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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阳湖在第四纪的演变
*

源哟达大

京

杨楠

提要 鄙阳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水位年变幅大达 9一13 m 余
,

主要受附近长江水位的

控制
,
它形成于全新世期

,

因海面及长江中下游水位的上升所致
,
至今才不过几千年

。

据湖区第四系钻孔剖面
,

分出了至少 7 个中更新世以来形成的湖沼相或河漫滩相夹层
,

将

其与同时期世界海面曲线相比较
,

上述夹层与高海面在时代上相当
,

但高度上不完全对应
,

因

湖区的第四系已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
。

都阳湖位于长江南侧的江西省境内
,

为我国目前的第一大淡水湖
。

其平面呈南北向

拉长的歪颈葫芦形
。

它汇集赣 江
、

修水
、

信江
、

抚河
、

饶河等河流的来水来沙
,

经星子一湖

口
“

葫芦颈
”
段泄人长江

。

都阳湖的水文特征之一是
:
年内水位变幅大达 9一 13 tn 余

,

且湖区北部水位的年变

幅比南部大 ;之二是高水位持续时间长(从 4 月到 9 月)
,

前期是由于人湖水量的增多
,

后

期是由于长江高水位的雍塞(见下表 )
。

都阳湖水位变化及其与人湖水且
、

长江水位的关系表

对对 比 项 目目 一月平均均 四月平均均 七月平均均 十月平均均

赣赣江等五条河的人湖水量(m
3

/s))) 7 0 1
。

2 333 7 6 8 8
。

777 2 92咚
。

444 16 1 9
。

777

鄙鄙阳湖水位位 南部(康山站))) 1 2
.

6 000 巧
。

2 000 17
。

8 777 16
.

1 888

(((m )))))))))))))))))))))))))))))))))))))))))))))))))))))))))))))
中中中部(棠荫站))) 1 1

.

5 333 1 4
。

2 333 1 7
。

9 666 16
。

2 333

北北北部(星子站))) 7
。

7 666 1 2
。

9 999 1 8
。

0 333 16
.

2 666

长长江水位位 湖 口 (站))) 6
。

8 666 1 2
。

0 111 1 7
。

9 999 16
.

2 000

(((m )))))))))))))))))))))))))))))))))))))))))))))))))))))))))))))
九九九江(站))) 7

。

8 666 1 2
。

5 777 1 8
。

6 222 19
。

9 222

都阳湖底的高程
,

南部为 16 一 12 m
,

北部为 12 一 7m
,

其高程差比湖面水位差大得多
。

这一特征反映了长江对都阳湖区水位
、

流量及蚀
、

积变化的控制作用
。

一
、

冰后期长江中下游水位的变化

距今 18
,

0 00 年前后冰期时代
,

世界海面要比现在低 1 20 一 1 30 m 左右
,

我国东部陆架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

这项研究是在杨怀仁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 工作中曾得到江西省地质部门

、

水利部门
、

工程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俞

序君副教授
、

陆中光高级工程师的指教
, 图件由南京大学地理系制图室同志清绘

, 1’C 样由南京大学地理系实验
室分析

,

特此致谢
。

收稿 日期 : 1 98 斗年 1 1 月 1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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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乎全部出露为陆 [31 。

当时
,

大陆架上长江河段的地面坡度要比现今长江中下游水面

比降大 10 倍左右
,

它导致长江中下游的溯源深切
,

形成基本上贯连的深槽
。

于今长江口

北侧
,

深槽底达一 60 。 以下l5J
,

芜湖
、

九江附近分别达一 5 0
,

一 4 0 m 左右 (图 1)
。

九江附近

江北岸与江槽中标高一23 一一 2 4 m 左右
,

有一层厚度不足 lm 的钙质胶结砂砾石层
,

在芜

湖附近它出现在标高 一 42 一一 44 rn 以下
。

这样的钙质胶结 (砂) 砾石层
,

于今宜昌一益都

红花套附近的长江之滨分布比较普遍
,

为略高于常年平水位或一般洪水位的冲积砂砾
,

之

后由于富碳酸钙的水蒸发
,

钙质淀积物的充填
、

胶结而形成的
。

宜 昌万寿桥附近长江边胶

结砾石层上部胶结物样品的
‘

℃ 测年为距今 13
,

4 00 士 4 00 年
,

相当于晚冰期干寒的最老仙

女木 (Ol de st D ry as ) 时期
。

据此推测
,

当时芜湖
、

九江附近长江的一般洪水位或常年平水

位当在 一 4 2 m 与 一2 3 m 以下
。

又据镇江江边标高 一 25
.

