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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埋藏牡蛎礁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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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渤海湾西北岸沿海平原滨海湖埋藏牡蛎礁的分布形态进行了综合调查 , 并对位于礁体中央部位的一

个垂直剖面上的礁体下伏沉积物 、礁体内的泥砂质充填物连续取样。综合研究表明 , 该埋藏礁体生长于河流入海

口处 ,长轴方向 NW—SE 、沿古河床分布。礁体开始建造于 2 445 aBP 前 , 基底坐落于当时的潮间带下部。持续建

礁约 160 年后 ,至 2 287 aBP 时 ,礁体建造至潮间带中部海平面位置。随着岸线的推进 ,河流携带的大量泥砂逐渐

掩埋了平均厚度约 2 m 的滨海湖牡蛎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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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湾西北岸沿海地区的埋藏牡蛎礁体 ,均被

1 ～ 6 m厚的泥质沉积物所覆盖 。通常只有在水利

建设或工程建设开挖过程中才有可能被发现。20

世纪初期 , Licent和 de Chardin 报道“在海河下游北

岸的 Yenzhuang 村地下 20 ～ 25英尺处发现被埋藏

的牡蛎
[ 1-2]

” 。对渤海湾埋藏牡蛎及其礁体的系统科

学研究 ,始自 20世纪 70年代。翟乾祥首先将其定

名为 Ostrea gigas ,认为是气候温暖时期海水影响

的产物 ,并获得了第一批14 C 年龄①。自那时以来 ,

一批学者研究了该地区全新世牡蛎的生态习性 、牡

蛎礁的内部结构 、地层 、礁体的时空分布与生存环境

等[ 2-6] 。近 10余年来 ,笔者所在研究小组对渤海湾

西北岸牡蛎及其礁体的生态特征 、礁体的内部结构 、

牡蛎壳体的δ
18
O 和δ

13
C 稳定同位素组成 ,及其记

录的古水体盐度和温度 、伴生软体动物 、礁体下伏和

上覆泥砂质沉积物及内含的微体古生物 、年代地层

序列与磁性地层等不同侧面 ,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

究
[ 7]

。但迄今为止 ,除使用物探与钻探相结合手段

调查过单个礁体的分布外② ,更多礁体的分布范围

及展布方向 ,一直是渤海湾牡蛎礁研究的薄弱环节

之一。此外 ,由于礁体及上覆泥层总厚达数米至十

余米 ,一般开挖深度很难达到礁体的底部 。基于以

上原因 ,迄今从未系统地调查过礁体的分布形态以

及礁体建造初期 、建造期和结束建礁整个过程的环

境演变 。本文拟通过对滨海湖牡蛎礁的形成 、发育

及消亡过程和原因的研究 ,进一步丰富对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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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1　材料与方法

滨海湖(原黄港水库)埋藏牡蛎礁位于渤海湾西

北岸的天津塘沽城区西北部约 10 km 处 。礁体位

于滨海湖西侧(图 1)。2006年初 ,由于水库库底清

淤 ,埋藏的原生牡蛎礁体部分出露 。我们以礁体出

露部位为中心 ,使用荷兰 Eijkelkamp槽型取样器对

礁体分布范围进行了勘查 ,记录各钻孔点礁顶埋深 ,

并使用全站仪(GDM610 型)对各孔口高程及礁体

出露部位进行了水准测量 ,获得 20余个点的礁顶高

程值 。另在礁体出露部位开挖了穿透整个礁体的探

槽(39°08′39.8″N 、117°32′51.1″E),揭露礁体厚约 2

m 。在探槽内对礁体下伏沉积物 、礁体内的泥砂质

充填物分段进行 1 cm 或 5 cm 等间距无间断取样 ,

共获取 55个样品。

对所有样品采用英国 Malvern2000型激光粒度

仪进行粒度分析 ,测量范围为 0.01 ～ 2 000 μm ,粒

级分辨率为 0.1 Υ,重复测量的相对误差<3%,粒

度参数根据矩值法计算
[ 8]

。

对其中 5 个样品进行了微体与软体化石鉴定 。

有孔虫 、介形类等微体生物能够反映所在水体的盐

度 、深度 ,有时还可以指示海岸线的位置 ,从而为海

面升降 、海岸迁移提供证据[ 9] 。但是 ,由于微体生物

(包括细贝屑)常易被再搬运 ,故判断沉积相要考虑

多方面的因素 。此时 ,往往原地埋藏的较完整的软

①

②

翟乾祥.天津“沧海桑田”的物证—长牡蛎(Ostr ea giga s

Thunberg), 天津历史博物馆 , 1978 , 1-4.

