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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本文利用南海盆地箱式岩芯浮游有孔虫壳体的氧同位素资料
,

对南海全新世时

气候的变化幅度进行了研究
,

并以浮游有孔虫壳体的 引 “0 值为依据
,

将南海全新世时的气候

变迁划分成 4 个阶段
。

同时
,

配合碳同位素资料对南海全新世的古海洋状况作了描述
,

根据

引 . 0 值与海平面的变化关系
,

首次定量估算出全新世大西洋期时南海海平面要较现代海平面高

‘m 以上
。

此外
,

还利用 引 ‘o 值所反映的水温
,

对不同种属浮游有孔虫的生存深度序列进行了

探讨
。

样品及样品处理

由于箱式岩芯在取样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压缩和扰动
,

所以本次研究采用了同一剖面

上的两个箱式岩芯
。 53 5夕站岩芯 (1 3

“ 2 9
’

0 2 ” N
, 1 1 8 “ 0 1

’

0 3 ”E ) 和 8 3 5 1 站岩芯 (1 3
0 3 0

‘

0 2 ”

N
, 1 12 “ 0 0’00

“E ) 都位于南海海盆南部东西向的同一剖面上
, 8 3 5 7 站岩芯水深 3 8 2 0。 ,

柱样长 39
.

5 c川 ,

由于水深已超过 C
CD 深度

,

所以浮游有孔虫含量较少
,

属粉砂质硅质软

泥沉积
,

富含生物成因的 51 0 2

(放射虫
、

海绵骨针
、

硅藻 )
。 8 3 51 站水深 2 3 0 0 m ,

柱样长

27
.

5 Cm ,

有孔虫含量较高
,

属典型的有孔虫软泥沉积
,

生物成因的 si q 壳体含量较 少
。

对两个箱式岩芯分别间隔 2
.

sc m 取样
。

选取的样品经蒸馏水浸泡
,

过 0
.

0 63 m m 的网

筛
,

冲洗
,

低温烘干
,

然后在体视显微镜下挑选 出浮游有孔虫样品约 7 m g 。 8 3 51 站岩芯挑

选的门氏圆幅虫 (Gl ob or ta li 夕 , 哪 ar d ,’i) 单种
,

属典型的抗溶种 ; 8 3 5 7 站岩芯 因浮游有孔

虫单种的数量不能满足仪器的要求
,

故挑选了生活习性比较接近的袋拟抱球 虫 (Gl ob i-

ge rin
口id 。 , ac ‘“lif er 召

) 和门氏圆幅虫 (G
.

m 朗 ard ii) 的混合种
。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
,

在

有孔虫含量较少的深海沉积岩芯 中
,

尽可能选取其生活习性比较接近的几个单种
,

做氧同

位素分析
,

同样可以用来反映地质历史上的古气侯相对冷暖程度田
。

上面的两个有孔虫

种均属热带
一

亚热带的暖水种
,

生存温度大约是 10 一30 ℃
。

挑选的浮游有孔虫壳体用蒸馏水清洗其壳体表面
,

低温烘干
,

稍加压碎后置于氮气流

下真空焙烧(3 80 ℃ 以下 ) g om in
,

以除去有孔虫壳内的有机质
。

然后与 1 00 沁 的正磷酸在

2 5℃时高真空恒温反应两小时
,

其反应式为
:

2 5oC
3 e a e o 3

+ 2H
3

(PO 4

)
2 茱 二三生 C a 3

(p O 3

)
2

+ 3 e q + 3H
ZO

* ’

七 年龄测定系由岳云章同志完成
, 在此致谢

。

收稿日期 : 19 8 呼年 12 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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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收集所生成的 C0 2

气体
,

质谱测定其 尹 0 ,
护℃ 值

。

质谱测定系由无锡地质矿

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M A T 250 型同位素气体质谱计完成
,

实验误差小于万分之一
,

测试标准为北京大学 7 9 0 1 ,
7 9 0 2 ,

换算成 PD B 标准
。

共获得 1 3 个数据的 a“o , D B
和

占, 3e P D B

值(表 l)
。

表 1 8 3 5 7 和 8 3 5 1 站岩芯氧
、

碳稳定同位素组成

岩芯 袭纂
占
工吕o P D ”

(%
。

)
测量误差

(%
。

)

占
1 ,
C P。万

(%
。
) 岩芯

深度 l占
, 8 0 , 。。 l测量误

(%0)
差l占

‘3e P D 乃
l测

全丝 } 肠) } (%0) } 以
。
) } (黝

量误差
(沁)

8 3 5 7 0一2
.

