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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全新世海住问题
’

严 钦 尚 洪 雪 晴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

上海)

摘 要

本文讨论 了全新世海侵对长江 三角洲南部平原的影响
.

海进初期
,

长江
、

钱

塘江谷地首先遭海水浸淹
.

8 00 。一 7 5 。。年前的海岸线与古地形一 7米 等 深 线 相

近
.

7 。。。一6 5 00 年前
,

海平面 已与现代海面相当
,

海进达最大范围; 当时长江
、

钱塘江
、

东曹溪谷地为河 口湾
,

上海东部地区为浅海
,

杭嘉湖和泪幼昌平原有小型

海湾和渴湖
,

大湖周围丘陵区为滨海沼泽和淡水沼泽
.

7 00 。一4 00 。年前上海西部

岗身形成
,

4 0 00 年以来其东侧滨海平原快速向海推进
,

西太湖区封闭成 淡水 湖

泊
。

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的发育与全新世海侵有着密切联系
.

近年来
,

许多研 究 者从 地

层
、

地貌
、

微古
、

抱粉
、

考古和历史地理等不同角度讨论了本区全新世海侵与三角洲发育

的关系
〔‘一 ‘ ’ ,

取得了一些共 同认识
,

但仍有不少间题有待进一步探 讨
.

本 文 主 要 依 据

19 8 2年以来在本区钻探的岩心资料
,

并参考各方面研究成果
,

对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海侵

间题提 出一些粗浅看法
.

一
、

晚更新世末古地面

末次冰期引起的海退
,

在 1 5 oQO 年前海面达到最低位置
,

岸线退至现东海陆架边缘 水

深 155 米处
〔‘一 ‘’

.

当时陆架区为滨海平原
,

本区为其内缘延续部分
.

当时本 区长江谷地 被

侵蚀
,

一般深度为 50 一60 米
,

深槽达到 70 米
,

钱塘江下切约40 一50 米
,

两岸支谷也随之有

一定深度的侵蚀
.

钻孔资料揭示
,

全新统沉积层之下广泛存在一致密的硬土层
,

顶部常呈暗绿色或黄褐

色
,

每有铁锰结核
、

铁质斑纹
,

并散见钙质结核
,

向下渐变为黄色
.

组成硬土层物质多为

粉砂质粘土
、

粘土质粉砂和粉砂等
,

一般呈上细下粗
,

物源与宁镇一带的下蜀土类同
.

从

土层组构特征推断
,

这里原为低山丘陵区
,

在干冷气候条件下
,

土层长期暴露地表
,

也分

布有河流和湖泊
,

但后经脱水粘结
,

土层普遍地经历过成壤过程
.

硬土层一般厚 2一 6米

木文于 19 8 6年 2月 22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 9 8 7年5月 15 日收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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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处可达 8 米
,

在杭嘉湖平原
、

苏锡常平原以及眺漏平原基本上连续分布
,

太湖底部甚至

有大片出露
,

但在长江和钱塘江谷地缺失
.

而本区东侧的上海地 区该层则呈岛状散布
,

盖

因本区外缘区受支谷侵蚀较深之故
.

暗绿色硬土层顶部界面在各地埋深不同
,

反映全新世初期沉积底界起伏不一
,

这直接

影响到全新统在各地厚薄不等
.

本区第四系中常有多层硬土层
‘”

,

笔者认为全新统底 界

是自上而下埋深不 同的第一硬上层
,

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将第二硬土 层 作 为 全 新 统 的 底

界
〔”

.

根据杭嘉湖平原双林
、

石门
、

九里桥及太湖西部马灯等钻孔岩心分析 (图1 )
,

第

一硬土层 (上部硬粘土层 ) 之上
、

下各有一海陆过渡相沉积层
,

其上为第 I 海侵层
,

其下

为第 I 海侵层
.

微古
、

抱粉分析都示出第 I 海侵层具有全新世海进的特点
,

7 个抱粉带 反

映出本区全新世经历了冷干一凉干一暖热潮湿一凉干一温午一温暖湿润一温和湿润的气候

波动 ; 海进最盛期与暖热潮湿的大西洋期相对应
.