刘雪松 , 王兰化 , 王强 , 等.天津市第四纪全新世贝壳 、牡

蛎资源勘察报告.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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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滨海湖埋藏牡蛎礁在渤海湾西北岸牡蛎礁平原[ 7] 的地理位置

Fig.1　M ap show ing the location o f the Binhaihu buried oy ste r reef on the

Oyste r-Reef-Plain[ 7] along the no r thw est co ast of Bohai Bay

体化石具有更直接的指相意义[ 10] 。因此 ,本文对礁

体中沉积物样品同时进行了宏体化石鉴定 ,并根据

鉴定结果与以往研究为基础
[ 10-12]

,综合分析化石鉴

定结果所反映的沉积环境。此次微 、软体化石古环

境鉴定遵循传统的步骤和方法:样品称重 、浸泡并过

筛 ,实体镜下鉴定与描述 、综合研究
[ 10]

。

对取自礁顶和礁底的牡蛎壳体样品进行了
14
C

年代测定 ,在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实验

检测中心采用常规法完成 ,测定值以 5 730为半衰

期计年 。使用 CA LIB4.4校正程序
[ 13]

,并输入地区

性平均δ
13
C 值-2.68‰ PDB1①[ 14]

和地区性海洋贮

存库效应值-183±50 a[ 15] 等参数 ,对获得的直接测

定值进行了校正[ 14] 。

连接左右壳的铰合部位 ,是整个牡蛎壳体最为

致密的部分 ,不易发生蚀变。因此 ,在不进行 X-衍

射及化学分析时 ,选择此部分进行年代学测定较为

可靠。壳体铰合部位主要由方解石组成 ,但与韧带

连接的表层(棱柱状的薄层 ,约 6 ～ 20 nm)是文石质

的[ 16] 。相对于右壳 ,左壳铰合部位的文石含量较

低[ 17-19] 。因此 ,为降低可能的因文石向方解石蚀变

而产生的污染 ,我们选择左壳铰合部位进行测量 ,以

尽可能保证测年结果的可靠性[ 20] 。

2　结果

2.1　礁体平面分布形态

在滨海湖牡蛎礁及周边约 0.35 km2范围内钻取

了28个浅表地层全取心钻孔 ,结合对探槽剖面的观

察 ,揭露了埋藏礁体的平面分布形态(图 2),显示礁体

长轴方向呈 NW—SE 向 ,似纺锤形 ,礁体长约 0.5

km 、平均宽约 0.1 km ,礁体总面积约0.05 km2 。

2.2　礁体年龄

为获知礁体的年龄 ,选择了顶底两个代表礁体

34

① Wang H ong.Palaeoenvironment of H olocene C henier and

Oys ter Reefs in the Bohai Ba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 V ri je

Universiteit Brussel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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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埋藏牡蛎礁体平面分布形态

Fig.2　Distribution map showing the Binhaihu buried

oy ster reef along the nor thwest coast of the Bohai Bay

初始和结束时间的牡蛎壳体(图 3)进行
14
C 年龄测

定 。直接测定值的校正结果分别为 2 287 和 2 445

cal.aBP(表 1)。

2.3　礁体剖面特征

礁体下伏层为淤泥质沉积 ,偶有细小的粉砂质

透镜体存在(图 3)。向上渐变为牡蛎壳碎片 、幼体

壳和泥质沉积物混杂堆积构成的礁体基底 ,厚约 40

cm(照片 1-a)。再向上 ,即转为正常建礁阶段 。正

常建礁层最下部保持原位生长的牡蛎壳附着在由壳

体碎屑构成的基底之上 ,个体之间被泥砂质沉积物

和壳体碎屑充填(照片 1-a)。礁体以长重牡蛎

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 , 1793)为主 ,伴有其

他软体生物 ,如 Trapez ium liratum(梯蛤)、Rapana

sp.(红螺)等 。在礁体顶部接近结束建礁时 ,伴生大

量双壳闭合的梯蛤(照片 1-b)。对从该礁体中随机

挑选的 130个双壳闭合的牡蛎个体的壳高测量表

明 ,壳高度范围为 17 ～ 40 cm 。

2.5　礁体内部沉积物特征

粒度分析结果表明 ,黄海高程约-5.1 ～ -5.0

m 的礁体下伏沉积物的平均中值粒径约为 7 Υ,黏

土粉砂质 。该段内 6个沉积物粒度样品的平均频率

分布曲线呈不对称双峰曲线形态 ,主峰偏细 ,次峰为

更细的黏土;平均累积曲线特征表现为首尾平缓 ,

图 3　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礁体剖面取样位置与古沉积环境

Fig.3　The sampling positions an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of the Binhaihu reef body along the nor thwest coast of the Bohai Bay

