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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永 1，董 进 1，杨劲松 2，3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37
2.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61
3.中国地质科学院第四纪年代学与水文环境演变重点实验室，河北石家庄 050061

摘 要：哈尔滨荒山剖面是东北地区第四纪典型剖面，因缺乏绝对年龄数据，关于其地层划分及时代还有不同认识 .对荒山剖

面进行了系统的磁性地层学研究，并与 AMS14C、OSL等年代学数据相结合，重新厘定了荒山剖面第四纪地层的年代框架 .结
果表明，荒山剖面记录了Matuyama负极性时晚期至 Brunhes正极性时的沉积，B/M界线位于剖面下部 46.7 m，剖面起始沉积

年龄早于 0.90 Ma.根据AMS14C和OSL年龄确定了全新统和上更新统的底界，对第四纪岩石地层单位的分层标志及顶、底年

龄进行了分析，确定第四纪各个岩石地层单位的时代分别为：坦途组的年龄为~12 ka BP，顾乡屯组的年龄为 12~79 ka BP，哈
尔滨组的年龄为 79~138 ka BP，上荒山组的年龄为 138~580 ka BP，下荒山组的年龄>900 ka BP. 据此建立了荒山剖面第四

纪地层系统，为区域地层对比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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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angshan section in Harbin is considered as a standard Quaternary sedimentary sequence for terrestrial strata in
Northeast China. Due to the lack of absolute age data, there are different results about its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the
chronostratigraphy. In this paper, a detailed magnetostratigraphic investigation, coupled with AMS14C, OSL and other
chronological data was carried out on the Huangshan section. Th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Quaternary strata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is redef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gnetic polarity stratigraphy includes late Matuyama negative polarity chron to
Brunhes positive polarity chron in the Huangshan section. The B/M boundary is at 46.7 m in lower part of the section, and the
initial deposition age of the section is earlier than 0.90 Ma. The Holocene and Upper Pleistocene lower boundaries a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MS14C and OSL ages. The sequence of Huangshan section compris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Xiahuangshan,
Shanghuangshan, Harbin, Guxiangtun and Tantu Formations. The age of each lithostratigraphic unit in the Quaternary is
determined as follows: the Xiahuangshan Formation is deposited earlier than 900 ka BP; the age of the Shanghuangshan Formation
is 138−580 ka BP, that of the Harbin Formation is 79−138 ka BP, that of the Guxiangtun Formation is 12−79 ka BP,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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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of the Tantu Formation is ~12 ka BP. The results provide new data for the Quaternary stratigraphic system of Huangshan
section, and the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Quaternary strata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Harbin; Huangshan section; Quaternary; magnetostratigraphy; chronostratigraphy; stratigraphy.

0 引言

哈尔滨荒山（或称黄山）剖面因地层出露厚度

较大，地层较连续，蕴含丰富的古气候、古地理以及

古人类活动的信息，成为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第

四纪剖面 . 也是建立松辽平原第四纪地层系统的标

准剖面（《中国地层典》编委会，2000）. 同时，因在剖

面上部发现第四纪晚期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而

受到广泛关注（魏正一，1974；卫奇，1979；丁梦林

等，1994）. 哈尔滨荒山剖面系统性的地层工作主要

是在 20世纪 70、80年代开展的，孙建中等将荒山剖

面地层自下而上依次分为荒山组、东风组、哈尔滨

组和坦途组（孙建中等，1982；吴锡浩等，1984）.《中

国地层典》-第四系中，将松辽地区的顾乡屯组与

哈尔滨组归入上更新统，上荒山组（相当于东风组）

与下荒山组划为中更新统 . 以往对荒山剖面第四纪

地层时代的划分，主要依据磁性地层、热发光及 14C
年代学，并参考在荒山大西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孙建中等，1982；缪振棣等，1984；初本君等，1988；
裘善文等，1988；叶启晓，1990；叶启晓，1991）. 因化

石发现时的确切层位不清楚（卫奇，1979），不同的

研究者据此进行的地层划分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

认为荒山剖面以中-上更新统为主体（吴锡浩等，

1984；黑 龙 江 省 地 质 矿 产 局 ，1993；孙 建 中 等 ，

2005）. 由于受当时测试条件及技术的制约，其地层

时代及划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近年来对荒山

剖面沉积特征、物质组成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詹涛等，2018；Xie et al.，2018，2019；王嘉新等，

2020），但对荒山剖面第四纪地层划分仍缺乏系统

的研究，特别是缺少上部地层精确的年代学数据 .
新一代全国地质志项目对中国不同地区第四纪典

型剖面进行广泛调查及系统整理，本文对哈尔滨荒

山剖面 52.5 m 沉积地层进行了岩石地层、磁性地

层、年代地层等综合分析，建立了第四纪地层层序

及年代地层框架 .

