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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涸洲岛是 第四 纪玄 武 岩岩 浆 喷发 时 在水 下 堆积而形 成的
.

该 岛 构 造 上 受东 北
、

西 北
、

东 南 向 断裂 的 控 制
,

地 形 南高北

低
.

据分 析
,

南 湾是 本 岛南 部 被侵 蚀 破 坏后 的 古火 山 口残 迹
,

另一 火 山 口 位 于 岛 西 横路 村 西 北
.

岛屿 地貌 特征 为 南 畏 北 堆
,

南部从 石 盘滩 向 南绕 南 湾港 至 西岸 海 蚀 地貌 比较 发 育
,

常 见 的有 海 蚀 崖
、

海 蚀 洞
、

海 蚀 柱
、

海 蚀平 台 等
.

北 端 从 横 岭 向 西 北

转西南 到 后背 塘
,

海 成 沙 堤十 分发 育
。

沙堤 呈 牛扼 状 分布
,

长 7k n l ,

宽 Ico 一4外 1飞按形态
、

结 构 把 沙堤 分新
、

老 沙堤
,

老 沙 堤

高 6一 12n 、 由 于 长 期 吹扬 作 用
,

已 改 变 原 状
,

形 成 凹 凸 不 平 砂 丘; 新 抄 堤 内缘 与 老 沙 堤 接 触 且 提 益 于 老 沙 堤 之 上
.

高

2 一屯几 岛 的沿 岸珊 瑚 岸礁 相 当 发 育
,

特 别是 在北
、

东 部发 育 最好
,

南
、

西部较差
,

珊 瑚 岸 礁 最 重 要 特 征 是 礁 源 碳 酸盐 和 陆

探 碎屑 的混 台 沉积 作 用 其珊 瑚 礁 的 形成 于 3 1田 年 前

涸 济 岛比 露的 地层 最 老 的是 玄 武 岩
,

主要 分 布 于 东 北 海滩
,

北 邵及 南 部沿 岸 琴 星 露头
.

其次 为 火 山 碎 屑 岩
,

火 山 碎 屑 岩

构成 岛 屿主 体
。

本 岛 自第 四 纪 以 来 火 山 活 动经 历 过三 个 喷发 旋 回
、

五 次 喷发
。

溜 洲 岛位 于 北 部湾 北 部
,

东经 1四
。

份
’

一 1伪
。

15
’ ,

北 纬 21
。

伪
’

一 21
“

10
’ 。

北 面 距广 西 北 海

市 51
,

肠km 为广 西 沿 岸 滨外浅 海 最 大 的 岛屿
,

面 积 双永n 了
。

该岛 系 田 第四 纪 喜 马 拉雅 期基 性 喷

出岩组成 的 火 山 岩 岛
。

在 地 质 历 史 中 受到 各种 地 质营 力 的 作 用 和 人类 活 动的 影 响下
,

形 成 了 千

姿百 态 的 地 貌 特 征
。

作 者根 据 19斜 年 澜 洲 岛野 外调 查 的 资料
,

对 该 岛地 貌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进 行

初步探讨
。

1
、

地 貌

润 洲 岛 目 第 四 纪 喜 马 拉雅 期火 山 喷发形 成 以 来
,

经 过 长 期 的 风 化
、

剥 蚀
,

在 风 浪
、

流 的 侵

蚀
、

搬 运
、

堆 积 作 用 下 形 成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地 貌 类 型
。

如 火 山 口
一

氏陵 尔气山 碎 屑 台 地 )
、

海 积 平

原
、

沙 堤
、

海 蚀 崖
、

海 蚀 柱 海 蚀 洞
、

海 蚀 平 台
、

珊 瑚礁
、

潮 间 沙 滩
、

海 底 平 原 等 地 貌 类 型 在 该 岛

均有 出现(图 1)
,

对 各 种 地 貌 的成 因
、

形 态 特 征 及 其演 变 分 别 论述 如 下
。

. 参 加野 外 调查 和 室 内分 析 工作 的还有 李乃 芳
、

叶维 强
、

莫 永 杰
.

遵 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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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涸洲 岛地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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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Q 沙 堤

L l 火 山 地貌

涸 洲 岛是 由滨海 火 山喷 发 沉 积
,

经 地 壳相 对 抬升 运 动 而 形 成
.

海 岛 台地 由沉积凝 灰岩 和 沉

积凝灰火 山角砾 岩等火 山碎屑 岩组 成
,

地 层产状 平缓
,

由于 地 表流 水
、

浪蚀
、

风 化等作用 的影响
,

形 成 了 以南湾沿岸 陡壁 为最 高点
,

分别 向西
、

北
、

东三 个 方 向地 势逐 渐 降低
,

构成坡 度 缓倾 斜 的

火 山碎屑 岩 台地地 貌景 观
.

