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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

关于 � � �万组图中第四纪地层单位

划分的讨论

李长安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摘要 根据现代地层学的概念
，

将第四纪地层单位划分为两大类型
。

第一类是特征地层单位
，

其

中包括岩石
、

生物
、

磁性
、

土壤
、

考古
、

地貌 �种
�
第二类为属性地层单位

，
包括年代

、

气候
、

成因 �种
。

并

认为在 �
�
�万区调工作中应按测区第四系发育特点

，

合理选择地层单位划分的种类
，
一般均以特征

地层单位为主
。

� 问题的提出

目前
，

我国 � � �万区域地质调查已普遍开展测制组图
，

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经验
。

但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
，

其中在第四纪沉积区组图的填制方面
，

出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种
�

一种表现

是
，

对第四纪沉积区虽也采取了以组为单位的划分
，

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岩石地层单位
，

而是

年代地层单位
。

如华北某些测区就错误地使用了
“
周 口店组

” 、 “
马兰组

”
等组名的现象

。

常常一套

河流冲积砾石层
，

因时代属中更新统
，

便被冠以
“
周 口店组

” �一套上更新统坡积角砾亚砂土或洪

积层
，

也用
“
马兰组

”
表示

。

这种对岩石地层单位的错误理解
，
以及把年代地层单位和岩石地层单

位混淆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

第二种现象是
，

在同一幅地质图中
，

基岩�指前第四系�区采用组图
，

而对第四纪沉积区则采用系图或
“
时代�成因

”
表示

。

上述情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 � � �万地质图

的质量
。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

主要由于第四系是以陆相沉积为主
，

岩性和成因类型复杂
，

岩相变

化快
，

沉积的连续性较差
，

所以在很多地区难以建立岩石地层单位
。

本文将就 � � �万组图中应如

何进行第四纪地层划分和建立什么样的地层单位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 测制第四系组图的意义

��� 目前所测制的地质图有两种
，

一种是以地质系�年代地层单位�为基本测图单位
，

称之为

系图 �另一种是以地质组�岩石地层单位�为基本测图单位
，

称之为组图
〔 ‘ 〕 。

如果在同一幅地质图

中既有岩石地层单位 �前第四系�
，

又有年代地层单位�第四系�
，

必然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地质图
。

同时
，

由于两类图所起的作用不同
，

也会影响地质图的使用价值
。

���根据现代地层学的概念
， “
组的重要意义在于具有岩性

、

岩相和变质程度的一致性
” 川

。

因

此
，

它并不强调时间上的一致与否
。

如果把岩石地层单位组当作年代地层单位使用
，

就是没有真

正理解
“
组

”
的正确含义

，

如此概念不清也就不能保证图幅质量及其应有的科学性
。

���第四纪沉积物岩性是农业生产
、

林业种植
、

环境治理
、

砂矿勘查
、

水源开发
、

工程建筑
、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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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治等方面研究的基础
，

同时也是重要的建筑原材料
。

因此
，

填制第四系组图
，

不但可以提供一

个稳定而客观的第四纪物质基础
，

而且可以扩大地质图在工农业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应用价值
。

� 第四纪地层划分及地层单位

近十多年来
，

产生了多种第四纪地层划分方法
，

建立了多种地层单位
。

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以地层的宏观特征为基础建立的地层单位 �另一种是通过对地层属性的认识建立的地层

