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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东海陆架尤其外陆架的晚第四纪沉积地层、古河道沉积与下切河谷充填沉积、潮流沙脊沉积研究等

已经取得较多研究成果，综述已有的研究认识和关键 科 学 问 题，讨 论 地 层 研 究 中 的 氧 同 位 素２期 和４期 地 层 划 分

出现的争议、不同的地层演化模式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 末 次 冰 盛 期 古 河 道 的 存 在 与 演 化、东 海 陆 架 冰 后 期 潮 流 沙

脊成因研究中存在的不同观点，提出未来东海外陆架晚第四纪沉积学研究的思路和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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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是西太平洋典型的开放型边缘海，面积约

７５万ｋｍ２，陆架最宽６００ｋｍ左右，是世界上最宽阔

的陆架之一（图１）；陆 架 盆 地 在 第 四 纪 的 沉 降 速 率

约为３００ｍ／Ｍａ，具有充足的沉积物可容空间［１］；长

江、黄河入海带来的巨量陆源碎屑物质堆积在陆架

地区，使其成为我国东部大陆边缘主要的陆源沉积

汇；同时，冰期和间冰期旋回中季风气候、海平面和

海洋环流控制陆源沉积物的入海通量和陆架沉积体

系发育。末次盛冰期时，东海海平面曾一度下降到

现在陆架１２０～１４０ｍ水深处；盛冰期之后，海平面

开始回升，在７ｋａＢＰ形成最高海平面，伴随海平面

上升，东海陆架发生大规模的海侵，海岸线在经历多

次变迁后到达现在的位置［２］。因此，东海陆 架 沉 积

地层中记录了丰富的古环境信息，是研究晚第四纪

海平面变化、海陆相互作用和沉积环境演化的理想

区域。

１　东海外陆架晚第四纪地层

目前，东 海 陆 架 第 四 纪 沉 积 研 究 主 要 基 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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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冰期旋回理论，即冰期海平面显著下降，陆架

暴露；间冰期海平面上升，提供沉积可容空间，陆源

物质在陆架堆积；海平面变化导致海岸线和河口进

退，并控制陆架沉积物输运和沉积过程，形成特征的

沉积地层和沉积体系。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受工作条件和研究手段等

制约，东海陆架第四纪沉积地层研究主要以内陆架

及长江水下三角洲地区为主，晚第四纪地质的相关

研究较多。根据一些代表性的钻孔和测年，建立了

比较完整、可靠的年代地层，对区内晚第四纪地层框

架和地层演化有比较深入的认识［３－１１］。

相对而言，中、外陆架地区的沉积地层与古环境

研究比较薄弱。较早的研究是根据内、外陆架的浅

部地球物理测量，对比外陆架浅钻ＹＱ１孔中微体古

生物和孢粉组合，对东海陆架地层进行划分，讨论各

期潮流沙脊的形成和演化，推断晚更新世以来沉积

地 层 演 化 模 式，但 地 层 划 分 缺 乏 绝 对 年 龄 的 约

束［１２］。研究认为在 末 次 冰 期，海 平 面 下 降，河 口 向

陆架延伸，发育多期的前积三角洲复合体沉积，随着

海平面进一步降低，在末次冰期最盛期（ＬＧＭ），中

国东部大陆岸线向海退 至－１２０ｍ等 深 线 以 外，发

育河道沉积和河口沉积，在强潮流冲刷作用下，在古

长江口开始形成河口潮流沙脊。随后冰消期海平面

上升，潮流沙脊向陆移动，原来的河口沙脊被改造形

成新的沙脊。到了全新世高海平面时期，中内陆架

发育形成浅海相的细粒沉积和前三角洲沉积［１２－１３］。

近十年来，外陆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是基

于１９９６年 中 法 合 作 采 集 的 单 道 地 震 调 查 资 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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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上海地质调查局的外陆架ＤＺＱ４孔资料（图

