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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碇岛 ) ) ) 台湾海峡一个蚀余火山颈

蔡爱智

厦门大学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提要 南碇岛是台湾海峡西部海中的火山颈之一 ∀整个海岛由单一的橄榄玄武岩组成 熔

岩来自地球深部的上地幔 陆地环境喷发 ∀全新世海侵以来的 ∗ 年时间里 在狂风

巨浪的作用下 岛的周围遭受严重的侵蚀而后退 ∀普遍的悬崖绝壁和近岸区海底广布的玄武

岩石块堆积充分证明了目前的南碇岛是一个典型的蚀余火山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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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台湾海峡综合海洋调查或专题调查研究

工作中 由于种种原因南碇和东碇等位于台湾海峡西

岸的众小海岛一直被忽视掉 ∀人们过去对这些小海岛

所知甚少 ∀ 年春 在漳浦县政府的支持下 我们

组织了一个地质学和海岸地貌学专题研究组两次前

往考察 目的是揭开南碇岛的地质结构 !岩性 !海蚀地

貌及其作用和海底的基本情况 ∀应当指出 目前科学

研究工作尚处于开始阶段 许多问题刚刚发现或尚未

发现 复杂而繁重的探索和研究有待深入进行 ∀但是

由于这里的地质岩性和地貌景观十分特殊又很吸引

人 开展有限的观光和地质旅游将会促进这个火山岛

的科考工作并成为一个让更多的国内外同行们感兴

趣的海岛观光胜地 ≈ ∀

地理区位

台湾海峡西部的南碇岛是一个孤立于海中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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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台湾海峡 ± 古火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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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台湾海峡海中的南碇岛 从北向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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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在重力和海蚀的作用下悬崖地貌

ƒ × √

火山岛 在航海上它具有独特的意义 海峡西部主航

道是一条安全的国际航道 大到远洋巨轮 小到当地

的渔船都以它作为航行的重要导航标志 南碇岛位于

β χ∞ β χ 在漳浦县后蔡湾岸外 台湾海

峡西侧的海中 图 ∀附近海域水深 ∗ 局部

水深超过 ∀以平均海平面计 岛的陆域面积仅

≅ 远望岛的形状似一椎圆形的馒头 其

周围均为险峻的海蚀崖 只有在比较平缓的顶面生长

草丛和小矮树 最高点海拔 建有一座高近

的大灯塔 ∀

岩石与地貌

整个海岛由暗灰色的玄武岩组成 全是具有良好

垂直节理的六方柱体或多边形岩柱紧贴的岩体

图 ∀大部分柱体的直径为 ∗ 仅在下部出

现较粗的岩柱层 ∀由于板快运动的扩张作用导致上地

幔的岩浆沿断裂喷发 属于亚碱性和碱性玄武岩 ∀应

用钾 2亚法测定本火山颈的喷发年代为中新世晚期

距今 ≅ 系陆地喷出 ≈ ∀

最引人注意的是排列整齐的几乎接近于垂直海

平面的六方柱岩体 ∀各部位的六方柱体的垂角不尽相

同 ∀角度差可达到 β∀虽然岩柱紧紧相贴 但因热力

温差 的变化而具明显的缝隙 ∀岩柱的结构紧密硬度

大且不易破碎 但却容易受冲击而折断 ∀所以侵蚀下

来的岩块大都以块体保存于海滩和海底 ∀

陡峭的海蚀悬崖坡度一部分是接近直立的 另一

部分是六方柱体的玄武岩被折断的状如鱼鳞的坡面

俗称 / 鱼鳞石0 ∀低倾角的节理面控制着侵蚀的台地

斜面有海蚀成因的 也有重力作用成因的 图 ∀

近岸海底水深大 ∀而各段水深的差异是与巨浪的

作用强度相适应的产物 ∀在调查中肉眼可以看到

以浅的海底岩石与露头 ∀

初次调查时没有遇上台风及其形成的暴风浪 所

以波浪参数及其对海岸岩石的作用只能根据推算的

数据 ∀本区每年平均 次左右的强台风经过 在风

速 甚至达到 和波长 左右时波

高超过 的条件下 海蚀作用极为强烈 高程

在 以下的海蚀崖的形成无疑是巨浪直接作用于

玄武岩柱的结果 ∀

海蚀作用

无论哪一种环境下的现代地貌作用都 是侵蚀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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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碇岛周围巨大的海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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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堆 沉 积的完整过程 海岸带尤其是一个海岛的地

貌作用从海蚀 2搬运 2堆积的全过程更为明显 ∀海蚀

崖岸段受巨大的海浪作用使海岸线不断后退 悬崖的

高程也因后退而越来越高 ∀侵蚀下来的砂 石 !土 受

波浪及其伴随的流冲带到各自适合的环境堆 沉 积

下来 ≈ ∀岛周围大型海蚀洞不下 个 ∀
南碇岛周围的悬崖峭壁首先表明了这里海洋动

力因素的强大 ∀被 暴风浪 /切0下来的大块玄武岩体

到哪里去了 撞击和滚 !磨作用都发生在破波带范围

的海岸斜坡上 ∀根据浅水区玄武岩块体外表呈一定的

浑圆状说明确实有一部分撞击下来的细粒物质被 搬

到深水或弱流区 ∀现在 我们可以根据海蚀崖的形状

恢复原来火山岛的坡形和坡度来计算被 / 切0去的岩

体体积 尽管这种计算并不十分准确 ∀就南碇岛而言

自海侵以来的历史时期内 陆域面积减少了 岩

体的体积减少了 ∀根据海蚀崖地貌照片可以给

出这个数字 图 ∀
又由于侵蚀下来的玄武岩柱断成块体 又不易破

碎 目前岛的附近海底堆积的正是大块的石堆 它们

除了少部分沿水下岸坡滚到深水区并 / 定居0 在那里

外 更多的块体被推运到岛的西北部和北部海底 ∀一

条巨大的水下岩脊从南碇岛向西北方向延伸长达

堤宽 ∗ 水深 ∗ 由玄武岩块组

成 ∀这条水下岩脊的基底有待进一步勘研 ∀

讨论

南碇岛作为一个受强烈海蚀作用的火山颈具有

很典型的海蚀地貌 其雄伟壮观和奇特令人惊叹 几

乎整个海岛就是一块经过剥离的火山颈露头 ∀岩石的

形状结构十分明显 它是研究火山岩石学特征极佳的

现场 ∀作为现代海洋环境下研究火山岛地貌变化过程

更是一处最好的实验室 ∀在这不大的范围内海蚀作用

的强度差异及其结果 侵蚀物的搬运和下落也十分清

楚 ∀此外 高高的海蚀崖 !深深的海蚀洞以及成排的海

蚀柱等都是我国沿海极为罕见的奇观 ∀不久这里将是

国内学者和观光者不断光顾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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