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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晾港现代潮坪沉积
`

张国栋 王益友 朱静昌 董荣鑫 吴 萍

( 同济大学
,

上海 )

对现代砂泥质潮坪研究
,

不仅有 益于弄清潮汐沉积作用
,

而且为探讨古潮坪沉积
,

寻找有关矿产提供依据
。

近年来我们对弦港潮坪调查研究表明
,

该潮坪是以古长江和旧

黄河组成的三角洲为基础
,

并在两股强潮流以弦港为顶点辐聚辐散控制下所形成的滩面

宽阔
,

潮沟发育
,

向海开敞的潮坪
。

本文着重探讨潮坪不同地貌单元沉积物的特点和相

标志
。

不妥之处
,

望祈指正
。

一
、

影响潮坪发育的因素

该潮坪位于江苏北部 沿海惊港附近岸滩上
,

宽达巧一 27 公里
,

岸外有大面积的辐射

沙洲 ( 图 1 )
。

潮坪之大
,

为我国之冠
。

潮坪的发育直接与水动力条件
、

物质供应和原

地形坡度有关
。

1
.

水动力条件 潮汐作用是潮坪发育的主要因素
。

本区潮汐属规则半 日潮
,

平均

潮差为 3
.

73 米
,

最大潮差可达 7
.

63 米 1 )
。

两股潮流即由东北向西南的旋转波潮流 ( 亦 称

北潮 ) 和从东南向西北的东海前进波潮流 ( 亦称南潮 ) 于惊港呈辐聚辐散
,

使潮位与潮

差在苏北沿岸为最高
2 )

。

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 ( 两者 比值为 1
.

2 )
,

北潮流速大于南 潮

流速
,

落潮历 时大于涨潮历时
。

在上述潮流作用下
,

一方面可使汇聚在惊港湾顶潮流
,

流速减缓
,

有利于泥沙淤积外长
,

形成宽缓的滩面
。

另一方面
,

顺势两股潮流向
,

日复

两次涨退潮
,

以惊港湾为顶点辐聚辐散
,

对海底物质冲刷
、

搬运和堆积
、

使辐散状潮沟

水系发育
。

其次
,

波浪对滩面的塑造和泥砂的掀动也起着重要作用
。

本区季风气候的特点使波

浪受季风影响明显
,

因而波浪的强度
、

方向与风的强度
,

方向大致相对应 ( 图 1 )
。

在

7一 8 月台风季节
,

形成的大波浪高达 3
.

5米
,

尤其台风与大潮汐相遇
,

潮流推波助澜
,

潮差与潮位猛增
。

因此
,

常因一次台风过境
,

大大地增强了波浪对滩面的侵蚀和淤积
,

对潮沟迁移改道
,

使潮坪滩面大为改观
。

沿岸流
,

根据漂流瓶试验 3) 和卫星照片观察
,

苏北惊港受到南北两向沿岸流 ( 北流 较

. 参加 工作 的还有海洋地 质专业 1 97 8届学生朱伟林
、

郑祥 民
、

单勇堂
。

1) 国家海洋局
: 19 8 0年潮汐表

。

2 ) 黄易杨
、
汤 硫祥

,

江苏 沿海潮汐数值计算
,

海洋研究
。 19 8 2

。

2 期
。

3) 林锡落等
,

江苏近海 19 8。一 1 9 8 1年表面水运动的基本 趋势
,

海洋研究
,

1 9 8 2年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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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晾港地区地理位皿和水动力条件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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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汇集作用
。

这作用与两股潮流的辐聚作用相似
,

也直接影响到潮坪的发育
。

2
.

有丰富的古 长江和旧黄河三角洲物质供应 据重矿物分析对 比
,

发现潮坪区重

矿物组合与现代长江 口
、

旧黄河口 区基本一致
,

但平均含量既不同于现代长江 口
,

也不

同于旧黄河 口
,

属过渡性产物
1 )

。

据汪品先等对南黄海有孔虫介形虫分析研究
,

因长 江 口
、

旧黄河 口的纬度和环境不同
,

主要反映长江口 含量较高的奈良小上 口虫 E 万
、 t 。 。 i , i l al

l)
、

陈穗田
,

苏北辐射沙州重矿物 分布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

江苏海岸带文 集
, 19 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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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 e 。 :` :
在旧黄河 口 区缺失

