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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口海岸带沉积物的床面

形态及层理构造

李 凡
中 {li1 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

青 岛 )

各种类型的沉积物床面形态及层理构造大量保存在沉积岩 中
,

成为恢复古沉积环境

和古地理的重要标志之一
。

1 9 8 1年
,

作者在山东 白沙 口海岸
,

对海岸带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床面形态系列及层理

构造进行了观测
,

并对其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
。

自沙口位于山东半岛南岸
,

五皇岛湾的西南隅 ( 图 1 )
.

面对浩瀚 的黄海
,

为沙坝

、一、
�2/

圈 1 白沙口位皿图

F 1 9
.

1 L o e a t i o n o f B a i s h a k o u

泻湖海岸
,

湾内岸线平直开阔
。

白沙 口
,

实指白沙滩河泻湖的入海 口
,

是一 个 潮 汐 通

道
。

通道出口处
,

由于泥沙累年倾泻
,

河流逸流
、

潮流和海浪的综合作用
,

发育有泻湖

口三角洲
。

三角洲上沙体发育
。

三角洲的东面和西面
,

受通流影响逐渐减弱
。

那里有较

为典型的沙质海滩剖面
、

剖面上有水下岸坡
、

海滩
、

沿岸沙丘等地貌单元
。

此外
,

在拦

沙坝的东西面有一个小泻湖
,

小泻湖前有干枯 的潮汐通道
。

在上述地貌单元
_

L
,

由于泥

沙来源及沉积环境的不同
,

形成了不 同的床面形态及层理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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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海滩上床面形态的分布系列

1
.

不对称波痕

所 见之不对称波痕的尺度较小
,

属小型波痕
。

波长 ( L ) 10 一20 厘米
,

波 高 (l I )

1 一 2 厘米
,

波痕指数 ( L / H ) 6 一10
,

对称指数 1
.

3一 1
.

8
。

波峰连续
。

组成物质为细

砂或粗粉砂
,

平均粒径 。
.

08 一0
.

2毫米
,

粒径分布为波谷粗 (有较多的粗砂
、

中砂颗粒 )
,

波峰细
。

此类波痕主要分布在海滩内侧的平坦低洼部分和低潮线附近
。

水动力条件为弱

的振荡性水流
,

流速明显不对称
。

2
.

对称的平顶波痕 ( 图版 I
,

1 )

此波痕的形态特征为波峰宽而平
,

谷为半圆形或矩形
,

波峰连续
,

平行 或 成 音 义

状
,

或有弯 曲
,

波长35 一40 厘米
,

其峰宽可达20 一25 厘米
; 波高 6 一 8 厘米

,

波痕指数

5 一 6
,

两侧对称
。

剖面常见有粗砂
、

细砾底积层和细砂
、

粉砂的前积纹层
。

前积纹层

往往以暗色矿物的富集表现得较为明显
。

浅色矿物颗粒较粗
,

并杂 以贝 壳 碎 片
,

层 厚

0
.

5一 1
.

0厘米
,

总暗色矿物较少
,

前积纹层常难以辨别
。

平顶波痕在本区分布较广
,

一般分布在泻湖三角洲上沙质堆积体的迎浪波及沙体脊

部较平缓的地区
,

其波峰线平行于水边线
,

与砂体走向平行或垂直者皆有
。

其成因可分

两种
,

一种是在较强的冲流和 回流的往复作用下形成的
,

另一种则是振荡性水流
,

加上

侧向水流对于波痕的改造作用形成的
。

在沿岸砂堤的坡角与海滩席状沙堆积体之间的凹

地上 出现的中型平顶波痕
,

就是激浪冲流和回流相遇
、

迫使水体侧向移动产生局部沿岸

流
、

冲刷了原有的波痕形成的
。

既然平顶波痕的波峰线有垂直于沙体的
,

也有平行于沙体的
,

而且沙体走向也不一

定与岸线的走向一致
,

因此
.

很难根据波 痕的走向来判断沙体或岸线的方向
,

它只能作

为海滩环境的标志之一
。

3
.

