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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泥丘构造的发现及其意义
*

陈 中原 许 世 远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
上海 却 0 0 6 2 )

提 要 利用浅地层剖面仪和钻孔
,

在 1 , 8 2一 1 , 8 3年对全新世长江水下三角洲的演化 砂

进行调查
。

结果表明
,

在现代河 口沉降中心前缘东南方 60 一 8 0 k m 的浅海地区
,

存在着若干泥

丘构造
。
泥丘构造由晚更新世沉积物组成

,

有些正在顶起上部全新统地层
,

有些则已出露海底

达 20 多米
。

调查资料证实
,
这些泥丘构造的形成

,

主要是由于长江河 口沉降中心的沉积物重

力压实作用所致
。

关键词 泥丘构造 沉降 长江三角洲

世界上三角洲的沉降与地层变形关系密切
,

例如美国的密西西比
、

哥伦比亚的曼格拉

纳和非洲的尼 日尔三角洲
,

沉降作用形成了许多泥丘构造 ( R e a d i n g
,

1 9 7 8 ; S h e p a r d e t

a l
. ,

1 9 6 8 )
。

长江三角洲沉降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

通过长期的调查研 究 (严钦尚等
,

19 8 7 ; 陈中原等
, 19 9 1)

,

发现该三角洲的沉降中心位于崇明
、

长兴和横沙岛
,

以及这些岛

屿东侧的滨海一带
,

全新统地层在该沉降中心可达 60 多米
。

浅地层剖面揭示
,

本区晚第

四纪地层变形非常明显
,

泥丘构造
、

地层剧烈弯曲和上翘现象很普遍
,

充分显示了长江三

角洲的沉降特征
。

1 研究方法

1 9 5 2一 1 9 8 3年
,

在长江口 外 1 2 2一 z 2 4 O E , 3 D一 3 2 O
N 之间的区域

,

利用 E G & G 的

u N BI 0 0 M 浅地层剖面仪对水下三角洲开展调查 (图 1 )
。

地震测线共长约 3 0 0 0 km
,

剖

面仪震源输出脉冲能量为 3 00 一 5 0 0 )
。

记录纸上水平线的间距为 0
.

0 1 5 (图版 l)
。

对靠

近测线的 c J 一 2 钻孔作了全新世浅地层层速度的计算
。

浅地层波的穿透深度在 本 区 从

30 一 80 m 不等
,

分辨率一般为 .0 5 m
。

工作时
,

船速保持 6 节
。

同时
,

在海区钻孔 5个

( CJ I一 C J S )
,

每孔深约 50 m
,

对样品进行多种沉积相指标的分析
,

并利用在该区收集

到的 50 多个钻孔和 30 多个碳同位素测年数据
,

结合浅地层剖面进行了晚第四纪地层和

沉积相的划分与对比工作
。

2 研究结果

.2 1 声学地层和钻孔地层的关系 钻孔所揭示的全新统地层
,

自上而下共包括
: 晚

、

中全新世三角洲前缘的粉细沙
、

泥质粉沙和前三角洲的细颗粒泥 ;早全新世的海侵沙
、

粉

沙
。

位于这些沉积层之下的是晚更新世末期的河流沙和粉沙质粘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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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地层反射层从上到下可分I
,

H ,

川 3 层 (图版 l)
。 I 层的反射波为水平状

,

连续

性好
,

相当于钻孔中晚
、

中全新世的三角洲前缘和前三角洲沉积物 ; n 层反射波也呈水

平
,

但反射波密度不如 I 层
,

局部较透明
,

相当于钻孔中的中
、

早全新世的前三角洲泥和海

侵沙
、

粉沙 ; 111 层反射波普遍弯曲
,

起伏很大
,

相当于钻孔中晚更新世的河流沙和粉沙质

粘土
。 H 和 H l 波组层之间普遍存在着强反射界面

,

且 11 层明显切割 11 1 层顶部
。

这

是由于全新世早期海侵过程中的侵蚀作用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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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浅地层剖面测线和钻孔位置 (箭头指示泥丘构造位置 )

