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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渤海湾西岸出露或埋藏了多道贝壳堤#通过地质调查发现!贝壳堤的平面分布结构是沿着"或随着$

渤海湾海岸由老至新"从岸+海$与海岸呈大致平行排列%贝壳堤的划分方案有两种#一种是从新至老#另一种是

从老至新#本文采取后一种划分方法!即第
$

道"老$+第
?

道"新$贝壳堤%本文对每道贝壳堤的物质"岩性特征$

组成与堆积特征进行了描述"图
$

"

图
9

$&对贝壳堤的几何形态特征进行了数理统计"表
$

$&对贝壳堤形成的年代

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表
#

$&对贝壳堤的生物组合特征等资料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对贝壳堤的分道方案进行了对比

分析"表
&

$#揭示了贝壳堤的赋存状态(形成的年代及第
$

道+第
?

道贝壳堤所处的潮位变化"图
!

$%以形成贝壳

堤这一独特的地质载体为基础#试图从渤海湾宏观整体的角度分析并揭示贝壳堤的成因机制"表
8

#图
:

$#笔者认

为广义的渤海湾是内陆的半泻湖"海$#也可以视为局部海!山东庙岛列岛+辽东半岛构成了渤海的障壁海岸#在障

壁海岸这样的自然地理和地貌条件下#通过大量的资料综合分析认为只有障壁海岸才是形成)科珀河型三角洲与

喙状三角洲*的必然条件#而)科珀河型三角洲与喙状三角洲类型*等是形成障壁砂坝"障壁岛#障壁滩$+贝壳堤的

或然条件#这就是贝壳堤成因的主要机制%

关键词!渤海湾西岸&障壁海岸&三角洲&贝壳堤"障壁砂坝$

!!

渤海湾滨岸三角洲顶层分布了多道贝壳堤(牡

蛎礁(障壁砂坝以及埋藏的泥炭等这些特殊的地质

载体+++是海进海退或者是海平面上升下降的重要

标志%多年以来#许多地质专家及同行们进行了大

量的地质勘查与研究工作#不断补充新资料及研究

认识上的加深#如贝壳堤划分的先后顺序上存在两

种不同方案#延续旧的(传统的划分是从海岸边形成

的新一道开始往内陆数#即由新至老&另一种划分是

由老至新即从内陆至滨岸边数"本文与翟乾祥等%

的划分方案基本一致$%从地层序列的原理上"从老

至新$本文还是趋向于后一种划分方案即!第
$

道

"老$+第
?

"新$道贝壳堤#尽管重新厘定可能一开

始不大习惯#但从事物本身长远发展的观点上看却

是十分必要的#道理和事实比较简单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一道新的贝壳堤形成之后#更新的一道贝壳堤

也许正在悄然的发展或进行之中#以至于未来往复

不断发展的客观现象将要进行的排序+++应该说是

相关学者所共同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的第

$

道就可能变成未来的第
#

道贝壳堤等等%值此#

应该解释的是传统的方案无可置疑的反映出了当时

的"历史的$研究成果%贝壳堤先是被考古学家所发

现并报道"李世瑜#

&:"$

$#之后才被地质学者作了进

一步的研究"王颖#

&:"8

$#限于当时的认识程度#贝

壳堤从海岸边往内陆里边数#而从陆至海究竟有多

少道#客观地说当时还是个未知数#根据这么多年资

料的积累才慢慢地有了一个较清晰的基本达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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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军等!渤海湾西岸的几道贝壳堤

的数字"量化$概念#一般认为分布有
@

道贝壳堤#后

来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及研究水平的提高倾向于
?

道贝壳堤%然而#关于贝壳堤的成因各家各有自己

的见解%本中从海洋地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笔者的

看法#即从贝壳堤是在广海环境还是局部海环境下

形成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广海为无障壁海岸#局

部海为有障壁海岸"刘宝臖#

&:!%

&潘凤英等#

&:!C

$#

渤海湾是内陆海#显然是有障壁海岸#既然渤海湾为

局部海#那么#局部海岸亦为障壁海岸#至此#笔者将

根据这一概念理论就以上有关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

!

贝壳堤的平面几何分布特征

早在六十年代有关学者"如李世瑜#

&:"$

&王颖#

&:"8

$分别从历史(考古(地质和地貌学的角度先后

报道了渤海湾沿岸的贝壳堤%其后引起了更多同行

的关注"如赵希涛等#

&:!%

&蔡爱智#

&:!&

&李从先等#

&:!C

&徐华鑫#

&:!C

&徐家声等#

&:!"

&翟乾祥等#

&:!"

&薛春汀等#

&:!:

&耿秀山等#

&::&

&韩有松等#

&::$

&徐家声#

&::8

&王宏等#

$%%%

#

$%%$

&王强等#

$%%9

$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贝壳堤*这一

表
"

!

