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卷 第 2 期

1 9 6 4 年 5 月

淹 洋 与 湖 沼 N o
。

2

O C E AN O L O G IA E T L IM N O L O G IA S IN IC A

V o l
.

6
,

M a y ,

海南身南岸姗瑚礁的若千特点
*

蔡爱智 李星元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海南岛地跨北释 1 8 0

16
,

至 2 0 0 1 8
‘ ,

属热带一亚热带气候
,

常年平均气温为24 ℃左右
,

年温差小于 10 ℃
。

沿岸断断擅擅地分布着一些岸(据 )礁
,

附近各小岛的周围和个别较大

的泻湖中也局部地分布有姗瑚礁和活珊瑚
。

海南岛沿岸的姗瑚礁
,

焉廷英[0]
、

颜京松 [l]
、

以及 八
.

B
.

Hay Mo
B 和颜京松

、

黄明显 [z]

等
,

都作过一些研究
。

但上述作者都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
,

研究了海南岛近岸珊瑚的种属

及其分布
,

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渝及本区姗瑚礁的地质学和地貌学的基本简题
。

B
.

n
.

3e
H

~ 砂
,

月 从海岸动力地貌学和地厦学的观点出发
,

对海南岛某些地段的现

瑚礁作了初步的渝述
,

就图 阐明海南岛邢瑚礁的消
、

长和演化过程
。

他曾指 出
,

海南岛沿

岸的珊瑚礁正处于剧烈地破坏过程[s1 ;但他却未能取得充分的查料来荻实这一看法
。

一般地靓来
,

距赤道较远地带的姗瑚礁发育得远不如赤道附近那样好
。

这种发育不

好
、

分布零星的姗瑚礁我们称它为
“

亚姗瑚礁
”。

海南岛沿岸就是这种邢瑚礁的典型
。

直到现在
,

各国对珊瑚礁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较多地研究了赤道附

近发育最典型的姗瑚礁 ; 另一方面则集中地研究了姗瑚礁大的构造
。

企图通过上述的研

究
,

弄清环礁与堡礁的成因
,

但对于离赤道较远的
、

靠近中樟地区的亚珊瑚礁
、

现瑚礁的微

地貌以及造成这些微地貌的水动力过程则注意得不够
。

应当指出
,

研究亚姗瑚礁不仅因

为它是珊瑚礁的特殊类型
,

更重要的是
,

这一类型的邢瑚礁处在世界姗瑚礁分布范围的边

椽地带
,

对各种条件变化的反应比较灵敏
。

因此
,

在研究海岸演化过程的同时
,

有助于我

们对古气候的变迁和洋面变化等咫题的研究
。

一
、

海 岸 概 况

海南岛南岸
,

东起陵水河 口西到霭岭市
,

是曲折的港湾海岸
,

湾内一般为广 阴的砂厦

堆积岸
,

砂岸占本段岸援总长度的一半以上 (图 1 )
。

山岭和岛屿的分布构成了本段海岸的基本翰廓
。

祖成山岭和岛屿的岩石
,

大部分是

花岗岩
,

此外
,

还有石英岩和矽厦岩等
。

沿岸部分距离陆地较近的小岛已被邢瑚礁
、

姗瑚

碎屑和砂
一
砾质的堆积体构成了陆建岛

。

例如新村的陆速岛和鹿迥头的陆速岛等
。

近岸松散堆积物主要有两类
:
一类是第四耙初期和中期的坡积物

—
握过湿热化作

用的
、

厦地较硬的黄色砂土
。

这些砂土分布于近岸隐蔽地区山丘之坡麓处
,

位于现代砂厦

和珊瑚碎屑堆积体的后面
。

另一类为现代洽岸松散砂厦堆积体
,

枪大部分没有翘过湿热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2凭 号 ;

