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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石岛附近海域位于山东威海黑泥湾东部，沉积环境复杂多变，多种因素控制表层

沉积物分布，形成多种发育演化模式。利用单波束测深系统、浅地层剖面系统、表层沉积物

取样、海流观测和实验室沉积物粒度测试、资料综合解释等方法，于 2021 年 9−11 月对研究

海域开展综合地质环境调查。通过调查数据分析研究区水深地形特征、浅地层结构特征以

及表层沉积物分布特征，并从多个角度揭示该海域沉积物分布特征的控制因素和成因。研

究发现：目标海域水深介于 3～24 m，平均水深约 14 m，西部浅、东部深，存在陡坡，随着水

深的增加坡度逐渐变缓，地貌类型主要以水下侵蚀岸坡为主；海底浅地层声学反射界面清

晰，可全局跟踪，淤积厚度为 0.5～2 m，沉积层厚度东西存在差异但相对稳定；表层沉积物

类型多样，大致围绕黑石岛呈环带状分布，离岛方向上依次为粉砂、砾石、泥质砾；自西向东

表层沉积物粒度逐渐减小，分选性变好。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分布受区域地形地貌和水动力

条件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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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海洋工程建设

与日俱增。综合地质环境评估是海洋工程建设过

程中最基础的工作，对保障安全和维护海洋环境稳

定具有重要意义。黑石岛附近海域位于山东省威

海市黑泥湾东部，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筏架式养殖基

地。近年来，筏架式养殖区和部分海上工程建设使

得黑石岛附近海域的沉积动力环境（包括水动力条

件、地形地貌、海平面变化等）发生改变。很多学者

对黑石岛附近海域的水下地貌形态成因、水动力机

制、悬浮体质量浓度分布、沉积物粒度分布、沉积

物中的重金属污染、环境效应等进行了广泛研

究[1-7]，但结合近岸岛礁周边海域地形地貌形态、水

动力环境条件以及筏架式养殖区等综合因素探讨

表层沉积物分布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利用

单波束测深系统、浅地层剖面系统、海流观测、表

层沉积物取样和实验室筛析、激光粒度测试、资料

综合解释等方法，对研究海域地形、浅地层剖面、潮

汐、海流、表层沉积物等地质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调

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岸岛礁周边

海域地形地貌形态、水动力环境条件等综合影响因

素，分析研究区水深地形特征、浅地层结构特征及

表层沉积物分布特征，从多个角度揭示该海域沉积

物分布特征的控制因素和成因，对认识黑石岛附近

海域沉积动力特征以及海上工程开发、海洋牧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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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黑泥湾（36°55′−37°02′ N、122°31′−122°37′ E）
是一个小型开敞海湾，位于石岛湾以北、桑沟湾以南

（图 1），西为山东半岛陆地，东向濒临黄海，中部岸

线向外突出。黑泥湾南部的镆铘岛和北部的楮岛

2 个巨大的连岛沙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海域的沉

积作用，使其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沉积单元[8]。

从镆铘岛向北到楮岛，海岸堆积地貌较为发育，绝

大部分海岸为砂质海岸，仅在镆铘岛、楮岛迎浪岸

等几处岬角处为基岩海岸[9]。黑泥湾内基本没有河

流汇入，仅在丘陵地带发育有小规模冲沟，长度较

短，流域面积较小。湾内水下地形较为平缓，分布大量

养殖筏架，且有黑石岛、老铁石岛等基岩礁石裸

露，基岩礁石周围及南北侧岬角处水下岸坡坡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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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所在地理位置和范围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study area
 

研究区海浪以风浪为主，全年风浪频率为 98%，

涌浪频率占 26%；常浪向主要为 SW 向，年出现频

率为 8%；次常浪向为 SSW 向、N 向，年出现频率为

7%；强浪向为 SSE 向，最大波高 6.8 m，次强浪向为

SE 向和 ESE 向，最大波高 6.3 m[10]。研究区内潮汐

以不规则半日潮为主，潮流为往复流，自北向南有

潮差增大、潮汐作用加强之势[11]。受季风影响，研

究区海岸带气候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盛行偏

北风，气候干冷；夏季盛行东南风，是台风活动最频

繁的季节，降水多；春秋两季为过渡季节，且春季是

一年中大风最多的季节[12]。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解研究海域内地形地貌特征、浅地层特征、

