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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四纪研究中贝壳沉积物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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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贝壳沉积物是指贝类生物死亡后的壳体成片 !

成层 !成堆地赋存于自然界某些沉积 !堆积体中 或出

露于地表 ∀贝壳沉积物主要出现在古代或现代的江 !

河 !湖 !海周边地区 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和规模 且

多数为自然营力的产物 少数为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

近些年 地学界对第四纪环境演变以及古海面变

化的深入研究中 贝壳沉积物的应用日趋广泛 对于

判别沉积相 !分析古地理环境以及 ≤测年断代方面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然而 目前对贝壳沉积物的描

述 !命名 !应用 时有混淆不清 名称滥用和提法错误

等问题 ∀使读者在参考引用时无所适从 以至产生误

解 ∀例如 福建晋江深沪湾潮间带出露的大规模厚层

状牡蛎壳沉积物 广东地震局 !国家海洋局三所 !中科

院地质所等先后都做过调查研究 ∀对同一沉积物却有

几种命名 徐起浩等 年称其为/牡蛎海滩岩0 王

明亮等 年称其为/牡蛎礁0 赵希涛称其为/ 牡蛎

滩0 ∀细说起来 它们所代表的地学含义不尽相同 ∀另

外 福建闽候昙石山 闽清小若贝壳堆积物也有/ 贝壳

层0 !/贝冢0之说 究竟作为古海面标志还是古人类遗

迹 其指相意义大相径庭 ∀诸如此类问题在其他文献

中时有所见 究其原因主要是第四纪沉积物分类命名

尚无严格的系统规则 只有笼统的成因分类 ∀研究者

在微环境研究时感到现有的成因分类显然粗略 试图

进一步细分 只能各抒已见 出入较大 ∀

常见贝壳沉积物的名称

目前在文献中常见贝壳沉积物的名称主要有

贝壳堤 !贝壳层 !贝冢 !海滩岩 !海岸沙丘岩 !牡蛎滩 !

牡蛎礁 !牡蛎层 !珊瑚碎屑岩等 ∀这些名称看起来似乎

简单易懂 但实际上并不科学 容易造成认识和理解

上的错误 ∀它只是对沉积物形态 如 堤 !层 !冢 或沉

积物出露的地貌部位 如 滩 !礁 !岸 的直观描述 缺

乏沉积物岩性的真实内涵 ∀在地学工作中 仅凭地貌

部位的野外观察或对手标本的直观描述就得出地质

环境的结论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科学的 ∀岩石 !沉积物

的形态 ! 产状或现存的地貌部位并不完全代表岩相 !

古地理的真实内涵 ∀况且 一些作者仅对贝壳沉积物

出露地貌部位的表观认识以及对沉积物形态并不完

全正确的理解 随意对沉积物命名定论 从而推断古

地理环境或新构造运动等更称不上严谨的科学态度 ∀

倘若研究地貌 !第四纪的人们将贝壳沉积物形态

或出露地貌部位作为命名的依据 成为行业中约定俗

成的规矩 也应审视所用名称的字面确切含义 ∀

汉字中对 /礁 !滩 !堤 !冢 !层0等都有明确的定义

和区别≈ ∀/ 礁0表示海洋中隐现水面的岩石 地学上

通常以造礁生物为适应生长环境积极向上叠置生长

的骨骼和贝壳堆积作为判据 它具有古海面的标识意

义 ∀/滩0代表海边 !河边的泥 !砂淤积而成的地方 是

物质处在动态环境的概念 地学判据通常为贝壳沙 !

海滩沙 !泥 !海相微体生物化石 海滩重矿物 沉积斜

层理 !交错层理等 它是潮间带 !潮上带的标志 ∀/堤0

原意为沿江 !河 !湖 !海岸边修建的挡水建筑物 地学

上通常引为平行岸线的长堤形堆积体 具有标志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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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高潮线位置的意义 ∀/ 层0表示层状沉积体 地学中

