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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棚海的地形及沉积类型的初步研究
’

秦 蕴 珊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陆棚区的地厦研究对握济建没和 国防均有重要意义
,

同时
,

通过这些研究又可为豁多

重大的地厦理输裸愚的解决提供珍青 的查料
。

不少外国学者曾为各种 目的对我国邻海的

海底地质做过相当多的铡查研究
。

F
.

P
.

Sh eP ar d (19 32
,

1夕4 5) 曾福糟了中国各海陆棚区悔底沉积物的分布略图
,

随后

又刊印了台湾海峡的底盾图
。

河田学夫(1 93 2 )稠查研究了渤黄海的沉积
。

M
.

B
.

K朋Ho Ba

(19 5 3 ) 主福的以及由 n
.

几
.

B e3 Py KO
B

(196 1) 主蝙的世界海洋沉积物分布图上对中国

陆棚海之沉积均以粗粒沉积和陆源碎屑物来表示
,

比较筒略
。

苏联稠查船
《
勇士

》
号在

东海之陆棚外椽进行了翎查 (fl
.

几
.

B e 3 py K O B ,

1 9 , s)
。

M
.

B
.

K : eH o o a (19 , s) 又根

据海图查料辐擒了中国各海的底质图
。
最近

,
H

.

N ii no 和 K
.

0
.

E m ery (1 9 6 0 ) 对中国

各海区的地形
,

沉积等做了祥袖的渝述
,

同时
,

w
.

P o lsk i (1 9 , 9 ) 和 H
.

0
.

w
a lle r

(1 9 6 0 )

也进行了有孔 虫的分析研究
。

焉廷英 (19 3 0) 根据造礁珊瑚的研究尉希了中国陆棚海的古地理变迁历史
。

秦蕊姗等

(19 5 8 , 19 6 1 )福制了黄渤海区的底厦图
,

同时对浙江外海一带的沉积物进行了室内分析工

作
。

范时清和秦藕姗 (1 9 5 9 )又对黄东海的陆棚沉积做了稠查
。

随后
,

我国各有关单位对

我国浅悔进行了海洋锢查工作
。

“陆棚
”

或
“
大陆浅滩

, ,

(
e o n tine n ta l s he lf ; K o

盯
。H e批 a 几b H ‘认 m e几b中)从其性置和范围

来税 ; 它是指围揍着大陆的浅海地区
。

但是对它的确切涵义有着不同的理解
,

如有人将

陆棚用来表示各种类型海岸之外部的浪触和浪积的合成阶地 ; 也有人敲为陆棚是 1 50 米

等深核以内的海底平坦地带等等
。

为了就一起兄
,

国际海底名刹术斋委具会曾拾陆棚的定义为
: “
陆棚是围揍着大陆向

浅水延伸的浅海地带
,

其延伸之深度是到海底坡度向更深之海底有 剧 烈 增 加之地段
, ,

(F
.

P
.

Sh eP ar d
,

1 9 , 9 )
,

这个定义虽然比较正确地指明了陆棚的性厦和范围
,

但仍有不确

切之处
。

然而
,

将陆棚区理解为被海水所淹没了之大陆的浅水地区Rl] 是确定无疑的
。

濒临着我国大陆之各海区
,

甜如渤海
、

黄海
、

东海和南海等海域的陆棚是典型的陆棚

区之一
。

根据这四个海之陆棚区的种种特征
,

我仍将陆棚这一术藉用来指 : 围镜着向海中

延伸之大陆的
,

其水深为 。一14 0 米范围以内之平坦的浅海地区
。

在 14 0 米等深拔之外
,

地形突然变陡
,

这陡坡自p进入到所销的大陆斜坡区(或过渡区 )
。

本文就是要根据近几年来实地稠查查料和参照有关海图及前人的研究成果
,

拟对中

国海陆棚区的一些地厦特征作初步的探尉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刹查研究报告第 2 0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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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陆棚海底地形翰廓及其特征
、

就海底的一极地貌单元而渝
,

在我国的渤
、

黄
、

东
、

南海等四个海区中不仅有陆棚区
,

而且也有大陆斜坡和大洋盆地区
。

本文只衬渝其中陆棚区的种种地厦特征
。

陆棚地形的特征和变化可用深度
、

坡度和竟度来表明
。

因为这三个参数的变化便可

决定着 陆棚的形态
、

性质和范围
。

我俩根据百万分之一的海图而蝙制之等深图上求得各

海区之地形的一些基本参数数值列于表 1 。

表 1 (T
a 6

.

1 *

)

基基 本 参 数数 渤 梅梅 黄 梅梅 东 梅梅 南 海海

北北北北 黄 梅梅 南 黄 海海海海

陆陆棚面积(平方公里))) 9 0
,

0 0000 82
,

0 0 000 3 3 0
,

0 0 000 呼4 4
,

0 0 000 3 2 5
,

0 0000

平平均深度(来))) 1 8
.

