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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卅l一洛阳黄河南岸黄土地层及更新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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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点介绍7河南豫西地区洛阳一郑州问黄河南岸邙岭的两个黄土剖面，并进行1 

岩石和磁性地层划分对比，证实7该区黄土最早形成于早更新世晚期的第九层粉砂层(k)。 

在此基础上对黄河的发育及区域更新世环境变迁进行7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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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她源于伟大的黄河，而这一母亲河则因 

其流域广布深厚的第四纪风积黄土沉积而得名。 

纵观伟大祖国版图的自然景观，则有：“东西南北中，青自绿黑黄 的基本特征。而从地质内涵上，又 

形象地展示着：“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的基本格局。这“黄土”二字足显我国腹心地区的黄土沉积在黄 

河的发育、炎黄始祖的繁衍、黄河文化的形成及中华文明的兴盛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黄河离不开黄土，黄土又能评说黄河、佐证黄河及黄土高原的发育历史和流域环境变迁。笔者等曾 

与王永焱教授一起于1987年对豫西洛阳、孟津一带黄河南岸邙岭黄土地层进行了较详细地研究和划分 

对比“ }1994年又借全国第四纪会议期间，在会议所提供的野外参观剖面的基础上，对郑州黄河南岸邙 

山一带黄土地层补充观察和研究 现对上述两个黄土剖面作进一步划分对比，并对区内更新世环境作初 

步讨论。 ’ 

区域第四系及黄土分布特征 

洛阳一郑州一带在地层分区中属豫西北地层分区，黄河呈近东西流向横贯区内中央。受基岩山地和 

黄河及其支流伊洛河水系的影响，区内第四系沉积十分发育，且广布于黄河冲积平原 山间盆地及山前 

丘陵地带，沉积成因类型较多。 

基岩山地仅见于巩县和荥阳县南的嵩山山地和黄河北岸西北方向的太行山西南隅(图I)，表面覆 

以第四系残积物(ed)和坡积物(d1)。区内冲、洪积沉积比较发育，主要见于嵩山北麓和孟县西部丘陵地 

区的晚更新世沉积(Q )、黄河及其支流伊洛河流域的河漫滩相全新世冲积物(QIL)及巩县以东山前的 

中更新世洪一坡积物(QpI一 ) 风成黄土沉积分布较广泛，地层出露也较全，主要见于黄河南岸的邙岭一 

带，地表多以晚更新世黄土(Q )为主，南与冲、洪积沉积相接。此外，孟津等地还分布有中更新世的风、 

洪积沉积(Q 一 )。 

另据区内仅有的4口井的钻井资料看，晚第三纪以来的沉积东厚西薄、南厚北薄，最大厚度为707 

m，孟县以北钻井仅 141 m。由钻井底界推测洛阳和偃师一带为新生代早期以来的沉降中心。由钻孔所 

揭露出来的沉降中心第四系成因类型较多，主要包括早更新世三门组上部的棕黄、灰黄色亚粘土、亚砂 

土、细砂夹砂砾石层及灰绿色灰质粘土；中更新世陕县组以棕黄色亚砂土和棕红色粘土质古土壤为主， 

底部有薄层砂及粉砂层；晚更新世沉积上部为典型的马兰黄土及古土壤，下部相当于会兴镇组灰黄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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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质重亚砂土及灰色砂层。 

2 黄土地层剖面介绍 

2．1 洛阳孟津邙岭黄土剖面(匿 1) 

剖面位于孟津县自鹤镇以南黄河南岸，为一被中晚更新世黄土覆盖的邙岭丘陵地貌区，海拔约 9O 

m，北为黄河一、二级阶地及河漫滩，剖面总厚近 60 m，其中中晚更新世黄土厚约 50 m(图2)。 

圈  田 2团 a团 t团 s圈 s团  田 e围 。田 -o 

图1 洛阳一郑州第四系分布图(据河南区域地质志，1989，略有修改) 

Fig-1 Distributed of Quaternary between Zhengzhou and Luoyang 

1 基岩山地 2 全新世j巾积物 3 全新世风积物 4 晚更新世风积黄土 5 晚更新世j巾、洪积橱 

6中更新世风一洪积物 7中更新世洪一坡积物 8上新世红粘土 9剖面及编号 1O盆地钻孔(顶底地层及孔深) 

