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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海槽地壳结构的研究
’

李乃胜 姜丽丽 李常珍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根据 1 9 90 年以来对冲绳海槽地质地球物理调查的最新实测资料
,

包括多道和单道反

射地震
、

海底地震仪折射地震
、

重磁测量
、

水深测量
、

海底岩石拖网
,

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冲绳海

槽的调查研究成果
,

对冲绳海槽地壳结构进行了探讨
,

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

(l) 冲绳海槽是一

个典型的发育在大陆地壳边缘
、

由陆壳张裂而成
、

处于裂谷作用最高演化阶段
、

洋壳 即将产

生
、

海底扩张即将出现的弧后活动裂谷
。

(2) 根据火成岩发育
、

沉积层分布和地壳结构分析
,

冲

绳海槽尚缺少已经开始
“

扩张
”

的证据
,

还不能确定海槽中央已经发育了大洋地壳
。

冲绳海槽

目前仍属于拉薄的大陆地壳
。

(3) 冲绳海槽作为一个浅海槽状地貌单元
,

形成于距今 6 M a
。

作

为一个弧后裂谷
,

自距今 ZM a 以来开始强烈的张裂活动
。

海槽中央张裂地堑 (槽中槽)距今

Z Ma 以来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
。

中央张裂地堑内的火成岩年龄不大于 IMa
。

因此
,

冲绳海槽

是一个年青的
、

正在活动的弧后裂谷盆地
。

关键词 冲绳海槽 地壳结构 中央地堑 地质构造

学科分类号 P7 38

位于东海 中国东南边缘的冲绳海槽发育在东亚大陆地壳上
,

由陆壳张裂发展而成
。

在冲绳海槽和琉球海沟之间既发育了活动的火 山弧 (吐喀喇火 山弧 )
,

也发育了大 陆地壳

结构 的非火 山弧 (琉球弧主体)
。

如果把具有复杂的斜向张裂 的安达曼海除外
,

冲绳海槽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典型的发育在大陆边缘
、

由陆壳张裂而成
、

处于裂谷作用最高阶段
、

海底扩张即将出现的弧后活动盆地
。

冲绳海槽也是一个全球著名 的构造活动带
。

迄今为

止
,

许多 国家的学者对冲绳海槽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

得 出了许多有益 的结论
。

但是
,

随

着研究的深人
,

争议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

关于海槽 的地壳结构就是争论最多 的问题之一

(瓦m ura
,

19 8 5 ;
Le to uz ey e t a z

,

19 8 5 ; 木村政 昭
,

19 9 0 )
。

1 研究方法

利用 1 9 90 年 以来最新的实测海洋多道反射地震和单道反射地震剖面
、

海洋重力

和地磁测量资料
、

海底地 质取样分析结果 以及 国外学者
,

特别是 日本学者所做的海底

地震仪折射资料
、

多 道反射地 震资料
、

海底岩 石拖 网及其测试分析结果
,

并结合海底

热 流
、

海底 热水活 动和其 它地 质地球物理资料
,

对冲绳 海槽的地 壳结构进行 深人探

讨
。

*

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

21 19 50 2 5 7号
。

李乃胜
,

男
,

出生于 19 5 7年7月
,

研究员J h x :
0 0 8 6刁 5犯

一2 8 7 0 8 8 2

收稿 日期
:

19 9 6一 3一2 3
,

收修改稿 日期
:

19 9 7 一 12一O



海 洋 与 湖 沼 2 9卷

2 研究结果

广义的冲绳海槽
,

包括其东西两坡
,

称为
“

大海槽
” ,

指界于东海陆架东缘断裂与琉球

弧西缘断裂之间的海域
。

其南部宽约 100 一1 20 ki n
,

北部宽约 1 80 一2 40 k lll 。

狭义的冲绳海

槽指习惯上的海槽槽底
,

可称为
“

小海槽
” ,

界于西坡断裂与吐喀喇西缘断裂之 间
,

宽度一

般为 60 一90 km
。

海槽中心发育的张裂地堑构成了次一级槽状地貌
,

称为
“

槽中槽
” 。 “

槽中

槽
”

