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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岸带的概念

海洋，是指被海水淹没的广大地区。但在构造地质学上则是

按下伏地壳的类型区分大陆和海洋的。陆块表面位置高，洋盆

表面位置低，因而陆块上覆盖的都是浅水（平均水深数百米），

洋盆上覆盖的为深水（平均水深约为4000m左右）。

海岸带:0—50m(风暴

潮面到浪基面)

浅海:低潮面—200m

半深海:200～2000m

深海:2000～6000m

超深海:大于6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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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岸带

海岸带(滨岸带):指风暴潮面（最大潮面）到浪基面之间

的地区（范围）。这一地带人们最容易直接接触，也是目前

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我们理解海岸带实际上就是分隔大陆

与开阔海的过渡地貌单元。换句话说，海岸带也是连接大陆

与开阔海的过渡带，或者是纽带。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不包括

三角洲，是专指除了三角洲之外的海滨带，也可以把它叫做

滨海，也是一种过渡相。

海岸带缺乏河流作用，主要的水动力来源是波浪和潮汐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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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波浪和潮汐作用的相对强弱以及岸线的发育特征，海岸带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海岸线较平直，向广海没有障壁。波浪是这类海岸带的主

要水动力条件，水动力条件很强，这类海岸也叫作无障壁海岸带。

从沉积体系的角度来讲，就叫做海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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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岸线是曲折的，向广海一侧发育有很多的障壁（砂

洲、砂坝），这样的海岸叫做障壁海岸，从沉积体系角度来讲，

就叫障壁岛体系或者叫堡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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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潮汐与潮流

海洋有潮汐作用，这是与大陆水体的重要区别。在月球及

太阳的引力作用下，海面发生周期性升降（潮汐）和海水往

复运动（潮流）的现象称为潮汐作用。由于月球距地球的距

离比太阳近得多，所以地球表面的潮汐现象以月球的引力为

主。如果同时考虑太阳与月球的作用，则因日月与地球的位

置不同产生不同的潮汐现象。当太阳、月亮和地球处在一条

直线上的时候（塑望之时），出现特大高潮与低潮，在它们

处于直角三角形的角顶时，出现最小的高潮与低潮。

第一节 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第一节 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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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流具有如下特点：

①潮汐水流的双向性：潮汐水流具有向岸和向海的流动，
它与河流不同，河流为单向。

②潮汐水流的脉动性：潮水按照涨潮落潮不停地运动着，
一般来说，其周期为24小时50分，一天之内有一次涨潮落潮
的，称为全日潮，如果一天之内有两次涨潮，落潮的，称为
半日潮，介于它们之间的则称为混合潮。

③潮汐水位变化的频繁性：潮汐水位变化是经常的，从不
停止的，或者说是永恒的，这是由于太阳、地球、月亮三者
之间相互吸引这一作用的变化是永恒的。

潮汐引起海面水位的垂直升降称潮位，引起海水的水平移
动称潮流。潮位的升降扩大了波浪对海岸作用的宽度和范围，
形成潮间带沉积环境；而潮流对海底沉积物的改造、搬运、
堆积起着重要作用，尤以近岸浅海地区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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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障壁海岸相

是受障壁的遮挡作用在海岸带发育起来的堡岛体系，主
要由下列三部分组成：

障壁岛沉积体系立体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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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壁岛
砂坝、砂洲等沉积物，

若是基岩，不称障壁岛
➢ 障壁岛后的潮坪和潟湖
➢ 潮汐水道系统

入潮口、潮汐三角洲、
潮道

动力条件—弱
➢ 潮汐为主
➢ 波浪—弱

陆表海与陆缘海



威尼斯的泻湖
及三个出海口

➢ 障壁岛

➢ 潟湖

➢ 海岸萨布哈(盐沼)

➢ 潮汐通道

➢ 潮汐三角洲

➢ 冲越扇

➢ 潮坪等

障壁海岸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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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岸线10%—13%发育有堡岛体系。

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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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一、障壁岛

平行海岸高出水面的狭长形砂体，遮拦泻湖和广海的屏障；

或海浪造成的长而低的、狭窄的沙岛。
➢ 组成部分：海滩、沙丘、障壁坪；

➢ 岩石类型：中—细砂岩和粉砂岩，分选和圆度较好；

➢ 沉积构造：风成交错层理，冲洗交错层理，不对称波痕，虫孔；

➢ 生物特征：原地生物化石较少；

➢ 砂体形态：平行海岸，狭长带状。



二、潮汐通道和潮汐三角洲

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1、潮汐通道：也称潮道、潮沟、潮渠，是位于障壁岛之间的
连接泻湖与海洋的通道。

