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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烟台北部近岸海域５６个表层沉积物样品的粒度资料,分析了研究区沉积物

粒度分布特征.采用Pejrup三角图对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进行了分区,利用 GaoＧCollins
粒径趋势分析方法分析了沉积物的输运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研究区的沉积动力环境

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粒度呈现中间粗、东西部海域细的分布格局;沉积动力环境

可划分为 AⅢ、BⅢ、BⅣ、CⅢ、CⅣ、DⅢ、DⅣ７个区,总体表现为“中间强、两侧弱,近岸

强、远岸弱”的分布格局;研究区东西部开阔海域各存在１个沉积物汇聚中心,物质来源多

样;研究区表层沉积物运移和分布与水动力条件基本吻合,且受沉积物来源的影响.潮

流、沿岸流以及沉积物来源共同控制其沉积动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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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粒度是沉积物最基本的表征,其中蕴含了大

量有关物源、搬运和沉积方式的信息[１].沉积物

粒度分布特征受物质来源、水动力环境等多种因

素的控制,粒度是区域沉积动力环境的重要反映,
因此,应用沉积物粒度特征分析物质来源及输运、
区域沉积动力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２].近海

海域是海洋与陆地的交汇点,由于受到人类和自

然因素的共同影响,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研究

海陆交互作用的重要场所[３].
烟台北部海域位于渤海海峡南部,处于渤、黄

海交界区,是连接渤海和黄海的重要通道,也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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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等河流入海物质向黄海扩散的必经之路,同时

还是黄海暖流进入渤海的通道.由于研究区内岸

线曲折,地势复杂,且受到复杂的水动力因素影

响[４],其现代沉积环境及沉积动力过程性质独特.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渤海和黄海的

表层沉积物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沉积物

分布[５Ｇ６]、物源判别[７Ｇ８]、控制因素[９Ｇ１０]等方面取得

了较多的成果.渤、黄海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分布

特征受沉积物物源、沉积区水动力条件、水深与地

形等多种因素的控制[１１],其中,物源和水动力条

件是控制表层沉积物粒度特征的主要因素[１２].

张剑等[１３]在对渤海东部与黄海北部表层沉积物

粒度特征和沉积环境的研究中表明,山东半岛北

部存在中间厚、向海和陆地减薄的楔形沉积体,且
多认为是黄河入海细粒物质在鲁北沿岸流影响下

形成,沉积物类型主要为砂质粉砂.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烟台北部近岸海域表层沉积

物粒度资料,对沉积物的粒度分布及其沉积动力

环境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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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烟台北部近岸海域,海岸线西起

莱州市三山岛西侧,东至烟台市芝罘岛,地理范围

为１１９°４５′—１２１°２５′E,３７°２６′—３８°５１２４′N(图

１).研究区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属暖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地貌类型较为丰富,水下地形复

杂多变,海岸、海峡、群岛三大地貌单元同时存在,
陆Ｇ海相互作用十分活跃[４].研究区所在海域波

图１　研究区流系图(据文献[１４,１５]修改)

Fig．１　Oceaniccirculationinthestudyarea
(modifiedafterreferences[１４,１５])

浪类型为混合浪,其中风浪占主导、涌浪为辅.潮

流性质复杂,潮流运动形式整体以往复流为主,流
向基本平行于岸线,潮汐受黄海潮波和渤海潮波共

同控制,不规则半日潮和规则半日潮均有分布[１６].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于中国海洋大学２０１６年５月

在研究区内进行的表层沉积物取样工作.调查共

布置５６个表层沉积物取样点(图２),采用抓斗式

取样器抓取表层０~１０cm 的海底表层沉积物,每
个采样点取样重量在０５kg以上,取得样品后置

于聚乙烯袋无污染包装,做好标记并妥善放置.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粒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激光粒度仪对表层沉积物样品进

行粒度分析,首先在烧杯中取适量样品,然后加入

３０％的过氧化氢溶液和３mol/L盐酸溶液,以除

去有机质和碳酸钙等,经４％的六偏磷酸钠溶液

浸泡２４h以分散沉积物颗粒,放入超声波分散器

震荡１０~１５min,然后使用 Mastersizer２０００型激

光粒度仪进行样品的测定.

