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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沿岸全新世海面

变动与近代地壳运动

黄玉 昆 夏法

(中山大学毛

黄导繁 林华荣

(广东石油学校)

月lJ 舀

本文拟探讨南海北部沿岸最近 6
,

00 0 年来的海面变动与近代地壳运动
.

众所周知
,

全新世的海面变动
,

其中包括近 6 ,

00 0 年来是否有高海面问题
,

曾引起广

泛的争论
.

总的说来
,

大致有 R
.

W
.

费尔布里奇和 F
.

P
.

谢帕德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

前

者认为大西洋期的海面比今天海面高出 3一 6 米
,

并从那时起
,

海面具有多次的波动 川 ,

后者认为全新世既没有高海面
,

也非波动的
‘“’.

近来
,

许多学者围绕上述两种观点
,

根据各自所观察到的现象
,

继续展开 热 烈 的 争

论
,

其中日本学者对此问题还有专门的论著
‘”

.

看来
,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

尚 需一段

时间
.

一
、

沉积地层剖面的记述

这里主要描述几个有代表性的
,

经 C “ 同位素年代测定的地层剖面
,

借以由 此 导 出

全新世海面变动的讨论
.

剖面位置如图 1 所示
.

1
.

阳江平岗公社牛路村剖面 该处有 3 条沙堤
,

由陆至海高度渐减
.

本剖面属第 2

条沙堤
,

为位于牛路村西南 40 。米桥边的人工剖面
.

沉积物自上而下为
:

( 4 ) 上部黄色细砂层
: 以细砂为主

,

含少量粉砂及粘土
,

主要成分有石英
,

并见少

量褐铁矿
、

磁铁矿颗粒
,

剖面 已风化成黄色
.

0
.

8一 1
.

0 米

( 3 ) 中部砂砾层
:

透镜状
,

砾径一般为 2 一 4 厘米
,

个别大 者 达 8 一10 厘 米
,

以

扁平砾石为主
,

磨圆好
,

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砂岩及脉石英
,

略显交错层理
,

底部有一层

厚约 20 厘米的铁盘层
,

为铁质胶结砂砾所成
. 、

0
.

7一 1
.

2 米

( 2 ) 下部砂质粘土层
:
深灰 色

,

横向常过渡为粘土及粉砂 层
,

含 牡 蜘 壳
.

取 C
‘弓

样品 0 3一 1
.

5
.

0一 6
.

5 米

本文 198 1年 3 月 2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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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北部沿海 C ’ ‘
同位素试样点分布图

▲—本文作者试样地点
: 1

.

阳江平岗公社牛路村
,

2
.

中山小榄裕民大队牡蜗壳采场
,

3
.

中山三 乡 公 社

雍陌温泉
,

4
.

顺德大良金桔咀
,

5
.

中山张家边白庙村牡蜗壳采场
,

6
.

深圳市南头
,

7
.

惠阳平海化工厂
,

8
.

中山东风公社同安小学
; x

—前人试样地点
: 9

.

雷州 半岛西南角
,

10
.

海 口市人民广场
,

n
.

文昌县木兰

头 12
.

崖县鹿回头
,

13
.

东莞横沥下沙
,

14
.

澄海外沙
,

1 5
.

垦丁
,

16
.

石牛桥
.

17
.

海 口
,

18
.

阿公店
,

19
.

深坑子
,

20
.

虎头碑
,

2 之
.

龙港
.

22
.

国姓甫
,

23
.

花莲
.

·

.. ⋯ ,’’
· · , · · · · ·

~ 二间 断
· · · · · · · · · · · · · · ·

⋯⋯

( 1 ) 底部粘土层
:
深灰色至黑色淤泥

,

含腐木
,

未见底
.

取 C “ 样品 03 一 2
,

0
,

6 米

2
‘

中山小榄公社裕民大队北角生产队牡蝎壳采场 沉积剖面为
:

( 3 ) 黄灰色砂质精土层
: 薄层

,

显微细层理
,

常见褐色铁质斑点及不规则的铁质条

带垂直于层面分布
,

致密块状
.

1
.

5 米

( 2 ) 深灰色粘土质细砂层
: 上部含少量贝壳

,

厚 1 米
.

下部含大量小瓣鳃类贝壳
,

其中有 T el l讯。 sp
, ,

c ra ss 时el l记ae
.

其顶部有一层厚约 0
.

7 米的长轴达 20 厘米的 粗大牡

蝠壳
,

在该层取 C
‘弓

样品 08
.

