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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为了更好地与生态环境及灾害地质紧密结合，第二代全国区域地质志编制项目规定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为必

编图件之一。图件内容包括第四纪地质体的时代、成因类型、岩性和地貌成因形态组合类型、活动断裂及海侵范围

等重要地质内容，同时，附第四纪地质-地貌典型剖面和重要的地貌景点。图件特点：（1）图件的地理底图是首次用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灰度图作背景；（2）第四纪地质内容与地貌成因形态类型同编为一幅图；（3）第四纪地质

体的面色用成因类型色表示；（4）地貌部分划分了不同级别成因形态类型和有特色的微地貌景点。总之，图面有立

体感，地形高差明显，层次分明，色彩鲜艳，是一幅崭新的图件，可供防灾治理和地质旅游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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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ternary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map is one of the series of maps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National Regional

Geology Annal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close integration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eological disasters. The map

includes such important geological contents as Quaternary geological epoch, genetic type, combination type of lithology and

geomorphology genesis, active faults and transgression range with the attachment of the typical profiles of Quaternary geology-
geomorphology and important landscape attractions. The map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grayscale image is for the first time used as background for the geographic base map. (2) Quaternary geology features and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6, 43(3)

geomorphologic genetic types are compiled on the same map. (3) The colors of Quaternary geological bodies are indicated by the

colors of genetic types. (4) Geomorphologic part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evels of morphological types and geneses of distinctive

micro-topography attractions. In short, the map is a brand new one with three-dimensional drawing, obvious terrain elevation, fine

arrangement, bright color, and availability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geological tourism applications.

Key words: Quaternary geology; geological map; geomorphologic map; DEM

About the first author: MIN Long- rui, female, born in 1938, senior researcher, mainly engages in the study of Quaternary

geology; E-mail: MLR@cags.ac.cn.

Fund support: Supported b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Program (No. 1101021120115, 1101021120118).

第二代全国区域地质志编制项目包括了第四

纪地质综合研究，其中涉及到第四纪地层、第四纪

成因类型、地貌成因形态组合和新构造等一些研究

领域，它们均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整治息

息相关，是愈来愈被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因此，

在这次编制地质志的任务中，不但要求充分反映这

方面的相关内容，并要求编制一幅以数字高程模型

（DEM）数据作地理底图的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其

目的是更好地为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国土整治等

提供基本资料和信息。

1 编制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件的指
导思想及要求

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是由第四纪不同时期、不

同成因类型、不同岩性的地质体、地貌成因形态组

合类型和新构造断裂等组合而成的。而第四纪成

因类型、岩性、地貌及断裂主要受第四纪时期新构

造运动和全球或区域性气候波动等因素控制。因

此，编制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的指导思想是，以新构

造运动和全球变化为主线，准确地反映地球表层系统

在内、外营力作用下第四纪沉积物时空分布、发展特

点及规律，及地貌形态组合类型与新构造运动的内在

联系，更好地为有关学科和部门提供环境地质、灾害

地质及国土整治等等的背景资料和信息。

图件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它能直

观地反映研究领域研究的内容和新的动向。第二

代全国区域地质志是代表 21世纪初第四纪及地貌

等领域的新成果，因此，要求在全面收集前人资料

的基础上，特别要反映新技术、新方法的各项测试

成果和最新动态，总结各区域第四纪地质和地貌分

布特征及规律。

2 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表示的内容

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主要反映地表及一定深

度第四纪地质体的时代、成因类型、岩性和地貌分

区和成因形态组合类型、活动断裂及海侵界线等重

大地质事件。另附第四纪典型剖面、重要地貌景

点、古人类化石点等。

2.1 第四纪地层地质时代及岩石地层单位

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特别是近 40年来
14C、热释光（TL）、光释光（OSL）、电子自旋共振法