1 荒山剖面沉积特征

哈尔滨荒山剖面位于哈尔滨市区东北约 3 km，

团结镇东风砖厂（45°47′24.7″N，126°47′30.2″E，图

1），剖面出露厚度约 52.5 m（未见底）. 根据岩性特

征及沉积构造等划分为 40层 .
自上而下分层描述如下：

（1）棕黑色土壤层，上部 50 cm发育植物根系，

风化后呈棕灰色，0~100 cm.
（2）棕黄色、灰棕色粉砂质黏土，风化后呈灰白

色，具块状结构，100~140 cm.
（3）暗棕色黏土层，下部灰色、灰黑色黏土，含

碳屑，140~220 cm.
（4）黏土质粉砂（黄土），风化后呈灰黄色，新鲜

面略带褐色 . 与上覆地层界线清楚，可见柱状节理 .
质地均匀，局部可见植物根系，220~600 cm.

（5）深灰色粉砂质黏土，含较多碳屑，风化后呈

灰白色 .具弱水平层理，600~680 cm.
（6）棕黄色黏土质粉砂（黄土），成分均一，发育

垂直节理，新鲜面颜色较上层稍暗，风化后呈灰色，

680~710 cm.
（7）浅棕色黏土，710~760 cm.
（8）灰白色粉砂，略具水平层理 . 新鲜面为青灰

图 1 哈尔滨地区地质图及荒山剖面位置

Fig.1 Geological map of Harbin area and location of
Huangsh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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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含黑色碳屑，760~780 cm.
（9）棕红色、灰黄色黏土，向下粒度变粗，与底

