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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深沪湾的地理地质概况

深 沪湾为福建沿海中部晋江县的一个小

海湾
,

形 同肾脏
,

湾口 向东
,

湾的北端为永宁

镇
,

南端为深沪镇
。

近十年来
,

这两个镇的

经济发展很快
。

附近的石 狮市 是 著名的 侨

乡
,

又是近年来港
、

澳
、

台投资的热点
,

轻

工及商业发展迅速
。

深沪湾的海岸有如下特点
:

中部
,

前港

林场以南
,

土地寮村以北
,

约 Ik m 长的海岸

为海蚀红土陡崖
。

陡崖高s m 左 右
,

其 物 质

组成主要为土红色沙质粘土
。

数百年来
,

甲

于海蚀作用
,

海岸不断崩塌后退
、

致使位于

陡崖岸边的深林寺不得不跟着向内陆迁移
。

红土陡崖南端有一天然的沉积剖面
,

记录着

当地海陆变化的历史
。

前港林场以北和土地

寮村 以南为沙质海岸 ; 土地寮村以南的海岸

为古沙堤
,

古沙堤由下部粗砂砾石和上部风

的的 ‘, “ . “月 ‘ “。的“‘训二. 月的的的“ ‘.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朗““的的““的 ‘. 0 . 的 . .铂帕
. 的的的“的. ‘心阴 . . 的的的的‘ , “‘. . .的”“的的” . 。‘心““ . , ‘。的的“”

岸带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条件
。

所 以
,

其主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中提取的资金等 ; 开发

要来源由国家筹集
,

建立海岸带基金予以解 基金由财政专户储存
,

专款专用
,

其使用计

决
。

海岸带开发利用所需资金
,

顾名思义
,

划必须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

它的投向和筹集由开发项 目单位
、

集体或个 海岸带法制建设是海岸带工作者面临的

人决策
。

因此
,

在《管理条例》(草案 )中明确了 一个新课题
。

《暂行规定 》在实践 过程中的

建立海岸带开发基金
,

并对基金的筹集
、

使用 作用
,

我省人大和省人民政府给予了肯定
。

和管理作了相应规定
。

如
:

海岸带基金是为了 同时
,

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和在当前新形势

有计划持续地进行海岸带开发利用和治理保 下重新修订
、

补充的必要性
。

反映了我省上

护基础设施的建设
;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海岸 下

、

左右对海岸带事业发展的关心和重视
,

带开发基金的筹集 ; 基金来源
:

国家安排的 摆到议事日程上加以认真研究解决
,

是思想

专项资金
、

省及沿海市县各级财政安排的资 认识上和实际行动上的又一次飞跃
。

《管理

金
、

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留成 中 条例 》( 草案 )在省人大常委 会 审 议 通过

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 ; 非农业建设所占用土 后
,

在颁布执行过程中
,

还会遇到许多情况和

地每亩加收一定数额的开发基金
;
海岸带内 新问题

。

(《管理条例》已于 1 9 91 年 3 月通过 )
。

· ’ 4 C年代由许 志峰
、

洪阿实
.

王明亮测定
;

古树桩埋 深由王永勋
、

徐胜利测定
; 上述同志及窦亚伟

、

夏运
、

王志强

等参加了野外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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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细砂组成
,

该沙堤为目前正在开采的型

沙和玻璃沙沙矿
。

前港林场 以南的潮 间带 滩 面 平 缓
、

密

实
,

滩面上可行驶拖拉机和牛车
。

组成滩面

的物质主要有三类
:

现代海洋堆 积 的 中 细

砂
、

卵石海滩岩和牡蜗壳海滩岩 (即牡砺礁

遗迹 )
。

卵石海滩岩分布在前港林场以南至

西脚寮村 的潮间带滩面上
,

牡蜘壳海滩岩分

布在土地寮村至海尾寮村之 间的潮间带滩面

上
,

在这两者之 间的滩面上有古森林遗迹出

露
。

由卫星照片可清楚看到深沪湾正处在地

堑型断陷带上
。

据报道
,

深沪湾地堑型断陷

带西侧为龙湖断裂带
,

东侧为金井一深沪断

裂带
。 【 , 〕

二
、

古森林及牡蝠礁遗迹的特征及分布

1
.