1
.

2 米

( 1 ) 牡蜘壳层
:
大部分为个体较大的牡蝠壳堆积

,

主要成分有 0 51. 二。
Gi g a , T h u n 一

b e r g
、

O str e a r iv u la r is G o u ld
,
O str e a D e n se la m o llo s a L ise h ke

.

为目前采掘牡蜘 壳 的月

的层
,

未见底
.

取 C “ 样品 10
,

4
.

0 米

3
.

中山东风公社同安小学门口 钻孔 (PK , 3 ) 剖面为
:

( 4 ) 灰黑 色淤泥质粘土层
:
质较纯

,

含少量细粉砂
.

6
.

0 米

( 3 ) 灰褐色淤泥质粉砂层
:

分选好
,

以粉砂为主
,

主要成分有石英
,

含 少 量 云 母

片
,

局部胶结较紧
,

上部约 1 米见较多豹贝壳
.

已鉴定的有 T el ll’o
sp

.

14
.

01 米
· · · · ·

⋯⋯碑
j ·

⋯⋯间 断
· · · · · · · · · · · · · · ·

⋯ ⋯

( 2 ) 灰黑色淤泥质细粉砂层
: 以细砂为主

,

含少量淤泥
,

胶结紧
,

常见厚度小于 1

米的粘土
、

亚粘土
、

细砂及砂砾夹层
,

从 26 米起含较多的腐 木
.

在 2 7
.

5 米 深 处 取 C “

样品 PK
I 。 一 ; .

1 5
.

5 1 米

( 1 ) 基岩
:

片麻岩
.

4
.

中山张家边白庙村牡砺采场 沉积剖面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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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深灰色淤泥质粗砂层
: 以石英砂为主

,

粘质成分多
,

含少量褐铁矿颗粒及直径

0
.

2一 1 厘米的小砾石
.

0
.

3 米

( 2 ) 灰白色含砾粗砂层
:

底部砾石较多
,

砾石以脉石英为 主
,

一 般 砾 径 2 一 5 厘

米
,

磨 圆度 中等
.

0
.

4 米

( l ) 牡砺壳层
:

常含少量砾石
.

采 C
’魂

样品 05
.

2
.

0 米 (未见底)

5
.

顺德大 良镇金桔咀牡砺壳采场 沉积剖面为
:

( 3 ) 砂质淤泥层
:

深灰色
,

砂质成分较多
,

常见铁锈斑点
,

并含少量砾石
.

砾石以

砂岩及脉石英为主
,

一般砾径为 1 一 2 厘米
,

磨 圆度 中等
.

0
.

65 米

( 2 ) 深灰 色粉砂质粘土质
:

致密
,

常含木屑及植物残片
.

1
.

40 米

( 1 ) 深灰色粘土层
:

质粘
,

含较多的牡砺壳
.

取 C
‘ 4

样品01
.

0
.

4 米 (未见底 )

6
.

深圳南头 公社后海剖面 位于后海西面 1 公里
,

为一个古泻湖上的人 工 挖 掘 剖

面
.

沉积剖面为
:

( 3 ) 灰 白色粗砂层
: 以石英砂为主

,

粒径为 2 一 3 毫米
,

分选较差
,

常混入粘土团

块
.

1
.

40 米
· · · · · · · · · · , · · · · · , ,

⋯间 断
· · · · , · · · · · · · · · ·

⋯ ⋯

( 2 ) 黑色粘土层
:
质纯

,
’

粘重
,

致密块状
,

含树根及植物枝茎
.

取 C
‘ 4

样 品 D
一

石
.

0
.

7一 0
.

8 米

( 1 ) 灰 白色粘土层
: 致密质纯

,

粘性大
.

0
.

4 米 (未见底)

二
、

6
,

00 0年以来海面变化的
一

讨论

为探讨最近 6 , 0 00 年来海面变化的规律
,

我们对前述的 9 个样品 作 了 C ‘ 4

年代 测 定

(表 1 )
,

并结合前人的资料
,

综合论述南海北部我国沿岸近 6 , 0 00 年来的海面变化
.

从上述沉积剖面及 C
‘今

同位素年龄测定资料看
,

研究区内主要出现两个地 层 组 合
:

其一是 G C 一 4 7 9
、

G C一 5 6 1
、

CG 一
46 4 和 CG 一 4 9 4

,

时代均大于 20
,

00 0 年的含腐木黑色粘土

层组
; 其二是 G C一 4 7 8

、

G C 一 4 8 2
、

G C 一48 3
、

G C一48 0 和 G C一47 7 等含牡蜗壳层及 其 他 海

生贝壳层组
,

时代大致为 6
,
0 00 一 2 , 7 00 年

.

