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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湾潮坪沉积的初步研究

叶维强

(广 西海洋研 究所 )

摘 要

伙州湾为一葫芦形海湾
,

为广 西海岸带发育较好的淤泥质海岸
。

其地形
、

地貌

决定了海湾的 发育
。

内湾发育占了其面 积 的 80 % 以上 的 潮坪 , 外湾发育 了潮流奋 以

及沙滩
, 其沉积 物为细砂和中粗砂

。

潮坪的物质主要来源于钦 江
、

茅岭江 以 及海岸

和海湾内的使蚀
、

削蚀物
。

其主要特点是沉积物分选差
,

原生沉积构造不 发育
, 生

物扰动作用强烈
。

由于环境条件不 同
,

南定坪
、

果 子 山 两潮坪在沉 积物杜度
、

重矿物
、

微体古生

物
、

生物组合
、

沉积 构造等方 面有显著不同
。

软 州 湾 位 于 钦 州 市 以南
,

防 城 县 的 东 南 面
,

即 东经 1 0 8 02 5, 一 1 08
0

4 5, ,
北纬

2 1
0

3梦一 22
0

00
` ( 图 1 )

。

整个海湾涨潮时的面积约 65 0平方公里
,

为广西海岸带规模最 大的

海湾
,

也是广西海岸带发育较好的淤泥质海岸
。

本文根据几年来海岸带调查资料以及有关资

料
,

试图对钦州湾潮坪沉积作一些初步分析
。

一
、

地质签础及地貌特征

本区属于华 夏系第二隆起带
,

在区域构造中属于光坡复背斜和防城褶 断 带 中 〔 ` 〕
。

构

造线方向为北东一南东向
,

本区的西北部是钦 州侏罗纪 向斜盆地
。

本区 断层发育
,

北东一南

西向的纵断层和北西一南东向的横断层组成 了
“ x ” 型断层 ( 图 l )

。

在加里东一华力西构造期形成的光坡复背斜上出露 了浅变质的下志留纪地层 , 在燕山构

造期形成的钦州侏罗纪向斜盆地中出露了侏罗纪 下
、

中
_

仁统的地层
; 本区岩浆岩出露面积不

大
,

主要在湾东的犀牛脚有零星花 岗岩出露
。

此外
,
本区地貌受构造的控制十分 明显

,

无论丘陵或基岩剥蚀台地的分布状祝
,

还是海

湾或鹿角湾的延伸方向
,
均与N E与 N W两组构造线相吻合

,

充分反映出地形与构造 的 一致

性
。

由于受上述地貌
、

构造的控制
,

整个海湾形状像一个葫芦 向里延伸
,

全长约 36 公里
。

以

中间的狭窄地带 ( 龙门 ) 为界 , 可分为内湾 ( 茅尾海 ) 和外湾
,

狭窄地带为湾颈
。

在湾内的

北面
、

西面
、

东面分布有低丘和多级剥蚀台地
,

在龙门附近 的海面上
,

有众多的孤岛状剥蚀

台地分布
。

整个岸线蜿蜒曲折
,

港汉众多
,

成为典型的溺谷型海岸
。

钦州湾内湾 (茅尾海 )一带
,

潮坪发育较好
, 其面积占整个 内湾面积的 80 %以上

。

在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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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
,

深槽
、

潮流脊相间排列
,

呈辐射状分布
。

潮流脊宽度 一般为 1
.

5一 3公里
。

长为 4一 7
.

5公里
。

在钦州湾外湾东西两侧
,

由于受波浪作 用较强
,

东西 两侧形成浪成沙体
。

在湾 口两侧有

较宽广的水下浅滩
,

如散顶沙
、

二 日沙等
。

并 日
.