的宽度一般为 10 一20 km
。

因此
,

冲绳海槽有三个不 同宽度的
“

海槽
”

概念 (图 1)
,

构成

了三个不同量级的槽状地貌单元
。

卜一一
一
一一一

叫

~

琉球岛弧

大冲绳海槽

小冲绳海槽

槽中槽

图 1 横穿海槽南部的浅地层 (3. sk H之)剖面 [据 瓦m 姗 et al
,

19 91 ) ; 纵坐标
:

扩s 指双

程反射时间 / 单位
,

图 2
,

3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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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为沉积地层 (图 2
,

图 5 同) ; Y A 为八重山中央海丘
;

2
.

1 冲绳海槽的地壳结构

2. L I 海槽内的沉积地层 反射地震剖面揭示
,

冲绳海槽内在声学基底之上共发育了三

套沉积地层 (图 2
,

3 )
。

其总厚度南部约为 3 0 0 0 m
,

北部厚度更大
。

A 层 为海底表层的全新统松软沉积物
,

呈透明状反射
,

该层声波速度为 1
.

8一 1
.

g k n汀s ,

厚度约为几米至几十米
,

但在海槽中心的张裂地堑 内
,

厚度 明显增大
,

在海槽中部

的伊平屋地堑和南部的八重 山地堑 内最厚可达 3 0 m (幻

~
。t al

,

19 9 1)
,

并显示出浊流

沉积的特征
。

B 层 在冲绳海槽全区分布
,

从两坡向槽中心厚度增大
。

根据地震剖面解释
,

该层在

海槽南部的张裂地堑内最厚达 3 O00 m 以上
。

该套地层声波速度约为 1
.

9一2
.

Ik m / s
,

主要

为浊流沉积和礁灰岩沉积 (琉球灰岩 )
,

为一套大致属更新世的沉积层
,

一般称为琉球群
。

在海槽南部宫古海 山 1 O50 m 处的礁灰岩沉积中含有更新世的浮游有孔虫 (G ro bor 口ta lia
to sa en s

t’s)
。

在海槽北部的海山上采到 B 层砂泥沉积物中的浮游有孔虫
,

鉴定 为松山与布

容事件边界附近 (更新世中期) (木村政昭
,

19 9 0)
。

C 层 在冲绳海槽及周边 区域性分布
,

主要是浅海相泥岩
,

含有大量有孔虫 〔儿mu 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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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地层在琉球群岛称为岛民群
,

主要为上新世地层
,

其底部可能含有少量 中新

些末的沉积物
,

其顶部可能包括少量更新世初的沉积物
。

本套地层上下界 面皆为区域性

下整合面
,

在地震剖面上很容易追踪
。

该层厚度在琉球群岛为 1 0 00 一2 O00 m
,

其地震波

速为 2
.

2一3
.

sk n刀s
。

冲绳海槽东坡的吐喀喇一井和宫古一井都钻遇并穿透该套地层
。

该

层走 向平行琉球岛弧
,

层 面略向东倾
,

其厚度在海槽两坡大
,

向槽中心减薄
。

该层作为一

套区域性的沉积层覆盖 了下面不 同岩性不同时代 的老地层
。

在冲绳海槽区
,

该层之下即

是所谓 的
“

声波基底
” 。

生乐6.75

图3 横穿海槽南部的反射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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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槽内的玄武岩分布 在冲绳海槽地 区的地质调查中多次获得玄武岩样
,

年 PO卜 1 航次在海槽南部和中部采得新鲜的玄武岩 (Si bu e t et al
,

19 8 7) ; 198

,

如
:

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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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水上 保安厅水路 部 在 海槽 中部也 获得 玄武岩 样 品 (桂 忠彦等
,

