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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槽骤淤指深槽底部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快速淤积, 通常以浮泥形式出现.综合分析杭州

湾、三门湾和象山港的地形地貌、水文泥沙及深槽固定剖面风暴前后或大、小潮期间的地形变化得

出港湾深槽产生骤淤的基本条件: ( 1)有丰富的细颗粒物质的供应源; ( 2)迅速衰减的动力条件; ( 3)

存在明显的负地形. 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得到满足, 深槽才能产生骤淤. 杭州湾泥沙来源丰富,终年悬

沙浓度高, 东试挖槽附近受长江冲淡水次级锋面和钱塘江冲淡水锋面影响较大,因此在一个大小潮

周期内水动力条件减弱时挖槽处可产生骤淤.三门湾泥沙来源较丰富,正常天气的年份内潮滩处于

缓慢淤积状态, 而深槽处于冲淤基本平衡状态,但在风暴等灾害性天气下发生强烈的滩、槽泥沙交

换,若风暴后处于中小潮汛期则深槽发生骤淤.象山港由于环境隐蔽,水清沙少,沿岸潮滩狭窄,缺

少骤淤的物源, 即使风暴作用后鹰龙山深槽也没有产生骤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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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五0及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 浙江省众多

的大型海岸工程将规划布局在杭州湾、象山港、三门

湾、乐清湾等港湾的深水岸段,然而深水岸段的骤淤

(快速淤积)对海岸工程的布局影响重大. 深槽骤淤

指深槽底部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快速淤积, 通常以

浮泥形 式出现. 浮 泥容重 ( r m ) 约为 11 03 ~

11 20 t / m
3
,它的临界冲刷流速为251 3 cm/ s

[ 1]
, 明显

低于新淤黏性土( rm > 11 25 t / m
3
)的临界冲刷流速

值( > 50 cm / s) , 浮泥处于流动状态, 当其容重达

11 20 t / m
3
时才失去流动性, 一般需要 40~ 50 d

1)
.

在这段时间,若遇较强的水动力条件就很容易再悬

浮被带走. 国内外研究者从浮泥的成因和发育、沉

降速度及与河口拦门沙的关系等方面对河口骤淤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 2~ 6] , 但对于淤泥质港湾骤淤条件

的研究报道还较少. 通过浙江沿岸近十几年的海岸

带、海岛基础调查及海岸工程可行性研究资料发现,

有些港湾的深槽在风暴期间或大、小潮期间产生骤

淤,而有些港湾的深槽即使在风暴等灾害性天气影

响下也不会产生骤淤, 因此探讨港湾深槽产生骤淤

的条件和可能性对于丰富和发展海洋沉积动力学理

论、布设海岸工程及持续利用深水资源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2  资料

21 1  水文泥沙要素
对杭州湾、象山港和三门湾曾开展过多次冬夏

季、大小潮周日同步时间的连续水文泥沙测验, 每一

正点时刻进行水面、01 2H , 01 4H , 01 6H , 01 8H 和底

层(共 6层)观测. 采用直读式海流计观测流速、流

向,悬沙浓度经取水后用45 Lm滤膜过滤、烘干、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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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获得.本文选用杭州湾深水航道东试挖槽附近

1987~ 1988年的 C2, C3站资料2)、三门湾猫头深槽

附近 1994年的 N6站3)资料、象山港近口门段 1994

年 S01站
4)
和 1983年的 8312站

5 )
资料,象山港顶部

2002年 Q01站6)和 1983年 8327站5)资料.

21 2  水深及浮泥
对杭州湾东试挖槽的浮泥采用高浓度C测沙仪

结合双通道高、低频测深仪进行观测
[ 1]
, 高、低频水

深的差值为浮泥层的厚度; 对象山港鹰龙山电厂检

测断面水深测量使用国产 SDH-6回声测深仪,仪器

精度为 ? 01 1 m, 对浮泥层厚度采用原状土取样手

段进行观测;对三门湾核电站深槽断面水深测量采

用日本产 PS-10E 型测深仪, 其精度为 ? 01 05 m 7) ,

对潮滩剖面水深重复测量设置 12根固定桩, 用水准

仪测量固定桩的高程,并测量桩顶离滩面的距离, 计

算滩面的变化.

