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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的中值粒径与分选系数的

经验关系及其对沉积环境的反映

蒋信忠
(铁道部第二勘测 设计院第三总队

,

昆明)

用沉积物粒度分析资料推论沉积环境的双变量法中
,

探讨中值粒径 (或平均粒径 )

与分选系数 (或标准差 ) 的经验关系是一个方面
。

目前
,

这方面的研究多为散点图的形

式
,

如鲁欣 ( 1 9 5 2 )
、

弗里德曼 ( F r ie d m a n ,

G
.

M
,

1 9 6 1
、

1 9 6 5 )
、

莫伊欧拉与韦塞

(M o io la a n d w
。is e r ,

1 9 6 5 )
、

布勒与梅曼斯的工作〔1 一 3 〕
。

本文通过对几种成因类

型砂的分选系数 a 与中值粒径M d 的沿程变化及相互关系的分析
,

为推论沉积环境 提 供

依据
。

敬敬螂扮狱狱
图 1 采样位 , 示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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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k e t e h o f s a m p le lo e a tio n

调查区地处渤海西北岸中段
,

广泛发育砂质海滩
。

滨岸带有数条小河入海
,

并见海

岸砂丘
。

笔者分别对海滩砂
、

沙丘砂和冲积砂沿程取样
,

共采砂样92 个
,

采样位置见图

1
。

采样深度为表层 。一20 厘米
。

样品重50 0克
。

砂样成分以石英为主
,

长石少 许
,

部

分含贝壳碎屑
。

除去砂样中直径大于 2 毫米的粗颗粒后
,

用米制筛进行粒度分析
。

筛径

分级为 1
、

0
.

5
、

0
.

25
、

0
.

1毫米
,

小于0
.

1毫米颗粒按极细砂 ( 0
.

1一0
.

05 毫米 )处理
。

筛分结果用米制矩法〔1 〕计算中值粒径M d和标准差 a l ) ,

用同归分析得出不 同成因类 型

和水动力条件沉积的a 与M d的经验关系
。

1 )又名因素法
,

算式为Io ‘M d 二 d 十 。、 , 、 。 二 。杯耳丁犷石式 中 d 为零点总粒级终点大小的对数和 之 半
,
。为各粒

级终点大小的对数差 之平均值
, V : V : 为第一

、

二 因素值
,

即 ~
、

二阶定点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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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海滩砂

本区盛行不规则全日潮
,

沿岸广布砂质海滩
。

近期由于海平面相对上升或沉积物来

源锐减
,

沿岸沉积物流呈未饱和状态
,

多数岸段普遍遭受冲刷
,

向弧形海岸发展
。

笔者

在三个海滩剖面的高
、

中
、

低潮位
,

和各岸段海滩中潮位采砂样共60 个
。

分析表明
,

堆

积海滩和冲刷海滩
,

在横向和纵向上
,

其。 与M d都呈现性质不同的直线关系
,

反 映 了

不 同的物质分异规律
。

( 一 ) 海滩物质的橄向分异

以汤河口 以西的三条海滩剖面为例
,

海滩物质以低潮位最粗
,

中潮位次之
,

高潮位

最细 (表 1 )
。

沉积物由海向陆变细的分异规律
,

是有潮海岸特有的
。

衰 1 各翔位海滩砂的朋d与口

T a ble 1 M d a n d a o f b e a eh s a n d in d iffe r e n t tid a l lin e

高高 潮 位位 中 潮 位位

MMM ddd ddd M ddd 口口 M ddd 口口

汤汤河 口西砂咀咀 0
。

6 8 8 444 0
。

0 7 1 000 0
。

7 5 7 888 0
。

10 6 999 0
。

8 16 222 0
。

1 2 9 999

汤汤河 口西南 2 公里里 0
。

6 7 0 111 0
。

17 5 111 0
。

5 7 7 777 0
。

2 0 8 333 0
。

7 6 9 000 0
。

1 42 000

汤汤河 口西南 4 公里里 0
。

20 7777 O
。

1 6 9 888 0
。

3 4 5 222 0
。

3 1 0 111 0
。

2 3 6 000 0
。

22 3 444

000
。

5 2 2 111 0
。

1 3 8 666 0
。 5 6 0 222 0

‘

2 0 8 444 0
。

6 0 7 111

/
高 潮位

. 中溯位

O 低潮 位

气
. 2

扮
0 0

.

