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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排浦珊瑚礁区的

现代沉积体系及其演化过程
①

全松青 王 国忠 吕炳全 蒋盘良
吃风济大学 海洋地质系 )

提要 海南岛排浦礁区 由珊瑚岸礁和堤礁及其间水域组成
。

因堤礁的漳壁作用和丰富的陆源勿质供

应
,

研究区内形成清水和 浑水两类沉积环境
.

产出清水碳酸盐和浑水碳酸盐两列沉积体系
,

并形成礁源沉积
、

陆源沉积和混 合沉积三类沉积物
.

文中详细论述 了各类沉积的特征
,

讨论 了沉积体系的演化过 程
:

全新世早

期 是 单一的陆源碎 屑沉积体系
,

全新世中期海侵
,

气温转暖
,

形成早期排浦岸礁与大铲堤礁的雏型
,

全新世晚

期堤礁进入成熟阶段
,

其障壁作用加强
.

最终形成清水与浑水两种沉积环境和两列沉积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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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北 部

湾内
。

是国内地质界考察
、

研究现代碳酸盐沉积的重要基地之一
。

研究区内清水和浑水沉积吓

境同时并存
,

礁源和陆源物质多方位的供应创造 出两列沉积体系
,

并派生出礁源沉积
、

陆源沉

积和混合沉积三类沉积相组
。

本文拟从区域沉积环境和沉积作用整体出发
,

全面系统地 阐述两

列沉积的形成及其发育演化过程
。

这对研究礁源和陆源混合沉积作用能提供
“
将今论古

”

的借

鉴
。

清水和浑水碳酸盐沉积环境

排浦现代珊瑚礁 区由排浦岸礁
、

小铲岸礁
、

大铲堤礁及其后泻湖组成
,

面积约 l o ok m
, (图

1 )
。

东北方陆地兵马角呈半岛状伸入海域
,

小铲岸礁和大铲堤礁于岸外起障壁作用
.

以及新英

湾和沿岸水系的流入
,

使本区形 成清水碳酸盐 沉积环境和浑水碳酸盐沉积环境同时并存的特

殊格局
。

本研究区地处热带
,

具有热带季风岛屿气候
,

水文 气象等因 素都适宜珊瑚类造娥珊瑚生

长
、

发育
;

由于 大铲堤礁和小铲岸礁的漳壁作用造戎礁前
、

礁后水动力条件和水贡的明显趁异
。

大铲堤礁礁前经受强烈的破浪作用
,

形成高达 4一 5 : n 的砾 石堤
,

而礁 后泻期区经常处 于低能

环境中
; 大铲礁前海水的盐度接近 于海南岛西岸表层海水的平均值 ( 33

.

3 % )
.

而礁后区的夏季

海水盐度可达 3 5
.

” %
。

研究区内潮差达 4
.

3 9 m
.

海流也以潮流为主
,

由于面积为 5张 m
Z

的袋

状新英湾和湾外洋浦大浅滩的存在
,

纳潮量达 1 亿 m
’

之巨的潮水从白马井峡 口吞吐
,

在峡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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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淘蚀成深达 5 2m 的深槽
。

潮流特征是涨潮流速小于落潮流速
;

涨潮历时长于落潮历时
,

而且

绝大部分潮水经大铲礁和小铲礁间的西北水道吐吞
。

水文气象因素的上述特证将控制区内碎

屑物质的搬运方向
,

数量分配以及沉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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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排浦珊瑚礁区沉积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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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研究区的陆源物质来 自新英湾
、

侵蚀海岸和沿岸小河流
。

新英湾是一个海岸泻湖 (图

2 )
,

注入其东南部的北 门江和春 江的泥沙在河口 地区形成三角洲
,

其中 < 0
.

l m m 的沙泥质呈

悬移状态被潮流带出洋浦深槽
,

进入礁后泻湖
,

造成海水的浑浊
。

浸蚀海岸的海蚀地貌明显
,

侵

蚀后的产物 自砾石到泥质俱全
,

以砂粒为主
,

泥质次之
。

排浦附近的大江河等独流入海的小河
,

携带的沉积物以推移质为主
,

悬移质较少
。

上述陆源碎屑物质的输入极大地改造 了沉积介质的性质
,

遏制了排浦岸礁的发 育
。

其中悬

移物质大部分随落潮海流输送到浅海区
,

仅少量滞留于泻湖内
。

造成区内两种完全不同的沉积环境— 礁后泻湖内的浑水碳酸欲沉积环境和礁前外海的

清水碳酸盐沉积环境
,

并堆积了三类典型的沉积物
.