关于牡蝎的生活环境
,

根据我们在南海 沿 岸

的实地观察
,

在高潮线附近
,

通常只生长个体较小的贻贝和牡蜗
,

而个体较大的牡蝠
,

一

般都生长在低潮面 以下的浅水环境中
.

本区所发现并用作 C
’咭

测年的牡蜘壳
,

都 是 个 体

较大的种属
,

其中常见的有
:

Os tr o a r iv o la r is G o o ld
,
0

.

p lie a to la G m e li二
,
0

.

G ig a ,

T h u n b e r g
,
O

.

T a lien w h a n e n , 15 G r o s s ,
O

.

D en , e la m ello s a L ise h ke 等
.

它们一般生 长在

低潮面以下至水深几米
,

通常是指示海相
、

三角洲相环境的标志性生物
,

可作为研究海面

变化的 良好证据
.

而泥炭或黑 色有机质淤泥及其所夹的腐木
,

一般都是代表侮退环境的陆

相
、

滨海泻湖相堆积
.

在前述的阳江剖面和深圳南头剖面中均发现有海相沉积直接覆盖在陆相泥炭腐木层之

上
.

珠江三角洲的剖面同样发现海相贝壳层直接覆在陆相地层之上
,

如上述的东风公社同

安小学 PK , 3

钻孔剖面所示
‘

据广东地质局的钻孔资料分析
,

认为珠江三角洲的沉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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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三分性
,

即下部为河流相沉积
,

中部为海相
、

三角洲相
,

上部为泛滥平原相
.

含大

量的斧
、

刀
、

磨
、

柠
、

锥等器物及淡水介壳 (如蚌
、

舰) 等 汇‘’
、 ‘ 一 “’ ,

并在顺 德 勒 流 和

大林两地的平原下 3 米处发现马来鳄 (T 。。姑to o a , p
.

)
吕 ’ ,

据 C “测年分别为 2
, 8 40 年 和

3
, 0幼年 (曾昭漩

,

个人通讯)
.

’

“

表 1 南海北部沿海 C
’ ‘

样品年代测定结果
朴

} 编
地 点 }

- -

一

——
一

_
_ _ _

_ _
_ ll. , ” _

. L

~ _

一I., 一野
二
~ 煞二

试 料
距今年代
(年)

海拔高度
(米)

03 一 1 6
,

0 0 0 士2 8 0
阳江平岗公社牛路村沙堤

03 一2 > 5 0
.

0 0 0

中山小榄北角生产队牡蜗壳

采场

0 8

10

一 2
.

0

一 5
.

6

中山张家边白庙村牡蜗壳采场

中山东风公社同安小学

顺德金才吉咀牡蝎壳采场

深圳南头后海

惠阳虎头山平海化工厂

PK x 3 一 度 含

碎

D
一
2 4 8

实 验 室

G C
一
4 78

G C
一
4 7 9

G C一4 8 2

G C
一
4 8 3

G C一4 8 0

G C一5 6 1

G C 一4 7 7

CG
一
4 6 4

CG
一
4 9 4

牡妨

腐木

牡蝎

牡蝎

牡蜗

植
片粘

牡蜗

腐木

腐木

物
木

2
,

了00土16 0

4
,

94 0土2 6 0

5
,

03 0士2石0

2 0
.

4 8 0土7 6 0

5
.

9 2 0士3 0 0

一 2 6
.

5

3 2
,

6 10士 1
,

6 5 0

2 1
,

19 5 土1
.

1 45

一 0
.

5

4 5

实验编号 G C 者为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分析
.

实验编号 C G 者为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分析
.

在香港的高岛
,

也发现海相地层直接覆在陆相地层之上
,

两者接触处的标高在香港主

要基面之下 一 16
.

13 米
‘ ’ ,

其所含生物 遗 体 C “ 测年
,

前 者 为 6 , 6 40 士 10 0 年一 7 , 9 20 士

1 1 0 年
,

后者为 ) 3 6
,
6 0 0 年 “ ,

.

在海南岛沿海和西沙群岛也常发现高出现代海面的海相沉积
,

海南岛的鹿回头 高 1
.

