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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中部滨海平原贝壳砂堤

顾家裕1)
严钦尚 虞志英

(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

上海 )

世界各地的沿海低平原地区
,

如美 国东部海岸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圭亚那
、

中国

东部海岸都广泛发育着一种与海岸平行或交角很小的堤状砂脊
—

贝壳 砂 堤 ( C hC ni -

e r r id ge )
。

它是古海岸线的遗迹
,

记录着海岸发育的历史
,

贝壳砂堤的研究对探讨海

岸的发育
、

海陆变迁
,

确定海平面的升降具有重要意义
。

我国对渤海湾西部地区贝壳砂堤的研究起始于六十年代初
,

对它的分布
、

形成
、

生

物种 属
、

成 因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

辽南
、

苏北
、

苏南等地对贝壳砂堤也作过论述 和报

道
。

本文通过对苏北中部贝壳砂堤 的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
、

以求探讨本区贝壳砂堤 的沉

积特征和沉积环境
,

并追溯苏北中部海岸的历史变迁
。

一
、

贝壳砂堤地理分布及一般特征

研究区位于苏北中部
,

北起滨海县新淮河 口
,

南至东台县川东港附近
,

西接里下河

湖沼平原
,

东抵黄海之滨
。

全新世的最大海浸使苏北广大平原沦为沧海
,

距今六一七千

年
,

东部开始发育滨海平原
,

本区最老的贝壳砂堤 即位于新发育 的滨海平原西界
,

在滨

海平原形成过程中还发育 了中
、

后期的几条贝壳砂堤
。

贝壳砂堤分布区地势高爽
,

海拔高程一般在 4 一 5 米
,

西侧里下 河 地 区
,

地 势低

卑
,

海拔仅 2 米
,

所以贝壳砂堤成为苏北平原上重要的地貌界线
。

本区面向黄海
,

海域开敞无阻
,

海底宽广平坦
,

南部平均坡度0
.

5 7%
。,

由太平洋进

入黄海 的潮汐流在宽浅的海滩上向岸推进
,

属正规半 日潮
。

潮流流速 由海 向 岸 逐 渐增

大
,

且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
,

潮差近岸大
,

远岸小
,

近岸潮差 2 一 3 米
。

滨海平原就

是在黄海平缓斜坡上
,

由苏北沿岸流带来大量泥砂
,

受潮流影响不断淤涨而成
,

现今平

原坡度为0
.

2%
。 。

波浪在平缓的底坡上 向岸传播
,

由于底摩擦力不断增大
,

波浪发生多次破碎
,

故近

岸波能微弱
,

一般波高0
.

5一 1
.

0米
,

在东北强风作用下
,

风和潮汐作用增加
,

使波能增

强
,

同时波浪前进方 向与海岸交角较大
,

因而对海岸有较大影响
,

总之
,

潮流是塑造本

区海岸的主要因素
,

而波浪仅在风暴潮时起一定影响(图 1 )
。

苏北中部发现贝壳砂堤有四条
,

自西向东称为西岗
、

中岗
、

东岗 (均为本地名 ) 和

新岗 (作者命名 ) 走向大致 为 N N W 一S S E
,

与现今海岸线基本平行 或 有 5 一 10
。

交角

1) 现在 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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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
。

西岗
,

亦称阔砂岗
,

北起阜宁县羊寨
,

经喻 口
、

两合
、

渡黄沙港蜿 蜓 起 伏
,

沿 龙

岗
、

大岗一线断续 出露
,

南入东台县境 内
。

本堤是苏北中部四条砂堤中规模最大
,

出露

最好 的一条
,

北部喻 口
、

两合地区宽达 4 00 一50 0米
,

厚度 7 米左右
,

厚宽之 比约 1/ 6 0
。

中岗
,

俗称小岗
,

北起西桃园径西条龙庄
,

逐渐转向东南
,

在建湖县上岗附近与东

岗汇合
,

此堤不含贝壳
,

纯为砂堤
,

宽20 一50 米
,

厚40 一 60 厘米
,

由于后期人工改造及

黄泛物质覆盖
,

现今埋于地下30 一 50 厘米
。

东岗
,

北部阜宁县北沙镇
,

经草捻
、

上 岗
,

盐城
、

刘庄
,

沿串场河一线断续分布
,

宽 5 0一20 0米
,

以上岗地区规模最大
,

宽达 3 00 余米
,

厚近 4 米
。

新岗北起盐城县南洋镇东侧
,

经北滩
、

龙堤
,

断续南下至东台县 四 灶 附 近
,

堤宽

2 0一 10 0米
,

厚约 6 0厘米
。

二
、

贝壳砂堤沉积特征

贝壳砂堤 的组成物质以黄褐色的中
、

细砂为主
,

含砂量为85 一 90 %
,

其次为贝壳及

其碎片
,

含量 10 一 1 5 %
。

据剖面观察
,

贝壳层与砂层间互或贝壳在砂层中混杂分布
,

平

面
_

上砂与贝壳含量也不一致
,

北部地区含砂量较高
,

如两合地区含砂量达 95 %
。

南部贝

壳相对富集
,

大岗等地贝壳含量达 20 一 30 %
,

某些层
、

段由纯贝壳组成
。

1
.

