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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野通平等著 《深海地质学》 的评介

王德文 薛金声 范元炳 程广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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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洋
,

揭示其秘密
,

已成为当前世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课题之一
。

早在六十年代初
,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迸步
,

探索海洋的手段得到 了 飞速 的 提

高
。

近十余年来有关海洋地质的报告
,

胜似雨后春笋相继问世
,

但把这些资料系统地整理

成册者还廖廖无几
。

为适应海洋开发迅速发展的新形势
,

日本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

期
,

由东海大学编辑出版了一套 《海洋科学基础讲座》丛书
,

共分十二册
,

概括了海洋科

学的各个领域
,

而 《深海地质学》 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
。

《深海地质学》 由日本东海大学星野通平
、

岩渊义郎
、

青木斌等合著
。

所谓深海
,

系

指大陆架 �一般来讲其外缘水深为 ��� 米 � 以外的全部海域而言
,

它 占地球上海洋总面积

的 ��
�

� �
。

书中将偌大海域的地貌
、

地质情况
,

概括为大陆斜坡
、

海沟
、

海底山 脉 三 个

方而
。

众所周知
,

大陆斜坡属于陆壳
,

海底山脉则属于洋壳
,

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海沟则占

据着陆壳与洋壳的衔接部位
。

由此看来
,

深海地质对研究地壳发展理论来说
,

是处于多么

举足轻重的地位
。

从该书的结构反映出作者们的思路
,

这 也许是当今世界研究地球发展的

科学工作者所共同重视之点吧 �

在取材方面
,

作者们系统地搜集和研究了有关深海地质方 面的国内外资料
,

除较全面

地介绍了日本海域的情况外
,

还重点地介绍了世界上其它海域的典型事例
� 在内容方面

,

既有一般现象的描绘
,

也有对地质理论问题的阐述
,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者们都提

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

在一本著作中
,

广度和深度往往会发生矛盾
,

这在 《深海地质学》 中
,

的反映 也是 比较突出的
。

全书包括的内容
,

反映的实例都是相当广泛的
,

但对论据的介绍

则显得不足或不够有力
,

这也许是由于编著该书的 目的
,

主要在于普及海洋科学基础知识

的缘故
。

在大陆斜坡一篇中
,

作者无偏见地介绍了各种有关大陆斜坡成因的学说
,

尤其是对风

靡世界的混浊流说做了重点介绍
,

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评论
。

同时
,

根据作者十余年的

研究提出了由于地壳内发生玄武岩膨胀隆起
,

致使第三纪晚期海平面大幅度上升
,

大陆斜

坡的成因
、

海底峡谷末端水深的等深性等均由此而遣成
,

这对研究海域新构造运动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

作者也强调了在大陆斜坡末端的陆基之下有被埋积的古海沟
,

虽然在书中

反映的证据尚嫌不足
,

然而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地壳的发展规律似有裨益
。

在海沟一篇中
,

书中对海沟的地形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

在 以人工地震探测海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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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结构方面
,

对海沟轴到洋底研究较多
,

相比之下对于海沟轴到陆侧这一十分重要的
、

不同地壳衔接地带的地壳结构则阐述欠详
。

按照近代流行的地慢对流说
,

认为大陆边缘的

海沟是在压力作用下形成的
,

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
,

但是否所有海沟的成因都可以用单

一的形成机制去解释
,

厂

这倒是值得怀疑的
。

海沟为地槽的现代活标本
,

这种看 法 甚 为 流

行
,

但是如何解释海沟中并不存在巨厚的沉积
,

在海沟中并未见到地槽发展早期阶段那种

异常发育的火山活动现象呢� 这应是今后地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作者在海底山脉和海峰一篇 中
,

从岩石学方面对海峰和海岭进行了探讨
。

作者完 全从

海洋化作用说的观点予以论述
。

首先作者提出了异常地慢的概念
,

引出了洋底存在酸性一

中性岩石的可能性
,

从岩石化学的角度对海洋拉斑玄武岩及海洋岛拉班玄武岩的不同点作

了介绍
,

并提出洋底岩石表现一致性
,

而海洋岛岩石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带状性
。

作者

以伊豆一小笠原一马利亚纳弧为例
,

对第三纪
、

第四纪基性一超基性岩作了划分
。

在探讨

海底山脉岩石成因论一章中
,

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海洋化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进展程度是不

相一致的
,

书中简略地介绍了对岩石成因的恩格尔和林伍德
一

格林两种模式
,

并提出了对海

洋地壳岩石成因的看法
,

即
�

大陆地壳海洋化”钙碱岩系成分的聚集、沿断裂带的上升
口

总之
,

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前有关海洋地质学方面的书籍
,

主要侧重在对海底地形的描

述
,

那么六十年代以后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
,

以阐述地壳结构
,

由内动力去探索地球的

发展
。 “

洋底扩张说
”
被誉为地质科学上的一次革命

,

这并非是言过其实
。

当然
,

对这种

科学假说的探讨
,

仍在积极地进展之中
,

但是
,

把既得成果作出初步整理
,

以便作为
“更

上一层楼
” 的基础

,

《深海地质学》 是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
。

正因为如此
,

科学出版社 已
�

群织翻译此书
,

不久中译本即可与读者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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