砂质潮间带电较宽广
, 。

海滩变为堆积型
。

而

湾口东部海滩狭罕
,

岸线稳定或遭 受侵蚀而后退 ( 图 1 )
。 `

、 `

一

图 ,
钦州 湾地貌炎型及构造略图

二
、

潮坪沉积特征
`

-

本研究区是广西海岸带上彼泥质海岸发育较好的地区 之一
,

为了便于认识内湾和外湾潮

坪沉积的差异
,
分别在湾内的南定坪和果子山选取一个剖面 ( 图 l j 加以分析

, 以便对 潮坪

的特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 ·

’
一

’

冲
-

钦州湾内湾 ( 茅尾海 ) 约 80 %的面积为潮坪
,
滩面宽 5一 7公里

,
·

坡度小于 1 %
,
潮 坪 淤

进速度小于 30 米 / 年 〔 ` 〕
。

而龙门果子山一带潮坪宽窄不 一
,

坡度较大
,

潮坪上生长 着
,
`

大

量红树
。

根据沉积物类型
、

生物组合
、

沉积构造
,

可分为高
、

中
、

低潮坪三个相带
, 现分别

简述如下
:

( 1) 粒度
」

一 甘 乓

丛沉积物类型 图 ( 图“ ) 看出
,

它们呈条带状和斑状分布在钦州湾
。

内湾 自湾顶向海 洗

积物逐渐变粗
,

由砂质泥变为泥质砂
,
再过渡为细砂和中粗砂

。

湾颈地区为粗砂及极粗砂
,

甚至基岩裸露于湾底
。

外湾砂体呈长形状顺潮流展布
,

系典型的潮流脊
。

潮成砂 脊 之 间 常

有 长条形泥质分布区 ( 图2 )
。

湾 口东西两侧沉积物的差异明显
。

东侧基岩` 露
,

含砾粗砂

分布广
,

海岸侵蚀后退 ; 湾 口西侧沉积物 以细砂
、

中细砂为主
,

低潮时沙体露
`

出石而南定坪
、

果子山潮坪沉 积物刚好与湾内沉积物相反
,

两潮坪的粒度从低潮坪 向 高潮坪变小
,

即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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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含量逐渐增多
,
分选性逐渐变差 (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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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矿物

本区重矿物的含量 自低潮坪至高潮坪逐渐减小
,

这与沉积物粒度的变化相吻合
,

高
、

低

潮坪重矿物的比值亦有明显 的差别
,

这里取白钦石 / 钦铁矿
,
风化铁皂石 / 铁皂石

,
风化铁

皂石十白钦石 / 错石十电气石十金红石三个比值 ( 如表2 ) 所示
,

它们 的比值自高潮 线 向低

潮线逐渐降低
, 这是高潮坪和低潮坪暴露时间长短的反映

。

也显然是由水动力条件决定的
,

整个潮坪上重矿物的矿种与钦州湾低潮线以下的相同
。

水 动力对不同重矿物的分异作用在各

相带上并不 明显
,
但风化作用使某些重矿物的含量及比值在各相带有显著的变化

。

表 2 钦州清湘坪不同相带几种盆矿物的比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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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物

钦州湾潮坪上生物的分布与沉积物分布特征有关
,

反映了潮坪各带的区别和差异
。

南定

坪高潮坪发育粗根茎莎草 ( C y p e r o s C
.

S t o
l

o n i f e r u s R e t z
)

,

仅有少量的红 树散 布 于 其

裹 3 南定坪
、

果子山湘间带生物维屏种教 , 组成桩况衰

比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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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莎草生长繁盛

,

高潮坪约 70 %的面积为其所覆盖
。

在果子山主要 为红树科 ( R h iz o p为石
`

r a c e a e ) 的木榄 ( B r u g u i e r a

盯m n o r r h i z a L a m ) 为主
,

次为粗根
一

茎莎草
。

此外
,

潮间

带生物量较丰富
,

栖密度较密 ( 表 3 )
,

从表 3可知
夕

生物主要为双壳类
, ,

甲壳类
,

次为多毛

类等
。

南定坪为纵带盾桑检螺 占优势
,

果子山纵带滩栖螺占优势
,

其次为多毛类
、

甲壳类
、

双壳类等
。

( 4 ) 微体古生物 ( 有孔虫
、

介形虫 )

钦州湾潮间浅滩沉积物中微体古生物的数量较海湾要少
,

每 50 克干样 中一般 不 超 过 千

枚
。

南定坪微体生物化石大多为 半 咸 水 属 种
,

如 沙 壁 虫 ( A
一 r e o o p a r e l la ) ,

砂 轮 虫

( T r o e h a m m i n a )
,

小希望虫 ( E lp h i d i e l l a )
、

毕克卷转虫 ( A m m o n i a b e e e a r i i ) 等
。

果子山潮间浅滩 的有孔虫主要是广盐性的异地希望虫 ( E l p h i id u m a d
v e n u m )

,

具 瘤先希

望虫 ( P r o t e l p h i d i u m t u b e r e u l a t u m )
、

缝裂希望虫 ( E lp h i d i u m m a g e l l a n i e u m ) 等
,

两个潮坪均出现腹水介 形 虫
。

如 南 定 坪 有 翼花介 ( C yt h e r r

oP t e r o n S P
.