2 0
.

4 0
.

6

Md (m 耐

圈 2 海滩砂的横向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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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r a n s v e r s a l d iffe r e n tia tio n o f b e a e h s a n d

同一海滩剖面
,

各个潮位物质的a 与M d成直线关系
,

直线性质视海滩动态而异 (图

2 )
。

对冲刷海滩 (剖面 2 )
, a 与M d成反比直线关系

,

滩面物质愈粗者分选愈好
。

因为

滩面在冲刷
、

回流作用下
,

较粗大颗粒相对富集
,

细小颗粒则被卷走
,

故中值粒径大者

相对较纯
,

从低潮位向高潮位颗粒变细
,

且相对棍杂
。

堆积海滩相反
, a 与M d成正比直线关系

。

从低潮位向高潮位颗粒变细的同时
,

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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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佳
。

(二 ) 海滩物质的纵向分异

沿岸沉积物流使物质产生纵向移动和分异
。

以中潮位为例
,

物质的纵向分异有以下

特点
。

1
.

中值粒径M d减小的方向代表了沉积物流的移动方向
; M d与 a (表 2 ) 沿程变化

‘

趋势的异同
,

反映了沉积物流的饱和状态与海岸冲淤
。

堆积岸段的M d
、
口 均沿程减小

,

沉积物沿程变细
、

分选变佳
。

表明沉 积物 流为饱

和或过饱和状态
,

进行正常的沉积分异作用
。

冲刷岸段不同
,

沿程M d减小而。增大
,

沉积物沿程变细且变混杂
,

表明沉积物流为

未饱和状态
,

并进行特殊的物质分异过程
。

在物质纵向移动起点
,

沉积物流远未饱和
,

冲刷与回流最强
,

滩面上较粗顺粒能被卷走
,

富集于滩面的物质更粗大
,

粒 级 也 更 单

一
。

随沉积物流的前进
,

卷挟物质不断增多
,

冲刷力逐渐减弱
,

存留滩面的物质粗细渐

杂
。

循此前进
,

直至沉积物流达到饱和
,

导致堆积
。

因此冲刷岸段未饱和沉积物流前进

方向
,

由于海滩物质愈益细小和混杂
,

级配曲线可出现双峰
。

因此
,

由图 3 可见
,

本区堆积岸段仅限于海汉子至东山这一海湾充填区及接纳河流

入海泥沙的河 口砂咀
,

其余岸段处于冲刷状态
。

东一北一�尹
声T飞、

尹
·

产

/

/
、\ , /

,

一

,../ 二
10a0.60,0240
乳.0

5 0 (七。以距离)

\尸

.

代汀
/、

/

气
童刘 伞 东 终 诬 一

~

百一丫砰一百飞厂落
些 压 坐 山 终 例 山 赛 何 河 子
目 组 于 口 钻 弃 口 奈

代何口洋河口

2

一一
. 3一

·

一
·

一

高 票 篓岔
日 屯 坟头

1
。

M d 减小方向 2
。口增大方向 3

.

海滩坡度减小
、

宽度增大方向

口 3 海滩中湘位物质Mb与a 的沿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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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h a n g e o f M d a n d a w i t h r e m o v a l d i s ta n e e o f

b e a e h s a n d i n m i d d le t i d a l li n e

海岸带冲淤动态在海滩形态上有所反映
。

海滩坡度减小和宽度增大的方向
,

指示沉

积物流的前进方向
。

冲刷海滩窄而陡
,

滩尖角发育
,

堆积海滩宽阔
、

平坦
。

海岸冲刷会

弓!起滨岸地貌的改造
。

2
.

