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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199 3一 199 5 年
,

通过野外实地考察
,

以及应用卫星影像解译
、

水文地质及第四

纪地质钻孔资料分析等多种方法
,

综合研究莱州湾沿岸地 区海水人侵与地貌关系
.

研究表

明
,

莱州湾南岸与东岸地貌条件不同
,

海水人侵类型不同
,

南岸以古海水即咸 (卤) 水人

侵为主
,

东岸以现代海水入侵为主 ; 海岸地貌以及滨海平原区古河道
、

古湖沼洼地是影响

海水人侵的重要地貌因素 ; 古河道带上
,

海水以层状人侵和越流人侵为主 ; 平原洼地中
,

海水以垂向和侧向人渗为主
。

沙质海岸易于发生海水人侵
,

而基岩海岸一般尚无明显的海

水人侵
。

关键词 莱州湾 海水人侵 地貌

关于莱州湾沿岸的地貌
,

前人做过大量研究 (蔡爱智
,

1980
;
韩有松

,

19 82
;
庄振

业
,

19 87 ; 山东省地矿局
,

19 89
, , ; 山东省科委

,

199 0)
,

但涉及海水人侵与海岸地貌关

系的问题
,

目前研究得还不多
。

本文较全面地阐明莱州湾地区海水入侵与区域地貌的关

系
,

以期为查明海水人侵规律提供依据
。

1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简况

研究区位于莱州湾南岸和东岸
,

西起不清河 口东至栗家口
。

区内地貌特点表现为:

(l) 地貌类型多样
。

如陆地地貌包括构造侵蚀丘陵
、

侵蚀堆积准平原
、

冲洪积平原
、

冲

海积平原
、

海积平原等 (图 l)
,

平原上古海道及古湖诏 洼地发育 ; 海岸类型有粉沙淤

泥质海岸
、

基岩海岸和沙质海岸
。

(2) 南岸与东岸地貌结构不同
。

南岸平原面积广大
,

地势低平
,

为粉沙淤泥质海岸
,

海岸地貌较单调 ; 东岸以低丘陵为主
,

地势起伏较大
,

滨海平原狭窄
,

绝大部分为沙质海岸
,

沙坝 一 泻湖地貌体系发育
。

莱州湾南岸与东岸第四纪沉积特征有较大差异
。

南岸平原沉积厚度较大
,

一般在

200 一 300 m
。

沉积物成因类型以海滨潮滩相
、

湖沼相
、

河流冲洪积物为主
,

古河道沙

体众多
,

沙层与粉沙粘土层频繁交互沉积
。

晚第四纪发生三次海侵
,

形成三套海陆相地

层互相叠置
,

与区内古海水的赋存及咸水体的人侵活动有密切关系
。

东岸滨海平原狭

窄
,

除龙口沿海平原第四纪沉积厚度在 60 坦左右外
,

一般沉积厚度小于 30 m
。

沉积物

以沙砾质海滨沙坝 一泻湖相沉积和河流相冲洪积物为主
,

相变复杂
,

沉积物粒度较粗
。

区内仅全新世海侵对沿海狭窄地带有所影响
。

*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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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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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来源及方法

资料来源于 1993 一 1995 年作者野外实地考察资料
,

并应用卫星影像解译
、

水文地

质及第四纪地质钻孔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3 海水入侵与地貌的关系

地貌是影响海水人侵的主要地域条件之一
,

不同地貌单元和地貌类型
,

海水人侵状

况也不同
。

3
.

