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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陆表海的海侵模式

何起祥 业冶铮 张明书 李浩

〔地矿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

青岛)

提要 突发性海侵是受限陆表海的特征之一
,

受海平面升降引起的峡口启闭控制
,

多发生在板块的

活动边缘
。

突发性海侵常有相序缺失
,

常见海陆相交互层 ; 海相层在大范围内分布稳定
,

无明显相变
,

具

有良好的等时性
,

可以作为区域对比的标志层
。

受限陆表海的突发性海浸
,

有利于油气的生成和聚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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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海侵
、

海退是地质学的基本概念
。

自从莱伊尔的现实主义原理问世以来
,

人们一直在坚

持对现代海湾过程进行观察
,

以期建立海侵
、

海退的基本模式
。

基于这些观察
,

所谓海侵被定义为海水逐渐地
,

一般来说也具缓慢地
,

侵浸到陆地上的

一种地质过程
。

反映在沉积物的分布规律上
,

可以看到海相沉积物 由海及陆的各相带依次向

陆地方向超覆
,

在纵向上则表现为 由下而上
,

由陆相而滨海相而浅海相这样的纵向序列
。

反

之
,

海退表现为海水的逐渐退却或陆地环境依序向海洋推进
。

在纵向序列上
,

由下而上可以

看到由浅海相变为滨海相再变为陆相的相变关系
.

一般而言
,

海侵
、

海退是 区域性的地质现象
,

与全球性的海平面变化有关 (D o n o v皿
a n d Jo n es

,

19 79)
。

根据一个点的局部纵向序列贸然作出海侵
、

海退的结论具非常危险的
。

局部岸线的变迁或沉积物供应量的变化
,

都可以引起纵向序列的改变
。

因此
,

沉积学家在讨

论纵向序yIJ 时
,

宁可应用进积 (p
r o g r a d a tio n ) 和退积 (R e tr o g r a d a tio n ) 的概念

,

而避兔

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汪谈海水的进退
。

所谓进积序列
,

是指陆相沉积物向海域推进形成的序

列
,

一般由下向上由细变粗
,

或由浅海相而滨海相而陆相
。

所谓退积序列是指陆相沉积物后

撤形成的序列
,

一般表现为由下而上沉积物由粗变细
,

或由陆相而滨海相而线海相
。

海退序

列是一种进积序列
,

但进积序列却并不一定反映海退
,

甚至也可以形成于海侵过程中
。

退积

序列与海侵的关系亦然
。

莱伊尔的科学哲学统治地学界一百余年
,

近一
、

二十年来受到了新灾变论或突变论的挑

战
,

于是有事件地质学的诞生或突发式演化理论 (E piso d ie e v o lu tio n 或入
n e tu a ted ev o lu

-

ti o n) 的提 出
。

地质事件是在短时间内以极高速度进行的地质过程
,

往往要九万年
、

几十万

年
、

几百万年乃至几千万年才能出现一次
。

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没有记载
,

也就超出了莱伊尔

的均变论的认识范围
.

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弥补了莱伊尔的不足
,

得到了大多数地质学家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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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

地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当代无法见到
、

人类无缘经历的现象
.

难以用将今论古的方法去

认识
,

而只能用基本的自然规律 (包括物理的和化学的 ) 来解释
:

用事件演化的思想和方法去认识地质现象
,

要 比承认它的合理性困难得多
。

在沉积学

中
,

有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
,

那就是在古代沉积物中看到的许多海侵序列
,

并不象教科

书中描述的那样
,

是一种海相性逐渐增加的渐进序列 (当然并非没有 )
,

而往往是浅海相突

然大面积覆盖在陆相沉积物之上
,

与下伏沉积物之间有明 显的相序缺失
,

海相层有极佳的等

时性 (图 1)
,

表现出突发事件的特点
。

这就是人们片说的快速海浸
。

用均变论的理论和方

法是很难加以解释的
。

几几爪不

A 理想的渐进创海浸序列
,

少 兄 f仁辛耗分 介: 不 f
‘ 一

; B 常 见的 突发裂海日 刊

图 l 地层纪录中的两种不同的海浸序列

A Id e a lPr o g r e ssl v c ly t r a n s g r e s s 1V e se q u en c e
,

U n C 0 fl lfl l o n
, n o t 认 ld e l、

,

d lstr lb u ted 二

B
.

E Plso d 一e tr a n sg r e ss ] v e se q u e n c e
.

