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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与陆架沉积

秦蕴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 )

提要 晚更新世末期中国陆架的古环境与北美洲和欧洲都不相同
,

前者发育了劳伦泰德冰原
,

后者

出现 了斯堪狄纳维亚冰原 ; 亚洲大陆不但未生成大陆冰源
,

反而出现规模更大
、

范围更广的沙漠和黄 上分

布区 (也包括中国陆架的大部分地区 )
。

最后冰期结束以后
,

北美和欧洲的大陆冰盖逐渐融化
,

给北美 和欧

洲 的陆架提供足够的水源
,

当地地壳的 回弹又加大了河流的冲刷能力
,

而一旦大陆冰原 的冰完全消融 以

后
,

这些通过和流人陆架的河流
,

又失去了径流
。

全新世海侵发生以后
,

在那里的陆架区
,

自然会留 卜许

多埋藏 占河道的遗迹
。

中国陆架沉积环境 (特别是北方陆架区 ) 则以干早和寒冷为特征
。

在冰期最盛时的

中 {门陆架不仅得不到大陆冰盖的保护
,

出露了的陆架反而要遭受风暴的吹蚀作用
。

所以风力吹蚀作用是晚

更新世末期中国陆架的基本动力
。

因此
,

最后冰期最盛时的中国陆架区发生 沙漠化沉积及其衍生沉积是其

最重要特征
,

据 目前所知 : 陆架沙淇化的主要沉积类型有 ( l) 漫长的风蚀基面 ; (2) 大面积的混杂堆积 ;

(3 )
“

休止角型
”

沉积结构 ; 和 (4) 典型的埋藏沙丘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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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蕴珊 男 58 岁 研究员 海洋沉积

全球 变化研 究 的重要 课题 之一是 过去 的全 球变 化
,

即所谓 的 P A G E S ( p as t g fo ab l

ch an ge s
)

。

由于海底沉积物是地质过程的产物
,

同时保存着大量的科学信息
,

因而把海底沉积的

研究做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是当前海洋沉积学研究的前沿

课题

在厂
`

大海洋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

我国陆架沉积的研究有了 长足发展
,

通过对大量海上

调查资料的积累和分析研究
,

提出 了一些在国际 卜有相当影响的学术观点 ; 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

学术论文 ; 出版了一系列陆架地质与陆架沉积的专著
。

标志着中国陆架沉积学的研究已经进 入新

的阶段
,

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

概括地说
,

中国陆架沉积
,

基本上是由两个不同时期的沉积物组成
: 其一为现代沉积

,

即全

新世海侵以来的海底沉积
,

主要包括长江
、

黄河
、

珠江等众多人海河流带来的泥砂沉积
、

沿岸流

沉积
、

风成沉积
、

生物沉积
、

化学沉积和其他陆源沉积等 ; 其 三为所谓残留沉积
,

即晚更新世末

期时的
“

陆架沉积
” 。

两者成叠加的关系
,

共同构成了中国陆架的基本沉积格局
。

有的学者从水动

力学的观点对陆架沉积进行 了新的分类
,

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刘锡清
,

19 9 0)
。

根据目前的研

究
.

中国陆架沉积模式的阐述虽然清楚地解释了陆架沉积的分布特征
,

并在形成时代上进行了

新
、

老区分
,

但未能全面说明残留沉积形成的原因
、

机制和动力
,

进而探讨中国陆架在晚更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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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的 自然地理环境及其背景
。

中国陆架地区存在着残 留沉积
,

这是基本事实
。

当 K
.

0
.

E m er y

最初提!出
“

残留沉积
”

这一概念时
,

确实推动了世界陆架沉积学的研究
,

也促进了中国陆架沉积学

的发展
。

然而随着探测技术的发展
,

在运用浅层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大面积测量
,

获得数千公里记

录
、

发现若干新的沉积结构
、

展示若干沉积地貌体的空间结构及其分布特征与时间上的变化规律

以后
,

简单沿用过去的
“

残留沉积
”

一词
,

已经无法解释新发现的一些地质现象
,

也无法阐明若干

沉积体的形成原因
。

于是
,

晚更新世末期
“

中国陆架曾经发生过沙摸化并且还产生一系列衍生沉

积
”

这一新概念
,

近年来开始 出现在中国陆架地质学的研究 中 (赵松龄
,

19 91 ; 秦蕴珊等
,

19 9 ;1 李培英等
,

19 9 1)
,

以做为残留沉积概念的补充和发展
。

要查明晚更新世末期的
“

陆架沉积
”