千涉波痕 ( 图版 I
,

2 )

调查区海滩上 由于堆积体发育
,

海浪向岸边传播时往往受地形影响而发生折射和绕

射
,

使海滩上的波向复杂多变
。

一个沙体上若受两组不同方向的海浪作用
,

便产生了斜

交的或纲格状的干涉波痕
,

这是一种不同方向的波痕的迭覆现象
。

图版 I
, 2 为泻湖口

三角洲 内 4 号沙岗南端的干涉波波痕
,

主 波痕为南向强浪的作用
,

次波痕为南向海浪经

过绕射后
,

从西南方向作用于沙体而成的
。

平涉波痕的存在说明该沙体的规模不大
。

三

角洲外的沙体上很少发现这种干涉波痕
、

若偶然出现
,

尺度也很小
。

干涉波痕按其中两组波痕的大小对比
,

可 以分为均衡的和不均衡的两种
,

前者指两

者波痕的尺度基本相等
,

后者指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

其成因与他们出现的地貌部位

及动力条件有关
:

4
.

回流痕

回流痕平面上呈菱形
.

也称菱形波痕
。

其锐角 一 般为 10 一 60
,

锐角顶角 附 近的颗

粒较粗
、

为中砂
、

粗砂
,

高约 0
.

5厘米
,

沿菱边向外粒度变细
、

高度趋于平 坦
。

回 流痕

分两种
、

一为大型的
,

仅在 4 号沙岗脊部出现
,

长达 1 米左右
,

大致相当于 R e in e
ck 等

人的
“

菱形大波痕
”

( 图版 I
、

3 )
,

另一种是小型的 ( 图版 I
, 4 )

,

长约10 一20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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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为细砂
、

粗粉砂
,

仅在沿岸沙堤的向海坡出现
。

回流痕形成的动力条件是水层薄
,

流速相对较大
。

据现场观测
,

当水 深 0
.

05 一 0
.

1

米
,

流速为 0
.

7一 1
.

0米/秒时
,

即见有回流痕
。

沿岸沙堤上的回流痕经常是由 于 滩面
_

L

的细小砾石或贝壳等阻挡回流
,

使水流改变方向
,

形成燕尾式侧向堆积形成的
。

5
.

渗流痕 ( 图版 I
,

5 )

在沿岸沙堤的下半部
,

由于渗流冲刷床面形成渗流痕
,

其外形成树枝状或辫状等
,

整体走 向与岸线垂直
。

由于渗流的侵蚀作用
,

将细粒物质向海搬运
,

因此
,

渗流痕的组

成物质多为粗砂
、

细砾等
。

由于渗流的流速较小
,

流程短
,

而且
,

仅在落潮到一定阶段才

表现出侵蚀作用
。

因此
,

渗流痕的相对高差一般只有0
.

5一 1
.

0厘米
,

很少大于 2 厘米
。

渗流的流向指向海
,

辨别渗流指向最明显 的标志是在渗流痕的源头有细 小的羽毛状

沟痕
,

它与主流痕呈锐角相交
,

交角的指 向则为渗流的流向
。

大风浪过后
,

由于海滩受侵蚀变陡
,

渗流流速增加
,

渗流痕的规模相应增大
.

因此
,

渗流痕的规模往往能够为海岸动态提供一定的线索
。

6
.

平坦床面

平坦床面是沙体表面平坦
,

其上不出现凹凸起伏的波痕或流痕的床面
。

它们分布在

沿岸沙堤的 上半部
,

或海滩上沙体坡度较大的斜坡上
。

就本区而言
,

坡度大于去时
,

床面
, 曰 产 万

仪 ~
’‘ 咨

一
’ H r ’

~
,

,
r

, 一仪 一~ ~ ~
z 、 H 钾

们叭一
“

~ 一 ~
’‘叼 曰

’

~ ~
了 、 “

2 0 ” J ’ 声,
, 、

四

上波痕消失
,

形成平坦床面
。

显然
,

这是 由于冲流和回流的流速较大的缘故
。

据观测
,

当波高 1 米时
,

沿岸沙堤上冲流流速可达 1
.

7米 /秒
,

回流流速约 1
.

1一 1
.

2米 /秒
,

此时
,

沙堤上除了出现近似于平坦床面的流水线理外
,

基本
_

L为平坦床面
。

7
.

残 留浪成波戒 (图版 I
,

6 )

残留浪成波痕类似于舌状波痕
,

分布在沙体边缘
、

靠近潮汐通道附 近
。

波 峰 不 连

续
、

异相排列
。

此类波痕是 由于水动力条件的变化
,

流水 (潮流或逸流 )侵蚀原有 的对称

或不对称波痕形成的
。

波痕的边缘
、

存在着流水侵蚀的痕迹
、

但是
,

流水的速度不大

能量较弱
。

8
.

