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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湾口区的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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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多种资料的分析,对胶州湾湾口区的地形地貌 、断裂构造 、沉积特点进行初步

研究,认为湾口区地形复杂,海底沙波 、潮成沙体和深水洼地等多种地貌均有发育。断裂

构造以北东 、北西向断裂为主,且均为陆上断裂在海域的延伸 。受潮流作用的制约, 湾口

区沉积厚度微薄, 基岩大面积裸露,风化程度很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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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岸, 是黄海

伸入内陆的天然海湾,具有港口 、外贸 、旅游和

海洋科研等多种开发功能, 对青岛市的经济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海岸工

程建设 、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不

同科研院所对胶州湾的水文和地质地貌进行了

调查和研究。利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近年来在胶州湾所获得的地震 、磁力 、多波束以

及钻孔资料等对湾口区的地质特征作了综合研

究,为胶州湾湾口区海底工程和航道建设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

1　胶州湾区域地质概况

胶州湾东依崂山, 南靠小珠山,西北部与大

沽河下游平原相连,东南部有一狭窄出口与黄

海相通 。胶州湾位于胶南—威海造山带与胶莱

坳陷东南缘的复合部位的中部, 地质构造复杂。

印支期以后,胶州湾一直处于间歇性的抬升隆

起中,在中生代中晚期表现为短暂沉降。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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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5 M aBP以来的新生代, 又形成了长期较稳

定状态,直至 2 MaBP 受到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总体上,胶州湾地区是一个稳定背景下的断裂活

动区[ 1] 。前人研究资料[ 2] 表明,胶州湾及邻近区

域的断裂构造主要有 NE 、NW 和 EW 向 3组。

周边地区侵入岩 、脉岩和火山岩都很发育
[ 3,4]

。

研究区(图1)位于胶州湾湾口, 团岛 、薛家

图 1　胶州湾湾口研究区位置图

Fig.1　L ocatio n o f study a rea in Jiaozho u Bay mo 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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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和黄岛之间, 在构造上隶属于胶南 —威海造

山带Ⅱ级构造单元胶南凸起( V 级)的中北部。

2　湾口区地形地貌

胶州湾湾口区水深变化较大(图 2) 。总体

而言中部深度大, 是一水深大于 35 m 、近

NEE —SWW 走向的航道。由航道向南北两岸

水深逐渐变浅,而湾口向外水深有变深的趋势。

图 2　胶州湾湾口区水深地形图

Fig.2　Bathy metric map of the Jiao zhou

Bay mo uth area

　　团岛 —薛家岛连线以东区域, 水深总体为

北浅南深,水深大于 39 m 的侵蚀深槽内地形

比较平坦,是一个近 EW 走向的航道。航道向

南水深变浅;航道北侧地形复杂, 30 ～ 39 m 等

深线之间发育一种典型的现代海底地貌单

元———直脊型沙波[ 5] (图 3A) , 沙波整体呈雁列

型紧密排列, 脊谷相间, 单个沙波外形为直脊

型,沙波的总体走向为 NNW —SSE 。沙波西北

端是一狭窄的海底沟谷, 沟谷走向为 NW —

SE,从东到西沟底逐渐变宽 、变深, 在该区沟长

600 m,宽 45 ～ 100 m, 沟底最深达 31 m, 高差

达 13 m 。直脊型沙波以北 24 ～ 30 m等深线范

围内发育新月型沙波, 该类沙波较直脊型沙波

密度小,零星分布,平面形态宛若新月, 30 m 等

深线附近是直脊型沙波向新月型沙波的过渡区

域。

团岛 —薛家岛连线以西区域, 水下地形复

杂,水深大于 40 m 等深线处为三角形深水洼

地(图 3B) , 洼地东南侧等深线密集, 为一深水

陡坎,最深处达 70 m ,高差达 20 m 。洼地向南

水深变浅,水下地形单调,坡度平缓;洼地东北

部发育一 SN 走向的潮成沙体,沙体长约 1 450

m,宽约 300 m, 最浅水深为 13.7 m ,底部水深

27 m, 沙体中部稍厚,向外侧逐渐减薄,在沙体

图 3　多波束水深资料揭示的海底地形图

Fig.3　Seaflo o r relief imag e revealed by the multibeam bathymetric d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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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形成 SN 向的浅沟槽。沙体顶部凹凸不