5

米的珊瑚礁时代为距今 5 , 1 80 士 19 0 年
,

3 米 高 的 珊 瑚礁 为 3 ,

75 0 士 19 0年
, 4 米高的为

3
,
6 3 0 士 1 9 0年

‘后’ ,

西沙群岛有高出现代海面 5 米的珊瑚礁
,

时代为 4 , 5 5 6 士 20 0 年
〔” ‘〕 .

阳江县的漠阳江河口
,

根据钻孔揭示
,

也常见上部有牡蝠壳层超覆在陆相含腐木地层

之上 ‘日’.

在韩江三角洲的梅林湖和澄海一带
,

也有类似的情况
’‘ , 。’ ,

虽然这两个地区还

没有作 C
‘摇
年代测定

,

但从沉积剖面的结构层序看来
,

它们基本上与珠江三 角 洲 所见者

同
.

韩江三角洲沉积剖面一般上部零至几米为近代三角洲
、

泛滥平原沉积
,

其沉积物以砂

及亚粘土为主
,

其中底部含文化层
.

文化层 中有新石器
、

陶片
.

其下为一 套 厚 10 一 15 米

含 Os t: e a sp
. ,

M
u re x o p

. ,

N eri 她 P e lo ro n匆 (L in n e)
,
P o e te n s p

. ,
A , o 二ia : p

. ,
A伽

s p
. ,

M
a c *r a sp

. ,

Ca
。‘5 f

a fn ‘l‘a ris (L in n 。) 等滨海
、

浅海相沉积
,

再下NlJ 为河床相 及湖 .

1) 中山大学地理系河口研究组
,

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和演变
,

19 7 7.

2) 广东省地质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

比例尺 1 :

20 万
,

广州幅
、

江门幅
,

19 肚
.

3) 主将克
,

关于珠江三角洲出土的绮鱼遗徽的种属及其有关问题
.

1蛇0.

4) 香港主要基面位于现在最低海面下 O
,

‘米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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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一

————一
~

— 一一- 一

—
~

一一

一
一

一
~

一一
-

一
—

一 一

相沉积
,

如图 2 所示
.

在台湾沿岸
,

代表距今 6 ,

00 。一补0 00 年前

海进的珊瑚礁及其他动物群
,

也在许多地方发

现
,

其中包括高出现代海面 3
.

0一 20 米不等的

阿公店隆起珊瑚礁 (距今 6 , 0 10 士 13 5 年前)
、

石牛桥隆起珊瑚礁 (距今 5 ,

51 0 士 13 5 年 前 及

6 ,
8 5 0 士 1 4 0年前)

、

海口 隆起珊瑚礁 (5
, 3 9 0 士

1 3 0 年)
、

垦丁隆起珊瑚礁 (5
, 7 1 0 士 13 0 年 )

、

枫港隆起珊瑚礁 (5
, 。40 士 125 年)

由上可知
,

在最近 6 , 0 00 年以来
,

南海北

部我国沿岸
,

不论在目前的构造下沉区
,

还是

上升区
,

都曾发现海进层位
,

海进起始时间大

致距今 7 , 0 00 一 6 , 。00 年前
,

结 束 时间大致为

3 ,

00 0年前
,

在地质历史上相当于中全新世
.

中全新世的海进不仅在南海沿岸出现
,

在

我国其他省区
,

例如渤海湾西岸
、

长 江 三 角

洲
、

辽宁栗子房李家沟一带
,

据报 道 也 有 出

现
l’ 3 一 ‘ ”

.

虽然南海北部沿岸和我国其他省区的一些

海岸发现中全新世的一次海进
,

海进不仅侵入

到三角洲平原中
,

而且在许多地区发现这次海

进形成的沉积物远远高出现代海面之上
,

但能

否就据此认为它就代表该时期的高海面 ? 根据

所获得的调查资料
,

高出现代海面 的 沉 积 物

斌仔限都前处 ;
兀

之 揭阴浓城 汕头中山公爵

胃胃胃篇翻州泛滥乎至丝丝曰曰___
已已已 , 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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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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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

卜卜卜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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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黛黛黛黛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海坦枯土层

砂艾先层
·

贝壳估土层于

砂贝壳与枯土互班

估土德

亚钻土息

泥决层

泥质细砂层

含礴细砂尾:
·

中绷砂层
‘

住习 含砾中砂趁

任习 粗砂层
.

