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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处华南之粤东北丘陵区的蕉岭红土属粉砂质粘土，形成于末次间冰期。红土的细粘粒含量为

１２．１５％～２４．６４％（平均值１８．４６％）、犕狕为５．９１Φ～７．５３Φ（６．７２Φ）、概率累积曲线和频率曲线分别呈现以“四段式”

和“三峰式”构型；主元素氧化物以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为主，含量依次为５０．１０％～５３．１４％（５１．３６％）、２３．０７％～

２４．４４％（２４．００％）、１０．１８％～１１．４０％（１０．７７％），其它如ＣａＯ、Ｎａ２Ｏ、ＭｇＯ、Ｋ２Ｏ的含量均小于１％。这一趋向于细

粉砂分布的粒度特征和脱硅富铝化的化学元素特征说明红土形成于较强的风化—淋溶作用下，硅铝系数（３．４９～

３．８６，平均为３．６４）指示多数层位属次强度富铝化。其气候环境，以＜２μｍ和＜１μｍ颗粒的含量、硅铝系数、ＣＩＡ值

为指标，与我国的南亚热带—北热带一些地点的现代赤红土和砖红土作一详细对比后认为蕉岭红土发育在湿热于

现今南亚热带，相似于热带北缘的气候环境之下。这一看法与前人有关同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指示的古生

态的研究结果相吻合。由此表明，末次间冰期的粤东北甚至整个华南地区可能都处在类似现今热带北缘的气候环

境之下，其时的热带—亚热带界线向北推移了至少３个纬度。

关键词：蕉岭红土；末次间冰期；粒度；主量化学元素；热带气候环境

　　红土是发育于我国热带—亚热带各类岩石和第

四纪松散沉积物之上的富铝化风化壳（袁宝印等，

２００８），也是我国典型的陆相层系和环境研究的最佳

信息载体之一。早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德日进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３５）和李连捷（Ｌｉ

Ｌｉｅｎｚｈｉｃｈ，１９３６）在调查两广地区的新生界时，曾将

该地的网纹红土称为“原生的蠕虫状砖红壤”，并认

为中更新世是发育此类红土的最盛时期。然而，自

此之后的半个世纪，有关红土的研究颇为沉寂，直至

９０年代以后才又陆续取得一些新的进展，其中以

中—北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工作较多（袁国

栋等，１９９０；李长安等，１９９７；胡雪峰等，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而对其以南的华南亚热带—热带区

域，虽然也有较多工作成果（广东省土壤普查办公

室，１９９３；李文达等，１９９５；黄镇国等，１９９６），如研

究较详的广西百色、南宁两盆地的中更新世网纹红

土（黄慰文等，１９９０；高柳青等，１９９６；尹秋珍等，

２００６）、珠江三角洲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的花斑粘

土（黄镇国等，１９８２；余素华，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和广东雷

州半岛的第四纪多旋回火山岩—红土系列（朱照宇，

２００１）等，但针对晚更新世早期的末次间冰期红土的

特征及记录的古环境的工作不多。２０００年来，作者

等几度对华南之粤东北丘陵区晚第四纪土状堆积进

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在类似黄壤的棕黄色土与中

生代岩层上覆的风化层或含红色粘土的混杂砾石层

之间普遍分布有数米厚的岩性比较均一的赤红色

土。对此，我们在蕉岭一带选择了本文称为“蕉岭地

层剖面”的此类红土进行了工作。经初步研究，确定

其时代属末次间冰期。下文首先介绍剖面所在地的

现代自然环境，再往下，对红土的地质时代和粒度、

化学元素分析结果作一阐述，最后将据此并结合相

关资料探讨其形成时的气候环境。



图１蕉岭剖面位置与本文涉及的红土和动物群化石地点

Ｆｉｇ．１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ｏ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Ｓｔｅｇｏｄｏｎ

ｆａｕｎａ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①～⑦大熊猫—剑齿象哺乳动物化石地点：①封开—黄岩洞／罗沙岩；②柳江—稫前洞；③西畴—仙人洞；④曲江—马坝洞／狮子山；

⑤东源—碧寿洞；⑥三明—万寿岩；⑦明溪—剪刀觧山。?～? 研究地点：? 蕉岭地层剖面；? 临江地层剖面

①～⑦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Ｓｔｅｇｏｄｏｎｆａｕｎａｆｏｓｓｉｌｓ：① 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ｃａｖｅａｎｄＬｕｏｓｈａｙａｎｃａｖｅｉｎＦｅｎｇｋａｉ；② Ｇａｎｑｉａｎｃａｖｅｉｎ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③ ＸｉａｎｒｅｎｃａｖｅｉｎＸｉｃｈｏｕ；④ ＭａｂａｃａｖｅａｎｄＳｈｉｚｉｓｈａｎｃａｖｅｉｎＱｕｊｉａｎｇ；⑤ ＢｉｓｈｏｕｃａｖｅｉｎＤｏｎｇｙｕａｎ；⑥ ＷａｎｓｈｏｕｙａｎＨｉｌｌｉｎ

Ｓａｎｍｉｎｇ；⑦ＪｉａｎｄａｏｑｉａｎＨｉｌｌｉｎＭｉｎｇｘｉ．?～?Ｓｔｕｄｙｓｉｔｅｓ：?Ｊｉａｏ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区域自然环境