5 一 0
。

6 0 1 4 } 斗 1飞7 8 3 5 11 0一2
。

5 ! 一 0 0 13 1 十 l
。

8 1 0
。

0 14

5一 7
。

5 } 一 0 0 1 0 1 + 1
.

7

黔。一13一10一14一25一07一叱一06影以一).0一}.0一).0一).0一).0一).0一].0

8 3 5 7 8 3 5 11 5一7
.

5 一 O
。

l

8 3 5 7
1 0一 1 2

.

1 5一 1 7
。 一 1

。

0 + l
。

6 8 3 5 111 0一 12
。

5 1 一 0
。

4 0
。

0 1 5 1 + l
。

7

8 3 5 7
2 0一2 2

.

2 5一2 7
。 ; }

一
。 + 1

。

7 8 3 5 1115一1 7
。

51 一 0
。

2

83 5 7 } 3 0一3 2
.

5 1 一 0
.

8 1 0
.

0 08 1 十 1 8 3弓l}2 0一2 2
.

5 一 。
·

,

{
。

·

。0 3

}
+ ,

·

7

}
。

·

。0,

8 3 5 7 1 3 5一3 7
.

5 } 一 0
.

6 1 0
.

0 0 4 1 + 1 8 3 5 1!2 5一2 7
.

51 一 0
.

2 1 0
.

0 0 9 1 + l
。

7 1 0
。

0 05

83 57 13 7
.

5一 3 9
.

5 } 一 0
.

9 1 0
.

0 0 7 1 十 l

二
、

南海盆地全新世的古气候

8 3 5 7 和 8 3 51 站岩芯的年龄值系由放射性
“C 法测定的

。 8 3 5 7 站岩芯上部 10 一2 0c m

处
‘

℃ 年龄为 3 5 3 0 士 7 2 年
,

据此所计算的该岩芯 1 5c m 以上的沉积速率是 4
.

2 Cm /千年 ;岩

芯下部 3 0一4 Oc m 处的
‘4 C年龄为 1 1 0 6 0 土 5 6 1

年
,

由此所计算的 35 一 15
c m 间的沉积速 率

为 3
.

3 Cm /千年
。 8 3 5 一站岩芯 7

.

5一 1 7
.

se m 间

的放射性
14 C 年龄为 3 1 15 士 1 7 5 年

,

据此所求

得的该岩芯的平均沉积速率 为 4
.

oc m /千年
。

以距今年代为纵坐标
,

以 尹O 和 尹C 值 (表

l) 为横坐标
,

分别作出了 8 3 5 7
、 83 51 站岩芯

浮游有孔虫 尹。
,

沪c 值与距今年代的关系

图(图 1 )
。

通过综合对比分析这两站岩芯
,

可

以发现
: 两站岩芯的 Bls O 值随年代 的变化

尽管大小不同
,

但其总的变化趋势却非常一

致
,

岩芯的 尹。值变化范围 8 3 5 7 站为一 1
.

0一

一 0
.

2痴
, 8 3只站为 一 0

.

斗一一 0
.

1痴
,

可见这两

站岩芯的 815 0 绝对值变化均较小
,

说明南海

盆地全新世时总的气温波动不大
。

但是
,

这两

站岩芯之 815 0 值所反映的全新世时 气 温 的

8 3 5 7站 8 3 5 1站

5 “ 0 。。。(肋 5
’.

0 , 。。(偏)
一 0

.

5 0 一 1
.

0 0 一 1
.

弓0 一 0
.

2 5 一 0
.

5住

11
.

、、、、‘
.

1
!
l
,

!l
‘

!
2 0 00

3 0 00

35 3 0 土72

兮 7 0 0 0

桨
毋
令
裂

11
,
0 60 士5 6 1

5 : 3 e , 。, (局)

5 1 . 0

6 ” C

+ 2
.

0 0 + 1
.