１），对比海平面变化曲线，分析地层形成年代、沉积

相和 沉 积 环 境，讨 论 第 四 纪 东 海 的 海 进－海 退 层

序［１４－１９］、潮流沙脊 的 分 布 和 演 化［１７，２０－２４］及 沉 积 地 层

对海平面变化的响应［２５－２７］，建立晚第四纪地层框架。
唐保根综合分析了ＤＺＱ４孔的岩性、微体古生

物、孢粉、有孔虫壳体的碳、氧同位素数据，分别建立

了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和氧同位素地层及热释光年

代地层，对 比 周 边 的 ＹＱ－１孔、ＰＥ－１孔、ＤＣ－２孔 以

及长江河口的ｃｈ１－３系列钻孔等建立了中更新世晚

期以来的地层框架，认为ＤＺＱ４孔揭示了中更新统

上 部 （未 见 底）、上 更 新 统 西 冷 组、全 新 统 海 礁

组［１４，２８］。刘振夏等通过东海陆架地震资料解释，对

比ＤＺＱ４孔研究，认为自１９０ｋａＢＰ以来，东海陆架

经历了４次 海 退－海 进 沉 积 旋 回，每 个 海 退－海 进 沉

积旋回具有 相 似 的 演 变 规 律 和 发 育 模 式［２５］。末 次

冰期中３次亚冰期在外陆架地层中具有明显的侵蚀

界面和地层。氧同位素６期陆相地层在东海陆架上

分布最为广泛，氧同位素３期气候波动较小，在东海

陆架的影响不及氧同位素５期［１６，２５－２６］。
由于对ＤＺＱ４孔热释光（ＴＬ）年龄的理解不同，

对相同地震剖面有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两种主要观

点（表１）：其一，根据ＤＺＱ４孔的热释光 年 龄，认 为

东海外陆架现存地层中，氧同位素２和４期（ＭＩＳ２

图１　东海外陆架末次冰盛期古河道与古海岸线分布及现有研究钻孔位置分布

（末次冰盛期（ＬＧＭ）古岸线范围据文献［１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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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ＭＩＳ４）冰期历时短，地层较薄，部分缺失，在地震

剖面中无法 辨 识；ＭＩＳ３地 层 发 育，ＭＩＳ５地 层 由 于

后期较强侵 蚀 作 用，地 层 无 法 识 别；ＭＩＳ６强 海 退，
地层普遍 发 育，是 东 海 外 陆 架 标 志 层［１６，１９，２５－２６］。其

二，考虑到ＴＬ测年的敏感性，只选取ＤＺＱ４孔下部

泥质地层ＴＬ年龄进行 地 层 框 架 划 分，上 部 地 层 划

分参 考 ＹＱ１孔 沉 积 相，提 出 东 海 外 陆 架 主 要 由

ＭＩＳ１、ＭＩＳ２、ＭＩＳ３—５．２ （地 层 难 以 划 分 ）、

ＭＩＳ５．３—５．５（地层 难 以 划 分）和 ＭＩＳ６地 层 组 成，
其中 ＭＩＳ３地层 较 不 发 育；ＭＩＳ５各 期 地 层 均 发 育，

ＭＩＳ６地层 划 分 一 致［１７］。基 于 此，Ｂｅｒｎé等 通 过 对

比ＤＺＱ４孔和单道地震剖面提出晚更新世东海外陆

架地层演化模 式（图２），自 下 而 上 分 别 发 育 强 制 海

退三角洲进积楔、河口相和陆相、海侵潮流沙脊，其

间主要沉积间断为海侵或海退侵蚀面，由于冰期－海
平面变化的非对称性，致使陆架地层仅仅保留着强

制海退沉积记录［１７］。

表１　东海外陆架晚第四纪地层划分

（１９９６年中法东海联合调查单道地震资料和ＤＺＱ４孔资料，

据文献［１６，１７，１９，２５，２６］，其中地震相单元划分一致）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ｔ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ｈｅｌｆ，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ｉｕ等，２０００，吴自银等，２００２［１６，１９］ Ｂｅｒｎé等，２００２［１７］

