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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东部第三纪含油气盆地

是否存在海侵海漫海啸

杨瑞东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内容提要 ] 本文以沟鞭藻生态为基础
,

结合我国东部第三纪盆地的地球化学
、

古生物
、

岩相古

地理
、

区域地质和全球海平面变化
,

论证东部含油气盆地在第三纪时不存在海水侵进
。

出现有
“

海相
”

沟鞭藻
、

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是由于当时湖泊咸化及富养料造成的
.

同时认为沟鞭藻

是广盐性生物
,

其最适应于半咸水环境
.

关键词 生态 沟鞭藻 海侵 第三纪 .

在我国东部第三纪含油气盆地沉积层中
,

由于含丰富的沟鞭藻化石
,

因此从 70 年代末

就提出我国东部第三纪盆地曾受到海侵影响之说
〔 , 〕 ,

后来又提出海侵图
,

最近又有人认为是

海啸闭
,

其海水影响变得越来越小
,

时限也似乎减小了
。

这种受
“

海水
”

影响的起因是由于在

该地层中存在有
“
海相化石

” ,

总想从海水影响角度来探讨
,

结果往往在解释海水侵进途径
、

当时区域古地理环境等方面难以自圆其说闭
.

我国东部第三纪含油气盆地地层中含有丰富的沟鞭藻
,

但由于其生态研究起步较晚
,

特

别是古代地层中沟鞭藻化石的古生态 80 年代才开始进行研究
。

在 70 ~ 80 年代
,

因现代沟鞭

藻几乎在海洋中生活
,

因此
,

就认为沟鞭藻是海相代表化石 :5[
,

这就是我国东部第三纪盆地

曾受到海侵的观点的出发点
.

然而
,

近 10 年来的研究表明
,

沟鞭藻是广盐性生物
,

用其作为

指相标志应非常慎重
。

最近
,

茅绍智教授等认为东淮第三纪盆地不存在海侵 [’. `〕
,

何承全 . 认

为沟鞭藻适应于半咸水体繁殖
,

以其出现来解释为海侵要慎重
。

赵徽林 ( 1 9 9 1 )亦认为不能以

个别化石出现作为海侵证据
「, 〕

。

1 沟鞭藻生态

沟鞭藻为微体浮游植物
,

它生活在海洋
、

湖泊
、

沼泽
、

河 口等环境
,

现代沟鞭藻主要生 活

于海洋
。

其生活温度一般为 18 ~ 25 ℃ ,

其中有些沟鞭藻在环境条件合适时
, “
爆发性

”

繁殖
,

使

水体染色
,

水体中其细胞可达 n x l o ` / m
, ,

这就是所谓
“

赤湖
”
8j[

。

沟鞭藻在高浓度养料的水体中特别丰富.S[
日〕

,

D a cr y ( 1 9 7 1) 在南非开普敦西南地 区沉积

物中发现大量沟鞭藻
,

因为 B e n g n el a
寒流与A g ue h a s

暖流在那里混合
,

提供了大量养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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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o ss ( 1 9 6 6 ) 在研究加州海湾南部海底沉积物发现含有丰富的沟鞭藻
,

可达 17 0 0 。 个 / g ,

并

认为化石如此丰富是水流上涌提供丰富养料所致
。

沟鞭藻的生态已作过大量工作 ( W i l l i
a m s ,

1 9 7 1 ; H a r l a n d
,
1 9 8 3 ;

oD w i n e ,

1 9 7 1 ; M a o 。 n d

N o r r i s ,
1 9 8 8 )

,

发现它们在半咸水中最丰富 ( H a r l。 n d
,

1 9 7 3 )
.

其丰富度
,

属种分异度和不同

类别的分布受水体物理条件 (如水深
、

水温
、

水的透明度及水动力条件等 )和化学条件 (如水

的含盐度
、

酸硷度
、

含磷
、

氮等溶解性元素和其它有机营养物等 )的控制
.

