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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在研究区海滩进行定位采样
,

结果表明
,

研究区海滩中潮位附近浅表层物质主要由粗砂至极粗砂的颗粒组

成
,

各正态组分间的截点与频率分布曲线上低谷的位置并不
-

一对应
,

这些特征都与本区的强水动力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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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文献 [l 〕的工作基础上
,

我们对研究区海滩沉

积物作了粒度机械组成成分的分析
。

通过对局地沉

积物粒度特征的了解
,

为进一步的动力沉积环境和

岸滩演变的定量化研究准备必要的基木资料
。

本文

给出了研究区内厦大海滨浴场沿线表层和次表层沉

积物样品的粒度分析结果
,

以及对粒度特征及其所

反映的动力沉积环境的若干初步探讨
。

2 采样与分析

研究区及采样点 位置见图 1
。

该岸段近十几年

来经历了迅速的沉积物搬运迁移和海滩消长过程
,

且在海岸地貌上表现明显
。

在全岛的区域背景下
,

有

关的地质基础及海岸动力条件和其它环境因子
,

已

有文献论及〔3
一

‘。〕
,

故不再赘述
。

采样时间为 1 9 9 4 年 6 月
。

在研究区的海滩上
,

沿海岸纵向
,

每隔约 50 m 设一断面
。

在相应于一定

特征潮高的地貌部位设采样点
。

用 自制的采样器在

每个点位取海滩表层和 次表层 (0 一 Zc m 和 15 一

2 5c m )两个样品
。

采样的同时进行了样点的定位
。

通

过这种定位采样
,

使各断面同一地貌部位的样点保

证处于同一高程
,

从而确保了样品分析结果具有沿

海岸纵向的可 比性川
。

样品的粒度分析按国家海洋局 1 9 7 5 年颁布的

.1 0 on l )

’

采样点及定位点
- - -

一 中潮位线

堤岸及岩岸

图 1 研究区位里及采样点概况

《海洋调查规范》进行
。

考虑沉积物粒度的分布范围
,

全部样品均以筛析法分析
。

分析结果用自行编制的

粒度分析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图在微机上完成处理
,

输 出光滑的累积频率曲线和频率分布曲线
,

以及概

率累积曲线
;
计算矩法值和图解法的粒度参数

。

由该

软件输出粒度特征 曲线和粒度参数
,

具有较以往更

好的处理效果
,

有 助于更清晰地揭示相应的沉积物

特征和沉积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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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积物粒度特征和讨论

粒度分析结果揭示了研究区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及其空间变化
,

见表

表 1 研究区各中潮位样点沉积物粒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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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各列的参数中
,

左边为表层样数据
,

右边为次表层样数据
。

3
.

1 研究 区的中潮位沿线各点位
,

沉积物粒径范围

主要在一 2必至 3必之间
。

粒度参数中
,

均值在
一

0
.

50

必至 1
.

91 曰之间变化
,

表层平均为 0
.

68 必
,

次表层

平均为 0
.

22 必
,

粗于表层
。

按规范进行定名
,

全部样

品均为砂和砾砂
。

若按更细一级的分法
,

则大多数样

品属粗砂和极粗砂
,

有些 含细砂至细砾组分
。

总体

上
,

物质组成显示粗颗粒的特征
。

粒度分布的粒径范

围和集中程度
,

反映了强 的水动力作用和波浪对海

滩物质 的簸选
。

3
.

2 概率累积曲线 的粗
、

细截点位置平均在一 1必

和 2
.

3必左右
。

值得注意的是
,

截点的位置与分布曲

线 中低谷的位置并不一一对应
,

有些是在峰的附近

或峰与谷之间
。

这也是本区沉积物粒度组成的一个

特点
,

反映了各正态次组分间的强烈混掺
。

这种特

性
,

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能量相 当强的海岸动力作

用
。

3
.

3 粒度 特征表层和次表层的变化表现 出以下特

点
:

首先
,

粒径均值多数点位为表层细于次表层
;
分

选性多数为表层好于次表层
;
偏度多为表层负偏

,

次

表层正偏
,

在必粒级坐标下即表层更为细偏
,

次表层

则显示粗偏
。

峰态大部分表现出表层值更大
,

粒度分

布在总体上更为集中的特征
。

粒度特征的表层与次表层 的差异
,

反 映了海岸

动力的季节性变化
。

研究区表层总体上的物质组成
,

对应着采样时的季节 (初夏 )以及前一段时间内的沉

积动力状况及其作用结果
; 而次表层总体上的物质

组成则反映了其它季节 中的状况
。

厦门地区的波浪

在春秋和冬季多偏北浪且有较大的平均波高
,

夏季

则多偏南浪
,

平均波高较小
;
厦门南部在 7 月出现最

大波高[sj
。

初夏季节是全年中风向浪向完成转换的

时段
,

本 区波浪作用的能量在全年中处于相对较低

量级的阶段
。

在波浪能量较弱的季节
,

沉积物粒径细

化 ; 而在能量强的季节则粒径粗化
,

分选性也变差
。

本 区沉积物粒度特征的表层
、

次表层变化趋势与此

动力特征相对应
。

3
.

