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卷 弟 3 期 海 洋 与 湖 沼
1 9 5 8 年 1 1 月 O C E A N O LO G IA E T L IM N O LO G IA S IN IC A

V o l
.

I ,

N o
.

3

N o v e m b e r ,

1 9 5 8

输中国东海北部的沉积物及底楼动物区系

n
.

江
.

别兹鲁柯夫 H
.

0
.

穆尔德舞
x

.

M
.

赛 多 娃 3
.

A
.

费拉托娃

(苏 联 科 学 院 海 洋 研 宪 所)

1 9 5 5 年 n 月
,

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考察船
“勇士号

”
在其第二十二航次从大平洋

返航途中
,

曾穿过中国东海的北部
,

航向由琉球草岛的吐噶喇海峡指向济州岛
,

然后穿过

日本海的朝解海峡
。

在此航程中毅了十二个海洋观测站
,

在这些站上
,

除了其他的观测

外
,

还获得了底部沉积物和底楼动物区系的查料
。

应敲指 出
,

以前中国东海北部的沉积物没有任何人进行过系就的研究
。

并且一切有关

的青料主要是海图上的底盾点
。

根据这些青料所福制的底质图 (例如
:

Bo tto m se di m en t

c h a r t o f a d j
a e e n t S e a o f J

a p e n ,

1 9 4 q ) 具有极大的概略性
,

同时也不能断定海洋沉积物的

分布规律
。

因此
,

傣管工作量不太大
,

在苏联
“勇士号

”
上所进行的

、

关于中国东海的首次

研究
,

无渝是从总的海洋学研究观点
,

或是从获得了能 与过去
“勇士号

”

研究过的其他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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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勇士号在中国东海的航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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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与 湖 沼

海(日
一

本海
、

鄂霍茨克海
、

白令海 ) 的资料进行对比来看
,

都是有

着勿庸置疑的意 义
。

我溯希望
,

这些研兜成果在中国科学杂志
_

E的刊登将有助

于中苏学者的团桔与袒阶的交流
。

在“勇士号
”
第二十二航次中

,

考察工作是在考察队队长 几
.

月
.

别效碧柯夫 (沉积岩石学的研兜 )
、

副队长 3
.

A 一费拉托娃

(大形底楼动物区系的研究)以及
“勇士号

”
船长榭尔捷耶夫 (H

.

B
.

C叩 r e eB ) 的饵
一

导下迸行的
。

底部沉积物的矿物学由考察队

地盾粗的研究 人具穆尔德巧
,

有孔虫动物区系的赛多娃研究
。

P
.

只二几e Be illl lT 浦 , ,
对多毛类蠕虫类

、

B
.

B
.

M yP
H

Ha 对

星虫类
、

费拉托娃对双壳软体动物类和 r M
.

石e
朋

e B
对棘皮动

物类分别进行研究
。

资料整理是在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

地盾研究室和底楼生物研兜室中完成的
。

“勇士号
” 的航向通过中国东海

,

穿过了沿琉球翠岛延长的

狭窄深水盆地的东北端
,

及大陆坡的开阴地区
。

图 1 和图 2 中表

示海洋观测站在航修 上的分布和根据考察队中在 r
.

B
.

y 仄朋
-

旷
B
镇导下所获得的回声侧深资料而福成的 海底 剖 面

。

如 图

2 所示
,

中国东海盆地在航校所穿过的地区有着不竟 的海 沟
、

不大大的深度 (达 8卯 米) 和不平的底
,

以及高度 由儿 十米至

3” 米的高地
。

大陆棚具有平坦地形
。

在盆地中做了三个站
,

在其西北坡做了一个
,

而在大陆棚地区为八个站
,

最后二个站已

在朝解海峡区 了
。

观测航程总长近 斗2 0 涅
,

而各站之平均距离

近 斗O涅
。

在各观侧站
一

L
。

底
一

部之沉积物及其中动物 区系样品之取得

是惜助于
“
大洋

一
勿

”
型挖泥器所得到

,

挖泥器开口 面积为 。
.

25

米
“ L川 。

此外
。

在 四个站上 (.灿 了分9 一了, 村
,

了介劝曾用
“加拉提

亚
一‘号” 拖网进行了拖网工作

,

在三个站上 (灿 了, 41
;

了, 4 4 及

了剑匀 用板式拖网
,

及二个站上用冲击重压式取样管 (C hl co eB
,

1 9弓6 ) 取得一小段底部沉积柱
。

因为 时简不够未能取得较长的

柱状样品
。

利用了七个站的挖泥器样品 (蛟有价值的 )来进行大形底楼

动物区系的定量工作
。

其余的样品
,

以及拖网的样品就提供作

动物区系定性描述的资料
。

有一个站 (了夕了7 )未能发现大形底

楼动物
。

19多0一 1 9 , 2 年
,

丹麦考察队在
“加拉提亚号

” 上所采用 的
“加拉提亚

一 6 号” 拖 网首次在
“
勇士号

” 上的贰辱俞正就是在 中

国东海中进行的
,

并得到良好的效果
。

这种拖网的网 口长 6 米
,

并有二个袋
,

这比 “西格斯此
”

拖网 (郎阿氏拖网) 的抓获面积

⋯次允以�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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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 西格斯比

”
拖网的网口 仅长 2

.

