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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古沙漠沉积特征分析

刘振夏 夏东兴
(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

提要 根据世界沙漠的分布特点和沙漠的发育条件
,

作者认为晚更新世末期渤海气候干冷
,

雨 l代稀

少 西北风强盛
,

松散沉积物 丰富
,

具备发育沙漠的条件
.

文章从 以 下方面证明渤海 产
l
沙漠的存在 : ( l )

渤海约有四 分之
一 区域 为残 留砂沉积 ; (2 ) 在全新世盖层 下的更新 世砂质沉积具有高倾角的前积纹 层 ;

( 3) 渤海东南缘陆地和岛屿有古渤海沙漠衍生黄土分布
.

综合分析认为末次冰期时
,

渤海中部和辽东湾占

沙漠发育程度好
,

渤海湾次之
,

莱州湾未发育沙漠
.

关键词 渤海 占沙漠

第一作者简介 刘振夏 女 48 岁 副研究员 海洋地质

沙漠与海洋可说是凤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
,

然而大 自然却把两者奇妙地联系在一起
.

今日烟波浩森的渤海
,

1 80 00 年前曾经是沙丘起伏
,

粉尘飞扬的荒漠
,

这一说法与传统的渤

海占地理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
,

令人难以接受
.

本文从沙漠的特点
、

分布规律和渤海的地理

位置等方面分析冰期时渤海发 育沙漠的条件
,

并从渤海的残留沉积和沿岸的相关沉积来论 i
,卜

渤海古沙漠的存在
.

一
、

渤海古沙漠发育条件分析

沙漠是陆地表面的一种 自然地理景观
,

系指干旱地带因降水量不足
,

植被稀疏
,

大范围

沙质裸露地区
,

其
一

f 要特点是气候 卜旱
、

雨量稀少
,

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
.

毛要作用营大是

风
,

风能有效地侵蚀地表
,

分选出砾 石
、

砂和粉尘
.

从而在顺风方向依次 形成岩漠
、

戈壁

(砾漠 )
、

沙漠和黄 卜等地貌景观
.

沙漠的分布较为广泛
,

且有 明显的地域性
.

地球 卜的沙漠主 要分布在纬度 】5
。

一孙
` ’

的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如非洲北部
、

西南亚及澳大利亚中西部的沙漠
,

这类沙漠主要受副热

带高压控制
,

称为热带沙漠
.

其次
,

在亚洲大陆中部和我国西北 内陆干旱地带
,

也分布着较

多沙漠
,

纬度较热带沙漠偏北
,

称为温带沙漠
.

它们地处西风带
,

又远离海洋
,

多数 为内陆

盆地
.

冬季受 西伯利亚冷高压控制 二 夏季含较多降水的东南季风影响不到
,

长年干燥少南
、

如塔华木盆地的塔 克拉玛 于沙漠
,

囚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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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s e r t s i n t h e w o r l d

地质历史冰期时代
,

沙漠的分布

较现在广泛
,

许多今日的海洋曾经是

古代
、

的沙漠
.

如地 中海在 5 0 0一6 00

万年前曾是一个巨大的沙漠
.

撒哈拉

沙漠在冰期时向西伸展到现在的陆架

边缘
,

在其西面的大西洋中发现冰期

才沙丘砂的浊流沉积
.

澳大利亚西北

岸陆架上有淹没在海水之下的晚更新

世风成沙丘
.

许多研究者指出冰期时

气候较现在干冷
.

刘东生教授对黄土

长期研究后认为马兰期黄土是在更新

世末
.

期干冷气候条件下 形成的
.

其

实
,

冰期时的气候较现在干寒是不难

理解的
,

由于海面下降
,

陆地面积扩

大
,

干旱地区也相应扩大
,

海陆热力差增大
,

加强了大气环流
,

风力 比现在强劲
.

大西洋东

部深海岩芯样品分析表明
,

在距今 180 0 0 年前的末次冰盛期
,

撒哈拉大气层尘埃的粒度加

粗
,

反映当时信风的强度大于现在
.

在东亚地区
,

末次冰期时海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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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渤海古沙漠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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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e ie n t d e s e r t in B o h a i S e a

降 1 3Om 左右
,

海水退到东海大陆架

边缘
,

黄渤海及东海大部分海底裸露

成陆
,

季风影响的 区域也随之东移
,

而控制亚洲大陆的西伯利亚冷高压却

势强
.

力壮
,

范围远远 大于 今 日
.