4 在平 面分布上
,

中潮位沿线 1 # 一 4 # 断面点

位的粒径均值由粗到细
,

在 4 # 达最细
; 5 # 一 7 # 之

间粗细变化未有明显的方向性
;
自 8 # 至 11 # 断面

,

又显示 自细到粗的变化
。

总体上
,

平面上的分布显示

两翼粗
,

中部细的特石亡乙粒度特征的沿程变化
,

反映

海滩各局部岸段因平面位置及地形掩护条件的差异

而处于有所不同的水动力条件下
,

且物源上所受的

影响也有差别
。

东北向浪和东南及西南 向浪分别是本 区冬季和

夏季出现频率最高的波浪囚
。

在东北向浪盛行的季

节
,

波浪绕过胡里山呷角
,

折射后波向线 由东南向西

北与本区岸线斜交
;
在西南 向浪盛行的季节

,

波向线

则由西南指向东北到达本 区岸段
。

无论上述哪种情

况
,

在岸段 中部
,

波向线与岸线的交角都较为适中
,

易产生沿岸沉积物流最高效率的运移
; 而在本 岸段

的两端部分
,

岸线转折使波 向线与岸线的交角增大

或减小
,

在交角增大的一侧
,

使波浪的能量由主要释

放于驱动沿岸流运动变为近于正交地作用于岸滩
,

主要消耗于泥沙的横向运动并强烈地 簸选海滩物

质
,

移走其中的细组分
,

导致这些部位沉积物的粗化

且分选性也趋好
。

同时
,

1 # 一2 # 和 11 # 一 12 # 断

面附近有岸上向海滩排泄雨水洪水的人 口
,

也为局

部岸段带来粗颗粒的陆源碎屑物质的直接供给与补

充
。

值得指出
,

上述一切有关沉积物特征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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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环境监测在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

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
,

以及强化环境监测工作的对策
。

关键词
:

环境监测
;

存在问题
;

强化对策

A b s tr a e t A n a ly : in g the fu n e tio n o f e n v ir o n m e n t m o n it o r in g o n e o n t r o lle d d is e h a r g e t o t a l a m o u n t , th e p a Pe r p o 一n t s o u t

t he p r e se n t d e fie ie n e y a n d th e eo u n te rm e a s u r e s fo r s t r e n g th e n in g e n v 一r o n m e n t m o n it o r in g
.

K e y w o r d s :
E n v ir o n m e n t m o n ito r in g ; E x is tin g Pr o b le m ; S tr e n g th e n in g m ea su r e

为了从根本上 改变我国环境 日益严重的状况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20 10 年远景 目

标纲要》中明确提出
: “

到木世纪末力争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
,

部分城市和地 区

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20 10 年基本 改变生态

、

环境

恶化状况
,

城乡环境有明显改善
。 ”

为实现这一环保

目标
,

国家环保局提出了两项重要措施
:

一是实施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
二是实施《中国跨

世纪绿色工程规划 》
。

这两项措施的 出台和组织 实

施
,

意味着环境管理工作面临着一次重大转折
,

即从

传统 的污染物浓度控制转 向总量控制
。

那么
,

在实施

污染物总量控制中
,

环境监测工作将怎样变革? 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 阐述
:

1 环境监测与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关系
“

总量控制
”

是将某一控制区域作为一个完整的

系统
,

采取措施将排人这一区域范围的污染负荷总

量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
,

以满足该区域的环境质

量要求
。

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是一宏大的系统工程
,

涉及面广
,

其中环境监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

1
.

1 环境监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的讨论都是在保证这些 特征是获自同一高程的滩

面
,

从而严格具备可 比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

因而
,

保

证了对沿程变化的考察不致因沿程取样高程的差异

而带来失真的结果
。

这是滩面三维精确定位采样方

法的意义之一
。

4 结论

4
.

1 研究区中潮位沿线沉积物主要属粗砂和极粗

砂 的粗颗粒物质
,

粒径范围的主要部分在一2必至 3

必之间
,

粒径平均值为 0
.

45 必
。

粒度分布曲线均为

双峰或三峰
。

由粗到细
,

三个次组分的众数位分别在

一 1
.

18 必
,

0
.

37 必和 2
.

17 必附近
。

三个次组分中
,

多

数以中间组分的相对含量为最大
。

4
.

2 局部岸线轮廓对波 向线与岸线夹角的影响和

波浪季节性变化及物源特点
,

造成本区岸段各部分

和表层与次表层的粒度特征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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