图２　表层沉积物取样站位

Fig．２　Locationofsurfacesedimentsamples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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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积 物 粒 级 标 准 划 分 采 用 UddenＧWentＧ
worth等比制 Φ粒级标准[１７],粒度参数计算采用

FolkＧWard图解法[１８],沉积物的分类和命名采用

Folk分类法[１９].

２．２．２　GaoＧCollins粒径趋势分析

本文采用 GaoＧCollins粒径趋势分析方法,根
据沉积物粒度参数的二维空间分布,判断沉积物

的净输运格局.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河口、海
岸、潮流沙脊等多种海洋环境[２０Ｇ２３],能够较好地分

析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的运移趋势.
(１)提取粒径趋势矢量

从 A指向B的粒径趋势矢量计为r(x,y)→.
两采样点是否为相邻点取决于两点间距离与

特征距离(Dcr,通常为最大采样间距)的相对关系.
(２)提取合矢量

将每一个采样点处的所有粒径趋势矢量相

加,记为R(x,y)→,即:

R(x,y)→＝∑
n

１r(x,y)→ (１)

式中:n 为特定采样点的粒径趋势矢量总数.
(３)平滑处理

将相邻点(距离小于Dcr)的合矢量求和的方

式达到消除“噪音”信息的目的,即:

Rm(x,y)→＝
１

k＋１ R(x,y)→＋∑
k

１R１
→

[ ] (２)

式中:k为某一中心点的相邻点的个数;

R１
→为相邻点的粒径趋势合矢量.

Rm(x,y)→的平面分布图即代表研究区沉积

物的净输运格局.

２．２．３　沉积动力环境分区

利用丹麦学者 Pejrup提出的三角图分区法

对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进行分区,该方法可对研

究区沉积动力环境进行有效的划分,具有较好地

适应性[２４Ｇ２５].Pejrup三角图以砂、粉砂和黏土３
个沉积物组分为３个端元,首先根据砂/(粉砂＋
黏土)的９、１、１/９比值将三角图分为 A、B、C、D４
个大分区,然后根据粉砂/黏土的４、１、１/４比值进

一步将上述４大分区各细分为Ⅰ、Ⅱ、Ⅲ、Ⅳ４个

小分区,共将三角图分为１６个分区.砂组分较

粗,搬运方式以推移为主,是介质运动强度的重要

标志,砂泥比可反映介质的运动强度和浑浊度.
粉砂作为递变悬浮组分,黏土作为均匀悬浮组分,
粉砂和黏土的比值可反映沉积物的扰动程度[２５].

３　表层沉积物粒度特征分析

３．１　表层沉积物粒度组分含量与分布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的粒级组分可以分为砾、
砂、粉砂和黏土４个划分等级,粒级组分变化范围

较大,各粒级组分含量分布如图３所示.

图３　表层沉积物粒度组分百分含量分布图

Fig．３　Percentagemapofgrainsizesofsurfacesediments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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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砾级组分变化范围相对较

小,从０至２７９％不等,平均值为１４％,该组分

在研究区分布最少,且含量为研究区最小.研究

区中部的登州浅滩和庙岛海峡及研究区西南部砾

组分含量较高.砾组分自中部向外含量递减直至

消失,研究区东部和西部开阔海区基本无砾石组

分含量分布.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砂粒级组分范围为１２％

~７９７％,平均１９４％,变化范围较大.砂粒级

组分的分布范围比砾粒级广泛,含量高值区主要

分布在莱州市北部、屺坶岛西部、龙口市近岸、蓬
莱市近岸以及福山区北部等几处沿岸海域,莱州

市西北部砂含量为２４％~６６％,蓬莱近岸砂含量

为２９％~８０％.研究区远岸海域砂含量分布较

少,整体上具有近岸高、远岸低的分布格局.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粉 砂 粒 级 组 分 范 围 为

１７％~９４７％,平均６３６％,变化范围较大,是
研究区含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粒级组分.粉砂粒

