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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西菲律宾海盆西部 • • 与 • 个岩柱中的 个沉积物样

品进行了重矿物组合的研究∀ 分析结果表明 调查区内的重矿物中以辉石类为

主 其平均含量可达 ∗ ∀ 它是海底火山的产物 为 岩柱中存在火山沉积

类型提供了依据 并根据辉石类含量在不同岩柱中的差异 说明 • 与 •

两个岩柱中的火山物质多于 • 岩柱 而 • 岩柱中的风成物质则较 • 与

两岩柱更为发育∀

关键词  西菲律宾海 火山沉积 重矿物组合

Ξ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于 ∗ 年

曾对西太平洋边缘海进行了 个航次的海洋

环境的综合性调查 共取得了 个岩柱的沉积

物样品∀本文对其中的 • • 与 • 三

个岩柱的重矿物组合进行了分析研究∀ 这 个

岩柱均位于西菲律宾海域∀ • 岩柱 β

χ β χ∞ 水深 样长 位

于菲律宾海沟以东海域中 距吕宋岛

• 岩 柱 β χ β χ∞ 水 深

样长 和 • 岩柱 β χ

β χ∞ 水深 样长 则位

于棉兰老岛近海海域 图 ∀

 个岩柱的沉积物特征与研究

方法

• • 与 • 个岩柱的沉积物主

要由粘土质粉砂和粉砂质粘土组成∀但岩柱从

上而下的颜色却有明显的变化∀ • 与 •

岩柱的上部呈棕黄色和褐红色 中部为黄色

下部为灰色与青灰色∀ 而 • 岩柱则仅为两

层 上层为黄色 下层为灰色与青灰色 图 ∀
本文对这 个岩柱的 个沉积物样品进行了

重矿物组合的研究 其中 • 岩柱为 个

• 岩柱为 个 • 岩柱为 个∀ 分析

所选用的为 的所有砂级碎屑矿

物∀ 对采用三溴甲烷 比重为 分离后的重

矿物进行镜下 实体显微镜与偏光

显微镜 鉴定∀油浸薄片的浸油折光率为

∀ 鉴定的矿物颗粒数为 颗粒以上 然

后计算出各矿物的颗粒百分含量∀

 • • 与 • 个岩柱

的重矿物组成

分析结果表明 个岩柱中的重矿物组成

基本相似 共有 种 其中以辉石类为主 闪

石类次之 绿帘石与褐铁矿占第 位 钛铁矿!

磁铁矿和自生黄铁矿为第 位 其他的矿物

如黑云母!绿泥石!橄榄石!磷灰石!柘榴石!白

云母!白云石!电气石!锆石!褐帘石!黝帘石!
榍石!白钛石!金红石等矿物的含量均甚微 现

把各岩柱的主要矿物含量列于表 ∀

在辉石类中以普通辉石为主 其含量可达

∗ 透辉石次之 其含量在各岩柱中变

化较大 可从 ∗ 顽辉石占第 位

从 ∗ 紫苏辉石的含量甚微 仅为

痕量 ∀ 由此可见 本区的辉石类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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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取样站位

