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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现场调查和室内分析
,

北仑河口动力地貌有剥蚀丘睦
、

残丘
、

冲积平原
、

冲积
一

海积平原
、

海积平原
、

沙堤
、

沙滩
、

淤泥滩
、

红树林滩
、

河口沙坝
、

湘流沙脊
、

潮沟及人工地貌
.

北仑河口经历全新世早期侵剥蚀形

成古河道 , 全新世中期海水浸人古河道
,

形成河口海 ; 全新世中
一

晚期河口湾被充填
,

形成湾内沙坝 ; 全新世晚

期河 口清逐渐被填满
,

形成现代北仑河口动力地貌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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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河口是我国广西岸段最西端的一个河 口
,

位

于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开发区
,

并与越南的海宁省接

壤
。

该河口东北沿岸地区为我国防城港市东兴开发区

管辖下的东兴镇和江平镇
,

西南沿岸为越南的海宁省

所辖
,

两国分界线以北仑河 口航道中心线为界
。

该河

口呈喇叭夔自西北向东南伸展
,

与北部湾相通
。

由于

该河口处于中越边界
,

对它进行调查研究较为困难
,

有关其地貌特征及演变研究尚未见有报道
。

然而
,

北

仑河口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

在各种动力因素的作用

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动力地貌类型
。

因此
,

笔者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在北仑河口 区进行了现场调

查
、

观测
、

勘探
、

取样分析
,

根据调查资料
,

结合室

1 9 9 5
一
0 4

一
0 8 收稿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飞
, ,

现在山东青岛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工作
。

内分析结果
,

首次开展对北仑河 口 区动力地貌特征及

其演变进行探讨
。

1 地质背景

北仑河 口地区位于华南褶皱系钦州褶皱带南西

端
。

区内周边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侏罗系中统 (J
2
) 灰

白色厚层状石英粗砂岩
、

砂砾岩夹深灰色薄层泥岩
,

棕灰
、

灰黄色砂岩与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互层及泥质粉

砂岩夹钙质粉砂岩 ; 上统 (J
3
) 棕灰

、

灰绿色中细粒

石英砂岩或长石砂岩
,

灰黄
、

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和泥

质砂岩
。

第四系更新统 ( Q )P 浅黄
、

浅灰色含砾砂层

及砂质砾石层
,

灰白
、

棕黄和褐黄色砂砾层
,

灰黄色

粉
一

细砂层
。

全新统 ( Q h) 浅黄
、

灰色砂砾层
、

青灰

色中细砂质粘土层
,

浅黄
、

浅灰色细中粒
、

局部中粗

粒砂
,

并含少量小砾石和贝壳碎片
,

灰白
、

灰黄色中

细砂和细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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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动力地貌形成的动力因素

河 口区动力地貌类型的形成与演变受到气候影

响比较明显
,

河流径流
、

河流输沙
、

潮汐
、

潮流
、

波

浪伺样是影响动力地貌演变的重要因素 lj[
。

2
.

1 气温
、

雨 . 和风向

该区多年平均气温为 22
.

4℃
,

最高月平均气温

为 31
.

2℃ (7 月 )
,

最低月平均气温为 14
.

7℃ (1

月 )
,

累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7
·

8℃ ( 1 9 5 8 年 6 月 1

日 )
,

极端 最低气温 为 o
·

9 ,C ( 1 9 5 5年 1月 1 2 日 )
。

多 年 平 均 降雨 量 为 2 8 8 4
.

3 m m
,

最 大 年 降

雨量 为 3 s 2 7
.

7 m m ( 1 9 7 2 年 )
,

最小 年 降雨量 为

2 1 7 4
.

7 m m ( 1 9 7 7 年 )
。

风力和风向
,

尤其是向岸风

(南风
、

东南风 ) 的风力是影响该区地貌演化的重要

因素
,

由向岸 风所 引起 的向岸浪掀动泥沙 向岸

堆积
。

多年平均风速为 6
.

O m s/
,

极端最大风速为

4 4
.

o m / 、 ( 1 9 5 2 年 9 月 1 6 日 )
,

冬季盛行东北风
,

夏

季盛行西南
一

东南风
,

最大风向频率为 46 %
,

冬季盛

行东北风
,

频率为 69 %
。

2
.