本文是在我所兼任研究具南京大学任美鳄教授指导下写成的
。

本所林宝荣
、

黄树仁同志以及南海分所的黄金

森
、

汪国栋
、

朱袁智同志等参加过部分稠查
,

均此致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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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
,

呈灰白色
。

由于风的再造作用
,

砂厦岸堤的高度已被加高
,

井且改变了岸堤原来

的面貌
。

岸堤上的凤成砂丘有的可高 出高潮面十多米
。

后海村一藤桥一新村沿岸一带就

有 2一 9 条砂堤
,

离岸较远的几条较老的砂堤
,

已握受到一定程度的湿热化作用
,

厦地较

硬
,

呈浅黄色
。

三亚湾附近的大片砂岸亦是如此
。

泻湖普遍分布在砂堤的内侧
,

由于砂堤

迅速地增长
,

大部分泻湖的 口 阴都很小
,

一部分已被堵塞
。

泻湖内由中砂及相砂粗成
,

淤

泥的含量不多
。

因此
,

泻湖内的杠树林不但分布稀疏
,

而且树体矮小
。

近岸海底沉积物的主要特点是
:
Ca C 0 3

的舍量很高
,

一般在 10 一4 0 %左右
,

最高可

达 60 务
。

Ca c 0 3

的分布存在着下列特点
:

(l) 愈接近姗瑚礁处
,

ca c 0 3

的合量愈高
,

反之则低
。

(2 ) 湾内 c a c 0 3

的含量一般比娜角处高
。

(3 ) e a e o 3

合量向岸递增
。

上述分布特点靓明了海南岛南岸近岸海底沉积物中
,

Ca c o 3

舍量高的主要原因是受

珊瑚礁分布的影响
。

海南岛南岸入海河流虽然短小
,

搬运入海的泥砂数量不多
,

但对海岸发育也有一定的

影响
。

陵水河从海南岛的东南角入海
,

携带入海的泥砂
,

随着波浪作用方向的改变
,

有时

沿岸向北移动
,

有时向南
,

成为新村地区堆积体系的主要物厦来源之一
。

河流冲积物对近岸海底地形和底厦分布均有明显的影响
。

烧旗水入海处
,

在水深图

上呈现出由西而东稍微高起的水下砂嘴
,

在沉积物分布图上也表现出向东逐渐变袖的沉

积现律(图 2 )
。

无疑地
,

这是烧旗水入海泥砂作用的精果
。

三亚湾顶沉积物比较粗
,

也是

河流影响所致
。

图 2 三亚湾底盾略图

1
.

底盾界筱 ; 2
.

推测的底盾界换 ; 3
.

砾石 ;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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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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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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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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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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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现瑚分布的一些规律

在海南岛南岸水深 8一12 米以 内的 2 0 多条海底剖面潜水考察中和水深 7 0 米以内21

条剖面 90 个站的底盾测量中
,

我俏发现目前本区姗瑚生长的下限都不超过水深 8 米
,

而且

生长最旺盛的
、

发育最好的是在 一 1一一 5 米的范围内
。

根据各国有关姗瑚生长深度的报

导
,

现瑚生长的下限在 一 4 0 米左右
。

它们之简存在如此亘大的差别
,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

简题
。

河流和珊瑚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

凡在河流 目前的入海处
,

就没有活姗瑚生长
,

或

者趋于消亡
。

而在古河口 附近
,

郎是死的珊瑚礁也很少兑到
。

这主要是 因为
,

在河流入海

口 处
,

下列甜方面的条件改变了
,

以致不适于姗瑚的生长
:

(l) 河流带来的固体径流使梅水的潭浊度增加了 ;

(2 ) 河水冲淡了海水
,

并改变了海水的化学成分 ;