; 而旧黄河 口区含量较高的 球 室 刺 房 虫 S ha e k o fe r l l。

妇
。 6。 :a 在长江 口区缺失

。

这里惊港区为介于上述两区间的潮坪
,

主要有孔虫为卷转虫

A nt o on i a ,

希望虫 E l p从如二
,

九字虫 N on `朋组合
,

而奈良小上口 虫仅在剖面 4 米以

下沉积物 中大量出现
,

球室刺房虫在 4 米以上有一定 ( 破碎状 ) 分布
。

另据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对 惊港附近及其南部两个钻孔样品分析
1 、

2 ) ,

约在 20 一 25 米以上有孔虫
、

介形虫组合同现代长江 口组合基本相似
。

可以推断
,

惊港地区 4 一25 米沉积层
,

按有孔

虫等组合
,

其环境类似于现代长江口
,

即惊港区原是古长江 口所在
。

4 米以上
,

随长江

口南移
,

黄河改道苏北入海
,

球室刺房虫碎片的 出现
,

表示黄河口物质对本 区开始大量

供应
。

作为潮坪基础的弦港辐射沙洲成因史
,

不少学者 曾作过探讨
,

看来将如此大的辐射

抄洲不能简单归结为南北两向不太强的沿岸流带来的物质辐聚辐散的结果
,

而应该认为
,

它主要是古长江和旧黄河复式水下三角洲物质演化的产物
。

1 8 5 5年以后黄河向北改道
,

古长江口 不断南移
,

弦港地区在新的海岸动力之下
,

塑造出当前的惊港辐射沙洲形态
。

弦港潮坪是在辐射沙洲的基础上形成的
,

物质来源主要取决于构成辐射沙洲本身的

古长江
、

旧黄河三角洲物质
,

其次是两河河 口 移走后由沿岸流从南北两岸带来的物 质
。

由于物质供应充分
,

潮坪沉积淤长速度较快
,

据岸线进退
、

高程变化推算
”

、

4 ) ,

潮坪 向海

淤长 10 0一 2 00 米 /年
,

淤高 5 一 1 3
.

1厘米 /年
。

3
.

发育潮坪的基础是辐射沙洲组成的宽级斜坡带 据航空测量和卫星照片所见
,

该沙洲是 以弦港为中心
,

由密集的辐射状沙脊组成的宽达 1 00 多公里向海延伸的宽 缓 斜

坡带 ( 图 1 )
,

坡降 0
.

25 际促使潮水从外海大范围地向上漫溢式向外海下泻
,

流速从低

潮线向高潮线大致呈 线性衰减
,

变化稳定
,

往返性强
,

沉积物 由潮下至潮上 带 逐 渐 变

细
,

为发育成今 日宽缓的潮坪 ( 坡降。
.

20 %
。

) 提供 了有利条件
。

二
、

潮坪沉积特征及各相带标志

由于潮坪各相带所处的水动力条件不同
,

故相应的沉积物结构
、

构造
、

生物组合
、

物质成分和地球化学特征均有 明显差异
。

这些差异
,

与相应的潮坪向海前展的垂向剖面

变化是一致的
。

通过对横向
、

垂向剖面的调查
、

微观分析
,

各相带的特征总结如下 ( 图

2 、 3 ,

表 1 )
。

1
.

沉积物的结构特征

平均粒径 ( M z
今 )

,

由潮下带至潮上带粒级逐渐变细
,

从细砂渐变 为 中一细 粒 砂

质
,

而泥质物含量相对增高
。

表明依此方向水体动能的递减
,

并在
“ 沉 积 滞 后

”
效 应

( H
.

P o s t m a , 1 9 5 4 )
、 a

冲刷滞后
,,
效应 ( V a n S t r a a t e n ,

19 5 7 ) 和 “
时速不 对 称

性
” ( H

.

P o s t o a , 1 9 6 1 ) 控制作用下
,

细粒泥质物得以停积
。

1) 李文勤
,

对苏北辐射沙洲成因演变的初步探讨
,

海洋研究
,

19 8 1年 3 期
。

2) 何 浩明
,

江苏海岸地貌及海涂开发问题
,

19 7 9年
。

3) 万延森
、

张其年
,

江苏辐射状沙脊群的泥 沙运动与来源
,

海洋研究
, 19 8 2

.

