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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河废弃三角洲和砂坝一泻湖

沉积体系

为
、

王
)

李从先 陈 刚
( 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系

,

上海

i袭河 口 至曹妃甸沿岸是全新世滦河入海的主要地带
,

这里保 留了大量三 角 洲 的 遗

迹
。

滦河三角洲地区砂坝
一泻湖沉积体系具有多种类型

,

处在不同的发育阶段
,

为研究这

类海岸沉积提供了有利条件
。

同时在分析各个沉积单元时
,

可以发现许多古 三 角 洲 遗

迹
,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滦河三角洲的演变
。

一
、

主要沉积单元与废弃三角洲遗迹

1
.

泻湖

1) 类型和分布 滦河 口至曹妃甸沿岸泻湖主要有三种类型
,

封 闭泻湖
、

半封闭泻

湖和海湾一泻湖
。

封闭泻湖是由滨外砂坝隔开
,

使之与海完全隔绝的浅水水域
,

它在本

区分布不广
,

仅见于乐亭县胜利铺一带 (图 1 )
,

现今正转化为滨海沼泽
。

半封闭泻湖是

滦河三角洲地区分布最广的一种类型
,

以滦河 口至大清河 口一带发育最佳
,

它常以较多

的潮流通道与海相连
。

海湾一泻湖主要分布于曹妃甸和东坑尖子一带
,

其滨外坝在 高 潮

时被淹没
,

低潮时露出水面
,

因而它们与外海畅通
,

与海湾相似
,

但又具备 泻 湖 的 特

点
。

这三种砂坝 一泻湖在滦河三角洲地区的分布很有规律
,

自滦河 口至曹妃甸
,

泻湖的封

闭程度越来越差
。

2) 沉积特征 泻 湖沉积主要为灰色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
,

平均粒径 4
.

7一5
.

5

必
,

粘土的含量 占15 一20 %
,

并含少量中砂
,

其中有机质的含量为 0
.

招一 0
.

7 5 %
,

沉积

物的分布因泻湖的类型而异
,

半封闭泻湖 中部物质最细
,

两侧变粗 (图 2 )
,

而海湾一泻

湖内中部最粗
,

向两侧变细
,

但在靠近滨外坝时再度变粗 ( 图 3 )
:

泻湖沉积物 中重矿物含量偏低
,

平均为 3
.

6 3 %
,

大大低于滨外坝
,

仅为后者含量的

十分之一 ( 表 1 )
。

泻湖中重矿物 的种类与滦河河床相似
,

说明其物质来 自滦河
。

重矿

物中角闪石等不稳定矿物含量较高
,

占7 5
.

8 %
,

而磁铁矿等比重大而稳定的矿物含量较

低
,

平均仅为 1 3
.

7 %
。

不稳定矿物与稳定矿物之比为 1 0
.

06
,

与滦河河床沉积接近
,

而不

同于砂坝 (表 1 )
,

这是 由于泻湖水动力较为平静所致
。

泻湖中微体化石的含量和属种随泻湖 的封闭程度和受淡水的影响状况而变化
。

海湾
一泻湖中有孔虫含量丰富

,

可 占粗粒级 的 1
.

5 %
,

每50 克干样中多达 5 00 余个
,

有 35 个属种

之多
:

除广盐性的毕克卷转虫变种 ( A 。。 o 。 l’a b e c c a r : i va
: ) 和缝裂希望虫 ( E 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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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滦河河未摆荡

的界线

图 1 滦河三角洲地区的砂坝一泻湖体系与古河道

F i g u r e . 1
,

B a r r i e r 一la g o o n s e d i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s a n d o ld e h a n n e ls i n 亡h e e o a s ta l

z o n e f r o m L u a n h e r i v e r m o u t h to C h a o f e id i a n ,

H e b e i P r o v 主n e e ,

h f d ‘。。 。 a g o ll a o i e 。。 ) 外
,

尚有浅海窄盐性的瓶虫 ( L a g e n a ) 和缝 口虫 ( F i : s u -

r ‘二 )
,

分异度达 2
.

4 3
,

接近渤海浅海
。

其中的浅海窄盐性属种一般为小个体
,

大 个

体多受到磨损
,

显然是从外海带来的
。

靠近砂坝一侧
,

泻湖 中有孔 虫属种和个体数量显

著下降
,

曹妃甸附近泻湖沉积中每50 克干样仅有 9 种切枚
,

且以广盐性属种为主
。

半封

闭泻湖有孔虫以广盐性属种为主
,

属种和个体数量较前者减少
,

每50 克干 样中有 3 0 0 一 4的

枚
,

分属于18 个属种
,

分异度降低
,

为 1
.