贝类属种以及所反映的环境

苏北中部贝壳砂堤中
,

贝类种数近三十种
,

主要属种为四角 蛤 蒯 (五了。 。 t r 。 q 。 。-

d a 。夕。 la r i : D e sh a 夕e : )
、

青蛤 ( C 少。Ii o a s i o e ” 5 15
,

( G o Ze li 。 ) )
、

文 蛤 ( 几fe : e -

r : i * ,

五Ie r e t : i 二 L in n e )
、

扇贝 ( (C h l。 。: 争
, : )

、

牡砺 (O : r : e a )
、

虫昌螺 ( U 。乙o o f u 、

t h o , :旧 5 1 (C r o s s e ) )
、

泥螺 ( B e lla c t a e x a r a ta ( Ph ilip p i ) )
、

溢 蛙 ( S i o o n o o a -

。ul a
co ns t : ‘ct a L a m a r c k ) 等

,

这些 贝类主要是生活于潮间带滩地和潮下带 浅 水环

境
。

东岗和新岗的贝类属种与现今苏北中部海滩所见的贝类相似
,

说明贝类壳体主要来

源于就近 的海滩
。

同时所见的贝类壳体大部分磨蚀较厉害
,

西岗贝壳大部分已破碎
,

因

溶蚀或磨损纹饰已模糊
。

新岗壳体比较完整
,

纹饰还比较清晰
。

酉岗贝壳属种最多
,

较破碎部分 已胶结
,

牡骊为西岗所特有
,

特别在大岗地区
,

壮

蜘 占相当比例
,

同时含一定量喜欢生活于潮流动荡砂质海底的扇贝
、

红螺 (D 。: i盯们
,

可能反映西岗形成时
,

海底底质较粗
、

水体清澈
、

水流比较激荡
。

中岗无贝类壳体
。

东岗和新岗贝类种数 已大为减少
,

主要贝类为四角蛤咧
、

蝎螺
、

文 蛤
、

毛蜡 ( 月na d ar
a : 。b e : e o at a L f : ch 肠 ) 等

,

这些贝类主要生活于潮间带砂质及

部分细粒淤泥质海滩
,

反映成堤时水体活动性较弱
,

海底坡度平缓
。

2
.

结构特征

贝壳砂堤物质 ( 除去贝壳 以后 ) 经筛析结果用Fol k 和W
a r d ( 1 9 5 7 ) 公式计算粒变

参数 ( 表 i ) 可以看出
,

砂堤物质粒级集中于 l一 4功
,

即集 中于中砂至极细砂范围
,

特别

是 2 一 3 功这一粒级含量特别高
,

达 60 一80 %
,

而大于 4 功的粉砂和粘土含量甚少
,

说明

砂堤形成时具较高 的水动力能量
,

细粒物质被淘洗向海运移
,

而粗粒的砂级物质及贝类

壳体残留下来并受冲流作用向岸搬运
,

富集堆积成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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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度分析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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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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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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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岗 1 6
。

3 3 7 4
。

2 1

‘ 5 3
.

4 :
{

5
。

s j 3
。

9 1 0
。

0 12
。

4 名

2
。

1 0

0
。

3 6

卫
。

3( 4么

一
一新岗 0

。

IJ 透

朋一们邓

此外
,

同一堤内贝壳砂堤 物质粒级 由北而南逐渐变细
,

即粒级的平均值 (中值 ) 有

增 大的趋势
,

西岗北部两合地区粒度平均值为 2
.

05 中
,

至南 部 大 岗 地 区 增 至 2
.

