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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海的地势特征

李常珍 李乃胜 林美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菲律宾海位于西太平洋大陆边缘 它的周边被岛弧和深海沟所环绕 海域内有数条

近南北向的构造脊 ∀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的构造将菲律宾海海底地势分割成不同的部分 构

成明显不同的地势特征 深海沟呈链状环绕着海域周边分布 ∀ 近南北向的九州 2帛琉海

岭将海底分成东西两半 东半部主要是岛弧区 西半部主要是海盆区 ∀ 海脊与岛弧呈近南

北向伸展并贯穿全区 海脊与岛弧之间为海盆 ∀海盆底多为丘状起伏 并有轻度切割 ∀ 海

岭 !海台呈块状分布在海盆之上 长垣分布在菲律宾海沟的东侧 ∀ 岛弧周围分布有岛架和

岛坡地势 ∀菲律宾海的地势特征和它的构造特征相一致 ∀

关键词 菲律宾海 海底地势特征 构造

菲律宾海海底地势特征

菲律宾海位于西太平洋边缘 介于东海 !南海和

西太平洋之间 被岛弧和海沟包围 是西太平洋最大

的边缘海盆 ∀北面处在 β∗ β∞之间 南部处在

β∗ β∞之间 南北长跨越 个纬度 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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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菲律宾海盆的地势 据 佩维≈苏

ƒ × ∏ ° ≥

∀

菲律宾海海底地形复杂 岛弧 !海脊 !海岭 !海山 !

海丘 !高原 !海盆 !深海沟 !海槽 !裂谷等地形形态俱

全≈ ∀海底地势的主要特征是南北长 北窄南宽 水

深较大 ∀ 等深线可将菲律宾海分成东 ! 西两

半 加上 等深线的配合 可就将菲律宾海划分

成以下各种不同的地势区 图 ∀

南北向弧形展布的海脊 !海岭与岛弧

九州 2帛琉海脊 位于菲律宾海的中

部 近南北走向贯穿全区 全长约 宽达

∀为一列狭窄的链状山脊 北段是九州海岭 南段

是帛琉海岭 中段是断断续续的海山 ∀整个海脊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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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下限水深达 东侧下限达 ∗ ∀