古森林遗迹

目前可 以经常看到的古森林遗迹
,

出露

在西脚寮村至 土地寮村之间的中
、

低潮区的

潮滩上
。

分布区长约35 0 m
、

宽1 00 m
,

呈 东

西走 向
。

已被发现的古森林遗迹有 18 株古树

桩
,

其中踢株在中潮区
, 2株在低潮区

。

这些

古树桩距岸最近距离约 1 00 m
,

株间
耳

最 小 间

距为 Z m
。

古树桩有时会被薄层沙 掩 埋
,

凡

在滩面上可 以看到的古树桩
,

多为 出露滩面

1 一 2 0c m
。

据报道
,

以前曾出露 滩 面 高 达

l m [ 2 〕o

在 18 株古树桩中
,

最大的桩面直 径 达

l o o c m
,

最小的桩面直径为 20 c m
。

有的桩面

略呈椭圆形
,

但多数为近圆形
。

对 2号树桩进行挖 坑 探 视
,

从 揭 露 的

7 0 c m 长树桩来看
,

该 树桩为 直立的树干部

分
,

其主干围长1 5 o c m
。

除主干外
,

尚有 4

根 侧枝
,

较粗的侧枝围长 5 3 c m
,

其 余 三根

侧枝略细
。

4根侧枝中有3根居于 主 干 的 南

侧
, 1根居北侧

。

其中有 2根侧枝 与 主 干 相

连
,

连接处上部与树桩面相平
,

另 2 根侧枝

已脱离主干
。

除2号古树桩外
,

还对 1号
、

3号
、

4号
、

7号
、

8号古树桩作了深浅不 同的揭露
。

从揭

露的部分来看
,

都呈直立状态
,

而且其中 1

号
、

3 号
、

4 号树桩都有与主干相连的侧枝出

露
。

7 号树桩为粗细不同相距20 c m 的 2 株树

桩
,

粗的直径为 3 5 e m
,

细的径为 Zo e m
。

出露在滩面上的树桩呈黑褐色一黑色
。

被人工揭露的树桩部分
,

可见完好的树皮
,

树皮呈黑褐色
,

木质部分为深褐色
。

树桩有

炭化及腐朽现象
,

较细的侧枝腐 朽 更 为 明

显
。

主干部分
,

尤其是直径较大的主干
,

木

质保存尚好
,

呈褐色
,

可分辨年轮
。

为了解被埋藏的树桩长度
,

用M C E SI S

一1 5 0。型高分辨率数字地震仪对其 中 5 株 古

树桩进行测量
,

得到古树桩埋藏部分的长为

2 0 ~ 2 5 m
。

上述特征表明
,

目前所发现的古树桩为

原生的古森林遗迹
。

经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用
’ 4

C 同

位素测定结果
, 2号树桩的年龄为距 今 7 1 3 9

土 1 5 6年
, 3号树桩为6 7 6 1 士 1 9 3 年

。

据 徐启

浩 ( 1 9 5 7 ) 报道
,

古树桩年龄为 7 6 2 0 士 2 3 0

年和 7 5 5 0 士 1 20 年
。

两次测定结果相 接 近
,

因此可 以判断
,

古森林生存于 距 今 7 0 0 0 ~

8 0 0 0 年 间
,

即 中 全 新 带 早 期 低海面时

期
〔 3 〕 。

根据植物鉴定
,

古树桩属裸子植物松科

油杉属
,

与福建油杉 的 木 材 结 构 十 分 相

似
〔 ”

。

油杉为喜阳光
、

喜温暖
、

喜酸性土壤的

植物
。

通常分布在海拔 1 0 0 0、 1 Z o o m 的 山地

丘陵
,

有 的可分布 在海拔 3 00 、 50 0 m 的丘陵

区
, 一 般以零散状分布在其它 林 木中

〔4 ’ ,

如
,

距深沪湾不
!