蕉岭地层剖面位于粤东北地区韩江上游的梅州

市蕉岭县南部上坑村牌坊偏西４００ｍ，Ｇ２０５国道旁，

２４°２５′Ｎ，１１６°０９′Ｅ（见图１）。剖面所在的蕉岭县四

面环山，地势由北向南倾斜，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

前第四纪基岩为砂页岩、石灰岩、变质岩等；气候类

型属南亚热带东北边缘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１９．５～２１．１℃，１月平均温１０．０～１２．０℃，７月平均

温２６．９～２８．８℃，一年中有７个月（４～１０月）月平

均气温在２０℃以上，历年极端最高气温３９．２℃，极

端最低气温 －２．４℃；多年平均降雨量 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ｍｍ，集中在４～９月，占全年７４％以上；冬春季

盛行偏北风，夏秋季盛行偏南风，风力一般不大于８

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季雨林），主要木本植

物有松科、杉科、壳斗科、竹科等，林下植被以桃金

娘、芒萁等为主，也常见蕨类、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

地带性土壤主要为赤红壤（海拔＜３００ｍ的低丘和

山足）、山地红壤（３００～５００ｍ的低山丘陵）、山地

黄壤（５００～９００ｍ中低山）等（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１９９２）。

２　蕉岭红土层位及其年代确定

蕉岭剖面厚约５１０ｃｍ，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ＪＬ１灰黑色壤土，粘土质粉砂，含较多虫孔和植物根系，

松散，偶见小砾石和粗砂，地表生长着大量的乔木

与灌木植物。 厚３０ｃｍ。

ＪＬ２棕黄—浅红橙色粘土质粉砂，可见虫孔和植物根

系，半胶结，团粒状，紧实，无层理，垂直解理发育。

厚１８０ｃｍ。

ＫＪＬ３赤红色粉砂质粘土，棱柱状结构，半胶结、紧实、具

较多黄色斑纹，无层理。 厚３４０ｃｍ。

ＪＬ４含红色粘土的混杂砾石层。 厚３００ｃｍ。

～～～～～～～～不整合面～～～～～～～～

６５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ＪＬ５上白垩统南雄组（Ｋ２狀）杂色砂页岩，岩层呈轻度倾

斜且风化强烈，具不清晰层理，多处可见由风化形

成的呈斑状分布的高岭土。 出露厚度逾６ｍ。

图２蕉岭（ａ）、临江（ｂ）和碧寿洞（ｃ）地层剖面及其对比

Ｆｉｇ．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ｉａｏｌｉｎｇ（ａ），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ｂ）ａｎｄＢｉｓｈｏｕｄｏｎｇｃａｖｅ（ｃ）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耕作层（灰黑色壤土）；２—亮—浅红橙色砂质粉砂；３—浅红橙色粉砂质极细砂；４—弱网纹红土（棕红色粘质红土）；５—浅红橙色粉

砂；６—棕黄色粉砂；７—棕黄色粘土质粉砂；８—强网纹红土（具条、斑状的棕红色粘质红土）；９—风化强烈的绛红色土状砾石层；１０—中

等风化的杂色砂质砾石层；１１—桔红色粘土和钙质轻微胶结的角砾石层；１２—钙质半胶结的冲积砾石层；１３—上白垩统南雄组（Ｋ２狀）紫

红色砂岩；１４—上白垩统南雄组（Ｋ２狀）紫红色砂岩与页岩；１５—中—上石炭统壶天群结晶（Ｃ２犺）灰岩；１６—不整合面；１７—含大熊猫—剑

齿象化石层位；１８—热释光年代；１９—光释光年代；２０—推测年代

１—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 （ｇｒｅｙ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２—ｂｒ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ｒｅｄｏｒ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ｙｓｉｌｔ；３—ｌｉｇｈｔｒｅｄｏｒａｎｇｅｓｉｌｔｙｖｅｒｙｆｉｎｅｓａｎｄ；４—ｗｅａｋ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ｄｃｌａｙ（ｂｒｏｗｎｒｅｄｃｌａｙｅｙｅａｒｔｈ）；５—ｌｉｇｈｔｒｅｄｏｒａｎｇｅｓｉｌｔ；６—ｂｒｏｗｎｙｅｌｌｏｗｓｉｌｔ；７—ｂｒｏｗｎｙｅｌｌｏｗｃｌａｙｅｙｓｉｌｔ；８—

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ｄｃｌａｙ（ｂｒｏｗｎｒｅｄｃｌａｙｅｙｅａｒｔｈｗｉｔｈｖｅｉｎ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ｓａｎｄｓｐｏｔｓ）；９—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ｄｅｅｐｒｅｄａｎｄｓｏｉｌｌｉｋｅ

ｇｒａｖｅｌｓ；１０—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ｍｏｔｔｌｅｄｓａｎｄｙｇｒａｖｅｌｓ；１１—ｂｒｅｃｃｉａｌａｙｅｒ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ｏｒａｎｇｅｃｌａｙ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１２—

ｄａｒｋｇｒｅｙ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ｇｒａｖｅｌｓｈａｌｆ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ｉｕｍ；１３—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ｏｆ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Ｎａｎｘｉ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２狀）；１４—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ｏｆ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Ｎａｎｘｉ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２狀）；１５—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ｉ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ＨｕｔｉａｎＧｒｏｕｐ

（Ｃ２犺）；１６—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ｐｌａｎｅ；１７—ｆｏｓｓｉｌｉｆｅｒｏｕ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ＳｔｅｇｏｄｏｎＦａｕｎａ；１８—ＴＬａｇｅ；１９—ＯＳＬａｇｅ；２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ｇｅ