5 0一

2
·

6 9小
,

这种变化是物质沉积分异作用所造成
,

它反映 了沉积物由北 向南运移 的方向

东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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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级 )

(} 1 2 3 4 5 巾
(粒级 )

8070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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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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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孟0CUO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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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级 )

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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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岗

807060别

量含%

4 5中
(粒级 )

2 3 4 5 6小
(粒级 )

0 1 2 3
‘

1 5 6小

叨3020切。

(粒级 )

圈 3 砂坦样品直方图

F i g u ;
·

e 3 H i s t o g r a tn s o f t li e g r a i n 一 s i z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s o f e la s t i e s e d i rn e n t s

i n f o u r e h e n i e : r 工d g e s

粒度分析结果所作的直方图 ( 图 3 ) 为单峰型
,

负偏或近于对称
,

峰 值 粒 径 2 一

3 中
,

峰值为 6 0一 8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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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曲线图上有 四个组分
,

推移质组分占 5 % 左右
,

悬浮组分占 5 一10 %
,

具两个

跳跃组分
,

占85 一90 %
,

跳跃组分的粒径 比较窄
,

为 1
·

8一 3
·

1小( 图 4 )
。

说明贝壳砂堤

形成时波能变化幅度不大
。

概率积累频率百分数

(粒级夕

圈 4 砂堤砂撅率曲线田

F i g u r e 4 T h e p r o b a b ilit y e u m u la t iv e f r e q u e n e 3
·

e u r 、
,

e s

3
.

矿物组合特征

各条贝壳砂堤砂粒的矿物成分基本相同(表 2 )
,

以石英为主
,

占70
.

2一 7 3
.

5 %
,

其

次为长石和重矿物
。

而植屑
、

岩屑
、

云母类矿物含量甚微
,

一般不足 2 %
。

表 2 苏北贝壳砂理轻
、

盆矿物含t (% )对比表

T a b le Z 人 e o m p a r a t io n o f li g h t m in e r a ls a n d h e a v y m i n e r a ls (p e r e e n t a g e )

~ 松
卜

一

矿
’

{ { { { ! 一
}

、“

御 \ \

“
】 _

_ ‘
_

_ }
_ _

!
, _

_
」 .

_ {
一 少 \

_

物 } 石 英 } 长 石 ‘ 云 母 } 岩 屑 } 植 屑 } 重 矿 物

岗 名
一

介
一 、

{ { } } {
西 岗 ! , 2

·

8 } “
·

2 } /
{

2
·

2 ‘ o
·

3 ’

中 “
⋯

70
·

2
}

1 9
·

6

{
‘ { 。

·

‘ /
⋯

东 岗

新 岗 }

7 1
。

5
1

1 5
。

7 0
。

3 } 1 2 。 2

73
。

5 1 6 一 4

贝壳砂堤中所含的重矿物达二十种
,

有角闪石
、

绿帘石
、

拓榴石
、

错石
、

磁铁矿
、

赤铁矿
、

棍石
、

电气石
、

硅灰石
、

金红石等 (表 3 )
,

其中前六种矿物含量占95 %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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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仅占 5 %
。

重矿物分布具下列特征
。

( 1 ) 重矿物含量高
,

一般 占砂质物总重量的 6
.

5 % 以上
,

东 岗重 矿 物 含 量 高 达

1 2
.

2 %
,

说明贝壳砂堤沉积处
,

由于波浪反复
、

长 期淘洗
,

使较轻的物质远离岸区
,

而

比重大的物质沉积下来
。

表 3

T a b le 3 T h e e o n t e n t s

重矿物百分含蛋表
0 f h e a 、

一

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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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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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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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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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

工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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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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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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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3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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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物含量为 9

浪长期作用

重矿物中片状云母类矿物含量甚微
,

(又占 0
.

4 5 %

%
,

水动力较强的长江河 口 也达 6
.

5
自

“表 戈 )
。

,

而现今唆黄河 口 云母类矿

反映贝壳砂堤 物质是经过波

浮力较大
,

不 易沉淀的云母类矿物已被回流所带 走

表 4 苏北砂堤
、

老黄河 口
、

长江口表层沉积物中重矿物含量表

T a b 王e 工
一

\ e o tn p a : a t l o n o f t h e e o n t e n 士、 o f }z o a 、
一

于
、

爪 i n e r a l、 a rn o n g

0 ld H u a n g 一 }z e R : v o r
‘ 5 e s t、: a : 手

, : e g i o n ,

C h a n g 一 Ji a n g R i、
一

e r ’ s

a n d i n t h e e h e n i c : z
4

i d g e s

重 矿物名称 苏 北 砂 堤 老 黄 河 口 长 江 河 口

角闪石 4 6
。

5 4 3 5
。

今 3 8
。

5

绿帘石 31
。

9 6 2 4
。

5 2 1
。

3

拓榴石 0
.

3 4 C
,

8

赤铁矿 5 9

2
。

3

曰 . 0

磁铁矿 3
。

C4

黑 色金属矿物
。

1吞2

洁 石 C9

磷灰 石 0
。

9 1 .

