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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底 髯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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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带娃
(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根据第一个五年国民挺济餐展静划所拟定的关于扩大 巴偷支海工巢傲捞爆 的补划
,

在三十年代初期拾苏推埃海洋地臀学提供了蝙制底箕圆的任务
。

同时
,

为了支援我国
*

的

工巢及保敲航海的需要
,

也提出了擦制苏联富麓的海洋查源的任务
。

还在上古时代
、

在航海的早期
,

就萌费了对海底成分和特性的兴趣
。

我国在十八世

祀
、

开始骗制标有底置特性的原始航行圈
。

以后
,

在所有国家的航行圆上
,

通常注明底鬓

的名称和它的颜色
、

或者其它特点的标祀 ; 这种底暨标冠的方法
,

目前还在柔用
,

但它的缺

点是青料的不速祯
。

标明在圆上的海底的那些点仅屡于标韶
,

而关于与它相邻近各点的

海底成分尚题
,

RlJ 按照深度解释的方法解决
。

这就是靛
,

有人韶为如果深度不变
,

那末底

鬓也保持它的特征
。

在十九世耙后期有蝙制底臂圆的尝拭
;
它具有这种或那种底臀的海

底面上复盖物的固有标韶
。

法兰西学者 (M
.

D el es se) 的圈
,

就是崛于这种首批尝献之一
;

他棍制了法兰西海
、

邻近海岸的底臂圆
,

后来又榻制了其它海的底鬓圆
El
代

在 M
.

D ele ss e 的圆
_

L 分出砂
、

戟泥
、

具壳
、

混有砂的秋泥
。

英国的海洋学家把著名的

Cha lle n ge
r
海洋稠查船 1 8 7 3一1 8 7 6 年在各个海洋所采集的海底沉积物进行分类

,

蝙制了

第一幅世界大洋底置圆
〔,”〕。 J

.

M ur ra y 和 A
.

F
.

R en ar a 的底置圆在海和洋底的研究上是

重要的真献
,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应用它
,

因为它是蜀于深水沉积和区域性的
。

对于所

有浅水的
、

深至 2 00 来的近岸沉积
,

这个分类没有包括进去
,

而围麟所有大陆是
“

青
”

泥带

的标茫
,习

。

J
.

Mur ra y et A
.

F
.

R en ar a 的底置圆的唯一实践粘果是在英国航海圈上加上

新的标起
,

除了一般的标韶
“

砂
” 、 “

软泥
” 、 “

混沙的献泥
”

和其他以外
,

井加上了科学的标韶
“

青泥
” 、 “

扛色粘土
”

和其他等
。

这很快就引起很大的混乱
,

井出砚这些例子的韶录
: “

砖杠

色的青泥
” , “

扛色粘土
”

—
作为那些同一点 (带砾石的砂、的科学称呼及作为航海标韶

。

工M u rr ay et A
.

F
.

R e n a r e 的世界大洋底置圆屡于地貌圆的类型
,

它根据地貌特点或

某种有机体残余的混合物作出了某种底置的各个分区
。

应用同样的原则
,

捷尔藉夫骗制

了黑海生物群圆印
,

圆上按照生活在某一地区的动物作为底置标韶
,

例如贻只性软泥 (为

献体动物群 八几
,
ti lus g a l娜ro

v自zc 艺al 钻 生活的地区)
,

带有软体动物群 几五诚司
口 Pha

se o lina

的偏顶蛤性软泥和其他
。

这个原HlJ 也曾被阿尔汉格尔斯基应用来棍制黑海 的现代沉 积

圆田
。

在这个圆上
,

海滨沉积物被分为砂
、

具壳
、

贻具性献泥
、

偏顶蛤性献泥 ; 深水沉积物RlJ

有灰色的深水粘土
,

就是那种带有灰鬓软泥夹屠的粘土
,

带有个别亚种的
“

过渡
”

秋泥
、

石

灰鬓救泥和其它等等
。

按照同样的原RlJ
,

曾粗福成像E
.

M
.