6 m 的灰黑色亚粘土样品的
‘

℃ 年

代为距今 1 0
,

85 。士 2 00 年
,

其上为含有孔虫的沉积层
〔4 , ,

也说明全新世以前长江中下游水

位确实比较低
。

〔习 1 巨困
2 巨二习3 [二] 4 区二 5 〔三习6

压习
7 巨呈困 8 1皿团。 匕三刁1()

亘口1 1

图 1 九江附近长江河谷剖面图

1
.

淤泥质粘土 ; 2. 砂质粘土 ; 3. 粘土质砂 ; 4
·

粉砂 ; 5. 中砂 ;

6
.

粗砂 ; 7
.

砂砾石 ; 8. 胶结砂砾石层 ; 9
·

晚更新世粉砂粘土 ;

1 0
.

基岩 ; 1 1
.

人工堤
。

(据有关工程部门资料)

全新世以来
,

由于海面上升而出现长江 中下游水位自下而上地上涨
,

并发展溯源性的

床底加积
。

长江口 附近
,

江苏如东一钻孔标高 一 3 3m 左右的沉积
‘

℃ 年代为距今 9 6 8 0 士

5 00 年 ; 镇江附近标高一 11
.

6m 的深灰粘土为距今 9 7 3 0 士 2 00 年
。

安徽安庆官洲东南侧比

现今水位低 2 0 m 左右的漫滩沉积层中的古树层树木为距今 4 8 9 0 士 1 00 年
〔6 , 。 湖北鄂城附

近标高 一 1
.

76 一一 3 m 左右漫滩沉积层中的朽木为距今 4 9 4 5 士 1 0 5 年
‘)。 可见至距今 5 0 0 0

年左右以前
,

长江中游水位普遍要比今低 巧一2 0。 左右
。

另外
,

如鄂城
、

九江等地的一些

长江洲滩
,

表部为厚 2一3 m 多的砂
、

粘土层并夹有砖瓦碎块
,

这表明历史时期
,

长江 中游

水位又上升了几米 (图 3)
。

二
、

都阳湖区的全新世沉积

关于现代鄙阳湖的成因及湖区的全新世沉积
,

许多科学工作者作过研究 [1, 7J 。

湖区的

全新世沉积以西南部赣江三角洲地段较厚
,

一般达 20 一 2 3 m 左右
,

最厚超过 2 , m ; 南部一

l) 据湖北省水利部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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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厚 10 一巧m ; 东部仅几米 ;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晚更新世以来的沉积分布
。

湖滨地带的全新世沉积
,

掩覆在全新世以前不同时代的沉积或基岩之上
,

但其底面标

高差别较大
,

少数地方标高达 0一一 4 In 以下
,

楔在前全新世沉积或基岩之中(图 2 )
。

才z飞1 、

2 ‘奋)

厂

图 2 赣江
一

抚河三角洲横剖面图

1
.

粘土层 ; 2
.

含砂或砂质粘土层 ; 3
.

涎泥或淤泥质粘土层 ; 4
.

淤泥

粉砂层 ; 5
.

网纹状红粘土或似网纹状棕黄
、

黄揭砂质粘土层 ; 6. 含粘

土或粘土质砂层 ; 7
.

砂层 ; 8
.

含粘土或粘土质砾石层
、

或砂砾层 ;

9
.

含砾或砾质砂层 ; 10
.

砂砾石层 ; 1 1
。

基岩
。

(据江西水文队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报告改编)

鄙阳湖滨全新世沉积可分为四种亚相
,

即主流线相或蚀余相粗砂
、

砾石堆积 ; 浅滩边

摊相砂质堆积 ; 河漫滩相粘土质堆积与湖沼相淤泥质堆积
。

分布高度与组合类型在不同

地貌单元
、

部位上均有一定的差别 (图 3)o

把都阳湖区的全新世沉积的分布高度及其垂直方向的相变特征
,

与九江附近长江一

般洪水位的变化相对照
,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

:
·

1
.

番巧阳湖成湖以前
,

为河网切割的低洼平原
,

湖滨地带遭受较强的侵蚀切割
。

2
.

末次冰期以来
,

都阳湖的成湖
,

主要是由于长江 中下游水位的上升所致
,

它导致湖

盆洼地积水
,

人湖河流河口地段的经常泛滥
,

发育比较广的河漫滩相沉积以及河道位置的

横向迁移
、

改道等
。

3
.

