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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盆地中更新世 中晚期 

以来的演化历史及成因分析 

胡小猛 ，杨景春 

(1 上海师范大学 城市与燕游学院．上海 200234；2北京大学 城何环境学最，北京 】8 ) 

摘 要：第四纪中晚期 以来； 汾盆地 中发育 了五级冲湖积台地或阶地．地貌沉积阶段-|生 

发育的特点反 映出临汾古湖在这一时期曾经历过 多嵌收缩的变化．根据上覆冲湖积 台地 

或阶地 的最老黄土古土壤序列．我们发现在 s8的早期(年龄0 7 5MaBP)， 的早期t年龄 

0．50MaBP)和 Sl的早期(年龄0．1 3MaBP)，盆地中发生了三次大幅度的瑚退；在 I ．SS开 

始发 育时(年龄52kaBP)，汾河发生 了一次强烈下切 ，形成 了T2阶地．从影响湖盆变化的 

因素分析 ，构造抬升是导致三次大幅度湖退的根本原因；气候变化是 T2阶地的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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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临汾盆地是山西西南部的一地堑盆地 ，该盆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第 四纪研究的重点 区域之 

一

，很多中外学者曾在这里进行过艰苦的考察研究 ～ ．他们的工作为我们当今的研究铺下了一个 

良好的基石．由于受科研技术条件的限制 ，早期对盆地的研 究所获得的认识有很多还不尽全面．有 

些只是粗线条的结论，如：第四纪期间．盆地曾经历过多次河湖环境的交替变化．对其演化的具体时 

间过程，在测年或定年手段较欠缺的条件下，只能用早、中、晚更新世等这样的年代概念来说明” ． 

但随着学科的发展，相邻区域第四纪研究的深入，建立由年代数据支持的临汾盆地地貌演化历史， 

尤其是第四纪中晚期以来的演化历史，分析引起演化的原因，变得非常必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 

们认识第四纪期间临汾盆地河湖地貌发育的机制过程，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比较中国北方东西部构 

造运动、构造地貌的发育差异，以探索大区域的构造运动规律．如青藏高原的隆升强烈影响着高原 

周边地区的地貌沉积发育 ，但我们很想知道它的抬升对其外围一些地区如山西地堑系的演化是 

否有影响?如果有的话，这种影响又具有什么样的规律?揭示出其中的规律，也将开阔我们对当前这 
一 地学热点问题的认识． 

1 研究方法 

在对临汾古湖演化历史进行研究过程中，确定湖盆演化产生的地貌体或沉积体的年代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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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恼人的问题．因为传统的TI ．14C等测年方法的测年时间范围十分有限，只能对较年轻的地貌体 

或沉积物进行定年．无法直接测定时代稍老的地貌体或沉积物．但利用覆盖在地貌体或沉积物之上 

的黄土古土壤序列，我们可以间接地确定这些地貌沉积体的形成年代． 

黄土高原上 的黄土沉积记录了陆地上两百多万年的气候变化历史 ．一方面黄土古土壤序 

列反应了东亚季风气候的变化 --：另一方面它可成为一种定年的工具．像深海氧同位素记录可确 

定深海沉积物的年龄一样确定陆地上的一些地貌沉积体的年代 

临汾盆地的河湖地貌体及沉积层之上一般都覆盖着厚度不一、层序不同的黄土古土壤层．正常 

情况下，形成时代早的地貌沉积体之上覆盖的黄土古土壤层的厚度大、层序多：形成时代晚的地貌 

沉积体之上覆盖的黄土古土壤层的厚度小、层序少．任何地貌沉积体一旦出露到气下，由于风成黄 

土堆积过程的连续性，在其地貌面上都会马上覆盖黄土沉积层．其中与地貌沉积体直接接触的这层 

黄土古土壤层，其年龄与地貌沉积体脱离水域环境的时间相近．从而也就指示着该地貌沉积体的形 

成年代．利用这种方法确定一些老的地貌沉积体的年龄，其误差可在40，000yr之内。。 由于黄土古 

土壤层 的发育不存在穿时性问题 ，固此黄土古土壤序列可以作为一个区域时间标尺来标定不同 

地段河湖地貌沉积体的形成时代．在野外工作中，认识并确定上覆地貌沉积体的黄土古土壤层层 

序，尤其是最老黄土古土壤层层序，是确定一些地貌沉积体年代的关键． 

2 野外实测剖面 

临汾古湖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历过多次湖面升降或河湖环境的变迁，在地貌上和沉积上也都留 