T hor p的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西

部的底臀圆L20 湘法国滚摄管理局的晚捞底臂圆
。

在这些圆上
,

底霄的类型
—

砂
、

软泥等
、

以不同的初接条划出
,

而在这些底鬓上以圈例的形式表明所遇到的动物
。

在圆上同样精

在这篇希文里的
, “

我国
’

指苏联—豁者注
。

24 3



海 洋 与 湖 沼 1 卷

出海流的方向和照的徊游路袋
。

桔果
,

圈上划有过多的
、

不同的标鼠
。

对于欧洲其它甜海

的派巢区
,

例如
,

J
.

Lu n db
e
ck 对波罗的海的南部海滨部分

,

也蝙制了类似的憔捞底鬓圆tlB几

底盘圈 (B aT 叮二
。
二

r
朋ec K

。
“aP T

的 蜀于第三种类型的底鬓圆
,

圆 上划有等深找形

式的海底地形
、

和沉积物成分(根据实嫩室的告石学的研究查料)
。

正如 月二
H
叫

K 。。
所指

出的〔旧
,

这种圆可以用来研究海贫的水文学
。

由于拖网滚巢的费展
,

在海洋工作者面前提出了关于我们把科学棘为面向生产和服

务于浪巢敲施的粗掀周题
。

于是开始 了骗制巴偷支海的憔捞底霓圆
。

底盘圈的桐制在 19 31 年开始E8J
。

首先
,

对巴偷支海最主要的晚区榻制了这种圆
,

周土

划有等深袋形式的海底地形和底臀的机械成分的等值袋
,

并有 0. 01 ~ 粒极的含量的扮

明
,

这些粒蔽是握过沉速分析和显微经检查而确定出来的
。

同时也在圆上划出最特征的

有机体
、

但它不是晚捞对象
, ‘

白仅是这个或那个海底区域的特征
,

例如
:

海星或蟹
,

或者是

会揖害滚具的具壳
、

海棉
、

石枝藻等
。

小于 0. 01 m m 粒极的含量的等值楼
,

茂明出沉积物机械成分的特性
,

从这补算可划分

出粗距
,

与这相符以前
,

根据机械成分
,

曾拟定过海洋沉积物的分类
。

所拟定的这种分类应用在 1 9 2 6一 1 9 2 9 年
,

也就是在苏联海洋地鬓开始稠查时所进行

的工作中
,

因为在那时根据机械成分来标志沉积物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岐
。

同一术藉适

用于不同成分的沉积物
,

相反地
,

不同的作者把同样的沉积物拾以各种称呼
。

这个周题曹

引起了注意
。

和在静多次会馥上
,

通过了关于必需拟定就一的机械分析极别和按机械成

分进行科学分类的决戒
。

它以十进位的分类原HJ] 为基础
,

因为根据 兄 B. 藤莫依洛夫牧集

的查料邝
」,

最多数的有名的科学分类
,

与这十进位的机械成份分类
,

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适

应的
。

机械分析极别的分类如下
:

粉 砂

,
·

10 0 厘米

粗 100 一50
,

中 50 一2 5
,

袖 2导se ~

10 厘米

粗 1 0一5. 0
,

中 5一2
.

5
,

韧 2. 5一1 厘米

粗 1
.

0一0. 5
,

中 0. 5一0
.

那
,

韧 让那一0 10 厘米

粗 0
.

10 一0
.

0 5
,

中 0
.

0 5一0
.

0 25 ,

米田0
.

0 2 5ee 一0
.

01 0 厘米

粗 0
.

0 1 0一0
.

00 5 ,

余田0
.

0 0 5一0
.

00 1 厘米

粗 0
.

0 01一0
.

00 01
,

余田( 0 0 0 01 厘米

瑰砾石子

�石归

击

1�宝勺沪L上
早

1勺汗铸飞上�仑译铸

按照第三次地置工作会敬的决欲 (塔什干 19 邓)
,

国立海洋研咒所替建立由各机关代

表粗成的委具会
。

它拟定了十进位的分类法
,

而对于混合的翘粒的沉积物
,

采用 了早先

法国海洋学家 T y肥 (19 0 0) 拟定的二项粗成的名称
,

然后
,

根据包含在其中的
“

砂
”

(即直

径大于 0
.

