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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贝壳堤成因与海岸线的演变+

李学宁0 0 f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天津300191)

接要：零文遵过怼天滓滨海爱壳堤裁嚣戆疆究，耪步礁定爱舞堤是垒凝避蛲壤形蔽戆，宅豹

形成和演化殷映了近岸生源物质迁移、现代沉积过程，贝壳堤的演化模式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对

派确地揭示淤泥质平原海岸的形成机理、合理规划开发潮滩和贝壳堤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关建疆：贝壳堤；全赣氆晚期；演诧模式；天津

中匿分类号：X14 文献标识弼：A

贝壳堤是耄生活在潮阍蒂的贝类死亡后的硬壳经波浪搬运、在惑潮线附近堆积形成的，

即在沿海的淤泥质海岸平原上由海生爱壳碎屑和细沙、粉沙组成的一种滨岸堤。国内外不少

学者对它沉积特征、形成环境和时代都进行过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和进展cl¨钔。天津滨

海豹淤泥覆羝平滚吉海瘁线，常懿贝壳堤酶形式存在于瑷代遵表，其彩成翻演变与淤泥质海

岸的形成机理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6～is】。

l贝壳堤的分布特征

天津滨海沿岸冲积低平原和海积低平原上，发育三道由海相贝壳及贝壳碎屑堆积而成

的古贝壳堤。古贝壳堤呈粥陇状沿与现代海岸线大致平行的方向，照弧形断续分布。主要由

餐壳砂、煲壳碎籍和完整爱壳新组成的沿岸堤一炎壳堤，它们作舞吉海岸线豹遗迹，沿着大俸

与现代海岸平行的方向，断续延伸予开阔平坦主要由粉砂、淤泥质所组成的海岸平原上，按

照贝壳堤从毅到老的时代序列依次划分为I一噩道贝壳堤(图1)。

1．1第1道炙巍堤

渤海湾第1道贝壳堤以海河为界，可分为南北两支。据60年代初芏颖调查的资料[1]，第

l遘贝壳堤的l乏枝皇淫≤艺境内糖各窿、齑堡、黑燕子、大残河嚣瑟的蹇上堡，商嚣经尖坨予、

澜河髓、大神堂、蛏头洁，终止于蓟运河口，呈一段段的弧形小丘，高0．5～1．0 m，宽20-'-30

m。向海坡度6。，向陆坡度5。～6。，在蛏头沽呈羽状分布，组成物质是贝壳与灰黄色的长英质

粗、粉移与缨砂。贝壳属种泼青蛤、翥蛤、毛蠹羹、鲳髹失主含少量的攀氏金蛤、艇蛎与缴繁锥

·收稿日期：2008—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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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灭津滨海低平原贝壳堤分布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shell ridges in the coastal plain of Tianjin

