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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更新世以来台湾海峡西部的

海侵及海平面变化
*

蓝东兆 张维林 陈承惠 于永芬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 门)

摘 要 经对 台湾海峡西部海域 16 个柱状岩心进行粒度
、

抱 粉
、

硅 藻
、

有 孔 虫
、

1 连
C 和古地磁 的系统分析

,

可将本海域晚第四纪沉积层序 自老而新划 分 为 E
、

D
、

C
、

B
、

A层
.

证实了早玉术冰期中
、

晚期 的琅岐海侵 (D 层上部 )
、

玉木 亚间冰期

的福州海侵 (C 层 ) 和冰后期的长乐海侵 (A层 ) 的存在
,

并首次发现里斯
一玉木间

冰期的金门海侵 ( E层)
.

提 出台湾海峡在早玉木冰期早期大部分裸露成陆
,

晚玉木

冰期属于浅海环境以及东山陆桥的出现应在sk a BP等见解

关键词 晚更新世 台湾海峡 海侵

月lJ 舀

晚更新世以来
,

全球性气候冷暖变化导致海面升降
,

在我国东部沿海平原及渤海
、

黄海
、

东海留下了里斯
一玉木间冰期

、

玉木亚间冰期
、

冰后期三次海进和早玉木冰期及晚玉 木 冰期两

习叫|川川川
l

川们

次 海 退的证据
〔 ’一 ‘’

.

华南地区及南

海也揭示了发生于玉木亚间冰期
、

冰

后期两次海进及晚玉木冰期的一次海

退〔 5 , 6 〕
.

而台湾海峡晚更新世 以 来

的海侵及海平面变化迄今尚未进行过

系统研究
.

本文通过对国家海洋局第

三海洋研究所于 1 9 8 4一 1 9 8 5年在福建

海岸带和台湾海峡西部海域综合调查

时所采集的 16 个重 力 活 塞 岩 心 (图

1 ) 的粒度
、

抱粉
、

硅藻
、

有 孔 虫
、

‘ 4
C 年代和占地磁 等项目的分析

,

进

行了沉积层序
、

海侵和海平面变化的

系统研究
,

为相邻海域及世界海平面

变化的对比研究提供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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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湾海峡研究站位分布

本文于 1 99 2 一0 5 一 工6收到
,

修改搞于 1 9 9公0 9 ~ 工8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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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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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层序

根据抱粉组合所反映的气候冷暖
、

干湿变化
,

结合“ C年龄
、

古地磁短期游移以及微 体

古生物确定的沉积相等特征
,

可将台湾海峡西海域 16 个岩心的沉积层序由老至新分为E
、

D
、

C
、

B
、、

A S层
.

现将各层的主要特征及地质年代综述如下 (图 2 )
.

E层
:

见于海峡中部金门附近海域的 7 75 站和南部海域8 19 站的岩心底部 (图 2 )
,

埋深分

别为2
.

54 m 和 3
.

00 m
,

可见厚度分别为 1
.

95 m 和 1
.

0 1m
,

未见底
.

7 75 站该层沉积物为黄灰色

粗砂
; 8 19 站为灰黄色中粗砂和粉砂质砂

,

夹泥质粉砂和细砂薄层
,

抱粉为栋Q : ‘。。us
、

松

p in :‘s 一禾本科G r a m ln e a e 一

水龙骨科P o ly p o d la c e a 。组合
,

代表滨海地区常绿阔叶
、

针叶混交

林景观
,

反映为温暖湿润的间冰期气候条件
.

本层未获得 “ C测年结果
,

但根据 区域对 比
,

E层应属里斯
一玉木间冰期的沉积

,

年代早于 了o k a BP
.

D 层
:

见于海峡中部7 75 岩心 2
.

00 一 2
.

54 m 和南部8 19 岩心 2
.

25 一 3
.

00 m 段
,

可见厚度分

别为 o
.

5 4 m 和 o
.

75 m (图 2 )
.

77 5岩
J

今该层上段o
.

4 m 沉积物为粉砂质砂
,

下段 o
.

1 4 m 为砂质

粉砂和砂砾
,

且含较多云母及大量棕色植物碎屑
.

8 19 岩心上段 0
.