50

6 ” C , 。。

蝙)

图 1 8 3 : 夕
、

s , , i 站岩芯浮游有孔虫
。

, , o , ;
‘’c 变化曲线

相对冷暖变化还是明显的
,

特别是在全新世大西洋期时 (该期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
,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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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沿海
、

我国的渤侮沿岸
、

上海地区以及黑海沿岸发生过普遍的海侵 )
,

sla o 值均明显

变负
。
按照布列特

一
赛南德的分带观点 [1] ,

把全新世时南海盆地的气候变迁划分为 4 个阶

段(表 2 )o

表 2 南海盆地级同位紊气候期与布列特
一

赛南德分带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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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一一遭一黑掣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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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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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竺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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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止卫卫竺二三卫卫卫一
l ! 温暖 } l

、二* 。 }
, ‘ ; n _ 。。 l 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

,

在黑 海
、

{ 指, }
, n n n

_
Z n n fl

/ 、 胜月 , 州一沙们 l
, . 护 u

一
二 ‘护 u l 目满

护

翻 」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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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全新世南海盆地的古环境

1
.

古温度

某些海洋浮游有孔虫壳体是在和海水平衡条件下沉淀碳酸钙的
,

用于古温度测定
,

具

有代表性的浮游有孔虫类是
:
袋拟抱球虫 (Gl ob ige 、oid 。 , ac 川lif

e r 凉
)

、

红拟抱球虫 (‘
.

ru b
e ;
)
、

圆球虫 (G
.

d “bi 。
) 和门氏圆幅虫 (G

.

m 阴。 d t’i) 等
。

此类浮游有孔虫壳体都在

Ca C O 3一H
ZO 体系内发生了氧同位素的交换反应

:

生 e a e 且‘o

3

3

+ H
Z , “o

一上 e a e ,“o ,

+ H
: ;‘o

上式 ca c o 、

和 H
20 分子中只有一个氧原子发生了氧同位素交换

,

所以反应的平衡常

数等于其分馏系数
。

即 :

“ 一 K 一
(
‘“o /

“o )ca
e

乙
,

(
, 日O /

“O )
H : o

根据热力学理论
,

分馏系数或平衡常数是温度的函数 (
a 一 K oc T )

。

利用这种函数

关系
,

对地质历史上与海水达到平衡时沉淀的方解石壳体的浮游有孔虫作氧同位素测定
,

可以求出古温度
〔‘, ,“ , ‘, , .

Sha e kle t o n
(19 7 4 ) 通过大量实验

,

得以下计算式
【‘, , ‘, , :

r o C ~ 16
.

9 一 4
.

3 8 (a
c 一 占。) + 0

.

1 0(占
c 一 占留)

2

式中 占‘ 指有孔虫壳体与 r00 外的正磷酸在真空条件下 25 ℃ 时作用生成的 c q 气体之

占18 0 值 ; 占。 指与浮游有孔虫壳体达到平衡时海水的 尹O 值
。

在进行古温度计算时
,

上式

古海水的 护aO 值难以确定
,

但碳同位素比值可为我们提供追溯古海水性质的信息
。

根据

同位素的分馏理论
,

碳同位素的分馏与温度的依赖性不大山 ,l81
,

所以
,

沪C 值的较大变

化一般指示海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从图 1 的 沪C 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

两个岩芯的 沪C

值变化都很小
,

这说明全新世时南海盆地海水性质基本没发生大的变化
,

其 尹O 值应基

本接近现代海水的 815 0 值
,

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一致的
〔川

。

因而
,

在古温度计算时
,

取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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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的 护勺
川 为零

。

据此对两个岩芯不同地质时期的古温度按式 (l) 作了计算(表 3 )
。

两

站岩芯所反映的最大温度都在大西洋期时
,

其最大温度 83 5 7 站为 21
,

4℃
, 8 3 51 站为19 ℃

,

其最小温度 8 3 5 7 站为 18 ℃
, 8 3 5 r站为 17 ℃

。

显然
,

这两站岩芯在同一地质时期的古温

度各异
,

究其原因
,

这是 由于不同种属浮游有孔虫的生存深度各异所引起的
。

表 3 根据 夕 . 0 值所计算的古温度

岩芯 l 深度(c m )
占

1 . O P n B

(%
。

)
温度
(℃ )

岩芯 深度(
c m )

吞
i8 0 P n ”

(%
。

)
温度
(℃ )

::::
0一2

.