因

此
,

在欧洲
、

北美中高纬度广泛发育

大 陆冰盖 时
,

亚洲地区却因 干旱缺

水
,

而呈现 荒漠 (岩漠
、

砾漠
、

沙

漠 ) 和草原景观
.

当时中国东部及部

分陆架的气候比现在干冷
,

为典型的

大陆性气候
.

冰期时渤海是位于亚洲大陆中部

的内陆盆地
,

距海有数百公里远
,

东

南有辽东半岛
、

庙岛群岛和山东半岛

山丘 的阻挡
,

夏 季东南季风影响微

弱
,

全年雨量稀少
,

在西 风区作用

下
,

经历地形再造和物质分异过程
.

分布于渤海海底的松散沉积物为沙漠

的发育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

冰期时
,

渤海具备气候干冷
、

风力强劲和松散物质丰富三个

重要条件
,

渤海古沙漠的发育顺理成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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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渤海古沙漠的沉积特征

一个地质体的客观存在
,

必定在地层中留下它的记录
.

在渤海西部
、

中部和东部都有局

部残 留沉积分布
,

大部分地区在表层全新世盖层下
,

为晚更新世砂质沉积
,

这些都是古沙漠

体的遗存
.

此外
,

在渤海古沙漠的东南缘陆地有沙漠的衍生沉积物

—
黄上分布 (图 2)

1
.

渤海的残留沉积

渤海砂质沉积约占渤海面积的四分之一
,

大多为残 留沉积
,

主要分布在渤海东西两侧
.

渤海东部辽东浅滩
、

渤中浅滩和渤海海峡北侧的砂质区连成 一片
,

水深 15 一3 0 m
,

渤海海

峡更深
,

主要 由黄褐色细砂和极细砂组成
,

砂粒多有铁质污染
,

磨圆好
,

分选好
,

平均粉径

M :
为 2

.

7一3
.

2中
,

标准差
a ,
为 o 4 l

es - 。
.

5 4
,

个别站达 1
.

6
,

偏态 s 、 ,
有一 0

.

0 4

一
0

.

13 和 ( )
.

0 1

一刊 )
.

59 两组
.

重矿物含量显著高于周围海区
,

最高值为 犯
.

2 %
,

其中钦铁矿
、

石榴子石
、

错

石等稳定矿物含量可达 68 %
,

而普通角闪石
、

绿帘石等不稳定矿
一

物含量降至 30 % 以 下 有

孔虫壳体破碎
,

伴有褐色污染
.

抱粉组合反映气候较现在温凉
,

但又含热带
、

亚热带的风尾

藏抱子 16
.

3 %
.

以 上均反映残 留沉积特征
.

辽

东浅滩残留砂在现代潮流作用的改造 卜
,

已形

成规则的潮流沙脊地貌形态
.

尽管它们 已基本

与现代动力条件平衡
,

但物质明 显地具有残留

特征
.

渤海西部残留沉积分布在滦河 11 外和厂
、

股

河 口外
,

面积较小
.

在现代滦河 「l东南 以及北

侧至北戴河的滨外海域
,

水深 6一 15 m
,

离岸

约 10 一20k m
,

沉积物显著粗化
,

为灰黄仑中

砂或 中细砂
,

砂质纯净
,

磨圆度很好
,

分选很

好
,

峡 为 l
.

4l ee es 2
.

45 中
, a ,

为 0
.

26
一

刁
.

5 2
,

个

别值为 2
.

30
,

S KI 有 一 0
.

01 一一 0
.

10 和 0
.

0 {一
0

.

82 两组
,

且滦河 口南部 中砂 以 负偏 老 为

主
,

北部中砂以正偏态为
_

L
.

概率曲线 由 至

三段 构成
,

跃移组分 占 95 % 以 上
,

分送 极

好
,

曲线形式 与离岸 6 k m 的莲花池残 留风成

沙丘砂曲线相似 (图 3)
.

滦河 口外残 留砂的矿物特征也很明显
,

重

矿物 含量 高
,

其 中金属 矿 物 平 均含 量高达

47
.

6 %
,

普通 角闪石 含量仅占 11 %
,

儿丁不

含云母
.

重矿物磨圆好
,

粒状矿物成似球状
,

长柱状角闪石成短柱状或粒状
.

上述两区都是典型的残留沉积
,

结构成熟

”卯姑90劝6040201051
01

2 }:7 滦河 口外残留砂 25
: 滨外坝砂

6 : 莲花池沙丘砂

图 3 滦河 口外残留砂概率累积曲线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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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e li e t s a n d

度很高
,

质纯
、

均匀
、

磨圆度好
,

分选很好
,

重矿物含量高
,

尤其是稳定矿物含量高
,

儿乎

不含粘土和白云母
.