“ m 沉积物为砾 夹 中 细

砂
,

下段。
.

20 m 为灰色泥质粉砂
,

并 含较多云母
.

根据微体古生物分析结果
,

二岩心下段为陆

相沉积
,

上段为滨海相沉积
.

抱粉为松
、

栋
一
水龙骨科组合

,

代表滨海地区稀疏的针阔叶混交林和草原景观
,

反映气候

温和湿润
.

7 75 岩心 D 层测得 “ C年龄为 3了 0 58 士 9 4 3 a BP
,

并位于蒙戈游移底界 ( 3 1k a B P )

之下
; 8 玛岩心 且层顶板之上 。

.

lm 处测得“ c 年龄为 4 1 35 8 土 1 9 5 4a B P
.

可 以认为
,

D 层 属
一

上早玉木冰期的沉积
,

年代为功~ 42 k a BP
.

从岩性特征和沉积相
,

参考邻区及世界 海平 面

变化资料
,

推测D 层下部的陆相沉积可能属 J二了。~ 60 k a B P的早玉木冰期早期海退的产
l

物
;
其

上部的滨海相沉积应该是早玉木冰期间暖期海进形成的
,

并延续到早玉木冰期晚期
,

年代约 为

6 0 ~ 4 2k a BP
.

C层
:

见于 4 0 5
、

7了5
、

5 0 9
、

8 2 9
、

5 2 5 和8 6 5岩心
,

埋深 1
.

5了一 3
.

so m
,

可见厚度 。
.

日一

2
.

02 m (图 2 )
.

海峡北部该层沉积物为泥质粉砂
;
中部为砂

一
粉砂

一

泥 ;
南部以砂

、

粉 砂 质

砂为主
,

也有中细砂
、

砂质扮砂等沉积类型
.

抱粉为栋
、

松
一

水龙骨科组合
,

代表滨海 地 区

常绿阔叶
、

针叶混交林景观
,

反映气候溢暖湿润
,

显示 了亚回冰期的气候条件
.

86 8和 7花岩

心 C 层中出现了布容正极性期的蒙戈游移 ( 3 1一 1 9 k a B P )
.

此外
,

80 9宕心 C层测得 “ C年

龄为 2了 7选6 士 5 5 9 a BP , 8 19岩心 C层顶部和底部 分 别 测 得 “ C 年 龄为 10 7 5 了 士 2 6 s a BP 和

4 1 3 5 8 士 1 9 5 生a B p , 8 6 8岩心 C层测得热释光年龄为2 8 9 8 0 士 z 4 0 a BP
.

因此
,

C层应属 于玉 木

亚间冰期的沉积
,

年代约为42 一 2 0 k a BP
.

B层
:

由图2可知
, B层埋深数厘米至5

.

10 m
,

可见厚度为0
.

5 一 3
.

70 m
,

海峡北部该层埋

深和层厚均大 于南部
,

而沉积物则白北往南变粗
.

北部为泥质粉砂和砂质粉砂
,

中部以砂和粉

砂质砂为主
,

南部浅滩多为 中粗砂
,

浅滩边缘为中细砂
,

近岸则以粉砂质砂和砂质粉砂较 多

见
.

泡粉为松一要科Pol y : o n a c e a 。一
蔗尸te 八成。。 组合

,

代表滨 海 地 区 稀 疏 的 针 叶 阔 叶

混 交 林 和 草 原 景 观
,

反 映飞候温凉略干
,

表现为冰期气候条井
.

74 5
、

77 5
、

8 68 岩 心 B

层顶部出现了布容正极 比期的哥德堡游移
,

底部蒙戈游移也开始出现
.

在4 05
、

7 5 6
、

一

86 8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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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台湾海峡晚第四纪岩心沉积层序的划分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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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B层顶部或上覆地层底部测得
‘召

e年龄分别为 1 1 1 7 4 士2 8 8
、

1 1 2 4 2 士 士 3 3 1和 1 0 口6 9 士 1 6 5

a B P
:

在 8 0 9
、

7 6 0
、

7 8 9
、

8 2 5
、

7 5 6岩心 B层中部或底部测得
‘盛
C年龄 分 别 为 1 3 9 2 7 士 2 19

、

2 4 理9 7 士 3 9 4
、

2 4 5B 8 士 2 4 4
、

1 4 , 办7 士 3 4 9 和 2 7 4 9 5 士 5 7 7 a BP ; 在8 29岩心 B层下伏地层顶部测

得
’ ‘

C年龄为‘9 7 5 7 士 2 6 8a BP
.

