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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海槽高热流值区的特征3

李常珍  金保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研究表明 冲绳海槽是一个罕见的高热流值区 是个活动的弧后裂谷 而且热水活

动!地震活动!火山活动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冲绳海槽 地热流 构造

Ξ  冲绳海槽位于东海大陆架与琉球岛弧之间 南起

中国台湾岛北端 北抵日本九州岛沿岸地区 西自陆

架东缘的钓鱼岛2五岛列岛边缘脊 东至琉球岛弧西

侧的岛屿∀ 据林美华等测得 海槽长达

宽约 ∗ 面积约 ∀

冲绳海槽是由北东向延伸的弧形半深水槽地 弧

向太平洋 菲律宾海 突出 槽底东北高 西南低并由

东北面向西南缓倾斜 北部水深在 ∗ 中

部水深在 ∗ 南部水深在 ∗

海槽最深部在西南端达 位于我国台湾省

东北的海域内∀

 冲绳海槽高热流值区特征

1 1 地热流值概况

冲绳海槽由于独特的大地构造位置表现出强烈

的现代构造活动特征 吸引着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对

此进行了大量的地球物理调查∀ 从本世纪 年代开

始 日本!德国!法国!美国以及中国的学者对冲绳海

槽海域进行了大量的海底热流测量 积累了较丰富的

海底热流调查资料 见图 ∀ 在图 中显示了冲绳海

槽及其邻近海域的热流测站分布 总的来说冲绳海槽

热流值相当分散 由于海槽东坡和槽底中部与北部地

区海山!海丘!孤峰!断壁众多 特别是海槽内及其周

围火山活动强烈 被大量的火山碎屑沉积物所覆盖

地形极不平坦 以致无法布设热流测量站位∀

到目前为止 依据现有资料已取得冲绳海槽海域

不包括北端的鹿儿岛和南端的台湾岛 地热流值

个≈ 其中最高值为 • 最低值为 •

∀ 平均值为 • ∀ 去掉其中不可靠的热

流值 还有 个热流值 其中最高值为 •

最低值为 • 平均值为 • ∀即

使如此 冲绳海槽依然表现出高热流值的特征∀ 由此

看出 冲绳海槽是一个罕见的高热流区 并且最高热

流值与最低热流值为 Β • ∀

1 2 高热流值的特征

冲绳海槽热流值变化范围很大 在整个地球热流

数据中是罕见的∀ 据详细的热流调查表明 海槽中 3

个巨高的热流异常区都位于海槽中轴上∀ 如 / 夏岛2

840凹陷 27β35χ 127β09χ∞ 水深 1 750∗ 1 800 热

流值高为 590 ? 440 •
2 / 东部0凹陷 27β35χ

127β12χ∞ 水深 1 750∗ 1 800 热流值更高为 710?

690 •
2 / 伊是名0凹陷 27β16χ 127β05χ∞ 水深

1 600∗ 1 650 热流值为 360? 220 •
2∀这表明

海槽的东北和中部高热流异常是沿海槽中轴展布的∀

总体上说 冲绳海槽热流等值线呈 ∞ 向延伸

与该区的等深线的走向几乎一致≈1 其热流值也呈带

状分布∀日本海2冲绳海槽2台东纵谷为一醒目的 ∞

向的热流高值带 并且冲绳海槽是这条高热流带的主

体∀ 冲绳海槽东西两侧均为低热流值区 而冲绳海槽

的张裂轴部热流值达到最高峰 成为目前世界海洋中

最高的热流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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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冲绳海槽热流分布

ƒ 1 ⁄ ∏ × ∏

2  高热流值与冲绳海槽地质构造的关

系

2 1 冲绳海槽断裂构造格局

冲绳海槽在构造上是位于大陆地壳边缘的现代

强烈构造活动带 见图 ∀ 断裂构造是冲绳海槽最主

要!最突出的构造形迹 从以往的地震剖面及重磁资

料≈ 反映出走向为 • 的横断裂 大致等间距展布

横切琉球沟弧盆体系及 ∞ 向纵断层平行于海槽轴

向 断断续续几乎纵贯整个海槽 正是这两组断裂构

成了冲绳海槽的构造骨架 控制了海槽的发展演化∀

冲绳海槽轴部发育了一条张裂地堑 呈 ∞ 向

弧形展布 形成了一条 ∞ 向宽约 !长约

弧形展布的高热值带∀ 冲绳海槽有两个极高

的高热流中心 一个在海槽中部 一个在海槽北端 海

槽中部冲绳岛西侧的热流值极高 这里正位于海槽的

轴部∀

2 2 地震与海底火山活动

整个琉球沟弧盆系为一强震带 它属世界著名的

环太平洋地震活动带的一个组成部分∀ 琉球海沟至琉

球群岛多为浅源地震 中源地震主要集中于冲绳海槽

内∀ 奄美大岛以北的冲绳海槽北段地震次数多 震级

大 从吐喀喇到九州的冲绳海槽的北段地震次数多

震源深度浅 而宫古岛以南的冲绳海槽南部次之∀

图  冲绳海槽地质构造 据 ∏

ƒ  × ∏ × ∏

陆架边缘脊 海槽西坡 海槽 海槽东坡 岛弧

张裂地堑 侵入岩体 断裂 潜伏断裂 岛弧边缘

海沟 现代火山 更新世以来的火山∀

  冲绳海槽区发育了许多活火山 有些至今仍不断

喷发 特别是海槽东坡发育了一系列活火山岛 且多

期喷发 在海槽中央发育了一系列孤立的海底火山

形成了许多海底山峰∀ 在海槽北段的东坡上发育了一

系列串珠状展布的活火山 形成了一条活火山链 吐

喀喇火山链 ∀

冲绳海槽为一弧后张裂带 在冲绳海槽中央

∞ 向延伸的海槽轴上有许多 ∞ 向的断裂∀地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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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调查表明这些断裂具有较高的地热流∀

2 3 热水活动

冲绳海槽内共有热水活动 处≈ 其中位于冲绳

海槽中部的夏岛 2 海丘!伊平屋海洼!伊是名海洼

及南奄西海丘等 处热水活动∀ 在冲绳海槽北部的鹿

儿岛湾若御子附近 自古以来其海面就有冒泡现象

现在的研究表明 该处存在着海底热水活动∀ 据吉井

敏克 年资料 该处有较高的地壳热流是冲绳海

槽的高热流区之一∀

迄今 日本进行了大量海底热液活动观测 完成

了大量的海底热水取样∀ 冲绳海槽南部的热水活动区

位于竹富岛冲 对那里进行了海底温泉调查 并进行

了热水的采集工作 确认近年热水温度有上升现象

在附近也有较高的热流值∀

 几点认识

冲绳海槽具有热流值高!分散性强!热水循环强

烈!地震活动强烈!火山活动频繁!活动断层发育!地

幔上拱!地壳拉薄!水平张裂的现代活动裂谷的构造

特征 因此在海槽中心所测得的最高热流值和该处的

地质构造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明显地反映了这里

的洋!陆壳俯冲汇聚带的构造特征∀

冲绳海槽中央 ∞ 向延伸的海槽轴上有许多北

东向的断裂∀ 地球物理调查表明这些断裂具有较高的

地热流 海底热水活动就发生在这些地堑中∀ 这些热

水活动区及海底火山与观测热流值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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