0 形侵蚀坑 ( 图版 I
, 了 )

D 形侵蚀坑平面上成
“ D

气,

字形
、

或新月形
,

波峰连续
,

异相排 列
。

长 0
.

8一 1
.

5 米
,

宽约 1 米
,

高0
.

2一 0
.

3米
。

主要分布在小泻湖口干枯的潮汐通道内
。

其物质 组 成 为 粗

砂
、

砾石
,

杂以贝壳
。

调查 区内的D 形侵蚀坑是 1 9 7 4年 7 月形成的
,

当时
,

由于东 南向

大浪的作用
,

小泻湖口 的沙咀连成沙坝
,

泻湖与外海隔绝
,

通道逐渐干枯
。

通 道 内 坡

度平缓
。

在沙坝形成的过程中
,

强劲的潮流顺通道流入湖内
,

其流速达 1
.

5一 2
.

0米 /秒
。

由于潮汐作用
,

水深不断变化
,

当水深小于0
.

3米时
,

上述流速的弗洛德数即可大于 1 ,

成

为急流
。

此时水体涡动强烈
,

产生局部侧向侵蚀
一
堆积作用

。

因此
,

D 形侵蚀坑 是 在急

流缓坡条件下形成的
。

除了上述床面形态 以外
,

尚有气泡沙构造
、

风成沙波痕构造 ( 图版 I
, 8 )

,

及生

物孔穴构造等
。

风成沙波痕分布在高潮线以上的沿岸沙堤的向陆坡
。

波长10 一 15 厘米
,

波高 1 厘米左右
,

波痕指数 10 一15
。

风力增强时
,

波长可增至35 一40 厘米
。

其粒度分布

为波峰粗 (粗砂
、

细砾 )
,

波谷细 ( 中砂或细砂 )
。

生物孔穴构造一般位于沿岸沙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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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陆坡
,

直径 3 一 5 厘米
,

深度有时达0
.

8米
,

为沙蟹穴居的场所
。

由于这 种 生物孔穴

能够贯穿沙层层理
,

并形成孔穴充填构造
,

易于保存
,

因此
,

常可作为高潮线 以上沿岸

沙堤沉积环境的标志之一
。

上述各类床面形态
,

按其形成条件
,

有规律的分布在海岸带不同的地貌部位
_

L
,

构

成 了特定的共生组合 (图 2 )

习、
一

泻朔

一魂子字星
喊井才

:

卜\ ~
卜二卜

~子兰骂上
召

{氏潮线

卜�划演称哀十�的卜液顶痕沁流呵流

父形波
�叹川一宋而

风沙成波痕

妻

八州内河味

臀声若
·

户珠
潮 汐通道 内

备髦
‘

图 2 白沙口沙坝泻湖海岸床面构造序列及层理构造

F 19
. 2 B e d s t r u e tu r e s e r i e s a n d b e d d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s o n

t h e b a r r i e r 一 la g o o n e o a s t o f B a i s h a k o tl

应当指出
, _

匕述各床面形态的出现部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作用于床面上动力

条件的改变而变化
。

1 9 7 8年 9 月
,

4 号沙 岗脊部发育着平行于沙岗脊部的平顶波痕 ( 图

版 I
, 1 )

,

1 9 8 1年10 月观测时
,

则为平坦床面或大型回流痕 ( 图版 I
, 3 )

。

5 号沙

滩上
、

1 9 7 8年 9 月出现尖顶或圆顶的波峰连续的小波痕
,

19 7 9年 了月
.

山于南向大浪的

强劲作用
.

则出现大片
“
D

”

形浸蚀坑
。

由于床面形态的局限性和多变性
,

在现代沉积环境的研究 ‘1
, ,

以从推测 . f}
‘

代沉积环

境时
,

应当重视床面形态的共生组合
。

二
、

沉积物的层理构造

1
.