远的泉州市清源 山 约 40 o m

的山坡上
,

现在还有 自然 生 长 的 油 杉 分

布
。

除上述的18 株古树桩外
,

据 当地居民反

映
,

在海尾寮村的潮间带及 山边礁 (又名牛

尾屿 )附近都发 现过古树 桩
。

可 以 推 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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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
,

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

现在所看到的古树桩
,

是当年森林中雄伟挺

拔的油杉遗迹
。

2
.

牡砺礁遗迹

牡蜘礁遗迹 ( 即牡蜘壳海滩岩 ) 分布在

古树桩分布区的南面
,

两者相 距 约 1 00 m
,

位于中
、

低潮区的潮滩上
,

呈 N W
一S E 向展

布
,

大致与海岸平行
。

牡蜘礁分布 区的北段
,

宽约 1 00 m
、

长

约 5 。。m 的区域 内
,

礁体出露较 好
,

最大出

露厚度为 4 0c m 左右
。

南段呈零 星 出 露
。

这

一现象可能与 70 年代南段牡蜘礁曾被大量采

挖有关
。

牡蜘礁由大小不 同的牡砺壳胶结而成
,

表面 5 ~ Z o c m 风化明显
,

牡蜘壳体较脆
,

有

的壳体结构已疏松
,

极易破碎
。

牡蜘礁的胶

结物呈绿 灰色泥状
。

风化层 以下的礁体较为

坚硬
。

从牡蜗壳体的形 态来看
,

组成礁体的牡

蜘壳主要有两种
,

一 种 为长 形 (长 10 一20

e m )
,

一种为扇形 ( 长 5一 l o e m )
。

大 部

分壳体比较完整
,

有不少壳体双瓣具存
,

并

呈闭合状
,

簇集着被胶结在一起
,

表 明组成

礁体的牡砺壳为原生态
。

据报道
,

组成礁体的牡蜗种类主要为近

江牡蜘和僧帽牡砺 (即褶牡砺 )
仁 亏’。

经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的
’ ‘

C 同

位素测年结果
,

牡蜘壳的年龄为距今9 3 55 士

1 0 9年
,

即形成于早全新世后期
。

当时 福 建

沿海正处在较高的海面时期
。‘

三
、

保护古森林及牡蝠礁遗迹的意义

1
.

科学价值

古森林及牡蜘礁遗迹是自然变化遗留下

来的实验证据
,

它对地壳运 动
、

海 平 面 升

降
、

古气候变化
、

古生物
、

古生态环境及古

地理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

据报道
,

在 日本发现两处海底古森林遗

迹
,

一处为富士湾的赤杨遗迹
,

一处为鱼津

柳衫遗迹
,

这些古森林遗迹已定为国际性遗

迹 〔 2 “。

深沪湾古森林及牡蜘礁遗迹的科学价值

在于
:

( 1 )古森林及 牡砺礁遗迹与处 在同一

潮滩上 的卵石海滩岩及海蚀陡崖出露的沉积

剖面
,

是深沪湾地区陆海变化的历史记录
,

是第四纪地质研究
、

教学等的珍贵材料 ;

( 2 ) 古树桩及组成牡蜗礁的牡砺 壳 均

呈原生态
,

对全新世深沪湾及台湾海峡的古

地理
、

古气候
、

古生物等的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 ;

( 3 ) 由于古森林及牡蜗礁遗迹 处在 深

沪湾地堑型断陷带上
,

这对深沪湾及台湾海

峡全新世的构造运动和地震研究
,

是不可多

得的证据和对象
;

( 4 )该遗迹是研究我国东南沿海 地 区

全新世的构造运动
、

古地理
、

古气候
、

海平

面变化等的有力依据之一 ,

( 5 )对国内或国际间相同地史时 期 的

古地理
、

古气候
、

古生物等对 比研究具有一

定的意义 ;

( 6 )为木材抗腐能力的研究提 供 实物

材料
。

2
.