5

5一7
.

5

一 0
。

6

一 0
。

2 :: ::::
O一2

。

5一 7
。

~ O
。

1

一 O
。

l ::
8 3 5 7 10一 12

。

15一 1 7
。 8 3 5 1 1 0一 12

。

5 一 O
。

4

8 3 5 7
2 0一2 2

。

2 5一2 7
。 一 O

。

4 巧一 1 7
。

5 一 0
。

2

2 1

2 0

2 1

8 3 5 1

8 3 5 1

2 0一2 2
。

5

2 5一2 7
,

5

一 0
.

3

一 0
。

2

18

l8

l8

n曰门八曰�

一一一

�、J112户乡目J工夕一一j

8 3 5 7

8 3 5 7

8 3 5 7

3 0一3 2
。

3 5一3 7
。

3 7
。

5一3 9
.

5

2
.

古生态

根据所求得的古温度作图 (图 2 )
,

可以发现
: 8 3 5 7 站岩芯 尹0 值所求得的温度均大

于 8 3 51 站岩芯所求得的温度
,

尽管两站岩芯绝对温度不一致
,

但其相对变化趋势一致
。

我

们知道
,

浮游有孔虫壳体 sla o 值所反映的温度应代表当时介质水 (海水 )的温度队 l6]
,

海洋

上部的表层水温较下部的要大
,

据此反推
,

说明门氏圆幅虫 (‘
.

二胡ard ii) 的生存深度

(相对较冷的环境 )大于袋拟抱球虫 ( G
.

: ac ‘ul ife
r
a) 的生存深度 (相对较暖的环境 )

。

’

\ / 835 7站(乡�划组

2 00 0 3 53 0 土 7 2 70 0 0 1 1
,
0 60 士56 1

距今年代 (幻

图 2 8 3 5夕
、
8 3 51 站岩芯氧同位素古温度曲线

近年来通过对活的浮游有孔虫的海洋生态环境调查
,

发现袋拟抱球虫 ( ‘
.

,

ac c “l汀
e r。

)

的生存深度主要分布在 1 00 。 以上的表层
,

门氏圆幅虫 ( G
.

m o a心t’i) 大约在 150 。 左

右
,

个别大于 2 00 m 。

南海 。一 Zo om 的实测温度 (表 4 〔s]) 与根据 严O 值所计算的现代表

层水温对比
,

既说明了利用浮游有孔虫的 尹0 值所计算的温度基本反映了海水的真实温

度
,

又可判明浮游有孔虫的生存深度序列
。

例如 : 门氏圆幅虫 ( G
.

, 。ar d ii) 表层 ( o一

2
·

, c m ) 护勺 值所求得的温度约为 18 ℃
,

南海 1 00 一2 0 o m 处的实测水温为 20
.

8一 16
.

1℃
,

平均 18
.

5℃
,

显然
,

由 615 0 值所求得的水温
,

与实测水温非常接近
,

两者仅相差 0
.

5℃
。

南

海 1
「

00 m 以上的水温为 20
.

8一25
.

5℃
,

平均 23
.

8℃
,

比袋拟抱球虫 ( G
.

, ac ‘耐if cr 召) 和门氏

圆幅虫 ( G
.

m 印ar d ii ) 所反映的表层水温 ( 20 ℃ ) 要高 3
.

8℃
,

这主要是由于混人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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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1 00 一 2 00 tn 处水温较表层要低 )较大的圆幅虫所致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对不同种

属的浮游有孔虫类作氧同位素分析
,

不但可以求得其生存温度
,

而且对于判明不同有孔虫

种属的生存深度序列及其在地质历史上的变异也是可行的
。

表 4 南海 。一 200 m 表层平均水温(2
, s , 8 ,

11 月份之平均温度 )

深深度 (
em ))) 最小平均温度度 最大平均温度度 层平均温度度 平均温度度

(((((℃ ))) (℃ ))) (℃))) (℃)))

00000 2 1
。

555 2 9
。

555 2 5
.

555

}
2 3

’

888

222 555 2 0
。

888 2 8
.

333 2 4
。

555

}
’8

·

,,

555 000 2 1
。

555 2 7
.

555 2 4
。

55555

1110 000 1 8
。

888 2 2
。

888 2 0
。

88888

222 0 000 14
。

222 1 8
。

000 16
.