部界面不平整，870~910 cm为渐变过渡层，多见有

黄色粉砂质黏土包卷暗棕色黏土层，780~910 cm.
（10）灰黄色黏土质粉砂（黄土），成分均一，多

呈块状，含碳屑，同时可见有铁锰质碎屑浸染状分

布，910~1 420 cm.
（11）浅棕色粉砂质黏土，风化面呈深灰色，与黄

土颜色差异较大 .含有少量炭屑，1 420~1 470 cm.
（12）灰黄色黏土质粉砂（黄土），含碳屑，局部

富集有铁锰质碎屑，1 470~1 850 cm.
（13）棕黑色粉砂质黏土，顶部夹灰黄色黄土，

向下粉砂质黏土增多，1 850~1 880 cm.
（14）棕黑色黏土层，与上层渐变过渡 . 差异风

化后相对凸出，1 880~1 935 cm.
（15）杂色含粉砂质黏土，主要为灰白色、青灰

色、棕黄色和暗棕色，风化后主要为青灰色，或浅灰

色 .向下粉砂含量增加，1 935~2 020 cm.
（16）暗棕色黏土、粉砂质黏土，略具成层性 . 下

部沉积物风化后表面颜色较上层偏黄，但仍以青灰

色为主，2 020~2 100 cm.
（17）灰黄色黏土质粉砂（黄土），可见有黑色碳

屑，零星分布 . 新鲜面风化后为灰白色、浅灰黄色，

2 100~2 390 cm.
（18）灰黑色粉砂质黏土，与上下地层渐变过

渡，2 390~2 405 cm.
（19）棕黑色、浅棕色黏土，含粉砂 .局部可见有细

小碳屑 .风化面较上部黄土颜色深，2 405~2 700 cm.
（20）灰黄色粉砂质黏土，风化后呈灰白色、棕

色，2 700~2 740 cm.
（21）黄 灰 色 黏 土 层 ，颜 色 均 一 ，致 密 块 状 ，

2 740~2 830 cm.
（22）灰色含粉砂质黏土，夹有黄褐色粉砂条

带，2 830~2 990 cm.
（23）灰色、灰棕色黏土，与上下层渐变过渡，

2 990~3 100 cm.
（24）浅黄色粉砂质黏土，风化后呈灰黄色，青

灰色 .局部含有碳屑，3 100~3 180 cm.
（25）青灰色、棕黑色、灰黄色黏土层 . 含有炭屑

及黄褐色铁锰质侵染，局部表面为黄褐色粉砂质黏

土、粉砂团块，3 180~3 720 cm.
（26）灰色含粉砂质黏土，致密块状，3 720~

3 760 cm.

（27）灰色、杂色黏土层，主体为灰色 . 顶部 30
cm偏黄褐色，3 760~3 950 cm.

（28）灰黄色粉砂质黏土，3 950~4 060 cm.
（29）棕黑色黏土，致密块状，4 060~4 080 cm.
（30）灰黄色粉砂质黏土，4 080~4 250 cm.
（31）黑色黏土，致密块状，底部见有黄褐色粉

砂质条带，4 250~4 290 cm.
（32）棕黑色含粉砂质黏土，粒状结构，4 290~

4 320 cm.
（33）棕灰色黏土层，可见有少量碳屑，夹杂有

黄褐色粉砂，4 320~4 550 cm.
（34）灰黄色含粉砂质黏土，含少量碳屑 . 可见

黄褐色粉砂团块，4 550~4 720 cm.
（35）深灰色黏土层，4 720~4 770 cm.
（36）灰黄色粉砂质黏土，零星见有碳屑分布，

4 770~4 950 cm.
（37）深灰色黏土层，4 950~4 990 cm.
（38）灰黄色砂质黏土，与上下地层渐变过渡，

4 990~5 110 cm.
（39）灰色黏土质砂，5 110~5 190 cm.
（40）灰褐色、黄褐色中细砂，局部夹有黏土成

分，5 190~5 250 cm.

2 荒山剖面地层年代测定

为确定荒山剖面的地层时代，开展了系统的年

代学工作，剖面上部 1 m以 20 cm间距采样，1 m之

下地层均以 10 cm间距采集古地磁定向样品，共 522
件 . 同时在剖面上部不同层位采集 AMS14C年龄样

品 6件，光释光（OSL）样品 11件 .
2.1 AMS

14

C年代

荒山剖面上部采集 AMS14C年龄样品 6件，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行测试，获得 3件样品的

年龄数据，其他样品因有机质含量太低，不满足测

试条件，未获得年龄数据 . 14C年龄使用 OxCal4.2软
件进行日历年龄校正，选取 IntCal 13树轮曲线校正

（Reimer et al.，2013），获得 2σ日历年龄范围，测试

结果见表 1.
2.2 OSL年代

荒山剖面中上部不同层位采集光释光（OSL）
样品 11件，OSL样品主要取自黄土层，在中国地质

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进行测试 . 在实验

室红光（波长 640±10 nm）条件下取中心样品过 180
目筛 . 将筛下部分放入烧杯中，用浓度为 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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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2和 30%的盐酸去除有机质和碳酸盐类，然后加

30%的氟硅酸腐蚀 5天 . 用蒸馏水清洗至中性 . 将
中性悬浊液倒入烧杯，根据静水沉降原理分离出

4~11 μm的颗粒 . 将分离提纯好的石英细颗粒充分

摇匀后，注入事先准备好的放了不锈钢片的漏斗

中，等颗粒完全沉淀在不锈钢片上后，再将水慢慢

滴尽，放入烘箱中低温烘干（40 ℃），取出不锈钢片

即是细颗测片，每个不锈钢片上的样品重约 1 mg.
样品在 Daybreak 2200（美国）光释光仪上测定 .

