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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位于浙 ) 闽沿岸泥质带的 EC2005孔岩性、粒度以及 AM S14 C年代分析, 探讨了研究区自末次冰消期

以来的古沉积环境演化, 认为是湖水或海水深度、气候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岩芯底部 60. 20~ 41. 00 m ( 17. 3 ~

13. 1 ka BP )为湖泊三角洲沉积序列, 可划分为前三角洲 ) 三角洲前缘 ) 三角洲平原三个沉积亚相, 物质来源主要是

湖盆流域物质的输入。随着海平面的逐渐上升,海水自 13. 1 ka BP开始侵入研究区, 形成了 41. 00 m 的海相沉积地

层, 可划分为前滨 ) 近滨 ) 浅海三个沉积亚相, 与海平面变化曲线具有良好的对应。自 12. 3 ka BP开始, 研究区受到

沿岸流影响, 长江物质开始影响研究区, 7. 3 ka BP以来主要是来自长江的悬浮体在沿岸流作用下输送沉积而形成,稳

定的泥质沉积物开始形成。全球性重要气候事件如新仙女木事件、8. 2 ka冷事件在东海内陆架沉积物中也得到了良

好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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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架海平面的升降会改变陆源物质向海洋输运

的通量和方式, 所以陆架海对全球环境变化十分敏

感。陆架沉积物记录了海陆变迁、海平面变化、河流

入海和气候变化等地质信息, 近年来陆架沉积研究,

尤其是内陆架泥质沉积研究倍受关注,并得到较大发

展
[ 1~ 5]
。

  东海陆架是最宽广、平坦的大陆架之一, 在全球

变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长江口和东海内陆

架区域的地质研究表明,长江来源泥质沉积的相当部

分沉积在东海内陆架
[ 6~ 8]
。关于中陆架和外陆架以

及冲绳海槽的研究, 包括岩芯、地球化学分析等也表

明,从河口向南沿岸沉积物的扩散大多数被限制在内

陆架
[ 9~ 11]

。最近, 通过高分辨率的声学剖面和沉积

物岩芯研究了长江口泥质带和浙 ) 闽沿岸泥质带的

范围和沉积历史
[ 4, 5]
。近年来对东海陆架特别是内

陆架泥质沉积物记录的古气候变化研究取得了很大

进展,重建了全新世不同时段高分辨率的东亚冬季风

演化历史
[ 12~ 15]

。

  然而受样品时间跨度的限制,对于东海内陆架泥

质区具体何时形成, 在形成过程中的变化如何, 变化

的起因是什么,形成之前的古环境如何,却所知甚少。

本文以位于浙 ) 闽沿岸泥质带的 EC2005孔作为研

究对象,对末次冰消期以来东海内陆架古沉积环境演

化进行了恢复。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所用岩芯样品为上海海洋石油局第一海洋

地质调查大队勘 407轮于 2005年 11月在东海内陆

架钻探获取 ( 121b20. 0036cE, 27b25. 0036cN, 水深 36

m ),长 60. 20 m, 取芯率 94. 4% ,站号 EC2005(见图

1) ,在室内对该岩芯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样。

  粒度分析在 42. 36 ~ 46. 00 m 段取样间隔为

1 cm,其它深度段采样间隔 2 cm。样品经显微镜下

鉴定,方解石、贝壳等含量很低 (小于 1% ), 所以只用

10%的双氧水去除有机质。处理后的样品在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用法国产 C ilas 940L激光粒度分析

仪进行了粒度测量, 测量范围为 0. 5~ 2 000 Lm, 重

复测量的相对误差小于 2%。

  在对沉积物进行系统观察和描述并完成粒度分
析的基础上,在主要沉积界线细粒沉积物中选取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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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底栖有孔虫或是炭屑样品送美国W oods Ho le海洋

研究所 AMS
14
C实验室完成年代测定, 原始测年数据

利用 CALIB 5. 0. 1软件
[ 16, 17]

进行日历年龄校正 (表

1) ,其它深度年代数据通过内插或是外推获得 (本文

所指的年龄均为日历年龄 )。

图 1 研究区沉积物分布和站位图

(重绘自 L iu等 [ 5] , 图中数字代表近 7 ka以来

长江物质在浙 ) 闽沿岸的沉积厚度, 单位: m )

