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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堆积形态是近代海岸动力学和地貌学中最重要的方法
,

因为堆积形态的桔构可

以反映出海岸变迁的主要特性 [1. ”。
堆积形态的形成规律被研究和靓载在爵多苏联研 究

者的著作中
,

主要是在曾科推奇及其同事的著作中
。

堆积形态的学靛是建立在海岸带泥

沙被波浪迁移的知藏基础上
,

其迁移方向决定于波浪合力
,

它可以相对海岸成横向移动

或撇向移动
。

能构成泻湖海岸的砂坦
,

首先应敲属于横向迁移过程中波浪所造成的形态
。

各种砂嘴
、

速岛砂洲及其它泥沙堆积休都属于由纵向迁移所产生的堆积形态 [1,2 .41 。

研究里海海岸十年来的工作拮果使我们相信
,

近代堆积形态动力学的基本概念
,

可以

有效地运用来研究古代海滨的形态与动力 ; 它同时又可祝为研究里海海滨第四祀历史的

一种方法
。

海岸堆积形态的撇承性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方法学上的特殊意义
。

本文郎要筒短地弄

述这一现象
。

在本文作者的镇导下
,

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的南方粽合地盾

考察队海岸地貌粗在 1 9%一 1 95 8 年简所进行的研究表明
,

里海的东岸有一系列主要为泥

沙纵向迁移所形成的堆积形态
。

这些堆积形 态主要是由新里海期具壳沙及鲡状沙构成
,

现代的具壳和较古的第四耙里海软休动物的具壳也参与其构成
。

但是作为重要的海岸形

态要素
,

以上所提及的堆积形态与敲处正在发展着的侵触形态简并没有明显的成因联系
。

由这种情况以及构成敦种形态的物盾成分看来
,

使我俩有理由假定
:
里海东岸的堆积体在

成因上是岸边沙坦
,

也就是魏它了四是由于泥沙的横向迁移而产生的
,

而其供抬来源主要是

生物性和化学性的海底泥沙
。

里海东岸水文气象条件的多年平均青料
,

完全征实着这个假定
。

根据这些青料
,

具有

最夫须率的风是西风和西北风
。

宅们所激起的波浪
,

在爵多海岸地段
,

其射技与岸修成直

角相交
。

当仔捆研究里海东岸海岸形态的桔构时揭示出
,

虽然现代堆积形态主要是由新里海

期的沉积物构成
,

但是在某些地区却是较古的沉积物
—

上赫无雷期 (B
e p x He

x B ”JI H Hc
-

*

侃者注 :本文的俄文稿将在苏联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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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赫瓦雷期 (rl。袱H eX Ba JI b ‘H c K“仑)
、

哈查期 (X a 3 a Pc K“益)
,

甚至巴金期 (B a K H H e
-

洲旬 的沉积物也参与其构成(图 1 )
。

参与这些形态拮构的古里海期的沉积物往往属 岸

边沙堤相
, ‘

艺粗成残存地形形态并包含在现代粗成之内
。

根据软体动物的具壳
,

可以相当

图 1 卡拉布格海湾湾 口垠地区古代和现代的堆积形态

1
.

巴金期的沙填 ; 2
.

哈查期卡拉布格梅湾湾 口垠 ; 3
.

下赫或雷期堆积形态 ; 斗
.

上赫五雷期堆积形态 ; 5
.

况

代堆积形态 ; 6
.

_

卜哈查期冲颤梅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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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苏联里梅第 四耙梅期时期顺序 :

新里梅期 赫五雷期 哈查期 巴金期
。

有把握地判定 这些构成体的年代 [v1 。

往往这些沉积物正在石化变成岩

石(鲡状沙岩
、

只壳和碎屑状石灰岩 )
。

由宅俩所构成的形态或地形要素
,

在

大多数情况下受到相当大的改变
,

甚

至被侵颤夷平
。

应当指出
,

哈查期和

巴金期再沉积并被极度磨损的生物凌

骸和现代只壳共同构成新里海期的堆

积体
。

上面指出的残余构成休
,

可么用

最初被 n
.

B
.