3  固定剖面冲淤观测记录

31 1  杭州湾深水航道东试挖槽观测记录
杭州湾是喇叭状河口湾(图 1a) , 北岸从金山卫

至乍浦沿岸前沿有一长约40 km的深槽, 水深10 m

以上,最深处可达52 m
[ 7]
, 是重要的深水岸线资源,

但由于杭州湾口为水下浅滩分布区,海底地形平坦,

水深8 m左右, 缺乏深水航道,制约了深水岸线资源

的开发. 为开发杭州湾北岸的深水岸线资源、研究

开辟深水航道的可能性, 1993 年 2 月至 4月 13 日

在杭州湾崎岖列岛至滩浒山的浅滩之间进行了东试

挖槽试验(图 1a) .

1993年 4月13日至1994年 4月 11日, 南京水

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在东试挖槽共进行了有效的回

淤观测 11次[ 1, 8] ,其中 1993年 10月 22 日、12月 8

日、1994年 4月 5日的 3次小潮间, 槽中出现1 m左

右的浮泥层. 1994 年 4 月 1~ 9 日中 ) 小 ) 中潮汛
期间浮泥产生和消失的记录为: 4月 1~ 2日槽中没

有浮泥, 4月 3日中午浮泥开始产生, 至 4月 5日浮

泥层厚度可到11 2 m左右;从 4月5日至8日小潮转

中潮,底流速逐渐加大, 浮泥随之减少, 至 8日已全

部消失[ 1] . 由此可见, 杭州湾底沙与悬沙交换频繁,

冲淤幅度大,在大小潮周期内即可产生骤淤.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地形

31 2  三门湾猫头深槽观测记录
三门湾为东南向开口的宽浅型半封闭海湾(图

1 b) . 以猫头山 ) 青门山 ) 下洋涂一线为界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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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 9711号台风前后三门湾滩槽检测断面资料技术报告. 1997.

内、外两湾,内湾环境隐蔽, 潮汐通道呈指状深嵌内

陆,与舌状潮滩并列相间; 外湾环境相对较开阔. 猫

头深槽(水深大于10 m )为三门湾主要的潮汐通道

之一,内接蛇蟠水道、旗门港、正屿港等汊道, 沟通了

三门湾内、外湾的水沙交换. 猫头基岩岬角岸段稳

定,环境容量大, 为我国拟建核电厂的优良厂址之

一.为研究电厂取、排水口布设的可行性, 在猫头深

槽及附近潮滩设立剖面进行了一年四季特别是台风

前后的地形变化观测. 在正常天气及无风暴影响的

年份内, 猫头深槽底床冬、春季微淤, 夏、秋季微冲,

年内冲淤基本平衡[ 9, 10] , 但风暴前后猫头深槽地形

变幅大 [ 11] (表 1) , 1994 年 8 月 26日,即 9417号台

风侵袭三门湾后的 1周,猫头深槽出现骤淤,淤积厚

度自边坡向底部增大, 最深点淤浅达21 70 m(图 2) .

在此期间潮滩冲刷, 剖面Ⅱ平均冲刷为3 cm, 对剖

面Ⅲ的( 9 月初)实测平均冲刷151 6 cm, 最大值为

171 0 cm. 台风过后 11 5 个月, 潮滩回淤81 5 cm, 至

1995年 4月潮滩已接近原来的高程,而深槽在 1995

年 1 月的测量中也基本恢复到风暴前 ( 6 月) 的

水深.

表 1 风暴前后潮滩、深槽剖面平均水深(m)及冲淤变化(m)

时 间
潮滩( - 31 3~

01 0 m)

潮下带( 0~

4 m)

边坡上部( 4~

20 m )

边坡下部( 20~

32 m)

深槽底部

( > 32 m)
最深点 备注

1994年 6月 - 11 41 21 30 111 55 271 70 421 28 451 22

1994年 8月 - 11 38 21 31 111 00 251 18 391 73 421 52

1995年 1月 ) ) ) ) 421 50 451 44

平
均
水
深

1994年 6月~

1994年 8月

- 01 03 - 01 01 + 01 55 + 21 52 + 21 55 + 21 70

1994年 8月~

1995年 1月

) ) ) ) - 21 77 - 21 92

冲
淤
变
化

注:基面为理论深度基准面;潮滩及潮下带引用剖面Ⅰ和Ⅱ的数据,边坡至深槽底部引用剖面Ⅰ的数据.