氧同位素

地层划分

地震相

单元

地震相

单元

氧同位素

地层划分

ＭＩＳ１ Ｕ２ Ｕ１４０ｂ
ＭＩＳ１

ＭＩＳ３．１ Ｕ３ Ｕ１４０ａ

ＭＩＳ３．２ Ｕ４ Ｕ１３０ ＭＩＳ２

ＭＩＳ３．３ Ｕ５ Ｕ１２５
ＭＩＳ３，ＭＩＳ４，

ＭＩＳ５．１—５．２

ＭＩＳ５．１ Ｕ６ Ｕ１２０ ＭＩＳ５．３—５．５

ＭＩＳ６ Ｕ７ Ｕ１１０ ＭＩＳ６

部分研究 表 明，ＬＧＭ 时 期 东 海 外 陆 架 并 未 裸

露成陆。东海东北 部 的ＥＡ０１孔 的 沉 积 层 序、岩 性

地层、年代地层和生物地层的综合分析表明，东海外

陆架末次冰盛期发育三角洲沉积，钻孔揭示出从下

而上为前三角洲、河口沙坝和分流间湾的交替沉积，
末次冰期三角洲的存在说明ＬＧＭ低海平面时期东

海外陆架仍被海水覆盖，盆地的区域性沉降和海平

面相互作用形成了有效的沉积物容纳空间，因而，捕
获了河流 入 海 沉 积 物 形 成 河 口 三 角 洲［２９］。随 后，

ＥＡ０５孔的岩性、微体古生物和地球化学参数研究，
也揭露出该岩心所处地区在末次冰盛期并未出露水

面，而一直处于河口滨岸环境，与ＤＺＱ４孔等研究的

认识截然不同［３０］。

图２　东海外陆架晚第四纪沉积模式

（据文献［１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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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运用层序地层学原理对整个中国东部

陆架海的地 层 演 化 进 行 概 括（图３）［３１－３２］，认 为 末 次

冰期以来发 育 了３期 海 侵 地 层［３３］，其 中 两 期 海 侵－
海退旋回完整，可以在渤海、黄海和东海陆架大范围

对比，分别 对 应 ＭＩＳ３和 ＭＩＳ５，即 层 序２和 层 序３
（图３），前者从氧同位素３期开始，约３０～５０ｋａＢＰ，
结束于末次冰期最盛期低海平面时期，约１９ｋａ；后

者始于 氧 同 位 素５期，约１２８ｋａＢＰ，止 于３０～５０
ｋａＢＰ。而 层 序１则 仍 在 发 育，并 未 形 成 完 整 的 海

侵－海退旋回沉积层序，自末次冰盛期以来发育了海

侵早期滨岸沉积、随海侵程度不同而在陆架不同地

方发育的潮流沙脊、ＨＳＴ时期泥质沉积和近岸河口

三角洲。同时，该模型引入了“海侵边界层”概念，认
为东部陆架分布在末次冰期陆相层之上的大面积薄

层粗碎屑沉积物，包括滞留沉积、海侵初期的海侵砂

及侵蚀面附近的混合沉积，是海侵体系域（ＴＳＴ）的

最底部层位，其特点是总与海侵层序的边界相伴随。
海侵边界层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对 了 解 陆 架 演 化 至 关 重

要［３２］。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依据数条浅地层剖面和柱

状样岩心，研究了东海中、外陆架的北部和东南部晚

更新世—全新世地层［１５，１８，３４］，重建了地层框架，尤其

对ＬＧＭ低海平面以来的沉积地层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探讨［１８］。东海 外 陆 架 东 北 部 浅 地 层 剖 面 和 多 个

短柱揭示出晚更新世以来的５个地层单元，包括低

海平面时期的下切河谷充填沉积、海侵河口／三角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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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东部陆架晚更新世层序地层模型［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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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体沉积、海侵沙席沉积、潮流沙脊沉积和高海面