贝壳堤的分道方案对比表

$%&'("

!

B/#

2

%,4*/-/0:%,4/+*&%,,4(,*%-3O&%,*34*.,4&+.4/-

作者
贝壳堤

$ # 8 A @ ?

李世瑜

"

&:"$

$

前苗庄#黄骅市&翟庄子#阎辛庄#苏

家园"注!

&:!9

$

8

!育婴堂"天津市$#

四小屯"静海$#大园#

小园#华庄子#张家窝#

东琉城%"注!

&:!9

#窦

庄子#大苏庄#刘岗庄#

马圈#常流庄$

#

!赵学庄"宁河$#小杨

庄#田庄坨#西唐儿坨#

造甲城#东堤头#于家

堡#范庄子#荒草坨#小

王庄#张贵庄#崔家码

头#新河桥#巨葛庄#商

岑子#南八里台#十八

岑子#中塘#南义心庄#

前官房#大张儿头#树

园子#黄骅(苗庄子

$

!芦台闸口#宁车沽#白沙岭#军粮城#东
$

#郑庄

子#泥沽#邓岑子#杨岑子#大站#新开路#南天门#

板桥#上古林

赵希涛

"

&:!%

$

A

!同居#阎北#翟庄#孙庄#小王庄#

北尚庄#王徐庄#沈庄#前苗庄

8

!北段!小王庄#张贵庄#巨葛庄#八里台#中塘#

南北大港分三支#西为!大苏庄#小刘庄#窦庄#中

为!坡江#友爱#东为!沙井子#南段!王肖店#武帝

台#辛庄#边庄

#

!白沙岭#军粮城#泥

沽#上沽林#马棚口#岐

口#狼坨子

$

!基本沿现代海岸分

布&在马棚口与
#

堤汇

合

徐华鑫

"

&:!C

$

8

!北段!田庄坨#小王庄#张贵庄#巨葛庄#南八里台#中塘

中段!分布于南北大港之间#

南段!王肖庄#武帝台#常庄#边庄

#

!小北涧沽#芦台#白

沙岭#军粮城#泥沽#邓

岑子#上沽林#老马棚

口#歧口#狼坨子

$

!蛏头沽#驴驹河#高

沙岭#唐家河#马棚口

耿秀山

"

&::&

$

?

!大苏庄#尚庄#前苗庄
8

!巨葛庄#中塘#沙井

子

#

!白沙岭#西泥沽#上

沽岭#歧口#赵家堡
$

!蛏头沽#歧口#驴驹河

韩有松

"

&::$

$

?

!东孙村
@

!前苗庄
A

!武帝台
8

!黄骅市#巨葛庄

徐家声"

&::8

$

?

!沈庄#东孙

庄
@

!前苗庄#

同居

A

!常庄#武帝台#

沙井子
8

!脊岭泊(刘洪博
#

!大河口#狼坨子
$

赵家堡

刘雪松3

"

&::9

$

@

!翟庄子#同居#沈青庄#"大邓庄-$

A

!窦庄子#树园

子#大苏庄#甜水井"赵

学庄-$毛毛匠

8

!新立村#薛卫台#中

塘#毛家沟窑厂#八里

台#巨葛庄#张贵庄#崔

家码头

#

!马棚口#上古林#板

桥农场#东大站#邓岑

子#粮库#东
;

西泥沽#

小石碑#东
$

#长坨子#

白沙岭

$

!马棚口#白水头#高

沙岭#驴驹河#绿台子#

蛏头沽

岳军等5

"

$%%9

$

$

!"东$孙庄#乾

符村#东老口#

苑洪桥
4

$

+

&

!

南里自沽#"张

老仁庄$(大邓

庄

#

!"前$苗庄#伏漪

城#同 居"史 庄

子(姜庄子$#毛

毛匠
4

#

+

&

!翟庄

子#大海北(小海

北("孟庄子(大

吴庄$

8

!武帝台#阎家房子#

窦庄子#大苏庄#张贵

庄#口#裴庄
4

8

+

$

!

八里台#巨葛庄#北淮

淀

A

!沙岭子#中塘镇#中

义心街#军粮城镇#于

家岭西村
4

A

+

&

!大港

区#西泥沽#东泥沽

歧口#马棚口#上古林#

邓岑子#葛沽镇#中心

庄#宁车沽#营城

狼坨子#张巨河#歧口#

马棚口#白水头#驴驹

河#"北塘口(青坨子$

蛏头沽#大神堂#黑沿

子

#$C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独特的地质载体赋存着许多十分有意义的地质信

息#可为研究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提供无可替代

的证据#要想深入研究全新世#渤海湾西岸是中国乃

至世界上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地区%由于多年来对

贝壳堤分布勘查资料不断积累以及认识上的不断深

入#现将贝壳堤分道方案对比列于表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本文大致划分为第
$

道+

第
?