中e八op oB 描述过 的巴

金期沙坦为例
。

它位于过去的莎卡
·

康都克 (CaK a KyT yK
)海湾(久普一卡拉

喀半岛)和十拉布格海湾(K aP a
一

B or e少

r oJI )的南岸 ; 哈查期沙坦的残余位于

具壳石灰岩的海呻旁
,

和卡拉布格海

湾湾 口坦的沿岸 ; 下赫瓦雷期的残存

堆积形态有沙盾海呻中部的沙垠
、

卡

基尔里 (KeK 及H p JI 的 海湾的堆积阶地

及凹角充填形态
,

还有并并多多的上

赫瓦雷的堆积形态
。

莎卡一库都克河口 的巴金期沙 坦

是由砾石
一员壳粗成的砂璞

,

宅阻拦在

河谷的入 口
。

其璞脊受到冲颤
,

根据

冲颤面的高度可肯定敲面是在上赫瓦

雷期内形成的
。

在巴金期沙卡
一
库都

克河谷曾为沉降海岸 (海水侵入$lJ 颤

低平地形而形成的海湾 )
,

而后逐渐被

横向迁移所粗成的沙垠与海洋隔离开

来
。

沿卡拉布格海湾南岸可兑到巴金

期沙坝残存休
。

现在宅佣是几个具有

明显斜层理的
,

巴金期石灰一只壳岩粗

成的晓丘
。

虽然这些晓存休互相隔开
,

但是在航空图上可 明显看出
,

粗成残存体的岩石有

着单一的走 向
,

这是由于构成沙坦的岸边沙堤的共同走向所致
一

(图 2 )
。

沙坦的产生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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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期的北向
,

特别是西北 向的波浪有关
,

因为卡拉布格海湾曾是个敞开的海湾
,

其水面

波浪的风区长度很夫
。

在卡拉布格海湾湾 口坦处有大量的凌存休
。

在湾口俱以西
,

浅水海底在很长的地段

上出露哈查期的石灰
一只壳岩

,

在卡尔根(KaP
r

朋 )村以南
,

这种岩石也广泛分布于沿岸海

滨平原
。

把这些岸边沙坦相沉积物的分

布糟在图上后
,

就能看到一个曾使卡拉

布格海湾和海分开的大湾 口坦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沟通卡拉布格海湾与里海的

海峡
,

在那时就位于克拉斯 带汪 茨 克

(K p a c H OB O及eK )以西
。

在卡拉布格海湾

的入 口处
,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下赫兀雷

期沙坦的痕迹
。

因为下赫瓦雷期的海面

很高
,

此时卡拉布格海湾是向大海自由

敞开的海湾
,

其入 口处太深
,

不能构成沙

坦
。

哈查期湾 口坦在此时受到部分的冲

触
,

部分的沉溺
。

除哈查期的沙埙凌存体外
,

构成现

代卡拉布格海湾湾 口坦的还有上赫瓦雷

期的沙缤残存体
,

或是半孤立状态的沙

坦拿
,

它们产生在上赫瓦雷后期海湾入

海口 的淤浅部分
,

那时海面的稳定大豹

接近于现在海面的高度 (此现在海面高

10 一 12 米)
。

属于这类残存休的有依奇

克一榭尔盖斯 (H 二
e一

Ce Pr 哪)老砂嘴
,

秀

净净净、区田 2
〔三日

, 〔互习
;

应画 汇二习

图 2 奥木卡尔半岛巴金期残存体(按据航空照片)

1
.

巴金期石灰
一
介壳岩 ; 2

.

航空照片上所见的巴金

期岸俱之走向 ; 3
.

新里梅期岸垠 ; 斗
.

在古(新里梅期)

泻湖处的盐清地 ; 5
.

奥姆查尔半岛上赫五雷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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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一久尔久里沙堆 (C lo Pe
一

八幻p及幻JIb )及亚克一榭尔盖斯海呻 (A K ,

C e p r哪)
。

这些堆积构成

体的时代是根据多数赫瓦雷晚期的生物 Di d ac na ,厅g on oi 介: ,

D id a ‘n 侈 b二ri 来确定的
,

它不合有新里海期的 ca rd iu m ed
“ le

。

现代湾 口坦位于上赫瓦雷期湾口 坦以东
,

但其突向

东边的地段已冲触殆尽
,

晓体已被现代沉积形态复盖
。

沙娜 (n ec q a H bl 认 M bl c )是不同年代堆积形态残存休的特殊祛合形式
。

这里也象卡拉

布格海湾一样
,

最犬的湾口坦是在哈查期形成的
,

并位于现代卡拉库尔 (Ka p a KyJlb ) 泻湖

以西
。

娜的南部构成东西向的第二个沙坦
。

这两个堆积形态与梅奥及斯期堆积物粗成的

岛相毗速
,

此岛成为构成堆积形态的
“内核

”。

在沙娜范围内我们同样可找到下赫瓦雷期

和上赫瓦雷期的残存堆积形态
。

敲堆积形态在新里海晚期与其东的 亚莎一朔 尔 (A lll e -

Co P) 盐沼地是分隔开来的(图 3 )
。

所有这些古代海岸的残存地形只能在有现代堆积形态的地方才能观察到
,

而且其外

貌特点及构成这些古老形态沉积物的成分都靓明
,

他们的成因基本上和现代形态的成因

相同
。

即大多数堆积休在成因上着为沙坦
。

在残存形态的特性中保有某些特点
,

它佣征明
一

在某些古老的海岸沙坦外椽曾有范围不太大的区域性的泥沙活动或移动
。

显然这里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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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矛少书呷地区古代和现代的灌积形态

1
.