该系统兰光光源波长为 470 nm，半宽 5 nm，最大功

率为 60 mW/cm2；红外光源波长为 880 nm，半宽 10
nm，最大功率为 80 mW/cm2，选择最大功率进行测

量 . 样品的实测含水量即设定为它们沉积时的原始

含水量，并用 Fleming提出的校正方法，对环境剂量

率进行了修正 .测试结果见表 2.
2.3 磁性地层

2.3.1 磁性测量 首先使用 KLY⁃3卡帕桥对所有 522
个样品进行磁化率各向异性测量，每个样品测量 15
个方向，然后根据 Jelinek 方法计算每个样品的磁化

率张量 . 荒山剖面不同岩性段的 AMS测量结果表

明，磁线理（L）普遍小于磁面理（F），磁化率椭球以

扁圆形为主；绝大部分样品的最大磁化率主轴（K1）
较分散，且以较浅的倾角为特征；最小磁化率主轴

（K3）近垂直于沉积层面，而且分布比较集中 . 表现

出原生沉积磁组构的特点，说明沉积物沉积之后基

本没有发生扰动，可用于进行古地磁分析 .
选择交变退磁的方法对全部样品进行了系统

磁清洗 . 交变退磁采用 D2000交变退磁仪，剩磁测

量在 2G⁃755低温超导磁力仪上完成，交变退磁的最

大退磁场为 180 mT，分 10~15步进行（5~20 mT间

隔）. 使用正交投影图进行退磁结果的分析（Zi⁃
jderveld，1967），主向量方向用最小二乘拟合法计算

（Kirschvink，1980），利 用 PaleoMag 软 件（Zhang，
2003）计算特征剩磁的方向 .

典型样品交变退磁结果见图（图 2）. 从矢量正

交投影图可以看出，低矫顽力的剩磁分量在 20 mT
以前被分离，大部分样品在 20 mT左右退磁曲线开

始趋向原点，即 20 mT以后特征剩磁矢量方向开始

趋向稳定衰减于原点 . 从剩磁强度衰减曲线可以看

出，20 mT 左右剩磁强度减少到天然剩磁强度

表 1 荒山剖面AMS

14

C测年结果

Table 1 AMS14C results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实验室编号

BA121555
BA121556
BA121558

样品号

12HS09
12HS18
12HS66

测试材料

沉积物

碳屑

沉积物

采样深度（cm）

90
180
660

14C年龄

（a BP）
7 275±25
24 990±100
30 930±130

日历年龄

（cal BP）
8 097 ± 49
29 971 ± 259
35 003 ± 339

表 2 荒山剖面光释光（OSL）测试结果

Table 2 OSL results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样品编号

13G-20
13G-21
13G-22
13G-23
13G-24
13G-25
13G-26
13G-27
13G-28
13G-29
13G-30

野外编号

12HS27
12HS42
12HS58
12HS1000
12HS1200
12HS1390
12HS1540
12HS1750
12HS2140
12HS2380
12HS2810

埋深

(cm)

270
420
580
1 000
1 200
1 390
1 540
1 750
2 140
2 380
2 810

U
(10-6)

1.67
1.52
1.60
1.67
1.61
1.69
1.74
1.66
1.77
1.75
1.86

Th
(10-6)

9.33
8.97
9.37
9.20
8.67
9.30
9.99
9.86
11.33
9.67
9.51

K
(%)

2.96
2.99
2.86
2.73
2.93
2.81
2.73
2.81
2.71
2.87
2.73

等效剂量

E.D (Gy)

186.62±6.35
222.85±5.97
231.42±3.78
357.40±3.48
404.23±15.10
423.39±4.63
451.97±16.05
477.04±15.11
547.20±25.86
576.79±14.84
1 233.81±23.0

年剂量

Dy
(Gy/
Ka)
4.55
4.47
4.34
4.14
4.32
4.31
4.31
4.31
4.23
4.20
3.99

含水量

（%）

6.3
5.7
7.9
9.9
7.2
6.5
6.2
7.3
12.8
14.5
17.7

年龄

(ka)

41.0±2.2
49.8±2.4
53.3±2.3
86.4±3.8
93.5±5.1
98.3±4.1
104.8±5.6
110.8±5.7
129.2±8.0
137.4±6.5
309.2±13.6

备注

回授方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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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之间，并且剩磁强度开始稳定衰退，表

明次生黏滞组分被清洗掉，显示出较稳定的原生剩

磁组分 .
2.3.2 磁性地层结果 对荒山剖面 522个样品的系统

退磁数据用主向量分析法求得每个样品的特征剩

磁方向 . 根据获得的磁倾角和磁偏角建立荒山剖面

的磁极性序列（图 3）. 古地磁结果表明，剖面 46.7 m
以上为正向极性，而之下为反向极性，根据上部地

层年代学资料及区域地层对比，确认正向极性为

Brunhes期，反向极性为Matuyama期，B/M界限位

于 46.7 m处，年龄为 0.781 Ma（Cande，1995），表明

剖面底部为早更新世 .

