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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磁学研究对萨拉乌苏组年代归属的意义
`

樊行昭 苏 朴 R ei d a rLo v l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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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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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萨拉鸟苏组沉积物 的古地磁 学研究发现
,

该剖面沉积物保存的天 然剩磁 N RM 和

Q 比值 曲线与深海沉积物最后一
、

二次冰期及末次间冰期的氧同位素 护
“ O 曲线有较好 的对应 关

系
.

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及深海氧同位素 曲线反映的年代值推断
,

滴哨沟湾萨拉乌苏组 的年代大致

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
,

即 ( 18 0 一 1 0 ) k a ,

而位于底部粉砂层 中的文化层
,

其年代应为中更新

世 晚期
.

关键词 萨拉乌苏组 磁性参数 Q 晚更新世 中更新世晚期

分布在内蒙古乌审旗滴哨沟湾一带的河湖相沉

积物自 1 9 2 4 年被法 国人 T e ih a r d d e C h a r d i n P
.

命

名后 [` 3
,

一直被作为我国北方晚更新世河湖相的标

准地层
.

几十年来经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研究
,

对

萨拉乌苏组的年代归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一 ’ “ }
,

但

不同学者对该套地层 的沉积 时代具有不 同的看法
.

因此采用新的方法对萨拉乌苏组沉积物进行深入研

究
,

将对该套地层的年代归属以及对我国古人类进

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深海沉积物氧同位素的研究表明
,

中更新世晚

期至 晚 更 新世
,

全 球气 候 经 历 了冷
一

暖
一

冷 的变

化〔川
.

气候的冷暖变化必然导致沉积环境
、

沉积物

的磁性组分及剩磁特性的变化
.

系统对这些与气候

因素有关的磁参数进行研究
,

并结合冰期
、

间冰期

氧同位素曲线的变化趋势及绝对年龄测定值
,

是最

终统一萨拉乌苏组年代归属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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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萦乌审旗滴哨沟湾萨拉乌苏沉积物剖面图 3[]

1
.

粘土
; 2

.

粉砂质戮土
; 3

.

钻土质粉砂
;

4
.

细砂
; 5

.

具交错层理的细砂
1 滴哨沟湾剖面地层及年代归属的几种认识

滴哨沟湾剖面 (图 1) 萨拉乌苏组从上至下依次为
:

( 1) 顶部全新世的湖沼相沉积
.

( 2) 具交错层理的细砂
,

总厚度大约 23 m
,

中

部含有一层 60
c m 的私土

.

本层顶部的
` 4 C 年代值为

( 9
.

7 土 0
.

1 ) k a [9 ] ; 中部 私 土 的
, 4 e 年 代 值 为

( 3 0
.

2 4 士 1
.

2 8 ) k a [9〕 ; 底部的热释光 ( T L )年代值为

( 4) 红黄色私土质粉砂
,

厚度 15 m
.

萨拉乌苏

动物化石和河套人石器主要发现于本层的 中下部
,

中部 (距河床 10 m )哺乳动物骨化石铀子系法 T h 年

代值为
:

(4 9
.

5 士 2
.

2 ) ak 4[] ; 中下部距河床 4 m 处的

T L 年代值为 ( 124
.

9 士 15
.

8 ) ak 9[J
,

底部风成砂 T L

测年为 ( 2 16 土 2 2 ) k a [ 9〕
.

从上述测年值可 看出
:

同一层位
,

不 同学者
、

2 0 0 1
一

12
一

0 6 收稿
,

2 0 0 2
一

0 2
一

3 0 收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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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的测年值不尽一致
,

从而导致不同学者对

萨拉乌苏组年代归属认识上的不一致
.

除萨拉乌苏

组顶部的湖沼相沉积物
,

众多学者均认为属全新世

外
,

萨拉乌苏组其余部分的划分和年代归属大体有

以下几种
:

( 1) 裴文中等曰将上中部的细砂层和粉

砂质私土层划为上更新统
,

将底部红黄色泥质粉砂

划为中更新统
.

( 2) 袁宝印等 3j[ 将上部的细砂层划

为晚更新世晚期并定为萨拉乌苏组上部
,

中下部的

粉砂质私土层和红黄色私土质粉砂划为晚更新世 中

期
,

并定 为萨拉 乌苏 组 下部
.