M a p s h o w i n g p o s i t i o n o f j e i s m i e t r

o u t e r C h a n g i i a n g

a e k

d e l

1i n e s a n d e o r e s i t e s o n t h e

t a

.2 2 泥丘构造特征 浅地层剖面揭示
,

在长江口东南方向 60 一 80 k m 和距嗓泅列岛约

30 一 40 km 的地方 (图 1 )
,

存在着若干泥丘构造体 (图版 l)
。

它们都由下部的 111 反 射

波组层组成
,

下宽上窄
,

侵人上部 H , I 波组层
。

按照这些泥丘构造的不同产状
,

可分为两

种 : 第一种 (图版 :1 1) 离岸较近 (图 1 )
,

自下而上侵人 n 波组层的全新统地层达 10 m之

多
,

并明显顶起上部 I 波组层的中
、

晚全新世的前三角洲泥 ;第二种 (图版 :1 2 ) 离岸较远

(图 1 )
,

穿透 n , I 波组层的全新统地层
,

出露海底达 20 多米
,

并造成其两侧明显不对 称
。

出露的泥丘构造受到长江口 外强大的海底流的侵蚀
,

左侧显示了海底流的冲刷作用
,

右侧

则显示了泥丘构造对流阻挡后产生的沉积作用
。
另外

,

该泥丘构造的顶部
,

程度不同地受

到了海底流的强烈改造
。

这些周边较陡的泥丘体实为穿刺 构 造 ( S h e p a r d e t a l
. ,

1 9 “ ;

hs
e
aP

r d
,

1 9 7 3 )
,

它们与密西西比三角洲南枝河口 外以及哥伦比亚曼格达拉纳三角 洲的

泥丘构造十分相似 ( S h e
aP

r d e t a l
. ,

1 9 6 8 ) ; 与陆架边缘许多隆起平缓的盐丘构造体明显

不同 ( M
o or e et a l

. ,

1 9 6 3 )
。
此外

,

这与长江口 附近大量第四纪深孔中没有发现膏盐沉

积层的特征相符
。



6期 陈中原等 : 长江三角洲泥丘构造的发现及其意义

从上下波组层接触关系分析 ( 图版 : I l
,

2 )
,

上述泥丘构造形成在全新世应是无疑的
。

浅地层剖面明显揭示
,

在上部全新世沉积物未堆积之前
,

晚更新统地层已经开始变形 (图

版 :l1
,

2 )
。

然后
,

全新世三角洲大量沉积物的快速堆积
,

加速了较深部变形地层的挤压
,

导致泥丘构造形成
。

从此意义上分析
,

泥丘构造侵人全新统地层的过程
,

是一个灾变突发

事件
。

也就是说
,

当变形地层中的内部应力达到一定程度后
,

就会形成泥丘构造穿刺
。

.2 3 泥丘构造存在的意义 长江沙丰水多
,

年输沙量达 4
.

86 亿 t 。长江河 口区属高堆积

性沉积盆地
,

50 外 以上的年输沙量在该区沉积
。

据河口 区大量钻孔资料 (S
t a n l e y 。 t a l

. ,

1 9 9 3 )
,

显示了该区全新世沉积盆地的基底呈长条状蝶形洼地
,

走向自西北向东南
,

从启

东沿崇明岛向海方向延伸
。

全新统地层最厚之处
,

位于横沙岛及其东侧的河 口区
,

沉积厚

度大于 60 m
,

表明了该区域是现代长江三角洲的沉降中心
。

长江三角洲晚更新世沉积物组成的泥丘构造
,

正位于现代沉降中心的前缘 (图 l )
。

这

明显地揭示了泥丘构造的形成与河口 沉降中心的沉积物压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

平均

含水量达 30 多一 40 多 的晚更新世沉积物
,

在上部巨厚地层负载的情况下明显变形
。

位于

越深部的地层
,

变形更为强烈 (图版 :1 1 , 2 )
,

很容易产生泥丘穿刺构造
,

侵人上部地层 ;其

水平分力则不断地将老的泥丘构造推至离河口较远的地方
。

长江三角洲河口 外部泥丘构造的发现
,

证明了该沉积盆地正在沉降
。

这主要是由于

沉积物的压实作用所致
。

沉降有利于油气的聚集
,

但会导致海平面相对上升
,

咸水人侵
,

岸线受侵蚀
,

沿岸低地沼泽化和河 口 区排污能力降低等不良因素 ;泥丘构造还会严重影响

航道和海底通讯电缆
。

因此
,

广泛而深人地开展对长江三角洲沉降研究
,

已刻不容缓
。

严钦尚等
,

陈中原等
,

M
o o r e ,

D
.

19 8 7

1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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