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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岛橄岛地质的初步观察
*

金翔能 郑开 云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

庙岛拿岛扼渤海之 口 ,

位于黄
、

渤两海交界处
。

作者等近年来对庙岛拿岛的地厦情况

进行过一些观侧
,

其桔果可能对于正确款赢草岛的地厦情况及推渝渤海侮峡的形成时代

有所帮助
,

现提供于下
,

备今后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同志参考
。

一
、

庙岛摹岛的基岩

前人欲为庙岛草岛的基岩主要系由玄武岩粗成
,

各岛皆广泛出露玄武岩 [l. 幻。 榭宗荣

1 9 5 9 年发表的萧文刹正了前人的错视款藏
,

指出庙岛拿岛主要由前寒武耙 变盾岩 系粗

成 ;在舵磷岛
,

还有燕山期花岗岩和流杖岩
,

而对于玄武岩Bl] 未提及[0] 。

1 9 , 9 年
,

作者等第一次在庙岛拿岛初步进行地厦观侧 [s1 ; 1 9 6 2 年
,

本文第一作者与喻

普之
、

林美华又去敲岛铡查了第四耙沉积
,

并采集了一些化石
。

根据观察拮果
,

草岛主要

出露前寒武耙变质岩
,

构成各岛基岩
。

在舵磁岛
,

还有花岗斑岩侵入变质岩系之中 ; 大黑

山岛西北
,

在变厦岩系之上还复有玄武岩
。

此外
,

各岛屿海拔 60 米以下的洼地
,

大部复有

第四耙黄土堆积物
,

属滨海或河 口相
。

变贡岩系 自下而上可分三层
:

(功 厚层千枚岩夹薄层石英岩或石英岩与
一

干枚岩互层 ;

(2 ) 厚层千枚岩及板岩 ;

(3 ) 厚层石英岩夹薄层千枚岩
。

枕确岛上的花岗斑岩侵入于千枚岩中
,

花岗斑岩呈白色
,

合长石 70 一80 界
,

石英极少
,

呈斑状枯构 ; 风化甚深
,

长石多高岭土化
。

出露地点与榭宗荣所硝流杖岩[,] 的产地相当
。

在大黑山岛上
,

玄武岩出露面积不大
,

只分布在大黑 山息西北区的老黑山顶
,

岩流 自

黄 上

汾右英岩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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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 s e a le l : 2O〔)一)

水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刹查研究报告第 2 59 号 ; 本文曾于 19 63 年 10 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海泽湖沼学会第 二

届全国代表大会暨 19 6 3 年学未牟会
_

L宣蔽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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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向东南依地势平铺而下
,

为第四耙黄土掩盖
,

与其下的变厦岩呈不整合接触(兑图 1 )
。

陀碳岛侵入岩与大黑山岛玄武岩未兑直接接触
,

但从它们的产状和变厦情况看来
,

徒

碳岛岩浆岩似较玄武岩老
。

前者被榭宗荣款作燕山期产物图 ; 后者据我们的看法
,

一

可能生

成于第三耙末或第四耙初
。

在庙岛覃岛各个岛屿上
,

海拔 60 米以下的洼处
,

普遍复有黄土
。

它与上述各岩系接

触皆为不整合的关系(图 1 )
。

二
、

第 四 系

研究庙岛摹岛第四耙的沉积物
,

对于了解渤海海峡的形成时期甚关重要
。

庙岛拿岛的第四系主要由黄土粗成
,

大致可分为三层
,

以大钦岛发育比较完全 ; 中部

和下部地层在大黑山岛及南长山岛也发育较好
,

上部地层则通兑于各处
。

1
.

几个重要的第 四祀地层剖面

1
.

大钦岛(图 2 )

下部
:
杠色坡积层

,

由角砾块与棕杠色砂粘土混杂祖成
。

层厚 3 米
,

一

卜伏变质岩
。

中部
:
淡揭色的黄土

,

垂值劈开性好
,

由粉砂厦物

厦粗成
。

黄土中简有化石
,

并偶夹有 10 厘米厚的砾石

一或二层不等
。

黄土厚达 10 多米
。

顶部
:
褐色坡积物

,

局部地方为灰色上壤
。

土壤

中合有植物之根
、

茎和腐植厦
,

有时因腐植质舍量高而

呈黑色
。

层厚 1 米多
。

大钦岛黄土层的上限高度豹 6 0 米
,

其上复有坡积

物
。

坡积物顺山坡分布
。

在海扳 95 米以上为残积物

所代替
。

低洼处被冲沟所切
,

露出底部的杠色坡积层
,

有时复于千枚岩凤化壳之 上
,

有时剧值接复于变质岩

之 上
。

在冲沟谷底或海滨处
,

分布有潭囿卵石
。

2
.

