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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的心滩一

重庆珊瑚坝现代沉积考察

何 鲤 舒文震1)

西南石 油地质局地质综合研 究大队
,

成都 )

一
、

概 述

珊瑚坝位在
“

四周千嶂合
,

三面大江流的
”

重庆市区附近
,

在嘉陵江与长江合流之上

约四公里
,

地处长江主航道近凹岸一侧 ( 图 1 )
。

砂坝长轴与主 流 向一致
,

长约 1
.

1公

里
,

面积0
.

27 5平方公里
。

沙坝头部比尾部略显宽缓
。

据河流分类 应 属上游河流的心滩

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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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加此项工作 的还有秦大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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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期
,

沙坝淹于水下
,

枯水期沙坝露出水面
。

近主航道一侧 ( 即外江 ) 水流作用

强
,

近岸一侧即北叉道水流作用弱
。

沙坝头部迎水方向遭冲刷
,

两侧和尾部堆积
,

涨水时推移悬移质 由外江 向北叉道方

向堆积
;
退水时刚好相反

,

水流沿冲槽进入外江
,

在心滩尾部形成典型的
“人字型” 层

理构造
,

并在槽道中发育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

研究这些层理构造与岩性
,

粒度韵律特征

的关系
,

探讨心滩的沉积发育过程
,

为寻找与河流环境有关的沉积矿产
,

提供可资借鉴

的沉积模式 ( 图 2 )
。

二
、

长江水文要素简介

长江源远流长
,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峰
,

海拔6 6 2 1米的各拉丹冬
,

最上源

称沱沱河
,

沿途汇集怒江
,

雅碧江
,

澜抢江
,

青衣江
,

眠江等数百条大小河流
。

在重庆

与嘉陵江汇合
,

流程 30 0 0余公里
,

汇水面积约87 万平方公里
。

据重庆水文总站 1 9 7 9一 19 8 。

年资料
,

合流前后主要水文要素如表 1
。

裹 1 水文要素衰

T a b le 1 H yb r o g r a p h ie fa e to r s

犷
“要素

一
”水面积

一 \ 一
二 \ 一 ( 公里

z
)

少氛 \ J

年径流量 {年平均流量{ 平均流速 平均水深 年输沙量 }平 均 输沙 趾

( 亿米 3 )一( 米
’ / 秒 ) } (米 / 秒 ) ( 米 )

最大断面

平 均含沙量

( 公斤 / 米 “ ) ( 百万吨 ) 一 ( 吨 / 秒 )
}

合 流 前 1 69 4 7 2 { 2 5 5 0 } 8 5 6 0

合 流 后 } 8 6 6 59 9 1 3 5 4 0 1 1 1 2 0 0

⋯

⋯
1 3 一

每年 7 一 9 月水位最高
,

是洪讯期
, 1 一 4 月水位最低

,

是枯水期
。

洪水季节输沙量

占全年输沙量 80 一 90 % 以上
,

是沉积物主要堆积时期
。

由 于 洪 水 涨落频繁
,

流速变化

大
,

导致洪水期心滩冲刷和堆积十分迅速
,

发育了多种沉积构造
。

枯水期沙坝裸露
,

人

工挖泥取沙掘出了许多理想的剖面
,

为研究心滩沉积提供了极好的场所
。

三
、

岩性组合与层理构造

心滩的岩性和层理构造
,

可 以分出上部和下部两种河道砂坝类型
,

由上而下为 ( 图

3 )

4
.

细一粉砂层 发育小型槽状交错层及爬升波痕层理
,

厚 O一 1 米
。

3
.

中粒砂层 发育
“
人字型

,,
构造和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

厚 3 一 5 米
。

2
.

砾砂混合层 砾石呈叠瓦状排列
,

砂子皆为筛积物
,

厚 5 一 7 米
。

1
.

砾 石层 砾石呈叠瓦状排列
,

砂子被潜流带走
,

厚 5 一 6 米
。

1 一 3 层属下部河道砂坝
; 4 层属上部河道砂坝

。

边滩的岩性和层理构造由上而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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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留沉积的叠瓦状砾岩 2
。

大型槽状交错层理砾石沿斜层分布 3
。
“人字型 ” 构造

4
.

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5
.

爬升波痕层理 6
.

水平层理

圈 3 心滩和边滩的岩性与层理组合

F主9
.

3 L i tho l傀 i e a l e ha r a e t e r s a n d s t r a t if i e a t i o n

e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c h a n n e l b a r a n d p o i n t b a r

3
.

粉砂与粉砂质粘上间互层 砂与粘土单层厚 0
.

15 一0
.

2米
一

发育爬升波痕层理和

水平层理
,

厚0
.

8米
。

2
.

细一粉砂层 发育小型槽状交错层理与水平层理
,

厚 0
.

7米
。

1
.