测年资料表明
,

双林孔该层下部贝壳为

7 3 7。士 1 40 年
,

九里桥孔该层中牡砺壳为7 4 。。士 80 年
,

马抒孔该层 下段 滨 海 相 淤 泥 为

8 7 03 士 3 0。年
.

在夹于两层硬土层之间的第 亚海侵层中发现有孔虫亚三刺 星 轮 虫刀
。te , 。-

, ot al :’a su bt , isP l’n os a Is h iz a k i
,

该种为晚更新世海进的特征种
,

在本区全新世海进 层

中未曾出现过
〔‘ 。’ ; 双林孔该海进层的贝壳测年 为 2 8 8 2 5 士 540 年

,

石 门 孔 同 层 腐 木为

24 28 5 士 3 2 。年
,

马好孔该层为2 1 6 70 士 3 40 年
.

由此可知
,

二海侵层之间的第一硬 土 层确

为全新统的底界
,

其下的第 I 海侵层应属于玉木亚间冰期海进
,

底部第二硬土层 (下部硬

粘土层) 显系早玉木冰期产物
.

前人把第一硬土层与河姆渡第四文化 层 (6 9 6。士 100 年 )

对比
,

将其归入全新统
,

而把第 l 海侵层当作 1 。。0 0一 7 5。。年前的沉积
〔”

,

此与实际测年

资料不符
.

九里桥崇
.

福 石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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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新世及更新世晚期地层对比图

晚更新世古地面的起伏直接影响全新统的厚度以及沉积环境的差异
,

故可根据第一硬

土层 (以下简写为硬土层 ) 的埋深来查明其起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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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沿长江
、

钱塘江谷地缺失硬土层
,

全新统 (河漫滩和河床沉积 ) 直接与晚更新

统软土层相接
,

这表明全新世初该地即为深切的河谷
.

上海地区的硬土层呈分散的岛状分布
,

说明该地遭受长江
、

钱塘江谷侧支流 明 显 切

割
,

相对起伏大于以西的太湖平原区
.

该层在上海东部埋深在一 25 一一30 米
,

在上海西部

为一 5一一 10 米
.

一般来说
,

全新统厚度在上海地区大于太湖平原 区
.

太湖及其四周平原地区于当时大体上为一微微高起的丘陵区
,

高出长江
、

钱塘江约50

米
,

并有外流的支谷和小沟谷
.

一 5米等深线的范围圈围了苏锡常平原
、

挑福平 原
、

杭嘉

湖平原的大部
、

吴江
、

青浦
、

嘉善以及大部分太湖水域 (图 2 )
.

在此丘陵区除了亚立 的

石山外
,

高出于一 2米等深线的高阜也有一定面积
,

由于小沟谷下切和侵蚀
,

一般有5一 10

米的起伏
.

在丘陵区外缘起伏增大
,

特别在湖州与杭州之间
,

即沿今东苔溪及附近湖沼地

带有一低谷沟通钱塘江与太湖西南部
,

并可能上溯到挑痛平原 ; 低谷区硬土层埋深为一 15

一一 25 米
.

另外
,

在昆山以东
、

金山县城
、

乍浦以东有长条硬土层缺失带
,

可能有分别流

注于长江
、

钱塘江的全新世早期支谷
.

图2 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中全新世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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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新世海侵沉积类型及分布

笔者等对于全新世海侵的认识主要是依据对岩心进行沉积结构研究和有孔虫组合的综

合分析
.

全新世海侵期间
,

在不 同区域
、

不 同时间形成各种沉积亚相
,

归纳起来
,

常见者

为下列 6 种亚相类型
.

1
.

浅海亚相

以灰
、

青灰色淤泥质粘土
、

粉砂质粘土为主
,

间夹灰色粉砂层
,

具水平层理
,

并可见

微波状层理和交错层理
,

局部含贝壳碎片富集层
.

有孔虫组合的主要优势种为毕克卷转虫

变种A m o o n 公a b o C C “ , ‘1 v a r
.