级组分百分含量整体上与砾粒级组分和砂粒级组

分的空间分布呈相反趋势,具有“近岸低、远岸高,
中部低,两侧高”的分布格局.位于研究区中部的

登州水道、西南部莱州市近岸、屺坶岛西侧福山区

近岸等砾粒级含量高的区域为粉砂含量低值区.
粉砂含量高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东西两侧黄渤海

的开阔外海区域,含量普遍＞５０％,局部含量高达

９０％以上.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黏 土 粒 级 组 分 范 围 为

０４％~３７１％,平均１５６％.黏土粒级组分的

空间分布整体上具有与粉砂组分含量分布相似、
与砂和砾组分含量分布相反的特征.黏土组分含

量低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中部的蓬莱市至龙口市

近岸海域和研究西南部莱州市近岸海域以及福山

区近岸海域,含量＜６％;高值区主要位于界河河

口外近岸海域以及研究区东西部黄渤海开阔外海

区,其中,研究区东部黄海海域黏土含量最高、分
布最广,黏土含量普遍介于１８％~３７％.

３．２　表层沉积物粒度组分含量与分布

粒度参数可用于判定水动力条件和识别沉积

环境类型,它是沉积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１０].本

文对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的中值粒径(Md)、分选系

数(σ)、偏态(Sk)、峰态(Kg)４个粒度参数进行分

析(图４).

图４　表层沉积物粒度参数分布图

Fig．４　Spatialmapofgrainsizeparametersofsurfacesediments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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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沉积物中值粒径变化范围较大,中值

粒径介于０１Φ~７２Φ,平均５１Φ.研究区沉积

物中值粒径主要集中于４Φ~７Φ,细粒沉积物主

要分布于研究区东西部开阔海域以及界河河口.
中值粒径＜４Φ的区域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的

庙岛海峡附近海域以及西南部莱州近岸海域,屺
坶岛西侧邻近海域和福山区北部近岸浅海海域亦

有零星分布.
研究区沉积物分选系数介于１０~３６,平均

２０.根据沉积物粒度参数分级标准,研究区总体

分选程度大致为分选较差到分选差.登州浅滩海

域至大黑山岛南部海域沉积物分选系数较小,分
选程度较好,结合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粒级组分分

布图可以发现,这些区域为粗粒级组分(砾、砂)含
量高值区,推测该区物源及水动力条件较为单一,
沉积物在水流的反复冲刷下被筛选,颗粒粗化,分
选变好.研究区东侧开阔海域分选系数相对较

好,分选系数多介于１５~２１,有２处分选系数

低值区域,西侧的开阔海域沉积物分选相对较差,
分选系数普遍＞２１.研究区西南角、屺坶岛南

侧、桑岛北侧以及蓬莱市东北侧近岸为分选系数

高值区,推测可能原因为水动力相对较弱或受其

他沉积物输入源的影响.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偏态值为－０２~０６,平

均０３,为近对称到正偏.研究区中部海域以及

界河河口外是偏态值低值区,为近对称,说明这些

区域表层沉积物分选程度相对较好,中值粒径与

平均粒径比较接近,沉积物中粗颗粒和细颗粒组

分分布相似.北部深水区和近岸部分海域沉积物

偏态为正偏,说明沉积物粒度相对中部海域偏粗.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峰态值为０８~１５,平均

１０,为宽峰态到窄峰态.莱州市至龙口市近岸浅

海、登州浅滩以及福山区北部套子湾等近岸浅海

区域为峰态值高值区,峰态值窄,随着离岸距离增

加峰态值减小,峰态变宽.

３．３　表层沉积物类型与分布

研究区沉积物类型共包括１０种(图５),其中

含砾沉积物站位较少,类型有５种,分别为含砾砂

质泥((g)sM)、砾质泥(gM)、含砾泥质砂((g)

mS)、砾质泥质砂(gmS)、砾质砂(gS);无砾沉积

物站位较多,类型有５种,分别为泥(M)、砂质泥

(sM)、粉砂(Z)、砂质粉砂(sZ)、粉砂质砂(zS).