螺。这道贝壳堤总体发育规模较小，目前绝大多数已遭到严重破坏，在蛏头沽、黑燕子尚能依

稀见到一些残迹。第1道贝壳堤从东到西绕现代海岸高潮线呈弧形分布。

1。2第噩遘炙壳堤

该贝壳堤北起东丽区的白沙岭，向南经长坨子东、小石碑、火郑、过海河进入津南区，从

西浞洁延出测区与上古林摆连，第Ⅱ道贝壳堤在渤海湾霆岸整体遗续性较好。第l遘贝壳堤

总体走向为NE向，距离现代海港24"～26 km。集中发育且规模较大的地段有自沙岭，长750

m，最宽达100 m；大郑，长1 400 m，宽70 m；西泥沽，长2 000 m，平均宽400 m。上述几处已

被鸯然夷平或掩埋，煮的地段人为舞挖破坏严重，经邀沙蛉至大郑、秀泥渍鼹个地段仍不失

为具有开发保护的价值。贝壳堤组成物质魑属种丰富的贝壳，杂质较少，主委有白蛤、鼍蚶、

文蛤、鲳螺、珠带础螺、强棘红螺、日本镜蛤、太阳栉孔扇贝、扁玉螺等。据统计，含量较大的是

毛蜷、托氏鳃螺、舀焦蛤囊、猫最牲鳜、青蛤、Corbula of amurensis、Balans sp、Mitrell

dunker。据汗挖的浅井观察，剖面上部约不到5 cm为黄色粉质粘土，向下约2 m全由纯贝壳

及其碎片所组成，水平韵律层清晰可见，整个贝壳层位于黄色粉质粘土冲积层之上。

I．3第噩遴贝壳堤

该贝壳堤分布北起张贵庄肉联厂子弟小学，向南缀崔家码头，过海河与该道贝壳堤舆型

发育地段巨葛窿提联接，东与河≤芝曹庄子一燹滩一王疫子村一鬈座一夏窿大牡螓、蛏予、文

蛤等为主的贝壳堆相连，在区内的总体走向为近东西向和NEE向，距现代海岸一般38 km。

该道贝壳堤主要埋藏于地表之下，地表未见其出露。这一现象与其时代久远，长期遭受剥蚀

弗棱后鬟瀵泛沉积物掩堙酝至。在蚕葛痤辩东河遭内镤l，经开挖清理，麓嚣瑟觅较潭麴奚壳

层，水平韵律层清晰可见，主要由粗细、大小不等的贝壳所构成。贝壳属种丰富，其中四角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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蜊和Corbula of amurens数量最多，占到了70％以上，此外还有白蛤、毛蚶、被蛎、鲳螺、锥

螺、织纹螺、扁玉螺等。

2贝壳堤的基本形态特征

缀壳堤形态具有动态多变的特点，但大体上是由条带状贝壳砂堆积体受侧蚀形成弧形

带状爱壳砂堆积体，再经侵蚀切割最终形成新秀彤炎壳堤麓链(图2>。

图2 贝壳堤形态演变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showing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shell ridges

新月形贝壳堤形成后，表面有植被防护较为稳定，但囱子风暴浪和强潮流的袭击，贝壳

堤凸瑟弧预受冲蚀切割作用较重，可形成较小的次级堤体，堤体两端则由于侧蚀作用而形成

沙脊、渡槽和潮流通道。瑗体主要为贝壳碎属缀成，含少爨炉渣、瓦黠，并觅有属龙渔网碎片

遗物，表层贝壳宪整性较好。堤体顶部贝壳碎屑层较纯，厚度20 cm,-一50 cm，向堤体两端尖

灭，鼹糖牲主含塞增高。堤镕灸壳层之下秀潮溅淤泥质粉砂淫。炙壳经鉴定均域予潮滩浅海

种属，以四角蛤蜊(Mactla Venrliyolmis)、托氏蜴螺(Umbonium Lhomali)、毛蝣(AncaSud—

clenata)和九州斧蛤(Tentidonax kiasiuezis)居多。

炎壳堤主生长着盐垒摹本檀物，彩成群落的有藜辩的簸缝碱蓬(Suaeda Sdlsat)，其次力

蒺藜科的白刺(Nitzazia Schahez)，猪毛蒿(Ancamuia Scapalia Wals dt Kctey)、砂引草

(Messexchmidia Sihixica)等，茂密的植被对堤体起到防护作用。贝壳堤和邻近潮滩资源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初步评估堤薅爱壳砂的资源量约2 000 t；潜承禽盐量力90 g／I，～172 g／

I。，离出海水浓度的3～7倍，属潮滩潜卤水类型。进一步查明卤水的储量和开发条件，对合理

规划翻用贝壳堤及滩涂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3贝壳堤的形成年代

第l道贝壳堤形成年代采用天津青海岸带地凌地貌协调组(1985)的推断，其形成予700

～400 a B。P．蛰。而据最近的研究资料，第l道贝壳堤形成年代可髓为900～700 a B．P。p]。

第Ⅱ道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多认为在东汉初年至唐代之间[8叫]，其间黄河第=次大改道，

获汉誊莽三年(公元11年)始至唐，黄溪长期稳定戆麸滋海湾南部入海，鸯贝瓷堤的发育提

供了稳定的条件。考古发掘资料亦表明，在第Ⅱ道贝壳堤发掘的遗址、墓葬及文物绝大多数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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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唐、宋。基于以上原因，第Ⅱ道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应为东汉初年至唐代之间。“C测年资