表 1　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牡蛎礁体14C年龄

Table 1　Radiocarbon ages o f the Binhaihu reef along the no rthwe st coa st o f the Bohai Bay

样品编号 实验室编号 测试方法 埋深/m
14C直接测

定值/ aBP

CALIB 4.4校正值

(M ARINE98)(cal.aBP)

T G19-1 2006Y082 常规法 3.5 2 130±80 2 287(2 134～ 2 409)

T G19-7 2006Y083 常规法 4.6 2 240±80 2 445(2 311～ 2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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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 Υ之间曲线变陡 ,粒径较分散 ,分选较差 。向

上在-5.0 ～ -4.8 m 层位 ,礁体初始阶段的沉积

物粒度逐渐变粗 ,黏土质组分<10%,中值粒径位

于 3.4 ～ 5.5 Υ之间 ,砂质粉砂或粉砂质砂 。该段

内 10个沉积物样品的平均频率分布曲线呈不对

称多峰曲线形态 ,主峰偏粗 ,次峰为细砂。平均累

积曲线特征为曲线首尾平缓 , 3.5 ～ 7 Υ之间曲线

变陡 ,显示该粒径稍集中 ,分选较好 。从-4.8 m

至礁体顶部-3.1 m 处 ,除位于-3.5 m 处的样品

外 ,礁体内所含的泥质沉积物粒径有总体上逐渐

减小的趋势 。该段内 39 个沉积物样品的平均频

率分布曲线呈不对称多峰曲线形态 ,主峰偏细 ,次

峰偏粗为粗中砂。平均累积曲线特征为曲线首尾

平缓 ,4.5 ～ 8 Υ之间变陡 ,显示该段粒径分散 ,分

选较差(图 5)。整个礁体剖面内 ,从礁体的基底至

礁体初始建礁阶段再到礁体顶部 ,随着礁体在垂

向空间上的相对升高 ,礁顶处的水动力条件逐渐

减弱 ,泥质沉积物的分选系数总体上逐渐变大 ,分

选性逐渐变差(图 4)。

2.5　礁体内微体 、软体生物组合

实验与综合研究表明 ,礁体下伏地层 4号样品

(图 3)为海相沉积 ,内含丰富的海相软体 、有孔虫与

介形类化石(表 2)。礁体基底 15 号样品显示海相

生物组合 ,其中介形类中有少量淡水分子(表 2)。

礁体下部 33号样品为海相生物组合 ,指示中低潮区

环境 ,有孔虫与介形类的多见种分别为 Ammonia

con ferti testa (厚壁卷转虫)、Quinquelocul ina akne-

riana rotunda (圆形短五玦虫)、Protelphidium

granosum (粒突先希望虫)和 Echinocy thereis sp.

(棘艳花介)。礁体中部的 45 号样品显示潮间带中

下部环境 ,含零星植物碎片和炭屑 ,植物碎片上偶有

草莓状黄铁矿集合体沉淀 ,表现为强还原环境
[ 10]

。

位于礁体顶部的 52号样品为潮间至潮下带半咸水

照片 1　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埋藏牡蛎礁体剖面(a)及顶部伴生的大量保持双壳闭合的原生梯蛤壳体(b)

(a)礁体厚约 2 m ,下部 40 cm 为牡蛎壳碎片 、幼体壳和泥质沉积物混杂堆积

构成的礁体基底 ,基底之上为双壳闭合保持原生状态的正常建礁层;(b)顶部伴生的大量保持双壳闭合的原生梯蛤壳体

Pho to 1　Whole v iew of the Binhaihu oy ster reef with the total thickness o f ～ 2 m

(a)A s the b as al port ion , th e low er 40 cm is composed of th e mixture of oys ter shell f ragments , nepioconch shell s and muds.

