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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及其邻近地区早第三纪

海侵问题之我见

张玉宾

(胜利油田地质科学研究院 )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长期争议的早第三纪时期济阳坳陷及其邻近地区是否存在海侵间题
,

根

据沉积特征及古生物资料
,

以济阳坳陷为例
,

重点研究了下第三系沙河街组二段至 一段的演化

特征
,

提出了新的观点
-

一海啸
。

指出了遍布于整个渤海湾盆地的沙二段上部冲积相是由强海

啸形成
,

它也是造成沙一段时期发生第三纪以来最大湖淹的主要原因
。

认为海啸的成因很可能

与星体对地球的碰撞有关
,

属于地质时期的偶然事件
。

关键词 早第三纪 济阳坳陷 生物绝灭 无化石段 被盖式沉积 海啸 星球碰撞

1 间题的提出

早第三纪时期
,

福建
一

岭南褶皱带将中国东部包括渤海湾盆地在内的广大地 区与海洋隔

绝
,

致使上述地 区远离正常海洋成为典型的内陆环境
,

这是我国陆相生油理论提 出的基础

(关士聪
,

1 98 7 l)[
, ’ 〕 。

自部分层段中发现海相化石以来
,

不断有人提出海侵的观点 (钟筱春等
,

1 9 8 8 ;张国栋等
, 1 9 8 7) 〔2一习 ,

但是
,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海侵通道和海相递增现象
,

很多学者反

对 海侵观 点
,

认为海相 生物是 通过咫风或鸟类搬运等途径进 入 内陆湖泊的 (童晓光
,

1 98 5) 〔5〕 。

虽然这两种观点的结论相反
,

并都有一定的依据
,

但用传统的盆地发展史和沉积模

式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
。

本文以济阳坳陷为例
,

重点解剖了沙河街组二段到一段的演化特

征
,

提出这种特征是由特大海啸形成
,

它属于特殊的海侵事件
,

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

使这一间题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

2 讨论

济阳坳陷及邻近地区的下第三系
,

主要存在两个具有争议的海侵层段
,

在分布上它们具

有相似性
,

都集中分布在沉积旋回的下部 (图 l )
。

从沙四段红色砂泥岩及湖相膏盐
、

碳酸盐岩

沉积
,

沙三段的深至较深水湖相暗色砂泥岩沉积
,

直到沙二段下部的浅湖至沼泽相砂泥夹碳

质页岩
,

为一个完整的下部旋回
;
从沙二段上部的红色砂砾岩开始

,

至沙一段大面积较深水

湖相碳酸盐岩和油页岩
,

直到东营组的浅水沉积
,

属于上部沉积旋回
。

这两个旋回具有相似

性
,

长期以来
,

两者的底界哪一个作为始新统 /渐新统界面更好
,

曾多次讨论过
,

下面将简要

0 本文 1 9 , 6年 s月 i 。日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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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济阳坳陷下第三系地层柱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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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上部的沙二段到沙一段的沉积特征
:

1
.

界线明显
,

旋回的底界
,

即沙二段上部与下伏地层之间是一个公认的地层界面
,

在整

个渤海湾盆地内都很明显
。

在界面之下
,

沙二段下部是继沙三段后期湖相河流三角洲发育晚

期之后形成的沼泽环境沉积
。

在界面之上
,

沙二段上部则是与沙一段连续超覆在前期地层之

上
,

成为第三纪 以来湖淹面积最大时期
,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水体中出现了大量的海相生

物
,

如颗石藻类 (钟筱春等
,

1 9 8 8)
、

水媳类
、

有孔虫类
、

棘皮动物等化石
,

并且有碳酸盐
、

膏盐
、

盐岩等盐类岩层分布
,

表明这一时期的湖水是海水性质相近的咸水
。

2
.

生物绝灭
,

沙二段上部与下伏地层的这一界面之间存在生物绝灭
,

如在济阳坳陷
,

下

部介形虫有 24 个属 59 个种
,

到上部绝灭了 5 4个种
;
腹足类中

,

老的种属几乎全部绝灭
;
藻类

中
,

沟鞭藻和疑源类也大规模绝灭
。

其它古生物资料也表明
,

这是一个古生物绝灭的界面 (姚

益民
,

1 9 8 8 ) [ , 〕
。

3
.

