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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中部的低能沉积环境
`

申顺喜 李安春 袁 巍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仅刃7 1)

提要 利用沉析法和筛析法及显微镜等方法
,

对 1988 年以来采自南黄海表层和浅孔样

品进行粒度
、

矿物及生物组合等多种分析
,

应用沉积物的粒度参数来判别沉积环境
。

研究结

果表明
,

南黄海陆架的沉积环境十分复杂
,

在其中部
,

有一个低能量的沉积动力活动区
,

它的各种属性都与南黄海冷水团密切相关
。

这一低能沉积环境
,

形成了浅海粉砂 质粘土相

沉积
,

该沉积物主要由细粒物质组成
,

平均粒径为 .8 冲
;

粘土组分的含量 > 70 %
;

含海相

沟鞭藻和双壳类等生物
,

并含有丰富的自生黄铁矿
。

这些特征表明
,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是

南黄海陆架沉积模式的重要部分
,

是浅海陆架沉积环境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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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的沉积环境十分复杂
,

在潮流
、

风暴及洋流等各种动力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

各类海底沉积物
,

它们的分布规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

尤其是存在于南黄海中部的泥质

沉积物
,

其沉积动力学的特征十分鲜明(董礼先等
,

1989)
,

这些特征与南黄海冷水团密

切相关 ( hZ
u e t al

. ,

19 90)
。

本文利用 19 88 年以来海底沉积物的粒度分析资料
,

深人研

究南黄海中部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物 (冷涡沉积 )与海洋沉积动力环境间的关系
,

以期

为阐述南黄海中部冷水团环流区的低能沉积动力环境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1 研究方法

对 260 个表层沉积物样品和 25 个浅孔样品的粒度
、

矿物及生物组合进行分析测试
。

其中对自生矿物进行化学分析及显微镜鉴定
,

并采用 X 一 射线衍射法和电子扫描技

术
,

以确定不同的粘土矿物类型及其含量 ; 生物分析包括微体生物和抱粉组合分析
,

都

做了半定量的计数测量
。

粒度分析采用沉析法和筛析法
,

用微机处理程序提供分析结

果
.

根据以沉积物的粒度参数判别沉积环境的原则
,

分析南黄海中部冷水团环流区的沉

积动力学特征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沉积相的特征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物以粘土为主 ( > 70 % ) ( 图 l)
,

分布在南

黄海中部
,

中心区粘土组分最高含量达 82
`

4%
,

向四周减少
,

粉砂的含量相应增加 (图

2)
,

如边缘粘土组分仅占 70
.

7%
,

粉砂的含量占 29
.

3%
。

该沉积物粒度组成的这些特征

与深海盆地的远洋沉积有许多相似之处 (表 1 )
,

表明它是一个有稳定物源的沉积相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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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未发现有突发性的强流干扰
。

此外
,

含丰富的自生黄铁矿 (申顺喜等
,

1993)
,

双壳

类薄索足蛤
、

日本梯形蛤
,

还有大量的有孔虫
、

介形虫
、

硅藻 (mE er y et al
. ,

19 84) 及沟鞭

藻 ( 干开发等
、

19 8 7) 等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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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枯土 ( > 钟 )组分的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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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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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浅海粉砂质粘土及其它沉积物的粒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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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粘土 (北冰洋中东部 )

半远洋沉积 ( 冲绳海槽 )

泥质沉积物(老黄河口 )

2
.

2 南黄海中部的沉积环境 粒度分析结果表明
,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物由悬浮

搬运总体组成 ( 图 3)
,

其中均匀悬浮部分线段的斜率很小
,

说明悬浮沉积物的分选不

好
,

与标准偏差值 ( > l) 反映的特征一致
,

体现了悬浮搬运的普遍特征
。

该沉积物的平

均粒径为 8
.

5帅( 表 3)
,

具有细偏的双峰特征 (有时为宽峰)
,

在 C 一M 图上
,

集中出

现在远洋悬浮区 ( T 区 ) ( 图 4)
。

上述粒度参数特征为判别沉积环境提供了明确的信息
,

表明该沉积物是在低能的沉积动力环境中形成的
。

从浅孔沉积物的粒度组成可以看出
,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周围及下伏地层为粉砂粘土

(粉砂含量在 30 %一 50 % 之间 )
,

或砂 一 粘土 一 粉砂等
,

粒度明显变粗
,

显示了沉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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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 孔 2 )的生物组合( 单位: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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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变化
。

这些特征表明浅海粉砂质粘土相生成于一个特殊的沉积动力环境
,

即南黄海

111 1 七 里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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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
lll , 1 I 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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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物的

概率累积曲线

iF g
.

3 rP
o
比 biil yt ac e

um ul at ive
e

vur
e o f the

en ir t i
e s ilty e lay 阮 i

e s

冷水团环流区环境
,

该冷水团呈气旋型环流形

式
,

边缘的水平流速约为 scm / s
,

与深海底层

流 及 水 团 的 实 测 流 速 相 似 ( Sot w et .al
,

198 7)
,

显示了一个较弱的水动力环境
。

此外
,

南

黄海潮流场数值模拟的分布趋势进一步表明
,

冷水团环流区是弱潮流区 ( 图 5) (董礼先等
,

19 89 )
,

只能影响细粒 ( > 帅 )悬浮物质
,

与上

述海底沉积物的粒度参数特征一致
。

粉砂质粘

土相沉积物中的 <帅 的细砂级沉积物
,

主要

是自生黄铁矿颗粒
,

由单毒粒或苟粒集合体构

成
,

它们在沉积物 中自生长大
,

不是外来颗

粒
,

未经搬运改造
,

证实了概率曲线上所反映

的少量细砂级组分的来源及其环境意义
。

悬浮

体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

冷水团环流区的含量低

(秦蕴珊等
,

19 89 )
,

同时
,

底层悬浮体的粒径

略大于海底表层沉积物的粒径
,

这是由于悬浮

哥纂澎暇并崔

颗粒的絮凝规律造成的 (丘 s m a et al
. ,

19 9 3)
。

以上沉积物的粒度参数
、

冷水团环流的

水文结构和海水悬浮体的含量特征等
,

证明南黄海冷水团环流区是一个低能的沉积环

境
。

在它的控制下
,

形成了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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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浅海粉砂质粘土相 (孔 ) 2的粒度组成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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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南黄海冷水团环流区是一个特殊的浅海沉积环境
,

以低能沉积动力为特征
,

形成浅

海粉砂质粘土相
,

成为南黄海陆架沉积模式的重要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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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粉砂质粘土相沉积物的物质来源主要

有 3 部分 : l) 粘土组分来自冷水团环流体

系中的均匀悬浮物质 ; 2) 相对较粗的粉砂级

沉积物则是冷水团周围的物质
,

在冷水团环

流的作用下
,

加人该沉积物中
,

它们的含量

从边缘向中心有规律的变化
,

即中心区粘土

组分较高
,

边缘地区粉砂组分明显增加
,

体

现了冷水团的气旋型环流的水动力特征 ; 3)

沉积物中的少量粗粒 (细砂级 )物质主要是 自

生黄铁矿的颗粒
,

它们在沉积物中就地自生

长大
,

未经搬运
。

因此
,

它的存在不代表沉

积环境的水动力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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