原 思训 4[]
,

祁 国

琴 l5[
,

周昆叔 6[] 等也分别根据距河床底部 10 m 处

的 T h 年龄值 ( 49
.

5 士 2
.

2 ) k a 古脊椎动物化石和抱粉

组合认为萨拉乌组的年代不早于晚更 新世中期
.

( 3) 李保生
、

苏志珠 〔7一 `“ 1依据岩石地层学及沉积相

特征将上部 的细砂 层划为城 川组
,

属 晚更新世晚

期
,

下部的粉砂质私土层和私土质粉砂层划为新的

萨拉乌苏组
,

属晚更新世早期
.

( 4) 郑洪汉 [’ “ 〕根据

在距地面 44
.

s m 的粉砂质私土层中 T L 值 ( 1 7 7 士

14 ) k a
,

将萨拉乌苏动物群置于中更新世晚期
,

与

深海 护
8 0 第 6 阶段同期

.

2 萨拉乌苏组岩石磁学研究

萨拉乌苏组岩石磁学研究的样品采自滴哨沟湾剖

面
.

在垂直厚度 70 m 的剖面上
,

自上而下以0
.

Z m的间

距将样品置入 价20 ~ 塑料盒中
,

共采得 140 个样品
.

样品磁参数测试在挪威卑尔根大学古地磁实验室

进行
.

磁化 率测量使 用 K L丫 2 型卡帕桥
,

精度为

10
一 “ 51

.

N R人叮测量使用 C C L G M 4 0O/ 500 型低 温超

导磁力仪
.

饱和等温剩磁 ( S IR M )使用螺旋管型 (低

磁场强度 )和 R e d icl ffe 脉冲型 (高磁场强度 )磁化仪
.

图 2 ( a
,

b) 为滴 哨沟湾剖面萨拉鸟苏组磁化率
K 和天然剩磁强度 〔N RM ( I nt ) ] 沿剖面变化曲线

.

由图可见
,

磁化率虽然也能大体随剖面岩性的变化

而变化
,

但同一岩性内磁化率受局部矿物成分的影

响变化幅度大
,

而从总体上来说
,

不同岩性层段平

均磁化率值变化不明显
.

而 N RM 值则在剖面不同

的岩性段有不同的强 度
:
在顶部的湖沼 相黑沪 土

N RM 强度高
,

上部的砂层 N RM 强度低
,

中部粉

砂质私土层对应的 N R M 强度值又变高
,

底部的豁

土质粉砂层对应的 N RM 强度值再次变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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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萦乌审旗滴哨沟湾萨拉乌苏组磁性参数 二 ,

NR M ( I nt )
,

Q 和 s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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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c
,

d) 为滴哨沟湾萨拉乌苏组 Q ( N R M x

4 二 / 、 )值和 s ( s扭M
一 1。。 m T / s扭M )值曲线

,

从图中

可看出
,

S 值沿剖面变化不大
,

除个别地段外
,

S

值均小于 0
,

表 明该剖面各层位的磁性矿物成分以

磁铁矿类为主
,

而剖面中
、

下部几个大于零的峰值

所反映的磁性矿物为赤铁矿
.

Q 值则在剖 面的顶
、

上
、

中
、

下部 有着 与 N R M 强度值一样 的变化规

律
:

在顶部的黑庐土 Q 值高
,

上部的砂层 Q 值低
,

中部的粉砂质私土层 Q 值又变高
,

底部的私土质粉

砂 Q 值再次变低
.

Q 值的这种反映岩性及粒度变

化的趋势
,

预示着与形成这种岩性变化的古气候变

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

如果能通过进一步的实践
,

证明这种对应关系具有普遍性
,

Q 比值则有可能被

用作反映河湖相沉积物形成环境气候冷 暖变化的磁

性参数
.

至于 Q 值大小与微观领域磁性矿物粒径的

对应关系及某一粒 径的磁性矿物所形 成的气候背

景
,

尚有待深入研 究
.

反映沉积物中磁性矿物成分

的磁化率
K
值和 S 值沿剖面不同岩性段变化的平稳

性则表明不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沉积物中磁性矿物成

分没有大的区别
,

说明磁性矿物的物源区可能一致
.