的楔状泥质沉 积（图４）［１８］。Ｓａｉｔｏ等 根 据ＤＺＱ４孔

部分层位ＴＬ年龄和部分柱状样１４　Ｃ年龄，对比ＰＮ
系列柱状样的ＡＭＳ１４Ｃ分析，提出末次海侵以来东

海陆架沉积演化模式（图５），２５～５０ｋａＢＰ时期，海

平面降低，古长江三角洲向海迁移前积，而由于海平

面上升形成的侵蚀作用致使ＬＧＭ期间海平面最低

时期的古长江三角洲沉积缺失，或发育河流的过路

沉积，随后在海平面上升的早 期（８～１１ｋａＢＰ），由

于海侵冲刷形成脊状形态的砂质沉积，６ｋａＢＰ之后

的高海平面至今，在砂质沉积上覆盖了薄层的泥质

沉积物。但由于柱状样中２５～８ｋａＢＰ地层缺失，未

图４　东海外陆架东北部晚第四纪地层沉积模式［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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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讨论最低海平面时期的地层［１５］。

２　 陆架古河道沉积

由于末次冰期东海海平面曾经后退到陆架的边

缘，末次 冰 盛 期 最 低 海 平 面 低 于 现 在 海 平 面 以 下

１２０ｍ，因此，古长江的流路以及演化过程也是东海

晚第四纪沉积研究的重点内容，以致出现是否存在

长江古河道的争论。同样，不同的研究由于基于地

层框架的差异，形成截然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末次冰期气候干冷，冰 川 发 育，

东海陆架几乎全部暴露，在强烈的冬季风作用下，发
育了大规模的混杂堆积，出现风蚀基面和休止角型

沉积结构，形成陆架沙漠，并无大型河流形成［３５－３６］。
夏东兴等通过对１９９６年中法合作的３条典型单道

地震剖面的层序地层解释，提出东海陆架末次冰盛

期（ＬＧＭ）不存在长江沉积和古河谷，之前认为的古

河道为现代潮流水道，当时古长江并未流经东海陆

架入海［３７］。东 海 陆 架 末 次 冰 期 早 期 ＭＩＳ４和 晚 期

ＭＩＳ２的河流 作 用 都 不 及 中 期，较 大 的 古 河 道 都 是

发育在末次冰期中亚间冰期的 ＭＩＳ３地层中［３８］。

　　Ｗｅｌｌｎｅｒ等以东海 外 陆 架 ＭＩＳ３晚 期 以 来 的 下

切河谷为切 入 点 讨 论 地 层 框 架 与 海 平 面 演 化 过 程

（图１）［２１］，认 为 ＭＩＳ２早 期，海 岸 线 向 海 后 退５５０
ｋｍ，未退到陆坡以下，气候由干变湿，提高了陆源泥

沙通过下切河谷的入海能力，河谷持续下切，开始发

育大规模的河道迁移，侧向加积，形成广泛的下切河

谷复合体；ＭＩＳ２晚期以来气候迅速由湿变为干冷，
河流携带泥 沙 减 少，海 平 面 上 升，沉 积 盆 地 容 积 增

加，对原来河道中的上部沉积物进行冲刷再搬运，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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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东海陆架地层模式（据文献［１５］修改，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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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向岸搬运，形成潮流席状砂复合体。进入全新

