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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白至 纪一 第三 纪古地 理

陈颐亨
(地矿部海洋地质旅合研究大队 )

提要 作者据海区和周边岛屿的地质
、

地球物理和钻并资料描述了东海的白坚纪一第三纪古地理
.

并绘制了该时期的系列古地理图
.

从而有可能归纳出东海在某些时期具有
`

南海北陆
’ ,

古地貌上犹如今

日渤海一黄海陆缘海盆及其周边陆地环抱等特点
.

同时简略地讨论了海水进退和古气候
,

分析 了东海东

部活动大陆边缘构造背景出现的时间
.

主题词 古地理
、 `

南海北陆
. 、

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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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东海大地构造区划简图 (据周志武等图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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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b e T ce l o n i e m a P o f E a s t C h i n a s e a

一
,

辖浙
、

闽海岸线至琉球

群岛
,

济州岛至澎湖群岛间

的 7 7 万 平方公里广大面

积
.

它占据着中国最宽阔的

大陆架
,

又有东亚著名的弧

后盆地 (冲绳海槽 ) 和花环

状 岛弧 (琉球
、

台湾诸

岛 )
,

是构造上复杂的陆
、

洋壳过渡区
.

可是
,

长期以

来茫茫大海犹如一层面纱掩

盖了它的地质真面 目
,

人们

不得不从周缘陆地和岛屿地

质来揣测它的
“

隐密
” .

七十

年代以来
,

东海的地球物理

调查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

已能详细地勾勒出东海

的地质构造轮廓 ; 星罗齐布

的海上钻孔也正在不断地揭

示它的内部世界
二

现经地矿部海洋地质综

合研究大队的研究 (根据重力
、

磁法
、

地震等多方面的调查成果 ) 已划分出两盆三隆的构造

单元 (图 1 )
.

同时
,

海上钻探成果揭示
,

现今地理范围的东海在白至纪至第三纪期间曾经

历过
“

沧海桑 田
’

的古地理变迁 (白翌纪前情况仍不清楚 )
.

据周边地质和近年来国内外物探

和钻探成果
,

作者编 制了东海白至纪一第三纪古地理略图 (图 2)
,

从中可以概略地了解东

海的海陆变迁史及构造发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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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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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白坚纪一第三纪古地理略图

F ig
.

2 Sk e t e h m a p o f p a le o g e o g r a P h o n C r e t a ce o u s一T e r it a yr
,

E a s t C h in a s e a

一
、

白至纪

白噩纪的海水广泛地淹没了北纬 28
“

(大致相当陆上温州的纬度 ) 以南的东海南部海

域
,

台湾地质工作者报道在台西坳陷和澎湖隆起边缘就有五 口井在不同深度钻遇早白翌世地

层 (北港二井 14 6 4一2 17 2m
、

北港三井 19 6 2一2 0 8 0m
、

梅林一井 3 9 10一4 3 2 5m
、

后壁一井

4 0 2 5一 41 12 m 和金湖一井 1 570 m 附近 )
,

纪文荣 ( 1 9 84) 将此套地层命名为云林层
.

这些

井的云林层含菊石
、

瓣鳃类
、

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
.

以往林朝萦 ( 1 9 6 1) 曾据菊石的研

究提出这套地层的时代属侏罗纪的看法 ; 日本地质工作者松本达郎等 ( 19 65
、

1 9 7 9) 同样

据菊石和瓣鳃类化石的研究将其归人白翌纪 ; 黄敦友 ( 19 68) 据有孔虫化石鉴定成果曾定

为古新世
.

但近年来黄廷章 ( 1 9 78) 和纪文荣 ( 19 80
、

19 8 2) 据钙质超微带化石和松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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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9 17 ) 9 对 Ph illo ee ra t i d科菊石的重新研究
,

已明确云林层应归人早白翌世阿普第期为

宜
。

另外
,

据黄廷章 ( 19 8 1) 的资料
,

在台湾近海的南彭佳屿盆地 (在彭佳屿岛西北
,

相

当图 1 的台北坳陷南部 ) 还钻遇过晚白奎世马阿斯特里赫特期 ( ?) 的地层
.

在浙江沿海及其以东陆架浅海地带虽广泛发育着白翌纪的火山沉积杂岩
,

但在象山县的

石浦镇已发现含海相化石 (藻类
、

虫管
、

介形类
、

瓣鳃类和腹足类等 ) 的灰岩
,

并有同位素

年龄值为 1
.

