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卷第 1期

1 9 8 7年 3 月

沉 积 学 报
A C T A 5 E D I入I E N T O L O G IC A 5 1入 IC A

V 0 1
。

入l a r .

N o
.

1

1 9 8 7

黄海晚更新世以来的硅藻组合

及其沉积环境
` ’

王开发 蒋辉
(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

内容提要
:
黄海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硅藻化石

,

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五个硅藻带
。

在 1带的上下层位
,

各

含一个淡水藻类化石带
,

显示黄海在大理冰期时
,

由于气候变冷
,

海面下 降
,

黄海陆架三次出露成陆
。

亚间冰期时
,

气候转暖
,

海面 回升
,

复为海水淹没
,

海域中生长着 I 带的各种海生硅藻
。

随着全新世气

候转暖
,

沉积物中发现 I 一 V带海生硅藻带
,

其中 I 带硅藻外洋种比例较大
,

含亚热带暖海种多
,

表明此

时水温较大
,

海域扩大
,

相当于大西洋期
,

其他各带与全新世各期相当
。

主皿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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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硅藻 由于数量丰富
、

种类繁多
、

易于保存以及自侏罗纪 以来各地质时代均有分

布
,

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近二
、

三十年来
,

海洋硅藻作为大洋 的主要微体化石之一
,

尤其在水深大于碳酸钙

补偿深度 的大洋中
,

硅藻和放射虫几乎是唯一有效的微体化石
,

因此硅藻分析广泛应用

于地层划分和对比
、

推断古温度
、

古盐度
、

再造古地理
、

研究海面升降和岸线变迁等方

面
。

我国硅藻分析开展时间已不短
,

但多为陆相硅藻化石研究
,

海相化石硅藻 研 究 较

少
,

系统的研究成果更不多
。

几年来笔者对黄海 9 个站
,

柱状剖面共 1 27 块样进行系统的

硅藻分析
,

获得相当数量的硅藻化石
,

为我国海洋化石硅藻及其古环境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
。

一
、

黄海海区概况

黄海位于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
,

为一半封闭的陆架浅海
,

以我 国的成 山头和朝鲜长

山串连线分为南
、

北黄海两部份
,

黄海海底地形总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

但南北黄海

特点各不相同
,

北黄海为西部较陡
,

东部多槽沟
、

多岩岛的海底盆地
,

平均水深 38 m ,

小于 45 m 水深者占北黄海总面积的一半
,

最大水深在长山串西南侧
,

为 8 5 m ;
南黄海为

东缓西陡的宽浅海底盆地
,

平均水深 46 m
,

一半以上在 60 一 80 m
,

最大水深在济州岛北

1 ) 参加黄海抱粉
、

藻 类研究的尚有王 永吉
、

徐家声
、

张玉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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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

