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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湾新发现的海底古森林遗迹分布及植物学 !年代学特征

徐起浩

广东省地震局 广州

提要 已发现的深沪湾海底古森林为三片分布 主要生长在距今 ? ∗ ?

1 的时段内 是以油杉为主且含有南亚松等植物的混交林 ∀

关键词 深沪湾 海底古森林 油杉

年作者首次在深沪湾发现海底古森林遗迹

即海底古森林中区 ∀ 年 月国务院批准福建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年 月

作者在深沪湾进行了有物探 !钻探等多方面手段的调

查 期间在深沪湾又新发现了西北区和东南区二片海

底古森林遗迹 ≈ 为了物探测线定位 作者对古森林

分布区进行了 Β 古森林中区 及 Β 东南

区 的测绘 绘制了当时古森林出露分布的平面图 ∀现

将新发现的深沪湾海底古森林的分布 及植物学 !年

代学特征介绍如下 ∀

深沪湾地理位置及沿岸和浅滩中底质

深沪湾位于台湾海峡西侧 福建晋江半岛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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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港湾 ∀北部和东北部为混合花岗岩基岩海岸 南部

和西部主要为沙堤岸 其中从土地寮至鸟漏沟砂堤长

约 ∀西部狮脚寮至圭庵寮为晚更新世红色含砾砂

黏土岸 长约 1 ∀从圭庵寮经前港湾往北又为沙

土岸 相当部分构筑了人工海堤 ∀

浅滩内近岸为沙滩和黏土滩 在古森林分布处为

含泥沙滩 在晚更新世古牡蛎滩 ≈ 处为薄层晚更新世

含砾砂黏土及混合花岗岩基岩滩 ∀

海底古森林

三片古森林分布位置及分布形态示于图 ∀

图 福建深沪湾西北区 !中区及东南区海底古森林

遗迹分布地理位置

ƒ 2 √

≥ ∏ ∏

1 中区海底古森林遗迹

分布在土地寮村以东潮间带浅滩和潮下带海

底 距岸约 不同时间的气候环境出露的棵数和

高度不同 当地壳振荡运动下沉 海水侵蚀面升高或

沿岸砂堤砂发育 风浪较大沉积砂土较多时 古森林

出露的棵数较小 被掩埋较多 反之古森林出露棵数

较多 ∀有的大台风季节风浪对海底侵蚀搬运反而增

多 沉积减小 古森林出露也增多 ∀此外在每月大潮的

退潮最低时 因出露的低潮带浅滩较宽 比平时一般

退潮时出露古森林棵数也要多些 ∀ 年作者首次

发现时出露 棵 年 月作者考察时出露 棵

测绘时出露 棵 同年 月王绍鸿等考察时发现

出露 棵 ≈ 都分布在沿海岸方向 ≥ 方向 长

宽 近 ∞≥方向 约 面积约 的浅滩

上 ∀部分古森林遗迹在潮下带 推断东西方向分布范

围超过 ∀棵距从 1 至 不等 直径最粗

达 余 最细的仅 呈树桩状 图 ∀这次发

现一棵卧倒的古森林树杆 图 是作者 年以来

多次去深沪湾考察未曾发现的 ∀卧倒的树杆长达 1

直径 表面有孔隙 长有藻类 该卧倒古树杆

下有与之相连的分枝被深埋地下 ∀ 年 月 王绍

鸿等考察时发现 棵卧倒的古森林树杆 ∀其他多呈直

立状 少数有倾斜 树桩折断处多具密集的锯齿状尖

棱 这次所见最高者达 1 最低仅出露 径粗

的树桩中间多有空心 直立的粗的主杆和四周围绕的

细的枝杆一起出露 有的枝杆被折断 部分被掩埋 ∀张

士三 ! 周秋麟 年曾对深沪湾古森林挖坑研究发

现一棵古树有 根侧枝 根居主干南侧 根居北侧

清晰地显示其原生特征 ∀

图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中区 !东南区古森林出露树头

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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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古森林表面都呈黑色状 似烧焦状 表现了

明显的碳化作用 但树心木质较好 有的可见清晰的

木质纤维 ∀

研究报告 Ρ ΕΠΟΡΤΣ

≥ ∂



图 可以看出中区古森林的分布具相对的集中

性 !呈块状或线状密集分布 其中线状较多地表现为

∞走向 局部呈 ∞• 和 • 走向 ∀

图 中区海底古森林树桩 大树头

ƒ × ° 2 ∏

≥ ∏ ∏ ∏

图 中区卧倒古森林树杆

ƒ × ° 2 ∏ ≥ ∏

∏ ∏

中区古森林的年龄 本文作者测得为 ?

