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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建立大兴凸起第四纪地层格架ꎬ对大兴凸起北部 Ｄ１ 钻孔开展了地层划分、沉积相划分和年代地层的研究ꎮ 将 Ｄ１
钻孔岩心自下而上划分为 ３ 套岩性组合ꎬ依次代表洪积扇沉积(１８６.６ ~ ２０３ ｍ)、扇上河道沉积(１５３.９ ~ １８６.６ ｍ)、河流相沉积

(０~ １５３.９ ｍ)ꎮ 古地磁实验结果表明ꎬ古地磁极性带的布容正极性时、松山反极性时和高斯正极性时对应的钻孔岩心深度分

别为０~ ８９.５ ｍ、８９.５~ １３２.２５ ｍ 和 １３２.２５~ １４３.５ ｍꎮ 结合岩性地层特征、１４ Ｃ 和 ＯＳＬ 测年结果ꎬ得出 Ｄ１ 钻孔下更新统(Ｑｐ１)
底界对应的深度为 １３７.９ ｍꎬ中更新统(Ｑｐ２)底界对应的深度为 ９１.４ ｍꎬ上更新统(Ｑｐ３)底界对应的深度为 ３４.４ ｍꎬ无全新世

沉积ꎮ 研究成果为该区第四纪区域地层划分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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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纪地层划分对于第四纪地质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ꎮ 磁性地层学是第四纪地层划分的重要依

据(安芷生等ꎬ １９７９ꎻ李龙吟等ꎬ １９９４ꎻ刘进峰等ꎬ
２００５ꎻ乔彦松等ꎬ ２００６ꎻ朱日祥等ꎬ ２００７ꎻ赵勇等ꎬ

图 １　 Ｄ１ 钻孔位置及构造简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１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２０１３ꎻ张磊等ꎬ２０１６ꎻ陈宏强等ꎻ２０２１)ꎬ前人通过北京

凹陷新 ５ 孔(栾英波等ꎬ２０１１ꎻ郭高轩等ꎬ２０１３)、廊
固凹陷 Ｇ０１ 孔(代鹏等ꎬ２０１９)、大厂凹陷 Ｓ９ 孔(石
光耀等ꎬ２０２１)研究ꎬ认为磁性地层学是第四纪年代