为 1 4透m
。

黄海属暖温带与北亚热带气候带
,

季风气候明显
。

影响本区的水动力 因素 为 江 河

径流
、

黄海暖流与沿岸流等
。

黄海暖流为黑潮暖流的分支
,

流速比东海的黑潮暖流小
,

一般在 5一 1c0 m s/ 之间
。

沿岸流是江河入海 的径流而形成
,

在黄海主要是辽南沿岸流
、

黄海沿岸流
。

江河径流有长江
、

淮河
、

鸭绿江等
。

黄海在古代曾有相当时间在苏北入海
,

为黄海沉积起过重要的作用
。

黄海底质主要为泥质粉砂
、

粉砂质泥
、

中细砂
、

细砂
,

其次为粉砂质砂
、

砂质粉砂
、

砂一粉砂一泥等
,

其沉积在垂直与水平分布上都有明显变化
,

主要受海底地貌
、

水动力

及物质来源所控制
。

在南
、

北黄海堆积平原及复式古三角洲区
,

上下岩性均一
,

以深灰

色的泥质粉砂或粉砂质泥为主
,

含有贝壳碎片
。

而现代潮流脊分布区岩心颗粒较粗
,

如

西朝鲜潮流脊附近 的岩心
,

是 以细砂为主
,

或在粉砂中有较厚的细砂夹层
,

细砂层内含

小砾石
。

山东半 岛以东的海域岩心亦较粗
,

以细砂和各种粒级 的砂泥混合为主
。

但黄海

海槽南部岩心较细
,

以泥质粉砂为主
。

在侵蚀或堆积阶地以及滨岸斜坡上
,

岩心的岩性

较为复杂
,

上
、

下粗细变化较大
。

除上述外
,

在黄海陆架沉积 中发现有数层黄揭色
、

黄

灰色的硬粘土层
,

其结构致密
,

具粘性及可塑性并有钙质结核
。

在北黄海 中部或成山头

东部海域发现有二层时代不同的泥炭层及数层有机质富集层
。

在残留沉积区富集了个体

较大的一些贝壳碎片
。

二
、

柱状剖面硅藻组合特征

笔者对黄海的 2 4站
、

胶 2 孔
、

4 5站
、

4 6站
、

6 3站
、

7 4站
、

9 2站
、

9 3站
、

9 4站柱状剖

面进行了系统的硅藻研究
,

现把各站柱状剖面的硅藻组合特征简述如下
:

1
.

24 站柱状剖面硅熟组合

2 4站位于 22 2 0 4 0 ` 0 “
E

、

3了
。 0 ’ 0 “

N
,

水深 3 6 m
,

剖面长 4 3 5 e m
。

o 一 2 9 5 e m 为黄

灰色泥质粉砂
,

分选好 ; 29 5一 3 25 c m 亦为黄灰色泥质粉砂
,

但分选不好
,

有 粗 砂
、

砾

石及贝壳 ; 3 25 一 4 3 5 o m 深灰色泥质粉砂
,

有较多贝壳碎片
,

共分析 1 5个 样 品
,

获得较

多的硅藻
。

自下而上可分为五个硅藻带 ( 图 1 )
。

C o : e i o o d i : e u : r a d i 。 r “ : 一 C o s 0 0 0 d i : e u s P e r
f

o r a t “ s 硅藻带

硅藻组合中以辐射圆筛藻占绝对优势
,

孔圆筛藻也有相当数量
,

其他 当有细弱圆筛

藻
、

具边圆啼藻
、

线形圆筛藻
、

条纹小环藻等
。

e o s e `n o d `: c 。 5 r a d ` a t “ s 一
H 夕a l o d ` s c u s s “ b t i l i s 硅藻带

本带以辐射圆筛藻
、

细弱明盘藻数量最多
,

孔圆筛藻
、

条纹 小环藻
、

蛇 目圆筛藻也

有相当数量
,

并有一定数量具边圆筛藻
、

星形圆筛藻
、

线形圆筛藻等
。

C o s e ` n o d i s e u s r a d i a t “ s 一 C o s e .l o o d i s e u s P e r
f

o r a t u s 一 C o s e i n o d ` s e o s a r g 。 s硅藻

带

组合 中以辐射圆筛藻占优势
,

达总数的一半
,

其次为孔圆筛藻
、

蛇 目圆筛藻
,

而结节

圆筛藻
、

具边圆筛藻
、

苏氏圆筛藻
、

强氏圆筛藻
、

虹彩圆筛藻也有一定数量
,

并见有个

别的具槽直链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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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s e i n o d i s c u : r a d ia tu s一 C o s e i n o d i: e“ 5 a r夕“ :
硅藻带

辐射圆筛藻和蛇目圆筛藻在组合中数量最多
,

各占总数26 %和 25 %
,

其次为明盘藻
。

条纹小环藻和孔圆筛藻
,

细弱圆筛藻
、

结节圆筛藻
、

星形圆筛藻
、

柱状小环藻等也有少

量
。

H 少
a
l o d ` s c “ 5 s u b t i l` s 一 C 少 c l o t e l l a s t r i a r a 硅藻带

本带硅藻种类较丰富
,

以细弱明盘藻和条纹小环藻占优势
,

为总数 35 %和23 %
,

辐

射圆筛藻
、

蛇 目圆筛藻
、

柱状小环藻
、

苏氏圆筛藻数量也相当多
,

其他尚有细弱圆筛藻
、

具边圆筛藻
、

星形圆筛藻
、

辐桐藻
、

蜂窝三角藻
、

粗纹藻等
。

2
.