333
·

3 888 4 666 7 222 5 555

平平 均 坡 度度 0
0
0 0

产

2 8 ,,, 0
0
0 1 矛

2 1 ,,, 0
0
0 1

,

1 7
, ,,

0
0
0 3

, 斗0
‘‘

陆陆棚最大冤度(涅)林林林林 3 1333 15 444

注 : L 各梅区的范围为 :渤梅与黄海的界袋是取旅顺至山东省蓬莱之简的联筱
。

长江口北岸至济州岛四北端

的联撇划分为黄
、

东梅
,

而成山头至朝解长山串的联袋叉将黄梅划分为南北二部
。

东海和南梅的界胶

是取固江口里台湾四南角的联袋
。

2
.

渤海和黄梅是为半封阴的陆棚
,

其冤度已俞算在中国陆棚的最大宽度之内
。

出

n 几。坦 a八b , ep e月E H e r 刀y6 R H a “ e K刀。日
.

K o “T “ H e H r a 月 b 月o r o 坦e 月 b中a n e r o M a K e H M a 月 b H a 只 山只p “ 日a B

M o Pe K u T a “
.

* * 1 理等于 1
.

85 公里
,

一般习慢用涅来表示陆棚冤度
,

故此处亦沿用之
。

深度差异及坡角变化
:中国陆棚随大陆向东和东南微微倾斜

,

深度差异的变化幅度不

甚显著
。

只是在海峡处(如渤海海峡
、

台湾海峡和琼州海峡)
,

才有较大的幅度变化 (晃图

1 一a ,

1 一 b)
。

海底的平坦程度主要表现在坡角的变化上
,

这已在表 1 中列出了坡角变化的

具体数据
。

总的靓来
,

南海的地形较陡
。

黄海旧黄河三角洲上至 40 米等深拔尚的坡角也

只有 0 0

00
,

15
,, ,

其它海区亦均较平援
,

尤其在半封阴型的海盆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晃图

1 一。)
。

我们靓它平坦
,

艳不意味着在某些局部海区里也没有高低的起伏
。

事实上
,

从图

1 一a

和 1一 b 上可清楚地看出
:
在不少的地区里都分布着众多的海底丘陵和凹地

,

特别是在

南黄海和东海表现的尤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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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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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 莱州湾一辽东湾水下地形剖面图

P “e
.

1 一e
.

n p o 巾
月几 b n o 八B o 八n o ro p e 月b e

中
a o T 3 a 刀月 B a jl 只。及y n 八0 3 a 几 n B a 月a 益q 水y日

陆棚宽度
:
握舒算得知

,

中国陆棚的最大宽度为 夕35 涅 ; 而开朋陆棚区之最大竟度位

于东海长江 口到琉球拿岛一拔
,

最窄处lllJ 位于南海的珠江口 到陆棚斡折梭处(未考虑岛屿

邻区的陆棚宽度 )
。

根据陆棚的形态及其竟度变化可将我国海的陆棚分成三类
:

(l) 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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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型的陆棚
,

褚如北部湾
、

渤海和黄海 ; (2 )竟阴的陆棚
,

如东海 ; (3 )狭窄的陆棚
,

如南海
。

东海和南海所代表的两个不同类型的陆棚
,

使这里海底地形的基本参数亦有显著的不同6

关于它们横断面的变化特征如 图 2 所示(兑图 2一 a ,

2 一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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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a

东梅陆棚地形剖面图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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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 p o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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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七 南梅陆棚地形剖面图

P o e
.

2 一b
.

n p o 巾
月 : b p e 刀b e巾a K o 。干

, : e o T a 刀b o o ro

山e 刀 b巾a q e Pe 3 IO 水 H o e M o Pe K H T a 只

中国陆棚是世界上最竟的陆棚区之一
。

现将我国陆棚宽度的变化与世界几个主要陆

棚 区的竟度比较列于表 2 。

表 2 (T a 6
.

2 *
)

梅梅 区区 陆棚冤度 (‘ {{{
梅 区区 陆棚冤度(涅)))