区习 帐石层
’

住〕
,

花岗岩岚化息

匡〕海生贝壳岌其碑片

白 协生贝李碎片

!国 腐水:

匡} 植物康要

仁刃 褚检

仁勺 间断面

韩江三角洲部分钻孔柱状对比图2

园国口四自图皿曰曰泊图

大部分位于上升地区
,

而在下降区 (如韩江三角洲
、

珠江三角洲
、

漠 阳 江 何 口 等)
,

同

一时期的层位都分布在现代平均潮面之下
,

如表 1 所示
.

珠江三角洲张家边高 出 平 均 潮

面 0
.

2 米的牡蜘壳层是由于五桂山近期块断拱状隆起
,

掀动其附近平原上升的结果
.

在香

港的高岛
,

相当于 中全新世的海进层位
,

却位于 一 16
.

3 米
.

同一时期所造成 的 阶地
,

在

不同地区
,

其高度变化很大
,

有些并远远超出高海面所能达到的高度
.

如表 2 所列的雷州

半岛西南端的礁平台和台湾深坑子和虎头碑两地的隆起珊瑚礁阶地
,

虽然它们 是 在 大 约

7 ,

00 0 年前 形成的
,

但其高度相差甚大
.

前者位于高低潮面之间
,

后者却分布在现今海面

以上 30 米的高度上
.

或者阶地的高程相 同
,

但它们却是不同时期形成的沉积物
.

如 西 沙

群岛的石岛和台湾石牛桥和阿公店的隆起珊瑚礁
,

虽然都位于 12 一 15 米高度上
,

但 前 者

形成的年代为 14
,

13 0 士 4 50 年
‘” ,

而后 两者是在 6
, 。00 年前形成的 (参阅表 2 )

.

此外
,

本区的海岸往往发现一些地区有明显的高出现代海面 3 一 5 米的阶地
,

而在另一」也方则完

全缺乏这些阶地
.

台山的上下川岛
、

阳江的海陵岛
、

雷州半岛
,

以及万山群岛和担杆列岛

等地即是一例
.

这种情况和谢帕德与 J
.

R
.

Cur ry 等 1 9 7 0 年所研究太平洋密 克 罗 尼 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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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的 3Q 多个岛屿一样
,

除其中几个岛屿 (例如关岛有高出现代海面 。
.

6 米的珊 瑚礁
,

其时代为距今 2
, 8 80 土 1 10 年) 之外

,

其余 33 个比关岛更稳定的岛屿均未发现隆起的珊瑚

礁
,

而曾被认为代表高海面的胶结砾石堤常与现代高潮面一致
,

却没有发现隆 起 的 珊 瑚

礁
.

砾石堤的年代为距今 2
,
5 00 一3 ,

0 00 年
.

因此
,

他们认为
,

在加罗林群岛与马绍 尔 群

岛
,

在全新世时期并不存在高出现代海面的高海面
「‘ “

,
‘ ”’

.

根据以上种种
,

我们认为本区中全新世的一次海进形成的阶地
、

珊瑚礁平台等
,

不一

定非借助于水动型高海面来解释
,

而是地壳运动的结果
.

至于沙堤
、

贝壳堤则是多种原因

造成的
.

它的高度并不一定代表当时的高海面
.

三
、

近代地壳运动

本区的近代地壳运动
,

具有明显的块断差异性质
,

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的不同特点
:

首先
,

本区发育北东
、

北西和东西向三组主要断裂
,

它们相互交织形成沿海的菱形断

块
,

各菱形断块的运动方向和运动速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
,

韩江三角洲的揭阳附近
,

-

每年下降 3 毫米 , 汕头附近沉降较快
,

每年为 6 毫米
;
珠江三角洲下沉速率较小

,

每年为

2 一 4 毫米
‘ 一 ‘’ .

在台湾
,

近代地壳运动以北东走向的逆冲断层所分割的块断活动最明显
.

其中以东部

的花莲上升速率最快
,

每年上升 6
.

0一 9
.

7 毫米
;
枫港为 3

.

3一4
.

8 毫米 ; 石牛桥
、

山海里

为 1
.

8一3
.

3 毫米
“ ” 一

” ’ .

在福建泉州
,

上升速率为 1
.

8一 7 毫米
,
广东普宁以 北 为 2

.

5

毫米 , 佛山以北为 3
.

5 毫米 , 崖门以西至阳江一段
,

隆起速率较快
,

每年为 8 毫米 ; 雷州

半岛的英利附近
,

每年上升 3
.

8 毫米
,

海南岛地 区表现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拱状
一
块断隆起

,

海口文昌一带
,

每年上升 1
.

2一 3
.

4 毫米
; 加乐附近为 4

.

