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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的生物逃逸沉积构造

李广雪 薛春汀
(地矿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

青岛 )

摘要 近河 日 处的潮间分流河道充填沉积速率较高
,

但仍有海产双壳类 cy
c

iln a S认en
s
is ( G m o

iln )

等生活在那里
,

伴随堆积而向土逃逸
,

其逃跑遗迹长可达 4 0c m 之多
.

根据沉积速率
,

可将软体动物扰动分

为
_

:.种基本类型
,

即潮坪型
、

分流河 11L 型和独流河 口型
.

黄河分流河道的边滩
一

L长有 尸hr ag o ite : C口m m un is

rT 切 和 尸0

掀
口 n u m 柳dr oP 切。 乙

,

在丰水期
,

堆积相对缓慢时
,

植物在接近地表处长走新的根系而取代堆积

较快时被埋藏的根系
,

由此维持着生命的延续
,

其逃逸迹可达 0
.

9一 1 2m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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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逃逸沉积构造主要是研究那些在沉积的或侵蚀的环境中生物随沉积物的堆积或浸

蚀而产生的逃逸痕迹
.

侵蚀环境中植物同样存在向下逃逸活动
,

由于沉积层中很难保存其痕

迹
,

此现象一直未引起沉积学家们的重视
.

本文结合三年多对黄河三角洲的调查资料
,

对 以

下 二方面内容进行 了研究
.

①沉积环境中软体动物的逃逸沉积构造与扰动模式 ; ②沉积环境

中植物的逃逸沉积构造 ; ③介绍现代侵蚀海岸上植物的逃逸现象
.

在整个三角洲
,

上述三 方

面沉积现象到处可见
.

笔者在面的研究基础上
,

对特定区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图 1 为研究

区位置图
.

一
、

软体动物的逃逸沉积构造

有关底栖软体动物的逃逸 沉积构造的参考文献频多
,

C o le m an 和 G ag ial
n 。 ( 1 9 6 5 ,

、

R e i n e c k 和 S i n g h 门 9 8 0 )
、

M
e c a ll 等 ( 29 8 2 )

、

E k d a l e 等 ( 19 5 4 )
、

T h o m s 和 B e r g ( 19 8 5 )

等
,

他们分别对世界不同地区的爪角洲
、

潮坪
、

河流及浅海等不同沉积环境中的软体动物逃

逸沉积构造进行了详细研究
.

但对 于快速堆积的黄河三角洲地区迄今尚未见有关报道
.

事实

上
,

本区情况与 上述的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
.

(一 ) 潮间软体动物分带

研究区 (图 I A ) 自 19 7 2 年 以来经历过 三次环境变迁
.

19 72 一 19 74 年属分流河 口 沉积

环境
,

1974 一 19 82 年属潮坪环境 ; 19 8 2 年本区开始建深水大港
,

岸边筑堤使潮 间环境终

止
,

软体动物全部死亡
,

按原始生活状态保存于地层中
,

为详细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

生物与栖息地环境密切相关
,

特定环境内生物具有一定的组合规律
,

相应地
,

生物扰动

构造必有 一 定的组合特征
.

这种生态现象在潮汐影响的狭窄海岸带同样存在 (赵汝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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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2 ;蔡尔西等
,

19 79 ; 尤仲杰
,

19 8 6)
,

杭州湾沿岸的调 查结果 (蔡尔西等
,

19 7 9) 证

明
,

底栖动物基本上分三个组合带
,

界线比较清楚
.

对海港 区潮间底栖软体动物研究后总结

出两个组合带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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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海港 区 B

.

沉积环境中植物的逃逸沉积构造研究 区 C
.

侵蚀海岸上植物的逃逸现象研究 区

图 1 黄河三角洲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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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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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平面面

日日日日 巡叫叫叫
平均低潮线线

r l9 7 4
~ 一 19 82 年形成的潮坪沉积物

,

生物强烈扰动
,

可 分为两个组合带
,

I 区为光滑蓝蛤一青蛤一溢蛙组合带
,

n

区
.

为中国绿螂带
.

R
.

河流沉积
,

软体动物难 以生存
,

R 一T
.

潮汐影响的河流沉积
,

逃逸沉积构造发育

图 2 黄河海港区软体动物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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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 e o g r a P h ie d is t r i b u t io n o f M
o ll u s e a in th e H u

.

a n g h e H a r b o u r a r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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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为光滑蓝蛤一青蛤一绕蛙带
,

以埋栖生活的光滑蓝蛤 A l)t i j i3 L ae vis ( iH n ds )
、

青蛤

C r e l l’a S in e n s is ( G m e li n )
、

溢蛙 S l’n o n o v a e u al C o n s r r ic ta ( L a m a r c k ) 为主
,

并含有少 鼠的

彩虹明樱蛤 M 、 er all ilr de “ en 、
(B en so n)

.