Upwards , it g radually ch anges to the bui lding-up layer w i th articulated in situ shells;(b)Top part of the reef body showing numerou s

concomi tants of in situ articulated T rapezium liratum shells fi lling betw een the oys 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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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组合环境 ,偶有淡水分子混杂 ,零星的黄铁矿集

合体显示局部滞水条件 ,导致强还原环境产生[ 10] ;

有孔虫优势种(数十至上百粒 ,折合成 20 g 样计量)

为 Ammonia con f erti testa 。

礁体剖面不同部位的泥质沉积物样品综合分

析结果显示 ,礁体基底坐落于当时的潮下带位置 。

当壳体碎屑及泥质沉积物堆积至潮间带位置时 ,

礁体进入正常建礁阶段 。礁体的主体由壳屑转为

保持原生状态的牡蛎壳 ,壳间被泥砂质沉积物充

填 ,并伴生有大量的其他软体生物 。当礁体建造

至当时潮间带中部位置时 ,礁体逐渐被泥砂质沉

积物替代 。

3　讨论

3.1　礁体的平面分布形态与古地貌的关系

根据耿秀山等对莱州湾西岸小清河河口现代牡

蛎礁体的调查 ,礁体分布在河口口门(低潮线附近)

以上约 1 500 m 的河道内 ,沿河床底部生长 ,礁体的

长轴方向与河床走向一致 ,大致与海岸线垂直[ 21] 。

据此推断 ,滨海湖礁体长轴的平面分布应该与当时

的河口延伸方向一致 ,即约2 500 ～ 2 300年前 ,该礁

体生 长 在一 条流 向 为 NW-S E 的 河流 入 海

河口处 ,在低洼河床内沿河流延伸方向发育繁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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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牡蛎礁体剖面内的微软体古生物组成

Table 2　Mollusks , fo raminifer a and ostracoda assemblages in the Binhaihu oy ster reef body

编

号
样重/ g 微 、软体古生物组成 沉积

环境

52 47.4

软

体

牡蛎壳碎片(Cra ssostr ea g ig as)多粒 、脉红螺的大型碎片(Rapana venosa)1粒 、丽核螺(Mitr el la bel la)7粒 、美丽假方
格螺(P seudoliot ia pu lchel la)5粒 、绯拟沼螺(Assiminea latericea)1粒 、须蚶(Barbat ia sp.)大于 10粒 、梯蛤(T rape-
z ium l iratum)4粒 、光滑河篮蛤(Potamocorbu la laevis)左壳 1粒 、菲律宾蛤仔(R ud itapes ph i lip pinarum)左壳 2 粒 ,
右壳 4粒 、立蛤(S tand ella sp.)幼体壳 1枚 、类麂眼螺(R issoina sp.)幼体壳大于 10粒 、小囊螺破损壳(Retu sa mini-
ma)破损壳 1粒

有

孔

虫

优势种:厚壁卷转虫(Ammonia con fer titesta);
多见种:圆形短五玦虫(Quinguelocul ina akneriana rotunda);
常见种:粒突先希望虫(Protelphid ium granosum)、霜粒希望虫(Elphid ium nakanokawaense)、多室卷转虫(Ammonia mu l-
t icella)、简单希望虫(Elph idium S imp lex);
少见种:清晰希望虫(E lphidium Limpidum)、易变筛九字虫(Cribrononion incer tum)

介

形

类

多见种:凹陷中华美花介(S inoeyther idea imp ressa);
常见种:滨海湾贝介(Lo xoconchabinhaieusi s)、东台新单角介(Neomonocerat ina dong taiensis)、丰满陈氏介(Tanella opima);
少见种:纯真星介(Homoeucy pr is sp.)、棘艳花介(Ech inocytherei s sp.)

潮

间

带

中

下
部

45 61.3

软

体

牡蛎壳碎片多粒 、梯蛤 4粒 、丽核螺 2粒 、美丽假方格螺 3 粒 、菲律宾蛤仔碎片 2粒 、立蛤 1粒 、光滑河篮蛤破损壳 2

粒 、石质膜口苔藓虫(Membranipora lop idosa)、类麂眼螺幼体壳大于 20粒 、玻璃螺(Vi tr inella sp.)1粒

有

孔

虫

多见种:毕克卷转虫变种(Ammonia beccari i vars.)、圆形短五玦虫 、厚壁卷转虫;
常见种:玦心虫(Massi lina sp.)、抱环虫(Spirolocu lina sp.)、粒突先希望虫 、沼泽卷转虫(Ammon ia l imnetes)、多变假
小九字虫(P seudononionella va riabi li s);
少见种:异地希望虫(E lp hidium ad venum)

介

形

虫

多见种:凹陷中华美花介
常见种:棘艳花介 、拟淡菜海星介(Pontocypr is m yti loides)