图５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Folk分类三角图

Fig．５　Folk’sClassificationofsurfacesediments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类型分布如图６所示.粉

砂(Z)在研究区内分布最广,区自西向东中部开

阔海域均有分布;砂质粉砂(sZ)在研究区分布范

围仅次于粉砂,多分布于近岸以及研究区东北部

海域;泥(M)分布在界河河口外部以及研究区东

部近海区域,沉积物粒径较细;砂质泥(sM)分布

在蓬莱东部近岸海域,呈近南部向带状分布;粉砂

质砂(zS)主要分布在莱州北部近岸以及福山区北

部近岸海域;砾质泥(gM)和砾质砂(gS)较少,主
要分布在蓬莱北部近岸海域;含砾砂质泥((g)

sM)有１处分布,在桑岛北部海域;含砾泥质砂

((g)mS)有１处分布,在屺坶岛西侧紧邻;砾质泥

１３



MarineGeology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２０年４月　

质砂(gmS)有２处分布,分别在蓬莱西北侧近岸

以及研究区西南角海域.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各粒级组分、粒度参数及

沉积物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良好的对应性.粉

砂组分含量最多且最广,主要集中分布于研究区

东、西部开阔海域,具有“近岸低、远岸高,中间高、
两侧低”的特点;黏土组分含量高值区主要集中于

西部和东部开阔海域,这些海域沉积物类型以粉

砂和砂质粉砂为主,中值粒径较细,分选系数相对

较小,分选较好,偏态为近对称;砾组分和砂组分的

含量较少,它们的百分含量空间分布规律较为相

似,且与粉砂、黏土分布规律基本相反,具有“近岸

高、远岸低”的分布特点,主要集中分布在蓬莱市北

部近岸登州浅滩、莱州市西北部近岸等近岸海域.

图６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类型分布图(Folk分类)

Fig．６　Distributionofsurfacesedimentsinthestudyarea(Folk’sClassification)

４　沉积动力环境特征

４．１　沉积动力环境分区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 Pejrup三角图投点结果

如图７所示.５６个沉积物样品中有６个含砾样

品,为了使含砾样品体现在图中,本文去除含砾

样品中砾组分,再重新计算砂、砂、黏土３种组

分所占的百分比.从 Pejrup三角图投点结果可

以看出,研究区样品投点落于 AⅢ、BⅢ、BⅣ、C
Ⅲ、CⅣ、DⅢ、DⅣ ７个区,其中,有一个样品落

于 A区,代表其所处的沉积区的介质运动强度

较大,其余样品落于 B区、C区和 D区,代表介

质运动强度相对较小,并且全部样品落入Ⅲ区

和Ⅳ区,代表粉砂相对黏土含量较多,沉积环境

较为扰动.

图７　Pejrup三角图投点结果

Fig．７　SedimentsinPejruptrianglediagram

　　研究区的沉积动力环境分区结果如图８所示.

AⅢ区有一个站位,分布在蓬莱近岸庙岛海

峡附近,该区表层沉积物主要为含砾沉积物,粉砂

和黏土含量较低,此处峡道较为狭窄,形成的强往

复流致使该处水动力条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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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Ⅲ区主要分布在屺坶岛西部、登州浅滩等

近岸浅海海域,另外福山区北部套子湾内有一处

分布.该区砂泥比和粉砂黏土比相对较高,水动

力条件相对较强,表层沉积物粒度较粗.

BⅣ区主要位于研究区西南部浅海以及桑岛

西南一处区域,该区砂泥比相对较高,粉砂黏土比

相对较低,水动力环境较强,受扰动程度较BⅢ区

高,表层沉积物粒度较粗.

图８　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分区

Fig．８　Classificationofsedimentarydynamicenvironmentoftheresearcharea

　　CⅢ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近岸浅海以及

东北部,此外桑岛北部和屺坶岛南部亦有零星分

布,该区砂泥比和粉砂黏土比均较低,水动力条件

较B区弱.

CⅣ区主要分布在龙口市北部近岸浅海以及

西南部浅海海域,该区砂泥比较小,粉砂黏土比较

大,为扰动环境,受扰动程度较 CⅢ区高,水动力

条件较CⅢ区强.

DⅢ区分布在研究区东侧的中部海域以及界

河河口外近岸浅海海域,该区表层沉积物类型主

要为粉砂,砂泥比极低,粉砂黏土比较高,且包含

两处泥质区,泥含量很高,水动力条件较弱,沉积

物粒度最细.