1亿年的脉岩侵人其中
,

浙江石油地质研究所推断其为侏罗一白坚纪地层
,

同时

浙东坳陷钻井中也发现再沉积的白奎纪钙质超微化石
,

说明白坐纪的海水很可能还曾
“

海泛

式
”

的侵进到北纬 28
“

以北的局部地区
.

另据 日本地质工作者井上英二等人的意见 ( 1 9 82)
,

在东海最北部 (福江坳陷 ) 可能存

在着类似于南朝鲜庆尚超群的一套以陆相为主的白至纪火山沉积杂岩
.

因此
,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可以认为
,

东海陆架区的白翌纪海水是从南向北侵进
,

当时东

海南部为浅海海盆 ; 而东海北部却为火山喷发活跃的边缘陆地
,

仅部分低凹部位断续地被海

水漫人
,

并沉积了海相夹层
.

二
、

古新世

近年来通过钙质超微化石的研究
,
味钥

.

在台湾西部和澎湖隆起北侧存在着古新统
,

并以

陆相火山喷发岩为主
.

如王功一井 3 18 0一 4 100 m 钻遇结晶质凝灰岩
、

玻璃质凝灰岩和角砾

凝灰岩
,

夹含古新世钙质超微化石的凝灰质海相页岩
.

台西一井在 18 70 一 198 1m 同样钻遇

酸性凝灰质砂岩
、

砾岩及泥岩的互层
,

夹含 NP
S
一 N P : 。

带钙质超微化石的页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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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4 ) 将之命名为王功层
.

但是
,

据黄廷章 ( 19 81 ) 等人的资料
,

在彭佳屿台地 (相当图 1 的台北坳陷南部一个

低凸起 ) 和彭佳屿盆地都钻到比较完整的古新世地层
.

同时
,

在陆架西南部也钻遇暗色砂岩

与泥岩的互层
,

含海相化石颇丰富
,

包括齐全的中晚古新世化石带
,

有相当 M a irt in 划分的

N P 月、 钙质超微带化石
,

还有 lB o w 划分的 P 3一 有孔虫带化石
,

以及沟鞭藻
、

介形类等
,

说明

台北坳陷的古新世海相地层比台湾西部发育得更好
,

基本上属陆架海盆或陆缘海型的沉积
.

而台湾西部已如上述
,

仅有间断的海泛
,

属海侵边缘
.

同时据孙习之的资料
,

澎湖隆起以南

的台湾浅滩至南海珠江口盆地皆无古新世沉积 (见剖面 1)
,

故可推测东海陆架的古新世海

水应来 自台湾以东的菲律宾海
.

浙东坳陷南部的钻孔也发现某些地层含再沉积的古新世钙质超微化石
,

说明古新世的海

水也曾北侵到该地
.

但是在东海陆架其余地区和冲绳海槽一琉环岛弧一带尚未钻遇或划分出

确切无疑的古新世
.

三
、

始新世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

这是东海很重要的一次海侵时期
.

在陆架西南部台北坳陷有

多 口钻井揭露了以砂岩为主夹泥岩和生物碎屑灰岩的海相地层
,

其中含丰富的底栖与浮游有

孔虫
、

钙质超微
、

沟鞭藻及介形类等
.

在台湾及澎湖地 区也普遍钻遇含始新世早一中期钙质超微带化石 (N P . 2

一N P , 6 ) 的地

层
,

但是
,

在澎湖隆起周围基本上以非海相成因的巨厚红色页岩及沉凝灰岩为主
,

如王功一

井 3 0 54 一 3 180 m 的始新统就是一套谈红色至褐色的凝灰质页岩和绿褐色凝灰质长石砂岩
,

黄廷章 ( 19 8 1) 将其称为双吉红层
.

在陆架北部的浙东拗陷
,

目前钻遇的始新统以湖相
、

沼泽相砂泥岩互层夹煤为特色
,

并

夹含有孔虫
、

沟鞭藻和介形类的海相层
.