胶 2 孔柱状剖面硅熟组合

胶 2 孔位于胶州湾 口内侧
,

终孔深度 15 m
。

o 一 2
.

3m 为黄褐色粘土质粉砂
, 2

.

3一

8
.

7m 为青灰色粘土质粉砂
, 8

.

7一 12
.

00 m为青灰色粉砂质粘土
, 1 2

.

00 一 1 4
.

40 m为黄褐

色
。

青灰色粘土夹钙质结核
,

14
.

40 一 14
.

90 m为黄褐色花岗岩风化壳
,

共分析21 块样品
,

发现较多的硅藻化石
,

自下而上可分为 五个硅藻带 ( 图 2 )
:

C少 c l o t e l l a : t夕 l o t u 。 一 C o s e `n o d￡s e u s一 N a 。 `e o l a d `e e
P h

a l a 硅藻带

本组合硅藻化石较少
,

属种也不多
,

见有少量的小环藻
、

圆筛藻
、

双头舟形藻
、

辐桐

藻等
。

C o s e i o o d f s c : : s 一 C 争
, e l o t e l l a s t夕 l

o r : ; 。 一
M

e
l
o s i r a 一T r 1’ e e r a t f : ` 。 f

a v u s硅藻带

仁仁 吧兮月月月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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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海北 24 站柱状剖面硅燕组合

F 19
.

1 D i a t o m e o n t e n t i n t h e e o l u m n s e e t i o n o f S i t e 2 4 i n t h e Y e l l o w S e a

组合 中种类亦较单调
,

以圆筛藻 占绝对优势
,

达 76
.

06 一 9 5
.

20 %
,

其中主要为孔圆筛

藻及圆筛藻的几个种
,

柱状小环藻
、

直链藻也较多
,

蜂窝三角藻
、

辐徊藻有一定数量
,

还见有个别的舟形藻等
。

C o s e i o o d i s c ,` 5 P e r
f

o r a t ,̀ s 一 C 少
, e l o r e l l a s t少l o r : `阴硅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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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2 胶 2孔柱状剖面硅熟图式

F 19
.

2 D i a t o m e o n t e n t i n C o r e J i a o 2 i n t h。 、
`

e l l o w S o a

本带仍 以圆筛藻占绝对优势
,

为 5 1
.

56 一 92
.

6%
,

其中以孔圆筛藻数量最多
,

结 节

圆筛藻
、

柱状小环藻亦较多
,

还有粗纹藻
、

巨圆筛藻
、

虹彩圆筛藻等
。

C o s e f , o d i s e : ` 5 P e r
f

o r a t o s 一 C 夕 c lo t e l l a 一 M
e l o s i r a 硅藻带

组合中以孔圆筛藻 ( 12
.

61 一 37
.

12 % )
、

小环藻 ( 25
.

9 8一 2 9
.

23 % )
、

直链藻 ( 3
.

77 一

10 % ) 为 主要
,

蛇 目圆筛藻
、

蜂窝三角藻
、

明盘藻有少量
,

并见有个别辐环藻
、

斑盘藻

等
。

C 夕c l o t e l l a s t夕 Io r : : 。 一C o s e i n o d `s e o s P e r
f

o r a t o s 一 H 夕a l o d i s e u s一
M

e l o s i r a硅藻带

本带硅藻丰富
、

种类较多
,

以小环藻 占优势
,

为 2 8
.

