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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工程区沉积物及有机质变化

郭　杰１,２,王　珂１,段辛斌１,陈大庆１,刘绍平１,黄成涛３,李　明３,陈祖欣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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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８１;

３．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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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长江中游航道整治水下工程区不同恢复阶段沉积物粒度和有机质含量特征与变化规律,２０１７年

３月、６月、９月分别对长江中游６个恢复时间分别为２、３、４、５、１０、１５年的航道整治工程区进行了沉积物采集,室
内利用 Mastersize２０００型激光粒度仪进行分析,并采用 MMFr矩值法公式计算粒度特征,灼烧法测量沉积物有

机质含量,分析沉积物粒度和有机质含量随恢复时间的变化情况,以及粒度特征参数和有机质含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长江中游护岸水下工程区沉积物组成主要以砂为主,粘土、粉砂和砂的平均含量分别是(７．３４±
４５８)％、(２４．２６±１．００)％和(６８．３９±１４．０６)％.表层沉积物的粒径２．４３~６．７９φ,平均值是３．９５φ,中值粒径２．４１
~６．０５φ,平均值为３．６５φ,整体上粒径偏小.工程恢复越久,小颗粒组分占比越高,平均粒径越大;有机质含量随

工程恢复时间的增长而增高,河流的涨枯期对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不显著;表层沉积物中粘土和粉砂总含量、平均

粒径、中值粒径与有机质含量关系极显著.本研究结果既符合河流纵向沉积物粒度分布规律,也反映了时间尺度

对沉积物粒度组成和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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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下游岸线多由抗冲性较弱的全新世松散

沉积物组成.三峡工程运行后,由于清水下泄和河

床冲刷,河道原有的泥沙动态平衡被打破,因此对碍

航河段实施了大量的航道整治项目(施少华等,

２００２).航道整治建筑物的使用,减缓了水流速度,
促进了泥沙沉积(杨石磊,２０１４).沉积物位于相面

的交界处,对水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燕文明等,

２０１５).航道整治水下工程区沉积物淤积量、沉积物

的粒径组成和有机质含量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周
海等,２００５).沉积物粒度级配特征和有机质含量常

被用来描述沉积物的特征,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

(张晓东等,２００７;于培松等,２０１１;王启栋,２０１５).
沉积物粒度级配特征是其最基本的属性,而粒度参

数则是粒度特征的量化表示,是级配特征最直接的

反映(Rouxetal,２００２).沉积物粒度特征受水动

力、泥沙供给、物源特征以及人为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王兆夺等,２０１５).对沉积物粒度空间分布和时间

变化研究,不仅能反应沉积物运移趋势,还能对未来

沉积环境变化作出预测(傅开道等,２０１５).
目前,对长江沉积物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长

江口和近海(刘红等,２００７;于培松等,２０１１);研究

目的集中在评价三峡大坝建成后对泥沙的影响(徐
晓君,２０１０;马倩倩等,２０１５,黄鹏程,２０１６);已有

研究给出了长江沉积物大尺度的时空分布特性.杨

云平等(２０１４)研究长江口陆架表层沉积物时,发现

北槽深水航道整治工程造成泥质区域面积减小、位
置南偏;张功瑾等(２０１７)评价了丁坝群附近的泥沙

沉积特征,指出影响北槽丁坝群在不同工程阶段下

沉积物厚度及地形变化,同时沉积物呈现洪季多淤

积、枯季少淤积的特征;但已有报道没有关于航道整

治工程水下工程区生境恢复过程中沉积物级配特征

和有机物含量变化情况的研究.
本文通过空间换时间的研究方法,对建造于不

同时间的航道整治水下工程区的沉积物样品进行采

集,开展粒度分析和有机物含量分析,以反映航道整



治水下工程区生境恢复过程中沉积物在时间上的变

化特征及颗粒物的粒度和有机质含量间的相关关

系,为航道整治水下工程区生境的恢复过程研究提

供数据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长江中游,按照完工时间的长短,
选取６个航道整治工程,分别是碾子湾整治工程(石
首S３)、周天控导工程(江陵S２)、腊林洲岸坡守护工

程(荆州S１)、新洲 九江整治工程(九江S６)、牯牛沙

二期工程(黄石S５)、荆江窑监航道整治工程(监利

S４),上述６个工程的完工时间分别是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恢复时间

分别是１５年、１０年、５年、４年、３年和２年.工程位

置见图１.

