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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海和黄海南部底箕的初步研究
*

范对 清 秦 蕴 珊

(.I
,

国科学院海洋研宪所)

IQ : 7 年 犯
.

月 且 日到 1 9 5 8 年 2 月 17 日
,

苏联 和中国联合在中国东部海区进行了溯

业稠 查
。

在稠查中利用 “
大洋州 0’’ 型采泥器所采集的现代沉积物标本搏托中国科 学 院

海洋研究所物理海洋学扭处理
。

山于时 阴的限制
,

同时考虑到这些标本分析的桔果只是

用作阴明与涌业有关的周题
,

故从 19 多8 年 4 月 1 日到 1 4 日采用了以斯篇克公式为基础

的比该斜法来对标本进行了分析
。

并采用 了苏联海洋地盾学家克利带娃 (M
.

B
.

K月e “

Ho Ba )[
‘l 所提出的底质分类法

,

来对所得分析的拮果进行分类
:
郎在沉积物的机械成分

中
,

凡其所含有小于 。
.

01 毫米颗粒的数量少于 , 另的称为
“
砂

” ,

占 5一10 务的称为
“
泥

质砂
” ,

占 10 一30 多的称为
“
砂质泥

, , ,

占 30 一知 多的称为
“
欺泥

” ,

大于 50 多的称为
“
粘

土盾软泥
, , 。

根据这个分类法
,

初步制出了中国东海及黄海南部的海底底盾图
。

当然
,

这

个图还需根据似后的分析资料作更祥翩的补充
。

在北大平洋以西
,

锦延着弧状的阿尔卑斯褶欲带
,

这褶毅带从阿留 申翠岛开始
,

超拗

察加
、

千岛
、

日本
、

琉球
、

台湾
、

菲律宾
、

直达婆罗洲
,

在这个现代地盾构造活动十分张盛的

阿尔卑斯褶敏带与其西部遥对的中国陆台相夹
,

郎为 中国东南部的陆棚海
。

就其类型
_

上

视
,

属过渡型海 12 1 ,
一

其
_

五面所分布的沉积物性质是属陆源沉积物
,

包括岩块
、

砂
、

砾砂
、

泥等

之沿岸性沉积物
,

及砂
、

砂砾
、

砂盾泥等之浅海沉积物
。

它俩都起源于中国大陆
,

主要是山

河流带入之物质
,

营养成分和部分受波浪破坏之海岸岩石碎屑物质积聚而成
。

中国东海和黄海以佘山为界
,

在长江以北的海区
,

为海底比较平坦的队棚区
,

水深多

在 6。米似内
。

在本稠查区的南黄海部分
,

其特点是西部浅东部深 (地势稍向东南倾料)
,

最深处为济州岛附近
,

在其西北的一个采集站 (北样 3 斗
。

3 2
‘ ,

东握 1 2斗“ 1、
‘

) 附近
,

深度在

8 。 )狡左右
,

在这海区 西部的中国沿岸
,

仲展若辽圈的冲积平原
,

以砂岸占优势
,

其海岸枝

平有
,

港湾及岛屿少
,

但利于晒欲事业之发展
。

靠近海岸的海底
,

平行海岸延仲着砂底地

带
。

在长江门稍北的江苏海区近岸处校竟
,

水深在 20 米以 内
,

其上散布着众多的砂堆
,

砂

洲(如大秒
、

北砂
、

狠砂
、

蒲子砂
、

金子砂
、

勿南砂等 )为船只航行之障碍
。

从这带往北
,

在山

东半岛曲折的岩岸附近变窄
,

在这棉延的砂带
_

甘沉
,

有一褐色的粘士质软泥斑点 及一 软

泥斑点
,

这也协示出了防棚沉积物的特性
。

从这砂带往东
,

在 20 米的等深袋范围内的地

方
,

逐潮过渡为 与之相平行延伸的砂盾泥地带 ; 灰色到褐色
,

为含有稍多砂盾的泥底
。

在

田横岛东面有揭色的拟粒微韧的粘土质献泥斑点
,

零星地呈现在本带内
。

在此地带坦东
,

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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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粘土盾软泥带
,

分布于 60 一 80 米的等深修范围内
。

其方向与海岸亦大致平行
,

灰色到

灰黄色
,

颗粒微袖
,

塑性强
,

均匀
,

滑腻
。

北从成山头东边开始
,

往南延伸
,

而与东海北部
,

长江口东部海区的粘土盾软泥带相建
。

在此地带的四周围撬着狭带状的软泥带
,

褐色
,

校

均匀
,

含有少量砂盾
,

此带在胶州湾么东海面突入砂盾泥地带 内
。

在长江以南
,

郎进入中国东海海区
,

其水深较大
,

有一半以
_

E 地区深度近于 2 00 米
。

东海最深的地方是在琉球草岛西侧
,

其处深度平均在 2 0 00 米左右
。

在靠近浙江
,

福建海

岸附近 20 一 60 米等深袋范围内
,

地形变化较陡
,

而整个东海海底地形的总趋势是西高东

低
,

有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特点 (由 60 米到 2。。0 米的援摄的倾料面)
。

