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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群岛礁湖沉积特征的探讨

—
兼论礁湖的地貌单元

‘

刘 韶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州)

中沙群岛屹立在南海中央深海盆地的西北边缘
,

与西沙群岛同位于海南岛东部的台阶

式陆坡上
,

邮。多个暗滩和暗沙构成
.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 ‘

-

据 1 9 75 年3一 4 月间本所对中沙群岛的海洋综合科学考察 (图 1 ) 及有关文 献 资 料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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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稿于 19 8 6年7月22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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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群岛礁湖沉积特征的探讨 7姑

绍
,

笔者认为中沙群岛是一个完全被淹没的水下环礁
.

环礁走向呈北东一南西 向
,

长约 75

海里
,

最宽处约33 海里
,

略成椭圆形
.

环礁周缘隆起较高
,

内部凹陷
,

呈礁湖形态
.

本文

就 2 个航次考察所得的14 个站位的表层沉积物样品的矿物组成
、

化学成分
、

微体古生物等

分析研究结果
,

提出如下看法与大家商榷
.

一
、

礁湖在南海地貌单元及成因类型

据南海海盆的海洋地球物理资料表明
,

在南海海盆周围有一系列的北东向构造脊
,

其

澳尸 主要褶皱期可能是早上第三纪
,

处于阶梯式陆坡上的中沙群岛
,

正好位于一条北东向的构

造脊上
,

隆起的地块为珊瑚礁群岛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地质基础
.

H
.

0
.

W al le r
把南海北部的现代底栖有孔虫分成 4 个生物相

.

其中
,

沙礁湖沉积标

本与现代南海北部陆架的动物群比较接近
,

但中沙包含内陆架浅水产物和较深水的外陆架

产物
,

并伴有大洋浮游有孔虫遗壳
,

因而显示了浅海及浅海中较深水环境
.

而介形虫遗壳以O , rho n o ta c夕th。r 。属 (C y th e r u r d a e
科)

、

Q u a d r a e夕the r 。 (T r a c h -

y le b e r id i通a e科 )
、

P a r a e y rh。r fd e a (C y th e r u r id a e科 ) 等占优势
,

其次是 X e “to le b“-

, 15 ( x e s to le b e r id id a e科)
,

所有介形虫均属 p o d o e o p a (速足亚 目) 亚 目
,

是介形虫5个

亚 目中组成最大的亚目
.

见于滨海一浅海相环境
,

是亚热带暖水型
.

对 7 个样品粒级为。
.

1一。
.

2 5恤 m 和一个小于。
.

00 1 m m 粒级的底质样品的矿物 分 析
,

仅发现中沙 4 (环礁东北角) 碎屑重矿物有辉石
、

绿帘石
、

角闪石
、

电气石
、

错石和黑云

母等来源于火成岩及变质岩矿物组合
,

而这些仅占该站位样品重量百分 比的 0
.

85
,

同时其

中重矿物为滚圆及半滚圆粒状
,

表明经受强烈的搬运营力作用 ”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中沙群岛并非是火山基底的大洋型环礁
,

而是属于被淹没的陆架

环礁泻湖
.

二
、

礁湖沉积特征

环礁是周缘隆起
,

由一系列断续相接的水深 1 5一30 m 的暗沙或浅滩组成一其中央部分

平均水深约为8 5 m
,

最深处达 100 多m
,

深于典型的环礁渴湖
,

礁湖内亦有少量零星散布的

暗沙与礁滩
.

从生物碎屑沉积等的分布特征看
,

大致将礁湖分为 2 个带
,

即礁内缘带和礁底带 (中

心带 )
.

由礁湖内缘至湖底
,

水下地形控制着沉积物的粒度组分
,

地形从一级阶地变化至二级

阶地 ”
,

随水深逐渐加大
,

粒度组分从中粗砂变成细粉 砂 (图 2 )
.

礁内缘带 (中沙4
、

。2 3 3等) 大致在一级至二级阶地
,

粒度组分主要是粗中砂至 中细

l) 刘 韶
,

中沙群岛海区表层沉积物调意报告
, 1 9了7.

2 ) 谢以茸
.

中沙群岛水下地形概况
, 1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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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随水深的变化Ca C O 。

百分含量 (¹ )
、

浮游有孔虫力滚栖

有孔虫 (º )
、

M g / C a 比值 ( » ) 及粒度 (¼) 的比较图

砂
,

其中 ( 中沙4 ) 有生长在浅水环境的A 。, 。P。 , a( 鹿角珊瑚)及千孔媳
. ’ ,

有起造礁作用

的珊瑚藻
、

仙棠藻
‘’ ,

伴有瓣鳃类及腹足类 ( 蟹守螺科等
,

织纹螺科等) . ’
及部分有 孔 虫

砂
.

水深增加至地形变注的三级阶地的礁湖底 ( 中心 ) 带
,

约占中沙群 岛面
一

积 的65 肠以

上
,

祝积物粒度组分从中细砂 ( 。226 ) 过渡到细粉砂 ( 中沙 3 )
,

有孔虫砂含量明显 增加

并逐步占主要成分
.