被用作地层划分的单位 ∀层本身不具有指相意义 ∀只

有研究了层的岩石组成 !古生物特征 才能了解该层

所蕴含的沉积相含义 ∀/ 冢0原指隆起的坟墓或山顶

地学上引指拱形 杂乱无章的堆积体 标志倒石堆积

或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

贝壳沉积物命名的建议

第四纪贝壳沉积物大多数是松散的 未固结成

岩的 ∀依沉积学的观点 贝壳沉积物属于沉积物范筹

未进入成岩阶段 ∀因此 其基本名称宜采用/ 沉积物0

属于/ 生物碎屑沉积物0的概念 ∀只有当贝壳碎屑的优

势属种确定后 才能将其名称参加命名 如/ 牡蛎碎屑

壳 沉积物0 /珊瑚碎屑沉积物0等等 ∀当然 沉积物

的产状对了解沉积成因有一定的意义 ∀正如沉积岩名

称前可缀以产状术语 /厚层状0 !/ 薄层状0一样 贝壳

沉积物名称前也可缀以产状术语 如 / 堤状牡蛎壳沉

积物0 / 层状珊瑚碎屑沉积物0等等 ∀这样命名 既让

人一目了然 又避免命名时加入作者对该沉积物地学

含义的主观臆断 ∀

贝壳沉积物也有部分固结成岩 ∀在热带 !亚热带

地区 由于海水碳酸钙饱和程度高 可胶结滨海 !浅海

区的生物碎屑和砂粒 形成近代胶结的岩石 ∀其实 这

类岩石的命名已属于沉积岩石学范畴 ∀在众多沉积岩

石学著作中 早有诸如/生物亮晶砾屑灰岩0 !/ 骨粒石

灰岩0 !/珊瑚石灰岩0等≈ ∀同样 也可在岩石名称前

缀以描述产状的术语 如/厚层状生物亮晶砾屑灰岩0

等 ∀

依沉积岩命名的原则 对沉积岩 物 的岩性识别

是第一性的 而对沉积环境以及地学含义的推断和理

解是第二性的 ∀不宜将有关环境的词定义在沉积岩

物 的名称中 ∀沉积岩并没有因岩石形成于河流环境

将其命名为 / 某某河岩0 ! 形成于海洋环境而命名为

/某某海岩0 ∀同理 过去对贝壳沉积物所使用的名称

有许多不正确之处 ∀/海滩岩0 !/ 海岸沙丘岩0 !/ 贝壳

堤0等都是这方面的实例 ∀杨建明 年认为 所谓

/海滩岩0与形成于浅海底的 / 海底砂岩0以及形成于

岸上的 / 海岸沙丘岩0 有许多相似之处 极易造成混

淆 ∀切莫让不确切的/海滩岩0 !/海岸沙丘岩0之类桎

梏了读者的思想 ∀

贝壳沉积物的应用事项

形成地判别

一般在礁状 !厚层状沉积物中 若有大量壳体完

整 双瓣紧闭的贝壳呈生长状态被埋藏 !堆积 可认为

是原地成因的 ∀可以通过对贝壳属种生活习性的研

究 分析原始水深 水域生长环境等因素 ∀若在堤状 !

滩状 !层状 !冢状沉积物中见到大量破碎 !被磨蚀的贝

壳碎块 平卧或杂乱无章地堆积 则可认为是异地堆

积的 ∀堤状 !层状沉积物代表高潮线附近的沉积 滩状

沉积物代表潮间带 潮上带沉积 冢状堆积物通常是

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

≤测年问题

贝壳 ≤测年数据代表贝类生物死亡的年代 ∀对

于原地沉积物 贝类生物死亡年代与沉积埋藏年代基

本是同时的 ≤测年意义较好 但对于异地沉积物来

说 测年意义就有偏颇 ∀而贝壳 ≤测年结果的本身还

存在数据偏老 !偏新问题 ∀此外 不同测试单位的系统

差别也会造成同一样品 ≤测年的较大差异 ∀

贝壳沉积物的高程确定

应用贝壳沉积物判别沉积相或古地理环境往往

涉及判断古海面 !古湖面位置以及恢复古地理状况 ∀

有资料表明 埋藏几千年的贝壳沉积物仅沉积压实因

素就可使贝壳沉积物高程变化从几十厘米至 ∀这

对推断古海面 ! 古湖面的位置已是不可忽视的数据

了 若用于恢复古地理环境可能影响更大 ∀此外 地壳

均衡活动 新构造运动等因素对标志物高程的影响也

应予以充分的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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