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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铁山港海区表层沉积物与沉积相

黎广钊 刘敬合 农华琼
(广西海洋研究所

,

广西北海 )

提要 本文论述了铁山港海区表层沉积物的沉积类型
、

碎屑重矿物
、

贝壳类
,

有孔虫和介形虫群 的

分布特征
。

根据岩芯中微体化石群
,

岩性特征和
’ 4 C 测定年代数据

,

确定沉积相及其年代
,

并讨论沉积物来

源和运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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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貌及 自然环境

铁山港海区位于北部湾东北部顶端
,

广西沿岸东部
,

与广东省廉江县安铺港连接
。

由石

头埠港
、

沙田港
、

丹兜海和营盘港等四部分组成
,

是广西沿海地区的重要渔港和商港之一
。

本文根据表层沉积样品和柱状样品的综合分析结果
,

对铁 山港海区表层沉积特征
,

沉积相及

沉积物来源等方面进行探讨
。

铁 山港形 似指 状海 湾伸人内陆 20 多公里
,

东西两侧均 为侵蚀一剥蚀 台地
,

北 面为低

丘
,

沿岸形成有海蚀平台
、

海浊崖
、

冲积一海积阶地
、

海积平原
,

海积砂堤和潮间浅滩等地

貌类型
。

在铁山港湾 口 处潮流脊十分发育
,

规模较大
。

如淀洲沙
、

高沙头
、

东沙
、

中间沙

等
.

长达 3一7 k m
,

宽达 1一礴 k m
,

潮流脊与潮流沟槽相间排列
,

形成辐射状沙脊群 向海方

向展布
。

本区没有较大的河流人海
,

仅有一条小型的那郊河注人丹兜海
。

港湾周围出露的地层在

湾顶滨岸地带主要为泥盆系紫红色砂砾岩
,

粉砂质页岩及 F石碳系灰岩或白云岩 ; 港湾东西

两侧滨岸地带出露的地层主要为早更新统湛江组 的灰色
、

灰白
、

土黄
、

棕红色等粉砂质粘

土
、

粘土质砂
、

杂色花斑状粘土 ; 中更新统北海组的砖红色
,

棕红色砂质粘土
,

砂砾岩等
。

海岸受到潮流
、

波浪的侵蚀夷平作用
。 ,

,

本区潮流为非正规全 日潮
,

其流向特征为往复流类型
。

然而本区为北部湾和广西沿岸的

最大潮差区
,

最大潮差为 .6 25 m
,

历年平均潮差为 2
.

45 m
,

属于强潮 型海岸
。

区内潮流流速

一般在 1
.

1一 1
.

7 节之间
,

最大流速达 2
.

0 节以上
。

波浪在夏季盛行南一南西向浪
,

冬季盛行

北东向浪
,

南一南西向浪对侵蚀夷平海岸起到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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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表层沉积物

通过野外观察
、

采样 (图 )l 和对表层沉积样品进行室内综合分析
,

将铁山港海区表层

沉积物的沉积类型
、

碎屑重矿物
、

贝壳类
、

有孔虫和介形虫群等的分布特点及其规律分别阐

述如下
.

沉积类型 如图 2 所示
,

在那郊河口丹兜海和英罗港为灰黄色
、

灰色
、

深灰色淤泥沉

积
,

含植物碎屑和贝壳
.

在铁山港内湾深水槽的两侧和安铺港地带为灰黄
、

灰色砂质淤泥
,

沉积物具生物扰动构造
,

含贝壳碎片及完整贝壳
,

局部含少量砾石
。

北暮盐场至营盘以西
,

沙 田港东南侧沿岸潮间浅滩至 s m 水深以内地 区以及湾 口处的潮流砂脊群均为较纯净的中细

砂或细一中砂分布地带
。

沉积物呈灰
、

浅黄色
、

灰色等
。

沉积物中
,

有的含小砾石和植物碎

屑
,

有的含粉砂
、

粘土和贝壳碎片及完整贝壳
。

湾 口潮流脊之 间的潮流深槽和海区西部 5一

15 m 水深范围的大部分地 区为中粗砂分布带
。

沉积物呈灰黄
、

灰绿色
、

棕黄色
、

含贝壳碎

片及完整贝壳
,

有虫管和钙质骨针
,

局部夹 有砂质粘土团块
,

粗砂颗粒呈次圆状至次棱角

状
。

同时
,

在中粗砂分布区
,

局部区域有粗砂和砂砾沉积物分布
.

