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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毕竟大极性时转换界线相对明显，然而同样需 和鲁北平原其它区域不同。

要密集采样。 2 2华北平原N／Q界限的确定

市容极性时中的众多亚时，包括日本学者提

出的几个琵琶湖亚时，在80年代末大多不再使

用，因为其采样位置基本接近钻头部位，故而在国

际上没有得到响应，包括前述陈德昌等⋯1使用的

琵琶湖砸时皆不能成立。0 013 Ma的哥德堡亚

时、约0．04 M8的拉尚亚时、约0，20 Ma的吉曼卡

亚时，80年代已经提出废止㈨J，一般仅使用布莱

克亚时。cande eI a1．乜到在布容极性时中仅使用

C1n一1亚时，约0．49～0．50 Ma。布莱克亚时在

黄土地层位于sI古土壤之底，在沿海粗略确定在

自上而下第三海侵层之底。

这样看来，第四系划分由于强调年代，很可能

成为年代地层优先的原则⋯』。以岩石地层学为基

础划分的地层单元，特别是以由粗粒沉积开始的

旋回，可能更多的是构造运动开始的表现。如陈

华慧等1⋯在新疆安吉海剖面确定2．90 Ma的旋回

地层为第四系下限层型，可能是局部地区构造运

动的表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亦曾遇到同样的问

题”⋯。关键问题是，各地以岩石地层原则建立的

地层单元，在该地区是否真正同时?尚无进一步

验证的确切结论。这也影响到原来地层组的使

用。根本原因是岩石地层组可以是穿时的。

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层中，岩性、岩相对极

性时转换作出了响应。“红泥河湾层”之上为“绿

泥河湾组”或“泥河湾组下段”，以河流主河道或冲

积扇砾石作为底板，该层段湖花介诸种开始繁盛，

为较稳定的湖泊，但其中亦有冲积扇主体的砂砾

石沉积，反映盆地边缘易受冲积扇影响。进入“黄

泥河湾组”或“泥河湾组上段”，即进入了松山极性

时，底部三个样品依然属于湖泊沉积，其后向盆地

倾斜的、具大型槽状层理的厚层砂砾石层出现，表

明随着2．58 Ma高斯／松山极性时倒转，基底抬升．

盆地边缘发生掀斜作用，盆地中心沉降加剧。在

这样的背景下，松山极性带下半部仅少见湖花介，

在几次大型人湖冲积扇扇根砂砾石层沉积结束

后，松山极性带上半部介形类组合分异度增大，且

出现以疑湖花介厶—一协em d曲珏n为主的组合，

标志着湖泊逐渐淤浅l”J。

在综合全国第四系研究工作后，在同一技术

方法建立的年代地层基础上，完全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些分歧，即各地沉积旋回始自不同时间。如

山东茼河2孔，70 m以上地层显示两个沉积旋回，

华北平原进行了约30个钻孔古地磁研究，初

期许多工作采样密度过稀，无法使用，有些钻孔甚

至不足以列入已研究钻孔的数量；可能由于采样、

仪器、操作等众多原因，测试结果亦参差不齐，甚

至不发表原始测试曲线，可信度甚低。在采样密

度过低或地层可能间断的背景下。选取大极性时

转换界线尚可，以其中亚时做界线精度难以保证，

操作亦困难。目前公布的测试结果依然是李华梅

等”81在河北省滦南柏3孔工作最佳，为此根据各

地报告和相关论文，使用表2所示部分钻孔古地

磁研究结论，并附对结果的评价。

河北省鸡泽县III一5孔M／c界线在367．90

m，371．17～375．00 m出现深棕色、紫红色粘土，

492．57 m以下出现20小层紫红色、5层棕红色粘

质砂土。

河北省临西县JII一9孔M／G界线在320m，该

界线之上地层仅119．70～122 30 m为棕红色粘

土，308．70、314．40 m层段上部为棕红色粘土，

下部为灰黄、锈黄色粘土。M／G界线之下的320

～323．20 m为棕红色杂有灰绿色粘土．至473 m

深度共有14层棕红色粘土，473～489 m层段上

部为棕红色粘土，下部为紫红色粘土，489 m之下

为12层棕红色、紫红色粘土。

鲁北平原禹城禹2孔B／M界线在108．10 m

深度，M／G界线在258 m，以下普遍见棕红色粘土，

局部甚至见紫褐色粘土。清观2—1孔B／M界线

确定有困难，M／G界线在205 m上下。

河南武陟县xK63孔fL深380．35 m，因多砂取

57块样品测古地磁，B，M界线在90 m，M／G界线

粗定223．9 m，其上为河床砂夹部分边滩序列，其

下即为浅棕、棕红色地层。

河北、河南、山东部分钻孔退磁后的磁倾角曲

线示于图1、2，其中采样密度的不足、样品设有完

全垂直层面采取的不足、测试中的不足，明显可

见。

由于固2孔、Iu一5孔、ⅡI～9孔、禹2孔、xK63

孔皆为M／G界线下即见厚层棕红色粘土，符合进

入第四纪气候突然转型的古气候背景，故采用厚

层棕红色粘土最高出现层位为上新统顶板标志。

以此为标志，在河北沧州地区、山东鲁北平原编绘

了两条剖面线，展示N／Q界面的起伏状况(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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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J东东营东辛一1—4 iL 530 m深，测样515