2 两种现代沉积体系与三类沉积相组

在上述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沉积环境中
,

形成了两个沉积体系
。

根据物源性质可划分成三

类沉积物— 礁源沉积物
、

陆源沉积物和混合沉积物 (表 1 )
。

礁源沉积相组

大铲珊期堤礁 ( I
,
) 位于排浦镇西北 (图 l )

,

长 s k m
,

宽 1~ 1
.

s k m
。

礁前迎浪
,

水

动力强
,

礁后明显减弱
,

前后环境的分异
,

明显地反映在礁的生态和沉积相组的特征上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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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排浦现代珊瑚礁区沉积体系

T
a
b l

e 1S edim en ta ry sy st em soP fa iP u r e e en t o e ra t r e efa ra e

沉沉 积 环 境境 沉 积 休 系系 沉 积 相 组组 沉 积 类 型型

清清 水水 清水水 小铲岸礁沉积相组 ( l : ))) 礁 稼稼

碳碳碳酸盐盐 大铲堤礁沉积相组 ( I :
))) 沉 积积

((((((((((((((((((((((((((((((((((((((( I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铲堤礁礁后沉积相组 ( I 、
)))))

浑浑 水水 浑水水 排浦岸礴沉积相组 ( I ;
)))))

碳碳碳酸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

礁礁礁礁后泻润混合沉积相组 ( 二 ))) 混 合沉积积

礁礁礁礁 ( 潮 〕坪沙洲混 合沉积相组 ( , : ))) ( 亘 )))

河河河河 口 三角洲砂沉积相组 ( , : ))) 陆 稼稼

海海海海滩
、

砂堤
、

沙丘砂沉积相组 ( I :
))) 沉 积积

湘湘湘湘坪浅滩沙洲砂沉积相 ( . : ))) ( I )))

深深深深槽泥沙沉积相 ( 二 )))))

浅浅浅浅海 (泻湖水道 )沙泥沉积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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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铲珊瑚堤礁一排浦岸礁沉积类型剖面图 (图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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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前相组 以堤礁原地礁岩相为主
,

向海侧有礁前塌积相和浅海砂相
。

原地珊瑚礁相

自低潮面到水深 10 m 为一斜坡带
,

以 3
.

4 m 水深上部 3
.

50
,

下部 9o
。

礁面被强烈切割
,

下部槽

沟系统明显
。

礁面上活珊瑚上部占 4。一 8。纬
,

下部占 25 %
,

10 m 以下停止生长
。

珊瑚属种以丘

状
、

脑状的造礁珊瑚为主
,

有少量粗枝鹿角珊瑚生长在礁岩上
。

本相带以原地珊瑚格架礁岩占

主导地位
,

槽沟中砂屑沉积占总量的比例 甚微
。

礁前
,

斜坡坡麓产出礁源塌积物远离礁体
,

礁源

物质迅速减少
,

而陆源的供给增加
,

沉积物过渡 为礁前混合沉积和陆源沉积
。

b
.

礁冠沉积相 组 由迎风礁缘砾石堤相
、

礁坪砾砂相和背风礁缘灰砂洲相组成
。

前者

为宽几十米至 2。。m 高 4~ sm 的砾石堤
,

由礁块
、

砾石和长珊瑚断肢组成
;
礁坪地形平坦

,

低潮

时水深 10 ~ 15 m
,

底质以砂屑为主
,

覆盖 面积占 70 ~ 80 %
,

余为砾屑和 活珊瑚群体
,

礁坪底面

产出值径为 1
.

5 ~ 3m 的圆盘状原生珊瑚补丁礁 (微环礁 )
,

一般高出礁坪 20 c m
。

灰砂洲分布于

礁坪内侧
,

呈雁行式排列
,

洲首以 N WW 向伸入礁坪内
,

洲尾向东撒开
,

并延伸到水深 Zm 处
。



4 期 全松背等
:

海南岛排浦珊瑚礁 区的现代沉积体系 及其演化过程

礁冠相组 的物质主要来 自礁前珊瑚生长带
.

