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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晚更新世淹没

海滩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①

沈浩杰 王先兰
(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杭州 3工。 01 2 )

摘 要 海洋地质调查中
,

在东海陆架南缘
·

现今水深 1朽 m 采到 了大块完整的薄板状岩石样品
。

经分析研究其

岩石学特征和生物碎屑
,

生态环境多为潮间
、

河 日或潮 F带
,

与现今水深
、

生态环境明显不符
。

由此笔者认为
:

此

处的岩石应为海滩环境产物
,

属于被淹没的古海滩岩
。

由海滩岩的化学成分
、

形成环境及时代
、

产出地段可知
,

在

晚更新世末次冰期低海面阶段
,

东海陆架南缘曾出现过河 口
、

滨岸和潮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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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海滩岩乃是热带
、

亚热带潮滩特有的

碳酸盐沉积岩
。

由于形成于特殊的地貌部位与沉积

环境
,

因而是一种 良好的古地理
、

古气候和成岩作用

的标志
。

海滩岩的形成与海平面也有密切关系
,

是恢

复古海面位置和重建海平面变化历史的重要标志之

一敌一直受到中
、

外海洋地质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

在找团南海者岛
、

东南沿海等地
,

海岸与海底全

新世海滩岩和第四纪不同时期形成的古海滩岩分布

广泛
。

40 年代即有报导
,

60 一 80 年代研究者更多
。

然

而我国 目前所发现的大多数是全新世海滩岩
,

晚更

新世以前的古海滩岩所见不多
。

80 年代初在汕头岸

外
,

南海北部陆架及冲绳海槽
、

陆架及岛坡 发现 了沉

溺的古海滩岩
。

90 年代初笔者在东海陆架南缘海洋

地质调 查中又采集到 了大块完整的古海滩岩样品和

多处 的生物碎屑岩样品
,

分别位于 目前水深约 11 5

m ( 图 1 )和水下 1 1 0一 2 4 1 m 之间的海底表面
。

由于各种原因
,

海洋地质调查未能深人进行
,

故

采到的仅仅是极少部分海滩岩的露头
。

极大多数可

能被
“

残留砂
”

覆盖
。

由此笔者认为东海陆架南缘坡

折带附近广泛散布着淹没的古海滩岩和生物碎屑灰

岩
,

这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调查研究
。

1 2 3
.

124
.

图 1 海底海滩岩与生物碎屑灰岩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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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滩岩的岩石学特征

本次调查取得的海滩岩为薄板状海滩岩样品
,

长约 5 0 e m
,

宽约 2 6 e m
,

高约 6 e m
。

岩石坚硬
,

表面

粗糙多孔
,

孔隙率为 5%一 25 %
,

表面附着大量寄生

生物
。

刚从海底取出时
,

上表面五彩缤纷
,

下表面黄

褐色并含有大量 白色长条状多 毛类生物 (照片 1
,

2 )
。

① 本文在王先兰
、

沈华梯等教授的指导帮助下完成
,

同时呈向为本文提供资料的专家
、

教授
,

在此笔者表示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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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薄板状海滩岩中古生物属种及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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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区
、

潮间一潮下带
,

泥砂滩
4一 Z o m

,

泥砂底
、

贝壳堆或砂砾

河口区
、

潮间带
,

I Om 士
,

泥砂底

5 ~ 2 0 m
,

细砂泥底

潮间一潮下带

5 5 0 m
,

砂底 (与图版 I 一

8 同 )

潮间侵水带及低潮线以下 20 m 岩石上 (与图 I 一 5 同 )

3 6一 5 4 m
,

泥砂或泥底

潮间带多见

潮间带中下区

潮间一低潮线附近
,

螺壳多数破碎
、

氧化

表 2 海滩岩化学成分表 (w % )

T a b l e 2 C h em i e a l e o m P o s i t io n s o f b e a e h r o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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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胶结物的电子探针分析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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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滩岩成岩环境与形成时代

由上述海滩岩岩石学特征分析
,

笔者推测海滩

岩可能形成于海滩环境
。

成岩区水深较浅
,

水动力较

强
,

该区又是高温高盐的黑潮 主干流人 口和流经地

带
,

环境温度较高
,

对成岩作用有利
。

因此岩石中碎

屑颗粒较粗
,

胶结物结品程度较高
,

板状海滩岩可能

产于地形 比较平坦开阔的 中
、

高潮位带
,

沉积过程中

也许受到过暴风浪的影响
。

因为由我国沿海全新世

海滩岩的实例可知
〔̀ 一 7〕 ,

上述环境中的海滩岩碎屑

颗粒较粗
,

层理构造较好
,

若暴风浪参与沉积过程
,

将进一步强化水动力条件
,

造成海滩岩中碎屑组分

单调
,

粒度粗分选程度下降
,

此外距岸线越近越有利

于淡水参与胶结成岩作用
,

从而促进低镁方解石的

产生
。

由于这类岩石表面普遍有寄生生物
,

测定岩石

形成年代时
,

尽可能消除它们的影响
,

为此
,

对岩石

进行了分层剥离取样
,

分别测定了
` 4
C 年代

,

结果如

下
:

板状海滩岩 表面寄生生物形成年代大约 为

1 6 9 3 2 士 7 8 0 a B
.

p ;
表 面 贝 壳 样 为 1 8 4 9 0 士

1 3 6 2 a B
.

P ;
中间全岩样为 2 0 3 3 3士 1 6 3 2 a B

.

P
。

此外
,

测年结果表明岩石形成时代大约距今 2

一 2
.

1 万年
,

是东海陆架晚更新世末次冰期低海面

阶段
,

滨岸环境的沉积产物
。

成岩区位于东海陆架南

部边缘带附近
,

属于淹没的晚更新世海滩岩
,

与该区

现今的水深与水动力环境无关
。

4 海滩岩的地质意义

由本区海滩岩形成的时间和产出地段可知
,

在

晚更新世末次冰期低海面阶段东海陆架南缘带出现

过河 口
、

滨岸和潮间环境
。

当时东海陆架浅水区已海

退成陆
,

与中国东部大陆连成一体
,

海滩岩的存在是

晚更新世末次冰期阶段出现气温升高
,

海平面上升

并停顿的重要证据
。

表明海滩岩成岩时期东海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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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缘带气温明显较暖
,

海平面回升
,

古岸线在现今水

深 1 1 0一 i Z o m (或者 i i o m 以线 )水平上可能一度

相对稳定
,

从而为海滩岩和生物碎屑灰岩的形成提

供了条件
。

\ \ \ 义 \

》勺

落泛
卒

、

饭诀

本区海滩岩
、

生物碎屑灰岩岩石学
、

残留沉积物

组成与特征
、

海滩岩和贝壳砂中古生物的生态学
,

特

别是氧同位素曲线对高分辨海平面变化的记录等一

系列资料均表明
,

东海陆架在距今 21 一 12 K a
之间

,

一直处于冰期低海面阶段
,

海岸线在本区陆架边缘

带大约 1 05 一 1 35 m 范围内波动变化
。

当时整个东

海陆架浅水区已海退成陆
,

与中国东部陆地连成一

体
,

冲绳海槽成为我 国与 日本国的天然分界线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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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2 4 1m w a t e r d e p t h ) s a m p le s w e r e e o
lle

e t e d o n t h e s e a b e d a t m a n y p l a e e s
.

I t w a s co n s id e r e d t h a t t h e e o ll e e t e d r o e k s w e r e o n l y a s m a ll P a r t o f b e a e h r o e k o u t e r o p s
.

M a n y b e a e h r o e k s

: n i g h t b e c o v o r e 《
1 b y r e s id u a l s a ll d a n d t h e r e s h o 一i l d b e a n e x t e n s iv e d i s t r ib u t io n o f s u b m e r g e d b e a e h

一 r o e k a n d

b i l e l a o t i e l im e s t o n e n e a r b y t h e s o u t h e r n s h e l f b r e a k z o n e o f t h e E a s t C h i n a S e a ,

w h i e h n e e d s f u r t h e r i n v e s t ig a
-

t i o n s a n d s t u d y i n t h e f u t u r e
.

A n a ly s i s s h o w s t h e e h ar
a e t e r s o f b e a e h r o e k s :

( 1 ) T h e r o e k 15 m a i n ly e o m p o s e d o f t e r r ig e n o u s f r a g m e n t
,

b io
一 e la m s h e l l f r a g m e n t a n d e e m e n t

,
t h e t h r e e

k i ;记 5 o f e o m p o n e n t s b e i n g n ot w e ll
一

d i s t r ib u t e d
.

C l a m s h e ll e o n t e n t 15 a b o u t 2 5一 4 5 p e r e e n t a n d i t s e o m p o s i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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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n l y i n e lu d i n g G a s t r o p od

a a n d l a m e iil b r a n e h i e
.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o t h e r o r g a n is m s ( F o r a m i n i f e r a ,

A L

g a e ,

H e p a t i e a
,

S p o n g y
,

C o r a l f r a g m e n t
,

f o r i n s t a n e e ) 15 n o t m u e h
.