中中国东梅(包括黄渤梅))) ” ,

1⋯⋯⋯
美洲西耳匕音。: 下加 , 。、尼亚亚 5QQQ

⋯⋯⋯⋯⋯⋯⋯⋯⋯⋯⋯⋯⋯⋯⋯⋯⋯⋯⋯⋯⋯⋯ !日金山外外 l 000美美洲东南部 : 亚禹逊河外外 , “。

}⋯⋯⋯⋯⋯⋯⋯⋯⋯⋯⋯⋯⋯⋯⋯⋯⋯⋯⋯⋯⋯⋯⋯⋯⋯⋯
⋯⋯⋯⋯⋯⋯⋯⋯⋯⋯⋯⋯⋯⋯⋯⋯⋯⋯⋯⋯⋯⋯
一
澳 大 , 。亚 : 拉佛拉“和卡

‘‘

7 5 000

东东 亚 : 链翅湾湾 12 000
} 齐塔, lJ湾湾 1 0 000

日日本之西部部 6000
⋯ 南岸岸 佗0 000

翘翘罗湾湾 8 0 000
⋯ 西北角角角

南南 亚 : 瑞达万湾湾 ‘6。

{⋯⋯⋯⋯⋯⋯⋯⋯⋯⋯⋯⋯⋯⋯⋯⋯⋯⋯⋯⋯⋯⋯⋯⋯⋯⋯印印度西岸岸 3。一 l, u

{}}} 美洲东北部
: 扭芬兰外外 2 4 000

}}}}}}}}}}}}}}}}}}}}}}}}}}}}}}}}}}}}}}}}}}}
、 * 余 部 :

·

余非* 岸岸 1 000

非非 洲 西 部 : 好望角之西北北 ‘”o

}{{{
} 好望角林林 1 5 000

欧欧 洲 西 部 : 法国外外 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劳劳爱尔梅外外 1 0 000 北 极 : 巴伦支海
‘‘

7 5 000

挪挪威陆棚棚 1 0 000 白令海东部部 3 000

* Co n o e T a B 刀e H n e 坦”p朋H K o o T H H e n T a 月 b a o ro m e 月 b巾
a B M o p e K只 T a 只 e 皿py r 月M月 M o p习M n B o B ee M

M n Pe
·

粽上所述和根据实际针算可将中国陆棚的性盾特征总拮如下
:

(l) 陆棚的最大竟度为 7 3 多理
。

(2 ) 陆棚外椽的最大深度为 14 0 米
,

此梭郎为陆棚蒋折拔
,

由此向深处郎进入大 陆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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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区
。

(3 ) 陆棚的平均深度为 45 米
。

(4 ) 陆棚的平均坡角豹为 0 0

02
’。

总观文中所附之图表及上述各基本参数的变化
,

便可将我国浅海地形的主要特征归

钠为以下各点
:

l) 坡度平援
,

在渤
、

黄
、

东甜海一般不超过 0 “ 02
‘ ,

而南海的海底地形略陡
。

我 国浅海

在临近地壳较活动的地区
,

其陆棚竟度就较狭窄
,

且倾角较大
,

如南海
。

相反
,

在稳定地区

或处于相对下沉之地区
,

陆棚竟度 Bl] 较竟阴
,

倾角亦小
,

如渤
、

黄
、

东海等属之
。

2 ) 在渤黄东海内
,

大部分沿岸区的地形较陡
,

并有着随离岸距离的加大而地形之坡

度亦逐渐变援的趋势 ;也就是靓陆棚内椽的坡度大于其外椽的坡度
。

3 ) 在基岩和砂厦悔岸以及上升地区外之海底地形较陡
,

如圃浙及山东半岛外部 ; 而

在泥质海岸以及相对下降之海岸外的地形Hlj 较平援
,

如苏北及渤海湾一带
。

4 ) 我国浅海地形的重要特征RlJ 是地形的批承性
,

如在海底常可兑到沉溺河谷
,

水下

阶地及水下三角洲等
。

我们款为
:
在我国广大陆棚地区里

,

控制海底地形发育及其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取决于

水动力条件的现代沉积一一堆积作用和沿岸带新构造运动的张度与幅度
。

有关我国浅海

地形之成因
,

地貌类型的划分甜简履
,

将在另文中尉渝
。

二
、

中国陆棚沉积的分布及其成因探甜

我们暂采用以中位数(Ma) 为基础的分类法 (n
.

几 B e3 Py
K
oB 等

, 196 0)
,

用已有查

料杭箱了中国陆棚海的海底沉积物分布图 (兑图 3 )
* 。

现将沉积物的分布概况及其影响

因素筒述如下
:

渤海沉积呈明显的
,

但不甚规RlJ 的斑块状分布
。

渤海内之三个内海湾
,

郎辽东湾
、

渤

海湾和莱州湾都分布着粒度较袖的粉砂厦粘土软泥和粘土质软泥
。

而近渤海之中心 RlJ 出

现了糊粉砂
、

粗粉砂
、

相砂等粒度较粗的沉积物
。

渤海之西北部
,

从辽东湾到渤海湾的岸

边分布着砂质沉积带
,

辽东半岛南端的外围分布着砂厦沉积
。

海峡带的沉积物是北面粗

南面袖
。

在北面的粗粒沉积中
,

出现了砾石和破碎的具壳等
。

在长兴岛附近沉积类型的

变化亦较复杂
,

这里常出现各种粒度的砾石
。

渤海边椽部分之沉积物的颜色一般是黄褐

色
,

随着深度的增加4lJ 逐渐变为青灰色
,

甚而灰黑色
。

黄海北部沉积物分布的空简状态与渤海相似
,

在其东部分布着广背的袖砂和粗粉砂
,

向西变栩并为粘土质软泥所代替
。

黄海南部沉积物呈规BlJ 的带状分布
。

在近岸带及河口

处分布着糊粒的粉砂厦粘土软泥和粘土质软泥
,

然后就恢离岸距离的加大
,

沉积物的粒度

呈规BlJ 的变袖
,

从扣砂
、

粗粉砂
、

袖粉砂逐撕过渡到粘土厦软泥
,

成南北向的平行于海岸的

条带状
。

其中以粘土盾软泥分布得最广
。

在黄海北部和渤海海峡一带沉积物颜色的色序

一般较深
,

多青灰色
、

灰黑色
,

黄海南部沉积物颜色的变化与沉积类型简有直接联系
。

一

般的就
,

相粒沉积多为灰黑色和揭棕色
,

而粗粒沉积nlJ 多为黄褐色
,

偶见灰黑色
。

,
韶制本图所需黄料的来源均取自于文内参考文献中所列之第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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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等
。



已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5 .........................

‘‘‘

一

⋯⋯
. ,

入
,

⋯⋯
义筹

洲
///

州
。,

奋奋奋
///////////////

///////////////

债债债债债势势
爵爵

.

, 勺勺

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
、

___
每 口尸尸

璐璐璐璐璐夕下云乡全、
,

崔三三兰茎舟二抢抢抢抢
卜卜卜卜卜叮了一 - . 二一 2

一
丁 lllllll

气气气气气 足二石
_

, 一 l ‘- 一 一- -
‘~ 一

一
,,

阻
、

姗姗姗姗,,,,, 了弓怒 “
.

, 、 r 一~

-
叫

-
口

-
‘‘‘‘‘

‘‘‘‘‘硬鱿饱灵 , : 厂、二甲二 . 护 - 一
,

-

-
- ~ ~ ~‘月月尸、 rrrrrrr

少少少少少二之毛
、

、

一
~

一

一
一 ,,卜

、 、、、、

口口口口口 】户一 尸 、月一 日日 r ~ ,,,,

户户户飞飞

簿簿簿簿

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

飞飞飞飞 产 、、 沈言吧 , 了
矛

·

亡一2 、 ‘

一
一一

.

-
目

洲洲‘动
‘

冤冤
一一一一一 二一二一 岁 刃二

_

了 ‘- - - - ~ 一一- - - ~ 叫叫区 . . . 声声

_________ _ _ 厂 七 _ J
,

一
一一- - - - 叫叫匕 健 乙乙

法法法法法)
一

旋珠舞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墓班班班班班班聋户睡头冬= = 厂 汉汉

琴琴琴琴琴琴
三引力尸) 斗洲盯

‘

:: :::::::

