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33 期

19 5 5年第 1 期 岩相古地理

S u m N o 。

33

N o 。

1 , 19 88

涸洲岛考察记实

烧 荣 标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涸洲岛 (图 1 ) 位于我 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以南 3 6海里
,

面积约 26 k m 2 ,

形 状 椭

圆
,

南部海拔 7 6
.

0一 79
.

8 m
,

北部海拨 n 一13 m
,

向北平缓倾斜
,

是一个在更新世时期 由火

图 1 油洲岛及交通位置图

山喷发而形成的海岛
。

共有两个火山口
,

一个在南湾正南方约 500 m远的海中
,

另一 个 在 岛

的东部横岭山
,

海拔 1 6
。

7 m
。

岛的本部主要出露灰黑色橄榄玄武岩和火 山碎屑岩
,

表土为火

山碎屑岩的风化物及新生界含生物碎屑的砂泥沉积
,

丛生亚热带型的乔木
、

灌木和 草尹本
,

植

物
。

该岛东部和北部的边缘有宽广的滨海沙滩
。

南部和西部有美丽的海蚀地貌
。

在沿岛几十

里长的海岸线上
,

现代海洋生物种类繁多
,

海潮落退之后历历在目
。

因此
,

该岛是考察现代

海洋沉积和现代海洋生物的理想地区之一
。

19 8 7第 1 1月
,

笔者参加中国古生物学会双壳类
、

腹足类学科组会议
,

有机会对该岛进行

现场考察
,

现结合会议资料将有关情况记述于下
,

供以后进一步考察时参考
。

一
、

地 貌

润洲岛微地貌有五种类型
,

即 , 海蚀崖
、

海蚀洞
、

海蚀平台
、

沙堤和羊背残丘
。

海蚀崖
:

见于大岭
_

西批手
_

三悠庸
_

南湾
_

布棋 手等她
。

海拨 介 于 49
.

6一 7 9
`

s m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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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块
。

剖面上可见到几十个下粗上细的沉积韵律
,

每一韵律的中部有相当发育的交错层理
,

上部为水平层理
,

风蚀后形成美丽的图案花纹
。

海蚀洞
:

是海浪强烈冲击作用的产物
。

见于海蚀崖上的不同高程
,

在三婆庙可 见 到 三

级
,

洞的大小
、

深浅不一
,

形态各异
。

较高的两级沿火山碎屑岩层面发育
,

呈水平状延伸
,

低的一级在高潮线附近最发育
,

洞高 1 一 3 m ,

宽 2 一 4 m ,

多沿橄榄玄武岩裂隙发育
。

洞

内有大童现代生物碎屑的堆积
。

三级不同高程海蚀洞的形成
,

证 明该岛从更新世以来有过三

次抬升
。

海蚀平台
:

见于东拱手和西拱手两地
,

月退潮后平台宽遴 1 k m左右
,

日退潮时也有 1 00 m

以上
,

高潮时则被海水淹没
。

东拱手的由椰榄玄武岩组成
,

地表坡度 3 一 4
。 ,

表 面 发 育

有海蚀沟
、

海蚀坑
、

海蚀洼地
。

西拱 手的由火山碎屑岩组成
,

含众多圆形的熔岩团块
,

熔岩

坠落的重力作用曾使地层产生圆形弯曲
,

犹如
“
大花碗中装一块巨大的鸡肉

” ,

星罗棋布
,

十分美丽
。

沙堤
:

分布于该岛的东部和北部边缘
,

都是现代的海相沉积
。

根据出露位置可分早期的

和近期的两种
,

早期的断续见于潮上带后部
,

由中一细粒生物碎屑砂组成
,

含灰色 淤 泥 粘

土言近期的见于潮上带前部
,

由中一粗粒腹足类
、

双壳类
、

珊瑚类碎屑组成
,

美丽的生物残片

随手可得
,

沙净洁白
。

但沙堤经常遭到高潮海浪的破坏
。

沙堤之间为沙滩
,

略有积水
。

羊背残丘
:

分布于涸洲岛本部
,

相对高差 3 一 s m ,

背圆沟平
,

北西走向
,

由南向北 绵

延起伏
,

犹如羊群奔跑
。

二
、

潮汐

涸洲岛的气象特征列于表 1
。

这里水温高于气温
、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

海水含 盐 度 稳

定
、

风力强
、

海浪作用明显是其特点
。

影响这里海面 的海流有三支
, 一支是北部湾东岸北上

的外海高盐水
,

另一支是北部湾西岸南下沿岸水
,

再一支是琼州海峡北上 的次高盐水
。

这里

的潮汐可分月潮和 日潮两类
,

月潮每月有两次
,

日潮每 日有一次
,

每月有几天是月潮和 日潮

的混合潮
。

涨潮期每日有 8 小时
,

向东或东北流
,

退潮期每 日有 16 小时
,

向西或西南流
。

平

均潮差 2
.

l m
,

最大是 4
.