23 一1
.

90
,

优势度增高
,

可达72
.

4一 7 3
.

1 %
。

滦

河 口 附近的半封 闭泻湖又有明显不同
,

主要表现在河 口 泻湖中常见淡水生物有壳变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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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泻湖
、

砂坝
、

河床盆矿物含t 和组合对比表

T a b le 1
.

C o n t r a s t 、 o f t h e e o n t e n t s a n d a s s m b la g e o f h e a v y m in e r a ls in la g o o n
.

b a r r ie r a n d e h a n n e l
.

玉 矿 物 含 几权 形 ) 币 矿 物 组 合 (男 ) {罗 稳定矿物

部 位
O

。

2 5一O
。

(m m )

1 2 5
户

。

32 5一0
。

0 6 3

(了n m ) 样 品敌
角 闪石

绿帘石 样 品数 比 值 样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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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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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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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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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75
。

8 1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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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与贝壳

图 4

的运 移方 向 2
.

砂 与贝 壳的来源 3
.

海蚀 崖

滦河三 角洲地区蛤佗形成和动态

F 1g u r
·

。
,

F o r rn a t i o n a n d d y n a m ie s o f G e t u o in L u a n h e r iv e r d o l土a a r e a

介壳堆积体离岸 1 5 一 2 0 公里
,

周围水深多在 0
.

5一 1 米左右
。

堆积体长 8 00 一 1 0 0 0米
,

宽1 00 一20 0米
,

高出海面 。
.

5一 1
.

8米
,

最高约 3 米
,

走向N E一 SW
,

与该地区强风向垂

直
。

介壳堆积体迎风面呈弧形弯曲
,

滩坡坡 度为 8
。

一 1 0
。 ,

背风面有众多的砂咀
,

致使其

轮廓十分曲折 ( 图 4 )
。

构成介壳堆积体的软体动物主要有三类
:

一类生活于河口 半咸水环 境
,

如 近 江 牡

蜘 ( O : t r e a r io u la r i : G o o la )
,

毛蜡 ( A : e a : u乙e : 。n a t a L f: c hk e )
,

锈凹螺

(C h lo r o : 2 0 , , : a : 。 : t ie a ) 等 ;
第二类生活在泻 湖潮滩

,

如长牡蜗 ( O s t r e a g ‘g a s

T 八;‘, 21
, 。 ,

·

刀 )
,

扁玉螺 ( 入
不。。。 ,

一

i t。 ‘1 1
‘
l。

, , , , a 尸“J i , , 夕 )
,

纵带锥螺 ( B a t 5 1 z a ,
一

za 二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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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i : B r u g :‘公e r e )
,

织纹螺 ( A le e tv io n 厂a r l. c l. /
e r u s 月

.

刀 d a 二 ) 等 ;
第三 类 生

活在水深数米至数十米的近岸浅海环境
,

如密鳞牡蜗 ( O : t r o d 洲 : el a o el l。 : a L f: -

clj lle )
,

栉孔扇贝 ( C lll a o y : 、01 r i : B 。 : 。 ) 等
。

其中第一类动物的介壳数量最多
,

并

且受到强烈磨损和溶蚀
,

有的甚至被风化呈片状剥落
。

泻湖潮滩生长的属种
,

其壳体一

般较完整新鲜
,

但部分小螺壳也受到一定磨损
。

第三类近岸浅海生活的生物壳体
,

既有

受到严重磨损和溶蚀的
,

也有较新鲜完整的
。

不同环境生活的软体动物介壳 聚 集 在 一

起
,

是后期水动力作用的结果
,

山介壳堆积体的形态可知
,

波浪是这些贝壳聚集的主导

因素
。

此 外
, ‘

仪话在河 口 半咸水环境生物介壳的大量出现
,

说明首妃甸海湾
一泻湖 曾 经

处犷已可口地区
,

也是这里曾为三角洲的重要 证据之一
。

介壳堆积体在国外的若于泻湖中亦有发现
,

可见不是偶然现象
。

因此
.

