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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江三角洲第四纪沉积特征
*

李平 日 黄 光庆 林 晓东

(广 州地理研究所 )

摘 要

通过钻探
、

野外考察和资料研 究
,

本文认 为广 东东江 三 角洲 的第四纪 沉积

物可分 为晚更新世 中一晚期和全新世 两个沉积旋 回
.

所研 究的沉积 物的最早年

代为40 k a B P
,

最大沉积厚度39
.

5 m
,

该地发生过晚更新世中期海侵和全 新世 海

侵 ;
前者越过中堂地区

,

后者可影响到赤岭峡 口
.

该地区可以 划分为Q ;
一 ’
冲积

阶段
,

Q亮
一 , 古三角洲堆积阶段

,

Q ; 风化及冲积阶段
,

Q二一 Q矛新 三角洲堆积

阶段
,

Q 二现代 三角洲堆积及扩展阶段等五 个沉积阶段
.

东江源于江西寻邹大竹岭
,

全长52 3 k m
,

流域面积 3 3 2 1只k m
2 .

其三角洲位 于广 东中部
,

、 与西
、

北江三角洲共同构成著名的珠江三角洲
·

实际 L东江三角洲是 自成休 系的独立 三 角

洲
,

它与西
、

北江三角洲在狮子洋相接
,

但它们的关系与西江和北江在思 贤浴 以 F相互 交

织
、

沟通
、

难分难解的情况很不相同
.

专门研究东江三角洲的论著不多见
,

往往是在论述珠江三角洲时顺带涉及
‘’一 沐 ’ .

笔

者近年来对东江三角洲进行了野外考察及钻 探
、

电测
,

牛 后采集了 L百个样品作年代学
、

沉积学
、

古生物学的分析测试
,

现结合前人的工作
,

仅对东江三角洲的第四纪沉积旋 回
、

沉积厚度与沉积分区
、

海侵范围
、

沉积阶段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

一
、

沉 积 旋 回

东江三角洲发育于断陷的东莞盆地内
,

其第四纪沉 积主要靠钻探揭露
.

兹选择研究较

详细的 9 个钻孔 剖面进行综合分析 (图 1 )
.

它们分布在三角洲 上游至前缘 的各个部位 (见

图 4 )
,

可反映本区第四纪沉积的基本情况
.

由图 1 可知
,

由于基底地形起伏 较大和所处的

沉 积部位不同
,

并不是每个剖面沉 积旋 回都发育齐全
.

现以 l 号
、

K l
、

P K S 三个地层比较

完全的剖面进行分析
,

并以全新统发育齐全的 18 4孔 和P K 16 孔 剖面为主要补充
,

讨论本区

的沉 积旋 回
.

1
.

由岩性看
,

1 号
、

K l 和P晰 孔均呈现 2 个下粗 L细的岩性旋回
,

自下而 仁可以划

本文于 19 8 9 年 5 月 8 日收到
.

修改稿 于19叩 年 9 月13 日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日
.



7 9 8 海 洋 学 报 13 卷

�佬塑占架撅留作材铸

粥彭廿�贬�
,一

共公外�)的r+lo瞬旧9卿名
.

三

,兮Z月
·O们8闪9闪呀闪囚闪O扣8工9工,工Z工O工89,凶

任O

21�O11�口
l

6乙之仑干 0 8卜I 干 丁
0 6乙Z仑 0 0 0乙仑 弓

回
。

口
日

今�山一不一卜洲姗

Lt)义几

9沈61

书锌
.

6

.

塑拭尽军羹彩蜷轰援川撰之雾徽
.

戈于赴界
.

卜睦赴
.

9

阿荞副被令

8卜

口口口口,的闪洲日国回回

晒晒晒!!!

0 0 0公干

0 0 0仑公
,

0 0公干

0卜69

.

⋯
.口.:

0..‘

:”叨门月!
、J、,

自断�
.门闷.拍姐

监
{{郎

! !
: i
可 {合 橄

牛;
a 之

。 ·

l二

0 9之千

0 9乙9 1
0之公干

0 1卜6 1

求一尸二卡决孙胃已全万王一蕊三霄孙兰一一岭试拓于职�索

N义一义口一义几

�

涟伙志唱阅壮袋巨帽只扮阅建曰瓣帐能圈晰常少
份澎枢州皿

.