19 8 6)
; 1 9 84 年 日本

D E L P‘ 1 9 8 4 航次在海槽中部获得气孔 状玄武 岩和 玻璃 质 玄武岩标本 (苟m ura
。t al

,

19 8 6) ; 19 8 8 年 日本 D E L P‘ 19 88 航次在海槽南部八重山地堑 内八重山中央海 山东侧的一

个小 山包上 (lr a b u K n o ll) 采得新鲜玄武岩 (瓦m ura et al
,

19 9 1 )
。

此外
,

日本地质调查所在

海槽中部采到枕状玄武岩标本 (S hi bata et al
,

1 9 8 4)
,

原 中国地质矿产部冲绳海槽调查 队

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都曾采到过玄武岩标本
。

但到 目前为止
,

根据国内外 的报道
,

玄

武岩样 品主要来自八重 山地堑
、

伊平屋地堑内
,

仅有一次报道来自硫黄地堑
。

因此
,

如果

有大面积海底 玄武岩层出露 的话
,

最大可能性在海槽南部的八重山地堑和中部的伊平屋

地堑 内
。

但在这两个地堑 内又采得不 同岩性的岩石
,

既有流纹岩
、

英安岩
、

安山岩
、

也有玄

武岩
,

而且 同一站位同一次拖网 内也获得不同岩性的岩石
。

因此
,

根据 目前资料
,

尚难以

确定有较大规模的玄武岩层发育
,

因为对这两个地堑内的拖网结果进行综合统计
,

拖得的

岩石样品还是以中
、

酸性岩石居多
。

根据 目前的调查程度分析
,

很大可能是海槽南部 的八

重山地堑内的八重 山中央海山和海槽中部伊平屋地堑 内的伊平屋海脊上发育了一定规模

的玄武岩层
。

但尚不能说该海山和海脊完全是一个玄武岩体
,

因为 19 84 年
, “

拓洋
”

号考察

船在八重 山中央海山顶部获得热水生物群海底照片的同时
,

也采得 安山岩样 品 (桂忠彦

退
8

自

翼翼罄群豢夔夔JJJ

宜履 ~ \\一一二》一一
---

、、 7
.

000

777. Zk m /s 、 冲绳海槽南部部
---

一
‘弃 , )))

等
,

198 6)
。

D E L P‘ 198 4 航次在伊平屋海脊周

围 (E卜 3 和 D
一~

7 站 )也 采 得 酸 性 浮 岩标 本

(凡m ura
。r a l

,

19 8 6 )
。

对玄武岩样 品的分析

结果也差异较大
。

D E L P- 1 9 8 4 航次采集的样

品鉴定为双峰态高铝系列 岛弧型拉斑玄武岩

(瓦m ura
。r a l

,

19 8 6 )
。

D E L P‘ 1 9 8 8 航次采集

的玄武岩样品鉴定为低碱系列岛弧型拉斑玄

武岩 (I
shi kaw

a e t a l
,

19 9 1 )
。

PO卜 l航次获得

的样品化学分析鉴定为岛弧型玄武岩 (Si b u e t

et al
,

19 8 7)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采得的

样品初步分析为大洋型拉斑玄武岩
。

2. L 3 冲绳海槽 的地壳厚度 冲绳海槽的

n‘.bo1111,曰

L瓜m

图 4 D E L P‘ 1 98 8航次 O B S 测量速度结构

[ (据 托ra ta
, e t a l

,

19 9 1 ) ; 坐标 D 为深度
,

L 为

距离〕

R g
.

