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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莫斯科大学地貌教研室 )

在苏联
,

近十年来
,

海岸地貌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费展
,

而对于海岸地带
,

即海与陆相

互作用地带的泥砂运动及其迁移规律性的研究RJl 是其中最重耍的一个方向
。

实际上
,

正

像 B
.

B
.

fl o H二Ho B
所指出的

,

对岩石圈物鬓迁移过程的研究是从嗯爹石颗粒及原生岩瑰

的破碎开始道到它们在地鬓作用中重新桔合为止
” 〔,叮而且是作为研究地壳表面地形的 形

成及其鳌展的地貌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

正是在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及其后果
,

就建立着

井奢展着各种地形的形态
。

通常
,

这些形态可划分为二种基本类型
:

$Jl 触的和堆积的
。

海岸泥砂迁移的研究可以阐明各类海岸的成因
,

确定它的费展阶段
,

井
、

可以指明海岸

登展的一般规律
。

此外
,

它也有直接的实际意义
; 因为

,

静多工程地箕现象都与泥砂的迁

移作用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

如港潜与航路的淤积
,

以及在国民握济上有价值的海岸地区的

冲毁以及其它的形状改变等等
。

显然
、

在海滨区内泥砂迁移的主耍因素是波浪和由于波浪
、

夙及水盆的海平面变化等

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暂时流
,

那么
,

在研先泥砂迁移的同时就应当
“

尽一切可能对

海岸地带的水文动力状况进行研咒
” 〔,月

。

同时
,

浅海中水体波浪运动的规律性也具有重大

意义
。

但
,

突际上
,

这方面的研咒还刚刚开始
;
我他还没有可能祥翘的探甜这些规律

。

这

首先是由于对 它们研宪得不够
,

这时就会引起对静多拯其重要原理的事渝
,

并且会模糊不

清
。

同时
,

还因为
,

如果对这些尚在争流着的尚题加以阴述
,

那么
,

就会使这篇文章离题太

远了
。

所以
,

关于海岸功力学方面的知蔽
,

我们只是扼要的举出一些普通的原理
,

如缺少

它们
,

在进一步忍明固题时就会咸到困难
。

在岸边及其水底斜坡上
,

引起能搬运碎居物鬓的水体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波浪
。

在水

的底唇
,

波浪运动的速度随着深度的减小而增加
,

并且在破淡带达到了最大值
。

同时
,

随

着深度的减小
,

波浪运动对泥砂物箕的作用后果也在增加
。

其它类型的水体运动
,

通常是

没有这么大的速度能单独引起泥砂颗粒的运动
。

只有完整的波浪运动或是它的一些派生

运功才能够这样4t, 7
, ’

飞

关于海岸动力学方面的其它基本原理
,

如上所提到的 .B .B 月
。 H P
朋OB 的文章里 已有流

述
,

可扼要的归桔为下列几个方面
:

1
.

在水下的海岸斜坡上
,

构成平衡剖面的物臀的总体
,

运动取决于向岸浪的速度与逆

岸浪速度的差异
,

而波浪的速度在并多情况下会被从海岸指向大海的径流的影响而复杂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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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既然大部分海岸地带位于海平面以下
,

那么海浪运动的大部分能量就必定消耗在

这部分海岸的改造上
。

同时
,

水面以上的海岸地带 (即海岸本身的变化
,

不仅与水面以下

海岸余卜坡上的各种作用有紧密联系
,

而且也是它俩直接作用的桔果
。

海岸地形最初桔构

的本身
,

对于水下的各种作用及其流动条件同样有亘大的影响
。

总之
,

可以豁为
,

这两部

分海岸地带的地形类型的形成 (水上的与水下的 )与鳌展
,

相互简有着紧密的联系
。

3
.

运动着的水体与海岸带的表面地形
,

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就引起了泥沙颗粒的

再搬运
,

并改变着地形表面的倾斜度
。 一

与此同时
,

底唇水体运动的速度也会有所改变
。

归

根桔底的靛
,

在一定的水文动力状况下
,

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会产生这徉一个状态的

剖面
:

它上面的泥砂颗粒
,

在一般的情况下变成为单向的迁移
。

但是
,

在这个剖面上
,

由于

波浪速度
、

重力及底唇补偿流的影响
,

泥砂颗粒仍然保持着波动运动 (往复的前进运动 ) 〔飞

已达到动力均衡状态的海岸斜坡只有在水文动力状况费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才能受到

破坏
。

.B B
.

月Ho
r
朋OB 甜为

:

海岸斜坡的动力均衡的概念是
“

海岸动力学中的最普遍和最

重耍的原理
”

之 J
,

吼

4
.

在海岸带登展的特定阶段上
,

泥砂的漩向迁移具有着拯其重要的意义
。

在同一个

波浪作用力条件下的泥砂迁移的强度与方向
,

将以波列向海岸作用角的大小而有所不同
。

当这个角度达到某一特定的数值时
,

泥沙迁移的速度就能够达到最大值
。

这个使泥砂的

耀向迁移具有最大速度的理想波浪作用角 (角 哟 存在的原理
,

在分析各种堆积形态的精

构及分析割切海岸 (海进的 ) 的改造及预侧其鳌展的时候
,

是非常重要的 7r,
’ 5〕。

然可怀疑
,

只有在野外具有实嗽性的固定研究装置的工作条件下
,

对这个过程进行直

接研究才能够得到关于海中泥砂运动的规律性及其特征的最有意义和最精确的数量上的

查料
。

在苏联
,

豁多科学机构采用了各种措施来进行这种类型的工作
。

然而
,

苏联科学院

海洋研毙所黑海研究站和交通建筑部水文科学研毙站
,

多年来在黑海所进行的工作是最

完整的
。

在工作过程中建立了静多新颖的研究方法
,

得到了数量成果的原始查料
,

以及鳌

现了静多重要的规律
,

它迫使我们重新审校那些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推侧方法而提出

来的原理
。

用海岸动力学的方法直接研究泥砂运动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所能获得的最有意义的成

果
,

在 B
.

n
.

3He Ko 的
、 的文章 (见本刊本期 1 8 5

一

一, 0 8 夏 )中已有渝述
。

然而
,

在实际稠

查工作中
,

研究者们通常是没有可能来采用这些方法的
。

同时
,

在井多情况下
,

由于进行

这种类型研究工作的据点不很多
,

而使他们没去处理由其它研究者们根据泥砂运动直接

研究的方法所得到的一些具体查料
。

但是
,

在这个工作阶段上
,

研究者们应当足够地
,

确

切地理解泥砂迁移的墓本规律
,

应当对泥砂物置的输入与翰出的情况精予如果不是数量

上的
,

但至少是鬓量上砰价
。

也应当阐明泥砂迁移的方向及共供拾地
,

以及指出泥砂物鬓

缺少或过剩的地区
。

在稠查研究工作中
,

形态学和 岩石学的方法是研究泥砂迁移区域性规律的最重要的

方法
。

在形态学的方法 中
,

我们指的是研究海岸类型的形状及其表屠的桔构
。

然后
,

根据

这些查料就可得出关于海岸的鳌展
、

成 因
、

及其桔构特点的最重要的桔肃
。

其中也包括了

在所研究的海岸地段土泥砂迁移动力状况的主耍特点
。

在岩石学的研究方法中
,

我们指

的是研究构成冲积物的最松散物鬓
。

阐明它的粒度成分特点
,

研究能表征它们物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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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石粗合或矿物粗合
,

以便进一步解释这些物鬓的来源
,

以及它刊沿着岸边或是沿着海

岸楼的法楼而迁移的方向
。

在运用这二个方法时
,

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
:

在野外
,

根据形

态学的分析方法
,

建立与研究者遇到的朋题大致 卜相适应的工作假税
。

然后
,

采集海滨的

和水底的泥砂样品么便在实麟室内进行机械分析或矿物分析
。

井且
,

研究者再审查自己

根据形态做出的工作假汾
,

使
`

白更精确或者放弃
’

已
。

最后
,

考虑到了岩石成分而制定新的

假融
。

在野外
,

有的时候必须
,

也有可能同时使用这二种方法配合着进行工作
,

而且
,

这样

的相互配合是最能会人满意的
。

因为
,

在很协靓的运用这二种方法时
,

研究者所花费的时

简和物力将是非常握济的 !