道贝壳堤#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与有关专家的看

法基本接近#同时#在每道贝壳堤主堤附近还有小的

分支#其结果与李世瑜"

&:"$

$所说的附堤以及赵希

涛"

&:!%

$(徐华鑫"

&:!C

$等主堤附近分段"或分支$

所采取的处理方案基本一致&如前所述#只是先后顺

序上进行了相应地调整而已%

$

!

贝壳堤平面结构分布特征

从表
&

可以看出!考古学家李世瑜"

&:"$

$(韩家

谷"

&:"C

$等对每道贝壳堤存在的地点及贝壳堤的形

态即高+宽+长等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描述&其他同

行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而后#刘雪松"

&:!9

$

3等又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及勘探工作%本文

贝壳堤平面结构的分布主要根据表
&

中的地点#其

分布规律的特征是沿着渤海海岸呈多道线性分布的

状态"其理论依据将在渤海湾西岸贝壳堤成因机制

框图"图
:

$中讨论$#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

部分野外地质调查研究结果#划分为第
$

+第
?

道

贝壳堤#如图
&

渤海湾西岸几道贝壳堤的分布")渤

海湾西岸几道牡蛎礁的分布*另文发表$%

图
&

显示出!

第
$

道!"东$孙庄(乾符村#"西$北里自沽(苑洪

桥%

第
$

\&

道!"南里自沽(张老仁庄$(大邓庄%

第
#

道!"前$苗庄(伏漪城(同居("史庄子(姜庄

子$(毛毛匠%

第
#

\&

道!翟庄子(苏家园("大海北(小海北(孟

庄子(大吴庄$%

第
8

道!武帝台(阎家房子(窦庄子(大苏庄(张

贵庄("口(桐城(裴庄$%

第
8

+

$

道!八里台(巨葛庄(商家岑子("北淮淀(

乐善$%

第
A

道!脊岭泊(沙岭子(沙井子(中塘镇(中义

心街(军粮城镇("于家岭西村(芦台$%

第
A

+

&

道!大港区(西泥沽(东泥沽%

第
@

道!歧口(老马棚口(上古林(邓岑"

@fI

$子(

葛沽镇(中心庄("宁车沽$%

第
?

道!狼坨子(张巨河(歧口(老马棚口(白水头(

高沙岭(驴驹河("北塘口(青坨子$(蛏头沽(大神堂%

!4"

!

贝壳堤的几何形态"规模#特征"表
!

#

从表
$

可以看出#我们将贝壳堤的几何形态与

规模进行了详细的数理统计#贝壳堤的高一般在

&4%%

"

$4%%

或
#4%%

"

84%%<

不等&一般约宽
&%%

"

C%%<

不等#个别
&%%%

"

#%%%<

"如巨葛庄(中塘镇

等$#长
&%%

"

!%%%<

不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贝壳堤的几何形态与规模主要以障壁沙坝为主"可

能有障壁滩或冲溢扇$&也可能存在个别少数的障壁

岛"如巨葛庄(中塘镇等地$%

!4!

!

贝壳堤的堆积"柱状岩性#特征

在渤海湾西岸有的学者认为分布第
$

道+第
@

道贝壳堤#也有的划出第
?

道#通过分析总结笔者认

为存在第
$

道贝壳堤+第
?

道贝壳堤#现将每道具

有代表性的柱状岩性剖面叙述如下%

第
$

道贝壳堤的岩性特征!

第
$

道贝壳堤!本堤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道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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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贝壳堤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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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贝壳堤生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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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贝壳堤主要生物组合为#软体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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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西岸几道贝壳堤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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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堤的几何形态"规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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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贝壳堤岩性特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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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贝壳堤!本堤为比东孙庄较晚的一道贝

壳堤#在前苗庄(沈庄(伏漪城(同居(毛毛匠等地皆

呈断续出露#堤的形态特征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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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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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贝壳堤!本堤分布并出露的地点相对较

多#除主堤之外还有分堤"附堤$%堤的形态特征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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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G#4#

"宽 卵 中 华 美 花 介$&

L+

<

*).(&$

1

4%+"+.,%&'

<

..

"侯 德 豆 艳 花 介 $&

!#(+22# &

7

.)#

"丰 满 陈 氏 介 $&

L&K&$&($%#

8.(%#.+(,.,

"滨海弯贝介$&

/#22.,4&$

1

4%+"+,

7

+$4#4#

"美妙花花介$&

D+".,,&$

1

4%+".'+#

0

#

7

&(.$#

"日本

奇美花介$&

B$%.(&$

1

4%+"+.,8"#'

1

.

"布氏棘艳花

介$%

第
@

道贝壳堤的岩性特征!