潮

间

带

中

下

部

33 100

软
体

牡蛎碎片多粒 、丽核螺 8粒 、梯蛤幼体壳大于 10粒 、须蚶 5粒 、美丽假方格螺 5粒 、光滑河篮蛤破损壳 2粒 、脆壳理蛤
(Theora f ra gi li s)2粒 、波纹沟海笋(Zir f aea cr isp ata)破损壳 1粒 、蛇螺(Vermetus sp.)1 粒、类麂眼螺 3粒 、小类麂
眼螺(R issoina burer i)大于 10粒

有

孔

虫

多见种:厚壁卷转虫 、圆形短五玦虫 、粒突先希望虫
常见种:抱环虫 、多室卷转虫 、半角五玦虫(Quinqueloculina semin ulan gu lata)、易变筛九字虫
少见种:无刺仿轮虫(Pa rarota lia inermis)

介

形

虫

多见种:棘艳花介
常见种:凹陷中华美花介 、皮桑双角花介(Bicornucy there bisanensis)、布氏威契曼介(Wichmannel la bra dy i)
少见种:网纹中华花介(S inocy ther e reticu lata)、东台新单角介

潮
间

带

中

下

部

15 118

软

体

牡蛎壳碎片多粒 、梯蛤多粒 、双纹须蚶(Barbat ia bist rigata)右壳 1粒 、须蚶幼体壳 8粒 、丽核螺完整壳 14粒 、破损壳
14粒 、光滑河篮蛤破损壳 3粒 、海螂(Mya sp.)幼体壳 1粒 、菲律宾蛤仔左壳 1粒、珠带拟蠏守螺(Ceri thidea cin gu la-
ta)1粒 、美丽假方格螺 2粒 、纵肋饰孔螺(Decor i f era matusimana)1粒 、习见织纹螺(Nassarius d ealbatus)2粒 、蛇螺
(Vermetus sp.)碎片 4粒 、纵肋织纹螺(Nassarius varici ferus)2粒 、波纹沟海笋(Zir faea cri sp ata)1粒 、芒螺(Acli s
sp.)2粒 、立蛤 1粒 、小类麂眼螺大于 10粒

有

孔
虫

多见种:同现卷转虫 、毕克卷转虫变种 、圆形短五玦虫 、易变筛九字虫 、霜粒希望虫
常见种:高锅卷转虫(Ammonia takanabensis)、无刺仿轮虫(Pararota lia inermis)、半角五玦虫 、抱环虫、粒突先希望虫

介

形

类

多见种:凹陷中华美花介 、棘艳花介
常见种:东台新单角介 、皮桑双角花介 、瞳孔穆赛介(Munseyel la pup i l la)、布氏威契曼介少见种:背瘤戳花介(S t ig-
ma tocythere dorsinoda)、卵形纯真星介(Homoeucyp risovata)

潮

下

带

4 88.5

软

体

长牡蛎幼体壳及碎片多粒 、丽核螺破损壳 11粒 、纵肋织纹螺(Nassar ius var ici f erus)完整壳 3粒 、破损壳 3粒 、纵肋饰
孔螺 2粒 、须蚶 8粒 、梯蛤 3粒 、菲律宾蛤仔幼体壳 2粒 、光滑河篮蛤完整壳 4粒 、破损壳 2粒 、类麂眼螺 1粒 、薄壳和
平蛤(Clement ia va theleti)

有

孔

虫

多见种:毕克卷转虫变种 、菌状仿轮虫(Pararota lia fung i formis)、圆形短五玦虫
常见种:同现卷转虫 、半角五玦虫 、易变筛九字虫 、抱环虫

介

形

类

多见种:凹陷中华美花介
常见种:皮桑双角花介 、棘艳花介 、布氏威契曼介 、东台新单角介

潮

下

带

38



　第 1 期 　　范昌福 ,等: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埋藏牡蛎礁古生态环境

与该古河流垂直的古海岸线走向 , 依小清河的情

况
[ 21]

,推断应为 N E-SW 向 ,与现代海岸线方向一

致 。另据文献报道 ,位于渤海湾西北岸牡蛎礁平原

中部的俵口牡蛎礁的展布方向为 126°,亦为NW-SE

向 ,平面分布形态近似椭圆形①。因此 ,滨海湖与俵

口牡蛎礁的平面分布形态 ,可能均与渤海湾地区古

河流的入海河口走向有关。

3.2　礁体的形成过程

通常 ,牡蛎生长在硬的底质之上 ,如贝壳 、岩石 、

硬或黏的泥土 。相反 ,为固结的砂底质环境不稳定 、

易迁移 ,即便牡蛎积聚 ,其基底易被破坏而引起壳体

损坏。此外 ,水流扰动会使砂粒从粗的砂底质表面

扬起 ,刮擦牡蛎幼体的外表 ,不利于牡蛎的繁殖生

长
[ 22]