地层划分的有效方法ꎮ 大兴凸起位于河北平原北

部ꎬ前人对其第四纪地层划分研究较少ꎬ赵勇等

(２０１９)通过大兴凸起南部 ＰＧＺ０５ 钻孔磁性地层学

研究ꎬ建立了大兴凸起南部第四纪地层格架ꎮ 目

前ꎬ大兴凸起内第四系钻孔数量较少ꎬ对应的年代

学研究薄弱ꎬ导致该区的第四纪地层格架还未建

立ꎬ而且大兴凸起北部相对于南部ꎬ受局部断裂影

响ꎬ该区域为大兴凸起上更凸起的地区ꎬ因此北部

第四纪地层相对于南部应该存在差异ꎮ 为了建立

大兴凸起第四纪地层格架ꎬ并为大兴凸起和邻区的

地层划分及对比提供基础数据ꎬ本文以大兴凸起北

部 Ｄ１ 钻孔岩心为研究对象ꎬ结合１４ Ｃ、光释光、磁性

年代学测试结果ꎬ对 Ｄ１ 钻孔开展地层学和年代学

研究ꎬ建立了 Ｄ１ 钻孔第四纪地层格架ꎬ以期为该区

第四纪区域地层划分和对比研究提供参考资料ꎮ

１　 钻孔岩心特征及沉积相划分

钻孔 Ｄ１ 在构造上位于大兴凸起北部ꎬ夏垫断

裂上盘(图 １)ꎬ潮白河冲洪积扇及河流多期冲洪积

作用的叠加是该区域第四纪沉积物的主要成因ꎮ
钻孔坐标为北纬 ３９°５４'４０″、东经 １１６°５２'０２″(河北省

三河市燕郊镇小石各庄村南)ꎬ孔口高程 １９.０７ ｍꎬ
孔深 ２０３ ｍꎮ Ｄ１ 钻孔取心率大于 ９０％ ꎬ岩心直径

１１０ ｍｍꎬ取心率和岩心状况满足磁性地层的研究ꎮ
Ｄ１ 钻孔沉积物岩性主要由粘土、粉砂、细砂、

中砂、粗砂、含砾砂等组成ꎬ钻孔编录将 Ｄ１ 孔岩心

划分为 １７６ 个层位ꎬ以沉积物的颜色、沉积构造、沉
积旋回等特征为主要依据ꎬ同时参考钻孔综合测井

结果(图 ２)ꎬ将 Ｄ１ 钻孔岩心划分为 ３ 套沉积物

组合ꎮ
１８６.６ ~ ２０３ ｍ:该段沉积物为一套浅棕色、棕黄

色、橘黄色ꎬ粉砂、粘土质粉砂组合ꎮ 沉积物中普遍

３３１２　 第 ４２ 卷 第 １２ 期 石光耀等:大兴凸起北部 Ｄ１ 钻孔岩心特征及第四纪地层划分



图 ２　 Ｄ１ 钻孔岩性柱、电阻率测井曲线及沉积环境解释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ｕｍｎꎬｓｔｅｐ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ｅｔ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１

含有姜结石颗粒ꎬ整体具有“硬、脆”特征ꎬ轻微弱固

结ꎬ底部粉砂及粘土质粉砂中可见 ２ 层钙质固结层ꎬ
厚 ５ ~ ８ ｃｍꎮ 视电阻率曲线呈低幅锯齿状ꎮ 沉积物

整体上反映一种干燥、暴露的氧化沉积环境ꎬ该段

应属洪积扇扇缘沉积ꎮ
１８６.６ ~ １５３.９ ｍ:该段沉积物为一套棕黄色、棕

灰色中细砂、细粉砂、粉砂、粘土质粉砂组合ꎮ 以砂

为主ꎬ粘土较少ꎬ不具备河流二元结构特征ꎮ 该段

共发育 ３ 个沉积旋回ꎮ 视电阻率曲线反映单个旋回

下部呈箱型、钟形ꎬ上部呈低幅锯齿状ꎬ下部沉积物

厚度大于上部ꎬ沉积物以砂为主ꎬ推测此处应为洪

积扇向曲流河过渡的扇上河道沉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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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１５３.９ ｍ:该段沉积物主要由灰色、浅灰色、
棕灰色、棕黄色粗砂、中砂、细砂、粉砂夹灰色、棕灰

色、棕黄色粘土质粉砂、粘土组成ꎮ 局部可见水平

层理、平行层理及粒序层理ꎬ该段整体表现为多个

沉积旋回(砂－粉砂－粘土)ꎬ曲流河二元沉积结构特

征明显ꎬ属河流相沉积ꎮ 根据沉积物特性及测井曲

线特征ꎬ将该阶段沉积物组合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ꎮ
(１)９１.４ ~ １５３.９ ｍ:该部分主要由灰色、浅灰色