下了大量行迹，根据这些行迹我们可以追索它的演化历程．我们在野外实测了盆地中两个剖面．利 

用古地磁法、TI 法及标志层认定法等对两剖面中的黄土古土壤层也进行了层序判别． 

2．1 浮 山台地一大阳一临汾一汾河漫滩剖面 

临汾盆地的西侧是吕梁山地，东侧是浮山台地．现代汾河河道偏向盆地的西部 盆地的主体位 

于汾河以东至浮山台地前缘这一地带，宽度约20km．从最东侧的浮山台地至汾河漫滩 ．地形上呈几 

级阶梯状下降，形成了几级台地(图1)．每级台地之上覆盖的黄土古土壤序列不同，反映着各级台地 

脱离水下环境的时间早晚不一． 

衄 N2红牯土日 粉砂粘土层 国 粉砂 

罔 l 浮山台地一太阳 l临沿一汾河漫滩地貌沉识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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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山台地是一黄土台地，台地 的沉积由上新世红土和第 四纪黄土古土壤层组成 ．说明第四纪期 

间其一直处于气下环境，为非临汾古湖范围． 

以大阳断层为界． 西开始出现湖相沉积层．大阳台地是凹陷中最高一级湖积台地．在灰绿色 

水平层理发育的湖相沉积层之上覆盖着厚达30m的黄土古土壤层，其 中含有五条明显的古土壤条 

带．第五条古土壤是直接覆盖在湖相沉积层上的 根据古土壤层的特征判断．第五条古土壤为 s5标 

志层．在该台地的前缘，s5古土壤层的产状明显地向下一级乔李 临汾台地倾斜 且出现后期湖相 

层超覆 s5的现象． 

乔李 临汾台地比大阳台地低约70m，但在东西宽度上可达14kin．在灰黄色及杂色湖相沉积 

层之上堆积了约1 5m厚的黄土古土壤层，与湖相层直接相邻的也是一古土壤层．根据该古土壤层 

顶部的黄土 TI 年龄为77．1 2±1．23kaBP 判断，此古土壤为 sl 

屯里 甘亭台地的组成物质主要是冲积砂层，台地面之上覆盖了一弱发育古土壤层 根据区域 

地层追踪和对比，发现该古土壤层为马兰黄土堆积期间由于气候湿热波动而形成的I SS 

2．2 柴 庄剖面 

柴庄隆起是临汾盆地内部的一近东西向的局部隆起 ，第 四纪期间．该隆起上的沉积环境也随着 

临汾古湖的进退变化而变化．当高湖面时，湖水淹没了隆起区，隆起上接受着湖相沉积；当湖面下降 

时 ，隆起区上则发育河流 ，产生冲积物堆积．第四纪 中晚期以来．在现汾河东侧谷坡上一共发育丁五 

级冲湖积阶地(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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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2 甜河柴庄隆起段阶地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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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级阶地或台地(T5)为湖积台地．河拔50m．湖相沉积层为灰绿色及杂色粉砂粘土，厚度约 

6m，其下伏地层为第四纪早期的有一定胶结程度的砂砾石层；上覆了厚近4Om的黄土堆积层．其中 

含有8条古土壤层，直接覆盖在湖相层上的是第8条古土壤．根据室内的古地磁测定，B／M 界限位于 

上覆第八条古土壤的黄土层中，因此．第八条古土壤就是 s8 

T4阶地河拔37m．为一基座阶地．该阶地之上上覆了厚达3O多米的黄土层 ，与冲积层相邻的是 

s5这一标志古土壤层．T3阶地也是一基座阶地 ．河拔30m；阶地面之上堆积 了Sl及其以来的黄土古 

土壤层．其中Sl古土壤层直接覆盖在冲积层上．该阶地与 T4阶地的基座都是第四纪早期的砂砾石 

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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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T2阶地为丁村组堆积层，河拔约ljm，上覆的是 LjSS及其以来的黄土层 

