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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南渡江三角洲的废弃与侵蚀
‘

罗宪林 李春初 罗章仁

(中山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
,

广州 51 02 75)

摘 要 讨论 了海南岛南渡江 三角洲由发展到废弃的演化过程
.

分析 了不同废弃阶

段 的河 口 平面形态由东向西变化等特征
,

对 比活动三 角洲与废弃三角洲的显著地貌

差异
.

此外还讨论 了活动三角洲前缘潮流在岸外较深水 区的侵蚀作用和泥沙的向东

搬运
,

以及波浪在近岸较浅水 区的侵蚀作用和泥沙的向西 和向岸的搬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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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三角洲研究中
,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学者以研究淤进型三角洲为主
.

80 年代初
,

密西

西比河三角洲始有废弃问题的研究「
’

,

2〕
,

随后我国也对滦河〔”
,

4 〕和新
、

老黄河〔5
,

6〕三角洲的废

弃问题进行了研究
.

南渡江三角洲是海南岛最大的三角洲
,

面积约为 120 k时
,

其中废弃三角

洲面积超过 80 km Z ,

且废弃三角洲地貌特征非常典型和显著
.

本文试图对该三角洲废弃演变

特征和规律作一些初步讨论
.

2 三角洲的发展和废弃

南渡江三角洲位于海南岛北部海 口湾东侧
.

三角洲平原高出周边约为 10 一 20 m
,

主要由

更新统物质组成的台地之 间的地貌地质界线一 目了然 (见图 1 )
.

三角洲平原从流水坡向海
,

以

南渡江干流为界
,

以西为正在沉积发展的活动三角洲部分
,

以东为大面积的废弃三角洲平原
.

据地貌
、

地层沉积相和沉积物
‘4 c 测年资料分析(见表 1) ‘)

,

三角洲的发育始于距今 30 000

a
前后

,

后来经历了最后一次冰期时的沉积间断
,

约距今 8 000
a
的全新世海侵使三角洲重新

发展
.

三角洲先从南向北
,

尔后由东向西推进发展 (见 图 1 )
.

受迎面而来的东北向浪的抵遇
,

三角洲沉积中心逐渐向海 口湾沉积盆地迁移
.

距今 6 000 一 8 O00
a ,

三角洲沉积受海侵影响
,

本文于 1 9 9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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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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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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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溯源堆积的特点
,

全新世海侵结束后的河 口位置大约在三角洲顶部的南渡江大桥附近
,

迈雅村和大宋村有当时的古海岸沙坝群遗址
.

约距今 4 O00
a ,

河 口沉积中心已向海推进到东

营港
,

东部三角洲平原基本形成
.

约距今 2 000 一 4 000
a ,

河 口 沉积中心 向西转移到流水坡 以

下的海 口湾东侧
,

东部三角洲则开始废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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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渡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废弃

表 1 南渡江三角洲
14 C 样品年龄测试结果

’

序号 地 点 埋深 / m 样品 14 C 年龄 (距今 )/ a
分区

西部活动三角洲

部东废弃三角洲

网门港河 口东海岸沙坝下

海 口港东海岸沙坝下

三角洲西北端海岸沙坝下

海 口市人民广场淘湖边

龙昆村渴湖边

海南大学潮滩下

东营港罗列大村平原下

美炎外村三角洲顶部

永朗村三角洲顶部

新市三角洲中部

新市三角洲中部

上贤村三角洲中部

小南岳村三角洲东南边缘

1
.

0

2
.

0

7
.

0 5

2
.

5

3
.

2 5

8
.

8 5

1
.

3

5
.

2

5
.

0

8
.

4

1 2
.

6

1 1
.

3

6
.

1

粘土含腐木

粘土

淤泥含腐木

淤泥质砂含腐水

淤泥含腐木

粉砂淤泥含贝壳

粘土含腐木

砂质粘土含腐木

铁质胶结贝壳

粘土含腐木

粘土含腐木

粘土含腐木

粘土含腐木

8 1 0 士 7 0

1 2 2 0 士 6 0

1 4 8 0 士 7 5

1 5 6 5 士 1 30

5 5 2 0 士 12 0

6 53 0 士 1 30

4 2 9 0 士 1 10

5 83 0 士 1 10

6 1 1 0 士 14 0

6 35 0 士 13 0

8 2 0 0 士 1 5 0

8 20 0 士 15 0

2 8 63 0 士 8 4 0

2436578910111213

,

除第 4 号样引自文献【7] 外
,

其余样品均由笔者采样
,

由广州地理研究所14 C 实验室测试
,

半衰期为 5 7 30
a

.

样点位置见图 1
.

3 废弃三角洲特征

南渡江东部废弃三角洲与西部尚在活动的三角洲在地貌上有显著的差异 (见表 2 )
.