ƒ  
菲律宾海沟 琉球海沟 菲律宾海盆 吕宋岛 棉

兰老岛 台湾省

斜辉石为主 这一点与冲绳海槽的辉石是有区

别的 冲绳海槽的辉石以斜方辉石 紫苏辉石

为主≈ ∀ 这说明岩浆性质在这两个海区是有差

异的∀ 闪石类中以普通角闪石为主 占 ∗

透闪石与玄武闪石仅在个别岩柱中以微

量出现∀ 自生黄铁矿仅在 • 岩柱的 ∗

的层位中出现 说明该层的沉积物是处

于还原环境中∀ 综上可知 研究区的重矿物组

合既不同于冲绳海槽 更有别于中国陆架海的

矿物组合 中国陆架海沉积物中的重矿物组合

以普通角闪石为主 而辉石类的矿物含量甚

微 仅在 左右≈ ∀

2 1 Ω π1 岩柱

对本岩柱各类主要重矿物含量从上而下

的变化情况简述如下

• 岩柱的重矿物总量平均为 在

该岩柱的不同层位中 重矿物的含量变化

较 大 在 ∗ 层位中重矿物仅为

而在 ∗ 层位中它则高达

∀辉石类的平均含量为 在不同

的层位中变化状况与重矿物总量相似 其变化

幅度较大 最低含量 出现在 ∗
层位中 最高含量 则位于 ∗
层中 这种大幅度的含量变化 是由于

• 岩柱的物质来源多样性所决定的 根据资

料≈
• 岩柱主要有陆源 风成 !火山和生

物 种物源∀
表 1  Ω π1 Ω π2 与 Ω π40 3 个岩柱的主要重矿物含

量

Ταβ 1  Πρινχιπαλ ηεαϖψ µ ινεραλ χοντεντ οφ τηε χορεσ

Ω π1 Ω π2 ανδ Ω π40

矿物名称 • • •

辉石类

闪石类

绿帘石

褐铁矿

钛铁矿

磁铁矿

自生黄铁矿

重矿物总量

2 2 Ω π2 岩柱

该岩柱所处的地理位置与 • 岩柱明显

不同 它位于菲律宾海沟以西 棉兰老岛邻近

海域 整个岩柱共分析了 个重矿物样品∀ 其

重矿物的平均含量为 明显高于 • 岩

柱的重矿物平均含量∀ 但 • 岩柱从上而下

各层位中重矿物的最高含量为 ∗
最低含量为 ∗ ∀重矿

物中也以辉石类为主 平均含量为 也

高于 • 岩柱 其最高含量为 ∗

最低含量为 ∗ 由

此可见 • 岩柱各层位中辉石类的含量变化

幅度小于 • 岩柱 在 • 岩柱中辉石类的

含量变化幅度仅为 倍 而在 • 岩柱中则

为 倍∀

2 3 Ω π40 岩柱

它位于 • 岩柱的东北方向 两岩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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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不大 均位于菲律宾海沟以西 棉兰老岛

邻近海域 对 • 岩柱的 个样品进行了

重矿物分析 其重矿物的平均含量为 此

含量高于 • 岩柱 但低于 • 岩柱 在

• 岩柱

的各层位中重矿物含量的变化幅度不大 最高

含量为 ∗ 最低含量为

∗ ∀大部分层位中的重矿物

含量在 ∗ ∀ • 岩柱的重矿物种类仍以

辉石类为主 其平均含量为 与 •

岩 柱近似 其最高含量 为 ∗
最低含量为 ∗ ∀所以

总的来说 • 岩柱各层位中辉石含量的变

化幅度均小于 • 与 • 岩柱∀

图  • • 和 • 岩柱柱状岩性

ƒ  • • •

 结语

根据对 • • 与 • 个岩柱沉积

物组成综合分析的结果说明 这些岩柱的沉积

物由风成沉积!生物沉积与火山沉积等 种不

同成因类型的沉积物所组成≈ ∀本文的研究结

果说明 这 个岩柱中的火山沉积物的矿物学

特征在重矿物组合中表现最为突出 因为这些

岩柱的重矿物以辉石类为主 是由海底基性火

山喷发提供的 所以火山物质!重矿物总量与

辉石类的含量是呈正相关的 而风成物质由于

来自远方的大陆 它不可能携带比重大的重矿

物∀由于 • 岩柱中的风成物质较多 因而稀

释了重矿物总量与辉石类的含量 由此可以得

知 • 岩柱中的风成物质多于 • 与

• 两岩柱 而 • 与 • 两岩柱中的火

山物质多于 • 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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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国家试点实验室

提要  根据海南岛榆林验潮站 ∗ 年连续 潮位观测资料 经过统

一基准面校正后 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得出近 来海南岛南岸的相对

海平面变化呈上升趋势 相应的平均上升速率为 ∀ 这一数值较近百年

来 ∗ 的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明显偏小 反映出同期海南岛南岸的地面

是微弱抬升的∀

关键词  潮位观测资料 线性回归分析 相对海平面变化 海南岛

Ξ  海平面变化有全球海平面变化

√ 和地区性相对海平面变化 2
√ √ 两种不同的概念≈ ∀ 全

球海平面变化又称绝对海平面变化 主要是由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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