被盖式或广覆式冲积层
,

沙二段上部地层俗称
“
红粗段

” ,

呈被盖式或广覆式超覆在前

期地层之上
,

其岩性和厚度在济阳各凹陷乃至更大范围内都比较稳定
,

明显区别于界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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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层 (表 1
、

表 2 )
。

此外
,

这一套地层在各地区的沉积不均匀
,

砂体的形态受深洼陷控制
,

很

多深洼陷常被砂体填满
,

如临南和东营北部深洼陷
、

博兴深洼陷及车西
、

套尔河 口深洼陷等
。

表 l 东营凹陷沙二段岩性特征表
T

a b le 1 L i t h o lo g y o f t h e s e c o n d m e m b e r o f t h e S h a h e j ie F o r m a t i o n in t h e D o n g yi n g d e p代 s s io n ,

Sh a n d o n g

层层 位位 岩 性性 粒度韵律特征征 砂 岩 特 征征

粒粒粒粒粒 度 类 型型 分选性性 胶 结 物物

沙沙二段上部部 紫红色
、

灰绿色砂 泥岩
、

砾砾 正韵律为主主 以不等粒砂岩与中粗粗 较差差 以泥质为主主
岩岩岩互层层层 砂岩为主主主主

沙沙二段下部部 灰 绿色
、

深灰色 泥 岩与砂砂 完整韵律为主主 以细 砂岩 和 粉砂岩为为 中等等 以 泥质 为 主主

岩岩岩
、

碳质页岩互层层层 主主主 多见菱铁矿矿

T血b l e

表 2 东营凹陷沙二段各相带岩性特征
L l th ol o g y o f d if f e r e nt f a c i e s oz n e s in t h e f i r st m e m be

r o f

F o r m a t i o n i n t h e D o n g y i n g d e P r e s s i o n ,

S h a n d o n g

湖内沉积 中
碑

。
}

过 , 地区 .

the Sh曲 e j i e

层位
(利津洼陷 )

(胜蛇
、

东营
、

辛镇
、

郝家
、

现河庄 )

边缘地 区

(永安镇
、

东辛
、

莱洲湾
、

王家岗
、

陈官庄 )

沙二段上部

紫 红色
.

灰绿色 泥岩
、

砂岩
、

砾岩互层
。

砂岩为多明显的正旋回
,

旋回顶 部见明显的冲刷 现象
,

冲刷面有

较多的砾石及泥砾
,

生物化石少
,

说明是在急水流的洪积条件下形成的
.

在整体上
.

这套地 层是呈被 盖

式或广反式超顶在前期地层之上
.

特征相似
,

没有相带变化

沙二段下部

以暗色泥岩为主
,

部分地 区为砂
泥岩互层

,

属于还原环境下的浅

湖相沉积

灰色
、

灰绿色泥岩夹砂岩及薄层

碳质页岩和煤层
; 沼泽环境动植

物大量发育

灰色
、

灰 绿色
、

紫红色 泥 岩
、

砂

岩
、

砾状砂岩互层

4
.

无化石或生物化石稀少段
,

沙二段上部这套
“

红粗段
”

的下部普遍不含生物化石
,

特别

是在凹陷内部
,

如在东营凹陷胜佗地区的佗 31 井
,

未见化石段厚达 63 m ;
在沾化凹陷东南部

孤南注陷区
,

孤东 59 井未见化石段厚 32 m
。

5
.

气候条件稳定
,

抱粉组合分析表明
,

沙三段至沙一段沉积时期
,

饱粉以栋属为主
,

其植

被反映属北亚热带常绿一落叶栋林
,

气候温暖渐湿
,

中间没有大的气候变化
。

根据以上特征
,

可以认为沙二段上部的
“

红粗段
”

分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济阳坳陷
,

遍布

于整个渤海湾盆地
,

表明这不是一般的局部性冲积相或洪积相沉积物
。

从沉积学角度分析
,

如此特征的冲积层
,

只有在被盖式或广覆式的洪水条件下才能形成
。

显然
,

这是一次洪水泛

滥的产物
,

同时造成标准的淡水生物几乎全部绝灭
,

随之而来的是海相生物和广盐性生物的

大量繁衍
,

在全区开创了古生物迅速繁盛的新纪元
。

同时
,

也开始了新一旋回地层的沉积
。

由

此可见
.

