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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论证 了庙岛列岛和蓬莱沿岸的地貌特征
、

类型
、

成因及发育规律
�

黄

土地貌是该列岛和蓬莱沿岸独具特色的地貌类型
,

在大海之中出现内陆黄土高原 的

某些地貌特征是第四纪环境变迁的结果
�

火山锥体和玄武岩流构成了蓬莱沿岸地貌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庙岛列岛的北五 岛以海蚀 地貌最发育
,

这决定于该区的地质构

造
、

岩性及高能海水动力作用 � 南五岛则以海岸堆积地貌占优势
,

这是本区的地理

位笠和沿岸流作用的结果
�

本文还特别着重分析讨论了列岛沿岸的海滩砾石形状
,

它以球形和椭球形砾石为特征
,

尤以朝北向的海滩最为明显
,

这与高能击岸浪作用

密切相关
�

同时对比了蓬莱沿岸的海滩砾石形态
,

以极扁平 的饼干状砾石 占优势
,

这是因该区风平浪静
,

潮汐与波浪作用微弱所致
�

庙岛列岛又称长 山列岛
,

属山东省长岛县管辖
�

列岛扼渤海海峡
,

由 �� 座大小岛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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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庙岛列岛位置图

成
,

排列成近 � �一�� 向的一座天然陆

桥
,

成为衔接胶辽两半岛的重要通途
,

又是

渤海与黄海的天然分界 �图 ��
�

庙岛列岛在地质构造上属于胶辽古陆的

一部分
,

各岛屿均由震旦纪石英岩组成
,

个

别岛屿出露千枚岩和板岩
�

整个群岛缺失古

生界
、

中生界和下第三系
�

第四纪时期出现

了黄土和海相沉积 〔’�
�

该列岛由于长期处于

构造抬升状态
,

使之成为猛立于渤海海峡之

上 的分隔渤
、

黄海盆地的古老陆地
�

其排列

方向总体呈 � � � 向
,

但每座岛屿的构造格

局又有所不同
,

分别受 � �
、

� � �
、

� � 和

� � 向几组构造线所控制
�

由于组成各岛屿

的石英岩层产状陡峭
,

再加断层活动影响
,

本文于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 期 曹家欣 � 山东庙岛列岛与蓬莱沿岸地貌

各岛屿沿岸悬崖峭壁
,

水深浪急
,

十分险峻
,

海蚀地貌极为发育
�

各岛屿的平缓海岸十分少

见
,

仅有狭窄的砾石滩地
�

岛屿内部丘陵起伏
,

海拔一般在 ��� 米左右
,

少数岛屿的山峰可

达 �� � 米
�

除个别山峰外
,

因长期遭受剥蚀夷平
,

丘陵顶部多为平缓的夷平面
,

其 仁残存着

厚薄不一的上新世红土风化壳
�

庙岛列岛独具特征的是黄土地貌
,

每座岛屿上均有黄土覆盖 〔’〕
,

在汪洋大海之中的群

岛上出现黄土地貌
,

