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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根据实际资料
,

简要概括 了中国大陆架海绿石的分布规律和 形 成环咬
。

海绿石 的富集区与氧化环境
,

粗拉沉积和戏 留沉积 区相一致
。

该研究为恢复古沉积环

境提供 了依据
。

中国陆架海洋沉积物中海绿石的研究
,

有

过一些报道 [l 一‘〕
,

但都局限于某一海域
。

所讨论

海绿石的分布
,

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
。

本文就整

个中国陆架探讨海绿石的分布规律
、

生成环境

及地质意义
。

�叹�亘留

图 2 黄海海绿石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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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中国陆架海绿石富集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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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绿石的分布

海绿石在中国陆架表层沉积物中分布 比较

广泛
,

70 %左右的站位含有海绿石
,

但在表层沉

积物中的分布并不均匀
。

笔者将含量低于 1%

(包括不含的)的站 比较集中的海域称作海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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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 区 ;含量高于 10 %的站 比较集中的海域称

作海绿石富集区
。

中国陆架海绿石贫乏区有渤海湾
、

北黄海

中部
、

东海中部
、

长江 口 以南近岸等海域及现代

黄河
、

珠江
、

长江等河流入海沉积物的主要堆积

区
,

面积较大的海绿石 富集区大致有渤海海

峡
、

成山角以东
、

海州湾
、

东海陆架前缘
、

南海陆

架前缘等残 留沉积区及海绿石来源丰富的北部

湾近岸现代沉积区等海域 (图 1 )
。

有些站位中海绿石含量高于 10 %
,

因分布

零散
,

故在图中表示
。

不同类型的海绿石在平面上的分布也不均

匀
,

例如南海
、

生物状海绿石主要分布在外陆架

前缘 ;页状海绿石在陆架中部含量低
;
而颗粒状

海绿石在珠江 口以东海域低于以西海域闭
。

中含量丰富的海绿石
,

是在当时的浅海相环境

下形成的[a:
。

而北部湾近岸海底沉积物大部分

来自这些岩石
。

, 2 0
. 1 2 2

. 1 2 4 .

海 绿石贫乏区沉积物粒度细
、

沉积速率较

大
,

片状矿物
、

黄铁矿和有机质的含量高
,

属还

原环境
;
相反

,

海绿石 富集 区沉积物 的粒度较

粗
、

沉积速率较小
,

片状矿物和黄铁矿及有机质

含量低
,

属氧化环境
。

上述分布特征从黄海海绿

石 的分布 (图 2)
,

片状 矿物和有机质分布 (图

3)
,

底质类型 和 Fe 3+ / F e2+ 值
,

沉积物 E h 和 自

生黄铁矿分布的对 比中比较清楚〔
’〕

。

中国陆架海绿石贫乏区与富集区各有其特

征 (表 )¹
。

从表看
,

除北部湾较特殊外
,

其他富集区沉

积物特征都相似
。

海绿石的类型主要是生物状
、

颗粒状和页状
。

其颜色主要有黑
、

褐
、

绿
、

黄等

色
,

这是海绿石物质成分及其成熟度的反映
,

一

般认为颜色 由黑 ~ 褐 ~ 绿 ~ 灰绿
,

海 绿石 中

K Zo
、

F e Zo :
等成分减少

,

ca e o 3
等成分 增加

,

海

绿石的成熟度越低
,

形成时代越晚
。

3 地质意义

图 3 黄海片状矿勿( A )和有机质(B)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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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绿石 富集环境

中国陆架海绿石富集区大部分与所谓的残

留沉积区相吻合
,

仅个别为细粒的现代沉积
,

例

如
,

北部湾近岸细粒现代沉积物中就富含海绿

石
。

北部湾浅滩和海岸上第三 系长石石英砂岩

上述可知
,

中国陆架海绿石分 布有 一定规

律
。

形成环境的差异
,

海绿石也各具特点
。

据海

绿石的特征来探讨沉积环境
、

追索物质来源
,

推 一
断海侵过程都有帮助

;
对古海洋学

、

沉积学的研

究有重要意义
。

自生生物状海绿石的成熟度与沉积物形成

的早晚基本吻合
。

东海
、

南海从陆架前缘向岸海

绿石的成熟度降低
,

海 绿石颜色由杂色变为单

色
,

即由黑
、

褐
、

绿
、

黄、绿
、

黄一黄
。

这与晚更新

世末期以来中国陆架的海侵进程是一致的
。

黑

褐色的生物状海绿石形成于此海侵之前
,

此后

形成绿
,

黄色海绿石
。

黄渤海的海绿石富集区
,

也是晚更新世末

¹ 海洋局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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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残留沉积
,

它有过和上述陆架前缘形成海

绿石时的环境相近似的时期
,

只是由于现代沉

积的不均衡性造成现代沉积物的缺失
。

.

北部湾海绿石主要为颗粒状
,

黑色
,

成熟度

高
,

显然不是现代海底 的自生产物
,

而恰与北部

湾岸边第三 系岩石 中的海绿石相似
,

它们有物

源关系
。

表

乳b

中国陆架海绿石贫乏区与富集区特征对比

A c 。叮甲a r触。目 旋如邵以黔 p。山
.

ar ea
a n d 。洲Ice n tr at i阅 ar ea of g la u a 阅lites 腼 O , 加ese sh

e吐 , ea

项项目目 贫乏区区 富集区区

粒粒粒度度 粗细皆有
、

以细为主
、

为正常的机械分异异 较粗
,

Md 帕
.