第
@

道贝壳堤!本堤分布并出露的地点较多%

堤的形态特征如表
$

!一般高
&4%

"

$4C%<

不等#宽

C%4%

"

&%%4%<

不等#长
&C%4%

"

$"#%4%<

不等%

&8

(

年代值为
$$:%j&$%6Z4D4

%本堤的岩性特征以上

古林第
@

贝壳堤剖面"图
"

$为例#下部
%4%%

"

%48%

<

为粉砂质黏土#厚
%48%<

&中部
%48%

"

#48%<

为

贝壳层"间夹贝壳碎屑及黄褐色中粗砂$#厚
#4%%<

&

上部
#48%

"

84%!"<

为粉砂质黏土#厚
%49%<

%

图
"

!

上古林"

aB.%&/

$第
@

贝壳堤剖面

"附照片
#

"

&"'

%

C"0

老马棚口$

R=

S

4"

!

)EK

G

72N=3K2NFEKN=NFE P677=K7L6IM;P67=I

/E6I

SS

>3=I

"

aB.%&/

$#

DE2F2

!

#

"

&"'

%

C"0

-62<6

G

KI

S

J2>

第
@

道贝壳堤的生物特征!

第
@

道贝壳堤的生物组合为!软体生物"化

石$!

/

1

$2.(#,.(+(,.,

"青蛤$&

>$#

7

%#"$#,*8$"+(#4

"毛蚶$&

F)8&(.*)4%&)#,.

"

/"&,,+

$"托氏鲳螺$&

-#$4"#,*2$#4#".#

"凹线蛤蜊$&

-#$4"#,

7

+$4#8.2.,

"西施舌$&

E#

7

#(#

7

+$%.2.+(,.,

"

;"#%#*J N.(

<

$

"强辣红螺$&

="$#

"

=(#'#"#

$

.(

:

2#4#

"魁蚶$&

3,4"+#

".G*2#".,

"近江牡蛎$&

-+"+4".K)+"+4".K

"文蛤$&

>&2+(,

7

S

"竹 蛏$&

O&,.(.#,

7

S

"镜 蛤$&

O.,.(.#

0

#

7

&(.$#

"日本镜蛤$&

!+"+8"#'*,,*).+".

"杜氏笋

螺$&

=(&).#,.(+(,.,

"中国金蛤$&

3,4"+#

<

.

<

#,

"长

牡蛎$&

=2&.'.,,

7

S

"篮 蛤$&

?#4.22#".#I&(#2.,

"

?"*

<

*.+"+

$"纵带滩栖螺$&

F)8&(.*)4%&)#,.

"托

氏鲳螺$&

D&4#)&$&"8*2##)*"+(,.,

"黑龙江河篮

蛤$&

-#$4"# $%.(+(,.,

"中 国 蛤 蜊 $&

-#$4"#

G+(+".

:

&").,

"四角蛤蜊$&

>.(&(&G#$*2#$&(,4".$4#

"缢蛏$&

3,4"+#

7

+,4.

<

".,

"猫爪牡蛎$&

Q#,,#".*,

G#".$.

:

+"*,

"纵肋织纹螺$&

Q+G+".4#'.'

1

)#

"扁玉

螺$&

?*",#"#(#

"习见蛙螺$&

!+"+8"#2.,$%6..

"李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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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军等!渤海湾西岸的几道贝壳堤

笋螺$%有孔虫!

=))&(.#S8+$$#"..G#",S

"毕克卷

转虫 变 种$&

=S#((+$4+(,

"同 现 卷 转 虫$&

=S

$&(

:

+"4.4+,4#

"厚壁卷转虫$&

B2

7

%.'.*)#'G+(*)

"异地希望虫$&

B2

7

%.'.*)#,.#4.$*)

"亚洲希望

虫$&

/".8"&(&(.&(

7

&+

1

#(*)

"波伊艾筛九字虫$&

U*.(

C

*+2&$*2.(#,

77

S

"五虫多种$&

!".2&$*2.(#

"&'*('#

"浑 元 三  虫$

S

介 形 虫!

/#('&(.+22#

#28.$#(,

"纯净小玻璃介$

>.(&$

1

4%+".'+#2&(

<

#

"长

中华美花介$&

>S2#4.&G#4#

"宽卵中华美花介$&

Q+&)&(&$+"#4.(#4".#(

<

*2#4+

"三 角 新 单 角 介$&

L+

<

*).(&$

1

4%+"+.,%&'

<

..

"侯 德 豆 艳 花 介 $&

Q+&)&(&$+"#4.(#'&(

<

4#.+(,.,

"东台新单角介$&

!#(+22#&

7

.)#

"丰满陈氏介$&

L+

<

*).(&$

1

4%+"+.,

%&'

<

..

"侯德豆艳花介$%孢粉!