中砂、细砂及浅灰色、棕灰色、棕黄色粉砂、粘土质

粉砂、粉砂质粘土组成ꎮ 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粉砂

质粘土中普遍含有小颗粒姜结石ꎬ具有“干、硬、脆”
特征ꎮ 该段可划分为 ２ 个沉积旋回ꎬ每个旋回上部

以发育粉砂、粘土质粉砂、粉砂质粘土的泛滥平原

沉积为主ꎬ下部以发育细砂、中细砂的河床沉积为

主ꎬ二元结构上部沉积厚度远大于下部ꎮ 单个旋回

视电阻率曲线下部呈钟形ꎬ上部呈低幅锯齿状ꎬ上
部厚度远大于下部ꎬ整体表明该段岩性相对单一ꎬ
以细颗粒沉积物为主ꎬ推断此处应为缺水的河间地

带ꎬ总体上属于暴露的氧化沉积环境ꎮ
(２)０ ~ ９１.４ ｍ:该部分主要由灰色、浅灰色、浅棕

黄色中砂—细砂及浅灰色、棕灰色、棕黄色粉砂、粘土

质粉砂及粘土组成ꎮ 其中ꎬ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粘土

不具有“干、硬、脆”特征ꎬ粉砂及粘土质粉砂相对松

散ꎬ粘土具有软塑性ꎬ常见炭质斑点、锈染等ꎬ部分粘

土中潴育化作用强烈ꎮ 视电阻率曲线反映河流二元

结构显著ꎬ下部呈箱形、钟形ꎬ上部呈低幅锯齿状ꎮ
该段可划分为 ９ 个沉积旋回ꎬ每个旋回上部以发育

粉砂、粘土质粉砂、粉砂质粘土的河漫滩、河漫湖泊

沉积为主ꎬ下部以发育细砂、中细砂的边滩沉积为

主ꎬ呈现上细下粗的正粒序沉积ꎮ 二元结构上部沉

积厚度小于下部沉积ꎬ整体显示曲流河沉积特征ꎮ

２　 测试方法

本次研究分别在 Ｄ１ 钻孔埋深 ６.２ ｍ、９.４ ｍ 处

取得 ２ 件１４Ｃ 样品ꎻ埋深 １０.３ ~ ３２.３ ｍ 处取得 ４ 件光

释光样品ꎮ１４Ｃ 样品测试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１４

Ｃ 加 速 实 验 室 完 成ꎬ 实 验 采 用 加 速 器 质 谱 法

(ＡＭＳ)ꎬ所用１４Ｃ 半衰期为 ５５６８ ａꎬ树轮校正所用曲

线为 ＩｎｔＣａｌ１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ｕｒｖｅꎬ数据处理所用程序

为 ＯｘＣａｌ ｖ４.２.４ꎮ 光释光测年在北京光释光科技有

限公司完成ꎬ实验仪器为 Ｄａｙｂｒｅａｋ ２２００ 光释光仪ꎬ
所有样品采用细颗粒简单多片再生法获得等效剂

量值ꎬ采用饱和指数方法进行拟合ꎮ
古地磁样品的野外采集质量是高质量古地磁

极性柱建立的重要保障(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ꎻ范友良

等ꎬ２０１７ꎻ刘运明ꎬ２０１７)ꎮ 古地磁样品采集的沉积

物可分为 ２ 类:细碎屑沉积物(粘土、粉砂质粘土、
粘土质粉砂、粉砂)和粗碎屑沉积物(细、中砂和粗

砂)ꎮ 古地磁样品采样时ꎬ粗碎屑沉积物采样间隔

约为 １ ｍꎬ细碎屑沉积物采样间隔约为 ０.５ ｍꎮ 在

野外现场将 Ｄ１ 钻孔岩心对半劈开ꎬ标定顶底方

向ꎬ然后采集样品ꎬ采用 ２ ｃｍ×２ ｃｍ×２ ｃｍ 的无磁

塑料盒对砂类松散样品进行采集ꎬ粘土类样品在

标定方向后加工成 ２ ｃｍ×２ ｃｍ×２ ｃｍ 的土块ꎮ Ｄ１
钻孔共采集古地磁样品 ２１１ 件(塑料盒 ７７ 件ꎬ土
块 １３４ 件)ꎮ 样品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古地磁实验室完成ꎮ 对砂类沉积物(塑料

盒样品)采用交变退磁处理ꎬ粘土类沉积物(土块样

品)采用交变、热退混合退磁处理ꎮ 实验仪器为

２Ｇ－７６０Ｒ低温超导磁力仪ꎬ粘土类样品先进行热退

磁(室温约 １２０℃)ꎬ仪器为 ＴＤ－４８ 热退磁炉ꎬ然后

进行交变退磁处理ꎬ再进行热退磁(２００ ~ ６９０℃)ꎻ砂
类样品直接进行交变退磁处理ꎮ 使用 ＰａｌｅｏＭａｇ 软

件对测试数据进行筛选ꎬ最终选出 １７４ 个数据

(８２％ )(图 ３)ꎮ 详细的野外取样过程及试验流程见

石光耀等(２０２１)ꎮ

３　 测试结果

１４Ｃ 样品测试结果为 １６８７５±４０ ａ Ｂ.Ｐ.、２２４００±
７０ ａ Ｂ.Ｐ.(表 １)ꎬ光释光样品测试结果分别为 ３０.２±
２. ４ ｋａ、４５. ８ ±２. ６ ｋａ、７３. ２ ±５. １ ｋａ、１０９. ６ ±５. ５ ｋａ
(表 ２)ꎮ

利用古地磁测试数据建立 Ｄ１ 钻孔的古地磁极

性柱ꎬ并且与标准古地磁极性柱对比(Ｃａｎｄｅ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５)ꎮ 由图 ４ 可见ꎬＤ１ 钻孔 ０ ~ ８９.５０ ｍ 段以正极