以往的研究都把这些残留砂看作古滨海或古海滩沉积物
.

不可否认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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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粒在全新世海面上升过程中
,

受到波浪的改造
,

因而具有某些波浪砂的特点
,

但改造得并

不彻底
,

还保留着风成砂的痕迹
.

沙丘砂和海滩砂有许多相同的性质
,

比较难以区别
.

总的

讲
,

前者结构更为成熟
,

粒度参数的区别是 : 沙丘砂大多为正偏态分布
,

而海滩砂大多为负

偏态分布
,

这正可以解释
一

上述两仄 凡
,
都有正

、

负两组分布的原 因
.

此外
,

砂粒和虫壳有褐

色铁质污染毛 缺乏生物化石 ; 抱粉种属冷暖混合 ; 有孔虫壳体残破等均反映风成再沉积的特

点
.

从残留沉积的分布西北部较粗 (中砂和 中细砂 )
、

东南部较细 (细砂和极细砂 ) 的特点

看
,

无疑是西北风起着主导作用
.

.2 埋藏的砂质沉积

渤海上千公里浅地层剖面资料揭示
,

在表层全新世水平盖层 3一 s m 深处
,

普遍有数米

厚的砂质沉积
,

发育大型交错层理
,

有高倾角的前积纹层
,

倾角多在 13
“

一28
。

间
,

砂层

顶面有明显 的侵蚀痕迹
.

上下呈 不整合接触 (图 4)
.

可以推测
,

更新世末次冰期时
,

这些

砂以砂丘形态裸露于地表
,

后来被侵蚀夷平
,

堆积全新世海相沉积
,

故两者呈不整合接触
.

一一
二二

一
二二二 二二—

一

_ 一
二

~
一—

二二之 一

次渤海中部 b
.

渤海西部

图 4 浅地层剖面仪记录及解译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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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埋藏砂质沉积从辽东湾和渤海中部发育最好
,

厚度 7一巧 m
,

前积层倾角大 ; 渤海

西部次之
,

砂层薄
,

倾角缓二 莱州湾未发现
.

辽东湾埋藏砂层前积纹层倾角偏南
,

反映物质

纽1匕向南运多
.

正是西北区猛烈吹刮的结果
.

.3 沙漠外缘之黄土沉积

黄 :.1是冰期 干冷气候条件的产物
,

主要分布在沙漠外围顺风向处
.

渤海周边黄 上分布 于

辽东半岛南部的盖县到大连一线
,

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北岸的蓬莱等地 (图 2)
.

黄 L以坡

积形式存地
,

向 向渤海
一

侧发育好
,

厚度大
,

远离渤海的黄土发育薄而少 本区黄土来源 于

渤海 : i J
一

沙漠
,

并非来 自中亚或西北的沙漠
.

这由黄土的粒度和矿物成分可以证明
.

本区黄 卜

的粒度都粗于西北黄 土
.

如大连黄土中值粒拚为 49 料m
.

细砂成分占 30 % 以 匕 而洛川黄 l几

中位粒径为 13尽m
,

细砂成分小于 10 %
.

本区黄土的稳定矿物含量也低于西北黄
一

上
.

在庙岛 70 一 l ()0 m 高处分布的黄土 中含 24
.

79 % 细砂
,

又 含个体较小的有孔虫壳体
,

推

测在冰期低海面时
,

西北风将裸露在渤海海底的粉细砂和有孔虫壳体扬起
,

堆积在渤海东南

缘之山坡沟谷
,

发 育成 黄于
`

.

通过对黄土 中钙结核碳 14 测年可知
,

大连黄 仁与马兰黄 l 同

期
,

形成年龄为即今 6 0 00 0一10 0 00 年前
,

主要形成于 12 00 0一 2 5 0 00 年前
,

正是 1: 木冰期兑

盛时期
,

就渤海周边黄土本身而言
,

粒度 自北向南变细
,

稳定矿物北低南高
,

反映黄 土搬运方向

自
一

1匕间南
,

以偏北风作用为主
.

从 卜述渤海砂质残留沉积具有风成沙丘砂特点
,

埋藏砂质沉积有高倾角的前积纹层
,

以

及周边黄土的分布和特点看
,

渤海在晚更新世末次冰期时确实发育了沙漠
.

其范围和程度的

初略估计为辽东湾和渤海中部发育较好
,

渤海湾较差
,

莱州湾凡乎没有沙漠发育

收稿 Ll期 : 19 () 0 年 7 月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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