壑壑壑壑壑壑壑
~~~ 、、 / /// 一 它义义

寨寨厦厦
,,,,

\户户户户

、、、、
·

噢噢噢噢
、、、、 ( 、\\ 迈井井井井

心心心藻藻麟麟、、一
、

泛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奈奈奈充添才省肠二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能渗灸i涵洲叹乒梦梦梦梦

O OOO

拿拿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 、、、、
. 沪

⋯.......... . . - ...

.......

:
.

:
·

:
.

:
·

:::
’’

碌落悬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乍乍宾= 奋二落二飞二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

准准泞泞
P “e

。

3
-

1
。

5
。

图 3 中国梅陆棚沉积类型分布图

C x

哪
a p a e n p o e T p a H e H ”只 双o H 月曰 x o e a双K的 K o H T n n e 月 T a 月b H o r o 坦e 月 b中a B K日 T a君e K o M 啪 p e

K o P巳H a H e “o Po 八H ” ra 月 b K H ; 2
.

ra 刀b K “ ; 3
.

KPy仃H 曰e n e c K ” ; 4
.

讹几K n e 口e e K “ :

a 几e巾p n T H : 6二 a 刀e巾p u T o B o 一月刀月e r 曰e 皿月曰 ; 7
.

r刀习 H 且e T N e n 几曰 : 8
.

p a K o B” H曰 从e 刀H e :

9
.

p a K o B H H H Pa 3 6 n T H e ; 10
.

r Pa a H 从以 T n 〔a o e a及切B
.



78 海 洋 与 湖 沼 5 卷

东海区之沉积物的分布和黄渤海有所不同
。

在篷塘江和长江的交汇处沉积物比较复

杂
,

变化甚大(觅图 3 )
,

而其分选度亦差
。

在舟 山以南浙江沿海的沉积物成为和海岸相平

行的带状分布
,

近岸岛屿简为粉砂盾粘土软泥
,

向外nlJ 为粘土盾软泥
,

再向外沉积物郎发

生了变化
,

为粒度较粗的粉砂和糊砂
。

在沿着圃
、

浙等省的沿岸带分布着翩的沉积物(软

泥)
,

向外粒度变粗
,

沉积物为砂
。

同时
,

上述之软泥带可通过台湾海峡一值延伸到南海 ;

而东海外椽舍有爵多具壳的砂质沉积物也通过台湾海峡一直和南海的砂质带速 在一 起
。

总的砚来
,

在东海陆棚外椽的砂质沉积物分布的最为广阴
,

其中亦常见有磨圆度较好的砾

石
。

沉积类型及其颜色简的相依关系在东海表现的最为明显
,

相砂沉积的色序较深
,

多为

灰褐色和灰黑色
,

而软泥类型的沉积BlJ 多为灰黄色和浅灰色
。

这二类颜色的分界拔郎是

砂和软泥的分界钱
。

南海沉积物的分布与东悔极为相似
。

在广东沿海一带沉积物的空简分布状态均 呈

N E一w s 向并与岸搔平行
。

汕头附近海区的粉砂厦粘土软泥分布的较窄
,

向外郎为砂质

沉积
,

而且是南海区中砂厦沉积分布最广大的地带
。

珠江口 外有较大面积的粉砂质粘土

软泥
。

琼州海峡海区沉积了平行于海峡的呈带状的中砂和粗砂
。

海南岛西部沉积物比翰

复杂
,

分选很差
。

北部湾内除了在其中部出现了砂质沉积带外
,

其它状况与渤海酷似
。

南

海区沉积物分布的总的特点是
:
在陆棚内椽分布着带状的相粒沉积

,

向外剧为粗粒的砂厦

沉积
。

同时
,

袖粒沉积物的颜色一般为黄揭色
,

随着深度的增加和粒度的变粗
,

色序逐渐
加深

,

多为灰黑色和青灰色
,

而砂厦沉积的颜色又常兑到椽灰色和灰白色的色序
。

在砂厦

带之外则为大陆斜坡上的粉砂盾粘土软泥沉积了
。

粽上所述
,

可将中国陆棚沉积的分布概况归拮为
:

1
.

渤海
、

北黄海及北部湾之沉积类型呈不挽ll[J 的斑块状分布 ;沉积物粒度的相互交替

现象有时可截然出现
。

2
.

南黄海沉积类型呈规RlJ 的带状分布 ;沉积物的粒度分异规律是
: 随着深度的增加和

离岸距离的加大
,

祖成沉积物的颗粒盾点RlJ 逐渐变小
。

3
.

在东海
,

除浙江近海外的广阴地区均为袖砂所复盖外
,

其沉积物类型的空简分布形

态实际上是南黄海和南海的延疲
。

4
.

南海 (不包括海南 岛周围 )沉积物呈规Bl] 的带状分布
,

但其粒度的分异情况则呈两

头袖
、

中简粗的现象 (外部的袖粒沉积带为大陆斜坡上的沉积)
。

5
.

沿着固浙之海岸外有一袖的软泥带通过台湾海峡将浙江沿海外围之韧粒软泥带与

南海沿海之软泥带联接起来
,

而其外椽的粗粒栩砂带亦有类似情况
。

从上面的种种筒述中已可看出
:
在我 国的陆棚 内部分布着以软泥为主的翎粒沉积

,

而

在陆棚的外部BlJ 分布着粒度较粗的并混有砾石的袖砂
。

最近 Ni ino 和 E m er y (1 9 6 1 ) 曾将中国浅海之陆棚沉积划分为六种成因类型
。

但从

沉积物的大面积分布及研究碎屑物厦的分异过程和顺序出发并根据古地理变迁情况
,

我

们将中国海的陆棚沉积划分为二个不同时期的二种成因类型
:
其一主要为河流所搬运入

梅之现代抽粒碎屑物质
,

郎上述之分布在陆棚 内部的韧粒沉积 ;其二是为海水所淹没之早

期的滨海沉积
,

郎上述之分布在陆棚外部的袖砂沉积
,

它可能是在更新世
,

郎在冰期时当

海平面很低的情况下于滨海地带形成之沉积而残留在海底的