F ig. 1 Sedim ent distr 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and site o f Co re EC2005

表 1 东海内陆架 EC2005岩芯 AMS14C年代数据

Table 1 AMS14C data of Core EC2005 in the inner

she lf of the East Ch ina Sea

深度 / cm 测试材料 14C年龄 / a BP 日历年龄 / a BP( 1D)

896~ 898 4260 ? 40 4360( 4298~ 4423)

1232~ 1234 4870 ? 45 5193( 5114~ 5272)

2804~ 2806 混合种底栖有孔虫 6750 ? 40 7280( 7233~ 7326)

3308~ 3310 10700 ? 90 12100( 11917~ 12283)

3676~ 3678 10800 ? 40 12262( 12175~ 12349)

4100~ 4102 11200 ? 210 13087( 12924~ 13250)

5084~ 5086 炭屑 13000 ? 85 15346( 15176~ 15516)

5572~ 5574 13750 ? 65 16368( 16165~ 16571)

2 分析结果

2. 1 粒度参数与频率分布曲线

  运用矩法 [ 18 ]
计算出沉积物平均粒径、标准偏差、

偏度和峰度。可以看出,四种粒度参数具有较好的对

应关系, 根据其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 (自

底部向上分别为阶段 1、2、3、4、5、6a和 6b,见图 2、表

2)。计算了各阶段平均粒径的均值和标准偏差, 均

值为该阶段的平均值,其值大小反映了水动力条件相

对其它阶段的强弱变化,而标准偏差则表示平均粒径

在阶段内的波动情况,反映了阶段内部水动力条件的

稳定性,结果见表 2。频率分布曲线能够显示出粒度

变化和各粒径的百分含量,出现极高频率时的粒度值

即为众数值,对于沉积环境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19]
。

  自岩芯底部至 41. 00m,沉积环境在此阶段发生

了 3次大的变化 (划分依据详见下文 )。

  阶段 1平均粒径、标准偏差较小而且变化相对稳

定,反映了沉积物分选较好, 粒径分布为不对称正偏

态、峰度较低,频率分布主要为单峰分布, 众数值为 4

~ 4. 6 <, 少数层位为双峰分布, 众数值为 9. 1 < 和

6. 4 <, 反映了相对较弱的水动力条件和相对稳定的

沉积环境。

  各粒度参数在阶段 2均达到了最大, 频率分布变

化也最大, 主要为单峰和双峰分布, 众数值主要为 4

~ 4. 6 <, 2. 9 <, 而且出现了 0. 8 <的极高值, 少数层

位存在众数值为 9. 1 <和 6. 4 <左右的双峰分布,说

明了水动力条件在阶段 2达到了最强而且也最不稳

定,指示了最不稳定的沉积环境。值得注意的是,

52. 80~ 52. 22 m平均粒径达到了最粗, 且分选良好,

呈现出极高的正偏度和峰度,说明水动力条件达到了

最强, 沉积物受到多次的搬运或是分选所致。

  各参数在阶段 3减小, 但是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频率分布为双峰和三峰分布, 众数值为 9. 1 <、6. 4 <

和 4~ 4. 6 <,而 2. 9 <和 0. 8 <的众数值消失,较低

的标准偏差反映了较好的分选, 呈现出的正偏反映出

沉积物中仍然具有较多粗颗粒物质, 此阶段水动力条

件减弱,沉积环境较为稳定, 可能说明研究区水深有

所增加。

  总体而言,此三个阶段水动力条件呈现出较弱 )

最强 ) 最弱的变化趋势,沉积环境稳定性则表现出相

反的趋势。

  自 41. 00 m至顶部, 沉积环境在此阶段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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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大的变化。

  各粒度参数在阶段 4均达到了最大, 频率分布以

单峰和三峰分布为主,众数值主要为 4~ 4. 6 <,存在

9. 1 <和 6. 4 <的峰值,分选较差而且粗颗粒物质相

对增多,水动力条件较前一阶段增强, 沉积环境的稳

定性有所减弱。

图 2 东海内陆架 EC2005孔年代、粒度参数与频率分布曲线

F ig. 2 Chrono logy, grain size param e ters and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 f Core EC2005 in the inne r she lf of East China Sea