图１　采样点分布

Fig．１　 Locationofsamplingsites

１．２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月和９月,对选定的工程中心区

域进行样品采集,乘船或涉水用SC ９０１A 型活塞

式柱状采泥器采集底泥,并深度采集到航道整治工

程构筑物的界面,手机 GPS定位记录坐标.每个工

程区平行采样３次.将样品密封于聚乙烯保鲜袋

中,置于车载冰箱中４℃下保存,带回实验室完成相

关测试.

１．３　样品测试和分析方法

样品在５５℃的恒温箱中风干,并混合均匀(宋
静宜等,２０１３).每个样品加入１５mL 质量分数为

３％ 的 H２O２ 以去除有机碳,再加入５mL浓度为

３mol/L的 HCl以去除无机碳,离心并用蒸馏水清

洗,超声波充分振荡３０min后,用 Mastersizer２０００
型激光粒度仪(可测粒度范围为０．０２~２０００μm)进
行样品粒度分析,粒级分辨率为０．０１φ,重复测量相

对误差小于３％.本实验采用５５０℃灼烧减量法测

定泥沙颗粒的有机质含量,其相对误差为１０．０５％
(吴才武等,２０１５).

根据 MMFr矩值法公式计算粒度的特征(蔡国

富等,２０１４).沉积物粒度的特征参数,平均粒度

(Dmean)、分选系数(δ)、偏态值(Sk)和峰态值(Ku)
分别用粒度分布的一阶矩、二阶矩、三阶矩和四阶矩

的函数表示.∑f＝１００,φ＝ log２d,其中d 为粒径

(mm),粒级标准为乌顿 温德华氏等比制φ值粒级

标准.矩值法计算公式为:

平均粒度:X＝
∑fMφ
１００

分选系数(标准偏差):

δ＝ ∑f(Mφ X)２/１００

偏态:Sk＝
∑f(Mφ X)３/δ３

１００

峰态:Ku＝
∑f(Mφ X)４/δ４

１００
式中:f 为各粒级范围的百分含量;Mφ为粒

径.
沉积物参照 Trefethen(１９５０)分类标准,即:粒

径＞２mm为砾石,０．０６３~２ mm 为 砂,０．００４~
０．０６３mm为粉砂,＜０．００４mm 为粘土.沉积物分

选性、偏度、峰度的分级依据 MMFr(１９５７),详见表

１.
表１　粒度参数分级标准

Tab．１　Gradingcriteriaofgrainsize

分选性 分选系数 偏度 偏态值 峰度 峰态值

极好 ＜０．６５ 极负偏 ＜ ０．５３ 很平坦 ＜１．４６
好 ０．６５~０．８１ 负偏 ０．５３~ ０．１３ 平坦 １．４６~２．３５

较好 ０．８１~１．０７ 近对称 ０．１３~０．１３ 中等 ２．３５~３．１５
中等 １．０７~１．４０ 正偏 ０．１３~０．５３ 尖锐 ３．１５~４．８８
较差 １．４０~２．００ 极正偏 ＞０．５３ 很尖锐 ４．８８~１０．４２
差 ２．００~４．００ 极尖锐 ＞１０．４２

极差 ＞４．００

１．４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和绘图使用 Origin９．０,用 SPSS２２．０
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沉积物粒径级配特征

长江中游护岸水下工程区沉积物组成主要以砂

为主(图 ２).粘土、粉砂和砂的平均含量分别是

(７３４±４．５８)％、(２４．２６±１．００)％ 和 (６８３９±
１４０６)％,各采样区之间粘土、砂和粉砂的变化较为

明显.通过粘土 粉砂 砂的三元相图显示,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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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３年、４年和５年采样区间粘土、粉砂和砂组成

差别不大,样点投影较集中,与１０年、１５年采样区

间粘土、粉砂和砂的组成差别较大,样点投影较分

散.各采样区砂的含量为４９．７９％~９０．２８％,整体

呈现出随着恢复时间的变长、砂含量逐渐下降的趋

势;２年、３年、４年、５年、１０年和１５年采样区的砂

含量分别为(７５．０９±９．３６)％、(７８．１４±１８．９８)％、
(５６．１２±２３．２０)％、(７５．６３±２９．６４)％、(５３６７±
３２７３)％和 (４９．７９±２４．０９)％.

