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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暴流沉积说涵义与概念的商榷

彭怀珍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科学研究所 )

提共 国外一些地质学家提出风幕流沉积
、

风幕岩
.

强调系暴风 (台风 ) 的突变性与灾变性力量形

成的沉积物
.

据笔者对旋涡流作用成因的观察与研究得知
,

旋风 (台风
、

龙卷风
、

气旋 ) 是形成旋涡流的

动力源之一 但旋风本身不能直接在海水中摄取砂粒形成沉积物
,

必须通过海水旋涡流作用
,

才能形成沉

积
,

这又有违风攀流沉积说原意
,

而变成旋涡流沉积作用了
.

况且
,

旋风流动速度可与声速相当
,

延续时

间短
,

形迹不定
,

不易搬运与形成沉积物
.

关健调 徽祸流沉积 流体力学 激风起因 单向风 半回激涡流 激浪流
.

作老简介 彭怀珍 男 55 岁 工程师 沉积学 构造

一
、

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目前流行着
“

风暴沉积
—

风暴岩说 ( T em pe st i t e s)
”

原词 T em pe st 意为风暴 (恶

劣 ) 天气
,

大风暴
、

暴风雨 (雪 ) ( 《英汉地质词典》
,

198 3 )
,

暴风雨
、

风雹
、

十一级暴风

(新英汉词典 《增补本》
,

19 8 5 )
.

在气象学中少用
“

风暴
”

一词
,

而常用
“

暴风
”

一词
,

目的是

强调它的灾变性与突变性
.

攀风流是发生在近滨与陆棚区
,

由风暴引起的回流
、

振荡水流等

产生的一种向海流动的密度流
。

风暴流的运动是水平运动与振荡运动的合成
,

即兼具流动与

波浪作用的性质
.

风暴对陆棚沉积环境的影响很复杂
,

以咫风
、

台风
、

中纬度冬季风等的影

响最为显著①
.

从实质与意义上讲
,

指 的是一种巨大旋风 (龙卷风
、

台风
、

气旋 )
,

目前习

惯上将此三种统称暴风
.

旋风是一种流动速度较快的气团
,

速度与声速相当
,

特点是旋转的

空气旋涡流
,

行经区使海水形成与旋风同轨迹的旋涡流
.

但风暴流沉积说
,

又未突出流体力

源中旋涡流
,

因为这一形式的能量最大
,

但也有时会产生停滞与消失
。

旋风本身又不能直接

在海洋区摄取海水底部中的砂粒
,

又不能直接搬运砂粒而形成沉积物
,

必须通过海水方可实

旋
,

直接作用者应该说是海水
,

而命名时却未能突出海水的作用
,

反而突出了风力功能
,

所

以值得商榷
.

“

由风暴引起的回流
、

振荡水流等产生的一种向海流动的密度流
” ,

风暴以怎样的一个方

式引起回流的
,

又以什么样的动力方式促使海水
, “

振荡水流等产生的一种向海流动的密度

流
” ,

在概念上显得含糊
,

目前见到的资料对此问题说明的也不够透彻
.

据对现代潮汐浪
、

涌浪
、

波浪的观察
,

这些浪在适宜的岸边地貌位置上
,

才可以产生半回旋漩涡流
,

指由潮汐

工张锦泉
、

叶红等
,

风暴流及风基岩
,

19 84
,

地质科技动态 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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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

涌浪 (涌升 )
、

波浪所形成的波浪
,

浪在岸边上
,

因地形影 响
,

使浪局部产生半回旋
,

回旋角度不到 3 6 0
。 ,

只能达到半圈 ( ()
一一 100

。

一 18 0
。

左右 )
。

,

当浪一触岸边其中一部份能量随着浪的破碎而衰弱损耗 ; 又由于半回旋角度小
,

所以

动能未能高度集聚
,

吸力 自然就小
,

作功就更困难了
。 “

继波浪破碎而产生的海水水体迎岸坡

向上运动的水流
,

称激浪流 (拍岸浪
、

涛 )
” , “

每一次激浪流的发生
,

都存在着迎岸坡向上的

进流和顺岸坡向下的回流
,

进流开始于该次激浪流的发生
,

结束于主要因湍流使激浪流的能

量耗尽时 ; 而回流贯穿于该次激浪流运动全过程
。

仅在激浪流运动发生的初期
,

由于动能很

大
、

力也很大
,

而构成回流的水质点集合体很小
,

使回流不显著而 已
”

(张希聪等
,

1 9 86)
,

如资料上所说此
“

流动距离可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
”

叭 如此远的运动距离
,

凭借以 上所

说的
“

回流去完成长距离流动
,

困难较大
、

按上述分析回流力量太小 而另一种形式的回流

是指在
“

向东流的北赤道的回流与南赤道回流
”

(,J
、

仑义光
,

! 98 1 )
,

在陆棚环境 中是否会有

如此大功率的回流作用
,

值得研究
。

二
、

旋风 (暴风 ) 的起因与特征

目前对沉积学研究的方法与手段看
,

普遍采用将今论古的办法
,

而
“

风暴流沉积说
”