旧障姗熨;
6彩蜷毅团瓣轰暇川工一援

梦
专山

,气!; !i
气

·

井 娜
台 石

一

答

莎叹

0 0公I 干0 0之去\0 9 1 干 0 99 8

月‘丫上奄‘月J山‘、
1. .。曰l-le习工‘、.‘曰一户.川卜r汉l一叹、卜r01它卜.L十.、n一6书甲!

.

!一声
曰01

!
eJ

蟹抖于职带

一

·

O
·卜e卜朴O补叹O佗扣翻卜卜O乙争之.

世崔t头书储关嘟谴
.

的

一困
们业

套枣才柳去写布三职赴淤

寸口一一丫卜几

出卫仁生丛嵘巨fy’: :
}
之

;
‘

!
之

{
‘

{
,

1{{(}}}}}{!}{{}{{}}{{
翅�买拭云

寸一

刁翻阳体
.

N眼以建班
.

�

蝉碧派
丫一奖十不�

卜丫口



6 期 李平 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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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为1一 姗岩 性段
.

18 4号和P K 16 孔 剖面 则只有 I
J

个下粗 上细的上旋 回 ([\一呱段 )
.

其余各

孔 一般是上旋 回 (全新统 ) 齐全
,

下旋 回 ( 上更新统 ) 或全部缺失
,

或 只有中 ( 11 )
、

上

(m ) 段
.

2
.

由沉 积相看
,

I 段至今未发现海相生 物化石
,

粒度分析和微量元素 (铆
、

钾
、

锈
、

钡 )

乡晰表明为陆相
.

11 段在中堂以下地段含有孔 虫
、

海相介形 虫
、

咸水及半咸水硅藻
、

海绿

石等海相指示物
,

属三角洲前缘相
; 中堂 以 上则为陆柑

.

111 段 虽也有个别半咸水硅藻和 海

绿石
,

但它属 11 段 风化产物
,

这些 海相标志物仅表示其原来物质的沉 积环境
.

由全区来看
,

m 段包 含 了砂 砾 层 和 风化 花斑粘 上两类沉积 物
.

均属 陆 相堆 积
,

即 T 一 In 段 经历 了陆

一 海一 陆的沉积过程
.

w 段 普遍含较多咸 水或 半咸 水硅藻
,

例如18 4孔 和P K 16孔 l ’ (图 2 )

硅藻中的我水种分别 占34
.

8 % 和78
.

5 3 %
,

淡水种仅 占2
.

64 % 和 8
.

59 呵
,

据 其优势 种称为

柱状 小环藻 e 、c lo l e z l a 、ry zo r u m B r ih tw 一 多束圆筛藻 e o s e i。o 汀i、c u 、 d io is u s .

‘ r “ n

组合
.

V 段的半咸水硅藻 比 W 段略

增 ( n 段 为6 0
.

8 9% 和 12
.

8 8 呵
,

\
’

段 为66
.

71 % 和 16
.

4 3 % )
,

仍为 柱壮

小环藻
一

多束圆筛藻组合
.

184 号孔、
’

段有海相 贝壳 (主要为牡蜗 )
,

1 号

孑哟W
、

、
一

段含海绿 石和 自生 黄铁

矿
.

9 个钻孔均 在 V 段发现海相标

志物
.

p 段 海相特征更明显
,

18 4 号

孔 为多束圆筛藻
一

柱状 小环藻组 合
,

咸水种占64
.

5 5 %
,

有较多牡蜘壳
.

1 号孔 此段含有孔 虫
、

海相介形虫
、

海绿石和咸水一半咸水 硅藻
,

姗段在

多数剖面未发现 海相标 志物
,

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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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8 4 号
、

P K 16
、

1 号孔有少量咸水一半咸水硅藻
,

1 8 4孔 (A ) 和P心6孔

淡水种 比例明显增加

(B ) 硅藻分析

(18 4 号孔 为 8
.

8 8 %
,

P K 16孔 为7 2
.