图２　沉积物粒度组分三元相图

Fig．２　Sedimenttexturetriangleforthestudyarea
沉积物粒度参数可以用来分析其来源和沉积环

境,沉积物平均粒径和分选系数与沉积物来源紧密

相关,偏态和峰态显示了粒度输运形式及沉积环境

对粒度的改造结果(张富元等,２００３).综合３次采

样数据,依据 MMFr(１９５７)的粒度分级表对各工程

区粒度分布情况描述(表２).长江中游工程区沉积

物整体上的特征为分选性差,呈极正偏态,分布尖

锐.
各采样区的表层沉积物粒径２．４３~６．７９φ,平均

值是 ３．９５φ,中 值 粒 径 ２．４１~６．０５φ,平 均 值 为

３６５φ,整体上粒径偏小,２年、３年和５年沉积物的

平均粒径在３．３０φ左右,４年、１０年和１５年沉积物

的平均粒径为４．６０φ左右.平均粒径和中值粒径最

小出现在２年采样区,平均粒径和中值粒径最大出

现在１５年采样区,同时１０年和１５年的平均粒径和

中值粒径差别不大,与沉积物类型分布规律一致.
分选系数在０．４９~３．５４,平均值为１．８８,根据分选系

数等级表,整体分选性较差.４年和１０年采样区分

选系数大于２,属于分选性差的等级,其他各采样点

属于分选性较差等级,分选系数１．４~２．０,但１０年

和１５年分选系数差别不大.偏度值为０．０２~５．１０,

平均值是１．２３,偏度变化范围较大,沉积物粒度呈极

正偏,随着恢复时间,偏度逐渐减少.峰度值介于

２０３~１１．８６,平均值２．０３,随着恢复时间,峰态逐渐

变窄.
表２　沉积物粒径分布曲线特征参数

Tab．２　Characteristicparametersofsediment

particlesizedistribution
时

间

地

点

平均粒

径/φ

中值粒

径/φ

分选

系数

偏

度

峰

度

３月

S４ ３．７５ ３．６５ １．５０ １．７４ ７．４８
S５ ２．７８ ２．６２ ０．９７ ２．３７ １１．１６
S６ ２．７５ ２．５２ １．２３ １．６２ ６．６７
S１ ２．４３ ２．４２ ０．５２ ０．０４ ２．４４
S２ ３．００ ２．７９ １．２３ １．５５ ６．５８
S３ ２．５８ ２．５７ ０．４９ ０．０２ ２．４６

６月

S４ ３．６４ ２．４７ ３．０３ ０．６１ ２．０３
S５ ３．６０ ３．６８ ２．３０ ０．５４ ２．９９
S６ ４．５８ ４．３２ １．９９ ０．９３ ３．５４
S１ ４．３５ ４．３８ １．９３ ０．７１ ３．９７
S２ ４．４５ ４．６４ ２．３４ ０．３１ ２．７９
S３ ４．６５ ４．５１ １．９３ ０．７６ ３．９１

９月

S４ ２．４３ ２．４１ ０．６３ ０．４４ ５．５０
S５ ３．３９ ３．２１ １．１９ ５．１０ ６．７８
S６ ６．４６ ５．３７ ３．５４ ０．７１ ２．１７
S１ ３．１５ ２．４８ ２．６４ ３．０８ １１．８６
S２ ６．３０ ５．５５ ２．９８ ０．９４ ３．００
S３ ６．７９ ６．０５ ３．４０ ０．７１ ２．３５

　　分析粒度参数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３所

示.平均粒径、中值粒径和分选系数两两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偏度和峰度呈正相关关系,平均粒径、中
值粒径、分选系数和偏度、峰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随着沉积物平均粒径的增大,标准偏差变大,偏
态极偏,峰态窄,分选呈逐渐变差的趋势,与刘宪斌

等(２０１６)的研究结果相似.
统计结果表明,平均粒径与中值粒径和分析系

数之间的相关性极显著(P＜０．０１),平均粒径与峰

度之间为显著相关(P＜０．０５),中值粒径与分选系

数和峰度显著相关(P＜０．０５),偏度和峰度之间也

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P＜０．０５).对３月、６月和

９月的沉积物粒度参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平均粒径在３月和６月差异不显著(P＞０．０５),６月