表 2 EC2005孔各阶段粒度参数、组成统计

Table 2 S tatistic analysis of gra in-size param eters and composition s at d ifferen t stages of Core EC2005

层位 /m 阶段 均值平均粒径 /< 标准偏差平均粒径 粘土 细粉砂 粗粉砂 极细砂 细砂 中砂 粗砂 极粗砂

0~ 10. 74 6b 7. 22 0. 12 33. 9 47. 4 18. 5 0. 2 0 0 0 0

10. 74~ 28. 06 6 a 7. 37 0. 08 35. 4 51. 7 12. 9 0. 0 0 0 0 0

28. 06~ 36. 80 5 7. 07 0. 32 31. 7 44. 8 23. 1 0. 4 0 0 0 0

36. 80~ 41. 00 4 6. 13 0. 55 17. 9 30. 9 46. 9 4. 3 0 0 0 0

41. 00~ 50. 94 3 6. 92 0. 40 27. 3 45. 6 26. 6 0. 4 0. 1 0 0 0

51. 00~ 55. 90 2 4. 83 1. 26 10. 7 20. 1 27. 3 19. 0 19. 3 0. 5 0. 03 0. 30

56. 00~ 60. 20 1 6. 13 0. 62 17. 2 33. 1 43. 9 5. 5 0.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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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粒径和标准偏差在 36. 80 m以上发生了突

变,偏度和峰度自此也开始较为稳定, 说明水动力条

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阶段 5主要为双峰和三峰分布,

存在少数单峰分布,众数值主要为 9. 1 <、6. 4 <和 4

~ 4. 6 <,底部平均粒径较小而且变化较小,至上部先

逐渐增加后迅速降低, 说明水动力条件曾经较弱, 而

且比较稳定,之后水动力条件逐渐增强后迅速降低,

标准偏差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说明随着水动力条件

的变化分选也相应的变化, 此阶段水动力条件越强,

沉积环境越不稳定。

  28. 06 m至顶部各粒度参数相对较小而且比较

稳定, 只是 10. 74m以上层位各参数波动稍大, 据此

可以划分出阶段 6a和阶段 6b。阶段 6a主要为双峰

分布, 众数值主要为 9. 1 <、6. 4 <, 少数层位出现 4~

4. 6 <峰值的三峰分布, 反映了水动力条件最弱; 阶

段 6b多数层位呈现出三峰分布,少数为双峰分布, 众

数值为 9. 1 <、6. 4 <、4~ 4. 6 <,水动力条件较前一阶

段又有所增强, 标准偏差变化较大反映出分选稍差,

沉积环境较阶段 6a不稳定, 但阶段 6总体表现为最

弱的水动力条件和最强的稳定性。

  此三个阶段水动力条件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减弱

的趋势,沉积环境的稳定性则逐渐增强。

2. 2 粒度组成

  根据 Uddon-W entw orth标准,将沉积物大致划分

为粘土 ( > 8 < )、细粉砂 ( 6~ 8 < )、粗粉砂 ( 4~ 6 < )、

极细砂 ( 3~ 4 < )、细砂 ( 2~ 3 < )、中砂 ( 1~ 2 < )、粗

砂 ( 0~ 1 < )、极粗砂 ( - 1~ 0 < )组分。计算了各阶

段各粒度组分的平均值 (表 2) ,一般来讲, 水体中粗

粒组分的高含量代表水动力条件较强,细粒组分的高

含量则代表水动力条件较弱。

  阶段 1, 极细砂以上组分占 5. 8% , 粉砂含量很

高,可高达 77%, 粘土含量较少, 仅为 17. 2% ;阶段 2,

与其它阶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具有极高的粗颗粒含

量,极细砂以上组分占 39. 1%, 粉砂含量约为 47%,

粘土组分则为岩芯最低,仅为 10. 7% ;阶段 3, 与阶段

1和 2相比粗颗粒组分减少,极细砂以上组分仅占 0.