由于 该岛属 滨一 浅 海海 底喷发
,

因 此
,

其火 山 口 及 火 山锥 形 态 不 如

陆地上 的那样 明 显
。

据钻孔 及 物探 资料 分析
,

涸 洲 岛有 二 个火 山 口
。

L L I 南湾火 山 口 位于 涸 洲 岛南湾港 中
,

南湾港 是 直径 近 八m
,

南部缺 口 ( 湾 口 )与 海 相 通

的半 圆形 港湾
.

其东
、

西
、

北 面 为 为 一纸11 标高 的海 蚀 崖
。

南湾 在形态 上 十分近 似被侵蚀 破坏

后 的 火 山 口 残 迹 ( 图 2)
。

因 为 火 山 碎 屑 岩 在南 湾一 带 比周围及 其他地 区 的 粒度较粗
,

在猪

了 .g , ` ,

/

囚
多
回

多

国
,

回
: 匹〕

图 2 佃 洲 岛地质 剖 面 图

又
.

火 山 口 2 滋江组 粘 土层 3
.

中期火 山岩 .4 晚期 火山岩 5
.

红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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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岭及西 侧海崖 上
,

有一层 厚度数米至 几 十米的集 块火 山 角砾岩及 集 块岩
,

并 有大 量 的火 山 灰

和 形态 各异 的火 山 弹分布于 湾边 陡崖 和 海滩 上
.

因 此
,

推 测南湾港 中有一个火 山 口存在
.

I U 横路 山 火 山 口 位于 涸 洲 岛横路 村西 北 约仗力m 的小丘 上
,

该 山 丘 地 形相对 料 高
,

海

拔义 恤 出露 于第 三 旋 回第 二次 喷 发的 玄 武岩
.

火 山 口方 圆 约 五众1飞据 附近 的 钻孔 资 料 和 电测

探 资料表 明
,

火 山岩厚 度最 大可达 3毛1、而 火 山 口 的 周 围 却只 有数 十米
.

所 以
,

据 岩 性 厚 度而

推测有火 山 口 的存 在
,

由 于 风 化
、

剥蚀 作用及 植被 覆盖
,

火 山 口 特征 已 不明显
.

L Z 侵蚀 地貌

1
.

2 1 侵蚀一剥蚀 丘 陵

侵蚀剥蚀丘 陵分布几 乎 遍及 整 个岛屿
,

约 耿
n讯南 部 西拱 手 为最 高 点

,

海拔 a7 甄 1飞岛上

地形 高一 般 10 一肠几 成微起伏波状地 形
,

地势 自南 向北 低平 (图 2)
.

剥 蚀残 丘 均 成 浑 圆或 椭

圆包 状
,

坡 度较缓
,

一 般为 巧
“

左右
,

局部 为 30
“ .

丘 陵从石 盘 滩往 南 到 湾仔 角
,

再 绕 南湾港 至

西部 滴水 和 西 边下 石 螺至 高岭直 逼 海岸
,

形成 近 卯
“

陡崖 与海蚀平 台相连
.

其余 以缓缓 倾斜 的

坡度 与海 积平原及 沙堤相 接
。

丘 陵顶 部覆盖 坡 积 残 积 物
.

侵蚀 剥 蚀 丘 陵 由玄 武 岩
、

火 山碎 屑

岩及 风化 红 土 组 成
.

.1 2 2 海蚀 地 貌

涸洲 岛的 南部 和 西部沿 岸海 蚀地貌 极 为 发育
。

常见 的 有 海 蚀崖
、

海蚀洞
、

海蚀柱
、

海蚀平台等
.

L2 2 1 海蚀崖

海 蚀 崖可 分二 类 : 一 类 为 现 今不遭 受波浪 侵 蚀 作用 的
“

死
”

海蚀崖 ; 另一 类 为现 今 仍遭受 波

浪 侵蚀 作用 的
“

活
”

海 蚀 崖
。

死海蚀 崖(古海蚀崖 ) 主 要 见 于 南湾街旅 店 后 背 以 西 至 军队 营房一 带
,

长 约 公功
.

陡崖

东高西 低
,

一 般 高为 30 一 《比
。

南湾街 西 头 附 近 陡崖 最 高
,

达 幼5由 以 上
.

陡崖几 乎直 立
,

局 部

甚至 大于 见
。 。

如三 婆庙的陡崖 向里 凹
,

坡度 达 130
“ 。

三 婆 庙 正 是 建 在 陡崖 下一 个古海 蚀洞

里
.

沿 着整 个 崖壁海 拔高程 为 4一 抓 1众1飞拼叽 3功书 和 父m 发育 了 五 层古海 蚀 洞
.

崖 壁的 岩

性为 玄武质粉砂 岩
、

砂岩
、

角砾 岩
.

在 岩层 中有 明显 的 海 底 冲刷 面
,

交 错层 和 斜 层 理
.