因此
,

可以确定B层属于晚玉木冰期的沉稗
,

年代约 为 “o 一

1 Ik a BP
.

A层
:

在沿岸岩心 中
,

可见厚度约 2
.

5 m
,

未见底 ; 近岸岩心中
,

北部和 南 部 厚 Z m 以

上
,

中部厚 o
.

45 m ; 远岸岩心 中
,

北部厚s m 以上
,

中部厚 l m 左右
,

南部浅滩几乎缺失或 仅

厚数厘米 (图2 )
.

北部沉积物为泥质粉砂及砂质粉砂
; 中部和南部近岸层次多

,

以砂一
粉砂

一泥
、

粉砂质砂为主
,

夹有 中细砂
、

泥质粉砂及细砂薄层
.

南部浅滩区 以中粗 砂
、

砂 为 主
,

浅滩边缘为中细砂
、

砂等沉积类型
.

A层 中测得的 “ C年龄大多小于 1 1k a BP
,

抱粉为 栋
、

松

一禾本科
一

水龙骨科组合
,

代表了滨海地区常绿阔叶林的值被面貌
,

反映气候暖热潮湿
,

应属

于冰后期即 1 1k a 以来的沉积
.

此外
,

依据抱粉主要成分的含量变 化 和
‘4

C 测 年 结 果可知
,

11 ~ 8
.

sk
a
和2

.

sk a 以来
,

即早全祈世和晚全新世时期的气候较之中全新 世 的 气 候 略显 干

冷
.

2 晚更新世海侵及其海平面变化

晚更新世以来
,

全球性气候波动
,

导致 了较大规摸的海进一海退一海进一海退
.

2
.

1 里斯
一

玉木间冰期海进

台湾海峡E层系该时期的沉积
,

沉积物中含有丰富的有孔虫和一定数量的海相硅藻 及 放

射虫等硅质壳壁的生物遗骸 金门附近海或为77 5岩心
,

E层 育孔虫为现生金伯尔虫 G 。 。 。-

be lit : ￡。 v iv a n s C u s h m a n 一压扁卷转虫 A o m o n ia e o m 户r e s s i: , s e ,‘la B r a dy组合
,

优势种有具缘

小泡虫B ulfo in a 。
一

, r g ‘n a t a d
‘

Q : b 飞: 。y
、

强壮箭头虫口
0 11沉n ; r o 乙“ : ta B r a dy

、

小 盔 虫

C a : 了‘d u li。。及假轮虫户s e u d o r o ta lia
、

曼顿半泽虫I了a n z a 二 。fa m a n ta o n s ‘5 G a llo w a y e t M o r -

re y等
.

浮 游 有孔虫含量超过3 0 帕
,

底洒有孔虫约50 种
,

含 量低
,

其 中 列 式 壳 含 量 超 过

4 0 帕
.

硅藻主要有圆筛藻C o s c i, : o d i、。 u s E hr o n b o r g
、

蜂窝三角集 T : i。。r a zi: ‘。 f
a 。 。: E h -

r o n b e r g
、

条纹小环藻匀
, elo t o ll。 s tr ‘。t。 (K 位tz ) G r n n o w 等种

.

这种生物面貌反映了 当一j寸

的水深应该在 3 0一50 m 的范围
.

南部海域8 19 岩心该层有孔虫为卷转虫组合
,

优势种主要有 压

扁卷转虫
、

毕克卷传虫 A。。 。n ia b e 。。J r ii (L tn 。。)
v a r

. 、

同现卷 冷虫且
.

。n ; : 。。才。 ; : P a r -

ke
r 。t Jo o

s及球室卷传虫A
.

娜
。乡。 : : M ill

: t七等
; 未见浮存言孔虫

,

底 栖 言 孔虫 10 一20

种
,

螺旋壳占绝对优势
; 硅藻数量少

,

主要为粗纹 藻 T ra ch y 。打 : 。s户邵。
(E h r

.