5% ,粉砂含量约为 72%, 粘土组分则达到了三个阶

段的最高, 为 27. 3% ; 阶段 4, 极细砂组分又有所增

加,可达 4. 3% ,粉砂含量约为 78%,粘土组分含量则

下降至 17. 9% ;自阶段 5开始, 粘土组分迅速增加,

而极细砂以上组分则较少,粉砂含量低于 70% ,各组

分含量变化较之其它阶段也较小,阶段 6相对阶段 5

具有更高的粘土组分含量和更低的极细砂以上组分。

统计结果与前文粒度参数结果一致。

2. 3 概率累积曲线

  从图 3可以看出, EC2005孔沉积物概率累积曲

线一般都为两段式, 主要由悬浮组分和跳跃组分构

成,只是在阶段 2部分层位出现牵引组分。阶段 1跳

跃组分含量为 10% ~ 80%, 跳跃组分和悬浮组分的

分界点大约为 3~ 5 <, 阶段 2跳跃组分则最高可达

90%,悬浮组分相对较少, 二者分界点大约为 3~ 4

<, 沉积物概率累积曲线变化较大, 各组分的分选系

数也变化较大,说明阶段 2相对阶段 1水动力条件较

强,而且变化较大,反映了沉积环境的多变性。阶段

3跳跃组分明显减少, 含量小于 30%, 与悬浮组分的

分界点大约为 4~ 5 <,各组分分选系数变化较小, 反

映了水动力条件较弱, 沉积环境相对阶段 2较为稳

定。阶段 4跳跃组分含量略有增加, 含量为 10% ~

60%,与悬浮组分的分界点大约为 4~ 5 <, 各组分分

选系数变化较小,水动力条件有所增强,沉积环境较

为稳定。阶段 5跳跃组分含量为 10% ~ 80% , 与悬

浮组分的分界点大约为 4 ~ 6 <, 各组分分选系数变

化较大,反映出在此阶段水动力条件变化较大, 沉积

环境较不稳定。阶段 6 ( 6a、6b)跳跃组分含量较少,

小于 10% ,与悬浮组分的分界点大约为 4. 5~ 6 <,各

组分特别是悬浮组分的分选系数基本一致,反映了水

动力条件最弱,而且沉积环境最为稳定。

  各个阶段概率累积曲线均呈现出在 9 <左右出

现一个次总体,即粘土组分, 表现出无论在何种沉积

环境下该总体始终存在, 而且分选系数变化不大, 这

可能是由于粘土粒级的起动力较弱, 受其它因素影响

较小所致
[ 20, 21]

。经典的 V isher概率累积曲线
[ 22]
使

用的粒度计量下限为 4. 5 < ( 44 Lm),使得其概率累

积曲线中缺少细粒组分 ( > 4. 5 <或 < 44 Lm ),而沉

积物中的细粒组分含量是明显不可忽视的,这就造成

了原始概率累积曲线的不完整性
[ 23]

, 随着分析技术

的发展、测试精度的提高, 这种不足有待修正, 概率累

积曲线上粘土组分的指示意义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4 C) M图
  C ) M 图是 Passaga在研究了搬运营力的最大动

能与平均动能关系后制作的图形,与搬运作用密切相

关,可以用来分析沉积物的水动力状况,其中 C为百

分之一含量的最粗粒径值,代表水动力搅动开始搬运

的最大能量;M 为中值粒径,代表水动力的平均能量,

C和M 以微米为单位在双对数坐标纸上投点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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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 ) M图上 (图 4) EC2005孔 41. 00 m以下沉

积物, 特别是阶段 2的 C值和 M 值基本成比例的增

加,与 C=M 直线平行, 具有递变悬浮特点。阶段 2

部分层位投点平行于 M 轴, 即 C值不变, 而 M 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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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具有滚动和悬浮特点, 可能是由于滚动组分