2 期
。

4) 耿秀山等
,

苏北海岸带的演变过程及苏北浅滩动态模 式的初步探讨
,

海洋研究
, 19 8 1

.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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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晾港潮坪沉积相模式图

F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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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度 (a ,
)

,

从潮下带 0
.

53 逐渐变至潮上带0
.

9 1 ,

按 R
.

L
.

F ol k和W
.

C
.

W
a r d

的衡量标准
,

分选度由较好逐渐变为中等
,

但潮间带的高潮坪比中潮坪分选略好
,

这是

由于后者受潮沟改造所致
。

由潮下至潮上带分选度逐渐变差的原因
,

是 由于潮坪下部的

潮流
、

波浪作用较强
,

呈底负载荷搬运为主
,

潮上带则反映憩流期悬浮沉积为主
。

偏度 ( S K
,
)

,

其变化规律是 由潮下带 十 0
.

07 变至潮上带 + 0
.

4 5 ,

唯在潮间带中部
,

由于潮沟影响出现极小的
一 0

.

02 负偏值
。

说明在潮坪上
,

由于潮流作用细粒物质由潮下

带向岸运移
,

使沉积物向岸 ( 即潮上 带 ) 逐渐变细
,

粒度分布有细粒尾部
,

为正偏度
;

在潮下带
,

由于潮流作用细粒组分也随着向岸运移
,

而相对减少
,

导致正偏度值较低
。

概率图解大体分三种类型
:

一是三段型
,

主体由双跳跃段构成
,

且 占优势的第二跳

跃组分段分选较好
,

其次有一悬浮段
,

这类曲线 代表双 向水流呈底负载荷搬运的特征
。

二是两段型
,

由一个跳跃段和悬浮段构成
,

有时也出现双跳跃段
,

但第一跳跃组分含量

仅 占 1 % 左右
,

这类曲线接近河流定向水流搬运特点
。

三是单段型
,

由于物质细
,

全部

呈悬浮沉积 曲线特征 ( 图 2 )
。

本潮坪沉积结构与北海英国沃什湾
、

德国雅德湾及上海老港潮坪作简要比较 (表 2 )

如下
:

( 1 )潮上带与沃什湾相比
,

本 区潮上带明显粒级变粗
。

( 2 )高潮坪同雅德湾
、

沃

什湾及上海潮坪相 比
,

本区为粗粉砂坪
,

具粒级粗
、

分选好的特征
。

( 3 ) 中潮坪
,

雅德

湾和上海潮坪均为砂泥混合坪
,

而惊港为细砂和粗粉砂的混合坪
,

且分选较好
。

( 4 )低

潮坪同沃什湾
、

雅德湾相比
,

由于北海潮坪沉积物 由海底冰啧
、

冰水物供给
,

因而比本

区具粒级较粗
、

分选较差的特点
,

同上海低能潮坪相比
,

本区潮坪由于能量较高
,

而具

有粒级粗
、

分选较好的特点
。

2
.

沉积构造特征

潮坪的沉积构造
,

这里主要指波痕和层理
,

其次为干锢
、

变形构造
。

生物扰动构造

放在生物部分叙述
。

潮上带
,

因人工筑堤
,

滩面保存不完整
,

堤外仅出露 2 一 4 公里宽
。

该带只有大潮

时才被短暂的海水淹没
,

停积中
一

细粒粉砂为主的悬浮物质
。

主要沉积构造为水平 纹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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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成 物 贡 沉 积 构 造 有孔 虫番