/%+(&

7

&'.#$+#+

"藜

科$&

D.(*,,

7

S

"松属$&

D4+"+'*),

7

S

"蕨属$&

/*

7

"+,,#$+#+

"柏科$&

U*+"$*,,

7

S

"栎属$&

@*

<

2#(,

,

7

S

"胡桃属$&

/&)

7

&,.4#+

"菊科$&

="4+).,.#,

7

S

"蒿

属$&

!

17

%#,

7

S

"香蒲属$&

D4+".,,

7

S

"凤尾蕨属$%

第
?

道贝壳堤的岩性特征!

第
?

道贝壳堤!本堤靠近现代海岸#分布于海积

平原东部特大高潮线附近#走向大致与现代海岸平

行#该贝壳堤呈断续的新月形贝壳沙丘或小面积的

贝壳滩出露#堤的形态特征如表
$

!一般相对高度

%4C

"

$4C%<

#宽
9%4%

"

#8C4%<

#长
C%

"

&%%%4%<4

物质组成以贝壳为主#夹粉细砂和粗砂%

&8

(

年代值

为
&%!%j"%

+

$#%6Z4D44

历史记载#明末清初堤上

已有人居住%第
?

道贝壳堤以蛏头沽剖面"如图
9

$

为例#下部
%4%%

"

%49%<

为黑灰色淤泥质黏土#厚

%49%<

#中部
%49%

"

$49%<

为贝壳层#厚
$4%%<

#其

上
$49%

"

#4%"<

贝壳层中含砖瓦及砾石#厚
%4#%

<

&顶部
#4%"

"

#49"<

为贝壳层#厚
%49%<

%

以上第
$

道贝壳堤+第
?

道贝壳堤岩性柱状的

描述揭示出!)贝壳堤*"贝壳层$本身的岩性(埋深(

厚度以及贝壳层的赋存状态"接触关系$%

#

!

贝壳堤形成的年代特征!

&8

(

测年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

%

8

!

贝壳堤的岩相组合结构特征

贝壳堤+这一独特地质载体自然的赋存状态基

本分三种类型!一是露头型#即野外地质露头剖面

如!第
8

道贝壳堤"图
8

$(第
A

道贝壳堤"图
C

$(第
@

道贝壳堤"图
"

$(第
?

道贝壳堤"图
9

$&二是掩埋型

"超伏型$#由于贝壳堤形成的时间相对比较久远#受

后期三角洲沉积或改造作用而被覆盖在地表以下#

表
<

!

贝壳堤形成的年代"

"=

B

*

%KI9I

#数据分析对比表

$%&'(<

!

@%.%%-%'

6

*4*;/#

2

%,4*/-/0&%,,4(,*%-3O&%,*

+

0/,#*%

8

(&(0/,(

2

,(*(-.

"

"=

B

*

%KI9I

#

作者
贝壳堤

$ # 8 A @ ?

赵希涛

"

&:!%

$

89%%

"

8%%%

"

898%j&%C

"

#:CCj9%

$

#!%%

"

#%%%

"

#9#%j&C%

"

#%8%j&$%

$

$C%%

"

&&%%

"

$C#%j&$%

"

&%!%j:%

$

翟乾祥"

&:!"

$

C&&Cj!C

"

898%j&%C #!!%j&"% $%$%j&%% &%!%j:%

薛春汀"

&:!:

$

898%j&%C

"

#:CCj9%

#9#%j&C%

"

#%8%j&$%

$C#%j&$%

"

&&!%j"%

&&8!

"

&&$!

韩有松"

&::$

$

"&C%j"C

"

9&:Cj:C

$

C$#Cj&8%

898%j&%C

#!$%j!C

#:$%j&$%

$!"%j9%

&9:%j"C

$C9%j"C

&#%%j:C

&#C%j"C

徐家声"

&::8

$

"&C%j"C

C""Cj"C

C#8%j&%%

898%j&%C

#:CCj9%

#:$%j&$%

"

$!#%j&$%

$!"%j9%

$%%%j9%

"

&#C%j"%

&%#%j"%

耿秀山"

&::C

$

C&&Cj!C

"

898%j&%C

#"#%j!%

"

$:C%j&$%

$$:%j&$%

"

&8!%j"C

&$:%j!%

"

!!%jC%

刘雪松3

"

&::9

$

"%%%

"

C%%% 89%%

"

8C%% #!%%

"

$!%% $"%%

"

&C%% &9:%

"

$%%

王宏"

$%%#

$

9%#%

"

"&#% "%%%

"

8""% 8$%%

"

##"% $$C%

"

&"C% !%%

"

&%%

李凤林"

$%%C

$

99%%

"

""%% "C%%

"

C"%% CC%%

"

8"%% 8C%%

"

##%% $C%%

"

&#%% &$%%

"

$#%

岳军等5

"

$%%9

$

"&C%j"C

"

9&:Cj:C

$

C$#Cj&8%

C&&Cj!C

898%j&%C

"

#:CCj9%

#"#%j!%

"

$:C%j&$%

$$:%j&$% &%!%j:%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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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图
9

!

