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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沉积学研究新进展) ) 中韩联合调查3

赵一阳   朴龙安   秦蕴珊   高 抒   张法高   于建军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韩国汉城大学海洋研究所 汉城 −

提要  于 年 ∗ 月开展了中韩南黄海联合调查∀此次调查取得了若干新进展 根

据沉积物颜色探讨了黄河物质的影响 从东到西获得了连续的回声测深记录 首次查

明了东部泥的分布特征 对中部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取得了有关悬浮物分布的新资

料 揭示了东部泥形成的水动力环境∀

关键词  沉积学 中韩联合调查 南黄海

Ξ  南黄海介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 我国虽已

多次进行过地质调查 但均限于其西部及中部 而东

部靠近韩国一侧长期基本处于/ 空白0状态∀ 为了对南

黄海有一个系统和完整的认识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与汉城大学海洋研究所合作 于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乘中科院海洋所 / 科学一号0船 开展了

南黄海沉积学联合调查 重点地区在东部泥区及中部

泥区∀ 通过此次调查 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样品!

新资料及新认识 大部分样品和数据正在室内分析整

理中 现仅就若干新进展报道于后∀

 海上调查

此次调查共设 个站位 详见图 调查内容包

括 沉积物采样 表层样!重力活塞柱样和箱式柱

样 悬浮物采样 分上!中!下 层 ≤ × ⁄ 测

量 海流测量 浅地层剖面测量 回声测深

等∀

 结果与讨论

现仅就此次调查中所取得的若干结果 作以下几

个问题的简单讨论∀

2 1 从沉积物颜色看黄河物质对南黄海的影

响

黄河源物质在南黄海的扩散 可以说遍及各处

但其在各处的影响差异 确有主次之分∀ 南黄海西部

显著受黄河物质影响已成定论 但中部乃至东部受黄

河影响如何却看法不一 如有些学者认为中部泥!甚

至东部泥均主要源于黄河∀ 作者 曾依据矿物和

地球化学/ 指示剂0 提出中部泥并非主要来源于黄河

的观点 该论点已在本次调查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在

自西而东的连续沉积物采样中 沉积物的颜色发生有

规律的变化 即西部显示黄河物质的/ 本色0 ) ) 土黄

色 至中部逐渐过渡为以灰色为主略带黄的色调 ) )

灰黄色 至东部灰色加深 黄色已不明显∀ 由此可见

黄河的主要影响区在西部 中部受影响的程度次之

东部受影响较弱∀

2 2 从西到东获得了连续的回声测深记录

过去南黄海的测深记录 多是断续的!局部的 而

本次调查利用回声测深仪从西到东连续地获得了测

深剖面 从中可直观地一目了然地看出南黄海海底地

形的典型特征 西部平缓!单一 至中部偏东呈槽状

即/ 黄海槽0 最大水深 东部地形变陡且复杂 起

伏大 呈现溺谷切割和沟脊地形 详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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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调查站位

ƒ  × √ ∏ ∏ ∏

图  南黄海地形特征

ƒ  × ∏ ≠ 2

≥

2 3 首次查明了东部泥的分布特征

通过回声测深和浅地层剖面仪测量记录 查明了

东部泥的分布特征与中部泥明显不同∀ 众所周知 中

部泥呈连续状分布 而东部泥却呈断续透镜状分布

尤其特殊的是泥的分布除在地形凹处外 有的却分布

在地形的凸起处 图 ∀ 造成东部泥此种分布的原

因 应与这里强的海流和潮流的塑造作用有关∀ 此外

东部泥的厚度较中部泥大 泥层可达 ∀

图  黄海东部泥的分布特征 回声测深仪记录

ƒ  ⁄ ∏ ∏ 2

∞ 2 ∏

2 4 对中部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以往对中部泥调查较多 其分布呈连续状 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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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认为仅 ∗ 但根据本次回声测深剖面和浅地层

剖面分析 分布确呈连续状 但其最大厚度可达 ∀

关于中部泥和东部泥的分布模式如图 所示∀

图  黄海东部泥的分布特征 浅地层剖面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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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海中部泥和东部泥的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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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取得了有关悬浮物分布的新资料

悬浮物测量表明 在大风 风暴 条件下水层底部

悬浮物质含量明显增高 如 ≤ 站 风暴伴生最大波

高 底层悬浮物最大浓度达 水深

这意味着风暴可引发海底沉积物的再悬浮作

用 影响的水深可达 ∗ ∀须提及的是 深水站位

的中层悬浮物的浓度受风暴影响较小 表明沉积物再

悬浮效应主要限于水层的底部∀ 此外依据悬浮物和海

流资料 计算了黄海暖流的细粒物质年通量约为

∀由于水交换是以悬浮物浓度低为特征的黄海暖流

向北取代了南黄海较浑浊的水团 故而悬浮物由南黄

海向东海的净搬运定大于 ∀有关悬浮物分布的

新资料 详见另文≈ 不再赘述∀

2 6 揭示了东部泥形成的水动力条件

∏ ⁄ ÷ 和赵一阳等 对南黄海中

部泥的沉积动力学研究颇多 而东部泥的沉积动力学

研究尚无报道∀ 基于本次调查的测流及 ≤ × ⁄ 资料可

知 东部泥区流速强于中部泥区 前者可达到海底

沉积物启动的临界值 后者几乎达不到该值 因此中

部泥区可看作是聚集来自不同方向!不同物源的 / 沉

积物捕集器0 ≥ 而东部泥区局部有冲

蚀现象 从而造成特殊的分布 水温!密度和盐度

的垂直分布表明 水温和密度跃层均强 而盐度跃层

强度不大 由此可见 夏半年在南黄海对悬浮物沉降

有明显影响的密度跃层主要是因水温跃层的存在而

形成 东部泥区夏季观测的余流揭示 上层

层 最大余流为东向流 底层 层 最大

余流为北西向流 上层水呈顺时针向流动

辐合下沉 下沉速度约为 ≅ 下层水呈

反时针向流动 辐散上升 上升速度约为 ≅

据此推断贴近海底处海水有向泥区中心辐合之

图  黄海东部泥区水动力特征

ƒ  ∏

势 东部泥即是在这种水动力条件下形成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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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 ≤ ≤ 区沉积物陆源物质时空分布与大气环流的关系3

孟宪伟  吴世迎  王湘芹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在太平洋 ≤ ≤ 区沉积物陆源组分定量分离基础之上 研究陆源物质时空分布规律与

大气环流的关系∀

关键词  定量分离 陆源物质 大气环流

Ξ  矿物学特征是研究深海沉积物风成沉积 进而研

究大气环流的主要参数 但是矿物学手段难以定量以

及对非矿物相物质的束手无策束缚了其自身在古气

候研究领域的应用效果∀ 近 来 由于数学地质方

法的引入 使得利用地球化学数据定量分离沉积物中

的陆源物质组成成为可能∀ 本文利用 ≥≥

等 和 提出的标准化方法对东

北太平洋 ≤ ≤ 区 ≤ ≤ !≤ ≤ !≤ ≤ ≤ 柱状沉积物

的陆源物质进行定量分离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陆源物

质的时空分布与大气环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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