1 毫米 )和
“

秋泥
”

(直径小于 0
.

1 毫米 ) 的数量标韶出沉积物
:

如果这沉积物所带

有的献泥数量达 6 妊
,

Ty 胎 称它为
“

砂
” ,

由 5一加外称
“

泥臀砂
” ,

由 2 6一50 形称
“

多砂置软

泥
” ,

由 6 0一7 6 知 称
“

砂鬓秋泥
” ,

最后
,

沉积物所含小于 0. 1 毫米的部分占 90 形么上时
,

称

为
“

戟泥
” 。

国立海洋研究所委具会根据 M. B. K JIe HO Ba 的建碳
,

规定把小于 0. 01 毫来的

部分作为分类的基础
,

因为根据机械分析方法的专阴研先阮
6
】

,
,
’6〕
靓明

,

小于 0. 01 毫米粒般

的数量
,

一方面决定着沉积物的物理性鬓
,

同时它也很好地反映着水的运动速度和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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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的其它 自然地理条件
。

根据机械成分对栩粒的海洋沉积物的分类就是这样确定的
。

根据机械成分的海洋沉积物分类
:

小于 0. 01 毫米
部 分 的 数 量 现代沉积物 石化沉积物

< 5%

5
.

一10 夕百

1 0一3 0%

3 0一 50%

) 50夕百

砂

泥 贸 砂

砂 臀 软 泥

软 泥

粘土臀枚泥

砂

粘 土 臀 砂

砂 土

砂 贸 粘 土

粘 土

为了标明含有小于0. 01 毫米部分

的数量少于 6 外的比较粗的沉 积物
,

曾采用了按其占多数的极别的名称来

决定
。

如沉积物含有粗砂的极别 (也就

是 1
.

0一0
.

5 毫米)多于50 外
,

称为
“

粗

砂
” ,

如中粒的或者韧粒的砂占优势
,

相应地称为
“

中
”

砂与
“

扣
”

砂
。

假如在

沙中 0. 1一0. 01 毫米的粉砂部分占优势
,

那末这种砂称为
“

粉砂
” 。

小于 0. 01 毫米部分的数

量不仅反映水运动的速度
,

井且决定沉积物的特性
。

例如
,

在砂中所存在的这部分少于
5 外时

,

这种
,

沉积物
—

砂
—

就没有粘滞性
,

在和水混合时不产生浑浊
。

含有 6一10 灿

的小于 0. 01 毫米部分的沉积物
—

泥直砂
—

具有砂的状态
,

但和水相混时产生长时期

不沉淀的泽浊水
。

泥置砂是从单个的颗粒到凝集的底矍的过渡类型
。

有数量10
一 - 3 0 肠的

小于 0. 01 毫米部分存在时
,

就使沉积物具有粘桔性
。

但是由于它还含有很大数量的比较

粗的部分
,

所以它不具有粘桔性
,

和在其中容易感触到有砂的混合物或较粗的粉砂 (0
.