湾 口处南或西南面 1于一

巧m 水深范围的海区为粘土质砂分布地带
,

沉积物呈灰色 : 浅灰黄色
、

局部夹砂质小团块

和贝壳碎屑
。

区内 1 5址水深以外海域为灰色
,

青灰色粉砂质粘土沉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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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海区沉积物中 ( 0
.

2 1 5一刃
.

O 3 6m m), 矿物组合的 , 矿物种类及含 , 表

T a b le C o n t e n t s o f a s s co i a t de h e a Vy m i n e r a ls (0
.

1 2 5一一 O
.

O63

nun )

i n se d i m e n st fr o m T ie s h a n H a r b o u r
.

狼狼狼
电电 格格 铁铁 金金 绿绿 白白 锐锐 红红 独独 赤赤 黄黄 角角 矿矿 十十 石石 绿绿 菱菱 磁磁 含 重重 电气石十错错 组 重重

`̀̀

气气 石石 铁铁 红红 帘帘 铁铁 铁铁 柱柱 居居 铁铁 铁铁 闪闪 线线 字字 榴榴 泥泥 铁铁 铁铁 量 矿矿 石 /钦铁矿矿 矿矿

石石石石石 矿矿 石石 石石 矿矿 矿矿 石石 石石 矿矿 矿矿 石石 石石 石石 石石 石石 矿矿 矿矿 % 物物物 合 物物

潮潮潮 0 3 8 444 2 333 l 333 2 222 11111 l 000 444 IIIII 24444444 111 少少 lllllllll 2
.

3 222 l
,

6 3 666 电电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气气

带带带 0 3 8 888 5 333 2 888 888 少少 少少 222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
.

5 777 10
.

12 555 石石

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

00000 3 9 555 6666 l 333 666 少少 III 888 666 少少少 少少 少少少少 少少少少少少 0
.

6 555
户

13 16 777 石石

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钦

00000 37 999 3000 4 555 l 222 少少少 444 888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1 3
.

8 333 1
.

2 0 000 铁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00000 3 7 000 8222 555 222 少少少 666 444 少少少 lll
{{{{{{{{{{{{{{{

0
.

6 555 4 3
.

5 000 组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t ————————————————————————
2、、

00000 3 7 666 4 999 2 777 666 少少少 l 000 777 少少少 lll {{{{{ 少少少少少少 3
.

2 333 12
.

6 6 777 口口

00000 3 5 111 3 lll l 555 2 333 少少少 888 888 l 000 333 lllllllllllllllllll 3
.

8 222 2
.

000000

00000 3 3 999 3 777 888 2 7777777 1222 l 000 666 少少少少少少 少少少少少少 0
.

6 333 1
.

66 77777

平平平均值值 4 666 l 999 l 3333333 888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3
.

9 000 11
.

9 9 55555

OOOOO 0 10 111 4000 2 000 2 000 111 lll l 000 3333333 222 11111 少少 少少 少少少少少 0
.

2 999 3
,

oooooo

...............................................................................................................

OOOOO 0 10 222 3 555 l 555 2 000 lll lll 555 22222 333 l 555 lllllll 少少 少少少少少 0石 555 2 j 00000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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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2 0 111 4 888 2 444 777 少少少 999 l 00000 少少少少少少 少少少少少少 2
.

0 777 1 0 2 8 66666

000004 0 999 5888 l 000 l 222 少少 少少 1444 44444 少少 lll lllll 少少少 少少少少少 0
.

8 444 5
.

66 77777

00000 6() 666 5000 l 777 l 333 少少 少少 l lll 5555555 2222222 少少 少少少少少少 0
.

5 555 5
.

2 3 11111

平平平均值值 4 333 2000 I 2222222 999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0
.

8 333 4
.

944444

OOOOO O4D III l 444 3000 2 888 少少少 l 888 { 77777 22222222222 少少少少少 lll 1
.

2 777 1
.

5 7 11111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卜卜JJJ
0 4 0444 4000 l 000 l 88888 lll l 444 l 3333333 222 1111111 少少 少少少少少 0

.

5444 3
.

1100000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日日日 0 6 0 666 4 999 I 555 l 555 少少 111 l 000 7777777 少少 lll 少少 lll lll 少少少少少 0
.

