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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的海底侵蚀作用
*

申顺喜 李安春 姜学钧 袁巍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0 7 1)

提要 1 99 2 年 5 月一 1 993 年 10 月期间
,

在南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
,

利用大洋 50 型表层取

样器
、

重力活塞取样器及底栖拖网等方法
,

对海底沉积物进行了深人的调查
。

通过对所获样

品的粒度
、

矿物含量
、

生物组合及年代地层学等多学科综合性的分析研究表明
,

南黄海及东

海北部陆架的沉积环境十分复杂
。

在南黄海高能侵蚀区海底广泛 出露砂质沉积物
,

其分布

范围与强潮夕及风暴潮的活动区相一致
,

在这些水动力的长期作用下
,

细粒物质逐渐被悬

浮
、

搬运
、

减少
,

原有沉积物被粗化
,

形成粗粒的砂质沉积物
,

其实质是高能环境中海底侵蚀

与改造作用的结果
。

与低能沉积区相反
,

形成了全新世海侵以来南黄海陆架的另一重要 沉

积模式
。

关键词 海底侵蚀作用 砂质沉积物 沉积动力 南黄海

学科分类号 P56 3 88 3

南黄海的东部
、

南部及苏北浅滩外海等区域广泛分布砂质沉积
。

这些地 区常年存在

较 强 的潮 流
,

波 浪
、

沿岸 流 及风 暴 潮 的活 动 也 十分 强烈 (董 礼 先等
,

19 8 9 ;
玫

e et al,

19 8 8 )
,

在它们的作用下
,

海底沉积物逐渐被分选
,

细粒组分不断悬浮
、

搬运
,

即海底表层的

沉积物不断被侵蚀
,

将全新世海侵前的地层不断改造
、

重新组合
,

形成了以砂为主的粗粒

沉积
,

反映出高能侵蚀区的特征
。

这些粗粒砂质沉积曾被称为
“

残留沉积
” 。

侵蚀区表层沉

积物中含有第三纪抱粉化石 (刘敏厚等
,

19 87
; 万延森

,

19 8 9)
、

晚更新世末期的贝壳
、

鹿角

等化石和丰富的海绿石 (朱而勤
,

198 2 ;
郑光膺

,

19 8 9 )
,

在苏北浅滩附近还含有大量第三纪

砂岩砾石
,

它们的风化产物有可能成为苏北浅滩一带重要的物质源地 (赵松龄
,

19 9 6)
。

本

文以物质组成为依据
,

分析侵蚀区表层沉积物的侵蚀
、

搬运
、

再沉积过程
,

进一步探讨南黄

海的沉积格局及其沉积动力特征
。

1 研究方法

对在南黄海海域采集的 260 个表层沉积物样 品和一定数量的浅孔沉积物样品进行了

粒度分析
、

矿物鉴定和
’4
C 测年

。

矿物分析除用光学显微镜鉴定种类外
,

还采用 电子探针

及扫描技术进一步对其表面特征做了分析
。

生物分析包括微体生物和抱粉组合分析
,

并

做了半定量的统计测量
。

粒度分析采用沉析法和筛析法
,

使用微机处理程序提供分析结

果
。

对沉积物和生物贝壳进行
’4
C 测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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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

1 侵蚀区表层沉积物的粒度组成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粒度组成的分

布规律表 明
,

由中部的浅海粉砂质粘 土

相 沉积 分布 区 向外 粒度 逐渐 变 粗 (图

1)
,

分布着粘 土粉砂
、

粉砂
、

细砂等不同

类型的沉积物
,

显然它们是沉积动力不

断增强的产物
。

中心地 区
,

即南黄海 冷

水 团中心附 近
,

是 沉 积动 力最 弱的 地

区
,

而外 围细砂含量最 高的区 域
,

乃 是

高能侵蚀 区
。

根据 M
,

分潮模拟计算沉积动力的

站位

图 !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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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

上述沉积动力的最强地区
,

是细粒物质的侵蚀区 (董礼先等
,

198 9)
,

海底沉积物

在强流
、

风暴潮
、

波浪 以及陆架锋 的综合作用下
,

细粒组分
,

如粘土和细粉砂等被悬浮
,

并

不断被搬运到其他地区
,

因此
,

形成了以砂质为主的粗粒沉积
,

反映了底质沉积物的分布

规律 与沉积动力的一致性
,

同时沉积物的表面特征也显示了当地为高能动力环境 (刘敏后

等
,

19 8 7 ;
Le

e 。t a l
,

1 9 8 8 )
。

2. 2 悬浮体含量特征

据实测资料
,

南黄海海水 中悬浮体的总含量远远超过河流人海物质的总量 (秦蕴珊

等
,

19 89)
。

因此可以认为
,

南黄海的悬浮物质主要来 自海底沉积物本身
。

另外卫星遥感资

1 26
.