料数据大都在2 600"-1 500 a B．P．之间。

第蠢遭受壳堤静形成年代电子考吉发掘资料槎麓充分，并最与堪C测年数据吻合褥较

好，各家观点趋于一致。李世瑜推论该贝壳堤活着的年代从殷商时期开始，至战国时期它即

早已死亡[引。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HC测年巨葛庄洪泥河大桥边贝壳样鼹年代

3 400+115 a B。P。；嚣家地震局缝质研究所“C实验窒(1997)测褥巨葛瘫贝壳样晶年代

3 405±55 a B．P．；测区内张贵虞Ⅲ贝壳堤由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测得上部HC

每龄3 040±120 a B．P。，下部3 880+160 a B．P。。综上所述第噩道贝壳堤的形成年代为

3 800～3 000 a B。P．。

4贝壳堤的成因分析

员壳堤照全球中、低纬度海岸常见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沿岸堤，与形成沿岸堤具有相同的

地貌条件，不同的是堆积在高潮线附近的不是泥砂而主要是贝壳物质。此外，还必须具备贝

类大量繁殖豹环境，傈诞有充足懿燹壳来源。渤海湾蔼麾凡遂燹壳堤主要煲壳统诗觅袭l，这

表1天津滨海贝壳堤生要贝类属种含量统计一览表

Table l Statistic of contents of main shell species form shell ridges in the coastal plain of Tianjin

堡羞i壶∑
脉红螺0．4 0．5 0．2

昌螺 ll。l l。9 l。8 55．1 67。3

级带潍{嚣蠓0．5 0．4 0。2 5。3 0。8

织纹螺 5．7 1．2 7．5 0．8

梯螺0．1 0．1

襄玉蠓0。S 0。1 0。4 O。2

拟稻蠛0．1 3．1 9．5

旋螺0．2

船蟾 3。9

往辑0。2 0。2

猫爪牡蝣 6．3 4．8

中国金蛤 4．9 6．9

缢蛭 3。9 0。l 2。6 l。l

兹蛏0．1 0．1 0．8

四角蛤蜊 76．2 12．8 1．0 10．1 4．0

日本镜蛤0．4 0．4

耢强毫鬟0。1 0。2

中国绿螂 11．3

兰蛤 1．1 45．7 77．2 11．0 12．8

中华青蛤0。1 0。4

交绘0．1 3。3

毛蚶 10．6 2．1 3．1 0．7 0．1

取样地点及腰位 自沙岭上部贝壳层邓岑子贝壳层沙井子贝壳层 王徐座铁锰染贝壳层

备注 糖李扶先、李簿。1982 天津零海岸繁地璇建貔捺溪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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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贝类大都生活在潮问带和潮下带浅海以及河口、内湾，底质为泥砂质、砂质滩底营底内和

底上生活的现生属种，反映了贝壳堤成堤时的海岸环境，这样的环境要求海水比较稳定，没

有大量的淤泥和混浊淡水汇入。根据整个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时、空分布与古河流变迁的研

究可知，贝壳堤的发育主要受到各个时代的河流三角洲的控制，只有泥质三角洲停止进积之

后，潮下带贝壳受波浪、沿岸流的簸选，在向岸风浪作用下，向陆搬运且堆积于高潮位而形成

的。

天津滨海贝壳堤主要形成因素有：

4．1具有较丰富的海洋生物碎屑物质来源

自公元1194年，黄河由附近第四次改道南迁后，该地人海陆源粗碎屑物质来量甚微。潮

滩和底质为淤泥质土和粉砂组成，据海洋生物调查，由潮滩前缘至10 m水深的浅海区，生长

有较密集的毛蚶一织纹螺群落。底栖动物密度为120个／m2～“7个／m2，生物量为8．g／m3～

82．49／m3，其出现频率以螺、蚶、蛏、蛤较高，从而为贝壳堤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生源物质来