实为奇观
�

各岛屿因面积小
,

无现代河流
,

只保存有古老的沟谷和现代

坡面流水作用的痕迹
�

蓬莱沿岸与庙岛列岛隔海相望
,

海岸地貌却各不相同
�

蓬莱海岸自东边的铜井至黄县的

龙口
,

包括基岩
、

火山
、

黄土和砂质海岸地貌
,

突出的娜角与平直岸线交替出现
,

构成了蓬

莱海岸的基本特征
�

本文将分别论述夷平面
、

黄土地貌
、

火山地貌
、

海蚀与海积地貌等地貌类型及发育规

律
,

同时论述海滩砾石的特征及其成因
�

庙岛列岛与蓬莱沿海已成为新兴的旅游胜地和重要的海水养殖区
�

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对

该区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事业有所裨益
�

文中不妥之处敬希指企
�

一
、

列岛地貌及其特征

�一 � 夷平面

胶辽古陆经过长期抬升
,

至喜马拉雅运动后期地壳相对稳定
,

形成了波状起伏的�“阔准

平原
�

连接胶辽古陆的庙岛列岛
,

此时也进人了准平原化时期
,

地表既无明显的河流仗蚀下

切
,

也缺乏相关的沉积
�

在当时湿热气候条件下
,

化学风化作用强烈
,

处于红土化时期
,

·

形

成了厚层红土风化壳
,

成为现今广布于庙岛列岛和胶辽半岛上的上新世红色风化粘土层 ��〕
�

各岛屿上的夷平面
,

因受后期构造运动影响
,

其高程差异 明显
,

如北煌城岛灯塔山夷
一

平面可

分为 �一� 级
,

最平坦的面为海拔 �� �一�� �� 和 �� �一��� � 两级
,

其顶部均有风化红粘上

残留在石英岩表层和裂隙中
,

石英岩的风化破碎带保存得十分清楚
�

南长山岛的夷平面以海

拔 �� 一��� 的一级最为发育
�

早更新世
,

各岛屿上的风化夷平作用依然进行
,

在几座岛屿上保存着较厚的红土角砾

层
,

属于风化和坡积作用的综合产物
,

它与上新世的红土风化壳呈不连续接触 〔� ,
�

上述情况表明
,

庙岛列岛的风化夷平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时期
,

从第三纪中期持续到

第四纪早期
�

�二� 黄土地貌

本列岛自海滨至岛屿内部均有黄土分布
,

集中分布在海拔 ��一�� � 范围内
,

总厚度 ��

余 �
,

它以披盖形式掩埋了各种古老地形
,

并在流水及重力作用下发育成多种类型 的黄
�

仁

地貌
,

如黄土沟壑
、

陡崖和黄土台地等均十分醒 目
�

各岛屿沿岸 ��一�� � 的海成阶地
�

仁部儿

乎均覆有黄土
,

成为海陆复合型阶地
�

黄土的沟谷类型 以冲沟最为典型
,

它继承着古老沟谷发育而成
,

两壁陡立
,

沟底深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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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层中
,