光滑蓝蛤的栖息量较大
,

可达 18 2 5 个 / m 2
.

青

蛤与溢蜂量相近约 2 34 个 / m Z ,

彩虹明樱蛤较低约 100 个 / m Z ,

;手向海明显减少
.

图 2
`

! 区

为中国绿螂带
,

主要生存中国绿螂 G al cu
o
m ay ch ine ns is ( G r a妇 和光滑蓝蛤

.

光滑蓝蛤栖

息量较低
,

并 向陆方向逐渐消失
,

而 中国绿螂数量较多
,

具有明显的群居现象
.

后者具有币

要的指相意义
,

与杭州湾 (蔡尔西等
,

19 79) 一样
,

生活于平均高潮线 以 上的潮 卜带
.

(二 ) 软体动物的逃逸沉积构造

图 3 是根据剖面 8 6 4 7 照片素描而成
,

A 层之下为 19 72 年以前的烂泥湾细粒沉积物 A

一 D 层 为 197 2一 1974 年潮间分流河 口沉积
,

顶部 E 层为 19 7 4一 19 82 年间形成的潮坪
;夕〔积

物
.

埋栖生活的软体动物通过进 水管滤食

李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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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厂
~ 劣价 丫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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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六牛夸

粉砂
、

爬升层理 2
.

潮汐形成的粘 {
_

质 粉砂脉

3 软休动物 4
.

逃逸沉积构造

5
.

光滑 盔蛤的扰动痕迹

图 3 8 6 4 7 沉积剖面 ( lKJ 面深 l
.

4 5m )

F ig
.

3 8 64 7 S e d im e n ta r y P r o if le

( 1 4 5m i n d e P t h )

动特征明显
,

近十潮坪沉积 ( E 层 )
,

含量 也很高
.

B
、

D 层属 平水期沉积
,

悬浮体中营养成分
,

并运用斧足掘进沉积

物或随沉积物的加厚使身体 卜移形成逃逸

构造 ( E kd a le 等
,

19 8 4 )
, `

已们的
户

! 不广与

繁殖与沉积速率关系密切 ( M c ca u 妇! T

e v e s z ,

19 8 2 )
.

在潮 坪 i万r段 (图 3 E !
二

冬)

沉积速率低 (约 cs m / a)
,

大量的 龙滑

蓝蛤
、

青蛤等繁殖
,

将原始水流层理破坏

殆尽
.

在潮间分流河 日充填阶段
、

沉积速

率较高
,

仅有少量个体较大
,

斧足发达的

种类如青蛤
、

溢蛙等能够生存
,

形成逃逸

沉积构造
.

研究区青蛤 的逃逸 深 度过 2 0

一 35
c m

,

埋 栖深度 5一 1oc m
.

溢 好逃逸

穴 可 达 40c m 以 仁
,

埋 栖 深 度 l() 一

20
c m

.

从音d面分 析可知
,

这 是
一

次拱水

J L天内连续堆积的结果
,

如此高的逃逸深

度
,

K r a n z ( 19 7 4 ) 早 l j 从 试验 中获 得
,

他的结果证明
,

有的软体动物在 一次饥积

事件后 可逃逸 50c m 的深度 ( E k d al e
等

,

1 9 8 4 )
.

沉积速率是影响软体动物生存 的小要

因素之
一 ,

研究软体动物的逃逸构造义可

反映出沉积环境的变化
.

图 3 中明显介了反

映
一

r 河流沉积 的季节性变 化
.

C 层是快速

沉积 的洪水期产物
,

软体动物难以 生存 ;

A 层 为枯水期沉积
,

潮 汐 与软休动物 扰

不但个体大的种发育
,

就是象光滑蓝蛤这样的小 j 体

青蛤和缆蛙形成大的逃逸沉积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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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劝 潮间带软体动物扰动特征

通过对海港区潮间带的详细研究结合整个三角洲的调查资料证明
,

黄河三角洲潮间带软

体动物扰动具有如图 4 所示的三种基本模式
.

图 4 A 是废弃的三角洲叶辫经历 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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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沉积的潮坪生物扰动模式
,

沉积速率约

s c m / a
,

软体动物强烈扰动
,

尤以光滑蓝

蛤
、

青蛤等种类为主
.

图 4 B 为潮间分流河

1r 扰动模式
,

季节性变化明显
.

洪水期沉

积速率高
,

水流 速快
,

软体动物难 以生

存
,

无逃逸构造发育
.

而在平水期或枯水

季节
,

沉积速率较低
,

软体动物能够生

存
,

随沉积物的加厚
,

逃逸沉积构造发育
.