性为主ꎬ其间夹有几个较薄的负极性漂移ꎬ该段为

布容(Ｂｒｕｎｈｅｓ)正极性带ꎻ８９.５０ ~ １３２.２５ ｍ 段以负

极性为主ꎬ该段为松山(Ｍａｔｕｙａｍａ)负极性带ꎬ其中

９６.４５ ~ １０８.５０ ｍ 段为正极性亚带ꎬ沉积物厚度约为

１２.０５ ｍꎬ沉积速率远大于 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０.９９ ~ １.０７ Ｍａ)
极性亚时沉积速率ꎬ因此判断为 Ｏｌｄｕｖａｉ( １. ７７ ~
１.９５ Ｍａ)正极性亚时沉积ꎻ１３２.２５ ~ １４３.５ ｍ 段以

正极性为主ꎬ为高斯(Ｇａｕｓｓ)正极性带ꎮ 由于 Ｄ１ 钻

孔构造位置位于大兴凸起ꎬ且为凸起上相对凸起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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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Ｄ１ 钻孔１４Ｃ 样品信息及测年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Ｃ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ｂｏｌｅ Ｄ１

样品编号
样品

深度 / ｍ
样品

岩性
１４ Ｃ 年龄 / ａ Ｂ.Ｐ.

树轮校正后年龄 / ａ Ｂ.Ｐ.

１σ(６８.２％ ) ２σ(９５.４％ )