图 2  9417 号台风前后三门湾猫头

深槽剖面Ⅰ的水深变化

1997年 8月 18日(农历七月十六) 9711号台风

在浙江温岭登陆,台风过境时主导风向为北北西, 最

大风速为321 7 m/ s, 最大波高为21 92 m, 在三门湾

健跳站出现历史最高潮位. 对台风过境后的测量表

明猫头深槽普遍淤积, 最深点淤浅31 5 m
8)
. 自 8 月

18日登陆至 28日尚能观测到 3~ 4 m的浮泥层厚

度. 1998年 6月的测量基本恢复到风暴前 1997年 6

月的水深.

31 3  象山港鹰龙山深槽观测记录
象山港南、西、北三面为低山丘陵环抱,东口有

六横、佛渡及梅山等岛屿作为天然屏障, 纵深

60 km,是一个北东-南西向的狭长半封闭型海湾(见

图 1c) ,海域宽度一般为 3~ 8 km,口门达18 km ,湾

内环境隐蔽.象山港鹰龙山岸段为华东地区拟建火

电厂址之一, 9417号台风前后对象山港鹰龙山厂址

前沿进行地形剖面测量和浮泥观测, 台风后海底冲

刷幅度在 01 1 ~ 01 3 m (图 3) , 近岸边水深基本不

变,至冬季测量地形均已恢复到原来状态.台风前 7

月份鹰龙山厂址前沿浮泥厚01 01~ 01 02 m , 9417号

图 3  9417 号台风前后象山港鹰龙山深槽剖面水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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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后 8月份测得浮泥厚 01 00~ 01 02 m , 12 月份

观测浮泥厚 01 01~ 01 02 m. 由此可知, 台风过境后

象山港鹰龙山深槽没有出现骤淤.

4  深槽骤淤的条件分析

根据上述的深槽地形剖面观测记录并结合海湾

的地形地貌、水文泥沙等环境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

认为港湾深槽产生骤淤应具备下列条件: ( 1)有丰富

的细颗粒物质的供应源; ( 2)迅速衰减的动力条件;

( 3)存在明显的负地形.

41 1  丰富的细颗粒物质来源是深槽产生骤淤的物
质基础

杭州湾地形开阔,北临长江口, 泥沙来源丰富,

每年长江为杭州湾带来大约 01 3亿 t 泥沙
[ 12]

. 杭州

湾水动力较强, 强劲的潮流再加上波浪的共同作用

对底质(粉砂和黏土质粉砂)具有强烈的掀动作用,

湾内 底沙 与 悬 沙物 质 ( 中 径 约 为 01 006 ~

01 020 mm)交换频繁, 以致杭州湾终年悬沙浓度

高[ 13] . 此外, 东试挖槽附近受长江冲淡水的次级锋

面和钱塘江冲淡水锋面的影响较大,处于杭州湾悬

沙浓度相对高值区, 盐度变化大( 12~ 24) ,悬沙易产

生絮 凝沉降, 底质中的黏土含 量高 ( 30% ~

40% ) [ 14] .悬沙浓度在冬季略大于夏季(表 2) , 底层

平均悬沙浓度在冬季大潮可达21 25 kg/ m3 ,在夏季

为11 72 kg/ m3 , 冬季小潮可达11 06 kg / m3 , 在夏季

为 01 38 kg / m3 ,高浓度的悬沙(尤其在冬春季)在近

底层流速减弱时便出现快速落淤, 这与地形观测记

录在一个大小潮周期内可产生骤淤相吻合.

三门湾入湾的细颗粒物质较丰富, 猫头深槽属

于悬沙浓度相对高值区, 冬季大潮垂线平均悬沙浓

度可达01 7 kg / m
3
, 是夏季的 2~ 3倍, 底层最大悬

沙浓 度 在 冬 季 可 达 11 96 kg/ m3 , 在 夏 季 为

11 49 kg / m3 (表 2) . 三门湾内潮滩处于缓慢淤积状

态,三山涂、蛇蟠涂、正屿涂等面积达176 km
2
(占三

门湾潮滩面积的 60%) . 9417号台风入侵时潮滩遭

受强烈冲刷,为深槽骤淤提供丰富的物质. 据 9417

号台风数值模拟
1)
, 当风速为30 m/ s时波浪在内湾

港汊水域最大波高可达11 47 m, 在下洋涂、蛇蟠涂

等浅滩波高稍小, 一般小于1 m, 但底切力的分布却

与水深呈反比, 深水区的一些部位在5 N/ m2以下,

而在蛇蟠涂超过20 N/ m
2
, 在下洋涂超过30 N/ m

2
.

