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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南部黄海槽沉积的成因

及其浅地层结构
‘

赵松龄 李国刚”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摘 要

通过浅地层剖面仪测量记录的分析与研究
,

再与部分岩心的系统分析和
’4 C

测年资料相结合
,

发现晚更新世末期以来的黄海槽沉积具有如下特征
:

黄海槽南

坡
,

由岛架沉积所 组成
;
槽口 由风成沙丘群及其沉积所组成

;
中部槽底在海退初

期为强沙漠化区
,

地层中出现若干具有平行斜层理 的所谓
“
休止角

”
结构

,

反映

为风成沙的沉积特征
,

后期槽底的北部也发育了薄层衍生沉积
;
北部槽坡上则发

育了厚层衍生沉积
.

全新世海侵发生以后
,

也未改变这种基本沉积格局
.

60 年代初
,

秦蕴珊曾根据全国海洋普查资料
,

编制成南黄海底质分布图
,

图中最为突

出的特征为 南 黄 海中部有一块泥质沉积 区 〔3 〕
.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该泥质

沉积区的成因进行过探索
,

主要论点可归纳为三类
:

其一认为
,

它们源于黄河
,

即黄河物

质通过渤海海峡
,

绕过成山角
,

进入黄海槽而沉积起来 〔‘一 4 〕;
其二

,

主张生于黄海
“
冷

窝
” 〔“〕

,

即黄海中部存在冷水团密度流
,

它加强了黄海环流系统
,

而形成了槽内沉积
;

其三
,

李国刚在其博士论文中
,

从其矿物与化学组成分布上不 同于黄河和长江输入物
,

而

提出了
“泥质残留沉积

”
这一新概念叮曰

笔者根据最新获得的信息认为
,

前两种解释均不能说明该泥团的形成时间为何集中在

20 ka 一 10 ka B
.

P
.

间
,

也不能解释该泥 团为何分布于黄海槽的北坡和西北坡上
,

构成 了所

谓 “
披盖沉积

” ; 最后一种解释尚缺乏具体的
“

泥质残留沉积
” 的形成机制

。

浅地层剖面 仪测量系统的问世
,

促进了中国陆架地质学的发展
.

自前采用的测量系统

可 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面 积地质结构的资料
、

展示埋深 50 m 以内多种地质信息在空间上的分

布和时间上的变化特征
。

具有高分辨率的浅地层剖面仪记录
,

经过合理的提取
,

可以更新

某些传统观念
,

澄清许 多疑难问题
,

还可为研究者展示出若干新的研究途径
.

本文于 19 90 年 6 月 10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9 叨年 7 月 18 日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18 53 号

二 现工作 单位为海洋出版社
.

1 ) 李国刚
,

中国近海细粒沉积的矿物和化学组成及其来源和运移的研究
,

19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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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根据南黄海84 一4 剖面
( 3 #

,

一 78
“

测站)的记录 (图 l ) 以及部分其他剖面的

记录
,

经室内系统分析
,

并与邻近的海底钻孔分析资料
、

众 泥质沉积 区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解释
·

, 4 c 测年数据相结合
,

对黄海槽

1 1 9

3 7 r 哩
卢

晾港
筛趁乖。名

图 1 南黄海海底地形及 84 一 4

当玉木冰期逐渐进入最盛时期
(大约 2 5 k a

一 17 ka

剖面位置

B
.

P
.

时为最盛时期 )
,

海面降低
,

陆

架裸露
,

而变为富含盐分的荒漠
、

盐沼
,

气候

,

均为陆架沙漠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陆生植物在短期内尚来不及繁衍
,

再加上寒冷的
。

由于陆架区各地地貌单元
、

风力状况各不相 同
,

海进
、

海退时间也有差异

随着沙漠化的出现
,

,

故各地沙漠化程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早先的陆架沉积发生 了沉积分异作用
. 一些较细的物质 被 搬 运

到较运的地方
,

在适宜 的部位重新堆积起来
,

形成了所谓衍生沉积区
;而较粗的陆架沉积

,



则会形成新的地貌类型
,

如沙丘
、

沙丘群
、

沙漠体
.

从 南黄海泥质沉积试的地理位置来看
,

它恰好对着位 于其东南方的黄海槽口 ( 长木冰期低海面时
,

自然为气时的 风口 分布区 、
,

而槽 口附近正是沙漠化程度最高的部位 这种分析此 为若干测站的浅地层记录所证实
。

本

文将对 !
_

述衍生沉积区和沙漠化沉积区的浅地淤结 例 透仃胶详 细的讨论

南黄海8落一 4 韧面地 形拾 彭
_

及 分 终

该刹面的南端点为 3
一

测站
‘ 33 洲

, N
,

!此 卜 北瑞爪在声 测郊 彬 筋
’ \

论 3 E )
,

若按该剖面的水深变化
,

可将其划分为
:

槽南坡沉积
、

槽 底沉积和 槽北坡沉积
,

如图 2 所示
.