勺

全红 石 l4 < O
。

3

硅 灰石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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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电气了了
‘ 。

卫不3

,劝帘石

透 闪石

透 辉石

札 石

广 。

2 1

。

子5 4

3
。

l

1
。

8

C
一

8

白云母 < 3
.

1

嗯云 母 < 2
。

4

卜字石 产 n
。

2

碳 酸钦

水 化 云 )
、

少
· _

、

】
.

广

个七铁矿

揭铁矿

阳 起石

绿 泥 石

锐仁
、

石 一 个

其
’

已矿 物 一 从 6

( 3 ) 重矿物组合特别是变贡矿物拓榴石丰度高
,

占重矿物含 量的 9
.

3 生n

占
,

拓榴石

主安是块状和碎屑状粉红色拓榴万
.

这与废黄河
、

淮河拓榴石特征相一致
,

说明沉积牡

主要来源于北部嗜黄河和淮河

或
,

层理

堤内层理类型单一
,

以平行层理 为主 老图版 1
.

1 )
。

由贝壳层和砂层间互组成
,

单厅

厚度一 般在 10 厘米左右
,

最厚不超过 2 5 厘米
。

某丝薄层 只有 1 一 2 厘米
,

在细砂层中可

见荆 0
.

1一 0
.

7 厄 米为平行坟层 (
:

月版 1
.

2 ) 纹 层主要由颇 色的变化或粒度的变 化而犯

到反映
,

烤立径由序向顶变祖 (
户

题米位 )
.

啼色矿物集中 乍纹 层底部
,

中了浅色矿物和贝交

碎片沉积于纹层顶部
:

由丁
立
;冗积期间受到冲

、

回流的作甩和堤脊位置的迁移所形成的向陆 向海低角度的交

错层比较发育
,

一般向陆倾角较大
,

在 1 0
。

左右
,

个别高达 2 6
。

而向 海 倾 角 较小
,

为

4 一弓 ( 图版 1
.

3 )
:

三
、

贝壳砂堤沉积地貌部位

在本区废黄河 口两侧 (除强烈蚀退岸段 ) 分布着一列正在发育的现代贝壳砂堤
,

它

位干大潮高潮线的附近
。

贝壳砂堤 的下伏层主要是黄褐色的粉砂质粘土
,

平均粒径 6 一

9 中
,

分选差
,

内部构造主要是粉砂和粘土的水平互层
,

见大量的植物根系
,

并有 甲壳

类功物挖掘的潜穴
,

见铁质氧化膜说明现今苏北 中部贝壳砂堤沉积于潮上带的下部
。

中岗
、

东岗
、

折岗下伏泥质粉砂层与上覆贝壳砂堤之间界面清晰
、

接触面略有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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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

4 )
。

此三岗下伏层经研究分析与现今苏北潮上带沉积特征十分相似
。

结合现

碎浪带海滩砂
(据维谢尔)

西岗基础层

含量%989()507030102似0.l

2 3 4 小

粒径

图 5

F i g u r e s

概率曲线对比图

A e o m P a r a t i o n o f th e

p r o b a b ilit y e o m u la t i v e e u r v e s

今正在发育的贝壳砂堤地貌位置
,

可以认为

此三岗沉积部 位 应属 潮 上 带 下 部
,

亦 称

滩脊
。

西岗根据沉积特征的差别
,

把下部称为

基础层
,

上部称为上复主体层
。

西岗基础层为青灰色厚层状中
、

细砂
,

粒度级较宽
,

平均粒径为 1
.

85 中
,

优势组分

为中砂
,

占49
.

5 4 %
,

分选性中等 G : = 0
.

82
,

概率曲线图上有四个组分
,

推移质组分所 占

比列大
,

约30 %
,

与 V IS h 。r 对 已 知环境 的

碎浪带海滩砂 曲线十分相似 (图 5 )
。

砂层厚

度大
。

本基础层中
,

海相有孔虫和介形虫含量

丰富
,

主要属种为毕 克 卷 转 虫 ( A n
no

, l’a

be e c a r i i ) 同现卷转虫 ( A
, a n n e c t e n : e )

波纹 希 望 虫 ( E IP人‘d ￡,‘川 a d o e 。。。 ) 茸

毛希望 虫 ( E
,

h i s P i d u l: :。 ) 宽卵 中 华丽

华介 ( S i o o e 夕 t he r id e a la lfo r 。 r。 ) 东 台

新单角介 ( N e 0 0 0 n o c e r 。 t i n a d o n g t。 ie n s is ) 等
,

反映当时为滨海水下沉积
。

此层样品抱粉组合中含5
.