DⅣ区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大部分海域,该区

分布面积最广,砂泥比极低,水动力环境和 DⅢ区

较为相似,介质运动强度较小,受扰动程度较高,
沉积物粒度很细.

４．２　沉积动力环境影响因素

沉积动力环境对于表层沉积物粒度的分布具

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潮流、山东半岛沿岸流以及

物质来源三方面对沉积动力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
前人在对庙岛群岛海域沉积动力环境的研究

中表明,潮流是庙岛群岛海域泥沙起动及输运的

主要动力,大部分海域的表层沉积物可在单纯潮

流作用下起动,并且是其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的

主要控制动力[４,２３].根据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分

区结果,A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庙岛海峡附近海域,
沉积物粒径较粗,研究区中部登州水道、登州浅滩

为典型的潮流动力地貌体系,该区域较为狭小,潮
流作用较强,东西两侧的潮流在经过此处喇叭口

状狭小地带时,潮流流速会由弱变强再变弱,在中

间登州水道处流速达到最大值,此处细粒沉积物

会在强水动力作用下被运移,留下粒径较粗的沉

积物颗粒.B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南部、龙口

市屺坶岛西侧、桑岛南侧海峡、蓬莱西北近岸浅海

等几处海域,以上海区基本为地势狭小或有岛屿

分布的海域,潮流流速相比开阔海域要大,水动力

较强,沉积物粒度相对较粗.C区中有大部分区

域沿海岸分布,总体分布较 B区靠外,该区的水

动力条件比B区要弱,其分布格局和砂质粉砂分

布较为吻合,沉积物粒度总体较细.D区主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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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研究区东西部开阔海域,且中部庙岛群岛对潮

流有一定的阻挡作用,属于研究区水动力条件最

弱的区域,表层沉积物类型主要为粉砂、砂质粉

砂、泥等,沉积物粒度最细,细粒悬浮泥沙易于沉

积.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分区总体表现出“中间

强、两侧弱,近岸强、远岸弱”的分区格局.
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分区表现出的“中间强、

两侧弱,近岸强、远岸弱”的分区格局与粒级组分、
粒度参数及沉积物类型的分布较为一致,并且和

研究区潮流作用较为吻合,由此可知,潮流是研究

区沉积动力环境的一项重要控制因素.
除了潮流作用的影响,研究区还存在鲁北沿

岸流,它是在山东半岛北部沿岸区域由西向东的

沿岸流,是渤海水系在山东半岛影响下经莱州湾

顶部向外输送的结果,也是黄海西部沿岸流的北

段.鲁北沿岸流冬强夏弱,冬半年在北向风作用

下,沿山东半岛北部向东流动,可影响到山东半岛

南部海域[２６].前人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北部存在

中间厚、向海和陆地减薄的泥质区,这种分布格局

是黄河细粒物质在鲁北沿岸流影响下,沿山东半

岛输运形成[２７Ｇ３０].本研究中东西部开阔海域为细

粒沉积物聚集区,黄河细粒物质在鲁北沿岸流的

作用下,从研究区海域自西向东输运,输运过程中

悬浮泥沙部分被阻挡截留,形成研究区细粒沉积

物分布区.由此可见,沿岸流也是研究区沉积动

力环境的一项重要控制影响因素.

