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 热水循环带来的热水成矿理论 热水生态学等研究

都将是极有生命力的崭新研究领域∀

 地热对西北太平洋大陆边缘演化的影响
西北太平洋大陆边缘的地热流有其独特的分布特

征 由陆到洋 热流形成了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分布规

律∀也就是经历了构造单元上由大陆架向弧后盆地!岛

弧!海沟更迭的构造格局∀大陆边缘的这种构造格局究

竞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的解释众说不一 有认为地幔对

流形成的 有称为地幔底辟作用形成的 也有认为是板

块俯冲!碰撞摩擦生热上涌形成等等 所有这些学说的

解释均与热有关∀因而从热流研究入手 将会促进对西

北太平洋边缘海的成因!弧后高热流的成因以及西北

太平洋大陆边缘的演化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结论

 西北太平洋边缘海热流研究 的发展已

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 取得了在弧后盆地区热

流值高 并大多与其地质构造相符合的论断∀

 海洋地热学在西北太平洋边缘海区的理论

和应用研究还刚刚起步 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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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遗迹学的发展历史与研究意义
∆Ες ΕΛΟΠΜΕΝΤ ΑΝ∆ ΣΙΓ ΝΙΦΙΧΑΝΧΕ ΟΦ ΝΕΟΙΧΗΝΟΛΟΓΨ

李日辉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青岛

α  新遗迹学 是研究现代沉积环境中

生物活动痕迹的一门科学 它是遗迹学 的

一个分支 与之相对的是古遗迹学 °

后者研究的是地质时期的生物成因构造2遗迹化石≈ ∀

新遗迹学是生物学!生态学!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沉积

学多学科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

 研究历史

 国外新遗迹学研究
新遗迹学研究起始于本世纪 年代∀德国学者在

对北海和波罗的海底栖生物群落生态学研究的同时

观察!纪录了多种类型的生物遗迹 其成果体现在

≥
β ≈ 所著的5北海潮坪的实证古生物学6一书

年此书的中译本改名为5海洋环境的生态学和古

生态学6∀

新遗迹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美国∀ 年代

ƒ 教授对佐治亚海岸河口!盐沼环境下的底栖生物

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研究≈ ∀ ≤
≈ 还研究了

⁄≥⁄° 个钻位岩心和沉积物中的遗迹化石和生物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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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

∗ 年代新遗迹学的研究陆续在很多国家展

开∀ 如 ƒ 等≈ 对韩国仁川现代潮坪生物遗迹的研

究 ≈ 对墨西哥 °∏ ° 地区前滨环

境遗迹的研究以及 ∞ 和 °
≈ 对砂丘环境现

代生物及其遗迹的研究∀

 我国新遗迹学研究
我国的新遗迹学研究起步较晚∀ 年李嘉泳!

