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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深沪湾及沉积异质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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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湾位于福建东南沿海晋江市深沪镇境内 经

纬坐标为 β χ ∗ β χ∞ β χ ∗ β χ 见图

∀海湾总体形态呈肾形 南北长 东西宽

湾口面向台湾海峡 ∀从地貌上看 深沪湾只是福

建沿海众多海湾中一个普通的中小海湾 形态完整

别无异样 ∀然而 深沪湾海滩在不大范围内 同一低潮

带 同样的水动力条件 并列着两个迥异的沉积异质

体 ) ) ) 沉溺古树林和古牡蛎礁 ∀显然 这是一种奇特

的地质现象 ∀

沉积异质体的特征

沉积体景观性质的差异

现已发现深沪湾潮间带沉溺古树林共 株 沿

海湾潮间带呈北区 !中区和南区 区分布 中区数量

最多 达 株 ∀牡蛎礁分布于中区沉溺古树林两侧呈

南北两片 面积共约 其中北片已被冲蚀支

离破碎 残留面积约 南片保存较完整 面积大

于 ∀沉溺古树林和牡蛎礁两者相间排列 有

一定的分布规模和范围 见图 ∀沉溺古树林经中国

林业科学院木材研究所 !华南植物研究所等鉴定 主

要树种有 油杉 Κετελεερια 桑树 Μορυσ 和

皂荚 Γλεδιτισια ∀牡蛎礁经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 !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学院等鉴定 主要造礁生

物有 近江重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ριϖυλαρισ ∏ 和长重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γιγασ ×∏ ∀油杉 !桑树和皂荚属于亚

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主要分布在丘陵 !低山 并

非海岸植物 ∀近江重蛎和长重蛎属于亚热带河口贝

福建深沪湾潮间带沉积异质体及其成因初探

俞鸣同 黄向华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 福州

提要 深沪湾潮间带并列着两种性质迥异的沉积异质体 ) ) ) 沉溺古树林和牡蛎礁 其景观

性质 !形成年代和沉积特征都有显著差异 ∀古树林主要树种有 油杉 Κετελεερια !桑树 Μουασ

和皂荚 Γλεδιτισια 等 属于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测量表明其生长于 °前

后 牡蛎礁造礁生物主要属种有 近江重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ριϖυλαρισ ∏ 长重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γιγασ

×∏ 等 属于河口贝类 ≤测量表明其生长于 °左右 ∀地貌调查和钻孔沉积物

分析显示 牡蛎礁是晚更新世古河口的产物 古树林是全新世河道古土壤生长林 两者被埋藏

后近代重现海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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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深沪湾古树区 ≥≥ 钻孔岩芯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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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灰白 !浅灰色细砂 ∀底部为中砂 含贝壳碎屑 ∀层厚 ∀有孔虫优

势种 Ελπηιδιυµ αδϖενυµ ϖαρ, Παραροταλιαινερµισ, Θυινθυελοχυλιναλαεϖιγα2

τα, Ε .συβχρισπυµ , Αµ µονιατεπιδα∀ 黄褐色中砂 含少量贝壳碎屑 ∀下部

含小砾石 ∀层厚 ∀有孔虫优势种 Θυινθυελοχυλιναλαεϖιγατα,

Παραροταλια ινερµισ, Θ.ακνεριαναροτυνδα, Ελπηιδιυµ αδϖενυµ , Ε .ηυγηεσι

φοροµινοσυµ ∀ ≈ 黄褐色细砂 ∀下部为中砂 含小砾石 ∀层厚 ∀有

孔虫优势种 Θυινθυελοχυλιναακνεριαναροτυνδα, Παραροταλια Μασσιλινα

∀…棕色 !浅棕色粗中砂 含棕色腐殖质 !粘土团块 !夹古土壤层 ∀层

厚 ∀ 灰 !黄 !褐色相间杂色砂质粘土 ∀层厚 ∀ 灰色粘土

含植物碎屑 ∀层厚 ∀ 黄灰色含粘土砂质粉砂 顶部土黄色弱胶

结粘土质粉砂 ∀层厚 ∀ 浅灰色含粘土粉砂质中细砂 ∀ 层厚

∀ 灰白色含粘土粉砂质粗中砂 含云母片 花岗岩碎块 ∀层厚 ∀

图 深沪湾 号牡蛎礁剖面图

ƒ × ≥ ∏

类 并非现今的海滩属种 ∀从景观特征看 沉溺古树林

和牡蛎礁是不相吻合的景观异质体 也不是海滩环境

的产物 如今两者同现一片海滩 ∀

沉积体形成年代的差异

已有一些科研单位和研究者对深沪湾古树和古

牡蛎壳做 ≤测年分析 ∀古树桩的 ≤测年数据主要集

中在 ° ? ° ∗ ° ?

°
≈ ∀古牡蛎壳 ≤测年数据主要集中在 ° ?