该 处 陡

崖局 部有崩塌 现 象
。

沿 着崖 壁 底下 的古海蚀 平 台正 是南 湾街
。

牛 栏 山海 边 陡崖也 属 于 死 海 蚀 崖
,

离现 今海 岸 约 10队 该 段 古 海 蚀崖 长 LZIQ砚 崖底 标高

约 恤 陡 崖 高 4 一抓 坡度 70 一 劝
。 .

陡 崖 壁 可 见 2m 厚 的筱盖 层 (红 土 )
,

盖 层 下 为 玄武质 岩

屑砂 岩 出露
。

陡崖 下 为 m 宽的 平 地
,

局部 平地 成 为农 田
.

活海蚀崖 从 东 边 石 盘滩一 海 军 码 头
,

南湾西 岸军 营 附近 一
.

蕉坑
,

西 边 下石 螺一高岭 底

等沿岸 和 猪仔岭 四 周都 是 活 海 蚀 崖 极 为 发 育 的 岸 段
。

全 长 约 &为几 陡崖 坡度 为 劝 一 卯
。 ,

一

般高 为 一 之泊飞仅有南 湾西 岸
、

猪仔岭东
、

南 面
、

高岭 一大 岭崖 壁较 高
,

达 幻一 屯而
。

目前 活 海

蚀崖仍然受 到 强 烈 的拍 岸浪 作 用
。

所 以
,

除 了东 部局 部 人 工 崖壁 外
,

其 余 崖 壁 均 有 海 蚀 洞
。

特

别典 型 的是 猪仔岭东北 面对岸 的海 蚀 洞 (贼 佬 洞 )
,

其洞穴 长(深 )乃瓜 洞 口 宽 1勉 高 孰 洞 底

向海斜度约 5
“ 。

由于 重 力作 用和 受到钦州 湾 西北一 东南向断裂
、

断块 作 用 影 响
,

有 些 海 蚀 崖
、

海蚀洞 已 崩塌
,

如蕉坑 的 陡 崖下
,

崩塌 岩块 最 大 的 长 411飞
,

宽 城 高 L力m
。

猪 仔岭 西
、

南边 也 崩

塌得很 厉 害
。

陡 崖 均 由玄 武质 岩屑 砂岩 组 成
。

LZ 之2 海蚀 柱

海 蚀 柱 又 称 海 蚀 残 丘 或 孤 峰
。

南 湾 口 的猪 仔 岭 为 大型 海 蚀 柱
.

该 海 蚀 往 高 2又8巩 四 周 为

梅 蚀 陡 崖
,

陡 崖 高 达 乃叭 南 部 陡 崖 下 由于 长 期 风 浪 侵 蚀而 发 育 70 火 歇比 的 宽阔平 台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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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接近 水平

树
.

L 22 3

平 台上 没有沉 积物
,

西 侧 陡崖下 堆积许多 岩块
。

海 蚀 柱 顶 部 生 长 仙 人掌 及 杂草 和

海蚀 平 台
海蚀 平 台是海面 相对稳定 时期 海 水对 海 岸 长期侵蚀 的结果

。

海 蚀 崖 的 前 缘一 般形 成 有 海

蚀 平 台
.