蛏头沽第
?

贝壳堤剖面

R=

S

49

!

)EK

G

72N=3K2NFEKL=]FEP677=K7

L6IM;P67=I@EKI

S

F2>

S

>

往往通过沟渠+槽坑或钻探揭露等手段才能得以观

察#例如第
$

道贝壳堤与第道
#

贝壳堤有的剖面即

类此%三是交汇型#是指贝壳堤形成过程中部分贝

壳堤的尾闾交汇在一起#不再延伸并就此尖灭#有此

种现象存在但也不多见#如歧口至高尖头一带"李从

先等#

&:!C

$%

图
!

!

贝壳堤形成时的赋存状态(年代及其潮位"韩有松等#

&::$

&徐家声#

&::8

$

R=

S

4!

!

)EKK]=LF=I

S

LF6FK

#

6

S

K6IMF=MK2NFEKN27<=I

S

P677=K7L6IM;P67L

"

V6IY2>L2I

S

KF634

#

&::$

&

c>T=6LEKI

S

#

&::8

$

C

!

贝壳堤的贝壳层位及其与高潮线的

变化

!!

图
!

#显示第
$

道+第
?

道贝壳堤"测年特征见

表
#

$从老至新的横向排列特征#各贝壳堤所处的黄

海基准面海拔高度#相对的平均高潮位与最高高潮

位的关系#以及所测各剖面的年代特征"

&8

(

'

6Z4

D4

$#第
$

道贝壳堤贝壳层底板标高为
&4&%<

&第
#

道贝壳堤贝壳层底板标高为
%4C%<

&第
8

道贝壳堤

贝壳层底板标高为
%49%<

&第
A

道贝壳堤贝壳层底

板标高为
%48%<

&第
@

道贝壳堤贝壳层底板标高为

%4!%<

&第
?

道贝壳堤贝壳层底板标高为
%48%<

%

图
!

显示较新贝壳堤的底板标高比较老贝壳堤的底

板标高似乎相对深一些#而每道贝壳堤的底板标高

也并非一致%

"

!

贝壳堤成因机制的讨论

贝壳堤!狭义的贝壳堤主要是指以含贝壳为主

的堆积特征&而广义的贝壳堤是近南北的贝壳堤与

近东西岭地的牡蛎礁的分布特征相联系在一起进行

分析%

?4"

!

贝壳堤的几种成因分析

贝壳堤的几种成因分析如表
8

#表
8

中列举了

部分专家对贝壳堤成因的不同看法%

?4!

!

贝壳堤的成因机制

如图
&

#显示出每道贝壳堤大致与海岸基本平

行排列&同时#对贝壳堤的几何行态"规模$进行了统

计#统计结果显示基本以障壁砂坝"赵希涛#

&::$

$为

主的形态特征%贝壳堤的堆积"柱状岩性$特征!揭

示出)贝壳层*的厚度+埋深+及与上覆岩层和下伏

岩层的接触关系%贝壳堤的岩相组合结构特征主要

为!贝壳堤的自然赋存状态"亦称出露型#即贝壳层

直接出露地表#如第
?

贝壳堤等$&贝壳堤的超伏型

岩相组合结构状态"亦称掩埋型#贝壳堤形成之后#

被其它沉积物所掩埋#如第
$

贝壳堤等$&贝壳堤的

连续性"岩性$组合结构状态"如图
$

#贝壳堤基底为

砂层#贝壳及其碎屑在其上连续堆积而成$等%通过

对以上资料的总结与分析为贝壳堤的成因提供了基

本的素材%表
8

中列举了贝壳堤的几种成因特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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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军等!渤海湾西岸的几道贝壳堤

表
=

!

贝壳堤的几种成因

$%&'(=

!

a%,4/+*

8

(-(*4*/0.1(K%,,4(,F%-3O&%,*

作者 成因

李世瑜

"

&:"$

$

蛤蜊堤"

/EK33(26LF7=M

S

K

$又称蛤蜊
$

"

N{I

S

$(蛤蜊冈子(沙岭子(岑子地及岑子垒等叫法#所谓的蛤蜊堤就是高出地表的由各

种介壳及其碎屑混以砂粒"砂土$而成的一种堆积层#蛤蜊堤的成分各地并不相同!