因位踞高位
.

陆源物质影响极小 ( 陆源砂含量 <

1 %)
,

属纯礁源碳酸盐沉积
。

c
.

礁后沉积相组 ( 1 3 ,

表 l) 由礁后原地珊瑚礁岩相和泻湖砂相组成
,

因处于浑水环境

中
.

遭受来 自礁坪和灰砂洲的碎屑物质的掩埋
,

而且随着堤礁的成熟度增大
,

掩埋作用也加大
,

因而造礁珊瑚处于不利的生长条件中
,

仅在水深 Zm 左右的地形转折处
,

珊瑚筱盖率最大
,

可

达 40 %
,

主要有蜂巢珊瑚
、

盔形珊瑚
、

合叶珊瑚
、

叶状珊瑚和牡丹珊瑚
。

而在水深 Zm 以浅
,

鹿角

珊瑚生长较多
,

本处珊瑚生长下限深度为 3
、

4m
.

槽沟中砂样为介屑珊屑细一中砂
,

含陆源碎屑

2 ~ 4%
。

礁后泻湖砂相也以珊屑介屑砂为主
,

随着离礁距离的加大
,

其粒级变细
,

而陆源组分的含

量增多
,

过渡为混合沉积
。

2
.

1
.

2 小铲珊期岸礁 ( I : ) 该岸礁的基础是玄武岩组成的海岸呷角和沙咀一洋浦鼻
.

其

西侧面向外海
,

水动力条件强
,

属清水碳酸盐沉积环境
.

礁前珊瑚生长条件 良好
,

形成宽约

2 。。m 的礁 前珊瑚生长带 (图 3 )
,

生长下限水深达 7m
,

礁面上活珊瑚覆盖率达 60 ~ 70 %
,

造礁

石珊瑚以丘状
、

脑状珊瑚为主
,

少量枝状鹿角珊瑚杂居其间
。

沉沉权权陌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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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铲珊瑚岸礁一洋浦鼻一洋浦大浅滩沉积类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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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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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鼻与小铲礁的礁冠部间形成一潮汐水道
,

水深小于 Zm
,

有珊瑚群体生长
,

水道两侧发

育沙坝和沙洲
。

小铲珊瑚岸礁的礁冠部由礁坪前缘砾石堤和礁坪砾砂相组成
,

其组分以礁源生物碎屑为

主
,

陆源碎屑含量极微 ( < 5% )
,

属礁源沉积
.

但在洋浦鼻西侧的沙洲和水道两侧的沙堤沉积
,

因主要接受洋浦鼻和北方滨海的陆源砂
,

其组分以陆源砂为主 ( > 50 写 )
,

珊瑚含量 < 10 %
。

2
.

1
.

3 排浦珊瑚 岸礁 ( 1 .
) 长 16 k m

,

宽 0
.

5~ k3 m
,

在排浦镇附近
,

大江河三角洲叠覆在

岸礁坪上 (图 1 )
,

但水下原生格架礁岩仍联成一体
。

表明早期的成礁环境较好
,

大江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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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近期较强
。

因位于礁后泻湖的浑水环境中
,

造礁珊瑚的生长下限一般为 2一 3
.

3 m
,

只是在

靠近泻湖通道 口
,

生长下限达到 5
.

s m (图 2 )
。

a
.

排浦岸礁礁前相组 为原地珊瑚礁岩相
,

自低潮面起 以 l ~ 3
.

50 的坡角向下延伸到

3
.

3m
,

斜坡上分布稀疏的槽沟
,

沟深为 0
.

5一 l m
,

呈 U 型
。

造礁珊瑚以抗泥沙能 力强
、

珊瑚骨

骼大而凸起高的
、

具有长而粗的触手的丘状和块状珊瑚 为主
,

如合叶珊瑚
、

盔形珊瑚
、

扁脑珊

瑚
、

蜂巢珊瑚
、

滨珊瑚等
,

并产出少量蔷薇珊瑚
、

鹿角珊瑚
、

杯形珊瑚等
。

礁面上活珊瑚覆盖面积

高者可达 7 0 %
,

多数为 30 一 40 %
.

b
.

礁
.