) c l。v 。
、

圆筛藻及范氏圆箱藻尸。
, 二沼‘。。la 、 : 夕P二。h ti i G r u n o w 等种的细胞

,

反映出海决南部 海域 当

时的水深小于 3 o m
.

恨话
_

l二述微体 占生物特征确定E层为浅海相沉积
,

且当时的水深具
、、

仃 北 深

南浅的特点
.

福建沿海及台湾海峡了。k
a BP前的 浅海相沉积层

,

是由伐们 首次在金门附近海域的 了花
、

8 19 岩心中发现的
,

且命名为金门海浸
.

据” 5岩心 E 层微冰古生物显示的水深 3 0一s o m 与该岩

心所处的水深 45 m 比较
,

二着较为接近
,

估 计当时的海 可高度 和古海岸线位置应略低于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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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更新世以来台湾海峡西部的海侵及海平面变化 别

近于现代海面的高 度
.

金门海侵与黄海的的灵山岛海侵
〔 3 〕、

渤海的沧州海侵
〔’ 〕、

东部沿海的星轮虫海侵
〔8 ’

相 当
,

但可能已接近于里斯
一玉木间冰期海进的尾声

,

年代可能约为 85 ~ 7 o ka BP
.

2
.

2 早玉木冰期海退

继里斯
一

玉木间冰期之后
,

气候迸入寒冷期
.

据研究
,

由于气候存在次一级的波动
,

也

引起 了海平面的变化
.

2
.

2
.

1 早玉木冰期早期

海峡 7 75 和8 19 岩心的D 层下段(2
.

40 一 2
.

5 4 m 和 2
.

神一 3
.

00 m )未发现古生物 化石
,

岩性

为泥质粉砂和砾砂
,

含较多云母
,

属陆相堆积 ; 推测年代为 7。一 60 k a B P ; 根据该段陆相 层 的

顶板埋深分别为47
.

4 m 和 5 0
.

了g m
,

因此早玉木冰期早期的海面至少在现今海面一 5俪以下
,

台湾海峡大部分出露成陆
.

2
.

2
.

2 早玉木冰期中
、

晚期

台湾海峡发育了滨海相地层
.

7巧岩心D 层上段 ( 2 ~ 2
.

4 m ) 浮游有孔虫含量占28 肠
,

有

拐种底栖有孔虫
,

分异度H ( S ) 值为 2
.

5 ,

以螺旋壳为主
,

为 同现卷转虫
一
施 罗 德 假 轮 虫

p se u d o r o ta lfa s c hr o e te r‘a n a p a r k e r e t Jo n e s
组合

,

还有毕克卷转虫等
.

5 2。岩心D 层上 段

( 2
.

25 一 2
.

7 9 m ) 浮游有孔虫含量约 5 肠
,

底栖有孔虫数十种
,

分异度值为 3
.

。,

为剑形串珠

虫T e 二 tu la r ‘a s a 夕‘tt u la D e fa r a n e e 一压扁卷转虫组合
,

优势种还有曼顿半泽虫
、

异 地 希 望

虫E lP hl’成u m a d o e 。。。 C u sh m a n
、

毕克卷转 虫等
.

上述特征显示了当时属于水深在30 m 以

内的近岸浅海环境
.

该层位于蒙戈游移和
’ ‘

c 年龄4 1 3郊 士 1 9 54
a BP之下

,

应属60 ~ 42 k a BP

的沉积
,

顶板埋深为47 ~ 5 住
.

25 m
.

因此
,

台湾海峡早玉木冰期中
、

晚期海面比早玉 木 冰 期

早期升高 3 o m 以上
,

当时的海面可能在现今海面一 20 m 以下
.

巫锡良在研究琅岐岛CK 7孔时也发现 60 ka BP的海面回升现象
,

并命名为琅 岐 海侵
飞’

.

赵松龄等在渤海中部发现了 6 5
.

5一 5 3
.

s k a BP的海侵规模较小的渤海海侵
〔 ‘ 1

.

台湾海峡出现

的海面回升现象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

普遍认为发生于间暖期的海面回升
,

在进入早玉木冰期晚期时已结束
,

其后海面下降
.