(L in 泌)
、

异地希望虫E IPh‘d ￡u o a d ” e , u 。 (C u sh m a n )
、

曼顿半泽虫H
a , z a o a ‘a 二 a n ta e o s‘s (G

a llo w a y e t M o r r e y ) 及五块虫诸 种Q
u ‘”g u e -

lo e u l‘n o s p p
. ,

常见种还有优美花朵虫F lo : ‘10 5 d e e o r o s (C u s h m a n e t M e C u llo e h )
、

筛九字虫诸种C讨加 on on ion
s p p

.

及浮游有孔虫等
.

该组合反映水深20 米左右的浅海
,

在

上海东部全新统沉积的中段分布较广
,

表明海进最盛时上海大部属浅海沉积
.

2
.

三角洲前缘一前三角洲亚相

沉积物主要为黑灰色粘土质粉砂
、

粉砂或淤泥
,

水平层理发育
,

并见波状层理
,

具碳

质条带和粉砂透镜体
.

有孔虫组合以亚洲砂壁虫A , 。。
oP 卿

, 。lla as ‘at ‘。a Pol ski
、

毕克

卷转虫变种为主
,

常见种有同现卷转虫A 。。o n ia a n , ‘C te n s
(p a r k e r e t Jo n e s )

、

缝 裂

希望虫E IPhid ‘u 。 。 a g e lla , ‘eu m (H
e r o n 一A lle n et E a r la n d )

、

曼顿半泽虫
、

凹 坑 筛

九字虫c , ‘乙: o , o n ‘o n 夕n 夕tho s : t。 : a tu。 (H
o ,

H “ e t W
a n g )

、

优美花朵虫
、

拉马 克 五

块虫Q
。‘n q u e lo e u l‘n a la o a : e k ia , a d

’
o r b i; n y等

,

并含异地希望虫
、

抱球虫 诸 种G lo -

bi ge
r in a s p p

.

等
,

反映受长江冲淡水影响的三角洲前缘一前三角洲环境
.

该组合主要 出

现于全新世海侵时水下三角洲及长江
、

钱塘江谷地的中段沉积中
.

3
.

河 口湾亚相

沉积物以粉砂
、

砂质粉砂为主
,

间夹少量粘土质粉砂
、

粉砂质粘土
.

沉积构造以微倾

斜层理和水平层理为主
,

并见缓波形层理及卷曲变形层理
,

下部存在小型冲刷面和再作用

面
,

上部见小型交错层理
.

有孔虫组合以小个体属种的富集为主要特征
,

反映水动力比较

强
.

广盐种
、

窄盐种混杂
,

优势种为奈良小上口虫EP
i: to m ‘, e lla n a , a e n : ‘s (K u w a 二。)

.

同时
,

凸背卷转虫A 二fn 。”掀
“。, ” e石d 。, “a Z h e n g

、

毕克卷转虫变种
、

缝裂希望 虫 也 具

一定含量
,

常见分子还有太平洋霍氏虫H oP 庵‘
。 : 伽a P。 “if沁 a Cus h m a n

、

具 缘 小 泡 虫

B讨俪认 a 。铆娜似 ta d
’
O r bi卯y

、

小个体的抱球虫等
.

该组合与现代杭州湾表 层 沉 积

中有孔虫群落颇相似
,

是强潮汐环境的埋葬群
,

且主要沿湖州至杭州间古谷地分布
,

显示

这里曾是全新世海侵期的河口湾
.

该组合亦见于岗身以东上海地区全新统的中上部层段
,

反映岗身形成以后
,

上海东部成为河 口湾环境
.

4
.

治湖亚相

青灰色粘土为主
,

粉砂质粘土
、

粘土质粉砂互层
,

水平层理发育
,

并见微倾斜层理和

卷曲变形层理
,

局部具虫孔扰动构造
,

水生植物茎叶呈直立分布
.

有孔虫组合中以毕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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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虫变种
、

缝裂希望虫占优势
,

其余常见种 有茸 毛 希望 虫E IP 从小
。。 h此少 d以。, C u -

s h m a n
、

孔缝筛九字虫C : ib : o n o n ‘o n P o , ‘s u t。, a lf: S
.