一

黄褐色粉砂
,

中部 以水平
、

波状纹理 主要为

见 厚 4 ~ s c m 含贝壳 为主
,

夹些风 暴层和 卷 转虫
,

粉砂层 , 下部多见氧 贝壳粉砂层
。

花朵虫
、

化 铁薄膜 层
。

植物根系发育
,

生 九字虫和

物扰动较强
。

希望虫 ,

次为 面颊

虫等
。

重 矿 物

浅黄 色~ 浅青灰色

粗粉砂
。

矿 物成分 石

英 ,l : 9。厂左右
,

次为

长 石
、
云 母

。

_

上部水平~ 波状层

理为 主
,

下部为透钝

状一脉状性理
。

局部 }

见小型槽状层 理
。

虫 穴较多
,

生物扰

动较强
。

青灰色细一 粗粉砂
,

细 砂含量为 3 0拓
,

受

潮沟影响 细 砂 高 达

9 0吓 ; 矿物成 分石英

占 90界以上
,

其次 为

长石和 云母
。

以波状一脉状一透 …
镜状层理

,

薄理
、

厚

理为主
。

潮沟沉积中

形成纵向交错层理
、

槽 状交错层理和 爬行

层理
、

包卷层理等
。

虫穴较少
、

生物扰动

渐弱
。

主要为

卷转虫
、

希望虫
、

花朵虫
、

箭头虫 ,

次为九 字

虫
、

球 室

刺房虫
、

五块虫等
。

主要 重

矿物有绿

帘石
、

角

闪石和赤
、

揭铁矿
,

次为石榴

子石
、

桔

石 等
。

土 部为青灰 色细粉

砂
,

下部为青灰 色粉

砂质细砂
,

底部见含

泥砾细砂 ; 矿物成分

石英 占9 5形以上
。

以 潮沟沉积为主
,

粒级呈正韵律性
,

底

部见 冲刷 面
、
泥 砾

,

向上 为平行层理
,

大

型 的状交 错层理和再

作用面 构造
。

重矿物

的总含量

由潮上带

至潮下带

逐渐增高
。

其中稳

定重矿物

如石榴子

石
、

桔石

等丰度向

潮下 带也

逐 渐增大
。

青灰色细砂
,

细砂 几乎全 为 潮 沟 沉 主要为

含量达 80 多 以上
,

粘 积
,

主要 为大型 双向 卷转虫
、

土质含量 < 1 终
。

矿 ’ 交 错层理
,

青鱼刺层 { 希望 虫
、

物成分石英高达 95 一
、

理和大型板状一 槽状 奈良小上

97 书以 上
。 { 交错层理

。
口虫

,

次

为花朵虫

等
。

. 有孔虫由阂秋宝 同志指导参加本 文工作的毕业生鉴定
。

图 5 晾港潮坪垂向剖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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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版 l
,

厘米不等
,

张国栋等
:

苏北惊港现代潮坪沉 积

1 ) 泥裂和雨痕等
,

在特大风暴潮作用下可形成许多风暴粉砂层
,

厚约 3 一 5

层 内局部见贝壳层分布
; 另见氧化铁膜围绕植物根系形成的

“
管状构造

” 。

表 2 晾港湘坪与其它湘坪沉积结构对比表

T a b l e 2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t h e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J i a n g g a n g t i d a l f l a t w i t h t五a t

5 t r u e t u r e
i

n t h e

i n o t h e r t i d a l f l a t s

、
\

\
\

、

结 构特征

·
_

\

义带
{中砂 }

{(% ) }

细 砂 ( 多 ) } 粉 砂 〔 拓 )
泥 ( 拓 )

2 2
.

32 3
。

2 2

粗一中粉砂 } 细 粉 砂

4
·

32 5
·

6 5 {6 7
·

4 5 8 ) 8 4 )

}

}
b ` { S K I

{

弦 港 区 9 5 3
。

0 0 5
。

2 5 0
。

9 1 0
.

4 5 古长江 !日黄河

英 国沃
`
卜湾 5 2

.

5 8 4 1
。

8 6 } 6
。

7 0 北海海底冰硫

潮匕带

; 、 港 区 5
·

。 } 8。
·

。。 1 3
·

o “ ) 2
·

。。 、 4
·

3 1

{
o

·

6。 十 。
,

1 7 古长 江 }。 黄河

英 国 沃什 湾
.

36
.

71 4了
。

0 0 1 6
。

2 0
,

4
。

5 1

潮 潮

德国雅德 湾
} 4

·

8 1 1
。

7 0 { 7
。

82

北海海底冰碳
、

冰水物
r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坪
上 海老港 0

。

3 3 { 52
。

0 9 } 2 3
。

3 5 } 2 3
。

0 3 } 6
.

7 9 { 2
。

15 现代长江口

中
.

惊 港 区 3 0
·

“ 0 } 6 0
·

。0 } ”
·

“ o
}

”
·

5 0 4
·

“ 6
}
“

·

了9

十 0
.

61 {

一 O
。

01
)

古长江旧 黄河

英国 沃什湾
间 ) 潮

-

——
尸

—
— 一

— — —
(

—德国 雅德湾 少量 { 2 3
.