。

如按它们现在分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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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

可将前一类称为内陆棚沉积
,

后一类称之为外陆棚沉积
。

它们的分布情况如 图 斗所

示(觅图的
。

既然这二类沉积是在不 同时期里沉积下来之层位各不相同的沉积类型
,

那么

琦琦琦琦
〕

ooo

乒乒乒乒
初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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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它们的物质祖成
、

次生变化
、

分布地区以及其它沉积学特点上必都有显著的差异
。

这二类沉积
,

不仅在粒度分配上有如上所远之如此明显的差异
,

而且它们的物厦祖

成亦大不相同
。

首先
,

外陆棚沉积中含有相当多的有孔虫介壳 夕每克干样中其数量可达

1
,

00 0一10
,

00 0 个(觅图 匀
。

同时其中所合有之有孔虫不仅有现代的而且还发现有豁多更

新世的 (w
.

Pols ki
,

1 9 5 9 )
,

且多遭磷化 ; 有的已蒋变成为 自生的海椽石
,

足以征明它们在

海底遭受了较长时期的复杂的变化
。

但在内陆棚沉积中有孔虫数量则显著减少
。

与有孔

虫 的合量有关
,

外陆棚沉积中 ca c o 。

的含量普遍很高
,

一般都大于 20 % (兑图 6 一a ,

7 一b)
,

:::

⋯;

矿矿矿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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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C尤0 3

的高合量区与有孔虫等生物介壳之高合量区完至吻 合
。

这表 明 了 此处 之

Ca c 0 3

是道接由有机成因而构成的
。

相反
,

在内陆棚沉积中 ca c 0 3 的舍量降低
,

’

而其主

要来源当推河流翰入物(秦蕴姗
,

廖先贵
, 19 6 2 )

。

砂盾沉积带的分选良好
,

但根据机械分

析拮果所糟制之频率曲搔之所以出现双攀
,

显然也与有孔虫的混入有关
。

有机厦的合量恰与 Ca CO 3
的分布情况相反(兑图 6 一b

,

夕一:

)
。

外陆棚沉积物中有机盾

的合量很低
,

, 般都小于 0. 50 %
,

而内陆棚沉积中有机质含量却有所增高
。

在矿物粗成上最重要的特征便是海椽石的变化 ; Ni ino 和 E m er y (1 9 6 1) 已划分出海

椽石的分布点
。

据我佣的枕舒
,

在南海外陆棚沉积物中含有海椽石的量可占其重矿物合

量的 20 一 2 5 % 以上
。

而在袖粒的现代碎屑沉积物中RlJ 很少合有海椽石
。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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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碎屑物质在海中搬运和分布的主要因素当推海水的水动力条件
,

它们之简的关

系不拟祥远
。

但需指出
:
在中国大陆之沿岸带广泛发育的种种沿岸流以及通过陆棚外椽

之张大的黑潮(
.

见图 s) 对陆棚沉积物的空简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沿岸流使现代河流

翰入之袖粒碎屑物厦沿着近海发生迁移和沉积
,

而黑潮不但妨碍着这些相粒物质的沉积
,

而且对陆棚外椽的海底造成了弦烈的冲刷作用
。

同时
,

我们还款为
:
海域形态及梅底地形

翰廓的差异也影响着沉积物的空简分布
。

不同类型的海域
,

其中沉积物的空简分布形态

亦有不同
。

中国各海的海域形态可大致分成三大类
:

(l) 半封阴的海湾
,

褚如渤海
、

北部

湾和胶州湾等
。

.

(2 )狭长状的海盆
,

如黄侮
。

(3 )开阴的海域
,

如东海
.

和南悔
,

而它们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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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某些差别
。

海域形状的不同
,

意味着二方面的意义
,

其一是陆源物质影响的大小
,

另

一BlJ 是海域的深度及物厦在其中搬运距离的不同
。

如半封阴型的渤海
,

其集水面积比别

的海区来得大
,

这也是使渤海沉积具有不规BlJ 的斑状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
。

毫不怀疑
,

我国近海的海底物厦艳大部分为陆源的
,

这些物厦是河流的搬运以及岛

屿
、

海底剥触等粽合作用的产物
。

其中当以河流输入物质为主
。

河流的影响使陆棚区的

机械沉积过程复杂化了
,

从而在某些地区里引起在砂厦沉积之上出现了翩粒软泥沉积的

nU

ha黄河