个．以2 48 Ma为第四纪下限，但160 m处解释为

O．128 Ma的布莱克砸时‘29|。该孔浅部60 m地层

内晚更新世以来三个海侵层在渤海西岸完全可以

对比．奉文作者以为62～65 m处的极件漂移更

应为布莱克亚时，160 m处解释为B／M界线为宜。

使用该文中以274 5 m为M／G界线的结论，符合

胜利油田徐会鲤在东营另～钻孔270～290 m层

段见4个砸热带孢粉组合样品，确定270 m以下为

上新统的见解。

3结语

我们已经在几个钻孔确定厚层棕红色泥岩为

上新统顶板，且基本与M／c界线一致，但这一原

则并非町以在各地皆适宜，该界面区域明显过深、

过浅奢，依然需要更多的占地磁研究配合。在冀

中坳陷肃宁地区，由于区域沉降，出现厚层状灰绿

色泥岩(肃开10孔)，只能依据古地磁极性柱判断

N／O界线”j，而不是盲目地追寻厚层棕红色粘土

最高出现层位。从比较成功的古地磁极性柱看．

华北平原M／G界线没有超过500 m深度，在平原

区选择“底砾岩”，在远离物源区寻找含砾石的砂

层确定第四系底板的做法皆不妥，只能以古地磁

确定此界面，因为岩石地层可以是穿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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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udy on the Lower Boundary of Qllaternary System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wA—c Qia“g‘．LIu T。i—jun2，xu Hai—zhen2，MA zhen3，zHI Tai—pirl矿，
LAN zi—tin一，wANG Ya—bin5，LIu xue一80nf，LIN Pe一，DoNG Dian—wei6

(1 Ti州in InsIitute of＆olo科＆Mincd Re吕0urces，Tja叫in 300170；2 Hebei Bpl。r8tion Insmte of Hydrology and

E“曾帅eedngGeolo科，shnia小ua“g 050021；3．2“Hydrogeolo舀callhm of sh丑ndo“g ceological Exploration

Bu洲Dezllou 253015；4 1”HydmgeologIc出and E”gen∞nng Te⋯f Henan Ge0Iogjcd Explomtjon Bureau，

xj删衄g 453002；5．Tia嘶in Bureauof Geologie胡survey，Tia删m 300191；6 BeUing Bu雎auof Gemogical suHey，Be日i“g 100037)

Ab曲Ⅷct：仙e di艉ren￡fime—sdeS bad been Hsed fo dete删矧“g fhe Jo啪山仙ndafy of Quatem8ry syscem and jn

the suhdivision of Quatemary in No曲china Pla-n，so there is no uniform 1a“gLlage in relative research．AccoIding to

the吼址o，∞l眦斯Ⅱl瞎“叩砂，the authors re—studiedthe subdivision 0f Quatemary 8ystem．Becausethe Gu’an

Forrnat；on in山e Hebei Plain determined Eadv Plei吼ocene fo唧汀ly belon鼯to the stra¨m before 2．60Ma，lhis unit

should to be placed in upper Pliocene sedes．Owi“g to the—nciple of the吼￡如矿∞讯n s￡m￡嘧心加y also has been

LIsed by petloleum system，so the te“n of Gu’an fomlation is the 8ynonym 0f Mi“ghuazhen forrnation and the former

should be abandoned．The bound8ry 0f Neogene／Quatem8ry system is 10caIed less than 500 m deplh in Ihe Nonh Chi·

na Plain．

Key words：No曲china Plain；Qualemary system；geol哂cal 898

Q腿哪i Group—the Geolo舀cal Record of the RodiIlia

Supercontinent Break—up in the EarIy Neoproterozoic

PreserVed in the Northern Qaidam Margin，Qinghai，Northwest China

LI Huai—kun‘，LU Song—nianl，WANG Hui—chu

(1‰r咖加眦啦矿‰z嘞rⅡ蒯朋打料“弘o“r刚．7k埘n 300170

，xIANG zhen—qunl，zHENG Jian—kan92

2．0吨如缸触打眦。，‰蛐如甜＆曲，梆，互i以愕8lool2)

Absn丑ct：ne southem bell of the No曲em Qaidam Margin，nonhwest China is蛐e8dy Paleozoic ultra}Iigh pressure

omgen谢lh r船idues of the mo‘pan，gmllitoid belI of subduction—cojlision odgin，0f蛐e盯ly Neo—Proterozoic

m89rnalic arc；while lhe nonhem belt of lhe northem Qaidam脚晤n is the 0ulongbuluke block，the residue of an—

cient b10ck wit}l n“eo—P工吼em∞ic base『nent．QIIanjin Cm“p，djscussed in this p印er，js a 1ypical ma哂n aulacogen

8edjment8ry s。quence，includiJlgme nuvl日lfacies rocks atthe bonom，ma^nefacies 0ffunher—ning pe五od and vol-

c锄ics of瑚alltle odgin．Geoche“c且Ily the volc帅ics jn山e Quanjin GIDup are calc一8lkaline a|1d alkaHne ba8ah8 and

b脯“tic阴deeites 8mp【aced in wmn—p【8te seIting．A 800 Ma U—Ph zircon孵was obtained fmm the the voI-

c明ic$．The Quanji Gm“p w舶fbnned du^“g the edy slage“the break一“p of tIle Rodinia s“percontinen in the ea卜

Iv Neo—Protemzoic．

Key words：the northem Qaid姗mIgin，Quanji GIDuP，Ma蟛nal 8Ill驰ogen，Rodinia 8uperconⅡ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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