9%一 5 3%
,

孔圆筛藻数量丰富
,

为 3
.

73 一 22
.

32 %
,

蛇 目圆筛藻
、

直链藻
、

明盘藻
、

蜂窝三角藻
、

双壁藻有相当数量
,

并

有辐环藻
、

虹彩圆筛藻
、

斑盘藻等
。

3
,

4 5站柱状剖面硅兼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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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站位于 一2 2 0 4 0` o “
E

、

36 0 0 ` o “
N

,

水深 6 5 m
。

柱状剖面长 3 3 o e m ,

岩性上下均

一
,

均为灰色粉砂质泥
,

顶部多虫穴
,

底部偶见贝壳碎片
。

共分析 5个样品
,

仅发现一

个硅藻组合
。

C o : e .l o o d `s e “ s r 。 d 。̀ t 。 : 一 C 夕 e l o t e l l a s t r i a t a 组合

本组合以辐射圆筛藻和条纹小环藻占优势
,

其他尚有柱状小环藻
、

星形明盘藻和结

节圆筛藻等
。

4
.

46站柱状剖面硅裁组合

4 6站位于 1 2 3 0
0

’ o “
E

、

3 6
’
o

’
o

“
N

,

水深 7 1m
。

共分析 1 2个样品
,

仅发现一个硅

藻组合
。

C o : e `n o d i : e “ 5 r a d f。 t u : 一
H 夕a l o d i s e u s s “ b r`115组合

组合中以辐射圆筛藻和细弱明盘藻最为主要
,

其他尚有条纹小环藻
、

辐环藻
、

苏氏

圆筛藻
、

结节圆筛藻
、

蜂窝三角藻等
,

并见有个别的硅鞭藻等
。

5
.

6 3站柱状剖面硅燕组合

6 3站位于 12 1 O
E

,

35
O
N 附近

,

水深 38 m
。

剖面长 4
.

4m
,

岩性上下均一
,

为灰 色 泥

质粉砂
,

下部泥质增多
,

颜色亦变深
,

上部有虫穴
,

下部偶见贝壳碎屑
。

共分析 15 块样

品
,

仅在最下部见有丰富的硅藻化石
,

其组合为
:

C 夕e l o r e l l a s t夕 Io r u 。 一M
e l o s f r a 一 C o : e `。 o d i s e u : 一H 夕a l o d `s e , ; : : 。 b t亡l f s组合

组合中以条纹小环藻 ( 9
.

0 9% )
、

辐射圆筛藻 ( 1 0
.

9% )
、

直 链 藻 ( 15
.

45 % )
、

细弱明盘藻 ( 9
.

0 9% ) 最为主要
,

其次为蛇 目圆筛藻
、

细弱圆筛藻
、

波形辐桐藻
,

而珠

网藻
、

弓束圆筛藻
、

具边圆筛藻
、

华美双壁藻
、

舟形藻
、

双菱假脊藻
、

蜂窝三角藻等有少量
。

6
.

7 4站柱状剖面硅燕组合

7 4站位于 12 3 0 1 0 ’ 0 “
E

, 3 5 O
N 附近

,

水深 7 2米
。

剖面长 3 4 0 e m
,

0 一2 5 0 e m为灰 色

粉砂质泥 ( 表层为黑灰色
,

含完整贝壳 )
,

25 0一 3 4 0 c m 为浅灰色泥质粉砂
。

共分析 14 个

样品
,

在 2 00 一 2 2 o c m 层位见有丰富的硅藻化石
,

其组合为
:

C 少 c l o r e l l a s t夕l o r u m一 C o s c f o o d i s c u s一 A c r i n o P r夕 c h u s组合

组合 中以小环藻最多
,

为 36
.

63 %
,

辐射圆筛藻 ( 14
.

85 % )
、

辐桐藻 ( 1 3
.

