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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涠洲岛是我国最大最年轻的第四纪火山岛，受多期次海进、海退及波浪和构造作用的共同影

响，岛上海蚀阶地、海蚀崖、海蚀残丘、海蚀穴、海蚀窗、海蚀桥、海蚀沟、海蚀柱等海蚀地貌发育具

有极高的景观价值。海蚀地貌中遗留的海蚀痕迹能表征海平面变化、区域构造运动、地质岩性特

征等多种地质意义，亦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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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涠洲岛概况

涠洲岛位于北部湾中部，北临广西北海市、东

望雷州半岛、东南与斜阳岛毗邻、南与海南岛隔海

相望、西面向越南；南北长约６．５ｋｍ、东西宽约

６ｋｍ，总面积２４．７４ｋｍ２，岛陆最高海拔约７９ｍ；是

第四纪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火山岛，岛上发育海

蚀、海积、岩溶和珊瑚岸礁等地貌，尤其南部的海蚀

火山地貌港湾（鳄鱼山）更具景观价值［１］。

涠洲岛属南海－红河走滑断裂构造域、北部湾

凹陷北部的次级构造即涠洲凹陷，该拗凹带由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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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和涠西南凹陷组成，长约１００ｋｍ、宽约２０ｋｍ，

呈ＮＥ－ＮＮＥ走向。晚更新世以来，该区域历经

４次较大的构造运动和火山活动，在１００００～７０００

年间的最后一次火山活动和构造运动上升中，涠洲

岛被抬升露出海面，形成现今地貌［２］。海岛地表所

见次级构造规模小，以小断裂和节理为主，褶皱不

发育。凹陷带内发育 ＮＥ向的正断层，其次为 ＮＷ

向断层。

涠洲岛地层属第四纪火山活动形成的火山岩，

其下发育第三系海相杂屑岩，最大厚度达１９００ｍ，

与下伏石炭系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地表出露地层

主要是喜山期基性火山岩，岩性有熔岩和火山碎屑

岩２类。其中，熔岩主要有橄榄玄武岩、橄榄玄武玢

岩、橄榄粗玄岩、玻璃质玄武岩等；火山碎屑岩主要

有火山角砾岩、凝灰质砂岩、玄武质沉凝灰岩等，厚

约３１０ｍ
［３］。

２　涠洲岛海蚀地貌特征

晚更新世以来，涠洲岛受新构造运动间歇性抬

升的影响，基岩和生物海岸在海浪长期侵蚀的作用

下，海蚀地貌异常发育，尤其在涠洲岛西部和南部，

海蚀地貌类型较为齐全，以海蚀平台、海蚀洞、海蚀

崖最具特色。具有旅游景观资源的海蚀地貌主要

分布于涠洲岛西部的大岭、西南部的蕉坑－滑石

嘴、东南部的猪仔岭至石盘河一带，根据地形地貌

的形态、空间分布、成因类型和水动力作用，可分为

海蚀阶地（海蚀平台）、海蚀崖（含古海蚀崖）、海蚀

残丘、海蚀穴（含古海蚀穴）、海蚀拱桥、海蚀柱等地

貌类型。

２１　海蚀阶地

海蚀阶地又称“海蚀平台”，是基岩海岸在海浪

长期侵蚀作用下海蚀洞崩塌、海蚀崖不断后退而形

成的向海微微倾斜的平台，也被称为“波切台”［４］。

涠洲岛海蚀阶地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地质公园内，沿

海岸呈狭长条带状分布，长约几百米至数千米、宽

约几米至几百米。海蚀阶地可分为两级或多级，最

上一级位于高潮线以上，各级之间高差为１～２ｍ。

海蚀阶地的形态通常因海岸岩性而异。由凝灰质

砂岩、玄武质沉凝灰岩构成的海岸海蚀阶地平坦、

简单，没有明显的地形起伏；由沉凝灰火山角砾岩、

火山角砾岩和玄武质火山角砾岩构成的海岸海蚀

阶地高低起伏，发育有海蚀柱、海蚀沟、海蚀桥、海

蚀蘑菇等微地貌。

海蚀阶地上的海蚀凹坑由海浪及其所携带的

砂、砾对平台表面低洼处进行冲蚀旋磨而成，大小

不一、深浅不同、形态多样，常见的有圆形、椭圆形、

长条形等；高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后露出水面，但

坑内尚有残留海水，底部可见大小不等磨圆较好的

砾石。砾石和坑壁上附着活体珊瑚，五颜六色、形

态各异，时有小鱼虾往来穿梭，犹如微型的“海底世

界”。

２２　海蚀崖

海蚀崖的形成过程是基岩海岸受海浪长期侵

蚀与溶蚀作用，在地质结构薄弱处首先形成海蚀

洞，随着海蚀洞的逐渐扩大加深，其上部因失去支

撑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坍塌，使岩岸后退形成陡崖，

多见于基岩岬角或基岩海岸的迎风浪一侧，其前缘

一般有宽阔的海蚀阶地，崖脚处发育海蚀龛和海蚀

穴［５］。根据海蚀崖的发育现状，可将其分为活海蚀

崖和死海蚀崖（古海蚀崖）２类。海蚀崖是涠洲岛最

醒目、最壮观、最具特色的景观，沿基岩海岸分布，

长达１０ｋｍ，崖壁陡峭耸立，高达数十米，主要分布

于涠洲岛西部的大岭、西南部的蕉坑－滑石嘴、东

南部的猪仔岭至石盘河一带。

活海蚀崖分布于涠洲岛南部和西部，高度由南

向北逐渐降低，最高６０ｍ、最低为８ｍ、一般为１５～

２５ｍ，在不同高度常可见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海

蚀洞穴。海蚀崖上部常有仙人掌等植物生长，崖壁

底端仍遭受海浪冲蚀形成较多海蚀洞，局部因重力

作用时有崩塌发生，在波浪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下，

活海蚀崖现今仍存在后蚀状况。

死海蚀崖（古海蚀崖）是指已不再遭受波浪侵

蚀而停止发展的海蚀崖，仅见于涠洲岛南湾港北岸

至南湾街一带，呈东西弧形分布，长约２．５ｋｍ、高约

２０～４０ｍ，崖面近于直立，崖壁上残存大小不等的

海蚀洞、海蚀壁龛等海蚀遗迹并伴有植物生长，崖

脚与海积阶地后缘相连。

２３　海蚀穴

海蚀穴又称“海蚀洞”，是海平面相对稳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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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对岩岸不断冲蚀、磨蚀的产物。其发育程度和