弓米
。 “加拉提亚

一6 号 ” 拖网的采用
,

对于在底梅动物

极稀少的互大深处工作时特HiJ 适宜
。

航程的第一段 (豹至 万42 站) 穿过黑潮暖流
,

黑潮从西 南方沿着中国东海盆地流动
,

并在其北端穿过琉球岛链的海峡
。

黑潮向北至朝解海峡处分支出对焉海流
。

据考察队水

文粗的资料
,

在剖面始端 (了夕刃 站 )
,

表面水温在盐度为 34
.

6 y00 时
,

是 2 ,
。

C; 而 在 剖 面

末端当盐度为 3 斗
.

2瓜 时
,

是 2 1
O

c 。

剖面始端 (在盆地中) 底层水在盐度为 34
.

3一 3 4
.

4 痴

时
,

水温是 弓一6
O

c :
而在朝鲜海峡(大陆棚上)

,

当盐度为 3 斗
.

弓一 3 4
.

6瓜 时
,

是 1弓一1 6
O

c
。

在各种深度 上
,

水都非常流惕
。

下面将提到
,

海的水文条件对沉积物和底楼生物的粗成有

着亘大的影响
。

一
、

研 究 方 法

挖泥器样品在船上按海洋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叫 进行了祥相的韶述
。

从其中取出具

自然湿度的沉积物样品
,

以进行粒度分析及有孔虫研究
,

也取出部分样品来烘干似便将来

进行化学分析
。

挖泥器样品的其余部分 (较多的部分)或重分样品就利用来研究底楼动

物
。

在以后对样品进行贰验室处理时
,

沉积物的粒度分析是按照海洋研究所法进行的
,

这

种方法是改良的
“
鄂斯博尔钠法

” 〔’2
,

’“)。
对砂进行筋析

。

根据粒度分析的食料来舒算海

洋沉积物的粒度系数—
平均 直径 (对力 及分选系数 (5 0)

。

对 0
.

1一 0
.

0 5 和 0
.

2 , 一。
.

1 毫米的粒极进行矿物分析
。

在长的小玻璃缸中
,

采用比重

为 2
.

7 的编盾重液
,

将它俩分为袒和重的亚极 [15,
‘7 1。

化学粗成方面
,

曾赣定了沉积物中的碳酸钙和有机碳合量
,

采用克带朴 法鳃定溶解在

重曹达中的蛋 白矽 (自生矽)
,

以及高价跌和 P户
。。

为研究沉积物湿样品中的有孔虫
,

在截瀚室内取 1 00 克称样
,

然后将它通过 61 号筋

捐
,

用水流来淘洗
。

用重液一
一

四氯化碳 (此重 1
.

弓4 ) 把有孔虫从沉积物中分出来
,

并在

双筒显微镜下检查
、

观察1181
。

在甲板 上
。

将供大形动物区系研究用的挖泥器样品放在 1 40 号浮游生物筋捐做成的

筋网 五淘洗
: 这时

,

小的东西和小焦就保存了下来
。

较粗的沉积物样品在金属套筋上淘

洗
。

套筋下层的孔径为 1
.

弓一2 毫米
。

标本在按类slJ 挑选以后
,

在 8 0
。

酒精中固定
,

然后称

重只确定生物量
。

拖网的材料也同样按类别挑选后用酒精固定
。 固定后的大形标本烘

干
。

在挖泥器样品中发现的有孔虫重量不舒人生物量中
,

因为它佣的壳重比体重大得很

多
,

同时也因为样品中活的有孔虫含量无法确定
。

二
、

所获资料的特性

站 了乡了夕 5 5 年 1 1 月 1 日

北樟 3 0
0

1 0
‘

7 ,

东握 12 9
”

弓t
‘

2 ,

深 6 1 1 米
。

表层水温 2斗
.

7 5
“

C ,

底层水温 (弓5 2 米) * 6
.

1弓
。

C
。

括 号中1示明
,

底层水采样的层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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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盐度 3 斗
.

% 殉
,

底层盐度 3 斗
.

36 痴
。

挖泥器 (量 1 )气

底部沉积物特性
: 弱钙化有孔虫盾粗粉砂

。

致密
,

灰色微带淡褐色
。

样品厚 10 厘米
。

大形动物区系
: 无

。

站 了夕了8 书 年 11 月 1 日

北樟 3 0
0

2 7
‘

7 ,

东翘 1 2 9
0

0 9
‘

o ,

深 s r 7 米
。

表层水温 2 3
.

7 0
“

C ,

底 层水温 (7 7 0 米 ) 多
.

o 3
O

e 。

表层盐度 3 斗
.