在海岸的形态学分析里
,

韶具地确定和研究构成堆积类型的海岸砂堤的分布
,

么及堆

积类型的形态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

然而
,

这些还远远不能包括形态学分析法的全部内容
。

在 B
.

fl
.

3e
H o B : 、 的流文里 ( 19 4 6) 提出了进行海岸动力学及形态学研究的科学原理哄

这个方法的运用是非常卓越而又富有成效的
。

应当指出
,
D

.

J ho ns
o n ( 1 0 1孙同样很广泛地

运用过海岸类型的形态学分析法田
;
他

一

首次企圆粽合与理解世界大洋个别海岸地段精构

的一些零星的实际材料
。

海岸类型形态学分析法的主要特点
,

甘为本文作者粽合在儿篇单独的文章里
〔

’
6

, ’ 71。

下

面就来描述一下形态学分析法的墓本特点以及运用形态学分析法来解释泥砂迁移的方向

及其特点的例子
。

并
一

且
,

除了上面提出的文章中所报 宇过的一些个别脊料外
,

还采用了作

者和其它你联研究者们的某些新脊料
。

已料指出
,

海岸砂堤的相互位置及其方向和现代海岸转之周的关系的分析对于判断

泥砂迁移的方向及其特点常常会提供很宝肯的材料
。

海岸砂堤的特点是
: `

创四始籽严格

的沿着海岸接形成
,

因而
,

在现在的地形里就能确定
一

与古海岸砂堤年龄相 当的古海岸的位

科
。

同时
,

在撇向海岸或底屠迁移的条件下
,

海岸砂堤的方向也反映了泥砂运动的方向
。

对鳌育在里海西北部海岸土的布梁砂嘴 (即
只HC “ a 只 肋Ca ) 和秀特肯砂嘴 (C y阶

K

服
a “

K
oc a) 的桔构分析就可作为研先古海岸砂堤的分布和它与现代海岸接之周的关系以钊 断

泥砂迁移方向的一个例子
。

这两个地 区是捷列克河 (尸
.

T Pe e K
) 三角洲的残余部分

,

在十

七批耙末到十九世耙初曾存在的那部分三角洲支流消失之后6rl,
” 〕,
三 (fl 洲的外椽 (靠海的

边禄 )就由于波浪作用而剧烈的改建着
。

由波淡从海底所带出的三角洲的冲毁产物和具壳物臀中看出
,

布梁砂嘴和秀特肯砂

嘴是在从前的三 (Jf 洲的突出部分土形成的
。

布梁砂嘴的各个登展阶段均刻划在近一百五

十年来 已翘干洞了的海滨平原的现代构造土
,

其外貌像是砂鬓土丘状的 夙成 地形的 沙

集
。

它俩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着
,

井与现代海岸地带的台地相毗连
。

从这些砂箕沙集总的

方向上么及构成沙集的砂中所含有的丰富的具壳都可以征明 了它佣不是别的
,

而正是古

海岸砂提被后来重新分割的部分
。

同时
,

在现在砂嘴堆积物的最南端鳌现有变化最大的
,

同时也是最近时期的海岸砂堤
。

越 向北
,

产生海岸砂堤的原始特点保存得越好
。

而最后
,

在最年青的时期里
,

我俩已握能看到砂箕海岸砂堤的全部典型特点了
。

在秀特肯砂嘴区及其南部也可观察到这种海滨平原的完整桔构
。

(圆 )l

由上述中可看出 ; 沿着所研先的海岸地带
,

泥砂迁移的方向是向北的
、

大量的有方向

的泥砂迁移现象咚做
“

泥砂流
”
以 ’ 〕。 显然

,

分布在上述各砂嘴以南之海岸的现代冲毁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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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造成砂嘴泥砂流的来源

地
。

对苏联海岸所进行的区

域性研咒表明了
,

除了单 向

补拾的海岸类型外
,

还有由

于泥砂流相互碾合而同时成

为泥砂物鬓来源的砂嘴么及

其它类型的泥砂作用也广泛

的存在着
。

为作者所描远过

的具加尔湖西岸就是这 种
“

双重砂嘴
”
)l 例子中的一种

类型
。 `

仑是由二个方向不同

的为砾石堆积成的海岸砂堤

的粗合所构成
,

拜且与砂嘴

的最突 出部分相 联接
。

同

时
,

东部的砂堤具有很大的

宽度井向海中延伸得很远
。

由此可知
,

最初所构成的砂

嘴
,

其原始形态是依靠从东

向西移动的泥砂流做为它的

单向供拾区
。

这个方向是由

方位为东和东北向的
,

在力

量上和在往复次数上均占优

势的波浪所决定的
。

随着位

圆 1
.

布梁砂嘴和秀特肯砂嘴粘构圆 (里海西北岸 )

1
.

砂
; 仑

.

海岸砂堤的方向
; .3 冲触台地;

4
.

泥砂流的方向
。

于砂嘴之后及其西边海岸地段上的各种形态的增长
,

从西南方向传播过来的波浪就开始

具有杭治的作用
。

所以
,

这个地段的海岸在现在也没有遭到主要方向的波浪打击
,

在这里

第二个原始形态的砂嘴开始形成
,

而它与第一个砂嘴相毗合就形成上面所写过的那种砂

嘴了
。

关于上面所写的双重补抬的桔渝已被砾石成分的岩石学分析查料所敲实
。

西部砂

嘴中所含有的砾石主要是由祖成西部砂嘴的墓岩岸中的变臀片岩 (震旦起 )的碎居所构成

的
。

而东部分支的海岸砂堤中所含有的砾石成分RJl 由登育在有一不大的河流流入的区域

中的变鬓灰岩 (同样是震仕粗的 ) 占优势
。

形态学分析法能有助于阴明供拾堆积形态么物鬓的泥砂迁移特点
,

井找到它们的聆

源地
。

对
“

亚速夫型
”

砂嘴桔构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比较复杂的例子
。

在苏联的文献中
,

这个名称是指在外形上不对称的那些独特的砂嘴
,

而它们RJl 与其相邻接的被冲蚀了的海

岸地区构成杭一的体系
。

包括在这个体系之内的为
:

堆积形态兮砂嘴兮与侵蚀海岸地段

的有规律的相互交替
。

亚速夫型的砂嘴通常登育在带港臂的海岸上
,

这些港膺差不多都

1) 几的众
H a只

Ko ca
,

这是根据作者的术斋
。

如按 B
.

n
.