(3 ) 由于河水和海水温度的不同
,

河水入海后改变了近岸的水温
。

例如
,

三亚泻湖和三亚湾琪受大破水和月川水的影响
,

尤其在雨季
,

河流注入大量的

淡水和泥砂
,

直接改变了泻湖和湾顶水的理化性厦
。

目前泻湖中除了仅有邢瑚礁的遣存

外
,

已无活珊瑚生长了
。

而且
,

受河流影响的 白排东南岸
,

珊瑚的生长远远不如西北岸的

旺盛
。

稠查题明
,

大部分珊瑚生长在珊瑚礁和姗瑚碎块上
,

也有生长在岩石上面的
。

应歌指

出
,

个别泻湖中也有珊瑚生长
。

例如
,

新村泻湖中
,

珊瑚可以生长在沙质淤泥湖底的小邢

瑚块或只壳碎片上
。

虽然没有稳固的基底
,

但由于敲处水动力作用十分微弱
,

它佣仍然得

以生长
。

正因为这样
,

这里便生长着分又的树枝状鹿角姗瑚
。

在呻角附近
,

特别是在波浪

作用较弦的地段
,

出现的主要是滨现瑚类
,

以及块状和球形等抗击力张的珊瑚
。

上远事实

表明 :姗瑚种属和体形的分布
,

与波浪作用的强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三
、

现瑚礁的桔构

如前所述
,

海南岛南岸的姗瑚礁属岸(据 )礁
,

就其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来靓
,

都远远

不如赤道附近发育那么好
。

贴探查料征明
,

当地礁的厚度一般为 7一 8 米
,

若加上礁平台

上面 2. 乡一3 米的次生礁
,

RlJ 总厚度也不过 10 米左右
。

本区海岸核曲折
,

呻角处侵触张烈
,

湾内又被砂质堆积体所占
,

珊瑚礁呈不速擅的分

布
。

礁平台的竟度一般在 10 一1 00 米左右
,

最竟处(在鹿迥头西岸 )也不过 3 00 米
。

按照珊瑚礁的物厦粗成和桔构特征
,

海南岛南岸的姗瑚礁可分为原生礁和次生礁两

类
:

1
.

原生礁 由大小不同
、

未趣搬运的邢瑚草体祖成的礁
,

称为
“
原生礁

”。

草体与草

休之简的孔隙皆为珊瑚碎屑
、

只壳及藻类的残体所填充
,

最胳形成一个接近于最低低潮面

的平台
—礁平台

。

珊瑚拿体在礁平台上表现为比较规Rl] 的
“

圆桌状
,, 凸起 (照片 1 )

,

其

道径大多在 2一 3 米之简
,

最大可达 6. 8 米
。

根据我们在礁平台外椽水下斜坡上潜水观察

得知
,

成礁的珊瑚草体
,

自下而上呈幅射状生长 ;也就是基足小
,

上面大的倒锥体
。

分布在湾内和隐蔽地区的原生礁
,

因为主要是由分又的树枝状鹿角姗瑚粗成
,

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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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开阴海岸的原生礁那样坚实
。

在礁平台上
,

不但没有圆桌状凸起
,

而且也没有姗瑚碎屑

堆积成的正地形
。

在这种礁平台的表面上
,

树枝状鹿角姗瑚枝干的切面
,

常常呈打盖状出

露
。

礁中还夹有多量的泥
、

沙
、

碎屑等杂质
。

2
.

次生礁 活姗瑚和原生礁握过波浪的冲击破坏
、

搬运
、

分选并堆积在特定的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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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趣过胶拮而成的礁
,

称为
“

次生礁
”。

次生礁一般具有以下几项特点
:

(l) 粗成物厦主要是珊瑚碎屑
、

夹有少量的砂
、

砾
、

和具壳
。

杂厦的合量没有一定的

比例
,

有些次生礁合杂厦较多
,

甚至超过一半
,

有些BlJ 钝粹由珊瑚碎屑粗成
。

栽膝室分析

精果表明
,

次生礁中 ca c 0 3 的舍量差别很大
。

其含量的多少与杂质的多少成反比 (只壳

碎屑除外)
。

(2 ) 粗成次生礁的物厦
,

大部分握过一定程度的分选和潦磨作用
。

分选较好
,

但磨圆

度的好坏差别较大 (照片 2 )
。

(3 ) 次生礁有清楚的层理和倾角
,

粗层与栩层的硬度不同
,

其中袖层比较致密坚实
,

粗层却因孔隙度较大而比较疏松
。

郎在 同一层内
,

上下之简的硬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

所

以
,

受侵徽的次生礁剖面呈现据齿状
。

次生礁层面的慎角常在 8 。

一 1 5 。

之简
,

最常兑的倾

角为 1 0 “一 1 2 。 。 这种倾角与 K ue ne n 〔6’在爪哇草岛上所兑的基本一致
。

我佃敲为
,

次生

礁具备这种倾斜层理的原因是受近岸波浪作用的桔果
。

实际上
,

这也与目前海岸上珊瑚

碎屑堆积堤的坡度相近
。

应敲靓明
,

次生礁的分布远不如原生礁分布的那样广
。

次生礁常在呻角搏弯后一段

距离处
,

呈长条形出露于原生礁平台上
。

它的前端往往受侵颤而裸露
,

尾部逐渐搏入松

散堆积体之内(参看图 4
、

5 )
。

次生礁下复原生礁
,

而呈不整合关系
,

二者之简有时夹有一层厚度不等的松散珊瑚碎

屑
。

这一层不具层次
,

碎屑的表面呈暗色
,

易受侵触
,

在剖面上
,

往往被捣空成海触壁灶

(图 3 及照片 幻
。

上层的次生礁因悬空而握常塌在原生礁平台上
。

但必须砚明
,

并不是

所有的次生礁下面都有珊瑚碎屑层
,

只能观
,

它是原生礁平台上局部的残积物
。

四
、

珊瑚礁海岸的形态与动态

海南岛南岸姗瑚礁海岸形态与动态的主要特点
,

既不象充分发育的典型瑚瑚礁海岸

(据礁海岸)
,

又不完全和一般港湾海岸相同
。

珊瑚礁往往夹在大片砂岸与零散的岩岸之

简
,

构成了复杂多变的海岸地貌
。

从成因上来看
,

海南岛南岸姗瑚礁地貌的发育
,

主要是

受基岩的控制
,

拒大部分珊瑚礁分布在岛屿和卿角的两侧
,

受基岩的保护
。

所有的珊瑚碎

屑堆积体告位于受基岩保护的波影区(图 4
、

的
。

湾内的砂质堆积岸
,

在不同方向波浪的作用下
,

泥沙握常左右移动
,

再加上砂贷海岸

不断地增长
,

不但妨碍了珊瑚的生长
,

而且也复盖了部分礁平台
,

使之逐渐精小
。

然而
,

郁

瑚礁平台又保护了部分岩岸和堆积形态使之免受侵触或减弱侵触张度
。

这样
,

就有可能

使部分古海成形态
,

得到很好的保存
。

按照动态和形态特征
,

可以将邢瑚礁海岸横向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
珊瑚礁平台

、

礁平

台以上的陆地部分和平台外椽的水下斜坡
。

如前所述
,

姗瑚礁平台是由原生礁构成的
。

礁平台的实际宽度
,

一般比我们实地侧量

到的数字为大
,

因为它们的一部分被珊瑚碎屑和砂
、

砾
、

具壳等堆积体所复盖
。

譬如
,

鹿迥

头岭以北
,

礁平台构成了陆建岛的整个基底
,

碎屑物盾便在其上堆积
,

形成了现在宽达

1一2 公里的速岛砂洲
。

沙洲上没有碎屑物厦复盖的局部低洼部分
,

原生礁仍然暴露在外

面
。

若加 上被复盖的部分
,

鹿迥头原生礁的竟度就达 2 公里之多
。

东
、

西熠岛亦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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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岛的北面
,

大片松散堆积体复盖之下
,

全是原生礁
,

并且在干涸了的泻湖中局部

出露
。

盈疆卜国蓉月2 任三日3

图 6 东帽南岸礁平台略图

1
.