本 区 的石盘滩 一湾 仔角
,

猪仔 岭 周围
、

蕉坑
、

石 螺背
、

高岭 等陡崖 下 均 颁 有 海 蚀 平 台
。 ·

在石盘滩 以南
,

海蚀 平 台比较宽
,

为 2叹〕一 拟b l
。 由 于平 台 面 恰 好 为水平 岩层 面

,

所 以
,

这一 带

海蚀 平台比较平滑
,

平 台上 没 有沉 积 物
,

猪 仔岭 南 面平 台尤 为明 显
。 岩层 向北 倾 向

,

产状 0 戈 6 00

在石 盘 滩平 台上 可 见 许 多 冲蚀 坑
,

有 的 冲蚀 坑 积 水成 小塘
,

有 的 坑 里 有火 山 岩块和 呈 似圆 形

或椭 圆形 的小 岩块
,

波浪 作 用 下
,

呈 马啼形
,

斜
,

坡度约

有的 似平底 锅
。

蕉坑
、

产 生 旋 转 冲剧 坑 内岩 壁
,

使 冲蚀 坑 目前仍在 扩 大
。

冲蚀 坑 有 的

石 螺 背
、

高 岭 的平 台 较窄
,

约 40 一 1仪衍毛呈 薄 层 阶 梯 状 向海 倾

10
“ 。

在 蕉坑海 蚀 平 台上 发 现 有 环 状 微 形 小 山 包
,

山 包 直 径 约 又1叭 高 .1 05m
,

顶 部

为玄武岩
,

下 面周 围被砂 岩胶结

扔 堆积地 貌

L .3 1 海 积平原

在 石 盘滩
、

猪 仔岭
、

蕉 坑
、

高 岭脚 等 平 台 上 都 堆 积 有 大 块 岩 块
。

海积 平原 为早 期海湾堆 积 而 形 成的 地 貌 单元 叹 岛区 海 积 平 原 主 要 分 布于 东北 部
。

即 横

岭
、

苏牛 角坑
、

后 背塘沙堤 后缘
。

约 占 又sk n f
。

表而 十 分平坦
,

一 般高 于海 面 3一 翻飞前 缘 为 沿

岸沙侧 沙丘 )
,

后 缘相接 侵 蚀 剥 蚀 丘 陵 海 积平 原 沿 积 物 在 法 地 中 部较 厚
,

边 缘 变 薄 至 尖 灭
,

其表面 受现 代红 土 坡 积 混 合 为红 褐 色 亚 沙 土
。

海 积 平 原 己 开 辟 成 为澜 洲 岛肥 沃 的农 田
,

而 形 成

于西 兔的 海积 平 原 己修筑 为 水 库
。

L .32 沙堤
溜 洲 岛沙堤发育于 横 岭

、

苏 牛 角 坑
、

后 背 塘 沿 岸
,

呈 条带 状 分 布
。

长 约 入拟 宽 1田 一 4匆 米

不等
。

中间为水 沟所 切 割
。

在 南湾 西 北 沿 岸 和 下 石 螺 南 部 沿 岸 局 部 形 成 有 沙 堤
。

按 形 态
、

结

构把沙堤分为新
、

老 沙 堤叙述 如 下 :

老沙堤 分布于 横岭
、

苏 牛 角 坑 村 西 北 边 和 后 背 塘 沙 堤 内侧
,

即海 积 平 原 的前缘
,

与 新 沙

堤内缘相 连
。

老 沙堤 总 长 约 王久m 宽 50 一 1仪为T、高 6 一 1二互了、它 的形 成 使较 早 的 海湾 (现 代海

积 平原 )与大 海 隔 绝
。

表面 由 丁 经 受长 期 次扬 作 莱
,

使 衫 堤 改 度
一

原 状 形 成 凹 凸 不平 的 沙 堆 和

沙丘
。

老 沙堤 一 般上 部 为 浅 黄 色 中粗 沙 含 少
一

量 贝 壳 碎 屑和 珊 瑚 碎 鸭
,

原 约 讯飞 本 部 为 黄灰 色

钙质砂 岩
,

以 中沙 为主
,

粗 砂 次之
,

粒度较 均匀
,

中层 构造
,

层 面 以 3一 5
“

向海 倾斜 钙 质 胶 结较

疏松
,

厚 度 5一 叭 下 部 为棒状 珊 瑚 和 贝 壳 碎 屑 钙 质 胶结 成 岩
,

即 海 滩 岩
。

厚 2一 3巩 浅 黄
、

灰

白色
、

具 层状
,

岩层 微 向海 倾 斜
,

抗 压 性 好
,

抗 风 化 力 较 强
。

比重 小
,

易开 采 等 特 征
。

所 以 海 滩

岩是 当地建 筑 的 良好 材 料
。

海 滩 岩形 成 分两 期
,

其高 位 海 滩 岩 海 拔 抓 向海 < 10
。

十 1弋乃105

士 1仅正汾 低位海滩 岩海 拔 .3 5耐℃ 十 么万〕士 85BPI , 。

新沙堤 内缘 与 老 沙 堤 接 触
,

且 覆 盖 于 老 砂 堤 之 上
,

外 缘 紧 连 海 滩
。

新 沙 堤 一 般 高

2一 恤 分布 于 横岭绕北 至 西 角 海 边
,

呈 牛 辘 状
,

长 约 们众n
,

在下 石 螺 至滴 水 和 南湾 水产 站 西 边

的 沙堤 也 属 新 沙 堤
,

加 起 来 总 长 达 1伪nI
。

沙 堤 南 窄 北 宽
,

南 边 宽 为 印 一 1呱n, 而 北 部 宽

叨一之众 1、 只 有公 山背 附 近仅 刃 一 父比
。

沙 堤上 部 为 白色 中 细 砂
,

含 大 量 的 珊 瑚 碎 屑 和 贝 壳

碎肩
,

厚约 城 下 部 以珊瑚 碎屑 为 主 的含 有 贝 壳碎 屑 的 海 滩 岩
。

l) 广西海岸带娜合调 查报 告 第六卷
,

1久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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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 3 潮间浅滩

除了 石 盘滩 一 湾 仔角西 边附近
,

猪仔岭周 围
,

高岭 底
、

石 螺背
、

蕉 坑 附近 发育 海 蚀 平 台外
,

其余 围 绕润 洲 岛沿 岸 浅滩 为沙 滩堆积
.

东 部分 布较宽
,

约 么习~ 乃加、且连续分布
,

这 一 带 浅 滩

的外 侧局 部被波浪 冲刷 出露黑 色
,

气孔状玄武岩
、

凝 灰岩
.