7 3 呵 )
,

虽个别孔 仍有近江牡蜗C r a 、s o s rr e a r io a la r is G o n ld
,

但多数孔 仅

见丽蚌 L a m p ro lul “ 、

楔蚌 C “ n e o
Ps i、 等生活于淡水的 贝类

.

综观 W 一 呱段
,

是一个海水 逐

步侵入一 海侵 盛期一海加奎步 退出的过程
.

二
、

沉积厚度与沉积分 区
(一 ) 沉积厚 度

根据钻孔 和电测深资料
,

本文编制了 1 :

20 0 00 0东江⋯确 洲第四 系厚度图 (图 3 )
,

其

厚度分布反映了本区基 底地貌格局
.

第四系厚度 大于 20 m 区域 仁要在麻涌一中堂一带 (最

大厚度 40 m 左右
,

现有钻孔 中最厚的麻涌东 2 孔 为39
.

sm )
,

代表东 江古河谷走向
.

从沉积

厚度和时代分布来看
,

晚更新世沉 积物分布很不均匀
,

厚 度变化甚大
.

在研究区内的70 个

钻孔 中
,

仅有20 余个钻孔 出现晚更新世沉 积物
,

而且主 要集中于古河谷一线
; 这说明晚更新

1) 根据 笔者新 认识
.

对文献 〔1 〕分层进行 了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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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期
,

东 江河谷已偏 于北侧
,

可能与红层盆地 向北倾斜有关
.

也反映 了晚更新世中期后

段 (Q犷
’ ) 的 海侵范围不大

.

(二 ) 沉积分区

按沉积厚度
、

时代和沉积相的变化
,

将东 江三角洲分 为 4 个沉积 区段 (图 3 ) :
T

.

东

部区
,

即赤蜘夹一石龙
,

为东江三角洲上游段
,

基 底地形高
,

沉 积厚度小 (一般了巧 m )
,

仅遭过全新世时期的一次海侵
,

以河流相沉积为主
.

n
.

中部区
,

即石龙一 中堂
,

为东 江

三角洲中段
,

仅在低洼的深 谷区遭受过二次 海侵
,

其中第一次海侵 (晚更新世中期后 段 )

影响较微
,

其他地区仅接受全新世 海侵
.

m
.

西北区
,

即中堂 以西中下游段
,

基底深凹 (一

般埋深 ) 20 m
,

最深可达40 m )
,

大部分地区 经过两次海侵
,

海侵层发育
,

西北部Q K 7
、

l么

东 2等孔 Q ;
, 海侵淤泥层较厚

,

含咸水硅藻较丰富
.

沉积物以细屑 为主
,

与东部中堂 一带

以粗屑为主不同
,

反映 Q犷
,
海水为自西而东进入本 区

.

w
.

西南区
,

即东 江三角洲 下 游

段
,

基底较高 〔一般埋 深10 一 15 m )
,

大部分地又只接受全新 世海侵
,

海侵层一般与基底或

风化层直接接触
,

大多缺失 更新统
.

2 3
.

1 0
‘

2 2
.
5 0

‘

图 3 东江三角洲第四系厚度和沉积分区

三
、

两次 海侵 的范围

(一 ) 海侵的证据

本文以生物证据作为确定海侵的主 要依据
.

这些标志主要有 四类
:

一是咸水或半咸 水

硅藻
,

二是有孔 虫和海相介形虫
,

三是牡蜗
、

泥蜡等 浅海至潮 间带贝类
,

四 是红树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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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如 海绿石
、

自生 黄铁矿
、

粒度分析
、

微量元素等 ) 则作 为辅助依据
.

(二 ) 晚更新世海侵 的范围

由图 l 可知
,

晚更新世时期
,

海相生物化石仅 出现在中堂 1 号孔 以下地区
,

上游的圆

洲刘屋K I孔
、

圆 洲上南K Z孔 和石排 下沙P K S孔均未发现海相生 物遗 骸
.

因此
,

可 以初步认

为晚更新世 海侵 仅到中堂附近
.

(三 ) 全新世 的海俊范围

由图 1 可知
,

全新世 海侵范围广泛
,

在圆 洲刘屋 (K I孔 )
、

上南 (K Z孔 ) 和石排 下沙

(P K S孔 ) 均在中全新世沉积 中发现咸水或半咸水硅藻 〔1 〕
.