冠 相组 排浦岸礁礁冠部由高差为 5。 ~ 6 c0 m 的两个台阶组成 (图 2 )
。

台阶前缘为

原生珊瑚和砾石相
,

其后为礁坪砾砂相
。

上
、

下礁缘原生珊瑚的 “ C 测年数据分别为 5 3 4 0士 1 60

~ 4 0 0 7士 1 5 o a 和 3 5 4 2 士 1 2 3 ~ 32 6 0土 g o a 二毛
·

, , 。

下礁 缘原生珊瑚 补 T 礁 的覆盖面积为 2 5 ~

3 0%
,

而在上台阶边缘可达 50 一 8 0 %
,

礁体直径为 2 ~ 3m
,

高 0
.

s m
,

以滨珊瑚居 多
,

另有蜂巢

珊瑚
、

菊花珊瑚
、

盔形珊瑚等
。

砾石覆盖面积约 20 一 70 %
,

砾径一般为 5 ~ 20
c m

,

最大 5 c0 m
,

其

中砾径为 2 ~ cs m 的陆源石英和玄武岩砾石占 10 一 15 %
。

礁坪相的底质以砾砂屑为主
,

并产有直径为 2 I’n 的十字牡丹珊瑚和陀螺珊瑚等原生珊瑚

群体
。

砾石以块状为主
,

约占 80 %
,

砾径变化干 5一 3 c0 m 之间
。

向岸方向砂质增加
,

而且常有礁

源
、

陆源混合砂以游动沙洲的形式叠搜在礁坪表面
,

向西南方向移动
。

在礁坪的低洼处有以盔

形珊瑚为主的小群体 ( < 1c5 m )生长
,

覆盖面积约 5%
。

礁坪上软体运动
,

尤其是各种小螺和蠕

虫类密集栖居
。

2
.

2 陆源沉积相组

如前所述
,

陆源物质对本区供应颇丰
,

以陆源碎屑占优势的陆源沉积相组有 ( l) 河 口三角

洲沉积相
.

( 2) 海滩
、

沙堤
、

沙丘砂相
,

( 3) 潮坪浅滩沙洲砂相
,

( 4 )深槽淤 泥相和 ( 5) 浅海泥砂相

等 (图 3
,

表 l )
,

各沉积相特 片简述如下
。

2
.

2
.

1 河 口 三 角洲砂沉积相 ( I
:
) 以大江河三角洲为主

,

另有南华河三角洲等 (图 l )
。

因

沿岸落潮流 比涨潮流的影响大
,

大江河三角洲呈一向西南偏移的不对称形态
.

三角洲由河床

砂
、

沿岸沙咀
、

拦 门沙坝
、

前缘砂
、

水下沙坝等微相组成
。

河床砂由粗砂组成 ( M
: ~ 一 0

.

3 7中 )
,

分选差 (占= 0
.

9 7 )
.

三角洲前缘砂由陆源细砾一粗砂一细砂组成
.

分选 中等
.

而拦门砂为陆源中

一细砂 ( M : 一 1
.

04 中 )
,

分选较好
.

大江河三角洲沉积以陆源碎屑占优势
,

一般 > 9时艺
,

主要由

石英
、

长石
、

花岗岩岩屑等组成
,

重矿物如角闪石
、

钦铁矿
、

绿帘石等也颇丰
。

介屑在 6%以下
,

珊瑚屑小于 3%
,

后者向前缘增加
。

其它小河 口 的三角洲也以陆源砂为主
,

但其粒度要细得多
。

2
.

2
.

2 海滩
、

沙堤
、

沙丘砂相 ( I
:
) 主要分布于超头以南和洋浦 鼻等堆积型海岸带 (图

3 )
。

海滩滩面坡度依砂的粒级粗细而变化于 2 ~ 9o 之间
,

宽度在 15 一 50 m 不等
,

常 由陆源粗一

中砂组成
,

石英
、

长石等含量 > 70 %
,

介屑 < 25 %
,

珊瑚屑含量不足 10 写
,

沉积物分选性好
,

在

高 潮线附近常有黑色矿物富集成层
。

砂堤
、

砂丘砂为含介屑陆源 中一细砂 ( M
:
一 2

.

38 ~ 2
.

53 中 )
,

分选性好
,

陆源碎屑 > 80 环
,

介屑> 1 0 % (图 2 )
。

现代沙丘
一

般高 4一 s m
,

最高可达 7m
.

部分沙丘 已生长木麻黄和仙人掌等植物起固定作用
。

2
.