岩石 高于 沙 滩 约 a 如几在海滩 上 形

成干 出 礁
.

北
、

西 南部浅滩较窄呈 断续分布
,

一 粉印 一 1田叽 最 宽 之众几 在 石 角 咀
,

牛 角 坑石

堆积 较宽月仪)一 印加、北港 浅 滩 达 丈肠 n 以 上
。

海 滩坡度一 般 近 岸边 较 陡
,

10 ~ 15 0, 向海 变缓

约 6
0 .

海滩物质以 白色 砂质为 主
,

其 次为珊瑚碎屑
、

贝 壳碎屑 较少
.

4L 珊瑚礁地貌

润洲岛珊瑚礁海岸十分发育
,

在 岛的 东
、

北 和 西 南部发育较好
,

西侧 和南掩 沿岸则无暗礁及

礁分 布
.

本 岛北 部后 背塘 海 水养殖 场 一 带
,

为 沿 岸 礁 体 较宽 的 岸段
,

礁 坪 宽达 1公里
,

珊瑚 生 长 带

印加 飞为堆积型 岸段
。

东南 部石 盘河 一 带
,

礁坪 与海 蚀 平 台相 接
.

西部 大岭脚一带 因风 浪作 用

强烈 不 利珊 瑚生 长
,

海蚀平 台外礁坪 仅宽 10 ~ 浅晚 属 于 侵蚀岸段
.

南 部滴 水村 一 带则 介 于 前

二者 之 间
,

是 侵蚀 和堆 积交替 型 的岸 段
,

因风 向和 波浪 强 度季 节 性 变 化 而 出 现俊 蚀和 堆积 交替

现 象
.

水 下 岸坡 宽 约 五众双 其下 即 为 礁 坪 和珊 瑚 生 长 带
.

该 岛礁 坪 位于 珊瑚 生 长 带的 向 岸侧 水深 2一电几 向陆一 侧 多 以 斜 坡状 向海 滩过 渡
,

礁坪 外

缘平缓
,

无 明显 转 折
,

在 低 潮 时
,

礁 坪 也 没有露 出水南
.

礁 体底 部 由 砂 质物 质组 成
,

并含 原地 生

长 的礁块
.

珊瑚生 长 带分布水深 3
.

5一 I Q5m 范 围 内冈
.

其种 属 有枝状 和 葡甸状
,

鹿角珊瑚 枝状

蔷薇珊瑚 (拟d nt iPoar )
、

滨 珊 瑚 (于b对: 邵)
、

菊花 珊 瑚
、

蜂 巢珊 瑚 等
。

西 南 礁坪 以枝 状鹿 角珊瑚

和 蔷薇珊瑚密 集生 长 为 特征
,

覆盖 面 积 达 卿呱 珊瑚枝高 印一 吸肠1飞礁坪 宽 2印 一 1健加
.

珊瑚生 长带分两 部分
,

上 部宽 40 一 3孙 1、水深 4一 8m 不等
,

坡度 小于 1
0 .

优势珊 瑚种 属 为

块状 的蜂巢珊瑚(凡近a)
,

菊花珊 瑚 (Gon i翻 ,ae )
,

扁脑 珊 瑚 ( jP肉仍 ,’a )等
,

东 北部 以 叶状 的 牡

丹珊 瑚 (尸切
闷

。。 ) 占优势
。

下部坡度较 陡 1一 3
“ ,

局部 7一 巧 飞宽 加 ~ 淡毛m
,

优势种 属 为 葡 甸状

和枝状 鹿角珊瑚
,

其次为块状蜂 巢珊 瑚
,

菊花 珊 瑚和 双 星 珊瑚 (D IP IOaS 介已a )等
,

东北 部 以直 径

1~ 31力 的叶片 状牡丹 珊瑚 占绝 对 优势
。

礁 区可 分 为礁块 沉 积
,

生 物砂 砾沉 积 带和 混 合沉 积 带
。

其 主要 特 征是 既有 海蚀 海 积作用
,

又 有陆源
、

礁湖 碳酸 盐 沉积
,

因 而 在 动 力条 件的 作 用 下
,

在 适 宜 环 境 下 两 者产 生 混 合沉 积
.