沉积物分布特征和水动力环境，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于 2021 年 9−11 月对研究区开展了声学测量、

同步潮汐观测、表层沉积物取样和海流观测等工作

（所采用的设备和软件见表 1）。
潮位站布设在楮岛和黑泥湾西岸（图 1），实时

测量潮汐数据。单波束测深的主测线按垂直于等

深线的方向布设，间距为 50 m，联络线垂直于主测

线（图 2），间距为 500 m。获取调查海域精确水深

地形数据后，利用 CARIS HIPS 11.2 等软件进行同

步潮位数据改正和声速数据校正等数据处理，通过

Surfer、Global Mapper 等绘图软件进行水深地形成

图，展示研究区地形特征。浅剖测线以老铁石岛、

黑石岛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图 2），覆盖整个研究区。

利用声学数据专业处理软件 Sonarwiz 7.0 通过频带

宽门限设置、调整时变增益、去除水体和机械噪音、

调整压缩比和平滑等精细化处理手段，对采集的

11 条浅地层剖面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成图。

在黑泥湾内选取 9 个站位点对海流进行同步

观测（图 1），分别在大潮、中潮和小潮期间连续观测，
 

表 1    调查所采用的设备和软件

Table 1    The equipment and software used in the survey
 

声学探测设备及后处理软件

定位系统 美国Trimble差分GPS定位系统

潮汐仪 日本ALEC潮汐仪

导航系统 HYPACK 2020导航系统

声速剖面仪 加拿大AML声速剖面仪

单波束测深系统 无锡海鹰HY1601单波束回声测深系统

浅地层剖面系统 德国Innomar SES-2000参量阵浅地层剖面系统

后处理软件 CARIS HIPS 11.2、Surfer、Global Mapper、Sonarwiz 7.0

海流观测设备
海流计 挪威阔龙海流计

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美国RDI-300K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沉积物取样、分析设备
取样器 自制锚式取样器

激光粒度仪 法国CILAS 960L激光粒度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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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时间为 27 h，每小时测量 1 次，每个潮周期分

别在涨急、涨憩、落急、落憩典型时刻加密观测

1 次。小潮观测时段为 2021 年 10 月 9 日 15 时−
10 日 17 时；中潮观测时段为 2021 年 10 月 17 日

12 时−18 日 14 时；大潮观测时段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0 时−14 日 22 时。

根据浅地层剖面测量数据，在黑石岛附近海域

选取 14 个站位（图 2）进行表层沉积物取样并处理，

然后依据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8−2007）采用

筛析法和激光粒度法进行粒度分析。沉积物分类

和命名方法采用 Folk 沉积物粒度三角图解法，根据

沉积物是否含砾，将沉积物分别在 2 个三角形图解

上进行分类[13]。表层沉积物粒级标准采用的是尤

登-温德华氏等比制 Φ 值粒级标准[14]。沉积物粒度

参数（中值粒径、分选系数、峰态、稳态）依据 Folk-
Ward 公式计算得到[15]。

 3    地形地貌特征

 3.1    水深地形特征

研究区地形起伏较大，最大水深处为 24 m，最

浅处不足 3 m，平均 14 m。等深线沿 NE−SW 向延

伸，在东南角存在水深最大值。西部水深较浅，最

大水深不足 10 m，海底地形表现为平缓的近岸缓坡，

整体地势平坦；中部存在陡坡，南部坡度较北部更

大；东部水体不断加深，坡度逐渐变缓，出现水深最

大值。

研究区北部为老铁石岛附近海域，其特点是等

深线较稀疏，自西向东水深均匀变化。西侧地形平

坦微有小规模起伏，平均坡度约为 0.9 %，最深处约

为 21 m。研究区南部为黑石岛附近海域，等深线在

中部存在密集区，东西两侧微有地形起伏。中部存

在陡坡，坡度最高可达 7 %。西部地形存在凹陷，东

部等深线稀疏，地形趋于平坦。

根据研究区地貌的形态展布特征和几何参数，

将位于海岸地貌的研究区海底地貌细划分为水下

侵蚀岸坡、海蚀阶地等三级地貌。在黑石岛和老铁

石岛附近海域受到了较强的海洋动力高能侵蚀作

用，从而形成了水下侵蚀岸坡，岸坡陡且窄，沉积物

主要由砂、砾质组成。在研究区的西部存在海蚀阶

地地貌，岛礁长期受携带泥沙的激浪磨蚀，在低潮

时部分出露海面，高潮没于海面之下。

根据研究区的地形特征，按照垂直于等深线的

原则在研究区选取了 3 处地形剖面（图 3），所选剖

面（图 4）分别对应了研究区北部老铁石岛附近海底

地形、研究区中部两岛中间位置的海底地形、研究

区南部黑石岛附近海底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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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等深线图