中含有不同比例的悬浮物质, 从而使得 M 值有明显

的变化。阶段 2的水动力条件达到了最强,而且变化

较大, 阶段 1较阶段 3其 C值和 M 值均有所偏大, 说

明阶段 1的水动力条件较强, 阶段 3则较弱, 而且变

化较小。

  EC2005孔 41. 00 m以上沉积物与下部明显不

同,阶段 4和阶段 5多数层位表现出递变悬浮特点,

阶段 6则表现为均匀悬浮特点。阶段 4与阶段 3相

比具有较高的 C值和 M 值, 表明阶段 4相对阶段 3

水动力条件增强。阶段 4和阶段 5虽然都呈现出递

变悬浮特点,但是阶段 4却具有明显高的 C、M 值, 表

明前者具有较高的水动力条件。阶段 6a与 6b基本

重合,M值变化不大, 只是后者 C值略高, 阶段 6总

体上表现出具有最弱而且最为稳定的水动力条件。

3 沉积环境分析

  年代数据显示, EC2005孔底部年龄为 17. 3 ka

BP,研究表明, 此时海平面低于现代海平面约 130

m
[ 6, 24]

, EC2005孔底部沉积比当时海平面高出 30 m

左右, 此时海水对研究区没有影响。 EC2005孔自

41. 00m至底部未见有孔虫,含有大量的炭屑而且总

体上呈现细密纹层,水平、平行层理、波状层理,中间

含多层砂层,并常见粉砂质透镜体, 与上部形成了截

然的对比,据此判断, 自 41. 00 m至底部为湖泊沉积

环境。根据 41. 00 m以上层位有孔虫的出现以及岩

性的突然变化,结合海平面变化曲线
[ 24 ]

,可以推断随

着海平面的上升,海水已经影响到研究区,导致该段

沉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41. 00 m以上为海洋沉积

环境。

  根据沉积物的颜色、颗粒粗细、沉积构造以及垂

向上的叠加方式等特征,结合年代数据与海平面变化

曲线
[ 24, 25]

,该孔也可以分为 6段:

  ( 1) 60. 20~ 56. 00 m ( 17. 3~ 16. 4 ka BP)

  青灰色极细密纹层,为粉砂质粘土与粘土质粉砂

互层形成的水平层理, 含少量砂质粉砂层, 见图 5

( 1a、1b) ;

  ( 2) 55. 90~ 52. 22 m ( 16. 4~ 15. 6 ka BP)

  灰褐色、青灰色砂层、粉砂层以及粘土质粉砂层

互层, 平行层理、波状层理, 常见粉砂质透镜体,以砂

层和粉砂质砂层为主, 含少量砂质粉砂、粉砂和粘土

质粉砂层, 55. 20 ~ 55. 12 m 含大量云母; 52. 80 ~

52. 22 m为均一的青灰色砂层, 偶见青灰色粘土质粉

砂透镜体, 见图 5( 2a、2b);

  ( 3) 52. 22~ 41. 00 m ( 15. 6~ 13. 1 ka BP)

  青灰、灰褐色粉砂和粘土质粉砂互层,含少量砂

质粉砂层,平行层理、波状层理,常见粉砂质透镜体,

下部以粉砂层为主, 上部则以粘土质粉砂层为主, 单

个纹层在下部较上部厚度大, 纹层密度上部较下部

大,见图 5( 3a、3b)。

  结合前文粒度资料,岩芯自底部至 41. 00m粒度

为细 ) 粗 ) 细的变化趋势。在剖面上表现为粗的相

带覆盖在细的相带之上,即垂向层序自下而上呈现明

显的反旋回序列, 至 52. 80~ 52. 22 m粒度达到了最

粗且分选良好,自此又表现出向上变细的正粒序, 可

以判断该段为典型的三角洲沉积相, 以上三段分别对

应了前三角洲 ) 三角洲前缘 ) 三角洲平原亚相,

52. 80~ 52. 22 m为向上变粗的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向

上变细的三角洲平原亚相的分界面。三角洲前缘亚

相和三角洲平原亚相又可见多个正粒序 (图 6)。

  根据粒度参数划分的阶段 2包含了三角洲前缘

和三角洲平原的底部, 平均粒径最大, 水动力条件最

强。阶段 1平均粒径要略高于阶段 3,可能是由于阶

段 1处于末次冰消期初期, 气候相对寒冷,湖水深度

较浅, 至阶段 3则处于冰消期末期, 可能是由于温度

的升高,冰川融水或是增强的降水致使湖水水位有所

上升
[ 26~ 28]