23 瓜
,

底层盐度 3 斗
.

4 3瓜
。

挖泥器 (量 l )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弱钙化有 孔虫盾粗粉砂

,

极艘密
,

浅灰色带褐色
。

样品厚 10 厘米
。

大形动物区系
:
少而小

: 星虫类

—
‘ol 万ng ia (2 0 , 2 种 ) ; 少数的小形多 毛类

- 一一。
-

r a to : 。P左a la 、

L u m b r ic o n e r c i ; 、

o 刀u 夕人15 、

P r a x ile lla g r a c ili, 、

R 左。己i刀e 、

M
o lin 刀a 、

A r ic ia 、

C h lo r e m i
-

d a e ; 甲壳类一

一
L e 夕“ ,

(6 ) ; 端足类 (3 0 ) :
海葵类
—

E d w a r d s iid a e

(6 ) : 双壳类软体动

物
—

L e d a

(6 )
。

生物量
: 星虫类

—
0

.

26
: 多毛类
—

0
.

77 : 甲壳类
—

0
.

12: 海葵类
-

一
0

.

四 :
双

壳类

—
0

.

46
:
总量 2

.

60 克 /米
2。

站 了穷9 巧 年 n 月 1 日

北律 3 0
0

3 7
’

o ,

东握 1 2 5
。

斗1
’

1 ,

深 7 5 7米
。

表层水温 2 3
.

5 2
”

e ,

底层水温 (6 6 , 米 ) ,
.

3 7
“

e o

表层盐度 3斗
.

20 痴
,

底层盐度 3 斗
.

38 殉
。

挖泥器(量 1 )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钙化有孔虫盾的韧粉砂盾软泥

,

极艘密
,

浅褐色
,

向下变灰
。

样品厚
1 5 厘米

。

大形动物 区系
:
蛇尾类(20

。 2种 ) :
水蟋虫类 (碎) ; 端足类

(巧 ) ;双壳类一

一肠da (的 ;

多毛类
: O 。 :‘户人i:

(上。)
、

e a p ite llid a e (2弓)
、

e ir ra tu lid a e

(1弓)
、

M
e li, , a

伟)
、

M
a ld a n id a e

(1 0 )
、

p h yllo d o e id a e
咬弓)

、

C lye e rid 。e

(10 )
、

o 夕人e lia

(, )不日 P a r a o n id a e (1 0 ) ; 星虫类
- -

一G o lfin g i汀

。“ lg 4 r i;
又1 0 )

、

5 1夕/l a 二 o 了o m “ Sp
.

(5 )
。

“加拉提亚
一

6’’ 拖网
: 捕获物不多

,

但种类多
。

脾腊动物
:
海葵类 归

, 2 种 ) ; 水媳虫类

(碎
, 3一斗种 ) : 多放姗瑚类 z oa nt ha ri a

(1 )
,

石珊瑚类 (Fun 妙(la
e ,

‘) ; 甲壳铜
-

一十足

类 : S “ l石己。夕:‘;

(2
。

具极长触角) : E r yo n id a e (2 )
、

P :、g u rid a e 炭l
。

在珊瑚 Z o a n th a ria

内)
、

or 动印叮u)
,

。 (?
,

l)
,

尖口 类 咬o
x

yr ll y llc h a

) (2 ) 及其他各种大形蟹类
。

糠虾类一一
G na

-

动口

砂洲石
a sp

.

又2 ) ;端足类 (1 )
,

在大海胆的刺上有—
一

蔓足类一
一

肠如
了

(豹 10) : (阮
召l解 l

-

lu 切 (1 )
、

海蜘蛛类 (6 ) : 星虫类 (2弓,

不少于 2 种)
。

多毛类

—
副

:

多 o n u 夕人i; ; n z o p a 一r a

(l )
、

召r a 汪a 又3 )
、

T o r e b e llid a e

(7 , 2 种 )
、

A p飞: r o
d ita 。

(一)
、

P o lyn o sd : Le

(1 ) ; 月岁巨足类 (1 0
,

2

种、
。 l

欧休功物
: 后鳃类 (3 ) :

掘足类D 。 : 。li “、 (3 ) ; 双壳类 众而 (2
,

2 种)
、

Pr 叻。m “ , -

欣

符号碗明 :挖泥器 (量 1 )
-

一
“大洋号” 挖泥器

,

定量标本一个 ; 挖泥器(旅 1 )
-

一定性标本
。

动物名称后的

数字—
币几一平方来中的标本数和种数 (恨据原始资料)

,

例如 : (20
,

2 种) 2 0 为标本数
,

2 为种数
。

有孔虫动

物区系的虎 明见第六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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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m 和 C “功万da )’l 、
仁壳瓣)