在琉球群岛中南部始新统也较发育
,

如石垣岛
、

西表岛和小派岛出露了始新统宫良川组

和野底组
,

前者为砂岩
、

砾岩
、

粉砂岩及生物灰岩
,

含丰富的海相瓣鳃类
、

有孔虫
、

珊瑚和

钙藻化石
,

后者是中酸性熔岩与火山碎屑岩夹砂岩及砾岩
,

砂岩中含海相有孔虫及瓣鳃类化

石
.

在奄美大岛和冲绳岛分别划分了始新统和野组与嘉阳组
,

它们也是砂岩
、

砾岩与粉砂岩

的互层
,

同样含有孔 虫
、

瓣鳃类和 珊瑚
,

如 脚m m o ll’ l e s s p
,

注 e i la (介
。 n e a c i la ) s p

, ,

L cu ian sP
.

等
.

从这些化石的生态分析来看
,

它们大都是浅海环境生长的属种
.

冲绳海槽中虽然目前实际资料贫乏
,

但已知在其南部的小野寺海 山西坡拖网取样也采到

安山岩
、

闪长岩
、

石英长石砂岩等
,

与野底组的火山岩和沉积岩类可以相 比
.

同时
,

从近年江苏
、

南黄海和华北等地不断报道发现钙质超微和有孔虫等化石来看①
,

东海的始新世海水淹没的区域应该很广
,

海进高峰期时可能曾多次北进
“

海泛
”

到上述地区
.

四
、

渐新世

①赵政璋
,

1 985
,

苏北东台坳陷阜宁组沉积时与海水的连通性
. “

第二届全国碎屑岩沉积学术讨论会论文 0 5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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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始新世晚期起
,

东海的许多地区即开始发生活跃的地壳运动和抬升
,

并伴有火山活

动
,

如 台湾的埔里运动
、

陆架区的玉泉运动和琉球群岛的高地运动①
,

使东海大部分地区都

处于陆地环境下
,

仅台湾南部有浅海
、

滨海
、

沼泽和三角洲相的五指山组和粗坑组等沉积
.

在日本九州南部至福江坳陷一带堆积了海陆过渡相的松岛组
、

芦屋组的煤系地层
.

而东海陆

架东部的凹陷中虽然钻井揭示渐新统颇发育
,

但却以浅湖
、

滨湖和河流等陆相环境占主导地

位
,

不过偶夹含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的海相层而已
,

且化石个体数量少
、

属种单调
,

系生

活在有淡水注人的广盐性海相生物
.

所以
,

渐新世时整个东海都处于水退阶段
,

不仅海区局

限于东海陆架南
、

北两端
,

而且就沉积区的范围来看也比第三纪其他时期为小
.

五
、

中新世

这是东海又一次广泛沉降的时期
,

特别是陆架盆地东部和台湾西部沉积厚度相当大
.

在

台湾
,

该统的沉积旋回性很明显
,

由海陆过渡相含煤层系和滨海
、

浅海相碎屑岩组成
.

由于

八十年代以来在钙质超微和有孔虫化石研究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

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可全台

湾对比的钙质超微 ( A 一 R ) 和有孔虫基准剖面 ( A 一 T )
.

东海陆架盆地东部凹陷中所钻的井皆见到 以陆相为主 (含抱粉和轮藻等 ) 的碎屑岩地

层
,

仅在沉降最深的局部地区的中新统内才夹海相层
,

说明在沉降高峰期曾有间断性的海

泛
.

从地震反射剖面上可见
,

陆架盆地的中新统向东可延续覆盖到钓鱼岛隆褶带
,

并一直向

东追索到冲绳海槽盆地
.

在钓鱼岛隆褶带北部的一些岛屿出露了中新统五岛群砂
、

泥岩
,

在

男女群岛还有熔凝灰岩等火山岩类堆积
,

在该带南部的钓鱼群岛出露了陆相为主的钓鱼岛组

砂岩
、

砾岩夹簿煤层
.

在冲绳海槽到琉球隆褶区
,

无论钻孔揭示的或岛屿上出露的岩石都表明中新统以海陆过

渡相的砂岩
、

砾岩偶夹煤层为特征 (八重山群 )
,

在吐噶喇 1井还钻遇晚中新世的火成碎屑

岩 和熔岩
.

在琉球隆褶区东部的一些低凹部位 (如岛民 盆地 ) 的钻井中则揭露 了含
p r a e o动 “ zian s p p

. ,

G zo占l’ge
r 动 o ide s : .cl a n u s ,

aC
t a sP y dr a x

ids
s
如 1115 等的浅海一半深海相砂

岩
、

泥岩夹煤和灰岩的地层
.