其中一些山脊和一些高差达 的火山锥呈链状

分布 ∀海脊的两侧不对称 东边陡 坡脚常为凹地 西

边缓倾入西菲律宾海盆盆底 ∀

伊豆 2小笠原 2硫黄海岭 位于西菲律

宾海的东北 2东缘 日本本州岛名古屋至东京南部海

域的海岭范围较宽 海岭顶部水深较浅 北部分布有

伊豆诸岛 向南有小笠原群岛和硫黄列岛出露洋面

构成了小笠原 2硫黄岛弧 ∀

马里亚纳岛弧 位于菲律宾海的东缘

近南北向伸展 北面与硫黄海脊相连 南面呈向东突

出的弧形 并分成东 !西两列 东列为马尼亚纳弧 弧

脊的最高处高出洋面形成马里亚纳群岛 关岛就在该

弧的南面 西列为西马尼亚纳弧 最浅处水深只有十

几米 ∀

雅浦海岭和帛琉海岭 它们都处在菲

律宾海的南缘 两列海岭呈雁形排列 最高处出露洋

面形成群岛 ∀

块状分布的海岭 !海台和高原

大东海岭 2冲大东海岭 位于西北部

北面的大东海岭呈北北西向延伸 南面的冲大东海岭

呈北西 2南东向延伸 最高处都超出洋面 形成北大

东岛 !南大东岛和冲大东岛 ∀

奄美海台 位于西菲律宾海盆北面的

九州海岭和南东方向的大东海岭之间 东西走向 顶

部水深 ∗ 底座水深约 海台的

西北可延至琉球海沟的北段 ∀

乌尔达内塔高原 呈南北向 位于西菲

律宾海盆的西部 中央断裂带以北 琉球海沟的南面

水深 ∗ ∀

本哈姆高原 位于西缘吕宋岛的东面

高原呈近似东西向的椭圆形 顶面近似突弧形

等深线可以圈闭 顶部水深 ∗ 最小水

深小于 底座水深约 ∀

格德岩海岭位于台湾岛的东南部 呈南

北向长条形伸展 最高处水深 ∗ 左右

底座水深 ∗ 左右 ∀

环绕周边呈链状的岛坡及其深海沟

陆架 !陆坡和岛架 !岛坡

分布在菲律宾海周边岛弧的洋侧以及菲律宾海

中的岛弧的两侧 一般岛架范围较小 岛坡范围较

大 ∀琉球岛弧东坡宽达半个多经度 伊豆 2小笠原 2马

里亚纳岛弧东西两坡均较宽阔 宽度都有半个经度 ∀

后者与其上的海岭共同组成了宽达 ∗ 个经度的岛

弧体系 它占了菲律宾海域的 还多 构成了菲律

宾海的东域宽阔的岛弧体系 ∀

周边的深海沟≈

菲律宾海沟 位于菲律宾海西南缘

菲律宾岛弧东侧岛坡脚 呈北北西 2南南东向延伸

北至本哈姆高原西南面 南至哈马赫拉岛附近 长约

宽约 最大深度 ∀

琉球海沟位于菲律宾海盆西北边缘

琉球岛弧的东南坡脚 北端以九州海岭与南海海槽相

隔 西南延至台湾岛的东部海域 长约 宽约

最大深度 ∀

马里亚纳海沟 位于菲律宾海东至东

南边缘 马里亚纳岛弧的东侧坡麓成为与太平洋的天

然分界 呈南北向 向南转向南西西向 北面与硫黄海

沟相接 长约 宽约 最大水深

∀

伊豆 2小笠原海沟和硫黄海沟 位于

菲律宾海盆的东至东北边缘 两海沟之间被海底山岳

岩体相隔 ∀伊豆 2小笠原海沟在北 长约 宽约

最大深度约 ∀硫黄海沟在南 处在马里

亚纳海沟之北 最大深度 ∀

雅浦海沟和帛琉海沟 它们位于菲律

宾海盆南缘 帛琉海沟位于帛琉海岭东侧 长约

最大水深 ∀雅浦海沟位于雅浦海岭东南坡

脚 长约 宽约 最大水深 ∀帛琉

海沟在西 雅浦海沟在东 构成雁形排列 ∀

海盆与海槽

西菲律宾海盆位于西菲律宾海的西北

部 是菲律宾海盆上最大的海盆 海盆深达 ∗

∀其北面有大东海岭 2冲大东海岭 西北有台湾

岛至吕宋岛之间的海脊和格德岩海岭 东面有九州 2
帛琉海脊 西南有菲律宾海沟 南缘有帛琉海沟 ∀在该

海盆中央呈北西 2南东向的中央断裂带位于乌尔达

内塔高原和本哈姆高原之间 ∀西菲律宾海盆为低山丘

陵的海底 东南和西北面的盆底有轻度切割 ∀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于 年调查的连续测深记录反映

出 海底地形表现为起伏不平的锯齿状和地堑状的特

征 图 ∀

帕里西维拉海盆和四国海盆 位于九州

2帛琉海脊以东 平均深度 ∗ 两海盆之

间被一条平缓宽阔的横垣相隔开 ∀四国海盆在北部

地形走向以近东西向为主 海底有轻度切割 ∀南面是

帕里维拉海盆 海盆近南北走向 盆底为丘状起伏

地形呈北北东向弧形的雁形排列 其上有一条

多米深的狭窄而对称的洼陷 ∀该海盆因海底扩

张而缓慢下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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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里亚纳海盆 也称马里亚纳海槽