形态大小取决于岩岸岩性、产状、节理、断裂的发育

程度，也与海浪强度所处的位置有关。

由于地壳抬升作用，海蚀洞可分布在海蚀崖的

不同高度上，根据海蚀洞分布的高低可将其分为低

位和高位２类
［６］。其中，低位海蚀洞分布于高潮线

附近，即海蚀阶地与海蚀崖的交界处，目前仍受海

浪侵蚀，正在继续形成发展，此类海蚀洞大多只有

１个洞口，海水可进可出，少部分有２～３个洞口；高

位海蚀洞即在海蚀洞形成之后由于地壳上升被抬

高、不受海水作用而停止发展的死海蚀洞，在崖面

上断续呈层状出现，通常又称“层状海蚀洞”。

海蚀壁龛是大风浪袭来时由波浪冲击海岸或

其他障碍物所引起的浪花飞溅至崖壁高处，加速峭

壁基岩的风化，从而形成的形态不规则的小凹坑，

往往分布在海蚀穴上部，在海蚀崖坡脚处由海蚀作

用形成的深度大于宽度的洞穴，可视为海蚀穴形成

的初级阶段。

不同期次发育的海蚀龛和海蚀穴标高不同。

涠洲岛发育有３５个海蚀穴，其宽窄、大小、高低和深

浅不一，形态各异。其中，滑石咀附近的贼佬洞深

度最大，达６５ｍ；猪仔岭北面的龟洞高约３．５ｍ、深

约２１ｍ、洞口宽约２０．８ｍ，因外形酷似匍匐在沙滩

上的海龟而得名；高岭脚西侧海蚀崖脚下有两个海

蚀洞，东洞高４ｍ、宽１４ｍ、深１５ｍ，西洞高３ｍ、宽

２６ｍ、深９ｍ，二洞因并列在一起形似牛鼻，故称“牛

鼻洞”。

２４　海蚀窗、海蚀拱桥和海蚀沟

海蚀窗是海蚀作用使海蚀阶地地面直接被海

水穿通而形成的一种接近竖直的洞穴。海蚀洞形

成以后波浪继续掏蚀、上冲并压缩洞中空气，使洞

顶裂隙扩张，最后击穿洞顶，形成与海蚀崖上部地

面沟通的“天窗”［７］，主要见于鳄鱼山公园一带海岸。

海蚀拱桥又称“海穹”，是海蚀阶地在海浪的冲

刷、掏蚀作用下海蚀洞逐步扩大加深、洞顶内部岩

石崩塌后残留形成的［７］。主要见于湾口咀南约

３０ｍ，为石质天然拱桥，又称“天生桥”，高约４ｍ、宽

约８ｍ、长约１５ｍ，桥面不平整。

海蚀沟是发育于海蚀阶地上的冲刷沟槽，由海

水进退潮流沿构造节理冲蚀而成，具有一定的方向

性，常与海岸平行、斜交或垂直，其长度、宽度与深

度各不相同［８］。海蚀沟在涠洲岛滴水村东南和猪仔

岭周边较为发育，沟宽２０～４０ｃｍ、长约１０ｍ，往往

数沟平行排列且垂直海岸分布，由进退潮流和波浪

沿玄武质凝灰岩、凝灰火山角砾岩的节理冲刷形成。

此外，海蚀蘑菇分布于海蚀阶地外缘或平台

上，形似蘑菇状，上部大、下部小，上部为不规则的

长方形，长约８ｍ、宽约５ｍ，下部长２～６ｍ、高２～

３ｍ，是在海蚀阶地上由进退潮流和波浪共同作用

而形成。海蚀甬道由海蚀沟槽经海蚀作用进一步

加深、扩宽、加长而形成，深可达几米，宽度和深度

由海向陆逐渐变小。

２５　海蚀柱

海蚀柱又称“海蚀墩”，是海蚀阶地上进退潮流

和波浪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互层状的凝灰岩和凝灰

质角砾岩构成，因抗风化剥蚀能力的差异形成层状

或环状构造［９］，通常分布在潮间带中部区域，形态不

规则，如泥塑般多姿。滑石咀－蕉坑村、石螺口西

南海蚀阶地上的海蚀柱一般高１～３ｍ、长４～７ｍ、