。

棘皮动物
:
大量蛇尾类 (不少于六个种)其中有两个标本是具

六 )I宛的
。

海星类
: 耐, x o d e ,

,

, n a

(2 、
、

e r o 、、a , , e r 仁i )
、

B risin g i(la e

(1、
、

, , te r :、、t e r id a e

(6 )
、

月
。n ,

·

ic ia

(1 )
、

乙o p 人“, , 。r

(1 )
:

最
一

友的 E C hin o th u riid a 。

科
。 A s te n o so m s,飞a e

亚科的软海胆
,

直

径达 2 3 厘米( 2 个标木 )
,

及 拓个 1一6 厘 米的 P hor m
o

so m ina e :
不规则的心形海胆类 S Pa

-

ta n g o id a e 仁3
,

2种 )
。

无遗海百合 (1 ,

碎 )
。

海参类中小的 s p l】a e r o t xl u r iid 。 e

非常特殊 (1一 2

种)
、

p s o lid a e
又1、

、

I) e im a tid a 。

(3 , 2 种 )
。

在拖网中
,

根据最原始的青料
,

已发现有近 7 0

种底楼动物
。

站 了夕4 0 书 年 n 月 1 日

北袜 3 0
。

斗
‘

1 3 ,

东挫 一2 3
0

0弓
‘

7 ,

深 斗9 斗米
。

表 层水温 2 3
.

9 2
O

c ,

底层水温 (竹 7 米 ) 7
.

0 弓
。

Co

表层盐度 3 斗
.

3弓物
,

底层盐度 3 4
.

3弓瓜
。

挖泥器 叱童 1 )
。

底部沉积物特征
:
钙化有孔虫盾的韧粉砂盾软泥

,

软的
,

浅褂色的
,

向下变灰
。

样品

厚 l弓厘米
。

大形动物区 系
: 端足类 交5 )

、

e o p re ll记 :、e (2 ()、:
少 量 多 毛 类

-

一
入‘a ld a n id a e

(碎 )
、

o , u p人i,

(: )
、

A , : , I汗, 。 r c tid a e

(5 )
, ‘p万o c 左“。, o p , e ,

·

u 、 (? 。

碎 )
、

才 ,
·

万c id e a

(? 、:
棘皮动物
—O p左i“r a

(弓) ; 秋休功物
一一

一
‘ e , o c o , , c 人a

(弓)
、

v e ,、e : i (]a e

(弓)
;)

生物量
: 甲壳类

- -

一 。
.

7斗。

多毛类一一 2
.

8 0 ,

棘皮动物一一。
.

14 ,

双壳类 -
-

一
0

.

12 0 :
总

生物量 3
.

8 克 / 米
“。

“加拉提亚
一
6’’ 拖网 : 捕 获量很大

:
在海峡中有并多焦

。

玻璃海棉类
,

种类繁多
: H”

-

肠、,)2 a

(近 2 0 。 2一 3 种 )
,

很大的杯状的 (2 种 )
,

海锦总共不少于 10 种
。

胺腮动物
:
海

鳃类 (K o 夕乃。乙e le卿 n o n ? ,

四个标木
, 2 种 ) :

石珊瑚类—
一F u n g id a e

(近 2 0 )
, e a r夕。夕/l夕l

-

l,‘。 (?
。

近 2 。,

不少于 2 种)
。

多放珊瑚类 z o a n 动
a ria

(E p iz o a n thid a e ,

? )
,

海葵类 (8 。

/J’

的
, , 一6 种 )

。

海雄头类 (2 , 2 种 )
, s te p人二os cy p人“ ;

(l) : 多毛类

—
相当多的

,

种类繁

多 : O n u 夕人i, 丈7
, 2 种 )

、

A 夕左r o己ite (1 )
、

L o a n i,
4

a

(1 )
、

尸is za (:斗)
、

T e re be llid
a e (4 , 2 种 )

、

N
o z o m a stu ; (2 ,

碎 )
, p ,、‘x ille ll哪 夕e a o te r m i了, a

(斗)
、

G lie in d
a e (1 )

、

S a b e llid
a e (王)

、

才r ic i“

(1 )
。 5 1〕io n id a e (1 )

、

P llyllo d 。 e id a e

(1 )
、

对, r io c人e l。
、

s夕io c人a e ‘o 夕te r u 、 ; 星虫类
、

献体动

物
:
掘足类

—
刀 e n ta li,‘、 L a e o id e o ta lio n Z

(3 )
、

P r o le d a D
.

F i ; , id e n z a liu m (1) : 双壳类

—
L i, 、 o

芦万
了 o b li穿、‘ 叉王)

、

衬
a ll。‘ia

(1)
、

L e己a

(p ,
·

0 1。。)
sp

·

(, )
、

A 。。 , 了i“。 ,

(1 )
、

p , 二夕e 召
-

m “了, 万u , n

(碎 )
,

C e 一o c o n c乃a , p
.