曾科雄奇的术斋
,

刻是
`

双重簸 形的 沙 洲
”

(几Bo 加的
C叩

n o . ” 八H曰益 B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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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沿着波浪的合力方向而费展着的
〔月 。

鳌育在亚速海北岸上的亘大砂嘴就是这种类 型 中

的最典型代表
,

但是
,

也常常看到很微小的砂嘴
,

它佣的长度只有几十米
,

好像是一个点似

的
,

并且这种是早为大家所熟悉的
,

屡次被描述过的砂嘴的精小的一种
。

作者在肯捷尔利

砂嘴东岸砚察过这样小的砂嘴 (里海的南曼哥拭拉克岸 )
。

正如已握指出的
; 亚速夫型 的沙嘴在并多文献中都有所报导氏

习 。

在这里
,

我俩不打

算渝述亚速夫型海嘴的成因及其费展的圣部韧节
,

而仅仅是筒单的叙述一下能表明泥砂

稚向迁移的方向及其特点的形态学上的那些墓本特点
。

亚速夫型的砂嘴成各种各样的变体分布着— 从很大一道到很小
,

井且它们存在于

宽长的
,

有阴塞的或半阴塞的港漪里
。

这些都表明了泥砂沿着这些港礴迁移的总的状态
。

B
.

n
.

臂柯推奇曹癸现了这类砂嘴的成因
;
他提出

,

在这种条件下
,

它们是与波列对海

岸的作用交角的数值有关田
。

当海岸的方向与波浪合力的方 向差不多是一致的 时候
,

波

列对海岸作用的交角将是不大的
。

同时
,

如果某一段海岸线和其一般的方向有了一些偏

差时
,

那么就会形成阻碍泥砂进一步迁移的条件
。

在这种环境下
,

波列对海岸的作用角值

和能形成泥砂迁移的最合适的角值 中之简的差额
,

还要更大些才能造成这样的条件
。

那

时
,

堆积形态就开始形成和生长
。

姆渝是那种砂嘴都将与作用角方向相一致的费展着瓜飞

圆 2
.

亚速夫型砂嘴拮构圆

断楼表示海岸砂堤的方向
; 黑色的

蝙齿表示被冲毁的海岸峭壁
;
不着色的

蝙齿表示消失了的悔岸峭壁
;
箭头表示

海岸泥砂迁移的方向
。

同时
,

亚速夫型砂嘴的方位是泥砂沿着海岸迁移的总方

向的指示物
。

对亚速夫型砂嘴来靛
,

其迁移总方向的另

一些标志是
:

亘大海岸砂堤的移动 ; 这些海岸砂堤在次耍

方向的波浪影响下
,

于砂嘴墓部的后面构成之最小砂堤

的体系内
,

祖成了砂嘴
“

海
”

岸
。

这样
,

如果我们在海岸的任何部分观察到亚速夫型

的砂嘴体系
,

那我佣就一定能对沿着这部分海岸的泥砂

迁移特点予以臀量上的砰价
。

首先
,

我们能够淤明
,

泥砂

是从何处来的
,

同时确定它的迁移方向拜指明泥砂流的

可能来源地
。

其次
,

亚速夫型砂嘴的存在征明了波列与

海岸周头角的数值是很小的
,

井且也征明了泥砂迁移的

状况是不稳定的
。

航空照片的判演对于根据形态的标志来确定海岸泥

砂迁移的特点可以提供补多宝贵的查料
。

近十年来
,

在

地鬓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广泛采用的航空摄

影
,

这是海岸类型形态学分析法 中最得力的方法
。

甚至
,

在并多情况下
,

预先朋藏了航空照片
,

就能在某个具体的

海岸地段上建立泥砂动力状况的特点的工作假扮
。

圆 3 和圈 4 就是用航空照片所显示的二个堆积形态
。

它佣彼此简姆渝是在桔构上还

是在成因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 在圆 3 的航空照片上
,

显现出在康真岛西北岸上一个不大的

砂嘴
。

这个砂嘴按其桔构来祝可能是碍于上述之亚速夫型一类的
。

首先
,

根据砂嘴体的

主要方位及其重新被分割的古代砂堤的特点 (在照片上划有十宇的地方可看到 )
,

就能看

出 ;
构成砂嘴的泥砂演是从北向南移动的

。

同时
,

也可清楚的看出
,

砂嘴是向着陆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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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沿着波浪的合力方向而费展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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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砂州的斜坡上费育着近期的台地
,

都有力地靓明了在这部分海岸上正进行着援慢的

冲刷
。

在弧的南端及其北部
,

在哈累扁佐夫海角一带
,

费现了一些亘大的堆积阶地
,

它们

是为由陆源物鬓构成的姆数个海岸砂堤所粗成的
。

同时
,

现在没有查料可么敲明 ;在现阶

段弧的这些部分有强烈增长的现象
。

所以
,

这点就可扮明
,

从较稳定的中央地段能够把物

鬓供拾南部及北部的堆积形态
。

岩石分析以及对海岸桔构的某些知节所进行的形态观察

都敲明了
,

沿着海岸存在着容积不大然而范围却很广泛的泥砂迁移情况
。

由此可晃 ; 圣部

形态分析的查料及必要的岩石学查料都敲明了西堪察加的海岸形状是比较稳定的 (圆 6 )
。

同时
,

正像 B
.

n
.

曹柯推奇所提出的
,

西堪察加之所以成凸出的弧形么及其海岸形状之所

以比较稳定
,

是与这个区域中的气候特点相联系的
。

夏天
,

夙和夙浪在弧的中部以西夙

为主
,

在北部级西北夙为主
,

而在南部HJl 以西南夙为主
。

这样
,

全部海岸就都被侵触着
,

如

果考虑到所有的海岸都是容易被冲毁的松散物箕所粗成的韶
,

那么完全沿着相应的波浪

的合力方向
,

就能使得海岸形状较稳定
。

而这点好像不耍用那个最初的观点来解释
。

这

个桔榆对于海港建筑具有板大的实际意义 ; 因为
,

用形态分析法来解释泥砂迁移的情况

(方向不固定的泥砂迁移 )
,

对护港建筑物的水利工程建毅是最为有利的
。

O X 口 产 c 方 n 厂 刀夕 户 f

是扮f七

圆 5
.

从哈累房佐夫海角到奥捷尔简的堪察加西海岸略圆
。

由于各种海岸堆积类型 (砂嘴
、

剪形砂嘴)
”

的成长是和由波列与海岸简夹角的理想值

所指的方向相一致的
,

因而这一点就可作为泥砂迁移方

向的最可靠的形态指示物
。

静多小的堆积类型的外形也

常能很直接的表明出泥砂流是成怎样 的 方 向 迁移 的
。

.B 凡 B y月a
HO

B
和 .A .C H O H

阳 ( 1 9 6 3 )骨粗在黑海海 岸

地带上的一个曹翘沉降的砂州对面
,

描述过最近才形成

的小型陆速岛
。

陆速岛的外形很不均匀
,

同时
,

从陆速岛

向西有非常窄狭的海滩 (圆 6 )
。

这明显的表示了泥砂运

动方向是从东向西的
。

海岸泥砂流进入到在沉降了的砂

州对面形成的
“

波浪影
”

地带的同时
,

也有停滞现象的登

生
。

井且部分物置沉积在这里而构成了陆速岛
。

陆速岛

圈 6
.

彼列依篇 (托姆波罗 )海岸封阴

的拮果赣生了沉没的洲堤 (根

据布丹豁夫和浓奥尼 19 5 3)
。

形成以后
,

在其东边的海滩扩大了
,

并同样促进了
“

凹角埙充
”

的形成
〔月 。

相反的
,

从陆速

岛向西所流进的泥砂就减少了
,

并且造成了狭窄的海滩 (局部的冲毁 )
。

河 口没有形成常见的三角州而为泥砂流所堵塞
,

这是泥砂迁移方向的最可靠标志
。

同时
,

正像 D
.

oJ h ns o n 所早就指出的 ; 河流的河 口地段向着泥砂的搬运方向倾斜田
。

河

口的倾斜与堵塞可达到很大的范围
,

这是与输沙量有关的
。

这部分河 口一方面么其狭窄

的冲积 (近河 口砂州 ) 与大海相隔离
,

同时也能沿着海岸的十几公里范围内流动
。

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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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中的突出例子是被别尔别利砂嘴所堵塞了的仙晶卡尔河 (P e“c H e即二 )的河 口 (西非

洲 )
,

正像 H
.