3 444 4
,

26 77777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深深深 0 8 0 666 3 888 444 l 4444444 lll 3 0000000 少少 lll 88888 少少少 2222222 0
.

2 333 3
.

7 144444

00000 6 1 222 2 333 222 122222 l 111 2 555 lllllll 333 888 l 33333 少少少 IIIIIII 0
.

4 222 2
.

0 8 55555

00000 8 0 888 2 333 少少 122222 1222 2 666 少少少少 222 111 l 77777 少少少 6666666 0
.

1 777 1
.

9 177777

00000 8 1 000 2 555 少少 2 000 少少 1000 2 222 lllllll 22222 l 888 少少 少少少少少少 0
.

1888 1
.

25 00000

平平平均值值 3 000 8888888 555 1777 77777777777 888888888888888 0
.

4 555 2
.

5 599999

由上述可见
,

本海区沉积物的分布受到原始地形地貌
、

风
、

浪
、

流的控制
。

在沉积类型

图中
,

铁山港海区西侧沿岸潮间浅滩至 s m 水深以内的海域均为中细砂或细中砂沉积物
,

而

在 5一 1 5 m 水深之间的海域为中粗砂沉积物
,

甚至局部区域分布有粗砂砾石沉积物
。

这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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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岸向海物质由粗到细的分异规律相违的现象
,

在我国东海
、

南海陆架浅海区同样有出现

(刘锡清
, ’

加8 7)
。

据分析
,

区内出现与粒度分布规律不符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冰后期海面

上升
,

原地的北海组砖红色亚砂土和砂砾层受到海水侵蚀
、

改造
、

搬运
、

淘洗
,

使细粒物质

被强烈往复潮 流向 sm 水深以内海 区或向 此m 水深以外海域搬运
,

遗留下来的粗颗粒物

质
,

形成中粗砂沉积带
.

在 i\l 0m 等深线以外海域
,

沉积物分布特征为由粗到细
。

碎周 , 矿物① 对铁山港海区表层沉积物做了 0
.

1夕5一习
.

0 63
r n刃。 粒级重矿物分析

.

重

矿物含量呈现条带状与海岸平行分布的特点
。

在潮间带中
,

重矿物含量为 0
.

63 一 13
.

83 %
,

平均含量为 3
.

90 % ; o ee }如m 水深为 .0 2 9一 2
.

07 %
,

平均为 0
.

83 % ;
,

1任一20rn 水深为 .0 仪7一
一 1

.

27 %
,

平均为 .0 45 %
.

显然
,

研究区 内重矿物分布趋势随离岸变远和水深加大而逐渐减

少
。

该海区含量较多的重矿物种类有电气石
、

错石
、

钦铁矿 ; 独居石
、

金红石
、

红柱石
、

十

字石等含量较少 ; 角闪石和绿帘石在近岸区含量稀少
,

在 巧 m 等深线 以外明显增多
。

上述

的重矿物种类中
,

电气石含 量最高
,

其在潮间带平均 为 4 6 %
,

0
一一 I O m 水深海域平均 为

43 %
, .