各冲刷岸段 a 与M d均呈现反比直线关系 ( 图 4 )
,

反映了与冲刷海滩 物质 横向

分异相似的特殊分异规律
。

3
.

据上可见
,

本区沿岸主要盛行东
、

西向未饱和沉积物流
,

其物质来源于河流入海

泥砂
、

岸滩 ( 尤为湾顶岸滩 ) 冲刷产物及大娜角海蚀产物
。

故沉积物流起源于较大河流

入口
、

不受钾角隐蔽的海湾顶部及大的海蚀娜角
。

入海泥砂和海湾产物在北东
、

南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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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中潮位海滩砂的位度系傲

T a b le 2 Pa r a m e t e r v a lu e s () f g r a in s iz e o f b e a e h

s a n d in m id d le l:id a l lin e

样号 采 样 位 置 Md (毫米 ) 样号 采 样 位 置 Md (毫米 )

芭

777 666 洋河 口杂侧侧 0
。

5 2 1 111 0
。

2 5 1 111 15 888 南山东侧侧 0
。

2 1 8 777 0
。

1 8 8666

888 000 东1 0 0 0米米 0
。

艺3 1 555 0
。

2 9 8 444 1 5
;
555 东 10 0 0米米 0

。

4 7 0 333 0
。

2 5 8000

888 222 东2 0 0 0米米 0
、
6 4 0666 0

。

24 6 111 1 4 555 东2 0 0 0米米 0
。

4 2 3 000 0
。

1 93 777

888 444 东 3 0 0 0米米 O。

87 0888 0
。

16 3666 1 4 111 东3 0 0 0米米 0
。

7 7 6 111 0
。

1 7 4 222

666 444 代河 口东侧侧 0 。

5 10 999 0 。

2心4666 1 3 888 东4 0 0 0米米 0
。

4 5 3 000 0
。

1 9 5 666

666 222 东 7 00 米米 0
。

6 7 3 888 0
。

3 0 7 555 1 3 555 东5 0 00 米米 0
。

3 8 0666 0
。
2 3 7 555

666 000 东 17 0 0米米 0
。

5 1 0 555 0
。

2 1 4 999 1 3 333 东 6 0 00 米米 0
。

33 2 999 0
。

3 2 6 888

555 888 东2 7 0 0米米 0
。

4 8 9 000 0
。

4 0 1 999 13 111 东7 0 0 0米米 0
。

3 6 8 444 0
。

2 5 4999

555 666 老虎石西侧侧 0
。

3 1 4 777 0
。
3 0 5 666 12 888 沙河口西侧侧 0

。

6 8 7 666 0
。

2 3 4777

888 666 东侧侧 0
。

54 3000 0
。

30 1 111 1 7 888 东侧侧 0
。

9 8 1 555 0
。

15 3 333

555 444 东 7 0 0 米米 0
。

9 86 333 0
。

15 2888 1 8 000 东1 0 0 0米米 0
。

4 4 1 444 0
。

2 6 1666

555222 东 17 0 0米米 0
。

4 5 6 999 0
。
2厂3 666 1 8 333 东 2 0 0 0米米 0

。

3 2 0 111 0
。 2 9 8 222

555 000 东 27 0 0米米 0
。

3 5 5 111 0
。

3 3 9 777 1 8 666 东 3 0 0 0米米 0 。

3 7 7666 0
。

2 6 6 555

333444 金山咀北北 0
。

7 3 4 888 O
。

1 9 9 888 1 8 999 东 4 0 00 米米 0
。

4 2 8 222 0
。

2 6 6 888

擎擎抬抬 择斌 曰一卖 日lll n
_

互晓1 左左 n
_

, R n nnn 1 9222 石河口西侧侧 0
。

4 8 6 111 0
。 2 6 6 999

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乙晰晰 话布 d .