海滩上沉积物的层理构造

主要指沿海沙堤 以外的海滩席状沙部份
。

为了叙述方便
,

将潮汐通道也放入本节
。

由于沙体的移动及冲淤变化
,

形成了各种层理构造
。

在海滩上一部份沉积物剖面 中

多见有 由
“

波痕层
”
构成的单一层组

,

层面平直
、

或呈现断续的小波状层理
,

同时见有

薄层的粒级层理及粗砂
、

细砾
、

贝壳透镜体
。

暴风浪之后
,

剖面上也出现小型槽状交错

层理
。

大型槽状交错层理仅见于干枯的潮汐通道内 ( 图版 I
,

g )
,

它们具有层面向下

弯曲
、

呈反抛物线状的前积层
。

前积层多为粗砂
、

砾石
、

贝壳层
。

槽状交错层的厚度为

3 0一4 0厘米
,

平行于流线方向上的层面 曲率小
,

垂直于流线方向上的层面曲率大
。

2
.

沿岸沙堤的层理构造

沿岸沙堤的层理构造具有 由暗色矿物和浅色矿物的砂或粉砂纹层组成的大型板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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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层等多种特征 ( 图版 I
,

10 )
,

现就以下两例说明
。

图 3 一 1 位于B M : 7

断面沿岸沙堤脊部的向海坡
,

自下而上的层序为
:

( 5 ) 中砂细砂及粉砂纹层互层
,

间有薄的砾石
、

贝壳夹层
。

纹层厚 约 0
.

2一 2 毫

米
。

下部有波状压扁构造
。

( 4 ) 粗砂砾石贝壳层
,

向海倾斜尖灭
。

在平行于岸线的剖面上表现出中间厚
、

向

两侧尖灭的透镜状
,

它们是埋藏的高潮线附近或滩角附近的小砾石贝壳堆
。

( 3 ) 一 ( 1 ) 均为由浅色矿物和暗色矿物的细砂
、

粉砂纹层组成的板状交错层
。

与岸线垂直 ~ 海
与岸线平行

圈 3 一 1

T h e B e d d in g

BM I : 断百沿岸沙班上部向海坡层理构峨

F 19
.

3 一 l 5 t r u e t u r o s o n tli e s o a w n r (1 s lo P。

0 f th e u PP e r p a r t o f 士h e lo n g s h o r e b a r o e o r

BM 一: 5 e e s t io n

( 3 ) 与 ( 4 ) 斜交
,

交角小于 10
。 、

指向海
、

表现了其间沿岸沙堤有侵蚀后退的现象
。

(声 ) 一 ( 1 ) 层之间的交角皆指向陆
、

其间基本
一

L为加积作用
,

表现出沿岸 沙 堤有向

海增长的现象
。

图 3 一 2 系 B M , ‘

断面沿岸沙堤偏向陆坡的实测剖面
,

其层理特征自下而上为
:

( 4 ) 中砂细砂互层
,

夹有砾石透镜体
。

该透镜体在垂直于岸线的剖而 上 向 海 尖

灭
、

平行于岸线的剖面上向两侧尖灭
。

与岸线垂直~ 海 与岸平形

( l )

_

叹匕
( 3 )

( 4 )

F i只
.

3 一 2

一一
一一

”六, 片竹州州
气气~ 二二气尸二二丁二 气, 二二爪 二下二二 不 ‘

二 工
。 ··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云= 三三三三三三

,, ~ ~ ~~ ‘ . 山~ 一户~ 州~~ 目目

竺竺

一
Z介

一一- 闷巨~ ~ 叫. . . ‘~~~

二二

三三益全共二= = 二二
主主互三三茱三二= 二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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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浅色矿物和暗色矿物的细砂粉砂互层
,

中有薄层砾石贝壳夹 层
,

与 下 伏 的

( 4 ) 层斜交
,

交角小于 15
“ ,

指向海
,

说明岸线受侵蚀后退
。

( 2 ) 暗灰色中砂细砂层
,

夹有波状粗砂细砾贝壳层
。

上部为粉砂
、

细 砂 纹 层 互

层
,

向陆变薄
、

尖灭
,

交角指陆
,

表现为加积作用
,

岸线增长
。

( 1 ) 浅色矿物和暗色矿物纹层互层组成的板状层理
,

上部有两层暗色矿物富集的

薄层
。

纹层厚 0
.

5一 2 毫米
,

总厚40 厘米
,

有 虫孔充填构造
。

综上所述沿岸沙堤的层理构造有 以下几个特征
:

1
.

剖面上普遍发育由细砂和粉砂粒级的浅色矿物和暗色矿物纹层互层组成的板状

交错层理
。

纹层互层显然是在潮汐作用下冲流和回流不断作用的结果
,

也是沿岸沙堤层

理构造的基本特征 ( 图版 1
.

1 0 )
。

2
.