李福新≈ 和次年李福新≈ 对胶州湾的调查研究中部分

涉及了新遗迹学的内容 而 年范振刚≈ / 青岛潮

间带底内蟹类生态及洞穴观察0一文可能是最早的一

篇论文∀ 年代是我国新遗迹学发展的全新时期∀ 其

标志是王慧中≈ 对江浙一带与王珍如等≈ 对青岛!北

戴河以及王珍如等≈ 对北部湾等地潮间带底内生物的

遗迹进行的系统研究∀ 而李广雪和薛春汀≈ 对黄河三

角洲植物的逃逸构造进行了研究∀

我国新遗迹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 但在潮间带底

内动物遗迹研究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并不逊色∀

然而从论文的数量!研究广度以及从事该研究的人数

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别∀

 新遗迹学的研究意义

由于生物遗迹是生物生命过程中 呼吸!运动!觅

食!生殖!居住!保护等 在底质 ≥∏ 表面或内部

的痕迹记录 且原地保存 它既反映了造迹生物

× 2 的生态特点!底质特点 也

记录了遗迹形成时的环境特点∀因此 新遗迹学的研究

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生态学意义

 确定海水深度分带

≥
≈ 主要根据古遗迹学的研究 依照海洋

深度分带 划分了 个遗迹相 带

Σχοψενια 期科因迹 遗迹相 分布于潮上带或陆相红

层 Σκολιτηοσ 石针迹 遗迹相 产于滨海或潮间带

砂质软底质沉积 Γλοσσιφυνγ ιτεσ 舌菌迹 遗迹相

产于滨海近岸侵蚀面或半固结基底上 Χρυζιανα

克鲁斯迹 遗迹相 分布于亚滨海区陆棚上开阔海 波

浪影响着的较深的浅水区软底质 Ζοοπηψχοσ 动藻

迹 遗迹相 分布于大陆斜坡过渡区到浊流沉积以上的

半深海区 后来证明也分布于浅水环境 Ν ερειτεσ

砂蚕迹 遗迹相 产于较深海盆地软底质中∀≥

的分带同时也参考了现代海洋的环境特点∀ 因此对现

代海洋生物遗迹群也大致是适用的∀

 对温度!盐分的指示

潮间带泻湖!河口湾和三角洲环境主要受温度!盐

度两个变量的控制∀ 在此环境下生活的生物主要以内

生动物为主 生物遗迹主要是潜穴 ∏ ∀ 因此 大

规模出现的深而垂直的潜穴一般指示近岸环境∀ 而半

咸水和淡水环境中遗迹属!种的分异度较正常盐分环

境的要低得多∀

 对水体底部溶解氧的指示

许多现代海盆!随深度变深 水体溶解氧含量也随

之降低∀底栖无脊椎动物的丰度也大大降低∀生物以小

型底内食沉积物的多毛类为主∀ 生物遗迹的分异度亦

较低∀以 Ζοοπηψχοσ!小型 Χηονδ ριτεσ为主∀现代海底的

箱式取样以及 ⁄≥⁄° 岩心的生物遗迹研究已经证实了

这一点≈ ∀

 对造迹生物群落营养类型的指示

底栖环境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群落结构中的摄食类

型的比例分配∀如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或食腐动物的分

布 特别是食悬浮物和食沉积物的底栖生物遗迹 可以

提供有关食物资源!水的浊度和海底稳定性等方面的

资料∀因此 根据生物遗迹的形态可以用来恢复造迹生

物的觅食动物类型模式∀

 沉积环境意义

在底层沉积物之内或其表层生活的底栖生物 在

其生活期间的活动必然会对沉积物进行扰动!破坏和

改造∀ ≈ 指出生物沉积物的影响主要在以下

三个方面 破坏原来已经形成的沉积结构!构造

形成新的结构!构造 对沉积物的颗粒进行分

选!改造和加工∀因此通过扰动强度等级的定量研究以

及遗迹类型的分析 可以对沉积作用过程!沉积速率的

相对变化等提供有用信息∀ 一般认为生物扰动构造发

育的层位沉积速度连续缓慢 生物钻孔发育的滨海坚

硬石质海底上由于波浪作用一般是完全缺乏沉积 生

物逃逸构造 ƒ∏ 的出现加之少见的生物扰动

或生物改造遗迹则指示连续的快速沉积作用∀ 它往往

是由一些突发事件引起的∀例如洪水沉积!浊流沉积和

风暴沉积作用等造成的快速搬运和洪水泄出以及潮汐

作用 河口湾中的回流砂坝的侧向增长等∀

 古遗迹学意义

古遗迹学研究过程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难以

确定造迹者是何类生物∀ 而新遗迹学通过现代生物遗

迹的实地!室内观察研究 可以给出答案∀ 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新遗迹学研究是古遗迹学谈今论古的钥匙∀

另外 新遗迹学的研究还可为油气储层的预测研

究提供依据∀ 因为生物扰动的结果能够提高储层的孔

隙性并可贯穿上下储层而增加储层的连通性∀吴宝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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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建文≈ 也曾指出研究多毛类虫管化石和遗迹可以为

寻找油气储层提供地层依据∀

 结语

目前 新遗迹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其标志

是 研究范围扩大∀不仅局限在潮间带 而是完成了

从滨海到深海!由海洋到陆地的过渡∀ 研究方法!手

段日益更新∀ 采用 ÷ 光透射仪分析 遗迹类型的计算

机模拟 深海照像!摄影与箱式取样相结合以及数理统

计!模糊分析等方法在生物遗迹研究上的广泛应用等∀

年创刊了遗迹学研究的国际性刊物5 6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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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水产消息# ΑΘΥΑΤΙΧ ΝΕΩ Σ ΦΡ ΟΜ ΤΑΙΩ ΑΝ

# 台湾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发展空间宽广但须注意三个问题

  台湾人民愿意花较多的钱购买高品质的渔产

品 使得水产养殖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养殖业的前

景充满了光明∀ 然而面对台湾有限的土地及水资源

养殖企业必须谨慎小心 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将养殖水池使用的土地转作其他用途的困难

性∀有 的渔业生产是来自池塘养殖 经营池塘养

殖的渔夫享有高的经济利益 而不愿转作其他生意

如果水池面积仍保持现在的 ηα 那么对水资源及土

地的负担将很难减少∀

海面养殖会危害生态环境∀ 未来对海水鱼的

需求增加 促使淡水养殖转换成海水养殖 这势必造

成土壤及地下水咸化 进一步会破坏生态环境∀

工业与渔业的冲击会破坏社会的和谐∀ 台湾

周围的海岸地区大多已做为发展工业的预定地 然

而这些地区长久以来都是传统养殖的地区 围绕在

工业区外几千公顷的养殖水池 必定会造成水及土

地资源的争夺 因此 资源管理政策必须小心计划 以

免未来引起纷争∀

海洋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