南长山岛(图 3 )

下部
:
杠色堆积层

,

不整合复于基岩之 上
,

为棕杠

色角砾与砂真粘土互层
。

其上与黄土有明显 的界钱
,

其下与基岩风化壳(千枚岩所变的杠色粘土 )常无明显

界拔
。

厚豹 3 米
。

中部
:
浅褐色黄土

,

局部夹有砾石条带
。

最厚达

1 0 米
。

上部
:
灰色

、

灰黑色坡积物
。

最厚达 1
.

2 米
。

在南长山岛
,

下部杠色堆积物发育
,

它与其下的基

岩风化壳厚可达 10 多米
。

3
.

大黑山岛(图 4 )

下部
:
棕杠色坡积物

,

由角砾与棕杠色砂粘土祖成
。

卿
黄士

匹习
砂‘

区三卜
‘

图 2 大数岛东漆村第四系剖面

F 19
.

2 Q u a te r n a r y p ro file in v illa g 。

D
‘, , 飞g h a o o f D a e hin g 15重a n 〔{

.

比例尺 s e a le l: 20 0

厚 1
.

2 米左右
,

未兑底
。

中部
: 浅褐色黄土

。

底部夹有砾石条带
。

近上部夹有黑墟土条带一层
。

黑墟土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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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黄土夹有袖小石英砾块及少量的姜拮仁
。

黄土 中有腹足 类化 石
。

层厚 n 米 左

右
。

上部
:
灰揭色

、

灰黑色坡积物或土壤层
。
由植物壤化的黄土和基岩碎块混杂而粗成

。

最厚达 2 米
。

大黑山岛的黄土很厚
,

发育得较完全
。

黄土分布高度在 60 米附近
,

岛 上各地不全相

同
。

下伏基岩有些地方是变质岩
,

有些地方 (老黑山附近)是玄武岩
。

SE 1 1 5

⋯⋯⋯
工工工

皿皿黄土 区习 ,
区困 砂砾

麟翔韶髯
吸因。

土 !菠{千“

皿皿黄
土

曰
黑“

任三日

巨习

砂砾

角砾

图 3 南长山岛第四系剖面 大黑山岛北庄第四系剖面

F ig
.

3 Q u a t e r n a r y p r o file o f N a -

n e h a n g sha n isla n d
.

比例尺 S e a le l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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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t h e r n

4 Q u a te r n a r y p r o file in N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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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 s e a le l : 2 0 0

n
.

庙身基扁第四耙沉积时期的划分

对庙 岛草岛各岛第四耙地层剖面进行对比以后 (图 5 )
。

我佣根据第四掀沉积物的成

因类型和接触关系
,

将草岛第四耙沉积物暂分出三个不同的形成时期
。

由老至新它们分

别称为
:
长山期 (Qc

、

)
、

黑山期 (Q的 和庙岛拿岛期 (Q
m ,

筒称庙岛期 )
。

1
.

长山期堆积物 (Qc
、

) 基本上是一些值接复于老变盾岩系之上的坡积
、

残积 物

厦
。

部分为千枚岩风化壳
,

主要为一套棕杠色的角砾层
,

不整合于基岩之上
,

与上部的黄

土有分明的界限
。

长山期堆积物在各岛发育程度不同
,

南长山岛发育的较好
,

其它各岛仅

为一层角砾
。

在南长山岛
,

由角砾与棕杠色砂粘土夹层祖成
。

角砾块的粗成物质主要是

石英碎块
,

其它种类之基岩碎块几乎不存在 ;角砾块大小不一
,

一般在 3一10 厘米左右
,

亦

有达到 15 厘米者
。

砾石之棱角智完整
,

磨圆度极差
。

砾石层之孔隙度很大
,

空隙简常充

填着棕杠色的砂粘土
。

厚度在各地不一
,

豹 l一 3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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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黑山期堆积物 (QH ) 主要表现为黄土堆积
,

它复于 Qc
h 之

_

上
,

或直接复于基岩

之上
,

并广泛分布于各岛
。

分布高度一般在 60 米
。

黄土呈浅揭色
,

由粉砂物质祖成
,

其矿

物成分与基岩成分不一致
,

以石英
、

长石和云母为主
,

尚含有为数不少的粘土厦矿物和黑

色矿物
。

黄土粗撤疏松
、

垂值劈开面发育
、

孔隙发达
,

孔径在 0
.