)
、

花 花 介

( C a l l i s t o e y t h e r e 。

S P
。

) 等
,
果子山有突尾介 ( C a u d i t e s S P )

、

卓d面 介 ( S p i n i l e -

b r e i s s
.

P
.

) 等
。

( 5 ) 沉积构造

钦州湾潮间浅滩的沉积构造发育不良
,

特别是内湾潮间浅滩
。

南定坪潮坪主要是小型链

状
、

舌状波痕
,
波长 8一 13 厘米

,

对称指数 4左右
。

外湾低潮坪带出现大型砂波
,

新月形或舌

状
,
波长 10 一 13 米

,
波高30 一 40 厘米

,

对称指数 10 左右
。

此外在高潮坪常有 龟 裂
,

鸟 足 痕

等
。

三
、

湘坪的物质来源及其动力条件

钦州湾是广西海岸带上淤泥质海岸发育较好的地区之一
。

显著的潮汐作用
,

典型的葫芦

形轮廓
, 以及茅岭江

、

钦江两河流输入的泥沙和原地风化
,

侵蚀物是潮坪发育的基本条件
。

在钦州湾
、

钦江
、

茅岭江两河流输沙量是贫乏的
,
两河流每年携带入海的泥沙仅有” 万

吨 ,
远低于南流江的年输砂量 ( 1 11 万吨 ,

见表 4 )
。

在华南地区
,

本区是沉积物来源较贫乏

表 4 钦江
、

茅岭江的特征及沙 /水比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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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
。

由于沙量贫乏
,

所以难以造成巨大的沉积体
, 只有在潮流

, 河流的作用下
,

.

钦州湾

才能被冲刷种改造以及缓慢地充填
。

钦州湾的潮汐为正规日潮
,

最大潮差可达 5
.

5米
,

平均潮差为 3
.

8 7米
,

按潮差情凉
,

「
;

钦

州湾属强至中等潮汐区
,

海流潮流作用十分活跃
,

而且水流速度快
,

如龙门附近
,
落潮流速

12 8 。 m /
s ,

涨潮流速 1 0 4 。 m / s 。

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
。

本区季节性潮流非常显著
,

洪水期涨

潮时的流速为 1
.

3节
,
落潮时的流速为2节

,

落急最大流速竟达 2
.

7节以上
。

潮流类型属典型的

往复流
,

流向与岸线或水槽的走向基本一致
,

总的来说
,

潮流在整个钦州湾起到主导作用
。

本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

夏季炎热 多 雨
,
冬 季 温 暖 干 燥

。

年平 均 气 温 2 1一 23 军粉

) 10 ℃年积温为 6 5 0 0一 8 0 0 0 ℃
。

年降雨量大于蒸发量
,

据气象部门报道
, 1 9 7 9年 降 雨

·

量
、

为

1 7 1。
。

3毫米
,

而蒸发量仅为 12 0 1
.

4毫米
。

本 区雨季集中在 7
、

8
、

9三个月
,
而雨季与台风 季

节相吻合
,
不利海岸砂质沉积的发育

。

由于季节性差异变化较大
,

造成了本区水系统量和输

沙量的季节性变化
。 ·

,

四
、

南定坪
、

果子山两潮坪的对比
之 ;

’

戴1

通过南定坪
、

果子山两潮坪沉积特征魄分析
,

两潮坪虽然同在一个海湾内
,

但因各自的

地貌条件
、

物质来源
、

环境因素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 同
,

所以两个潮坪在各亚 相 带 的 宽

度
、

沉积物结构
、

构造生物组合等方面都有不 同的差别
。

( l ) 两潮坪在宽度
、

粒度方面不同

南定坪位于内湾 ( 茅尾海 ) 内
,
滩面宽

、

坡度小于 1 %。 ,

波浪作用弱
, 只有钦江

、

茅 岭

江两河流以及潮流明显作用
,

因而在江 口附近 形成了河 口沙坝
,
如紫沙

、

四方沙 等河 口 沙

坝
。

这种沙坝是河流和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

在南定坪低潮砂坪很窄
,
中潮混合坪很宽

,
高

潮泥坪居中
。

其高
、

中
、

低潮坪宽度比 1 : 3 : 0
.