B
.

醒莫依洛夫所指出的
, `

么的形成是由于在这兑的波浪以西北的方向为主而

使泥砂向南迁移
,

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方向土与河口相混合 L21 几

在缺乏陆源冲积物或有很少陆源物臀的海岸土
,

堆积类型几乎完全是为水底成因的

物臀所构成
;
如普通的具壳和校少的俪状砂

。

在这种情况 卜
,

常常会产生这徉的印象
; 摆

在我俏面前的堆积类型是由于泥砂横向迁移的桔果
。

这种印象也常常是正确的 ; 比如
,

以

韧瓦拭西卡娅泻湖而与亚速海相分隔的阿拉巴特长堤砂州
,

共粗成物鬓主要是具壳
。

实

际上这种类型的成因常常是用泥砂横向迁移的过程来解释的
。

显然
,

沿着这个砂州的外

徐不存在任何泥砂流
,

砂州是依靠砂堤的表唇油擅供拾物霓的方式而生长的
。

但常常有

这种情形
,

尽骨有水底来源区以及某个砂州或砂嘴是为来 自水底的物臂所粗成
,

然而它

们是在泥砂的耀向迁移条件下所形成的
。

这点税 明了在横向运动与靛向运动相互交替的

时阴里
,

这二种 类型的运动有可能同时进行
。

从海底流入到水面接只壳和其它水底物鬓

在其横向迁移 中
,

在这兄就会引起撇向运动
,

这徉
,

它就变成为海

』

窗 7
.

在
一

长拉康尔砂州

上 (里海东岸 )海

岸砂堤的分布
。

岸泥砂流的物箕来源地了
。

对这种类型形态桔构特点的分析
,

有可能确定在其形成过程

中键向迁移的地 区
。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应当算是位于里海曼

格拭拉克海岸上的卡拉章尔 K( Pa a 一 K
邓的 砂州 (周 7 )

。

整个沙州

都是由厄大的海岸砂堤所粗成
,

而构成这些海岸砂堤的物臀有具

壳
,

缅状和半浑圆的小碎石
。

它们是警育在靠近砂州海底上的巴

康期 (后上新世下部— 萍者 ) 灰 岩
,

— 介壳灰岩的碎居
。

砂州

的外面是从前泻湖的入口处
,

而现在是卡拉康尔的盐沼深地
。

在

探索海岸砂堤分布的时候
,

就可以鳌现在砂州的南部砂堤
,

一个

跟着一个地开始向泻湖的内部倾斜
,

同时
,

在其尾端的砂州形成钩

状而突 出
。

这种砂堤的分布征明了它们是在靛向迁移的条件 下形

成的
,

和在这里的泥砂是从北向南迁移的
。

这个精谕即使在本区

水文功力状况的查料中
,

也可找到征明
。

这里
“

海
”

夙的方向是以

西北为主
,

在当地海岸外形的条件
一

F海夙刚好能使波浪向南去搬

运泥砂
。

采用形态学分析法不仅是为了确定迁移方向
,

阴明物臀来源

地和找到波列与海岸的尖角
,

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还可以得到关于

泥砂流鲍和度及其流量率的概括查料
。

正像 B
.

n
.

3e 二
。
阴

、
所指

出的
,

泥砂流的鲍和度首先可么根据在泥砂撇向迁移带内
,

在海滨

11
. 11
卜卜卜十卜卜卜升川护价片

上或在海底是否有基岩的露头来判断
。

海底基岩的裸露或者冲积物成断擅的班点状的散

布
,

这只有在泥砂流不鲍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

在堆积类型外椽的泥砂流运功过程中或

在其途径中之障碍物的外椽
,

常常能直接观察到泥砂流的不鲍和地段
,

比如
,

黑海西岸从

布依把克海角一直向南的这一段地区里
,

从海岸向着海中有不少的岩堤具有尖锐的角度
。

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此处之由坚硬的灰岩屠形成的短背斜折撇被冲蚀所致 (圆 8 )
。

在

岩堤之简的小港膺均向南敞开着
,

而此处之泥砂运动主要方向是从南向北
。

对于沿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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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向北运动的松散物臂来茂
,

每一个小港臀都是独特的泥砂收容所
。

泥砂堆积在这个
“

收

容所
”

里就会造成竟朋的堆积阶地
,

然而在布依扔克海角以北的海岸却缺少砂鬓冲积物拜

为深 2 ~ 3 米的岩底 (基岩上的冲蚀带 )所环揍
。

这徉
,

在这里
, 我们就可以看到泥砂的流

量率大大降低了
。

而这一点可以用形态分析的查料来解释
。

在一定的条件下
,

根据形态可以

定量确定海岸泥砂的流量率
。

如果有

了费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任何堆积形态

的
一

3Jl 面
,

以及达到这个阶段所趣过的

时简等查料
,

那么就具备了这种可能
。

当粗成与上述阶段相当的以及与现代

形态相一致的 Jffl 面时
,

就形成 了堆积

系 的一定截面
。

如果有了几个祥知的

剖面
,

井根据它们补算出在这段时周

内所沉积
一

「来的泥砂屠的面积
,

然后

就可以大致确定沉积物臀的总体积而

接着就能算出每年粗成一定形态桔构

的物臀数量
。

这个数量的大小提供了

关于泥砂的流量率的概念
。

圆 9 就是

用圆解方式对上述周题所列举出的一

个例子
,

它是在里海西北岸
_
L此较小

的堆积形态之一
。

从圆解上判断出在这里的从南向

北流动之泥砂搬运量为 6 2 0 0 0米3/ 年
。

本文中所列举的例子及原理
,

然

与 场
专

专 户

阎 8
.

布依钠克海角前 (里海达吉斯坦海岸 )

泥砂的沉积作用
。

一 一 一气咬

圆 .9

,
一沁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石泣烫

一途茸滚玩琢二
一

借助于海岸剖面的重叠
,

以圆解方式来豁算

泥砂沉积的体积
。

可怀疑的井没有把利用形态分析法来研究泥砂迁移规律性的各种各样的 例 子都 包 括进

去
。

但
,

我仍党得
,

这些例子
,

对于采用这个方法的可能性
,

以及在研究海岸动力学中的重

耍意义
,

会提供出清晰的概念
。

主要是从苏联的研究材料中所列举出的这些例子
,

乱明了以下的情况
:

第一
,

本文作

者对这些例子最熟悉
,

而且在这里所描述过的静多堆积类型
,

作者都曾单独地或和别人一

起考察过它们
。

第二
,

甚至在近年出版的欧洲和美洲的学者们所著之静多文章中多半是

鼠载而不是解释材料
。

在某些情况下
,

当他们企圈对堆积形态和泥砂动力状况的形态特

点予么动力学解释的时候
,

就常常犯下严重的错澳
,

这个缺点即使在最近才尚世的有兴趣

而且内容丰富的 K
.

vo n B u lov 的文章阴中也没有消除
。

在文章中除了有很宝贵的叙述

和观察查料外
,

还可遇到井多错改的原理
。

比如
,

这篇渝文的作者对于波列和海岸简的夹

角数值就抱有不正确的概念 ; 他错澳的提出
,

随着这个角度值的减小
,

泥砂迁移的速度就

会增加
。

而实际上
,

这种情况只有在低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才是正确的 (3扩一 50
“ ,

根据 .B

B
.