基岩及其卵石 ; 2
.

珊瑚

礁平台 ; 3
.

低潮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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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瑚礁平台的高度一般在平均潮位附近
,

表面平坦
,

有时还

有稍微向岸倾斜的现象
。

礁平台上圆桌状凸起的高度常在 10 一

30 厘米左右
。

个别地区
,

象鹿迥头西岸
,

礁平台中部还有一条

稍微高起的撇向的珊瑚碎屑堆积带
。

大部分礁平台的表面上
,

却没有类似这样的堆积形态
。

平台的外椽
,

接近低潮钱处
,

开始出现网状小沟
,

与水下斜

坡上的沟谷相速(图 6 )
。

礁平台以上的陆地部分
,

主要是由松散的珊瑚碎屑粗成的

堆积堤
,

其高度和祖成物盾的粗袖
,

取决子各个地段波浪作用的

弦度
。

如鹿迥头陆速岛的东
、

西两岸
,

就是明显的对照
,

东岸的

岸堤比西岸高出 2 米之多
,

并且东岸多由值径 乡一20 厘米
,

甚至

更大的礁块所粗成
,

而西岸却主要是由道径 0. 5一 2 厘米的姗瑚

碎屑粗成(图 7 )
。

粗成姗瑚碎屑堆积体物质的粒径大部分在 1一 2 厘米之简
,

其主要成分是鹿角姗瑚的碎枝 (块)
,

并夹有少量其它种属的姗

瑚块和只壳类(照片 3
、

劝 ;有时还渗杂着一定数量的砂
、

砾
。

珊

瑚碎屑的磨圆度较好
,

尤其是比较粗的碎屑
。

局部地区堆积体

是由分选较好而粒极较相的珊瑚砂
、

砾祖成 (照片 6 )
。

其粒径

在 0
.

5一2 毫米之简
,

多分布于岛的尾部 和波浪作用弱的地段
,

如东
、

西增岛和蟆蛟洲等小岛的北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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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鹿迥头建岛砂洲之横剖面

1
.

原生礁 ; 2
.

珊瑚砾石 ; 3
.

珊瑚砾石一小卯石 ; 4
,

珊瑚卵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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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平台外椽
、

低潮钱以下起伏不平的水下斜坡
,

是珊瑚的生长带
,

也是珊瑚礁海岸侵骸

和增长的主要部分
。

为了判明 目前珊瑚礁消长的情况
,

必填仔栩地分析现瑚礁水下斜坡

的坡度
、

形态(微地貌 )
、

物盾粗成和珊瑚生长与破坏的情况
。

由于波浪在不同岸段作用张

度的差异
,

所以姗瑚礁的消
、

长情况各处不一
,

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图 8 )
。

( 1) 慢触型 (图 8川) 水下斜坡的倾角 > 1 5 。 ,

坡面上有静多直径在 1一2 米之尚

的珊瑚礁块
,

坡脚下分布着 白色的珊瑚碎屑和姗瑚砂
。

斜坡上的微地形高低起伏较大
,

可

达 2一 3 米
。

凸起的礁块就是粗成原生礁的珊瑚草体
,

在波浪长期的冲击下
,

有的已握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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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珊瑚礁平台类型示意图

1
.

增长型 ; 11
.

稳定型 ; 111
.

侵触型
。

1
.

基岩 ; 2
.

珊瑚碎屑 ; 3
.

次生礁 ; 4
.

珊瑚砾石一礁块 : 5. 原生礁 ; 6. 水下斜坡及礁块 :

7
.

淤泥 ; 8
.

低潮袋 ; 9
.