板状交错层在沙体的不同方向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

垂直于岸线的剖面上
,

交错

层的倾角一般小于 1 5
“ ,

最大可达 3 0
“ .

平行于岸线的剖面上主要表现为平行状
,

或小型

波状
,

若有交错层
,

交角皆小于 1 0
“ 。

3
.

常见有粗砂
、

细砾及贝壳透镜体
,

在垂直和平行于岸线的方向上表现出不同的

特征
。

4
.

有虫孔充填构造
,

这是沿岸沙堤高潮线以上沉积环境的重要标志
。

三
、

泻湖内的床面形态及层理构造特征

白沙滩河泻湖是湾 口沙坝分隔海湾形成的
,

白沙滩河注入其中
。

由于河流的侵蚀基

准面较低
.

泻湖内仍有一段河床延伸
。

泻湖内床面上
,

除 了河床 内有小型沙波及波痕以

外
,

由河岸向湖岸依次出现沙质平坦床面
,

泥质平坦床面
。

在泥质平坦床面
_

匕发育有泥

契和潮蟹的洞穴 ( 图版 卜 1 1 )
.

湖滩上长有盐篙和芦苇
。

自沙滩河为丘陵区季节性河流
.

枯水期基本断流
。

泻湖内在涨落潮的影响下
.

先期

沉积的细粒物质被搅动悬浮
,

再沉积形成粘土层理
。

汛期山洪暴发
,

沙石俱下
,

形成湖

内粗粒沉积
。

由于汛枯交替
,

湖滩上形成 泥层和沙层的水平层理互层
。

靠近河床区有时

也出现小型交错层理
。

由于输入物 中以沙为主
,

故泻湖内沙层发育
。

汛枯交替形成的水

平层理互层是泻湖滩上层理构造的主要特征
,

同时
,

湖滩上洞穴构造发育
。

由于生物活

动频繁
,

常使层理搅动
,

或成无层理构造 ( 图版 I
,

12 )
。

此外
,

由于植物 残 体 的 腐

烂
,

剖而 卜常见有黑色有机质条纹和斑块
。

四
、

影响床面形态和层理构造的因素

床面形态及层理构造的发育及其特征
,

与水动力条件
、

地形坡度
、

及沉积物颗粒大小

有关
。

A lle n
曾指出

,

随着水流速度的增加和水深的减小
,

沙波脊部也由连续的直 线型变

为弯曲的
、

不连续的新月型
,

R c in e c k等人认为
,

前积层的形状与底部流速的 大小有关
,

即随着流速的增加
,

沉积物由推移荷戴转为推移和悬移荷戴的共同作用
,

前积层也由角

形发展为切线形
、

曲线形
、

床面形态也由波痕变为平坦
。

Cl if to n
曾经用底 部 水分子的

最大轨道速度 ( V m a x )
、

流速的不对称性 ( △U m )
、

泥沙的平均粒 径 ( D )
、

和波周

期 ( T ) 等四个参数建立起浅水波形成的沉积构造模式〔4 〕等
。

海滩上的水动力条 件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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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岸坡或近岸浅海等有所不同
,