另外,研究区沉积物来源多样,除河流输砂

外,还有沿岸侵蚀供砂、海底侵蚀供砂以及邻近海

域来砂[３１Ｇ３４].为了分析研究区的物质来源,本文

做出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净输运趋势(图９),图中

矢量箭头指向代表沉积物的净搬运方向,矢量箭

头长度代表沿该方向沉积物运移趋势的显著性.
研究区西部海域大部分站位的表层沉积物输运呈

现出由陆向海的趋势,方向为 NW 向,运输趋势

显著性较强,西北部输运方向变为 NE向,且在此

处呈现一个汇聚区.该汇聚区沉积物粒度较细,
既有近岸的物质来源,又有渤海西部邻近海域的

物质来源.研究区东部整体呈现出四周向中间汇

聚的运移趋势,既有来自于北黄海的物质输入,又
有近岸和渤海的物质输入,且在中间呈现一个汇

聚区,该汇聚区沉积物粒度较细.研究区东部整

体处于山东半岛北部泥质区,受黄河物质控制影

响较为明显[２７],研究表明,每年大约有相当于黄

河入海通量１％的悬沙经渤海海峡南部输出渤

海,悬沙浓度可达００１kg/m３ 量级,黄河细粒沉

积物的输入是研究区沉积物的一个重要来源[３２].
由此可见,研究区物质来源多样,物质来源也对研

究区的沉积动力环境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区表层沉积物运移和分布与

水动力条件基本吻合,且受沉积物来源的影响,沉
积动力环境由潮流、沿岸流以及沉积物来源共同

控制影响.

图９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净输运趋势图

Fig．９　Trendmapofnettransportationofsurfacesedimentsinthestudy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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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基于烟台北部近岸海域５６个表层沉积物粒

度资料,分析了沉积物粒度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了研究区的沉积动力环境特征.研究结果表

明:
(１)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粒级组分以粉砂为主,

其含量高、分布广;沉积物类型主要为粉砂和砂质

粉砂;细粒沉积物主要分布在东西部开阔海域,粗
粒沉积物主要分布在庙岛海峡附近海域以及西南

部莱州市近岸浅海.
(２)研究区沉积动力环境可划分为 AⅢ、B

Ⅲ、BⅣ、CⅢ、CⅣ、DⅢ、DⅣ７个区,总体表现出

“中间强、两侧弱,近岸强、远岸弱”的分布格局.
(３)研究区东西部开阔海域各存在１个沉积

物汇聚中心,物质来源多样.
(４)研究区表层沉积物运移和分布与水动力

条件基本吻合,且受沉积物来源的影响,沉积动力

环境由潮流、沿岸流以及沉积物来源共同控制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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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SIZEDISTRIBUTIONPATTERNOFSURFACESEDIMENTS
INTHENORTHERNYANTAICOASTALWATERSANDITSBEARING

ONHYDRODYNAMICENVIRONMENT

LYUJixuan１,HURijun１,２,LIYi３,ZHULonghai１,２,LIUBo１,HUANGFUXuerui１

(１CollegeofMarineGeosciences,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２６６１００,China;

２KeyLabofSubmarineGeosciencesandProspectingTechniques,MinistryofEducation,OceanUniversityofChina,

Qingdao２６６１００,China;３HuanengXiapuNuclearPowerCo．,Ltd．,Ningde３５２０００,Zhejiang,China)

Abstract:Basedonthe５６surfacesedimentsamplescollectedfromthenorthernYantaicoastalwaters,

thegrainsizedistributionpatternofthesedimentswasanalyzed．ThesedimentarydynamicenvironＧ
mentofthestudyareawasdefinedbythePejruptrianglediagram,andthetransporttrendofthesediＧ
mentsrevealedbytheGaoＧCollinsgrainsizetrendanalysismethod．Onthisbasis,thecharacteristics
ofthesedimentarydynamicenvironmentofthestudyareawerediscussed．Resultsshowthatthegrain
sizedistributionofthestudyareaischaracterizedbyapatternwithcoarsesedimentsinthecentersurＧ
roundedbyfinedepositsintheeastandwest;andthusthestudyareacanbedividedintosevensediＧ
mentarydynamicenvironmentsareas:AⅢ,BⅢ,BⅣ,CⅢ,CⅣ,DⅢandDⅣ．Dynamically,strong
environmentoccursinthecenter,weakenvironmentsonbothsides,orstrongnearshoreandweak
farshore;Twodepositionalcentersarediscoveredintheopenseaareasoftheeasternandwestern
partsofthestudyarea,andthesedimentsourcesareratherdiverse;Themovementanddistribution
ofsurfacesedimentsintheareaarebasicallydependentuponhydrodynamicconditions,influencedby
sedimentsources．Andthesedimentarydynamicenvironmentisjointlydeterminedbytidalcurrents,

coastalcurrentsandsedimentsources．
Keywords:northernYantai;surfacesediment;grainsiz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sedimentary
dynamic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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