图 4 C 为独流河 口模式
,

独流河口沉积速

率很快
,

可达 Zm /
a 之多

,

软体动物无法

生存
.

这一 模式以厚层 (一般约 4一 10 m )

粉砂和粗粉砂为主
,

偶尔夹有潮汐影响形

成的薄层粘上质粉砂脉
.

目前黄河清水沟

流路的河 口堆积属此种类型
.

图 4 B
、

C 两

种模式
,

在河道迁移后基本都演变成前一

模式
.

因此
,

潮坪型的 区分可做为划分三

角洲 叶辫的标志层
.

在古代地层中
,

常见

巨
·

冀
B

库并价脑ó竖

A潮坪型 B
,

分流河 口型 C 独流河口 型

图 4 黄河三角洲潮间带软体动物扰动特征

F i g
.

4 B io t u r b a t io n o f m o l lu s e a in t h e

i n t e r t id a l fl a t o f y e ll o w R i v e r D e l t a

的是三种模式的组合形式
,

正确区分 上述三种类型
,

有利于再建沉积环境
.

二
、

植物的逃逸沉积构造

(一 ) 沉积环境中植物的逃逸沉积构造

在以往的研究 中
,

人们更注意植物根的穿人构造及藻类叠层石构造 (E k d al e 等
,

19 8;4

艺ol e m a n 和 G a
gl ia n o ,

1965 )
,

而研究植物逃逸沉积构造的报道很少
.

笔者在调查中注意到

这种现象
,

图 I B 区包括天然堤
、

边滩和河道
.

研究发现
,

每次洪水在边滩沉积后
,

草本茎

节植物如芦苇 尸hr ag m l’et
、 。 o m m un l’s ( rT in ) 和水寥 尸。

楠洲
u m 柳dr op iP er L

.

等被部分埋藏

的情况下
,

在近地表处可再次生根并长高
,

多次埋藏多次长高
,

形成了植物前进式构造
.

图

5 是根据 8 63 14 剖面照片和野外记录素描而成
,

位于边滩沉积环境
.

图中 1
、

3
、

4 层为洪水

期粉砂和粗粉砂沉积
,

之间存在慢速的细粒沉积薄层
,

在界面处植物萌发大量根
, _

且茎节变

粗
.

第 2 层底止第 4 层顶
,

属植物逃逸深度约 1 2m
.

原沉积剖面中植物保存完好
,

处于生活

状态
.

在边滩上
,

具有此种生存能力的有芦苇和水寥两种
.

在天然堤上生长有大量以碱茅

尸 u cc l’.n o Z左口 ids at n
( L )

,

尸ar Z为主的草本植物
,

同样具有随沉积层加厚而向上逃跑的能力
.

在 198 8 年的洪水过后
,

沉积了 20一 3c0 m 厚的盖层
,

而植物也相应向上生长了 2 0一 3c0 m
.

研究证
.

明
,

植物在沉积环境中的逃逸沉积构造的形成
,

受两方面因素限制
.

其一是在水流速

度较低的环境中
,

如边滩
、

天然堤等 ; 其二是每次沉积不会完全将植物埋藏
,

这一条件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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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各种植物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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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植物前进式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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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侵蚀环境中植物的逃逸现象

埋栖生活的软体动物在侵蚀环境 中具有

向 下 逃 逸 的 能 力 ( R e i n e c k 和 S i n g h
,

19 80)
,

而植物具有同样的生存能力
,

笔者

在现代海岸环境发现 了这 一现象
.

在现代黄

河三角洲 仁
,

当一条流路废弃后
,

在河 日海

岸附近即会有大量的怪柳发育生 长
.

由 f 河

口沉积的突然终 止
,

使得海水逐渐向 ; 推

进
,

并将部分沉 积物侵蚀掉 (李 )
’ 一

舌 等
,

19 87)
,

使怪柳根露出
,

而新的根又在地表

下长出
,

继续生存
,

形成植物后退式构造
,

一次逃逸可达 2 0
一一30cm

.

侵蚀环境中植物的逃逸现象很难保存
,

一 旦埋藏也难以 区别
,

因此未引起沉积
J

货界

重视
.

实际上
,

侵蚀环境中的植物一 日 被理

藏保存
,

它的底部根系 与佼蚀界面一致 {

部根系与周围沉积界面一般不一致
.

本文提到的植物由李旭 同志鉴定 ; 肯兰

地调所的 日ee st 博士
、

周水青助理研究 乃在

野外工作中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 ; 任于 ij]
」高

级工程师提供部分照片 ; 高鹤珠 同志清侩图

件
,

在此致谢
、

收稿日期
.

199 〔,年 4 月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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