_
7 ; 弓京 门门 n A 甲R 月月 n , 叹Q 亡亡

,,

叫 一一}
’了 ’“

’一 “
’

一 111} ”一
‘ 一

{{{{{{{{{{{{{{{{{{{{{{{{{{{{{{{{{{{{{{{{{{{{{{{{{{{{{{{{{{{{{{{{{{{{{{

333 555 鸽子窝北侧侧 0
。

1 2 7222 0
。

1 4 7 000 . 卜匀匀

{ - - 曰 : , ---

}
“

”
’ “ 一 }}}

}
“ ’ “ ‘ “ ““

777 222 北 10 0 0米米 0
。

1 6 3 666 0
。

1 7 4 333 1
’

了了 石河 口东侧侧 O
。

3 9 6666 0
。

3 9 7 777

777 000 北 2 0 0 0米米 O
。

1 6 1999 O
。

里8 8 777 2 1777 东 15 0 0米米 0
。

4 94 555 O
。

2 9 1 888

666 888 北3 0 0 0米米 0
。

1 5 0 888

⋯
。

·

, “ 333 1
’

333 东 1 80 0 米米 0
。

6 83 666 0
。

2 1三888

666 666 北4 0 0 0米米 0
。

1 6 8555

⋯
。““‘‘ 2 1 二二 东 2 30 0 米米 0

。

5 4弓444 O
。

2 6 1 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111 东3 3 0 0米米 0
。

7 5 7 777 0
。

1 89 999

{{{
东山一海汉子 ⋯⋯1

。
·

, 5 “
⋯⋯⋯

0
’

‘5 7。。 2 0召召 东 4 3 0 0米米 0
。

8 4 4 111 O
。

15 6 888

海海汉子东东 0
。

3 4 5 222 0
。

3 1 0 111 2 0 666 东 5 3 0 0米米 0
。

9 8 3 999 0
。

2 2 4 555

木木 1 0 00米米 0
。

4 6 9 888 0
。

2 3 9 333 2 0 333 东 6 3 0 0米米 0
。

8 8 6 999 0
。

16 2 999

东东2 0 0 0东东 0
。

5 7 7 777 0
。

2 0 8 333 2 0 111 东 7 3 0 0米米 0
。

4 5 4 333 0
。

2 3 0 555

东东3 0 0 0米米 0
。

8 2 1 999 0
.

1 3 2 555 1 9 333 东 8 3 0 0米米 0
。

5 2 4 444 0
。

2 7 8 000

汤汤河 口西侧侧 0
。

7 57 888 0
。

1 0 1 999 1 9 333 东9 30 0米米 0
。

4 34 999 0
。

3 0 7 111

东东侧侧 0
。

6 46 555 0
。

2 2 7222 2 1
‘

〕〕 南山头西侧侧 0
。

三7 6 333 0
。

3 2 9 111

东东 7 0 0 米米 0
。

4 82 555 0
。

2 1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东东 17 00米米 0 。

4 3 5 888 0
。

2 9 7 777 2 2 222 不侧侧 U 一七艺1 勺勺

东东 27 00米米 0
。

3 2 6 888 0
。

3 4 4 222 平均均 石河 口一南 山头头 0
。

6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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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

4 r

海汉子至东山:
.

气

:
,

\
:

\
0

.

3

0
.

2

.

:

0
.

4 0
.

6 0
.

8 1
.

0 0
.

2 0
.

4 0
.

6 0
.

8 1
.

0 0
.

4 0
.

6 0
.

8 0
.

4 0
.

6 0
,

8 昭:l O

M d (m 回

( 1 )南 山头至石河口 : 6 二 O
。
4 2 8 一 O

.

2 7 8M d 相关系数r 二 0
.

7 6 8
. 申

1 )
,

样点数N = 13

( 2 )石河 口至南山
: 6 二 0

。

3 0 5 一 0
.
1 4 0M d r 二 0

.

5 6 8 . 1 ) , N 二 1 5

( 3 )甫 IIJ 至海汉子
. 6 二 0

。
4 5 8 一 0

.
42 1M d r 二 0

.

