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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闸述 了闽南海涂 的类型
、

分布特点
; 海 涂的含盐及及其分布规择

,

为建设 优良的海岸带生态系 统 提供依

闽南海涂指福建同安莲河到诏安洋林一线的潮滩地土壤
,

属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
。

海

岸线长 6 97 公里
,

海岸曲率为 1 : 3
.

9 ,

岛屿众多
,

自然条件独特
。

据统计
,

该区海涂总面积为

43 1
.

4平方公里
,

占全省海涂面积的 18 %
,

其中诏安 2 7
.

3平方公里 ; 东山 2 2
.

6平方公里 ; 云霄

22
.

5平方公里 ; 漳浦 16 7
.

6平方公里 ; 龙海 5 0
.

3平方公里 ; 厦门 5 8
.

9平为公 里 ; 同安 8 2
.

2平

方公里
。

其中已用于养殖事业的有 80
.

3平方公里
,

占该区海涂面积的 1 8
.

6 %
,

还有 8 1
.

4 % 的

海涂有待开发利用
,

潜力很大
。

1 9 82 年 : 月至 n 月作者对闽南海涂进行于调
二查

,

采集了 2 88

个土样
,

进行了机械组成
、

盐分
、

有机质
、

氮
、

磷
、

钾
、

酸碱度等理化分析
。

另采集72 个水

样
,

分析盐分
。

以探讨闽南海涂及盐分的分布规律和肥力状况
,

为综合利用闽南海涂及恢复

和保持 良好的海岸带生态系统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闽南海涂类型及其分布特点

(一 )海涂类型及其地理分布

闽南海涂属海相和陆相接触地带
,

是高潮淹没
、

低潮出露的潮滩地
。

因而
,

海洋动力在

海涂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
。

由河流和风挟带的大量泥沙及沿岸岩石受海浪冲击而形成的

碎屑和海水所携带的泥沙
,

在潮流
、

潮汐
、

波浪等海洋动力的作用下
,

陆续在近陆地的浅海

区进行沉积
、

并不断堆高
,

最后出露海面形成海涂
。

但是
,

海涂的形成过程并不仅是近代地

质过程
,

而且有生物活动 (如有机质
、

氮素在其中的累积 )参与其间
,

所 以海涂的形成是地质

过程与成土过程相伴发生的过程
。

海涂是滨海盐土的前期发育阶段
,

也是水下淤泥向陆地滨海盐士发展的过渡阶段
。

与滨

海盐土一样
,

它具有肥力
,

但同时含有大量盐分
,

因此
,

海涂实应为盐土中与滨海盐土并列的

一个亚类①
。

鉴于 海涂的质地及质地剖面既能准确地反映出海涂的形成过程和海洋动力的作

用
,

又能从中了解海涂盐分
、

肥力状况
。

所以
,

质地可作为划分闽南海涂土属的依据
。

按质地

状况闽南海涂分为四个土属
:
粘涂

、

粘壤涂
、

壤涂
、

砂涂
。

据调查
,

闽南海涂以粘质
、

粘壤质居多
,

占6 2
.

0 % ; 其次是沙涂
,

占3 1
.

4% f 而壤涂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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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6
.

6 %
。

粘涂
、

粘壤涂主要分布于 口小腹大
、

隐蔽性好
、

海洋动力作用弱的港湾内
。

在宫口

湾
、

诏安湾
、

东山湾
、

浮头湾
、

前亭湾以及后井
、

篙屿
、

马奕
、

杏林
、

高集
、

复当
、

洪州
、

钟宅
、

化仔屿等岸段都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

壤涂主要分布于港湾中上部
,

开阔平原沿岸等海

洋作用中等的岸段
。

砂涂主要分布于 岛屿外缘
,

河流入海口及港湾顶部等受风浪作用强烈的

东南沿岸
。

从宫口半岛
、

东山半岛
、

古雷半岛
、

六鳌半岛的东南沿岸到龙海浮宫沿岸 ; 从钟

宅
、

黄膺
、

曾膺
、

胡里社
、

厦大到鼓浪屿的平直海岸
,

砂涂呈带状分布
。

此外
,

在漳江 口及

九龙江 口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

一般而言
,

九龙江 口以北港湾海涂质地较粘
,

物理性粘粒 ( < 0
.

o l m m )含量平均达 72 %
。

而九龙江口以南的港湾海涂质地相对较粗
,

物理性粘粒含量平均为 49 %
。

这与九龙江口的河

水所挟带的大量泥沙
,

随岸流向西南方向移动以及九龙江以北港湾外有岛屿阻挡有关
。

同时
,

在一些港湾顶部或大陆沿岸地段
,

由于山体附近 的岩石风化产物就近堆积
,

在潮间带上部形成

沙滩
,

在波浪作用下
,

具有良好的分选作用
,

有时形成坡度较大的砂砾滩
。

如漳浦霞美高潮

滩地小于 O
.