1一
0. 05 ) 的存在

。

换句括扮
,

这些沉积物兼有比较粗和比较知的物霄的特性
,

我朽哄它做砂

鬓软泥
。

在以下的类型中
—

数量上占 30 一 6 0 灿 的小于 0 .0 1 毫米极别的沉积物
,

具有粘

着性的稠度
,

但尚具有不大的密度
,

在其中较粗部分的数量已然法探查
。

最后
,

为所含小

于 0. 01 毫米的部分超过 的形 时
,

沉积物就具有粘着的稠度
,

密度和粘性相当大
。

假如翰

泥的稠度可以与酪浆相比较
,

那末
,

粘土鬓戟泥或多或少具有冷凝奶油的稠度
。

这分类的缺点可以韶为是表砚在却粒和粗粒沉积物的标志底差异上
,

它的优点表现

在采用筒单而通俗的术藉的可能性上
。

把这些术藉加进数量
,

就可以利用分类而得出科

学的桔渝
; 同时

,

这些术藉对每个海具
、

憔民和其他实际工作者来舌
,

都是可以理解的
。

因此
,

国立海洋研究所委具会在 1 9 2 9 年所拟定的分类标准
,

已粗在 1 9 30 年首先为海

军水文管理局所采用
,

而从那时起被采用于苏联所有的海圆上
。

沉积物的机械分析方法
,

是在蝙制底置滚捞圆以前进行的
。

在这方面
,

曾采用过静

多分析的原HlJ 和曹确定 了最可靠的桔果
,

这些是在韧流水的冲洗下和在带有侧微尺的显

微经的对顺粒大小的检查下产生的
,

也曾同样地检查过在机械分析方面的一些沉积物的

准备方法
。

通常准备作分析的标本要镇先哄干
,

温度不得超过 40
”

C
,

把标本拿到甲板上

来直接的晾干沉积物
,

可以立 刻停止或延援
,

改变现代沉积物的生物化学作用
。

在巴偷支海底鬓傲捞圆所划有的小于 0. 01 毫米粒蔽含量的等值转
,

是在徉品分析后

得到的 ; 这些样品大半是乘
“

鄙尔谢依 (几即胎沁号
”

船航海时收集的
。

这些查料拾蝙制底霓

圆奠定了基础
,

在憔区
,

曾利用了拖网滚船船长的大量查料
,

他们在拖网捕焦生产时
,

通常

把深度
、

底直性登
、

非滚捞对象的动物
、

和共他东西韶录在 日志内
。

此外
,

在拖网 日志 中
,

也霄有很多情报 (成万次拖网捕焦)
,

但不精确
,

因为其地点的确定
,

通常仅是在某一些长达

10 海里的滚爆中
,

以符号的形式概括地指出来的
。

有时船长自己的韶录更明确
,

例如指出

拖网捕焦登生在这种地区的西南和东南角
。

拖网饭船船长的煮料曾被就静
、

整理过
,

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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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确定最大的稠查区的底臀特征和作这稠查区底臀的憔捞特征
,

其中
,

对于每一次拖网的

揖坏
,

指 明它的揖毁原因
,

这就可以弄清十分不平的豹底的 (3a 旎
B 。二bI 哟地区

,’、

存在有海

锦或石枝藻的地区
、

或是在海底有古老岩石露头
,

粘性的粘土和其他特征的地区的存在
。

由于丰富的材料的整理
,

登现了在巴偷支海底深 70 米和 , oo 米附近的古代海岸找
,

也恰恰在这个水平面上
,

很多作巢的拖网揖坏了
。

在这里鳌现了挂住
、

扯断拖网的基岩露

头和简冰期的粘
一

}:
,

它堵塞曳网井且不易洗净
。

以后
,

静多海臀如巴偷支海海臀的底鬓圆

的骗制都采用同样的方法
,

并拟定了比较恰当的手册rl2,
’

代

为了骗制个别地区的底鬓圆
,

采用以下的方法进行专P3的底直稠查
: 对可补划作底笠

稠查的地区
,

在现有地理圆材料的基础上
,

蝙制若干大比例尺的等深同
,

井从这张圆上
,

为

了底鬓同的蝙制
,

划等深袋和分出海底地形的个别部分
,

再么郭多路袋的形式蝙制底鬓稠

查方案
,

这些路袋尽可能地横越整个海底地形典型部分的走向
。

在路找上所拟定的点采

取底鬓标本
,

同时
,

这些点的密度以比例尺为棘移
,

即它们的网格画得愈密
,

底臀圆就应蔽

越祥翘
,

平均在圆上每 2 X Z 厘米“
可投一个侧站

,

但这些侧站的配置
,

必填根据海底地形

的特点
,

在斜面上
,

侧站的深度有很大的改变时
,

侧站应当较密地布置
,

么便找到一种底置

类型棘为另外一种类型的变化现象
,

而在深度变化不大的平坦部分
,

侧点可以稀疏些
,

因

为规缴靓明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较大的面积中沉积物保存单一的成分
。

在所拟定的点上
,

利

用挖泥器
、

或者管状采泥器
、

爬网和拖网采集标本
,

拖网由于所拖的底鬓在翘过水屠时将

被冲洗掉
,

所么不适于翘粒沉积物的底箕稠查而只适于采集石瑰
、

砾石
、

碎石之类的标本
。

所采集的底
.