1任一2 0 m 平均为 30 % ; 其次为错石
,

其含量在近岸带一般达重矿物 的 加% 以上
,

在

沙田港 口 和安铺港 口附近
,

错石含量大于 40 % (李萍等
,

1 9 8 7)
,

向海方向逐渐减少 ; 钦铁

矿在区内沉积物重矿物中的含量一般小于 20 %
。

由此可见
,

调查区内重矿物组合为电气石

州皓石一钦铁矿
,

显示出电气石含量高
,

电气石+ 错石 / 钦铁矿的 比值均大于 的特点 (见

表 l )
。

在陆架浅海沉积物中
,

重矿物组合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往往可以反映沉积物的来源
。

沙田

和营盘附近北海组和湛江组的样品分析结果表明
,

沙田附近北海组中的电气石
、

错石
、

钦铁

矿含量分别占重矿物总数的 67 %
、

8 %
、

7 %
,

湛江组 中分别为 60 %
、

8 %
、

4 %
,

营盘附近

北海组中分别占 2 4 %
、

14 %
、

2 0 %
,

湛江组中分别占 2 2 0/ 6
、

6 %
、

1 0 % (李萍等
,

1 9 8 7 )
。

表明沿岸北海组和湛江组 中同样是电气石含量最高
,

且电气石 + 错石 / 钦铁矿的 比值均大于

1
,

属电气石
一
一错石一月汰铁矿组合

,

与海区中的重矿物组合相一致
,

充分证明本海区沉积物

主要来源于海水侵蚀和地表水切割
、

冲刷沿岸北海组
、

湛江组岩层
。

生物沉积 生物沉积是海底沉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海区沉积生物遗体可分为两大

类
,

即贝壳类
,

有孔虫和介形虫类
。

贝壳类底栖生物 通常分布于潮 间带砂泥质海滩和港湾沉积物 中
,

调查区内贝壳类生

物遗 体主 要 有单 壳类 的棒 锥螺 uT rr ib e

all bac i ll翻俐 幻 e n er
,

日本 蜒 螺 Ne irt
o j op on ic 。

D u nk e r
,

双壳类的毛蛆 S e
即h a r e a s u b e r e n a r a L i s e hk e

,

泥蜡 矛馆 l’aII
v e a g r

an os a L i n n a e u s
,

方蛤 Me er tr ix m
e er tr ix iL n n ae us

。

还有棘皮类
、

甲壳类
、

多毛类
、

蛇尾类等
。

有孔 虫
、

介形 虫 铁山港海区表层沉积物中有孔虫
、

介形虫含量丰富
,

自潮间带到

lsr m 或 2仓m 水深的海域
,

每 50 克沉积物干样含有孔虫数十至上万枚
。

经鉴定统计的有孔虫

属种有 100 余种
,

介形虫属种有 30 余种
。

无论是属种还是壳体个数均随离岸变远
、

水深加

大而增加
.

根据有孔虫
、

介形虫群中优势种和特征种及其生态环境
,

现将本调查区划分下列

三个有孔虫
、

介形虫组合带
。

潮 间带

—
毕克卷转虫 变种 A m m o n 匆 b ec ca lr’i , a sr

.

组合带 沉积物为中细砂
、

砂质淤

泥
、

淤泥等
。

沉积物每 50 克干样含有孔虫 30 至 9 00 枚不等
,

平均含 3 70 枚
。

属种单调
,

一

①碎屑重矿物由同济大学李萍老师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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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少于 ro 种
,

且个体小
。

优势种为毕克卷转虫变种
,

占全群个体数 40 % 以上
,

特征种有鳞

状砂 轮 虫 rT
o e h a州用 in a s 叮u a脚 a r u J o n e s a n d p a r k e r

,

圆 形 小粟 虫 M i l i o l in e

all
c i r e u al r is

( B o m e m a n n ) 等
。

介形虫 含量 很少
,

仅含个别美 LIJ 双 角花介 B i e o r n u叮 t h e r e b is a n e n s臼

( o k u b o )
,

中国花花介 C a ll i o 即 th e r e s in e n s is Z h a o
,

粒状胡林介 uH lign
s .ln a g r a n u al ta G u a n

等
。

此外
,

常见植物碎屑和贝壳碎片
。

潮下带 (拼一1 0用 水 深 ) —
毕克卷转 虫 变种一条纹判草 虫 A

.

b ce ca iir
F a r j

.

一Br 左a

ll’n a

st r

iat
u al 组合带 沉积物为粘土质中粗砂

、

砂质粘土等
。

每 50 克沉积物干样含有孔虫 4 00

至 41 00 余枚
,

平均含 1 19 0 余枚
。

优势种为毕克卷转虫变种和条纹判草虫
,

分别占全群壳体

总数的 20 % 和 巧% 以上
。

特征种有异地希望虫 E IP h iid
“ m a

vd en um ( C us hm an )
,

亚洲希望

虫 E
.

a s l’a t i c u川 P o ls k i
,

短小判草虫 B
.

a b b r e , ia r a ( H e r e n 一 a l l e n a n d E a r l a n d )
。

秀丽脐塞虫

G a v e l ln e n s is 夕r a
塔

e r i ( H e r e n 一 a ll e n a n d E a r l a n d )
,

同现孔轮虫 C a r a r o la l ia a n n e e r e n s ( P a r k
-

e r e t J o n e s ) : 阿卡尼五块虫圆形亚种 Q
u in 叮u e ot e u l in a a k n e r ia n a r o r u n

da ( G e r k e )
,

三角三块

虫 rT i lo e u l in a t r ig o n u la ( L a m a r e k ) ; 台湾砂杆虫 A m m o b a e u l i t e s t a i w a n e n s 站 ( N a k a m
u r a )