03 厘米左右
,

大者可达

0. 巧 厘米
。

黄土混杂有糊小之石英碎石等
,

分布成带状 ; 黄土中姜拮仁亦常兑
。

黄土中合

有海相瓣腮类
、

腹足类及陆相腹足类化石
。

化石握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所余坟
、

蓝诱两

位同志初步鉴定属于海相化石的有 。 , 了。
a J e n s e la m e llo , a L is eh k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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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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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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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士厚度因地不同
,

豹在 5 米至 1 0

米不等
。

3
.

庙息期堆积物 (Q
M ) 按其成因类型可分作两类

,

一为现代海滩堆积物 (Q黝
,

一

为坡积与残积物 (Q犷el)
。

a
.

现代海滩堆积物 (Q黔
: 包括现代海滨砾石

、

砂
、

粉砂及盐碱土壤等
。

(1 )砾石在所

有的海湾内
,

呈带状分布于海滩的最外椽
,

分布高度在 2 米左右 ; 分布面积由各海滩的坡

度而决定
,

坡度小者面积较大
,

坡度大者面积较小
。

砾石主要成分为石英岩
,

亦有少量的

千枚岩
、

板岩等
,

其磨圆度较好
,

以扁平体为主
,

粒径一般为 0
.

1一 8 厘米
,

大者可达数十厘

米
。

(2 )砂
、

粉砂及盐碱土
。

它们在形成时代上可能稍早于砾石
。

一般分布在海滨砾石的

内侧
,

分布高度豹 2一 3 米
,

竟度各处不一
,

但皆平行于海岸呈带状分布
。

物厦成分主要是

石英
,

另有少量的云母
、

长石等 ;在泻湖及盐碱地处合有盐分及少量的腐植泥
。

b
.

坡积与残积物 (Q岔
e , ) :

一套杂乱的堆积物
。

物质是破碎基岩的角砾与棕杠色
、

灰

色
、

灰黑色砂粘土的混成物
。

分布很普遍
,

存在山顶斜坡地带及黄土之上
。

在与黄土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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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地区
,

其堆积较厚
,

达 1 米以上
,

其它各处刘薄
,

的 20 厘米左右
。

近山顶处为残积
,

在斜

坡上为坡积
,

两者界技不明
,

可合并在一起看待
。

三
、

黄 土 简 题

在胶东
、

辽东地区
,

除掖县及龙 口一带以外
,

其他各处尚未兄有黄土 [41 。

因而庙岛拿

岛区黄土的发现
,

是个值得注意的简题
,

而且它对于判断渤海海峡的形成时代具有重要的

佐征价值
。

黄土简题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争希
,

其定义各貌不一
。。

但静多学者款为 L“ .4, 10)
,

黄土主要

的特点是
,

土黄色或淡褐色的粉砂质沉积物
。

其颗粒祖成以粉砂成分占优势
,

且颗粒较均

匀一致(郎分选性好) ; 厦地松朝
,

易揉碎
,

不具明显的层理构造
,

具孔隙
,

但垂值劈开面很

发育 ;并富合钙厦
,

矿物成分以石英
、

长石为主
。

据上述定义
,

这个区域黑山期沉积物可划作黄土
。

因为黑山期沉积物为浅褐色的粉

砂厦物
,

其粉砂成分占 80 多以上(表 1 )
,

且颗粒均一
、

分选性好
。

黑山期的胶精松散
,

具

孔隙
,

并且它还有良好的垂值劈开性 ;钙厦含量高
,

加盐酸起泡
。

我 l 黄 土 的 粒 度 成 分

T a ble 1
.

G ra n u 】o m et ri c c o 们口

PO si ti o n of L o
e. ‘

平 均 粒 径
M e d ia n d ia m e t e r

(
「n m )

> 0
.

2 5 0
.

2 5一0
.

1 0
.

1一0
.

0引0
.

0乡一0
.

0 1

.

0 1一
.

0 0 5
0

.

0 0 5一
0

.

0 0 1 < 0
.

0 0 1

百分含量

C o rt t e n t

南 隆 城 岛
N a n h u a n g -

eh e n g isla n d

5 9
.

62 } 2 6
.

3 2 3
.

0 3 { 3
.

2 6

(% ) 小 欲 岛
X i

a o q in isla n d
5 7 8 0 } 2 6 4

.

90 } 6
.