归纳

起来废弃三角洲有如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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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废弃三角洲与活动三角洲地貌特征比较

废弃三角洲 活动三角洲

海岸

河口

河道

海底侵蚀暴露残留砾石沉积一 s m 等深线以内岸坡

变陡

海岸平直与盛行东北浪向直交
,

海滩被蚀后退
,

渴湖

泥层出露海滩潮间带
,

后滨沙丘带向陆侵进

水下无向海突出地形
,

河 口为向西伸长的沙嘴封闭或

近于封闭

蛇曲窄深的废弃河道
,

出 口水道呈肘状向西弯成顺岸

流

高平的洪泛平原
,

平原面上多废弃河道
,

湖泊如星
,

残

存有古海岸沙坝

西翼向海口湾淤积发展
,

北部岸滩侵蚀与堆

积作用交替变化

海岸曲折
,

由弧形沙嘴或滨岸沙坝系统组

成
,

沙坝受蚀向陆滚退
,

向西伸长

口外水下有突出的堆积锥体及拦门沙
,

河 口

由复杂多变的沙嘴浅滩系统组成

分汉的宽浅的分流系统

平原 低洼的渴湖
、

潮坪和汉河间浅滩

3
.

1 废弃河 口系列

由图 1 可见
,

南渡江三角洲 由东向西存在不同废弃程度的河 口有序排列
.

由东向西
,

山湖

港河 口早已完全废弃
,

呈萎缩和封闭状 ;东营港河 口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每年被拦门沙坝堵塞

的河 口尚能被洪水大潮冲开
,

80 年代初靠人工开挖河 口维持渔船进出
,

90 年代初港 已完全不

能使用 ;沙上港河 口本 由潭淤河入海形成
,

河 口在向西迁移后与南渡江主干河 口合并
,

分东
、

西

口入海
.

东口在 1 9 7 5 年航片上仍存在
,

1 9 7 9 年冬季被沙坝封堵后
,

至今仍保持封闭状态
,

洪水

径流仅能从西 口排泄
.

3
.

2 海岸蚀平后退

河 口废弃后
,

海岸得不到泥沙补 充
,

原突 出的河 口和 曲折的岸线逐渐被 波浪夷平(见图

1 )
,

海岸线调整到与盛行东北浪直交
,

水边线以 6 一 s m /a 的速率被蚀退
、

海底遭受侵蚀
,

在山

湖港岸外海底见有残留砾石沉积出露
.

一 s m 等深线以内岸坡变陡
.

海岸后退使得滨后沼泽

泥层和被切削的后滨沙丘出现在海滩潮间带
.

海岸夷平调整作用主要通过波浪将岸滩泥沙向

陆和向西搬运来实现
.

盛行向岸风吹扬海滩沙 向陆搬运造成海滩沙的净损失
,

后滨则形成宽

阔的向陆侵进的风成沙丘带
.

3
.

3 废弃河道和古海岸沙坝分布的平原

由于出口水流入海段受河口 东侧向西伸长的沙嘴的封闭作用
,

河 口不断 向西迁移而形成

肘状拐弯的顺岸流 (见图 1 )
.

原宽浅的汉河由于 口门被回迁的沙堵塞排泄不畅
,

而在平原上迁

回曲折地摆动形成许多星状分布的牛扼湖和断续的废弃河道
,

如道孟河
、

迈雅河和潭没河等残

留分流水道
.

古海岸沙坝群在迈雅村
、

大宋村
、

沙头村和外墩村均可见到
,

它们高出平原面 3 一

10 m
,

呈 N E一SW 向延伸
,

根据其分布位置及表 1 中
‘4 C 测年资料比较分析

,

初 步确定了

6 0 0 0
,

4 0 0 0 和 2 0 0 0 a
古岸线的位置(见图 1 )

.

4 活动三角洲前缘的侵蚀

西部活动三角洲除最西部分正在向海 口湾淤进外
,

北部海岸即现南渡江干流河 口 至白沙

角间的三角洲前缘水下岸坡地带侵蚀现象较为明显
,

主要表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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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活动三角洲前缘的侵蚀

4
.

1 一 10 m 等深线附近潮流侵蚀陡坎

如图 2 所示
,

在三角洲前缘 一 s m 和

一 IO m 等深线形成密集的直线状 由 SWW

向 N E E 方 向延伸
,

据 1 9 9 3 年实测资料判

断该处 为强烈侵蚀 陡坎
2 )

.

在此陡坎的西

端白沙角处 1 9 8 9 年 10 月实测到最大潮流

流速达 12 7 c m /s
,

流向为 105
0 .

琼州海峡强

劲的东 向潮流侵蚀切 削三角洲前缘坡脚
,

形成陡坎
,

并主要将泥沙带向主干河 口东

北方向
,

在 5一 10 m 水深以外再沉积
,

形成

一串向东伸长的辐散状岸外水下沙脊
.

4
.

2 南渡江主干河 口东北侧的波浪侵蚀

面

由图 2 可见
,

南渡江主干河 口 在 1 992

年海图上 一 2 和 一 s m 等深线 已变得与岸

外盛行东北向波浪近直交
,
一 Z m 等深线在 1 9 6 3 一 1 992 年的 29

a
间约后退了 soo m

,

原 突出

的河 口水下三角洲锥体的东北侧 已被削平
,

使这段岸线和等深线走 向与东部废弃三角洲海岸

走向一致
.