2 7 m
,

潮差大小随潮坪坡度和波浪方向不同而转移
。

该岛南部为侵蚀

岸
,

石质基底
,

潮坪较窄
,

潮差大
。

北部 为沉积岸
,

砂质基底
,

潮坪则较宽
,

潮差小
。

潮坪

衰 1 涸 洲 岛 气 象 特 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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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和规模也影响着现代生物门类
、

属种
、

数量和分布状况的不同
。

潮坪大致可 以看出潮上
、

潮间
、

潮下三个地带
。

潮上带仅在月高潮期间被海水淹没
,

平

时都露出水面
。

潮间带每天都受日潮涨落的影响
,

时淹时露
。

潮下带每天都被海水淹没
,

水

深 1 一 Z m ,

但 日退潮时有一些珊瑚礁坪露 出水面
。

在涸洲岛沿岸
,

潮上
、

潮间
、

潮下三个

地带划分 的具体界线是很模糊的
,

潮下与浅海之间的界线也是模糊的
。

三
、

地层及沉质特征

涸洲岛的地层可分出更新统和全新统 两部份
。

更新统
:

自下而上有橄榄玄武岩
、

火 山碎屑岩
、

生物屑
“
碳酸盐岩

” 三种岩性
。

橄榄玄

武岩呈灰黑色
、

致密结构
、

不显层理的块状构造
,

但节理 比较发育
。

是更新世两次火 山喷发

作用的产物
,

构成涸洲岛的
“ 基座 ” 。

可见厚度约 15 m
。

火 山碎屑岩出露较广
,

覆于橄榄玄

武岩之上
,

该岛南部厚达 60 m ,

向北部逐渐减薄
,

岩石呈灰黑色
、

胶结紧密
,

最厚处有十多

个沉积韵律
,

每一韵律的下部呈细砾状
,

主要成分是熔岩碎屑
,

形状滚圆
、

粒径不等
,

大的

0
.

5一 1
.

oc m
、

小的 l 一 2 m m
,

相互镶嵌
,

成层产出
。

中部为灰黑色火 山凝灰岩 间夹少量浅

黄色生物碎屑层
,

交错层理
、

波状层理
、

斜层理十分发育
,

还 包含一些直径 l m 左右的熔岩

团块
,

形状似
“
瘤

” 。

上部主要是火 山凝灰岩与生物碎屑的互层
,

黑
、

白相间条带状构造明

显
,

岩石细粒结构
,

水平层理 比较发育
,

也可见到一些薄层状的交错层纹
。

生物屑
“
碳酸盐

岩
”
仅分布于涸洲岛北部

,

在北港
、

后背塘
、

荔枝山一带
,

岩石呈 浅灰白色
、

中厚层状
、

胶结

紧密
,

主要成分是松枝鹿角珊瑚的残骸
,

一致长 3 一 5 o m ,

径 1 c m 左右
,

堆积杂乱无章
,

出露厚度大于 3 m
。

可用以切成条石作建筑材料使用
。

全新统
:

主要是现代潮坪环境的生物屑砂及生物屑
,

以沉积海岸的潮上带和潮间带上部

比较发育
。

潮上带潮坪具有不同的微地貌单元
,

前部和后部是沙堤
,

堆积物 以中粗粒和中细

粒砂为主
,

棱角状
、

表面粗糙
。

沙堤之间为沙滩
,

浅凹形
,

堆积物以细粒及粉砂为主
,

沙滩

表面受地表水的影响
,

往往形成密集的辫状细水槽
,

其中流水微咸
。

潮间带上部潮坪的堆积

物以中粒砂为主
,

半棱角状
,

潮坪呈斜坡形
,

表面有极其发育的波浪构造
,

波高 2一 3 c m ,

迎浪

面缓
、

背浪面陡
、

波峰平顶
,

平行于海岸线延伸
,

波痕带出露宽度约 2 00 m
。

在潮间 带下部
、

潮下带及石质潮坪只有少量单壳类
、

双壳类
、

珊瑚类残骸的零星堆积
,

没有成层的沉积物
。

四
、

生物及其组成

涸洲岛地处亚热带
,

其生物都为热带
、

亚热带广温性种类
。

由于这里受到三支不同性质

海流为 豁向
,

主 勿 中美且 交育lJJ 尹有每北 邹沿岸和化部 湾 北部沿岸的生物性质
,

具有过渡

地带的特点
。

根据涸洲岛潮坪环境的生物情况观察的结果
,

以潮间带中部以下 的部分生物最为丰富
,

在这里以藻类
、

多毛类
、

甲壳类
、

单壳类
、

双壳类
、

珊瑚类占绝对优势
,

其中又以后四类最

具特色
。

由于潮坪基底性质 的不同
,

各类生物的生物量和密度也存在着差别 ( 表 2 )
,

表现出

岩质潮坪 明显高于沙质潮坪的特点
。

井且各类生物 以固着
、

凿穴
、

爬行
、

漂游四种方式
,

相

互交织而群分类聚在特定的地理环境
,

形成生物的自然分带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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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栩洲岛潮间带生物类群生物妞及密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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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生物量 ( g / m Z ) , 亚一生物密度 ( 个 / m Z )

1
.

石质潮坪

以猪仔岭
、

竹庶察
、

滴水村
、

石盘滩几点为代表
。

潮上带
: 只有少量大小不等的生物残骸

,

粗细不同的生物沙
,

现代生物很难见到
。

潮带间
:

现代生物比较丰富
,

根据主要成分 自上而下大体可分出螺
、

藻滩
,

牡蜘滩
,

和

滕壶滩三个生物带
。

螺
、

藻滩地表比较平整
,

固着生长短小的绿藻
、

蓝绿藻和红藻
,

亮绿和紫红颜色醒 目
,

但不同颜色的形态很不规则
,

大致是绿藻一蓝绿藻一红藻的规律
。

藻滩上常见的爬行生物是

单壳类
,

如滨螺超科 ( L i t t o r i n a e e a )
、

蟹守螺超科 ( C e r i s h i a e 。 a
) 的一些属种

,

尖锥形
、

长锥形
,

个体长 2 一 3 c m
,

表面装饰各不相同
,

群居生活成簇状
,

一簇往往有几 十个
,

有

较强的耐干
、

耐早的能力
。

牡蜘滩地表不平整
,

散见一些大小不同的岩块和礁块
,

在这些块体上固着生 物种 类 繁

多
、

形态各异
、

数量丰富的不带刺牡蜘群
。

常见的是叶片牡 砺 ( O : t er 。 ( L o p h。 ) 了oI `。 ,

L i n n e )
、

僧帽牡蜘 ( O
s r r e a e : : c u l l

。 t a B r o n
)