和９月差异不显著(P＞０．０５),３月和６月之间差异

显著(P＜０．０５).３月沉积物分选系数与 ６ 月和

９月沉积物粒度参数差异显著(P＜０．０５),６月和

９月之间的分选系数差异不显著(P＞０．０５).中值

粒径、偏度和峰度在３月、６月和９月两两之间差异

不显著(P＞０．０５),整体来说沉积物的粒径参数在

一年内的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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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粒度参数之间的关系

Tab．３　Relationshipsbetweenparticlesizeparameters

参数 平均粒径 中值粒径 分选系数 偏度 峰度

平均粒径 １
中值粒径 ０．９６０∗∗ １
分选系数 ０．８３１∗∗ ０．７０３∗∗ １

偏度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３ １
峰度 ０．４５２∗ ０．４７５∗ ０．２９６ ０．７０２∗ １

　　注:∗∗ 表 示 相 关 性 极 显 著 (P＜０．０１);∗ 表 示 相 关 性 显 著

(P＜０．０５).

Note: ∗∗ indicate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０．０１);∗indicatesasignificantcorrelation(P＜０．０５)．

２．２　有机质变化情况

调查的 ６ 个航道整治工程区有机质含量在

１０６％~４．８２％,平均值为(３．０６±１．３０)％.３月枯

水期有机质含量为１．０６％~３．５３％,平均值(２．７５±
１．０５)％;６月丰水期有机质含量为２．２３％~４．８２％,
平均值为(３．６５±１．０１)％;９月平水期有机质含量为

１．２８％~４．７３％,平均值为(２．８０±１．４６)％.对３月、

６月和９月长江中游的有机质含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F＝０．９０８,P＝０．２７２＞０．０５,说明长江中游有

机质含量在３月枯水期、６月丰水期和９月平水期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图３).

图３　有机质含量季节变化

Fig．３　Seasonalchangeinorganicmattercontent
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有机质含量呈现出逐渐

增多的趋势,２年和３年采样区有机质的含量相对

较低,５年、１０年和１５年采样区有机质含量相对较

高(图４).对不同恢复年限的采样点沉积物有机质

含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２年、３年、

４年和５年采样区有机质含量两两之间差异不显著

(P＞０．０５).１０年采样区和１５年采样区有机质含

量差异不显著(P＞０．０５).１０年采样区与２年采样

区和 ３ 年 采 样 区 的 有 机 质 含 量 差 异 显 著

(P＜０．０５),１５年采样区与２年、３年、４年和５年采

样区的有机质含量差异显著(P＜０．０５).说明在较

短的时间间隔内,有机质含量差异不大;同时,在恢

复过程中,有机质含量会呈现波动式的增加.

图４　有机质含量年际间的变化

Fig．４　Interannualvariationoforganicmattercontent

２．３　粒径和有机质的关系

将沉积物粒度参数平均粒径、中值粒径、分选系

数、偏度、峰度以及粘土和粉砂组分占比与沉积物中

有机质含量进行回归分析(表４).粘土和粉砂含

量、平均粒径、中值粒径与有机质含量关系极显著

(P＜０．０１),偏 度 与 有 机 质 含 量 关 系 差 异 显 著

(P＜０．０５),而分选系数、峰度与有机质关系不显著

(P＞０．０５).
沉积物平均粒径(X)与有机物含量(Y)呈正相

关,两者的关系如下:

Y ＝ ０．５５７４X ＋ ０．８３４ 　 (R２ ＝ ０．３６４２,

P＜００１,n＝１８)
沉积物中值粒径(X)与有机物含量(Y)呈正相

关,两者的关系如下:

Y ＝０．５８４４X ＋１．１１４４　 (R２ ＝０．４２２４,

P＜００１,n＝１８)

表４　沉积物中粒度参数与有机质含量的相关性

Tab．４　 Correlationcoefficientsbetweengrainsizeandorganicmatterinsedimentsamples

检验

指标

有机质参数

平均粒径 中值粒径 分选系数 偏度 峰度 粘土粉砂含量

P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r ０．６０ ０．６５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６４

R２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２４ ０．３０ ０．４１

　　注:∗∗ 表示相关性极显著(P＜０．０１);∗ 表示相关性显著(P＜０．０５).