Ol m m粘粒含量仅 10 %
,

而大于 o
.

25 m m砂粒含量达 57 %
。

(二 )河口段海涂类型的分布特点

1
.

河 口两侧海涂质地差异性
:

在河流入海 口两侧海涂质地不一
,

一般南侧偏砂
,

北侧偏

粘
。

如在九龙江南侧的卓歧分布着带状砂滩
,

小于 0
.

01 m m 粘粒含量趋于零
。

而北侧的海沧

后井海涂质地较粘
,

小于 o
.

0 1 m m粘粒含量达 83 %
。

2
.

河口段海涂质地剖面的变化
:

在地形条件
、

海洋动力相对稳定的地区
,

海涂质 地 剖

面一般变异不大
。

但在地形条件复杂
,

河水
、

海水共同作用的河 口段
,

海涂质地剖面变异较

大
,

如同安讲州河 口段等因兼受河水和海水的影响接受不同来源泥沙堆积
,

特别是在不同的

时期 (枯期
、

汛期 )河流径流量不同
,

泥沙量及其粒径粗细不同
,

易形成不同粒径泥沙交错沉

积的层次
,

其海涂物理性粘粒 ( < o
.

01 m m ) 含量
: 。一 10 厘米为 53 % ; 10 一 20 厘米为 18 % ;

2 0一 3 0厘米为 3 8 % ; 3 0一 5 0厘米 1 4 %
。

(三 )岛屿两侧海涂类型分布特点

岛屿两侧海涂质地不同
,

在岛屿东南侧受风浪作用强烈
,

质地较粗
,

而在岛屿西侧
,

受

风浪作用小
,

质地相对细些
。

如宫 口半岛
、

东山半岛
、

古雷半岛
、

六赘半岛东侧海涂表层的

小于 0
.

O l m m粘粒含量平均仅 1 %左右
,

西侧海涂表层小于 0
.

0 1 m m粘粒含量达 22 %
。

二
、

闽南海涂盐分特性

(一 )盐分含量及其分布

据对 83 个剖面分析结果统计
,

闽南海涂含盐量在 0
.

5一 3
.

0%
,

平均 1
.

3 %的占总剖面数

的80
.

7 %
,

含盐量大于 3
.

。%和小于 0
.

2 %剖面仅占 4
.

8 %
。

从水平分布看
,

闽南海涂含盐量

最高的是厦门象屿附近的粘涂
,

其含盐量达 3
.

34 %
,

最低的是东山旧城外沙涂
,

含盐 量 仅

。
.

12 %
。

各地海涂含盐量差异很大
。

诏安湾
、

竹塔
、

东山湾
、

前亭湾
,

龙海紫泥农场
,

海抢

后井到集杏海堤一带粘质海涂含盐量一般为 1
.

5一 3
.

0%
。

集美到后按一带 海 涂含 盐 量 为

。
.

75 一。
.

85 %
。

同安莲河一刘五店一讲州一带海涂含量为 。
.

75 一 1
.

5 %
。

大瞪岛附近双沪
、

南

港洋塘等粘涂含盐较高
,

可达 2
.

0一 3
.

0 %
。

而从化籽屿一黄膺一曾借按及小瞪西南一带徐砂

涂含盐量仅 0
.

2一。
.

5 %
,

从龙海卓歧一漳浦古雷一东山东枕一诏安下傅东南沿岸砂涂含盐量 `
娜

,

只 ~ ~ ~
甘 . “ “ . “ / “

”
“

~
’

, 一~ 一
` .“ 目 因

` J ’

一
` J ’

~
’

曰 一 ”
’

“
, ” ”

’

” ”
`

笋 一” 一一一 -

仅 0
.

3一 0
.