2
.

3 浅滩
、

沙坝
、

沙洲 砂相 ( 1
3
) 分布 于洋浦深槽东南的洋浦大浅滩

、

排浦岸礁礁坪上
,

以及洋浦鼻以西的海蚀坪之上
,

以沙坝
、

移动沙洲等形式出现
。

洋浦大浅滩实质上是在湛江组

地层侵蚀面之上的河 口 沙坝
。

现代松散沉积物厚约 2
.

2n
飞 .

为青灰一黄灰色介屑陆源砂
,

粒度变

化范围广
,

自西向东变粗
,

上极细砂
、

细砂
、

中一粗砂到砾质砂不等
。

陆源碎屑含量在 25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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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

以中一细石英砂为主
,

生物碎屑中未见珊瑚碎屑
,

主要是原地生长的薄壳双壳类
,

经搬运

磨蚀的扇贝和螺等
,

其含量变化于 H ~ 7 5 %之间 (图 3 )
.

由此可见
,

在一些沉积相中
,

原地 沉积

的介屑可对沉积组分作很大贡献
。

侵蚀坪和礁坪上沙洲由砾屑和砂组成
,

其物 质来源以更新世

的泥砂质地层为主
,

也有来 自玄武岩的风化产物
,

但母岩中的细碎屑物质 已被分选并携带入浅

海区
。

2
.

2
.

4 深糟淤泥相 ( I `
) 分布于洋浦深槽中

,

自新英湾 口起紧靠北岸延伸到小铲礁西南
,

呈一弧形相带
,

长约 l o km
,

宽 40 。一 5 。。m
,

水深 5 ~ 25 m
。

沉积物为青灰色粉砂质泥
,

其中泥质

含量占 5 0一 70 %
,

粉砂占 30 ~ 50 % (图 3 )
,

它们是新英湾内的悬移质
,

被落潮流带出峡 口 后
,

在深槽中的絮凝沉积物①
。

淤泥中原生软体动物较丰富
。

在深槽出口 处粒级增大成细一中砂
.

2
.

2
.

5 浅海 泥砂相 ( l 、 ) 分布于礁后泻湖的西北和西南通道及其外侧的水深 10 m 以下

的海底
,

由青灰色细砂和粉砂质泥组成
,

其中泥质含量 > 50 %
,

细砂占 20 %
,

粉砂占 30 %左右
,

沉积物源以新英湾和侵蚀海岸为主公 。

2
.

3 礁源
、

陆源混合沉积相
、

介于上述礁源沉积相组与陆源沉积相组之间的地 区
,

在波
、

潮
、

流等动力因素作用下
,

发生

礁源碎屑和陆源碎屑的混合沉积作用
。

组成混合沉积物的主要组分有陆源碎屑
、

珊瑚碎屑和软

体震动介壳碎屑 (介屑 )三大类
。

前两者具有明显的物源标志
,

而介屑的指相作用则含混不清
,

它们可以是海底或潮坪等原地生长的软体动物
,

也可 以是珊瑚礁体范围内的礁栖软体动物介

屑搬运到混合沉积相区的沉积物
,

也可以是从陆源碎屑分布相区内搬运来的
。

虽然可以通过软

体动物属种鉴定其生态环境
,

但通过其碎屑鉴定其属种则非常困难
。

近些年来
,

关于混合沉积

作用的研究工作虽已得到地质界的重视
,

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

但对于混合沉积物分类等定量界

线尚未有成熟的意见
,

因此只有陆源碎屑和珊瑚屑的含量作为衡量标准
,

而介屑的含量只能作

为参考标志
。

本研究区内混合沉积物主要有三类分布区
:
( ” 礁后珊瑚沉积 区

,

( 2) 礁坪沙洲沉积区和

( 3) 礁前浅海沉积区
。

由于条件限制
,

后者的研究工作未曾开展
,

在此主要讨论前两个沉积相区

的混合沉积特征
。

2
.

3
.

1 礁后 泻 溯沉合沉积相 ( .
,
) 位于大铲堤礁

、

小铲岸礁和排浦岸礁之间的泻湖水域

(图 3 )
。

湖底地形平坦
,

砂波发育
.

波痕长 0
.

s m
,

高 0
.

Zm
,

砂屑分选性好 (占
: 二 0

.

35 ~ 0
.