1 上更新统黄土(Q ) 主要包括 1层黄土(L。，马兰黄土)和 1层红褐色古土壤(s )，黄土厚 6．7 

m，土质疏松多孔，古土壤厚 1 m。 

2 中更新统黄土(Q ) 平行不整合伏于上更新统黄土之下，属于离石黄土，总厚约 41 m。其中含 

7层灰黄色黄土(L2～Le)和 7层红褐色古土壤(s ～s )，层序清晰完整，第五层古土壤(s )由密集的 3 

个单层合成，各古土壤层下均含钙质结核(层)，上部以同心圆状为主，下部以均质为主；该地区离石黄土 

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计有：Equus Sanmeniensis Teilhard et Piveteau，Cervinae，Pseudaxis gragi 

Zdansky及 Hyaena Sinesis Owen等。 

3 下更新统黄土(Q ) 岩石地层学划为离石黄土下部(下同) 仅出露上粉砂层(L。)，以砂黄土为 

主，厚度约 2 m，与下伏晚第三纪静乐组红粘土为平行一角度不整合接触，红粘土大于 10 m，砖红色，含 

零星钙质结核。 

2．2 郑州邙山黄土剖面(图 1) 

该剖面系 1994年为“中国第四纪地质与地球表层系统科学讨论会”提供给与会代表野外考察的剖 

面。剖面位于郑州市西北方向约30 km的黄河南岸一带。剖面顶面海拔约228 m。笔者等在考察资料 

“邙山地质旅行内容简”的基础上，对剖面黄土古土壤序列进行了进一步观察，获取了新的资料和认识 

剖面自上而下厚约 95 m，其中第四纪风积黄土厚 94 m，上新统红粘土厚度大于 1 m，地层层序如下 

(图 2)。 ． 

1 全新世黄土(Q ) 土壤结构清晰的现代耕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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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更新统黄土(Q ) 含马兰黄土(L])及第一层红褐色古土壤(s )。高灌站附近的马兰黄土中 

采有馥足类化石。 ：Cathaica pulveratricula(Martens)，Bradybaena similaris lungtanensis(Hsii) 

及Metodontia cf．houaiensis(Crosse)等。巩县竹川也曾发现腹足类化石Cathaica cca~fucii(Hiber)。 

厚约 10．0m 

3 中更新统黄土(Q ) 包括10层发育较好的红褐色古土壤和1层弱发育的灰棕色古土壤层。其 

中由上而下第4～6层密集合成为红三条(s )，色深，土壤结构清晰；第6层古土壤下厚层黄土中夹1层 

弱土壤层(?)f最下一层古土壤为色深，标志明显的强发育古土壤层；底部钙质结核层厚 0．7 m。 

厚约 70．0 

4 下更新统黄土(Q ) 由西端的标志层古土壤向东延至高灌站西侧岭壁处，可清晰见到一层淡 

灰黄色、粒粗，多孔、有地表水渗出的厚层砂黄土(L。)。其底界稍高于黄河南岸。 厚约 8．0 m 

5 上新统静乐组红粘土(N j) 位于砂黄土下，大致相当于旅行指南中所描述的紫红色亚粘土，由 

于覆盖较大而出露不佳。 厚度>1．0 m 

3 黄土地层划分与对比 

对比上述两个黄土剖面，除郑州剖面在厚度上略大于洛阳剖 

面外，地层层序基本相同，郑州剖面较洛阳剖面多1层弱发育和1 

层中等发育的古土壤。强发育的s ，s 和 s 古土壤及下部的砂黄 

土层(L。)标志明显，可以很好地进行区域对比。笔者借鉴黄土高 

原中部典型黄土剖面的古地磁研究成果对上述两剖面作了间接 

磁性地层学划分和对比，以取得两剖面可能的地层时代归属(图 

2) 

至于原会议提供的旅行材料中将第一层标志明显的深发育 

古土壤划为 s (现划为 S )，将第二层深发育古土壤划为 s (现划 

为 N 2红粘土层)及将 57．0 m～57．1 m和 74．9 m～75．0 m两层 

黄土均划为晚更新世黄土(年龄分别为 31士3 Ka．B．P和 82士10 

Ka．B．P．)的结论 ，问题主要出在黄土地层划分中使用了单一的， 

目前尚不成熟的热释光方法的缘故。洛川黑木沟黄土剖面热释光 

测年研究表明，第四层古土壤以下的黄土一古土壤系列测得的热 

释光辐射剂量是过饱和的，所以无法计算它们的形成年代“ 。而 

旅行指南材料中所采的热释光样实际正位于第四层以下的第八 

层古土壤和中更新世晚期以前形成的黄土层，故时代远远偏新， 

出现如此大的地质年龄误差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在预料之中。同 

时也进一步说明了热释光方法在黄土地层年代划分中的局限性。 

4 更新世环境变迁与黄河的发育 

黄土与地质环境和现代环境密不可分，黄土与古土壤序列沉 

图 2 黄土剖面对比图 

Fig．2 Contrast of Loess Sections 

1 全新世黄土 2 晚更新世黄土 

3 中更新世黄土 4 早更新世砂黄土 

5 古土壤 6 第三纪红枯土 

积忠实地记录了更新世实质性气候变化规律和区域环境特征。邙岭地区的两个黄土剖面，沉积较连续， 

分辨率高，地质信息丰富，根据黄土覆盖区的河流阶地地层结构及其与地质时代的大致关系，可以初步 

推断两剖面由黄土所堆积的黄土地貌环境至少为黄河南岸Ⅳ级阶地，形成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或更早 