月Ho
r
HH

o sll 玛
。

在描远井多具体的堆积形态时
,

K B试ov 避免分析由松散物鬓的堆积

作用而引起的泥砂流的停滞原因
。

这种分析的缺乏
,

使我们没有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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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位作者的查料
。

研究泥砂的物箕成分是研毙海岸及海底泥砂运动的重要方法
。

与颗粒大小有关的泥

砂的岩石学分析
,

或是矿物分析
,

在这二种研究物箕成分的情况下都应根据泥砂物臀的大

小
,

分成一系列的粒极
。

这个操作
,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哄做泥砂的机械分析
。

既然关于机

械分析的方法已在升多种岩石手册中有过祥知的叙述
,

那么我俩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来

薄述这个尚题了
。

同样
,

也没有必要在这篇文章里来舌明有关砾石的岩石成分或砂的矿

物成分的箩定方法
。

因为这些方法和在岩石学与矿物学中所握常采用的方法没有任何区

别
。

但是
,

应当指出
,

为了进行对比
,

我们应 当根据任何一个确定的粒般
,

收集在不同地段
_

E所柔到的那些泥砂样品的岩石成分或矿物成分方面的查料
。

换句藉观就是把一些不相

关的查料进行实际的对比
。

因为一定的矿物明显的集中在一个粒极里
,

而另一种矿物期

在别的更粗的或更知的粒极中
。

正像 B
.

n
.

B Ta Py 。
沙

〕
和 H

.

M
.

C印xa Bo 23[ 〕
所指出的 ; 某

种类型的矿物鳌育在那个粒叛中
,

这首先是与这些矿物的物理性臀
,

如像比重
,

硬度等粗

联系着的
。

静多作者都指出
:

矿物类型的最大变化表现在粗粒砂粒粗 .(0 0 5一 0
.

1 毫米 ) 中

的重矿物部分
。

因而
,

在研究粗成冲积物的矿物分布规律性时
,

对于这个粒栽中重矿物的

研先应拾予板大的重祖
。

但是
,

.0 2 6一 0
.

1毫米的粒极也必须进行研究
,

尤其当它是冲积物
的主要粗成部分时

。

在这个粒极中 (扣砂 )要特别仔翘地研究集合体的 (多矿物的 ) 碎居
,

以及颗粒表面的刻痕 (研磨情况
,

泽圆度
,

么及表面的溶蚀痕迹等 )
。

用矿物分析法
,

在供抬区两边的任何地段
_

上研究供拾区特征矿物粗合的分布
,

是研究

泥砂迁移的墓本原 HJl
。

所茂的供拾区两边的任何地段是指海岸的侵蚀地段或者是河 口部

分因为在海岸地带
,

河流的搬运和侵蚀是陆源物髯碎居进人海中的主要来源
。

所以
,

首先

应当研究冲积屠或者粗成侵蚀地段的 岩石成分
,

阴明特征的矿物粗合
,

然后再在离供拾

区远或近的地段 E的海岸冲积物成分中研究这些矿物粗合
。

握输靓明
;
在柔取海岸冲积

物的样品时
,

样品固的距离可在 6一 8 公里之简
,

但必要时
,

这个周距还可以大大的精短

(1 一 0
.

6 公里 )
。

同时
,

对海滨的泥砂或在同一深度 ( 1 或 2 米 ) 样 品中的矿物分布最好也

进行研究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在深处矿物成分大大的减少了
。

这是由于不同成分矿物

颗粒的水文动力性臀不同
,

而使矿物类型与分选现象相互联系
。

在美国和德国的文献中 (如 C ol on 尹
叼 ; Sj m on

〔2
外也可找到研究海岸冲积物矿物成分的

表 1 里海某一海崔地区不同深度中重矿物含量的百分比
(据 E

.

H
。

H e . e ` e “ “ 碗。门 )

剖面号
深度
(米 )

比重为 么 75

的重矿物含
量 (军 )

3 1
.

1 9

4
.

5 0

剖面号…黔 …
比重为 2

·

75
的重矿

.

物含
量 (万 )

7
一

1 8

4
一

4 ()

7 8

, 2

例子
。

但在这些著作中
,

对于粒度

成分和矿物成分的变化通常都是抬

予拯大的重溉
,

而缺少与海岸波浪

动态及海岸地貌特点的联系
。

至于

海岸鳌展的历史和近岸沉积物的动

力状态
,

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中更缺

少全面的阴述 20r 〕。

E
.

H
.

H Be ec c K
戚完全 用 另一

X
XX

ō勺,
.八月Un目口4

…
心
月UUnnù耳

种方式来提出尚题洲
。

他的工作是全面研究冲积物的矿物成分和矿物学法及形态学法相

精合的范例
。

他曹研究了藤母尔
, j

乌鲁卡依
,

苏拉克
,

捷列克等河的冲积物成分
。

这些河流

是在里海西部的契勒半岛和刻勒津砂嘴之简流入海中的
。

然后又研究了被这些河流所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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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矿物沿着海岸分布的方式
,

同时
,

指明了在藤母尔的冲积物中
,

么含有椽帘石
一
挥石

井混有黄铁矿的矿物祖合
,

以及含有啧出岩的碎屑为其特征
。

而在翅矿物中RJl 以长石的

含量为最高
,

向东南直到刻勒津砂嘴处都很好的进行了对这些矿物粗合的研究
。

但对此

藤母尔却没有进行过研究
。

在岛鲁卡依的冲积物中含有大量的海禄石和云母
,

以及粘板

岩的碎居
。

其中也可找到角阴石和重晶石
,

从扁鲁卡依河的河 口 向北
,

对这一段海岸冲积

物中的矿物祖合也进行了祥知的研究
。

苏拉克河输入物箕的特点是含有大量灰黑色粘板岩的多矿物碎屑
,

它们是从苏拉克

河 口向北
,

特别是在阿格尔汉斯基半岛东岸一带冲积物的主耍构成部分
。

从这个半岛的

北端向
“

苏拉克
”

大陆简冲积物中的矿物粗合是形形色色的 ;各种角阴石
,

辉石
,

撇帘石
,

石

榴子石
,

黝帘石等等
。

正像 已艇阴述过的
;
这些

矿物表征着捷列克河冲积物的成分E( :H
Be --ec

e K 。盆; 1 0 6 6 )
。

级后
,

各种各样的
“

捷列克
”

矿

物粗合曹为 T
.

A
.

道布林那所研究
,

以及本文作

者也臂撇擅沿着捷列克河三角州海岸向北进行

过工作
。

同时指明了
,

在这段海岸中的大部分

地区
,

其冲积物的主要来源地井不是捷列克河

现代输入物
。

而且三角州冲毁部分的产物
,

以

其那些被称为隐定矿物的含量的增长 (菇英石
,

电气石
,

石榴子石和禄帘石 )普通角阴石百分比

的降低以及在夙化条件下的迅速破坏等特点显

著的区别于现代的捷列克冲积物
。

么后
,

我们

的研咒表明了
,

在刻支勒尔海礴近岸冲积物中

的北布梁砂嘴里出现了静多
,

但不是捷列克冲

积物所具有的新矿物
,

如兰品石
,

十字石
,

矽技

石等
。

据 B
.

fl
.

B a叮P H H 的查料
,

这些矿物是伏

尔加河的表征矿呀
Z J, 因而

,

刻支勒尔海礴的海

岸冲积物是由伏尔加河形成的
。

可能他朽是残

积物形成
。

这些残积物是当里海的水平面很低
,

伏尔加河在近于刻支勒尔海臀处流入海中的时

候所残留下来的
。

同样也有可能
,

伏尔加河的

物直依靠着径流而进入刻支勒尔海礴
。

每年的

夏季
,

在这里的径流和沿岸椒为靠近
。

(凡 B
.