发世以后，气候潮湿，河流携带泥沙增多，在长江河

口地区将潮流砂体覆盖，发育三角洲沉积，部分现代

长江搬运物质到达内陆架，加积沉积，中陆架由于现

代潮流影响对高位体系域和海侵体系域沉积进行改

造，而外陆架地区现代沉积物很难到达。因此，末次

海侵过程中形成的潮流沙脊分布与古长江下切河谷

路径演化基本一致，认为潮流沙脊复合体为古长江

作用的结果［２１］。

此外，李从先等通过对现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大

量的第四纪钻孔研究，揭示出存在自镇江、扬州向东

延伸至东海陆架的古河谷［３９］，在古河道之间存在硬

黏土分布［４０］，古河谷地层的放射性碳同位素年龄为

１０～１４ｋａＢＰ，其下伏地层年龄超过３０ｋａＢＰ，有 明

显的侵 蚀 界 面。长 江 口 外 中—内 陆 架 的 浅 地 层 剖

面、沉 积 物 特 征 及１４　Ｃ测 年 研 究 揭 示 出 不 同 区 域 的

古河道形成年龄（图１），分别为２７～１２、４２～２８和

１１～８ｋａＢＰ［２，４１］。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地区

钻孔也均发现，冰后期海平面上升过程中下切河谷

充填和三角洲进积，且根据位置形成一系列由河口

向陆的下切河谷演化体系［４２］。

其他学者综合浅部地层地震相研究，提出长江

古河道在东海外陆架的大致分布范围［４３－４４］。末次冰

期陆架古河道受古地形和构造运动控制，是古长江

水系的东延，在虎皮礁东南部的浙东－西湖凹陷发育

游荡性河网，形成泛滥平原，汇聚古长江水系，但难

以向东进入冲绳海槽（图１）［４３］。刘奎等则在多个具

有古河道特征的单道地震和浅地层剖面断面特征参

数计算的基础上，提出对称型古河道、不对称型古河

道和复式河道３种类型的古河道断面，并划分出长

１８０ｋｍ、宽４０ｋｍ的古长江河道系及古舟山和古钱

塘江两条支流河道，提出当时古长江为辫状分汊河

型［４４］。

３　东海外陆架潮流沙脊

目前，多数研究表明东海中—外 陆 架 分 布 的 潮

流沙 脊 是 冰 后 期 海 侵（１５～６ｋａＢＰ）过 程 中 形 成

的［１２，１７，４５－４７］，主 要 有 两 个 依 据：其 一 是 目 前 潮 流 流

速，多数海区流速较小，且以旋转流为主；其二是沙

脊，表明未见活动明显的沙波或沙丘等微地貌。但

亦有不同认识，杨文达根据对东海中南部槽脊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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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进行了地震剖面和钻孔分析，对沙脊体的地层结

构、沉积环境和沉积时代进行了研究，认为海底沙脊

群属于海退期三角洲的沉积体系，目前已被冰后期

海侵形成的已改造陆架席状砂所覆盖，而非潮流沙

脊，也不存在沙脊迁移的迹象［２０］。
早期的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最盛期，海平面大

幅度下降，中国东部大陆 岸 线 向 海 退 至－１００ｍ等

深线以外。此时，受潮流作用，在古长江口开始形成

河口潮流沙脊。随后冰消期海平面上升，潮流沙脊

向陆移动，随海平面上升，形成新的沙脊，早期沙脊

则由于水深增加而成为残留沙脊或死亡沙脊［１２－１３］。
近年来的研究同样认为，东海外陆架古潮流沙

脊形成于冰消期的海侵过程中，形成沙脊的水深为

３０～５０ｍ，但 由 于 海 平 面 升 降 或 沙 脊 的 侧 向 迁 移，
发生多次 侵 蚀 和 堆 积［２６，４６］。吴 自 银 等 对 比 全 球 海

平面变化以及快速融冰事件，进一步认为东海外陆

架潮流沙脊明显受到ＬＧＭ以来的多次融冰事件的

影响，沙脊发育的时间应该为１４～９．５ｋａＢＰ，３次海

平面 跃 升 事 件 ＭＷＰ－１Ａ、ＭＷＰ－１Ｂ和 ＭＷＰ－１Ｃ间

的２次 间 歇 期 是 沙 脊 发 育 的 主 要 时 间 段［４７］，Ｂｅｒｎé
等也认同陆地冰川的快速融化形成大量融水入海，
使海洋的沉积动力环境发生快速变化是致使核心沙