1° ? 1° 王明亮等测得为 ?

1° ? 1° 个样品分别经华南植物研究

所张哲僧和华南农业大学陈鉴朝等鉴定都确认为裸

子植物松科 ° 油杉植物 Κετελεερια χαρρ)与福

建油杉( Κετελεερια Φορτυνει χαρρ)的木材结构十分相似 ∀

中区古森林遗迹每天退潮时都有较多出露 据崇

武验潮站资料和当地访问 深沪湾潮差 涨潮时海

底古森林全部被淹没 ∀

1 西北区海底古森林遗迹

分布在圭庵寮村东侧距岸约 的潮间带浅

滩 与中区海底古森林相距约 1 考察时出露

棵古森林遗迹 棵距 至 其中一棵呈斜卧

状 ∀当地渔民反映 当海水对海底泥沙侵蚀搬运较多

时 该处有时出露 余棵古森林遗迹 ∀

据冯炎基测定 西北区古森林 个样品的 ≤ 同

位素年龄分别为 ? 1° 及 ?

1°∀采集西北区 个样品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

究所经廖景平副研究员切片及显微观察鉴定其中两

个确认为油杉植物1 Κετελεερια φορτυνει ( Μυρρ) χαρρ2∀其

木材组织的解剖学特征是 具有纵向树脂道

管胞上没有螺纹加厚 具缘纹孔常 列或 列 也具

列者 交叉场纹孔为杉木型 亦见柏型 木射线

细胞中含有颗粒状物质 树脂道为纵向树脂道 有

∗ 个或更多的分泌细胞 其壁厚 木射线单列

极小射线上可见 细胞 无木射线管胞 生长轮极

明显 ∀

西北区另一树木样品鉴定确认为松属 Πινυσ 植

物 其木材解剖学特征为 具有纵向和径向树脂

道 管胞上没有螺纹加厚 具缘纹孔常 列 交

叉场纹孔为松木型或窗格型 ∗ 个 木射线细

胞中含有颗粒物质 具单列射线和纺锤射线 纺锤

射线上具径向树脂道 其上下二端尖削为单列者少

如存在则一端尖削 且短 生长轮极宽 不甚明显

射线管胞呈锯齿状 稀疏 ∀

该松属植物与南亚松 ( Πινυστονκινενσισ)相似 我

国产于海南省定安 !临高 !文昌 !白沙等地海拔 地

区 陵水县坝王岭海拔 以上地区 广西钦州地

区 国外的缅甸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菲律宾亦有分布 ∀

1 东南区海底古森林遗迹

位于中区海底古森林东南约 ∗ 中间隔

着晚更新世牡蛎滩 ≈ 及牡蛎贝壳海滩岩 且处牡蛎滩

及牡蛎贝壳海滩岩分布区的东南侧 相距约 距

岸约 的潮间带和潮下带 ∀这次共发现 棵 测

绘时出露 棵 同年 月王绍鸿等考察时出露

棵 分布面积达 以上 ∀呈近 ∞ ∞ 及 •

走向条带状分布 图 一般出露高约 ∗ 直

径 ∗ 部分仅出露高 ∗ 相当部分淹没

在潮下带水面 ∀

东南区古森林采集 个样品经 ≤同位素年龄测

定 结果分别为 ? 1° 及 ?

1°∀采取 个样品进行植物学鉴定 确认都为油杉植

物 其木材解剖学特征同上述西北区古森林 个样品 ∀

油杉植物生长环境不适应海水 在东南沿海现今

一般分布在海拔 以上山地丘陵地带 ∀有的生长

海拔达 ∗ 为喜阳光 !喜温暖 !喜酸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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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植物 以生长黄土和红壤土地区较多 也有在砂页岩

风化土上呈片林生长 为东南沿海酸性土荒山植物 ∀

图 东南区海底古森林树桩

ƒ × ° ∏ ≥ ∏

≥ ∏ ∏

此外在中区古森林附近土地寮村岸边浅滩上发

现一颗被海浪搬运的古森林树根 长约 1 径粗约

表面碳化 ≤测年为 ? 1° 样品经植

物学鉴定为被子植物金缕梅科枫香属 ( Λιθυιδαµβαρ

植物 现今生长在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除云南贵

州生长在海拔 外 其他地区分布在海拔

以下 ∀

由此可见 深沪湾古森林遗迹的年龄范围主要在

∗ 1° 也有 1°的古森林 说明在

距今 ∗ 1°期间深沪湾古森林是以油杉

植物为主的混交林带 ∀

因为东南区和西北区海底古森林主要分布在低

潮线附近及潮下带 所以东南区和西北区海底古森林

仅每月农历初一至初三 十五至十八的大退潮时间才

能部分见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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