8% )
、

双壁藻 ( 8
.

9 1% )
,

蜂窝三角藻 ( 8
.

91 % ) 也有相当数量
,

其他尚有具边圆筛藻
、

细弱

圆筛藻等
,

并见有少量硅鞭藻
。

7
.

92站柱状剖面硅藻组合

9 2站位于 12 3 O
E

、

3 4 O
N 附近

,

水深 6 5 ,
nr 剖面长 3 7 5 C m

。

岩性 。 一 7 o e m 黄灰色粉砂

质淤泥
,

含少量细砂
,

有虫穴
;

70 一 2 50 。 m 灰色淤泥
; 2 50 一 3 7 5。 m 深灰色淤泥

。

共分析

19 个样品
,

获得较多的硅藻化石
,

自下而上分为三个硅藻带
:

C o : c f o o d i s e “ 5 r a d i a t “ s 一 C 夕 e l o t e l l a s t r ￡a t a 一 C o s c f o o d i s e “ 5 5 : ` b t i l` s
硅藻带

硅藻组合中以辐射圆筛藻和条纹小环藻占优势
,

而细弱圆筛藻
、

柱状小环藻
、

蛇 目

圆筛藻
、

星形明盘藻也有一定数量
,

并见有少量星形圆筛藻
、

三角藻等
。

C 夕e l o t e l l a s r r .l a t 。 一 C o s c i o o d i : c : : 5 r a d f a t u s 一
H 少a l o d ` s c “ s : r e Il l’ g e r

硅藻带

本带 以条纹小环藻为最多
,

占总数 36 %
,

其次为辐射圆筛藻
,

为 26 % , 星形 明盘藻
、

柱状小环藻
、

蛇 目圆筛藻也有相当数量
。

星形圆筛藻
、

直链藻
、

结节圆筛藻
、

三角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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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弱圆筛藻
、

小环藻等有少量出现
。

C
o : 。 i n。 d i: e “ : , 。 ` i。 t u s一 C 夕 c l。 t。 11

。 : t r i。 t a 一 H 夕。
l
o
d `

: 。 “ : s t 。 111夕
e r
硅藻带

本组合 以辐射圆筛藻
、

条纹小环藻和星形明盘藻为最多
,

但 以辐射圆筛藻 最 为 突

出
,

为总数 63 % ; 柱状小环藻
、

苏氏圆筛藻
、

具边圆筛藻等有少量
。

8
.

93站柱状创面硅落组合

9 3站位于 1 2 3
0 2 0

产 。 “
E

、

3 4
O
N

,

水深 7 0 m
。

剖面长 3 3一e m
, o 一 2 0 5 e m为灰色泥 质

粉砂
,

本段底部见 3 一 5 c m 微层理及少量破碎贝壳
,

20 5一 3 3 1 c m 为黑灰色粉砂质泥
,

岩性均一
。

分析硅藻样品 n 个
,

在50 一 2 1 0 0 m 层段见有较多的硅藻化石
,

可分为两个 硅

藻带 ( 图 3 )
,

自下而上为
:

C 乡
, e l o t e l l a s t : i a t a 一C o : e i ,: o d s: c u d 一 A e t i n o P t少 c h u s

硅藻带

本带以柱状小环藻占绝对优势
,

为 74
.

09 %
,

圆筛藻数量也较多
,

为 1 4
.

81 %
,

其他

还有蛇 目圆筛藻
、

辐射圆筛藻
、

细弱圆筛藻
、

辐桐藻
、

舟形藻
、

蜂窝三角藻等
。

C 夕 e l o r e
l l

a : t r ` a t 。 一 C o : 。 `n o d ` s e u s 一 C o s c `。 o d ` s e u s a r g “ s
硅 藻带

组合中仍 以柱状小环藻占优势
,

为 76
.

14 一 8 7
.

