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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中山站石榴石角闪岩由石榴石(朽 ~ 55 % )
、

角

闪石 (3 0~ 3 5% )
、

石英(xo一 15 %)和斜长石(5写)组成
,

并含极少量的钦铁矿(< 1 写)
。

岩石呈中细粒纤状粒状

变晶结构
,

块状构造
。

石榴石呈筛状变晶结构及包含变

晶结构
,

裂纹发育 ;角闪石多为自形结构
,

与石榴石之间

为平衡共生
。

反映在矿物世代上
,

第一世代矿物为石英

+ 斜长石 + 钦铁矿
,

第二世代矿物为石榴石 + 角闪石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
,

石榴石的 F日o 含量较高(24 ~

26 % )
、

峋。含量较低 (3 ~ J%)
。

计算的镁铝榴石组分为

12 一 16 环
,

铁铝榴石组分为 54 一59 %
。

角闪石 C滋o 含量

为 1 0 ~ 12 写
,

碱质(嘛
20 + 凡o )含量为 1

.

5 ~ 2
.

0%
,

应

属钙质角闪石
。

利用石榴石的吨 / (珑 + 枷 + Fe
之十卜。2+ 相关性

图解判断南极中山站石榴石角闪岩形成于角闪岩相变

质条件 ;利用角闪石的月
, I一

Al lV 相关性图解也判明该岩

石形成于角闪岩相变质条件 ;利用角闪石的别
一

月vI 相关

性图解判明中山站石榴石角闪岩形成于压力为 0
.

5 ~

。
·

6 G Pa 的高压条件
。

以平衡共生的石榴石
一

角闪石间崛 /( 吨+ 腼+

几
’+ )比值相关性建立起来的地质温度计估测的中山

站石榴石角闪岩平衡温度为 6 10 ~ 6仍℃
,

由此估算的

古地温梯度为 30 ~ 32 ℃ / kxn
,

这与我国及世界其它地区

早前寒武纪变质岩形成的古地温梯度大致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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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食敏感性

中国对虾摄食行为 (包括寻食行为和进食反应 )在
很大程度上受其生存水环境中化学物质的调控

,

这些物

质主要是一些小分子量的可溶性化合物
,

如有机酸
、

氨

基酸和糖类等
。

本文利用行为学方法
,

在实验室条件下

研究了一些化学刺激物对中国对虾摄食行为(主要是进

食反应)的影响情况
,

得出了中国对虾的摄食敏感谱
。

结

果表 明
:

谷氨酞胺
、

赖氨酸
、

牛磺酸
、

甜菜碱
、

柠檬酸等对

中国对虾具有较强的诱食性
。

本文还研究了 pH 对中国

对虾摄食敏感性的影响
,

发现酸性环境利于摄食
,

而在

海洋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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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环境中
,

对虾基本不摄食
。

本工作对中国对虾人工

配合饵料诱食剂的研制具有指导意义
,

进一步的研究包

括
:

中国对虾寻食行为的摄食敏感谱
、

天然饵料中摄食

敏感物质的检测
、

摄食敏感随投喂性不同饵料的改变

等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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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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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青岛酸雾酸度
、

化学组份和致酸组份的

研究
,

理论分析与实际观测相结合得出天然存在的硫氮

碳化合物可使酸性沉降物的 pH 一 峨
.

峨~ 5
.

6, 青岛酸备

pH 界限值为 4
.

9
,

并把青岛酸雾的化学组份与美国加

州酸雾进行比较
,

青岛(乃至中国)的酸性沉降物以 5 0 荡
-

为主
,

美国以 N O , 为主
,

提出了用
“

总致酸量 / pH
”

作为

酸雾新的判据
,

并用
“

硫/ 硝
”
比确立酸性沉降物的 刁种

性质
,

青岛是典型的硫酸型酸雾
,

而美国则是硝硫混酸

型酸雾
,

青岛与洛杉矶市酸雾的致酸量基本相等(约 3

5 00 哪现/ L )
,

青岛出现酸雾的几率高于美国加州和洛杉

矶市
。

青岛酸雾致酸组分以工业区最重
,

而美国以居民

区为最重
,

酸性沉降物主要致酸组份是硫
、

氮的酸类
,

如

H多o ‘ ,

H Z

so
:汗刀, 0 : .

计算了 So 弓
一 ,

S仍
一 ,

N仇对青岛酸雾

酸度的贡献值和相对贡献值
,

其相对贡献值分别为

2嗯
.

2 %
,
7 刁

,
1%和 1

.

7 %
。

这些研究对探讨了解全球酸

性沉降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大沙
、

吕洒渔场柔鱼探捕

曰
王连胜 陈呈利

’
于瑞华 胡志松

,

李晓宁
’

(青岛市水产局
,

2e 6 00一)

(
,

即墨市水产局
,

2 6 62 00 )

收稿 日期 19 92 年 峨月 刁 日

关键词 大沙渔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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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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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褶柔鱼 (介如司诊附为队
, 绍 ,

以下简称柔鱼)是

经济价值较高的头足类
.

我们连续三年于冬季用流网对

大沙
、

吕泅渔场的柔鱼资源进行了探捕
,

19 8 9 年和 19 9 0

年虽分别捕获一些柔鱼
,

但无推广生产的价值
。

原因是

7 0

探捕时间过早
、

探捕范围小
,

投网次数少等
。

1 9 91 年冬

继续进行探捕
,

终于获得成功
,

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

模
,

开创了我国北方柔鱼流网生产成功的先例
,

使沉睡

多年的大沙
、

吕泅渔场的柔鱼资源得到了初步开发利

用
。

1 98 9 年和 1 9 90 年的探捕情况笔者已报道于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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