活珊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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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基底
,

成为活动的邢瑚礁块体和卵石
。

从珊瑚礁块和卵石的形状及其排列状况来看
,

一般大风浪对邢瑚礁块和卵石只起扰动和滚磨作用
,

而在特大风浪时
,

部分卵石和礁块被

抛
_

丘平台
,

并向岸推移了一定距离 (照片 7
、

8 )
。

斜坡上很少生长活珊瑚
,

有时只有零星罕

兄的一些小雕体
。

侵触型水下斜坡多出现在呻角附近和波浪作用较弦的岸段
。

(2) 增长型(图 8 ;

) 斜坡的坡度在 8 。 以下
,

坡面上没有活动的珊瑚礁块和卵石
,

只有起伏不大 (高差 1 米左右) 的沟谷和凸起
。

坡面和沟谷的两壁上
,

普遍并旺盛地生长

着各种姗瑚
,

甚至是层层迭生
。

谷底及凹下处
,

为姗瑚碎枝所填充
。

增长型水下斜坡多分

布于波浪作用较弱的岸段
,

特别是波浪挫过揍射
,

与岸斜交
,

并产生沿岸流的地段
。

(3) 德定型(图 8 : : ) 斜坡倾角界于上述二者之简
,

有时坡面上有比较大的珊瑚礁

块
,

也生长着各种姗瑚
。

一般砚来
,

珊瑚生长井不旺盛
,

侵触破坏作用也不显著
。

只有在

特大风浪时
,

珊瑚礁块才受滚磨作用
。

这种斜坡增长与侵散的速度基本上相等
,

一般分布

于侵触型和增长型的过渡地段
,

又可称韶
“

过渡型
”

斜坡
。

由于姗瑚礁的消长
,

使稠查地区的海岸演化过程更趋复杂
。

大体上可归钠为下列凡

点 :

1
.

从平面分布上来看
,

在呻角前端没有姗瑚礁分布的岸段
,

基岩直接受到波浪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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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

而呻角两侧有礁平台保护的岸段
,

基岩免受侵触或者侵散强度减弱
。

湾内和岛屿的尾

部
,

除了接受从呻角处搬来的砂
、

砾之外
,

还有大量的姗瑚碎屑
,

故堆积地形发育迅速
。

例

如
,

东渭岛北岸
,

自日本人(19 4 1一 1 9 4 2 )修建码头以来
,

敲段海岸增长了朽米左右
,

平均每

年增长 2 米之多
。

目前嫣头已被埋在环状砂嘴之中
。

2
.

当姗瑚生长旺盛
、

礁平台迅速增长的时期
,

在姗瑚礁的保护下
,

岩岸的侵触作用逐

渐减弱
。
由于姗瑚礁的扩大

,

无疑也要侵占部分砂岸
。

反之
,

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变
,

在珊

瑚大量死亡的条件下
,

礁平台逐渐缩小
,

岩岸随之而裸露
,

因而波浪对基岩的侵触作用就

加强了
,

砂岸相应地更为发育了
。

3
.

姗瑚礁海岸普遍有两个波浪消能带
,

自口水下斜坡和姗瑚碎屑堆积堤的前椽
。

高潮

时
,

波浪的能量主要消耗于水下斜坡地带
,

余波趣过礁平台
,

将至于堆积堤的前椽
。

低潮

时
,

平台出露
,

波能全部作用在水下斜坡上
。

根据观察得知
,

在第一个消能带
—

水下斜

坡地带
,

波浪的作用以侵触为主
,

侵触下来的珊瑚碎枝(块)
,

翘过波流的搬运
,

堆积在第二

个消能带
。

理过 日积月累
,

在第二消能带便构成了规模互大的堆积形态
。

五
、

关干现瑚礁悄退和增长简题的初步探言寸

我佣敲为
,

目前海南岛南岸姗瑚礁的分布和珊瑚的生长情况
,

与其所在的海岸位置是

不相协稠的
。

大家知道
,

迎风(浪)面姗瑚生长要比背风面旺盛
。

但是
,

海南岛南岸的情况

却大不相同
:
迎风面的凸出部分

,

很少发现有珊瑚礁存在
,

郎使有
,
目前也是处在破坏过

程 ;相反地
,

邢瑚生长较好
,

礁体增长较快的多在娜角和岛呜的两侧
。

海南岛沿岸的活珊

瑚
,

正如 B
.

n
.