也应

遵循这一规律
。

旋风和气旋跟龙卷风和台风一样
,

都是一种高能低气压的涡旋 ; 龙卷风是一种激烈旋转

的空气旋涡 (丁一汇
,

19 77)
,

若风力达不到台风级别时
,

则搬运能量就小
,

一般说只具近

距离少量搬运作用 ; 波浪的冲蚀作用也小
。

凡具有灾害性规模的风力
,

其实质就是一种巨大

的旋风
,

它的动能与液流漩涡流相同
。

据研究认为
,

在压缩膨胀效应不太大的情况下
,

流体

的一切运动方式都是围绕着旋涡流发生和发展 (吴介之
,

19 85)
,

在热带海洋表面上发生的

涡旋或拢动基础上
,

容易发展成一种强烈暴风

—
旋风

,

其原困是海洋表面上摩擦阻力小
,

使它易于形成与延续 ; 陆地表面上摩擦阻力大
,

它的能量容易减弱或破碎与消失
,

所以它多

发生在海域区或沿海地区
,

但其中也有一些旋风
,

是 与海面或陆地表面不接蚀
。

风力对沉积

作用只是起着一种间接作用
,

而直接作用者仍然是海水
。

海水在 台风的驱赶下
,

洋面上可 以

掀起巨浪
,

当冲向海岸上 的喇叭 口地形时
,

暴风所产生 的浪涌可高于正常水位 6m (丁一

汇
,

19 77 )
。

旋风旋转的形态用 肉眼无法观察到
,

它多发生在我国西北的新疆
、

青海
、

宁夏

及西藏等地
,

如沙丘的形成与变迁
。

这一现象的规模很小
,

但延续的时间较长
,

有时在西北

地区的沙丘上
,

常常可以见到马蹄形沙丘驻涡
,

即可说明此风力也具有旋涡流作用性质
。

旋

风强度大且激烈
,

但持续时问较短
,

台风可延续数天到几周
,

在 7
、

8
、

9
、

10 四个月中出现

的次数较频繁 (指北半球而言 )
,

风速为 16 一 1 10 m / S ,

范围 16 任一石50k 叮 而龙卷风较台

风更猛烈
,

但持续时间更短
,

它是以几分到几小时来计算时间
。

唯气旋一年四季都在陆地上

或海洋中可以形成
,

春季最多
,

秋季次之
。

这种扯复一年
,

日复一 日的频繁交替出现在浅海

区及岸边区
,

反映在沉积物上 与沉积相序上
,

究竞是怎样的一个模式
,

值得研究
。

工余素玉 等
,

19 85
,

风暴沉积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岩石教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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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旋风与漩涡流的关系及其沉积作用特征

一些地质学家提出
“

风暴流
、

风暴岩
、

风暴沉积说
,

笔者认为
,

这一问题
,

很难在 自然

界中观察到
.

50 年代曾有人提出过黄土风成沉积说观点
,

但两者所强调问题的侧重点不

同
,

前者强调的是在海洋中的风力搬运沉积作用
,

而后者强调的纯属陆地上风力搬运沉积作

用
,

虽然两者都在力图强调风力在形成沉积物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

其差异是风力在陆地上可

以直接作功
,

但在海洋中却不行
,

因深海区风力无法搬运砂粒 ; 浅海区风力虽然能起作用
,

但此时相对来说磨擦阻力增加很大
,

动能随之也减弱了
。

其间风的能量转换成海水的作功能

量
,

要耗损相当数量的动能
,

用于携带沉积物的能量自然就少了
。

况且
,

海水在旋风的促使

下
,

也会程度不等的卷人与影响漩涡流作用
,

结果形成的是液流漩涡流作用
,

而不是风力直

接作用的结果
。

旋风只是形成液流漩涡流的力源之一
,

因为风力本身不能直接在海水淹没的

地区中
,

去摄取砂粒与搬运砂粒形成沉积物
,

而是先要通过代动海水
,

让海水形成漩涡流作

用
,

才能去实施对沉积物的作用
,

其实质不是暴风沉积
,

而是游涡流沉积
。

漩涡流在没有风力情况下
,

也能形成如海侵时的漩涡流
,

它对海区中沉积物的形成或地

形的改变与影响
,

都具有较强的作用
。

由于水流不断的相互混掺
、

旋转
、

震荡
、

掺气及挟带

砂泥
,

以及扰动等作用
,

都会影响沉积物 (彭怀珍
,

19 8 7)
。

而旋风在运行中虽然能吸起一

些水滴
、

尘土
、

砂粒或其它杂物
,

形成轴向流水柱旋核
,

但数量却很少
,

其中必须经过一个

由漩涡流传递给旋风柱的复杂过程
,

不像陆地上那样直接吸人核中搬运与沉积
,

当触到岸边

或陆地时
,

此柱体随旋风的减弱或消失而消失
,

将所携带的物质分散沉降在途中
,

由于沉速

度快
、

时间短
,

使海水来不及对其进行选
,

却在原沉积物中
,

突然掺人一部份外来物
,

将会

出现与形成大小混杂
、

排到无序的一套沉积物
,

其分布范围应成条带状
。

是否如一些资料所

介绍的理想风暴岩沉积序列及对比 (刘宝君
,

1 986 ; 孟祥化等
,

19 86 ; 吕炳全等
,

19 8 7) 的

那种情况呢 ? 值得讨论
.

