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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岸带沉积环境中的有孔虫埋葬群特征3

朱晓东  任美锷  王 颖

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国家试点实验室 南京

提要  研究结果表明 江苏海岸带有孔虫埋葬群可划分为 南部长江河口海岸

区!中部辐射沙洲及其粉砂质海岸区和北部海州湾区 大类群∀ 这 类埋葬群有

着各自的特点并与当地的沉积环境相对应∀ 各大环境又包含若干亚环境 可依据

各亚环境有孔虫埋葬群的特点加以区分∀

关键词  江苏海岸带 有孔虫 沉积环境

Ξ  关于江苏海岸带有孔虫虽有学者在有关

论著中述及≈ ∗ 但至今尚无系统报道∀近年来

作者在江苏海岸带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研究

本文试对所获新成果作一概要报道∀

 海岸类型与有孔虫埋葬群类型

江苏海岸在沉积环境特征上可划分为 南

部长江河口海岸环境!中部辐射沙洲粉砂2淤

泥质海岸环境和北部海洲湾基岩砂质环境

大类型≈ ∀ 沉积环境的差别决定了生态和非生

态环境条件诸方面的差别 进而南!中!北 部

分海岸带有孔虫埋葬群亦具有比较鲜明的差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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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河口海岸各亚环境的有孔虫埋葬群特征

Ταβ 1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φοραµ ινιφεραλ ταπηοχοενοσεσ ιν ϖαριουσ συβ−ενϖιρονµ εντσ οφ τηε Χηανγϕιανγ Ρ ιϖερ

µ ουτη

有孔虫埋葬群特征
河 口 亚 环 境

主河床 汊道河床 河口潮滩

埋葬群性质 异地埋葬群 异地埋葬群 异地或混合埋葬群

形成机制
潮流搬运海区有孔虫至河床内

异地沉积

潮流搬运海区有孔虫至汊道河

床内异地沉积

多半属潮流搬运来的异地埋葬

群 在口门附近可有原地分子

分异度 高 高 高 但原地分子种少

丰度 样 差别大 ∗ 数百 差别大 数十∗ 数千 差别大 数百∗ 上万

死
后
变
化

机械破坏 强 强 较弱

化学溶蚀 不显著 细粒沉积物中可见 较强

化学侵染 少见 少见 常见

壳体大小 稍大 平均 Λ 偏小 平均 Λ 细小 平均 Λ 原地分子较大

浮游有孔虫含量 较少 平均 稍多 平均 多 平均

主要属种组成

Αµ µ ονια βεχχαριι √

Ε λπηιδ ιυ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Α

παυχιλοχυλατα Φλοριλυσδ εχορυσ

Α βεχαριι √ Α

χονϖεξ ιδ ορσα Ε ναραενσισ 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Χριβρονονιον

Φ δ εχορυσ Α

παυχιλοχυλατα Βολιϖινα 及

小个体浮游类等∀

Ε ναραενσισ Α χονϖεξ ιδ ορσα

Α παυχιλοχυλατα 小个体浮游

类 Χ ϖιτρευµ Α βεχχαριι

√ 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Λαγ ενα Βυλιµ ινα

µ αργ ινατα Βριζαλινα στριατυλα

等∀

表 2 辐射沙洲及其沿岸各亚环境中有孔虫埋葬群特征

Ταβ 2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φοραµ ινιφεραλταπηοχοενοσεσ ιν τηε ραδιαλσυβµ αρινε σανδ ριδγεσ ανδ τηε τιδαλφλατσ

有孔虫埋葬群特征

海 岸 微 环 境 类 型

沿岸潮滩 潮下带和沙洲区

潮上带 滩上部 滩中部 滩下部 滩面潮沟 沙脊区 水道区

埋葬群性质 混合或异地埋葬群 混合埋葬群

形成机制
由于潮流作用强烈 有大量从外海搬运来的异地分子 潮滩原地分子成混

合埋葬群 潮上带除在半盐水沼泽有原地分子外 多为异地群

以原地分子为主 混入潮

流搬运来的外海异地分子

分异度 较低 稍高 稍低 较高 较低 低 高

含量 样 稍小 较大 较大 稍低 较低 小 大

死
后
变
化

机械破坏 较弱 较弱 稍弱 较强 强 强 弱

化学溶蚀 不显著 分带不明显 少 多

化学侵染 少数壳体可有氧化物 氧化型 还原型

壳体大小
大多偏小 平均 Λ 原地分子相对较大

大 小 偏小 稍大 稍大 大 小
稍大 稍小

浮游有孔虫含量 少 多 多 较多 稍少 较少 少 较多

主要属种组成
原地分子主要有 Α βεχχαριι √ Ε σιµ πλεξ Α χονϖεξ ιδ ορσα Χ

πορισυτυραλισ 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Ε κιανγ συενσισ等 异地分子主要有 Ε
ναραενσισ 小个体浮游类 Β µ αργ ινατα Λαγ ενα Βολιϖινα χοχηει等∀