2 河流径流和输沙

北仑河发源于防城港市防城区洞中镇捕老 山东

侧
,

自西北向东南流人北部湾
。

河长 107 km
,

流域面

积 1 1 87 km , (部分在国界线以外 )
。

多年平均径流量

2 9
.

4 亿 m
3

a/
,

平均年输沙量 2 2
.

2 万 t a/
。

河流径流

和输沙给河 口地貌塑造提供了动力条件和物质基础
。

2
.

3 潮汐和潮流

该河 口区潮汐 日不等现象比较明显
,

主要表现在

相邻两高潮或两低潮的潮高不等
,

潮高相差 .0 6 m

左右
,

最大达 1
.

o m 以上
,

涨落潮历时相差 1一 Z h
,

平均潮差为 2
.

l m
,

最大 5
.

l m
。

据河 口 附近调查

资料
,

落潮流 速大于 涨潮 流 速
,

最大 落潮 流 速

为 74
c m s/

,

最大涨潮流速为 58
c m s/

。

潮流的运动形

式属往复流性质
,

潮流方向与河流航道走 向一致
,

呈

N W
一

S E 向
,

属于全 日潮流河 口
。

2
.

4 波浪
`

根据白龙尾站多年波浪观测资料
,

该河 口 区累年

平均波高为 0
.

s m
,

最大波高 4
.

l m
。

该区强浪向为

东南向
,

次强浪向为南至东南偏南
。

东南向强浪和南

向强浪为该区地貌形态的塑造创造了条件
。

2
.

5 风撰潮

风暴潮是该区的主要 自然灾害
,

也是塑造地貌的

营力之一
。

该河口 区强热带风暴出现频繁
,

每年 6一

2 1
0

3 4 ,

3 5 ”

10 8
.

10
`

而 一 一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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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仑河口动力地貌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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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月为风暴季节
。

据 1 9 7 0一1 9 8 6 年验潮资料统计
,

该河口区风暴潮大于 30
c m 的过程共有 40 次

,

最大

增水值为 1
·

8 6 m ( 1 9 8 3 年 7 月 1 8 日 8 3 0 3 号台风期

间 )
,

最大减水值为 1
.

0 7 m ( 1 9 7 0 年 10 月 1 8 日 7 0 2 3

号台风期间 )
。

3 动力地貌特征

根据调查资料和室内分析结果
,

北仑河 口 区动力

地貌类型按成因可划分为剥蚀地貌
、

冲积地貌
、

海积

地貌
、

水下地貌
、

人工地貌等五大类型 (图 1 )
。

3
.

1 剥蚀地貌

3
.

1
.

1 剥蚀丘陵 主要分布 于 东兴一江平 的 公

路以北地带
,

一般海拔大于 1 00 m
。

如雷公打石

岭 ( 1 3 l m )
,

东山岭 ( 1 0 4 m )
,

棋盘岭 ( 1 9 1 m )
,

大

围岭 ( Z o s m )
,

观音岭 ( 2 6 9 m ) 等地
.

,

大部分由下

古生界志留系
、

古生界侏罗系细粒岩屑质砂岩
、

泥质

粉砂岩
、

泥岩
、

页岩等碎屑岩构成
。

剥蚀丘陵一般分

布于中低山的边缘
,

其展布方向往往与 N w 和 N E 两

组构造线一致
:
构成各级峰顶

,

岗峦起伏的地貌形态
。

3
.

1
.

2 残丘 零星分布于北仑河 口东北岸楠木山一

竹山一竹排江一带的冲积一海积平 原
、

海 积平 原

之 中
,

由于 长期受 到侵蚀剥 蚀
,

海拨一般 低于

s o m
,

如大岭 ( 4 0
.

3 m )
、

横山 ( 2 2
.

o m ) 等
。

它们

主要由侏罗系上统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等构成
。

在残

丘的边缘常见有古海蚀崖
,

其与海积平原接触处
,

一

般以陡崖出现
。

3
.

2 冲积地貌

3
.

2
.

1 冲积平原 主要分布于北仑河下游东兴镇一

大罗浮一带
,

沿丘陵边缘和河流两岸呈带状展布
。

宽

0
.

2一 0
.

5 km
,

沉积物主要由土黄
、

灰黄
、

砖红色粘

土质砂
,

含砾砂质粘土组成
.