8 %
。

从垂直剖面上看
,

由于剖面质地不可能完全均一
,

海徐出露及受海水浸渍时

J I名



询不一致
,

所以盐分剖面还存在着一些变异
,

据 2 9个粘涂及 13 个砂涂盐分剖面统计
,

剖面盐

分变化的总趋势是
:

粘涂含盐量由上而下的减少 (占 66 % )
,

而砂涂则自上而下的增加 (占

6 9 % )
。

海涂的盐分含量及分布与海涂质地
、

潮位及海水矿化度有关
。

海涂沉积物粒径愈细
,

吸

附离子能力愈强
;
沉积物粒径愈粗

,

吸咐离子能力愈弱
,

所 以随着沉积物粒径变细
,

质地变

粘
,

海涂含盐量相应提高
。

据对 83 个剖面的表层土样的分析结果 的统计
,

海涂含盐量与物理

性粘粒 ( < o
.

01 m m )含量的相关系数为 0
.

7 8
* * ,

达到极显著的水准
。

海涂的盐分主要来自海

水
,

一般说来
,

海涂含盐量与海水矿化度一致
,

海水矿化度愈高
,

海涂盐化愈强
,

但由于影

响海涂含盐量的因素很多
,

质地的影响尤大
。

通过对 26 个海涂剖面表层含盐量与海水矿化度

及物理性粘粒 ( < 。
.

o l m m )含量相关性统计
,

海涂含盐量与海水矿化度和粘粒 ( < 。
.

0 1 m m )含

量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 0
.

5 9* *

和 0
.

8 4* * ,

这表明质地对海涂盐分的影响
,

掩盖了海水矿化度对

海涂盐分的影响
。

另外
,

通过对 7个质地相近 ( < 。
.

01 m m粘粒含量 45 一 50 % ) 海涂的含盐量

与海水矿化度相关性的统计
,

两者成正相关 (
r = 0

.

5 4 3 9 )
。

可以认为
,

海涂的盐分虽然是来

自海水
,

但海涂含盐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质地粗细
。

不同潮位受海水浸渍时间长短以及受波

涛
、

潮汐的作用不同
,

形成海涂质地和盐分含量也不 同
,

低潮位附近海涂受海水浸渍时间长
,

出露时间短而且质地较粘
,

含盐量较高 ; 在中高潮位附近的海涂出露时间长
,

质地较粗
,

含

盐量较低
。

如六鳌所盾高潮位海小于 o
.

o l m m粘粒含量和含盐量分别为 7
.

12 %和 1
.

19 % ; 中

潮位为 5 1
.

3 %和 1
.

61 % ; 低潮位为 6 8
.

43 %和 2
.

04 %
。

(二 )盐分组成

闽南海涂盐分阴离子 以 C l一占优势
,

多在 75 一 85 % ; 其次为 5 0 ` 一 ,

占 12
.

。一 2 2
.

。%
,

H C 0 3一
占 1

.

2一 5
.

0 % ; 而 C O 盲含量趋于零 ; 阳离子以N +a 占优势 ( 75 一 88 % )
,

其次是 M+g
小

( 4
.

0一 1 0
.

0 % )
,

K
+

( 3
.

0一 8
.

0 % ) ; 最后是 C a + 十
( 1

.

6一 6
.

0 % )
。

各离子绝对含 量为 C l
,

2 0
.

5 6 m e
/ 1 0 09土多 5 0 言 2

.

7 7 m e
/ 1 0 0 9土 ; H C O

3一 o
.

2 5 m e
/ 1 0 0 9土 ; N

a 牛 1 7
.

s 3 m e
/ 1 0 0 9土 ,

M g
+ +

3
.

2 g m e
/ 1 0 0 9土 ; K

+
o

.

6 7 m e
八 0 0 9土 ; C a + +

1
.

2 m e
八 0 0 9土

。

表明闽南海涂盐分组成以

氯化钠为主
,

硫酸盐
、

重碳酸盐次之
。

海涂盐分组成主要受盐分总量
、

质地和海水盐分组成等影响
。

据对 83 个海涂剖面表层土样

分析统计
,

各离子含量与总盐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表 1 )
。

其中以 N a
CI 与总盐量相关最显著

,

N a
CI 含量总是随总盐量介高而增加

,

这是因为N ac l 溶解度高
,

受外界因素尤其温度影响较

小的缘故
。

lC
一

/ 5 0
` = 比率一般在 3一 8

,

与总盐量也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 r 二 。
.

