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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青岛近海 1 561ｋｍ的高分辨率浅地层测量剖面解译 ,在多条剖面中发现研究区存在多期发育的古河

道 , 虽然保存较完整的地层不多 , 但大部分河流亚相地层被保存。测年资料表明 ,这些河流多形成在 37 000 ～ 11 000ａ

之间 ,河流床底最大埋深(海底起算)约 -32ｍ,一般在 -20 ～ -28ｍ,最大单个河面宽约 1 500ｍ。根据现在所见河道

的轮廓形态 , 可分为六种类型:即发育有滩心洲的河道 、平底河道 、不对称河道 、连续多期发育的河道 、窄陡型河道和对

称型河道。并对河流的形成机理和古地理特征作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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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况

本文所指青岛近海包括胶州湾 、青岛前海及部分

崂山东南部部分滨海区 ,西到胶州湾滨海区 ,东到

120°45′Ｅ。

　　地史时期的黄渤海陆架曾一度成为陆地
[ 1]
,发

育了各种类型不同 ,大小异样的古河道 ,现在对其研

究 ,可再现当时的地理特征 ,恢复古沉积环境。早在

20世纪 80、90年代 ,学者们
[ 2]
曾一度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 ,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改

进(高分辨率声波探测和高精度的卫星定位),运用

综合分析(结合钻探)的研究方法 ,能精确定位古河

道的位置 、规模和沉积特征 ,对人们去认识和改造自

然及利用自然资源服务于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

青岛湾外的黄海
[ 2]
和胶州湾

[ 3, 4]
及周边地区

[ 5, 6]
学者

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法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

但由于手段的限制和种种原因 ,对青岛前海的古河道

发育和分布特征却未见有报道和独到的见解。本文

根据 2002 ～ 2005年间青岛地区环境评价资料 ,对青

岛近海 1 561ｋｍ的高分辨率浅层地震剖面进行了初

步系统的研究 ,以浅地层剖面资料为依据 ,结合钻孔

岩性和部份
14
Ｃ测年 ,作者对该地区的古河流的底界

埋深 、基本断面特征 、河流的分布 、形成机理 、古地理

特征及年代属性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2　仪器的工作参数选取和钻探工艺简介

2.1 工作方法

　　剖面测线布设原则上按 1ｋｍ间距布置主测线 ,

胶州湾内共布主测线 58条 ,线距一般为 500ｍ,其中

有 14条测线距为 1ｋｍ,近于东西走向 ,联络测线共

布 20条 ,除 3条测线距为 2ｋｍ外 ,其它测线距为 1

ｋｍ,ｍａｒｋ距为 500ｍ。青岛前海主测线共布 67条 ,

测线距南部为 1ｋｍ,东北部近岸处为 500ｍ,近于东

西走向;联络测线共布设 30条 ,线距为 2ｋｍ,沙子口

以东岸边测线距为 1ｋｍ,联络测线皆近于南北向。

本剖面的解译结果主要为作者本人的观点 ,部分相位

的解译结果参考其他专家的意见 。测区松散沉积物

地层声速取 1 500ｍ/ｓ。定位系统为ＤＧＰＳ,定位精度

优于 5ｍ。

2.2　仪器工作参数

　　本区所用地震剖面仪为英国 ＡＡ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Ａ-

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公司产新型数字浅剖系统(ＳＢＰ/

ＡＡＥ)。测量工作开始之前 ,分别在胶洲湾测区和青

岛前海选定试验测线 ,针对船速 、激发能量 、激发频

率 、初始增益 、ＴＶＧ、量程 、带通滤波等内容做了往返

重复试验后选定的参数为:震源为电火花 ,激发能量:

选用 300— 400Ｊ、记录量程:100 ～ 150ｍｓ、激发间隔:

800ｍｓ、走纸速度:0.4ｍｍ/ｓ、带通滤波:低截频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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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高截频 5 000Ｈｚ、ＴＶＧ:自动 /手动(手动时视效果