原 地 分 子 主 要 有 Α

βεχχαριι √ Α
παυχιλοχυλατα Ε

αδϖενυµ Ε σιµ πλεξ 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Φ δ εχορυσ
等 异地分子主要有 Ε

ναραενσισ Λαγ ενα
小个体浮游有孔虫类等∀

  在同一大类海岸环境中 可进一步区分出 各种亚环境 其有孔虫埋葬群相应亦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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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对这些亚环境中有孔虫埋葬群的准确识

别 正是提高古环境解释精度的一个有效途

径∀

 长江河口及其有孔虫埋葬群特

征

南部长江河口 本文仅指长江口门内 区

几乎完全是由潮流搬运形成的异地埋葬群 与

生态因素基本无关 而主要受水动力条件和沉

积环境控制≈ ∀ 其特点是分异度高 壳体细

小 含较多小个体的浮游有孔虫∀ 在河口各种

亚环境中 埋葬群特征又有所差别 表 对河

口亚环境中有孔虫埋葬群差别的认识有助于

三角洲古环境的详细解释≈ ∀

表 3 江苏北部海岸与海洲湾亚环境的有孔虫埋葬群特征

Ταβ 3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φοραµ ινιφεραλταπηοχοενοσεσ ιν τηε νορτηερν χοαστ ανδ Ηαιζηου Βαψ

有孔虫埋葬群特征
海 岸 微 环 境 类 型

灌河口 海州湾沿岸 海州湾

埋葬群性质 混合埋葬群 原地埋葬群 原地和残留埋葬群

形成机制
潮流搬运外海有孔虫至河口与

原地分子混合埋葬而成
基本上由原地分子埋葬形成

主要为原地动物群堆积形成 东

北部受冲刷形成残留埋葬群

分异度 较高 Η ∗ 平均 稍低 Η 高 Η

丰度 干样 较小 平均
砂质海岸较小 淤泥质

海岸较大
大多 平均达

死
后
变
化

机械破坏 较弱 砂质海岸区较强 在残留区很强烈

化学溶蚀 不显著 细粒沉积物中可见 在残留区显著

化学侵染 偶见黄铁矿充填
砂质区见氧化 港区及泥质区见

黄铁矿 黑壳
残留区有氧化物侵染

壳体大小 偏小 平均 Λ
砂质岸段 平均 Λ

泥质岸段 平均 Λ

海湾区平均 Λ 残留区平均

Λ

浮游有孔虫含量 较少 平均 无 无

主要属种组成

Αµ µ ονια βεχχαριι √

Ε λπηιδ ιυ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Ε

σιµ πλεξ Α χονϖεξ ιδ ορσα
Χριβρονονιον Ε ναραενσισ
等∀

Α βεχαριι √ Α

χονϖεξ ιδ ορσα Ε σιµ πλεξ Α

αννεχτενσ Χριβρονονιον
Φ δ εχορυσ Α παυχιλοχυλατα

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Θυινθυελοχυλινα

Σπιρολοχυλινα 及 Ε

ναραενσισ等∀

Α βεχαριι √ 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Ε αδϖενυµ

Προτελπηιδ ιυµ τυβερχυλατυµ Α
µ αρυησιι Τ εξ τυλαρια φολιαχεα

Θυινθυελοχυλινα
Αµ µ οβαχυλιτεσ φορµ οσενσισ Α

αννεχτεσ Παραροταλια

νιππονιχα Α χοµ πρεσσιυσχυλα
Βολιϖινα 等∀

 辐射沙洲粉砂2淤泥质海岸

江苏辐射沙洲区及其沿岸由于特殊的岸

线及水下地貌形态等原因 水动力作用强≈ 主

要是潮流作用 使得该地区有孔虫埋葬群不

仅受制于当地的生态因素 而且在较大程度上

有潮流从外海搬运来的异地埋葬群 从而与该

区原地动物群一起构成了混合埋葬群 其特点

是分异度高!丰度变化大!壳体偏小!死后变化

较强 含浮游类较多 但各亚环境中有孔虫埋

葬群特征有一定差异 表 ∀

对位于辐射沙洲辐射中心沿岸 个钻孔

的有孔虫和沉积学分析 揭示了该地区晚更新

世晚期可能发育了古长江河道!河口!河流边

滩或河漫滩 以及泛滥平原乃至泛滥湖沼等陆

相沉积环境∀ 进入全新世 则先后出现了浅海!