(12 )
、

A ,
·

邻 (B a ,人y a r c a

) (斗)
、

M
a c o m a

(3 )
。 C u 、夕i瑟a ria

(1 )
、

e 。了夕i毖a八“ 夕、。u 毖o n a e ,
·

a

(1) ;
腹足类

-

一
F is sl l re lld a e

(1 )
,

r o lg o : a ria

(一) ; 万u d i力,
·

a , -

‘
石、

“

(1 )
。 J

乌贼的颗
:
腕足类 (1)

。

甲壳类 :
十足类
—

N e p h r oP sid a e (1 ,

很大)
、

E r

yo
-

n id : : e

(3 )
、

‘ : z“ ,左e “

(钓 1 0 )
, e r a n g o n 记

a e (6 )
, P a n d a lid a e ,

蟹
: p is a

(2 ) ;
糠虾类—

-

‘na 幼口

琳att
了i“ (弓无 等足类

,

大形的 Ba
t左y o m “ , 妙ga 、绍 ; (8 ) ; 各种原足虫类 T a

-

二id ac ea 似八
“ 。

棘皮动物
:
蛇尾类

—
并多

,

不少于 弓种 ; 海星类一一Lo 琳
召

*
: (1 )

、
(为

-

n ia ste rid a e ju v
.

(1 )
: s p in “ 10 了“

(2 ) ; 海胆类
:
不大而规只IJ的

、

具长棘的头
.卜白科海胆 (C id a ·

rid a e ) 的棘
:
海参类

: s pl、a e r o th u ria

(近 2 0 )
,

D e im a t记 a e 。

站 了列1 书 年 曰 月 2 日



海 洋 与 诩 沼 工 卷

北樟 3 0
。

弓。
’

斗
。

东辉 12 7
0

4 8
‘

6 ,

深 1弓2 米
。

丧层水温 2 3
.

3 6
‘,

c
,

底层水温 八铭 米 、 l斗
.

书
。

C
_

表层盐度 3 斗
.

3 弓痴
,

底层盐度 3 斗
.

6 3 ytoo
。

挖泥器 (量 1 )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弱钙化韧砂

,

黄灰色
“

大形动物区系
: 多毛类

—
Sp io n id a e

(上, )
、

耐
“g e lo n “ (10 )

、

o , , : ‘户左i,

(5 )
、

G lye e ri
-

d 。e (, )
、

T e r e b o llid a e
又, )

、

M
a ld

a n id a e (5 )
、

S a b e llid a e ; 端足类
。

生物量
: 多毛类

-

—
。

.

昨
,

端足类—
一

0
.

0 8 ,

总生物量 0
.

13 克 /米
“; 献体动物 壳瓣

—
G lyc im e z i; 、

L in , a , 百夕ito n : u , n 、 」

V “ric id a e 。

“加拉提亚
一

6’’ 拖网
:
水蟋虫类

:
At 乃ec

“。 (1碎
,

大标本)
、

T 肠
‘“夕人or

一
一个草体

。

海鳃类 (2 , 2 种 )
,

角珊瑚类 (l 量
,

附有 5 0 1钾““
,

的
。

海葵类 (, , 2 种 ) ; 白色小的海葵

附于蠕虫管土
; 石硼瑚 戈 (近 三〔)

,

近 6 种)
。

名毛类

—
并多

,

在各种竹中 (泥质的
、

砂质

的
、

石灰盾的、
: 了)、 u 夕左i了 (8 , 2 种、: S e r p u lid

a 。
一一(儿个

, 5一6 种、
。 尸i、, “ s万)

.

(与站

万甲。同 )
、

百u n ic“ ‘l )
、

对 , r io c左e le ,

A m p上、a re tid :、e

(S a 、,、y th e lla 了
,

1 )
、

M
a [d a n id a e (儿

个)
、

N
e re id a e

又1 )
、

L , g 瑟、 ,。i了 (1 )
、

刀, e o , 。 (1 )
、

p o ly d o r a 。

苔藤虫类 (数个霭体
, 2一3

种)
,

双壳类 : 刀 n o 、 ia

(1 )
、

e 左la , n 夕,
幼小个体 口)

、

L im a

(1 )
、

M y tilid a e 9
.

、p
.

(碎 )
,

p o r o 。, a
(1 )

、 ·

了厂c“ s

/ 9
.

? 幼小个休 )
、

G I, c im 召r , ;
丈1 ) : 掘足类 (2 , 2 种)

;
八腕类

,

幼小

个体 (1)
。

甲壳类 :
十足类

-

一
p a g : : r id a e

(, )
、

G : L

I:l tll e id a e

(3 )
、

蟹 (近 15 , 5一 6 种) ; 各

种虾 (近 1
一

5 )
。

端足类 (3 , 3一斗种)
,

蔓 足 类一一B a la n id a e
极大 (近 1 0 )

、

s c “l户。 zzu 、

(小
,

幼小个体附于 刀nt
;

娜t加而 上)
。

海蜘蛛类 帕
, 2种)

。

棘皮动物
:
蛇尾类 份一5 种

,

近 1 , 标本) ;海星类
-

—
A s比o p e e tin id a e

(1 ,

大的 )
, F o r e ip u l‘ z“ (1 )