砂砾 石层 沿冲刷坑洼和槽状层理的倾斜面分布
,

厚 0
.

8米
。

1 层属下部点砂坝
, 2 一 3 层属上部点砂坝

。

边滩和心滩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

都具有向上变细 的正韵律特征
。

心滩的牵引流沉积

和垂向加积较发育
;
边滩的侧向和垂向加积较为发育

。

四
、

层理构造在心滩上的发育状况

由于心滩头部迎水坡水流冲刷作用强
,

系超临界流或临界下流动
,

因而迎水方向沉

积物主要是叠瓦状的砾石层 ( 图版 I
,

1 )
。

在砂垄和砂坝迁移形成的冲槽 与 冲 坑 内

充填 ( 垂向加积 ) 有中一细砂沉积物
,

这些沉积物的层面上发育有各种各样的波痕和表

面印痕
。

未胶结的砂砾孔隙发育
,

连通性好
,

砂坝的潜水面与河水面几乎等高
,

所以水

面涨落在冲槽
、

冲坑中都有反映
。

树枝状流痕是在退水痕线的背景上发育起来的 ( 图版

I
, 2 )

。

因风向改变导致流向改变
,

因此浅水波痕 的种 类 较多
:

有干扰波痕 ( 图版

I
、

3 )
、

削顶波痕
、

菱形波痕
、

放射状波痕 ( 图版 I
,
4 )

,

和马蹄形波痕 ( 图版 I
,

5 )
。

波痕表面常见鸟足印痕
、

蛆蜕爬痕和其它生物活动痕迹
。

与心滩头部冲刷对应其两侧和尾部接受沉积
。

加积方式与边滩不同
,

物质沿心滩两

1) 刘宝角 沉积构造 ( 层理 ) 的水力学意义
,

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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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逐渐向顶部呈楔状 (束状 ) 上叠
,

横剖面上形成所谓
“人字型 ”

构造 ( 图版 I
, 6 )

。

纵断面在退水痕线的背景上
,

发育平行层理纹 (图版 I
, 7 )

。 “人字型
”
构造在珊瑚

坝尾部的断面上宽约 15 0米
,

高 2
.

5米
。

楔状上叠的砂纹与背斜构造极其相似
。

在砂坝尾

部的滩脊或滩角处
,

又有较小的
“

人字型
”

构造发育
。

在尾部的冲槽中还发育叠置的槽状

交错层理 ( 图版 I
, 8 )

,

槽宽 2
.

5米
,

深 0
.

5米
;
槽状丛系厚 约 通一 5 米

,

宽 20 一3
咪

。

槽的长轴与水流从叉道进入主河道的流向基本一致
。

冲槽的翼部和上部发育爬升波痕层

理
。

五
、

层理构造在边滩上的发育状况

有 比较固定河槽的边滩沉积物
,

叠置在基岩的侵蚀斜面上
。

重庆地区的基岩是上侏

罗统重庆群上沙溪庙组的灰白色块状中一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夹紫红色粉砂质泥岩的不

等厚互层
。

砂泥岩间因岩性差异形成凹凸不平的侵蚀坑洼
,

沉积物堆积状态 受 底 形 控

制
,

因此珊瑚坝边滩沉积的砂泥互层都倾向河槽
。

砂层的粒度正态
,

概率图为三段式
,

牵引总体 2 %
,

跳跃总体 58 %
,

悬浮总体 40 %
,

粗截点 1
.

75 小
,

细截点 2
.

75 中
。

跳跃总

体因回流影响出现截点
,

截点范围 1
.

75 一 2
.

75 小之间
,

构成不宽的混合带
,

斜率 5 4
“ 。

边

滩的粒度正态概率曲线与心滩头部与尾部的曲线比较
,

发现心滩尾部分选最好
,

牵引总

体发育 ( 图 4
、

5 )
。

兹将主要特征与滦河对 比列表如 2
。

议

肠加807060

0

:}

滦 1
。

河 北迁安滦河心 滩发育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珊 1
.

心 滩尾 部
,

发育

育爬 升波痕层理 珊 3
.

边 滩发育大波痕交错层理

圈 4 心滩的正态概率曲线

F 19
.

4 N o r m a l p r o b a b ilit y e u r v e s o f

“人字型 ” 构造 珊 2
.

心 滩尾部发

e h a n n e l b a r

重庆珊瑚坝这一长江上游的心滩 (河道砂坝 )
,

与河北省迁安县附近的滦河中上游

的心滩 ( 网状河道河坝
,

以下 简称滦河 ) 比较
,

有许多相同之处
,

即沉积物主要由砾 石

和砂组成
,

中夹薄层粘土
,

而且沉积层序都是正旋回
。

旋回底部有冲刷面
,

都有
“人字

型 ”
构造发现

。

不同之处在于滦河发育河道砂坝迁移形成的块状或水平层理砾石层
,

与

大型单组或多组交错层理的砂砾层交互
。

它们都是上部流动环境下的快速堆积
,

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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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珊瑚坝与滦河心滩较度特征对比裹

T a bl
e

.