脊形成的原因之一［１７］。
最新的研究在高覆盖率的多波束数据综合分析

基础上，对东海陆架沙脊进行识别和分类，识别出类

河口沙脊和开阔陆架沙脊两种类型，提出冰期－间冰

期旋回引起的大规模海平面升降是东海陆架沙脊的

主要形成因素［４８］。而其中，古长江的丰富入海物质

为沙脊的形成提供了物源，而海底地形对沙脊的走

向提供了约束。Ｗｅｌｌｎｅｒ等则认为东海外陆架砂体

沉积是在氧同位素２期晚期，海平面上升，对陆架古

河道充填沉积物进行冲刷改造，物质由海向岸搬运，
形成席状潮流砂复合体。因此，东海外陆架潮流沙

脊的形成是与古长江河道演化伴随而生的，且同一

等时面中内外陆架的沉积成因及沉积环境不同［２１］。
有的学者则通过海平面变化和海岸移动过程的

分析，提出东海陆架潮流沙脊的多期性及多成因性，
对不同分布位置、形态和动力特征的潮流沙脊进行

分类，提出辐射状潮流沙脊、通道型沙脊和发散型沙

脊３种体系［４９］。也 有 学 者 通 过 高 分 辨 率 浅 地 层 剖

面解释提出不同的认识，东海中外陆架存在堆积型

沙脊、侵 蚀－堆 积 型 沙 脊 和 侵 蚀 型 沙 脊３种［５０］。其

中，堆积型沙脊和侵蚀型沙脊各约占１５％，而堆积－
侵蚀型沙 脊 则 占７０％左 右。但Ｂｅｒｎé等 认 为 该 研

究区的潮流沙脊主要为低海平面发育的三角洲及河

口相沉积物，而只有少量２０％左右的沙脊为海侵过

程中形成的［１７］。
此外，有岩心研究也认为东海陆架沙脊发育形

成中即有古长江的河口沙脊成因，又有冰后期海平

面快 速 上 升 潮 流 冲 刷 改 造 成 因。如 陆 架 中 部 的

Ｚｋ２３孔的粒度、微体古生物和１４Ｃ测年分析表明，中
段（２．９～８．５ｍ）细 砂 和 粉 砂 质 细 砂 层 为 埋 藏 古 长

江河口沙脊，形成于１５～１２ｋａＢＰ的冰消期，与下伏

地层无明显不整合面，为冰消期前快速海平面上升

形成的河口－三角洲地层、前三角洲沉积。埋藏古潮

流沙脊上部 发 育 冰 消 期 后 全 新 世 海 平 面 快 速 上 升

（１２～７ｋａＢＰ）阶段的海相沉积［５１］。
虽然东海陆架冰后期潮流沙脊形成与冰后期海

侵过程密切相关，但最近研究表明，沙脊顶部较浅范

围内仍受现代潮流影响，属于活动再沉积层，刘振夏

等称之为“准活动沙脊”［２２－２３］。根据沙脊研究的不同

侧重点，对潮流沙脊的沉积类型也有不同认识，如早

期Ｅｍｅｒｙ提出的 残 留 沉 积 和 最 近 研 究 的 活 动 再 沉

积［５２］，是注重沙 脊 发 育 的 时 间，而 侧 重 沙 脊 成 因 的

沉积类型是潮流沉积和改造沉积［５３－５４］，以及根据沙

脊的活动性和保存状态分类的活动沙脊、准活动沙

脊和埋藏沙脊［５３］。

４　存在的关键问题和展望

４．１　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东海晚第四纪地层和沉积古环

境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成果，但由于条件所限，长江水

下三角洲和内陆架地区研究比较成熟，外陆架研究

则主要集中在晚更新世，尤其ＬＧＭ以来的地层，对

东海外陆架晚第四纪地层框架存在不同的认识，致

使对潮流沙 脊 的 形 成 与 演 化、ＬＧＭ 时 长 江 古 河 道

分布和不同时 间 尺 度 的 海 退－海 进 旋 回 等 科 学 问 题

研究出现不同观点。总体来看，东海外陆架晚第四

纪沉积地层研究还相当薄弱，主要原因包括：
（１）虽 然 根 据 一 些 钻 孔（ＹＱ１、ＤＺＱ４、ＥＡ０１、

ＥＡ０５和ＤＧ１１孔 等）及 周 边 的 地 球 物 理 剖 面 地 震

相特征建立了层序地层，但由于缺少精确可靠的绝

对年龄约束，未形成对晚第四纪地层框架的统一认

识，尤其是对 ＭＩＳ２—５时期地层的划分存在不同的

观点，虽然已 有 研 究 对 ＭＩＳ１和 ＭＩＳ６地 层 认 识 基

本相同［１５－１７，１９－２１］。
（２）地球物理方法研究较多，而地质钻孔研究比

较薄弱。多数钻孔分布在内陆架及长江水下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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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５－６，１０，４１］，外陆 架 钻 孔 数 量 较 少，穿 透 地 层 厚 度

较薄，且地层划分出现较大争议［１２，１５－１７，２９－３０，４８，５５－５６］。