藩

莫依洛夫
, 1 9 5 2 )

。

这样
,

在里海的西岸就存在着为数不少的

具有不同供抬区和不同方向的泥砂流 (圆 10 )以

及存在着一些各种成因的物臀相混合的地段
。

而且这与矿物分析青料和海岸带地貌桔构的查

料完全附合
。

同时
,

对里海大部分海岸冲积物

圆 10 里海西部的泥砂流和陆源矿物区
。

(据 物
。 。 e e K

戚
,
1 9 5 4 ; 作者加以补

充) 陆源矿物区 , .1 伏尔加 ( B 。刀` -

c K
朋 )

,
2

.

捷列克 ( T e p CK职 )
,
3

.

苏

拉克 ( C即
a K e K a : )

,
4

.

达 吉斯 坦

(几珊
e T a o e K a 只 )

,
5

.

窿母尔 ( C a 、 y一

po K胡 )
。

箭头表示泥砂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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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状态拾予了完整的反映
。

E
,

H
.

H es ec 二丽 在黑海的哈斯特 (xo 口 )河和新阿奉 ( H Bo 呱 A中O H ) 之简地区也进行

了砂的矿物研究
。

分布在姆斌姆特
,

普砂 岛和布斌具等河的前河 口的矿物粗合是非常特

殊的
。

研究工作表明了在姆斌姆特河河 口附近的海岸砂箕冲积物的成分中
,

普通角冈石
、

各种各样的多矿物碎居和粘板岩的碎居剧烈的增加着
。

么后
,

对这粗矿物粗合也曾在东

南部
_

直到普砂息河河口进行过探索
。

然而这一带的冲积物中富含能表征这条河流的砂臀

冲积物的碳酸盐颗粒和其它的矿石绷粒
。

布赋具河所输出的物鬓使得海岸冲积物的矿物

成分中富含有椽泥石
,

角冈石
,

辉石和粘板岩
。

而且除了在东南向探索过这粗矿物粗合

外
,

在西北部也费现有它的散布
,

这表明了布斌具河的物箕在向这个方向砌漫
。

在其撇漫

的地区内使冲积物同样富含有椽帘石
,

十字石和普通角阳石
,

而它佣则表征着布赋具河

河 口突出部分的古老冲积物的矿物粗合
。

然渝是矿物的骊漫还是布斌具古老冲积物中特

殊矿物的直接加入
,

这都是与土述之河 口突出部分二侧的冲毁有关
,

而它RJl 取决于形态的

因素和水动力状态的特点
。

以砂粗成的布赋具矿物粗合向东南一 l直延擅到巴克兰敲夫克

河河 口
。

在那里
,

透辉石的含量HJl 有剧烈的增加
〔明

。

当把上远之查料和里海西部海岸冲积物所进行之矿物研究拮果相对比的时候
,

最惹

人注 目的是
:

在黑海海岸上那些被称为陆源矿物粗合的
,

也就是靛那些具有不同供拾区和

具有不同特征的矿物粗合地段的划分要来得祥扣
。

这个较大的差异首先 表 明 了供抬 区

(入海的河流 )的数 目是很多的
,

同时也明显地表明了在这里的砂鬓冲积物没有严格的沿

着海岸而是和它成某个角度在移功着
。

井且这些砂臀冲积物流惕而迅速的向着海岸带以

外更深的地方流去
。

这一点的形成可能是由于黑海高加索海岸具有很陡 的水 底斜坡之

故
。

而且泥砂在海岸带以外流动会妨碍着各种成因物箕的相互混合
,

以及使海岸冲积物

的成分不能鳌生粳常的变化
。

根据在高加索海岸所进行过的工作以及根据用砾石的岩石分析法来研究泥砂流等为

某础
,

研究者们曾沿着高加索的黑海海岸从普榭米阿普榭河河口到印古尔河河 口简确定

了有三个砾石的冲积物流
,

其中之一是起源于普谢米阿普谢河河口 区延擅到北冲德海角
。

第二个是从 自河 (Be 二
二 p e K a) 河 口起到苏互姆斯基海角

。

第三个是从苏互姆斯拢海角顶

端起延植到印古尔河河 口
,

而且还围族着卡道尔三角州
。

很明显
,

第一个泥砂流只是在课

度为 1
.

5一 2 米的狭窄海滨地带近于鲍和状态下流动着
。

冲积物的成分么砾石
「,牙优势

,

主

要是精品岩
,

有时含有一些侵蚀的产物
, `

已们是容 易被破碎的复理式岩的碎竹
。

但共含量

不超过全部物臀的 10 一加形
“口
在水力工程建筑物的前面

,

根据海岸的增长速度
,

曹成功的

静算过泥砂的流量率
;
在卡各尔区平均每年为

: 1 6 0 0 0一2 0 0 0 0立方米
,

而砂勤斯甚区每年

为 卫5 0 0 0一 3旦0 0 0 立方米
。

采取砾石样品的墓本原 RJl 仍然是和采取砂样时一样
。

幻
·

C
.

K a二。 臂叙 述过采取

砾石样品的技术周蹬
, ’ 〕 。

应在一定的面积土采取砾石的平均样品
,

为此耍在海滨表面的

采样地点放上一个四方的金嫣框子
,

每边长平均为 印 厘米
。

然后用粉笔在表屠划上祀号

并且采取用做岩石分析的样品
。

虽然
,

在野外常常不能正确的确定岩石成分
,

但在采样时

应建立所采岩石种类的假定分类
,

然后在实城室里再对
一

这个假定分类进行岩石成分的第

定
。

砾石样品分析工作的粗输表明 了
,

在多数情况下岩石成分各不相同的砾石在数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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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算 (一个个的 )
,

几乎能得到相同的桔果
,

而对每个砾石进行最筒单的重量补算也有很大

的优越性
。

为了取得最客观的桔果
,

就应取足够体积的砾石来分析
,

同时
,

在样品中不仅

要有表唇砾石
,

而且也要有从表屠到某课度尚的砾石
。

在研究泥砂成分的总体工作中
,

同样有必要提起关于机械分析的地位及其意义
。

在

海洋地臀学的实际工作中
,

海底沉积物的机械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
,

它是形成沉积物水文

动力条件的标志
。

而且
,

研究者们对于机械成分的研究常拾予枢大的注意
D Z〕。

但是
,

在并

多研究海岸带特点的著作中
,

机械分析只是起辅助作用
,

是为了矿物分析而必需做的样 品

处理
。

我护叭作者
, T

.

A
.

达布累宁娜
,

M
.

E
.

巴赫津娜 )曹改明过
:

对近岸泥砂机械成分

的研究
,

即使不考虑矿物分析
,

而仅就其本身就能得出很有意义的成果
。

这些成果对于阴

述海岸带泥砂迁移的动力状况可做出重耍的桔渝
。

在里海西北岸
,

对从阿格拉汉斯墓海嘴到刻支勒尔海膺区域内的冲积物曾进行过机

械成分的分析工作
。

按着通用的十进位的分类法
,

分出了机械成分的粒蔽
。

粒度大于 .0 1

毫米的
,

用筋析法
,

而小于 .0 1 毫来的用吸管法
。

根据机械分析的查料曾棺制了累积曲楼
,

根据这个曲楼就能得到冲积物的平均直径 (M由和选分系数 (S0 )
。

H
.

M
.

C T p a OX B
曹建磺

,

根据平均直径 的大小进行冲积物的分类比
丁。

但是
,

为了更祥知的表示翎砂的机械成分
,

我

们曾在内部对这个粒度分成二种 类 型
; “

韧砂
”

—
.0 旦6 -

一

.0 15 毫米
, “

微韧砂
”

—
0

.

1一

0
.