2 C o r r e la ti o n o f g r a n u la r ity e h a r a e t e r s b e t w e e n

S ha n h u b a a n d th e e ha n n e l b a r o f th e L u a n h e R iv e r

环环境类型型 层 理理 粒 径径

最最最最最 中中 曲 线线 牵 引引 跳 跃跃 斜斜 截截 细细 悬 浮浮

大大大大大 值值 类 型型 总 体体 总 体体 率率 粗粗 截截 总 体体
〔〔〔〔〔)))))

书书 书书书 点点 点点 拓拓

译译译译译译译译译译译
》》》

心心滩头部部 叠瓦状砾石石 一 8
。

iii 一 6
。

? 555 有混合带带 1555 6 888 5 0
000 一 888 一 6

。

2 555 1 777

的的的的的的 斜 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心心滩尾下下
“

人字形
”

构造造 1
。

555 2
。

7 555 三段式式 888 8 000 5 9
000 222 3

。 2 555 1 222

部部砂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

心心 滩尾 部部 爬升油 寝 厚翻翻 1
。

555 3
。

2 55555 0 。

111 7 9
。

999 5 5
。。 1

。

555 3
。

7 555 2000

边边滩上部漫滩滩 与基岩倾斜斜 1
。

7 555 3
。

6 555 I,,
222 5 888 5 4 000 1

。

7 555 2 。 7 555 4 000

面面面一致的倾
,,,,,,,,,,,

斜斜斜层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网网状河道砂坝坝 大型槽状状 111 111 ,,,
1 555 6 555 3 5

““
]]] 333

文文文错层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层序的主要部份
。

心滩上部沉积仅 占层序的很小部份
。

它们是下部流动环境下的沉积
。

因此爬升波痕层理
、

水平层理较发育
,

这类层理组合方式反映洪水能量逐渐减弱的过程
。

珊瑚坝
“人字型

”
构造其规模远较滦河为大

,

在
“人字形

”
构造的背景上

,

又叠置有槽

状交错层理和爬升波痕层理
,

各种浅水波痕更为发育
。

粒度曲线的三个总体和截点的粒

级相应变细
,

跳跃总体分选变好
,

显示了重庆珊瑚坝河流心滩的沉积物远离物源区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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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的搬运距离
。

论结六

1. 原生层理和层面构造在心滩不同部位有不 同的组合型式
。

岩性粒级和粒度 曲线的

三个总体都有较大的差异
,

尤其是波痕和生物活动遗迹种类繁多
。

据此复原地质 历史时

期的河道砂坝沉积环境时
,

应尽可能多的研究层理
、

层面构造在三度空间的分布与组合

关系
,

并结合韵律
、

粒度曲线和各种测井曲线特征
;
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都会导致环境

解释的错误
。

2
.

珊瑚坝心滩沉积
,

由下至上的层理组合
,

可 以归纳为
:

( 1 )叠瓦状砾石
。

( 2 )砂
、

砾混合的块状层理
。

( 3 ) “人字型
”
构造

。

( 4 )槽形交错层理 (大波痕交错层理 )
。

( 5 )

爬升波痕层理
。

( 6 )水平层理 (常缺失 )
。

从 ( 1 )一 ( 6 )粒度分布也相应变细
。

在写作过程 中
,

曾得到重庆水文总站的大力支持
,

提供 1 9 7 9一 1 9 8 0年度有关的水文

资料
。

并承戴进业等同志翻译英文摘要等
。

马建华参加 了图件的清绘工作
。

一并致谢
。

( 收稿 日期 19 8 4年 5 月 2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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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o r e in t e r tid a l a r e a .

T h e tyP ie a l
“
in v e r to d V

”。t u r o t u r o o n the o r o s , 一。t r a t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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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 a t io n o f th e e h a n n e l b a r 15 e s p e e ia lly b e t te r th a n th a t o n b e a e h b a r r ie r

a n d be a e h e u s P
.

T h e se d im e n ta r y m o d e l e s ta b lis h e d by stu d y in g th e r e la t io n sh ip be tw e e n

th e b e d d in g s t r u e tu r e a n d g r a in 一 s iz e e y e lo th e m s o f t h e e h a n n e l b a r a n d its

s e d im e n ta r y h ist o r y , e a n b e u s e d t o lo o k fo r flu v ia l s e d im e n t a ry d e p o s its .

T h e S h a n h u b a e h a n n e l b a r in C h o n g q in g w ill p o s s ib ly b e o n e o f th e b es t

lo e a lit ie s fo r m a k in g g e o lo g ie a l t o u r s a n d r e s e a r e h e s o n p r e s e n t e h a n n e l b a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