海洋科学



潮滩环境!河口环境!河口湾!浅海环境!潮滩

环境 反映了该地区全新世相对海平面的上升

又行下降的旋回过程∀

 北部海州湾砂质海岸区

北部海州湾主要为砂质和基岩海岸 有孔

虫埋葬群基本上由原地动物群堆积形成∀ 在海

州湾东北部残留沉积区中出现残留埋葬群∀ 北

部海岸带埋葬群的特点是分异度较低 而海湾

浅海区较高∀ 除灌河口附近有少量浮游类出现

外 本区其他地方未发现浮游类∀ 有孔虫埋葬

群由 多种组成 其 种为常见种 优势种

有 Αµ µ ονια βεχχαριι Ε λπηιδ ιυ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Ε αδϖενυµ 及 Τεξ τυλαρια

φολιαχεα 等 据 之 可 划 分 出 Α βεχχαριι2Ε
µ αγ ελλανιχυµ Α βεχχαριι2Ε αδϖενυµ 和 Α

βεχχαριι2Τεξ τυλαρια φολιαχεα 大组合∀ 有孔虫

丰度!分异度平面分布差别甚大 但与岸线大

致呈平行之势分布 这与海州湾水深!盐度!海

底沉积物粒度等特征平行岸线分布的规律基

本一致∀
本文归纳的是江苏海岸各种自然环境条

件下有孔虫埋葬群的特征∀ 随着人类活动影响

的日益增强 特别是近海沿岸地带海洋环境污

染日趋明显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有孔虫的生

态和埋葬条件 对有孔虫动物群有所影响 国

外已有不少报道 最近我们在连云港亦有发

现≈ 这方面的工作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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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子湾沿岸加积型滩脊成因及其环境意义

张振克≠   金秉福

烟台师范学院地理系

提要  讨论套子湾沿岸加积型滩积的成因及其环境意义 提出滩脊ψ 加积型

滩脊ψ 海岸沙丘的地貌发育模式 加积型滩脊的形成发展与海岸环境变化密切

相关∀

关键词  套子湾 加积型滩脊 环境意义

≠  套子湾位于胶东半岛北岸 晚第四纪以来

套子湾沿岸在以大沽夹河为主的河流冲积作

用与海积作用的共同影响下形成大沽夹河滨

海平原≈ ∀ 大沽夹河河口附近滩脊地形十分发

育 河口东侧长 西侧达 海拔 ∗
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下层为海积层

构成滨岸滩脊的主体 上层为风积层 覆盖在

滩脊顶部 图 笔者称之为/ 加积型滩脊0∀国

内外对海岸地貌!海岸风沙地貌与沉积的研究

很多≈ ∗ ∗ 但尚未见到对加积型滩脊的报

道∀根据近期对套子湾湾顶大沽夹河两侧加积

型滩脊的野外调查 本文对其地貌成因与研究

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加积型滩脊形成过程与影响因

素

1 1 形成过程

滩脊是海滩砂砾在激浪作用下于激浪带

顶部堆积形成的堤状地形≈ ∀ 滩脊形成后 在

向岸风作用下海滩砂向滩脊迁移 滩脊附近的

下垫面条件易导致风沙搬运能力减弱 风沙堆

积加强 主要堆积在滩脊顶部及其向陆一侧坡

面上 伴随风沙堆积过程 加积型滩脊逐步形

成并不断扩大其规模∀

1 2 影响因素

加积型滩脊的形成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

 空间条件 滨海地形开阔 滩脊

前缘有宽缓的砂质海滩 开阔平缓的地形为海

岸风沙迁移提供了有利条件≈ ∀ 实测海滩宽度

大沽夹河河口西侧福莱山北为 开发区

北为 其中后滨沙滩宽度前者达 后

者 ∀

 风力条件 调查发现风速适中的

向岸风作用是后滨沙滩砂迁移的理想条件 当

地表以上 处风速为 ∗ 时搬运

能力最强∀风速过小 地表砂砾不能起动 风速

过大 激浪淹没后滨沙滩 沙滩砂更难起动∀

 沙源条件 沙源主要来自后滨沙

滩砂∀通常后滨沙滩砂呈松散!干燥状 易在向

岸风作用下向岸迁移∀套子湾沿岸后滨沙滩砂

以细砂为主 是风速适中的向岸风的理想搬运

对象∀

 植被与人类活动 这是重要影响

因素∀ 套子湾湾顶滩脊植被覆盖较好 沙滩砂

向岸迁移过程中易遇阻堆积 在滩脊顶部及向

陆一侧现代风沙堆积过程加强 形成加积型滩

脊沉积结构的二元特征∀后滨沙滩植被受人类

海洋科学

≠ 现通讯地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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