4 毫米
; 万宁以南

、

陵水以 北 为

3 毫米
‘’ 。’ .

广西钦州附近每年上升 3
.

4 毫米
,

合浦一北海上升速率较小
,

每年 为 1
,

2 毫

米
‘ ’

(图 3 )
.

其次
,

上述三组断裂中
,

以北东
、

东西向规模较大
,

延伸较长
,

北西 向规模较小
.

但

就晚近时期的活动程度来说
,

则首推北东向断裂
,

次之为北西向
,

再次为东西向
,

后者除

海区和琼北比较活动外
,

其余地区一般活动性不强
.

北东向断裂的强烈活动
,

不仅反映在地震震中
、

温泉沿北东向断裂成行排列
,

而且极震

区和等震线的长轴方向也是沿着北东方向展布的
.

根据大陆沿岸 16 个 M > 5 的 地震等震

线的长轴取向
,

其中主要有北东和北西向两组
,

北东取向者达 60 %
,

北西取向者占 40 %
.

前者的实例有
,

15 7 4 年的福州地 震

(
M 二 5

令)
, : 6 。。年和 ‘9 1 8 年的南 澳地震(

M = 7及

1) 广东省地震局
,

桂东南地区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与地震危险区的划分
,

19了8.

2) 广州地震大队
.

广西钦州地区近期地壳垂直运动与地震趋势分析
,

19 了7
.

3 )—
,

海南岛地区地壳垂直形变分析
、
19竹

.

4) -
.

汕头地区地硬危险区
、

段的划分及其危险性的探讨
.

1 9T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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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南海北部沿海近代地壳运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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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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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M = 6
.

4)
.

同时
,

近年来的水准测量资料表明
,

本区近代的拗陷 和隆起带也受着 北

东断裂的控制
,

例如
,

韩江三角洲由澄海一潮安的三个由强到弱依次排列的沉陷带
,

以及

广西钦州地区灵山断裂与吉平断裂之间的近代隆起
,

其长轴
一

也是沿着北东向展布 (图 4
、

5 )
。

北西向断裂的形成时代
,

虽然各自有先有后
,

规模较大连续性较强的红河大断裂
、

平

果断裂
,

可能形成于印支期或燕山早期
.

规模较小
、

连续性较差的
,

大都形成较晚
,

主要

形成于燕山晚期或喜山期
,

如本区所见的大部分北西向断裂均属此类
.

但不管哪一类
,

它

们在近代地质时期都有过比较显著的活动
.

它们不仅对现代河流的流向 (如韩江
、

榕江
、

练江
、

西江等) 和港湾的展布方向
、

沉积等厚线展布等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而且也控制

着震中的分布和等震线的长轴方向
.

如 1 6 0 7 年的潮阳地震 (M 二 6
.

8)
, 1 4 4 5 年的漳 州 地

图 4 韩江三角洲东部垂直形变图 (1仑7。一1 9 7 2 年) (据广东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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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地区垂直形变图 (19 5 6一1解3年)

震
, 1 9 6 9 年的海南 万 宁 南海 中 地 震 (M 二

5
.

1)
,
以及 1 9 7 7 年的平果 地 震 (M = 5

.

2)
.

同时
,

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断裂交织
,

成为本

区地震的经常发震场所和温泉的逸露点
.

1 7 9 1

年的澄 海 地 震
, 18 95 年的 揭 阳 东 南 地 震

/
, ,

1 \

又M
= “
寸夕

, ‘”62 年的 何 源 地震 以 及 ‘9 69

年的阳江地震即是其例
.

此 外
, 1 9 3 6 年的灵

山地震也可能属之
,

而不是原来所认定的导源

于北东向的灵山断裂的拐弯部位
.

第三
,

本区地震活动水平和地 壳 运 动 强

度
,

总的说来有自东而西逐渐减弱的趋势
.

由

此反映出构造应力场的强度由东向 西 逐 渐 减

弱
.

台湾是个新生代地槽区
,

地壳运动和地震
活动水平自然比其他地区强

.

以 M ) 6 的地被

米说
,

台湾及其附近海域自 1 9 6 1 年至 1 9 7仔年
间

,

有 2 15 次之多
.

海丰一政和断裂以东
,

包
括福建和香港以东沿 海 有 6 次 (16 0 0一1 9 7 6

年)
,

阳江一广州断裂以东只有 2 次
,

即 1仑血

年的河源地震和 19 69 年的阳江地震
.