2 % 的海生刺球藻 ( H y : t r ‘。hos Pha
o r
a)

。

据南黄海刺球

藻含量与水深关系的研究
,

水浅
,

刺球藻含量低
,

水深刺球藻含量高
。

该值说明沉积时

本区亦应为滨海浅水环境
。

可见西岗基础层应为滨外堤 的水下部分沉积
,

滨外堤不断发育露出水面
,

其后又沉

积 了西岗主体层
,

因此西岗应属滨外堤
。

在现今西岗内侧里下河地下两米处淡水湖相沉

积层之下发现生长于泻湖或潮 间带的生物溢蛙而得到证实
。

四
、

贝壳砂堤形成条件探讨

贝壳砂堤 的沉积特征
、

生物组合及地貌部位是探讨它形成条件的基础
,

贝壳砂堤 的

形成无疑要有贝类生物的大量繁殖
。

苏北中部贝壳砂堤的形成具备了下列条件
。

1
.

海平面的基本稳定

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
,

海平面经历了快速的上升阶段
,

在距今七千年前后
,

海平

面渐趋稳定
,

这可视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现象
。

通过苏北中部 贝壳砂堤与我国渤海

湾西部苏南及世界各地贝壳砂堤形成时间的对比发现
,

虽然各地贝壳砂堤形成的具体时

间不能一一对应
,

但都形成于距今七千年快速海浸以后海面转入稳定阶段
。

我国上述三

地区
,

最靠近 内陆的一条贝壳砂堤都形成于距今 6 5 0 0年前 后
,

反映了海平面变化对贝壳

砂堤形成有控 制作用
,

苏北中部地区在海平面转化初期
,

岸线有较长时间的稳定
,

初期

岸坡较 陡
,

破浪带范围变化不大
,

利于水下砂坝形成
,

并逐渐增高加宽
,

露出水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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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形成西岗
。

2
.

河流供应物质数 t 的变化

贝壳砂堤的形成必须具备物质供 应量多寡的交替出现
,

即一定时期 物 质 供 应量较

多
,

海岸向外快速淤涨
,

在物质供应量较少阶段
,

波浪改造原来的海滩物质
,

使细粒组

分被淘尽
,

粗粒组分残 留下来并向岸运移
,

集中堆积成堤
。

黄河的南北迁徙是造 成物质

供应量多少交替变化的条件
。

黄河南徙 ( 1 1 2 8 ) 以前
,

形成规模较大的东岗
。

黄河南 徙

初期南北分流
,

沿程经常决 口 泛滥
,

大量泥砂用于建造废黄河三 角洲
。

1 49 5年后
,

黄河

之水倾淮入海
,

海岸迅速向外淤涨
,

不利龄贝壳砂堤形成
。

1 85 5年黄河北归
,

废黄河三

角洲地区两侧又发育现代贝壳砂堤
,

可见河流供应物质的变化是影响贝壳砂堤发育的重

要因素
。

3
.

一定的海滩坡度

成堤的海滩应该具有一定的坡度
,

使进入近岸的波浪有足够的能量冲刷滩面并把 贝

壳及粗粒物质带向岸边
,

根据现今废黄河 口两侧海滩实测剖面资料 (表 5 )
,

认为在现

今条件下贝壳砂堤形成 的有利岸坡为 2 一 8 %
。 ,

在这样的坡度下波浪有一定的能量改造

滩面
,

促进粗粒物质向岸搬运
。

坡度太陡
,

波能太高
,

滩面扰动强烈不利于 贝 类 的 繁

衍
,

而且物质外运使贝壳散落滩面
,

坡度过于平缓
,

波能微弱
,

大量细粒物质落淤
,

策

息贝类
,

同时
,

波浪在 向岸传播过程中
,

摩擦力太大
,

能量耗尽
,

无力把粗粒物质托举

到岸边堆积成堤
。

贝壳砂堤形成的有利岸段是海岸的稳定—微冲岸段
,

在这样的岸段

既有粗粒物质的持续供应和贝类的繁殖
,

又有物质经受波浪充分簸洗的条件
,

利于形成

一定规模的贝壳砂堤
。

表 5 贝壳砂提发育与海滩坡度关系

T a b le 5 T h e r e la t io n o f t h e g r o w t五 o f th e e h e n ie r r id g e s to b e a e h g r a d ie , I t

地 名 岸 滩 性 质 贝壳堤发育情况

新淮河 口 侵蚀 后退 2
。

3一 5
.

1 %
。

发 育

老黄河 口 一

八滩 强烈蚀退 > 8编 不 发 育

扁担河 口 4一 6
。

4 ,石
。

发 育

新洋港 口 南

侵蚀后退

淤 涨 0
。

3 9一 0
.