由于潮汐作用
,

海滩周期性地被海水淹没
、

水深也有无

水一浅水一
较深水等周期性变化

,

因此
,

作用于海滩上的水动力因素
,

除了潮流
、

海浪等

以外
,

以冲流和回流为主要特征
,

因此
,

影响海滩上床面形态及其分布的主要动力因素

是冲流和回流的性质
。

假定床面坡度和泥沙的粒度不变
,

随冲流和回流流速的增大
,

床

面形态将由平坦变为~ 波峰连续的不对称波痕~ 波峰连续的平顶波痕或干涉波痕一回流

痕一平坦 , D 形侵蚀坑 (坡度较大的堆积体上无此类型 ) 等
。

初始的平坦床面为流速小

于泥沙起动流速条件下形成的
。

坡度对于床面形态的影响也很显著
。

小型波痕和 D 形侵蚀坑出现在坡度 较 小 的 地

区
,

前者多在堤间凹地
、

平坦的海滩席状砂区
,

后者多在坡度平缓的潮汐通道 内
。

平坦

床面多分布在坡度较大的地区
,

如沿岸沙堤向海坡的上部
,

以及海滩上的陡坡处
。

沉积物粒径对床面形态的影响
,

一般表现为细砂
、

粉砂区
,

波痕幅度较小
;
粗粒沉

积物区
,

波痕幅度较大
。

回流痕 ( 或菱形波痕 ) 是水层薄
、

流速大的条件下产生的
。

大型回流痕见于海滩堆

积体的顶部
,

坡度平缓
,

小型回流痕则见于沿岸沙堤向海坡的中部
、

坡度较陡
。

上述因素对于层理构造的影响表现为
,

沿岸沙堤上
,

在薄层的激浪冲流和回流的作

用下
,

形成 由纹层互层组成的大型板状交错层
,

槽状交错层是在急流缓坡条件下形成的
。

综上所述
,

可将冲流 (和回流 ) 流速
、

海滩坡度
、

及沉积物粒度等与床面形态等的

关系用下图表示
。

坡度< 1 % 、

坡度> 1 %

2 0
_

2 4 6 d (今)

B
,

B,
一

回流痕 D
, 一

D 形径蚀坑 T
尹 一

柑状交错 层 L
、

L,
一

平面床面 W
产 一

小型波痕 W
、

W
户 一

中型波痕或 平顶

波痕

日 4 海滩上涟班 ( 以纬借位傲F : 衰示 )位径
、

床面坡度与床面

构造
,

层理构造的关系

F 19
.

4 R e la t io n s五ip o f the v e lo e ity o f s w a sh a n d b a e k w a s h
,

g r a in s i z C a n d

b e d s lo p e w ith the b e d a 幻 d b e d d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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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根据交错层特征识别沿岸沙堤海陆方向的讨论

在沿岸沙堤上
,

交错层理复杂多变
,

往往难以借此辨认出海陆方向
。

麦基等人测量的

结果认为
,

沿岸沙堤横断面上交错层的向海倾角 (< 1。
。

)一般小于 向陆倾角 ( 1 6一20
“

)
。

王正英等
王)对浙江普陀 岛现代海滩沉积的调查也得 出了相同的结论

,

并将这一规律运用

到古代沙岩体的研究中去
。

调查表明
,

上述规律也会出现异常现象
,

在某些大浪侵蚀海

滩的情况下
,

交错层的向海倾角往往达30
。

左右
:

为了从不同角度上分析
、

判别沿岸沙堤

的海陆方向
,

增加识别标志
,

作者初步研究 了自沙 口沿岸沙堤上板状交错层的层理倾向

和交错层的交角指向与沙体海陆方向之间的关系
。

交错层是沙体受侵蚀
一
堆积并发生移动而成 的

。

沙堤向海坡受浸蚀
,

将部份泥沙抛

至向陆坡加积
,

沙堤 向陆后退
。

此时
,

在向海坡受侵蚀的部位形成浸蚀面 (或切割面 )

(见图 S A )
,

其标志是早期的沉积层理受切割
,

上下层 间的交角有共同的上斜边
,

即

\叱2 ’

19
。

j U d 、l e t介Pe

八径浊 卫 U 如积型

图 5 沿岸沙堤上交错层的基本类型
0 f e r o s s b o d d i n g s o n t li e lo u g s li o r e b a [

它们在同一浸蚀层面上
。

观测表明
,

在 出现侵蚀面的情况下
,

层理的倾向和交角的指向

一致时
,

则交角指向海 ( 图 S A 一 (1 ) )
,

反之
,

交角指向陆 ( 图 5 八一 (2) )
。

交角永远

指向被侵蚀的部位
。

对于这种交错层暂称为侵蚀型交错层
、

浸蚀型交错层反映了沿岸沙

堤受破坏性海浪侵蚀后退
。

现代动力地貌观测表明
,

侵蚀作用越强
,

交角越大
。

在沿岸沙堤的向陆坡上
,

因流水侵蚀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侵蚀型交错层
,

然而规模较小
。

另一种交错层是加积作用下形成的
,

其认识标志是
,

层理交角有共同的底边
,

即它

价 王 正英等
, 1呱 2

、

舟山 将陀 诱
、

l 海 南衬:
、

苏北 吕泪现代潍岸 沉积特征
,

海洋沉积 作川 与浅地 层 学学术 讨

论会 论文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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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同一堆积层面上 ( 图 S B )
。