上述地层中，棕黄色土（ＪＬ２）属通常认为的黄

壤，其下伏的ＪＬ３即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红土发生层

位，覆于与下伏地层 上白垩统南雄组（Ｋ２狀）杂

色砂页岩（ＪＬ５）呈不整合的含红色粘土的混杂砾石

层（ＪＬ４）之上。ＪＬ４及其以上的地层的新老关系呈

现出连续堆积，其间未见明显的剥蚀作用。

关于蕉岭红土的形成时代，由于目前仅对其底

部（即红土发育的起始年代）进行了年代测试，因而

还无法确切说明红土的顶部年代，也即其终止的时

间。鉴此，本文试图采用地层及其对比作一讨论。

图２显示蕉岭及近邻区域的临江地层剖面和碧

寿洞地层剖面的地层划分方案。其中的年代除一个

为ＯＳＬ（光释光）测试结果外，其余都为 ＴＬ（热释

光）结果。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光释

光实验室王旭龙先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热释光实验室黄宝林先生和卢良才女士完成。

测试仪器分别为美国ＤａｙＢｒｅａｋ２２００光释光测定

仪和英国牛津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ｒｅ科学仪器公司生产的７１１

型热释光断代仪。测试材料均是从样品中提取的＜

１０μｍ的石英细粒。测试年龄及其参数见表１。

从图２ａ可以看出，蕉岭红土底部的年代为

１３２．８±１３．５ｋａＢＰ，也就是说其下限差不多在晚

更新世之初、ＪＬ１～ＪＬ４是晚更新世以来的堆积。其

上限－ＪＬ２／ＪＬ３界面、也即其发育结束的时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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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蕉岭剖面与近邻地区相关地层的释光测年结果及相关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犔犪狀犱犗犛犔犪犵犲狊狅犳狋犺犲犑犻犪狅犾犻狀犵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狋狊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犪狉犲犪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犲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层位／实验

室编号
Ｕ（×１０－６） Ｔｈ（×１０－６） Ｋ（％）

等效剂量

Ｅ．Ｄ（Ｇｙ）

年剂量

（ｍＧｙ）

年龄

（ｋａＢＰ）
测年方法

ＪＬ３Ｂ／ＴＧＤ８４７ ３．８９±０．１９ ３０．１１±０．６０ ０．６２±０．００５ ２２４．４０±１６．８３ １．６９±０．０５ １３２．８０±１３．５０ 热释光

ＬＪ１Ｂ／ＴＧＤ６３１ ５．９９±０．３０ ３５．８０±０．７２ ３．００±０．０２４ ７１．４０±４．５０ ７．５８±０．２２ ９．５０±０．８０ 热释光

ＬＪ６Ｔ／ＴＧＤ８００ ６．１８±０．３１ ４１．５６±０．８３ ２．９５±０．０２４ １３６．８０±９．５８ ６．９７±０．２１ １９．６０±１．８０ 热释光

ＬＪ８Ｔ／ＴＧＤ８４８ ４．６２±０．２３ ４２．１０±０．８４ ２．０１±０．０１６ ４４２．００±２７．８５ ６．１９±０．１９ ７１．４０±６．６０ 热释光

ＢＳ１Ｔ／ＴＧＤ６６３ ３．８５±０．１９ １８．４９±０．３７ ２．０１±０．０１６ ２５２．００±１７．６４ ４．１８±０．１３ ６０．０３±４．８０ 热释光

Ｈｙ５（０８Ｇ１４５） ３．１６ １５．５ １．５８ ３９６．０７±１８．７３ ４．００±０．１７ ９９．１０±５．９０ 光释光

　　注：本表中层位号之后的“Ｔ”和“Ｂ”分别代表所测层位的顶部和底部。

虽缺乏年代测试结果，但不妨从与之近邻的临江地

层剖面的已知年代及其对比作一推断。在此，首先

对该剖面的地层层序做一描述。临江剖面（２３°３４′

Ｎ，１１４°３８′Ｅ）位于蕉岭剖面西南，发育于东江一级

基座阶地。剖面（图２ｂ）自上而下出露的地层为ＬＪ１

～ＬＪ８和ＬＪ９之一部，ＬＪ９下伏地层通过人工开挖

获得。描述如下：

图３蕉岭红土的粒度组成与其参数特征

Ｆｉｇ．３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ｏｌｉｎｇｒｅｄ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ＬＪ１地表耕作土，暗灰黑色粉砂质砂，团粒状。地表生长