调节ＴＶＧ1、ＴＶＧ2、ＴＶＧ3)、海底追踪:ＯＮ、震源释放

长度:30ｍ(船尾起算)、记录波形:半波 、换能器间距

(指震源和水听器):不小于 6ｍ。

2.3　钻探

　　本区钻探施工采用ＸＹ— 2型工程钻机 ,钻探取

芯直径为 81ｍｍ。采用冲击和回旋相结合施工工艺 ,

连续取芯。
14
Ｃ测年材料为泥炭和植物碎屑。

3 河道断面特征

　　研究一个地区的埋藏古河道类型 、性质和分布 ,

能再现该地区河流发育 、水系分布等古地理及沉积环

境的变迁。本文通达对研究区浅层地震剖面的详细

解译和分析 ,发现第四纪晚期 ,本区河道特发育 ,河床

改道频繁 ,留下了多期复杂的多种河道断面遗迹。根

据其断面特征可大体从六个方面进行讨论 。

3.1　发育有滩心洲(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ａｒ)的河道断面

　　研究区较典型的这种河道断面特征如图 1ａ所

示 ,正常情况下 ,它拥有两个或多个河槽行水 ,中间由

一个或多个高于两侧河道且稍具隆起的滩心洲将主

河槽分开 ,图 1ａ河流河面南北宽约 1 500ｍ,中心位

置位于 36°3′26″Ｎ, 120°44′59.7″Ｅ,南边河床槽底埋

深最大 , 为 30.27ｍ(从河床切割底界到现在海底

面),位于图 1ａ区的右侧。从地震剖面上可以看出 ,

河道两侧为低洼的河槽 ,中间发育有一宽约 1 000ｍ

左右的滩心洲。其河道虽然两侧河槽相距较远 ,但整

个河道的沉积横向上是连续的 ,地层相位可以进行连

续追踪 ,表明两侧河槽和滩心洲是同期沉积的 ,这种

保存完整轮廓清楚的河道断面在研究区浅地层剖面

中常可见到 。

3.2平底河道

　　从全区所有地震剖面看 ,平底河道很发育 ,它们

多分布在石老人以东至 120°45′Ｅ的海区 ,底界一般

埋深在 22 ～ 28ｍ,河面宽度多在 700 ～ 1 500ｍ。从

本文所选的剖面上就可见到多期这种类型的河道断

面 ,如图 1的 ａ和ｂ例 、图 2的 1和 3及 4期(南部)、

图 3的 1 ～ 6和 10 ～ 12号河道 。图 1ｂ早期河道较

窄 ,宽度还不到 500ｍ,后期河床宽度增加到约 700

多米 ,其底界埋深约 32.11ｍ。

3.3 不对称河道

　　这种河道断面特征是本区所见较普遍的类型 ,从

120°27′Ｅ到 120°45′Ｅ所见有河流分布的浅地层剖面

中都能见到 。河道的走向不定 ,有时南斜 ,有时北倾 ,

主要取决于河流的迁移改道方向 。在浅地层剖面上 ,

图 1Ｃ所示河道的下部地层波系虽然分布比较杂乱 ,

透明层(可能为粗砂层)比较发育 ,但河床的轮廓是

清楚的 ,北侧地层倾斜角度较南边缓 ,坡面延伸也较

南边远 ,形成一个不对称的 Ｖ字形 。该类型河流形

态也可在图 2和图 3的多条河流中见到 ,其断面特征

一般是规模小 ,河面比较窄 ,河床下切较浅 ,河道的侵

蚀面(外侧)较陡 ,沉积面(内侧)较缓 。

3.4 连续多期河道发育特征

　　类似于图 2这样的河流垂向上多次重迭 ,而又保

存比较好的各亚相沉积地层的古河流 ,在研究区分布

较普遍 ,在浅地层剖面中多处见到 ,虽然有时可见后

期河流能切割侵蚀前期河流的某一亚相地层 ,但被改

造后 ,前期河道与后期河道就合并形成了一个河面较

宽大的河道 。根据图 2所见古河流留下的亚相类型

和互相切割顺序 、相位的追踪以及迭置现象 ,判断出

在这个约 3.75ｋｍ宽的剖面范围内曾经有六次河道

留下了印迹 。第一期和第二期由于侵蚀作用 ,没有明

显的亚相迭置 ,但可根据第 1期河流的迁移是由北往

南进行(因为第 1期河流的亚相地层是南边侵蚀北

边沉积)和河流的迁移方向及后几期河流的迭置来判

图 1 河流断面特征

Ｆｉｇ.1　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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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期河流连续发育特征

Ｆｉｇ.2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断(基本都是南边地层上覆在北边地层上),据此判