5~ 3
.

8 与分异规律不符
。。

碎碎碎屑矿物物 分布正常
、

细粒沉积物中含大量黄铁矿矿 分布
“
异常

” ,

多为经高能作用用

和和和和片状矿物
...

的硬颗粒矿物
,

如拓榴子石
、

铬石等等

沉沉积物物 沉积速率率
J

决
、

堆积区区 慢
、

侵蚀区区

化化化学学 在细粒沉积区
,

助< 10 0 m V ,

Fe
, +

/Fe + 2
< l

,,

Eh > 1 0 0 m v ,

Fe + 3
/氏

+ 2
> 6

,

有机质贫乏
,,

有有有有机质丰富
,

偏碱性
,

属还原环境
。。

偏酸性
,

属氧化环境
。。

FFFFFFFe
Z
伪> 6

.

00 %
,
〔知C 0 35 %%% 凡2O

:
( 4

.

0 0%
,

伪C。 ,
> 1 0%

。。

生生生物物 现代
,

壳保存好
,

新鲜
,

贝壳量< 25 %
。。

新老皆有
,

壳破损
,

贝壳量> 25 %
...

海海绿石石 数量量 少
,

< 1%或不含
。。

丰富
,

> 10 纬
。。

颜颜颜色色 灰绿为主主 黑
、

绿
、

黄皆有
,

黑绿为主
。。

质质质底底 松散含杂质多多 致密
、

光滑者多
,

较纯净
。。

KKKKK水〕〕 含量低低 含量高高

陈瑞君
,
1 98 3

。

南海北部湾海绿石的研究
。

地质科学 3 :

2 67 ~ 27 1
。

王天行等
,
19 8 7

。

南海北部的海绿石
。

南海海洋科学集

刊
,

科学出版社
,
7 1 ~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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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了渤海潮间带沉积物 中 z n ,

C u ,

P 匕
,

cd
,

Cr 和 N i
。

研 究结果表明
,

渤海西 南部潮间带沉积物 中重金属含量基本正常
,

但 z n 的

污染较 为明显
,

可能与油时排污有 关
。

黄河 口 重金属含量从 高潮带向低潮带逐渐降

低
。

本区沉积物具有相似 的地球化学特性
。

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与有机质含 量于 切相

关
,

它们 易与有机质结合
,

而沉降至底质
。

1 材料与方法

1 9 8 9 年 6 月在渤海西南部挑河 口
、

神仙

沟
、

孤东油 田
、

黄河 口
、

广利河 口
、

小清河 口 的潮

间带高潮带
、

中潮带和低潮带取表层沉积物
,

并

测定 z n , c u ,

Pb
,

cd
,

cr
,

Ni 的含量
。

取样站位见

图 1
。

样品于 10 5 ℃下烘干
,

1 00 目过筛
,

在聚 四

氟 乙烯消解罐中
,

以 H N 0 3 ,

H a o 。和 HF 加压

消解后
,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

2
。

1

结果与讨论

潮间带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

2
.

1
.

1 z n
的分布 z n

在各站位的平均

含量 (X 1 0 一 6 )分别为 5 0 2
,

一0 3 , 5 9 6
,

4 7 2
,

5 7
.

8

和 35
.

2
。

仅小清河 口和广利河 口 含量较低
,

其

他河 口较高
,

尤其是孤东油 田和黄河 口高潮带

异常高
,

分别为 8 8 3 X 1 0 一 6 和 8 0 0 x 1 0一 6 。

此沉

积物的 z n 含 量 约 比黄土 中 z n 含 量 高 出 10

倍
,

这可能与油 田的污染有关
。

黄河 口 的 Z n 含

量存在着从高潮带向低潮带降低的分布趋势
。

2
.

1
.

Z cu 的分布 Cu 在各站位的平均

含量 ( x lo 一6 )分别为 9
.

6 7
,

1 4
‘

3
,

1 6
.

6
,

1 1
.

8
,

6
.

77 和 3
.

85
。

孤东较高
,

小清河 口较低
。

黄河

口 cu 的含量也呈现从高潮带 向低潮带降低的

趋势
。

2
.

1
.

3 Pb 的分布 Pb 在各站位的平均

含 量 (X 1 0一 6)分别为 7
.

1 1
,

7
.

刁0
,

8
.

J 5
,

8
.

5 8
,

6
.

90 和 7
.

50
。

上述说明这些潮问带 Pb 含量变

化不大
,

分布比较均匀
。

黄河 口 Pb 含量也从高

潮带向低潮带降低
。

2
.

1
.

组 cd 的分布 cd 在 各站位的平均

含量 (X 1 0 一6 )分别为 0
.

8 4
,

1
.

0 3
,

0
.

9 8
,

0
.

9 4
,

1
.

12 和 0
.

96
。

分布也较均匀
,

含量变化不大
。

2
.

1
.

s cr 的分布 cr 在各站位的平均含

量 (X 1 0 一 6
)分别为 3 8

.

5
,

4 2
.

5
,

JS
.

弓
,

月3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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