高约２～３ｍ的乔木和藤本类植物，含较多腐殖质和

未腐烂枯枝落叶层。 厚３０ｃｍ。

ＬＪ２亮红橙色砂质粉砂，团粒状，松软。 ５５ｃｍ。

ＬＪ３浅红橙色风成粉砂质极细砂，无层理，整体分选较

均匀，松散。 １５ｃｍ。

ＬＪ４浅红橙色砂质粉砂，团粒状，松软。 ９２ｃｍ。

ＬＪ５浅红橙色粉砂，致密，较紧实。 ５４ｃｍ。

ＬＪ６棕黄色粉砂，团块状，致密、紧实，无层理，粘性较

强。 １０６ｃｍ。

ＬＪ７棕黄色粘土质粉砂，性状同ＬＪ６。 １１２ｃｍ。

ＬＪ８棕红色发育较弱的粘质网纹红土，团块状，紧实，无

层理。 １１６ｃｍ。

ＬＪ９网纹红土，粉砂质粘土，含红、黄、白相间的蠕虫状、

树枝状等条块，底部网纹呈垂直条带状，网纹构造

向下发育愈加密集，该网纹红土被新近堆积的高河

漫滩沉积物覆盖。 出露厚度６５ｃｍ，总厚４３５ｃｍ。

ＬＪ１０风化强烈的绛红色土状砾石层，与下伏上白垩统

南雄组红色砂岩呈角度不整合。 ３０ｃｍ。

～～～～～～～～～不整合面～～～～～～～～～

ＬＪ１１红色砂岩，属上白垩统南雄组（Ｋ２狀）紫红色砂岩。

可见厚度８０ｃｍ。

不难看出，上述的临江剖面堆积总体上显示出

与蕉岭剖面类似的情形，即也是一套伏于壤土

（ＬＪ１）之下的黄壤（ＬＪ２～ＬＪ７）或以棕黄—浅红橙色

土为主的沉积在上、网纹红土（ＬＪ８～ＬＪ９）在下的序

列，后者之下伏地层同样是与上白垩统南雄组红色

层系（Ｋ２狀）呈不整合接触的厚数十厘米的风化砾石

层（ＬＪ１０）。由于这两个剖面地点自砾石层堆积—

风化以来的层序未见明显的沉积间断，故可以假定

两地红土始终是等时的。在临江剖面，网纹红土顶

部即ＬＪ８Ｔ的年代为７１．４０±６．６０ｋａＢＰ，相当于棕

黄—浅红橙色土／网纹红土也即ＬＪ７／ＬＪ８界面的

时间界线。按地层对比，这一界面亦相当于蕉岭剖

８５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面ＪＬ２／ＪＬ３之界面，故前者的时限也应该等同于后

者。这样一来，蕉岭剖面红土堆积的年代应该是

１３２．８～７１．４ｋａＢＰ，差不多相当于 ＭＩＳ５或极地冰

芯中δ
１８Ｏ５的年代（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犲狋犪犾．，１９７３；ＧＲＩ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１９９３），也即通常所认为的末次间冰期。

另外，地处上述二剖面之间的碧寿洞地层剖面（２４°

０４′Ｎ，１１４°５９′Ｅ，位置见图１）的年代似乎暗示粤东

北地区分布于厚层棕黄－浅红橙色土之下的红土的

终结时代也是末次间冰期的闭幕（图２ｃ）。该地棕

黄色土之近底部的年代为６０．３０±４．８０ｋａＢＰ，近

年的研究推测其底部年代大致在７３ｋａＢＰ（李保

生等，２００８），这似乎说明大约在距今７万年以后的

一个颇长的地质时代内已不具备发育红土的气候环

境。值得提出的是，ＪＬ３与ＬＪ８和ＬＪ９的对比问题。

几者虽然都为红土，但前者不具备网纹，而后两者为

网纹化的红土，这显然与是否受到的地下水的淋滤

作用有关。但这只能说明红土在形成条件方面的局

部差异，并不因此而失去进行地层对比和讨论的意

义。加之，ＬＪ９即网纹红土距底部５０ｃｍ处（图２ｂ）

的新近光释光测年结果 ９９．１０±５．９０ｋａＢＰ也

说明蕉岭与临江剖面的上述地层对比是合宜的。

３　蕉岭红土的粒度和主要化学元素的

分布

３．１　粒度分析及结果

对蕉岭红土按１０ｃｍ等间距采集３４个样品在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沉积物实验室进行粒度