8 49
. 申 ,

N 二 9

( 4 )东山至洋河 口 . 口 二 0
一
4 10 一 0

一
2 5 8M dY 二 0

。
6 8 3二 N , 1 4

口 4 各岸段中湘位海滩砂的口与Md之间关系

F ig
。

魂 R ela tio n sh ip b e tw e e n a a n d M d o f b e a eli s a n d

in m id d le tid a l lin e o f d iffe r e n t s e e tio n s o f e o a s t

向风很作用下形成 向东或向西的未饱和沉积物流
,

沿途不断接纳岸滩冲刷产物
,

最后在

岛屿波影区 (姜女坟 )
、

海湾充填区 ( 如海汉子南 )
,

两向沉积物流相遇外 ( 唐子寨
、

向河寨南 ) 及洋河 口西堆积区达到饱和而产生堆积
。

二
、

沙丘砂

南大寺海积平原上
,

叠置了大片风成沙丘
。

沙丘区由一系列新月形沙丘链组成
,

沙

丘链呈北西至南东走向
,

与盛行东北风向垂直
。

由东北至西南在 5 个沙丘上采样17 个
。

筛分结果表明 (表 3 )
,

沙丘砂粒径小 (丽d 二 0
.

1 7 5 8毫米 )
,

分选好 (万二 0
.

1 1 9 7 )
,

优势粒级细砂 占6 1
.

6一 9 5
.

6 %
,

比其物源地海汉子海滩物质更细小
、

纯净
,

应是海滩砂

再度分选的结果
。

沙乓砂的口与M d成对数曲线关系 (图 5 )
,

一般式为a = a + h lo g ( m d 一 o
·

1 5 0 )
,

式中
a 、

b为正数
。

1)巾 * , .

分别表示在0
。
0 1

、
0

.
0 5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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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沙丘砂的较度今教

T a b le 3 Pa r a m e te r v a lu e s o f g r a金n s iz e o f d u n e s a n d

翌习一李聋二
} 沙丘 2 向海坡坡脚

!
}

顶部

⋯
} 向陆坡坡脚

位 Md ( 毫米 )

0
。

1 9 1 5 0
。

15 2 1

0
。

2 1 0 0 0
。

15 17

O
。

17 5 8 0
。

12 23

0
。

19 0 4 0
。
1 3 7 0

0
。

1 7 74 0
。

1 2 8 0

0
。

1 87 3 0
。

1 3 7 1

沙丘 2 沙丘 1 西南 6 50 米

沙丘 3 向海坡坡脚

向海坡腰部

顶部

向陆坡腰部

向陆坡坡脚

沙丘 1 西南 1 0 5 0米

沙丘 4 向海坡坡脚

向海坡腰部

0
。

1 8 82 0
。

1 3 5 2

0
。

17 3 5 0
。

1 2 4 4

O
。

1 7 5 3 0
.

11 4 7

98一”

1 0 0 0
。

1 6 3 0 0
。

1 02 4

1 0 1 0
。

1 8 2 3 0
。
13 4 5

1 02 0
。

1 6 44 0
。

1 0 9 7

沙丘 3 0
。

1 7 17 0
。

1 17 1

1 0 3 0
。

1 7 8 8 0
。

1 37 0

1 04 0
。

1 5 8 8 0
。

0 8 C6

1 0 5 顶部 0
。

17 1 5 0
。

12 4 2

1 0 6 向陆坡腰部 0
。

1 5 7 1 0
.

0 6 9 9

土⋯丁一⋯
1 0 7 0

。

1 7 3 4

沙丘 4

1 0 8

向陆坡坡脚

沙丘 1 西南 2 0 5 0米

沙丘 5 顶部

0
。

1 3 0 6

0
. 1 6 7 9

0
。

15 7 6

0
。

1 0 9 5

0
.

0 7 3 0

平均 9 2一 1 0 8 O
。

17 5 8 0
。

11 9 7

这是一簇以M d = 0
.