3 8%
,

但圆筛藻 的数量较多
,

蛇 目圆

筛藻
、

辐射圆筛藻
、

细弱圆筛藻有相当数量
,

并有个别的蜂窝三角藻
。

三
、

化石硅藻分带与沉积环境分析

根据上述柱状剖面硅藻组合特征的叙述
,

可以把黄海晚更新世 以来的化石硅藻综合为

五个带
,

自下而上为
:

I
.

C 夕 e l o t e l l a s t r i a t a 一C o s c i n o d i s c u s r a d i a r u s一 H 夕a l o d ` s e u s s u b t i l i
s硅藻带

下挂藻组合田 卜上住燕组合图

日 3 黄海 33站柱状创面饱粉组成田

F 19
.

3 D i a t o nt e o n t e n t f r o m t h e e o l u m n o e e t i o n o f S i t e 9 3

i n t il e Y e l l o w S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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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带以条纹小环藻
、

辐射圆筛藻
、

细弱明盘藻数量最多
,

直链藻也较多
,

其他如具

边圆筛藻
、

线形圆筛藻
、

孔圆筛藻
、

波形辐桐藻
、

蛇目圆筛藻
、

华美双壁藻
、

双头舟形

藻
、

双菱假脊藻
、

蜂窝三角藻
、

柱状小环藻
、

星形明盘藻也有一定的数量
。

1
.

C o : e i n o d i : c “ : : a d i。 t 、 : 一
H 夕a l o d i s e u s s u乙t i l i s 一 C 夕 e l o t e l l a s t少l o r “ 。 硅藻

带

辐射圆筛藻在本带数量最多 ( 个别站占总数 76 % )
,

细弱明盘藻
、

星形明盘藻
、

条

纹小环藻
、

直链藻数量亦多
,

其他尚有结节圆筛藻
、

孔圆筛藻
、

辐桐藻
、

蜂窝三角藻
、

苏氏圆筛藻等
,

还见有个别舟形藻
。

!
.

C o : c i , ; o d ` s e : ` 5 r a d i a t “ s 一 C o s c i ,` o d i s c ;̀ : P e r
f

o r a r u : 一 C o : c i ,: o d i : c “ 5 a r g , ; :

硅藻带

本带以圆筛藻占绝对优势
,

而且种类很多
,

以辐射圆筛藻 ( 达总数 50 % 以上 )
、

孔

圆筛藻
、

蛇 目圆筛藻为主要
,

而结 节圆筛藻
、

具边圆筛藻
、

苏氏圆筛藻
、

强 氏圆筛藻
、

巨圆筛藻
、

虹彩圆筛藻和柱状小环藻
、

星形 明盘藻也有一定数量
,

见有个别具 槽 直 链

藻
。

VI
.

C o : 。 i , o d i : c “ : 一 C夕 c l o t e l l a 一 C o s c i n o d i s c u s a r 夕 u s硅藻带

和 1 带相比
,

小环藻 ( 条纹小环藻
、

柱状小环藻 )
、

直链藻数量大为增加
,

而圆筛

藻属各个种成分基本相似
,

并见有少量的明盘藻
、

斑盘藻等
。

V
.

C o s c i ,: o d i : e “ 5 r a d f a t“ s 为主的 硅 藻带或 C y c
l
o t e l l a : t y l o r “ 。 -刀 y a l o d i : c 。 :

: u b r i l i : 硅藻带

本带由于各柱状剖面所处 海区位置不同而组合有所差异
,

有的柱状剖面以辐射圆筛

藻占优势
,

而另一些剖面以细弱明盘藻
、

条纹小环藻为主要
,

其他尚有蛇 目圆筛藻
、

柱

状小环藻
、

苏氏圆筛藻以及细弱圆筛藻
、

具边圆筛藻
、

星形明盘藻
、

辐桐藻
、

蜂窝三角

藻
、

粗纹藻
、

结节圆筛藻等
。

上述所见的硅藻生态
,

辐射圆筛藻为广温型的沿岸和外洋种 ; 条纹小环藻 为 沿 岸

种
,

在河口也可能出现 ; 细弱明盘藻为广温型底栖种
,

也进入浮游 ; 具槽直链藻是沿岸

种
,

分布广
,

营底栖生活
,

但也经常出现于浮游 ; 强 氏圆筛藻为偏暖性外海或沿岸种
;