甚至切人基岩
,

沟头呈尖状或圆状 以大黑山岛的黑石沟规模最大
,

它发源于该

岛西侧的老黑 山 �火山锥�
,

向东横穿全岛至北庄村人海
�

著名的北庄村新石器遗址就保存在

该冲沟下游的黄土层中
�

黄土陡崖在各岛屿上随处可见
,

尤以马兰黄土集中的地段最为陡峻
,

陡崖沿黄土的垂直

节理崩塌而成
,

马兰黄土的陡崖高达 ��一巧�
�

在黄土分布集中的地方
,

常形成平展的黄土

台地
,

自岛屿内部向海岸缓缓倾斜
,

高程在 ��
以
� � 之间

�

最大的黄土台地出现在大黑山岛
�

�三� 海岸地貌特征

庙岛列岛的海岸地貌受构造运动
、

地层产状
、

岩性
、

海流及波浪作用等因素控制
,

在各

岛屿沿岸有规律地发育了海蚀地貌与海积地貌
,

以及独特的黄土海岸地貌
�

因断层影响
,

岛

屿沿岸陡峭险峻的海蚀崖比比皆是
�

此外
,

海蚀洞
、

海蚀拱桥
、

海蚀阶地
、

海蚀平台及海蚀

柱等极为普遍
�

在海湾顶部有狭窄的砾石滩和大型的砾石堤
,

湾内为小型渴湖
,

大小岛屿之

间连岛砂砾洲常见
,

峋角处发育砾石嘴等
,

这些组成了该列岛具有特征性的海岸堆积地貌

�图 �
,

��
�

� �  趾�

圈
,
�尼叨

�
匹困

�

匹习
�
区口

�
昼到

�
【三国

�

图 �

�

�
去些岩丘陵

、

夷平面
、

庙岛列岛南五岛地貌图

海蚀崖 �

一
黄土瞿盖 区与冲沟 �

—
黄土陡崖

�

—
火山锥 �

—
砾石滩 �

—
连岛砾石洲 �

一

一�万二湖平原

�四 � 海蚀地貌

海蚀崖
、

海蚀洞分布

在岛屿的各个方向
,

但以

西海岸和北海岸最为壮

观
,

多沿断层发育而 成

�图 ��
�

东海岸的海蚀崖

则沿陡峭的石英岩层面发

育成顺层悬崖
�

海蚀崖连

接成排
,

高达数十米
,

高

者近百米
�

在击岸浪作用

下
,

海蚀崖下部往往塑造

出成排的巨大海蚀洞
,

在

石英岩节理密集处最为发

育
,

洞高 �� � 左右
,

洞

深 不一海蚀拱桥出现在
岛屿呷角处

,

因相邻的海
蚀洞被波浪凿穿而成

,

以南长山姜头和高山岛姊妹峰的海蚀拱桥规模最大
�

海蚀平台发育在海蚀崖前方的高低潮位之间
,

各岛屿沿岸普遍分布
,

它以缓坡朝海方向

倾斜
,

其上常见小残丘
、

海蚀柱及海蚀沟槽等
�

海蚀平台上生活着潮间带的牡砺
、

藤壶等
�

海

蚀阶地是已抬升的古老海蚀平台
,

在许多岛屿上均有分布
,

以海拔 �� 一巧 � 和 �� 余 � 的

阶地保存最好
,

其上残存着海相砾石
、

海蚀沟槽和浪蚀蜂窝等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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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庙岛列岛北五岛各岛地貌图