3 Q 值与深海氧同位素舀
` 8
0 曲线对比及萨

拉乌苏组年代分析

将 Q 值变化曲线与 2 50 ak 来反 映气候冷暖变

化的深海氧同位素 护
“ O 曲线进行对 比 (图 3) 可发

现
,

自上而下 Q 值的高
一

低
一

高
一

低变化和反映气候暖
一

冷
一

暖
一

冷变化的氧同位素 曲线低
一

高
一

低
一

高有着较好

的对应关系
.

顶部与 Q 的高值相对应的岩性为湖沼

相沉积的黑护土
,

对应冰后期的氧 同位素 护“ O 曲

线为低值
.

上部细砂 的 Q 低值与末次冰期氧同位素

曲线的高值相对应
,

在该层底部绝对年龄测定值是

50 一 7 0 k a ; 所以无论从岩性还是沉积物的年代值均

表 明
,

这一层位应形成于末次冰期
.

中部与 Q 的高

值相对应的岩性为粉砂质私土
,

该层底部的 T L 值

是 1 2 5 ak
,

这一层位的 Q 值曲线与氧同位素第 5 阶

段所对应的末次间冰期的低值基本吻合
,

末次间冰

期的开始年龄大约为距今 13 0 ka ; 这一层位的岩性

和沉积物的年代值均表明
,

这些沉积物形成于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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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滴哨沟湾萨拉乌苏组 Q 值和 N R M ( I nt )与测年及级同位素 石’ 9
0 曲线对比图

测年数据摘自文献【9]
,

深海氧同位素曲线摘自文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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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冰期
.

位于底部 15 m 的泥质粉砂其 Q 值再次变

低
,

与上部末次冰期的数值大体相当
,

该层底部的

T L 年代值为 2 16 k a ; 而倒数第二次冰期的开始时间

大约距今 190 ak
.

底部泥质粉砂对应的低 Q 值与

氧同位素第 6 期 占`” 0 的高值相对应及其测年 的一

致性
,

均表明萨拉乌苏底部层位应形成于倒数第二

次冰期
.

因萨拉乌苏动物群脊椎动物化石及石器均

位于距河床 6一 10 m 的底部层位
,

应形成于倒数第

二次冰期
,

其年代范 围在 130 一 190 ka 之间
,

属中

更新世晚期
.

根据 Q 值与氧同位素的冷暖变化的对应关系及

绝对年龄测定值对萨拉乌苏 沉积物的划分大体应

为
:

顶部的湖沼相为全新世 ; 上部的细砂应为晚更

新世晚期
,

中部的粉砂质私土应为晚更新世早期 ;

下部的泥质粉砂为中更新世晚期
.

这一划分方案与裴文中图
、

郑洪汉 〔̀ “ 〕及孙继

敏 [川提出的划分方案大体一致
.

布日耶也曾认为河

套文化可属于莫斯特文化或奥瑞纳文化早期
,

萨拉

乌苏文化遗址可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 [` 3 〕
.

但

由于近二三十年来多数学者认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是

晚更新世中晚期的产物
,

这些观点一直未被充分考

虑和接受
.

这种类似于 Q 值大小与气候暖冷变化的

对应关系
,

在海相沉积物中也有过类似报道〔`4 〕
,

虽

然这种对应的内在机理 尚需进一步研究
,

但是随着

绝对年代测定的日益准确和磁参数等新方法新手段

的不断应用及通过与周边 相关文化遗址的年代对

比
,

重新认定萨拉乌苏等文化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完

全可能的
.

在华北黄土高原能有效区分对应气候冷

暖变化的黄土和古土壤的磁性参数磁化率
K 和 S

值 〔̀ 5〕
,

在本剖面不能明显区分和气侯冷暖变化有关

的细砂和豁土
,

其原因可能是这种对应关系不适用

于河湖相沉积物
.

占’ “ O 曲线的对应关系和测年值对萨拉乌苏组的划分

可归纳如下
:

( 1) 萨拉乌苏组顶部的湖沼相沉积属

全新世 ; ( 2) 上部的细砂层属晚更新世 晚期 ; ( 3)

中部的粉砂质泥 岩属 晚更新世早期 ; ( 4) 底部 的

巧 m含文化层的泥质粉砂属中更新世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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