分 析。分 析 仪 器 为 英 国 马 尔 文 公 司 生 产 的

Ｍａｓｔｅｒｃｉｚｅｒ２０００Ｍ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分析范围

０．０２～２０００μｍ，重复性达０．５％。其实验流程：首

先将所有样品经室内自然风干后，取部分样品加入

ＨＣｌ，无气泡产生，表明样品中几乎不含碳酸盐类，

故省略样品的前处理步骤；均匀称取０．５～１．０ｇ样

品置于烧杯中，加入过量的 Ｈ２Ｏ２以去除有机质，然

后加入１０ｍＬ浓度为０．０５ｍｏｌ／Ｌ的（ＮａＰＯ３）６分散

剂煮沸，静置２４ｈ后滤去清液并稀释到适当浓度，再

用超声波清洗机振荡１０ｍｉｎ后进行分析，每个样品

测试３次以检验其是否在有效误差范围内，最后取

其平均值。粒级共分为１０１个粒级：２０００～１００μｍ

参照十进制，＜１００μｍ按中国黄土的一般分级原则

（刘东生，１９８５），其余为仪器设定标准，数据输出以

ＥＸＣＥＬ格式存储并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编程进行数

据处理。现将红土的粒级分析结果绘于图３中。为

了更清楚地说明蕉岭红土的粒度分布状态，本图还

列出了相关的参数值，其计算的颗粒粒径以之对数

Φ值表示，转换公式为 Ｋｒｕｍｂｉｅｎ（Ｋｒｕｍｂｉｅｎ Ｗ．

Ｃ．，１９３８）制定的Φ＝ －ｌｏｇ２犱（犱为直径，单位为

ｍｍ）。这些参数值是 犕狕（平均粒径）、σ（标准离

差）、犛犽（偏度）、犓犵（峰态），计算公式采用Ｆｏｌｋａｎｄ

Ｗａｒｄ的公式（ＦｏｌｋａｎｄＷａｒｄ，１９５７）：

犕狕＝（Φ１６＋Φ５０＋Φ８４）／３

σ＝
Φ８４－Φ１６

４
－
Φ９５－Φ５
６．６

犛犽＝
Φ８４＋Φ１６－２Φ５０
２（Φ８４－Φ１６）

＋
Φ９５＋Φ５－２Φ５０
２（Φ９５－Φ５）

犓犵＝
Φ９５－Φ５

２．４４（Φ７５－Φ２５）

分析结果表明，蕉岭红土属粉砂质粘土。以粘

粒（＜５μｍ）含量最高，次为粉砂（５～５０μｍ）、砂（５０

～２０００μｍ），分布范围依次为３４．００％～５３．３９％、

２４．７７％ ～５４．８５％、１３．６１％ ～３０．２２％；平 均 为

４４．９４％、３５．４４％、１９．６２％。其中，以粗粘粒（１～

５μｍ）含量最高，次为粗粉砂（１０～５０μｍ），分布范围

分别为２１．７２％～３０．８５％和１６．２４％～４１．８４％，平

均含量为２６．４７％和２４．６８％；细粘粒（＜１μｍ）、细

粉砂（５～１０μｍ）、细砂（１００～２５０μｍ）、极细砂（５０～

１００μｍ）、中砂（２５０～５００μｍ）、粗砂（５００～１０００μｍ）

含量的分布范围依次为１２．１５％～２４．６４％、８．５３％

～１３．０１％、４．０１％ ～１１．６１％、２．７６％ ～９．９７％、

２．３０％～４．７５％、０～４．４８％，平均含量为１８．４６％、

１０．７６％、７．４７％、７．２７％、３．４９％、１．３９％；极粗砂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μｍ）含 量 最 低，０～０．９７％，平 均

０．０４％，且仅存于４个样品中。

除了上述分布的一般特征外，在不同深度红土

的各个粒级（粗砂—细粘粒）的含量分布上，虽然显

示波动，但波幅并不大，似乎从总体上显示出相对均

一的岩性特征（见图３）。

粒度参数 犕狕、σ、犛犽、犓犵值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５．９１～７．５３Φ（粗粉砂—细粉砂粒级，其中２２个样

品属细粉砂粒级）、２．６９～３．５９（分选很差）、－０．３～

０．１６（负偏—近对称，３１个样品为负偏）、０．６６～

１．００（宽峰—中等峰态，１４个样品为宽峰峰态），平

均值分别为６．７２Φ、３．１２、－０．１２、０．９１。

概率累积曲线（图４ａ）呈“四段式”分布，分别以

Ａ、Ｂ、Ｃ、Ｄ表示：粗截点主要位于１～２Φ，细截点于

１０～１１Φ，此外，在４～５Φ处亦存在截点。Ａ段为颗

粒最粗组分，分布于５％～１５％之间；Ｂ、Ｃ段是红土

的主要组分，６５％～８０％；Ｄ段属细粘粒组分，８％～

２０％之间。频率曲线（图４ｂ）呈示明显的“三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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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蕉岭红土的概率累积曲线（ａ）和频率曲线（ｂ）

Ｆｉｇ．４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ｏｌｉｎｇｒｅｄｅａｒｔｈ

构，主众数为８～１１Φ，次众数为４～７Φ，第三众数为

１～２Φ，差不多与概率累积曲线显示的特征一致。

另外，二者还反映出蕉岭红土在岩性上具有相对均

一的特征，如诸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都具有“四段

式”构形且各个段落组分的分布趋向于平行延展，频

率曲线都具有较为相似的“三峰式”特征。

表２　蕉岭红土与广州赤红土和徐闻砖红土中的主氧化物含量（％）、硅铝系数和犆犐犃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狅狓犻犱犲狊狅犳犿犪犼狅狉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犛犻犗２／犃犾２犗３狉犪狋犻狅犪狀犱犆犐犃狏犪犾狌犲狅犳犑犻犪狅犾犻狀犵狉犲犱犲犪狉狋犺，

犾犪狋狅狊狅犾犻犮狉犲犱狊狅犻犾犻狀犌狌犪狀犵狕犺狅狌犪狀犱犾犪狋犲狉犻狋犲犻狀犡狌狑犲狀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ＴＦｅ２Ｏ３ Ｃａ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ＭｇＯ 硅铝系数 ＣＩＡ

广州 ５３．３０～５９．００ ２２．５０～２５．６９ ６．１６～７．７０ ０．０３～０．０７１．４３～１．７９０．２７～０．２８ — ３．５３～４．４６ ８９．２０～９１．７６

徐闻 ３５．１３ ２７．４９ １８．３２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２７ ２．１７ ９８．４

蕉岭 ５０．１０～５３．１４ ２３．０７～２４．４４ １０．１８～１１．４０ ０．０７～０．０７０．６６～０．８７０．０８～０．１００．２７～０．３２３．４９～３．８６ ９５．０７～９６．２４

　　注：“”表示徐闻为一个样品的分析结果；“”表示所测为全铁含量；“—”表示未检测出；都为全岩样品。

３．２　主元素分析及结果

对蕉岭红土按３０ｃｍ等间距采集１１个样品进

行了全量化学元素分析。分析仪器为日本株式会社

理学３０７０Ｅ型Ｘ荧光光谱仪。方法是将风干样品

研磨至 ＜２００ 目筛，在高压下压制成片 （直径

３０ｍｍ），选择适当的条件进行分光计测量，并经计

算机处理后得出结果。在分析的主元素氧化物中，

ＳｉＯ２ 含 量 最 高，５０．１０％ ～５３．１４％ （平 均 值

５１．３６％），Ａｌ２ Ｏ３ 次 之，２３．０７％ ～ ２４．４４％

（２４．００％），再次是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ＦｅＯ），１０．１８％

～１１．４０％（１０．７７％）。其余常见氧化物的含量均不

足１％：Ｋ２Ｏ为０．６６％～０．８７％（０．７１％），ＭｇＯ为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３０％）、Ｎａ２ Ｏ 为 ０．０８％ ～