F一9
.

1 Tw o zyPe s o f tra n sg re ss iv e se q u e n e e 一n g e o lo g le d lr c e o rd s
.

一
、

地中海干化模式的启示

许靖华 (19 7 2) 提出的地中海干化模式
,

第 一认月事件地质学的观点解释了这什快速海

侵现象
,

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地 中海周围
,

广泛发育中新世晚期米辛尼亚期的蒸发岩沉积
,

在西西里和亚平宁山东段

均有 出露
。

研究工作从一百多年前持续到二次大战以后 (M e ye r一E ym er
,

18 6 7
,

M o ttu r a
,

187 1一2
,

o gn ib en
,

19 7 5)
,

都认为米辛尼亚期的蒸发岩只不过是一种盆地边缘沉积
,

在盆

地 内部并 不 连 续
。

后 来 的 地 震 调 查 证明
,

地 中海 底 也有 巨厚有连 续 的 蒸 发 岩 存 在

(F a h lq u ist a n d H e r se y
,

19 6 9
,

R ya n
,

H su 。t a l
.

19 7 3 )
。

但是许多人认为
,

这些蒸发岩是中

生代的 没有人敢于设想
,

中新世的蒸发岩会形成于几千米深的地中海盆地
。

深海钻探 (1 970
,

19 7 5 ) 证实
,

地中海底埋藏的蒸发岩确属米辛尼亚期
,

与西西里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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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岩 时代相 同
。

其厚度从 边缘的数米到盆地中心 的 2(M刃 米 以上
,

由石膏和岩盐组成

(R ya
n ,

Hs
u el al

.

197 3)
。

其中有叠层石
、

鸡纲硬石膏等浅水沉积标志
。

在空 间上
,

呈牛眼

状分布 (图 2)
,

是典型的萨布哈沉积
。

碳酸盐岩 硬石青 石盐

图 2 封闭盆地蒸发岩的牛眼状分布 (据 Se hm a lZ
,

19 70)

Fig
.

2 T h e b u ll
‘

s--e ye P a ttem 15 tyPie a lo f de Po sitio n

in e o m Ple te ly e n e lo se d b a sin s (fr o m sc hm a lz
,

197 0 )

这些萨布哈沉积与深海相的泥灰岩
、

重力流沉积相间互
。

二者截然接触
,

中间并无过渡

沉积物
。

许靖华用直布罗陀海峡的启闭来解释这一套沉积组合
,

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

中新世时
,

地 中海是深度超过 2 000 m 的近乎 封闭的深盆地
,

以直布罗陀海峡为门槛与

大西洋相通
。

中新世晚期
,

南极开始形成大陆冰盖
,

导致海平面逐渐下降
。

一旦海面低于直

布罗陀峡 口
,

地中海就成了一个孤立的蒸发盆地
,

直至蒸干形成盐类沉积
。

地中海蒸发出来的水量
,

又通过大气降水的形式返回大洋
,

并引起海平面的升高
。

据

Be rge
r
和 w in te re r (19 74 ) 的估计

,

地 中海 的水量全部转至大洋
,

可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

10 m
。

因此
,

海平面升降引起的峡口启闭
,

导致了海陆 (蒸发岩) 交互相沉积截然接触
.

峡
口的启闭是快速的突发事件

,

由于这种机制形成的沉积序列
,

相界面就是等时面
、

见不到逐

渐过渡的海侵序列
,

而只能见到海水逐步蒸干形成的海退序列
。

以地中海为实例提出的干化深盆地模式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海侵过程的范例
.

这种

快速的大面积海侵
,

大多数发生在以岛屿和峡 口与世界大洋分开的受限陆表海
。

根据许靖华

(19 8 1) 的意见
,

美国密西根盆地志留系蒸发岩
、

欧洲二叠系蔡希斯坦统和四川盆地三叠系

的蒸发岩
,

均可用这一模式解释
。

如果不是干旱气候又不是深盆地
,

那么 由峡 口控制的半封闭海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祝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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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实例分析

1
.

黄渤海的新生代沉积

图 3 中国东部海域的现代环境

Fig
.

3 Pre s e n t e n v 一ro n m e n ts o f th e o ffs h o r e a re a o f the E a st C hin a S e a

中国大陆以东的广大海域在新生代是一个受限的半封闭盆地 (图 3)
‘

根据 w ag
em a n o t

al
.