根

据对 海滩 岩进行 弋 年代测 定为 31 05 土 1仪沼只 与海 南 岛最 老 珊 瑚岸 礁 为 g巧5年 对 比
,

可 认 为

润洲 岛珊瑚 岸 礁 是 全新世 的 亚 大 西 洋期发育起来 的年 青岸 礁
。

礁 区 造礁珊瑚 以块状 珊瑚为主
,

枝状珊瑚 发育较差
。

5L 海底 平原

润洲岛岸 礁 外 缘的 周 围 海 域是北 部 湾 内 陆架 的组 成 部 份
,

离岸 约 入讯 水 深 为 公几 往 东北

(向大陆 )水深逐 渐变浅
,

向南(向海 )水 深 慢慢加 大
。

在 岛的 东北 部 至 铁 山港
,

西 南部 至 钦 州 湾

以及西 部湾为海 底平原
。

海 底平 原 的 坡 度 a l% 一 1。% 海 底 平 原 表层 沉积 物 为灰 色
、

青灰 色 泥

质砂和 砂 质 泥
。

岛的 西 侧 附近 有 砾 石 和 角砾
。

在 该 岛 附 近 海 底 平原 沉 积 物 中重 矿 物 含 量 小 于

仍%吸 向 东北
、

西北 重 矿 物 含量 逐 渐增 多
,

为 1%一 5%
。

沉 积 物 中富 含贝壳 和 有孔虫
,

尤 其 是 有

孔 虫 壳 体 含 量 极 为 丰 富
。

每 处 干 样 中 含 上 万 枚 四
。

主 要 属 种 有 压 扁 卷 转 虫 (凡

姗
户嫂凉淞刘动

,

日本 半 泽 虫 (月例彻 , 滚。 。 2即口i)l ca )
,

异 地 希望 虫 ( lrE ha i二 ad 。二二 )
,

球

室刺房 虫 (反几尤 肋 i耐 la 娜ob osa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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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纪地质

1卯1年

1 1 第 四纪地层

通过对润洲 岛的野外调 查
,

在前人 研 究的基 础上
,

从沉 积相
、

沉 积 韵律 和 第 四 系 的 绝对 年

令等资料
,

将 润洲岛地 区第 四纪 地 层 从老 到 新划分 为 : 下 更新 统 湛 江 组( q ); 中更 新 统 (q ) ; 上

更 新城 q ); 全新统 (q )
.

2 LI 下 更新统湛江组 ( Q
、

)
埋藏于 润 洲 岛底 部

,

为 一套 灰 白
、

灰 黄
、

黄褐
、

棕红 和 紫红 色 砾 石
、

砂
、

粘 土 质砂 和 砂质粘 土

互层的河流相和 湖泊相沉 积 物
。

在湛江 组 顶 部 白色 粘土 之 上 与 石 卯岭 火 山 岩呈 不 整 合 接触
。

根据前人资料及 广东粤西 海 岸 带古地 磁测 量 表 明
,

湛 江组 顶 部粘 土 为 正 磁 化
,

其余 部 份 为 负磁

化
.

属松山 反 向极性 期
,

绝 对 年代约 么】〕万 年so[

2 L2 中更新统石 赤岭 组

润 洲岛石 如岭火 山岩 的上 部为 灰 绿 色 玄 武凝灰 岩
,

含 生 物 贝 壳碎 屑 ; 中部 为 灰黑 色 斑 状 橄

榄 玄武 岩
,

具气 孔 状结 构 ; 下 部为 灰 绿 色 中粗 凝 灰 质砂 岩
,

含 贝 壳 碎 屑 火 山 岩
,

总 厚 度 大 于

.144 5ml
) , 岩层大致倾 向北

,

倾 角一 般 小 于 or
。 。

在 南湾 街 至 水产站 一 带岩层 出 露 最 好
,

厚 达 幻

多 瓜 于 水产站 西 南侧 露头分上 下 两 层
,

上层 为凝 灰角砾岩
,

灰色
,

厚 乃 1、向东尖灭
,

长约 I kn 飞

由角砾 石
、

砂
、

少 量 黑 色 火 山 灰及 泥 质 组 成
,

胶 结较差
,

角砾 石 大 由几 厘 米至 1X( 肠 n 不 等
.

且

分布不 均 匀; 下 层 为凝灰质砂 岩
,

浅黄色 至 棕黄 色
,

层 理 清楚
,

颗 粒细 而 均 匀
。

胶 结较好
。

在 岩层

上还发现 有火 山喷发时火 山弹 下 堕 流 岩 中
,

使 流 层 局 部呈
“

v
”

形
.

根 据 古 地 磁 测 量 表现 石 娜

岭火 山 岩为正极 性期
,

早 于 刀 万 年叹
2 .1 3 上更 新统湖光 岩组( q )

分 布于涸洲 岛西 部大岭 一 带
、

南部 滴水 村 西 经 南湾 至 石盘 河滩 一 带的 海 蚀 崖
、

海 蚀 平 台之

上
.

下 部和 上 部岩性 以玄武 岩质凝灰岩 为 主
,

玄武 质凝灰火 山角砾 岩次 之 ; 中部 为 玄 武 质火 山

角砾岩
,

局 部夹集块岩
.

与下 伏地 层 中童新统石 卯岭 组 呈 平行不 整 合接触
.

2 .14 全新统 ( q )

主要 分涸 洲岛北 港 一 横岭 一 带
。

下 部 为 海 滩 岩
,

上 部为 浅 黄色 砂层
。

厚 度 6 一 121 11
,

宽

万刃一 印阮、长约 份功
劝

海滩 岩 由珊 瑚碎屑
、

贝 壳 碎屑 和 石 英 砂 经 钙 质 胶 结 而 成
。

具 层 理
、

岩

层敬向海倾斜
.