但台湾海峡的岩心中并未显示海面下降的证据
,

这可能与此时期海峡的构造运动正处于下降

阶段有关
.

2
.

3 玉木亚间冰期海进

玉木亚间冰期海进在渤海
江8 〕 、

黄海
仁 3 3 、

东海
仁们

、

南海
〔 5 〕、

华北平原
〔。 ’、

福建沿 海平

原
〔l ” ’

均有发现
.

福州平原命名为福州海侵 (39 一 22 k a BP )
〔 ‘” ’

.

黄镇国等人研究认 为
,

40 一24 ka BP南海的古海面在现今海面一 20 m 左右的海底
〔 5 ’;

苍树溪等人认为
,

渤海古海面

在现今海面数米之下
〔“’;

刘敏厚等人认为
,

黄海古海面与现在相近
〔 吕’

.

显然
,

这次海进的起

讫时间和海面高度在各地是不一致的
.

台湾海峡在该海进时期形成的C层中富含有孔虫和硅藻遗体
.

中部海域浮游有孔虫含 量

约5肠
,

底栖有孔虫约 5 0种
,

分异度值为 2
.

4一 2
.

7
,

为叶状串珠虫T e 二r“la r‘。 f
o l‘a ee a H e r o n -

A ll en et E a r la n d 一 同 现卷转虫组合
,

优势种 尚有毕克卷转虫
、

压扁卷转虫等
.

南部 海

飞 ) 巫锡良
,

台湾海峡及其西岸的第四纪环境变迁
,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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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浮游有孔虫含量5肠~ 10 呱
,

底栖有孔虫约50 ~ 1 00 种
,

分异度值为 3
.

。~ 3
.

8
,

为剑形串珠

虫
一同现卷转虫组合

.

台湾浅滩该层浮游有孔虫含量 12 肠一25 %
,

底栖有孔虫70 ~ 100 种
,

为

毕克卷转虫
一缝裂希望虫E z夕人‘J *。m o a g e zza o ie u m H e r o n 一A lle n e t E a r la n d组合

,

优势种

还有球室卷转虫
、

强壮箭头虫
、

亚易变筛九字虫C r￡br 0 0 0 。￡o n s u b‘n e e r t uo A s a n o 、

异地希

望虫等
.

硅藻为圆筛藻
一具槽直链藻M

o l。: i: 。 : “l。。t。 (E hr ) K ut
: tn g 一柱状小环藻 C y 。-

lo te lla : 才y lo r 。。 B r ig h tw e ll
一

范氏圆箱藻组合
,

优势种还有星形柄链藻P o d o s￡r a : te lli夕e r

(B ai l
.

)Man
n

、

条纹小环藻等种
.

上述微体古生物特征反映出C层沉积时的水深小于 30 m
.

C

层顶板埋深不同
, 7 7 5岩心为 一 s om

,

5 0 9岩心为一连7 m
,

5 19岩心为一 4 7 m
,

8 6 5岩心为 一 4 o m
,

82 5岩心为一 47 m
,

平均为一 47 m 左右 ; 此外
,

福州盆地该海进层的顶板埋深为一49 m
.

根据

这 些数据推算
,

当时的海面大约在一 20 m 的海底
.

这一结果与黄镇国等人对南海该时期古海

面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

2
.

4 晚玉木冰期海退

目前普遍认为 1 8 k a B P玉木冰期鼎盛时期
,

世界各地古冰盖及山地冰川的扩展致 使 世界

海平面大幅度地下降
.

然而边一时期古海面遗迹的分布
,

不仅世界各地不一致
,

在我国也有

较大的差异
.

朱永其等认为
,

东海巧 k a BP前的海面在一 150 ~ 一 1 60 m 的海 底
〔“ ’ , 赵 松 龄

等则认为在一 13 0 m 左右
〔 ‘ ’〕; 刘敏厚等人认为黄海

、

1 8 k a BP的古海面在一 15 o m 的海底
‘“ ’;

金波认为珠江 口外大陆架外侧一 1 30 ~ 一 150 m 的水下陡坡可能是低海面的遗迹
〔’ ‘〕; 黄镇国

等提出南海北部陆架一 80 m 的海底可能是低海面时期的海岸线
￡‘” , 台湾海峡在该时期则被

认为出露成陆
〔 ‘ 6 〕

.