Ｄ１１４ Ｃ－１ ６.２ 粘土 １６８７５±４０ ２０４５８(６８.２％ )２０２７０ ２０５２８(９５.４％ )２０１６１

Ｄ１１４ Ｃ－２ ９.４ 粉砂质粘土 ２２４００±７０ ２６８６３(６８.２％ )２６５１２ ２７０５３(９５.４％ )２６４０６

　 　 　 　 　 　 注:树轮校正后年龄分别为 ２ 个误差范围ꎬ以概率的形式给出ꎻＢ.Ｐ.为距 １９５０ 年的年代

表 ２　 Ｄ１ 钻孔光释光样品信息及测年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ｂｏｌｅ Ｄ１

样品编号
样品

深度 / ｍ
Ｕ / １０－６ Ｔｈ / １０－６ Ｋ / ％ 含水量 / ％ 等效剂量 / Ｇｙ 年龄 / ｋａ

Ｄ１ＯＳＬ－１ １０.３ １.６９ ９.５３ ２.１７ １６.９ １０５.５９±７.３２ ３０.２±２.４

Ｄ１ＯＳＬ－２ １８.５ １.６２ ５.００ ２.８２ １５.０ １６７.７２±６.８４ ４５.８±２.６

Ｄ１ＯＳＬ－３ ２６.３５ ０.６４ ３.３８ ２.９３ ９.０ ２４９.５０±１４.２３ ７３.２±５.１

Ｄ１ＯＳＬ－４ ３２.３ ０.８６ ３.８９ ２.５９ １２.３ ３４３.９３±１０.５８ １０９.６±５.５

置ꎬ推测在高斯极性时和松山极性时剥蚀作用较强

烈ꎬ导致这 ２ 个时期的沉积物厚度较薄ꎮ

４　 讨　 论

本次研究以钻孔岩性为基础ꎬ同时使用古地

磁确定第四纪更新世早期地层和更新世中期地层

底界ꎻ采用光释光法测年确定更新世晚期地层底

界ꎻ采用１４ Ｃ 法结合光释光法测年确定全新世地层

底界ꎮ 据此ꎬ笔者对 Ｄ１ 钻孔进行了年代地层

划分ꎮ
４.１　 第四系底界

根据 Ｄ１ 钻孔古地磁数据ꎬＭ / Ｇ 界线位于 １３２.
２５ ｍ 左右ꎮ 根据钻孔沉积物特征ꎬ在 １３７.９ ｍ 处沉

积物物理性质发生显著改变ꎬ颜色由棕灰色向棕黄

色、橘黄色转变ꎬ固结程度增加ꎬ硬度增强ꎮ 因此ꎬ
笔者将早更新统底界定在 １３７.９ ｍꎮ 受地层岩性、
磁性、电性等多种属性的影响ꎬ古地磁界线与岩性

界线并不完全一致(胡云壮等ꎻ２０１４)ꎮ 对比 ＰＧＺ０５
孔(图 ５)ꎬＰＧＺ０５ 孔在构造上位于大兴凸起南部ꎬ
第四纪沉积物主要来源于永定河冲积、冲洪积扇

(陈望和ꎬ １９８７ꎻ 石 光 耀 等ꎬ ２０２１ )ꎬ 第 四 系 底 界

１８１.３５ ｍꎻＤ１ 钻孔与 ＰＧＺ０５ 孔在沉积物颜色、组成

和成因上相似ꎬ但是在第四系划分上存在差异ꎮ ２
个钻孔虽然都处于大兴凸起ꎬ但 Ｄ１ 钻孔构造位置

位于大兴凸起上相对凸起的位置ꎬ在高斯极性时和

松山极性时剥蚀作用较强烈ꎬ导致这 ２ 个时期沉积

物厚度较薄ꎮ 另外ꎬ在 ＰＧＺ０５ 钻孔第四系之下深度

１８５ ~ ２４８ ｍ 处存在一套杂色泥质砾石层ꎬＤ１ 钻孔

与 ＰＧＺ０５ 孔在沉积物组成和沉积相上相似ꎬ推测

Ｄ１ 钻孔中也存在该套杂色泥质砾石层ꎮ 同时北京

新 ５ 孔(栾英波等ꎬ２０１１ꎻ郭高轩等ꎬ２０１３)、固安 Ｇ０１
孔(代鹏等ꎬ２０１９)及三河 Ｓ９ 孔(石光耀等ꎬ２０２１)在
第四系以下发育一套厚 ２０ ~ ８０ ｍ 的泥砾和砂砾层ꎬ
在横向上具有对比性ꎬ该套泥砾、砂砾层可作为区

域对比的一个标志层ꎬ对第四系底界的确定起到重

要作用ꎮ
４.２　 中更新统底界

古地磁数据的 Ｂ / Ｍ 界线对应中更新统底界ꎮ
根据古地磁数据ꎬＤ１ 钻孔在 ８９.５ ｍ 处发生大极性

时转换ꎬ因此将 Ｂ / Ｍ 界线划在 ８９.５ ｍ 左右ꎮ 同时

根据钻孔沉积物特征ꎬ９１.４ ｍ 为一个重要的岩性界

面ꎬ上下沉积物组合具有明显差别ꎬ界线以上为河

流相沉积ꎬ发育多个沉积旋回ꎬ河流二元结构清晰ꎬ
而界线以下沉积环境发生改变ꎬ主要为一套粘土质

粉砂、粉砂质粘土组合ꎬ普遍含有姜结石ꎬ具有“硬、
脆”特征ꎬ处于一种暴露环境ꎬ应属曲流河河间地

带ꎮ 由此认为中更新统底界为 ９１.４ ｍꎮ
４.３　 上更新统底界

根据深海氧同位素曲线与区域地层的响应关

系可知ꎬ上更新统底界对应深海氧同位素 ＭＩＳＳ５ 阶

段(高秀林等ꎬ１９８６ꎻ王强ꎬ１９９９ꎬ卢海峰等ꎬ２０１４ꎻ
Ｔｏｋ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之后沉积的地层以发育潴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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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Ｄ１ 钻孔代表性样品正交矢量投影图

Ｆｉｇ. ３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ｐｌｏｔ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１
Ｍ / Ｍｍａｘ—剩磁强度 / 最大剩磁强度比值ꎻＮＲＭ—天然剩磁ꎻＴＤ—热退磁ꎻＡＤ—交变退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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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Ｄ１ 钻孔钻磁性地层与标准极性柱对比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１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ｚｏｎｅｓ

潜育化作用的“杂色”粘土ꎬ或地层中含钙质结核为

特征(刘运明ꎬ２０１７ꎻ赵勇等ꎻ２０１８)ꎮ 本次在 Ｄ１ 钻

孔采集了 ４ 件光释光测年样品ꎬ取样深度为 １０.３ ~

３２.３ ｍꎬ年龄为３０.２ ~ １０９.６ ｋａꎮ 该孔 １０.１ ~ １８.６５ ｍ
为一套以棕灰色、浅灰色中细砂为主的河流相沉

积ꎬ在 １０. ３０ ｍ 处取得的光释光测年样品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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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Ｄ１ 钻孔与北京 ＰＧＺ０５ 钻孔古地磁极性柱对比

Ｆｉｇ. ５　 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１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ＧＺ０５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３０.２±２.４ ｋａꎬ对应深海氧同位素 ＭＩＳＳ３ 阶段晚期ꎬ
此时气候温暖湿润ꎮ 在 １８.５０ ｍ 处的光释光测年样