随着风速的增大波高继续增大, 当风速最大为 44m/

s时,波高超过1 m的范围扩大,此时底切力分布的

不均匀性更加明显, 深水部位仍在5 N/ m
2
以下, 在

南边滩为20 N/ m
2
, 而在蛇蟠涂却超过60 N/ m

2
,在

下洋涂在70 N/ m2以上, 在强大的底切力作用下内

表 2  研究区悬沙浓度及流速特征统计

地貌

部位
站位

水深

/ m
季节 潮汛

最大悬沙浓度/

kg # m- 3

平均悬沙浓度/

k g # m- 3

最大流速/

m # s- 1

平均流速/

m # s- 1

表层 底层 表层 底层 表层 底层 表层 底层

杭州湾

东试挖

槽附近

C2 9 夏季 大潮 1137 31 80 01 25 11 72 21 32 1176 11 45 11 14

小潮 0106 11 58 01 02 01 38 11 77 0177 01 78 01 44

C3 91 2 冬季 大潮 2110 41 17 01 81 21 25 21 76 1134 11 37 01 72

小潮 0158 11 78 01 18 11 06 11 60 0188 01 85 01 47

三门湾

猫头

深槽

N6 22 夏季 大潮 0111 11 49 01 08 01 88 11 79 1145 01 95 01 61

小潮 0104 11 31 01 02 01 31 01 90 0158 01 47 01 33

冬季 大潮 0176 11 96 01 47 11 06 11 66 1130 01 85 01 61

小潮 0108 01 50 01 05 01 20 01 66 0139 01 27 01 16

象山港

近口

门段

S01 13 夏季 大潮 0112 01 37 01 06 01 20 11 19 0198 01 52 01 47

小潮 0104 01 14 01 03 01 06 01 65 0135 01 35 01 24

8312 101 5 冬季 大潮 0160 01 86 01 16 01 47 11 41 1102 01 69 01 54

象山港

顶部

Q01 101 5 夏季 大潮 0106 01 31 01 02 01 08 11 20 0176 01 52 01 31

小潮 0102 01 08 01 01 01 04 01 61 0143 01 28 01 20

8327 19 冬季 中潮 0104 01 10 01 02 01 03 01 56 0144 01 27 0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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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潮滩遭受强烈冲刷. 本文对内湾潮滩( 176 km2 )

的冲刷量与猫头深槽 ( 11 05 km2 )的淤积量之间的

对应关系进行了统计, 假设内湾潮滩平均冲刷6 cm

(实测结果显示,风暴过后 1星期,在蛇蟠岛至胡陈

港断面最大冲刷达10 cm) ,潮滩冲刷量为 1051 6 亿
m3 ;实测猫头深槽(大于20 m水深)的淤积厚度为

250 cm左右,淤积量为 261 3亿 m
3
,猫头深槽的淤积

量仅占潮滩冲刷量的 241 9% , 风暴作用下物源的充

裕由此可见一斑.

象山港由于港湾狭长, 泥沙向港内输送量十分

有限,除口门段冬季大潮垂线平均悬沙浓度可达

01 4 kg/ m3外,湾中部和湾顶部终年水清沙少, 悬沙

浓度远远低于杭州湾和三门湾(见表 2) . 在鹰龙山

深槽附近夏季大潮期间底层最大悬沙浓度仅为

01 37 kg/ m
3
,近口门段的 8312 站冬季大潮底层最

大悬沙浓度也只有01 86 kg/ m 3 . 象山港沿岸潮滩狭

窄,潮滩主要分布在口门附近及西沪港、铁港和黄墩

港三个支港,以西泽断面为界,东部口门附近的潮滩

季节性冲淤变化幅度为 10~ 20 cm, 受灾害性天气

影响较大, 5612号台风时梅山岛东北的滩面刷低约

50 cm
[ 15]

.西沪港、铁港和黄墩港形似葫芦状,受/葫

芦口颈部0地形的制约, 出入泥沙少,潮滩基本处于

冲淤稳定状态, 受灾害性天气影响小. 9417 号台风

期间象山港内潮滩较稳定, 在鹰龙山深槽西侧潮滩

只有表层小于5 cm浮泥被冲刷, 在铁港、黄墩港潮

滩几乎没有变化, 因而象山港内缺少充裕的沉积

物源.