�图例同图 ��

�五� 海蚀地貌发育的原因

庙岛列岛海蚀地貌特别发育的原因
,

除

了地质背景外
,

海水作用的因素是极为重要

的
�

渤海海峡属于高能动力海岸
,

是北方沿

海最大风浪区之一据 《渤海地质》
、

���� ��

资料
,

海峡 的年平均波高达 �
�

��
,

� 和

� � � 向 的波浪
,

年 平 均波 高达 �
�

�一

�
�

��
,

而 偏南向 的波高则较小
,

平均为

�
�

��
�

在海 峡 附近 冬半年 的平均波 高达

�
�

��
,

寒潮侵袭时的偏北大浪
,

平均波高

达 �
�

�� 以上
,

历 史上 的 最大波高可达

��
�

� �
�

渤海海峡在冬季以偏北向浪为主
,

频

率为 �� �
,

北西向浪次之
,

频率为 �� �
�

偏

北 向浪的频率合计达 �� �
�

春秋季为季风转

换季节
,

但在渤海海峡偏北浪仍占优势
�

波

向受风向所控制
�

冬季盛行偏北风
,

在偏北

风和偏北向浪的剧烈作用下
,

海蚀地貌极为

发育
�

北部几座岛屿 几乎被悬崖峭壁所围

绕
,

尤其是北岸
、

西岸和东北岸更为明显
�

图 � 北长山岛九丈崖海蚀崖
、

海蚀洞

�六 � 海岸堆积地貌

�
�

砾石滩和砾石堤

这是庙岛诸岛最常见的堆积地貌类型
,

分布在海湾顶部的砾石滩宽约十米到几十

米
,

明显地朝海倾斜
,

倾角可达 ��
。

左右
�

发育最好的砾石滩分布在各岛的北岸和东北

岸
,

如北长山岛的月牙湾
、

搭连岛的北湾和

大钦岛的东村湾
�

但也有例外
,

如小钦岛的

西海湾
�

因北岸和东北岸朝向外海
,

水深风

大浪急
,

击岸浪对砾石的淘洗磨蚀作用强烈
,

一次强大的风暴潮所引起的巨浪就可改变砾石

滩的面貌
�

�� � 年 � 月 ��一�� 日的强台风袭击了胶东和辽东
,

该列岛同样遭受到狂风巨浪的

侵袭
,

大钦岛东村海湾的砾石滩和砾石堤发生 了巨大变化
,

砾石表面被撞击得失去了光泽
,

出现密集的麻坑
,

砾石的分选与排列也被扰乱
�

各岛屿的海滩砾石成分虽然均为石英岩
,

但不同海湾的砾石
,

其磨圆度和形状差别极大
�

这与每个海湾所处 的位置和击岸浪的强弱关系密切
�

如北长山岛月牙湾海滩
,

由纯净的石英

岩砾石组成
,

砾石直径 �一�� � 者居多
,

磨圆度几乎均在 � 级左右
,

其形状多呈球形和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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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色彩绚丽
,

琳琅满目
�

砾石滩内侧为砾石堤
,

最大的砾石堤出现在大钦岛东村海湾
�

砾石堤分为两级
,

高的一

级海拔 �� �
,

宽 � �
,

前后坡倾角均为 � �
。

低的一级海拔 ��
,

宽 �� ��
,

前坡倾角 �
“ ,

后

坡紧贴于 ��� 高的砾石堤上
,

该砾石堤向下为正在发展的砾石滩
�

东村湾的砾石滩和砾石堤

均由巨大的石英岩砾石组成
,

该海湾南端的砾石大于北端的砾石
,

磨圆度也略低于北端
,

但

砾石磨圆度均很高
,

多数达 � 级
,

砾石形状为厚扁圆状
�

砾石堤内为海湾小平原
,

由渴湖相

淤泥组成
,

表层为黄色粉细砂
�

�
�

砂砾石嘴和连岛砂砾洲

这是庙岛列岛和山东半岛北岸最具代表性的海岸堆积地貌
�

半岛北岸最大的连岛
�

沙洲是

龙 口至屺姆岛之间的大沙洲
,

长 ��� �
,

宽 ���
,

由粗砂
、

细砾组成
�

其次是烟台至芝果岛

间的砂砾洲
�

庙岛诸岛的小型连岛砾石洲发育非常普遍
,

它们多由砾石嘴发展而成
�

砾石嘴形

成在各岛屿的呷角处
,

在沿岸流作用下砂砾物质沿呷角尖端的波影区沉积下来
,

并顺沿岸流

方向伸展
�

南长山岛姜头砾石嘴最为典型
,

水面以 � 长 ��� �
,

水下延伸 ��  
,

由石英岩砾石

组成
,

但因其位于该岛东南端
,

风浪作用很弱
,

砾石磨圆度不高 �图 ��
�

彭
图 � 南长山岛姜头砾石嘴

若众多的大小岛屿成串分布
,

不同的砾石嘴在其发展中就会彼此相连
,

进而发展成连岛

砂砾洲
�

这种复合型地貌在庙岛列岛甚为多见
,

尤以南五岛的南侧最为集中
�

有几座大型岛屿

本身即由几座大小岛屿相连而成
�

南
、

北 长山之间的人工大坝就是在原来的连岛砾石洲 �原

图 � 庙岛与羊陀 自川的连岛砾石洲

称玉石街 � 基础上建成的
�

大黑山岛南端的船望与大花子和鱼鳞岛之间也 由一系列砾石嘴相

连而成为一个整体的连岛砂砾洲
,

长达 �� �
�

庙岛西侧的牛花 子和羊陀子两座连岛砾石洲更

为典型 �图 ��
�

北五岛之中的大钦岛及其南侧的大南山也是由大型连岛砂砾洲相连而成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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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
,