54 )
,

以

滚动一跳动组分为主
,

悬移组分大部分 已被分洗作用搬运到浅海区
。

本沉积相由浅灰色细一 中

砂组成
。

陆源碎屑含量处于 1 3一 30 %之间 (表 2 )
,

其含量高低主要取决于离陆源区的远近和潮

汐搬运作用的强度
。

珊瑚碎屑含量一般介于 15 ~ 45 %之间
,

处于次多地位
,

仅个别样品可达到

优势
,

其多寡也受制于离礁缘的距离
。

介屑含量在混合沉积中通常占主导地位
,

变化于 28 ~

5 3%之间
,

有孔虫壳的含量变动于 0
.

5~ 4%之间
.

本区以小有孔虫为主
,

大有孔虫含量不足全

群的 1 0乡百
,

其属种组合为巷转一海南马刺虫 A m m o n i a
一

C a [e a r i n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组合
。

陆源
、

礁源

碎屑以原地介屑经过潮汐海洋长期搬运
、

分选形成随机均一的沉积组构
、

以此可以 区别于多数

封闭性 良好的泻湖沉积
。

2
.

3
.

2 礁
.

坪 沙洲 混合沉积相 ( 班
:
) 礁坪近岸区

,

特别是礁坪上台阶内侧
、

既贴近陆源海

滩
、

沙堤相带
,

又受上台阶外缘原生珊瑚礁岩的阻挡而成为陆源碎屑搬运的通道
。

它们与礁缘

勺 南京大学海洋地 貌与沉积研究室
.

1 , 8 4
,

洋浦港动力地貌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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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相混 合
,

并以游动沙洲的形式在礁坪上向西南移动
。

这类混 合沉积物在排浦岸礁的东北

部
、

大江河 口等地都有分布
,

为灰一浅灰色陆源珊屑介屑砂
,

或含陆源介屑珊屑砂 (表 2 )
,

粒级

以粗一中砂为主
,

也有细砂或含砾石 ( M : 二 0
.

59 ~ 2
.

2中 )
,

分选中等到好
,

个别徉品较差 (8 一 .0

32 一 1
.

8 6 )
。

陆屑碎屑含量在 8~ 37 %之间
,

珊屑为 10 一 48 %
,

介屑在 22 一 57 写
,

个别样品的三

种主要组分几乎相等 ( 31 ~ 33 % )
,

而且沙洲底部和顶部的组分相对比例也不同
,

如排浦东北岸

礁礁 坪上两个样品 (表 2 中 B 8 7 4 3
、

B 8 7 4 4 )
,

表 明顶部砂样中陆屑较少
,

而珊屑和介屑明显增

加
,

这是因为陆源与礁源碎屑的比重不同而引起的垂直分异
,

或是成熟度不等的反映
,

此类沉

积物中有孔虫和藻屑一般都较少
.

表 2 陆滚
、

礁潭混合沉积组分统计表

T
a b l

e 2 C o
m卯

n e n t s a n d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m ix e d s e d im e n t s o f t e r r e s , r ia l a n
d

r七。 fo id nr a t o r ia l、

沉沉沉 样品品 产出位工工 水深深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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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混 合沉积物在地层剖面上呈透镜状或夹层状混杂于原地礁格架或礁坪沉积之间
,

具

有非均质分布的特点
.

3 现代沉积体系演化过程

研究区内现代沉积体系的演化经过 由单一的浑水陆源沉积体系到清水和浑水碳酸盐沉积

体系并存的两个阶段
.

3
.

1 浑水陆源沉积体系

在更新世初期
,

研究区内沿王五一文教断裂沉积了湛江期滨海相粉质粘土一砂砾层
。

早更

新世末
,

在其东部堆积了早期玄武岩
;
中更新世时

,

在王五 以东澹州林场一新 州地 区沉积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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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的滨海相砂砾层一 中细砂层
。

晚更新世时 ( “ C 测年数据为距今 2
.

4 一 3
.

2 万年 ) 于排浦东

北海岸和兵马角西北神尖一带产出白云质砂砾岩
、

砂质白云岩和富 含有孔虫 和海相介壳化石

的浅海相粉细砂一砾石沉积
’ 〕 ,

曹琼英建议定为晚更新世 神尖组
二8 〕 。

更新世末期的玉木冰期使海面下降到今海面以 F 1 30 余米
,

本区河谷深切
,

剥蚀夷平
。

全新世时
.