（ESR）、铀系法等测年方法及古地磁的广泛应用，大

大提高了第四系划分、对比的研究水平。2009年国

际地层委员会确认第四系是系一级年代地层单位，

把第四系底界下移到格拉斯阶底界，由位于意大利

西西里岛的 Monte San Nicola 金钉子定义，年龄值

为2.59 Ma[1]。目前国内一般采用岩石地层、生物地

层、气候地层和年代地层等多重地层划分的原则。

年代地层划分方案参照2001年《中国地层指南及中

国地层指南说明书（修订版）》的划分方案[2]。第四

纪二分，分为更新统（Qp）和全新统（Qh）。更新统又

划分为 3个阶，全新统未分。中国根据黄土及河湖

相地层古地磁测定[3,4]，结合生物群组合面貌和古气

候由暖转冷（或凉）的开始，暂将中国第四系下限定

为2.6 Ma（即古地磁松山反极性时与高斯正极性时

界线附近）。下、中更新统的界线定为 0.78 Ma，即

古地磁布容正极性时与松山反极性时（B/M）的界

线，相当于深海氧同位 19阶段底，处于古气候变化

主导周期转型时段 [5]。中、上更新统的界线定为

0.128 Ma[6]，即相当深海氧同位素第 5阶段底界，代

表末次间冰期开始。全新统与更新统界线定为

0.011 Ma[6]，即相当深海氧同位素第1阶段底界，全新

世代表冰期结束温暖期（冰后期）开始。全新统在中

国地层指南（2001年）中未分，但考虑到全新世与人

类活动关系更为密切，故在这次编写地质志时将其划

为三分。全新世早期与欧洲北方期、前北方期气候期

对比，代表气候转温暖；中期与欧洲大西洋、亚北方期

气候对比，代表气候暖湿；晚期与亚大西洋期气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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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代表气候温湿 [7]。下、中全新统的界线暂定为