4 V eloc ity stn lc tu re o n th e b as is o f O B S

m e as u re n l en ts fro m the D E L P‘ 19 88 e r u ls e

地壳厚度较东海陆架和琉球岛弧明显减薄
。

李昭兴等人 (此
e et al

,

19 8 0) 在冲绳海槽南部

双船折射获得海槽内莫霍面埋深最浅处约为 17 k m
。

根据重力资料估算 (喻普之等
,

19 8 9)
,

东海陆架区地壳厚约为 26 一30 k lll,

冲绳海槽区为 19一22 km
,

琉球岛弧区为 24 一28 k n 1 o

D E L P‘1 98 4
“

若潮丸
”

航次用 10 个海底地震仪 (O B S) 和 4 吨炸药在冲绳海槽中部伊平

屋地堑附近进行 了地壳结构探测
。

结果表 明 (N ag um
o et al

,

1 9 8 6)
,

即使接收距离达到

13 Ok m
,

也未探测到来 自莫霍面的折射波
。

这可能是 因为异常地慢发育或局部融熔
,

使莫

霍面不再是一个强的波阻抗界面
。

但这次 O B S探测证明了地下 5一 10 k lll 的范围内有厚度

约为 skin 的花岗岩层 (掬g um
o o t al

,

19 86 )
,

其地震波速为 6
.

okn岁s
。

D E L P‘ 19 8 8
“

第五海工丸
”

航次在海槽南部横穿八重山地堑布设 19 个 O B S
,

间隔为

ll km
,

测线长度共 195 km
,

使用炸药震源进行 了间隔 125 m 和 175 m 的连续放炮
。

结果表

明
,

海槽南部地壳厚度最小处也大于 16 k lll ,

沉积层厚度 自海槽两坡向槽中心加大
,

上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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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 站 )也 采 得 酸 性 浮 岩标 本

(凡m ura
。r a l

,

19 8 6 )
。

对玄武岩样 品的分析

结果也差异较大
。

D E L P- 1 9 8 4 航次采集的样

品鉴定为双峰态高铝系列 岛弧型拉斑玄武岩

(瓦m ura
。r a l

,

19 8 6 )
。

D E L P‘ 1 9 8 8 航次采集

的玄武岩样品鉴定为低碱系列岛弧型拉斑玄

武岩 (I
shi kaw

a e t a l
,

19 9 1 )
。

PO卜 l航次获得

的样品化学分析鉴定为岛弧型玄武岩 (Si b u e t

et al
,

19 8 7)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采得的

样品初步分析为大洋型拉斑玄武岩
。

2. L 3 冲绳海槽 的地壳厚度 冲绳海槽的

n‘.bo1111,曰

L瓜m

图 4 D E L P‘ 1 98 8航次 O B S 测量速度结构

[ (据 托ra ta
, e t a l

,

19 9 1 ) ; 坐标 D 为深度
,

L 为

距离〕

R g
.

4 V eloc ity stn lc tu re o n th e b as is o f O B S

m e as u re n l en ts fro m the D E L P‘ 19 88 e r u ls e

地壳厚度较东海陆架和琉球岛弧明显减薄
。

李昭兴等人 (此
e et al

,

19 8 0) 在冲绳海槽南部

双船折射获得海槽内莫霍面埋深最浅处约为 17 k m
。

根据重力资料估算 (喻普之等
,

19 8 9)
,

东海陆架区地壳厚约为 26 一30 k lll,

冲绳海槽区为 19一22 km
,

琉球岛弧区为 24 一28 k n 1 o

D E L P‘1 98 4
“

若潮丸
”

航次用 10 个海底地震仪 (O B S) 和 4 吨炸药在冲绳海槽中部伊平

屋地堑附近进行 了地壳结构探测
。

结果表 明 (N ag um
o et al

,

1 9 8 6)
,

即使接收距离达到

13 Ok m
,

也未探测到来 自莫霍面的折射波
。

这可能是 因为异常地慢发育或局部融熔
,

使莫

霍面不再是一个强的波阻抗界面
。

但这次 O B S探测证明了地下 5一 10 k lll 的范围内有厚度

约为 skin 的花岗岩层 (掬g um
o o t al

,

19 86 )
,

其地震波速为 6
.

okn岁s
。

D E L P‘ 19 8 8
“

第五海工丸
”

航次在海槽南部横穿八重山地堑布设 19 个 O B S
,

间隔为

ll km
,

测线长度共 195 km
,

使用炸药震源进行 了间隔 125 m 和 175 m 的连续放炮
。

结果表

明
,

海槽南部地壳厚度最小处也大于 16 k lll ,

沉积层厚度 自海槽两坡向槽中心加大
,

上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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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其 K , A r
年龄 为 0

.