在兵马角范围内
,

玄武岩喷发形成 玄武岩台地
,

并伴有一系列断裂和地壳升隆

活动
。

N E 向断层的作用造成断头河等地貌现象
,

大江河 L游被春江袭夺向北流
,

北门江和春

江因受台地阻挡而沿着兵马角玄武岩台地与更新世地层的接触带 (也是断裂带 )
,

折向西流
.

在

洋甫一白马井间河谷深切到今海面 以下 2 4一 30 m 的湛江组地层巾
。

全新世早期
.

本区开始海

侵
.

随着侵蚀基准面的抬升
,

占河谷中堆积了 7 m 以 卜的河流相砂砾层
。

当海而接近今海面时
,

在深槽前端 形成拦 门沙
,

而在其左侧形成洋浦大浅滩
,

其墓
,
:资为甚江组地层

,

上覆 2
.

2 , n 的海

相砂
、

砾及粉细砂
,

而表层为黄色粗一细砂
。

在新英湾的东南部堆积了大量粗碎屑冲积物
.

河水

中的悬移质随落潮流入海
。

加上侵蚀海岸和其它小河的泥砂供应
, 一

早全新世时
,

研究区内被一

浑水陆源沉积体系所控制
。

3
.

2 清水和浑水碳酸盐沉积体系的形成

全新世 中期
,

S 0 0 0 a 时的大西洋期
,

气温较暖
,

北部湾的海侵于 5 8 0 。~ 4 0。 。a 期间达到高

潮 的
,

大江河因被袭夺后水量减少
,

陆源泥沙减少
,

研究区内具 备造礁生物繁荣发育的条件
,

可

能于 6 3 0 0 年前
.

在洋浦沿岸形成珊瑚岸礁
,

到 4。。。。 前礁坪向前推进了约 5 。。m
.

达到上礁坪

外缘 (图 2 )
。

当时小铲岸礁和大铲堤礁 已处于拓植期
.

礁冠部还位于海面以下几米深处
,

其障壁作用尚

未充分发挥
,

礁后泻湖内水动 力条件还较强
,

4 0 0 o a 到 3 2 0 o a 之间岸礁侧 向发育的速度仍较

快
,

约侧积 9 21 m
,

合 1
.

59 m / y
,

到距今 3 2 。。a 之间形成礁坪下台阶边缘 (图 2 )
。

此时
,

大铲堤礁

和小铲岸礁也发育成熟
,

它们与岸礁下礁坪处于相同的标高上
。

以后
.

大
、

小铲礁体的屏障作用

加强
、

礁后泻湖的封闭性加剧
,

水动力条件明显减弱
,

水质变差
,

泥沙含量增高
,

透明度降低
,

陆

源泥沙在礁后泻湖中淤 回盘旋
,

影响增大
。

大铲堤礁前后沉积环境分异加剧
,

形成清水碳酸盐

和浑水碳酸盐两种性质回异的沉积环境
。

在两种沉积环境中
,

创造出本区特 有的两类沉积体系和四种沉积相组
:

在清水碳酸盐沉积环境 中形成大铲堤礁
、

小铲岸礁礁体及其礁前清水礁相沉积相组
;

在浑水碳酸盐沉积环境中形成大铲堤礁礁后沉积相组
.

排浦岸礁 区的浑水礁源沉积相组
,

于海岸带
、

河 口 和洋浦湾内堆积了陆源滨海沉积相组
。

大江河下切作用加强
,

由花岗岩风化的

粗粒碎屑组成的大江河三角洲叠加在排浦珊瑚岸礁之上
。

陆源碎屑和礁源沉积物以不同方式

混合成混合沉积相组
。

在大铲堤礁和小铲堤礁的礁前区
,

随着离礁体距离的增大
,

礁 源物质供应急剧下降
,

而 由

沿岸流携带来的陆源物质的影响加大
,

也将出现一个礁源和陆源物质的混合沉积带
。

这样
,

排浦现代珊瑚岸礁区两种复杂的
、

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沉积体系最终形成
。

结论

综合上述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

多物源多方位补给形成两种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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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浦礁区位于热带海域
.

在全新世中期具备成礁 条件
,

形成排浦岸礁
、

大铲堤礁 和小铲岸

礁
.