4 2编 不 发 育

五
、

海 岸 的 迁 变

苏北中部海岸的变迁
,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

贝壳砂堤作为古海岸的遗

迹
,

贝壳物质又可直接 用于年代的测定
,

因此
,

根据 C “ 测年
、

抱粉分析
,

结合考古资

料可以较客观地反映海岸变迁的真实历史
。

苏北中部海岸变迁分为两个阶段
,

即早期海岸比较稳定阶段和 晚 期海 岸 快速淤涨

阶段
。

1
.

早期海岸比较稳定阶段 ( 距今 6 5 0 0年至公元 1 1 2 8年 )

本期形成西岗
、

中岗
、

东岗三条贝壳砂堤
。

西岗两合附近地下 3
.

5 米处 (相当上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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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层底部 ) 牡砺壳 C
’4

测年为 6 5 3 9 士 7 9年 B
.

P (表 6 )
,

大岗附近地下 1
.

6米处 贝壳

C
‘落

测年为 5 6 了7 士 7 5年 B
.

P
,

说明西岗基本代表了 5 5 0 0一 6 5 0 0年前的海岸线
。

表 6 苏北贝壳砂堤样品C ’书

年代表
‘

T a b le 6 R a d io e a r b o n 一 d a te d s a m Ple s

—
—

—
—

}

—

—
—

—
一 一一

’
-

样 号 实验室编号 采 样地点与 层位 距今 年代

C
一
W

一 3 5 S H
一 34 两合地下 3

。

5 米

大岗地下 1
.

6 米

上 岗公路旁地下 2
.

5 米

牡 砺 壳

贝壳及其碎片

6 5 3 9 士 79

C
一
N

一 3 2 5 1{
一 3 苏 5 6 7 7 士 7 5

5 1王
一

3 6 贝壳 及 其碎片 3 8 8 2 士 69

注
: 、

卜夜明为 5 忍了Q年
,

汁丰起点为 1 9 3。午

中岗无贝壳物质
,

抱粉分析为葵科一篙属一枯属一麻栋组合
,

与沪抗地区全新世抱

粉组合相对比
,

与其第三凉期相当
,

距今 4 0 00 年左右
。

东岗为
‘·

范公堤
”

所在地
,

在上岗地下 2
.

50 米处所采贝 壳 C
’ ‘

测 年 为 3 8 8 2 土 6 9年

R
.

P
,

可见该堤在 3 8 0。年前已开始形成
。

据历史记载
,

汉代时盐城已设盐膺县
,

19 6 4年

南京博物院在盐城东北角发现汉代麻瓦坟遗址和沿
“范公堤”一带的汉代墓葬群

,

证实现

今东岗一带成陆于汉代以前
。

同时
,

直至唐代
“

捍海堰
” 和宋代

“

范公堤
”

还大致沿东

岗而筑
,

海塘 的修筑说明大海离岗不远
,

据此认为黄河南徙以前的 3 0 0 0年间
,

海岸一直

徘徊于东岗附近
.

岸线 由西岗推进到东岗 (包括稳定在东岗的时间 ) 历经 4 5 00 余年
,

岸

线向东推进 了 4 一 1 5公里
.

平均每年淤涨 0
.

9一 3
.

3米 (表 7 )
。

表 了 苏北 中部海岸变迁速度表

1
’

a b le 了 T h e a 、 e r a 只e 二 e lo e it手
一

o f t h e e o a s t a l e h a n g e i n t h e

m id d lo p a : t o f t ll e N o r t h e : n Jia n g 一s o P : o 、
一

in e e

早 期 ( 丘巨今6 5 0 〕年一 公元 1 1 2 8 年 ) 晚期 ( 公元 1 12 8 年至 今 )

西 岗一东岗 东岗一新岗 新岗一 现 今岸线

距)

里公
相(两岗间距

( 公里 )

平均 每年淤

涨速度(米 )

两 岗间 距

( 公里 )
平均每年淤
涨速度(米 )

平均每年淤
涨速度 (米 )

一
‘

1 一 1S C
。

9一 3
。

3 工2 3 6 { 3 3 6 5

2
.

晚期海岸快速淤涨阶段

本期形成新岗一 条贝壳砂堤
,

据盐城 县志记载
,

唐宋时大海离城不足 1 公里
,

明宣

宗时 ( 1 4 2 5一 1 4 3 5 年 ) 大海离盐城近 1 5公里
,

由此推断离盐城约12 公里的新岗大致形成

于 ]4 世纪末
。

由东岗至新岗形 成的 3 00 年间
,

海岸 以36 米 /年速度 向外淤涨
,

比早期阶段
」

决 1 2一 4 0倍
。

15 世纪末
,

黄河北支完全断流
.