在古泻湖沉

积的研究中似应对这类介壳堆积体给于应有 的重视
。

4) 废弃河 口坝沉积 滦河三角洲地区某些泻湖中至 今保留首占河 口坝
,

大清河 口

泻 i胡内的石 臼JJB 就是一例
。

石臼沱长约 3 公 里
,

宽 0
.

6一 0
.

8公里
,

面积约为 2 平 方 公

里
,

走向N N E 一S SW
,

与海岸斜交
,

离岸 2 公里左右
,

是泻湖中的孤岛
,

周围水深 1
.

0

一 1
.

5米
,

有宽广的潮 间浅滩
。

石 臼沱地形平坦
,

其上散布风成砂丘和低地沼 泽
。

表 层

沉积物为灰黄色
、

灰色细砂
、

粘土质粉砂和粘土
,

具铁锈斑和铁锰结核
,

含植物碎屑
,

植物根系较发育
。

地表以下砂质沉积物的概率累积曲线与长江河口 坝相似
,

缺失推移组

分
。

以石 臼沱的形态
,

动态及组成物质推断
,

它为一古河 口砂坝
,

可能是滦河在16 一 18

世纪于大清河入海时所形成的
。

2
.

滨外砂坝

1) 形态和分布 滦河 口至曹妃甸滨外坝的走向大致为N E一 SW
,

离岸 1 一 20 公里

不等
.

自东北向西南离岸距离越来越远
。

滨外坝常为潮流通道所分开
,

长度 1 一 14公里不

等
,

宽50 一 1 00 米
,

最宽 5 00 一 10 00 米
。

滦河 口 至大清河 口一带的滨外坝高 出平均海平面

1 一 2 米
,

高潮时亦不能被淹没
; 大清河 口 以西至曹妃甸一带的滨外坝则是高潮时被淹

没而低潮时出露
。

滨外坝的向海坡 4 一 6
“ ,

向陆坡 1 一 2
。 。

露出水面的滨外坝往往为风

成砂所复盖
,

或者发育固定
、

半固定的风成砂丘 ( 图版 I
, 2 )

。

滨外坝 自西 南向东北依次错列
,

虽然其 位置愈来愈靠近海岸
,

似前一列砂坝的 一端

总是处 在下一列砂坝的内侧或向岸一侧
。

这种排列方式反映了砂坝形成时代111 西南向东

北逐渐变新
,

这与滦河河床自西向东的定向迁移改道是一致的 (图 1 )
。

2) 沉积特征 滨 外坝沉积物中陆源碎屑 占9卿 j以
_

[
,

为黄 色“
,

细砂
、

细砂
,

含少

量贝壳和贝壳碎片
,

平均粒径2
.

0一 2
.

2价
,

标准 偏差为 0
.

2 5一 0
.

3 5
,

分选极好
,

为典型

的海滩砂
。

沉积物中所含的中砂以上粒级一般含量为20 一 10 %
,

最多可达 6 5 夕石
,

以现代

滦河 口附近的滨外坝的含量最低
。

而曹妃甸一带的滨外坝 的含量最高 ( 表 2 )
。

滨外坝

币矿物的仲类丛 ’洲 ”j湖 泛滦河河 床的相似
,

但含量大大增 高
,

且不稳定可
一

物含址降低
,

德定矿物增加
,

二者的比值小于 1 (表 1 )
。

不同地段的滨外坝
,

其重矿物含量亦有差

异
,

自滦河口 至曹妃 甸重矿物总含量及稳定矿物的含量均 逐渐增加
,

而不稳定矿物及其

与稳定矿物 的比值均逐渐减少 (表 3 )
。

滨外坝石英颗粒表面具有大量Y形坑
,

撞击沟等大量机械撞击痕迹
,

其中有的已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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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滨外坝中砂以上粒级平均含皿

T a b le 2
.

A v e r a g e e o n te n t s o f s a n d s W h i e h a r e Ia l g e r

t lz a n m e d iu m s a n d s i n th e o ffs h o r e b a r r ie r

J也 区 含 从 终 样 品 数
一

{,
亨 妃 甸 3 8

,

8 3 1 0

为订坑尖 子
’

3 6
.

油 } 2

少“
·’!
了
’
J 口 1 3 透

·

。2 ! ] 7

百!乏 抓舀 仁1 1 ()
.

兰3 1 4

l , 、t , ! ,

一
1‘: ! : ’

一
表 弓 不同地段滨外坝重矿物含皿及组合的变化

T a b l(
、

3
.