2 2 士 0
.

0 8 M a (瓦m u ra e t a l
,

19 8 6 )
。

19 8 8 年
,

日本的 D E L P‘ 1 9 8 8 航

次
,

在海槽南部八重 山中央地堑的八重山中央海山东侧获得新鲜的玄武岩样 品
,

其 K , A r

年龄为 0. 5 0 5 士 0. 4 53 M a ; 在 伊平屋洼 地 的 D R厂 7 站采 得 英 安岩 样 品
,

其 K 二
~

A r
年龄 为

0
.

1 1 2 士 0 0 1 9M a ; 在 D R-- 8 站采得安 山岩样 品
,

其 K , A r
年龄 为 0

.

4 9 6 士 0
.

3 8 0 M a (Ishi k aw
a

e t a l
,

19 9 1)
。

2. 2. 2 根据热流资料推算的地壳年龄 海槽 区极高的区域热流值 (李乃胜
,

1 9 9 2) 反 映了

海槽地壳的年青
,

也证明了冲绳海槽是一个正在活动的弧后裂谷盆地
。

另一方面
,

强烈的

现代构造活动特征
,

又暗示着海槽内正发生着热构造事件
。

根据冲绳海槽的热流资料 (图

6)
,

利用 Pars
o ns 等 (19 7 7) 对新生洋壳的经验公式

:

少4 37
.

lt一 “ ’

对冲绳海槽的地壳年龄进

11 7
0

1 1 9
0

1 2 1
0

1 23
0

1 2 5
0

1 29
0

1 3 1
0

13 3
0

13 5
o

E

N
_

4 0 “ 兮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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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民
。

}
_

沙
。

队
.

1 0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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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冲绳海槽及邻区热流分布图

R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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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 k ln

aw
a T r o u g h a n d its adj ac e n t

a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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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算
。

若取所有热流资料的平均值 Q = 6 95 m w / m Z (李乃胜
,

1 9 9 5)
,

则 t = 0. 4 Ma
;
若按

146 个站位的平均值 Q = 4 59 m wi m Z
计算

,

则 t 二 0. g Ma
。

这些特别小的年龄数字
,

说明了

现代的热构造活动事件
。

按热流资料估算的地壳年龄与岩石测年结果基本一致
。

2. 3 冲绳海槽的地壳结构

关于冲绳海槽的地壳结构
,

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得 出了不同的结论
。

围绕着

地壳结构 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l) 海槽南部中央张裂地堑内是否发育了大洋

地壳的问题
,

具体地说
,

指中央张裂地堑内是否大范围地发育了条带状的大洋拉斑玄武岩

的问题
;

(2) 海槽中央张裂地堑 内及其两侧是否存在古地磁条带的问题 ; (3) 海槽南部是否

发生了或者说已经开始了
“

扩张
”

的问题
。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相互关联
、

互相印证
,

最终归

结到海槽的地壳结构问题
。

2
.

3
.

1 张裂中心的沉积层 前已述及
,

冲绳海槽槽底在声波基底之上发育了三套沉积层
。

如果冲绳海槽发育了大洋地壳并开始扩张的话
,

其年代一定非常新
。

毫无疑问
,

现在的中央

张裂地堑应该是新生洋壳上涌形成
,

并向两侧扩张的中心
。

因此
,

中央张裂地堑的沉积层应

该非常薄甚至无沉积物发育
。

可事实上中央张裂地堑发育了很厚的沉积物
,

特别是全新统

和更新统 自两坡向海槽中央厚度增大
,

在中央张裂地堑 内最厚处已超过了 3 O00 m (图 2
,

3 )
。

2. 3. 2 张裂中心的玄武岩 根据截止到 19 9 4 年的海底拖网调查资料
,

概括起来说海槽南

部和中部中央张裂地堑内发育了一些零星的玄武岩体
,

但不能确定有条带状的大范围玄武

岩在张裂中心发育
,

更不能说在海槽的张裂中心发育了大洋拉斑玄武岩地壳
。

2. 3. 3 花 岗岩层 的存在 如前所述
,

D E L P‘1 9 84
“

若潮丸
”