10 } 4 1
。

5 } 10
·

30 2 5
。

1 0

北海海底 冰啧
、

冰水物

坪

—
一

——
一一

.

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上海 老港 0

。

48 } 6 6
、

7 9 } 1 5
。

0 4 ) 1 7
。

6 9 } 6
。

0 6 { 1
。

9 6 + o
·

4 9 }

十 。
.

09 !

现代长江 口

低 { 掠 港 区 5 5
.

0 0 } 4 0
.

0 0 { 4
。

0 0 < 1 ) 3
.

7 1 0
.

5 7 古长江
、
旧 黄河

。 进 i日终竺竺
_ _

_
8 8

·

“ 2 _ 匕
_ “

·

’ 2 `
·

“ “ 3
·

。8

卜
5 3

卜
。

·

`。 北海海 )

、 ’
缨臀

”

网
7 .6 80

巨
40 } 。 .7

!
.3 80

! 三一
冰水 ”

上 姆右伦
·o

·

0 6 { 1 0
·

0 3 } 7 9
·

03 ) 5
·

7 4 { 4
·

1 4 { 4
·

7 6 { 0
·

9 1 + 0
·

3 6 ) 现代 1

潮间带
,

根据对应潮线高中低位置
,

又可分为高潮坪
、

中潮坪和低潮坪
。

( 1 )高潮

坪
,

仅在高潮时才被淹没水下
,

并停积悬浮的中一粗粉砂物质为主
。

在滩面上浅水条件

下
,

主要形成小型不对称的浪成波痕
,

小型流水波痕和各种小型干扰波痕
。

在垂向剖面

上部为水平纹理
、

波状水平纹理
,

下部为透镜状层理
。

( 2 ) 中潮坪
,

滩面宽达 10 公里以

上
,

约有一半时间淹没水下
,

与高潮坪相比
,

水体渐深流速增大
。

主要波痕类型基本相

同于高潮坪
,

只是不对称的浪成波痕规模略增大
,

弯 曲
一链状流水波痕增多

,

在微地形起

伏下
,

水流方向多变
,

形成的各种干扰波痕尤为丰富 ( 图版 I
, 2 , 4 ,

6 一 8 )
。

随

着水体加深
,

底负载荷与悬浮载荷的沉积难分主次
,

形成一系列具潮汐韵律的透镜状
一
波

状
一
脉状层理 ( 图版 I

, 3
、

4 ) 和薄互层理 ( 图版 I
, 9 )

。

风暴潮形成厚互层理 以

及小型双向砂波纹层理
。

( 3 )低潮坪
,

约一半以上时间淹于水下
,

与中潮坪相比
,

不但

潮流流速大而且波浪影响也大
,

使沉积物呈底负载荷搬运为主
。

滩面除出现各种小型波

痕外
,

还出现大型砂波波痕
、

流水波痕
。

这种大型波痕
,

因易受到表面再加工作用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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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不完整
,

常在它之上被小型波痕所叠加
。

与底形相对应
,

除见小型砂波纹层理外
,

常出现大型双向交错层理
、

青鱼刺层理和再作用面构造
。

潮下带 同低潮坪相比
,

滩面始终淹没水下
,

在水深流急浪大的情况下
,

此带多形

成大型砂波波痕
,

与其相对应的层理为大型双 向交错层理
、

青鱼刺层理等
。

弥港潮坪的沉积构造序列
,

同G
.

D
.

K l e in 研究的北海潮坪提出的沉积构造序 列 相

似
,

只是厚互层理较为常见
。

所谓厚互层理
,

它是由下部细沙层 ( 厚 1
.

5一 5 厘 米 ) 与

上部粉砂层 ( 厚 2 一 5 厘米 ) 构成的层组
,

在潮上带至中潮坪 均常见
,

中潮坪之下由于

潮沟强烈影响难于辨认
。

层组内粒级下粗上细
,

相差悬殊
,

每层组底部常呈冲刷或突变

接触
,

多夹于正常潮坪沉积之中
,

以粒级较粗偶含较大的贝壳显现出与上下层能量不协

调
。

对厚互层理成因
,

作者认为在台风
、

大潮同时发生时
,

正常水体 即进入高能期
,

巨

大风浪掀动的泥砂使水中悬浮量猛增 ( 沿岸水体可达 1 20 3
.