1 50 为渐进线的对数曲线
,

表明沙丘砂a 随M d减小而加速变小
,

即沿风沙流移动方向上
,

砂粒变细且分选性急剧增高
。

如图 6 示
,

每一砂丘 。
、

M d的平

均值 厅
、

丽d沿程递减
,

且云减小得比众d快
。

有
:

云一S直线斜率比众d一S直线大
,

反映风砂沉积物分选性的沿程增高比粒径 的变 小

要迅速
。

表现在沙丘砂的级配上
,

优势粒级细砂 (小0
.

1一0
.

25 毫米 )含量沿风沙流移动方

向递增
,

粗砂 (小0
.

5一 2 ) 含量递减且最终消失
,

中砂 (小0
.

25 一0
.

5 ) 含量急剧减小
,

极细砂略有增长
,

呈现出粒级减少
、

优势粒级含量增高
、

平均粒级变小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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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r 二 二
‘

’ 一

~ 渊琳甘

一
笙伟

扭 .

_ -
2 “

.

. ~

—
_

_

互 口 妙乙

1 .

一一 一 沙丘 签
. , . 户 /

~ .

M d (曰
沙丘 2 : 6 二 0

.

2 4 5 0 + 0
.

0 7 4 9 10 9 (M d 一 。
。

1 5 0 )
。

相关系数 R = 0
.

, s。
* 申 ,

样品数N = 5

沙丘 3 : 6 二 0
.

2 3 16 + 0
.

0 6 7 5 10 9 ( M d 一 0
.

15 0 )
。

R = 0
.

90 8
. ,

N 二 5

沙丘 4 : 6 二 0
.

3 0 5 , + 0
.

1 0 8 6 10 9 ( M d 一 0 .

1 5 0 )
。

R = 0
.

9 9 7
* 申 ,

N = 5

△ 为砂丘 1
,

5 顶部样品
。

全 部样品
:

6 二 0
. 2 6 7 4 + 0

.

0 59 2 10 9 ( M d 一 0
.

2乞。)
、

R = 0
.

7 9 1 中.

N 二 17

圈 5 沙丘砂。与M d的关系
F 19

.

5 R e la t io n s h ip b e t w e e n a a n d M d o f d u n e s a n d

M店 f日

o
·

o6 )
一嘴 0

。

6 1
。

0 1
.

6 2
。
0 2 一厅

S 《曰

口 二 0
。

1 5 2 3 一 0
。

0 2 8 6 5 r 二 0
.

9 40
. ,

N 二 5

注 : 口、

M d均 为平均值

M d 二 0
.

19 2 2 一 0
。

0 13 8 5 r = 0
。

9 5 3
* ,

N 二 5

圈 6 口 、

Md的沿程变化
F 19

.
6 C h a n g e s o f a a n d M d w ith the r e m o v a l d is t a n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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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冲积砂
‘

区内入海河流有 7 条
,

其中石河
、

代河
、

洋河从西北山地奔流而出
,

水动力较强 ,

沙河
、

汤河
、

高家河
、

新开河较短小
,

主要潺流于滨海平原上
。

从这些河流的各地貌单

元表层采砂样15 个 (表 4 )
。

分析表明
,

虽然样品采 自不 同地貌单元
,

但由于区域古地

理和水动力状况相对稳定
, a 与M d仍呈现与海滩砂类似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直线关系 (图

7 )
。

衰 4

T a b le 4 Pa r a m e te r

冲积砂的独魔. 橄

v a lu e s o f g r a in s iz e o f a llu v ia l s a n d

样 品 号 采 样 部 位 M d(毫米 )