（３）现 有 研 究 广 泛 采 用 的 ＤＺＱ４孔［１５－１７，１９－２１］是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取得，受研究条件制约，测试分析

的分辨率和精度都有限，地层年龄主要参考南海深

海碳氧同位素曲线和热释光测年（ＴＬ），且碳氧同位

素曲线不连续，其他地层年龄均根据地震剖面推测，
钻孔 无 精 确 的 ＡＭＣ　１４Ｃ年 龄［１４］，且 与 ＥＡ０１ 和

ＥＡ０５、ＹＱ１孔等揭示的地层框架不一致［１２，１７，２９－３０］。
（４）东海内外陆架对比研究少，缺少将外陆架地

层发育置于 整 个 东 海 晚 第 四 纪 古 环 境 演 化 的 框 架

中，将构造、气候、海平面等多因素综合来深入考虑

沉积地层格局的建立过程。

４．２　展望

显然，东海外陆架晚第四纪地层框架的不一致

认识已明显地影响到对东海陆架沉积地层的整体认

识及古环境演化的重建研究。目前亟需获取多个相

对连续的地质岩心，开展高分辨率的年代地层学研

究，综合对关键钻孔的地球物理剖面的层序地层学

研究，对陆架地层进行高分辨率的地层精确厘定，进
而统一东海晚第四纪地层认识；通过东海内外陆架

第四纪沉积地层的比较研究，及与国际其他陆架沉

积模式的比较，提炼出东海作为典型的河控型边缘

海的大陆架沉积模式特点，进而丰富对世界不同类

型陆架沉积的研究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下切

河道沉积的沉积环境和沉积时代，以及潮流沙脊沉

积的成因进行讨论，重建晚第四纪的古环境及对全

球海平面演化的区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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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９８１”钻井平台首钻成功

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９时３０分，我 国 首 座 自 主 设 计 建 造 的 第 六 代 深 水 半 潜 式 钻 井 平 台———“海 洋 石 油

９８１”，在南海荔湾６－１区域约１　５００ｍ深水下成功探入地层，标志着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发展向“深水战略”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事件。
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拥有知识产权、出资６０亿元建造的这一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自重超过３万

吨，其甲板面积长１１４ｍ、宽７９ｍ，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船底到钻井架顶高达１３７．８ｍ，相当于４５
层楼高，电缆总长度超过８００ｋｍ。它的最大作业水深３　０５０ｍ，最大钻井深度１２　０００ｍ。这座设计使用寿命

为３０年的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由中国船舶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承担设计、采购和建造。
这次开钻的预探井，距离香港东南约３２０ｋｍ，在我国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井位水深１　４９６ｍ，预

计完钻井深将达２　３００多米。预探井位于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东斜坡，东沙２５构造带上，探井的目的是打

穿“白云凹陷”的含油气构造，验证它有无有价值的发现。
“海洋石油９８１”钻井平台的投入使用，对于我国进军深海海洋工程装备开发、提升深水作业能力、实现

国家能源战略、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和维护我国领海主权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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