,

宽串珠虫相似种 eT
、 ut al ; ia cf al at G e m er

a d
,

细串珠虫 .T ea
r la n id P ar k er

。

介形虫在沉积物

中含量亦较丰 富
,

主要属种有舟耳形介 A ur ila 心
,

m b a ( B ar d y )
,

中国弯背介 L o x co on ch a

s in e ns is B r a d y
,

纤 细 陈 氏 介 aT
n e l l叮 g r a e i lia C h e n

,

亚 日本 库 士 曼 介 C娜h m a n
ide

a

s u
bj al , o n .cl a ( H a n a i )

,

网纹半丽花介 eH 阴 l’cy r h e r

l’de a r e r ic u t a
幻

n

脚
a

,

隆起角科金坡介
·

co nr cu oq
“

im ab g ib ab (H u)
,

美山双角花介等
。

其它还有掘足类
,

并含少量海胆刺
.

I于
一~

2 0阴 水深浅海沉积带一

一球室 刺房 虫
一压扁卷转 虫 S ch ac k 口 in e

all g ot bo as 一 A m m o ” ia

co mp er ss t’u cs o al 组 合带 沉积物为砂质粘土
、

粉砂质粘土等
。

有孔虫含量十分丰富
,

每

50 克干样含有孔虫 4 0 0一
~

2 or OO 余枚不等
,

平均含 9 500 余枚
。

优势种为球室刺房虫
、

含量

占全群壳体总数的 30 % 以上
,

其次为压 扁卷转虫
,

占 巧% 以上
。

特征种有优美 花朵 虫

月o r l o s
de

e o r u s ( C u s h m a n )
,

M c e u l l o e h
,

具瘤先希望 虫 p r o t e
lP h诚

u o r u b e r c u la r u m ( d
’

O r b i g n y )
,

简单希望虫 E
.

, 之泞少 le x C u s h m a n e t M e e u l l o c h
,

缝裂希望虫 E
.

。叮
e

all
n i e u 脚 H e r -

o n 一 A l l e n a n d E a r l a n d
,

太 平 洋 霍 氏虫 万叩 k in s i n a 户a e
价

e a C u s h m a n
,

沙 室 富先科 虫

uF
r s e n k o ln a 尸a u e l’b o e al ra ( R a d y )

,

微细小盔虫 C口“ l’du iln
a o in u r a

( C u s

hm
a n )

,

棘刺判草

虫 刀
.

切 .ln e s e e n s ( C u s h m a n )
,

异地伊格尔虫 几 g r e

all
a

vd
e e n a

( C u s h m a n )
,

多砂五块虫

Q
.

s a b o ot s a C u s h m a n
,

台湾两代虫 B ig e n e r in a t a i w a n e n s 。 ( N a k a m u r a ) 异地希望虫
、

条纹

判草虫等
。

并含少量浮游有孔虫小个体
。

如袋拟抱球虫 G lob ig er in 口

ide
s s

ac cu l旅
; ( B ar d y )

,

介形虫含量亦丰 富
,

主要属种有 : 日本穆赛介 M un
s e,’ e

all j op on i ca ( H a
an i)

,

皱新单角介

Ne
o阴 o n o e e r a t in a e r

lsr
a t a H u ,

布 氏威契曼介 川
e h m a n o e zla 占r a

办
,

1 Is ih s a k i
,

东方半克利特

介 价。 ik r i t h 。 o r ie 月 t a l la ( K i n

脚
a )

,

亚齐介 A tj e h e ll a K i n

脚
a ,

刺戳花介 S t仓脚a r o 叮 th e r e

sP l’n 0 sa ( H u)
,

还有 中国弯背介
、

美 山双角花介
、

纤细陈氏介
、

库土曼介等
。

其它含有三角

藻
,

较多海胆刺
,

海绵骨 针等
。

三
、

沉积相演化

在本调查 区分析了 0 10 4 孔
、

0 2 0 3 孔
、

0 2 0 4 孔柱状样品
,

最深进尺为 4
.

16 m
,

最浅 为

2
.