3
.

2
.

2 冲积一海积平原
’

主要分布于北仑河口沿岸

的大罗浮一水坡江一竹排江一江平一带
,

沿丘陵边缘

呈带状分布
,

宽 1~ 2 k m
.

其底部由泥质砂砾层
,

中
、

上部由灰绿
、

浅灰色砂质粘土或粉砂质粘土层构成
,

大部分面积已开垦为稻 田
,

少部分种植其它经济作

物
。

3
.

3 海积地貌
3

.

3
.

1 海积平原 广泛分布于北仑河 口 的楠木山一

榕树头一谭吉和巫头一沥尾二带
,

其特点是宽阔平

坦
。

南北宽 2~ 4 k m
,

长约 14 k m
,

由灰绿色
、

青灰

色粉砂质粘土
、

中细砂质粘土构成
。

海积平原的地面

标高一般为 2一 3 m
,

最高达 s m
,

主要依靠人工石质

海堤保护而存在
。

大部分海积平原已开垦
、

改造为良

好的水稻田
,

少部分建造为盐田和海水养殖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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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2 海滨沙堤 沙堤 为北 仑河 口 地 区重 要 的

海积地貌
,

分布于北仑河 口东北岸
,

规模较大
,

一般海拨 3一 s m
,

最高达 1 0 m
,

长 3
·

2一 6
.

5 k m
,

宽

0
.

2 一 .2 7 k m
。

主要有白沙仔一榕树头沙堤
,

巫头沙

堤和沥尾沙堤等三道沙堤较为典型 (表 1 )
,

其中沥尾

沙堤规模较大
,

研究较详
。

沥尾沙堤形成规模大
,

呈近东西向延伸
,

两端均

有向陆弯曲的羽状沙咀
,

中间分布有洼地
。

为了研究

北仑河 口 区沉积环境演变过程
,

在河 口地区沙坝
一泻

湖中进行了钻探
,

其中沥尾 C K 16 孔所揭示的沉积相

层序
,

可较为全面地反映该河 口 区动力地貌形成及演

变历史
,

现以该孔的钻探分析资料来探讨沉积环境的

演变
,

具体分析如下
:

C K 16 孔自下而上分为 6 层
,

各层沉积物组成特

征均代表不同的沉积环境
。

Vl 1 1
·

4 0一 1 2
·

o m
。

灰黄
、

褐黄
、

紫红色粗砂砾

石层
。

无生物化石
,

反映河床沉积环境
。

V 1 .0 60 一 n
·

4 O m
。

灰黄
、

灰白
、

紫红等杂色粘

土
。

无生物化石
,

属全新世早期
。

反映河漫滩沉积环

境
。

W .7 5一 10
.

6 m
。

灰绿
、

深灰色 粉砂质粘土
,

含 少量 贝壳碎片
。

有 孔虫含量丰富
,

主 要 属 种

有异地希望 虫 ( E IP hi id u m dn
v en “ m )

,

茸毛希望虫

( E
.

h is P t’d ul
“ m )

,

简单希望虫 ( .E is m lP ex )
,

亚洲希望

虫 ( E
·

as iat ic u m )
,

蓬裂希望虫 ( E
·

m a g e l l a n i c u m )
,

毕

克卷 转虫 变 种 (八功 m on ia be “ ar ii va sr )
,

压扁卷转虫

( A
.

e o m P er
s s i u c u la )

,

美丽花朵虫 ( F l o r i l u s d e c o r u s )
,

透 明 蓬 口 虫 ( iF ss u ir an l uc id a)
,

太 平 洋 罗 斯 虫

( R eus su ir an
.

P ac i f i c a )
,

球 室 刺 房 虫 (& h ao ko in el la

解 。加` a )
,

瓶虫 (加g e n a s p )
,

五块虫 ( Q
u i阅 u e l o c以 ian

sP .P ) 等 20 余种
。

介 形 虫 化 石有 皱新 单 角 介

( N e

俪

~
了动 a cr is P a t a )

,

日本穆赛介 (M us ey ell
a

aj 扣
n ic a)

,

似齿似小克介 ( aP ar k r i t t e l l sP
s翻以a d ont a)