3e
HK o BI狂I 所比喻的那样

: “

象手工业式的生产一样
,

供不应求
”
即

。

大量事

实征明
,
目前海南岛南岸姗瑚礁遭受侵颤的强度和范围

,

都大大地超过了增长
。

以上事实靓明
:

(1) 近期海南岛南岸姗瑚礁处在破坏过程
。

(z) 海南岛南岸姗瑚礁曾挫有过比较旺盛的发育时期
,

当时甚至在迎着风浪作用很

弦的呻角处也发育了礁平台
。

如鹿迥头岭和东增岛南端的礁平台目前正处于强烈地破坏

过程
。

目前海南岛南岸姗瑚礁处在破坏过程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

我们敲为
,

可能与第四耙

末期气候变迁有关
。

由于气候变冷
,

改变了原来对珊瑚生长较适宜的 自然条件
,

于是
,

生

长不如原来繁盛
,

故侵触破坏的速度相对地加嗤了
。

此外
,

陆地相对上升
,

普遍地抬高了

洽岸的珊瑚礁平台
,

波浪对礁平台的侵触作用也随之加强
。

很多事实均征明
,

第四耙末期海南岛南岸的陆地相对地上升 ; 三亚泻湖 内高潮面附近

的原生礁平台就是一例
。

在礁平台上鹿角姗瑚枝干的切面呈钉盖状出露
。

根据目前珊瑚

的形态特征得知
,

在它们尚未被破坏之前
,

还应高于目前的高度
。

因活瑚瑚通常生长在低

潮面以下
,

如果露 出水面
,

在阳光照射下
,

珊瑚虫很快就会死亡
。

目前原生礁的高度与高

潮面相当这一事实
,

就充分靓明陆地是有所上
一

升的
。

另外
,

鹿迥头
、

东渭岛
、

西熠岛等地的

部分原生礁接近高潮面
,

也都是陆地上升的佐靓
。

此外
,

海成堆积地也是陆地上升的有力敲据
。

如蟆妓洲北岸共有两极阶地 (图 9 )
,

第

二极阶地高出第一极阶地 4一 5 米
,

由黄色砂土祖成
。

第一极阶地高出现代海积平台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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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嵘蚊洲北岸剖面

L 基岩 ; 2
.

黄色砂土 ; 3
.

珊瑚碎屑 ; 4
.

原生礁 ; 5
.

椰子树与灌木林
。

P o e
.

9 flP
o
中二

b ee BeP
H o r o y q 、。q 、o y

,

1
.

K o Pe H“a 只 n o P电
a ,

2
.

水芭月州认 n ec o K “ rPyHT
,

3
.

KoP
a 几几o B曰e 0 6几o M K H

斗
.

目e P日悦 q H曰e PH中曰
,

5
.

K o K

oco 朋牙 n a刀 b Ma ” KycT曰
.

一 2 米左右
。

第一极阶地和现代海积平台均由姗瑚碎屑粗成
,

第一极阶地
_ _

卜已趣布满了

热带灌木林和椰子树
,

郎使特大风浪也不可能达到这里
。
由此可兑

,

第四耙末期
,

郎第一

极堆积阶地形成之后
,

海南岛南岸陆地已有了一定幅度的上升 (豹 2 米左右)
。

陆地的相

对上升引起了海岸剖面的重新塑造
,

海底泥砂向岸移动
,

砂岸显著增长
,

不可避免地要复

盖部分姗瑚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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