图 8 中国近梅水系分布略图

P H e
.

8
.

Co K p a比 e H H a 只 K a p T a Pa e n p o e TPa a e R n 只

B o 双R 曰 x p e水 n M o B B Me 月K o B o 双be K H T a 益e K o r o M o p 只

1
.

B o 八H , n PB o 6Pe T a幻坦日 e B 曰 e o K H e e o 刀e R o e T b “

T e M n e P a T y Pa ; 2
.

B o 八曰 , n p H o 6 p e T a幻坦“e 习“3 凡且e

c o JI e H o C T b H Te M n e Pa T yPa
·

“
异常

”
现象

。

同时必须指出
:
不同

类型的河流对海底沉积的影响作用

亦不尽同
,

如流握平原区的黄河
、

辽

河等
,

它们携带着大量的粒度很翎

的颗粒厦点
,

这些物厦入海后
,

影

响和控制它们沉积的基本因素刻是

介质的化学条件 (秦辘珊
,

廖先贵
,

19 6 2 )
。

而主要是流握山区的河流
,

由子其流速大并可携带 更粗 的物

盾
,

这些物质入海后的沉积与搬运

的规律则主要是受径流量及海水水

动力条件等因素的控制
。

外陆棚沉积的 成 因 要复 杂的

多
。

中国大陆有爵多源流长的大河

入海
,

豁多作者都指出
:这些大河每

年可携带着大量的袖粒物质供抬海

洋
。

这些相粒物厦入海后
,

郎主要

在海水的水动力条件的控制下发生

着迁移和沉积
。

然而
,

它们的量仍

不足以复盖着整个的陆棚区
。

因而

外陆棚沉积
,

自p砂厦沉积带仍值接

露出海底
。

这一方面是因为河流翰入之现代韧粒碎屑 物厦大部分在近海处沉积下来 ; 向

外海随着离物厦供抬地之距离的加大
,

相粒碎屑物盾的量也逐渐诚少
。

另一方面
,

通过外

陆棚区之孩大的黑潮也妨碍着这些栩粒物厦在陆棚外部沉积
,

这已在上面提到
。

从而便

形成了祖成内陆棚沉积的主要为袖粒物厦 ; 而外陆棚之粗粒的滨海沉积仍直接出露于海

底的状况
。

现代河流翰入物入海后沉积之模式
,

如图 9 所示
。

图 9 所附之浅粘的实测查

料也更加有力的征实了这一点
。

是不是可能 由于黑潮的冲刷作用而使现代河流输入之物厦中的粗粒部分于外陆棚区

沉积下来而形成了粗粒物盾的出现呢 ? 也就是靓
,

一

是不是可能外陆棚沉积与内陆棚沉积

本属同一时期的同一层位
,

而仅是由于水动力条件的影响才出现了它们之简的这种粒度

分配上的差异呢 ? 只要研究一下实际查料便会对这个简霆予以否定的回答
。

因为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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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入海之主要河流的输入物的重要特征BlJ 是含有大量的袖粒碎屑物厦
,

其中所含有之

袖砂粒极不足以复盖广大的外陆棚 区
,

就是靓物盾基础是不存在的
。

其二
,

自p使现代河流

翰入物中有一部分砂盾沉积物
,

那也很难想象它们会越过流速较小的沿岸流分布区反而

在流速较大的黑潮分布区内沉积下来 [东海南部黑潮的表面流速可达 89 厘米/秒(斯费德

鲁普
, 19 5 8 )〕

。

其三
,

碎屑物质的机械分异总是粗的先沉积
,

相的后沉积的
。 因此

,

若这二

类沉积属同一时期的同一来源
,

那么粗粒物厦反而在袖粒物厦之后
,

这也很难解释
。

其

四
,

这二类沉积类型简在物厦祖成上极不相同
,

征明非属同一时期的同一来源
。

其五
,

外

陆棚沉积中觅有更新世的有孔虫‘其六
,

外陆棚砂厦带的出现不仅在表层
,

而且在垂向上

也都是粗粒沉积
。

就现有查料看来 :在中国陆棚海底上确实存在着二种不同时期不同层位的沉积物
,

同

时
,

这二类沉积便构成了我国陆棚区沉积物分布的基本翰廓
。

至于外陆棚沉积的确切年

代及其它特征尚填做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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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几 点 韶 薇

1
.

海底沉积物的堆积和海底地形的发育是在改变海底地形的就一作用中两个不可分

割的祖成部分
。

如果仅单钝的稠查海底地形而不注意沉积堆积及其发育
,

就不可能固明

地形的发育史
。

相反
,

不同时研究海底地形也不可能了解沉积
一
堆积作用的发生及其历

史
。

特别是在陆棚区
,

沉积
一
堆积作用乃是影响

,

以至塑造海底形态的最积极的因素
。

这

一点
,

在我国陆棚海中表现的特别明显
,

象渤海
、

北部湾等之所以出现如此平坦的海底的

重要原 因
,

RlJ 是因为这些海区里发生着强烈的沉积物的堆积
。

相反
,

在孩烈冲刷的地段
,

则会出现凸凹不平的地形
。
因而

,

沉积
一
堆积和冲刷的孩度

,

便可成为划分海底地貌形态

的重要依据
。

但是地形对沉积的影响作用往往是通过水动力条件的改变来实现的
,

因为

地形的变化引起了水动力活动性的改变
。

2
.

根据粒度大小而蝙制的沉积物分布图是分析现代海底碎屑物质分异作 用 的基础
,

而沉积物的粒度成分与海底地貌
,

水文动态
,

离岸远近简的相互关系RlJ 是引起机械分异作

用的基本原因
。

因而探衬碎屑物厦粒度分配上 的差异