、

团聚牡妨 ( O o t : e。 ( P夕 c o o d o n t 。 ) 9 10 -

川 or at a G。 时 d) 等
。

牡蝎贝壳极不规则
,

厚而坚硬
,

双壳左大右小
,

左壳用以固着 抵 抗 海

浪冲击
,

右壳张启滤食水中食物
。

但个体为夺取立足之地
,

存在强烈的生存竞争
,

成群牡蜘

相互重叠
,

致使下面个体往往窒息而死亡
,

在岩块上形成很厚的牡蜘层
,

非常坚硬
。

滕壶滩地表极不平整
,

岩块和礁块大量存在
,

固着生长台湾黑滕壶 ( T et ar cl `at S q 。 。 -

, o s a
f

o m o ; a o a H i r o
) 为主的滕壶群

,

形圆锥
,

吻板与峰板间一般直径 3 o m m
、

高 2 0 m m
。

在浪涛冲击厉害的岩块上
,

往往可 以密集成很大的群落
,

其中也 散 见 一 些带刺的刺牡蜘

( O s t r e 。 。 c h i 。 。 t 。 a z w y e t G a i m a v d )
。

在牡蜘滩和膝壶滩底部
,

往往发育着海蚀沟
、

海

蚀坑
、

海蚀洼地等微地貌
,

形成许多小生境
,

通常都有积水
,

堆积少量生物屑和生物沙
,

其

中见生物有三优梭子蟹
、

日本媳
、

紫海胆
、

花冠芋螺
、

玛瑙芋螺
、

织锦芋螺
、

疵编芋螺
、

黄

芋螺
、

猿头蛤
、

草墓海菊蛤等
。

在岩块和礁块之间及其底部的石缝中
,

则常见卵黄宝贝
、

阿

文经贝以及大型的斑马蹄螺
、

塔形蹄螺等等
。

潮下带
:
据调查资料其生物种类很多

,

但 占优势的是珊瑚类和双壳类
。

这次考察由于风

浪作用强烈
,

因而实地观察很少
。

就在水深 l m 的范围内可见
,

主要是珊瑚滩
,

滩底布满珊

瑚的残骸
,

其上又生长着珊瑚虫
,

墨绿色和浅绿色
,

非常美丽
。

常见的有群体椭圆状多边形

蜂巢珊瑚
、

脑髓波纹状扁脑珊瑚
、

矮圆块状菊花珊瑚
、

扁砒块状盔形珊瑚
、

牡月状立片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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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月珊瑚
,

但最具特色的是树枝分叉状松枝鹿角珊瑚特别发育
,

成片分布
,

犹如海水中灌木

丛
,

高大的部分退潮后露出水面
,

形成宽广的珊瑚坪
,

极为壮观
。

2
.

沙质潮坪

以横岭和北港两点为代表
。

它与石质潮坪的区别在于潮间带中上部至潮上带都由生物屑
、

生物沙所组成
,

生物极少
。

潮间带下部至潮下带除含有较多的生物屑
、

沙而外
,

在生物量

和生物密度方面远不及石质潮坪的那 么丰富
。

潮上带
:
由粗生物屑沙堤

、

细生物屑沙堤及细沙滩所构成
,

没有发现现代生物
。

潮间带
: 它的中上部是一宽广的斜坡形中粒沙滩

,

波浪十分发育
。

地表生物只有滨螺和

蟹守螺
,

特点是单个散布
,

不成簇状
,

壳 口一律向海
,

壳顶向陆
,

可能是为了排 除海浪 的横

向冲击
,

涨潮时可 以迅速 进入海区的缘故
。

在一些蟹守螺空壳内
,

寄生一些体态很小的的寄

居蟹 (尸
a g ur su )

,

它头胸扁
、

腹部柔软
、

两对触角
、

步足为鳌足
、

左右不等大为特征
,

驮

着螺壳触之爬行很快
,

在沙滩上留下许多态形各异的痕迹
。

潮间带下部一般由珊瑚礁 块 组

成
,

固着生物很难分出牡砺滩和滕壶滩
,

而形成牡砺一滕壶混合滩
,

以滕壶为主
。

出露宽度

较窄
,

通常不足 100 m
。

潮下带
:
基本上也是珊瑚滩

,

但最多的是蜂巢珊瑚
、

菊花珊瑚
、

盔形珊瑚和牡丹珊瑚这
些矮而圆的类型

,

纤细高大 的鹿角珊瑚很少发现
。

五
.

、

几点体会

1
.

研究古代的潮坪和浅海的沉积及生物
,

不能缺少现代潮坪和浅海的沉积及生物的知

识
。

从涸洲岛的短暂考察中
,

证明沉积特征和生物特征都严 格地受到环境差别的控制
。

引导

我们
“
将今论古

” 去识别古代不同环境下的岩相古地理
。

2
.

研究古代潮坪和浅海较研究现代潮坪和浅海要困难得多
,

当观察古代沉积若于地层

剖面时
,

要得出剖面所处的环境位置
, “
时

、

空观念
” 、 “

海
、

陆观念
”
就显得特别重要

。

只

有时
、

空结合
,

海
、

陆结合
,

古
、

今结合
,

沉积
、

生物结合
,

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古地理结

论
。

3
.

研究古代岩相古地理要和研究现代沉积环境相结合
,

进行比较沉积学研究
,

并立足

于细心观察和认真思考
,

工作者要力争
“ 一专多能

” ,

多学科的广泛联系
,

才能达到认识岩

相古地理的目的
。

笔者深切感谢中国地质大学
、

湖北省古生物学会提供涸洲岛这一良好的学习基地和丰富

的学习资料
,

感谢会议组织者殷鸿福教授的盛情邀请
,

感谢黄炳祥
、

周修高老师在现场所作

的认真讲解和指导
。

否则
,

笔者将一无所获
。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