4毫克厂升 ) 1 ) ,

在 向岸 风 影

响下堆积的结果
。

同上海潮坪相比 2 ) ,

本区发育的青鱼刺层理和 B一 C层理 ( K
.

D
.

K l e i n )

在上海潮坪少见
,

说明本区潮汐能量远大于上海潮坪的能量
。

3
.

生物分布特征

各相带生物分布与组合
,

是从潮上至潮下带生物种属逐渐增多
,

生物扰动随向潮下

带堆积与侵蚀作用加强而逐渐减弱 ( 图 4 ,

表 1 )
。

图 4 晾港潮坪动植物分布图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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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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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其年
,

苏北浅滩夏季悬浮体 分布特征
,

海洋研究
, 1 9 8 1年 3 期

。

2 ) 邵虚生
,

上海潮坪沉积
,

19 8 1年 ( 以下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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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惊港现代潮坪沉积

潮上带 植物丛生
,

主要为喜盐 类 植 物
:

白 茅 ( I 。 夕er at o C川 l’n d 。 ` c a V ar

人I a j o r )
、

樟毛草 ( A l e a r p “ 5 L l’ t r o r a I ` s 否
` a r s ￡n e 。 : `: )盐地碱蓬 ( S o a e d a S a l s a )

猪毛篙 ( A :
et o l’ : l’a S c o p 。 : 沁 ) 等

。

其次为甲壳纲动物蟹类
。

植物根系发育
,

常切穿

并破坏层理 ; 蟹类善于掘穴扰动沉积物
。

有孔虫主要为半咸水属种
,

但也有较多的代表

淡化水的钙质瓷球
。

潮间带 由高潮坪至低潮坪
,

( 1 )高潮坪
,

动物的种属较潮上带增多
,

主要有腹足

类泥螺 ( B u 1 I e c 才a e x a r t a P h i l i P P f )
,

蝎螺 ( g 用 b o o i u 。 : t h o 。 : a s ` ) ; 瓣鳃 类 文

蛤 ( 五I e r e t : i 、 ,: 。 : : t : i x )
,

四角蛤州 ( 几f a 。 r : 。 口、 。 d r 。 n g 。 J a , 1 5 d e 劝 a介
,

e s ) ; 蠕虫

动物齿吻沙蚕 ( 厂 e 户h t h夕 : ) 及甲壳纲招潮蟹类 ( D
o lt l、。 。 。 r 。 : , 。 t口 )

。

它们在滩面上

爬动留下各种形式痕迹 ( 图版 I
, 1

、

2 )
,

它们的掘穴
、

扰动形成各种类形的生 物 构

造
。

( 2 ) 中潮坪
,

动物的种属更加丰富
,

如较底部位 出 现 腕 足 类 海 豆 芽 ( L i 。 g 、 l 。

a 、 a f f ,: a B o , J口 : J` 。 r e ) ; 珊瑚类的星虫状海葵 ( E d 二 a r d s f a s `户
,、 、 。 ,、 `l o i d ` : S : i : ,

户: o 川

等
。

它们对滩而的掘穴和扰动减弱
,

有孔虫浮游类增多
。

( 3 )低潮坪
.

除中潮坪动物延

续活动外
,

还 出现新种属红线 黎 明 蟹 ( 万
。 t 。 t 。 尸 I。 。 i p 。 : )

、

豆 形 拳 蟹 ( 尸沉 19 。 。

P i : 。 。 )
、

变态蚌蟹 ( C h a : y b d f : 厂。 : f e g a r a )
、

脊尾白虾 ( P a l a e 0 0 0 L a r f o i e a ;诬d a )
、

虾姑 ( S q o i l !a O 。 。 t or f 。 ) 等
,

由于水动力的掀 砂搬运能力较强
,

使生物仅在表层 作

微弱活动
。

潮下带 不但底栖生物种属增多
,

而且浮游生物种属数量也增多
。

如有孔虫 中浮游

性抱球虫大于 9 %
。

生物扰动比潮上带
、

潮间带显著减弱
。

4
.