由上述分析可知,杭州湾细颗粒泥沙来源丰富,

在一个大小潮周期内就可能产生深槽骤淤; 三门湾

泥沙来源较丰富,在风暴作用等灾害性天气下滩、槽

泥沙的强烈交换可能使深槽产生骤淤; 象山港中部

及内湾由于水清沙少, 即使在风暴等灾害性天气下

也缺乏深槽骤淤的物质基础.

41 2  迅速衰减的水动力是港湾深槽骤淤的动力基
础

从大潮向小潮过渡期间, 流速减弱(尤其是底流

速) , 水流挟沙能力降低, 同时杭州湾人工挖槽内床

面流速一般均比原浅滩床面的流速小, 在中小潮期

间悬沙浓度大于水流挟沙能力
[ 8]
, 部分泥沙便下沉

落淤.据 1994年 4月 1 ~ 9日在东试挖槽对浮泥观

测的资料分析, 浮泥生成前的 4 月 4 日 11: 00 ~

16: 00的槽内平均流速仅为31 38 cm/ s, 此后浮泥大

量生成时的小潮期平均底流速为91 28 cm / s, 均小于

临界淤积底流速( 211 5 cm/ s) [ 1] ,即从中潮憩流阶段

开始槽底流速小于临界淤积流速,浮泥开始生成,而

整个小潮期间槽底流速均小于临界淤积流速,致使

槽中浮泥层不断加厚.

在 9417号台风作用期间三门湾经历了一个水

动力迅速衰弱的过程, 台风作用时风暴增水恰与天

文大潮高潮相重叠, 猫头海洋站记录到风暴增水

01 9 m ,而风暴作用时通常是狂风暴雨, 在台风浪、

暴雨的强劲动力作用下潮滩的床沙必将迅速掀起,

形成超饱和的高含沙水体.在台风过后的短时间内

水动力迅速减弱, 潮滩上(主要是内湾潮滩)的超饱

和高含沙水流在向湾外流动过程中挟沙力逐渐降

低,悬沙相继落淤,在底层形成浮泥层, 浮泥在重力

作用下顺坡汇集至深槽处
[ 4, 16]

,并且在 9417号台风

作用后的几天潮汛正好由大潮转为小潮, 不利于骤

淤物发生再悬浮作用. 由于 9711号台风过境时的动

力条件和潮讯与 9417 号台风相似, 因此 9711号台

风后猫头深槽骤淤也明显.

象山港台风期间也具备水动力迅速衰减的条

件,但由于缺乏充裕的沉积物源, 因而骤淤现象不

明显.

41 3  明显的负地形是深槽骤淤的地貌基础
明显的负地形对深槽骤淤产生两个方面的影

响:一方面, 悬沙在水层底部富集起来时会形成浮泥

层, 而周边的浮泥层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水平运

动[ 4 , 16] ,因此一层又一层的浮泥顺坡至深槽下部堆

积起来,深槽起了/集沙坑0的作用; 另一方面,负地

形中心底部流速相对较小,新落淤物发生再悬浮的

可能性小,从而使深槽中心底部骤淤幅度最大.

杭州湾深水航道东试挖槽挖前平均水深为

71 7 m , 与该海区的最浅水深较为接近, 槽长

2 000 m, 底宽 80 m, 平均挖深 41 1 m, 边坡降为

1B 10, 槽口纵坡降为 1 B 50, 而挖槽周围是水下浅

滩,地形高差较明显,因此挖槽后的前期属于迅速淤

积阶段( 55 d时间内挖槽淤高11 96 m[ 8] ) , 待地形高

差减小后属于季节性淤积阶段(在大小潮周期内产

生1 m左右的快速沉积) .

三门湾猫头深槽紧靠岬角, 最大水深为

461 5 m,离岸距离仅为200 m. 深槽西南坡陡( 10b~

14b) , 东北坡缓( 1b~ 2b) ,深槽底部较平坦,水深大于

20 m的范围为11 05 km 2 .相对周边的潮滩和潮汐水

道而言,负地形明显, 因此 9417号台风作用后深槽

起到了/集沙坑0的作用, 剖面淤积厚度自边坡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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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增大,最深点淤积幅度最大.