出现堆积型交错层 时
,

不论其层面倾向和交角指向一

致与否
,

交角皆指向陆
。

然而
,

它们所代表的沙体动态不同
,

即当两者一致时
,

沿岸沙

堤上部受侵蚀后退 ( 图 S B 一(1) )
,

它与上部侵蚀型交错层相对应
; 两者相反时

,

沙堤

表现为
,

在所谓建设性海浪作用下
,

海岸堆积
,

向海增长 (图 S B一 (2) )
。

应当指出
,

上述层理特征只是在理想的单一条件下形成的
,

实际上
,

由于海岸带水

动力条件复杂多变
,

砂体不断经受着强弱不等的侵蚀一堆积的相互交替
,

因而
,

剖面上 出

现的是不同层理类型互相叠置的
,

犬牙交错的复杂交错层
。

在这种情况下
,

若能分辨出

交错层的类型
,

并确定层理倾向和倾角的关系
,

同时结 合众所周知的交错层向海和向陆

倾角大小的差异性
,

以及埋藏的小型砂砾 贝壳透镜体等特征综合分析
,

将能为我们判别

古代砂体的海陆方向提供较好的信息
。

本文得到吴崇药教授 的鼓励和支持
,

李从先
、

顷家裕等提出宝贵意见
,

图件 由本所

绪图室李清
、

蒋孟荣等清绘
,

谨致谢意
。

( 冲文稿 日期
: 1 9 8 2年 9 月 1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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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p a tt e r n s o f th e b e d fo r m s a n d b e d d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s h a v e a e lo s e r e la t io : l

t o th e v e lo e ity o f s w a s h a n d b a e k w a s h
, s lo p e o f th e s a n d b o d y a n d g r a i n s iz e o f

s e d im e n t s .

S u p p o s e the s lo p e o f th e b e d s u r fa e e a n d g r a in s iz e a r e fix e d
,

w ith

th e v e lo e it y o f sw a sh a n d b a e k w a s h in e r e a s in g
,
th e b e d fo r m w ill e h a n g e fr o m

P la n e b e d s u r fa e e t o a s y m m e t r ie r ip p le w ith e o n ti n u o u s e r e s t

一
p la n e t o P

r iP p le o r i n t e r f e r e n e e r iPP le w it h e o n t in u o u s e r e s t
一 b a e k s w a s h m a r k 一

p la u e

1〕e d S u r p a e e

一
‘

D
‘ e r o s i o n a l h o le ( s u e h a s a t )

一

p e o f b e d f o r山 e a : 1 n o t b e

f o u n d o n th e s t e e p e r s a n d b o d y )
.

S m a ll r ip p le a n d
产

D
‘ e r o s i o n a l h o le

o u l丁 o n th e Pla n e r p a r t o f tli e s a n d b o d 丁
.

T li e e r o s s b e d d in g s o f s e d im e n ts o :1 th e lo xz g s llo r o b a r r e s u lt fr o o l t ll 。

lri o lz t o f tll c s a zz d b o d 〕一 O n t li e 、、 h o le t ll e y e a ll b e d i、
一

id e d i n to tw o t,
一

P e s : e r o -

、 io n a l a n d a g g r a d a t io n a l
.

T h o f o r m a t io n o f e o m p li e a t e d e r o s s b e d d i n g s ; 5 d t: e t , 、

t五e i r i, l te r 一 。 、
一

e r la p p i n g
.

A s f o r th e e r o s io n a l e r o s s b e d d i n g s if th e d ir e e t xo n o f

th e d iP a n g le 15 id e n t i e a l w it h th e in e lin e d d ir e e t io n o f t li e b e d d in g
,

t ll c

d ip a n g le w ill i n d ie a te th e s e a w a r d s id e , o th e r w is e t h e la n d w a r d s id e .

A s fo r tl、e a g g r a d a t i o n a l e r o s s b e d d in g s , n o m a t te r w h e th e r th e下 a r e id e n -

t ie a l o r n o t
,
t h e d ip a n g le a lw a y s i n d ie a t e s t h e la n d w a r d s id e ,

b : : t t h e y 、 h o 、v t ll e

d r ff e r e n t d }
,

n a m ie s o f th e e o a s t
.

T li e r e fo r e ,
th e r e la t io n s h ip b e t \v e e n 士ll e d 主lj

a n g le a n d in e lin o d d ir e e t i o n o f th e b e d d in g s ,
t o g e th e r w ith o th e r m e h t o d s , 马

一

111

b e h e lp fu l t o d is t in g u i s h i n g t h e s e a w a r d s id e fr o m la n d w a r d s id e o f t h e a n e ie n t

S a u d b o d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