Note:∗∗indicatesanextremelysignificantcorrelationP＜０．０１);∗indicatesasignificantcorrelation(P＜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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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向青等(２０１４)研究认为有机质与平均粒径和

中值粒径存在线性关系,对粒径为１０φ响应最高.
沉积物粒度参数偏度(X)与有机物含量(Y)呈负相

关,两者的关系如下:

Y＝ ０．５１９６X ＋３．５７１５　 (R２ ＝０．２４１４,

P＜００５,n＝１８)
沉积物粒度右偏有利于有机质积聚.沉积物粒

度参数峰度(X)与有机物含量(Y)呈负相关,两者

的关系如下:

Y ＝ ０．２２２６X ＋４．１１１１ (R２ ＝０．２９６１,

P＜０．０５,n＝１８)
沉积物中粘土和粉砂总含量(X)与有机物含量

(Y)呈现很好的正相关,两者的关系如下:

Y＝０．０３０１X＋１．９７０６(R２＝０．４１１２,P＜０．０１,

n＝１８)
于培松等(２０１１)研究长江口沉积物中粘土粉砂

含量(B)与有机碳(TOC)的关系与本研究结果相

似,两者的关系如下:

TOC＝０．０６４B＋０．１１(R２＝０．６５,P＝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表层沉积物级配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马倩倩等(２０１５)研究表明,长江表层沉积物以

粉砂和砂为主,粉砂占沉积物含量的４５．８％,砂占沉

积物含量的４１．４％,粘土占沉积物含量的１２．８％,本
文研究结果与其差别不大,但本次研究的粘土和粉

砂含量低,砂含量比其结果高,可能是由于采样区域

和底泥深度差异造成的.不同采样区,表层沉积物

之间由于粒径和比重不同,对水动力的响应有很大

差别,不同粒度特征的沉积物分布是对研究区内水

动力强弱的最直接反应(Gibbsetal,１９９７);粘土的

粒径小、比重轻,对水动力反应敏感,水动力强的区

域粘土含量高,砂含量低,水动力弱的区域,粘土含

量低,砂含量高(Riceetal,１９９８;朱耀军等,２０１２;
祝贺等,２０１７);沉积物粒度的空间差异受研究区域

水动力条件的影响,但水动力条件最终取决于水文、
阻碍物等因素(刘金铃等,２００８).由于淤积等原因,
不同时期的航道整治工程对水流的阻碍和减速作用

不同,悬浮颗粒物沉积类型也不同.

３．２　表层沉积物有机质含量的变化特征

沉积物粒度参数在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之

间差异不显著,因而有机质的含量差异也不显著.
马倩倩等(２０１５)也指出,粒径是长江河流中沉积有

机质含量高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采样区６月的有

机质含量相对高于３月和９月,可能主要原因是夏

季雨水多,陆源有机质被带到工程区.马倩倩等

(２０１５)认为陆源是整个长江有机质的主要来源,对
有机质的组成与分布影响较大.不同工程区水动力

条件的差异也是造成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差异的原因

之一,有机质的含量有空间和季节的变化,其季节变

化主要由水动力的改变而引起(王启栋等,２０１５);
黄向青等(２０１４)通过在广西近海平原西北部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采样分析发现,２００７年呈现递增,２００８年递

减,２００９年又波动式增加,但有机质的含量总体上

是增加的;张娜等(２０１６)指出,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步

恢复,有机碳的含量显著提高,并且其分布特征和品

质变化与生态条件和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３．３　表层沉积物有机质含量与粒径特征

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含量主要受沉积物级配的影

响.粒径组成是沉积物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不同

粒径的沉积物颗粒具有不同的比表面积和质量,因
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固 液界面上物质交换的影响

存在差异(金相灿,１９９０),从而造成沉积物中有机物

含量的差异.王圣瑞等(２００４)研究表明,粘粒级的

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最高,细砂粒级其次,粗砂粒级

再次,粉砂粒级最低.沉积物粒度参数平均粒径、中
值粒径和粘土粉砂含量与有机质含量呈显著相关

性,有机质的含量与沉积物密切相关,并且主要受到

粒径较小的沉积物影响(Keiletal,１９９８).随着沉

积物颗粒变细,小颗粒成分增多,平均粒径和中值粒

径增大,有机质含量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其可能原

因是颗粒粒径越小,小颗粒含量越多,颗粒物的比表

面积就越大,因而能吸附的有机质含量就越多,也更

利于有机质的保存(Linetal,２００２).在偏态方面,
有机质含量和偏态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偏态系数

越小,表示小颗粒组分越多,有机质含量也越高.