T e r r i g e n o u s f r a g m e n t t a k e s u p a b o u t 3 0一

6 0 p e r e e n t a n d t h e ir g r a in s a r e p r o x im a t e e d g e a n g le
, p r o x im a t e r o u n d o r e d g e a n g le

,

m a i n e o m p o s i t i o n b e i n g

q u a r t z
`

N e x t 15 p l a g ioc h a s i t e a n d k
一

f el d s p a r e t e 二 In e im e n t , e a lc it e 15 t h e im p o r t a n t e o m p o s i t io n
,
t h e n e x t

a r a g o n i t e
.

S m a ll a m o u n t o f a r g i ll a e e o u s e e m e n t 15 a l s o in i t
.

T h e r e a r e b a s e m e n t a l e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s a n d y a n d

s il t s t r u e t u r e
.

E s p e e i a ll y t h e r o e k a p p e a r s s li g h t l y s t r a t i f i e d s t r u e t u r e
.

T h e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s h e ll f r a g m e n t p r e
-

s e n t o a b it o f d ir e e t i v i t y
,

w h i e h s u g g e s t s t h e t r a e e o f e e r t a i n b e a e h e o u r s e s
.

A e e or d i n g t o t h e a n a
ly

s i s
,

su bm
e r g e d b e a e h r oc k 15 n a m e d a n d 15 t h e b io il t h f o r m e d i n s h o r e a n d b e a e h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2 ) C h
e m i s t r y e o m p o s i t i o n s :

C A O h o ld s 4 0
.

4 0 p e r e e n t a n d 5 10
: 1 8

.

7 6 p e r e e n t
.

T h i s e o n t e n t a r r a n g e
-

m e n t o f d i f f e r e n t e o m p o s i t i o n s w a s e h i e f l y e a u s e d b y r a n d o m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o r g a n i s m a n d t e r r i g e n o u s e o m p o
-

s i t io n d u r in g b e a e h
一 a e t i o n e o u r s e a n d b y d i f f e r e n t p o s it io n f o r e o ll e e t i n g s a m p l e s

.

In a d d i t i o n
,

M g O e o n t e n t o f

b e a e h r oc k s , a s w e ll a s t h e d i f f e r e n e e a m o n g f r a g m e n t e o m p o s i t io n
,

g r a n u l a n it y a n d p s e p h i e i t y o f t h e r o e k s
, e a n

i n f e r t h e d i f f e r e n e e o f d i a g e n e t i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3 ) E R A e h e m is t r y
一 e o m p o s i t i o n m e a s u r e m e n t a n d X R D a n a ly s i s o f t成

e e m e n t in d i e a t e d t h a t t h e e e m e n t

o f t h e r oc k w a s m a in l y l o w
一

M g
一 e a l e i t e

.

T h e e r y s t a ill
z a t i o n \ }d

e g r e e o f t h e e e m e n t w a s h i g h e r
.

T h e m e a s u r e -

m e n t r e s u lt o f e le e t r o n i e P r o b e o f t h e e e m e n t w a s i n a e e o r d an
e e w it h t h e a n a l y s i s o f X R D

.

( 4 ) T h e ’ 4
C d a t i n g r e s u lt o f t h e b e a e h r o e k s 15 a b o u t 2 0 0 0 0一 2 1 0 0 0 a B

.

C
.

,

w h i e h i n d ie a t e s t h a t i t 15 t h e

d e p o s i t o f s h o r e e n v ir n m e n t a t lo w s e a le v e l d u r i n g t h e la s t g l a e ia l a g e o f la t e P l e i s t oc e n e ,

b e i n g t o s u b m e r g e d

b e a e h r oc k s o f la t e P le i s t oc e n e
.

In a dd i t io n
,

i t 15 e
on

s id e r e d t h a t t h e f o rm a t io n a n d e h a n g e o f b e a e h r o e k s w o u ld v a r y a e e o m p a n y i n g t h e

o e e u r r e n e e o f v a r i e d g e o l o g i e e v e n t s a n d t im e e h a n g e i n d i f f e r e n t a r e a s a n d u n d e r t h e i n f l u e n e e o f e i r e u m
-

s t a n e e s a n d 5 0 o n
.

eB
a e h r o e k s in d i f f e r e n t m o r p h o l o g i e p o s i t i o n s a l s o s h o w v a r i o u s e h a r a e t e r s

.

I t 15 m u e h e o m
-

p il e a t e d t o e e r t i f i e a t e i t a e e u r a t e l y a n d s t u d y it s v a r i a t i o n a n d d i f f e r e n e e s
.

K e y w o r d s t h e E a s t C h i n a s e a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h e lf s u bm e r g e d b e a e h
一 r o e k e e o lo g i e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la t e P le

-

S t o if C e ll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