2 0

关于中国黄土的成因
,

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观点不同的争渝
。

作者初步款为
,

不同地区

的黄土成因可以不同
,

应据其本身的特点来具体分析
。

按庙 岛拿岛黄土的主要特点而萧
,

它最初搬运时或豁可能有些风的作用
,

但在其沉积过程中有海水参与或在形成后再受海

水冲刷而沉积
。

这个区域黄土的主要特点如下
:

1
.

黄土的矿物成分与当地基岩的矿物成分不 同
。

这甜明这种黄土是从远方搬运而来

的或系华北平原黄土 由海水再次冲刷而成
。

2
.

黄土分布的极限高度大都在 60 米左右
,

这一界钱可祝作水成黄土的标志—
黄土

核[0]
,

因为它是水作用的现象
。

此特点不仅与黄土是外地搬运来的推萧一致
,

而且还进一

步征明敲黄土是通过水介厦而沉积的
。

3
.

黄土中含有海相化石和部分淡水化石
。

海相化石是海洋生物的遣骸
,

可锐 明此黄

土是水下沉积的
。

淡水化石与海水化石混生
,

靓明敲处当时濒临海滨或河 口区
,

因为此处

常有部分淡水生物流入海中而成海陆生物混居的情况
。

至于这个区域黄土与华北平原黄

上的成因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

1 9 3 0 年
,

德日进
、

惕钟健 [111 将前人所称的黄土分作
“

黄土
”
及

“

杠色土
”

两种
,

黄土不整

合于杠色土之上
,

并献为后者形成于中更新世
。 1 9 5 9 年

,

刘东生[s1 lllj 更进一步指 出
,

19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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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所称的黄土可分为
“

老黄土
”

和
“

新黄土 ,’; 新黄土又称焉兰黄土
,

它不舍杠色古土

壤
,

而偶夹黑墟土 ; 老黄土nlJ 舍杠色古土壤多层
,

其下部杠色渐加深
,

相当于德
、

棍二人所

称的杠色土 ; 并款为老黄土形成于中更新世 (Ql
:

)
,

新黄土形成于上更新世 (Ql
l:
)
。 1 9 6 2

年
,

刘东生
、

张宗砧川又将老黄土分为离石黄土和下伏的午城黄土
。

如此
, 刁

禹兰黄土形

成于上更新世 (Ql ll)
,

而离石黄土形成于中更新世 (Ql 卜
2

)
,

午城黄土形成于更 新世早期

(Q
, ; 一 , )

’)。

根据这个区域黄土不舍杠色埋藏古土壤层
,

而夹黑墟土的特点
,

庙岛拿岛黑山期的黄

土可大致相当于华北的焉兰期黄土
。

按化石鉴定
,

这个区域黄土的化石时代系上更新世

或全新世
,

此亦与焉兰期之时代基本相合
。

因而庙岛翼岛黄士的形成时期
,

可初步定作
_

上

更新世末或全新世初 (Ql
。
一Q

lv

)
。

四
、

渤海海峡形成时期的初步推测

庙岛草岛北邻辽东半岛之旅大
,

南毗山东半岛之蓬莱
。

三区的地厦情况 自震旦祀以

来颇相近似
。

庙岛拿岛的变盾岩系可与蓬菜区之
“
蓬莱系

”

及旅大区之
“

旅大就
”

相 对 比
。

据梁左玉
、

曹瑞骥的意兑口
,

旅大就及蓬莱系实为同时期的产物
,

可就划入震旦系
。

因此

可以欲为
,

庙岛拿岛的基岩与辽东半岛的基岩大致可相互对此
。

从华北平原及渤海周围

地盾情况推侧
,

这个区域自第四耙初期以后才从邻近地区逐步分离 出来
。

海峡的发展过程大致如下
:
上更新世以前

,

庙岛拿岛区的基底岩系曾直接暴露于地

表
,

遭受张烈凤化
,

形成风化壳和杠色的坡积物等
,

反映当时气候潮湿而温暖
,

此乃长山

期
。

更新世晚期(黑山期 )
,

海水侵入这个区域
,

堆积较厚的黄土
,

于是长期的陆地状况于

此改变
。

至全新世(庙岛期 )
,

梅水从局部地区退却
,

只淹没部分地形上较深的地方
,

郎现

代渤海海峡的峡道
,

而立于海面之 上者
,

自口现今岛键般的庙岛拿岛
。

所以我们款为
,

现在

的渤海海峡
,

现代渤海与黄海的通道
,

可能形成于更新世末 (Ql
, I

)或全新世初 (Q
: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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