伴有如 ( 0 226 ) 瓣鳃类扇贝贝壳等
,

腹足类梭螺 科
、

骨螺 科仆 以及
( 中沙3 ) 的腹足类蚝贝科等

6 ’ ,

且有少量珊瑚藻
‘’ 、

G 。。沁 : 才: 。。(菊 花 珊 瑚 )
、

F。讨
。‘

(蜂巢珊瑚 ) 与海绵
‘’

.

在 14 个站位表层沉积物5
·

。g 干样的有孔虫遗壳里
,

经过鉴定
,

浮游有孔虫与底栖 有 孔

虫总量的比率随着湖内缘向湖底水深的增加而相应增大 ( 见 图2 )
,

表明从底栖向浮 游 类

型的转变
.

通过对表层沉积物的矿物组成及部分化学成分的分析及光谱半定量全分析
‘’可见如下

特征
:

对 7 个样品粒级为0
.

1一。
.

25 m m 和一个小于o
.

00 1m m 粒级的底质样品的矿物分 析 鉴

定
,

其湖内缘珊瑚碎屑的矿物成分是方解石和霞石
,

部分贝壳砂及有孔虫砂的矿物成分为

方解石
,

过渡至湖底
, .

矿物成分随着碎屑沉积以有孔虫砂占主导地位而以方解石为基本成

3) 由我所海岸室聂宝符同志鉴定
.

的 由我所生物室蒋福康同志鉴定
.

补 由我所生物室林永水同志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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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且方解石经鉴定为高镁方解石
‘’

,

这与化学成分分布特征是吻合的
.

同时
,

可见湖内

缘有少量黄铁矿碎片 (。2 3 3 )
,

而湖底则缺乏黄铁矿 (中沙 3 )
.

无论湖内缘或湖中心 碎

屑重矿物均有磁铁矿呈褐铁矿假象
,

这表明沉积环境又有相似的一面
.

个别站位(如0 2 2 9 )

发现有粘土矿物高岭石和伊利石
,

估计为陆源物质的海解作用产物
.

从湖内缘至湖底沉积物的化学成分有这样的特征
:

C a C o
:

的百分含量高达 96
·

7肠降

至8 9
.

7 1 %
,

5 10
:

和 M g / C a 比值又分 ZtJ 从0
.

0 3一 0
.

2
、

0
.

0 2 5 上升至0
.

3一 z
、

0
.

0 5 4
.

其

中M g / C a
增高是由于湖底以高镁方解石为基本成分结果

,

S r
的含量有减小的趋势

,

这是

由于欲集中在文石的骨骼中之故
.

从礁湖沉积物的物质组成看出
,

无论是瓣鳃类还是腹足类的贝壳
,

大部分保存较为完

好
,

亦有破碎不能辩认的介壳
,

而有孔虫遗壳等一般也保存得较为完整
,

说明其未经强烈

搬运
.

同时
,

由于本区位于低纬度高温海区
,

0 2 2 8 站实测 75 m 深的水 温 为 2 1
.

43 ℃
.

由于

温度高使碳酸盐的过饱和达 2一3倍的程度
,

这种碳酸钙的饱和
,

促使生物成因的碳酸钙能

够很好地保存下来”
.

三
、

结 语

据上述资料
,

笔者认为中沙群岛礁湖沉积明显受低纬度高温热带
、

亚热带气候制约
.

据其矿物
、

地球化学及生物生态特征反映
,

它是被淹没的陆架环渴礁湖
.

礁湖沉积基本是生物碳酸盐沉积
,

即珊瑚碎屑
、

瓣鳃类和腹足类的贝壳及有孔虫
、

介

形曳遗壳等
,

礁湖沉积可分 2 个沉积相带 〔礁内缘带
、

湖中心 (或湖底 ) 带〕
,

从内缘至

湖中心
,

地形从一级阶地过渡至三级阶地
,

水深从 1 sm 增至 100 多 m
,

沉积物粒度由粗中砂过

渡到细粉砂 ; 沉积物中有孔虫遗壳清楚地表明从底栖向浮游类型的转变 ; C a C O
:

的百 分

含量减少 ; M g / C a 比值增高
,

以珊瑚碎屑造礁作用的珊瑚藻
、

仙掌藻等为特征的 生 物沉

积过渡到以有孔虫砂为主的碎屑沉积 ; 矿物成分从方解石
、

筱石过渡到基本为方解石
,

从

无黄铁矿碎片到有黄铁矿碎片
.

从中沙群岛水下环礁渴湖表层沉积物的特征可明显看出
,

该礁湖形成之后
,

沉积环境没

有明显变化
.

化学成分随颗粒大小的系统变化可以说明M g / C a 比率的变化是沉积分 选 的

函数
.

本文图件由陈素华同志清绘
,

特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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