Fig.3    Contour map of the study area
 

（1）AA′剖面

AA′剖面表示研究区北部老铁石岛附近海底地

形，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级递减。在

西部水深不足 10 m，地势平坦；往东出现斜坡，平均

坡度约为 2.33%；接下来相对平坦，微有起伏；之后

出现斜坡，平均坡度为 3.07%，且呈现出先缓后陡的

变化趋势；达到最大水深处之后趋于平坦。

（2）BB′剖面

BB′是研究区中部的地形剖面。西部有较多的

凸起和凹陷，往东坡度逐渐变陡，平均坡度约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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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he survey line layout and sediment sampling site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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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到水深 20 m 之后坡度渐缓，之后趋于平坦，微

有地形起伏。

（3）CC′剖面

CC′是黑石岛附近的海底地形剖面。受黑石岛

及其周边基岩的影响，西部呈下凹状，地形起伏不

平，最大变化可达 10 m；中部存在平均坡度约为

2.48% 的陡坡，直到水深为 20 m，坡度逐渐变缓，之

后趋于平坦；东部有较小的凸起，发育有小型呈扁

平状的海丘。

 3.2    浅地层剖面特征

为了更好地选取表层沉积物取样站位，利用高

精度浅地层剖面系统对海底浅层沉积物的厚度及

分布进行调查，根据浅地层剖面数据分析结果，将

研究区浅地层剖面划分出 2 个声学反射层 R0 和

R1。其中，R0 声学反射层表示海底面，R1 声学反

射层表示探测到的淤积层底界面，识别出的 2 个声

学反射界面都具有高振幅、强反射等声阻抗反射界

面典型特征，强反射界面在整个研究区都有明显分

布，易于识别，可全局跟踪。

为表征黑石岛、老铁石岛周边的浅地层结构特

征，选取 L1、L2、L7、L8 共 4 条典型浅地层剖面进

行分析（图 2）。其中，L1、L2 位于研究区北部老铁

石岛附近的浅水区（图 5a、b），剖面近 SN 走向；L7、
L8 位于研究区南部黑石岛附近的深水区（图 5c、d），
剖面近 EW 走向。4 条浅地层剖面展示出 2 种不同