这种各地不一致现象
,

目前主要归结于后期构造运动
、

冰
,
水均衡 作 用

以及沉积物压实作用
〔 ‘ “〕

.

台湾海峡西部海域的北部远岸海域B层浮游有孔虫含量超过50 肠
,

底栖有孔虫达 100 种
,

分异度值为 3
.

8一 3
.

9 ,

为强壮箭头虫
一
优美花朵虫F lo : flu : d e c o r u : C u sh m a n e t M e e u -

11 o c h 组合
,

优势种还有曼顿半泽虫
、

叶状串珠虫等 ; 近岸海域该层浮游有孔虫含量5 肠~

15 肠
,

底栖有孔虫60 ~ 70 种
,

分异度值为 3
.

1一 3
.

5 ,

为曼顿半泽虫
一压扁卷转虫组合

,

强 壮

箭头虫也较多
.

海峡中部远岸海域B层浮游有孔虫含量 10 呱~ 2 0 肠
,

底栖有孔虫近 100 种
,

分

异度值为 3
.

7一 3
.

9 ,

为现生金伯尔虫
一
曼顿半泽虫组合

; 近岸该层浮游有孔虫含量约 10 肠
,

底栖有孔虫 100 余种
,

分异度值为 3
.

5一 3
.

8 ,

为叶状串珠虫
一压扁卷转虫组合

,

优势种还有强

壮箭头虫
、

异地希望虫
、

曼顿半泽虫等
.

南部远岸海域B层浮游有孔虫约 占10 肠
,

底栖 有 孔

虫70 一 100 种
,

分异度值为 3
.

5 ,

为圆盘虫D isco ,
·

b is 一曼顿半泽虫组合
,

优势种还有昆士兰 微

纹五决虫Q : 犷n g u e lo c u lin a c o v ie r ia n a g u e e n sla n d‘c a C o llin s ,

普通抱环虫 S P ir o lo e u li”a

e o m m u n i: C u s h m a n e t T o d d
、

短小判草虫B , iz a lin a a bbr e : id ta H e r o n 一A lle n e t

E a r la n d
、

小盔虫
、

现生金伯尔虫等 ; 近岸浮游有孔虫含量约 10 %
,

底栖有孔虫近百种
,

分

异度值为 3
.

5一 3
.

8 ,

为剑形串珠虫
一
曼顿半泽虫组合

,

优势种还有异地希望 虫
、

毕 克 卷 转

虫
、

圆盘虫及叶状串珠虫等
.

B层电也富含海洋硅 藻
,

北部海域为具槽直链藻
一
柱状 小 环 藻

一
范氏圆箱藻组合

,

优势种还有蜂窝三角藻
、

安蒂粗纹藻T ra ch y肋i: an tl’I Ia r u m Cl ev
e 、

结

节圆筛藻C o s e f n o d is c 。: 。o d u lff
e r A

.

S eh m id t
、

柏戈根 管藻R hI’二o s o le n fa be r g o n fi

P e r a g a llo 等种
,

放射虫和小等刺硅鞭藻D fe t y o e h a
f‘b

。la Eh r e n b e r g 也较常见 , 南部 为

具槽直链藻
一

蜂窝三角藻
一
范氏圆箱藻组合

,

优势种还有托 氏 盒形
‘
藻 B id du lp h:’a tuo 。即‘



4期 蓝东兆等
:

晚更新世以来台湾海峡西部的海侵及海平面变化 幼

B a il
,

圆筛藻
、

黄蜂双壁藻可疑变型D ip lo n e i: c r a b r o f
.

: u sp e e t (A
.

S
.

) H u st e d t
、

粗纹

藻等
,

也有一定数量的放射虫壳体
.

上述微体古生物特点反映出沉积时期的水深大致在 30 ~

60 m
,

与现在这 些岩心所外位置的水深相近
.

此外
,

徐起浩等对深沪湾位于现今海 面 一 3 m

处的牡蜘礁的牡蜘
.

壳测得“ C年龄为 1 7 4 5 0 士盛g o a BP和 2 7 孚5 0 士 4 7 o a BP 〔 ‘“ ’
.