C }1 。 : 1 9 。 : o f t h o c o ll t o ll 、 a n d a : 、。、。z b la g e o f t ]l e }le a 、 e

d iffe r o n t p la e e s o f tll e o ffs h o 一 e b a r r ie r

0
。

2 5一 0
。

12 5 0
。

1 2 5一 0
.

0 63

地 区

不 捻定
矿 物

(
In m ) (m m )

拐一琳
0

.

8 6形

2
.

1 5书

2
。

9 6 界

1 2
.

9 9 形

稳定 矿物

5
。

9 3

角闪石
、

绿

帘 石 等

钦铁矿
、

磁

铁 矿 等

深河 口

大 清河 口

东坑尖子

6
.

7 4拓

16
.

4 4厂

S G
。

5 。粥

8 5
.

3 5书

6 5
。

8 书

4 9
.

1多

1 0
。

3书 1 2
.

3拓

竹妃甸 0
.

2 6 ’ 9
.

4一 1 6
.

7 书

1 7
.

6拓

3 2
.

6 多

7 7
.

‘多

6 8
.

7一7 9 形 1 1
.

6一 z 4
.

G拓

到化学作用的改造
。

在某些颗粒的化学沉淀层上往往有再遭撞击 的痕迹
,

这反映了石英

颗粒所经历的环境变化
。

滦河地区石英颗粒表面密集的撞击痕迹通常是河流搬运时的产

物
,

进入海区颗粒表面主要出现化学溶蚀和化学沉淀
,

而新鲜 V 型坑切割化学沉淀 层则

是颗 粒在滨外坝上受到强烈作用所致
。

根据探坑和天然露头揭示
,

滨外坝以低角度的交错层理为主
。

在垂直砂坝走向的剖

面上有时层理呈假背斜状分布
,

其向陆坡
,

层理 向陆倾斜
; 另 一坡 则向海倾斜

,

且倾角

与海滩坡度接近
; 砂坝顶部层理近于水平

。

在平行于砂坝走向的剖面上
,

其层理均近于

水平
。

3) 动态 除现代滦河三角洲主要叉道河口 附近外
,

大部分砂坝受到侵蚀而后退
,

滨外坝的向海一侧常常出露泻湖淤泥 ( 图 I
, 3 )

,

出现波浪浸蚀的陡坎 ( 图 I
, 4 )

和根系暴露而倾倒死亡
。

一些地方滨外坝逐渐被改造
,

面积缩小
,

沉入水下
,

曹妃甸就

是最好的例子
。

根据历史文献 资料
‘ ) ,

唐初 (公元6 30 年左右 ) 以来
,

就屡有海船在曹

妃甸一带遇难的记载
,

可见当时曹妃甸已经存在
,

传说方圆40 里
。

清同治八年 ( 1 8 6 9 )

为设置灯标而进行现场勘查时
,

曹妃甸已成为长四里宽二里的孤岛
。

光绪十六年(1 89 0)

滦州志附图中标出了曹妃甸上的庙宇
、

石碑
、

水井
、

渔铺
、

草沱等的位置
,

可见90 年前

1) 天津 历史博物馆
,

华北平原的地震
, 1 9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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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仍为适于人类居住的砂岛
。

1 8 9 6及 19 0 0年该岛遭受两次海啸和大潮暴 风 浪 的 袭

击
,

逐渐变得不适于人类居住
,

以至那里的庙宇
、

房 舍
、

渔铺等早已荡然无存
。

4) 潮流通道沉积 滦河三角洲地区潮流通道的深度和宽度随泻湖的容量而变化
,

自滦河口 至曹妃甸泻湖的容量不断增大
,

潮流通道也不断增宽加深 (表 4 )
。

潮流通道

的出口具有一定 的方 向性
,

滦河 口至大清河 口大多向西南偏转
,

大清河 口潮流通道与海

岸线近于垂直
,

而东坑尖子东西两侧的二沟和老龙潭潮流通道 口偏向东南
。

大清河口 以

东的各潮流通道 出口 向西南偏转
,

反映了泥沙沿岸运动的影响
; 大清河 口以西的潮流通

道 口 的偏向则表明它们受沿岸泥沙的影响甚微
,

而是在潮流作用下 自身演化的结果
。

表 4 湘流通道的深度和宽度

T a b le 4
·

D e p th a n d w id t h o f t h e t id a l e h a n n e l

i明 海 通 道 深 度 (米 ) 宽 度 (米 )