因为台风
、

龙卷风
、

气旋流动速度很快
,

怎样会形成固定形式的沉积物类型呢? 它能否

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固结成岩呢 ? 它会不会使新出现的漩涡流
,

破坏了先前形成的沉积结构

呢? 机会虽少
,

但总有此可能性
,

假若如此叠加作用下去
,

与未遭受重复叠加作用的沉积
,

在结构上如何区别
,

问题十分复杂
。

用一套正常的观念与理论
,

去观察分析此现象就显得不

够了
。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
,

形成怎样的一种序次与结构剖面类型
,

将是一个新课题
。

旋风多起源于热带海洋表面上空
,

此地海水较深
,

风力能否有如此大的能量
,

摄取到深

水区中的砂粒
,

若不能则所说的沉积物物源
,

又从何处而来? 这种沉积类型又是如何提出的

呢? 按目前的认识又不可能出现一种由近滨或陆棚区到深海中去的旋风能量
。

当旋风到达浅

海或岸边时
,

它的能量因磨擦阻力增大
,

而逐渐减弱
,

无力去摄取海水中的砂粒等物
。

而原

来所带的砂粒
,

开始沉降
。

旋风若仍然在运行着
,

使沉降的那一部份
,

本来就很少
,

却显得

更分散
,

若待完全登陆时
,

则使所携带的物质所剩无几
,

在此情况下如何谈得上在近滨和陆

棚区由
“

风暴形成沉积物呢 ? 至于潮汐浪
、

涌浪
、

风浪等
,

在近滨与陆棚区所形成的沉积

物
,

其概念与风暴沉积完全不同
,

前者属正常情况下的沉积
,

后者是强调灾变性与突变性作

用的结果
。

据对烟台
、

大连
、

北海
、

涸洲岛现代沙滩的观察
,

其沉积物粒径变化不大
,

至于生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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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层的集中 (图版 I
,

6
、

5) 是由一种应力场均匀的半回旋漩涡流聚集而成的
,

而不像风暴

力源所形成的产物 ; 若是则粒径应大至砾石级
,

且大小混杂
、

成条带状分布
,

而不应是碎屑

级
,

成份单一
,

大小均匀
。

它是经过了分选
、

搬运
、

聚集过程
。

因为目前只有漩涡流作用才

具有此特性与功能
.

四
、

对现代暴风后现场的考察

作为暴风岩成因的丘状层理来说
,

是什么因素形成的
,

暂不作讨论
.

作为暴风动力力源

来说
,

它在北半球上的旋转方向
,

只能呈反时针方向
—

气旋性环流
,

在此区域中的海水
,

根本上不会出现往复式波浪流作用
,

只能 出现旋转式漩涡流
,

更不可能出现
“

暴风岩底面特

征 中所提到的多向性的涡流
” 。

至于在此区以外地区中的一般风浪 中的半 回漩流或潮汐浪
,

对浅海岸边地貌
,

或对沉积物作用来说统称往复式动力源
,

但它的能量较暴风来说显得就太

弱了
,

也与暴风沉积说的原意概念不相吻合
,

它对海底岩层的冲刷溶蚀作用
,

多表现为垂向

溶坑或磨菇柱等形态 (图版 I
,

3
、

4)
。

19 86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日在北海市
、

涸洲岛考察现代海洋沉积
,

该岛于 19 8 6 年 7 月 23

日曾遭受了一次 23 号台风袭击与影响
,

风速 35 m / s 即 12 级台风
。

台风的中心位置不在该

岛上
,

距离涸洲岛 6任一 8 0 km
,

范围 150 km
,

而该岛面积仅 26k m
2 。

笔者留心观察暴风沉积

证据
,

也询问了当地鱼 民台风前后海岸上的变化情况
,

但始终未能发现遗迹
,

唯独见到该海

浪将 25 m 左右宽的港湾内堤
,

冲跨了一个 粼卜一50 m 大缺口
,

并破坏了一些民用设施
。

又在

19 8 6 年 11 月 8一10 日期间
,

该 岛又有一次台风
,

风速 7一8 级 (船泊停开 )
,

即赴该岛岸边

观察
,

在沙滩上见到海侵时波痕形态 (图版 I
,

1 )
,

此形态并没有因海退时水力的冲刷
,

将

其冲掉或夷平
,

由此说明海退时的回流力量很小
.

当退潮后约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

砂滩中

粒间积存的过饱和水
,

沿 1一5
。

岸边斜坡
,

向海洋向方退流时
,

所冲刷形成的树枝状水系

形态图 (图版 工
,

2)
,

也说明了回流的流速或力量都是很小
,

所以槽沟很浅
。

关于风暴过后能否造成大量钱殊的沉积物堆积这一事实
,

基于笔者的分析和观察
,

认为

实在值得讨论和进一步观察
,

故尔提出与同行商榷
。

收稿 口期 : 19 8 9 年 4 月 1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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