这些资料与前

人的研究成果不一致
.

我们认为
,

台湾海峡在玉木冰期鼎盛时期不仅未有出露成陆
,
而是仍

处于水深在 30 ~ 60 m 的浅海环境
,

当时的海面高度与现在相近
,

古海岸线也相近
.

与相邻海

域的这种差异应归因于海峡当时的地壳运动正处于下降阶段
.

3 全新世海侵及海平面变化

晚玉木冰期结束
,

进入冰后期
,

由于全球性气候变暖
,

世界海平面上升
.

福建沿海地区

最早由林景星等提出了长乐海侵
〔‘”

,

随后谢在团等进一步研究
,

提出了全新世海侵存在四

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海进早期
,

即 14a BP海面回升
,

12 ~ 9
.

sk a BP海面上升到一 30 m , 第 二

阶段为海面波动期
,

8一 7k a BP海面上下波动 ; 第三阶段为海进全盛期
, 6 ~ sk a B P海面迅 速

上升
,

至4一 3k a BP海进达到最高峰
,

海平面曾高出现今海面 3 ~ sm ; 第四阶段为海退 期
,

2
.

ska BP海水逐渐退出
, 1

.

s k a BP海水退到现今海岸线
〔‘ 吕 ’

.

台湾海峡岩心与该时期相应的海相沉积层 A 层中含有丰富的有孔虫和硅藻
.

北部海域 浮

游有孔虫占加肠一50 肠
,

底栖有孔虫约60 ~ 8Q 种
,

分异度值为 3
.

4 ~ 3
.

7
,

为强壮箭头虫
一
现生

金伯尔虫组合
,

优势种还有压扁卷转虫
、

大西洋花朵虫 F lo r il“: a tla n t‘c a C u sh m a n 等 ;

中部海域浮游有孔虫含量 10 肠~ 20 肠
,

底栖有孔虫约 100 种
,

分异度值为 3
.

7 ,

为观生金伯尔

虫
一
曼顿半泽虫组合

,

优势种还有强壮箭头虫
、

压扁卷转虫
、

圆盘虫
、

小盔虫
、

台湾两 代 虫

B i如
n e r f”a t a io a n ic a N a k a m u r a

、

剑形串珠虫
、

普通抱球虫及叶状串珠虫等 , 南 部 海

域浮游有孔虫含量小于 10 呱
,

底栖有孔虫70 ~ 1 00 种
,

分异 度值 为 3
.

5 ~ 3
.

8
,

以 曼顿半泽

虫为 代 表
,

优 势种 还 有 剑形串珠虫
、

圆盘虫等
.

硅藻以具槽直链藻
一
柱状小环藻组 合为

代表
,

北部及沿岸海域优势种还有条纹小环藻
、

圆筛藻
、

爱氏辐环藻A o t:’n 。 c y cl 。: 。hre
n -

b e r夕‘ R a lfs
、

安蒂粗纹藻
、

双壁藻
、

菱形藻N ft z s e h蓄a H a ss a ll ,
南部海域 优 势 种 尚

有蜂窝三角藻
、

粗纹藻
、

范氏圆箱藻
、

星形柄链藻
、

托 氏盒形藻
、

细纹三角藻T ri ce ra ti-

“m af fi ne G r u n o w 等种
.

上述微体古生物特点反映出A层沉积时期北部海域水深介于 50 ~

70 m
,

中部水深约50 m
,

南部水深小于50 m
,

呈现出北深南浅的特点
.

此外
,

我们在沿岸 的

几个岩心中发现 2
.

sk a BP以来沉积的A层顶部淡水硅藻含量增高
,

表示河流向海伸入 ; 南部

沿岸 7 02 岩心
‘ 盛

C 年龄为 7 9 14 土 17 4a B P的棕红色砂
一
粉砂

一泥沉积系陆相地层 ; 该层顶板埋深

为 一 1 5
.

7 m
,

可以推测sk a BP海面至少低于现今海面 16 m 以下
.

因此
,

此时期有可能在东山一

台湾浅滩一带海域形成林观得先生 曾提出的
“

东山陆桥
”

.