0.0075 Ma，中、上全新统的界线暂定为0.0025 Ma。

第四系发育较好且研究程度较高的地质体，需

用“时代＋组名”表示。研究程度较低的地质体，仅

用“时代＋成因”表示即可。

2.2 第四纪沉积物成因类型及岩性花纹

第四纪沉积物成因类型与内、外动力有内在紧

密联系。多种多样的成因类型组合不但充实丰富

了第四纪研究内容和图面的色彩，而且是灾害地

质、农业地质等重要参考资料。中国第四纪沉积物

发育良好，成因类型复杂，准确地表示出地质体的

成因是我国地质图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四纪成因类型划分方案是：首先考虑各种不

同的外营力的作用，将不同外营力划分为数个成因

组合；然后，以成因组合为单位进一步划分出不同

地貌部位、不同外营力形式下产生发育的不同沉积

类型。

为了与全球变化和环境结合得更好，第四纪地

质及地貌图增加了红土型残坡积物、崩积物、泥石

流堆积物、冻土等成因类型。黄土成因若能分出风

成、水成、残积等成因的，则分。在大片发育风成沙

的地区，应标出风成沙的类型（新月型或垅岗型

等），并用尖头表示出风向。

图面上，成因类型除用符号代表外，还有沉积物

岩性花纹颜色分别表示不同成因组合。风化残积、重

力堆积及岩溶堆积组合用粉色岩性花纹表示；流水沉

积、湖沼沉积组合用绿色岩性花纹表示；冰川、冰缘组

合、海陆交互及海洋组合用蓝色岩性花纹表示；风力

组合（包括黄土）用棕色岩性花纹表示。

不同内、外动力作用产生不同的第四纪沉积物

岩性组合，岩性组合与沉积物成因类型有紧密联

系。在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上，要求表示第四系沉

积物成因类型岩性花纹符号。目前，沉积物的粒度

分类标准尚不统一，我们建议参照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有关划分方案。

2.3 地貌部分

研究构造地貌位置，地形高度，内、外营力对地

貌形成的控制作用，地貌的物质组分，地貌形态特

征等是探讨地貌形成、发展演化的重要内容。而地

貌面的海拔和地表的相对起伏度（一般指单位面积

或宽度内的高差）[8-10]是最基本的地貌形态指标。

地貌单元命名原则是，采用内、外营力作用 +

地貌形态特征。以内营力为主，外营力为辅的，如

以断块隆起作用等为主，可命名为断块隆起高（中）

山区等；以外营力为主，内营力为辅的，如以流水侵

蚀作用、风力作用、喀斯特化作用等为主的，可命名

为流水侵蚀中山区、风成堆积盆地区、喀斯特化丘

陵区等。若能反映地貌物质组分的也可说明之，

如：由花岗岩组成的侵蚀-剥蚀丘陵区等。

微地貌形态类型是地貌成因形态类型组成部

分。如：岩溶地貌中洞穴、峰林等；风蚀地貌中新月

型沙丘等；流水地貌中阶地等；重力地貌中滑坡等。

图面上用符号表示微地貌形态类型。

2.4 新构造部分

新构造运动与第四纪地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

在联系，是第四纪地质图的组成部分。新构造运动

一般指上新世以来的构造运动[11]。活动构造时限目

前尚不统一[12-14]，有的采用全新世（10 ka）以来活动

的 [13]，有的采用更新世晚期（12~15 ka）以来活动

的[14]，我们偏向于后者。

图面上要求表示上新世以来新构造断裂和更

新世晚期（Q3
p）以来的活动断裂两种构造线条，前者

用黑色线条；后者用红色线条。

另外，要表示第四纪火山岩和火山口。第四纪

火山岩不按地层处理，按岩体处理。其代号为火山

岩岩性代号＋时代，如：βQ1
p，βQ2

p，βQ3
p，βQh。

2.5 地理底图

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的底图用数字高程模型

（DEM）数据灰度图(图 1~3)表示。在山地丘陵区，

主要出露前第四纪地层，因而，能较好地显示出用

DEM数据灰度图表示的基岩高差的影像特征。平

原，盆地区，由于全部覆盖第四系，而第四系的面色

用成因类型色表示，这样，成因类型色与地理底图

灰色调叠加一起，导致地质体色不清晰。因而，在

平原、盆地区可去地理底图的灰色色调。

2.6 其他

（1）古人类化石点

图面上标出古人类化石点及编号。

（2）海侵界线

图上标出第四纪不同时期最大海侵线和贝壳

堤，注上地质时代或年龄数据。

(3) 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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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
Fig.1 Quaternary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ical map of Ningxia (norther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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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区，要圈出现代雪被范围。

3 图件特点

现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图

1、图2）和山东省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图3）的部分

内容展示图件特点如下。

3.1 用DEM数据作底图

图件的地理底图是首次用数字高程模型

（DEM）数据灰度图作背景（图1,图3）。图面有立体

感，灰度色深浅不一，地形高差明显，图面新颖，便

于生态环境和灾害地质分析应用。

3.2 第四纪地质与地貌融合一体

以前编制的图件常常将第四纪地质图与地貌

图分开，成为 2幅独立的图。但第四纪沉积物是受

内、外动力控制的，与地貌要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

往往在一定的地貌部位堆积一定的第四纪沉积物，

如：高山处发育冰川沉积物；山前常常堆积大洪积

扇的堆积物；盆地低洼处常常是湖相沉积物堆积区

等。因此，第四纪地质与地貌融合一体，能更好地

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故本次编图采用了第

四纪地质与地貌合为一体的编图方案。

3.3 第四纪地质体的面色用成因类型色表示

第四纪沉积物成因类型直接反映了地理面貌

和生态环境，不同时期的成因类型反映了不同时期

的古地理、古生态环境。现第四纪地质体的面色用

成因类型色表示，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不同地区的

各种地理环境面貌。地理环境面貌与水文、工程建

设及防灾治理关系密切。

3.4 基岩部分反映了地貌成因形态类型

基岩部分在 DEM 灰度图上圈出不同级别、不

同成因（用罗马字代号表示）的成因形态类型界线，

让读者能了解到本区域内以哪种内、外作用力为主

的地貌成因形态类型。另用各种符号表示不同的

微地貌类型。这样便于有关部门采取防灾治理和

开展地质旅游的依据。

致谢：在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编制中，得到中

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翟刚毅处长、张智勇处长和地

质志编制项目负责人李廷栋院士、丁孝忠研究员以

图2 宁夏贺兰山—银川—灵盐剖面图
Fig.2 Geological section of Helanshan-Yinchuan-Lingyan, N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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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加地质志项目的各省市总工及项目负责人的

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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