总的看来
,

东海海

底多为泥盾
,

离岸远的地方出现了砂底
。

在鳌塘江附近及北部长江日一带为砂底
,

如在吴

淞江口 附近呈现有鸭窝砂
、

横砂
、

铜砂浅滩等
。

在长江口外稍偏北
,

复有一大砂滩
,

通过锡

子江砂滩
,

是水深 30 米左右的平坦面
,

可能是沉降的三角洲
,

向东伸进砂盾泥区域
。

近岸

带的砂盾区水深告在 20 米以内
。

在钱塘江口舟山草岛以南的海岸
,

是以东南沿海丘陵地

带为基础
,

沿岸分布着中生代的喳 出岩和侏罗耙
、

白要耙的岩系
。

在这里值得提出这样的

现象
:
根据派民报矿的查料

,

,

在浙江温州瑞安的北奕岛
,

南宾岛发现有大量的滩青盾的碳

氢化合物的黑带
,

用火烧BlJ 有臭味并燃着
。

在浙江温岭的松阴沿岸带亦有这种情况
。

这

就不能不引起我朽的重视和注意
,

因为这一带海区是有含油远景的苏北平原的延擅
。

这

样
,

今后加孩这一海区(包括海岸)的石油地盾 (包括海上物探 ) 将是很有意义的
。

这一带

山脉逼近海岸
,

_

且相互平行
,

河流短促
,

含砂量极少
,

以岩岸为主 (在局部地区有砂岸存

在)
。

其海岸袋曲折
,

港湾及岛呜多
,

如杭州湾
、

象山港
、

三阴湾
、

台州湾
、

温州湾等
。

这带

近岸的海区
,

除了部分靠近海岸的很窄的砂砾地带外
,

分布着砂盾泥带
,

向南大致与海岸

平行
,

向北伸延达长江口 附近的粘土盾软泥带
。

灰色到灰黄色
,

黔粒微韧
,

分布在 20 一 60

米的等深筱附近
,

其周围砂盾渐增
,

由软泥而逐渐过渡为砂
:

盾泥
,

呈灰黄色到褐色
,

含砂盾

校多
。

稠查区的东南角为砂底
,

灰黄色或青灰色
,

在靠近砂盾泥带的边椽部分
,

砂子中泥盾

较多
。

就
一

上述洁况加只初步分析可知
: 中国黄海南部及东海海底沉积物的最主要来源是河

流悬浮物
。

在中国杭州湾以北
,

山脉多数大致垂直于海岸枝
,

并分布着流域大
、

源流长的

辽河
、

海河
、

黄河
、

长江等大河流
,

其水量丰富
,

含砂量大
。

如黄河人海之泥砂量占其总含砂

量的 斗0 拓
,

因此黄河泥砂大部注入海中
。

在近 3多年阴
,

其输砂量年平均为 13
.

8 亿吨 [3J ,

这还只是河水中之悬浮盾
,

偷未包括河底之推移物盾
。

黄海接受了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

击河流带来之泥砂
,

故其沉积物为大陆性的
。

此外
,

长江含砂量虽然远小于黄河
,

但其数

量仍相当可观
。

据安徽大通站估补
,

每年榆出量豹三亿立方米 [4] 。

从
_

L述情况可似知道

河流悬浮物是黄海及东海陆棚地带海底沉积物的最主要来源
。

关于中国东海及黄海南部

控制及影响沉积物分布之因素这个简题
,

大体
_

上可款为 :
海水之动力是其主要因素

。

海

底地形亦有一定的影响
。

东海东南方离岸远处之所以有砂底分布
,

推测主要是 由于弦大

的黑潮暖流的影响
。

由于其海流速度大
,

把这里海底的扣的颗粒带走
,

而使这部分的海底

富于较粗的粗合
。

而近岸带所似有砂底分布
,

这也是由于潮流速度校大之原 因
。

如鹭塘

江附近伸展着砂盾底
, 这是由于杭州湾汹诵的潮汐之影响而成

。

另外
,

从整个稠查区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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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这样的规律
:
沉积物的粒度随着远离海岸而逐渐变翩 ; 由砂

、

砂盾泥以至软泥
。

而

地形则随着远离海岸而逐渐变深
。

由此可见
,

地形对粒度分异作用所起的影响
,

只是在大

范围内才是明显的
,

而微形地形的作用 nlJ 不明显
。

同时
,

地形的这种作用 (大范 围的)只是

在J
’ 一

阴的海区里才适合
,

而在一些海湾中则不适合
。

例如我国的渤海湾
,

胶州湾适与其

反图
,

沉积物的粒度随着地形的加深而逐渐变粗
。

所以地形的控制作用应以具体海区作

具休分析
。

当然
,

控制着中国东海及南黄海沉积物分布的
,

还可能有并多次要的因素
,

这

有待于今后作更祥韧和深入的探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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