现分述如 卜
:

槽 南坡沉积

相气 卜 3
一

扮 测站
,

水深从 4日m 降 至 川二 匀黄海槽南坡
.

3 和 荞 测 站附近均 殆埋

藏岛屿
.

它构成 犷黄海槽南坡的地质基础
.

目前所 见的沉 积物
,

均属 于岛架沉积 系列 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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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冰期沉积的顶部地堪 向两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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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1 1
“

测站附近
,

水深已降为 57 m
,

仍有基岩出露
。

巧
”

一 17
”

测站为槽南坡沙漠化程

度较高的地区
,

全新世 海侵 以后
,

由于陆源物质贫乏
,

至今仍无 盖层 发育 (图 4 )
,

其他

众 各测站则基本 上随当地地形的起伏而形成所谓
“

顺层沉积犷综上所述
,

槽南坡沉积的最重

要特征为 最 后 间 冰 期海侵时所发育的地层
,

保存完好
; 玉木冰期中形成的 上

、

下亚间冰

期海侵沉积
,

以及介于其间的海退沉积基本 上被保留起来
,

仅有个别地段遭到破坏
,

或局

部发生沙漠化
;

全新世 海侵沉积基本缺失
.

图 ; 槽南坡局部沙漠化地 区沉积特征

(3理 9
’

N
、

12 3 E 附近
,

水深 70 m )

(二 ) 槽底沉积

8 4 一 4 剖面 21
二

一 6()
二

测站均属于槽 底沉积
,

或称槽内沉积
,

这 里水深均略大于 70 m
.

当玉木冰期中的 上亚间冰期海浸结束以后 (大约 25 k a B
.

P
.

)
,

槽内地形为南高北低
,

到了

全新世海侵前 (约 1(〕ka B
.

P
.

)
,

槽内地形经过沙漠化变动 以后
,

已转化为北高南低
,

即已

具有今日槽底地形的特征
.

根据槽内衍生沉积的厚度变化与沙漠化程度的高低
,

又 可将槽

内地形划分为三段
.

1
.

2 1
’

一 3()
”

测站
:

水深 一 般约 7 3 m
,

这里可能受 岛架的影响
,

而属于西南季风的
“ 风

影区夕 25 k a B
.

P
.

形成的地层几乎未遭破坏
,

原有地层层理分明
,

其顶部也未能发育新的

盖层
,

而维持晚更新世末期时的沉积格局 (图 5 )
.

图 5 黄海槽南段 岛架前缘沉积特征

t 3 一 32
’

N
、

12 3 E 附近
.

水深 7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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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1 一 4 5
“

测站
:

相当 于3 4 5 0
‘

N
、

12 3 E
一

35 26 N
、

12 3 E
.

该段地层沙漠化

程度最高
,

玉木冰期时发育的地层
,

甚至包括部分最后间冰期海侵时形成
.

的地层
,

被进行

了较彻底的改造
、

分选
、

搬运
、

沉积与再沉积
,

形成 了多种沙丘地貌以及厚层砂质沉积
.

若

进一步划分
,

还可分出三个不同的沉积阶段
.

第一阶段
,

相当于冰期逐渐进入最盛时期
、

风蚀作用最强
,

地层肠转最盛
,

沙漠化程度亦高
.

在地层中不仅形成了
“

休止角
”

型结构
,

而 且还留 下了明显的 “ 风蚀基面 :
,

可作长跄离对比 (图 6 )
.

第二阶段
,

为全新世海侵前

期
,

这时的气候已 开始转暖
,

风力吹扬作用已明显减弱
.

沙漠化程度明显降低
,

流水作用

开始增强
;
第三阶段

,

为全新世 海进过程中的
“

夷平
”

作用
,

使槽内地形起伏降低
,

并且

形成 了部分具有水平层理的盖层
,

但不能改变早期已经形成的厚层沙漠化沉积
.

由 卜述讨论

海底

{
。m

0O,
通

2‘.
仁

!
!L.
.

图 石 槽 内沙漠化滋积特树

女。

川 污 ; 泣:悦 卜 附近 水床了{ m

可看出
,

3
。

‘图 中的 平行斜偿 为
‘

沐 汀 角
”
到结构

,

这里在早期为沙漠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

也是当时的物源区
、

巧
“

一60
”

测站
:

该段相当于槽内沙漠化强活动带与北部衍生沉积区之间的过 渡 地
.

该带内浅地层结构具有下述特征
:

其
一 ,

地层 卜部曾发生过轻度沙漠化
,

原有地层保存甚
;

其二
,

表层发育有泥质沉积
,

连续性分布
,

厚度不大
,

一般小 于 10 m (图 7 )
.

带佳

海 底
班幸{班汗母于三蕊班流 广o m

{
{

卜

!l
raLee
.
l
�卜.

n�通,

1
..�

图 了 表层 为薄层衍生沉积
,

访 川 N
、

}2 3 E 附近
,

!
一

部为 轻度沙漠化沉 积

水深 朽7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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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北部梅坡沉积

急 60
“

一 78
”

测站
,

由此向北泥质沉积越来越厚
,

使水深急剧变浅
.