平,发育有直脊型沙波,沙波 N W —SE 走向,与

潮成沙体呈 60°夹角 。沙波的横剖面揭示沙波

波长平均约 60 m, 波高约 3 m, 沙波南坡缓而

北坡陡,南坡坡度角约 5°, 北坡坡度角最大可

达 20°。地震剖面显示沙波直接出露于厚层沉

积堆积体之上,内部反射杂乱,顶界起伏呈锯齿

状,底界可与周围的海底相连。

3　湾口区断裂构造

湾口区磁力异常( ■T )平面等值线图 (图

4) 揭示研究区断裂构造发育, 其中以 N E 向

( F1 、F2 、F3) , NW 向 ( F4 、F5)断裂为主, 另发

育一条 NWW 向断裂( F6) 。

图 4　胶州湾湾口磁力异常■T 平面等值线图

Fig.4　M ag netic ano maly ( ■T ) contour

map in the Jiaozho u Bay mo uth ar ea

3.1　NE向断裂

F1断裂总体走向 NE 向, 在磁异常图上表

现为剧烈变化的梯度带,东侧为正高异常, 西侧

为负高异常,倾向 N W,断层 SE 盘为崂山花岗

岩, NW 盘为白垩纪青山组, 沿断裂内有岩脉侵

入 。断裂受 N W 向断裂切割, 分成 3 段, 北段

在汇泉角附近入海,南段在黄岛前湾登陆, 湾口

水道处被 NW 向 F4 断裂切割, 向 N W 错移了

近 800 m ;在薛家岛后岔湾外被 NW 向 F5断

裂错断了约 250 m 。

F2断裂同 F1断裂基本平行, 倾向 SE, 断

层 SE盘为白垩纪青山组, N W 盘为小珠山花

岗岩,受 NW 向断裂切割断裂亦分成三段:在

团岛鼻与团岛咀之间的外侧海域被 F4向西错

断了 300多 m;在辛岛外侧被 NW 向断裂错断

了 500 m, 地震剖面(图 5A)揭示该断裂和 F4

断裂相交,破碎带发育,表现为下蚀洼地 。

F3断裂总体呈 NE —SW 走向穿过湾口研

究区,此断裂是沧口断裂在海域的延伸,断裂在

磁力异常图上表现为北段负异常, 南端串珠状

高异常,倾向 SE,倾角 70°～ 85°, 断层的 SE 盘

为燕山期崂山花岗岩, NW 盘为青山群火山

岩。钻孔 ZK1 、ZK2(见图 1)资料揭示断裂带

内岩石破碎, 抗风化能力差,地震剖面(图 5B)

显示断裂在湾口水道处与深水洼地位置一

致, 断裂与 NW 向断裂相互切割, 错动距离达

500 m 。

3.2　NW向断裂

F4断裂是最新发现的一条重要的 N W 向

断裂。该断裂在磁异常( ■T)平面等值线图上

表现为一 N W 方向延伸的线性串珠状正高磁

异常 。其在海底处表现为 NW —S E 向海底沟

谷(图 3) ,被 F3断裂切割, 向南错移近 500 m,

以东部分断裂带宽度在 90 ～ 100 m 左右, 断裂

带内主要为磁性岩脉[ 6] 所充填, 岩脉宽约 60 ～

80 m,倾向 NE,倾角约 75°, 并由 NW 向 SE 逐

渐变窄,岩脉顶界埋深(自海底面算起)约 30 ～

42 m,并向 ES逐步加深。

F5断裂位于 F4断裂的南部及薛家岛的北

部,是薛家岛外侧粗面斑岩和安山岩的分界线。

由 F1 、F2断裂的延伸情况可以看出 F5断裂不

具有平移性质 。

3.3　NWW向断裂

NWW向断裂 F6在磁场图中表现为梯度

带,呈 N W295°向延伸,两侧延伸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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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单道地震剖面

Fig.5　A sing le-channel seismic section

4　湾口区沉积特征

从湾口区沉积层等厚度图(图 6)可以看

出,湾口区航道处沉积层很薄,沉积主要集中在

沙脊 、沙波和黄岛前湾附近 。以黄岛 —薛家岛

连线为界,连线以东区域航道内部沉积层基本

缺失,基岩裸露, 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风化带

分布不均匀;航道北侧的沉积地层主要发育于

EW 向的带状坡地以及其北部的台地之上, 分

布范围大,外形呈足状,厚度最大约 15 m, 以此

为中心向西向南减薄;西侧的沉积物发育较少,

厚度 2 ～ 5 m, 呈零星分布。

连线以西区域沉积厚度变化大, 深水洼地

处于湾口航道上, 水动力强,沉积薄到缺失, 基

岩直接出露。以洼地为界线, 洼地以南受沧口

断裂控制, 断裂 SE 侧沉积层比较薄, 断裂的

NW 侧沉积层最厚处达 30余 m;洼地以北区域

为透镜状潮成沙坝沉积体,沉积体中间厚达 48

m, 向东西两侧减薄, 受 NE 向沧口断裂的控

制,沉积层在沧口断裂两侧厚度变化大,呈阶梯

状,断裂西北侧上覆地层厚 10 ～ 40 m;断裂南

东盘侧基岩埋深浅, 上覆地层 0 ～ 10 m 不等。

位于沙坝的钻孔 ZK3 、ZK4 、ZK5(图 1)资料揭

示该沉积体内部的沉积物粒度较粗, 下部为一

薄层砾石,整个坝体以中砂和砾砂为主,海底表

层有几 m 厚的亚黏土。

图 6　胶州湾湾口沉积层厚度平面等值线图

Fig.6　T he sediment thickne ss contour map

in the Jiaozhou Bay mo uth a rea

5　结论

通过对胶州湾口区地质特征的研究, 可以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 1) 湾口区总体地形复杂, 湾口中部为一

近 NEE —SWW 走向的航道, 航道外侧发育有

直脊型沙波 、新月型沙波 、侵蚀深槽等多种地

貌。 (下转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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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平均渗透率一般在 ( 1 ～ 3.45) ×10-3

μm
2
。相对而言,二叠系砂岩储层物性较好,平

均孔隙度在 5%以上, 平均渗透率一般为 ( 1 ～

1.75) ×10-3μm2 ,个别样品的渗透率较高, 可

达 11.12×10-3μm2 ,其主要原因是相对处于较

浅的埋藏条件下, 成岩作用较弱,以及邻近生油

层有机质丰富,酸溶作用强等。

以上认识对于我国南黄海盆地海相中 、古

生界油气储层特征研究及评价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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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湾口区断裂构造发育,以 NE 、NW 向

断裂为主,延续并继承邻近区域的构造特征,且

NE 与 NW 向断裂共轭交错, 这对于研究胶州

湾的形成演化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 N W 向 F4

断裂,更是地史解释的关键 。

( 3) 湾口区水动力作用强烈, 受潮流作用

制约,基岩裸露, 风化不均匀, 以航道为中心向

外沉积厚度有增厚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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