(1 9 68) 和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调查
,

中国东海陆架海在上新世末期 以前
,

存在着一条

福建一岭南隆起带
,

挡住了带外海水的人侵
,

使其内侧的黄海盆地和渤海盆地
,

长期处于陆

相沉积阶段 (秦蕴珊等
,

19 85 )
。

所谓福建一岭南隆起带实际上就是一个分隔黄渤海盆地与

外海的古海洋学门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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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早期
,

由于福建一岭南隆起带的持续下沉和世界洋面暂时性抬升的共同作用
,

东

海外陆架的海水呈
“

倒灌式
”

快速漫人黄海
、

渤海盆地
。

其前锋可能达到北京北部的山前平原

区 (秦蕴珊等
,

1985 )
。

这种
“

倒灌式
”

的海侵
,

是短时期内发生的突发事件
,

因此具有很好

的等时性
。

在这种海侵层中
,

往往看不到经典的海侵序列
,

而是表现为浅海相直接覆盖在陆

相沉积物之上
。

虽然在有些地方的海相层中也可以见到极浅水的沉积标志
,

但并不代表滨海

环境
,

而是受盆底地形控制的浅水高能带的产物
。

早更新世海侵以后
,

黄渤海区并未保持海洋环境
,

而是一部沧海桑田频繁交替的历史
.

例如里斯冰期最盛期曾形成广泛的河湖相沉积
。

说明 由于海平面的下降
,

海水曾退出本区
.

以后 海水进退频繁
,

冰期 海退
,

间冰期海侵
。

几乎所有的海侵
,

如沧 州 海侵 (ro s,

仪均一 10 2
,

000 年 B
.

P )
.

渤海 海侵 (70
,

000 年 B
.

P)
、

献 县海侵 (32
,

0 0() 一2 9
,

00() 年

B. P) 及全新世海侵等
,

都与间冰期或亚间冰期全球性海平面上升有关
。

它们在极短的时间

内席卷广大地域
,

表现了明显的突发性
。

中国东部受限半封闭盆地的形成
,

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
。

在板块的活动边缘
,

由于

板块俯冲形成的岛孤
,

是分开孤后盆地和大洋的天然古海洋学门槛
。

前者的沉积作用无疑将

受到海平面变化引起的峡 口启闭的制约 (图 4)
。

海相杭积作用

该簇三上立士兰互三三于不二认
_ ,

二二=
‘ ,

二
, . ‘ , , , 气戈

·

。、 ? 已兰过互三i
沪 , ‘

: 气
一

少尸 俘充

户一

一—
一一一、丈扁Z

声

A
.

低海 面时J妇
,

峡 n 关闭 ; B
.

高海面时期
,

峡 口开放

图 4 板块活动边缘孤后盆地的沉积作用模式

A
.

In s ta g e o f lo w se a le v el
,

g a t(

黝y e lo se s : B
.

In s ta g e o fh ig h sea le vel
,

g a to w a y o pe n s
.

F ig
.

4 Se d im e n ta tio n m o d el o fth e b a e k一a rc b a s in a lo n g th e : 以ive m a
心

n o f a Pla te
.

2. 北方石炭纪海俊沉积

我国北方的中石炭统称为本溪 :统
,

大体分布在北纬 36
“

一4 1
“

之间
。

主要为砂页台沉

积
,

夹煤线
。

并夹灰岩多层
。

其标准剖面在辽宁省本溪市牛毛岭上
,

共厚 14 5m
.

上段含灰

岩 4 层
,

由上而下分别为牛毛岭灰岩
、

本溪石灰岩
、

小峪石灰岩
、

妈蚁石灰岩
,

单层厚度均

小于 lm
,

但横 向上极为稳定
,

几乎在全区均可见及
。

如辽东半岛五湖嘴的三凌灰岩
、

河北

唐山的唐山灰岩
、

山东章邱的徐家庄灰岩
、

山西阳泉的平定灰岩
、

太原西山的畔沟灰岩
、

大



6 沉 积 学 报 9 卷

同一带的 口泉灰岩
、

保德盆地的张家沟灰岩
、

甘肃的羊虎沟灰岩
、

江苏贾汪的泉旺头灰岩

等
,

均可与之对比
。

灰岩中会有大量窄盐性海相化石
。

在牛毛岭剖面上
,

己发现 科 17 属

60 种及 17 变种 ; 腕足类 13 属 33 种 ; 头足类 1 种 ; 腹足类 9 属 16 种 ; 珊瑚 6 属 9 种 ; 瓣

鳃类 7 属 7 种
。

生物分异度高
,

当为正常浅海环境无疑
。

灰岩在纵向上无相带分异
口

其岩性

主要为含生物骨屑 的泥晶灰岩
.