全新世以来都阳湖的发展变化
,

最初为河川型狭长的湖泊
。

在距今 4 o0 Q年前后
,

湖 泊范围已伸及现今三角洲中段的河道
。

其后
,

湖水位的上升速度有波动
,

湖岸位置有多

次进退变化 ; 距今 3 0 0 0一2 0 0 0 年前
,

湖泊规模达到最大
,

之后水位虽仍有上升
,

但 由于人

湖江河三角洲的发展
,

湖面 日趋缩小
。

三
、

都阳湖区的更新世沉积与湖侵一湖退序列

都阳湖区的更新世沉积
,

保存不够完整也不相连续
,

图 2 表明都阳湖滨较新的更新世

沉积对于较早的沉积呈镶嵌或内迭关系
。

这一现象说明
,

更新世期间都阳湖区曾发生过

多次遭受侵蚀与接受沉积的交替
。

这种遭受侵蚀一接受沉积的交替
,

使之很难据一
、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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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都阳湖区的全新世沉积与九江附近长江水位上升的关系

( 1) 余干晚湖 (三角洲后缘)钻孔剖面 ; ( 2 ,

3) 新建联好与象

山附近( 三角洲中段 )钻孔剖面 ; ( 4 ,

匀余干梅溪嘴与南昌滁

搓 (三角洲前缘) 钻孔剖面 ; ( 6) 南昌程婆湖 (湖汉 )钻孔剖面 ;

( 7) 近万年来九江附近长江一般洪水位的上升过程 :

1
.

人工堆填
, 2

.

粘土层
, 3

.

含砂粘土层
, 4

.

砂质粘土层
,

,
.

砂粘土层
, 6

.

淤泥或淤泥质粘土层
, 7

.

含砂淤泥或砂质

淤泥层 , 8
.

淤泥粉砂层
, 9

.

砂层 , 加
.

含砾砂层或砂砾层
,

n
.

砾石层
,

1 2
.

表示一般洪水位的上升
。

( 钻孔剖面据江西地质部门
、

水利部门资料)

钻孔剖面来建立完整的更新世都阳湖区的湖侵一湖退序列
。

但距今 18
,

0 00 年冰期时代以

来
,

都阳湖区由遭受侵蚀到接受沉积的变化以及它与长江水位一海面变化的关系
,

则清楚

地显示了都阳湖区遭受侵蚀一接受沉积与其湖侵一湖退的关系
,

亦即它遭受侵蚀时期为

湖退时期
,

接受沉积时期为湖侵时期
。

都阳湖区更新世沉积的分层及其时代
,

目前还不够确切
,

我们主要根据钻孔剖面中的

层位关系及其各层的色
、

相特征
,

并与邻区相比较
,

来建立本地区的更新统地层顺序
,

其自

新至老依次如下
:

淡黄或褐黄色
,

有时具铁质斑点的粉砂粘土或砂质粘土
。

它相当于下蜀黄土顶层
,

是

以风积为主的陆生堆积 l)o

棕黄或棕色砂质粘土层
。

它相当于下蜀组中下部的浅红色砂质粘土层
,

并 已经受成

土作用
。

微网纹化或似网纹状的褐黄或棕色偏红的砂质粘土层
。

它相当于下蜀组的底层
,

并

已经受轻度湿热化作用
。

1) 杨怀仁
、

周旅复
、

杨达源 , 1 9 8 4
。

第四纪冰期环境与黄土
。



, 期 杨达源 : 都阳湖在第四纪的演变

红色粘土层
。

这种土层偶有稀少白色条纹
,

并已经受成土与湿热化作用
。

网纹状红粘土层
。

它已经受较强湿热化作用
,

其下有砂层
、

砂砾层
。

暗红色铁质粘土层
。

其表面的白色网纹多风化脱落而成蜂窝状
,

并已经受强烈的湿

热化作用
。

灰白或表面铁褐色的砂砾层与砾石层
。

其砂
、

砾多已发生再风化
。

以上多是经侵蚀后的残留堆积层
,

虽然它们不一定都是原生在陆面上的堆积
,
但它们

都曾在地面经受过不同程度的湿热风化
、

淋滤或成土作用
。

因此
,

若在这些残留堆积层之

间出现湖沼相
,

即便是河漫滩相沉积
,

就足以说明该地发生过低水位
、

遭受侵蚀一高水位
、

接受沉积的转变
。

尤其在本研究区
二

因为新
、

老更新世堆积多呈镶嵌或内迭关系
,

所以高

水位一低水位的转变
,

可视为相当于湖侵一湖退的转变
。

事实上
,

沿海地带的海侵一海退

顺序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

据 上述原则
,
在已有都阳湖区的大量钻孔剖面中

,

至少可识别出 9 个时代各别的湖侵

沉积层
。

从全新世(第 l) 湖侵层往下
,

有 :

第 2 湖侵层 以南昌阎家村钻孔剖面为例
,

它出现在褐黄具铁质斑点的粘土层之

下
,

标高 + 11
·

10 一 + 8. 7 lm 左右
。

据安徽芜湖附近采样测年资料与都阳湖区第二湖侵层

相当的灰色淤泥质粉砂粘土
,

其时代为距今 20
,

60 0 士 85 0 年与 31
,

5 00 士 2 5 0 0 年之间
。

第 3 湖侵层 以南 昌尤 口巷 口万村附近的钻孔剖面为例
,

它出现在棕黄或棕红色

粉砂粘土与棕黄色铁质胶结的砂砾层之下
,

标高在十巧
.