定为河流的总体走趋是由北往南 ,但中途河流有来回

摆动之迹象;第 3期河流充填层直接上复在第 2期边

滩亚相地层上 ,表明了河流的摆动是由北向南发展 ,

尔后 ,河流又回迁往北 ,从所覆盖的地层来判断 ,这时

的河流应是一个网状型 ,在整个约 2ｋｍ多宽的区段

内 ,同时发育了约 4期次一级的河道 ,北边 3个河道

规模较小 ,切割的地层较浅 ,河床底界埋深最深为 21

ｍ,南边切割的地层较深 ,底界埋深约 26ｍ;第 5期和

第 6期根据它们的覆盖顺序不难看出发育的先后关

系 。这种复合型的河道断面 ,由于后期的切割作用 ,

其断面形态多表现为综合型 ,既有平底(第 1和第 3

期)型 ,也有不对称(第 4和第 6期)型 ,还有混合(第

5期)型。

　　图 3所示河流断面特征是比较复杂的 ,它既有多

期河道重迭型 ,又有单个的分散而孤立存在的河流断

面 ,断面形态各异 ,北部(1 ～ 4)和中部(5 ～ 8, 9 ～ 13)

为组合型 ,新河道切割老河道 ,其河面较宽 ,浅地层剖

面上相位延伸较远 ,且平缓 。南部多为孤立型 ,规模

较小 ,主要特征是陡而窄 ,虽然河道内反射波系紊乱 ,

但河道切割老地层的轮廓清楚。各河床下切地层深

度见表 1,最深为 13号河道 ,为 31ｍ多 ,最浅为 9号 ,

为 10.97ｍ。

表 1 图 3剖面中各河道底界埋深

Ｔａｂｌｅ1　Ｂｕｒｉ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ｆｅａｃｈ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ｏｔｔｏｍ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3

断面代号 底界埋深 /ｍ断面代号 底界埋深 /ｍ断面代号 底界埋深 /ｍ

1 27.00 7 12.34 13 31.08

2 25.59 8 21.02 14 19.65

3 26.05 9 10.97 15 23.31

4 26.96 10 21.48 16 21.94

5 20.11 11 24.22 17 23.76

6 25.59 12 24.68 18 21.94

3.5　窄陡型断面特征

　　这种类型特征的古河流断面在研究区也比较发

育 ,南北向剖面上多分布在南北两侧山麓前 ,在东西

向剖面上主要分布 120°40′Ｅ以东 ,共同特点是规模

小 ,河面窄 ,宽度小于 100ｍ如图 3的 14 ～ 18号河流

所示 , 它们的底界埋深一般不超过 25ｍ(见表 1)。

但在研究区东部 ,也有个别河面较宽的该类型河道分

布 ,如图 4所示 ,该中心位置位于 36°2′59.55"Ｎ, 120°

42′59.84"Ｅ,河底埋藏深度为 23.85ｍ,组合河面宽

约 800ｍ,其特征不仅是河道下切陡 ,河道内充填的

地层也呈高角度分布 。从浅地层剖面的地层相位分

析 ,该河流曾有过两期发育历史 ,左侧为第一期 ,被右

侧的第二期所切割并部份覆盖 。

图 3 河流平面分布特征

Ｆｉｇ.3　Ｐｌａｎ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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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窄陡河道断面特征

Ｆｉｇ.4 Ｎ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ｓｔｅｅｐ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3.6　对称型河流断面特征