源。

4．2海湾凹形海岸和平缓潮滩为生源物质的沉积

是有利的地形地貌条件。贝壳堤分布于渤海湾西部小型海湾湾口附近。湾口朝向东南，

易接纳涨潮流与向岸风浪挟带的贝壳碎屑泥沙流，湾内潮滩平缓，坡度仅为0．ZNo。当贝壳碎

屑泥沙流经过较长距离的平缓潮滩时，由于水深趋浅，磨阻损耗增大，流速减小，流体载荷动

能减弱。至湾口附近的高潮滩，载荷体重力作用大于迁移力，软体动物壳体和碎屑等粗粒物

质沉积下来，形成贝壳碎屑堆积体。

4．3贝壳堤生源碎屑物质迁移的主要动力因素为涨潮流和风海流

贝壳堤分布区处于渤海湾顶部。潮汐类型为不正规半日潮，平均潮差2．0 m～3．0 m，夏

季潮位偏高，冬季偏低。渤海湾潮流呈逆时针旋转流形式，但至贝壳堤分布区则呈往复流。涨

潮流速以西北向较大(o．38 m／s～53 m／s)，落潮流速以东南向较大(o．22 m／s 47 m／s)，

涨潮流速稍大于落潮流速，至湾口潮滩附近涨潮流速又小于浅海流速。上述水动力因素有利

于碎屑物质的迁移和沉积。

向岸风形成的凤海流对贝壳堤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本区3月---8月风向为ESE，其频

率占10％～17％。浅海区波高一般0．4 m～o．6 m，风浪对含贝类的底质泥沙起掀刨作用。向

岸风形成的风海流与涨潮流对生源碎屑起迁移作用。本区夏季平均风速虽较小，但雷暴大风

形成的风暴浪可高出正常大潮的1．0 m～2．0 m，近百年来形成的灾害性风暴浪即达8次之

多，风暴浪可将直径0．2 m～O．5 in的缸瓦碎块冲移至岛屿沉积，同时对堤体也起着冲蚀破

坏作用。

5贝壳堤的形成模式与演变趋势

天津滨海的贝壳堤是全新世晚期形成的。它的发育形成和演变反映了近岸生源物质迁

移，沉积的现代过程。就潮浪作用与贝壳堤的形成关系分析，将贝壳堤的演化模式划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条带状贝壳砂堆积体的形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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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浪蚀作用；Ⅱ涨潮流和向岸风浪搬运作用；Ⅲ沉积作用

主要表现为含软体动物壳体的底质掀刨起动；软体动物壳体产生推移性质迁移；进而形

成平行海岸瀚高潮涟条带获灵壳砂堆积俸。

第二阶段：条带状贝壳砂堆积体受潮流冲蚀切割形成新月形鹪链。

I潮流冲刷侧蚀作用；Ⅱ潮浪冲刷切割作用。

第三除段：贝壳砂堆积俸组成滨岸贝壳堤，沿海岸线凌德陆地呈{爹丘状断续分带。

l潮浪冲蚀作用减弱；Ⅱ高潮潍淤积作用。

6结论

与海岸相隔的潮滩(泻湖)的淤积增高成为陆地(潮上带)，使高潮位时四面环水的贝壳

堤演变成力滨岸沙丘(滨海堤)，形残海岸线形迹，反浃了淤泥质平原海岸瑷代淤进过糕戆一

种重要模式，而贝壳堤的形成时嗣应先于海岸线。因此，对天津滨海陆地断续分布的三道贝

壳堤被认为是滨岸堤是有些简单化了。以测定贝壳堤组成物质的绝对年龄作为古海岸线的

形成时阔也爨有误酶。疲对买壳堤的类型秘形成梳理佟进一步分橱疑究，对蠢海岸线的形或

时期重新厦定，以便正确地揭示淤泥质平原海岸的形成机理，这对合理规划开发潮滩、指导

大规模海岸带工程建设和贝壳堤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成文过程中褥到天津地璇矿产研究所王宏媾±懿指导翻帮助，在戴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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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of shel l ridges and evol ution of

coast—line in Tianjin

LI Xue—ning

(Tianjin Geological Survey Institute，Tianjin，30019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origin of shell ridges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ianjin and pre—

liminarily determined the late Holoeene age of their formation．The formation and evolu—

tion of shell ridges demonstrate a migration of coastal biogenic material and present—day

sedimentary process．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shell ridg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he research is importantly significant for properly revealing the formation mecha—

nism of the muddy plain coast and rationally planning and utilizing littoral plain and shell

ridges resources．

Key words：shell ridge；late Holocene；evolution pattern；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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