2 2

16 9

17 1

1 1 3

1 1 4

2 3

2 0

7 8

1 6 8

4 8

4 7

7 4

7 3

8 7

8 8

石河三道河河砚滩

石河二道河三级阶地

石河 回马寨河床

石桥铁路桥 河锐滩

石桥铁路桥河床

石河公路废河床

沙河公路桥河视滩

肠河海阳俄河床

汤河冲积平原

新开河上曾南河 漫滩

高家河公路桥河 漫滩

代河牛头崖东河 漫滩

代河老虎润南河床

代河冲积乎原

洋河冲积平原

0
。

4 2 9 8

0
。

4 0 8 9

0
。

6 5 1 0

0
。

4 83 4

0
。
3 32 4

0
。

46 3 1

0
。
4 25 1

0
。

2 9 4 8

0
。

2 1 4 9

0
。

2 1 9 7

0
。

1 3 2 6

0
。

3 2 0 0

0
。

6 8 3 6

0
。

6 0 3 9

0
。

5 0 2 4

0
。

2 4 5 6

0
。

2 4 7 8

0
。

1 7 7 0

0
。

2 15 4

0
。

2 32 1

0
。
2 4 9 4

0
。
6 0 1 3

0
。

4 1 4 2

0
。
3 0 2 4

0
。

2 6 3 7

0 。

16 1 8

0
。

3 3 81

0
。
2 1 3 5

0
。

2 0 2 7

0
。

2 3 0 2

平 均 0
。

4 1 10 0
。

2 7 2 9

M d (m m )

日 7 冲积砂口与Md的关系

F 19
.

7 R e la tio n sh ip b e tw e e n 口 a n d M d o f a llu v ia l s a n d

沙河等四条平原小河
,

与堆积海滩类似
,

进行着正常的沉积分异作用
。

冲积物随粒

径变小而分选变佳
, 口与Md成正比直线关系

:



1 36 沉 积 学 报 3 卷

a = 1
.

5 1 7M d 一 0
.

0 4 2 r = 0
。

9 9 6 , . ,

N = 5
。

对石河等三条山地流出的河流
,

其水动力条件在出山前后有急剧变化
。

出山前
,

水

流湍急
,

沉积颖粒粗大
、

纯净
。

出山后
,

流速骤减
,

泥砂俱下
,

沉积混杂
,

平均粒径较

小
。

因此
,

与冲刷海滩类似
,

沉积物变细的同时分选变差
,

表现为a 与M d 成如 下 反比

直线关系
:

a 二 0
.

3 6 3 一 0
。

2 5 4 M d r = 0
。

7 1 7
. ,

N = 1 0
。

四
、

结 语

1
.

本文用回归分析得出的各成因类型砂分选系数与中值粒径的经验关系式
,

方式与

结论均与前人的散点图不同
。

这些关系式归纳为
:

沉沉积环境境

直 线
水 成

正比直线

d 二 a + bM d

平 原 河 流

堆 积 海 岸

d 二 a 士bM d

( b为正数 )
( 海河 )

反比直线

口 二 a 一 bM d

出 山 河 流

冲 刷 海 岸

对数曲线口 二 a + b lo g (M d 一 C )

( a 、

b
、e 为正数 )

甭- 百 ⋯ }
-

2 由a 一

M d关系类型可区分水成砂与风砂
。

由a 一

Md直线关系性质可推论堆 积 与 冲

刷两种水动力条件
。

口与M d 的反比直线关系
,

说明在海岸冲刷或河流侵蚀作用下
,

沉积物有特 殊 分 异

规律
,

即物质愈粗者愈纯
、

愈细者愈杂
。

这种特殊的冲刷分异现象
,

K
.

0
.

埃默里在中

国近海及大陆架外侧的残留沉积中有过定性描述
,

认为是簸选作用的结果〔‘
,

5 〕
。

3
.

本文探讨的是现代沉积物的沿程分异规律
,

由于研究区范围有限
,

样品数量还不

够多
,

所得结论能否应用于地质历史过程和其它地区
,
尚待验证

。

对冲刷分异作用的物

理机制
,

以及相关式中各个系数具成因意义的经验值范围
,

也待进一步探讨
。

在非沿程

取样或在不 同地貌单元上取样时
,

本文经验关系亦可能被冲淡或掩盖
。

此外
,

本文计算

粒度系数的米制矩法
,

目前已较少使用
,

所得粒度系数不能直接与小粒级矩法或 图解法

的结果对比
。

本文写作中承周剑桥工程师协助
,

仅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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