臭 沟 子

大清河 口

5 一 6 3 0一 5 0

7 一 8 2 0 0一 3 0 0

二 呈匀

老 龙 潭

8 一 1 0

18一 2 0

8 00一 1 0 0 0

潮流通道 出口一般发育拦门沙
,

是落潮形成 的潮成三角洲的雏形
。

拦门沙上水深最

小
,

以大清河 口为 例
,

据 1 9 7 8年实测
,

潮流通道深 7 米
,

最深处达 17 米
,

而拦 门沙 (河

口坝 ) 上水深则不足一米
。

拦 门沙位于潮流通道 口外
,

经常受到波浪的强烈作用
。

潮流通道沉积物为灰黄 色
、

灰色细砂
,

中细砂
,

平均粒径为 1
.

99 一 2
.

12 必
,

标 准 偏

差为 0
.

32 一 0
.

4 9 ,

分选好
。

中砂以上粒级平均含量为
‘

44
.

7 5 %
,

最大可达 5 6 %
。

在二沟及

老龙潭潮流通道内沉积物含大量贝壳碎屑
,

而大清河 口 以东的潮流通道内贝 壳 含 量 甚

少
,

可能与这里陆源碎屑物质来源较多有关
。

潮流通道 内石英颗粒有两种
,

一种为极圆状
,

乳白色
,

有人称之为珠状砂
,

是滦河

所特有的特征矿物
,

它出现的地区即是滦河沉积物扩散的范围
1 )

。

另 一 类 石 英 颗 粒

则是次棱角状
。

两种石英颗粒表面均有机械撞击痕迹
,

特别是取自二沟和老龙潭的石英

颗粒表面见有碟形坑
。

在滦河三角洲地区
,

碟形坑是风成砂丘上颗粒表面典型的撞击痕

迹
,

可见砂粒在进入现今环境 以前 曾处在陆上
,

受到过风力的搬运
。

目前
,

东坑尖子滨外

砂坝两侧的老龙潭潮流通道 离岸 10 一 15 公里
,

选作电镜扫描的颗粒一般为 2 50 一 5 0 0终 ,

把它们由陆上搬运至此
,

决非现今风力所能达到的
。

由此推断
,

与潮流通道相联系的曹

妃甸及东坑尖子一带的海湾
一泻湖曾经是陆地

,

其上发育过风成砂丘
,

类似今 日的 石 臼

沱
。

3
.

滨外浅水地带

滨外坝之外的近岸浅水地带
,

沉积物粒度分布一般遵循海岸带正常分布规律
,

沉积

物向海逐渐变细
,

砂质沉积物位于水深 0 一 5 米 的地带
,

向外则变为粉砂和 粘 土 质 粉

1 )李凤林
,

滦河 变迁与冀东平原 第四 纪
, 1 9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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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底坡度和缓的地区往往有水下沿岸砂体
,

沉积物出现局部 的粗化现象
。

根据东

坑尖子滨外地带地层剖面揭示
,

滨外坝的外侧于厚约 3 一 4 米的水平层之下发现向海倾

斜的沉积层
,

其厚度约为 5 一 6 米
,

平均坡度为 5 编左右
,

这和滦河现代三角洲前缘的

坡度 ( 4
.

3编 ) 很接近
,

而且近岸一侧较陡
,

向海坡度变缓
,

并趋于水平 ( 图版 1 5 )
。

浅层剖面仪所记录的这种沉积层结构与三角洲沉积结构极其相似
,

似乎表 明那里是沉沦

于海底的古三角洲沉积
。

4
.

三角洲层序

白滦河 口至曹妃甸沿岸陆上宽约20 一30 公里的地带内
,

大量钻孔揭示
,

冰后期沉积

层 由下部的正旋回和上部的反旋回构成 ( 图 5 )
。

下部 的正旋 回底部是灰白 色 含 砾 砂

层
。

向上变为 中细砂
、

细砂及粉砂
、

含 贝壳碎片
。

顶部 则是青灰色粘质粉砂和粉砂质粘

土
,

可见铁锈斑及锈黄色条带
,

植物根系发育
,

含少量广盐性有孔虫并见有壳变形虫及

盾形化石
。

这个下粗上细的沉积层序表明它们是海进的情况下受海水影响的河流层序
。

该层序以上是富含海相微体化石的灰色泥质沉积
。

向上变为黄色分选 良好的细砂
,

含贝壳碎片及云母
,

此外其中既含有孔虫及海相介形虫
,

同时亦有盾形化石及丰富的植

物碎屑
,

属于海陆过渡相沉积层
。

顶部则是具有陆相特征的砂泥质沉积
。

这样一套 自下

而上 沉积物 由细变粗
、

顶部又变细
,

分选性 由差变好再变差
,

海相性逐渐减 弱 的 反 旋

回
,

则是在海退情况下发育起来的三角洲层序
。

这和九间房附近钻孔所揭示的滦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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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沉积层 序 完全一致
。

