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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总结河流变迁规律，明确了辫—曲转换特征，建立了辫—曲过渡型河流的沉积序列；通过分析弯曲度与废弃河道沉

积特征的相互关系，提出不同类型河流中存在分叉分流、串沟取直及颈项截直三类废弃河道，并提出三类废弃河道的分类依据，
进而建立了相应的沉积模式。 通过解剖北京西山军庄二叠系河流相野外露头，分析了辫状河、以曲流河及其过渡型河流的沉积

特征与演变特点，识别出该露头中发育的废弃河道，进而明确该露头中产生辫—曲转换的地质因素是不同气候条件下，由于沉积

供源的差异导致河道类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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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虽然河流分类有许多种方法，但最为人们称道并

经常使用的还是根据弯曲度（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与分岔指数 ／辫
流指数（ｂ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作为划分依据的分类方案［１⁃３］，
也即直流河（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ｉｖｅ）、辫状河（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曲流

河 （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 及 网 状 河 （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ｎｇ ）。
Ｓｃｈｕｍｍ［４］曾经提出辫状河与曲流河两类河流之间存

在过渡类型的河流，这种过渡类型河流与地形坡度、粒
度、流速、沉积物载荷及水流强度有关。 但有关辫—曲

过渡型河流的沉积序列特点尚没有充分研究。
Ｗａｌｋｅｒ［５］提出两种类型的河道废弃过程，即串沟

取直与颈项截直；而 Ｔｏｏ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６］ 又提出了两种类

型的废弃河道构型模式，即串沟与分叉废弃，实际上

他把串沟取直与颈项截直归为了一种类型。 这两种

分类方案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串沟取直的情况，但
Ｗａｌｋｅｒ［５］的模式没有考虑弯度相对低易产生河道分

叉的情况，因此不易解释 Ｔｏｏ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６］ 所提出的由

于冲决作用（Ａｖｕｌｓｉｏｎ）而产生的分叉废弃（Ｂｉｆｕｒｃａ⁃
ｔｉｏｎ）的情况。 然而，Ｔｏｏｎｅｎ［６］的模式中又忽略了极高

弯度情况的颈项截直的情况。
本文结合河流辫—曲转换的沉积特征，总结了颈

项截直、串沟取直及分叉分流三种成因废弃河道的沉

积特点与模式；从废弃过程、弯曲度范围、砂 ／泥值、废
弃特点及主要发育的河流类型等 ５ 个方面来明确它

们的识别特征与标准；进而结合典型河流相露头沉积

学研究，明确了辫—曲转换的过程与地质成因，识别

出了其中发育的废弃河道。

１　 河流辫—曲转换特征

Ｆｒｉｅｎｄ ｅｔ ａｌ．［７］描述了现代沉积中辫状河、曲流河

及过渡型河流共存的实例，利用卫星航片，通过直接

测量，通过提出的相关参数对印度境内的三条河流进

行河型分析，认为它们分别属于辫状河、曲流河及

辫—曲过渡型河流。 同时，自然界中也存在同一河道

带中发育辫状河、曲流河及两者之间的过渡型河

流［８］。 辫—曲过渡型河流既具有辫状河的特征，也
具有曲流河（低弯或高弯型）的特征，但一般弯曲度

不会超过 ２．０，因为弯度曲大于 ２．０ 的河道通常为细

粒的特高弯曲流河或网状河［９］。 河道弯曲度是指河

道长度与河谷长度之比，按弯曲度可将河流划分为低

弯度（弯曲度＜ １． ５）与高弯度（弯曲度＞ １． ５） ［２］；而
Ｓｃｈｕｍｍ［４］把河流按弯曲度分为高、中、低弯曲度河

流，其中弯曲度小于 １．０５ 为直流河；弯曲度大于 １．０５
而小于 １．２６ 为低弯曲度河；大于１．２６的河流归为高弯

度河；同时在论述河流底负载、混合负载及悬浮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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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时，又把弯曲度 １．３ 做为一个关键数据［４］。 综合