H a d an d ( 1 9 8 8) 发现

构鞭藻并非全为营光合作用自己制造食物的自营藻类
,

其中的旋沟藻型为自养型沟鞭藻
;而

多甲藻型为异养型沟鞭藻
,

偏爱于陆地较近
,

有机物较丰富的地方
.

综合上述
,

影响沟鞭藻生存发育主要因素是盐度及养料
,

其在半咸水体
,

养料丰富的水

体最适合生存
,

而半咸水体不一定就是与海水有关
.

2 我国东部第三纪盆地不存在海水侵进的论证

我国东部第三纪沉积盆地受海侵影响观点是在 70 年代提出来的〔` ’ ,

其根据是这些盆地

第三纪地层中发现有大量沟鞭藻
.

当时国外报道沟鞭藻都为海生
,

并将其作为海相标志化石

( oD w in e ,

1 9 7 1 ,

aH
r l a n d

,

1 9 7 3 )
,

这就使国内对渤海沿岸
、

东淡
、

江汉
、

下辽河
、

广东三水盆地

等产沟鞭藻层位都解释为受海侵影响
,

沟鞭藻发育是与海水侵入有关压协
·

11,
`幻

。

本文从沟鞭藻生态人手
,

结合沉积
、

地球化学
、

海平面变化
、 .

化石分布等论证我国东部第

三纪盆地属湖泊环境
,

它们并未受到海侵影响
。

.2 1 海俊的影响不可能如此广泛 “

国内解释东部第三纪盆地受海侵往往以现代的马拉开波湖作为例证 6j[
,

然而该湖为加

勒比海沿海的一个内陆淡水湖泊
,

其北端与委内瑞拉海湾呈一瓶状出 口相连
,

海水影响范围

仅限于最北端的小范围
,

而用此例证来解释远离当时海岸浅 500 ~ s o ok m 以外的东淮
、

江汉

盆地就难以使人信服
,

另外渤海湾一带早第三纪盆地中的沟鞭藻为何没有东浪丰富
,

用海侵

解释那渤海沿岸盆地更接近海洋
,

更应富集沟鞭藻
.

.2 2 地球化学特征

以前不少文章以B
、

sr 微量元素或ca / M g 比值来指示海相
、

陆相
,

然而
,

最近孙镇城等

( 1 9 9 2) 对我国高原盐湖研究表明
,

用此方法判断海相陆相有间题
,

他曾在盐湖中微量元素分

析
,

结果 B
、

sr 与海相相同 ls[ 〕
。

河南沙河街组第三段和第一段的介形虫和泥岩微量元素测试

结果表明
,

B
、

S :

值介于渤海和陆地淡水湖泊之间〔” J
。

近来对沙河街组第一段
、

第三段钙质

超微体化石的银同位素分析
,

其
. ,

S r /
8`

S r
为 0

.

7 1 1
。

该值与现代河水 ( 0
.

7 0 7 6~ 0
.

7 0 5 4 )较

近 [ , a〕
。

同样
,

用有机质烃烷的碳同位素组成来判断海相陆相也存在问题
,

一般认为
’ S

C
一 , ’

C 为

海 相生物形成烃类
, ” C

一 2 ,
C为陆相生物形成烃类

,

然而河北前寒武纪缝石 灰岩中烷烃 以

“ C
、 ’ ` C

、 ’ .
C 为主 [ , `〕。

.2 3 沟鞭旅分布

沙河街组第一段
、

第三段沟鞭藻很丰富
,

但其中多甲藻科占绝对优势
,

而收缩囊饱种类

仅零星出现 [’1
,

其中的。叮 J 。护ha
尸 r id i u m

,

A kr om
o sP lla

e ar
,

S om
i ,lu at s “ bt ile 等被认为只有

海相中才出现
,

但是不可否定它们会在咸化湖泊中出现
,

目前对沟鞭藻属种的生态研究还不

深入
,

不能以个别属种在海相地层中出现
,

就认为它们仅生活在海洋中
。

因此
,

不能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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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属种来推测我国东部早第三纪发生过海侵 [,]
.