华北上石炭统称太原统
。

其标准剖面在太原西山月明沟
。

为由黑色炭质页岩
、

煤层
、

石

英砂岩组成的煤系地层
。

厚约 1 1 0 m
。

其中夹有海相灰岩 4 层
,

由上而下分别称为东大窑灰

岩
、

斜道灰岩
、

毛儿沟灰岩和庙 口灰岩
.

并夹有 6 层主要煤层
。

灰岩 中含有丰富的 科
、

腕

足类
、

珊瑚
、

海百合
、

头足类
、

腹足类及瓣鳃类化石
,

其生物分异度不在本溪统灰岩之下
。

过去都用滨岸成煤环境来解释我国北方 中上石炭统的海陆交替沉积相
。

但是有许多现象

难 以用这一模式解释
,

如海相层在大区域内的稳定性称等时性 ; 海相灰岩的典型的浅海相特

征 ; 与上下沉积物在相序上的不连续性等
。

图 5 中晚古炭世华北夕地理图 (据王鸿祯等
,

19 8 5)

Fig
.

5 Pa le o g e o g raPh ie m aP o fN ) r th C h一n a in 入Iid d le一la te C a r bo n ife ro u s

中晚石炭世时
,

我国北方为一岛屿环尧的典型受限陆表海环境 北有华北北缘高地
,

南

有秦淮古陆
,

东有胶辽古陆 (图 5)
,

中阳是地势平坦的华北低地
。

海平面较低时
,

诸古陆

围绕的华北低地与海隔绝
,

气候温湿
,

是 匕好的成煤环境
。

海平面升高时
,

海水冲过峡 日淹

没低地
,

形成浅海相灰岩沉积
。

中石炭世
·

东北峡 日 打开
,

海水由太 子河流域向西南浸漫
。

淹没范围取决于海平面的高低和地形的起仁
。

因此沉积厚度由东北向西南减小
,

所夹灰岩层

也逐渐减少
。

太子河流域
,

本溪统厚 2 0 0
一
300 m 左 右

,

含海相灰岩 4一币 层 ; 至河北唐 山
、

开平一带厚度减至 11 0
es
一17 0 m

,

含海相灰片 2一 3 层
。

至山 西太原
,

厚度不及百米
,

夹灰岩

1一2 层
,

并缺失下部 E os t乓口砂lla 化石带
,

让明晚期海侵范围扩大或海平面相对上升幅度较

大
。

至河北峰峰
、

武安
、

内丘
、

临城一样
,

本溪统仅厚 5一50 m
,

应属地形较高的地区
。

太

原统沉积时
,

南部峡 口打开
,

海水由南向」咧灌
,

因此沉积厚度由南向北减 少
,

海相灰岩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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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亦相应减少
。

南部的山西沁水盆地以至淮南地 区
,

沉积厚度最大
,

灰岩夹层多达 6一12

层
,

而北部 的太 子河流域
,

北 京西 山
、

山西大同等地
,

基本上为陆相沉积 (王鸿祯等
,

1985 )
。

海侵具有突发事件的性质
。

3
.

四川盆地晚二 . 世沉积

中国南方在晚二叠世时为一多岛海域 (图 6)
,

该海域的北方
,

是以华北地台为主体的

陆地
,

地形夷平
,

广泛发育河湖相的陆屑沉积
,

是陆源物质的主要供给地
。

康滇古陆位于本

区西部
,

分隔了甘孜一理塘边缘海与上杨子浅海
,

二者在若尔盖一带有峡口 相通
。

该海域东

部
,

由云开古陆
、

江南古陆和闽浙古陆构成的巨大岛屿群成为华南陆表海的东部屏障
。

本区

南部与广海相通
,

但 口 门附近也有岛屿散布
,

成为分隔华南海域与外海的海洋学门槛
。

... 1 1

⋯
1 1 1 1 1 . 」」

日日呀十H 十妇片针甲甲;;; 弓; ; ; ; ; ; 石; ; ; ; ...