全部水量经淮入海
,

巨量泥砂进入苏北中部海岸
,

并 由沿岸流转输南运
,

岸线迅速外推
。

1 8 5 5年后
,

黄河虽又入渤海
,

但废黄河三角洲侵

蚀下来 的泥砂继续南下
,

加之人工开发
,

围海造田
,

使中部 海 岸 每 15 年 外 涨 ! 公 里

, C
‘通

样品 测年于华东师大地理系 C
’ “

实验室测定



2 顾家裕等
:
苏北 中部滨海平原贝壳砂堤 5 7

( 6 5米 / 年 )
。

工 作中承蒙江 苏水 文二 队盐城 小队的热情支持
,

上海
一

仁产 学 院王维德
、

生 东师夭河

口 海岸研 究所严肃庄老师分别进行贝类和重矿物鉴定
,

在此表示 由衷约谢意
。

( 收稿 日期
: 1 9 8 2年 3 月 2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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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o r e h e n ie r s e x i s t i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e o a s t a l p la in o f Jia n g s u P r o 、
、

i n e e , n a m c -

ly t h e 飞V e s t R 主d g e ,

t h e M id d le R id g e , z }一e E a s t R i d g e a n d t h e N e 从
·

R id g e in o r d e :

f r o m w e s t t o e a s t
·

T h e y r u n n e a r l3
‘

p a r a lle l t o t h e p r e s e n t s h o r elin e
.

T h e e h ie f

d e Po s it i o n a l fe a t u r e s o f t h e e h e n ie : 5 a r e a s fo llo 认
·

s :

1
.

T h i r t y d if fe r e n t s p e e ie s o f m o llu se s h a v e b e e n fo u n d
, o f 、。 h i e h t h e p r e d o -

m in a n t s p e e ie , a r e M e e r , a g 拟 a d a n 夕。 Ia r了5 D e s h a y e s ,

C 夕 e li”e s f月e ”s fs ( G m e li n )
,

M e r e t r ix L i n n e ,

C h la 爪夕s ,

O s t re a ,

U 爪乡。 ” iu 叭 T h o 川。s 茗( C r o s s e )
,

B o lla e ta e x a r a r a

( P hilip p i )
,

S i n 0 0 0 v a e “Ia e o ” s t r fe fa L a 川 a r c左
, e t e

.

T h e 手
·

b e lo n g t o t h e fa u n a o f

i n t e r t id a l a n d s u b t id a l s h a llo w 一 w a t e r e n v ir o n m e n t
.

2
.

C h e n ie r d e p o s i t s
, o n t h e a v e r a g e , a r e e o m p o s e d o f w e ll一 s o r t e d fi n e s a n d s

( 2
.

5小 in g r a i n s iz e )
, o e e u p y i n g 6 0

一
8 0 %

.

M
e d iu m s a n d s e o o e n e 二t

, r a n g i n g f : o m

7 t o 3 3 %
,
w h ile v e r y fin e s a n d s o e e u p y l 一 7 %

.

S ilt a n d e la j a :
·

e t r a e e in a ln o -

u n t
.

l t e a n t h 议 5 b e d o d u e e d t h a t t h e w i n n o w in g f o r e e o f w a 丫 e a e tio 几 主n t h e

fo r m a t io n o f e h e n i e r s 1 5 r a t h e 厂 m o d e r a t e
.

F u r th e 了m o r e ,
t h e fa e t th a t t h e a r e a l

丫 a r ia t i o n o f e o m p o n e n t s o f d if fe r e n t g r a in s iz e s b e c o zn e s g r a d u a lly s m a ll f r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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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r t h t o s o u t h
,

d e m o n 、t r a t in g th a t e h e n ie r s a n d s a r e t r a n s P o r 玄e d b y t h e s o u th w -

a r d lo n g s h o r e e u r r e n t
.

T h e e u m u la t iv e P r o b a b ilit y e u r 、 e s o I’ e h e n ie r d e p o s it s s h o 、 f o u r p o P u la t io -

n 5
.

T w o o f th e m a r e t h o s e o f s a lt a t io n ,

illu s t r a t in g th a t t h e e h e n ie r d e p o s its a r e

a ffe e te d b r s w a s h a n d b a e k w a s h
.

3
.

T h e e h e n ie r d e Po s it s a r e m in e r a lo g i e a lly e o m p o s e d o f 7 0一 7 4 多百 q u a r tz
,

1 6 -

2 0 % fe ld s p a r a n d 7 一 1 2 % h e a v y m i n e r a ls
.