特征的浅地层剖面结构（图 5）。根据浅地层剖面的

解释结果，结合水深地形、表层沉积物样品、海流观

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老铁石岛附

近的浅水区浅地层剖面显示水深范围为 10～12 m，

微有地形起伏，沉积物厚度约为 1～1.5 m，厚度局

部分布不均，反映该区具有较强的水动力环境；南

部黑石岛附近深水区浅地层剖面显示水深范围为

19～21 m，海底相对平缓，沉积物厚度约为 2 m 且

均匀分布，综合分析认为该区域沉积动力环境相对

较弱。

 4    表层沉积物分布特征

 4.1    沉积物组分含量及命名

根据浅地层剖面数据资料选取研究区 14 个表

层沉积物取样站位。其中，5 个在黑石岛附近，8 个

在老铁石岛附近，1 个在研究区东北部深水区（图 2、
表 2）。通过 Folk 沉积物分类方法，将所取的表层

沉积物分为砾石、泥质砾、砾质泥、砾质泥质砂、砂

质粉砂、粉砂 6 类，其中砾石、砾质泥、砾质泥质砂、

粉砂各有 3 处（表 2、图 6）。
临近黑石岛南北两侧取样点 HS02 和 HS01 的

表层沉积物为粉砂，再往南北扩展 HS05 和 HS03
表层沉积物为砾石，在黑石岛东北方向上的取样点

HS04 为泥质砾。该区域沉积物类型大致围绕黑石

岛呈环带状分布，依次为粉砂、砾石、泥质砾。老铁

石岛附近海域的沉积物类型复杂：临近老铁石岛南

侧的 LT01 和位于老铁石岛西北和西南方向上的

LT04、LT05 为砾质泥质砂；老铁石岛北侧的 LT02
为砂质粉砂；老铁石岛北部的 LT03 和 LT06 为砾

质泥；老铁石岛东北方向上水深较深处的 LT07 为

粉砂；老铁石岛南部的 LT08 为砾石。整体来看，老

铁石岛周围沉积物中大都含有少量砾石，老铁石岛

南部以砾石为主。

 4.2    沉积物粒径参数空间分布

为了解研究区沉积物的分布特征，对沉积物样

品进行粒度参数分析。粒度参数主要有中值粒径、

分选系数、偏态和峰度，在研究区范围内的分布均

有显著特征（图 7）。中值粒径可以反映沉积介质的

平均动能，一般来说粗粒沉积常见于高能环境，细

粒沉积常见于低能环境[16]。研究区内中值粒径主

要表现为以黑石岛和老铁石岛的中部海域为中心

向四周呈发散状减小，局部表现为自西部高地形向

 

250 500 750 1 000 1 250 1 500

A A′

NW SE

250 500 750 1 000 1 250 1 500
B

C′

W E

C

深
度

/m

距离/m

NW SE

B′

500 1 000 1 500 2 000

−10.0
−15.0
−20.0

−10.0
−15.0
−20.0

−10.0
−5.0

−15.0
−20.0

−2.33%
−3.07%

−3.99%

−2.48%

深
度

/m
深

度
/m

距离/m

距离/m

2 500

1 750

1 750

图 4    研究区典型地形剖面

Fig.4    Typical terrain profiles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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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深水区逐渐降低。老铁石岛北侧中值粒径小

于南侧，黑石岛的西北侧、南侧中值粒径小于北部。

分选系数指示沉积物的分选程度，即颗粒大小的均

匀性。研究区内分选系数以两岛中部海域为中心

向四周呈发散状增高。若自老铁石岛向黑石岛作

由北向南的投影，途经的海域出现中值粒径的最大

值和分选系数的最小值，说明两岛的存在对沉积环

境具有一定影响。偏态可以反映沉积物粒度频率

曲线的不均匀程度，也可以指示沉积环境的灵敏程

度[17]。研究区范围内主要为正偏态，且自西北向东

南增大。峰态表现为自东向西逐渐增大，反映研究

区沉积物的粒度频率曲线自东向西逐渐陡峭，粒度

更加集中[18]。

 5    讨论

研究区海域底质沉积物以含砾沉积物为主，粒

度不均，主要有砾石、砾质泥质砂、砾质泥和粉砂等

类型。在黑石岛和老铁石岛周围沉积物由砂和含

砾沉积物组成，粒度相对偏粗；在黑石岛和老铁石

岛之间的海域主要为砾石，反映了强烈的水动力环

境；在老铁石岛的北部、黑石岛的南部以及东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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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区，尤其是海带养殖区沉积物粒度较小。

底质沉积物分布特征受物质来源、海洋水动力

环境、海底地形、泥沙运移特征、人类活动等因素

的影响[19]。本研究区岛礁、基岩分布广泛，水深变

化较大，水动力环境强烈，且有大规模的海带养殖

区，表层沉积物分布受多重因素控制。

 5.1    地形影响表层沉积物分布

研究区底质沉积物分布和海底地形起伏关系

甚密[20-22]。在研究区的西北和西南部以及东部水

深较大海域，地形起伏较为平缓，过渡平稳，多分布

粉砂、砂质粉砂等沉积物，粒度较细，反映了较弱的

水动力条件。在等深线较密集的海域水动力环境

复杂，尤其是研究区中部海域及两岛周围的海域，

主要分布有砾石、泥质砾、砾质泥质砂等含砾沉积

物。在黑石岛和老铁石岛之间的海域，受南北两岛

高地形的影响，沉积物以砾石为主。此外，老铁石

岛和黑石岛周围浅水区较东部深水区沉积物类型

更复杂，且浅地层剖面显示深水区淤积层厚度大于

浅水区，也和岛屿周围复杂的海底地形起伏有关。

 5.2    水动力条件控制表层沉积物分布

波浪的机械分异作用可能是表层沉积物空间

分布的重要影响因子[23]。老铁石岛和黑石岛周边

海域是波浪作用的高能带[6]，波浪在岛礁和基岩处

破碎后携带较粗颗粒的泥沙入海，然后带向外滨带

海域。距离岛礁越远，波能减弱，较粗颗粒沉积物

首先发生重力沉积，细粒物质经输运后再沉积。这

 