蛇目圆筛藻是广温型沿海种
,

常由底栖进入浮游 ; 细弱圆筛藻主要为近岸种
,

也 出现于

远洋
。

具边圆筛藻为外洋底栖种
,

有时也营浮游生活 ; 苏氏圆筛藻是亚热带沿岸种
,

孔

圆筛藻是普通 的浮游种
;
线性圆筛藻主要分布于外洋

,

但沿岸也有分布 ; 蜂窝三角藻为

广温型潮间带种 ; 双菱假脊藻是沿岸种也出现于浮游
。

从上述硅藻化石 的生态分析看 出
,

I
、

I 带所反映的海域水深较浅
,

而 I 带外洋种

比例最大
,

反映当时海域较广而水深较大
,

并见有亚热带暖海型 的苏氏圆筛藻和强 氏圆

筛藻
,

说明当时水温应比目前高
,

W带中沿岸
、

底栖
、

潮间带种数量增多
,

反映海域略

有缩小
,

海面回降
,

水温降低
。

V带已接近黄海表层沉积 的硅藻组合面貌
,

由于所处 的

海域位置不 同而有差别
,

反映环境和目前相仿
。

黄海晚更新世 以来的沉积
,

已详细地进行了抱粉和其他藻类化石研究
,

在第一硅藻

带的上
、

下层位发现了两个藻类组合
,

下带为盘星藻
一
双星藻

一
鼓藻

一环纹藻组合和
_

L 带

盘星藻
一
鼓藻

一
双星藻

一环纹藻组合
,

与其相应的是 C y p o r 。 。 。 。 。 一刀 , et 阴 i o l’a 一 B r y hP y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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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b i e : 一 P i c o a
抱粉带和 A r t。 。 i s i a一 C人e n o P o d sa 。 e a e一 P i e e a一 A b` e s

抱粉带
。

此上
、

下化石藻类带皆为淡水藻类成分
,

相应的抱粉组合反映了寒冷的气候
,

而与第一

硅藻带相应的抱粉组合为 Q u e r c u s 一P i o u s 一 A r t e o i: i a
抱粉带

,

反映温暖的气候
, c “

、 4 〕

据 “ C年令测定
,

上述抱粉带和藻类带相当于最末一次冰期 ( 在我国称大理冰期 ) 的 大

理 I 期
、

I 期和大理亚间冰期 ( 表 1 )
。

黄海在晚更新世 的大理 I期
,

由于气候变冷
,

海面下降
,

黄海陆架出露成为
“
黄海平原

” ,

平原中点缀众多的湖沼
,

湖沼中有许多淡

水藻类生长
。

在亚间冰期
,

气候转暖
,

海面回升
,

黄海陆架又被 海水淹没
,

海中生长了

第 I 硅藻带的各种硅藻
。

之后气候又变冷
,

为大理 I 期
,

海面又下降
,

黄海陆架再度出

露成陆
,

平原上众多的湖沼里生长着盘星藻
、

双星藻
、

鼓藻
、

环纹藻 等 各 种 淡 水 藻

类
。 〔 5

、
6 〕

随着全球性气候转暖 ( 表 1 的第 4 抱粉带反映气候转暖 )
,

发生海侵
,

海水由东向

西侵入淹没黄海陆架
,

海中生长第 1 硅藻带的各种硅藻
,

开始了黄海全新世时期
。

在全

新世 的四个硅藻带中
,

第 I 硅藻带外洋种比例最大
,

并有相 当数量亚热带暖海型的苏氏

圆筛藻和强氏圆筛藻等
,

表明水温较高
、

海域扩大〔 8 〕 ,

相应 的抱粉组合反映陆缘 为 热

裹 1 硅旅带与其他化石的时代对比裹

T a b l e 1 C o n t r a s t o f d i a t o m Z O n 6 S
a n d o t il e r f o s s i l z o n e s w i t h

l ` C d a t a

硅 藻 带 其 他 藻 类 (带 ) 抱 粉 带 1月 C年龄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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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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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气候
,