因此
,

滦河砂坝一泻湖海岸的近岸地带具有典型的三角洲 层

序
,

说明那 里曾是古滦河三角洲分布的地区
。

二
、

三角洲废弃与砂坝一泻湖海岸的形成

1
.

砂坝一泻湖海岸的形成

砂坝一泻湖海岸的产 卜关键久于滨外坝的形
JJ

交
,

而i宾外坝的形成历来就是
一

个 争 论

的问题
,

滦河三角洲也不例外
。

3 C : , K o B ; : : 根据滦河 口至曹妃甸沿岸地 带 的 常 风向
、

强风向及砂咀的指向
,

认为这一带滨外坝 是由起源于滦河 口 的沿岸泥沙 运 功 产 生的
。

这虽 然 与砂体的某些地貌特 tl1
一

和风浪资料相符台
,

{!毛却
一

,少 一 系 列 歼实 相 矛 后
。

首

先
,

在海岸地带泥沙沿岸运动
‘

1
, ,

当沉积物为细砂以 卜位级时
,

离物源愈远
,

沉积物愈

细
。

滦河三角洲地区滨外坝主要是细砂以上粒级
,

在自滦河 口向西 南的搬运 过 程 中 应

逐渐变细
。

然而 该地区 的滨外坝沉积物离 i奈河 日 愈远却愈扭
,

重矿物总员及其中的比重

大而稳定的磁铁矿
、

认铁矿
、

石榴石等含量愈高
。

其次
,

若滦河 口 至汀纪甸的滨外坝是

由现今滦河口排 出之泥沙向西南运移而产生的
,

那 么
,

滨外坝至少应处 在平衡状态
,

或

略有增长
。

然而 目前这里的滨外坝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侵蚀
,

不断后退
。

第三
,

深水区

往往是粗粒沉积物和比重较大的重矿物的所谓
“

不可通过区
’夕 。

根据里海地区的资料
,

磁铁矿
、

钦铁矿 沿岸大量搬运是在水深小于 4 米的地带
,

而在山东半岛 南 部
,

则 主 要

是在 5 米水深以内
。

渤海的面积远 小于里海和南黄海
,

风浪 较 两 海 区 也 要 弱
,

这 类

重矿物大量搬运的地带水深当不会超过 5 米
。

然而二沟和老龙潭水深均超过 1 0米
,

这类

重矿物经沿岸流大量被搬运到曹妃甸是位得怀疑的
。

第四
,

若这里滨外坝 由泥砂沿岸运

动造成的
,

将无法解释 各期滨外坝依次错列及大量古三角洲遗迹的存在
。

因此
,

要解释

滦河 口至曹妃甸砂坝一泻湖的成因
,

必须寻求另 外的途径
。

应当指 出
,

本地区确实存在着 自滦河 口 向西南的宁剐牡泥沙流
,

它虽不是滨外坝形成

的主要原因
,

但确是改造滨外坝的重要因素之一
。

2
.