考虑河道弯曲度的情况对河流按弯曲度进行分类

（表 １），其中高弯与低弯的界限定在 １．３，而超高弯河

的弯曲度大于 ２．０，当弯曲度大于 １．３ 时，河流已比较

弯曲了（图 １）。 这一分类方案有利于解释多河道共

存的辫—曲过渡型河流及网状河的沉积特点。

表 １　 河流按弯曲度的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顺直型

（Ｓ：１～１．０５）
低弯型

（Ｓ：１．０５～１．３）
高弯型

（Ｓ：１．３～２．０）
特高弯型

（Ｓ＞２．０）
单河道 顺直河 低弯曲流河 高弯曲流河 特高弯曲流河

多河道 辫状河 辫—曲过渡型河 网状河

　 　 注：Ｓ 表示弯曲度。

图 １　 河道弯曲度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如前所述，从辫状河到曲流河通常不是截然变

化，而是存在一种过渡类型。 辫状河通常表现为多河

道，弯曲度较小，心滩坝使河道呈辫状形态；曲流河常

表现为单河道特点（多次河道迁移可形成曲流河道

带），河道弯曲度通常较大，导致点坝比较发育；而
辫—曲过渡型河流兼具辫状河与曲流河的特征，表现

为心滩坝与点坝一起出现的特点（图 ２Ａ，Ｂ，Ｃ）。
从河道沉积充填的砂 ／泥值［１０］或负载类型（底负

载、混合负载及悬浮负载，可以用来大致判断河流的

类型［９］。 这种负载类型的差异体现在三种河道的沉

积序列的不同（图 ２Ｄ，Ｅ，Ｆ）。 从辫状河到辫—曲过

渡型河再到曲流河，河道弯曲度逐渐增大，分叉指数

逐渐减小，沉积水动力条件呈逐渐减弱，砂 ／泥值逐渐

减小。 砂岩中交错层理的规模与角度也呈现逐渐减

小的趋势。 尤其表现在槽状交错层理与板状交错层

理的规模与纹层倾角逐渐变小。 辫状河中槽状交错

层理规模大且多层叠加，板状交错层理以高角度下截

型为主（图 ２Ｄ）；辫—曲过渡型河在沉积序列主要呈

现下辫上曲的特点（图 ２Ｅ）；而曲流河中槽状交错层

理集中发育在河道中下部，向上大多过渡为低角度下

切型板状交错层理（图 ２Ｆ）。 从辫状河到辫曲过渡型

河再到曲流河，总体上沉积作用从垂向加积逐渐向侧

向加积变化，河道能量也逐渐减弱。
　 　 辫—曲过渡型河流的沉积序列（图 ２Ｅ）中多期河

道叠加特征明显，中下部常表现为大规模槽状交错层

图 ２　 辫状河—辫曲转换河—曲流河沉积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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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高角度下截板状交错层理组合，为辫状河道的特