为全新世气候最佳期〔 1 ,〕 ,

结合
’ 峪

C测年资料 l) ,

第 I 硅藻带应为大西洋期
,

根

据上
、

下硅藻带关系和
` 弓 C年龄佐证

,

第 W硅藻带相当于亚北方期
,

第 V硅藻带为亚 大

西洋期
,

而第 I 硅藻带应为北方期一前北方期 (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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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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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I 说 明

1
.

条纹小环藻 C 夕 e l o t尸 11口 s r r i a r a (K U t z in g ) G r u n o w x 8 0 0

2 柱状小环藻 C y e l口 r e l l a s r y lo r u m B r igh tw e l l x 即 0

3
,

孔圃筛藻 C o s e i n o d i ` e u s p e r

fo
r a r u s E h r e n b e r g x 8 0 0

4
.

偏心圆筛藻 C o s o i n o d i s e u s e x c e n t 尸 i e u s E h 玲n b . r . x 5 0 0

5
.

辐射圆筛藻 C o s c i 月o d i s e u s r a d i a r u s E h r e n
bo

r g x
80 0

6
.

库氏回筛旅 C o : e i 月o d i s e u s k u r z i叮 1 S e h m i d t x
80 0

7
.

蛇目圆筛藻 C o s e i n o d z s e . s a r g u s E h r e n b e r g x 5 0 0

5
.

弓束圆筛藻 C
o s c 一。 o ` s e “ 5 e u r , a r u l` , o r u

on w x s oo

9
.

偏心海链藻 T h口 l a 5 5润。 , 1 r a e x e e 月 r r l e a ( E h r o bn
e r g ) C l e v e x l 00 0

10
、

11
.

波形辐悯藻 月 e t了月 o p t y e h u s u n d u l a ru s ( B a i l
.

) R a l f s l l x 印 0

12
.

爱 氏辐桐藻 A e t i . o c y e l u s e h r e 凡 b e r g i R a l f s x 8 0 0

10 欠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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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H 说 明

l
、

4
.

具槽直链藻 M
e l o s才 r a s u l e a r a ( E h r

.

) K u t z in g l 火

`

2
、

3
、

1 1
.

网纹盒形 藻 B id d u lp h i a r尸 r矛e u z蹄 ( E h r e n b e r g )

5
、

6
.

直舟形藻 N a v i e u l a d i r e c r a (W
.

S m
.

) R a l f s x
8() 0

7
.

华壮双 菱藻 S u r i r e l l a af
s r u o s a E h r e n

be
r g x 8 0 0

8
、

9
.

双菱假脊藻 R a P h o n e i s s u , i r e l l a
( E h r

.

? ) G r u n o w

10
.

粗纹藻 T r a e h y n e i s a s p e r a ( E h r
.

) C l e v e 火 8 0 0

1 2
,

威氏双 壁藻 D i p l o n e i s w e i s s f l og i i ( A
.

5
.

) C l e v e x

13
.

施氏双壁藻 D i p l o 月 e 户5 s m i t h i i ( B r e b i s s o n ) C l e v e x

1 4
、

15
.

海洋曲舟藻 P l e u r o s i了m a p e l a g i e u m P e r a g 1 4 x

8 0 0

B 0

4 X 1 50 0

y e r Z
、

3 又 8 0 0
,

1 1 丫 5 0 0

减 8 0 0

8 0 0

5 0 0

团0
.

15 拭
8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