上赫五雷期梅的冲触海岸 ; 2
.

梅奥及斯岛沙咀之基

宕 ; 3
.

哈查期准积形态之翰廓 ; 牛
.

下赫瓦雷期沙垠 ;

5
.

上赫五雷期堆积形态; 6
.

新里梅的堆积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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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象在现在的海岸上一样
,

6
一H阳o K a e n -

过方向朝南的瓤向迁移
,

例如沿着哈查期的

卡拉布格海湾湾口 坦的迁移
,

这点可根据湾

口垠分枝 向南的折曲来断定
。

郎使现在
,

这里

也可发现泥沙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
,

古代和

现代泥沙迁移方向的一致性表明
,

在整个第

四耙
,

里海的水文气象条件总的挽来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
。

看来
,

和现在一样
,

在海岸

附近引起波浪的主要的和握常重复的风向为

西风和西北风
。

因此根据地形形态
,

我佣可

以推断地盾史上泥沙迁移的方向
,

解决了这

一简题之后
,

我俩就能大休上追溯古代海滨

的水文气象条件
。

根据所研究的事实我俩深信
,

里海海滨

的某些地段在整个第四耙历史的发展中不止

一次的产生过堆积形态
。

这些堆积形态还遣

留下相当可靠的残存体
,

根据它们可以推断

堆积形态的成因
。

因此
,

在里海东岸堆积休中可觅有一定

的节奏性
,

宅税明在一定时期内
,

这里形成

堆积形态
,

然后海侵波浪作用加弦时
,

它们遭

到破坏
,

但是很快又重新产生使其堆积的条

件
。

这种总在同一个地方产生堆积构成体的

多次重复现象
,

我们称作为海岸形态的批承

现象
。

海岸形态糙承现象的原因在于在古代的

堆积形态的产生俄辍着一系列的条件
,

其中最主要的有
:

l) 有足够数量的
,

能构成堆积形态的泥沙 ; 2 )有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相应风向的频率及

力量) ;能使泥沙在近岸区停留
,

井参加纵向或横向迁移的
。

水下斜坡的相应坡度 ;有利的

海岸袋外形因为一系列由纵向迁移而构成的堆积形态是产生在海岸筱方向相应改变的情

况下
,

如凹角充填
,

岸凸处的迁携
,

或者产生在基岩地形要素存在的情况下
,

它使海岸的某

些地段处于平静的状况
,

如呻角
、

岛屿或浅滩所构成的孤立休
。

在整个第四耙
,

里海东岸的泥沙动态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因为在这一段地盾年代

里
,

没有从大陆上流来的径流
,

它最可能改变岸边泥沙供拾的来源
。

由于岩石性盾
,

海颤

没有根本性地影响到堆积形态的供抬条件
。

所以
,

在整个第四耙中
,

化学和生物成因的泥

沙是主要的供抬来源
。

的确
,

这些堆积很慢的松散物盾到某个海浸的末期就逐渐涸竭
,

但

是
,

而后又随着新海浸期到来
,

新鲡状岩的粗成及软体动物的死亡又部分地恢复生长
,

而

最主要的是
,

老堆积形态被$lJ 颤后成为海侵的生长相
。

里海第四耙时
,

水文气象条件没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

至少风和波浪的主要方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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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变化是无可争辩的
。