E

〔乡
济洲岛

图2

日9 2 Th
e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的砂含量 (% )(英文字母为测站编号 )

san d e o n te n t (%) o f th e s u ri Uee se d im en ts In th e so u th e m Y ello w Se a



5 44 海 洋 与 湖 沼 29卷

料也表明
,

南黄海的侵蚀 区海水悬浮体含量高于周围地区
,

尤其在底层海水中更高
,

如苏

北浅滩海域通常 100 一 50 0 m g / L
,

其 中非可燃组分高达 70 %一90 %
,

进一步证明这些悬浮

物质 主要 是来 自当地 沉积 物 的再 悬 浮
,

而 不是 来 自河 流
,

也不是 海水 中的有机 生物

(M il一im an
。t a z

,

一9 5 6 ; 玫
e e t a l

,

19 8 8 )
。

在苏北浅滩海域
,

悬浮体含量高的海水随沿岸

流向东
、

向南扩展
,

这些富含悬浮体的沿岸流加强了对海底的侵蚀作用
。

可见
,

上述海域

是南黄海最活跃 的侵蚀 区之一
,

同时
,

作为强大的物质来源区
,

它对南黄海及东海北部的

沉积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

2. 3 高能侵蚀区的地层时代

高能侵蚀区沉积物 中含有大量第三纪抱粉化石 (刘敏厚
,

198 7 ; 万延森
,

19 8 9)
,

以及晚

更新世末期的贝壳
、

鹿角化石
,

如测站 H (图 2)
,

表层沉积物中贝壳的
’4
C 年龄为 33 4 8 0 士

1 3 2Oa( 业渝光
,

1 9 89 )
。

此外在测站 A
,

D
,

G 等的表层沉积物中也获得 1一3 万 a 的贝壳碎

片
,

测站 D 表层沉积物中鹿角化石的
‘

℃ 年龄为 28 640 土 4 80a
,

显然
,

高能侵蚀区形成的这

些沉积物全新世以前就已存在
。

全新世海侵 以来
,

经历了长期的侵蚀与改造
,

形成了现在

海底沉积物的分布格局 (图 3)
,

表现出与现代沉积环境的一致性
。

在南黄海地区
,

这种改

造还表现在地层时代上出现混乱现象
,

即在近万年以来的地层 中
,

常发现上下颠倒的情况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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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黄海沉积物的
’

t 年龄 (a B
.

P
.

)

T ab一
’4e ag e s (a B卫) o f th e se di m e n ts , n the so u th em Y ello w se a

测站 样品号

2-AA

S l

B l

CD

AA5BC

H 8 0一 2

11D 8 6 00 4

Il

J l

层位 (c m )

4 0一50

19 0一20 0

2 60 一2 70

34 5一36 0

1 2 7一 13 9

表层

表层

表层

16 0一 19 0

2 2 0一2 3 6

15 0一 16 0

2 7 0一2 8 5

3 0一40

沉积物类型

粘土粉砂

粉砂质粘 土

砂粉砂粘 上

砂粉砂粘 土

粘土粉砂

鹿角

粉砂质砂

贝壳

粉砂质粘 土

粉 砂质粘 土

粉砂质粘土

砂粉砂粘 土

泥质粉砂

4 8 10 士 3 40

4 7 10 士 16 5

12 9 8 0土 7 0 0

13 0 2 5士 9 15

18 2 8 0士 9 7 0

2 6 4 0 0土 4 8 0

15 8 0 0 士 4 3 0

3 3 4 8 0士 13 2 0

> 3 0 0 0 0

15 4 4 0土 2 9 0

1 3 3 0士 10 0

> 3 5 0 0 0

KlK2

H 8 0 一 17 2 3 2 5 0士 9 5 0

o口Hz)KKJ1侧

l) 刘敏厚 19 87 ; 2 )业渝光 19 8 9

2. 4 海相沟鞭藻的含量特征

沟鞭藻是反映海相沉积物的重要指相 生物
,

其中刺 甲藻 (sl’n 诉
r
l’te

、 sP
.

)和多刺藻

(Mu lli胡in ul a 印
.

)是 黄
、

东海 普遍 存 在 的海 洋 浮游 藻 类
,

成 为海 水悬 浮体 的 一部 分

(Em
e ry et al

,

198 4)
。

南黄海中部的低能沉积区及过度地 区的浅海粉砂质粘土及粘土质

粉砂等沉积物中普遍存在这些藻类 (王开发等
,

198 7 ; 申顺喜等
,

19 9 6 )
,

并随着海侵范围的

扩大含量相应增加
。

然而在南黄海的高能侵蚀 区的砂质沉积物中
,

则不含沟鞭藻
,

表明这

些地 区是海底侵蚀地 区
。

由侵蚀区向外
,

沟鞭藻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
。

说明沉积动力逐渐

减弱的现象
。

如测站 A 不含任何海相沟鞭藻类
,

充分表明该区处于高能动力的侵蚀环境
,

因此沟鞭藻不能沉积或埋藏 ;
再如测站 S

,

B
,

F等地仅表层含少量沟鞭藻
,

表层以下则不

含
,

反映了侵蚀区边缘的环境变化特征
。

3 结语
3

.

1 南黄海陆架砂质沉积物分布区代表高能沉积环境
,

其中原有的细粒物质 (粘土
、

细粉

砂等 )逐渐被悬浮
、

搬运
,

不断减少
,

因此
,

这一地区主要表现为高能环境下的侵蚀作用
。

3. 2 高能侵蚀 区沉积物 中含有大量第三纪抱粉
、

海绿石
,

与附近的第三纪砂岩及其砾石

一致
,

显然它们是第三纪砂岩的风化产物
。

3. 3 高能侵蚀 区沉积物 中含有晚更新世末期的贝壳碎 片
、

鹿角化石等
,

表明它们在全新

世海侵以前就已存在
,

全新世海侵后进一步将其改造至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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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rm
e d be fo re the H o loc e n e tre n sg re ss io n

.

Th
e re fo re

,

th e sa n d y s e dim e n t 15 a n im po 川a n t Pa rt o f the

stra ta ,

K e y

w ith s ig ni fi e a n e e in th e s tu d y o n s e di m e n t dy n

am ie s in th e s o u th e rn Y e llo w Se a shelf.

W o t d S E r o ti o n o n S e a be d S a n d y se d im e n t Se di m e n t dyn am ie s So u th e m

Y e llo w S e a

Su b je e t e la ss ifl c a tio n n u m b e r P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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