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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潭岛大福全新世上升海滩沉积

沙 庆 安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福建省平潭岛南端的大福村以南有个小海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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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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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上升的全新世胶结的海滩沉积
,

它

高出现今海平面约3 m 左右 ( 图 1 )一条

近东西向的小溪将上升海滩沉积切割出

一段小陡崖
,

提供了观察该沉积 的良好

露头
.

溪北岸是傍山的农田
,

无露头出

露
.

附近渔民在此上升的胶结海滩沉积

层的最顶面多处铺抹水泥作为晾鱼的场

地
,

从而保护了部分岩层不 再受风化剥

蚀
.

已测得的大福上升海滩沉积 的“ C

年龄为5 0 15 士 5 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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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福上升的全新世海滩沉积层露头

延伸约1 00 m
,

西端为浮土掩盖 (再远 不

图 1 研究地区位置图

(斜线处为全新世上升海滩发育地带 )

详 )
,

此处有许多房屋建筑其上
,

东端逐渐减薄 以至尖灭
。

其出露最厚约 1
.

6 m
,

以下 情

况不明
。

向海方向渐为现代海滩砂所覆盖
,

其发育宽度无从估计 ( 图 2 )
.

它现在仍保 持

原始产状
,

层面缓缓向海 ( 向南 ) 倾斜
,

约2
’

一3
。 ,

与现代海滩滩面几乎完全一致
。

由于

此沉积胶结不牢
,

在小溪边多处坍塌
。

此海滩沉积的碎屑颗粒组分主要是石英
,

约占40 肠 ; 长石约占5肠
,

有钾长石和 斜 长

石
,

钾长石风化较烈
; 另有岩屑

,

约占2肠 ;
生物碎屑约占5 肠

,

主要是介 壳
,

偶 见 有 孔

虫
。

胶结物极少
,

均为粒状方解石
,

约占30 肠
.

孔隙约占40 肠
,

均为粒间孔隙
.

在不同层

位常夹粗生物碎屑薄层或透镜体
。

石英
、

长石和岩屑颗粒大小多在0
.

1一l m m 间
,

以o
.

25 m m 左右居多
,

次棱角一次圆状
。

生物碎屑稍粗
,

多在 0
.

75 m m 左右
.

生物碎屑夹层和透镜体中生物碎 屑 大 小 多 在 1一3c m

本文于 1 9 8 了年 7月 10 日收到
。

修改稿 于 19 8 8年 3月 2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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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样品粒度分析概率图

底的文石 (或镁方解石 ) 胶结物被溶解
,

间
.

对此海滩沉积中两个样品所做的薄片粒

度分析结果
,

表示于图 3 中
.

从 这 两个 样

品的粒度概率图看
,

虽然与典型海滩 (潮间

带 ) 沉积 的粒度变化相比
,

它的冲
、

回流二

种跳跃组分特征不太明显
、

变化不大
,

但它

基本显出了海滩沉积的特点
.

此海滩沉积中的文石质生物介壳大部分

仍保持为文石
,

有的局部已转化为方解石
.

胶结物主要发育在碎屑颗粒接触处 (图版 工-

7
、

8 )
,

方解石晶粒大小为0
.

0 5一0
.

0 7 5 m m
.

多处呈新月状胶结结构类型 (图版 工一7)
,

局部呈悬垂 (重力 ) 状胶结
.

这些现象曾见

于涸洲岛和海南岛上升的全新 世 海 滩 沉积

中
〔2

,

”
.

根据这里岩石 中的钙 质 (生 物 )

碎屑颗粒很少且都未发生溶蚀作用等情况推

断
,

胶结 C a C O
3

的来源很可能是早先在 海

再重新以方解石沉淀的
.

二
、

沉积构造及其成因

在大福全新世海滩沉积的形成过程中
,

除了正常的风浪水流和潮汐水流作用下的沉积

外
,

在不 同时期和地段也发育 了大小水道和大风浪的沉积
,

因而相应地发育了各种条件下

形成的沉积构造现象
.

根据总的沉积特点
,

可将此厚 1
.

6 m 的海滩沉积分为三个部分
.

上部沉积呈现缓缓向海倾斜的平整层理
,

倾角2
’

一3
。 ,

小层 一 般 厚 1一Zc m
,

粗
、

细

粒级沉积层交替
,

层理延伸甚远 (图2一½
、

À )
.

它代表了原始的海滩滩面
,

主要 是 冲
-

回流作用下的产物
。

它反映了大福全新世海滩沉积的后期是处于稳定的中一低能海滩沉积

阶段
.

下半部则反映出大福全新世海滩沉积早期是处于不稳定的高能海滩的沉积阶段
.

在不

同地段发育了各种类型的沉积
。

如露头西段底部出现大型槽状层理
,

其宽 度 达7 m
,

两 翼

倾角大者有 10
。

一20
。

( 图 2一» )
,

这是当时由海向陆宽大水道沉积
.

露头中段底部多处发

育大型板状斜层理 ( 图2一½
、

À )
.

倾角20
。

左右
,

这可能是当时的沙坝或大型沙 波 ( 前

积层 ) 沉积的一部分
。

露头西段底部的上凸的弧形层理 ( 图2一¹
,

图版 工一5 ) 可能是当时

沙垅的沉积产物
,

它们 的顶部都为正常的海滩沉积所切割
。

中部的沉积状况介于上
、

下部之间
,

是个过渡阶段
.

这部分主要发育了正 常 的 海 滩

冲
、

回流沉积
,

但有时夹有大风浪形成的粗生物碎屑夹层 ( 图2一¹
、

º
、

¼
,

图版 工一4
、

5)
,

这种粗碎屑薄层都显示出由粗到细的粒级递变现象
.