品年龄为 ４５.８±２.６ ｋａꎬ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第 ４ 阶

段和第 ３ 阶段早期ꎬ此时气候较寒冷ꎮ ２５.２ ~ ３４.４ ｍ
为一套棕黄色、棕灰色河流相中细砂ꎬ在 ２６.３５ ｍ 处

取得的光释光测年样品年龄为 ７３.２±５.１ ｋａꎬ３２.３ ｍ

处光释光年龄为 １０９.６±５.５ ｋａꎬ对应深海氧同位素

ＭＩＳＳ５ 阶段ꎬ该套黄色、棕灰色河流相中细砂组合在

周边钻孔中普遍发育ꎬ可作为区域性洪泛事件的指

示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晚更新统底界为 ３４.４ ｍꎮ
４.４　 全新世底界

王强(１９９５)认为ꎬ含有机质层位的出现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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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全新世的开始ꎮ 通过河北 １５ 万大厂回族自

治县等三幅第四系覆盖区地质填图项目ꎬ笔者对大

厂、三河一带进行了综合研究ꎬ全新世沉积物主要

分布在潮白河和泃河河道带附近及其古河道ꎮ Ｄ１
钻孔位于潮白河和泃河河间地带ꎬ地势较高ꎬ同时

在三河翟各庄村附近剖面 １.８ ｍ 处获得的光释光年

龄为 ２３.８±１.１ ｋａꎬ在潘各庄村附近剖面 ３.０ ｍ 处获

得的光释光年龄为 １８.７±０.９ ｋａꎬ为晚更新世沉积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该区域无全新世沉积物ꎮ

在 Ｄ１ 钻孔中 ５.５ ~ ９.４５ ｍ 的沉积物为浅灰色、
浅灰棕色粘土、粉砂质粘土ꎬ为明显的含有机质层

位ꎬ在 ６.２ ｍ、９.４ ｍ 处获得的１４ Ｃ 测年结果分别为

１６８７５±４０ ａ Ｂ.Ｐ.、２２４００±７０ ａ Ｂ.Ｐ.ꎬ表明该套含有机

质层位的沉积时代为晚更新世ꎮ 该层之上 ０.４ ~ ４.６
ｍ 为棕黄色、土黄色氧化粘土质粉砂和粉砂质粘

土ꎬ含有明显的铁锰质结核、钙质结核ꎬ根据１４ Ｃ 测

年结果ꎬ并结合前人研究ꎬ可将其视为末次盛冰期

末的硬土层(王强等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０９)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

Ｄ１ 钻孔中没有全新世沉积物ꎮ
综合岩石地层和年代地层研究ꎬ最终建立了 Ｄ１

钻孔第四纪地层年代格架ꎮ Ｄ１ 钻孔早更新世地层

为 ９１.４ ~ １３７.９ ｍ、中更新世地层为 ３４.４ ~ ９１.４ ｍ、晚
更新世地层为 ０ ~ ３４.４ ｍꎬ钻孔无全新世地层ꎮ

５　 结　 论

(１)将大兴凸起北部 Ｄ１ 钻孔岩心划分为 ３ 套

岩性组合:１８６.６ ~ ２０３ ｍ 沉积物为一套浅棕色、棕
黄色、橘黄色ꎬ粉砂、粘土质粉砂组合ꎬ代表了洪积

扇沉积ꎻ１８６.６ ~ １５３.９ ｍ 沉积物为一套棕黄色、棕
灰色中细砂、细粉砂、粉砂、粘土质粉砂组合ꎬ代表

了扇上河道沉积ꎻ０ ~ １５３.９ ｍ 沉积物主要由灰色ꎬ
浅灰色、棕黄色粗砂、中细砂、粉砂夹粘土质粉砂、
粘土组成ꎬ河流二元结构清晰ꎬ代表了河流相

沉积ꎮ
(２)Ｄ１ 钻孔古地磁样品的测试结果显示ꎬ古地

磁极性带的布容正极性时、松山反极性时和高斯正

极性时对应的钻孔岩心深度分别为 ０ ~ ８９. ５ ｍ、
８９.５ ~ １３２.２５ ｍ 和 １３２.２５ ~ １４３.５ ｍꎮ

(３)根据 Ｄ１ 钻孔的磁性地层、光释光和１４ Ｃ
测年结果ꎬ结合钻孔沉积物特征ꎬ认为 Ｄ１ 钻孔第

四系底界为钻孔深度 １３７.９ ｍ 处ꎬ中更新统底界为

钻孔深度 ９１. ４ ｍ 处ꎬ上更新统底界为钻孔深度

３４.４ ｍꎬ钻孔无全新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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