例如K I孔 3
.

巧一 5
.

49 m 处 有

ha 弱圆筛藻 e o s in o j i、e u , 、u 方, 511、(5
.

2 m 妞t 测年为5 9 4 0 士3 0 0 a B P )
,

K Z 孔 2
.

5 0一 3
.

20 ,二 的

Q ;
一

’
地层中发现波缘弯杆 藻月

e 、n a , * e s c r e o u l。 ; 。 c r u n ,

p K S 孔0
.

6一 4
.

lm 的。 ;
,

沉 积中

有原双 眉 藻 A m 夕加
r a p r a te 。、 和具 星小环藻e 夕c zo fe lza 、Ie u ig e r a .

近期笔者在新石器遗 址或 贝丘遗 址中调查 了 贝壳的种类 2 ) .

这些遗 址是 4 一5 k a B P

的先民取食贝类后遗弃的 贝壳堆积
.

以 当时的交通工具
,

先民仅能就近捕捞 贝类
.

因此
,

这些 贝壳 可以间接 反映附近的环境
.

调查结 果表明
,

海相 贝类分布甚广
,

东江最 上游可到

东莞企石镇东 岸村
,

该地 见有泥蜡 A r c a ( 月 , , a j a r a ) g r a , , o s a L in n a e u s ,

增江到三江金

兰寺和 石 滩塘 洲村 (该地 见有牡蜗壳 )
,

沙河到 九潭翟屋村
.

再往 上游
,

则已全为河舰C or bi -

、 e u za fl u m i , , ‘·‘, ( M olle r )
、

圆 田螺 e i尸a , , 9 0 刀a zu 刀in a S p
.

等河相 贝类
.

例如东江东岸

村上 游约 1
.

sk m 的 卜村李 贝丘
,

只发现河蛆
,

已无泥蜡等 海相 贝壳
:

再往 上游约 5 k m 的泥

屋仔
,

沉积物中的硅藻基本 为淡水种
,

仅见一枚咸水种 威氏圆筛藻C Os ci n o d i、c us w ai /es ii

G ra n .

S A g
.

;

其上的广和纤 (今博罗撞湖镇 ) 附近的 “规壳 角” 贝丘全为河舰
; 博 罗县城

的葫芦 岭 贝丘亦全为河规
、

圆田螺
.

增江情 况也是如此 我们在金兰寺 上游约 6 k m 的练 屋

村新发现 一处新石 器中
、

晚期 贝丘 (土名蛆壳 破)
,

所 见全为河蚁
、

圆田螺
,

未见海相 贝壳

(图 4 )
.

这些 贝丘及新石器遗 址均有较 丰富的新石器中
、

晚期遗 物
,

足以断代
.

金 兰寺 的

贝壳
’‘

C 年代为4 0 3 5 士 94 a B P〔三 二
,

铁 场 河屋岗牡蜗壳
’

℃年代为 4 50 0 士 12 0 a B P 〔‘〕
, 3 ’.

可见中全新世晚期海进的影响
,

东江达赤 岭峡 西口
;

增江到金 兰寺
、

塘 洲村 ; 沙河抵铁场
、

九潭
.

曾昭漩 曾认为东江三角洲从 田螺峡开始 盯创
,

但 从 上述沉积物分布看
,

赤岭峡 内已无海

侵痕迹
,

更不用说上游的田螺峡了
; 笔者之 一过去认 为仅到圆 洲 〔7 弓

,

上述最新材料表明
,

还应幼圆 洲 卜移约 2 3 k m 至赤 岭峡 西 口 (图 4 )
.

四
、

沉 积 阶 段

L述研究结果表明
,

东江三角洲的第四纪沉积史可分为下述 5 个阶段
.

2 ) 承东 莞市
、

博罗县
、

增城 县的文博部 门的大力支持 和配 合 部分 贝壳承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生物研究室

鉴定
.

1革表附忱
.

3 ) 徉品承 )
‘

东 省博物馆场豪副研究 员提供
.