11111

3
.

古海洋

按照上述古气候变化的 4 个阶段
,

利用浮游有孔虫壳体的氧
、

碳稳定同位素组成数

据
,

对南海全新世的古海洋描述如下
。

110 00 一 7 000 年间 相当于北方期
。

开始气候较冷
,

后期逐渐转暖
,

海水表层 (2 00 m

以上)的温度为 20 ℃ 左右
,

碳同位素组成变化很小
。

7 00 0一3 000 年间 相当于大西洋期
。

该期是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
,

也是南海盆地

全新世时的气候最适宜期
,

海洋表面 (2 00 m 以上)的水温大于 21 ℃
。 1 9 7 3 年以前

,

大多数

研究者认为
,

与海水达到平衡的某些浮游有孔虫壳体的 尹O 值随年代的变化
,

主要是 由表

层水温的变化而造成的
。

然而
,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
,

尹 0 值的变化 2 / 3取决于冰融水

注人海洋
, 1 / 3 取决于海洋本身的温度变化

。

研究表明
,

通过极地形成的环流模式所测定

的现代海洋底层水温相当均匀
,

基本上保持恒温
。

但是
,

通过对同一沉积岩芯不同层位的

底栖有孔虫和浮游有孔虫壳体的氧同位素测定发现
,

底栖有孔虫壳体的 尹O 值变化比预

测的洋底水温要大得多
。

并且
,

底栖有孔虫
、

浮游有孔虫壳体 815 0 值随层位的变化尽管

其绝对值不同
,

但总的变化趋势却非常一致
。

由于蒸发
一

降水循环的氧同位素分馏
,

极地

冰雪 中的 515 0 值仅为一 30 一一 50 yoc
,

而热带地区雨水中的 615 0 值接近 0呢
。

(接近标准海

水的 sla o 值 )
,

据此
,

认为有孔虫壳体 6la o 值的变化
,

主要取决于
:
冰期时

, ’6
0 以各种不

同的方式运移到极地冰雪中
,

而较重的
‘

sO 则留在海洋中 ;间冰期时
,

极地冰原融化
,

大量

富含
16 0 的冰融水又注人海洋

,

导致洋水的 815 0 值变负
。

由于某些有孔虫壳体是在与海

水达到平衡时发生氧同位素交换的
,

所以
,

只要知道某些有孔虫壳体的 615 0 值
,

就能计算

出在任何地质历史时期时
,

大洋进人冰盖(或冰融水注人海洋 )的数量
。

通过对最末次冰

期鼎盛时(最低海平面时 )有孔虫壳体 尹0 值与现代有孔虫壳体的 尹0 值的对比
,

发现有

孔虫壳体的 占18 0 值与海平面存在着相关关系
,

即 615 0 值每变化 0
.

1痴
,

相当于海平面变化

lo m [13
,

17, 川
。

据此
,

可以求得因极地冰盖体积消长所造成的全球性海平面变化幅度
,

一般来

说
,

这种方法利用底栖有孔虫最有效
,

但用浮游有孔虫也同样可以获得可靠的信息
。

为了

求得南海盆地在大西洋期时有关海平面变化的信息
,

分别以两站岩芯表层 0一 2
.

s c m 段浮

游有孔虫壳体的 als o 值为基准
。

由两站岩芯大西洋期时浮游有孔虫壳体的平均 615 0 值
,

对当时的海平面作一定量估算
。

计算时引人了 1 / 3 温度校正
,

由此所计算的南海盆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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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期时的海平面要较现代海平面高 6 m 以上
。

因而
,

南海沿岸地区及盆地内的岛屿应该

存在着当时海侵的证据
。

由于海滩岩形成于特殊的地貌部位 (潮间带与波浪 飞 溅 带 )
,

所以海滩岩应代表古平均高潮面附近和古平均高潮面以上的位置
,

这是恢复占海面位置

和重建海平面变化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
。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 ,6] (表