　　图 5所示断面位置位于 36°4′30.30"Ｎ, 120°44′

21.80"Ｅ,河底埋藏深度为 23.85ｍ,河面宽约 1 300

ｍ左右。这种保存完好的对称性河流在研究区所见

不多 ,大部分都是被后期改造后存在的河流某一亚相

地层 ,而见得较多的只是一些小型河流或冲沟 ,切割

深度小 ,河面窄小 ,如图 3中的 14 ～ 17号河道。图 5

所示河流断面虽然轮廓是一个规则的 Ｖ字形 ,但河

道的内部发育却是不规则 ,可从相位的分布中看出 ,

北边相位延伸较远 ,角度相对较缓 ,而南侧相位角度

较陡 ,延伸较短 ,河床底部相位并都有向南偏移的倾

向 。

图 5 对称型河流断面特征

Ｆｉｇ.5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4　河流发育的年代讨论

　　钻孔资料揭示 ,本区最老的岩性为浅黄—褐黄色

粗砂 ,混黏土 、砾石和角砾 ,分选极差 ,砾石呈棱角状 ,

大小不均 ,一般可达 2 ～ 3ｃｍ,个别可达 5ｃｍ,厚度也

不稳定 ,下伏基底为中—强风化花岗岩 ,该层岩性为

一套基岩长期风化之残留物。上覆浅黄—黄色粗砂 、

含砾粗砂 ,夹少量薄层透镜状黏土和粉砂 ,下部砾石

含量较高 ,磨圆度较差 ,呈次棱角到次圆状 ,为一套冲

积 —冲洪积沉积物。往上为一套深灰色 、褐黄色黏

土 、粗砂 、含砾粗砂及粉细砂沉积物 ,上部黏土含钙质

结核 ,黏土中普遍含植物碎屑及细小铁锰质结核及淡

水螺碎片 ,该地层上部黏土层
14
Ｃ测年为 11 630±110

ａ和 >29 000ａ,整个地层的中上部为 36 560±1 700

ａ,中下部 >37 000ａ。再往上为一套黄褐—浅黄色粗

砂 、含砾粗砂 ,个别为砾砂 ,含贝壳碎片 ,
14
Ｃ测年为

5 870±170ａ,与下伏地层(
14
Ｃ为 11 630±110ａ)相

邻 ,因此判断研究区河流沉积地层形成年代为距今

1.1万 ～ 4万年的晚更新世晚期 ,顶部为含贝壳碎片

的含砾粗砂之海相层 。

5 河流的形成机理和古环境关系

　　根据钻孔的岩性和测年资料判断 ,本研究区的河

流形成时期正是冰期鼎盛期 ,以我国东部地区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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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现在水深约 140 ～ 160ｍ
[ 1]
的情形看 ,此时的研

究区与渤黄海一样 ,成为现代的陆架平原 ,当时的陆

地 。第四纪以来 ,青岛地区地壳运动主要为差异升

降
[ 4]
,青岛前海为一平原区 ,来自胶州湾的河流流经

本区 ,将本区沦为一低洼沼泽区 。由于地势较平坦 ,

水系发育 ,水量充沛 ,导致河流特发育并频繁摆动 ,留

下了河道的烙印 。作者从剖面中所见到的河流断面

特征为依据 ,对其河流的形成机理和当时所赋予的古

地理环境进行讨论。

　　滩心洲(又称河间沙坝 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ａｒ
[ 7]
)是河流形

成过程的必然产物 ,它一般形成于河道面较宽阔处。

当狭窄的河流进入到宽阔的河面时 ,上游较强的动力

携带的沉积物在动力突然骤减时产生快速堆积 ,而形

成滩心洲 ,有时一次洪流就能形成一个滩心洲或滩心

洲的雏形 ,后经日积月累沉积物的不断堆积 ,滩心洲

不断发育增长 ,使得两侧的行水道日趋成熟 ,最终形

成我们所见到的双河道河流;另一种是蛇曲河流和网

状河流也很容易形成双河槽或多河槽河流 ,当曲流河

在河道不断摆动和裁弯改直时 ,很容易将原来的孤立

河岸包在中间 ,而在其周边行水 ,使河岸孤立成为滩

心洲。能发育成滩心洲的河流有时有多条次一级的

水槽行水 , 形成多个滩心洲。经典的河流沉积理

论
[ 7, 8]
认为滩心洲的双河槽河流多发育于网状(辫

状)河流(如恒河的支流—科西河)体系中 ,多在水量

充沛 ,水系发育和河流的下流地区形成 ,特别是河流

入海处 , 如长江 、珠江 、密西西比河和科罗拉多

河
[ 9, 10]