直标本耍立刻祥扣韶录
—

描述它们的颜色
、

机械成分
、

密度等等
,

同时

祀下它所有的混合物及其特点
。

在底夏稠查中必需有海洋地箕专家参加
。

虽然有些人不正确地器为像放仪器和采取

底箕样品这样简单的工作
,

任何专巢的人都可完成
,

但是
,

底箕稠查拜不是筒单的技术工

作
。

为了顺利地进行这个工作
,

必需有在海洋地箕学方面有粗嗽的专家参加 ; 他能够在工

作过程中深思熟虑地采集
,

并且如果需要的藉
,

能把底置稠查草案加么必要的修改
。

海洋

地直学家能够立即登现存在某种独特的底鬓类型
,

或者缺乏过渡的底臀类型
,

井加密取样

的点
,

确定其布置和更好地探查到新的东西 ; 另一方面
,

在存在同类的底臀时
,

海洋地鬓学

家可以删掉一些以前作过的点
,

可么对深度的变化进行补充
,

以确定地形的特征等
。

用这方法所获得的标本材料
,

此起不是专家所采集的标本
,

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
。

标

本拿到实肺室后
,

一

泞先要作机械分析
,

然后重新对它作祥韧的描述
,

把小于 0. 01 毫来叛别

的百分比和底矍成分的宇母符号作为制圆的基础
,

划出所含的微知毅别的等值钱
。

这就

可以税明这种或那种类型的沉积物的分布地区
,

利用所含微抽极别的等值钱可么估升海

底地形的特征
。

以后
,

在这圆上划上石瑰
、

砾石
,

完整和不完整的具壳
、

珊瑚
、

石枝藻
、

海棉

和其它包裹体等特殊标韶
; 同时

,

标出基岩的露头
,

粘性的粘土
、

豹底地区
。

以后
,

为了憔巢工巢的需耍
,

也蝙制了苏联其它海的底置圈
,

其中包括勇士号在远东

海的工作
r, 〕。

1 ) 钩底地区为海洋底部基岩呈戟林状露出的地区
,

基岩根部散布有少量的松散沉积物
,

这种地区对于溯捞拖网诬

为不利
,

因其易于挂住和揖坏拖网
。

—浑者



2期 M.B .克利豁娃 :海洋底 臀圈 跳7

系抗 的底鬓稠 查所采集 的查料, 根据底置 与水文状 况和海底 地形相联 系的机 械成分,可 寻出并 多沉积物 的分布规 律,然后 根据已被 确定的 规律编制 苏联海圆 的底鬓部 分闹。

海圆 主榻曾向 海洋地鬓 粗提出为 航海圈册 第一圆 选择航海 底鬓标韶 的任务。 这些标甜 不仅耍 反映在这 个或那个 点上海洋 沉积物的 特性, 井且还耍 求能够根 据地形查 料而断定 海底的 构造。为 了这个目 的,.必填 对世界大 洋和所 有海洋上 的六万个 点用批判 的眼光

重 新审阴 。关于底 鬓的查料 ,是从海 洋稠查报 告和其他 科学文 献,从各国 的航海圈 和航海

圆1.黄 海底置圆 E.n.米附 翻。右a编, M.B.K“6H o.a校对, E.n。印y洲 Ha蹭圆。z) 砂,2)泥臀 砂;3) 砂臀软泥; 4)鼓泥, 5)粘土臀 软泥;6) 粘土(古代的 );7)只 壳,8) 砾石及石子 ;9)岩石 ;10)等深 接,11)底 胃区城的 边界。