这种砂砾洲是由其东西两座海湾的砾石堤堵塞而成的渴湖再淤积的结果
�

南长山

岛的长岛县城所在地与信号山之间也属于此种类型
�

�
�

涯二湖与海湾平原

庙岛诸岛各海湾顶部的砾石堤内几乎均有汽湖发育
,

有的已干涸
,

有的依然存在
二

渴湖

的形成是因砾石堤阻挡了湾顶与大海的沟通渐渐堵塞而成
�

沈湖发展的后期完全
一

与大海隔

绝
,

在雨季因流水作用沉积了薄层粉细砂层 �黄土状沉积物�
,

其下部为海相和玛湖相灰黑

色淤泥
,

最后淤积成海湾小平原
�

这种地貌出现在大钦岛东村
、

南村
、

南长山岛的县城附

近
,

北长山岛月牙湾以南等地
�

�七 � 海岸堆积地貌发育的原因

上述各类海岸堆积地貌
,

尤其是南五岛极为发育的原因
,

据实地考察和海水动力资料分

析 即
,

列岛南部的几座岛屿位于渤海海峡南端
,

距蓬莱仅 �� �
,

岛屿密集
,

海湾众多
,

海

水较浅
,

风平浪静
,

属于低能动力海岸
�

但是沿岸流的作用甚为明显
,

有利于堆积地貌的形

成
�

据 《渤海地质》资料
,

该海 区的海流
,

在渤海海峡北部以高盐度的黄海暖流余脉进人渤海

中央
,

并延伸到渤海西岸
,

当其受海岸阻挡后分成南北两支
,

南支伸人渤海湾后转折南 下
,

与黄河口和莱州湾向东流动的低盐度浑水 �即沿岸流�相汇
,

形成反时针向的流动
,

并从海

峡南部流出渤海
�

这一环流模式
,

在一年中的多数月份是基本稳定的
�

不论冬
、

夏季
,

在渤海

海峡
,

高盐度的黄海暖流沿着老铁山水道流人渤海
,

而低盐度的沿岸流则沿海峡南部流出渤海
�

从渤海海域的水文特征不难看出
,

庙岛列岛的南部各岛主要受渤海南部逆时针向沿岸流

的控制
,

使沿岸物质有条件堆积在岛屿的呷角处
,

并发展成砂砾嘴和连岛砂砾洲
�

�� 、� 海相砾石特征
、

球石是庙岛列岛引人注目的砾石特征
�

它不 同于一般文献中所认为的海相砾石 以扁圆形

为特征的看法
�

砾石形状取决于地质条件和海水动力条件
�

例如
,

月牙湾位于北长山岛的北

端
,

朝向渤海海峡
,

风大浪急
,

在高能击岸浪作用下
,

砾石剧烈滚动甚至悬浮撞击磨蚀
�

此

外
,

地质背景也有重要影响
,

月牙湾周围均为石英岩
,

质地细腻
,

节理密集
,

断层发育
,

将

石英岩破裂成许多小碎块
,

为海滩砾石提供了丰富物源
,

并为球形砾石的形状打下了良好基

础
�

在上述两种因素作用下塑造成了独具特色的球形砾石�图 ��
�

与此相反
,

蓬莱沿岸的海

滩
,

以中粗砂为主
,

其上散布着扁平的石英岩砾石
�

由于岸线平直
,

又受庙岛列岛的保护
,

沿海风平浪静
,

随着潮汐和波浪的进退
,

砾石沿着滩面往复磨蚀
,

虽然同样是石英质砾石
,

却研磨成扁平度极高的饼干状砾石 �图 ��
�

作者在野外共统计了 � �� 多块砾石
、

月牙湾 ��� 余块
,

东村湾 ��� 块
,

蓬莱沿海 �� � 余

块
�

所得的数据是砾石的长轴
、

中轴和短轴的大小
,

分别以 �
、

�
、

� 记之
�

砾石的形状根据三

轴的比例关系表示
,

可分为球状
、

扁平状
、

椭球状和不规则状
�

砾石的球度和扁平度
,

取决于砾石三个轴的长度
,

特别是 � 轴的长度
�

若三轴长度接近
,

则球

度最大
,

其值近于 �
,

而扁平度最小
,

其值也近于 �
�

若 � 轴的长度变小并近于 �, 则球度也将近于

�, 但扁度则相应地变大
�

因此
,

砾石的球度与扁度是有一定关系的两项形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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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庙岛列岛海滩球形和椭球形砾石 图 � 蓬莱海滩饼十状砾石