1 6 毫米
。

(觅表 B )

在解释所得到之机械分析的查料时
,

除了考虑到每个样品的分选系数
,

曲袋分布的特

点
,

平均直径大小等因素之外
,

我们也馆制

了平均直径在剖面上的变化圆解
,

同时也

探甜了这个阔解随着离海岸之距离不同所

费生的变化
。

考虑到所有这些特点
,

在所

研究的海岸地区里
,

我佣就能划分出数个

水底斜坡
,

而其土之冲积物的分布及类型

彼此简是各不相同的
。

首先划分出来的是阿哥拉汉华岛东岸

和契勤半岛西北岸的海 区
。

在这 个 区 域

表 2 里海西北岸
,

冲积物机械成分按平均

道径大小的分类
。

冲积物的机械成分类型

1
.

粗砂

2
.

中砂
3

.

韧砂

4
.

微糊砂

5
.

粗粒砂

6
.

糊粒砂

7
.

饮泥

平均直径的大小 (毫米 )

1一0
.

5 0

0
.

5 ()一 0
.

2 5

0
.

25一 0
.

15

0
.

1 5一 0
.

1 0

0
.

1 0一 0
.

0 5

0
.

0 5一 0
.

0 1

0
一

0 1

中
,

冲积物的特征是
:

从海岸向深处平均直径的数值在有规律的减少 (见圆 13
; 1) 在简上

表示出了平均直径的数值沿着刘面的变化特点
。

这个区域的冲积物所具有之良好分选性及平均直径有规律的减少观明 了
;
在这里

,

促

使泥砂迁移及分选的主要因素是海浪
。

水底科坡的相对深度
,

对于这个促使泥砂运动的

因素刽造了前提
。

另一个地区包括了这些地方
:

从契勤半岛的东部和东南部到阿哥拉汉半岛
,

以及从洽

坎海港的西部和西南部起到捷列克三角洲的捷列克海嘴止
。

在这里
,

值得注意的是冲积

物有着椒坏的分选以及由此相关的是—
累积曲枝的拖长

。

同时也看不到平均直径随深

度有任何规律的变化
。

根据这个区域中之已分析过的冲积物样品的查料
,

制成了圆解之

后 (圆n )我们就可看出 ; 这个同解是双峰的
,

(即不是一个
,

而是二个粒栽有最大值 )
。

大家

都知道 ; 圆解呈现出双峰
,

是冲积物成分与水文动力条件没有完全相适应之勿用置疑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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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

—
_ _

口犷 D 奋夕
a I Q`匕

.

圈 11
.

里海西北岸阿哥拉汉区冲积物

之代表性的粒般分布曲褛
。

明 〔,月 。

分选不好的冲积物所表现出的分选系数 S0

是很大的
,

这时
,

单个样品的 S0 数值就可达到 10

甚至 1 4
。

这个地区冲积物机械成分的特点
,

显然征明

了水文动力状况的复杂性
,

以及构成冲积物成分

成 因的多样性
。

实际上
,

上述之各区域都存在着

很独特的水文条件
。

这个区域避免了由东夙和东

南夙而引起之最强的并且须繁 的 波 浪袭 击
。

相

是
,

西北向的夙却在大部分地区中引起了涨潮和

波浪
。

么后
,

在这个区域之内费现了阿哥拉汉群

岛的海臀
,

在其中
,

由于东南夙而引起了涨潮流么

及在洽坎海膺替内也费现有很强的径流
。

这个径

流是由阿哥拉汉海臂的海水面相对于里海海平面有所增长而形成的
。

上面指出的水文动力条件决定了各种各样成分的和不同成因的泥砂物鬓流入到这个

海区里来
。

从阿哥拉汉来的径流携带了捷列克冲积物中之微知的粒极
。

起源于苏拉克的

物直随着在阿哥拉汉群岛海臂所鳌生的涨潮流而流入到此地
,

其余的RJl 沿着海岸
,

从苏拉

克河口 向阿哥拉汉海嘴的北端迁移着
。

由西北夙所引起的波浪使底部的物盆从北部的浅

水区向上述区域内迁移
。

此外
,

应当考虑到大量的被吹动着的砂在围耪着这个海区的海

岸上散布的时候
,

就可以推想夙成物臂当有着不算小的地位
。

大家知道在里海的西北部
,

甚至在离海岸几十米远的深度有 6一 7 米的地方
,

也可清楚地看到夙成的颗粒
。

这点根据

颗粒表面磨痕的特点便可确定下来
。

它的含量为 1 妊 左右网
。

但
,

接近海岸
,

它的含量显

著增多
。

根据我他的确定
;
阿哥拉汉礴海岸西岸

_

L夙成之契勤岩体的砂么及捷列克近岸

两己

Q 一r

工 。万

己0j

尸。 “ 用
口 刃洲 “ 尸 ` , 六冲

一
飞芬一

亡佗尸 忍小之 了 脚

去替口口 力咨夕

0
.

f

11 口盯

O 必

O口了

a o /

圆 12
,

在里海西岸的不同地区中海底典型剖面的平均直径大小变化图
。

上的夙成砂丘的平均直径
,

平均为 0
.

10 一 .0 加毫米
。

这

个粒度在圆解土所形成的一

个尖 $Jll
,

对上述区域的水底

冲积物是有代表意义 的
。

(圈 1 3 )

第三个水底斜坡区包括

了从捷列克海嘴以南的海区

一直到修特肯海嘴
。

在这里

大部分海底上之冲积物的平

均直径的数值是不大的 (不

超过耙粉砂的粒 度 )
。

么 后

又鳌现了很粗和很翘的冲积

物有局部的 相互交替现象

(圆 1 3 ,
111 )

。

在这个海底地

带上
,

登育着海底砂堤
,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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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直径的增大 (可达 0 .叩毫米 )是和砂堤波脊的增大相适应的
。

从深度大于 又 5米的地

方起就 已握没有砂堤存在了
,

而且平均直径也在逐渐的减少
。

上边指出之冲积物特点可

从圈 13 上看到
。

在这上
,

同徉可看到舌状淤泥从老捷列克河 口 向北延伸
。

这条支流还是

在上个世耙就臂是捷列克河的一个主耍水道
,

而现今HJl 变得航运量很小
,

而且它所能搬运

的物臂也都是很袖的
。

紧靠着从河 口 向北简的海岸附近分布着淤泥 鬓 沉 积
。

这就敲 明

了
,

沿岸的冲积物是向北迁

移的
,

而这个方 向是为从东

边传播过来 的 波浪所 决定

的
。

本区冲积物之分选程度

井不好 (S 。 的变动范围为 2一
3 )显然这是乱明了冲积物离

其主耍来源地是很近的—
劳普阿夫克和老 巴赫捷米尔

一带之冲触海岸区
。

还有很

小一部分是夙成物臀和老捷

列克冲积物流 入的
。

但是
,

开阴的海岸及其相对深度之

差异又是使波浪具有良好分

选活动的有利 条件
。

由此
,

这里的分选程度攀竟比以前

所举之地区耍好一些
。

最后的水底斜坡是在从

修特肯海嘴到布朗海嘴之范

围内
。

本区冲积物的最大特

点是
; 由海岸向深处 (1

.

5一2

圆 :11
.