。滨海湖礁体的基底物质粒度分析结果显示

为细的泥质沉积物(图 4),适合牡蛎的附着生长。

微 、软体古生物组成表明 ,此层细颗粒沉积物形成于

潮间带下部环境(表 1)。当这种细颗粒物质垂向加

积至当时的潮间带时 ,随着水动力减弱 ,开始在其上

发育零星的牡蛎个体和其他贝类 。但是 ,偶发的较

强动力(例如风暴潮),仍会破坏这些零星发育的贝

类 ,形成再搬运 、再沉积的贝壳碎屑层 ,此即礁体建

造的初始阶段 。随着贝壳碎屑层的不断堆积加厚 ,

终于形成适合牡蛎建礁的基底 ,礁体开始向上建造 ,

进入正常建礁阶段 。在随后的约 160年间(2 445 ～

2 287 cal.aBP),礁体继续向上建造至当时的潮间带

中部 ,即海平面位置。此时 ,礁体顶部每天几乎有一

半的时间因涨落潮流而暴露于空气中 ,环境已不再

适合礁体继续向上建造。随着岸线不断推进 ,河流

与潮汐搬运的大量泥砂堆积于礁体所在的河口地

区 ,礁体向上建造变缓甚至停止 ,泥砂的堆积速率远

大于礁体向上建造的速率。大量淤积在河口的泥砂

覆盖于礁顶之上 ,致使礁顶的活牡蛎个体窒息死亡 ,

礁体建造结束 。

4　结论

(1)滨海湖埋藏牡蛎礁体生长于河流入海口处

的潮控古河道中 ,呈纺锤型 ,近 NW-SE 向分布 ,礁

体平均厚度约 2 m ;

(2)该埋藏礁体开始建造于 2 445 kaBP 前 ,基

底位于当时的潮间带下部;持续建礁约 160年后 ,至

2 287 cal.aBP 前 ,礁体建造至潮间带中部(海平面

位置);随着岸线向海推进 ,河流携带的大量泥砂覆

盖于礁顶之上 ,礁体被掩埋而结束建礁。

致谢:天津塘沽区排灌管理处马秀起 、杨玉宝对

此次调查给予极大支持;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白凤龙在粒度分析方面提供帮

助;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阎玉忠提供古生物鉴定资

料 ,在成文过程中与李凤林 、王云生进行有益的讨

论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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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EO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VEALED BY THE BURIED

BINHAIHU OYSTER REEF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BOHAI BAY

FAN Chang-fu1 , 2 , WANG Hong2 , PEI Yan-dong2 , LIU Zhi-guang2 ,

WANG Fu2 , TIAN Li-zhu2 , SHANG Zhi-wen2

(1 Minist 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and Island Development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 jing 210093 ,

C hina;2 Tianjin Ins 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 rces , CGS , Tianjin 300170 , C hina)

Abstract:Holocene buried oy ster reefs w ere w idely distributed over the coastal a reas in the no rthw est Bo-

hai Bay.All the reefs w ere exclusively covered w ith 1 to 6 m thick muddy sediments.In the old days , i t

w as nearly impossible to obtain the dist ribution o f a w hole individual oy ster reef , and the re w as no proper

oppo rtunity to sample sediments throughout the w hole section of a reef body , including the underlying and

inside-reef-body f illing muddy deposits as w ell.In this study , with excavato r and handle driller , the distri-

but ion of the Binhaihu oy ster reef is rev ealed and sequential sampling is also given f rom the underlying to

the upper po rtion of the reef body .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ef , 2 m for it s mean thickness and located in an estuary w hile i t w as liv-

ing , ex tended its body along the riverbed in the direction of NW-S E.It star ted at 2 445 cal BP wi th the

body-basement located on subtidal zone and at around 2 287 cal BP af ter nearly 160-year-buildup , the top

port ion of reef body reached the posit ion o f mean sea level.Then , i t ceased building-up follow ing the

sho reline prog radation and the reef w as cove red w ith muddy deposi ts.

Key words:buried oy ster reef ;dist ribut ion of reef body ;process of reef building-up;Bohai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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