航次 O B S 折射地震调查证实

海 槽 中 部 地 下 5一 ro k m 的 范 围 内 发 育 了 厚 约 skm 的 花 岗 岩 层
,

其 地 震 波 速 为

6
.

o k tt 亡s (N ag tun
o 。r a z

,

19 5 6 )
。

o E L卜 19 8 5
“

第五海工丸
”

航次 o B s 折射地震证明海槽南

部也发育了 4一sk n l
厚的花 岗质岩层 (波速为 6

.

ok m / S )
。

该航次的调查资料也表明海槽

南部地壳最薄处也大于 16 k m (H
rata et al

,

1 9 9 1 )
。

因此
,

到 目前为止 尚缺少冲绳海槽 已

经发育了大洋地壳的确切证据
。

2. 4 冲绳海槽的形成发展

中新世末期
,

距今 9一6 M a ,

整个东海陆缘地区为一剥蚀期
,

形成了中新世末的区域性

不整合面
。

距今 6 M a
,

冲绳海槽开始形成
。

此时琉球岛弧与东海陆架之间开始拉张断陷
,

形成了一个浅海盆地
,

接受了岛民群的浅海相砂泥岩沉积
。

这种 比较稳定的拉 张断陷从

距今 6 M
a
持续到距今 ZM a 左右

。

在这段时间内一个大浅海槽的轮廓基本形成
,

岛民群的

厚度达到 2 O00 m
,

其走向平行于琉球岛弧
,

其层面略向东倾斜
,

表明沉积物主要来 自西面

的中国大 陆
。

到上新世末
,

距今 ZM a 左右
,

冲绳海槽地 区开始 了强烈的弧后张裂活动
,

使

已经形成的厚约 2 O00 m 的岛民群在海槽 中央 明显拉薄
。

从反射地震剖面上 (图 5) 可以清

楚看出
,

岛民群 (C 层 )在海槽两坡及槽底边缘厚 2 0 00 多米
,

向槽中心厚度递减
,

到 中央张

裂地堑
,

其厚度最小
,

仅为几十米
。

相反
,

更新统地层 (B 层 )从槽底两侧向中央厚度增大
,

到中央张裂地堑厚度最大
。

说明距今 ZM a 左右
,

海槽中央张裂地堑 (槽中槽 )开始出现
,

琉

球岛弧已远离中国大陆
,

所以在琉球岛弧南部 由于 已基本上不受陆源沉积物的影响
,

而发

育了大量珊瑚礁体
,

形成 了更新统礁灰岩建造 (琉球灰岩 )
。

自中央张裂地堑形成之后
,

冲绳海槽的张裂活动进一步加剧
,

表现出了一系列裂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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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征
。

特别是距今一百万年 以来
,

沿中央张裂地堑发生了强烈 的火成岩活动和海底热

水活动
,

这些新 的热构造事件使冲绳海槽地区表现出全球罕见的高热流特征
。

因此
,

通过

上述分析
,

本文认为冲绳海槽处于扩张开始之前
,

洋壳即将萌芽的陆缘裂谷演化的最高阶

段
。

从构造属性上说
,

冲绳海槽仍是一条正在强烈活动的弧后裂谷
。

3 结论
通过对冲绳海槽地质构造活动性的综合分析

,

本文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

3
.

1 冲绳海槽是一个典型的正在活动的弧后裂谷盆地
,

代表了弧后盆地的一个特定发展

阶段
。

象这种例子全球并不多见
。

1 2 从火成岩分布
、

沉积层发育
、

地壳结构等方面分析
,

冲绳海槽尚缺少 已经
“

扩张
”

的证

据
。

根据现有资料还不能确定海槽 中央已经发育了大洋地壳
。

冲绳海槽的地壳结构属于

拉得很薄的陆壳
.