1 不同地貌单元海水人侵类型不同

大地构造轮廓和地质基础条件的差异
,

决定了莱州湾南岸和东岸沿海区域截然不同

的两大地貌单元的结构特征 (赵德三
,

19 91 )
。

莱州湾南岸 (自小清河 口至虎头崖)
,

属渤海拗陷区
,

新生代以间歇性持续拗陷为

主
,

由鲁中山地北麓诸河流 (如小清河
、

弥河
、

白浪河
、

潍河
、

胶莱河等) 冲积而形成

广阔的平原
,

是我国典型的粉沙淤泥质海岸
。

该区平原地貌类型变化层次清楚
,

由南部

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向北过渡为冲积平原
,

地势缓缓倾斜
,

直至莱州湾沿岸过渡为狭窄带

状冲积海积平原
、

海积平原 (图 l)
。

自陆向海
,

海拔由 30m 降至 Zm
。

由于莱州湾南岸新生代以来以持续拗陷活动为主
,

平原面积广大
,

地势低平
,

第四

系厚度大而连续
。

所以
,

晚更新世以来三次大的海侵 (沧州海侵
、

献县海侵
、

黄骤海

侵)
,

都曾人侵本区
,

且面积广大
,

南侵最大界限至寿光 一 寒桥 一 昌邑 一 新河镇一

带
,

海侵层中赋予了丰富的晚更新世以来的古海水
,

成为海水人侵的主要咸水来源
。

所

以莱州湾南岸以古海水人侵为主 (图 2)
。

荚 州湾东一南岸

海咸水入侵分区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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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东岸 (虎头崖至栗家口岸段 ) 属胶东隆起区
,

新生代在断块抬升过程中
,

断

块间差异升降十分明显
,

形成以剥蚀丘陵及山前低缓起伏的剥蚀 一堆积平原为主的地

貌
,

沿海形成沙质海岸和基岩海岸
。

该区地貌类型的空间组合
,

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地

貌结构特点
。

自陆向海
,

由低丘陵过渡为波状起伏的山前岗地和洪积冲积平原
,

再缓降

至滨海平原
,

海拔由 700 m 降至 3一 4m (图 l)
。

由于莱州湾东岸沿海以丘陵地形为主
,

新生代在断块抬升过程中
,

断块间差异升降

十分明显
。

平原面积狭窄
,

第四纪沉积厚度小而不连续
,

地势相对南岸较高
,

所以
,

晚更

新世以来三次大的海侵只有最后一次,, 即黄弊海侵
,

人侵本区
,

且面积狭小
,

自虎头崖

至辛庄镇呈狭窄条带状分布
。

加之
, ’

莱州湾东岸为呷湾型海岸
,

所以该区以现代海水人

侵为主 (图 2)
。

但是局部地区也有其它入侵类型
。

例如
,

位于南阳河 以北
、

金城城后

张家以西的滨海平原地区
,

古地理环境以沙坝 二泻湖环境为特征
。

全新世以来经历了陆

生环境一呷湾环境一沙坝
、

泻湖环境一沼泽环境的演替序列 (尹泽生
,

19 92)
,

复杂

的环境演进过程使海水人侵也复杂化
。

在中全新世港湾环境沉积的海相沙层
,

分布广

泛
,

并与现代海水有直接的水力联系
,

它是本区现代海水人侵的主要通道之一
。

在晚全

新世时期发育的泻湖环境
,

是滞留古海水的良好场所
。

滞留封存下来的古海水
,

一部分

直接发生古海水人侵
,

另一部分经过后期蒸发
、

浓缩之后
,

生成卤水而赋存在古泻湖沉

积层中
,

形成地下卤水人侵
。

所以本区以现代海水
、

古海水
、

卤水混合人侵为特征
。

3
.

2 不同地貌类型
,

海水人侵强度和方式不同

除上述不同地貌单元的海侵差异外
,

许多地貌类型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海水人侵
。

关于莱州湾沿岸地貌类型的划分
,

本文作者另有文章专门论述
,

这里只介绍与海水人侵

密切相关的几种地貌类型
。

3
.

2
.

1 海岸类型与海水人侵 依据形态和物质组成
,

研究区海岸可分为三种类型

(图 2) : (l) 粉沙淤泥质海岸
。

西起小清河 口东至虎头崖
,

全长 100 余公里
,

由于沿岸

地势低平
,

历来是风暴潮侵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

不同岸段
,

因动力条件有差异
,

分别

呈现出岸线推进或后退的特征
。

小清河 口至白浪河 口为弱冲蚀海岸 ; 白浪河 口至胶莱河

口为基本稳定海岸 ; 胶莱河 口至虎头崖为蚀退海崖
。

(2 ) 基岩海岸
。

依据物质组成不同又分

两亚类
。

A
.

基岩海岸
。

由变质岩或玄武岩组成
.