海滩 岩年令 为 31 05 士 1“BP
。

么2 第四 纪火 山 岩及火 山 活 动 期

润 洲 岛火 山岩属 喜马 拉 雅 期 喷 出岩
。

主 要 表 现 为 基 性 喷 发 活 动
。

根据 火 山岩 的 岩 类 组合
、

喷盘特点和 间歇沉积标 志
,

划分 为 三 个 喷 发 旋 回
,

五 个 以 上 喷 发 次 ` ,(图 3)
.

1) 广窗梅岸 带稼合调 查报告 第五 卷上 册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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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尽尽 {乡汀汀::::::::::::::::::::::::: 、飞}}}二李几几几几几几几

口 口 口 〔习 口 区二 啊皿曰含 ,
’ 了 不 , 2 , 孟

矛

,f , 叮

图 3 润 洲 岛喜马 拉雅期火山 岩 柱 状对 比略图

(据广 西 海 岸带 综 合调 查 报 告
,

1986 )

1
.

飞化玄武岩 ; 2
.

气孔 状玄 武岩 ;

5
.

火 山角 砾岩 ; 6
.

凝灰质砂 岩 ;

8
.

玄武质岩屑 质 故状 不 等粒砂岩 ;

.

粉砂质 泥岩 ;
.

粉 砂 ;

3
.

橄榄玄 武岩 ; 4
.

橄 榄玄 武 粉岩 ;

7
.

玄武 质岩屑 质粉砂质 砂岩 ;

9
.

亚砂 土 ; 1.0 粘土 ;

3
.

含 砾石 粉砂 ;
.

红 土 ; 5
.

喷出 不 整 合
。

11 12 1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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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 . . ` .

~ ~
晌̀ ` . . . 曰 . . . . 曰 . ` ` 二 ,

第一 凌发旋 回 地 表 未 出露
,

烹 润 洲 岛 南 部 (飞9为 和 〔火乡且 钻 孔 见 到
。

其 中 第 一 次

局 部见 气 孔 状构 造
,

厚 度 7米
,

喷 出不 整 合 于 第 四 系 湛

鬓蒸 薰薰 戛
局 部 见 气 孔 状构 适

,

厚 岌 / 术
,

叹 山 小 世 首 丁 矛 。 尔 二
为 深 灰 色 气 孔 状 玄 武 岩

,

气 孔 极 为 发 育
,

一 般 孔 径

一 次喷 出 物之 上
.

此两 次喷 发 活 动
,

可 能相 当 于 雷 琼 地

区的 早期火 山岩
.

第二次喷发旋回
为 本 岛规模 最大的 火 山活 动

,

其 中第三 次喷 发构 成 了涸 洲 岛火 山 岩 的 。

主 体
,

厚度 见 97由
.

底部 为褐 黄 色 凝灰质 砂岩
,

岩
,

橄榄粗 玄岩
,

上 部 为深棕 色 严重 风 化 玄武 岩

含少 量 海 绿 石 和 生 物 碎 屑
,

中 间 全 为 橄 榄玄 武
.

第 四 次喷发润 洲 岛除顶 部 为全 风 化气 孔 状玄

武岩外
,

全部为橄 榄玄 武 岩和 橄榄玄 武粉 岩
,

厚度 2物、

第三喷发旋 回 第 瓦 次喷发 在涸洲 岛为凝 灰质砂岩
, 厚度 .7 艾勿、喷出不 整合 于 第 四次 喷

发后 的红 土层 上
,

其上 又 被红 土 层 覆盖
.

因在 新好北 界 附 近 第立 仄 叹反 小 里甘 丁 甲 义翻 乳 、 。

组福 黄色砂 土层之 上
,

在新抒 火山岩 东 收m 的烟 头岭火 山岩 亦 见 到 风化 玄武 岩不 整 合 于 北 海

一 一
。 、

一 一 一
_ . -

一 。、

一` ` 人 , 巴
, .

卜 自 贫 业乙 众左 J 卜 刹狂
.

因 在 新奸北 界 附 近 第立 次 呵 反 小 服宁犷 丁 甲 史翻 乳 月 。 ,可

组之上
.

所 以
,

此 喷发旋 回可 能与雷琼地 区 的 晚期火 山岩相 当
.

之3 第四 纪沉积物

本岛 除 了海蚀 平台为 无沉积 的 基岩裸露外
,

其余 为第四 纪 沉积 物 所 覆盖
。

2 .3 1 坡积残积 物
坡 积 残 积 物 分 布 面 积 约 五k m气占 全 岛 面 积 的 刀% ( 图 叼

.