就其本盾表
,

在这时期内里海位于西方夫气环流作用中
,

在整

个第四耙时期
,

里海都受着北方冶空气的作用 (在冰期中仅仅加孩了这个 因素) ;里海的南

部过去曾受到热带气团的影响
,

并且在一定季节里处于热带高气压的作用下
。

至于影响

水面上主要风向
,

风区长度的海盆翰廓
,

宅在亚克卡根里 (A
K rar bI JIb ) 期就具有现在海的

形式
。

特别有意思的是以下一些条件的改变 (当然是相对的)
,

如近岸地带的原始坡度和海

岸外形的主要翰廓
。

这两个条件根本上决定于海滨地盾构造和构造活动情况
。

因此必填

首先指出
,

在亚普申罗期 (A
n二e p o H c K浦 )之后

,

特别是在巴金期以后
,

沿海大部分地区的

构造活动都较稳定
。

显然
,

如果大范围地研究这些变化
,

就可知道
,

稳定的地壳构造不能

形成海底斜坡和海岸外形变化的假轰是正确的
。

同时
,

象地貌
、

地盾和地球物理的研究中

所指出的一样
,

在里海东岸构成堆积形态的地段
,

我们总发砚这些形态的基础是淹没的古

代短背斜或者陆台型的隆起
,

宅佣是在阿尔卑斯造山期之前就产生和形成的
,

而后又被夷

平井沉没在后来的沉积岩下面
。

C e pre eB B. A. [0] 曾指出
,

卡拉布格海湾湾口 坦的基础

是渐新兢层的隆起
,

南方粽合地盾考查队的钻探食料征实了这一点
,

同时钻探也曾发现两

个隐伏背斜摺曲
。

据 p H x T
eP 和 M aeB [,] 提供的青料

,

沙呻的基础也是背斜隆起
。

可晃

梅奥及斯期的出露以及假毅存在于哈查期的岛屿都与此类隆起有关
。

虽然所有与宅们同

类型的隆起是古老的构造形态
,

属于所韶
“下层构造

, , ,

并沉没在后来的新第三耙沉积层之

下
,

然而它们仍然能表现在地形上
,

在岸边和浅海带的地形图上更显示出相对的隆起及被

剥触作用所夷平的地壳表面
。

显然
,

在海底由较夫坡度过渡到较小坡度的地段
,

波能消耗

很快
,

并发生波踢能量的总下降
,

与此同时
,

也就形成泥沙的堆积
。

在里海海平面出现局

部和较大的变动时
,

具有有利坡度的海滨地段就可形成海岸带
,

而在具有构成堆积形态的

其它条件时
,

就会受到新因素的作用一一海浪的作用
。

泥沙的迁移和各种类型的堆积便

开始产生和形成
,

而且他们形成在从前曾发生过的地方
,

虽然是不完全吻合 (例如
,

上面所

指出的卡拉布格海湾湾 口 坦在哈查期位在其现代位置以西)
。

古代构造的特点不仅影响着现代堆积形态的构成
,

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岸边海底

的原始坡度
,

而且使海岸翰廓具有较大的曲折
。

现代里海东岸突入海中的地段与海滨地

带的地盾构造有关
。

显然象久普一卡拉喀半岛
、

莎干特克
、

米拉王依
、

多克思克
、

苏爱冲颤

娜屿及比克达区等地的海岸
,

在过去都曾为大陆的突 出部分
。

在这些突出部分之简的较

深处形成了海岸冲散的凹部
,

而其筒的较浅处BlJ 构成堆积形态
。

大家知道
,

海岸的原始

翰廓多方面地影响着堆积形态的构成
,

宅能使凹角被琪充
,

凸岸被冲颤
,

外部被封阴等

等Ll1
。

尽管在里海东岸堆积形态构成的过程中存在着撇承性
,

但仍必填指 出
,

由于物盾供抬

不足和软休动物凌骸及鲡状岩沉积又较慢
,

第 四耙的一个时期到另一时期曾出现过堆积

形态的退化现象
,

至少这种退化曾发生在哈查期和新里海期
。

歌现象可作这样解释
:
随

着时简的变化
,

古代堆积形态的表面就硬化
,

有一部分松散的物盾就不参于这个循环过

程
。

海侵期前形成的湾口俱被冲触并不能使泥沙完全回到海底
。

此外
,

风的作用也捐失

一部分松散物盾 (沙被风吹到陆上形成沙丘 )
,

又因在某种条件下
,

从前泥沙构成体的凌骸

在新的海浸期或是位于较深的海底或是在陆上
,

因此构成这些凌骸的松散物盾也不能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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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新的堆积形态
。

敲甜海岸形态糙承性的规律在方法学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

因为运用这个规律不

仅可以再建古代的海岸地形而且可以重建形成这种地形的动力条件
。

同时
,

堆积形态的

糙承性还可看作是堆积形态学靛基本原理正确性的有力征据
,

宅表明
,

这些原理不仅对现

代进行着的过程是正确的
·

而且对于研究地盾历史上的事件也是正确的
。

运用观察现代

海岸动力所得到的青料
,

来解释古代的形态就有可能了解某个海盆的发展史
。

应当靓
,

假

如没有关于某个地盾年代海岸演化的 明确概念
,

那末敲海的地盾史就不是完整的和令人

信服的
。

可以想象
,

熟敲这种规律同样具有它的实际意义
。

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到
,

在里海东岸

的具休条件下
,

岸边的堆积形态可以作为探查沉浸短背斜
、

陆台长垣和弯状隆起等地盾构

造的地貌标准
。

在较大范围内
,

糙承现象可以用来探查古沙嘴和湾口琪
,

宅俩往往与各种

含稀有金属的砂矿有关
,

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和石油
、

天然气有关
。

(李提先泽 高航
、

涯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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