°∗ ? °
≈ ∀显然 古树林形成于

中全新世早期 即第四纪温湿气候期 牡蛎礁形成于

晚更新世晚期 即第四纪玉木盛冰期 两个沉积体形

成的年代相距甚远 ∀

沉积体沉积特征的差异

年 广东省地震地质队和福建师范大学地

理研究所先后在深沪湾沉溺古树林中区分别打了两

个钻孔 ≥≥ ≥≥ 旨在了解沉溺古树林

区的沉积地层和沉积相 ∀ 现以代表性钻孔岩芯

≥≥
≈ 的岩性自上而下介绍如下 见图 ∀

年 作者对深沪湾牡蛎礁不同礁体进行剖

面采样分析 ∀对造礁生物 !礁体充填物和造礁年龄进

行测试 ≈ ∀现将代表性 礁体情况介绍如下 见图 ∀

从沉积特征看 沉溺古树林区自下而上出现河流沉积

和滨海沉积 而牡蛎礁沉积区只出现河口滨海沉积 ∀

沉积异质体的成因初探

年 广东省地震地质队徐起浩在深沪湾做

了多条浅层人工地震剖面 其中三条穿越古树林中

区 ≈ ∀三条横剖面显示古树区基底呈 ∗ 不

等的凹陷并逐渐向旁侧古牡蛎礁扬起 !连接 ∀徐起浩

认为是第四纪地震使古树林沦入凹陷 成为沉溺古

树林 ≈ ∀

同年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王绍鸿通过对古

树区钻孔岩芯粒度分析 !微体古生物分析 !孢粉分析

等认为古树林埋藏经历了正常的河流堆积 其后中全

新世海侵使古树遭受灭顶之灾 ≈ ∀

单从沉溺古树林现象来讨论地动成因还是水动

成因似乎带有片面性 ∀徐起浩提供了古树区的基底凹

陷作为地震活动的证据 ∀这些凹陷是否断裂凹陷尚不

清楚 是否发生于中全新世无充分论证 ∀如果是地震

使古树林下陷 那么断陷两侧古油杉林为何荡涤无

存 ∀王绍鸿认为是河流堆积和海侵沉积造成了古树林

灭顶之灾 ∀但是 油杉林为何受制于古河道生长而不

延伸至周边却未做合理的解释 ∀

深沪湾潮间带沉积异质体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

不同地理环境 应该从宏观的地貌特征和微观的沉积

特征结合来分析沉积异质体的奇特现象 ∀

地貌调查中 作者

在深沪湾内见到了分布

于古树区两侧土黄色花

斑状粉砂质粘土的古地

面 古地面的外侧分布

着古河流基座阶地 基

座面上被波浪冲蚀残余

的阶面堆积物依稀可

见 砾石和粗砂被泥质

和铁质胶结呈锈红色

古树林受制分布于古河

道的现象较明显 ∀深沪

湾外西侧残留着若干小

湖泊 龙湖 !虺湖等 湖

泊以西 北西向辫状水

系在南安官桥 ! 水头两

地分别向北 ! 向南突然

拐道汇入晋江和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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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红色粘土质粗中砂 结壳层 含大量铁锰物质胶结呈褐

红色 !锈红色 有贝壳碎屑 ∀层厚 ∀ 青灰色粘土质细砂 贝壳

堆积层 有大量双瓣紧闭 !直立长重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γιγασ ×∏ !近

江重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ριϖυλαρισ ∏ 少量昌螺 Υµβονιυµ ϖεστιαριυµ !

滨螺 Λιττορινοπσισ ! 樱蛤 Μοερελλα ∀有孔虫优势种 嗜温转轮虫

Αµ µονια τεπιδα !厚壁转轮虫 Α.χονφερτιτεστα !异地企虫 Ελπηιδιυµ

αδϖενυµ !显孔鼓室企虫 Ε .ηυγηεσι φοραµινοσυµ ∀层厚 ∗

∀≈ 灰白色基岩风化壳 ∀岩屑 !碎块中花岗结构清晰局部有底砾和

铁锰结壳层 ∀牡蛎生长在基岩或铁锰结壳层之上 ∀层厚 ∀

湾 这表明第四纪期间深沪湾地区发生较强烈的地壳

升降变化导致河流地貌演化 ∀

综合地貌分析和沉积物分析 大致可以恢复深沪

湾的演化历程 ∀晚更新世 ° 深沪湾西侧

的辫状河流和福建沿海多数河流一样从西向东入海

深沪湾处于河口环境 ∀河口区大面积生长近江重蛎和

长重蛎 ∀牡蛎生长旺盛 相互叠置 形成晚更新世牡蛎

礁 ∀由于晚更新世盛冰期 ° 海面持续下

降 河流侵蚀基准面随之下降 河谷下切 河口外移

河道中形成含植物碎片的陆相河流冲击物 钻孔

∗ 层 河岸上古牡蛎礁露出海面升为陆地环境

礁体被陆相堆积物覆盖 礁顶受陆相堆积物中渗滤的

铁 !锰质胶结呈质地坚硬的铁锰质保护壳 礁体得以

保存 ∀深沪湾所处的地块是福建沿海晚更新世以来活

动断裂活动地带 ≈ 晚更新世至中全新世这一地块处

于持续上升状态 深沪湾西侧北西相辫状河流因河口

区抬升分别拐道两侧汇入晋江和围头湾 沿途残留下

龙湖 !虺湖等小湖泊 古河道冲击物因地块上升为陆

发育为古土壤层 钻孔…∗ 层 ∀中全新世早期油杉

林在古河道土壤中生长 ∗ 见有早 !中全新世植

物孢粉锥栗属 Χαστανοπσισ!青岗栎属 Χψχλοβαλανοπσισ以

及少量油杉属 两岸裸露的地面由于缺土壤层未生

长油杉 ∀中全新世中期 ∗ ° 海面持续

上升出现高海面 古树林被海侵带来的滨海沉积淹没

钻孔 ≠ ∗ ≈ 层 全新世小波动的海面以及近代小幅

上升的海面加剧了深沪湾沿岸的向陆侵蚀使埋藏古

树林和古牡蛎礁出露同一片海滩 ∀

深沪湾演化大致经历了河口阶段 陆相河道 !古

土壤阶段和海湾阶段 ∀牡蛎礁和古树林分别形成于河

口阶段和古土壤阶段 因埋藏和近代海岸侵蚀如今重

现于同一片海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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