０．１０％（０．０９％）、ＣａＯ在各层中都约０．０７％。在此

基础上，本文还计算出硅铝系数［＝狀（ＳｉＯ２）／狀（Ａｌ２

Ｏ３）］和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ＣＩＡ＝狀（Ａｌ２Ｏ３）×１００／

［（狀（Ａｌ２Ｏ３）＋狀（ＣａＯ）＋狀（Ｎａ２Ｏ）＋狀（Ｋ２Ｏ）］，

式中的ＣａＯ指硅酸盐中的ＣａＯ，参照 Ｈｏｎｄａａｎｄ

Ｓｈｉｍｉｚｕ提出的公式进行校正［狀（ＣａＯ）＝０．３５×２

狀（Ｎａ２Ｏ）／６２］（Ｈｏｎｄａ犲狋犪犾．，１９９８）。现将这些结

果统列于表２。为了便于在下文中讨论蕉岭红土发

育时的气候环境，我们亦将广东广州和徐闻的一些

相关数据列于本表。

４　蕉岭红土堆积时的气候环境

４．１　粒度指示的气候环境

前述的粒度分析结果，虽然总体上显示蕉岭红

土所具有的粉砂质粘土的岩性特征，但砂物质亦占

相当的比例，兼之其各个粒级的砂粒（极细砂—粗

砂）皆有之以及＞１０Φ的细粘粒的分布，就显得此类

红土的物质不均且机械成分复杂，从而导致前已述

及的σ显示的分选很差、犓犵的宽峰—中等峰态和

概率累积曲线、频率曲线分别呈现的“四段式”、“三

０６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峰式”的构型特点；同时趋向于细粉砂的犕狕分布数

值和频率曲线中主次众数（８～１１Φ，４～７Φ）的分

配，说明粘粒、细粉砂在红土成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例；而不同深度红土样品在各个粒级含量上的近似，

特别是诸样品概率累积曲线和频率曲线几乎一致的

“四段式”、“三峰式”构型揭示出红土在堆积—风化

过程中总体上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波动较小的气

候环境中。

表３　岭南热带—南亚热带一些地点的赤红土和砖红土中＜２μ犿或＜１μ犿粒级的颗粒含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犵狉犪犻狀狊狊犿犪犾犾犲狉狋犺犪狀２μ犿狅狉１μ犿犳狅狉犾犪狋狅狊狅犾犻犮狉犲犱狊狅犻犾犪狀犱犾犪狋犲狉犻狋犲犳狉狅犿狊狅狌狋犺

狊狌犫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狋狅狀狅狉狋犺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狊狅狌狋犺狋狅狋犺犲犖犪狀犾犻狀犵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狊，犆犺犻狀犪