革致 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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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江三角洲海浸范围

1
.

在晚更新世中期前段 (Q ;
’ ) 的冲积阶段

本 区在晚更新世中期前段全部为河流相砂砾沉 积
.

未见其他岩相
,

表明33 k a B P 本 区

为河流冲积阶段
,

即东江出赤喇夹后
,

河道从低 山丘陵的束缚 中 进 入 断陷盆地
,

迅即分汉

摆荡
,

充填低地
,

中 L游的粗屑物质在盆地内沉积
,

堆积 了数米至十余米厚的河流沉积物
.

2
.

晚更新世中期后段 (Q ;
2

) 的 占三角洲堆积阶段

由 八习前本区深孔较少
,

一些有Q ;
2

地层的钻孔岩心研究程度尚不高
,

仅在Q K 7 孔 和

中堂 1 号孔 见海侵层沉积物 ( 见图 1 )
,

仁游的K l
、

K Z孔 和P K S 孔该层未发现微体生物
;

虽然粒度分析为三角洲相 〔‘ J
,

但在未有更多证据 之前
,

目前只能说古三角洲 卜端仅至中堂

附近
.

但岩相已 与Q ;
‘

时迥异
,

表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沉 积阶段
·

从珠 江三角洲〔7 〕
、

韩江三角

洲 〔8 〕和华北
、

华东 看
,

这个时期普遍 发生过 海侵
,

因而完全可 以 划 为古三 角洲 堆积

时期
.

3
.

晚更新世晚期 (Q为 风化及冲积阶段

由图 i 可知
,

Q ;的沉积物有两类
:

一类是杂色花斑粘土‘例如Q K 7
、

汉 号孔和 1号孔 )
,

表明

经过风化
,

有过沉积间断
; 另一类是砂砾石层

,

无 海相生物
,

粒度分析表明为河流相
,

可知

这个时期本 区是风化及冲积阶段
,

与全球 晚冰期低 海面 的情况完全一致
.

4
.

全新世早
、

中期 (Q ;一Q ; ) 新三角洲堆积阶段

如前所述
,

全 新世 海侵最盛时潮水曾达赤岭峡 西口
,

赤岭峡 以 西普遍有海相沉积物 (详

见图 4 )
.

对184 孔
、

l号孔 和P K 16 孔的研究表明
,

这 次海侵从早全新世已经开始
.

在 8 B P

前东 莞 道 洛
、

蕉 利一带已为三角洲前坡或前缘环境
.

全新世中期海水继续深入
.

以化石硅

藻和 贝壳分析而沦
,

本区 以中全新世 晚期海 侵为最盛
.

新三角洲基本形成
.



6期 李平 日等
:

广 东东江三角洲第四纪沉积特征 8 0 3

5
.

晚全新世 (Q ; ) 现代三角洲堆积和扩展阶段

在早
、

中全新世形成的新三角洲基础七 晚全新世只不过是在其 上泛滥淤积和在下游

异 继续淤积
、

扩 展
,

并陆续填淤狮子洋
,

形成现代三 角洲
.

例如中
、

上游的茶 山A Z 孔埋深

1
.

sm 的腐木
’‘

C 年代为2 22 0 士 90 a B P
,

沉 积物为三角洲平原河流泛滥相
,

化石硅藻基本为淡

水种
,

只有极少量咸水 半咸水种
.

表明早在 2 22 o a B P 前该地已脱离海洋环境
.

东莞市政

府所在地 (古名到涌 ) 为唐至德二年 (7 5 7a A D ) 才从宝安南头迁此
,

可推知东江三角洲

中游平原隋
、

唐 才较大范围成陆
.

从东 莞望 牛墩扶涌在1 8团 士 8 0a B P尚有较大片 红树林可

知
,

当时望牛墩一带尚未成陆
.

麻 涌
,

新涌等三角洲前缘地区
,

在 1 68 8 士 40 a B P和 1 5 2。士 90

a B P 仍为水下泥滩
.

据访问
,

麻涌居民到此定 居仅约25 代
,

即仅约50 0一 60 0a
,

大步 元代和明

初仍采珍珠
,

表明三角洲前缘成陆时间不会早于 6 00 a B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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