象山港鹰龙山深槽最大深度约为18 m, 北坡坡

降约为 1B14,南坡坡降约为 1 B 50,而象山港内深

槽发育(见图 1c) ,最大水深达55 m, 相对而言, 鹰龙

山深槽负地形不如三门湾猫头深槽明显, 再加上缺

乏深槽骤淤的沉积物源, 因此在鹰龙山深槽没有观

测到风暴骤淤.

5  结论

研究表明港湾深槽产生的基本条件: ( 1)有丰富

的细颗粒物质的供应源; ( 2)迅速衰减的动力条件;

( 3)存在明显的负地形. 象山港由于环境隐蔽, 水清

沙少,沿岸潮滩狭窄, 缺少骤淤的物源, 即使风暴后

也没有发生骤淤.杭州湾和三门湾能同时满足上述

三个条件,但骤淤产生的条件和发生状况有所差别:

杭州湾泥沙来源丰富, 潮动力变化大,悬沙与底沙交

换频繁,同时挖槽附近受长江冲淡水的次级锋面和

钱塘江冲淡水锋面的影响较大, 悬沙易产生絮凝沉

降,且东试挖槽为浅水区的人工挖槽,原来的自然动

力平衡条件受到破坏, 因此挖槽后的前期属于迅速

淤积阶段,随着地形高差减小后进入季节性淤积阶

段,在一个大小潮周期内水动力条件减弱时挖槽处

可产生骤淤;三门湾属于淤泥质基岩港湾,入湾径流

小,湾内盐度变化小( 23~ 27) [ 15] , 悬沙不易产生絮

凝沉降,猫头深槽是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天然水道,正

常天气下底床冲淤基本平衡,虽然三门湾泥沙来源

较丰富,但只有在风暴等灾害性天气下发生强烈的

滩、槽泥沙交换,而风暴后又处于中小潮汛期时深槽

才能发生骤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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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ditions of rapid siltation in deep trough in the bay

YANG Hui
1, 2
, XIE Qin-ch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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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XIA Xiao-m ing

1

( 1. Second Ins titute of Oceanog rap hy , State Oceanic A dministr ation. H angzhou 310012, China; 2. M ar ine Env ir onment Col-

lege , Ocean Univer sity of China . Qingdao 266003,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siltat ion of deep trough means the suspended sediment sinking very fast to the bo ttom

of the t rough w ithin a quite limited period, and it makes up of fluid mud layer . A comprehensiv e analy sis is

done based on the data o f duplicate measurement of seabed pr ofile depth, topogr aphy, hydro logy and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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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ed sediment in the Hangzhou, Sanmen and Xiangshan Bay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 apid accumulat ion

happens under three condit ions: ( 1) f ine sediment is very abundant ; ( 2) hydrolo gy diminishes quickly;

and ( 3) there exists a obviously concave landform. T hese three facto rs must be satisfied at the same t ime,

otherw ise the rapid siltat ion cannot occur at the deep trough. Since the H angzhou Bay is full o f fine sed-i

ment , the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 ion is high all the year and it is inf luenced by the secondary

Changjiang plume front and the Qiantang plume front at the east tr ial dredged trough, the r apid deposit ion

can be measured when the hydrolo gy turns w eak from spr ing to neap t idal period. T he suspended sediment

is plenty compar at ively in the Sanmen Bay, the seabed of t idal f lat is kept stable w ith a lit t le siltat ion and

the t rough is nearly in the equilibrium o f er osion and siltat ion w ithin a normal year. Only w hen the storm

hits the bay and the fo llow ing day s ar e betw een middle and neap t idal per iod af ter the sto rm past , a lar ge

number o f suspended sediment er oded obv iously f rom t idal f lat w ill sink quickly to the deep trough. How-

ever, the Xiang shan Bay is sheltered w ith hills around the bay and islands in bay mouth, the w ater is v ery

limpid and the suspended sediment is quite litt le, so the rapid accumulation canno t be happened in the inner

bay t rough even w ith the impact of storm.

Key words: rapid siltat ion; f ine sediment; deep trough;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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