23
。

而果子山潮坪地处龙门颈岸段
,
潮流作

用较强
,
流速较快 ( 12 sc ln /

s
)

,
所以其高潮坪最窄

,
中潮混合坪次之

,
低潮砂 坪 较 宽

,

其宽度比为 1 : 1
。

4 : 2
.

1 ( 表 5 )
。

此外
,
因南定坪

、

果子山潮坪环境因素的不同
,
所以其粒

度也明显不同
。

果子山潮坪沉积物比南定坪粗
,
含泥量低 ( 见表 l )

( 2 ) 生物组合不同

果子山高潮坪主要以红树科的植物为主
,

而南定坪高潮坪主要以莎草属的植物为主撇间

带生物属种不同 ; 南定坪较果子山单调
,
前者有四个门类

, 主要以多毛类
、

双壳类为主 , 后

表 5 潮坪亚相带宽度对比 1)

井井井
高 潮 坪坪 中 潮 坪坪 低 潮 坪坪

果果 子 山山 0
.

2 888 0
.

3 999 0
.

5 888 1: 1
.

4 : 2
.

111

111
.

333 3
.

999 0
.

333 七 3 : 0
.

2333

低低 潮 坪坪 高
:

中
’

三低低

000
.

5 888 1: 1
.

4 : 2
.

111

000
.

333 七 3 : 0
.

2333

1 ) 黄泽辉
,

19 8 5
,

广西钦州湾沉积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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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7个门类
,

主要以单壳类
、

双壳类为主
。

南定坪微体古生物以胶结质有孔虫为主
,
其 优

势度最高达 85
。

9 % , 果子山潮坪上则以广盐性的希望虫为主
,
其优势度最高为“

。

1 %
。

此外
,

果子山潮坪沉积构造较南定坪潮坪发育 良好
,

波痕规模较大 ( 波长为 10 一 13 米
,

波高 3 0一 40 厘米 )
,

而南定坪潮坪波痕发育较差 ( 8一 13 厘米 )
。

五
、

给洛

通过对钦州湾两潮坪的分析研究
,
有如下几点认识

:

1
。

钦州湾为一葫芦形海湾
,
其地形

、

地貌决定了海湾的发育
,
内湾发育了潮坪 , 外湾发

育了潮流脊以及沙滩
。

2
。

潮坪的物质主要来源于湾顶的钦江
、

茅岭江以及海岸和海湾内的侵蚀一削蚀物
。

其主

要特点是沉积物分选差
,
原生沉积构造不发育

,
生物扰动作用强烈

。

3
。

潮流作用是影响全区沉积的主要动力
, 不同地段的潮流作用

,
形成的沉积体不同 , 潮

流最强的地段
,
海岸被冲刷和侵蚀 , 潮流较强的地段

,
形成潮流脊和沙滩 , 潮流弱的地段

,

形成潮坪和浅滩
。

心
。

由于环境条件不 同
,

南定坪
、

果子 山潮坪在沉积物粒度
、

重矿物
、

微体古生物
、

生物

组合
、
沉积构造等方面有显著不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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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钦州清单元水体水质质 , 指数 按一类海水标准 )

一
澎澎澎

000 0 2 222

000 0 2 111

000 0 0999

0000 1000

000 0 2000

000 0 2333

000 0 1 666

000 0 1 777

000 0 1888

0000 1999

000 0 1555

0000 1 444

0000 1333

附附加站站

000 60 111

000 6 0 222

000 60 333

000 5 0 111

0005 0 222

000 5 0 333

000 5 0 444

0004 0 111

000 4 0 222

000 4 0 333

000 4 0 444

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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