P “e.1.KaP tarPy盯 0.袱en toro.o P二Coe丁 aB“月aE.n .米月raHo日 a,沪及aRTopM.B .K刀。no月a, 叹aP饥naE .noTPy朋H a.(1)no eoK;(2)“汀 ”e似益月。c oK;(3)ne e叨aH“cT以益封 n;(4)“n 夕(5)即H朋 c飞n”刀;( 6)即“Ha(口 pe日H兄幻;(7)Pa KyuJKa;(8) r即bKa“ rP胡Hn;(9) RaM““;(1 0)”so6a了曰 ;〔11)rP阴 u双从即e即o 扫rPyH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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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中取得的
。

在带有原有糟好的等深挂的地理圆的基础上箱出这些查料
,

我俩才可以

根据上面所指出的
、

同时也曹在海圆上采用过的分类法
,

划出各种底鬓类型的区界
。

根据以往揭破的沉积物分布的一般规律的知澈
,

按机械成分我俩可以批判地重新审

朋非常繁多的查料
、

井把这些查料加以粽合
、

榻制各个海区的底霄圆
。

根据上面所指出的

分类法所作的这种带有等深袋的底鬓圆是个补充性的查料
,

然后我俩选择每个地区的特

点
,

划在海圆第 1 册上
。

区域底鬓圈以后被采用于所编制的世界大洋底鬓圆的第二册中 (海圆第二册
, 1 9 3民

苏联大百科全害
、

第十三卷
,

19 摊)
。

在其它巳艇榻制过的底鬓圆中
,

也有为中国南海
、

东

海和黄海榻制的圈
。

所制的圆能表现出以地形和海的输廓为棘移的海底沉积物的分布特点
。

例如
,

在黄

海
、

(圆 3 ; 1 )
,

由于它的封阴的特征和复杂的翰廓
,

同时
,

很显然
,

由于有大量的河流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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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入海中
,

在其海底大半是相粒沉积物—
软泥

.