表 2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组分含量及命名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content and grain size of surface sediment composition in the study area
 

区域 站位编号 纬度/N 经度/E 砾石/% 黏土/% 粉砂/% 砂/% 命名

黑石岛

HS01 36°05′02″ 122°34′11″ 0.00 14.32 85.50 0.18 粉砂

HS02 36°05′04″ 122°34′01″ 0.00 16.63 83.31 0.07 粉砂

HS03 36°05′10″ 122°34′04″ 80.35 0.12 0.68 18.84 砾石

HS04 36°05′07″ 122°34′15″ 60.32 2.81 21.86 15.01 泥质砾

HS05 36°05′45″ 122°34′01″ 80.66 0.05 0.37 18.91 砾石

老铁石岛

LT01 36°05′04″ 122°33′57″ 21.08 1.77 19.03 58.12 砾质泥质砂

LT02 36°05′48″ 122°33′57″ 0.00 9.14 61.49 29.36 砂质粉砂

LT03 36°05′51″ 122°34′01″ 12.82 8.77 71.67 6.75 砾质泥

LT04 36°05′39″ 122°33′04″ 7.86 2.76 38.48 50.91 砾质泥质砂

LT05 36°05′53″ 122°33′04″ 16.39 1.24 23.50 58.87 砾质泥质砂

LT06 36°05′00″ 122°33′57″ 13.38 10.37 58.34 17.91 砾质泥

LT07 36°05′52″ 122°34′11″ 0.00 9.68 85.84 4.48 粉砂

LT08 36°05′32″ 122°34′01″ 80.66 0.05 0.37 18.91 砾石

深水区 RP01 36°05′58″ 122°35′02″ 7.55 17.06 71.96 3.43 砾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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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由岛礁向西部深水区细化的趋势充分说明波浪

条件对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空间分布具有控制作用[24]。

据长时间观测海流数据绘制研究区大潮、中

潮、小潮垂线平均海流矢量图（图 8）。各站实测海

流均表现为较强的往复性流动，受岸线地形等因素

影响，涨潮流偏 SW 向，落潮流偏 NE 向。潮流最大

可能流速和潮流水质点最大可能运移距离按规则

半日潮流海区的公式计算[25]，结果表明潮流最大可

能流速的方向和潮流质点最大可能运移方向主要

为 NW−NE 向。测区水质点的最大可能运移距离为

2 790.7～20 951.5 m。海流数据和沉积物分布特征

相吻合，南北向的潮流为沉积物的南北向运移提供

了动能[26]，运移方向可能为 NW−NE 向。潮流运

动在老铁石岛和黑石岛的影响下造成了两岛之间

强烈的水动力环境，可能是两岛之间沉积物以砾石

为主的原因之一。

综上可知，波浪和潮流共同作用并控制着研究

区表层沉积物的空间分布格局，导致了表层沉积物

由西部浅海向东部深海、由中部向南北粒度分异

明显。

 5.3    筏架式养殖区干预沉积环境

研究区内建设有大量筏式养殖区，对沉积物分

布具有一定影响。表现为在养殖区内侧沉积物粒

度出现细化，中值粒径减小，分选性变好。本文将

从筏式养殖区导致的生物因素、水动力因素 2 方面

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筏式养殖区内以海带养殖为主，大量的海带导

致大量有机物的沉降，这种生物源物质包括生物碎

屑沉积和海带孢子体的释放，是海底表层沉积物中

有机质的重要来源[27]。研究表明，在潮间带和潮下

带环境，生物源物质释放的有机质可占总有机质的

65% 以上[28]。此外，海带属于大型海藻，其具备捕

 

36.96°

36.98° 3.5

3.5

3.5

3
.5

1

1

N

122.56°

(a)

122.58° E

36.97°

122.57°

36.96°

36.98°

N

122.56°

(b)