,

耳形介 (uA ir l a )
,

纤细陈氏介 ( aT eln la g r a ` 11 15 )等
。

有

孔虫组合为异地希望虫
一
压扁卷转虫

一
球室刺房虫组

合
,

介形虫组合为皱新单角介
一 日本穆塞介

一
似齿似小

克介组合
。

根据本层有孔虫
、

介形虫化石群组合特征
,

结合岩性特点
,

本层反映河口湾沉积环境
。

在埋深

8
二 0 ~ 8

.

s m 处
, 4C 测定年代为距今 7 9 90士 2 7 0 年

,

属

中全新世
。

1 .6 。~ .7 三m
。

灰绿
、

浅灰色粘土质细砂
。

沉积

层中含有孔虫化石
,

主要属种有异地希望虫
、

毕克卷

转虫变种
,

简单希望虫
、

压扁卷转虫等
;
介形虫很少

,

仅见个别皱新单角介
、

耳形介等
。

本层有孔虫组合为

毕克卷转虫变种
一
异地希望虫组合

。

该层的层理构造

2 1



表 1 北仑河口东北岸形成的沙体特征

T a b l e 1 C h ra
a e t e r si t ics fO s a n d b a r s in t卜 e n o r t h se te r n e o a s t o f t卜 e B eU u n r iv e r se t u a ry

砂体特征 ,
n d abr

e h ar
a c t e r访 t i c s

沙堤

S an d b a r

长 宽 厚 ` 睡 如 由

L e

gn
t h

( m )

W id t h

( m )

T h i e k en ss

( m )
M a t e r认 1 c o功 p的 i t io n

沥尾 M
a n w e i 6 8 0 0 7 0 0~ 2 7 0 0 8~ 1 2

上部为浅黄色
、

灰绿色中细砂 . 中部为灰绿色
、

深灰色粉砂质粘土
,

含

贝壳碎片 ; 底部为灰黄
、

褐黄色粗砂砾石
。

砂层中铁铁矿含t 较高
,

T OI
Z

含 t 0
.

64 % ~ 2
.

68 %
,

具波状层理
、

水平层理和交错层理
。

U p ep
r :

纯 ht
-

y e llo w
,

g r e y i
s h

一
g r e e n m id

一

f i n e
as n d

.

M id d le :

乎 e
iys h

一
g eer

n ,

dar k
一
g er y

s
ilt y e l a y w i th s h e ll s e t r i t

u s
.

L
o
w

e r :
g r e y is h

一
y e llo w

,

b

ownr
一

界 ll ow
e
ao

r se

s a n d
一
g r e v e

l
.

S
a n d y la y e r e

on t a i n s m or
e t it a n i

u m iw t h o
·

6 4% 一 2
.

6 8 %
o
f

T i 0 2 , a n d h a s
w

a v y b e d d in g
,

le v e l
一

be d d i n g
, e

~
一

be dd i吃
·

巫头 W ut ou 4 0 0 0 5 0 0~ 18 0 0

上部为灰白色
、

浅黄色中细粒石英砂 ;往下变为灰黑棕揭色细粗中粒砂 ;

底部为宵灰色
、

灰黑色含砾粗砂
,

局部为枯土质粗中砂
。

砂层中含钦铁
矿较高 ,’ 具水平层理

,

交错层理
.

5 10 :

含t 为 95 % ~ 98 %
.

U p eP
r :

gr ey
-

5~ 8 i
s h

一

w h i t e
,

li g h t 一” llo w m i d
一

f in e g ar i n ed q u a r t : ” n d
.

M id d le : g r e i s h
-

d a r k
,

b or w n f i n e 一c
ao

r哭
一

m id g ar in de asn d
,

L

owe
r :

盯een
一
g er y

,
g er y i

s h

d a r k e o a r se sa n d w it h g er v e l
.

hT
e p ar t 1

5 e la ” y一oa ser
一

m id san d
.

aS n d

la y e r c o n t a in
s m o r e t it

a n i
u m

,

tI h as le v el
一

圃din g
, e

ossr
一

卜泪 d i鳍
.

白沙仔
一

榕树头

aB is h a z
i
一

R
o n g s h u t o u

3 2 0 0 1 0 0~ 9 0 0 4~ 7

主要为灰白色
、

灰色中细砂
,

含少 t 贝壳碎片以及少 t 铁铁矿
,

底部为

青灰色
、

灰色粘土质细粒砂
,

含极少量钦铁矿
.