位于马里亚纳岛弧和西马里亚纳弧之间 海盆顺

岛弧弯曲 海底切割大 宽约 长约

水深 左右 海盆北面有水深为 的海山矗

立之上 ∀

南海海槽 2骏河海槽和相模海槽 位于

菲律宾海盆的东北部 日本四国岛 !本州岛的东南坡

麓 水深约 ∗ 左右 它们断续相连 构成

菲律宾海的北界 ∀

图 西菲律宾海盆底的地形剖面 剖面和 剖面

自 ∞至 ≥• 测站 β χ β χ∞ 测站

β χ β χ∞ 测站 β χ β χ∞

ƒ × ° ≥

海底地势特征的地质构造因素

菲律宾海总体上表现出受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

构造线控制 周围由岛弧海沟系环绕 南北向拉长的

菱形构造轮廓 ∀近南北向展布的九州 2帛琉海岭纵贯

整个菲律宾海 将菲律宾海盆分为东西两部分 ∀

年认为 西菲律宾海盆地壳年龄相对较老 形成

于距今 ∗ 林美华等报道那里发育了中央海

盆断裂带≈ !冲大东海岭 !大东海岭 !奄美海台等一系

列 • •2≥∞∞至近 ∞• 向构造带 ∀ 和 年

报道的东菲律宾海盆地壳相对年青 发育

了一系列近南北向的构造带 自西往东依次是 九州2
帛琉海岭 !四国 2帕里西维拉海盆 !硫黄 2西马里亚纳

海脊 !小笠原 2马里亚纳海槽 !伊豆 2小笠原 2马里亚

纳岛弧 !伊豆 2小笠原 2马里亚纳海沟 总体上这些构

造带自西往东依次变新 ∀由此可见菲律宾海东西两

部分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构造特征 西部海盆主构造

线呈 • •2∞• 向 东部海盆主构造线呈近南北向 ∀

晚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块运动是菲律宾海构造

演化的主要地球动力来源 特别是距今 左右

太平洋板块运动方向由 • 转为 • • 对菲律宾

海的构造演化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使菲律宾海

一分为二 发育了两组走向截然不同的构造线 ∀

距今 ∗ 菲律宾海表现为以中央断裂带

为扩张中心的近南北向扩张 发育了冲大东海岭等

一系列近东西向构造带 ∀ 和 年报道的

大量古地磁条带提供了古南北向扩张中心存在的证

据 ∀

距今 以来 受太平洋板块转向的影响 菲

律宾海开始了以九州 2帛琉海岭为残留弧的近东西

向扩张 发育了四国 2帕里西维拉盆地等一系列近南

北向构造带 ∀

距今 以来 四国海盆和帕里西维拉海盆发

展成形 并停止活动 使得整个菲律宾海 • 向运动

俯冲于琉球岛弧与吕宋 2菲律宾岛弧之下 发育了琉

球海沟和菲律宾海沟 ∀而东侧受太平洋板块俯冲的

影响 弧后扩张产生了小笠原 2马里亚纳海槽 岛弧

外侧 则形成了伊豆 2小笠原 2马里亚纳海沟 ∀因此

受太平洋板块活动的控制 菲律宾海由于不同方向

的多期扩张和改变运动方向 形成了现今复杂的构

造特征 ∀

结论

菲律宾海地势特征受菲律宾海地质构造运动

的控制 与其构造格局相一致 ∀说明深海大洋海底地

势是构造运动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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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上午 时

许 作者走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水族楼一个实验室时 屋内

静悄悄 空无一人 只见前面一个

玻璃水族箱里养着鱼 跨近一看

十几尾鱼在里面乱窜 当时便意

识到这是由于人影突然出现对鱼

构成了一种外来刺激的缘故 ∀作

者随即情不自禁地仔细观看 它

们到底是些什么鱼 奇怪 一时间

竟认不出来 ∀疑是黑鲷 Σπαρυσ

µαχροχεπηαλυσ) , 体侧确实有多条

黑色横带即黑鲷的特征 但体侧

色不是青灰色而是浅白淡红色

且身体和尾柄均比黑鲷稍长 ∀不

一会 约过了 ∗ 那些鱼都恢

复了原样呈鲜红色 体侧的黑色

横带消失了 和真鲷 Παγροσοµυσ

µαϕορ)一模一样 在水族箱中正常

游荡 ∀至此作者认出它们是真

鲷 ∀

为确认该鱼的骤然变色现象

是否真实 能否重视 作者便走出

实验室 在外停留 再快步

走近该水族箱 给那些鱼一个比

刚才更强的人影刺激 ∀果然 它们

在水族箱里又乱窜起来 体色重

现刚才黑色横带的警戒色调 ∀作

者急忙数一下 黑色横带有 条

过一会又都消失了 ∀作者在水族

箱的玻璃上用手比划一下 得知

该鱼体长约为 ∗ 左右 ∀后

又找到管理员问道 /那些鱼是真

鲷吗 0答曰 /是的 ∀0

关于一些鱼类的变色能力

在早期鱼类学书籍中就有记载 ∀

如 诺门所著的 5鱼类史6 中

写道 / 有几种鱼类的变色却很

快 例如生活于热带海中的一种

石斑鱼( Επινεπηελυσ 能很快地

从黑色变为白色 黄色变为绯色

红色变淡绿色或浓褐色 ∀它们还

能同样地变化很多的色点 !斑纹 !

带线 忽明忽暗 ∀这种鱼和一些别

的鱼在极短时间内能变出 种不

同的底色 真是叹为观止 ∀0可是

从未见过真鲷骤然变色的文献记

载和报道 ∀

本文编辑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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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记载的真鲷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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