赤红土 砖红土

地点 英德 潮州 汕头 信宜 茂名 遂溪 徐闻

母质 石灰岩 砂页岩 玄武岩 花岗岩 砂页岩 浅海沉积物 玄武岩

粘粒含量（％） ２６．２４～２８．３４ １９．２９～２９．３５ ４７．９～５１．６ ２７．８１～３０．０５ ２９．５７ １８．３～１８．９ ４５．７～５５．７

纬度 ２４°１１′Ｎ ２３°３９′Ｎ ２３°２１′Ｎ ２２°２５′Ｎ ２１°４０′Ｎ ２１°１５′Ｎ ２０°２７′Ｎ

经度 １１３°２５′Ｅ １１６°３７′Ｅ １１６°４０′Ｅ １１１°０２′Ｅ １１０°５１′Ｅ １１０°０３′Ｅ １１０°０７′Ｅ

　　　注：“”表示茂名为一个样品的分析结果；“”表示遂溪为＜１μｍ颗粒的含量，其它为＜２μｍ颗粒的含量。

关于蕉岭红土粒度指示的气候环境，如果以其

＜２μｍ颗粒的含量与表３列出的我国南亚热带—

北热带一些地点如英德、潮州、汕头、信宜的现代赤

红土（广东省土壤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与茂名、徐闻

（广东省土壤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遂溪（李庆逵等，

１９８３）的现代砖红土的相同粒级含量作一比较则可

能间接说明其发育时的湿热化程度。由表３可见，

前述的蕉岭红土＜２μｍ 颗粒的含量（２３．１９％～

３９．０３％，平均值３１．４７％）按平均值都略高于我国

南亚热带—北热带除母岩为玄武岩（汕头、徐闻）以

外的其它岩石（或土壤）上发育的赤红土和砖红土中

相同粒级的含量（表３），其中茂名的砖红土为典型

的南亚热带南部边缘气候环境的产物。就蕉岭红土

＜１μｍ的细粘粒含量（１２．１５％～２４．６４％）与北热

带的遂溪砖红土中相同粒级含量（表３）的对比来

看，虽然前者波动范围较大，但其平均值（１８．４６％）

却与后者（１８．６０％）几乎是一致的。据前人研究，风

化类型的红土（黄镇国等，１９９６）或土壤（刘东生，

１９８５）的粘粒（＜５μｍ）主要来自于原生矿物经历的

风化成壤作用，其含量随生物化学风化作用的深入

增加，而这种风化作用的强度取决于气候的湿热程

度。当然，母质不同也势必影响红土成土过程中的

粘粒含量，如表３所列的以玄武岩为母质的红土中

异常高含量的粘粒即可说明这种情况。不过，除此

之外的英德、信宜、茂名发育的红土，＜２μｍ颗粒含

量值的波动范围———２６．２４％～３０．０５％并不大。而

潮州者，１９．２９％～２９．３５％，虽然显示其含量的下限

相对偏低，但其含量上限却与前三者含量的上限几

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这一结果，使我们倾向地

认为红土中２６％～３０％的＜２μｍ颗粒的含量也许

更加接近于南亚热带—北热带这一气候带的风化情

形。如果这种看法合理，＜２μｍ颗粒含量略高于上

述几个地点的蕉岭红土，则可能暗示了其时的气候

带亦属于南亚热带—北热带。但由于其＜２μｍ颗

粒含量的平均值高于地处热带—亚热带交界的茂名

的砖红土、＜１μｍ颗粒含量的平均值又相近于热带

之遂溪的砖红土，使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蕉岭红土是

类似现今热带北缘气候环境的产物。加之赤红土、

砖红土分别形成于年均温２０～２２℃和２２～２８℃、年

降水量１２００～２５００和１５００～２５００ｍｍ的气候环境

下，分属南亚热带、热带之地带性土壤（广东省地方

史志编篡委员会，１９９９）。据此，我们更进一步认

为，蕉岭红土形成时的气候环境湿热于南亚热带，接

近于北热带的雷州半岛北部的遂溪。这表明，其形

成时有如雷州半岛的现代气候条件：年均温２２～

２４℃和年降水量１３００～２３００ｍｍ（广东省地方史志

编篡委员会，１９９９），这一水热条件应该是蕉岭红土

形成时的相似的气候环境。

４．２　主元素氧化物指示的气候环境

红土中化学元素及其氧化物的含量既受自身理

化性质的影响，也与之所处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

ＣａＯ、Ｎａ２Ｏ、ＭｇＯ、Ｋ２Ｏ等易迁移氧化物在风化过程

中最先淋溶，其含量低值可指示较为湿热的气候环

境；ＳｉＯ２属可迁移氧化物，仅在湿热地区强烈生物化

学风化作用的后期才开始淋失，此时的低含量值代

表更为湿热的气候环境；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属惰性氧化

物，较难淋失，其含量高值可指示十分湿热的气候环

境（刘东生，１９８５；李文达等，１９９５；黄镇国等，

１９９６）。此外，亦可采用基于两种或多种化学元素氧

化物比值的风化指数来判断红土的风化程度，如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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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系数和ＣＩＡ值。研究表明，硅铝系数越低（黄镇

国等，１９９６）、ＣＩＡ 值越高（ＮｅｓｈｉｔｔＨ Ｗ犲狋犪犾，

１９９６；冯连君等，２００３），红土的风化程度越强，据前

者还可将其风化程度划分为强度（＜２．４）、次强度

（２．４～３．８）、中度（３．８～７．３）、轻度富铝化（＞７．３）

四个等级。

表４　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地点及其年代

犜犪犫犾犲４　犃犻犾狌狉狅狆狅犱犪—犛狋犲犵狅犱狅狀犳犪狌狀犪狊犻狋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犪犵犲狊