在陆架最北部近对马岛一带
,

从 G lo b口 r ot a
ll’a rP ae sc i t二 a 等有孔虫资料分析

,

中新统也

属浅海一半深海相沉积
.

所以
,

中新世的海水侵进方向仍沿袭了渐新世的格局
,

既来 自台湾以南
,

也来 自日本海

方向
.

而东海陆架盆地
,

特别是其北部
,

主要还是河流相和砌相环境占优势
.

六
、

上新世

此时期 (特别是其晚期 ) 的海区范围是第三纪中最广的
,

已逐浙接近今 日东海的规模
.

在台湾
,

上新统苗栗群分为锦水组和卓兰组两套海相碎屑岩系
,

锦水组以浅海相页岩为

主
,

含蟹
、

腹足类
、

瓣鳃类
、

有孔虫和珊瑚等
,

卓兰组由滨海一浅海相砂岩与泥岩互层组成
.

①陈颐璋
,

19 86
.

东海构造运动评述 (持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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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琉球群岛和 冲绳海槽则为所谓的
“

岛民海
’

淹没
,

上新统的 岛民群既含 A an da ar

se da ne ns l’s
,

hC la m y : :
at ol’ 等潮间带一数米深内湾属种

,

也含 乙毋” e ll i n u cu al
,

E nn
o cu al,

乃了。 lle t迈 等浅海一半深海相属种
.

在东海陆架盆地内
,

上新统下部是陆上环境的河流相碎屑岩
,

向上逐浙过渡到海陆交互

和海相占优势的砂岩
、

泥岩地层
.

含温暖正常盐度陆缘浅海环境生活的有孔虫
、

钙质超微等

化石
.

预计上新世晚期的海侵范围北可达长江口至济州岛一线
,

西侧已接近现今的海岸线
.

因此
,

东海的晚中生代一第三纪古地理既不像某些人臆侧地那样
,

始终是一片汪洋 ; 也

不像某些人在东海陆架盆地北部钻了少数井发现陆相 占优势后走向另一极端又把它看成与中

国东部诸盆地完全无异那样
,

是一个陆相盆地
.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可说明
,

其海陆变迁还

是较为纷繁多采的
,

总的特点有
:

1
.

南北差异较大
.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 自白坚纪以来大部分为海域所占 ; 而北部则相对陆

地环境占了主导地位
,

仅在沉陷较深部位间歇性地有海泛性沉积环境出现和上新世晚期才广

泛地为浅海淹没
,

所以东海白至纪一第三纪的古地理可简括为
“

南海北陆
”

的景观
.

2
.

由六张古地理图可见 (图 2)
,

白至纪一始新世时东海南部是一种海湾环境
,

当时的

古地貌颇似现今渤海一黄海的外形
,

真正的外海深水地带远在琉球群岛以东
.

3
.

渐新世一中新世时整个东海处于上升背景下
,

故大部分为陆区所占
,

在差异沉降下在

东海陆架盆地东部某些箕状断陷中沉积了很厚的陆相地层
.

4
.

上新世起东海进人一个普遍沉降的时期
,

沉积的差异性减少
,

晚期海水覆盖面积很

广
.

5
.

从白奎纪一第三纪的有孔虫
、

钙质超微和抱粉等化石的古生态
、

古气候研究可知
,

东

海的白至纪一始新世是温暖潮湿的热带一亚热带气候
,

渐新世降为暖温带气候
,

中中新世稍

有转暖的趋势
,

然后温度又逐渐下降
,

直至今 日的温带温度体制 ; 而且从东海陆架盆地到琉

球群岛的白垄纪一渐新世有孔虫和软体类等海相化石的生态分析可知
,

它们基本都是陆缘浅

海的属种
,

仅仅从中新世以来在冲绳海槽和琉球隆褶区东部才出现一些半深海一深海相属

种
.

所以
,

从生物地层和古海洋学的分析来看
,

晚中生代到早第三纪在东海 出现活动大陆边

缘的可能性不大
.

从地史分析的观点出发
,

当时东海仍处于板内体制下
,

只是到了中新世晚

期以后才有可能在东海东部逐渐出现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背景
.

收稿日期 19 8 7 年 7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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