,这种类型的滩心洲其沉积地层往往与行水河

槽的地层是同期连续沉积的 ,在浅地层剖面上其相位

可连续追踪 。李凡等
[ 2]
认为多槽河流常发育在气候

较为干燥 、水位季节性变化较强的地区 ,如果这种理

论成立的话 ,这种滩心洲和水槽的沉积地层一般是不

会连续的 ,因为阵发性的行水即是在某一次事件中 ,

其滩心洲和行水河槽是连续沉积的 ,但常规状态下这

些地层极易被侵蚀掉 。因此 ,作者从本区的古地理位

置和当时的环境分析 ,认为滩心洲的形成机理是水系

发育 ,雨量充沛的环境下 ,导致本地网状河道发育 ,属

河道改湾裁直时留下的印迹 。另外 ,它两侧河床的地

层和滩心洲是连续的 ,可进行相位追踪 ,证明河床地

层和滩心州地层是同期沉积。

　　ＲｅｉｎｅｃｋＨＥ等
[ 7]
认为河道某一断面的形态取决

于水流方式 、通过该剖面的沉积物的数量 、河流性质 、

组成河岸及河底物质的特征等。河流的弯曲度和冲

淤状况能决定河床的形状和河流的迁移情况。河床

因物质组份较粗 ,往往在河床底部呈滚动或跳跃运

动 ,加之水流的能量不同 ,很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底

部形状(如窄陡 、宽缓 、不对称等)。研究区早期形成

的河流大多数属于这种形成机理的平底型河道 ,其分

布也很普遍 ,如图 1的 ａ和ｂ、图 2的 1和 3期 、图 3

的 1 ～ 4号和 6号河道 。在研究区这种受地形变化的

河道发育时 ,一旦河床变宽 ,水流变得平缓 ,河道断面

容易起变化 ,导致河床摆动较快 ,河床的断面形态和

沉积中心也就出现变化不定现象 。平底河床的形成

除了水流和物质作用外 ,与本地区的构造运动相对较

稳定有关 ,在构造运动相对稳定时期内 ,河道流经区

地势落差较小 ,河流往往在平面上拓展 ,或是横向扩

展形成较宽的河道 ,或是发育成网状河流 ,如图 1ａ河

道和图 2中第 4期河道 ,这种双河槽或多河槽同时行

水的河道在研究区(120°32′Ｅ)以东的多条剖面中皆

可见到 ,这可能是与东部地区的地域开阔 ,该类型的

河流断面在横向上的扩展和纵向上延伸较远之故。

　　如本区这样的山麓平原区 ,南北山脉隆起 ,平原

区河道发育严格受地形控制 ,再加之两侧山脉影响 ,

来水源广而杂 ,但水量充沛 ,阵发性强 ,所以河道摆动

频繁 ,特别是山前的冲沟发育 ,为河流的发育起到了

推波助澜作用 ,本身也形成规模较小的山前冲沟。当

河道在正常行水时 ,河流不断对侧向进行冲刷 ,这种

作用过程中 ,总是河弯的外侧侵蚀 ,内侧沉积
[ 11]
,同

时河湾处较强的涡流也能将沉积物带到对面凸岸内

侧沉积
[ 7]
,这种发育过程中的河流大多数情况下形

成不对称的河道 ,而研究区大部分河道亦属于这种不

对称河流。因为河道的发育是一个动态过程 ,其河道

的形态 、流速 、河岸物质组份等因素影响 ,一方面这种

规则的河槽本身就不易形成 ,另一方面即是能形成 ,

也不一定能被保存 ,所以对称性河流地层一般不易见

到 ,在研究区北部可见南北走向规则的小型冲沟分

布 ,可能是因为它们季节性的动力作用流程短 ,急速 ,

沟槽易于定型 ,后期充填物易于保存之故 。

　　研究区较陡立的河道断面多分布在 120°40′Ｅ以

东 ,如图 3的 13 ～ 18号 、图 4和图 5所示河道 ,特别

是图 4所示整个河流沉积地层不仅角度大 ,且厚度也

大 ,单位地层虽薄 ,但成层性趋势明显 ,在研究区浅层

地震剖面上所见的河流充填地层 ,基本上都属于这种

薄而频繁互层的地层结构模式 。Ｗｒｉｇｈｔ和 Ｍａｒｒｉ-

ｏｔｔ
[ 12, 13]

, Ｍｅｅｈａｎ和 Ｓｈｌｅｍｏｎ
[ 14]
认为高角度地层 ,多

数情况下可能是季节性和阵发性的洪泛流及高水位

时的沉积所致 ,因为是阵发性的沉积 ,这种地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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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较薄 ,反映在浅地层剖面上是相位较窄 ,相变较快 ,