宽３～５ｍ；石螺口外有１个较大的海蚀柱，形似蘑

菇，上部大、下部小，上部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长约

８ｍ、宽约５ｍ，下部长约６ｍ、宽约３ｍ；蕉坑村西海

蚀阶地上的海蚀柱多呈圆柱状且大小不一，大者直

径约１．５ｍ、高约１．２ｍ。海蚀柱多为馒头状或螺

壳状，底座近圆形，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

鳄鱼山东北部的猪仔岭即为一较大的海蚀岩

垛（海蚀墩）。其平面呈椭圆形，长轴近南北向，最

高点海拔２８．４ｍ；南部较高、北部略低，长约７０ｍ、

宽约５０ｍ，周围发育有海蚀坑、海蚀洞和海蚀阶地，

阶地上发育有海蚀坑、海蚀沟、火山弹冲击坑等，由

于远观酷似一头小猪仔卧在海面上，猪头微抬眺望

大海，故名“猪仔岭”。猪仔岭的岬角曾与北部岩石

海岸相连，因东西走向断层和海浪长期对岬角两侧

进行冲蚀，使其与涠洲岛主岛岩岸分离，形成现在

的离岸形态。

３　海蚀地貌的地质意义

海蚀地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塑造的极具观赏

性的地貌，保留着大自然尤其是自然地理和地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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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信息［１０－１２］。海蚀地貌中的海蚀遗迹对研究区

域性海平面变化、岩石力学性质、区域性地质构造

运动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海平面升降是海－气共同作用下的震荡现象。

海水的侵蚀和溶蚀作用在基岩海岸的岩石上留下

明显痕迹，一般显示为明暗相间的黑白条纹。这些

条纹有效地表征当时海平面的位置，为研究海平面

变化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

由于基岩海岸岩石性质的不同，尤其是在火山

灰形成的松软沉积岩中，海水侵蚀和溶蚀作用对岩

壁造成掏蚀、溶蚀并使之崩塌、滑坡，造成局部岩石

块体的错断和平移，形成规模较小的断裂和节理。

这些断裂和节理为揭示区域性构造运动留下证据。

４　结论

涠洲岛是我国最大最年轻的第四纪火山岛，受

多期次海进、海退及波浪和构造作用的共同影响，

岛上海蚀阶地、海蚀崖、海蚀残丘、海蚀穴、海蚀窗、

海蚀拱桥、海蚀沟、海蚀柱等海蚀地貌发育，是独具

特色的地貌景观，为旅游业和科学普及提供得天独

厚的资源。海蚀地貌中遗留的海蚀痕迹能指示海

平面变化、区域构造运动、地质岩性特征等多种地

质意义，亦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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