环境
,

必须对当时陆架
·

沉积环境的自然地理特征进行研

究
。

根据最近对黄海陆架具有高分辩率浅地层记录和沉积岩心的分析
,

现已发现晚更新世末期的
“

陆架沉积
”

曾发生过沙漠化
,

并且还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衍生沉积
,

即陆架区的黄土沉积
`

按照

最近的认识
,

晚更新世末期的陆架沙漠化及其衍生沉积
,

可以比较完善地解释当时陆架沉积的原

因
、

机制和动力
,

即可以解释
“

为什么
”

会产生和出现残留沉积的问题
。

研究中国陆架的沉积环境特征时
,

必须运用全球变化的观点进行综合对比
。

晚更新世末期
,

中国陆架的古环境与北美洲和欧洲都不相同
,

北美洲发育了劳伦泰德冰原
,

欧洲出现了斯堪狄纳

维亚冰原 ; 而亚洲大陆不但未生成大陆冰原
,

反而出现规模更大
、

范围更广的沙漠和黄土分布

区
,

包括中国陆架的大部分地区 (杨怀仁
,

19 8 7)
。

最后冰期结束以后
,

大陆冰盖逐渐融化
,

给

北美和欧洲的陆架提供足够的水源
,

当地地壳的回弹又加大了河流的冲刷能力
,

而一旦大陆冰原

的冰完全消融以后
,

这些通过和流人陆架的河流
,

又失去了径流
。

全新世海侵发生以后
,

在当地

的陆架区
,

自然会留下许多埋藏古河道的遗迹
。

中国陆架沉积环境 (特别是北方陆架区 ) 则以干

旱和寒冷为特征
,

风力吹扬作用是晚更新世末期中国陆架区的基本动力
。

本文着重讨论最后冰期

时中国陆架区的环境特征以及与这种环境变化相适应的沉积结构的特征
。

1
.

晚更新世末期中国陆架的古环境

研究中国陆架古环境
,

必须对影响陆架环境变化的因子进行综合性研究
,

以获得正确的结

论
,

下文首先讨论晚更新世末期中国陆架的古环境
:

最后冰期最盛时期
,

全球气温平均下降 8一 13 ℃
,

大洋水温平均下降 6℃
,

西北太平洋表层

水温下降 2一 3℃
。

蒙古高压得到进一步增强
,

冬季时间加长
,

风力加强
,

风速增大 (以现代渤

海为例
,

渤海海峡的最大风速达到 40 m / s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地质室
,

1 9 85 )
,

冰期时出现

这种风速的频度应当更大 )
。

寒冷的冰期气候
,

使亚洲北部亚寒带界限南移
,

渤海和北黄海地区

出现斑块状
“

永冻层
” ,

而当气温回升以后
,

由于融化作用又易产生塌陷沉积和沼泽沉积
。

冰期时

期西北太平洋降低了的水温
,

使台风的形成失去了源地
,

亚洲大陆失去了大量降水
。

随着气温的

降低
,

使全年的降水形式以固态为主
,

河流得不到足够的径流
,

使陆架区的大陆度增加
。

由于世

界洋面的降低
,

原先流人海洋的河流
,

因径流量的减少
,

不能维持与海洋同步下降
,

而转化为内

流河系
。

黑潮路径的南移的亲潮的南下
,

使陆架的大部分地区温度进一步降低
。

河床冰封时间的

加长
,

不利于河道的稳定
.

风力吹扬作用不仅仅是了后冰期时期亚洲大陆的主要外营力
,

也是当

时中国陆架区的主要外营力
。

晚更新世末期
,

中国内陆地区的主要沉积特点是沙漠化的范围得到

进一步的扩展
,

黄土沉积的厚度逐渐加大
。

与此同时
,

陆架区也出现沙漠化的环境
,

并且还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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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

③强沙漠化地区经常出现
“

休止角型
”

沉积结构 在大面积的混杂堆积 中
,

往往还发育着
“

休止角型
”

沉积结构
。

通常认为休止角型沉积是风沙沉积的特征
,

其堆积角度一般在 28
“

一
犯

“

之间
,

陆架区能大量出现这种沉积结构
,

应当是风成沉积的又一证明
。

在中国北方陆架地

区发现的休止角结构
,

其方向比较固定
,

往往形成平行的斜层理
,

集中分布于某些特定的地区

(图 3 )
。

图 3 位于南黄海地区的休止角型沉积结构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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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典型的埋藏沙丘 现代中国海岸的某些岸段
,