这期间也常有小水道形 成 的 粗

木生物碎屑透镜体 ( 图2一¾
,

图 工一3 )
,

此外
,

一些小型的板状交错层 ( 图2一¹
、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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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工一 1
、

2) 反映了该地段发育 过小型沙波
.

有一处板状层理中发育了由二次沙波冲刷
一
沉

积形成的再作用面 (复合面 ) 构造 (图版 工一1)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在这套海滩沉积 的中下部有一层厚约 1 0c m 的具明显变形 卷曲层理

的沉积层
.

它从西端向东延伸达多o m
,

非常

稳定
.

其卷曲变形形态多样
,

时紧密时疏展

(图2二¹
、

º
、

¼
,

图4 ,

图版 I 一3 、 4 、

5 )
,

上覆
、

下伏层极平整
,

仅个别地段上覆粗碎

屑沉积透镜体 ( 图2一»
,

图 工一3 、 4 )
.

变形层理产出于多种环境
,

形成原因也

很多
.

如
,

在各种斜坡地带由于 滑 塌 造 成

的
,

有人称此为
“

扭曲层理
” ; 又如

,

由于

过载
、

震动引起沉积物发生液化而产生的
,

这种被称为
“

卷曲层理
” ,

它可 产 出于 海

滩
、

河流
、

沙坝等沉积中
;
有人认为卷曲层

理是由于沉积物上覆强水流的剪切作用形成

的
〔‘’

.

一 般 来说
,

滑塌的变形层理比液化

的变形层理乱碎
,

后者多呈箱形褶曲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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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变形卷曲层理素描图

大福全新世海滩沉积中的变形层理层
,

从其产状看
,

不会是滑动造成的
. ‘

这套沉积的

产状倾角才不 过几度
,

难于滑动
.

因此
,

判断它或许是 由震动引起此沉积层的液化而造成

的
.

虽其形态不太典型
,

但液化上涌 的特征还是隐约可见的
.

在这样大的
‘

范围里 (在一个

方向上延伸达几十米 )
,

液化的产生不会是均匀的
,

因而各处变形形态或强或弱
,

发育好

的地方
,

基本上显 出尖峰宽谷 的特点 ( 图4)
.

至于震动的原因尚难宁判断
才,

或许是 由于

当时附近的地震活动引起的
.

在大福全新世海滩沉积中
,

除了前述的沉积构造现象外
,

几处见到生物潜穴 (铸型 )
,

它已被完全充填而无中央空心
.

其直径约 1
.

sc m
,

碎屑组分及胶结状况与围岩相 同
,

呈 直

立状或歪斜状 ( 图2一¿
,

图版 工一6)
.

生物钻孔潜穴也是海滩沉积中经常伴生 的现象
,

它

与植物根管 (铸型 ) 不同
,

一般情况下植物根管易于保留成空管
,

即使全部被充填
,

但由

其周 围向中心的碎屑颗粒的粒径和胶结状况总是有变化的
.

再者
,

如果当时海滩没有较长

时期的暴露
,

是不会生长如此粗根的植物的
,

除非是类似于红树林的植物
.

三
、

结 语

福建平潭岛大福村南全新世上升海滩沉积现处于陆上
,

高于海平面约 3m
.

它 主 要 是

由陆源砂组成的
,

另有海相生物碎屑
,

并常夹以生物粗碎屑为主的薄层和透镜体
.

这套沉

积 已初步胶结固化
,

胶结物为方解石
,

主要发育在碎屑颗粒接触处
,

有的呈新月状胶结
,

它们显然是在陆上淡水作用下的产物
,

其钙质来源可能是早先海底的文石胶结物
.

此海滩沉积保持着冉型的潮间带平整缓缓向海倾斜的产状
,

厚 1 , 6 m 的这拿 沉 积
,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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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成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

下部多大型沙波或沙坝
、

水道等沉积
;
中部为 冲一回 流

沉积夹小型水道及大风浪沉积
; 上部则全是冲

一回流沉积
.

这反映了由不稳定的高能 海 滩

沉积向稳定的中
、

低能海滩沉积的发育过程
.

其中
,

发育并保存了少许生物钻 孔 潜 穴 构

造
.

中下部一层厚约 1 0c m
,

延伸几十米的变形卷曲层理令人注目
,

推断它可能是 在 沉 积

不久由于震动引起的液化流而造成的
.

这种震动或许是由于附近的地震活动引起的
.

野 外工作中得到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王绍鸿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赵希涛的大

力协助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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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1
.

平整层理
、

板状交错层和再作用面 (箭头)
,

以及生物潜穴铸型

2
.

大型板状交错层 (下) 及小型板状交错层 (中) (铅笔长 14c m )

3
.

祖生物碎屑槽状透镜体 (钥匙长 4c m ) 及变形卷曲层理 (左下)
.

4
.

粗生物碎屑薄层 (上
、

中) 及变形卷曲层理 (下) (钥匙长 4c m )

5
.

上凸弧状层理 (下 ) 及变形卷曲层理 (中
,

层厚 10 c m )
.

6
.

生物潜穴铸型
,

长约 2 0c m
.

7
.

石英 (浅色) 和生物碎屑砂拉 (暗色)
.

颗粒间有方解石胶结物
.

8
。

石英砂粒 (浅色) 及方解石胶结物 (箭头 )
,

标尺 = 。
.

sm m
.

(中) (铅笔长一4 em )

多处呈新月状 (箭头)
,

标尺~ 。
.

sm l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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