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5

1 9 9 5
岩 相 古 地 理

V
o
l

.

15 N
o

.

O e t
.

1 9 9 5

以水系特征为基础划分三角洲平原类型

路秀琴 董宇

(淮南矿业学院 )

〔内容提要〕 在对分流水道体系沉积特征以及水系形状几何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

划分出常见的

5 种三角洲平原类型
:
它们分别是弯曲状分流

、

网状分流
、

树枝状分流
、

潮枝状分流和潮网状分

流三角洲平原
。

阐述了三角洲平原类型组合形式及其演化与三角洲床系的关系
。

关链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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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沉积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

而三角洲平原也常成为人类经济建设活动的

重要区域
。

然而无论是三角洲沉积所形成的矿产资源储量
,

还是三角洲平原是否适合人类经

济建设活动都与三角洲平原类型密切相关
。

T
.

iE h ot t ( 1 9 7 8 )将三角洲平原划分为河控和潮

控两种类型
,

C ol e m an 等 ( 1 9 7 6 )将三角洲平原划分为河流
一

上三角洲平原
、

下三角洲平原及

其过渡带
,

笔者通过研究分流水道体系沉积特征
,

以及分形儿何特征与环境物理参数的关

系
,

以分流水道体系 (或水系 )为基础对三角洲平原类型进行了初步划分
。

1 据水系格局划分三角洲平原类型

分流水道体系或水系格局的不同
,

不但表现直观而且受控于一些重要环境参数和形成

条件 (表 1 )
,

如潮网状分流体系具有流量大
、

滨外坡度和平均波浪功率小
、

潮差较大等环境

参数特征
。

因此
,

据三角洲平原中不同分流水道体系所占据的区域划分不同类型的三角洲平

原
,

不但类型划分明确而且反映了主要环境参数和沉积特征的差异
。

按主要分流格式类型划

分出五种相应的主要三角洲平原类型
。

表 1 分流水道体系类型与环境参数关系

aT b le 1 D i s t r i b u t a r y e b a . n e l s y s et m t y Pe s a dn e n v lor n m e n tal P a r a m e te r s

分分流水道体系系 分维值值 流量量 洪峰指数数 滨外坡度度 平均波波
繁繁

河 口数数 编号号

((((((( m
3
/
s
))))) ( % ))) 浪功率率率率率

((((((((((((( J/ S )))))))))

弯弯曲状分流体系系 低 < .1 3000 3 3 1 6
.

9 555 2
.

1444 1 8
,

111
·

8 9
.

888 1
.

1 555 1
.

333 111

树树枝状分流体系系 高> .1 4000 6 4 1 9
.

555 1
.

6 555 5
.

333 0
.

4 6 888 0
.

555 1777 222

潮潮枝状分流体系系 中 1
.

3 0一 1
.

4 〔〔 4 9 3 6
.

666 2
.

1 444 5
.

888 3
.

7 3 777 3
.

555 3 777 333

潮潮网状分流体系系 高 > .1 4000 2 35 2 999 1
.

6 444 1
.

4 555 0
.

3 9 000 3
.

1 555 999 444

注
:
3一8 栏数据 C ol e m an 等 (1 9 7 5)

。
1

.

为马格达雷那河
、

圣弗兰西斯科河
、

尼罗河和塞内加尔河 5 个三角洲平均值
;

2
.

为密西西比河
、

巴拉那河
、

科尔维尔河
、

哥达瓦里河和第聂伯河 5 个三角洲的平均值门
.

为伯德金河
、

奥德河和媚公河 3

个三角洲的平均值
; 4

.

为尹洛瓦底江和恒河
一

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的平均值
。

. 本文 1 9 9 5 年 5 月 7 日收稿
。



1 9 9 5 年 ( 5 ) 以水系特征为基础划分三角洲平原类型

1
.

1 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指在三角洲平原中离散分布的中等至高度弯曲的分流河道的区域
,

亦即弯曲状分流河

道体系所分布的区域
。

其分流河道充填点坝发育
,

水道侧向迁移相对较强烈而形成蛇曲带
。

分流河道分叉少
,

水系简单
,

地下水位较深
。

据巴布亚湾上三角洲平原和罗访河三角洲中的

弯曲状分流河道体系所度量的分维值 D 分别为 1
.

2 86 和 1
.

0 46
,

圣弗兰西斯科河和塞 内加

尔河三角洲分流体系的分维值也在 1
.

0 至 1
.

1之间
,

分维值相当低
,

表明此类三角洲平原水

道结构简单
,

水系不发育
。

在河控和潮控三角洲类型中
,

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主要分布在

上三角洲平原
,

如密西西 比河和巴布亚湾三角洲的上三角洲平原
。

淮北北部的 K
3

砂岩沉积

时期为河控三角洲的上三角洲平原中发育以弯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在波控三角洲中
,

此类型

三角洲平原可从上三角洲平原一直延伸至下三角洲平原
,

如罗访河三角洲
。

据 o o m ke ns

( 1 9 70 )研究
,

现代罗访 河三角洲平原上分布着具有中等弯曲
,

侧向迁移较强烈
,

在整个三角

洲平原上形成宽 s km 的曲流带的混合负载分流河道
,

属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1 2 网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指在三角洲平原中广泛发育网状分流河道体系域
。

水系发育
,

分流纵横交错并交织成

网
。

分流河道侧向迁移不明显
,

位置较固定
。

地下水位较浅
,

网间湿地发育
。

很少受海洋的

影响
,

以淡水环境为主
,

据珠江三角洲平原中网状分流河道体系所度量的分维 D 达 1
.