。

海胆类
—

e id a rid a e

(1 ,

在其刺上有小的 B a la n id a e ,

共
,

总近 2 。)
。

规只}J海胆 (3 ) :
平海胆 (L ;、g a n id a e )

,

其上

有 v o ru ca ; 海百合类
—

无童海百合 (2 , 2 种 )
。

扳式拖网 (海峡区夕
:
水蟋虫类 (2 碎 )

。

石珊瑚类 (1)
。

抑现瑚类 (1)
,

海棉动物
—万“ p z己c te zz“ (? )

,

唯一的多毛类
: se rp 、, lid a e

仁2一3 种 )
。

甲壳类 :
蟹 (1和 4 幼小休

, 3 种 ) ;

B 。la n id a 。

(初 一(〕。 于海胆刺上)
。

棘皮动物
:
海星类
—

L “id fa

(碎 )
、

厅
e n r 子c i“ (1 )

、

A s -

tr o p e e ti,、id a e
(1 )

、

S 夕in “10 ; a g
·

s r)
·

(t ) ; 蛇尾类 (l)
, G o r g o n o c e户左a lu ,

(碎 )
。

规即J海胆

(1 )
。

站 乃村 书 年 且 月 2 日

北樟 3 1
0

0 2
‘

o ,

东袒 1 2 7
0

1 3污
,

深 1 1 8 米
。

表层水温 2 3
.

1 1
“

C ,

底层水温 以 1 , 米 ) 16
.

o 7
O

e 。

表层盐度 3 斗
.

2 斗痴
,

底层欲度 3 斗
.

6、yoo
。

挖泥器 (量 2 )
。

底部沉积物的特性
: 弱钙化只壳盾韧砂

,

灰色 的
。

样品厚 10 厘米
。

大形动物区 系
: 端足类 (土6夕

、

十足类 (8 )
、

多毛类 : E “ n ic e

(16 )
、

o n “ p儿i;

咬2 )
、

z ) , 卜

lo n 巴 ,
·

“i‘ (斗)
、

G o n 万“澎“ (2 )
,

万。。左,左,

以 斗)
、

A ric i“ (2 )
。

软体动物一一双壳类
。

生物量
: 甲壳类一

一
0. 60 2

,

杜皮动物
—

0
.

00 斗 ,

多毛类

—
。

.

叩 : 总量 = 1
.

5 0 6

克 /米
“。



别兹兽柯夫等 : 渝中国东海北部的沉积物及底楼动物区系

站 了夕4了 书 年 11 月 2 日

北掉 3 2
0

1斗
‘

1 6 ,

东挫 1 2 6
“

2 5
‘

2 ,

深 9 3 米
。

表层水温 2 r
.

s Z
O

e ,

底层水温 (, 1 米) Z o
.

3 9
O

C o

表层盐度 3 斗
.

1 2殉
,

底层盐度 3 4
.

3 7灿
。

挖泥器 (量 1 )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弱钙化具壳盾的粉砂粘土盾软泥

,

浅灰色
,

最上层为献的
,

而 卜面为

致密的
。

样品厚 22 厘米
。

大形动物区系
:
很少

。

蔓足类 (乙
e p “; ) (s) ; 多毛类

: 尸ly n o i, 。e

(4 )
、

PI、y llo d o e id a e

(斗)
、

C a p ite llid a e

(斗)
、

E u n ie id a e

(1 2 ,

碎 )
。

生物量
: 甲壳类

—
0

.

02
,

多毛类

—
0

.

1 6 ,

总量 二 0
.

1 80 克 /米
2 。

‘

伽J拉提亚
一
6’’ 拖网 :

动物区系丰富
,

主要是十足类
,

有静多 的多毛类 M
a ld a

ni d a e ,

有

大形海参
,

腔服动物
:
水熄虫类 (3碎

, 1 种) : 海鳃类 (二个草休) ; 海葵类 (2 大的 1 幼小

体) ; S to p‘“ n o 了c 夕夕冷。 、 (1 )
。

(耗虫类 (弓碎 )
。

多毛类
:
大量

: O n u p人15

—
并多

; L o a n ir a

(斗)
、

s ig a
一io n id

a e
( 3 )

、

‘夕咨o c 左a e to 夕‘e r “ ;

( ? )
、

‘ o , , i。‘召 (斗)
、

万
o to , 。 a 了t。 , 、

(4 )
、

7
’
。r e b e l

-

l若J e , 了‘r o e n Zi (一)
、

尸r a x ille ll。 户r a o to r , n i、; 。

(碎)
, 刀 。, , 。 o t r , ,夕“ n 。

(1 )
,

E u n ic 。
(?

, 2 )
,

A m
-

p l, a r etid a e
(l)

,

并多泥盾管
。

甲壳类 :
等足类 (2 , 1 种) 十足类

: P a n d a lid a e

(近 2 , , i

种 )
,

N
e p h ro p sid a e

(1 )
、

p o rtu n id a e

(1 0 , 1 种)
、

p e n a e id a e
(

.