宽度几百米至几千米，深度4.5m-40m。



二、潮汐通道和潮汐三角洲

1、潮汐通道：
水动力：潮下高能环境。
沉积作用：平行岸线的侧向加积。
沉积物特征：底部—介壳、砾石组成的残留沉积

下部—深潮道粗砂
上部—浅潮道中细砂

沉积构造：底部—侵蚀面
下部—双向大型板状交错层理；中型槽状交错层理
上部—双向小型到中型槽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波状层理

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二、潮汐通道和潮汐三角洲

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美国纽约长岛进潮口垂向沉积序列（据库玛，1974）



二、潮汐通道和潮汐三角洲

2、潮汐三角洲—是由于沿潮汐通道出现的进潮流和退潮流在潮
汐口内侧和外侧发生沉积作用而形成的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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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潮三角洲—入潮口向
陆一侧（内侧）由涨潮
流形成，很少受波浪作
用。垂向序列与潮道相
似。

⚫ 退潮三角洲—入潮口向
海一侧，受波浪、沿岸
流、潮流影响较强。垂
向序列研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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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溢（越）扇

由风暴潮引起的

巨浪穿越障壁岛，在

障壁岛向陆一侧（泻

湖一侧）形成的扇状

体沉积，细砂和中粒

砂为主，也可有粗砂

和细砾。在障壁岛后

的斜坡或潮坪上发育

平行层理，在进入泻

湖的地方可以形成中、

小型三角洲前积层。

二、潮汐通道和潮汐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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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潟湖
被障壁岛所遮拦的浅水盆地。安静、低能，广盐性生物。
淡化潟湖：细粒陆源碎屑物质，水平层理。可转为沼泽。
咸化潟湖：粉砂、粉砂质泥，水平层理。

常含灰岩、白云岩、石膏、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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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坪：地形平坦，随潮汐涨落而周期性淹没、暴露的环境

是具有明显周期性潮汐活动，但无强波浪作用的，十分平
缓倾斜的海岸地区。在海湾、河口湾、障壁岛、沙坝后面的潟
湖周边地区都可以发育潮坪环境。

四、潮坪（潮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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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坪是由被潮道和潮沟所切割的平原组成。潮汐水道沉
积特征像曲流河，发育滞留沉积，也发育羽状交错层理。

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潮流的流速一般为30-50cm/s，但是潮汐水道内的流速可达1.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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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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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红树林



中国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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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内蒙准格尔旗黑岱沟上石炭统煤层



潮汐的周期性变化对沉积物有深刻影响。在低潮线附近，

波浪的活动与潮坪较高部位相比要强一些，作用的时间也长，

主要为砂质沉积，称为砂坪。而簸选出来的泥主要沉积在高

潮线附近的泥坪，其原因除了水动力条件较弱之外，还由于

在高潮期沉积细粒沉积物的低流速期比低潮期要长得多。沙

坪和泥坪之间为砂与泥质的混合沉积带，称为混合坪。

1、潮坪沉积水动力特征

平均低潮线

平均高潮线

潮 下 带
潮 间带

潮 上 带

粗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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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潮坪亚相的微相划分与岩性特征：

潮上坪（带）——潮坪的潮上部分：沼泽和盐坪

潮间坪（带）

1) 泥坪/高潮坪：高潮线附近，低能，泥质沉积为主

2) 沙坪/低潮坪：低潮线附近，高能，砂质沉积为主

3) 混合坪/中潮坪：高低潮线之间，能量中等，砂泥沉积

潮下坪（带）——潮坪的潮下部分

❖ 潮汐通道、水下砂坝和砂滩

潮上坪（带） 潮间坪（带） 潮下坪（带）

潮坪亚相

沼泽和盐坪 高潮坪(泥坪) 中潮坪(混合坪) 低潮坪(沙坪) 潮汐通道、
水下砂坝和砂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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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沙坪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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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混合坪沉积：发育压扁层理、波状层理、透镜状层
理、潮汐韵律层理等复合层理，反应流水强弱交替出现，是潮
流活动期的砂质沉积与平潮期的泥质沉积交替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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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泥坪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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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3、沉积构造特征：
泥 坪—水平层理、波状层理，暴露构造；
混合坪—脉状、波状、透镜状层理，流水和浪成波痕，暴露构
造；
沙 坪—羽状或人字形交错层理—潮坪沉积的重要标志之一；
潮下带潮汐通道—中大型流水交错层理、羽状交错层理等。
此外，再作用面也是潮坪沉积的重要沉积构造标志。