65 m
,

其中 0 104 孔已穿透全新统
,

进人风化的棕红
、

灰黄色粘土质砂层或砂 质粘土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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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3孔穿透冰后期滨海浅海层
。

根据岩芯的岩性特征
,

微体古生物化石群特征及
’ 4 C 测定年

代的结果
,

可将所揭示的地层自下而上划分为 4 个沉积相层
,

并推断古地理环境
,

如图 3
。

铁 山港海 区 饮州 河 防城河
水深

孔号

{{{{{{{{{ǎ日à侧岑拎加嵘振

〔三习
,

巨目
2

层奎卜 口卫卫
.

1蛋翻
5

1
.

” 侧定年岭 ; 2
.

浅海相 ; 3 过渡相 ; .4 淡水沼泽相 ; 5
.

陆相红层

图 3 铁山港海区沉积层下相邻地区的对比

F i g
.

3 C o tn P a r a t io n o f se d i m e n t s in T i e s h a n H a r
bo

u r a n d i t
’ 5 a dj a ce n t r e即 o n s

L下伏陆相层 在区内 1 5m 水深处 01 04 孔下伏底层
,

为灰黄
、

棕红
、

灰色等杂色粘

土质砂层
。

结构细密
,

含少量植物碎屑
,

未发现海相有孔虫
、

介形虫及其它化石
,

反映陆相

沉积环境
。

该层的岩性特征与沿岸出露的北海组极为相似
。

B u d d h ae b iB s w as ( 1 9 86) 对马

来西亚东部滨海约 45 一8 0m 水深海区的钻孔岩芯的研究
,

发现有同样岩性的砖红壤层
。

在

北部湾涸洲岛西南面 40 m 水深处 A 孔同样发现有相似的岩性 (汪品先等
,

19 8 0)
。

可见该

层在北部湾地区至南海沿岸大陆架广大地区分布极为变遍
,

并且与其上覆全新统岩层不整合

接触
.

.2 淡水沼泽相 为灰色
、

灰黄色粉砂质粘土或深灰色砂质粘土
。

在岩层中发现石膏微

粒
,

含植物碎屑
,

未发现海相有孔虫
、

介形虫及其它化石
,

反映淡水沼泽相环境
。

该层在北

部湾海区内的钦州湾 12 m 水深处 05 0 2 孔
、

防城湾 1s m 水深处 0 6 02 孔有发现 (黎广钊等
,

198 8)
。 ’ 4 C 测年结果确定其形成的期为为 9 5侧卜一7 5 00 a

.

B
.

P
. ,

属早全新世
.

1 海陆过渡相 为灰色
、

灰黄
、

青灰色细砂质枯土
,

粉砂质粘土
,

含植物碎屑
,

偶见

黄色氧化斑
。

有孔虫属种单调
,

个体小
。

主要有毕克卷转虫变种
,

异地希望虫
,

偶见介形虫

宽卵中华美花介 s io o cy t her ide
a al t ot va at H o ue t C h en

,

并含少量棘皮类化石
,

反映海陆过渡

相沉积环境
。

该层在北部湾地区的钦州湾 0 5 02 孔
,

防城湾的 0 6 02 孔的岩芯中同样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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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广钊等
,

19 8 8 )
.

B
.

B i s w a s ( 19 8 6 ) 在马来西亚东部滨海 6 2
.

5 5m ( 2 0 5 ft ) 水深处的岩芯

亦发现相似的过渡相层
,

既含有大量半咸水环境的有孔虫化石
,

又含丰富淡水沼泽和红树林

沼泽混生的抱粉
,

并测得沉积物含盐度为 20 0{ 冷
一一

3 0 0() 0P p m
。

可见海陆过渡相层在北部湾

地区至南海沿岸大陆架分布相当广泛
。

通过岩层沉积相和
’ 4 C 测年数据

,

在 图 3 中不难看出

本 区海陆过渡相的形成年代为 80 〕 } 一芍oo o a
.

B
.