矿物成分和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各相带轻重矿物成分的含量变化 ( 表 I )
,

取决于水动能条件
。

由潮下至潮上

带随水动能递减
,

矿物成熟度逐渐降低
,

轻矿物 由石英为主逐渐变为石英
、

长石
、

云母

矿物为主
。

重矿物的总量及拓榴石
、

错石等稳定矿物的丰度也随水动能降低而减少
。

粘

土矿物在水动能条件较弱的潮上带得以富集
。

粘土矿物中微量元素 ( B
、

G a 、

S : 、

B a 、

V
、

X i ) 含量及有关比值表明
,

各相带 的

盐度变化由潮上至潮下带逐渐增高
,

这同底质水含盐度的结论是一致的
。

三
、

潮沟沉积及对潮坪沉积的影响

本区潮沟相当发育
。

潮沟类型
,

主要是以弦港为 中心的辐射状潮沟
,

及在辐射状潮

沟间的斜向相接或沟通前者的横向潮沟
,

两者纵横交 错
,

相互切割
,

组成本区潮沟分布

的基本格局
。

潮沟对滩面不仅是强烈的侵蚀
,

又是输砂的通道
,

因此对潮坪的沉积改造

和影响甚大
。

1
.

本区潮沟规模较大
,

横 向迁移快
,

堆积迅速
,

并具有游荡性特点
,

对滩面改造影

响范围广
。

据东台县水利局测制的资料表明
,

死生港潮沟
,

自 1 9 4 9年以来潮沟不断向西北方向

迁移
,

平均迁移速度为 23 。米 /年
, 1 9 7 9年底到 1 9 8 0年底迁移速度为 8 00 米

。

王家槽潮沟
,

1 9了9年 4 月在该潮沟西岸建一纳潮站
,

当时该站 位于离沟 30 0米的岸台上
, 1 9 8 0年 5 月

,

西岸已被强烈侵蚀
,

现在该站 己处于离岸 1 00 多米的潮沟中
,

说明潮沟的迁移速度为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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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40 米 /年
。

因此
,

潮沟大幅度的横 向迁移和快速堆积
,

使潮沟沉积层广泛镶嵌于潮坪

沉积层中
,

从而对潮坪沉积物进行改造
。

本区促使潮沟横 向迁移
,

频繁摆动的主要因素是风暴潮
,

在风暴潮期间流急水深
,

弯 曲的潮沟不适应风暴潮的来势
,

易使潮沟裁弯
、

拓宽和改道
。

风暴潮同时提高波能
,

增强了潮沟侧向加积和对滩面的侵蚀能力
。

因此
,

这种 灾变性的堆积
,

比正常情 况下的

堆积更易埋藏保存
,

这是造成潮沟沉积层更为广泛的另 一原因
。

识别潮沟沉积物
,

对寻

找古代潮汐沉积也许更显得重要
。

2
.

潮沟沉积物的特点 ( 图 5 ) 和对潮坪沉积物的改造

为研究潮沟沉积物的结 构
,

我们对比了潮下至潮上带大潮沟沟底沉积物粒度变化
,

也观察了同一潮沟横向剖面 中沉积物的变化 ( 表 3 )
。

可知潮沟近距离内 ( 约 1 公里 )

粒度结构变化程度
,

近于整个潮间带 ( 宽 22 公里 ) 粒度结构变化程度
。

潮沟沉积物的分

选程度
,

超过潮间带的分选程度
。

可见本区潮沟对潮坪 沉积结构的改造程度是很强的
。

表 3 湘沟与潮间带结构变化对比 1)

T a b l e 3 C
o n t r a s t o f t五e s t r u e t u r a l v a r i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t i d a l

e h a n n e l a n d i n t e r t i d a l z o n e
.

\ \ 相

\ \

潮 畜勺 ( 宽 1 公 里 ) 潮 间 带 ( 宽 2 2公里 )

粒 变 \ 一 \ 排

与 多 数 \
、

沉积物
_

炎烈

细 砂 含 录
`
书 )

底 边 滩 高 潮 坪 中 潮 月 {氏 潮 坪

细 砂 质粉砂 粗 粉 砂 细 砂 贡粉砂 扮砂质纸 砂

J,性一1104一V

份砂 含 履仁 , )

泥 含 欣 天% )

3 !〕

6 9

1

一
一

一
。

一一一一肥

一一

%

一
2

一一一

C幻ùn曰八Jt̀
.ùn习自月

砂一
.7l渐洲31

人12 (小)

3 8

6 1

O
。

3
.

0 1 0
.

8 6 } o
·

6 8 J O
·

6 9 0
·

7 9 { o
·

石7

. . . . . 口 . . . . . . . . . .

} 4
·

3 1

J 0
.