这场
“

洪水
”

的性质应 当接近海水而绝非淡水
。

因此
,

有争议的海侵可能与这场
“
洪

泛
”

有密切关系
,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次普遍的
“
洪泛

” ,

而是一次海水大量涌入
,

是 一次能量强

大而时间短暂的强海啸事件
。

它不需要通常情况下的海水通道或海平面的整体上升就 可以

越过屏障
,

进入内陆地区
。

另一方面
,

由于福建
一

岭南褶皱带的存在又阻止了海水的 回流
,

造

成沙一段时期大面积的内陆盐湖环境
。

在这以后
,

由于各地 区的气候差异
,

各盆地发生不同

的演化方式
,

如在江汉
、

东明等地区形成巨厚的盐层
,

而在渤海湾盆地则主要为碳酸盐沉积
。

否则
,

无法解释沙三段到沙一段时期
,

在气候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第三纪以来最大的

湖侵
,

而且湖水还是与海水相近的咸水
。

这一认识的结果还有助于解决沙二段地层划分问题
,

如在很多地区
,

沙二段的下部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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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

或者没有沉积
,

长期以来
,

对这套地层的划分争议很大
,

曾有人主张按旋回把
.

红粗段
”

作为沙二段
,

而把沙二段下部划为沙三段
。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合理的
,

因为这一界面在全

区具有等时性
,

其本身又是地层单位划分的界面
,

继续把沙二段一分为二不合理
。

3 海啸的成因推测

通常
,

地震
、

海底火山爆发等都可以引起海啸
,

但是这种成因的海啸规模较小
,

很难侵入

内陆地区并 明显影响其沉积环境留下地质证据
。

笔者认为
,

造成上述特大海啸的原因很可能

是较大天体对附近洋面的撞击
,

属于一种灾变事件
。

在地质历史中
,

小行星及慧星与地球 相

撞 是经 常发生 的
。

最保守的计算认为
,

地球与直径大于 I k m 的 小行 星碰撞 的概率 约为

0
.

25 M a
一次

;
直径 ) 1 k0 m 的小行星与地球相撞的概率约为 30 M a 一次

;
直径大于 1c0I m 的

慧星与地球的碰撞率约 100 M a
一次

,

事实上
,

不能排除有直径更大的行星与地球碰撞过
。

星

体与地球相撞的能量极大
,

据统计
,

直径 4一 3 1 k m 的小行星
,

以 24
.

k6 m / s
的速度与地球碰

撞产生的能量 E ~ 0
.

3 x 1 0 , 3

一 15 0 火 1 0 , 3

J
,

形成 8 0一 s o o k m 直径的陨击坑 (杨宗正等
, 1 9 8 3 ;

齐文同
,

1 9 90) .7[
’ 〕 。

如果较大星体撞入洋中
,

就有可能产生波及大陆纵深甚至全球性的特大

海啸
,

造成上述海侵特征
。

星球撞击也将导致地壳的强烈构造活动
,

前 人研究表明
,

在几次海

侵时期
,

都伴随强烈的构造活动 (张国栋等
, 1 98 7) L̀ 。

当然
,

这一特征还不能独立成为海啸属

于碰撞成因的证据
,

由于地球表生作用的长期改造
,

如何获得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是今后尚需

加强研究的内容之一
。

综上所述
.

中国东部早第三纪海侵可能是由于几次偶然事件造成
,

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古

生物
、

岩性组合
。

在地史上
,

灾变事件是客观存在的
,

我们不应该回避它
、

否认它
,

而应当以科

学的态度正确地面对它
、

研究它
,

揭开事物的本来面 目
。

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
,

认识也很肤

浅
,

希望同行们批评指正
,

共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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