29 一 + 14
.

2 7m 之间
。

第 4 湖侵层 以江西蚕桑八分场附近的钻孔剖面为例
,

它贴在似网纹状富高岭土

的灰黄色粉砂质粘土与黄白色网纹状粉砂质粘土之上
,

标高在 + 12
.

54 一十 11
.

74 m 之间
。

第 5 湖侵层 以余干东风乡的钻孔剖面为例
,

它位于似网纹状灰褐粘土层之下
,

三

个薄层青灰色淤泥粘土或淤泥粉砂
,

位于标高 十 8. 50 m
,

+ o
.

sm
,

一 1
.

75 m 左右
,

其间为

灰黄或灰白色粉细砂层或细砾层
。

第 6 湖侵层 以南 昌北联闸附近的钻孔剖面为例
,

它位于夹砖红粘土团块的浅色

粘土层下的砂质粘土层之中
,

标高在一 0
.

57 一一 2
.

2 , m 之间
。

第 7 湖侵层 以南昌新联附近的钻孔剖面为例
,

它位于微网纹化肉红色砂质粘土

层之下
,

紧贴着网纹状砖红色砂质粘土层
,

标高十 6
.

9一 十 6
.

2 m 左右
。

第 8 与第 9 湖侵层 以南昌吉里万家附近的钻孔剖面为例
,

它们位于网纹状砖红

色粘土层之下
,

标高分别为 十 6
.

lm 与 十4 m 左右
,

其间有棕黄色砾质中砂层与粘土层相

隔
。

在南昌滁搓赵围村附近钻孔中
,

网纹状棕红粘土层标高在 十 10 m 左右
,

其下几层之后

出现湖沼相沉积层
,

标高在一 1
.

45 一一 2
.

35 m 间
,

高度较低一些
,

也许是更老的湖侵层
。

更早的湖侵层就更难识别了
。

上述第 1一第 7 湖侵层
,

都位于网纹状红粘土层形成之后
。

都阳湖滨庐山山麓的网

纹状红色泥砾
,

有人认为是大姑冰期时代的堆积物
,

形成于距今 70 多万年前 [8J ,

泥砾与其

它堆积物的湿热网纹化
,

当发生在 中更新世中期
。

因此
,

上面的 7 个湖侵层都是中更新世

中期以来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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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更新世都阳湖的湖侵一湖退与海面一长江中下游水位的变化

长江东流始于新第三纪
,

其中下游的古槽底多在一90 tn 以下
‘》。 迄今所知鄙阳湖区第

四系的最大厚度不过 70 一 so m
,

早更新世沉积多残留在线状槽谷中
。

所以
,

第四纪 中都阳

湖水位的变化(湖侵与湖退 )与长江水位关系密切
。

长江中下游水位的升降
,

又与海面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对第四纪海面变化的研究
,

近 30 年来已取得比较多的成果
。 1 9 7 4 年

, C haP Pe ll 据新

几内亚海岸阶地的级数及其高度与时代的不同
,

结合巴巴多斯
、

加利福尼亚
、

佛 罗里达
、

巴

哈马
、

东京和地中海沿岸海面变化研究的成果
,

消除了构造运动
、

冰一水均衡对古海面遗

迹分布的影响之后
,

得出了一条距今 10 一 40 万年间的世界 海 面 变化曲线
[ , 0J 。 19 7 5 年

,

But ze r
在摩洛哥沿海进行研究后

,

也提出了一条近几十万年来的海面曲线 明 。

Cr on int 川于

19 81 年提出的近 20 万年来美国西海岸的海面变化曲线与上述成果也基本相符即
。

我们把近几十万年中鄙阳湖湖侵层的分布与海面曲线 相对照 (图 钓
,

从而建立了鄙

阳湖湖侵与高海面海侵之间的联系
。

但在高度上不一致
,

这是因为鄙阳湖区的湖侵沉积

层
,

是受后期侵蚀之后的残余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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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近几十万年来的海面变化与都阳湖湖侵

(1) c h a p p e ll (1 9 7 4 ) 的海面曲线
r‘。】; (2 ) B u tz e r

(19 7 5) 的海面曲线
t , 」:

(3) 中国东部沿海最近的四次海侵川 ; (4 ) 鄙阳湖第四纪湖侵层 的分布
, 图中

1一7 编号为文中湖侵层的序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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