如虎头崖一带为变质岩海岸
,

架家

口一带为玄武岩海岸
。

基岩海岸受海浪强烈淘蚀
,

不断崩塌后退
,

形成陡立的海蚀崖
,

海蚀崖前形成宽数十米的海蚀平台和砾石滩
。

B
.

黄上台地海岸
。

分布于海新庄 一 海庙

口及架家口 一泊子一带
。

由于近海岸形成的黄土堆积台地伸至岸边并插人海中
,

而造

成台缘黄土崩落
,

构成了几近竖直
、

陡立的黄土海蚀崖
,

成为我国罕见的独特的海岸
。

(3) 沙质海岸
。

分布于莱州湾东岸
,

呈现出开阔
、

平直的沙质海岸与曲折的基岩娜湾海

岸相间分布的特征
。

其中刁龙嘴至栗家口一带
,

沙坝一泻湖海岸发育
,

由人海河流携带

的大量泥沙在沿岸流作用下形成羽状沙嘴和沙坝
,

在沙坝或沙嘴内侧形成断续分布的泻

湖带
。

海岸类型不同
,

海水人侵程度不同
。

基岩
、

黄土台地海岸
,

有海蚀崖分布
,

崖面高

出海面几米至几十米
,

同时
,

无论黄土还是基岩
,

透水性都很差
。

所以
,

如果没有张

性
、

张扭性构造发育
,

这类海岸一般不会发生海水人侵
。

沙质海岸
,

堆积物以沙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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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透水性强
,

所以该类海岸是海水入侵的重灾区
。

粉沙淤泥质海岸
,

地势低平
,

潮滩

宽阔
,

风暴潮侵袭严重
,

存在着大面积咸水区
。

3
.

2
.

2 古河道与海水人侵 古河道是莱州湾沿岸平原地 区的主要次级地貌类型 (图

2)
,

是海水人侵的主要通道
。

现将弥河古河道作如下论述
。

大量的钻孔资料证明
,

全新统及上更新统地层中含有多层古河道沉积沙体
,

因此
,

这两个时期是弥河古河道形成的主要时期
。

(l) 全新世古河道 全新世弥河古河道以青州大刘家庄为顶点呈树枝状向下游延

伸
,

有 7 条古河道带
,

集中以大刘家庄至 口埠为主河道带
,

其余几支均由它改道而成
。

该期古河道多分布在地表及地表以下几米的深度内
,

所以对现代平原地貌影响很大
,

在

平原面上形成一些古河道高地或洼地
。

从沉积结构上看
,

褐黄色粘质沙土
,

为古河 道沉积基底
,

古河道沙层直接覆于其

上
。

基底埋深自南而北增加
,

南部二府村在 3m 以下
,

北部布政村在 sm 以下
,

古河道

沉积层岩性以中
、

细
、

粉沙为主
,

其中可见木炭
、

沉船
、

树枝等杂物
。

(2) 晚更新世古河道 该期古河道多埋藏在 10 111 以下
,

对地表起伏无明显影响
。

从钻孔揭示的河流相沙层之分布推断
,

这一时期的古河道自西向东分三条主流带
。

主流

带埋深 自南而北
,

由西向东逐渐加深
。

自南而北
,

顶板埋深由 sm 加深到 12m
,

底板埋

深 由 30 一 35 m 加 深到 57 一 60 111
。

由西 向东
,

底 板埋 深 由 40 一 50m 加 深到

57一 印m
。

从沉积结构上看
,

古河道主流带底板以下及顶板以上均为粘质沙土或沙质粘土
。

其

间的古河道沉积以古河床
、

古天然堤沉积沙层为标志层
,

岩性以粗沙砾石
、

细沙粉沙为

主
,

沙层连续性好
,

可分出两个沉积旋回
。

总之
,

弥河古河道枝叉众多
,

呈树枝状分布
,

河道沉积物以沙类为主
,

连续性好
,

为海水人侵提供了良好的通道
。

古河道沉积物颗粒粗
,

透水性强
,

海水人侵速度特别快
。

如在李家庄子附近的弥河

古河道主流带上
,

海水人侵速度可达 762 m / a (l 988 年 1月一 19 89 年 6 月的平均速度 )
,

为非古河道区的 5
.