砾石的球度用灯丽万 � 。公式表示
,

砾石的扁平度用 �� � �� � �� 公式表示
�

按上述公式统计出的各岛屿海滩砾石的球度和扁平度的数据大小进行分组
,

计算出每组

的平均值以及各组所占的频率
,

并可绘出各样组的球度和扁平度累积频率曲线 �图 �
,

���
�

累积 频率

� �� � �
‘

累积 频率
� � �

�� 一�

月 � � 大

雇户邝彦
村

牙�产了产

湾

�� ! ! ! !��  �一日只八�
蓬 � 大

� 钦

岛

阵 �
村庚

莱r六厂沿

40
} { /

湾
/
岸

0.4 0
.
5 0

.6 n .7 0
.
8 0 .9 球 度

6 扁 平度

图9 砾石球度频率曲线 图 10 砾石扁平度频率曲线

从图中可查 出月牙湾的砾石球度平均值为 0
.
695

,

东村湾为 0
.
625

,

蓬莱海滨为 0
.
51 (平均

值为累积曲线上累 积频率为 50 % 的对应球度值)
.
至于砾石 扁平度的平均值

,

月牙湾为

1
.
47

,

东村湾为 2. 07
,

蓬莱为 3
.
3
.
由此不难看出

,

( l) 球度
: 月牙湾 > 东村湾 > 蓬莱海滨

,

说

明月牙湾的砾石形状更接近于球体
.
(2) 扁平度: 月牙湾< 东村湾 < 蓬莱海滨

,

蓬莱海滨的砾

石为饼干状 的扁平球体
.
需要指出的是

,

蓬莱砾石的
c
轴长度均在 0

.
5一戒〕

.
sc m 之间

,

而 a 和

b 轴的长短不一
,

因此
,

计算出的扁平度并不一致
,

平均值为 3
.
3
.
实际上蓬莱砾石的形状儿

乎都是等厚的极扁平砾石
.

二
、

蓬莱海岸地貌

(一) 火山锥海岸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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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地区是我国沿海一带火山活动频繁
,

分布密集的地区之一
,

火山活动自晚第三纪开

始
,

持续到第四纪早期甚至更晚期才终止
.
活动方式以中心式和裂隙式溢出为主

,

并伴有中

心式喷发
,

在蓬莱和黄县一带形成了大片玄武岩流垅岗和成群的火山锥体
.
火山喷出物为灰

黑色玄武岩和火山灰
,

它们直接覆盖在晚第三纪红土风化壳之上
,

在接触处有烘烤现象
.
火

山锥体形状大小不一
,

大者如蓬莱西部的迎 口山
,

海拔 247 米
,

是一座极为壮观的大型火山
.
其他火山多为顶平坡缓的火山

,

高程在数十米左右
.
山东半岛北部晚第三纪以来的火山活动

规模之大
,

持续时间之长
,

远远超过了山西大同火山群
.

火山锥海岸地貌以蓬莱东部的铜井一带最为典型
,

铜井附近是由数座火山组成的一个群

体
,

火山体呈扁平状
,

高程 40 一50 m 左右
,

喷出物为玄武岩和火山碎屑岩
.
该火山群直临海面

,

在铜井构成了一个明显向海凸出的呷角
,

其中以红石山规模最大
.
红石 山高 80 余 m

,

临海形成

火山海蚀悬崖
,

崖高 20 余 m
,

陡崖上裸露出火山颈及其喷出物
,

喷出物盖在第四纪早期的冲

积层上或直接盖在元古代的变质岩上
.
其喷发时间为早更新世晚期 〔5〕

,

甚至更晚 (图 11 )
.