P
. ,

属全新世中期
。

.4 浅海相 由灰色
、

青灰色砂质粘土或深灰色粉砂质粘土构成
。

含较多贝壳碎片和完
整贝壳

,

常见虫孔构造
。

有孔虫含量丰富
,

一般每 50 克岩芯干样含 20 0 (} 一币0 00 枚不等
。

优

势种为球室刺房虫
、

毕克卷转虫变种
、

同现孔轮虫
、

世时希望虫
、

茸毛希望虫
、

优美花朵

虫
、

日本半泽虫
、

太平洋罗期虫
、

东方小技虫等等
。

介形虫一般每 50 克沉积岩芯干样含 10

一16 0 枚不等
。

主要属种有 日本库士曼介
、

皱新单角介
、

布氏威契曼介
、

舟状耳形介
、

宽卵

中华美花介
、

美山双角花介
、

中国弯背介等
。

并含大量海胆刺
、

掘足类
、

反映浅海沉积环

境
。

该层在北部湾地区的钦州湾
、

防城湾
、

北海湾 (廉州湾 ) 口 外的浅海钻孔岩芯均有发现

(黎广钊等
,

19 8 8)
。

根据
’ 4C 测年结果

,

推断沉积时代为 6 0 0o
a

.

B
.

P
. ,

属全新世中
、

晚期
。

四
、

物质来源与运移

铁山港海区盛行南一南西向主浪
。

由于南海潮波和北部湾反射潮波在铁山港 口门轴线辐

聚
,

形成铁山港沿岸高潮位
、

大潮差
、

强潮流
,

有利于波浪冲刷
、

侵蚀海岸
,

潮流搬运物

质
。

特别是营盘以东至青山头一北暮盐场一带的北海组或湛江组边缘被冲刷形成海岸陡坎或

陡崖
。

野外观察发现在营盘港以东局部侵蚀岸段出现由北海组和湛江组地层构成的陡崖高达

1任一2 0 m
,

崖脚下可见海蚀穴及海蚀凹槽
。

海滩上部侵蚀树根裸露
,

海滩下部可见冲刷出露

北海组红层或湛江组杂色粘土层
。

显然
,

铁山港海区沿岸一带宽广的海滩及其水下砂质岸坡

与铁山港 口两侧的砂质潮滩及湾口 处潮流砂脊群的物质主要来源于海水侵蚀沿岸北海组
、

湛

江组地层的产物
。

粗颗粒物质在近岸地区沉积形成砂质带
,

细颗粒物质则被潮流输送到远岸

海域沉积形成泥质沉积带
。

根据前面所述
,

区内重矿物分布特征
,

同样反映铁山港海 区的沉

积物主要来源于浪
、

潮
、

流对海岸的侵蚀作用
。

沉积类型及重矿物含量分布规律又反映出沿

侵蚀物质运移主要作横向运动
。

本区在南一南西向主浪作用下
,

使营盘以东沿岸潮间浅滩和

部分水下浅滩 的泥沙向东北方 向运移
。

而东北 常风 向与海岸接近垂直
,

可引起泥沙横 向运

动
,

但由于风区窄
,

吹程短
,

不利于泥沙流形成
。

同时
,

铁山港 口 门外存在有旋转流
,

它和往复潮流复合后使流场浪速增强
,

有利于潮流

沙脊形成
,

致使湾 口处形成数列规模较大的潮流沙脊
,

其伸展方向下潮流方向一致
。

据水文

实测资料
,

铁 山港 0
.

5 H 层平均涨潮流速为 5 c8 m / s
,

平均落潮流速为 7 4c m / S j
。

落潮比

涨潮流速高 16 mr / S ,

有利于波浪
、

强潮流侵蚀海岩的物质并向海方向搬运及疏通航道
。

此外
,

根据悬移质分析的结果
,

表明铁山港 口外 1任一2 0 m 水深的泥质沉积区既有陆源

的
,

又有外海带来的
,

导致该区为冬 季含沙量高值区
,

中心值为 .0 o s k g / m , ②
。

外来物质

的主要原因是琼洲海峡西 口 潮流 向西北方向扩散
,

并和来自北部湾的潮流相遇后汇合北上
,

①陈波
,

1 987
,

铁山港水流特征及开发建议
。

南海海洋与开发
,

第 1期
,

②广西海洋研究所水文组
,

19 8 5
,

广西海岸带水文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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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从琼洲海峡带来的粗颗粒物质
,

在其西 口扩散沉积
,

形成西 口潮流沙脊群
,

细颐粒物质

随北上潮流带至铁山港 口外 1住一 2 0 m 水探的海域凝聚沉积
,

形成泥质沉积区
。

收稿日期
: 1 9 89 年 l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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