘以观测所得的悬

浮物浓度值 计算时 内插于模拟的流速点上 ∀计算

结果见表 图 图 显示夏 !冬两季 个断面悬浮

物的输运方向 即箭头所指示的方向 箭头的粗细示

意输运量的大小 在夏季 本区沉积物的主要来源为

长江入海物质 而在冬季 本区沉积物的主要来源是

黄海的悬浮及再悬浮物质 ∀

单位时间通过 个断面进入该计算区域的悬浮

物总量 即为本海域的悬浮物沉积量 再乘以 天

得一个季度的沉积量 如表 所示 ∀长江口及邻近海

域夏 ! 冬两季悬浮物的沉积量分别为 ≅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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