3 荒山剖面第四纪地层划分

根据 14C、OSL及磁性地层结果，并结合剖面沉

积特征将哈尔滨荒山剖面第四纪地层划分为坦途

组、顾乡屯组、哈尔滨组、上荒山组和下荒山组（图

4a，图 5）.
3.1 坦途组

0~140 cm，为褐色、灰褐色、灰黑色粉砂质黏

土、黏土 . 在坦途遗址建组剖面坦途组 14C年龄为

3 740±90 a BP和 4 064±110 a BP，在荒山北城遗

址木炭的 14C年龄为 2 780±130 a BP，坦途组 14C年

龄集中在 8 000~2 500 a BP，认为属中全新世地层

（孙建中等，1983）.
荒山剖面沉积特征显示该段岩性以灰黑色粉

砂质黏土、黏土为主，为土壤化层，下部未出现温泉

河组的砂砾石等低阶地堆积 . 本次在坦途组中下部

90 cm处测得灰黑色黏土日历年龄为 8 097±49 cal
BP，根据上部地层的平均沉积速率推测底界年龄约

12 cal ka BP，为全新统 .
3.2 顾乡屯组

140~910 cm，分上下两段，上段顶部棕黑色、灰

黑色黏土，向下为灰黄色、棕黄色黄土为主，柱状节

理发育 . 下段深灰色粉砂质黏土夹暗棕色、灰黑色

黏土层，含碳屑 . 顾乡屯组原命名剖面包括上下两

段，上段为灰黑色亚黏土、淡黄色黄土状土夹古土

壤，下段黏土质粉砂、黏土（《中国地层典》编委会，

2000）. 该段地层中采得的木头 14C年龄为 23 860±
650 a BP（黎兴国等，1979）. 该组上段为以蒿、藜科

为主的疏林草原，下段花粉以云杉为主的暗针叶

林，为晚更新世晚期，属第四纪末次冰期的地层（夏

玉梅等，1983）.

图 2 荒山剖面不同岩性段代表性样品退磁矢量图

Fig.2 Orthogonal vector plots for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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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乡屯组中因发现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化

石，并据 14C 年龄及顶界热发光年龄（孙建中等，

1982；叶启晓，1990），将其划为晚更新世 . 孙建中等

（1982）将顾乡屯组上部黄土称为群力组，认为与华

北的马兰黄土相似，年龄为 7 500~36 000 a. 丁梦林

等（1994）认为顾乡屯组与顾乡屯动物群在时代上

是不一致的，顾乡屯组代表东北地区晚更新世河-
湖相沉积，与华北萨拉乌苏组属同期同相沉积，形

成时限为 1~7万年（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1993）.
孙建中等（1982）、吴锡浩等（1984）根据荒山主剖面

中北城遗址坦途组的 14C年龄及哈尔滨组顶部的热

发光年龄，认为两者之间缺失了群力组和顾乡屯

组 . 叶启晓（1990）将顾乡屯 80⁃18钻孔的顾乡屯组

划分为 3段，上段岩性以次生黄土及亚粘土为主，局

部发育层理，年龄约 2~5万年，下段为冲积相砂砾

石沉积，并根据古地磁极性事件推测其底界年龄为

10万年 .
本次工作在顶部灰黑色黏土测得AMS14C年龄

24 990±100 a BP，与顾乡屯房地局砖厂剖面顾乡

屯 组 上 部 古 土 壤 层 的 14C 年 龄（30 200±870~

图 3 哈尔滨荒山剖面地层年代学结果

Fig.3 Chro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i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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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660±3 270） a BP（孙 建 中 等 ，1983；叶 启 晓 ，

1990）相近 . 黏土之下为典型的黄土沉积，在黄土近

顶部测得 OSL年龄为 41.0±2.2 ka，下部 OSL年龄

为 53.3±2.4 ka，相当于顾乡屯组上段（叶启晓 ，

1991）. 6.6 m 处 测 得 AMS14C 年 龄 30 930±130 a
BP，根据上下层位 OSL测年结果，并考虑 14C测年

范围限制，判断该年龄偏新 . 根据测年结果及地层

接触关系（图 4b）判断，上段灰黑色黏土与黄土之间

存在地层缺失 .根据顾乡屯组上段黄土OSL年龄计

算其平均沉积速率，推测底界年龄约 79 ka. 为上更

新统上部 .