Y
.

Z h e ”g
、

先希望虫未定种P , o -

te lP从 di
。。 ”p

.

等
;
此组合的特点为广盐性种占优势

,

单种优势度较高
,

偶见少量 奈 良

小上口虫
、

凸背卷转虫及小个体的抱球虫等
,
有孔虫壳体 内常充填黄铁矿

.

该组合出现于

杭嘉湖平原
、

挑福平原全新统的中段
,

在珠径
、

松江一带则见于全新统的 中上段
,

辛庄
、

昆山也有分布
.

5
.

潮滩亚相

粉砂
、

泥质粉砂夹粉砂质泥
,

形成波形层理及水平纹层理
,

并具卷曲变形层理
.

自下

而上
,

颜色由青灰而灰黄
、

褐黄色 , 中上部灰黄色过渡带为芦苇
、

秧草等根茎富集层
,

层

面上分布有根茎空洞
,

周围形成铁锈色浸染晕斑
.

局部可见牡蜘
、

藤壶
、

织纹螺等滨海贝

壳及碎屑层
.

所含有孔虫个体较小
,

属种较多
,

既包括奈 良小上口虫
、

凸背卷转虫
、

太平

洋霍 氏虫
、

抱球虫等小个体壳
,

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广盐种
,

如毕克卷转虫变种
、

茸毛希望

虫
、

多变假小九字虫P s e o d 0 0 0 爪 o ” e lla o a , ‘a b‘l‘5 5
.

Y
.

Z h en g 等
.

岗身以东地区及挑

漏平原
、

嘉兴
、

桐乡一带全新统上段具有上述特征
.

6
.

滨海沼泽亚相

青灰色粘土
、

粉砂质粘士
,

水平层理最为常见
.

层面上常见到植物根茎残留的空洞
.

有孔虫属种较单调
,

通常由少数广盐种组成
〔’ ‘’

.

常见代表种为毕克卷转虫变种
、

多变假

小九字虫
、

江苏希望虫 E IPh‘d i。。 kia n g : : ‘e n s is (H
o ,

H u e t W a n g )
、

中里假上 弯 虫

P s e o d o eP
o n i了e s n a ka z a to e n s￡: (K u w a n o )

、

光滑九字虫N
o n io , 夕la br 。。 H o ,

H u e t

W a n g
.

孔缝筛九字虫等
.

该组合在苏锡常平原
、

挑漏平原及杭嘉湖平原等区分布 较 广
.

在其他地区全新统的下段和上段也有分布
.

上述各沉积亚相类型在不 同区域以不 同方式相互结合
,

据此可以简要地分出以下 3 个

沉积区域
.

1
.

长江
、

钱塘江河谷区

晚更新世末为河床
、

河漫滩
、

牛扼湖等亚相沉积
,

全新世海进初期
,

近河床带呈现为溺

谷
,

随谷底的加积相继出现三角洲前缘一前三角洲亚相
,

浅海亚相
、

河 口湾亚相
、

河 口 沙

坝及三角洲平原等序列亚相
.

1
.

海澳平原区

指全新世早期海岸线 (下详 ) 以东
、

以南地区
,

包括现今上海东部地区
,

平湖
、

海盐

沿岸地 区以及常熟
、

太仓等江边地带
.

晚更新世末
,

本区为河谷切割
、

侵蚀的平原
.

全新

世海侵形成滨海沼泽
、

潮滩亚相
、

浅海亚相
.

河口湾亚相
、

沙坝及渴湖亚相
,

最后演进为

潮滩亚相
.

1
.

太湖及周圈地区

指全新世早期海岸线以内古丘陵区
,

包括现今太湖及其四周平原
.

晚更新世受剥蚀及

河流侵蚀
,

并散布有湖沼
.

受全新世海侵影响
,

大部分地区发育滨海沼泽
、

淘湖
、

潮滩等

亚相
,

局部低丘陵及淡水湖沼
.

湖州一杭州之间古河谷及其他支谷海进中形成河 口湾
、

渴

湖
、

潮滩及滨海沼泽等相变序列
,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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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全新世海侵演变过程

全新世早期
,

海面上升
,

陆架先遭海进
.