日日险+ 利冲十妇比士上上
日日叶十H 十村士廿土土卜卜全到日于钊日寸全廿 二二

图 6 中国南方晚二叠世时的古地理格局 (据王鸿祯等
,

19 85
,

略有修改)

F ig
.

6 S ke teh m a P s ho w in g th e Pa le o g e o g r aPhi e Pa tte rn o f so u th Ch in a in L a te Pe
rm ia n

(m o d ifi ed fr o m W
a n g H o n g z he n g e r a l

.

19 8 5 )

区内地形
,

以由深水凹陷分割的碳酸盐台地为特征
。

以四川盆地为例
,

晚二叠世早期
,

滇东
、

川西南
、

川中等地接近海平面 ; 川东
、

川北为较深水洼地
。

晚二叠世晚期
,

川北
、

川

西北等地出现较深水沉积 ; 川 中
、

川东及川西 南部分地区成为浅海碳酸盐台地
。

四川盆地的晚二叠世地层
,

可 以 根据沉积特征划分为若干 同期异相 的地层单位 (表

l)
。

表 1 四川上二迭统地质划分对比表

T a ble 1 T he div is io n a n d e o r re ]a tio n o fPe n llia n s tra ta in S ieh u a n B a sin

\\\\\
滇 东东 黔西北北 川 中中 )11 东东 川西北北 川 北北

川川川 西西 」11西南南南 鄂 西西西西

lllllll 222 333 444

长长兴阶阶 旦旦 长兴组组 大隆组组

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吴吴吴 组组 龙潭组组 吴家坪组组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坪坪坪 峨媚山玄武岩岩岩岩
阶阶阶阶阶阶

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组合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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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陆相含煤碎屑沉积组合

主要分布在川西和川西南
,

以宣威组为代表
。

上二叠统不分
,

为一套以河流相和湖相为

主的碎屑岩系
,

含煤
。

向东或向西远离古陆
,

上部出现海相夹层或过渡为海陆过渡相
,

厚度

由数米至 30 Om 不等
。

(2) 浅海台地相碎屑岩 -碳酸盐岩组合

下部为海陆交互相的含煤沉积
,

上部为浅海碳酸盐岩系
,

构成海侵序列
。

主要分布在川

中及川西南
。

下部称龙潭组
,

以湖沼相砂页岩为主
,

夹煤层
,

含 G ig an top ter l’s sP
.

等植物化

石
。

海相夹层为薄层灰岩或硅质岩
,

含
、

腕足类
、

瓣鳃类
、

苔鲜虫及三叶虫化石
。

有的地

方如北暗含少量鹦鹉螺 L叩Inz
o c e r a s ,

凡
o r

dic
e r a s

等
。

厚度 4一3 7 om
。

上部碳酸盐地层称长兴组 岩石色暗
,

时含 白云质
,

多隧 石结核及隧石层
,

时夹黑色硅

质粘土岩
,

厚度 由数米至 150 m 不等
,

一般在 60 一 10 0 m 左右
:

生物化石 以
、

有孔虫
、

珊

瑚
、

腕足类
、

苔鲜虫
、

瓣鳃类等动物为主
。

(3) 浅水台地相碳酸盐岩组合

主要分布在川东
、

鄂西 及川西北部分地区
。

其下部称吴家坪组
,

丘部称长兴组
。

长兴组

的特征一如前述
。

吴家坪组一般可分为两段
,

下段为海陆交互相砂页岩
,

夹煤层或薄层硅质

岩
,

厚度一般不超过 20 m
,

上段为灰岩
、

含隧石灰岩
,

时夹硅质层
,

厚 10一3 8Om 不等
,

一

般 为 30 一70 m
。

所含化石以 腕足类为主
,

含
、

珊瑚
、

瓣鳃类
、

苔鲜虫
、

二 叶虫等
。

在建

始
、

黔 江等地含 菊 石 A n de r s s o n o e e r a s ,

Ps
e u J口g a s tr io e e r a s ,

尸la n o

ais
e o e e ra s ,

Fo
o r苗ee ra s

等
。

(4) 较深水盆地相碳酸盐岩及硅质岩组合

主要分布在川北 及川西北部分地 区
J

下部称吴家坪组
,

其特征同前
,

唯含煤沉积减少
,

硅质沉积增多
。

卜部称大隆组
,

厚度数 1 米至 2 0 0 m 多硅质岩及硅质灰岩
,

并夹瘤状灰岩

(金若谷 19 8 9)
。

其生物 面貌亦 与长兴组有异 除含
、

珊瑚
、

腕足类
、

苔鲜虫
、

瓣鳃类等

浅 水 相 化 石 外
,

常 含 大 量 菊 石 如 尸s e :‘
由 rir o lire s ,

p s e :、
如g a s tr io c e r a s ,

注lru
内

c e ra , ,

加lto ce ra , ,

Sl ; 19 09
。。
ial lte

、
等 硅质岩中含放射虫及海绵骨针

。

属非补偿的较深水沉积
。

在上述沉积组合中
,

常见深水沉积 与极浅水沉积间互
。

在吴家坪组中
,

有的地方见菊石

灰岩或放射虫硅质岩与煤层相共生
。

海相层无渐进海侵沉积序列
。

这些特征只能用海平面的

变化及峡 口 的启闭来解释
。

所谓峡 口
,

大多是高于同期海底的水 F隆起
,

因而也就成为易于

启闭的古海洋学门槛
。

海平面升高时
,

海水涌人
,

与外海交流通畅
,

其环境条件 与开阔海无

异 ; 海平面降低时
,

峡 口往往露出水面而使受限海盆变为与外海隔绝 的封闭盆地
,

从而导致

滞流还原环境
,

有利于有机质的聚集
、

保存和转化
,

因此这类盆地在许多地区都是很好的生

油盆地
。

讨 论

1
.

海侵和海退 是最基本的地质现象
。

地质纪录 中看到的海浸现象
,

J
.

R
.

C盯 r
ay (19 6 4)

根据海平面相对上升的速度和沉积速率的高低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

即普通的超覆和不连续的

海侵
。

但他并没有结合地质背景对这两种类型进行深入的讨论
。

在地质纪录 中
,

确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海侵序列
,

教科书上描述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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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即由下而上沉积物由粗变细或由滨岸沉积逐渐过渡为浅海相乃至较深海相这种渐进型序

列
。

但更常见的却是突然侵漫式的海侵沉积
,

相序上有明显的不连续现象
,

看不到海水逐渐

侵进的沉积纪录
。

后一种海侵现象标志着一种快速突发的海水侵漫事件
,

因而可以称为事件

型海侵 (e v e n t tr a n sg re ssio n ) 或者突发型的海侵 (ep iso d ie tr a n sg re ssio n )

渐进型海侵 (p
r o g r e ssiv e tr a n sg g r e ssio n ) 是可 以从现代过程观察和推论的

,

符合莱伊

尔的现实主义原理
,

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

而事件型海侵则一般不易观察到
,

人们缺乏直接经

验
,

因而直至今 日仍为人们所忽视
。

但是
,

无论是在地质纪录 中
,

还是从逻辑学进行推理
,

这种海侵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

其地质意义更是不容忽视的
。

2
.

两种不同的海侵发生于不同的地质环境
。

渐进型海侵一般发生在海平 面缓慢上升的开

阔海边缘
,

这里没有讨论快速海侵造成的侵蚀现象
,

因为后者造成的主要是侵蚀间或不整

合
,

一般没有沉积纪录
。

事件型海侵一般发生于岛屿环境的受限陆表海
。

由于海平面的升降

导致峡 口的启闭
,

往往形成海陆交互相沉积序列
。

从板块构造的观点进行分析
,

在活动边缘
,

由于板块俯冲形成的岛弧构造是造成受限陆

表海的天然屏障
。

因此
,

事件型海侵多发生在古活动边缘
,

而渐进型海侵则多发生于被动边

缘
.

3
.

事件型海侵是快速倒灌式的
,

因此其沉积物具有下列特点 :

(l) 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相序上的不连续性
。

经常见到海陆相频繁交替
,

而其间并无侵蚀

间断; 也常见形成深度不同的沉积物直接接触 ;

(2) 海相层一般为单一的同性相
,

分布面积广
,

横向稳定
,

除底部地形起伏引起的相变

外
,

一般无明显相变
。

(3) 海侵层在时间上具有极好的等时性
,

既是同性相
,

又是等时相
,

因此可以作为地层

对比的标志层
。

4
.

受限陆表海具很好的生油环境
,

峡 口启闭引起的事件性海侵海退
,

必然引起生物群的

突发性兴衰
,

世界上的许多含油气盆地
,

包括我国的一些陆相盆地在内
,

都有多次事件性海

侵的纪录
,

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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