图 4 哈尔滨荒山地层剖面与地层划分

Fig.4 Stratigraphic profile and 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a.荒山剖面；b.顾乡屯组上段；c.哈尔滨组与上荒山组；d.上荒山组与下荒山组

图 5 哈尔滨荒山地层划分及对比

Fig.5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Huangsh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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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哈尔滨组

910~2 390 cm，灰黄色黄土夹浅棕色、灰黄色

粉砂质黏土，成分较均一，局部富集铁锰质结核 . 孙
建中等原划分的哈尔滨组包括顾乡屯组，上界年龄

约为 0.13 Ma BP，下界年龄约为 0.2 Ma BP，属中更

新世晚期（孙建中等，1982；孙建中，2005）. 哈尔滨

组为典型的黄土堆积，厚度 5~25 m（黑龙江省地质

矿产局，1993）. 东北黄土在不同地区形成时间差异

较大，如科尔沁沙地南缘至少开始于早更新世末

期 ，约 1.00~1.22 Ma（曾 琳 等 ，2011；Zeng et al.，
2016）；赤峰黄土的底界在布容正向期和松山反向

期的界线附近，可以和离石黄土进行对比（孙建中，

2005）；而辽西地区（辽宁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的

宁城黄土已进入上新世，其底界年龄约为 2.9 Ma
（孙建中，2005）. 基于黄土同位素地球化学等分析

认为，东北黄土相对于黄土高原及南方黄土（张玉

芬等，2020）而言，粒度较粗、风化程度较低（毛欣

等，2017；Xie et al.，2018，2019），以近源为主，且沉

积速率较快 .
该组上部黄土测得 OSL年龄 86.4±3.8 ka，近

底部黄土 OSL年龄 137.4±6.5 ka，从 OSL测年结

果来看，哈尔滨组黄土沉积较稳定，上部沉积速率

29.35 cm/ka，下部为 23.68 cm/ka，平均沉积速率约

27.05 cm/ka，与顾乡屯组上段黄土的沉积速率 25.2
cm/ka 相 近（图 3）. 由 于 15 m 以 下 4 个 样 品

（12HS1750、12HS2140、12HS2380和 12HS2810）的

生长曲线趋于饱和，年龄值可能偏小 . 与区域上哈

尔滨黄土对比可知，由三把火（SBH）剖面上部黄土

的 年 龄 计 算 其 沉 积 速 率 约 24.16 cm/ka（Zeng，
2016），与荒山剖面哈尔滨组的沉积速率相近；哈尔

滨市方正县剖面 OSL年龄结果与吉林省东岗村剖

面对比表明，哈尔滨黄土时限约为 80~140 ka（高文

等，2013），因此推断哈尔滨黄土OSL年龄应在误差

范围内 .据荒山剖面哈尔滨黄土OSL年龄计算其平

均沉积速率，推测黄土底界年龄约 138 ka，为哈尔滨

组的底界年龄 . 将晚更新世底界置于下部黄土层之

上（2 100 cm），按平均沉积速率计算年龄为 127.7
ka，与上更新统底界年龄（126 ka，Pillans and Gib⁃
bard，2012）相当，哈尔滨组年代约 138~79 ka，可以