征；而上部水动力能量开始减弱，中小规模的槽状交

错层与低角度下切型板状交错层理发育，顶部粉细砂

及泥岩沉积也有一定的规模，表现出曲流河的特征。

２　 废弃河道类型与特点

河道的废弃与河流弯曲度与能量密切相关。 事

实上，废弃河道的平均长度与河流的弯曲度多呈指数

正比关系［１０］。 随着水动力的减弱，废弃河道常被后

期的泛滥平原所覆盖［１１］。 Ｗａｌｋｅｒ［５］ 明确了曲流河废

弃河道的产生有两种主机制，即颈项截直（Ｎｅｃｋ Ｃｕｔ⁃
ｏｆｆ）与串沟取直 （ｃｈｕｔｅ ｃｕｔｏｆｆ），并提出了相应的沉积

序列模式图。 而 Ｓｃｈｕｍｍ［４］ 在研究河道变化时，把曲

流河道的变迁归结为颈项截直、河曲变化及决口作

用，其中前两者最易形成废弃河道。 决口（Ａｕｖｌｓｉｏｎ）
主要是河流水体高位时暂时性冲决堤岸，这种决口作

用使河道产生分叉，新的河道既可与原河道汇流，也
可以形成完全新的河道路径或决口扇，老河道因之可

以产生部分或完全废弃，但这种废弃比较易于复

活［３］。 由于河流可以从辫状河逐渐过渡到曲流河，
这种变化过程中弯曲度也在发生变化，导致废弃河道

的产生与废弃特点也会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总结出了

三种废弃过程，也即三种类型的废弃河道（表 ２、图
３）。

表 ２　 不同弯曲度河流的废弃河道特征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废弃过程 弯度（Ｓ）范围 废弃河道砂泥比 废弃特点 主要发育的河流类型

ＩＩＩ 型：河道分叉为主 １．０５＜Ｓ＜１．３ 砂 ／ 泥高，泥塞规模小，砂塞明显 高能缓慢废弃，易复活
低弯型曲流河辫—曲过渡型河

（包括三角洲曲流型分流河道）

ＩＩ 型：串沟取直为主 １．３＜Ｓ＜２．０
砂 ／ 泥中等，泥塞规模中等，

砂塞可发育。
逐渐废弃，能量中等，可复活 高弯型曲流河

Ｉ 型：颈项截直为主 Ｓ＞２．０ 砂 ／ 泥低，泥塞为主，砂塞不够发育 低能快速废弃，难复活
特高弯型曲流河

（包括三角洲网状分流河道）

图 ３　 废弃河道沉积特征与沉积模式（据 Ｔｏｏｎ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Ｗａｌｋｅｒ， １９８２ 修改）
Ｆｉｇ．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ｙ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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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河流弯曲度由低到高，主要废弃过程从河道分

