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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色盆地含石器层沉积物岩石磁学及古地磁学综合研究 

杨小强①, 朱照宇②, 张轶男③, 李华梅②, 周文娟④, 阳杰① 

①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 广州 510275;  
②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510640;  
③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 510275;  
④ 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深圳 518031  

摘要： 

对位于百色盆地西北缘、厚约5 m的东升剖面连续取定向样品, 进行岩石磁学和古地磁记录的研究. 典型样品的矿物

学和岩石磁学结果表明沉积物中存在源于碎屑的粗颗粒钛磁铁矿和成土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细粒赤铁矿以及超顺磁磁

赤铁矿. 它们伴随剖面沉积物不同阶段的成土作用, 历经了多次形态和类型的转变过程. 选取平行样品分别进行

0~680℃的热退磁和0~80 mT的交变退磁实验. 两种方法的退磁结果均显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磁性组分的存在. 在
100~350℃范围内, NRM强度快速衰减掉60%~90%左右, 磁性组分较稳定的趋向原点, 当温度大于400℃时磁性组

分波动很大, 无法分析高温范围内磁性组分特征. 100~350℃范围内稳定的磁性组分, 代表了主要由后期成土作用

而形成的细粒赤铁矿携带的剩磁, 反映了沉积后风化作用过程中铁氧化物转变时的地球磁场特征. 结果表明无法通

过磁学方法获取剖面沉积物的形成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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