近 1 0 。 3 种 )
、

A lp h e id a e

(近

1 0 , 2 种 )
、

日足类 (3 , 1 种 ) :
大的和中等的蟹

,

蟹 (2 9 ,

小的) :
海蜘蛛类 (l)

。

软体动物
,

双壳类

—
s o le 。 (尺

r “ , e

凡
, , 。 r n i ?

,

1 )
、

浑u c u l二 、p
.

f、)
、

刀。五, i“ (1 )
、

v e ,飞rid a e

(2 )
、

c “ , 夕i血
ri“ (2 ) ; 掘足类

—
刀 e n ra liu 阴 幼小个体

,

很小
,

大量
。

腹足类
—

C o n “ ;

(4 )
、

N
a , s“ (2 )

。

棘皮动物
: S : e g o p乃i“ r a

(?
,

1 )
、

A m p乃iu r 二

(? ,

数个标本) ; 海参类
:
很大 (6

,

2 种 ) ;
鬃腕动物 p o g 0 0 0 夕左o

rtt (S ibo g ly n u , n

) 空管
。

站 了岁柯 55 年 n 月 2 日

北律 3 1
“

3 1
‘

o ,

东挥 1 2 6
0

2 7
‘

1 ,

深
” 6 米

。

在此站未作水文研究工作
。

挖泥器 (量 1 )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弱多叮七粘土盾戟泥

,

很献
,

浅灰色
,

向下较擞密
。

样品厚近 15 厘

米
。

大形动物区系
:
翘虫类 (碎) ; 多毛类

: “
a g e lo n a 、

o n u p左i、 fZ o )
、

C a p itellid a e

(2 5 ) ;

星虫类
—

‘o lfi, g ia sp
.

: 苔薛虫类 (碎) : 端足类 (5 , ) ;
蛇尾类 (碎)

。

生物量
:
翘虫类
—

0
.

2 2 5 ,

多毛类

—
0

.

3 0弓,

星虫类

—
0

.

肠
,

苔薛虫类一一 0
.

06 5; 端

足类

—
0

.

07 弓,

棘皮动物
—

0
.

肠 0 ,

总量 0
.

7功 克 /米
2 。

板式拖网
:
海葵类 ( l成体和 5 幼小体

—
在蟹和 山。行 壳上) ; 石珊瑚类 (1 )

、

st 。-

琳
浮 n o s

卿琳 u 了

以) : 蔓足类

—
刀a la n u s

(1 ,

在邢瑚上) : P a g u r id a e

(1 幼小个体
,

在 了e r o b ra

壳 上) : o r
从

o 夕“g u r u ;

(1 大的
,

在 ‘“了, i;

壳 内) : 蟹 刀o r i夕夕e

(l ,

大的) : N
e l) l, r o p s id a e

(2 )
,

Pe na ei da
。

(J) ; 棘皮动物
: “en rl c! “

(l )
,

蛇尾类
。

海参类 (1斗 ,

很大)
。

多毛类中仅

有 S e r p u lid a e 。

站 了万子多 弓弓年 1 1 月 2 日



若 洋 与 湖 沼 1 卷

北律 3 1
。

苏9
‘

2 ,

东握 12 6
0

3 0
‘

2 ,

深 1 0 4 米
。

表层水温 2 2
.

0 斗
“

C ,

底层水温 (1 0 7 米) 1 6
.

7 ,
“

C 。

表层盐度 3 4
.

1斗yo0
,

底层盐度 3斗
.

, 瓜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弱钙化粉砂粘土质敝泥

,

向上揭灰色
,

向下灰色
。

样品厚近 10 厘

米
。

挖泥器 (质 1 ) : o p左j“ r a
交1 )

。

板式拖网
:
软体动物

—
八腕类 (1 ) ; 甲壳类—

一
十足类 Pe

n a e i(l :、e

(1 )
。

站 了岁4 6 5 5 年 1 1 月 2 日

北掉 3 2
0

3 9
‘

7 ,

东握 1 2 6
。

, 3
’

0 ,

深 1 1 3 米
。

表层水温 2 2
.

3 斗
。

C ,

底层水温 (1 0 弓米 ) 1 6
.

3 3
O

C 。

表层盐度 3 斗
.

2斗痴
,

底层盐度 3 斗
.

6 2瓜
。

挖泥器
。

底部沉积物特性
:
不同颗粒的砂

,

主要是抽砂
,

褐灰色
,

含有大量的只壳碎块
。

样品厚

近 10 厘米
。

大形动物区系
:
未稠查

。

站 了夕刃 巧 年 11 月 3 日

北樟 3 3
“

2 2
‘

2 ,

东耀 1 2 7
0

3 2 往
,

深 10 9 米
。

表层水温 2 1
.

, s
O

C ,

底层水温 (1 0 2 米) 1弓
.