,形成较弱的水动力条件,暗示湖水深度有

所增加。该段湖泊三角洲沉积可能主要是湖盆流域

物质在地表径流作用下携带至研究区沉积所致。

  ( 4) 41. 00~ 36. 80 m ( 13. 1~ 12. 3 ka BP)

  自 41. 00 m 开始沉积物中可见有孔虫。其中,

41. 00~ 39. 00 m底部为青灰色、褐黄色粉砂层、粘土

质粉砂层互层,平行层理,见多层较厚粉砂层以及粉

砂质透镜体,至上部粉砂与下伏粘土质粉砂层多表现

为侵蚀结构,见图 5( 4a、4b) ,自下而上岩性总体上表

现为变细。结合海平面变化曲线
[ 24]

(图 6) , 海平面

自海侵到达研究区开始缓慢上升,随着海水深度的增

加,水动力条件逐渐减弱, 导致粗粒物质相对减少,形

成了向上变细的正粒序。 37. 30~ 36. 80 m ( 12. 4 ~

12. 3 ka BP)岩性突然变粗, 历时约 100 a, 可能对应

了新仙女木事件
[ 29, 30]

。该段所处水深较浅, 受到波

浪、潮汐等较强水动力条件影响, 对应了滨岸沉积前

滨亚相,可能主要是研究区邻近区域物质的输入或是

(以及 )对先前沉积物的改造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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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海内陆架 EC2005孔不同沉积环境典型岩芯照片

F ig. 5 Photographs o f typical facies ( sedim en tary env ironm ent) of Co re EC2005 in the inner

she lf o f the East China Sea

1.前三角洲亚相, ( a) 58. 60~ 58. 80 m, ( b) 56. 40~ 56. 60m; 2.三角洲前缘亚相, ( a) 53. 50~ 53. 70m,

( b) 52. 40~ 52. 60 m,为三角洲前缘和三角洲平原的分界面; 3.三角洲平原亚相, ( a) 47. 70~ 47. 90m,

( b ) 41. 80~ 42. 00 m; 4.前滨亚相, ( a) 40. 40~ 40. 60 m, ( b) 37. 50~ 37. 70m; 5.近滨亚相,

( a) 35. 30~ 35. 50 m, ( b) 31. 50~ 31. 70 m; 6.浅海相, ( a) 22. 30~ 22. 50m, ( b) 0. 90~ 1.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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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海内陆架 EC2005孔沉积环境演化 (海平面曲线据 L iu等 [ 24] , Z ong[ 25] )

F ig. 6 Sed im entary env ironm ent evolution of Co re EC2005 in the inner shelf o f the East Ch ina Sea

  ( 5) 36. 80~ 28. 06 m ( 12. 3~ 7. 3 ka BP)

  以青灰色粘土质粉砂为主,含少量青灰色、黄褐

色粉砂透镜体, 含有孔虫, 局部见贝壳, 见图 5 ( 5a、

5b)。粉砂含量明显较下段少,但高于上段。海平面

变化在经历了前期缓慢上升期后开始快速上升,海水

深度加大,波浪和潮汐的动力相应减弱,而沿岸流的

地位开始突出,形成各粒度参数的突变。这与秦蕴珊

等
[ 6]
研究认为, 自冰后期开始长江物质逐渐影响到

现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并同时产生顺岸泥质沉积物流

是一致的。该段后期岩性的变粗对应的水动力增强,

可能对应了 / 8. 2 ka冷事件 0 [ 29, 31]
, 由于海平面下降

或是增强的东亚冬季风影响所致。该段海水深度增

加,主要水动力条件为沿岸流、波浪以及潮汐等,对应

了近滨亚相,可能主要是研究区邻近区域物质的输入

和长江以及沿途其它较小河流物质在沿岸流作用下

搬运至研究区沉积而成。

  ( 6) 28. 06~ 0m ( 7. 3~ 0 ka BP)