这是三角洲废弃趋势由东向西传播的结果
.

侵蚀下来的泥沙被波浪向西和 向岸搬

运
,

成为北部和西部岸滩的重要泥沙来源
.

4
.

3 滨线侵蚀和滨岸沙坝冲越滚退

活动三角洲前缘的岸外水下沙滩
、

河 口 沙嘴及滨岸沙坝每年都有移动和变化
.

洪水冲决

河口 沙嘴
,

泥沙在波浪作用下经外坝再向西转运和 向岸逆运圈
,

以弧形水下沙脊的形式并岸

和西迁
,

补充滨岸泥沙
,

但北部岸滩在频繁的堆积与侵蚀的交替变化中仍表现为以侵蚀为主
,

滨岸沙坝或沙嘴以 8 一 10 m /
a
的速率向岸超覆蚀退(图 2)

,

尤其在热带风暴和冬季寒潮大浪

期间
,

滨岸沙坝
、

沙嘴受波浪冲越作用 向陆迅速滚退
,

如 1 9 8 4 年 9 月实测到 10 号台风过后
,

白

沙角沙坝前坡后退了 7 m
,

坝高蚀低 20 cm
,

坝内侧堆积的冲越沙体宽达 17
.

2 m (见图 3 )
.

20

世纪 80 年代初白沙角沙坝与内侧海堤间有渴湖水面阔 200 m 左右
,

90 年代初沙坝已退缩到

海堤脚下
.

综合以上分析
,

活动三角洲前缘的侵蚀作用主要有两种方式
,

即潮流在岸外较深水区的侵

蚀作用和泥沙的向东搬运
,

以及波浪在近岸较浅水区的侵蚀作用和泥沙的向西向岸搬运
.

潮

流的侵蚀作用可能与琼州海峡潮流侵蚀作用相对加强有关
,

在相邻的澄迈湾海底也有类似的

潮流侵蚀陡坎存在 [”]
,

琼州海峡内常见有潮流侵蚀海底搅起的浑水团
,

对这一变化应加强研

究
.

波浪的侵蚀作用在干流河 口东北侧形成平直的波浪侵蚀面
,

反映 了河 口水下堆积体的夷

平化
,

是三角洲发展历史上存在的废弃作用的继续和 向西传播
.

北部海岸滨线侵蚀和滨岸沙

坝冲越滚退则反映泥沙来源不足
.

据资料统计和分析 [ ’“〕
,

由于南渡江上游建水库和水坝
,

径

l) 青岛海洋大学河 口海岸研究所
.

南渡江口西浅海浅地层调查初步报告
.

海南三海研究开发公司
,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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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输沙量 已由 1 9 5 9 年前的 68
.

05 x

i 0 4 t/ a
锐减到 1 9 5 2 年前的 3 z

.

3 7 x

1 0 4 t/ a
.

在推移质输沙量不足 15 x 10 4

t/ a
的情况下

,

1 9 9 0 年海 口地区开采

河沙量达 8 0 x 1 0 4 一 1 2 0 x 1 0 4

m3
,

数

倍或近 10 倍于推移质输沙量
,

因此
,

人类活动造成的径流来源泥沙减少不

可低估
.

白沙角沙坝
侧 ~ 翻‘ N

渴湖 乡 海峡

口. . , 尸、, 户、碑 周. . J
砂 . ‘口 ‘口场 曰口 ‘. . . 口

‘
一二‘‘一山‘扁二孟二二5 ‘,

渴湖泥层 气二二尸石洲 入

nU,l,工

-一

、日侧晰

6 0 8 0

5 结语

南渡江三角洲 的发展和演变经历

0 2 0 4 0

沙坝变化 / m

—
19 8 4 年 1月 18 日

一一 19 8 4 年 7月2 2 日

19 8 4 年 9月1 1日

10 号台风后

图 3 实测白沙角沙坝剖面

了 4 OO0 a
前的淤长推进时期和 2 000

一 4 0 0 O a
来的东部废弃破坏及西部

活动发展的不同阶段
.

波浪作用在三角洲沉积中心转移和废弃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完全

废弃一半废弃一活动河 口序列在平面上 由东向西排列和展布
,

废弃三角洲与活动三角洲的地

貌与沉积的显著差异均反映了南渡江三角洲典型的废弃三角洲特征
.

东部废弃三角洲和活动

三角洲北部前缘现正面临严重的海岸侵蚀和后退
,

因此
,

使地处该三角洲的海南省首府海 口市

的海岸防护间题变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

对南渡江三角洲废弃演变特征和规律的研究
、

活动三

角洲北部前缘不同侵蚀作用和泥沙运动方式的分析
,

有助于加深对南渡江三角洲海岸侵蚀性

质和特点的了解
,

因而可为该处海岸利用和 防护对策的制定
,

提供认识基础和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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