阳 江 断

裂以西
,

包括海南岛和南海诸岛
,

从公元始室
1。7 6 年止

,
’

只发生过 2 次
,

这就是 1。。5 年的
琼山地震 (M =

’

7
.

5) ; 1 9 3 6年的灵山地震
.

由西往东沿海
,

不仅地震强度逐渐增大
,

而且

频度也逐渐增多
。

地壳活动的强度
,

不仅反映在地震活动强度
、

频度 以及地壳运动的速度上
,

同时也体

现在地壳运动的总幅度上
.

自中全新世海进以来
,

本区沿海同一时期所造成的阶地
,

虽然

受到块断运动的影响
,

但仍然可以看出其高度由东往西逐渐递减的总趋 势 (见 表 2 )
.

台

湾同一时期沉积层的高度
,

在阿公店最高为 12 一 13 米
,

海 口为 10 米
,

石牛 桥 为 15 米
,

枫港隆起珊瑚礁 20 米犷 在深坑子和虎头碑两地
,

高达 3仓米 但在大陆沿海
,

同一时期所

形成的沉积层
,

却很少高出海面以上 5 米
.

第四
,

南海沿岸除块断差鼻运动这尸特点之外
,

还出现由陆至海 (或由北而南) 的掀

斜运动
,

这种情况在钦州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
。

该区的北仑河由西北向东南流
,

汇入北部

湾
.

上游那良一带分布四级阶地
,

其高释由新而老分别为 ”米
、

“米
、

1 4 米
、

2 ‘一“5 米
,

但至下游东兴一带只见两级阶地
,

其中一级阶地高 2
.

5 米
,

二级高 7
.

5 米
.

阶地高程由北

往南递减显示由北往南的掀斜运动
.

又如合浦至常乐一带北海组地层的沉积面掀斜也是如

此
,

其高程变化由北至南逐渐递减
,

在常乐为 35 米
、

石康 25 米
、

合浦 20 米
、

高德 1 1米
·

近年来水准测量资料也表明有由北往南的掀升运动
,

其中钦州一龙门一带 表 现 最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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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对比 1 9 7 3一 1 9 7 6 年的地壳垂直形变测量
,

其总值由南往北逐渐增大
,

显示出 地 壳

由北往南的掀升现象一

表 2 南海北部沿海 C
’ ‘

样品的年代测定结果

编编 号号号 距今年代代 海拔高度度

(((((((((((((((((((((((((年))) (米)))
野野 外外外外外

海海南岛鹿回头水尾岭岭 2 7 3
一
111 C G

一
13 555 珊 瑚瑚 4

.

9 3 0士1 8 555 1尹尹 赵希涛涛

222227 3
一
1 ,, CG 一13 444 滨珊瑚瑚 5

.

1 8 0士1 9000 1
.

555 ,///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雷雷州半岛西南角角角 C G
一
6 222 珊 瑚瑚 7

.

12 0士1 6 555 1
.

5 一222 贵阳地化所所
(((((((((((((低潮面以上))) C ‘ 刁

同位素室室

西西沙群岛岛岛岛
,/// 4

.

8 5 6士 2 0 000 555 郭旭东东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444444444444444444444阳阳江平岗公社牛路村沙堤堤 0 3
一
111 G C

一
4 7 888 牡蝎壳壳 6

.

0 0 0士2 8 00000 本文作者者

顺顺德金桔咀石矿场边牡蜗壳采采 0 111 G C
一
4 7 777 牡蜗壳壳 5

,

9 2 0土 3 0 000 一0
.

555 刀刀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中中山小榄北角生产队牡蜗壳采采 1 000 G C 一4 8 333 牡蝎壳壳 4
,

9 4 0土2 5 000 一5
.

666 ,’’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香香港高岛D 区区区 H A R S了000 贝 壳
___

了
,

了9 0士4 000 一 16
.

1333 K e n d a llll

香香港高岛D 区区区 H A R 8 7 111 贝 壳壳 7
.

9 2 0土1 1 000 一 17
.

1444 ,’’

台台湾海口隆起珊瑚礁礁礁 仗
一
6 0 555 牡蜗壳壳 5

.

1了0土1 3000 1000 W
.

H a shim Q tooo

垦垦丁隆起珊瑚瑚瑚 N
一
6 2 444 C o d a k iaaa 5

,

6了0士久3 000 2 000 ,’’

台台湾阿公店隆起现瑚礁礁礁 N
一
5 8000 珊 瑚瑚 6

,

5了0土13 555 13
.