9 9 * * )
。

表 1 闽南海涂盐分组成与总盐量
、

物理性粘粒 ( < 。
.

01 二 m )含量的相关性

离 子 种 类

与总盐及相关 系数 (r )

与 < o
.

ol m m 粘粒含企相关系数 (r )

c l 一

1
5 0 :

、

}
H e o :

{
N a +

{
。 a + +

— 卜一兰
一一

卜
一
一

叫

-二{— I—”
·

” 5半岑

}
”

·

” 4 , 半

{
”

·

“ 7* 冰

}
“

·

。 8牢 半

}
”

·

“ 7* *

止竺二
,

}二竺兰 [竺宜竺卫全兰巴竺立

7 3* *

7 1* *

由于不 同粒径的海涂沉积物对各离子吸附能力不同
,

因而海涂各离子含量亦随其质地而

异
。

据 83 个剖面表层土样分析统计
,

各离子含量与小于 0
.

01 m m 粘粒含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表 1 )
。

海水盐分组成对海涂盐分组成有很大影响
。

据分析
,

闽南海水中各阴离子相对含量的顺序

为 C l一 ( 5 0一 9 3 % ) > 5 0 言( 6
.

4 5一 1 0
.

3 83肠 ) ) H C O 3一
( 0

.

1 1一 2
.

0 % ) ; 阳离子相对含量的 顺序

3 1孕



为 N a+

( 7 3一 8 2 % ) > M g+ +

( 1 2
.

5 3一 1 7
.

0 4 % ) > K
+

( 3
.

2 2一 4
.

2 5 % ) > C a` +

( 1
.

6 5一 7
.

05 % )
,

其总趋势与海涂盐分组成一致
,

但海水中H C O 3 一
相对含量较海 涂中低

,

这可能与海涂的生

物代谢活动有关
。

三
、

闽南海涂的其他特性

(一 )有机质及养分含量差异大

闽南海涂有机质地含量为 0
.

02 一 3
.

03 %
,

平均为 1
.

15 %
,

一般小于 2
.

。% (占总剖面数的

86 % )
,

有机质含量大于 2
.

0%的海徐主要分务在云霄竹塔
、

漳浦霞美
、

厦门复当
、

海沧
、

曾

营等地
。

而厦门东南沿岸黄借一厦大一鼓浪屿到龙海卓歧一漳浦古雷一东山东枕一诏安下傅

沿岸的海洋型海涂有机质含量均小于 。
.

2 %
,

且小于 0
.

08 %的占大多数
。

闽南海涂养分含量差

异也较大
,

全氮 0
.

0 0 3 1一 0
.

17 6 %
,

平均 0
.

0 5 2 % ; 全 磷 ( P Z O
6

) 0
.

0 0 9一 0
.

13 6 %
,

平均

0
.

0 6 9 % 多 全钾 0
.

4 1 6一 1
.

9 4 %
,

平均 1
.

3 7 % ; 碱解氮平均 Z i
.

3 p p m
,

速效磷为 i l
.

i p p m
,

速

效钾为62 4 p p m
。

海涂有机质
、

养分含量高低与质地关系密切
,

一般说来
,

质地粘重
、

物理性

粘粒含量愈高的海涂其有机质
、

养分含量愈高
。

据统计
,

有机物
、

全氮和全磷与小于 o
.

01 m m

粘粒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8 4
* * 、

0
.

4 6 * *

和 。
.

9 1
“ * ,

但全钾与小于 o
.

0 1 m m

粘粒的含量相关不显著
。

(二 )碱性反应

由于受碱性海水长期浸渍的影响
,

海涂 p H值一般呈碱性反应
。

闽南海涂的 p H值一般 大

于 8
.

0
,

最高者达 9
.

27
。

经常受高矿化海水 (如岛屿外缘 )影 响的海涂
,

其表层 p H 值较高
,

如

东山半岛
、

古雷半岛及厦门东南沿岸的海涂的 p H值大多在 8
.

5 以上
。

而时常受到淡水冲洗的

海涂
,

其表层 p H值较低
,

如同安东西溪及漳江入海 口海涂 p H值多低于 8
.

0
。

这是由于陆源 砂

水流偏酸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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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 的 ; 3
.

土壤胶体复合量特别是原土复合量
、

增值复合量和实际复合度增值都 能 作

为评价土壤 肥力和培肥措施效果的指标
,

并可作为选择适宜培肥措施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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