该带为南黄海北部衍

生 沉 积 发 育 地 区
,

最大厚度超过30 m
,

个别地段可达 40 m (图 8 )
.

衍生沉积 区的最

重要特征是
,

晚更新世末期 (2 5ka 一 10 ka B
.

P
.

间) 末曾发生过 沙漠化
,

各类地层得以保存
.

由区域地形来看
,

该泥质沉积 (衍生沉积 ) 堆积于北部槽坡上
,

而且还构成新的槽坡
.

盯
�
Un��“�nU八U八Ul止心‘女JJ组改」r.les

.

esL
.

l
.

l
卫iL

!esl
l
.

eses
.

卜lee
.

. esL

厚层衍生沉积区的沉积特征

( 36 36
‘

N
、

12 3 E附 近
,

水 深 48 m )

二
、

衍生沉积区成因的其他证据

根据上述浅地层结构的特征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南黄海84 一 4 剖面
,

8
’

一 20
’

测站属

岛架沉积
,

在地理位置上属黄海槽南坡沉积
; 21

”

一30
”

测站
,

为槽底稳定区
; 31

’

一 45
’

测

站为槽底强沙漠化地 区
; 46

’

一 60
‘

测站为过渡性地区
; 61

’

一 78
’

测站为强衍生沉积 区
.

为

了证明该处确实 系晚更新世末期的衍生沉积
,

现再讨论一下该泥质沉积的其他地质特征
.

1
.

地形特征
:
该泥质沉积具有水深愈浅堆积厚度愈大的特征

,

从整个堆积形态来分析
,

类似于
.

我国西部黄土分布区的
“ 坡盖沉积犷

2
. ’4 C 测年的资料

:

对泥质沉积区的岩心样品进行
, 4 C 测年

,

发现这些样品的年龄均

在 Zok a 一 lo ka B
.

p
.

l’ul
.

如H so 一 1 1孔
,

位于水深 7 3 m
,

35
O

N
、

12 2
0

50
‘

E
,

表层年龄为

10 44 0 士 3 2 0 a B
.

P
. ;
孔深 13 0一 16 0c m 处为 1 1 5 6 0 士 2 7 0 a B

.

P
. ;
孔深 16 0 一 19 0 c m 处

为一2 09 0 士 2 3 0 a B
.

P
.

〔’〕
.

又如H so 一 13孔
,

位于水深7 lm
,

3 6
O

N
、

12 3
O

E
,

表层
, 4
e

孟 年龄为 1 1 04 0 士 14 o a B
.

p
. ;
孔深4 0 0 一 42 0 e m 处为 19 70 0 土 60 0 a B

.

P
.

〔l 〕
.

显 然均

为玉木冰期最盛时期发育而成的
.

3
.

微体生物群分析
:

对 H 80 一 n 孔还系统地进行了有孔虫分析
,

结果发现在孔深 s m

以内的地层中
,

均含有孔虫
,

而它们又代表着不同的沉积环境
.

标本中见有深
、

浅水种
、

喜冷和喜暖水种
,

也有新
、

老种混生的现象 〔’〕
.

这种复杂的组合特征
,

也显示 了具有风

力再搬运沉积的特征
.



海
;
羊 学 气 {凭苍

飞
.

抱粉分析
:

据 王水 占的研究
,

无论在表层样品 中 还是在岩心中
,

均发现有异地种

的 再沉积现象
.

即存在不同组合特 证的抱粉混生 起
,

也同样证明具有风成沉积的特征
.

5
.

衍生沉积物中的古土壤
:

含有孔 虫的衍生沉积物中
.

尚发现有多层 占 土壤特征
,

显

示为陆相沉积环境的特征
.

6
.

表层矿物化学组成的分布特征
:

在黄海 槽 沉 积 物的细粒组分中
.

方解石及与之相关的

〔a 、

S r的含量非常低
,

这说明这里不是黄河物质的影响 区
.

高岭石矿物含量偏低及与之相

对应的绿泥石
、

伊利石矿物偏高
,

反映该 区沉积具有残留沉积的性质
.

而T ;
、

氏 含量较

高
,

又说明其具有残留沉积或冰期陆相沉积环境的特征

三
、

结 论

由 上述讨论 可看出
,

晚更新世未期黄海槽的南部曾发生过沙漠化
,

风的吹扬作用为当

时陆架的主要外营力
.

在黄海槽的槽 口附近为强沙漠化地 区 (那里也是今 日风速较大的地

卜
_

,
,

形成了沙丘 与沙丘群
; 在黄海槽的中部

,

形成 了若于具有平行斜层理的所谓
“

休 让

角
”

型结构
;

而在北部槽坡 卜
,

则形成了厚层衍生沉积
.

所以
,

晚更新世末期黄海槽沙漠

化及其衍生沉积
,

是形成南黄海底质分布特 征的基本原因
.

全新世海侵以来
,

也未改变 当

时形成的基本沉积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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