４　结论

(１)长江中游６个航道整治工程区沉积物组成

中,砂的含量占优势,粘土和粉砂的含量随着工程区

恢复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２)平均粒径和分选性参数的变化趋势一致,随

着恢复时间的增长,先增大,后相对稳定;偏度和峰

度的变化趋势一致,随着恢复时间的增长,无显著的

变化规律.
(３)有机质含量在一年的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

期变化不显著,恢复时间久的工程点,有机质含量高

于恢复期短的工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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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长江表层沉积物中,粘土和粉砂含量、平均

粒径、中值粒径与有机质含量关系极显著,偏度与有

机质含量关系显著,分选系数、峰度与有机质关系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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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ndOrganicMatterDynamicsinChannelProjectAreasoftheMiddleYangtzeRiver

GUOJie１,２,WANGKe１,DUANXinＧbin１,CHENDaＧqing１,LIUShaoＧping１,

HUANGChengＧtao３,LIMing３,CHENZuＧxin４

(１．YangtzeRiverFisheries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
FisherySciences,Wuhan　４３０２２３,P．R．China;

２．WuxiFisheryCollegeNAU,Wuxi　２１４０８１,P．R．China;

３．ChangjiangWaterwayPlanning,DesignandResearchInstitute,Wuhan　４３００１１,P．R．China;

４．WuhanWaterwayBureauoftheYangtzeRiver,Wuhan　４３００１０,P．R．China)

Abstract:DischargefromThreeGorgesReservoirhascausedbankcollapseinthemiddlereachesofYanＧ
gtzeRiver．Tofortifybanks,hydraulicstructureshavebeenconstructedtodecreaseflowandpromotedepＧ
ositionofclayandsand．Inthisstudy,weanalyzedthegrainsizeandorganiccontentofsedimentsinchanＧ
nelregulationareasofthemiddleYangtzeRiveratdifferentstages．TheobjectivesweretoexplorethedyＧ
namicsofchangingparticlesizeandorganicmattercontentafterconstructionofhydraulicstructureandthe
relationshipbetweenorganicmattercontentandparticlesize．ThestudyprovidesbasicdataforhabitatreＧ
mediationbyconstructionofchannelregulationprojects．In March,JuneandSeptemberof２０１７,sediＧ
mentswerecollectedinareaswithhydraulicstructuresinplaceforperiodsof２,３,４,５,１０and１５years．
TheMasterSize２０００instrumentandMMFrformulawereusedtocharacterizegrainsizeofsedimentsamＧ
plesandthecombustionmethodwasusedtodetermineorganiccontent．Resultsshowthatsandwasthe
maincomponentinsediments．Theaverageproportionsofclay,siltandsandforthesedimentswere,reＧ
spectively,(７．３４±４．５８)％,(２４．２６±１．００)％and(６８．３９±１４．０６)％．TheparticlesizerangeofsurfacesedＧ
imentswas２．４３ ６．７９φ(average,３．９５φ)andmedianparticlediameterrangeof２．４１ ６．０５φ (average,

３６５φ)．Theparticlesweregenerallysmall．Theproportionoforganicmatterinthesedimentrangedfrom
１．０６％to４．８２％ [average,(３．０６±１．３０)％]．Organicmattercontentvariedwithseason:(２．７５±１．０５)％in
March,(３．６５±１．０１)％inJuneand(２．８０±１．４６)％inSeptember．ThelongertherecoveryprojectoperaＧ
ted,thehighertheproportionofsmallparticlesaccountedforandthelargertheaverageparticlesizewas．
Theproportionoforganicmatterincreasedwithtime,butnodistinctrelationshipwasfoundbetweenorＧ
ganicmattercontentandwet/dryperiods．Thetotalcontentofclayandsilt,averageparticlesizeandmediＧ
anparticlesizeofsedimentsallcorrelatedsignificantlywithorganicmattercontent．Theresultsofthis
studyareconsistentwiththenormaldistributionpatternofsedimentgrainsizeandreflecttheinfluenceof
timeongrainsizecompositionandorganicmattercontentinriversediments．
Keywords:sedimentgrainsize;organicmattercontent;surfacesediments;channelregulationprojects;

themiddlereachesoftheYangtze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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