122.58° E

36.97°

1.
2

1
.2

2.2

2.2

122.57°

36.96°

36.98°

N

122.56°

(c)

122.58° E

36.97°

0.
45

0.
35

0
.2

5

122.57°

36.96°

36.98°

1.4

1
.21

0
.8

N

122.56°

(d)

122.58° E

36.97°

122.57°

（a）中值粒径/Φ；（b）分选系数；（c）偏态；（d）峰态

图 7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粒度参数空间分布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in size parameters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the study area

66 Marine Geology 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2023 年 8 月



获细粒沉积物的能力[29]，也可能对沉积物组分含量

产生影响。

筏式养殖区的存在会对研究区水动力条件产

生影响，是引起养殖区内沉积物组分变化的主要原

因。在养殖区内侧，动力沉积过程主要受控于离岸

的浅水波[30]。大规模海带筏架的存在减弱了水动

力条件，较粗颗粒传输范围较小，悬浮态颗粒在离

岸的波浪动力传输作用下，遇到架群后携沙能量迅

速衰减，较细颗粒得以沉积，使架群内侧的表层沉

积物有一定细化的趋势。悬浮泥沙随水流进入架

群区后，由于阻流效应使原本正常载荷的悬浮泥沙

因过载而沉降[31]。与此同时，在减弱的水动力场

中，再悬浮作用相对较弱，两方面原因导致细粒物

质更易沉降和保存。这种沉降会减少悬浮泥沙曝

氧的时间和强度，底质一般处于缺氧的环境中，颗

粒物中的有机物质更易储存，据此推测筏架式养殖

区内侧沉积物有机质含量较高，具体数据还需补充

调查。

 6    结论

（1）研究区等深线沿 NE−SW 向延伸，地形具

有西浅东深、存在陡坡的特点，地貌类型以水下侵

蚀岸坡、海蚀阶地为主。淤积层厚度分布不均，深

水区的淤泥层厚度更大。研究区表层沉积物有砾

石、泥质砾、砾质泥、砾质泥质砂、砂质粉砂、粉砂

等多种类型，底质复杂。自两岛之间海域向四周，

表层沉积物的中值粒径减小，分选系数增大。

（2）研究区岛礁、基岩分布广泛，水深变化较大，

水动力环境强烈且有大规模的筏架式养殖区，表层

沉积物分布受多重因素控制。岛礁周边海域复杂

的地形起伏营造了复杂的水动力环境，从而使沉积

物砾石含量增多，较为平坦的海域沉积物则以砂质

为主；波浪的机械分异作用和南北向的潮流作用控

制了海域内沉积物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区大规模

筏架式养殖区的存在导致架群内侧表层沉积物的

细化及有机质含量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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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站位垂线平均海流矢量图

Fig.8    Diagram of vertical average current vector at each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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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pography and surface sediment distribution
near Heishi Island, Shandong Peninsula

LIU Yubin1,3, SONG Yongdong1,2, ZHANG Jianxing1,2, ZHUANG Lihua1,2, LUAN Zhendong1,2,3*, YAN Jun1,2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2 Ocean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sea areas near  Heishi  Island are located in the east  of  Heini  Bay,  Weihai,  Shandong Peninsular,
East  China.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is  complex and variable,  and many factors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sediments, forming a variety of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A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en-
vironment survey of the study area was carried out in Sep.–Nov., 2021 by using acoustic detection, surface sedi-
ment sampling,  ocean current  observation,  laboratory sediment grain size testing,  and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
tion of data, based o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depth topography, sub-bottom profile structure, and sur-
face sedi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causes of sediment dis-
tribution in the area were reveal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depth of the target area
was  between 3  m and 24 m,  on average  of  about  14  m,  shallower  in  the  west  and deeper  in  the  east  in  a  steep
slope.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depth, the slope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main landform type was underwa-
ter erosion bank slope. The acoustic reflection interface of seabed sub-bottom profile was clear and co be tracked
globally. The siltation thickness was 0.5–2 m, and the thickness of sediment layer varied from east to west but rel-
atively stable. The types of surface sediments varied, forming zones around the island, including silty sand, gravel,
and muddy gravel away from the island. From west to east, the grain size of surface sediments decreased gradu-
ally and the sorting became bette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the study area is af-
fected by regional topography and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Key words:  Heishi Island; submarine topography; surface sedim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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