约 在 1 2 。。。年前海面达 到一 60 米
〔” , 1 0 0 。。

年前达到一 40 米
〔”

,

此时长江和钱塘江谷地遭到浸淹成为早期溺谷
,

上海地区的低 谷 内

也受到浸进
.

至9 。。0年前
,

海面在一25 米左右
〔” ’ ,

上海东部地区为滨岸 浅 水环境
.

至

8 0 00 一7 5 00 年前
,

海面位置约在一 7米左右
,

太湖周围古地面低于这一高度的河口湾和较

大支谷亦均被浸淹
.

根据杭嘉湖钻孔有孔虫分析和测年资料及上海地质处奚建国等人有关

资料
,

8 。。。一7 5 0 。年前海岸线约与一 7米等埋 深 线 (吴 淞 零点起算) 相当 (见图2 )
.

此条古岸线北自江阴黄山起
,

经沙洲县至福山东南
,

经梅李
、

蓬朗
、

自安亭附近南转

经重固以西
、

佘山
、

小昆山
、

石湖荡
、

兴塔向西沿王店
、

峡石
、

长安镇绕杭嘉湖古丘陵区

边沿转至太湖西南
.

钱塘江之南
,

岸线位于宁绍平原南缘近山麓一 7米等深线地 带
,

并 深

进一些河流谷地之内
.

在地貌上
,

8 0 00 一7 50 。年前古岸线大体位于太湖及其四周丘陵区的边坡转 折 处
.

该

地区内硬土层埋深一般均很浅 〔图3 ( 1 ) 马好一浒关各钻孔和图 3 ( 2 ) 戴山一北 浪 各

钻孔〕
,

因此所堆积的海陆过渡相地层较薄, 而在一 7米古岸线外侧
,

斜坡坡降较 大
,

在 短

距离内硬土层埋深快速增大
,

外缘甚至缺失
,

以致全新世海侵层亦骤然增 厚
,

因 而 一 7米

古岸线外侧斜坡则成为划分现今西部湖沼平原和东部滨海平原的重要界线
,

也是划分本区

工程地质中有关土体结构类型的重要界线
,

从九里桥
、

双林等钻孔岩心连续采样进行有孔虫分析中发现
,

大约7 50 。年前海面上升

速度曾有短暂停滞和波动现象
,

表现在海相沉积层中夹小段陆相及滨海相牡 蝎
、

藤 壶 碎

壳
.

上海地区多处钻孔中同期也夹有贝壳堆积
,

显示海面波动影响到一定范围
.

此后
,

气

候更见湿热 (大西洋期 )
,

海面继续上升
,

7 。。。一6 5 00 年前海进达到最大范围
.

金 坛 指

前镇和余姚河姆渡的资料
〔“ ’ ,

反砍了海进最盛时的状况
.

指前镇位于挑湖西岸
,

槽探剖面上可以区分出表土层
、

潮上带沉积层和潮 间 带 沉 积

层
,

潮间带沉积层顶面高程为十 3
.

3米 (本文用吴淞高程—下同 )
,

于十 2
.

4 米处采样测

年为 6 9 1 0士 5 4 0年
.

河姆渡遗址最下部的文化层测年为6 9 60 士 100 年
,

其下伏为青灰色海陆过渡相亚粘 土

层
,

该层顶板标高为 + 1一 + 2米
.

指前镇和河姆渡两地所示测年数据 皆为 7 。。。年 前
,

所

示高程数据亦较接近
,

这一高程相当于现代南汇
、

奉贤一带潮滩的高潮位
,

因此推断当时

海面 己与现代海面相当
.

指前镇位于茅山山麓与平原交界附近
,

河姆渡位于四明山北麓前沿平原的小岗边
.

两

处下伏疏松沉积层很薄
,

沉积物受压缩下沉量小
,

而且两处均位于后缘低山上升区和前缘

平原下降区相接的新构造运动掀斜轴线附近
,

地面升降变化量极微
,

海侵之后两地地面高

程的变化可以不计
,

所示古海平面高度可暂不校正
.