地层延伸距离短 ,尽管洪泛流携带的物质丰富 ,但由

于控制该沉积的动力是间歇性的 ,所以它只能是薄

层 。又由于每次洪水所携带的物质不尽相同 ,沉积方

式和地层结构也就不同 ,导致地层有差异 ,形成了不

同相位地层的频繁互层
[ 15]
。据报导

[ 3 ～ 6]
青岛地区自

燕山期以来 ,是一个以差异升降的缓慢上升区 ,所以

研究区河流不仅横向发育 ,而且切割也都比较深 ,形

成深切的河床 ,特别在季节性和阵发性的洪泛流及高

水位时形成河流边滩高角度地层 。在洪水期 ,泛流从

平原直接侧向流入河道 ,将携带的大量物质卸到河床

和边滩 ,并以原有的岸坡作支撑 ,将沉积物就地堆积 ,

形成较陡立的高角度边滩地层
[ 15]
。

　　图 2所示的河流组合包括了两种含义 ,一种表示

了河流的横向发育 ,当河道在正常行水时 ,河流不断

对侧向进行冲刷 ,当这种作用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 ,形成弯度较大的曲流河 ,并最终发生河道的裁弯

改直 ,形成新的河道 ,这种过程不断的发展 ,新的河流

就不断产生 ,表现为河流在平面上的发育和迁移过

程 ,在时空上表现为平面上不同期河道排列分布组

合 ,如图 3所示。而双河槽或多河槽发育的河流多为

同期的 ,主要表现在沉积作用的同时同相上 ,即同时

期内有多条河道同时产生多种亚相组合类型(如某

一河床 、边滩 、天然堤和泛滥平原等亚相)沉积 ,如图

1ａ所示 。另一种含义表示了河流的垂向发展 ,即有

可能在同一个地区发育不同时期的多期河道 ,后期河

道在平面上发育时 ,有可能多次切割先期的河道而重

迭 ,这种作用在本区普遍存在 ,从 120°30′Ｅ往东 ,既

可见到同期河道的不同相沉积层(如河流的河床 、边

滩 、泛滥平原沉积等),或同期同相(如图 1ａ)沉积作

用的结果 ,也可见到不同期而同相的亚相地层 ,如图

3的 1 ～ 4、9 ～ 13,多期河道在空间上的先后切割关系

表明了河流垂向上的发育 ,但平面上孤立存在的河道

也是河流在时空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样代表了一个

地区的河流垂向发展状况 。

　　图 3所示剖面上的多期河流断面特征 ,不仅表现

在时空上不同期的河道排列分布 ,也表现了平面上河

流的发育状况 ,在宽约 9.2ｋｍ的段面上发育了有 18

期可见河流(或冲沟)充填层 ,这表明该地区的水系

十分发育 ,河流摆动频率是相当高的 。本研究区的周

边是崂山山系和小珠山山系 ,为侵蚀区 ,研究区地势

则低洼 ,并接受沉积 ,又由于地貌上的反差大 ,周边水

系发育 ,物质丰富 ,本区又是水系汇聚区 ,所以造成了

本区的水量充沛 ,河流发育 ,加之在晚更新世晚期 ,研

究区构造相对比较稳定 ,为河流在平面上发育和改道

提供了十分有利条件 。

　　钻孔资料揭示 ,研究区内河道中物质较粗 ,分选

极差 ,磨圆度多在次棱角状和浑圆状 ,透镜状层理比

较发育 ,作者认为可能是沉积物来自附近 ,搬运距离

短 ,物源丰富 ,河道迅速被充填之故。本区基岩埋深

浅 ,周边断裂构造发育 ,岩石破碎严重 ,基岩极易风

化 ,又由于胶州湾口狭窄的水道 ,即可侵蚀水道两侧

的岩石 ,也可将侵蚀物带至下游沉积 ,所以丰富的物

质为沉积奠定了物质基础。本区发育的河流不仅表

明了水量充沛 ,一般在物源充足的情况下 ,特别是季

节性洪流和阵发性山洪 ,能形成新的行水河槽或冲

沟 ,还会造成局部地区快速堆积 ,以致沉积物无分选 ,

地层分层不明显 ,这种现象表现在浅地层剖面上则是

反射波杂乱 ,地层相位大多呈杂乱无章和排列零乱 ,

相位强弱不明 ,呈星点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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