3. 3 冲绳海槽的构造演化处于洋壳即将萌芽
,

扩张即将开始前 的陆缘裂谷发展最高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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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 e an bo tto m se ism o

me te r (O B S) re fr ac tio n s,

g rav ity an d

g e o m ag n e ti e

me as毗 m e n ts
,

w a te r d e Pth s

oun
d ing

, su bl们ari ne s

am Pl ing a n d se a bo tto m d ra g g in g
,

the

au tl〕o rs 11 a v e u n d e ra ke n a n a ly se s of the
c

rus tal stru c tu re of the O k 1ll aw a T ro ug h
.

T七e c

onc lus io ns

o b面 n ed in thi s s tu d y are liste d be low
.

1
.

Ex e e Pt th e

An d a ln an S e a w ith a c o m Ple x o bl iq u e o pe ni n g
,

the o k illa w a T ro ug h 15 the oul y

e x

am Pl e in
the w o ri d o f an ac ti v e m 雌ina l bac k- arc ri ft o详ni 飞 al o llg a e o nti ne n tal bo u lld脚 : it 15

fo n n e d 勿 c o nti ne n tal c

rus tal e x te ns io n ,

at a spe e ia l hi g h e v o luti n g s

tag
e o f a b a e k- 娥 ri 几ne ar the

e nd o f a ri fti ng pe ri o d a n d the be g i附
n g o f a sPre ad

.

He nc e

the o kin aw
a T ro llg h 15 te e to ni e ly a

m o de rn ac ti v e ri ft v al le y
.

2
.

A n al y se s o f ig ne o us roc k distri b u tio n Pa tte rn s , s e di m e n t 而 c kn e ss a n d e

rus tal s tru c tu re s, sh o w

山a t the re 15 no oc e

耐
e e

rus t in

the
e e n tI 2 1 g r a be n o f the T ro ug h an d the o ki n

aw
a T ro ug h h as no t

be g un to
“ sPre ad

”

ti ll no w
.

丁七e e

rus t o f the T r o ug h 15 s ti ll e o n ti ne n ta l in e h a raC te r be e

aus
e o f the

e o n tine n tal ex te n sio n
.

3
.

B as e d o n an se is而 e Pro fi le in te rp re

tati
o几 the K ,

Ar d a ti n g fo r ig ne o us roc k s

am Ple s a n d he at

fl ow
e al e ul ati o ns

,

as a su bm ari ne
“

T ro ug h
” ,

the o k in
aw

a T ro ug h w as fo rm
e d 6 M a B

.

P
.

; h o w e v e r, as a

b a e k- 眠 ri ft v al le y
,

it h as be e o rne str o n g ly 韶tiv e s inc e 2 M a B
.

P
.

T五e e e n tr al ri fti ng g ra be n o f the
T ro ug h h as be e n fo n n e d sinc e 2 M a B

.

P
.

an d 15 w e ll de v e lo pe d
.

T卜e ag e o f ig ne ous roc k o bta lne d

n℃m the
e en tr al g ra be n 15 yo un g e r th an 1 M a

.

Th
e re fo re

,

the O ki n a w a T ro ug h 15 a yo u n g a n d ac ti v e

bac k- a代 ri ft
.

4
.

T七e o ki n
aw

a T ro ug h 15 a ty Pie al 旷ti v e z

one
in

the m a rg in al are
a o f the w e ste m P ac ifi e

.