M朋d y
ger 户 h

一

w ih et
,

g r e y m id
一

fi n e aS n d w it h a s m a ll
alno

u n t s h e u eS t ir l .uS an d t it
a n iu m

·

L o w
-

e r :
g r e e n 一

g r e y
,

g r e y e la y e y f i
n e g r a in de as dn iw t h a t in y a m

oun
t t i t an i

-

U l l l
.

一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明显
,

具斜层理
、

交错层理
,

为海滩沉积构造特征
,

反映沙坝相沉积环境
,

属中全新世晚期
。

1 .2 5一 .2 6 m
。

浅灰
、

灰绿色细砂
,

含少量贝壳

碎片
。

有孔虫化石有
:

异地希望虫
、

简单希望虫
,

毕

克卷转虫变种
、

压扁卷转虫
、

短小判草虫等
。

介形虫

很 少
,

见 个 别 皱 新 单 角 介
,

刺 截 花 介

( iS it g m以OC 对he er sP ion sa )
。

该层有孔虫组合为毕克

卷转虫
一
短小判草虫组合

。

本层沉积构造层理清楚
,

具

水平层理
、

交错层理
、

斜层理
、

同样反映海滩沙坝相

沉积环境
。

位于埋深 .3 。一 .3 s m 处 14 C 测定年代为

距今 3 580 士 1 80 年
,

属中全新世晚期
。

1 0 ~ .2 s m
。

浅黄色中细砂
。

成分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钦铁矿
。

结构松散
,

含少量植物碎屑
,

反映滨

海沙丘堆积相
,

属全新世晚期
。

4 水下地貌

4
.

1 潮间浅滩

潮间浅滩在高潮时被海水淹没
,

低潮时出露
,

宽

阔平坦
,

其面积约占该河口总面积的 60 纬
。

潮间浅滩

一般宽 0
.

3一 1
.

0 k m
,

最宽处位于我方榕树头
一
巫头

南面滩涂
,

达 4一 6 km
。

潮间浅滩按其沉积物组成特

征及生物特征进一步划分为沙滩
、

淤泥滩
、

红树林滩
。

2 2

.4 .1 1 沙滩 主要分布于沥尾岛
、

巫头岛及白沙仔

一带潮间带
,

呈片状分布
,

一般宽 0
.

5~ 3 k m
,

最宽

位于巫头南面达 6 k m
。

沉积物由浅黄
、

浅灰色中砂和

细砂组成
。

.4 L Z 淤泥滩 主要分布于榕树头南面潮带
,

在竹

山附近和沥尾沙堤与巫头沙堤之间的潮间带局部区

域也有小面积分布
,

由灰绿色
、

青灰色砂质淤泥组成
。

.4 .1 3 红树林滩 主要分布于大岭南面潮间带
,

在

白沙仔
-
榕树头一带潮间带有零星分布

。

其沉积物由

青灰色
、

深灰色砂质淤泥组成
。

.4 2 河口沙坝

仅见于北仑河人海 口处
,

称为独墩
,

呈 W E 向延

伸
,

轴向与河流流水及潮流方向平行
,

长约 1
·

2 k m
,

宽 .0 1一 .0 2 km
,

主要由浅黄色
、

灰色细中砂物质组

成
。

.4 3 潮流沙脊

位于北仑河 口区中部区域
,

分布有 3 条潮流沙

脊
,

宽 0
.

2~ 0
.

5 km
,

长 1
.

0一 2
.

0 km
,

均呈 N W 一 S E

向展布
,

其组成物质主要为灰色
、

浅黄色中砂
。

潮流

沙脊在高潮时被海水淹没
,

低潮时出露
。

.4 4 潮流沟槽

由于北仑河 口水深较小
,

最大水深仅一
、

6 m
。

低

G u a n g x i cS i
e n e e s ,

V ol
.

2 N o
.

4
,

N
o v e m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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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线 以下主要 为潮流沟槽
,

其宽度一般为 0
.

2一

0
.

5 k m
,

最宽处为 1
.