单位
。

我们把前者称为特征地层单位
，

后者为属性地层单位
。

现对两种地层单位作一简单分析
。

�
�

� 特征地层单位

���岩石地层单位
�

这是根据沉积物的岩性
、

颜色
、

风化程度
、

胶结程度及类型等可描述的宏

观特征
，

进行地层单位的划分
。

岩石地层单位的名称应由一个地理专名和与其级别相当的单位术

语 �群
、

组
、

段
、

层�
，

或与构成该单位的主要岩性的简单岩石名称组成
〔幻 ，

如马兰黄土
、

泥河湾组

等
。

我国黄土地区所建立的午城黄土
、

离石黄土和马兰黄土
，

是最著名
、

研究最好的岩石地层单

位
。

目前在第四纪建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成因类型或气候类型建组
，

如冲积层
、

冰碳层
、

大

理冰期等
。

由于沉积物的成因和气候类型是人们根据某些特征的综合
、

归纳而得出的推论
，

故不

能作为建组依据
。

此外
，

在应用前人所建立的组名时
，

一定要注意岩石特征的一致性
。

���生物地层单位
�

生物地层划分是地层划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

第四纪生物地层划分原则

上同前第四纪一样
。

但由于第四纪的时限较短
，

各个阶段生物演化不太明显
，

因而更强调生物的

组合特征
。

哺乳动物化石是地层单位划分的主要依据
，

其次抱粉
、

软体
、

硅藻
、

人类化石等在生物

地层建立中也有重要意义
。

生物地层单位术语为各种生物带�组合带
、

延限带
、

顶峰带等�
。

���磁性地层单位
�

自�� 年代初 �������
建立距今 ��� 万年以来地磁极性周期表以来

，

第

四纪地层中岩石层序的磁学特征就成了地层划分和对比的一种重要证据
。

一个磁性地层极性单

位
，

是指以剩余磁性的极性一致而联合在一起
，

并区别具有不同极性的相邻极性单位的一个岩层

体
〔�〕 。

通常磁性地层极性单位可由三种情况构成
�①整个岩层为单一极性 �②由正向极性和负向

极性交替组成 �③以正向极性为主又包含了次要的负向极性 ，

或者以负向极性为主又包含了次要

的正向极性
〔�，。

岩层中的磁性是客观存在的
，

并可以直接测量
，

所以它同岩石地层单位和生物地

层单位一样
，

是一种可描述的地层单位
。

另外
，

极性单位不受地理上的限制
，

具有全球性参考价

值
，

又兼有年代地层单位的特点
。

因此
，

磁性地层极性的划分在第四纪地层划分对比中具有重要

意义
。

磁性地层极性单位的术语是极性时�带�和极性亚时�亚带�
。

极性时�带�是磁性地层的基

本单位
，

其时间延续在 �护一���� 。

极性时�带�的内部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极性一致
，

极性时的上限

或下限由极性转换面分隔
。

极性转换面是一个以磁的极性转变为特征的面或极薄的磁性过渡带
。

极性亚时 �亚带�是极性时�带�内一些次一级的较短时限的相反极性变化
，

它的延续时限为

���一�护� 。

磁性地层单位的名称由一个地理专名和术语极性时�亚时�构成
。

用于磁性地层研究

的岩层必须是火山岩或粒度较细的沉积物�粉砂�粘土�
，

同时要求地层的沉积是比较连续的
，

不

应有大的沉积间断
。

磁性地层极性单位的建立和对比
，

必须配合有同位素年龄和生物年代资料
。

���土壤地层单位
�

土壤是地层发育过程中
，

在沉积间断期间位于地表的沉积物遭受风化和

生物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岩性层
。

在剖面上常以较深的颜色和特殊的岩石结构等与上下岩性

形成明显的差别
。

因此
，

土壤地层单位是一种可描述物质地层单位
。

另外
，

由于古土壤的形成受

区域性气候环境的制约
，

其分布往往具有区域性
，

且同期古土壤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
，

如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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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古土壤
，

在黄土高原及邻区约 ��������
�

的范围内具有相似的结构特点
，
�，
为复合土壤

，
��

和 ��分别为双层和三层结构
。

古土壤形成的阶段性
、

岩性的特殊性及区域上的相似性特点使之

成为第四纪地层划分和对比的一种重要依据
。

土壤地层划分就是把第四系岩层序列中土壤层按

特征划分不同类型的土壤单位
。

土壤地层单位的术语是土壤和古土壤
。

随着古土壤研究的深入
，

土壤地层单位具有了断代意义
。

我国北方黄土中古土壤的大量同位素年龄测定表明
，

特征相同的

同期古土壤具有近似的年龄值
，

如
�
�

。
古土壤顶部年龄在兰州为 �

�

��� �
�

�
� ，

在洛川为 �
�

��� ��

�
�

��，
古土壤顶部在兰州为 �

�

���
� �

�

�
， ，

在洛川为 �
�

��一�
�

���� �
�

�
� ，

在青州为 �
�

���
� �

�

�
�

���顶部在洛川为 �
�

��一�
�

���� �
�

�
� ，

在临胸一青州为 �
�

��一�
�

���� �
�

�
�

���顶部在洛

川为 �
�

��一�
�

���� �
�

�
� ，

在青州为 �
�

��一�
�

���� �
�

�
�

���顶部在洛川为 �
�

���� �
�

�
� ，

在青

州为 。 �

��一�
�

���� �
�

�
� 〔们 。

以上资料表明黄土中的古土壤不存在大的穿时性
，

使土壤地层单位

又具有年代地层的特征
。

因此
，

土壤地层单位是第四纪地层划分和对比中的一个重要地层单位
。

���地貌地层单位
�

受第四纪构造运动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

沉积物可组成不同的地貌形态
，

并

有规律地分布在一定的地貌位置上
。

如在上升的山区
、

河谷区和海岸区
，

新老沉积物分布的地貌

位置呈反层序律关系
，

即时代越老的沉积物分布的位置愈高
，

而时代愈新的沉积物分布的位置愈

低
。

地貌地层划分就是根据沉积物分布的地貌位置
、

各种沉积物的地貌特征及地貌之间的关系

�切割
、

掩埋等�
，

把第四纪沉积物划分成单位
。

地貌地层单位是根据沉积物的地貌信息而建立的

地层单位
，

其术语是基本地貌形态�如阶地
、

台地
、

洪积扇等�及地文期
。

���考古地层单位
�

第四纪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类的出现及人类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
。