5 倍以上
。

古河道带既可发生层状人侵
,

又可发生越流人侵
。

同期古河道沉积物的水平连续性

好
,

易使海水发生层状人侵
。

同一古河道主流带不 同时期的河相沙层间多以粘土层相

隔
,

在利用竖井开采深层淡水时
,

由于过量抽水或井壁封闭工艺达不到要求
,

可使深层

咸水通过井孔补给上
、

下层古河道带
,

从而发生越流人侵
。

3
.

2
.

3 平原面洼地与海水人侵 莱州湾沿岸平原上分布着众多的湖沼洼地
。

如位于

南岸平原上的巨淀湖
、

清水泊
、

黑家泊
、

别画湖等古湖沼洼地
。

这些湖沼均系距今

6 (XX)年左右的中全新世海侵后由滨河 口泻湖演变而成
,

后相继干涸淤塞变为洼地
。

其

中
,

巨淀一清水泊分布于淄河与弥河冲积扇之间
,

古为一湖 ; 后魏时
,

因湖中淤成天

然堤而将其一分为二 ; 建国后
,

二湖基本消失
。

黑家泊位于寿光大家洼盐场西南的弥河

冲积扇前缘
,

1567 年弥河尾间东徙
,

径由七里庄人海
,

黑家泊渐淤消失
。

别画湖原是

白浪河冲积扇前缘的古河 口泻湖
,

明代逐渐淤塞
,

清初基本消失 (郭永盛
,

1990)
。

除上述古湖泊洼地外
,

莱州湾沿岸平原上还分布许多河间洼地
、

扇间洼地等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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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洼地对海水人侵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

因为一方面古湖泊沉积物当中盐类比较富集 ;

另一方面
,

次级洼地对现代风暴潮水体有滞留作用
。

但当海水发生侧向
、

垂向人渗时
,

就会发生海水人侵
。

3
.

2
.

4 现代河流与海水入侵 现代河流是风暴潮上溯的有利通道
。

莱州湾是一个多

风暴潮海域
。

一般风暴潮灾每年都发生
,

较大风暴潮灾 4 年左右发生一 次
。

当风暴潮发

生时
,

海水沿河道向内陆人侵距离加大
。

如 1952 年 ro 月 20 日的大海潮
,

潮水沿弥河

南侵 18 klli
,

人侵距离远大于河道两侧
。

从沉积特征来看
,

河流沉积物颗粒较粗
,

透水

性强
,

沿河上溯的海水在河道中发生侧向
、

垂向人渗
,

从而引发海水扩散人侵
。

3
.

2
.

5 人为地形与海水人侵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
,

塑造了许多人为地形
。

如盐田
、

虾池
,

这些人为地形加剧了海水人侵
。

近年来
,

地下卤水开发和海水养殖不断发展
,

盐 田
、

虾池面积不断增加
,

使大量海

水人为进人内陆
。

据调查
,

莱州湾沿岸各县把虾池建到村头地边
,

将海水提高海拔

3一 sm
,

进人内陆腹地 5一 巧kn l
。

同时在陆地上 5一 10 km 范围内建盐田
。

盐田和虾

池在生产季节蓄水水位为地上水位
,

明显高于地下水位
,

虽然有防渗层相隔
,

但在水位

差长时间作用下
,

海
、

卤水仍有大量渗人
,

对地下咸水或淡水产生补给
,

无疑对浅

(表) 层淡水有咸化作用
。

河流拦蓄工程也是加重海水人侵的原因之一
。

莱州湾沿岸人海河流的上游
,

自 1958

年以来
,

修建了大量的水库
、

塘坝
,

在雨量偏少的年份大大减少 了沿海平原的地表径

流
,

使下游地下水补给来源减少
,

造成沿海区域地下水位下降
,

加重了海水人侵
。

4 结论

受地貌条件影响
,

海水人侵表现出明显的地貌分异特点
。

不同地貌单元海水人侵类

型不同
。

莱州湾南岸以古海水人侵为主
,

东岸以现代海水人侵为主 ; 不同地貌类型海水

人侵形式和强度不同
。

古海道以层状人侵和越流人侵为主
,

平原面上的次级洼地以侧向

及垂向扩散人渗为主
。

沙质海岸易于海水人侵
,

而基岩海岸则一般不发生海水人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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