&

一种成分是棕色或灰棕色粗沙含有魁蛤(

竹蛏(牡蛎(毛蚶(锥螺(轮螺(强棘红螺(笠贝(车渠贝等以
l

粗沙
l

代称%

'

另一种成分是以黄色细沙为主夹以魁蛤(竹蛏(牡蛎

等少数几种软体动物遗体等以
l

细沙
l

代称

王颖

"

&:"8

$

贝壳堤"

/EK33(26LFO=M

S

K

$主要是由贝壳物质所堆积成的沿岸沙堤"或称沿岸砂堤(滩脊等$#发育在海滩上而与海岸线平行排

列并构成自然垄岗状#主要因素为!

&

自然地理!坡度一般在
%4%&

"

%4%%C

之间&

'

海洋水文条件!往往在缺少淤泥混浊的淡水

汇入岸边时#而使贝类才能得以大量繁殖&

(

以激浪作用为主的动力和开阔的地理环境#激浪对海底具有强烈的冲刷扰动作

用#掀起滩底泥沙并推向搬运至岸边堆积在高潮线附近#岸边泥沙逐渐堆积加高而形成的物质

赵希涛

"

&:!%

$

贝壳堤"

(EI=K77=M

S

K

$#

&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沿岸堤#其形成必须兼备适于繁殖#并被大风浪扰起和带至岸边堆积的底质(坡度

与水动力等条件#这几种互相关联的环境条件与携带巨量细粒物质的大河注入与迁走密切有关%在渤海湾西岸#黄河对贝堤

的发育起着总体有利与局部不利的双重作用%

'

黄河泥沙所形成的粉沙和淤泥质海岸#使贝类物质成为相对较粗的成堤物

质#然而#黄河注入巨量泥沙浑化了海水#降低了波浪水流的冲刷力#使三角洲迅速扩大#不利于贝堤在河口及邻近岸段形成

蔡爱智

"

&:!&

$

贝壳堤"

(EKI=K7=M

S

K

$#淤泥质海岸贝壳堤的发育过程#依海岸多种因素的改变而转移#任何岸段贝壳堤的形成#必须具备下列

条件!

&

海湾淤泥
l

收入
l

小于
l

支出
l

"滦河自渤海湾北部入海#形成链状沙岛#大量淤泥运进岛后形成大片海积平原#使渤海湾

淤泥大量
l

支出
l

$%

'

浅滩坡度逐渐增大到一定数值使波能加强到足以把浅滩上的贝壳向岸推移"自坡足处开始
&%%<

以内

为
&s&%%

&向海
&%%

"

#%%<

以内为
&s$%%

#在
#%%<

以外为
&sC%%

"

&s"%%

$

薛春汀

"

&:!:

$

贝壳堤!亦称海滩脊"

ZK6@E7=M

S

K

$#

&

形成机制!是不同时期三角洲废弃后破坏期的产物#由于河流改道#沙供应大为减少#在

风暴潮作用下贝壳与沙堆积成脊&

'

废弃原因!新的三角洲在贝壳堤前形成&

(

脊之间的沉积相!三角洲平原&

.

脊的时代!

l

一

道贝壳堤
l

实际由不同时期形成的若干列贝壳堤组成&

/

脊之间的距离!大者十余千米至数十千米&

0

存在状态!出露地表或被

冲积物埋藏

刘雪松3

"

&::9

$

贝壳堤!一般可分为滨岸贝壳堤和三角洲平原滩脊贝壳堤%滨岸贝壳堤分布在潮上带乃至高潮线上&三角洲平原滩脊贝壳堤

分布在三角洲洪泛沉积物上%贝壳堤的成因主要是由于泥质三角洲停止进积后#潮下带的贝壳受波浪#沿岸流的筛选#在向岸

风浪的作用下#向陆搬运且堆积于高潮位而形成的#其动力是向岸风浪#也包括风暴潮%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发育主要受到各

个时代古黄河三角洲的控制

王宏

"

$%%$

$

贝壳堤"

(EKI=K7

$!渤海湾西岸年轻贝壳堤的形成经历
#

个主要阶段
&

水下沙坝阶段!完整的贝壳堤的基足"堤的底部
;

下部$从

下伏潮间带
;

潮下带上部的泥质沉积中筛选堆积而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与下伏层呈突变接触#含有大量泥质%

'

障壁岛
;

沿岸堤阶段!砂坝进一步发育#形成障壁岛#岛后为受海水影响的泻湖
;

潮坪中(低位盐沼%

(

风成沙丘阶段!这是
$

堤特有的#

风力强盛时贝壳堤可进一步发育为风成沙丘

王强

"

$%%9

$

贝壳堤"

/EK33

U

7=M

S

K

$#目前海岸上贝壳堆积大致有
#

类!