图 11 蓬莱红石山火山喷发岩

(二) 基岩海岸地貌

自蓬莱县城往西至林格庄东侧为基岩海岸
,

由元古代变质岩系组成
.
基岩山地直临渤海

海面
,

高程 80 一12 Om
,

顶部为平坦夷平面
,

其上残存着红土风化壳痕迹
,

与庙岛列岛的情

况相似
.
举世闻名的蓬莱阁就座落在临海 50 多 m 高的夷平面上

,

其北侧的老北 山海拔

72m
,

它们共同组成了突出于海中的蓬莱角
,

北与庙岛列岛遥遥相望
,

这些岛屿在大海之中

时隐时现
,

犹如虚无飘渺的仙境
,

自古以来传说中的
“

蓬莱仙岛
”

即指此处
.
每当夏日雨过天

晴
,

在海空相接的天际
,

由于太阳光折射常常出现
“

海市屋楼
”

的奇观
.

图 12 蓬莱下朱潘黄土海岸

(三 ) 黄土海岸地貌

自蓬莱以西的林格庄至泊子

村为黄土海岸
,

这在山东半岛颇

为罕见
.
由黄土和黄土状沉积物

构成了临海的黄土陡崖(海蚀崖)
,

高程 15一20 m
,

顶部为平坦的黄

土 台地
,

被冲沟切割的支离破碎
,

具有较典型的黄土地貌特征
.
黄

土剖面 出露 良好
,

其性状与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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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岛的黄土十分相似 〔”
.

黄土海蚀崖下为平坦的砂质海滩
,

宽约 20 一30 m
.
沙滩上散布着饼

干状砾石 (图 12 )
.

下朱潘岸黄上剖面
,

自下而上 :

(l) 红棕色与棕红色砂质粘土层
,

结构致密
,

含岩屑及小角砾
,

出露厚度 2一3m
.
为早更

新世沉积
.

(2) 棕色与棕黄色黄土与黄土状沉积
,
》含 3一礴 层古土壤

.
厚 8- 习m

.
时代为中更新世

.

(3) 浅黄色黄土与黄土状沉积
,

柱状节理发育
,

底部含钙质结核
,

厚 4m 左右
.
时代为晚

更新世
.

三
、

几 点 结 论

1.庙岛列岛的地貌受构造
、

岩性和海水动力条件所控制
.
北五岛沿岸构造抬升剧烈

,

水

深浪急
,

属高能动力海岸
,

海蚀地貌发育
.
南五岛沿岸地势较缓

,

沿岩流作用明显
,

堆积地

貌发育
,

.

以砂砾嘴和连岛砂砾洲最具特征
.

2. 各岛屿的朝北向海岸
,

击岸浪作用强烈
,

砾石的磨圆度和球度极高
,

而扁平度很低
,

球形砾石占优势
.

3
.
庙岛诸岛与蓬莱沿岸

,

黄土地貌独具特色
,

这是山东沿海颇为罕见的海岸地貌类型
,

这与第四纪期间的气候变化和海面升降密切相关
.

4
.
蓬莱沿海

,

岸线平直
,

沿岸流作用明显
,

以砂质海岸为特征
,

海滩上散布着扁平的饼

干状砾石
.
火山海岸地貌是蓬莱沿海的特殊地貌类型

,

它构成了突出的娜角海岸
.

5
.
蓬莱和庙岛列岛的

“

海市仙岛
’,

风光是在特定的地质
、

地貌和海洋气候条件下塑造而成

的
.

6
.
庙岛列岛严重缺水

,

无论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源非常缺乏
,

在开辟旅游胜地的同时必

须首先考虑到这个问题二

7
.
列岛上黄土的普遍分布

,

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
,

作为胶辽之间天然陆桥的重要意

义
,

是与黄土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

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至今
,

人类在该列岛上不断发展
,

经济

日趋繁荣
,

应当加强对黄上层的保护和利用
.

8
.
认识和掌握沿岸地质

、

地貌和海水动力条件的变化规律
,

有助于今后合理的经济开发
.

文章中的砾石 统计与图表绘制由张建中同志协助完成
,

在此深表谢意
.
参加野外工作的

尚有李培英和石 宁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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