对发展 当地旅游业的意义

了 千年前的古森林和万年前的牡蜗滩
,

以及深沪湾陆海变迁的生动史话
,

无论对科

学工作者
,

还是游人旅客
,

都会具有较大的

吸引力
。

这对活跃 当地的旅游业
,

是很有意

义的
。

尤其是古森林及牡蜗礁遗迹的分布区正

处在晋江县旅游景点密集区
,

西有草庵摩石

佛
、

龙山寺
、

安平桥
、

南天寺
,

南有西资岩

寺
,

北有姑嫂塔
、

六胜塔
,

这些均为著名的

历史古迹
。

如今再增添一个
“

自然古迹
” ,

真可谓锦上添花
。

这样
,

不仅可使游客获得社

会历史知识
,

}司时又能增长 自然变迁的科学

知识
,

因而可使 当地的旅游内容独具特色
。

由上可见
,

深沪湾古森林及牡砺礁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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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外
,

对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
,

对 自然 变迁的科普教育都是十分有益

的
。

这一珍贵的 自然遗迹
,

很早 以前就被 当

地居 民所发现
。

但由于对 它的价 值 缺 乏 认

识
,

因而
,

在阳年代
,

当地的牡砺礁 曾被作

为烧壳灰的原料而大量采挖
,

使原有的牡蜘

礁分布状态受 到一定的破坏
。

古森林遗迹也

由于人为和 自然的破坏
,

目前已 所 见 无 几

了
。

人为和 自然因素
,

不断地使古森林及牡

砺礁遗迹受到破坏
,

为使这一 自然遗迹能更

好地为 科学及社会有关方 面作 贡 献
,

设 立

一个保护 区
,

加强对其保护
,

是十分必要

的
。

流
,

以及使 其重要的科学价值与保护区等级

相当
,

因此
,

以国家级保护区的形式予以保

护比较适宜
。

( 2 ) 古森林的实际分布范围及原 始 生

态
、

深沪湾的变迁与构造运动的关系
、

牡砺

礁的形成过程及形成环境等 尚需作更深入的

探讨
,

以为 保护区建设及科学研究提供更为

充实的依据
。

四
、

讨论

( 1 )同处在深沪湾潮间带上的古 森 林

及牡蜘礁遗迹
,

具有多方面的科学价值
,

是

全新世构造运动和海陆变迁遗留下来的宝贵

证据
。

类似这样组合的自然遗迹
,

在世界上

也是罕见的
。

根据 《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
,

该项遗迹应列为保护对象
。

为充分发挥这一

自然遗迹的作用
,

以利于 国内外的研究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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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海岸侵蚀严重 治理海堤刻不容缓
尹。S考鞍

滨海县位于黄河南泛夺淮冲积 而成的海

滨平原
。

境内海堤全长 54
.

9公里
,

海岸线为

粉 砂土质
。

黄河北归后
,

由于大量泥沙来源

断绝
,

在风浪潮流的袭击下
,

滨海县海岸线

严重蚀退
,

近百年来蚀退 17 公里
,

年平均蚀

退 达 1 50 米 ; 同时
,

滩面每年还 以10 ~ 15 厘

米的速度蚀降
,

近二十年来
,

滩面高程从海

拔 1
.

6米测降到海拔
一 1

.

5 米
。

废 黄河 口两侧

邓个村庄 已经沦为茫茫大海
。

解放后
,

先后挖土 2 5 0。万方
,

修筑海堤

5 4
.

9公里
,

并先后投资 1 8 70 万元
,

兴建五座

挡潮闸
, 1 0

.

5公里的海堤干砌块 石 护 坡 工

程
,

使该段海岸蚀退得到了一 定 程 度 的控

制
。

特别是丁坝
、

顺坝工程
,

有效地削弱近

岸滩面的风浪及沿岸水流的 剧 烈 运 动
,

充

分发 挥 了促淤保滩作用
,

治理效果 十 分明

显
。

但是
,

由于治海耗资巨大
,

加上滨海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