人

类的演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

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

这些都会保存和记录在第四纪

地层中
。

考古地层的划分就是根据第四系沉积物中人类的化石和人类物质文化遗迹的物证
，

把岩

石序列划分成代表人类发展不同阶段的单位
。

考古地层单位的术语通常为文化
。

单位的名称由

地理专语和术语组成
，

如半坡文化
、

丁村文化
、

龙山文化等
。

�
�

� 属性地层单位

属性地层单位是对沉积物某些特征的综合
、

分析和推论而建立的
，

主要有以下 �种
。

���年代地层单位
�

第四纪年代地层划分的原理及地层单位术语与前第四纪基本相同
。

值得

提出的是
，

长期以来我国所使用的第四纪年代地层单位的符号
，

即 �
��下更新统�

、

�
�
�中更新

统�
、

�
。
�上更新统�

、

�
�

�全新统�
，

无论是与前第四系相比
，

还是第四系本身
，

均缺乏逻辑性
。

同时

也与国际上通用的不一致
。

关于这一点
，《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说明书 》已有明确规定

，

我们

应遵照执行
。

此外
，

下更新统
、

中更新统和上更新统的称呼
，

也应改为阶或亚统
。

���气候地层单位
�

第四纪时期地球的气候曾发生过明显的冷
、

暖
、

干
、

湿的周期性变化
。

气候

地层划分就是通过对沉积物中各种气候标志的分析
，

把岩层序列划分成一系列气候特征单位
。

如

冰期
、

间冰期
，

雨期
、

间雨期
，

冷期
、

暖期等
。

气候地层单位是第四系地层研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地

层单位
。

但笔者认为这种地层单位不适宜作为 � � �万地质组图的填图单位
，

原因主要有二
�

其

一
，

气候地层单位属于一种认识性或解释性的地层单位
，

反映研究者现阶段的认识水平
，

常常会

因研究者不同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改变
。

因此以此为单位的地质图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地

质基础
。

其二
，

气候地层单位是属性地层单位
，

不符合 � � �万组图的性质
。

���成因地层单位
�

第四纪沉积物的成因十分复杂
。

按其形成环境大体上可分为如下成因系

列
�

风化系列
、

斜坡系列 �坡积
、

重力堆积�
、

流水系列 �冲积
、

洪积�
、

岩溶系列 �洞穴堆积
、

泉华堆

积 �
、

湖沼系列 �湖积
、

沼泽沉积
、

化学沉积�
、

冰川系列 �冰破
、

冰水沉积�
、

风力系列�风积
、

黄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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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成系列 �滨海
、

浅海
、

深海�
、

海陆交互系列
、

构造火山系列 �火山岩流
、

火山碎屑
、

新构造堆积�
、

人为系列以及各种混合成因系列
。

每个成因系列中又含有若干成因类型
。

成因地层单位是根据

沉积物的动力标志
、

地貌标志
、

环境标志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
，

其基本单位是成因类型
。

� � � �万组图第四纪地层单位的选择

岩石地层单位是 � � �万组图第四纪地层划分的基本单位
。

由于第四纪沉积物的复杂性
，

段
、

层和非正式岩石地层单位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

尤其是那些具有环境和事件意义的特殊层
，

如火

山夹层
、

泥炭层
、

钙华层
、

硅藻土
、

变形层
、

陆相层中的海相夹层和海相层中的陆相层等
，

在无法建

组的情况下都应该用段
、

层或非正式单位表示出来
。

但是
，

由于第四系以陆相地层为主
，

岩性复

杂
，

纵向变化大
，

地层连续性差
，

在很多测区很难采用岩石地层单位填图
。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

填图单位呢�按照理论地层学
，

地层单位可分为特征地层单位和属性地层单位
，

现在所填制的系

图和组图就是根据这两种不同类型地层单位的制图
。

因此笔者认为
，

对那些不宜用岩石地层单位

的第四系区
，

采取与其类型相同的地层单位是可取的
，

这样不会改变 � � �万组图的物质性和客

观性特点
。

至于选择哪种类型的地层单位
，

还应根据测区的地质条件而定
。

如在上升的山区
、

河

谷区
、

海岸区
、

山区与平原的过渡区
，

可考虑地貌地层单位 �在古土壤较发育且分布普遍地区可采

用土壤地层单位
�在史前人类活动集中的黄河中游等地

，

考古地层单位也是一个可选择的填图单

位
。

在有条件的测区都应开展磁性地层学研究
，

建立区域性可对比的磁性地层极性单位
，

以利于

区域第四纪地层的对比研究
。

尽管在有些地区难于建立系统的岩石地层单位而用其它地层单位代替
，

但第四纪岩性调查

仍然是区调最基本的内容
，

不论在以何种地层单位表示的地质图上
，

都应尽可能地把第四纪沉积

物的岩性表示出来
。

现代地层学强调多重地层划分
，

这一点对第四纪地层研究尤为重要
〔�〕 。

无论

采取何种地层单位制图
，

对地层的研究都必须采取多种方法
，

至少应该进行年代地层学和古气候

地层学等方面的研究
。

多重地层划分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报告中
，

应尽可能表现在图面上
。

采用什

么方式表示呢�笔者认为系列图的方式是可取的
，

即除了在正规地质图上表示一种主要地层单位

以外
，

将其它地层划分的结果绘制在聚脂薄膜上
，

需要时将两者套合起来
。

文中的许多认识问题曾向张守信先生请教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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