滦河三角洲的废弃

滦河三角洲属波浪型三角洲
。

在其正常的发育过程中也形成典型的砂坝
一

泻湖 沉 积

体系
。

由滦河现代三角洲的演变可知
,

又道废弃之后
,

其两侧的滨外坝一方面向内陆移

动
,

另一方面逐渐变得平直
,

而泻湖则因三角洲平原的沉陷和潮沟的溯源侵蚀而逐渐增

宽
,

这样就使砂坝一泻湖体系发育得更加典型
。

现代滦河三角洲两侧在本世纪初以 前 曾

是滦河入海的主要地区
,

无疑曾发育过三角洲
,

而现 今那里则存在砂坝一泻湖 体 系
,

可

见它们是 由古滦河三角洲演化而成
。

根据历史资料及卫星照片判读
,

老米沟
、

湖林 口
、

大清河 口
、

东坑尖子
、

曹妃 甸都曾经是滦河入海的地区
,

因此这里的砂坝一泻湖沉 积 体

系可能都是由废弃三角洲改造而成的
。

这一推 论与滦河 口至曹妃甸沿岸听保留的大量河

口三角洲遗迹是吻合的
,

同时与滦河的改道变迁也是一致的
。

山历卫典籍和C
‘ 4

测年 资

料可知
,

滦河 白西向东定向改道迁移
,

最早在柳赞一带南流入海
,

在曹妃甸地区形成三

角洲
。

该三角洲可能是突出海中的半岛
,

因而 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 人们可 以自山到达这

里
。

广阔的三角洲平原上发育了沼泽湿地
,

零星散布风成砂丘
。

河 口附近 的泥滩中则生

长了近江牡蜗一类的软体动物
。

其后
,

河流改道
,

三角洲前缘受到波浪潮流的改造
,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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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坝 内移
。

三角洲平原因海洋因素的作用及沉积物的压实沉陷而淹没于水下
,

滨外坝则

逐渐成为低潮出露
,

高潮被淹没的砂体
,

构成曹妃甸海湾
一
泻湖

。

滦河随后由大庄河
、

大

清河
、

湖林口 及老米沟依次入海
,

分别形成各自的三角洲并 经历了与曹妃甸相似的演化

过程
,

产生相应的砂坝
一泻湖体系

。

由于三角洲废弃时间不同
,

砂坝
一泻湖体 系 也 有 差

别
。

曹妃甸
、

东坑尖子三角洲形成时间较早
,

因而这里发育海湾一泻湖体系
,

大清河 口
、

湖林 口
、

老米沟三角洲废弃时间较晚
,

产生半封闭泻湖
。

由于滦河 自西向东依次改道
,

三角洲相继废弃
,

滨外砂坝 自西南向东北依次错列
。

自滦河 口至曹妃甸三角洲废弃时间

愈来愈早
,

波浪对滨外砂体改造的时间愈长
,

愈益充分
,

致使粗粒物质和重矿物富集
,

砂体的成熟度提高
。

三 角洲废弃
、

物源减少或断绝
,

本地区滨外坝 自然要受到侵蚀
。

此

外
,

虽然三角洲废弃
,

外形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
,

但仍然保留着三角洲层序 和 沉 积 结

构
。

总之
,

滦河 口 至曹妃甸为古滦河三角洲发育区
,

砂坝一泻 湖体系是三角洲废弃 后 被

改造的产物
。

3
.

砂坝一泻湖体系的发育阶段和发展方向

在我国东部海岸三角洲地区
,

泻湖可以分为海湾
一泻湖

、

半封 闭泻湖和封闭泻湖等几

种类型
。

它们既是泻湖的类型
,

也代表着泻湖的不同发育阶段
,

而其发展序列则取决于

海进海退
。

海进情况下
,

泻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是
:

封闭泻湖
一

半封闭泻湖一
海湾

一泻湖
,

最终转化为海域
;
海退情况下

,

泻湖的发育序列为
:

海湾
一泻 湖
一

半 封

闭泻湖
一

封 闭泻湖
,

最终成为陆地
。

海进可能由于世界性海面上升
,

或区域下降
、

或

沉积物来源减少而引起
;
海退则可能因世界性海面下降

、

或区域 L升
,

或沉积物来源增

加而产生
。

滦河口 以西至曹妃甸地区砂坝
一泻湖体系是滦河改道

、

物源减少或断绝
,

侵蚀 作 用

使该地区发生局部海进的情况下发育的
,

因而砂坝一泻湖沉积体系基本遵循海进时 期 砂

坝一泻湖的发育规律
,

其发展方向为半封闭泻湖
一

海湾泻湖
。

曹妃甸
、

东坑尖子一带
,

滦河改道
,

物源断绝最早
,

因而发育海湾
一泻湖

;
湖林口

、

老米沟一带滦河改道较晚
,

故

形成典型的封 闭泻湖 ; 大清河 口地区滦河改道废弃的时间界于二者之 间
,

这里发育了开

放性程度较大的半封闭泻湖
。

总之
,

泻湖的封闭程度反映了滦河三角洲废弃的时间序列
。

本文的微体古生物资料 由汪 品先等分析
,

附图由何福英
、

王 秀雅
、

吴美 英 同 志 清

绘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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