,

不但可在粒度与水动力条件和地

形简找到有益的联系
,

而且在我国陆棚海它还可作为探索物厦来源
,

沉积物生成时期的重

要依据
。

为此便常常需要蝙箱个别粒极分配图
。

尽管如此
,

沉积物的物厦祖成仍是最基

本和最重要的部分
,

是研究沉积
一
成岩作用的基本依据

。

3
.

第四耙以来海平面曾有过剧烈的变动
。

这些变动无不在悔底沉积和地形变化上留

下深刻 的烙印
,

因而外陆棚沉积的出现和大河古河道及海底平台的出现艳不是偶然的
,

由

此还可以殷想
:第四耙以来我国海之海平面的上升幅度是很大的

。

4
.

我国陆棚海的现代地厦作用异常复杂
,

而其所握历的愉桑变化更引起豁
二

多学者的

注意
,

今后则必镇对它的古地理变迁
、

形成历史
、

沉积物的物质粗成
、

地形成因以及敛
一

锰

精核的分布等一系列周题进行更祥相地深入研究
。

* * * *

木文是在张兆瑾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下完成的
。

全文又恕张文佑先生审阴井提出静多宝贵意晃
,

同

时业治挥先生除校囿了全文外
,

还值接抬作者以争方面的指导
,

才使本文得以完成
。

此外
,

郑铁民和杭

州大学教师张志忠二同志协助针算
、

制 图
,

作者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藏恳的榭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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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e PB班益 T n n H a3 bI B a eT Ca B Hy T
Pe H H“M m e几b中o B bI M o T刀。狱e日H eM

,
a B T o Po 益

T R n

-
B H em 朋M m e 几b 4 o B“M O T月o 月KeH H eM

.

BH yT Pe H H e e m e月b

加
BOe o T 月0 狱eHH e B O

CHo
B
Ho M CO C TO H T H 3 B e以e CT B T O H K H X 3 e Pe H

,

n PH朋e eHH N x eo BPe M eH H 从M H Pe K a Mn
.

B 日e坦H e e m e刀b中阳。 COC TO H T H 3

B e坦e cT B K PynH 从x 3 e PeH
,

T
·

e
·

n e CK o B ,
KoT OP从e o T刀0 月K月刀H c b B 刀e八朋K o B班x

.
3 n o x ax

,

R o r 及a ypo B e H b Mo Pa 6班几 saa
q n T e 几b

Ho 皿狱
e

.

P a 3HH 双a Me袱及y aH M H H e T
朋

b K o n P改
B 刀a e T

既 H a H x Pa c n PO C T PaHe 朋
H r PaHy 刀。

-

M e T PH H ,
H O H H习 n X Be坦e CT B e H H址 X CO C T a B aX

.

B Ba em H e M m 邸b寸x〕B o M o T 月。月KeH H“ e o 八e P水a eT ca 眼atI H T e月b H o e K o 月“互eCT B o Pa Ko-

B H HH 中o PaM H
皿中eP班 ,

Ha o6 PO T ,
a B

Hy
T Pe H H eM 坦e刀b

加so M OT 刀o班 eHH H H x e o 八e P水a皿e

M e肠m e
.

C B 只 3 a的 e s T n M
,

q铂 c o 八即狱aH H e n PO以e盯oB C aC O 3 B B H em He M m e 刀b
加

B o M

O T刀0 二《eH H H

B
Pe M e H H O

O T 刀O JK eH H H

s朋
q H T e刀bHo 面几b LO e

- B B n y吸玲H H e M m e 刀b中阳。M o” o水e皿
n

.

0 八Ho~
CO八e P袱a H H e n POUe H T O B

叱eM

OPr B e坦e eT B a B B H e 刃u H eM m e 月b
如

B o M

M 6 H b山6
,

tl eM
B B

Hy T Pe HHeM Ill e刀b
如

B
伽

o T 刀。狱eHH “
.

T o B a y TH r eH H or o r 月a yK OH HTa T o袱e H Me e T 3 H a q H T 6月b H 0 e Pa 3月H q “e

3 TH X 八B yX T H ll
·

C o 仄e P袱a皿e n Po 从eH
-

M 6 次八y O T 月O习KeH H 只M H

B 3 a K刀幻q e H月n e T aT b H n
pe 八B ap H T e刀旅。 涌e y袱八eH 从 K O H Tp o朋py 幻坦 H e 中aK T

op 曰
,

涌Pa 3y幻坦”e g T H TH ll 班 OC a皿K O B
.

* C h in Y u n 一h a n : T h e C o n tin e u ta l to p o g r a p hy a n d s e d im e n ts o f S o u th a n d E a s t C h in a S e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