43 3
,

较高的分维值表明此类三角洲平原具较复杂的水系结构
。

此类三角洲平原一般介于弯曲状

分流三角洲平原与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之间
。

珠江三角洲平原主体部分与此类三角洲平

原相当
。

据研究
,

珠江三角洲在江门一容奇一黄埔一线之西北至思贤落一江高镇一带之南地

区
,

分流河道纵横交织形 成稠 密的水 网
,

地 势较平缓
,

水道坡 度极 小
,

平均为 0
.

0 23 一

0
.

03 7环
。

网间以湿地为主
,

形成众多的积水尘塘
,

为网状分流河道体系
。

该区域应属网状分

流三角洲平原
。

皖北二叠系地层中也有此类三角洲平原发育
。

1
.

3 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指三角洲平原中树枝状分流河道体系所分布的区域
,

此类三角洲平原无论在古代还是

现代的河控三角洲沉积中均十分常见
。

由于河道冲裂作用强烈
,

河道分叉频繁
,

水系发达
,

但

不交织成网而呈树枝状
。

分流河道侧向迁移不明显
,

据拉福切朵体中树枝状分流体系所度量

的分维值 D 达 1
.

61 3
。

表明此类三角洲平原具较复杂的水系结构
。

这种树枝状分流河道在三

角洲平原上广泛分布
。

此类三角洲平原可从上
、

下三角洲平原的过渡带一直延伸至下三角洲

平原中
。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拉福奇朵体是十分典型的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两淮地区

二叠系地层也有此类三角洲平原发育
。

1
.

4 潮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主要出现在潮控三角洲平原中
。

简单分叉向河 口张开的潮枝状分流水道穿越三角洲平

原
,

潮枝状分流水道与分流间潮坪沉积密切共生并构成此类三角洲平原的主要沉积单元
。

据

渭公河三角洲中潮枝状分流体系所度量的分维值 D 为 1
.

3 8 6
,

较低
,

表明此三角洲平原水系

不甚发达
。

如奥德河三角洲
,

喇叭形的分流水道中分布有许多浅滩并发育双向交错层理
,

偶

尔有粘土盖层
,

简单分叉的分流水道与分流间大片潮坪沉积共生
。

1
.

5 潮网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主要出现在中潮差
、

滨外坡度较小的潮控三角洲的下三角洲平原中
。

密集交错的潮控分

流水道网切割了下三角洲平原
,

分流间为河流带来的沉积物经潮汐改造而形成潮间坪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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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水道内部沉积构成和共生相均有别于上述网状分流河道体系
。

潮网状分流水道与潮间坪

沉积构成此类三角洲平原的主要沉积单元
,

据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巴布亚湾下三角洲平原

中潮网状分流体系所度量的分维值 D 分别高达 1
.

7 63 和 1
.

67 2
,

具有三角洲平原分流体系

的最高分维值
,

表明此类三角洲平原的水系最发达
、

结构最复杂
。

2 三角洲平原组合规律及演化与三角洲体制的关系

2
.

1 类型组合规律与三角洲体制关系

三角洲平原类型组合形式与三角洲体制密切相关
,

这是因为影响和控制分流水道类型

及其组合形式的主要因素
,

往往也是决定三角洲体制的重要因素
。

前述 5 种三角洲平原常见

有以下 5种组合形式出现于不同类型的三角洲体制中
。

1
.

弯曲状分流
一

网状分流
一

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这是一种河流作用为主
,

而波浪和

潮汐作用均较弱的三角洲平原组合形式
,

皖北二叠系含煤地层中有此型三角洲平原组合发

育
。

1
.

弯曲状分流
一

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这是另一种且十分常见的河控三角洲的三角

洲平原组合形式
,

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有此型发育
。

皿
.

弯曲状分流
一

潮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是潮控三角洲的三角洲平原一种组合形式
,

如

奥德河三角洲即属此类
。

N
.

弯曲状分流
一

潮网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这是潮控三角洲的三角洲平原组合形式
,

如巴

布亚湾三角洲即为此型
。

v
.

单一弯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在滨外坡度较大
,

波浪作用强烈的波控三角洲中发育此

型
,

如罗访河三角洲
、

尼罗河三角洲等
。

.2 2 三角洲平原类型的演化

三角洲平原类型及其组合形式的演化反映三角洲体制的演变
,

在河流作用强烈的三角

洲中
,

其三角洲平原组合形式为弯曲状
一

(网状 )
一

树枝状
。

当河口潮汐作用强烈时
,

网状和树

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不发育或被潮汐改造成潮枝状和潮网状三角洲平原
,

形成潮控三角洲
。

当滨外坡度变陡
,

波浪作用强烈时
,

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不发育或被波浪冲刷殆尽
,

仅形

成或仅残留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形成波控三角洲
。

反之对于早先为波控的三角洲
,

仅发

育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后期若河流作用相对波浪作用增强
,

则可由单一的弯曲状分流三

角洲平原向弯曲状分流
一

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组合演化
,

如多瑙河三角洲
,

南部的苏利纳

和格鲁普夫朵体为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北部的基利亚朵体的流量最高
,

河流作用较强

烈
,

发育有树枝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据曾科维奇 ( 19 6 6 )所恢复的北部朵体进积作用阶段表

明
,

早期为弯曲状分流三角洲平原
,

属波控三角洲朵体
;现阶段为弯曲状

一

树枝状分流三角洲

平原组合
,

相应地该朵体也演化为具河控性质的三角洲朵体
。

南部朵体则为波控三角洲朵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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