4、结构：

分选、磨圆好，粒度概率图跳跃、悬浮次总体含量高；
5、生物化石：

种类少而数量多，海相和陆相混生为特征；

半咸水生物或广盐性生物大量发育；

生物扰动强烈。

四、潮坪（潮滩）



再沉积作用面是潮坪沉

积的重要沉积构造标志，是

次要潮汐流改造主要潮汐流

沉积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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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潮坪沉积的识别标志和剖面序列

潮坪沉积在古代沉积层中十分常见，其突出的沉积特征

可以归纳为：

①具有流水方向截然相反的人字形交错层理和再作用面。

②压扁层理、波状层理及透镜状层理发育，反映流水强

弱的交替出现。

③具有干裂、雨痕、植物根迹、动物足迹、蒸发岩、泥

炭和薄煤层等反映间歇性陆上暴露的标志。

④具水道冲刷、泥质碎片和簸选的砂质透镜体等暴露与

沉积交替出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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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潮坪沉积的识别标志和剖面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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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障壁海岸相与油气的关系

一、生油条件

瀉湖亚相是良好的生油相带。

二、储集条件

障壁岛砂体、沙坪、潮下坪等。

三、盖层条件

瀉湖、潮坪沉积广泛发育时的泥质和盐类沉积。

四、生储盖组合条件

海侵和海退交替变化，

泻湖、潮坪、障壁岛相形成完整的生储盖组合。



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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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特征

河口湾是位于河口的海湾，是被海水淹没的河口，发育于潮汐作

用强烈的海岸河口地区。当海水大规模入侵时，海岸下沉、河流下游

的河谷沉溺于海平面之下，在海岸河口区形成了向海扩展的漏斗状或

喇叭状的狭长海湾，就称为河口湾或三角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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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潮汐河口区，潮差>4m，潮汐作用远大于河流作用，有利于河口湾的
形成,如钱塘江口。中等潮汐河口（潮差为2～4m，如长江口）和弱潮汐河口
（潮差＜2m，如珠江口)，河流作用大于潮汐作用，不形成河口湾而发育成为
三角洲。

第四节 河口湾沉积特征



二、沉积特征

（1）岩性特征：以分选、圆度较好
的细砂和泥质沉积为主。

（2）沉积构造：复杂多样的层理构
造,既有潮汐环境中常见的透镜状层理、
脉状层理、波状层理、羽状交错层理，
也可见到因河流作用而形成的板状交
错层理、槽状交错层理等。

图10－26  河口湾潮汐砂脊的分布特征

（3）生物化石：河口湾环境中以含有较多的受限制的或半咸水动物群为
特征，常见的有介形虫、腹足类、瓣鳃类等广盐性生物。生物个体由陆向
海变多变大。

（4）岩体形态：砂体长轴与河口湾轴向平行，且纵向延伸较远，宽度数
十米至数百米；由于河口湾中河谷的多次迁移，可产生多层透镜状砂体，
底界具明显的冲刷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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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7   河口湾沉积的理想序列

三、沉积序列

河口湾的主要沉积单元是潮道、

浅滩及湖坪。潮道是砂质的沉积场

所。潮道的充填序列自下而上通常

为：基底冲刷面—含介壳的滞留沉

积—大型双向交错层理浅滩砂岩—

平行纹层或低角度交错纹层砂岩。

细粒河口湾沉积由砂泥薄互层组成，

反映水流强度的周期性变化。特征

的层理为透镜状层理、波状层理和

压扁层理。上面可以为泥炭沼泽沉

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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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第二节 障壁海岸相沉积特征

➢ 障壁海岸相亚相划分★★★★

➢ 障壁岛亚相沉积特征★

➢ 潟湖亚相沉积特征★

➢ 潮坪亚相的微相划分及沉积特征★

➢ 潮汐通道亚相的沉积特征★★

第三节 障壁海岸相与油气的关系

第四节 河口湾沉积特征

本章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