0一 1
·

5 k m
。

潮流沟槽的沉积物

为浅黄色细中砂组成
。

5 人工地貌

北 仑 河 口 区 人 工 地 貌 主要 有拦 海石 质大

堤
,

如沥尾
一
巫头海堤

、

巫头
一
大岭海堤

、

竹山
一
楠木山

海堤
、

谭吉
一
沥尾海堤及沥尾沙堤南岸海堤等

。

这些

海堤高 5一 7 m
,

堤顶宽 4 ~ 6 m
。

人工海堤总长约

20
.

0 k m
,

均由石块和水泥建成
,

坚固耐蚀
,

可防风

暴潮的侵蚀
。

人工地貌还有港口码头
,

如江平谭吉码

头
、

亨万尾京岛港码头等
。

6 动力地貌演变过程

根据上述各种动力地貌类型特征
,

钻孔沉积层序

及其沉积环境变化特点
,

结合
`℃ 年龄测定数据和微

体古生物分析结果
,

认为北仑河 口地区在全新世以前

是受到风化剥蚀的陆地
,

受到片流和河流切割
,

形成

古北仑河河道
,

基岩裸露
,

整个河 口地区受到强烈侵

蚀
,

地面起伏不平
,

具有微向海倾斜的自然坡度
,

形

成侏罗系地层剥蚀基底
。

进人全新世早期
,

冰川消融
,

海平面上升
, .

海水从北部湾进人古北仑河河道
,

当时

的北仑河 口大约位于现今我方沥尾岛和越南吐拉古

岛的东南海区
,

河 口内一片区域为古河床
,

河床深 8

一 13 m
,

在古河床中沉积了褐黄
、

紫红色粗砂砾石层

及灰白
、

紫红
、

褐黄等杂色的河漫滩粘土薄层
。

该河

口 区古河床的粗砂砾石层在广西沿海人海河流中的

防城河 口古河
.

床 z[, 3J
,

南流江河 口 古河床均有 出

现
。

[4
,
5 ]

。

全新世中期
,

距今 5 0 0 0一 7 0 0 0 年
,

海平面继

续上升
,

海水继续进人古北仑河道
,

形成河 口湾
,

沉

积了一层河口湾相粉砂质粘土层
,

其代表生物有异地

希望虫
、

茸毛希望虫
、

亚洲希望虫
、

压扁卷转虫
、

美

丽花朵虫
、

太平洋罗斯虫
、

球室刺房虫
、

瓶虫
、

五块

虫等
,

皱新单角介
、

穆赛介
、

似小克介等
,

反映当时

的河口湾沉积环境
。

到全新世中晚期
,

河 口清形成后
,

由于北仑河口北面及西北面为大面积的侵蚀剥馋丘

陵
,

在河流及片流的切割作用下
,

大量泥沙输人河口

湾
,

使河 口湾不断地受到充填淤浅
。

同时
,

在盛行的

南风和东南风引起的向岸浪分选堆积到沿岸浅滩
。

然

后在波浪的分流及东南向沿岸流的作用下
,

使堆积物

质平行海岸分布
,

形成水下沙坝
,

故在河 口湾沉积层

之上堆积了砂质的沙坝沉积层
。

水下沙坝形成后
,

在

冲岸浪的作用下
,

不断地加强而逐渐露出水面形成滨

外沙坝
,

其与陆地之间形成有低洼的泻湖或浅滩地

带困
,

这些低洼的泻湖或浅滩在河流泥沙 ; 潮汐波浪

输沙
,

风浪作用和人为改造修筑海堤等共同作用下而

逐渐充填成海积平原与沙堤连成陆地
,

如沥尾
一
巫头

-

竹山一带海积平原沙堤景观
。

现代北仑河携带泥沙在

河 口堆积
,

并在潮流顶托作用下
,

在河口附近形成河

口沙坝
,

在河 口区外缘由于潮流作用强
,

河流作用弱
,

形成潮流沙脊与潮流沟槽并列的动力地貌形态
。

总之
,

北仑河 口 的地区各种动力地貌形成和演变

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全新世以前至全新世早期受到风

化剥蚀阶段
,

形成古河道
;
全新世中期海平面上升

,

海水侵人古河道
,

形成河 口湾
;
全新世中晚期河 口湾

被充填
,

形成湾内沙坝
,

全新世晚期
,

逐渐形成海积

平原
、

滨海沙堤
、

河 口沙坝
、

潮流沙脊
、

潮流沟槽
,

从而形成现今北仑河 口区地貌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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