与华北萨拉乌苏组下部对比（闵隆瑞等，2009）. 哈
尔滨组属中更新统上部-上更新统中下部 .
3.4 上荒山组

2 390~3 950 cm，浅棕色、青灰色、黄灰色黏土，

灰色含粉砂质黏土夹有黄褐色粉砂条带，风化后呈

灰白色、棕色，多为粒状结构，局部可见有细小碳

屑，风化面较上部黄土颜色深 . 该段地层被晚更新

世早期哈尔滨组黄土覆盖，称上荒山组（黑龙江省

地质矿产局，1993；《中国地层典》编委会，2000）. 顶
部以出现灰黑色黏土，具有弱水平层理为标志与哈

尔滨组分界（图 4c）. 孙建中等认为其年龄为 0.2~
0.8 Ma BP，和长春腰分水岭剖面长春黄土的年龄

（0.2~1.2 Ma BP）大部分是重合的，曾称为长春黄

土，其下界具有穿时性，后又命名为东风组（孙建

中，1982）. 由于其具有层理等特征（图 4d）而与哈尔

滨黄土、长春黄土有明显差异，属河漫滩-河湖相

沉积物（张序强，1995；魏传义等，2015；詹涛等，

2018）. 古地磁及OSL结果表明，东风组和长春腰分

水岭剖面的长春黄土在沉积特征及形成时代上有

较大差异，不宜进行区域对比，时代上二者也有先

后关系，在此仍称为上荒山组 .
根据哈尔滨黄土下部的OSL年龄、上荒山组上

部黄灰色粉砂质黏土 OSL年龄 309.2±13.6 ka及
B/M界限年龄，分别计算剖面下部平均沉积速率约

3.40 cm/ka和 3.59 cm/ka，与荒山钻孔岩心下部由

古地磁极性亚时年龄（王嘉新等，2020）计算的平均

沉积速率 3.56 cm/ka相近 . 据此推测上荒山组底界

年龄约 580 ka，其年龄范围约为 138~580 ka，属中

更新统中上部 .
3.5 下荒山组

3 950~5 250 cm，上部棕灰色、深灰色黏土夹灰

黄色含粉砂质黏土，可见少量碳屑，夹杂有黄褐色

粉砂；下部灰褐色、黄褐色中细砂，局部夹有黏土 .
“黄山组”由裴文中命名，根据其中发现的哺乳动物

化石确定其时代为中更新世，后改为荒山组（《中国

地层典》编委会，2000），指荒山剖面底部的河湖

相-湖滨相沉积（孙建中等，1982；张序强，1995），

分上下两段，现下荒山组特指其下段 . 在原荒山组

上部地层中，曾发现过梅氏犀下颌骨化石，认为荒

山组中的正极性段应为松山晚期的贾拉米洛事件

（吴锡浩等，1984）. 下荒山组位于布容正向极性时

与松山反向极性时之间，距今约 40~80万年（缪振

棣等，1984）. 与哈尔滨地区荒山组相当的地层，在

松辽平原北部为广泛分布的林甸组厚层黏土层及

薄砂层夹层（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1993），年龄为

0.90~0.20 Ma（裘善文等，1988）. 而孙建中认为荒

山组的磁性地层年龄约为 0.75~1.20 Ma BP，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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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孙建中，2005）.
荒山剖面 B/M界限位于该组中部 46.7 m处，年

龄为 0.781 Ma（Pillans and Gibbard，2012）. 根据剖

面下部平均沉积速率 3.4 cm/ka，推测剖面底部年龄

约 0.90 Ma. 因此，下荒山组属下更新统上部-中更

新统下部 .

4 结论

根据哈尔滨荒山剖面的岩性特征、磁性地层、

OSL与 AMS14C年龄，并与东北地区典型第四纪地

层研究成果对比，对哈尔滨荒山剖面进行了系统的

地层划分，建立了荒山剖面第四纪地层系统 .
（1）根据岩性特征及年代学数据，将荒山剖面

第四纪地层自下而上可分为下荒山组、上荒山组、

哈尔滨组、顾乡屯组和坦途组 .
（2）剖面上部为布容正极性时，下部为松山反

向极性时，B/M界限位于 46.7 m处 . 根据古地磁、

OSL及 AMS14C测年结果，确定下荒山组年龄约在

580~900 ka，属早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早期 . 上
荒山组年龄约在 138~580 ka之间，属中更新世晚

期 . 哈尔滨组年龄约在 79~138 ka之间，主体为晚

更新世早期 . 顾乡屯组年龄为 12~79 ka，属晚更新

世晚期，与马兰黄土相当 . 坦途组年龄为~12 ka，属
全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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