总之
,

根据前人的研咒结果及我们在台湾海峡及福建沿岸所获得的资料
,

笔者认为台湾

海峡全新世时期海平面总体是上升的 ; 在上升过程中
,

大约在 sk a B P前曾发生过明显 的 下

降
,

晚全新世海面也略有下降
.

我们比较赞同全新世高海面出现在6 ~ sk a B P的看法
,

但也认

为4一 3k a BP的海面高于现今海面
.



8 4 海洋学报 14 卷

参考文献

1 赵松龄
,

秦蕴珊
.

中国东部沿海近三十万年以来的海侵与海面变动
.

中国海平面变化
,

北京
:

海洋出 版 社
, 19 8 5 ,

1 1 5 ~ 1 2 3

2 苍树溪
,

黄庆福
,

张宏才
,

赵松龄
.

渤海晚更新世以来的海侵与海面变动
.

中国海平面变化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 9 8 5 , 3 5 ~ 4 3

3 刘敏厚
,

吴世迎
,

王永吉
.

黄海晚第四纪沉积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互9 8了 , 3 71 ~ 3 89

4 曾成开
,

金长茂
,

王小波
.

东海陆架区晚更新世海面变动与地层接触关系
.

中国海平面变化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9 8 7 , 1 4 9 ~ 15 5

5 黄镇国
,

李平 日
,

张仲英
,

宗永强
.

华南晚更新世以来 的海平面变化
.

中国海平面变化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9 8 5

,

1 7 8 ~ 19 4

6 冯文科
,

薛万俊
,

杨达源
.

南海北部晚第四纪地质环境
.

广州
:

广东科学出版社
, 1 9 8 了, 1 83 一 190

7 王靖泰
,

汪品先
.

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 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

地理学报
,

19 80
,

砧 ( 4 )
: 2” ~ 3 12

8 赵松龄
,

杨光复
,

苍树溪
,

张宏才
,

黄庆福
,

夏东兴
,

王永吉
,

刘福寿
,

刘成福
.

关于渤海西岸海相地层与海岸线问

题
.

海洋与湖沼
, 1 9 了s ,

9 ( 一)
: 15 ~ 2 5

9 杨子赓
,

李幼军
,

丁秋玲
,

何宝成
.

试论河北平原东部第四纪地质几个基本问题
.

地质学报
, 19 7 9 ,

53 ( 4 )
: 2“

~ 2 7 9

10 蓝东兆
,

于永芬
,

陈承惠
,

谢在团
.

福州盆地晚更新世海侵及全新世海面波动的初步研究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

2 9 5 6 ,
6 (3 )

: 1 0 3~ la 0

“ 朱永其
,

李承伊
,

曾成开
,

李伯根
.

关于东 海大陆架晚更新世最低海面
.

科学通报
, 1 9 7 9 ,

24 ( 7 )
: 3 17 ~ 2 29

12 杨怀仁
,

杨达源
.

新生代地球气候变化 及海面升降的研究
.

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文集
,

第 2集
.

北京
:

地质出版

社
, 19 8 5

13 徐起浩
,

冯炎基
,

杜文树
.

福建深沪湾潮间带发现晚更新世牡蝎海滩岩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 10 8 7

,
了(4 )

:

3 8

“ 林观得
.

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
.

台湾海峡
, 1 9 8 2 ,

1 ( 2 )
:

58 一 63

1石 赵昭炳
.

台湾海峡演变的初步研究
.

台湾海峡
, 1 9 82 ,

1 ( 1 )
:

20 ~ 2 4

1 6 王绍鸿
.

台湾海峡西岸第四纪有孔虫与地质问题
.

台湾海峡
,

1 9 82 ,
1 ( 1 )

:

34 ~ “

17 林景星
.

福建沿海全新世海进的初步认识
.

科学通报
, 1。了9 ,

( 11 )
; 5 17 ~ 6 20

18 谢在 团
,

邵合道
,

陈 峰
,

陈子桑
,

窦亚伟
.

福建沿岸晚更新世以来的海侵
.

中国海平面变化
.

北京
}

梅洋出版社
,

瓜98 6
, 15 6~ 16 5

19 赵松龄
.

东海更新世末期最低海面的初步研究
.

黄东海地质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82
, 1 81 ~ 1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