些 

根据沉积特征及新生代构造演化，尤其是新构造变形分析认为，洛阳一郑州现今邙岭地区的新生代 

环境演化大致可有以下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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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第三纪(E，时，该区大面积处于浅一深湖和滨湖环境，并以通许高地与其南部的周(口)一平 

(顶山)深湖相隔，形成了以西部三门组为代表的页岩一砂岩相沉积。 

(2)晚第三纪中新世(N．)晚期开始，由于北部太行山地和南部秦岭一大别山地开始强烈的新构造 

隆升，使湖盆边缘的网状水系归并为股流，演化为滨湖和河流相沉积环境 物质来源除了大部分来自太 

行山和秦岭一大别外，部分来自南部的嵩箕高地 沉积物由中新世中期的粉砂岩、砂质粘土及膏岩演化 

为晚期的杂色砾岩、砂岩，为一套厚数百米的河湖相粗陆屑沉积与粘土岩互层。太行山东麓及嵩山西缘 

有基性玄武岩和超基性岩浆沿山前断裂喷发活动，上新世时期(N )构造相对稳定，又复转为滨湖环境。 

(3)第四纪早更新世(Q )时，南北山地，尤其是南侧的秦岭一大别山地在继承晚第三纪构造格局和 

地貌景观的基础上，持续强烈隆升，湖盆受边缘断裂影响，呈东西向裂陷，湖盆萎缩，黄河及其各支流已 

基本定型，并切穿古三门湖东流归海。尤其是早更新世晚期(1．20Ma．B．P．)以来，由于秦岭一大别山的 

进一步隆升，使我国南北季风气候发生了急骤变化，开始堆积典型的风成黄土 (如荥阳刘沟剖面) 又 

根据陕西关中渭河及其支流高阶地砾岩的形成年龄推测，黄河及其支流形成于距今 150万年～160万 

年前的早更新世早期“ 。 

(4)第四纪中更新世(Q )以来，由于盆地南北缘山地的进一步断块差异隆升，使区内气候渐趋恶 

化，风的地质作用盛行，风积黄土更为典型，断陷深度增加，剥蚀作用加快，导致黄河及其支流谷地形成 

大面积冲一洪积沉积。尤其到了全新世(Q。)时期，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搬运大量原生风成黄土和风砂堆 

积在中下游地区，构成黄河冲一洪积平原 与此同时，带来了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自然资源退化和 

因河床沙土快速淤积而形成的水灾隐患等区域环境地质问题。如何研究并着手解决这一人类关注的同 

题，已成为关心黄土、黄土环境、黄河和黄河文化的各路专家拭目以待的问题。 

综上所述，据区内新生界沉积类型及厚度变化看，第三纪早期(E，66 Ma B．P．～24 Ma B．P．)西部 

洛阳一孟县一带坳陷接受沉积，东部郑州一荥阳一带则隆升遭受剥蚀。到了距今约24 Ma以来的晚第 

三纪(N)，古环境发生较大变革，转化为东部坳陷和沉积速率大于西部的情况，反映了大致以嵩山为支 

点的东西两侧新构造运动作天平式和间歇式的运动特点 到了第四纪中更新世早期，尽管同时开始接受 

黄土沉积，但由于郑州以北、以东地区有利于风的地质作用，故黄土堆积速率和厚度均略大于洛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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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ss Stratum and an Analysis on the Environment of Pleistocene 

in Sou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between Zhengzhou and Luoyang 

Teng Zhihong ’ Li Longtang。’ 

(I)Department ofGeology，NorthwestUniwersity，710059，Ⅺ an‘2)Department ofGeography， 

Ningxia University，750021，Yinchuan) 

Abstract The stress is pu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WO loess sections of Mangling in sou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between Zhengzhou and Luoyang，and then division and contrast take rock and 

magnetism way Of loess sections is made，and confirmed start 0f loess in the area is late period Of early 

Pleistocene(L9)．On the basis of the division and contrast initial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growth of the 

Ye11ow River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of Pleistocene in this area． 

Key words loess stratum }environment}Pleistocene；the Yellow River；Zhengzhou and Lu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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