T b e

s tud y on its e ru s t n a tu re an d te e to ni e 朗ti v ity 15 o f g re at sig hi fi e

anc
e fo r m an y ke y q u es ti o ns a bo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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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nti ne n ta l m ar g in al te e to ni e s suc h as b ac k-- 眼 ri fti n g Proc e s se s ,

in fl ue nc e fr o m th e su bd u e te d slab
,

m e e h a n ism s o f the bac 卜arc hy d ro

the rm al ac Uv ity
,

m an tle 一e

rus t inte 献ti o n in

the 朗ti v e b ac k-- are bas i几

re lati o ns 瓦Ps be tw e e n Ule v o lc

嫩
e ac ti v ity an d b a c k-- 峨 ri fti n g

,

diffe re nc e s in e

rus tal fl正d 即ti v iti e s

be tw e e n 而 d
一

oc e an ri dg e s a n d b ac k-- are bas in s ,

the te e to ni e e v o luti o n a lld g e od yn a ln ie s o f ac ti v e b ac k--

眠 ri fts
、

T五e re fo re
,

it is re咖re d to e a n ) o ut an 0 1) P d ri ling m o re ac e u n lte a n d m o re de面le d

g e ol o g ie al a n d g e o曲y sic al inv e s ti g ati o n s fo r

the O ki n
aw

a T ro ug h
.

K e y w o rd s O ki n
aw

a T ro ug h C rus tal stru c tu r e Ce
n tr a l g r a be n

Ge
o lo g ie al s tru c tt lre

Su bje c t e la ss ifi e a ti o n n u m b e r P7 3 8

大洋钻探计划学术建议征集启事

In v ita ti o n to Su b m it Y o u r
Sc ie n tifi e Id e a s A b o u t O e e a n

Dr illin g in 2 1 st C e n tu r y

现行的大洋钻探项 目 (O D P)将于 2 0 03 年 ro 月 l 日结束
。

这个项 目来源于早期的深

海钻探计划 (D S D P
,

1 9 6 8一 19 83 )
。

深海钻探的想法是美 国学者在 50 年代提出的
,

后来由

美国的四家主要海洋研究单位牵头
,

于 60 年代中期制定 了 DS D P 的工作计划
。

DS D P付

诸实施后不久
,

前苏联和德国
、

日本
、

英 国
、

法国也加人了这个项 目
,

使其成为一项国际合

作研究计划
。

80 年代初
,

在 D S D P 即将完成之际
,

由于 国际地学界的共同努力
,

深海钻探

事业得 以在
“

大洋钻探
”

(O D P)的旗帜下继续发展
。

中国从 19 9 8 年起成为 O D P 的正式成

员国
。

未来
,

这项事 业的兴旺发达将依赖于包括中国在 内的各国地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

关键是能否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计划
。

为此
,

地球深部取样的海洋研究联合体 (J 0 1D E S )

拟在 19 9 9 年春季召集一次国际会议
,

来确定今后大洋钻探项 目的科学 目标
。

这次会议还

将讨论非立架式钻探的技术问题 (2 0 03 年之后将起用两条多平台钻探船
; 关于立架式钻探

的情况
,

可查 阅
:

h ttP
: / / m s ti p l

.

jam
ste e

.

g o
.

jp / jam
ste e / O DZ I / C O N C O R D / re sul t

.

h tl n l)
。

因此
,

希望地学界的专家学者踊跃提交学术建议
。

建议书的内容将提供给大会组

委全使用
,

其篇幅限于一页左右
,

内容包括具体的学科 目标
、

其重要性和实施钻探 的必要

性
,

可不必说明技术细节
。

这是一次对学科发展方 向表达地学工作者的意愿并对今后大

洋钻探表示 自己支持 的极好机会
。

请尽快 (最好于 1 9 98 年 9 月之前 )把建议书提交至
:

JO ID E S O ffi e e ,

氏p a rt m e n t o f Ge
o lo g y an d Ge op 坤 sie s ,

W
o o d s H o le O ee

an
o g r

ap hic

In sti tu ti o n ,

w
o o d s

物le
,

M A 0 2 5 4 3
,

US A : f hx :
(美 国) 0 5 0 8一2 8 9 3 4 8 1 ; E卜m ai l:

iof de 尽@ w h o i
.

e
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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