5 )
。

总之
,

通过对大量全新世海滩岩的
“C 年龄测定及研究

,

许多学者
〔2 一”
认为在全新世

6 0 0 0一 2 0 0。年间我国沿岸存在着至少 4 次高海面
,

其最高海面的幅度约为 2一 sm 或稍

多
,

这在我国的渤海沿岸
、

东海我国沿岸的上海地区也都有普遍的反映
。

但必须指出
,

所

有 由海滩岩所反映的高海面都是相对的
,

因为未考虑海岸本身的升降运动
,

特别是华南地

区大部分基岩海岸为上升岸
,

在台湾东
、

南岸更是近期强烈上升地区
,

所以对此还存在争

议
。

本文利用 8 3 5 7 、 8 3 51 站岩芯浮游有孔虫壳体 尹O 值
,

得出南海盆地全新世存在着高

海面的证据
,

本质上反映了大西洋期时气候转暖
,

冰融水大量注人
,

引起海平面上升
。

而

由此所估算的海平面高度不存在
“

上升
”

或
“

下沉
”

的问题
。

此外
,

对比 515 0 和 护℃ 曲线
,

两条曲线都在大西洋期时存在着较小的正相关关系
,

表明此时的南海盆地受冰融水增加

的影响
,

海洋状况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
。

从气候变迁的全球性来看
1

,

大西洋期时
,

在

整个欧洲沿海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 着海侵的证据 (Fl
a

nd eri an 海侵), 黑海也发生了著

名的黑海海侵 (N ew Bl o ck S e a

)
,

估算的 当时黑海海平面要较现代高 3 m 左右
〔1
0Jo

表 5 南海盆地岛屿及沿岸全新世海滩岩样品的
’‘

C 年代与高度

地 点 部 位 } 岩 性 距今年代(年) 高度 (m )

~ 斗一 6

广东饶平黄梦岛黄隆
59 8 0土1 0 0

3 6 5D士9 0

呜3 6 5土8 1

4 1 1 0士8 5

3 6 3 0士 15 0

3 2 5 0土 12 0

3 8 6 5土8 5

3 8 1 0土8 5

, 2
.

5一4
.

5

海 南岛乐东莺歌海盐场

广东
、

东山宫前

西沙群岛东岛

海南岛崖县增岛东岸

海南岛崖县帽岛西岸

贝壳堤(上部)

贝壳堤(下部)

埋藏海滩

上升海滩

上升海滩

上升海滩

上升海滩

上升海滩

贝壳砂岩

贝壳砂岩

含贝壳砾岩

含贝壳砂岩

珊瑚砾岩

珊瑚砾岩

珊瑚砾岩

珊瑚砾岩

胶结物

方解石

方解石

镁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3 000 一 2 0 00 年 相当于亚北方期
。

气候较冷
,

海洋表面 (20 0 m 以上)水温 18 ℃左

右
,

从碳同位素组成基本恒定判断
,

海平面缓慢降低后
,

当时的海洋状况基本上是稳定的
。

2 0 0 0 年一现代 相 当于亚大西洋期
。

气侯与现代相似
,

梅洋表面 (2 00 m 以上) 的

温度大于 18 ℃
,

海洋环境与现代相同
。

四
、

结 论

1
.

南海盆地全新世以来总的气侯变化幅度较小
,

根据浮游有孔虫壳体 的 815 0 、

sl3 c

值
,

把南海盆地全新世时古气侯的相对冷暖程度划分了 斗个阶段
,

可与布列特
一

赛南德分

带 (北方期
、

大西洋期
、

亚北方期
、

亚大西洋期)相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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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浮游有孔虫的氧
、

碳稳定同位素组成
,

可用于研究浮游有孔虫的生存深度序列
、

与

其平衡的海水温度和古海洋状况
。

83 5 1
, 8 3 5 7 站岩芯的初步研究表明

: 同一海水体系内
,

门氏圆幅虫 (‘
.

。。 。心ii) 的生存深度要大于袋拟抱球虫 (G
.

、““
lif o a) 的生存深度

,

前者的 尹 o 值所反映的古水温要小于后者
。

3
.

古海洋学的初步研究表明
,

南海盆地全新世大西洋期 (距今 7 0 0 0一3 0 0 0 左右)
,

由

于全球性气侯转暖
,

海洋体系的冰融水增加
,

同时也影响了南海盆地
。

根据 8 3 5 7
、 8 3 51

站岩芯浮游有孔虫壳体 815 0 值所计算的当时海平面要较现代海平面高 6 m 以上
,

盆地内

岛屿和沿岸地区曾普遍受海侵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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