叉变为串沟取直和颈项截直；砂 ／泥值从高到低，砂塞

从比较明显过渡到不发育，泥塞则从小规模变化到以

泥塞为主。 其中 Ｉ 型为颈项截直型废弃河道，河道弯

曲度大于 ２．０，其砂 ／泥值低，在沉积剖面上常表现为

底部薄层砂砾岩沉积迅速变为泥岩沉积；这种废弃河

道中以泥塞为主，砂塞不够发育，主要发育在特高弯

曲度的曲流河与网状河之中，也包括三角洲中的网状

分流河道，反映低能快速废弃的特征，这种河道废弃

之后常难以复活。 ＩＩ 型为串沟取直为主，河道弯曲度

多在 １．３～２．０ 之间，其砂 ／泥值中等，在沉积剖面上常

表现为砂泥岩厚度大致相近，甚至泥岩相对略薄；这
种废弃河道中砂塞比较发育，泥塞也同时出现，主要

在高弯型的曲流河中出现，反映河道能量中等，逐渐

废弃，其废弃后可以复活。 而 ＩＩＩ 型为河道分叉型废

弃河道，河道弯曲度多在 １．０５ ～ １．３ 之间，其砂 ／泥值

高，在沉积剖面上常表现为厚层的砂砾岩向上变为相

对较薄的泥岩沉积；这种废弃河道砂塞明显，泥塞相

对不太发育，多发育在低弯的曲流河与辫—曲转换型

河流之中，也包括三角洲平原中的曲流型分流河道，
反映河道能量较强，废弃过程较慢，且很容易复活。

河道废弃过程并不是只出现在特定类型的河道

中，但这一分类可以反映不同河型中主要可能出现的

废弃河道类型。 尤其是当辫—曲转换迅速，河道变化

快速从低弯变为高弯及特高弯河道时，低能的颈项截

直型废弃河道也会出现在这种辫—曲转换型河道

之中。
颈项截直使废弃曲流环快速关闭，从而缺少粗碎

屑物质沉积，相对静水条件下的泥质沉积物开始充

填。 因此这种类型的废弃河道能量较低，砂 ／泥值也

比较 低。 串 沟 取 直 作 用 比 颈 项 截 直 作 用 更 普

遍［１２⁃１４］，特别是辫—曲流过渡型河流的点坝顶部比

较容易出现串沟［１５］，反映串沟的形成需有相对较强

的水动力条件。
　 　 颈项截直和串沟取直与河岸侵蚀或泛滥平原的

切蚀有关，而并不一定是洪水期或高峰水位的产

物［１６］；而冲蚀作用产生的河道分叉则多为高峰河水

冲决堤岸而形成。 因此，这三者在水动力条件上有差

别，从颈项截直到串沟取直再到分叉分流，水动力条

件逐渐增强（图 ３）。 河道产生截直或分叉之后，老的

河道一般不会直接废弃形成所谓的牛轭湖，通常是要

形成细粒（中细—粉细砂）的砂坝（Ｓａｎｄ ｂａｒ） 或坝塞

（Ｐｌｕｇ ｂａｒ），然后才逐渐形成泥塞，最后才成为牛轭

湖［５，１６］。 而分叉分流的产生通常由于高能水动力条

件有关，新河道形成后，可与老河道共存而不废弃；也
可发生缓慢废弃，新产生的河道可与老河道发生交

汇，也可完全另辟新径（图 ３）。
把上述三种废弃河道与粒度、弯曲度相结合，可

以分析不同类型废弃河道主要出现在哪种类型的河

流之中。 分叉分流型废弃河道多出现于高水动力的

砾石质河流，与低弯度曲流河及辫—曲过渡型河相

关，当然在砂质河流中也比较容易出现，尤其是三角

洲分流河道之中易出现，因为三角洲分流河道常分叉

频繁。 串沟取直型废弃河道最常见于砂质河流，且在

砾质、砂质及粉砂质河流中也比较容易出现，大多与

相对高弯曲度的曲流河有关，也可在辫—曲过渡型河

流中出现，是最常见的废弃河道类型，尤其是在现代

沉积沉积经常可以见到。 而颈项截直型废弃河道在

低水动力的粉砂质或泥质河流中比较常见，在砾质与

砂质河流中均发育较少（图４） 。项截直型废弃河道

图 ４　 废弃河道分类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４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５ 卷　



由于能量较低，废弃迅速，因此一旦形成就比较容易

得到保留，因此在古代河流的露头中与地下地质体中

易见到。

３　 露头河流相解剖

露头剖面位置位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镇曹家沟

的火车站东侧（图 ５）。 出露地层为中二叠统下部的

红庙岭组［１７⁃１９］，大致对应中国华北地区中二叠统上

石盒子组［１９］。
红庙岭组沉积期，气候逐渐由湿热转为干热；露

头剖面岩性组合包括肉红色、灰白色或浅灰绿色砂砾

岩、砂岩、细砂岩，黑色页岩，棕红色—深黄色粉砂岩

或泥质粉砂岩等；岩石中大型交错层理十分发育；植
物化石的组合以楔叶纲、真蕨纲及种子蕨纲为主，反
映地质时代为二叠纪。 因此，该露头剖面总体反映了

河流沉积环境［１９］。

图 ５　 露头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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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沉积演变规律