000 ,,,

,,’’’ N
一
5 6 333 ,’’ 6

,

0 0住士13 000 1 2 000 T a ir aaa

台台湾石午桥隆起珊瑚礁礁 CT
一
444 N

一
4 0 111 ,,, 6

.

5 10 士 13 666 1 555 ,,,

,,/// CT
一
555 N

一
4 0 222 ,,, 6

,

85 0士14 000 1666 W
.

H a shim o t ooo

台台湾虎头碑碑碑 N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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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本区近代地壳运动和断层活动情况
,

如同古构造运动那样
,

同样具有振荡运动

的性质
,

在时间上出现正反方向的交替运动
.

例如
,

福建莆田以 东 沿 海
,
1 9 5 7一 1 9 7 2 年

的水准测量
,

表明为负向运动
,

每年下沉 1
.

0一 1
.

8 毫米
;
而 1 9 7 2一1 9 7 4 年为正向运动

,

每年上升 4
.

4 毫米
.

泉州附近 1 9 5 3一 1 9 6 5 年为正 向运动
,

每年上升 1
.

8 毫米
, 1 9 6 5一 1 9 7 0

年为负向运动
,

每年下降 5 毫米 ; 而 1 9 7 。一 1 9 7 2 年又上升
,

每年上升 7 毫米
.

在广 西 的

合浦附近也有类似的情况
,

该区 1 9 5 6一 1 9 6 6 年
,

每年上升 3
.

4 毫米
, 1叨6一 1 9 7 2 年又

:

每

年下降 1
.

2 毫米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以致根据某一时期沉积面高程推算出来的地壳运动

速率
,

总是小于由水准测量测出的速率
.

在一条断裂带上
,

上述这种正反方向交替运动现象也屡见不鲜
,

’

东兴一灵山断裂带
,

以及小董
、

南晓断裂的活动即是其例
.

虽然它们的活动在总体上具有继承性质
,

但各个时

间的活动则常常出现正反方向的交替
,

如表 3 所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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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广西东兴一灵山断裂带及小董
、

南晓断裂的近代升降运动

断层西盘相对于东盘的升降量 (毫米) 总升降量 (毫米)

断 层 名 称
1 9 66年比
1 9 56年

1 9了2年比
1 9 66年

1 9 7 6年比
1 9 7 2年

1匀T7年比
1习了乃年

1 9了7年比
1 9 5 6年

年变尘

萎竹坪断层组

吉平 (泰好) 断层组

大同 (灵山 ) 断层组

小董断层组

南晓断层组

+ 0
.

1 7

{
一 。

·

’5

{
一。“‘

{
+ 。

·

。名

匕二二-

勺口.勺品J
‘.工Q甘+一一十一

民U

:2
J

:3
l,工,自n�书工月O

一一+�一!⋯!
‘

!!

内O

冲‘,‘
者.几OU嘴1几‘的Jno

月胜二do十+一一一
几自,人�U的0nU

一+++十
nU心‘几U肠U月D民U甲

.

民U门I
J

遨�+一一一一

总 结

研究全新世的海面变动和近代地壳运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且具有重大 的 实 际 意

义
.

详细揭示它们的历史
、

机制
,

对于恢复古海洋环境
、

海岸动力过程和重大基础工程设

施及地震预报都有重大的意义
.

本文作者根据南海北部我国沿岸部分资料
,

结合 C ’‘ 同位

素分析
,

以及地震和大地测量等资料
,

初步探讨了本区最近 6 , 0 00 年以来的海面变动规程

和近代地壳运动状况
,

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1
.

南海沿岸在中全新世时 (约在 6
, 0 00 一 3 ,

0 00 年前) 曾发生过一次海进
,

但 不 一定

有过比现在更高的海面
,

现在超出平均海面以上的阶地
、

珊瑚礁
,

很多可 以用地壳运动来

解释
.

2
.

以近代地壳活动程度来说
,

本区断裂以北东 向活动最强
,

北西向次之
,

东西向又次

之
.

这些断裂互相交切
,

把地壳切割成大小不等的断块
.

各个断块之间
,

其地 震 活 动 水

平
、

地壳运动的速率和幅度都不相同
.

但总的说来
,

大致上自西而东逐渐加强
,

由此反映

出本区的应力场有自西而东逐渐加强的趋势
.

3
.

本区近代地壳运动
,

除以块断为主外
,

还有由北而南
,

即由陆至海的掀升运动
.

这

点在桂西一带表现得很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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