T w e n t y s p e e ie s o f h e a 、 y rn in e r a ls h a -

丫 e b e e ll id e n tifl o d
.

o f w h ie h t h e d o tn in a n t tn in e r a ls a r e a m p h ib o le
, e p id o t e

.

g a r n -

e t
, 2 1 :

·

e o n ,

m a g n e t i te
,

h e tn a t ite a n d t o u m a lin e
.

T h e a s s e m b la 只e o f h e a v y m in e r a ls

e s p c e i a ll手
·

g a : n e t a s a n i n d ie a t o r
.

is s im ila 厂 to t h a t o f t lz e H u a n g h e R iv e r ( 、
一
e l-

lo w R
.

) a n d t h a t o f t h e H u a i R iv e r
.

4
.

T h e i n t e : ll a l s e d 之m e n t a r 手 s t r u e t u :
·

e s a : e 、 e : 丁 s im p le
,
m o s t l手

·

p la n e b e d d i n -

9 5 , a n d lo w 一 a n g le e r o s s b e d d in g s w i t h lo n g s t o e te h e 、 o f 4 一 6 0 s e a w a r d d 主p p in g s

a n d s h o r t s t r e t e h e s o f 1 0 0 la n d w a r d d ip p 王n g s
.

人 f te r e x a m 宝n i n g t h e d if上e r e n t e h -

a r a e t e r i s t je s o f f o u r e h e n ie : 5 a n d t h e i: r e s p e e t i v e u n d e r ly in g b e d s ,

i t 15 r e a liz -

e d t h a t t h e 手
一

h a v e d iffe : e n t h is t o r ie a l d e v e lo p m e n t
.

T h e 飞V e s t R id g e 15 t h e r e tn -

n a n t o f a n a n e ie n t b a r r ie r is la o d
,

f o r m e d a t th e e n d o f p o s t只la e ia l m a 又 i m u m

t r a n s g r o s s io n
.

T }l e o t h e 」一

th r e e e h e n 定e r s a r e b e a e h x id g e s 111 o r ig in
.

f o r rn e d in la t e

H o lo e e n e
.

A s a w h o [e
、

t h e p : e r e q u is it e lo r th e ir fo r m a t i o n 15 a v a r ia b le lo n g s -

h o r e s e d im e n t su P p l丁
.

In t h e e o a s t a l r e g io n s t u d ie d
,

w h e n s e d im e n t s u p p ly f r o m

th e H u a n g h e R iv e o 1 5 a b u n d a n t
,

t h e s h o r e b u ild fo r w a rd r a p id l) a s m u d d 手
一

s ilt

fla t ; 认 11 e n th e s 叹 P P I手 15 le s s ,

w a 、 e a t t a e k e u t s b a e k t h e s e f la t s a n d e o n e e n t ,
4

a 之e s

t h e e o a r s e f :
一

a e t z o n ,
m o s t l)

,

f in e s a n d s a n d s }le lls i n t o e h e n i。 : 5
.

5 一人e e o : d in g t o 工
·

a d io e a r b o n ( C l 今 )d a t i n g
,

t o g e t h e r w i t h h z s t o r ie a l r o e o r d s a n d

a r e h a e o lo g ie a l s tu d i e s ,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t h e e o a s t e a n b e d i、
一

id e d in to 之、
‘

一

。

5 t a g e s
.

lrt t h e e a r l玉
一

s ta g e ( f r o m 6 5 0 0 手
,

e a : B
.

P
.

t o 8 5。 于
一

e a r B
.

P
.

) t h e p r o g : a d a t : -

o n a l r a t e o f e o a s t 1 5 o n l手 1 一 3 m 洛
一

e a r
.

b u t in t h e la t e s t a g e ( f r o m 8 5 0 y e a r B
.

P
.

u p t o th e p r e s e n t )
,

th e r a t e r a p id ly in e r e a s e s t o 3 6 一6 5 m 厂手
一

e a r
.

A f te r t h e a b a n d o n m e n t o f th e o ld H u a n g h e R i、
·

e r e h a n n e l in 1 8 5 5
,

t h e r a p i-

d ly r e w o r k in g P r o e e s s o f i : r e g u la r it ie s o f e o a s t lin e h a s b e e n g o in g o n
.

A t p r e s e n t
,

th e g e n e r a l e o a s ta [ o 以 t lin e 1 5 b e in g g r a d u a ll于 s t r a i g h t e n e d
,

d e p -

o s it io n P r e 、
·

a ils i tt t h e s e a w a r d e o n e a v e s e g m e n t
, a n d e r o s io n d o m in a te s in t h e

C o n v e x s e g tn e n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