该露头砂砾岩与砂岩十分发育（图 ６，７），总体砂

地比值达 ８０％；以露头上标记的 ｉ 点界，下部地层砂

地比值达 ８５％，上部砂地比值 ７５％左右（图 ６Ａ）。 若

从河道底部开始计算，即去除标记的 ａ 点与 ｂ 点的溢

岸与洪泛平原沉积（应属早一期河流沉积），那么从 ｂ
点到 ｉ 点，砂地比值将高达 ９０％。 砂岩或砂砾岩底部

多见冲刷面（图 ６Ａ，Ｂ，Ｃ、图 ７ａ，ｃ），冲刷面附近砾石

多集中分布，且总体多呈向上变细的粒序，反映多为

不同期次的河道沉积。 单期河道底部多以砂砾岩为

主，发育规模较大的槽状层理（图 ７ｆ）；向上可过渡为

板状交错层理（图 ６Ｄ；图 ７ｄ）或平行层理；上部可见

沙纹层理（图 ７ｂ），然后逐渐过渡为粉砂岩与泥岩沉

积（图 ６Ａ）。 多期河道大多呈相互切割叠置的特点，
而泥岩沉积相对孤立。 这些现象说明下部地层为一

套辫状河沉积序列。
　 　 从 ｉ 点到 ｍ 点，剖面上反映出多套砂、泥互层结

构，泥岩沉积表现出色浅（灰黄色—紫红色）质杂（泥
岩中多含粉细砂）的特点，砂砾岩的比例较小，且砂

岩中砾石含量也相对 ｉ 点下部的地层减少，多期河道

叠置程度也降低了，在剖面上可识别出一套串沟

（Ｃｈｕｔｅ） 沉积 （图 ６Ｃ， ｊ 点与 ｋ 点所对应的地层之

中），这些现象都说明上部沉积的河流类型有别于下

部地层，为典型的曲流河沉积。
对比 ｉ 点上、下两套沉积地层，也可以发现下部

地层中岩石粒度比上部要粗，砂砾岩及粗砂岩含量更

高，且下部地层中单砂层与复合砂层的厚度要比上部

地层更大（图 ６Ａ，Ｃ、图 ７ａ ～ ｊ），反映搬运沉积物的水

动力条件更强一些。
露头剖面的下部地层呈砂包泥特征，而上部总体

上呈砂泥间互特征（图 ６Ａ，Ｃ、图 ７ｋ ～ ｒ）。 下部地层

泥岩颜色以灰黑色为主；而上部泥岩以灰黄色—紫红

色为主。 这种泥岩颜色的变化正好反映了沉积期气

候从湿热转变为干热。
通过上述有关该露头的基本沉积特征，我们可以

确定该露头剖面的下部沉积为早期湿热条件下砂包

泥的沉积结构，主要反映辫状河道的沉积；而上部沉

积为后期干热条件下砂泥间互的沉积结构，主要反映

了曲流河的沉积序列。 该露头剖面也反映了从辫状

河过渡到曲流河的变化，即中间有辫—曲转换的过

程，从露头剖面标记的 ｆ 点到 ｋ 点（图 ６Ａ，Ｃ）恰好是

这种转换期的沉积。 该段沉积粒度逐渐减小，砂地比

值也开始减小；而泥岩颜色从灰黑色转变为灰黄色，
砂岩中槽板状交错层理规模也开始减小（图 ６Ｃ）。

该露头揭示的这种辫—曲转变换过程是在不同

气候条件下，由于沉积物供源的差异（粒度大小、沉
积物多少及底负载量等）导致河道类型的变化。 因

为潮湿的气候常使河流径流量大且携砂砾的能力强，
所以形成的沉积岩粒度也相对更粗且砂砾含量更高，
易于不稳定的辫状河形成；而干旱气候则正相反，由
于河流径流量相对较小导致携砂砾的能力减小，沉积

的粒度也就相对小一些，易于形成曲流河沉积。 正是

由于气候从潮湿向干旱变化，导致了该露头河流类型

也从辫状河向曲流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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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北京西山军庄火车站东侧二叠系河流相露头剖面沉积特征解释

露头剖面呈南北走向分布，地层倾角约 ４０ 度；岩性柱状剖面（Ａ）总长（地层厚度）７８ ｍ；露头（Ｂ）总长约 １５０ ｍ（照片由于拼接略

有变形）；沉积解释剖面（Ｃ）从 ｊ 点到 ｍ 点长度略有压缩（同样由于照片拼接变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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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露头典型照片（照片位置在图 ６Ｂ 露头照片下部已标记）
ａ．含砾中—粗砂，底具冲刷面；ｂ．沙纹层理；ｃ．砂泥突变面，中见冲刷面；ｄ．砂砾岩，具下截型板状交错层理；ｅ．砂岩夹灰黑色薄层泥岩；ｆ．砂砾岩，具槽