在茅山
、

宜漂山地
、

莫干山东北低山
、

会稽山
、

四明山等山麓 地带
,

7 。。。一6 5 。。年

前的海进范围显然较8 00 。一 7 50 。年前时增大些
,

但由于海面仅上升6一7米
,

山麓地 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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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全新统对比图

( l )
—

苏锡常平原全新统对比图 ( 2 )
-

杭嘉湖平原及上海附近滨海平原全新统对比图

.

一
参考 江苏省水文地质队苏锡幅资料

度较陡
,

所以在平面上不会深进太远
,

但在太湖及周围的丘陵区
,

较广大的区域受到很 大

影响
.

除了石质山地和较高岗顶外
,

在当时+ 3米以下的平原
、

低地和支谷内
,

均会 受 到

薄层海水的浸淹 , 其中稍高处堆积了低盐沼泽和潮滩沉积物
,

较低处为潮下带 和 渴 湖 沉

积
.

常州抒墩
、

太湖马汗
、

吴兴戴山等地海进层厚度超过 5 米 , 嘉兴城关
、

桐乡石 门一带

海进层厚 2一5米 ; 无锡前洲
、

苏州浒关一带较薄
,

仅。
.

5一2米 ; 昊江苑坪
、

青浦北浪等地

为淡水湖沼 ( 见图3 )
.

从全新世初期开始
,

岸线从海向陆方向推进过程中
,

长江及其他河 口的位 置 不 断 后

退
,

发生溯源堆积
,

在其后的二三千年内
,

以长江为主等河流的大量泥沙铺平了新的河 口

区初期起伏不平的基底面
,

即在此基础上
,

古长江口外的沿岸流从常熟福山开始南下发育

岸外沙嘴
.

沙嘴的组成物质主要由分选很好的细砂和贝壳碎屑组成
,

并夹有一些粉砂层
,

为当时滨岸线水区内往复的冲回流作用下的堆积物
.

上海以西有多列沙堤
,

延展为长条砂

带
,

彼此相距不远
,

辐集成
“

岗身
” ,

其宽度仅4一 8千米
.

“ C 测年数据表明岗身形成于

距今7 。。。一 4 0 0 。年前 (潜径附近沙 岗为 6 8 0 5 士 65 年 B
.

P
. 〔’ ‘ ’ ,

嘉定外岗大沂桥为4 0 20

士 l。。年 B. P
·

〔” 〕
)

,

其形成历时长达 3 0 00 年之久
.

这与近三四千年内浦东平原快 速 向

海推进的速度相比
,

表明当时海岸向海前展的速度是缓慢的
.

这 反 映 7 00 。一6 500 年前
,

海平面位置相对稳定 ; 也可能反映海面相对稳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

在滨岸及浅海地

带
,

为了塑造新的水下边滩剖面
,

必须有大量泥沙的加积
.

由于沉积速率滞后于海面快速

上升速率
,

导致岸线向外推展速度变慢
.

岗身至遭径附近后受到杭州湾涨潮流的冲蚀
,

以致判断岗身如何延展的资 料 残 缺 不

全
.

但通过对金 山卫周围即叶榭
、

金丝娘桥和潜径等三角地区的调 查
‘’ ,

发 现 在 7 0 00 一

4 00 。年前
,

这里原为复式反曲沙 嘴的末端部分
,

发育最盛时其南端展至现在岸线以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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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处
,

大小金山岛包罗 在 内
,

但 并 未再

向南展入杭州湾
.

最 近 80 。年 内
,

反 曲沙

嘴的南端部分虽被蚀去
,

但岸上部分河网确

切地反映了反曲沙嘴井然有序的水系型式
.

其组成物质以粉砂
、

泥质粉砂为主
,

属沙嘴

尾间部分沉积物
,

与岗身
‘

以西的古渴湖软泥

显然有别
.

反曲沙嘴的形成受到杭州湾口西

进涨潮主流的影响
,

使它向西弯曲
,

再受到

当时进入金丝娘桥以西古溺谷 ( 历史时期古

东江所在 ) 的涨潮分支流的影响
,

发育最末

端的向北西方向的弯钩沉积带 ( 见 图 2 )
.