  黄褐色、青灰色粘土质粉砂为主,岩性较均一, 含

有孔虫,局部见褐灰色团块、斑点及贝壳、螺, 见图 5

( 6a、6b), 26. 36~ 26. 24 m和 27. 26~ 27. 16 m两层

为有孔虫砂层, 可能为风暴潮沉积。由于近 7. 3 ka

BP以来,海平面变化不大,其对应的沉积动力条件与

沉积环境应该与现今基本一致, 即本段为海侵结束后

高海平面以来主要受沿岸流控制的浅海沉积。这与

X iao等
[ 15]
认为稳定的泥质沉积带开始形成于 7. 6 ka

BP、L iu等
[ 5]
认为开始形成于大约 7. 0 ka BP是比较

一致的,主要是来自长江的悬浮体由冬季沿岸流以悬

移方式输送沉积而成,其它小的河流可能也有较少的

贡献
[ 5, 15]
。其后期各粒度参数的波动可能对应了

中 ) 晚全新世海平面的下降以及气候的变化, 人类活

动的增强也有可能对此形成影响
[ 5, 32]
。

4 结论

  岩芯自底部至 41. 00m ( 17. 3~ 13. 1 ka BP)为末

次冰消期以来的湖泊三角洲沉积序列,可进一步划分

为前三角洲 ) 三角洲前缘 ) 三角洲平原亚相。末次

冰消期初期气候较为寒冷, 湖水深度较浅,随着温度

开始升高,冰川融水或增强的降水使得径流携带能力

增加, 水动力条件达到最强, 至冰消期末期湖水深度

有所增加, 物质来源主要是湖盆流域物质的输入。

  随着海平面逐渐上升, 海水自 13. 1 ka BP开始

侵入研究区,形成了全新世初期海侵滨岸沉积 (前滨

亚相 ) ,主要是受到研究区邻近区域物质的输入或是

(以及 )对先前沉积物的改造而成。自 12. 3 ka BP开

始海水深度加大,沿岸流的地位开始突出,形成了近

滨沉积,主要是研究区邻近区域物质的输入和长江以

及沿途其它较小河流物质在沿岸流作用下搬运至研

究区沉积而成。 7. 3 ka BP以来,海平面变化不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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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高海平面以来主要受沿岸流控制的浅海沉积, 其

物质来源主要为长江物质, 稳定的泥质沉积物自此开

始形成,其后期各粒度参数的波动可能对应了中 ) 晚

全新世海平面的下降以及气候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增

强也有可能对此形成影响。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

新仙女木事件、8. 2 ka冷事件在本孔中清楚地揭示,

显示出全球性重要气候事件的区域性响应,也表明了

对陆架区沉积记录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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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upon analysis o f lithology, grain-size andAM S
14
C dating fo rCore EC2005, located in themud area

off the Zhe jiang-Fu jian coast in the inner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the paleoenv ironmental evo lution can be ascer-

tained. The hydrodynam ic conditions and sedim entary env ironmen t changed great ly wh ich cou ld have been an integ ra-t

ed result of the varieties of lacustr inew ater depth, sea- leve l and climat ic changes. From the bottom 60. 20m to 41. 00

m ( 17. 3~ 13. 1 ka BP) , a lacustrine de lta developed, w hich can be div ided in to three fac ies: prode lta, de lta fron t

and delta pla in. The de lta sedimen ts are deduced to ma in ly from the loca l drainage area. The sea w ater arrived a t the

study area at 13. 1 ka BP and a 41 m th ick sed iment formed from then on, w h ich can be d iv ided in to three facies:

foreshore, nearshore and sha llow sea. The facies evolution w asw e ll corresponding to the sea leve l changes, the hydro-

dynam ic conditions changed greatly also during th is period. From 12. 3 ka BP, the study area w as influenced by Zhe-

jiang-Fujian C oastal Current ( ZFCC ), andY ang tze-derivedmateria ls had been transported southw ard from that time.

S ince 7. 3 ka BP, the sedim entary env ironment is dom inated by the ZFCC, and the homogeneous mud sedimentation

began to fo rm. The worldw ide clim atic events such as the YoungerD ryas episode and the 8. 2 ka even tw erew e ll re-

corded in the c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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