3 盆地演化过程及成因分析 

由上述两个剖面的沉积结构特点揭示 ，临汾盆地在 S8以前是一个高湖面时期 ．湖水淹没 了柴 

庄隆起，在隆起上沉积了湖相地层．之后，古湖曾于s8早期、s5早期、Sl早期发生了三次大幅度的湖 

遇：三次湖退在盆地中形成了相应 的几级湖积台地(第一次湖退产生的湖积台地在图1剖面 中没有 

保留．但在柴庄隆起南部的侯马凹陷边缘的高台地上却有着广泛分布)；对应于这三次湖退．在柴庄 

隆起上也形成了T5，T4．T3--级冲湖积台地或阶地．由于湖退后直接上覆冲湖积台地或阶地的气 

下沉积为古土壤层，这反映了湖退持续期是对应着古土壤发育阶段的．在sl早期的这次湖退发生 

后．整个盆地中开始以河流作用为主，由于在 L1SS早期出现了汾河强烈下切，盆地中又产生丁一 

级阶地 T2． 

第四纪中晚期 来临汾盆地中几级冲湖积台地或阶地的发育反映了盆地曾经历过几次大幅度 

湖泊收缩或河湖动力条件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变化呢?根据我们的分析：构造运动是其 

根本致因；只有 T2阶地的形成才是气候为致园的．理由如下： 

对于一内陆湖盆的变动来讲，构造和气候是两个主要影响因素 在构造稳定时期，湿润的气候 

产生较大的^湖径流，湖泊会扩张；干旱时期会缩小 一．构造的下沉一般有助于湖泊蓄水扩张； 

而构造的抬升引起湖水外泄，会产生湖面后退．由于三次大幅度的湖退时期正对应于s8．s5，S1发 

育期 ．气候湿润，因此这三次湖退事件的发生不可能是气候因素造成的，只能归园于区域构造抬升， 

且抬升导致湖水外泻远大于湿润气候所产生的湖泊扩张作用．根据刘东生、刘嘉麒等的研究 I1． 

S8．S5，S1开始发育的时间分别为0 75MaB．P．，0．50MaB．P．，0．1 3MaB．P．，也即是说临汾盆地 

地 区在0．75MaB．P．，0 50MaB P．，0．1 3MaB．P．发生过三次强烈的构造抬升． 

T2阶地的形成从时问上看，与弱古土壤发育期是对应的 在此时期构造相对稳定，但该时期的 

湿润气候导致了降水增多，汾河径流增大．使河流下}刀能力加强，从而形成这级阶地．因此，T2阶地 

的发育是汾河动力条件响应气候变化的结果．为一气候阶地 根据文献 ”]，LjSS开始发育的时间 

为52kaB P ，即 T2阶地年龄约为5．2万年． 

4 研究结论 

根据临汾盆地第四纪中晚期以来发育的冲湖积台地及阶地的沉积结构特点，结合上覆黄土古 

土壤序列的分析确定，我们对临汾古湖的演化过程和成因得到如下三点认识． 

(1)自中更新世 中晚期以来，临汾盆地曾发生过三次大幅度的湖退．湖退分别开始于 s8．sj， 

S1发育早期． 

(2)三次大幅度的湖退是在三次构造抬升的影响下才发生的．根据黄土古土壤序列的年代推 

断，这三次构造抬升分别开始于O．75MaB．P．，0．50MaB．P．，0．13MaB．P．．这似乎与青藏高原在中 

更新世 以来发生的黄河～昆仑运动、共和运动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 

(3)晚更新世时期，由于气候的波动，在湿润气候阶段(I SS弱古土壤发育期)发育了T2这级 

气候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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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 ution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Linfen Basin Since Middle Quaternary 

HU Xiao meng ，YANG Jing—ehun 

(1 College of City'and Tourism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2．Departmem of Urhan and Environmenta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l0087【，China) 

Abstract Five steps of alluvial a．d McusirJne platforms or tPYF~EeB have been developed in LJnfen Basin．si．nce M iddele 

Quaternary．This n-tulti—stage deposit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ehe ancient Linfen Lake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regressions since then From the palaeosoil profile acquired from the overlying loess，the allthors found that the 

forming of the layer S8 (date 0 75 M aBP)，layer Sj (date M aBP)and layer SI (date 0．1 3 M aBP)correspolld8 

respectively with the three large scale regressions of the hasin while LlSS ~,x2as developed at the time when the Fen 

River Cllt deeply and formed T2 terri~ce． 

W e know that climate wet and m when palaeo ,~oti is developed． but d ry and t：old when loess 

accun'~olated．Therefore．thefollowing conclusion can he& awed：Itisthe structural upliftthatleadstotheformation 

of the three lake teraces．The development of T2 is attributed to the change of palaeo—climate during late pleistocene 

Key words：IJnfen Basin1 Aluvial and lacustrine terrace；loess／palaeo-soil series{regression of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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