6。

4
。

0 6

O
。

7 9

3
。

7 1

·

O
。

石7

潮沟沉积物的概率曲线可归纳三种类型 ( 图 5 )
。

1
.

四段型
,

主体由双跳跃组份段

构成
,

其次有含量较少的滚动段和含量 ( 20 % ) 悬浮段
,

它代表受双向水流作用的沟底

沉积物特 点
。

2
.

三段型
,

较前一种类型粒级变细
,

缺少滚动组份
,

双跳跃段中第二组份

占绝对优势
,

表明它 虽受两 向水流影响
,

但接近河流定向水流特点
。

3
.

单段型
,

均为悬

浮段
,

代表边滩顶部沉积性质
。

上述潮沟典型段落 由下而上变 化类型与潮坪沉积物的曲

线类型显然不同
。

潮沟典型段落的沉积构造 ( 图 5 )
,

从沟底向侧翼边滩
,

依次出现反砂丘波痕
、

舌

状
一链状波痕和直线脊波痕 ( 图版 I

,

5 )
。

与波痕大致相对应
.

底部具冲刷面和滞 留 物

沉积
,

向上除出现平行层理
、

板状一槽状交错层理外
,

还出现纵向交错层理
、

青鱼刺层

1) 部分数据参照陈义华 “ 苏北中部琼 港岸滩潮坪沉权 ” ,
1 9 8 1年

。



张国栋等
:

苏北弦港现代潮坪沉积

理和双向交错层理等潮汐作用层理 (图版 I
, 2

、

5
、

6一 8 )
。

至中上部 出现爬升层理
、

波

状层理
,

并 见揉皱构造和滑陷构造等
。

这与潮坪沉积构造序列也不相 同
。

组成物资 沉积构造 沉积结构

青灰色细粉沙与含泥

质粉沙互层
。

水平一波状纹理发育
。

青灰色粗粉沙夹灰

褐色泥 质粉沙
。

以波状层理为主
,

见爬升层理

津
广 gU

/ {
5。 “ , Z 一

产
、

3 0

_ 创
丫

` 一“
’

“

1 2 3 4 5

李,)少Jt奋05介ù0
.卜卜̀尸胜res..rlLr卜se)1r;曰

!!
1
1
`̀J.S

月了护山3ó
砂j尹产,汤,
`

青灰色细砂质粉沙为

主
,

夹泥 质粉沙条带
。

以小型槽状交错层理

为主
,

并见滑陷构造
。

上部青灰色细沙质粉

沙
、

下部为粉沙质细沙
。

以大型槽状交错层理为

主
,

并见再作用面构造
,

M z = 3
.

1 1

` ,
二 0

.

51

以青灰色粉沙质细沙
、

细沙为主
。

以大型双向交错层理
,

青鱼刺层理为主
。

上部平行层理
,

局部见

纵向交错层理底部见充

填女错层理和冲刷面
。

M z = 2
.

94

`
:
二 0

.

4 9

以青灰色细沙为主
、

底部见泥砾
、

贝壳
。

爹霸国誉ǐù

一
户 . 扭

图 5 溯沟垂向沉积特征

F 1 9
.

5 V e r t i e a l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s e s o f t i d a l e h a n 且 e l s

3
.

从潮沟沉积物在潮坪垂向剖面中占据的比例相当高来看
,

也说明潮沟对潮坪沉积

物改造甚大 ( 图 3 )
。

在垂向剖面中
,

依据侵蚀和冲刷面的存在
,

底部滞留物泥砾
、

贝壳的大量出现
,

典

型的上述构造序列和微弱的生物扰动
、

浮游生物含 量的剧增
,

以及沉积物粒级下粗上细

的韵律性等表明
,

不但高潮坪以下约 60 一 80 %沉积物受到潮沟的改造
,

而且潮上带也受

到潮沟的影响
。

同北海潮坪 ( 潮沟横向迁移速度 20 一10 0米 /年
,

在 68 年期间约 58 %
,

沉

积物受到潮沟的改造 ) 对比
,

本区潮坪受潮沟改造影响远超过北海潮坪
。

工作中得到江 苏6 43 物探 队大力协助
、

安徽石 油处实验室
、

江 苏石油大队实验 室 分

析了有关样品
,
一并致以谢意

。

( 收稿 日期
.

19 82年 9 月 2 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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