洞穴 分布地点 年代（ｋａＢＰ） 纬度（Ｎ） 经度（Ｅ） 资料来源

黄岩洞 广东封开 １３６ ２３°３１′ １１１°４７′ 宋方义等，１９９２

稫前洞 广西柳江 １３９～８５ ２４°１３′ １０９°０５ 李有恒等，１９８４；沈冠军等，２００１

仙人洞 云南西畴 １３０～１００ ２３°２５′ １０４°４１ 陈德珍等，１９７８

马坝洞 广东曲江 １２９ ２４°２１′ １１３°３５′ 张镇洪，１９９６

狮子山 广东曲江 １２０ ２４°２１′ １１３°３５′ 梁钊韬等，１９５９；黄万波，２０００

罗沙岩 广东封开 ７９ ２３°３１′ １１１°４８′ 张镇洪等，１９９４

碧寿洞 广东东源 ７３ ２４°０４′ １１４°５９′ 李保生等，２００７

万寿岩 福建三明 １１８ ２６°１６′ １１７°２８′ 范雪春等，２００６

剪刀觧山 福建三明 １１８ ２６°２２′ １１７°１２′ 范雪春等，２００６

如前所述，蕉岭红土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的含量分别为

５０．１０％～５３．１４％（平均值５１．３５％），２３．０７％～

２４．４４％（２４．００％），硅铝系数３．４９～３．８６（３．６４），

将其与我国现今南亚热带—北热带之地带性土壤即

赤红土（以广州为例）和砖红土（以徐闻为例）（见表

２）进行对比得出，蕉岭红土的ＳｉＯ２含量稍低于广州

之赤红土，明显高于徐闻之砖红土；而Ａｌ２Ｏ３含量的

变化则与之相反，这一此消彼长的特征导致了基于

二者比值的硅铝系数高于徐闻砖红土而低于广州赤

红土。按上述的硅铝系数指示的风化程度，蕉岭红

土属中等—次强度富铝化且更多属于次强度富铝化

的产物，介于徐闻砖红土的强度富铝化与广州的中

等富铝化（按硅铝系数平均值计）之间。

另外，表２亦显示出三地红土中易迁移氧化物

含量都很低的情形：ＣａＯ、Ｎａ２Ｏ、ＭｇＯ 均不足

０．３％，而Ｋ２Ｏ除广州分布于１．４３～１．７９％之外，

其它均小于１％，这一现象暗示了这些红土发育时

的气候条件都已达到使易迁移氧化物差不多淋失殆

尽的程度。Ａｌ２Ｏ３含量主要因ＳｉＯ２淋失的差异程度

而显见不同，从而导致几地红土的ＣＩＡ值也存在较

大差异，其在蕉岭红土中为９５．０７～９６．２４（平均为

９５．９２），明显高于广州的赤红土，而与徐闻的砖红土

相差甚少（仅２％～３％）。这一差别反映出蕉岭红

土南亚热带之赤红土强而稍弱于北热带雷州半岛南

部之砖红土。据此认为蕉岭红土是类似于现今热带

北缘气候环境下的产物。

应该指出的是，在讨论红土的主元素氧化物指

示的气候环境时一个不可

回避的问题仍然是这些化

学物质的含量与成土母质

的关系。虽然各地的母质

存在差异，不过，笔者等相

信，尽管红土中化学元素

的含量与母质存在着物质

上的某种继承关系，但成

土过程中的风化—淋溶作

用是导致化学元素迁聚和

再分配的至关重要的因

素，即较大程度上受控于气候环境的湿热程度，期间

的复杂关系还有待于今后进行详细研究。

有意义的是，本文关于蕉岭红土形成于热带北

缘气候环境的看法也为我国末次间冰期“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日益增多的研究结果所证实。迄今

在两广和闽、滇发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

及其层位的年代测试结果显示（表４），这一动物群

在时间上似乎贯穿末次间冰期（或稍早）始终（１３６～

７３ｋａＢＰ），在动物种群上存在较多的反映热带环境

的东洋界属种，如剑齿象、犀、巨膜、猩猩等，即使是

生活于末次间冰期—末次冰期之交的碧寿洞动物群

（化石层位见图２ｃ）中亦存在剑齿象、亚洲象等，反

映了其时湿热的热带气候环境（李保生等，２００７）；在

空间上，这些化石的分布地点又与蕉岭所在的纬度

相似，即都处于２４°Ｎ上下，尤其是广东境内北江流

域之马坝洞、狮子山，西江流域之罗沙岩、黄岩洞和

东江流域之碧寿洞等，不仅在纬度上更为接近，经度

上也相去不远。据此认为蕉岭红土应该与这些“大

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为相同时代的地质—生物现

象，共同存在于热带北缘季风气候的环境背景之下。

此种气候状况的北界至少可以向东达（２６°２２′Ｎ，

１１７°１２′Ｅ）福建的三明、向西抵（２３°２５′Ｎ，１０４°４１′Ｅ）

云南的西畴（见表４）。不言而喻，这也为本文粒度

与主元素氧化物论证的蕉岭末次间冰期红土形成于

热带北缘的气候环境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古生物方

面的证据。

如果上述看法正确，则表明在末次间冰期时我

国华南地区可能为类似于现今热带北缘的气候环

境，其时的热带—亚热带界线较今向北推移了至少

３个纬度。显然，这标志着晚第四纪的我国南方气

候带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古环境变迁。

５　结论

粤东北丘陵区之蕉岭红土属粉砂质粘土，形成

２６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于末次间冰期。其粒度组成中粘粒、粉砂、砂的含量

依次 为 ３４．００％ ～５３．３９％ （平 均 值 ４４．９４％）、

２４．７７％～５４．８５％（３５．４４％）、１３．６１％～３０．２２％

（１９．６２％）；粒度参数犕狕、σ、犛犽、犓犵值分别为５．９１

～７．５３Φ（６．７２Φ）、２．６９～３．５９（３．１２）、－０．３０～

０．１６（－０．１２）、０．６６～１．００（０．９１），依次显示为粗粉

砂—细粉砂粒级、差的分选、负偏—近对称分布、宽

峰—中等峰态；诸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和频率曲线

分别呈现以“四段式”和“三峰式”构型。

主元素氧化物以ＳｉＯ２含量最高，为５０．１０％～

５３．１４％（平均值５１．３６％），Ａｌ２Ｏ３和ＴＦｅ２Ｏ３次之，

分别为２３．０７％～２４．４４％（２４．００％）和１０．１８％～

１１．４０％（１０．７７％）。其余常见氧化物 Ｋ２Ｏ、ＭｇＯ、

Ｎａ２Ｏ、ＣａＯ的含量均不足１％。硅铝系数和ＣＩＡ值

分别 为 ３．４９～３．８６（３．６４）和 ９５．０７～９６．２４

（９５．９２）。

以蕉岭红土中＜２μｍ或＜１μｍ颗粒的含量、硅

铝系数、ＣＩＡ值为指标，与我国南亚热带—北热带一

些地点的现代赤红土和砖红土进行对比并结合二者

发育环境的分析，作者认为蕉岭红土是类似于现今

我国热带北缘气候环境的产物。这一推论与末次间

冰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指示的古生态相吻

合。由此表明，末次间冰期的粤东北甚至整个华南

地区可能都处在类似现今热带北缘的气候环境之

下，其时的热带／亚热带界线向北推移了至少３个纬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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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ｔ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Ｊｉａｏｌｉｎｇｒｅｄｅａｒｔｈｉｎｔｈｅ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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