在福山附近
,

岗身平面 位 置 与 8 00 。一

7 50 。年前的古岸线紧贴
,

自此愈向南 行 二

者相距越来越远
,

在太仓以西相距仅2一3千

米
,

至松江附近达 20 一22 千米之遥
,

二者之

间被隔为古渴湖
.

在此古漓湖区之内
,

全新

世海侵中后期沉积了灰色软粘土层
,

其中普

遍见有直立的水草细茎
,

与其下伏的浅海相

粉砂质粘土可明显 区别 ( 图4 )
.

杭嘉湖平原南沿在7 00 0一4 0 00 年 前也

有断续分布的岸外沙嘴和渴湖
.

沙嘴是在绕

岸西进的涨潮流蚀积作用以及近岸区散布的

石质岛屿所起挡潮挑流作用下形成的
.

古沙

嘴内侧呈弧形向陆内凹
.

乍浦至橄浦段早期

沙嘴内侧起 自独山
,

绕经元通至惹山
.

橄浦

以西至大尖山
,

石 山丛立
,

成为联系沙嘴的

岛屿群
.

白袁花镇以西经丁桥至盐官 (或更

西 )
,

该时期内也曾发育沙嘴
.

自7 。。。一 6 5 0 。年前以来
,

太湖及 周 围

遭受海进的古丘陵区经过加积填高
,

原先的

低盐沼泽
、

潮滩及高位漓湖区
,

在约6 。。0 年

前即转变为潮上带
.

这里虽然仍会受到特大

高潮侵袭的威胁
,

但经人工填土加高便具备

可以栖息的条件
.

也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

l) 严 钦尚等
,

杭州湾北岸全新世海侵后期的岸线变

下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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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湖 周围出现了这一时期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即 6 5 00 一4 0 00 年前的马家洪
、

裕

泽和良诸等史前文化遗址
〔‘7 ’ .

经过分析
,

河姆渡
、

罗家角
、

秘泽
、

好墩
、

马桥等遗址底

部的生土层即为滨海渴湖
、

沼泽或海岸
、

潮滩沉积
.

自7 0 00 一6 50 。年前以来
,

古丘陵区的低位海湖和浅水海湾内也继续填积变 浅
,

水 域

及滩面上有贝类生长 ; 淡化的湖沼 内植物繁茂
,

泥炭堆积
.

常见的有牡蜘
、

藤壶
、

织纹螺
、

蓝观等半咸水化石
,

其中仅牡蝎礁埋葬点就不下十余处
,

在宵浦林家 草
,

吴 江 震 泽
、

七

都
、

黎里
,

吴兴双林
、

九里桥
、

含山
、

俞家料
,

沏州青年公园
,

桐乡石门
,

海盐
、

平湖以

及东太湖底质中均曾发现
,

其测年数据多在 5 90 。一 5 0 00 年前之间(如林家 草为5 7 10 士 1舫

年 B
.

P
. ,

俞家抖为5 06 。土 90 年 B
.

P
.

)
,

大都埋葬于地表下2一 3米以内
,

呈透镜体
,

带状延伸达几千米
.

较大的牡蝎个体长30 厘米
,

双壳闭合
,

属原地埋葬
.

太湖东南吴江至

嘉善一带古湖沼内尚堆积有草本泥炭
,

最厚可达。
.

5一 1米
.

吴江梅堰 埋 深5
,

7米处 泥 炭

“ C测年为5 5 3 0 土 1 1 5年 B
.

P
. ,

吴江黎里埋深 3 米的泥炭为5 8 4 5 士 105 年 B
.

P
.

”
.

自4 00 。年前以来的环境演变
,

主要表现为岗身以东滨海平原向海快速推展 , 杭嘉湖平

原南沿的支谷海湾以及岸外沙坝后缘的渴湖淤积为潮上带平原 , 西侧湖州一杭州间的河 口

湾淤浅为淡水湖沼平原 ; 西太湖区随之封闭成为淡水湖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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