和部分的粘土鬓戟泥
。

在辽东潜
,

戟泥

复盖着整个深度超过加 米的海底
、

而在渤海膺北岸附近
、

在这些深度上有局部的沙霄软

泥分布
。

在黄海的开阴部分
,

秋泥分布在其西部的 2 6一30 来和在东部直到 1 00 米的各个

深度上
。

黄海的献泥具有静多粗粉砂鬓和砂霓材料的混合物
,

井翘过狭窄的砂箕献泥地

带过渡到泥臂沙
。

泥臀砂的分布反映了水文状况的特点
。

在辽东膺平静的地区
,

近岸的

砂
、

砾石和石子的堆积很快就为翘粒沉积物
—

砂置软泥所代替
。

泥鬓沙以狭窄的带状

位于砂与砂霓戟泥的交界处
,

此带在辽河海膺 (月a叙ey) 的南部得到扩大
,

那里的深度降

到 1 2一15 米
。

显然
,

这反映出很大的波高
,

这波浪是由沿着辽东臀的长轴方向强烈地吹

舍的北夙所引起的
。

贴近黄海东部海 岸的 涨退潮 流是粗粒 沉积物—
砂和泥直砂

—
在这里沉降到

70 一75 米深的原因
。

山东半岛西部的南岸附近深构 加米和青岛附近深构 30 米的地区
,

由于半岛的屏障复盖了砂置秋泥
。

渤海海峡一带
,

复盖的是泥霞砂
,

这样就反映出海水

运动在这里是加强了
。

同样
,

泥臂砂也复盖在整个黄海南部及黄海与中国东海的交界处
。

根据底箕圆可以看觅
,

比较深而朋的中国东海 (圆 2 ) 的沉积物同黄海的有本鬓上的

区别
。

在中国东海几乎没有秋泥沉积
,

沿着海的西部和东部的海滨可以遇到霓阴的地区
。

在这里最袖粒的底鬓是砂鬓软泥
。

在东部的砂鬓软泥
,

由于费生强烈的氧化作用而往往

变成揭色 ; 它分布在从台礴岛沿琉球群岛延伸的二于米以上的深海沟中
。

进入群岛之周

的深海峡中的太平洋海水
,

建立了活堪的水文况状 (甚至在很大的深度上)
,

这就不能积聚

大量扣粒的沉积物
,

因而在这里仅在不大的地区遇是有戟泥
。

沿海沟斜坡北部到大陆坡

上
,

很快就由砂直软泥过渡到泥鬓砂
,

或者在 15 0 米深度的大陆棚上早已过渡为砂
。

在这

里
,

有井多地方的砂
,

含有丰富具壳物臀
,

有些地方有腌粹的具壳沉积
,

而在岛屿附近碰到

有砾石
、

珊瑚和石枝藻
。

东部地区的砂鬓秋泥广泛地分布在 勿
几3 a
二“盛 xP e6 eT (1l J脉)高起的海岸山麓附近

的大陆棚上
。

在西部海岸的北部
,

丰富的河流携带物以砂和泥鬓砂的形式堆积在三角洲

平原地区中
,

而较韧的物置被沿岸流带到南方沉积在从 加 到 50 米深的水底阶地下
。

向

东到 10 0 米的深度
,

重新为泥鬓砂
,

更远一些为砂所代替
。

砂和泥置砂复盖着台潜海峡的

底部
,

井过渡为中国南海的海岸沉积
。

在中国南海又圆 3 、我刊又找到一个比较封阴的
、

同公海的循环隔开的水盆地
,

这里很

深
,

但带有北较平的海底
。

自然
,

其广泛的分布着翔粒的沉积物
,

它复盖着整个海洋中部

的开朋部分
。

在这里
,

以砂鬓软泥占优势
,

富集着动物群的残余小只壳
、

珊瑚等等 (特别是

在岛屿附近和水下浅滩上 )
。

在深度到 2 6 0 0 米左右的印度支那半岛大陆坡的山麓附近最

大深度部分的海底 (深度在 3 0 00 米以上)
,

同样在香港腾在较小的深度上
,

复盖着软泥
、

也

可能为粘上鬓欺泥
。

从印度支那半岛以南的浅水突起处
,

复盖着砂和泥鬓砂
,

有的地方富

集有具壳和其它炭酸置的动物群碎屑
。

同复杂的海底地形和割切的翰廓相 联系
,

在中国

南海的南部观察到海底沉积物分布的型式很多
。

井且我佣的圆
,

特别在珊瑚礁区域
,

是非

常商略的
。

我刊橱制的这些底鬓圆虽然是建立在很不同类型的
、

妞忙的
、

不充足的查料的基础

上
,

但它俩使我俩有可能了解黄海
、

中国东海和南海沉积物分布的一般规律
。

这些圆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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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 ”H -

, o T a

职
“白: (1 2 ) K o p哪

H o 米K ” 一

即 o 6 H r
即

河H 以 ; (13 ) “3 0月月 H ”“
叩

。期。习 r pyH T a “ “ 3 o 6 a T砚
.

很筒略
,

但是对于一般的理解和对于拟定进一步的稠查和底鬓稠查补划是有利的
。

可以不用怀疑
,

海洋地鬓学在中国将找到很好的土壤
。

当中国的海洋地臀学家在科

学舞台上出现的时候
,

他们不仅会对于为航海和憔巢等所必需的本国海洋底臀的研咒事
巢

,

井且会对占地壳
“
厂
:
的地置 (复盖在现代地鬓时期的水体 中)的豁澈事巢作出真献

。

(范时清
,

徐怒释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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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

克利藉娃教授 (即吟 M B
.

K J丁eH o Ba ) 是苏联一位著名的老地贾学者
。

克利豁娃教授在苏联十

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研究海洋沉积
,

是苏联最早从事海洋地臀学的科学家之一
, 1驰8 年著有

“

海洋地霄

学
,

『 eoJl o r既 M叩助 一害
,

粽合了过去海洋地臀学研究工作中的主要成果
,

渝远了海底地臂
、

地貌
、

化学作用等过程和研究方禹 克利藉娃教授为本刊特写的渝文筒要地介招了海底底霄圆的偏制原具叭

方法以及它在徽类
、

航运上的实用意义
,

还叙述了底臂周的偏制的黄展史
,

井分析了我国黄海
、

东海的底

鬓特点和形成原因
。

(渝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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