状交错层理；ｇ．厚层砂砾岩；ｈ．废弃河道底部滞留沉积；ｉ．废弃河道，砾、砂、泥从下至上迅速变化；ｊ．废弃河道中上部灰黑色泥岩；ｋ．中薄层含砾粗砂

岩与中—细砂岩；ｌ．灰黑色泥岩与灰黄色泥岩过渡；ｍ．中薄层砂砾岩与含砾中—细砂岩互层；ｎ．灰黄色泥质粉砂岩；ｏ．灰色粉砂岩；ｐ．灰黄色泥岩与

灰色粉砂岩；ｑ．灰色中—细砂岩，具低角度板状交错层理；ｒ．灰黄色—紫红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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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废弃河道识别

如前所述，从辫状河向曲流河演化过程中，河流

弯曲度增加，废弃河道因之易于产生。 在该露头的

辫—曲过渡型河段与曲流河段可以识别出 ３ 个废弃

河道，从下至上分别为废弃河道 Ｉ、废弃河道 ＩＩ、废弃

河道 ＩＩＩ（图 ６Ａ）。 以废弃河道 Ｉ 最为典型，在剖面中

标记的 ｈ 点与 ｉ 点之间，其下部发育明显薄层状滞留

砂砾岩沉积，底部具明显冲刷面并切蚀其下砂体（图
６Ｅ；图 ７ｈ），向上迅速变为中—薄层状中—细砂岩，为
砂塞沉积（图 ６Ｆ；图 ７ｈ，ｉ），最后演变为静水沉积的灰

黑色泥岩，为泥塞沉积（图 ６Ｆ、图 ７ｉ），该套泥塞沉积

向上倾方向迅速减薄并尖灭（图 ６Ｃ），反映从废弃河

道向曲流河点坝沉积的快速变化。 这种沉积特征恰

好反映了前文所论述的颈项截直型废弃河道的沉积

序列（图 ３），即最初为活跃河道冲刷充填沉积，然后

形成砂塞坝，再形成泥塞，直至最终废弃。
从沉积序列看，废弃河道 Ｉ 应为颈项截直型废弃

（图 ３、表 ２），这在辫曲转换型河道中比较鲜见，推测

是由于从其下的辫状河迅速转换成曲流河，能量迅速

减弱，导致曲流河部分弯曲度迅速加大进而形成颈项

截直而废弃。 这也反证了河流在地质历史中发生了

辫曲转换过程。
废弃河道 ＩＩ 为典型的串沟截直型，发育在剖面

的 ｊ 点与 ｋ 点之间，如前所述为明显的串沟沉积（图
６Ｃ），这一串沟切蚀到了早期的河道之中，并且向两

侧迅速发生减薄，外形呈小型下切河道的特征；而废

弃河道 ＩＩＩ 发育中剖面的 ｌ 点到 ｍ 点之间（图 ６Ａ），根
据前文所论述的 ＩＩＩ 种类型的废弃河道沉积序列看，
也应属于串沟取直型，只不过串沟沉积在露头区并未

保存下来。

４　 结论

（１） 河流变迁可形成辫—曲过渡型河道。 这种

类型的河道兼具辫状河与曲流河的特点，心滩坝与点

坝在垂向上可叠加，而平面上它们可同时出现。 辫—
曲转换存在两种情况，即迅速转换与缓慢转换。

（２） 河流的废弃过程与废弃河道类型有三类，即
颈项截直、串沟取直及分叉分流。 它们具有不同的沉

积序列，尤其是在砂塞与泥塞发育程度上有明显不

同。 不同类型废弃河道形成机制也不同，与河流类

型、弯曲度等因素有关。
（３） 露头剖面中揭示的现象印证了废弃河道的

形成不是直接由泥塞导致废弃，而是先有砂塞，再有

泥塞，才最后发生废弃。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露头保存

条件，判断废弃河道类型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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