里海西北岸海岸带泥砂的机械成分类型略圆
。

(按平均直径的大小而划分的类型 )

米 )平均直径的数值表现出有规律的增大
。

然后它又表现出有规律的减少 (圆 1 3 ; 2 )
。

表

示冲积物分布的这种剂面圆解的特点敲明了
,

这个地区冲积物之靛向迁移中
,

碎浪带以内

由涨潮夙所引起的沿岸流起着重耍的作用
,

这个流是由于在岸边水面升高而引起之水体

补偿流动
。

在一般的浅海里
,

不能不挽这类海流对底部冲积物会拾予重大的影响
。

从这

类海流作用带里所搬运出来之最韧的粒般
、

一方面提高了分选度
,

另一方面也排除了粗的

物臂
。

在靠近海岸楼一带
,

波浪作用大大的减弱
,

因为波浪的大部分能 已握在其通过广朋

的浅海区时消耗殆尽了
。

所以在这里只有以韧粉砂和粗粉砂为主的知粒物臀沉积下来
。

知粒物鬓分布的另一个地带是在远离海岸的深处补偿流的作用带
,

井且这也是为在海底

上微弱的波浪作用所决定的
。

在上述海岸区的动力状况下
,

涨水的亘木作用使我刊有理由推侧
:
如果没有海底砂堤

的影响
,

那么
,

在那里公布着的冲积物类型将和新契勒一布梁海嘴区的一样
。

我刊有意的

把上述各个例子扮的这样祥袖
,

是希望靓明
:
机械分析对于判断冲积物的动力状况会提供



2 3盛 海 洋 与 湖 沼 1卷

些什么可能
,

如果机械分析的解释是建立在近岸带的官然地理特点和最重耍的理渝规律

性的基础上的藉
。

对这些例子的祥翩叙述也同样是因为 在并多 著 作 中 (着重见 E
.

.H

H Be ec 二, 幻 〔202
,

都曹写过矿物分析的特点及其运用对于研究海岸冲积物动力状况的意义
。

而对应用机械分析的方法和可能在科学文献 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
。

我们感到
,

尽管这篇文章的篇幅较多
,

但是对在海岸地貌学中运用形态学及岩石学分

析法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仍没能进行全面的阐述
。

不过
,

这样全面的阴述也是不必耍的
。

我俩党得
;
在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例子和研究方法

,

然渝是对形态分析法和岩石分析法的

特点及其本鬓
,

么及运用它们的可能性都提供了足够完整的概念
。

毫然疑周
,

把二种方法

粽合起来使用时才能得到最完整和最客观的精果
。

因为
,

由其中任何一个方法所得到的

查料只能做为用另一个方法所得查料的必需的靓明和补充
。

与上述各简题有联系的是新式取样管的运用— 扳动活塞式取样管具有着重耍的意

义
。

它是由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技术研究室敲补制造的
。

由于有了这个工具
,

海

岸研究者俩不仅有可能对表屠的冲积物进行矿物研究
,

而且也有
一

可能对堆积成为冲积物

圆 1 4
.

振动活塞式取样管从船舷上

下降之悄形
。

的各种堆积类型的内部构造进行研究
。

在用扳动活塞

式取样管采取研究样品时
,

研究者可根据某海岸地区

由区域研咒所得到的一些形态上的标志么及一般的规

律来进行工作
。

康康豁夫式和西沙也夫式扳动活塞取样管的粗成

有
:

支架
,

二个导向攒捍和振动器
,

扳动器是靠专 P日的

传通管架巩在长为 3一 4 米的柱状管上
。

扳动 器的 能

量是由 米 3 C- 4 型流动费电站供拾的
。

工作时
,

将机

构从船舷降到海底
。

(圈 1 4 ) 开动扳动器
,

在其振动的

作用下
,

柱状管以很高的速度向底箕中攒进
。

三米长

的管即使在致密的底臀中
,

在 1一 1
.

6 分撞内就可全部

攒入
。

糟进以后
,

将
一

器具提起到船舷
_

上
,

再用水力推出

器从管中把徉品取出来
。

这个管的作用及推出器的特

点在于使柱状管中冲积物的屠理不受到破坏
。

振动活

塞式取样管的最大优点是它还可以在陆地上使用
,

就

是靛在研究海岸冲积物的剖面变化时应用
。

在这种情

况下
,

需耍把支架从管上取下来
,

而管的升降是依靠鲤

便三角架来进行的 (圈 1功
。

1 9 5 5年 .E .H H Be CCe 阴旋

为了研究海岸的需耍而首次采用了振 动 活塞式 取样

管
,

使用这种器具进行工作的第一年就表明了使用它

的亘大可能性井且会得到并多宝青的查料
。

这些查料

对井多海岸类型的费展以及关于形成冲积物的动力状

况变化特点等方面可以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桔流来
。

这

些工作的某些成果已在 E
.

H
.

H e B

ecc
K
而 ( 1 9 4 7) 的文章中做了很筒明的报导

〔D21
。

由这种

管所采到的柱状样品能表明 ; 比如在黑海海岸上静多 阴塞的堆积类型都近于泻湖沉积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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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一定剖面上所采到的一些柱状样品查料所
`

编制成的地鬓剖面上却表明了
,

这是沙洲移动的

几个阶段
。

根据 E
.

H
.

H e B e c cK
戚 提出之淤泥沉

积平均速度的概念
,

甘爵算过沙洲的移动速度
,

平

均每年为 , 6一助 毫米
。

同样也成功的确定 了某

些残积堆积类型的成因
,

解释了海岸鳌展的主要

阶段
,

靓实了过去所提出的关于 巴卡累浅滩 (在黑

海卡尔金尼特膺 )成因的假税
,

也靓明了它的鳌展

与 巴卡累海嘴的动力状况之尚 的联系
。

凡此 种

种
,

只是由于分析了用振动活塞式所柔取样品的

岩石成分才有可能做到
。

在精束这篇叙述用形态分析法和岩石分析法

来研究海岸带泥砂动力状况的 短文 时
,

必镇再一

次提出
,

在一篇文章里
,

自然
,

不可能把为了这个

研究目的而运用的这两种方法中的全部方法都包

括进去
。

但是
,

正像我他所感到的那样
,

根据我俩

)簿髯
ù

母 巧
.

在这里所列举出的例子
,

对于在海岸带动力状况的研究里
,

在陆地上工作的撮动活塞式取样管
。

特别是海中泥砂动力状况的研

究中运用形态法和岩石法的重大作用是可以得出桔渝来的
。

在进行大区域的海岸研究时

二种方法的同时采用是特别重要的 ; 同时不能不强稠指出
,

如果这种类型的研究能和这个

区域中深处物臀的水文动力状况桔合起来 (波浪
,

近岸流
,

海平面变化 )拜且利用对海岸带

碎居物鬓运动过程直接研究所获得的具体查料
,

那么将会得到椒其丰富的桔果
。

(秦蕴珊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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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捷戈博士 (几。 K
.

O
.

K 几 oe H% Be ) 是池理学博士
、

苏联科学沈海洋研究所高极研究具井在莫

斯科大学地理学系任教
。

列昂捷戈博士在 1 955 年所著的
“

海岸和海底地貌学
”
一害

,

全面地闹明了海岸

动力形态学和海底地貌学的理渝与卫作方法; 这是世界海洋地貌学的出色著作
。

列昂捷夫博士为本刊特写的渝文着重地介韶了应用岩石学和形态学方法进行对海岸泥沙移动的研

究
。

根据形态分祈法
,

能够得出海岸堆积地形的登育和泥沙的移动的境律
。

但是
,

如果毙够精合岩石分

析法 (机械分析和矿物分析 )就能够更准确可靠地涎实由形态分析法所得出的余吉渝
。

特别是在进行泥沙

的矿物分析时
,

还 可以很正确 池解决物霄的来源简题
,

这对海港淇积周题的解决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

列

博士在本文中还群油地介招了苏联学者新近荆迭的一种振动活塞取样管; 这个工具的创造使海岸地貌

学工作者不仅对海岸表臀而且对已往形成堆积的各种地貌要素的内部钩造
,

都有可能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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