平行海岸展布
,

起着显著的障壁作用
,

造成礁后泻湖
。

同时
.

其周边陆地 又供应丰富的陆源

物质
。

礁体的阻隔
,

礁源物质和陆源物质多方位的补给
,

在研究区内创造了两种沉积环境一清

水碳酸盐沉积环境和浑水碳酸盐沉积环境
。

来自新英湾和侵蚀海岸的泥质悬浮体对浑水环境

的形成具有最重要作用
。

2
.

两列沉积体系创造三类沉积物

在清水碳酸盐沉积环境中创造了现代大铲珊瑚堤礁和小铲珊瑚岸礁等清水碳酸盐沉积体

系
。

主要是 由礁前和礁冠相组的礁源沉积物组成
.

其分布区属于清水碳酸盐沉积域 (图 l )
,

此

外
,

有部分礁源碎屑被搬运到礁后泻湖内成为混 合沉积的组成部分
。

礁后泻湖的浑水碳酸盐沉积环境 中产出现代浑水珊瑚礁沉积相组 (排浦岸礁和大铲堤礁

礁后相 )
、

陆源碎屑沉积相组以及由两者混合成的混合沉积相组
,

这三类沉积物构成一个很复

杂的特殊沉积体系
。

其分布区为浑水碳酸盐沉积域
。

3
.

浑水珊瑚礁的特征

礁后泻湖中泥质悬移质含量高
,

透明度低 (2 一 3m )的浑水环境严重地遏制了造礁珊瑚的

生长发育
。

在其中生长的主要是珊瑚骨骼大而凸起高的
、

具有长而粗的触手的抗泥能力强的丘

状和块状珊瑚
。

珊瑚生长带的下限水深为 (3
.

4 m )
,

礁缘槽沟体系不发育和活珊瑚覆盖率较低

等是浑水珊瑚礁的其它特征
。

4
.

排浦礁区沉积体系的演化过程

排浦一洋浦 区在全新世早期均属于陆源碎屑沉积
。

距 今 4。 。。 a 前礁坪前缘 已推进到上礁

坪外缘
,

宽处近 kI n 、 ,

处于雏型期
,

礁坪离海面较深
。

趾今 4 0。。 ~ 32 。 。a 时
,

形成 了岸礁下台阶
。

此时大铲堤礁和小铲岸礁也 已发育成熟
,

研 J平达到今海面位置
。

它们的障壁作用加强
.

形成浑

水沉积环境
,

大铲堤礁前后清水和浑水两种沉积环境最终形成
。

此后
,

礁后泻溯中珊瑚礁的生

长速度大大减低
.

而大铲
、

小铲礁前则 加速发展
。

5
.

沉积物的指相标志

虽然国际上关于混合沉积作用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
,

但对于混合沉积的标志及其定量

界限尚缺乏成熟的意见
。

M a x 、 v e l l ( ] 9 7 3 、
厂’ 。 一 { 、

F
’

r a n k。 l ( 1 9 7 4 ) 〔川 曾根据碳酸盐和陆源矿物学的

百分比含量划分成五类沉积相
。

F I。 )d 和 O
r m e

详细研究了北大堡礁一个海区内陆架沉积的

陆源碎屑和碳酸盐沉积
,

划分为陆源相
、

过渡相
、

混 合相和高碳酸盐相 (礁
、

滩相 )等四个相 区
,

但也未能定出各种组分的定量界限来
二”

’ 。

根据排浦礁区的实际情况
,

笔
一

者认为陆源碎屑含量和珊瑚碎屑的含量是礁相和陆源相的

指相标志
。

而介屑的含量虽然占优势
,

但不能作为指相标志
。

据研究 区内混合沉积相区沉积组

分的统计资科
,

组成礁源和陆源混 合沉积的碎屑组分结构是
,

陆源碎屑为 10 一 40 写
,

珊 胃为 10

一 5。 %
,

介屑含量不限
,

这一界限也符合南海涸洲岛现代礁 区的混合沉积组分分布情况
二“ 〕 。

那

里
.

陆源沉积组分 中
,

陆屑 一般 > 5。 ;石
,

珊屑 < 1。 %
,

介 屑一般 < 50 %
,

个别样品可达 7 5 %
,

礁

源沉积中的陆源碎屑通常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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