还发育有正在活动的风成沙丘
,

如山东半

岛北部的烟台附近
、

南部的石岛附近
、

河北省的昌黎地区等
。

晚更新世末期中国陆架在古季风的

作用之下产生更多的沙丘沉积
,

应当是 自然的事情
。

所以在某些 J熟有混杂堆积的地区
,

还可以找

到保存完好的沙丘状沉积结构
,

为中国陆架地区在晚更新世末期曾发生过沙漠化
,

又提供了新的

论据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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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位于南黄海的典型的沙丘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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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方陆架区的塌陷沉积

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冷
,

北方冻土带南移
,

有 可能占据着渤海和北黄海的大部分地区
,

形成

斑块状冻土分布区 ; 一旦气候变暖
,

埋藏冰体融化
,

形成部分空隙
,

然后又在上层压力之下产生

塌陷沉积 (图 5)
。

从图 5 可以看出
,

具有类似同心弧状的弯曲型沉积结构
,

展示了原始沉积未

被破坏的特征
,

是塌陷沉积的典型剖面
。

其他与北方寒冷环境有关的沉积类型
,

还有
“

肿涨
”

结构

等
。

由于冰冻作用而产生
“

肿涨结构
”

是冰期时期中国北方陆架区的重要沉积结构之一
,

它在浅地

层的记录中
,

显示为连绵不断的微波状起伏
,

相互平行排列
,

而原始层面未被破坏
。

目前
,

这项

研究正
.

在进行中
。

.4 粉尘沉积

在晚更新世时期
,

中国大陆北部一直为黄土沉积时期
,

自然也要影响到中国陆架沉积的组

分
。

据 目前所知
,

渤海和黄海陆架沉积中的细粒组分
,

远远高于东海和南海地区
,

展示了大陆环

境对陆架环境的影响
。

最近
,

我们在西北太平洋的菲律宾海沟
,

水深 2 0 00 多米处取得的岩心中

发现了粉尘性黄土沉积
,

表明冰期时来 自亚洲大陆的风力作用及其沉积对中国陆架及其邻近海域

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

5
.

陆架沉积与灾害地质关系的研究

根据浅地层剖面仪的记录
,

发现有下述沉积类型与陆架灾害地质有关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 1) 正常的陆架沉积与混杂堆积的交界地带
,

如辽东湾中轴线附近 ; ( 2)
.

陆架上发生部分沙漠

化的地 区
,

如辽东湾中轴线 以西 ; ( 3) 曾经发生过塌陷沉积的地区
,

如辽东湾及辽东浅滩一

带 ; ( 4 ) 发育旧冰楔沉积和肿涨沉积的地区
,

主要出现在渤海海域 ; ( 5) 存在大型休止角结构

的地区
,

如辽东浅滩
、

黄海槽槽 口 ; ( 6) 衍生沉积与混杂沉积的交界地带 ; ( 7) 古河道的分

布 ; ( 8 ) 埋藏湖岸附近等
。

这些沉积类型的划分和分布位置的确定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质意

义
。

1
.

用全球变化的观点去分析陆架区多种环境因子的变化与及其相互关系
.

如 : 晚更新世以来

的气温变化
、

水温变化
、

冻土带的变动
、

气候带的移动
、

风暴作用与沉积
、

降水变化
、

径流变

化
、

河流状况
、

湖岸位置
、

沉积类型变化
、

地貌特征变化等
。

2
.

用全球变化的观点去分析中国陆架环境与欧洲
、

北美洲陆架环境发育过程的异同
,

以进一

步阐明中国陆架环境的沉积规律
。

3
.

晚更新世末期的冰期最盛时期
,

中国北方的干旱化环境扩大到陆架地区
。

因此
,

要用海
、

陆对比
`

方法查明中国陆架沉积的基本规律
,

如陆架上的黄土沉积与内陆黄土沉积的关系等
。

4
.

查明陆架区的粉尘型黄土沉积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与时间上的变化规律
。

5
.

阐明中国陆架沉积环境与沉积类型的变化
,

对陆架工程地质问题的影响
。

赵松龄研究员和翟世奎付研究员为本文提供 了宝贵资料和帮助
,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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