为 火 山 碎 屑 岩 风 化 物
,

: 琢习 了巨刁
几

巨昌
,。

压日 ,任日

图 4 涸 洲 岛第 四纪地 质 图

L 坡积残积物 ; 2 海积物 ; 3
.

珊瑚碎屑 质沙 城 .4 沙 堤 ; 5
.

珊瑚礁 ; .6 珊瑚 碎 屑 质砂 ;

7
.

砂质砾石 摊 ; -8 中细 砂 ; 9
.

火 山岩 ; .10 泥 质海 堤 ; 11
.

防波堤



J红色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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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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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竺

以残积 为 主
.

岩 性 为 红 色 亚 砂 土
,

疏 松
、

干 燥
、

有 植 物 根
,

表 面 具 许 多 裂 缝
。

砂粒 均 为 石 英
,

粒

径一般小于 l r l l l l
.

坡 积 残 积 层 厚 1一 2叽 在 南 部及 西 部 地 势低凹 处厚 达 4 一 5低
2 .3 2 海 积 物

本区海 积物 主 要分 布于北 部
、

东 北 部
、 ,

横岭 一 带
,

南湾水 产站 两 端和 下 石 螺 至 滴 水沿 岸 局

部分布
.

海 积 物 时 代 属 于 全 新 世 中晚期
,

但按 形 成 先 后 又 分 两 期
,

第 一 期 (q
n 一 ,

)和 第 二 期

(锣
- 2

)
。

第 一期分 布于 本岛海积 平 原和 老 沙堤
,

第二 期 分布 于 新 沙堤和 现 代潮 间浅滩
,

现按 宕

性分为如下 几 类 :

A 粗砂 粗砂 主 要分布 于 横岭
、

苏 牛 角 坑 和 后 背 塘 的 老
、

新 砂 堤 上
,

呈 浅 黄灰 白色
,

在

让5一 l m 下为钙 质 胶 结 成 半 固 结 的砂岩 层
。

其 粗 砂 中含 有 大 量 细 砾
。

R 珊瑚 碎屑和 贝 壳碎 屑 珊 瑚 碎 屑 和 贝壳碎 屑 分布于 横岭
、

苏 牛 角 坑
,

后 背 老 沙 堤 外缘

和滴水西 边
、

南 湾水 产 站 西端 沙 堤 和 海滩 上
。

这 一 套珊瑚 碎 屑 和 贝 壳碎 屑 呈 浅 黄 色
,

灰 白色
。

新沙堤 约 l m 深 已 胶 结成 海滩 岩
。

岩 层 似层 状
,

微 向海 倾 斜
,

米 花 糖状 结 构
。

岩 层 胶结 较 紧
,

具

有较好的 韧性
,

吸 水 性强
,

是 良好建筑 材料
,

被 广 泛 地 开 采 利 用
。

根 据 资料 分 析表 明
,

涸 洲 岛滨

海生物碎屑成 分并 全 为珊 瑚 而 是 软 体动 物 壳 占主 要
,

达 幻马气珊 瑚 碎 屑 次 之 为 36 ow/ 其他 动 物

碎屑
、

钙屑 含 量 较 少
。

C 中细 砂 中细 砂 主 要 分 布于 洞 洲 岛沿 岸 现 代 潮 间 浅 滩 上 ( 除 海 蚀 平 台 外 )
,

中细 砂 为

灰白色
。

.D 砂质 泥 砂 质泥分布 于涸 洲 岛的 海 积 平 原 上
,

为 灰 色
、

黑 灰 白
。

3
、

结语

根 据 涸洲 岛 现 代地 形 的轮 廓 和 地 貌类型 的 发 育
、

分 布 特 征
,

把 涸 洲 岛 划 分五 个 不 同地貌 区 :

即丘 陵 区
、

海 积 平 原 区
、

现 代海 滩 区
、

珊 瑚 岸 礁 区 和 海底平 原区
。

根 据润洲 岛南湾 古海 蚀 崖 上 的 4一 5低 10n 飞 2电几 3m9 和 义m 的 古 海 蚀 洞 与北 部 m5 高 的

海滩岩(古 沙堤 )! 高程 为 7一 叭 15 一 18 叽 拼 一 38 叽 45 一反对月的堆 积 阶 地 和 侵蚀 阶地 的 相 对

应
,

反 映 了涸 洲 岛 整 体 隆 起 的统 一 性 和该 岛为 风 浪 塑造 海 岸 南 侵 北 堆 的 典 型 例 子
。

并 且
,

由此

推理
,

相 洲岛 自第四 纪 以 来 经 历 了五 次的 地 壳 相 对 抬 升 运 动
。

对 高 于 现 代海 面 5m 的海 滩 岩

进行 弋 绝 对年令测 定 为 31 05 士 1肠B只 说 明 了 I 朋 年前 已 发 育 了 年 轻 的 珊 瑚 岸 礁
,

同 时
,

证

实在 艾众)年以 来该 岛海 岸 上 升 了 51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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