&

自中潮坪
;

高潮坪
;

滨海低平原上的沿岸堤&

'

潮沟
;

潮汐河道型
l

贝

壳堤
l

#为潮汐河口湾顶或潮道外侧风暴贝壳堆积"自潮汐通道水下堆积延续到低地$%

(

三角洲平原在大风或风暴潮作用下

出现的无序贝壳堆积

岳军5

"

$%%9

$

贝壳堤!亦称障壁砂坝"

Z677=K7L6IM;P67

$#是由于波浪或潮汐流的动力作用比河流"携沉积物$入海时的能量大#继而对沉积物

持续的冲刷
;

掀筛
;

卷扬等作用的合力#形成一系列障壁砂坝或海滩脊等砂体#组成结构与海岸大致呈平行排列#构成障壁砂坝
;

泻湖体系%大致分三种类型!

&

连续式#砂坝形成时逐渐向海推进#泥砂不断补给且来源充足#由近滨下部至上部砂坝的颗粒

逐渐变粗的层序&

'

固定式#砂坝形成时基本是无位移的%

(

超伏式#砂坝向陆地推进时#砂坝堆积覆于泻湖沉积之上#在上下

层序的粒度上没有什么规则的变化&

.

无序式#砂坝的后面向陆一方的潮坪上#有时发育冲溢扇#这是巨大的风暴潮期海浪冲

过砂坝而形成的一种扇状堆积砂体

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为了探讨贝壳堤的成因

以直观(扼要的框图形式加以叙述#如图
:

!渤海湾

西岸贝壳堤成因机制框图#从基础理论的概念上分

析#渤海湾是局部海而不是广海"广海为无障壁海

岸$#本文构成的局部海为山东庙岛列岛+辽东半

岛#而恰是山东半岛"庙岛列岛$+辽东半岛一线组

成了障壁海岸%障壁海岸形成的三角洲基本以科珀

河三角洲和喙状三角洲等为主#只有科珀河三角洲

和喙状三角洲才能形成障壁砂坝#也就是说物质来

源为砂质即形成障壁砂坝#物质来源以贝壳为主则

形成"障壁$贝壳堤#物质来源如果以砾石为主则形

成"障壁$砾石堤#如秦皇岛所形成的多道砾石堤B

%

通过以上资料的分析#贝壳堤的成因若以障壁砂坝

的概念表述可能更符合本区的客观规律性以及笔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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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所提出的基本理论的原则性#下面就简单讨论一下

障壁砂坝的成因机制%障壁砂坝"贝壳堤$的形成是

海岸前缘的潮汐及波浪作用将大量的陆棚沉积物中

的砂粒冲至海岸堆积而成&由于波浪与潮汐流的共

同作用比河流带入沉积物时的能量大继而对沉积物

不断冲刷
;

掀筛
;

卷扬作用的合力#于是形成一系列

位于高潮线上的平行于海岸的障壁砂坝及海滩脊等

砂体%障壁砂坝往往与其他沉积共生组成一复合体

系#常见的结构有障壁砂坝+泻湖体系%一般有三

种类型!

&

连续式#砂坝形成时逐渐向海推进#泥砂

不断补给并来源充足#由近滨下部至砂坝的颗粒逐

渐变粗出现一种由下而上逐渐变粗的层序%

'

固定

式#砂坝形成时基本是无位移的%

(

超伏式#砂坝向

陆地推进时#障壁砂坝堆积覆于泻湖沉积之上%

.

无序式#障壁砂坝的后面向陆一方的潮坪上#在其上

下层序的粒度上没有什么规则的变化+发育冲溢

扇#这是巨大的风暴潮期海浪冲过障壁砂坝而形成

的一种扇状堆积砂体%以上是笔者对贝壳堤成因的

初步认识%现将多年来有关专家的各种不同认识列

于表
8

#以便与同行共同讨论与切磋%

?4<

!

几种成因意见的讨论

从表
&

中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认识!

&

狭义的

贝壳堤的概念#即指以含生物贝壳为主的堆积物"或

含贝壳的多少作为定义的标准$&

'

贝壳堤堆积体的

成因&

(

广义的贝壳堤概念#即如李世瑜先生所定义

的北)粗*南)细*的堆积特征#将贝壳堆积与砂体堆

积视为一堆积的整体#即本文笔者所叙述的障壁砂

坝概念%

9

!

结论

图
: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

&

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

表明渤海湾西岸的贝壳堤主要以障壁砂坝为主&

'

山

东半岛+辽东半岛构成了渤海湾的障壁海岸!只有存

在障壁海岸才可能发育障壁砂坝"障壁岛#障壁滩$&

(

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科珀河

型三角洲与喙状三角洲两种类型的三角洲才有可能

形成障壁砂坝"障壁岛#障壁滩$&

.

渤海湾的障壁海

岸所形成的科珀河型三角洲与喙状三角洲两种类型

的三角洲是形成贝壳堤"障壁砂坝$的物质基础#障壁

海岸才是形成贝壳堤"障壁砂坝$的主要成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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