近来先后在产沟鞭藻化石的层位中发现了钙质超微化石有孔虫等
,

由此有人认为这可

证明海侵曾经发生
。

然而
,

最近在柴达木盆地第四纪沉积层中也发现了有孔虫化石希望虫

( E lP hi dl’ “ m s p
.

)与典型盐湖介形类肥胖真星介 ( E川恻户lr’s i叹左a e t的共生〔 ,习
.

因此
,

在含盐岩

系中发现少量广盐性有孔虫或其他海相世亲生物化石
,

就不一定全都是海侵或残 留海的证

据 [` , :
.

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早第三纪地层

中有丰富的沟鞭藻化石
,

但是
,

在明显的

海相沉积的卡拉塔尔组中却只有很少量

的沟鞭藻化石
,

而在其上
、

下的鸟拉根组

和齐姆根组下部才有丰富的沟鞭藻〔l0]
,

而富含沟鞭藻的地层往往是膏盐层发育

的砂泥岩层
,

由此看到沟鞭藻与海水

(相 )无明显的关系
.

另一个例子是辽河北面的阜新
一

义县

盆地白垄纪地层 中
,

海相地层 中很少有

沟鞭藻
,

而陆相地层中却具有丰富的沟

鞭藻 [1 5:
.

2
.

4 海平面变化

早第三纪全球海平面变化表明
〔川

,

海侵期与富含沟鞭藻层位所代表的时期

并不吻合
,

甚至 相反
,

如沙河街组第四

段
、

第一段其对应于全球海平面下降时

期
,

而沙河街组第二段则与全球海平 面

上升时期相对应 (图 1 )
。

也就是说应该发

生海侵时期却没有沟鞭藻出现或很少出

现
,

而发生海退 时期
,

沟鞭藻却大量繁

殖
,

因此
,

以沟鞭藻 出现来确定 发生 海

侵
、

海漫值得商榷
。

2
.

5 古地理

目前我国东部早第三纪古地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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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全球第三纪海平面变化与沙河街组关系
5 1
一 S二 沙河街组第一至四段 闷

.

东营组 ;

一 全球第三纪海平面变化曲线 ( V a i l e t a l
.

1 9 7 7 ) .

一 南非第三纪梅平面变化曲线 ( S i e s s e r ,
1 98 1 ) .

一 西澳大利第三纪海平面变化曲线 ( Q u i l t y ,
1 9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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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 7 )

表明 〔`
,
. 〕 ,

苏北盆地
、

淮阳盆地
、

辽河盆地都找不到与海洋连通的通道
,

就是济阳坳陷也同样

找不到这样的通道
;而且 目前还未搞清早第三纪时古海洋的具体位置 (推测在渤海海底 )

。

3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

用沟鞭藻作为指相化石应慎重
,

更不能以 1~ 2 个属种代表
“

海相
”

的化

石来判断是否发生海侵
.

沟鞭藻经过近几年研究
,

证实属广盐性生物
,

其可在池塘
、

河流
、

湖

泊
、

海洋中生活
,

而那些富养料的微咸化水体是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

我国东部早第三纪沉积中富含沟鞭藻的原因可能是
:

①有间断性玄武岩喷发
,

玄武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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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N 元素[l7 〕 ,

玄武岩风化后提供大量的钾
、

氮养料
,

为沟鞭藻大量繁殖提供了物质基础
。

现

代太湖由于 日常及工业用水提供了大量富 P
、

N 元素
,

使太湖处于富营养状态
,

结果藻类大

量爆发式繁殖
,

形成 0
.

s m 厚的富藻水体
,

由此可见养料对藻搜的控制作用
。

另外亦可解释

江汉
、

三水盆地中沟鞭藻相对少的原因
,

因这些盆地缺少玄武岩
。

②当时的内陆湖泊均有不

同程度的咸化
,

使湖水的物化条件接近半咸水体
,

这半咸水体极有利于沟鞭藻生活
。

③气候

条件适宜
,

为亚热带一热带气侯
。

在完成此文中得到何承全研究员的指导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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