斗斗
“

e
。

表层盐度 3 斗
.

23 偏
,

底温盐度 34
.

6工偏
。

挖公已器
。

底部沉 积物特性
:
舍只壳碎块的弱钙化翎砂

:

灰色
。

样品厚近 切 厘米
。

大形动物区系
:
未碉查

。

站 了夕4 8 5 5 年 1 1 月 3 日

北律 3 4
0

0 ,
‘

o ,

东耗 1 2 5
“

3 0
’

o ,

深
‘, 7 米

。

挖泥器 (盾 1 、
。

底部沉 积物特性
: 合具壳碎块的弱钙化耙砂

,

灰色
,

极撇密
。

样品厚近 1 0 厘米
。

大形动物区 系
: 棘皮动物一一头帕科海胆 Ci d盯id a e

(1 )
,

多毛类环虫管
,

空只壳及双

壳类壳瓣
。

三
、

关于海洋沉积物的分类

在研兜沉积物成分以前
,

应孩筒单地敲款它俩的分类
。

在苏联海洋研究所
,

采用了按粒度和物质
—

成因成分的粽合分类法
。

这里
,

沉积物

的粒度成分是根据主要粒极
,

井考虑沉积物厦点的平均直径而确定的 tl,4 ,0] 。

以前
,

某些研究部阴所采用的沉积物分类法是根据沉积物中粘土质(泥盾 )粒极的 (小

于 。
.

01 毫米的、合量而分类 间
。

这是有其缺点的
: 因为

,

对于很多类型的沉积物 (粗粉砂
、

砂
。

更不用税石子粒或砾石盾的沉积物 )
,

粘土盾粒极仅有次要的意义
,

并不能确定沉积物

的成分
。

此外
,

这种分类法并未反映出沉积物的物盾成分
, ’

已只具有不精确的术藉意义
,

而 且不能与沉积岩的分类法作对比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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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原则
,

沉积物按其粒度成分可分成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

1
.

互砾盾沉积物
:
以漂砾般大小的岩石碎块为主 (直径大于 1 00 毫米)

。

2
.

石子粒沉积物
:
以石子粒大小的矿物颗粒及岩石碎块为主 (由 10 一 1 毫米)

。

3
.

砂
:
似砂的粒极为主 (从 1一 0

.

1 毫米、
。

斗
.

粉砂盾沉积物
:
以粉砂极为主 (由 。

.

1一 0
.

叭 毫米 )
。

5
.

粉砂盾粘土软泥
:
以泥盾 (粘土质 )粒极为主 (小于 0

.

01 毫米)
,

其含量占沉积物

的 5 0 多 至 7 0 务
。

6
.

粘土盾软泥
:
泥盾粒极 占艳对优势 (小于 0

.

01 毫米)
,

其含量大于 70 多
。

按粒度成分对沉积物进行较抽的划分时
,

除了考虑主要拉极外
,

还要考虑沉积物厦点

的平均直径 (M d)
。

特别是
,

砂可分为粗砂 ((M
‘

= 1
.

0 一 0
.

弓毫米)
、

中砂 (M
‘
二 0

.

, 一

0
.

2 , 毫米) 及韧砂 (M
d

= 0
.

1 一 0
.

2弓毫米)
,

粉砂盾沉积物分为粗粉砂 (M
d
一 0

.

1 一 0
.

0 5

毫米) 及韧粉砂盾软泥 (M
‘
一 0

.

肠一0
.

01 毫米)
。

按物盾成分对沉积物进行较抽划分时
,

除了主要是由矽酸盐所粗成的钝陆源 (碎屑)

沉积物外
,

首先
,

还可分出二个重要的
、

分布最广的沉积物类
-

—碳酸盐类及矽盾类
,

还分

出有敛质类
、

锰盾类
、

磷酸盐类
、

海禄石类沉积物等
。

进一步划分沉积物时
,

应孩考虑其中相应化学相成
—ca c 0 3 、

自生的 51 0 2 、

Fe 等
,

以

及这些成分在祖成因上的有关体
,

首先是
,

海洋有机物骨骼部分在沉积物成分中的作用
。

例如
:
根据碳酸钙的合量

,

可分出弱钙化的沉积物 (c a c 0 3

10 一 30 多) 及钙化 的沉积物

(C a C O ;

大于 30 % ); 根据 自生二氧化矽可分出弱矽化的沉积物 (51 0 :

自生 10 一 30 多) 及

矽化的沉积物 (51 0 :

自生 超过 30 多)
。

碳酸盐类沉积物中
,

根据主要有机祖成成分的含量
,

分为只壳盾的
、

姗瑚盾的
、

苔藤虫

的
、

藻类的
、

异足类的
,

特别是抱球虫的
,

等等 ; 而在矽盾沉积物中
,

分为矽藻盾的
、

矽盾海

棉的
、

放射虫的
。

这样
,

沉积物就具有复杂的命名
,

例
: 弱钙化的具壳盾粗砂

,

矽化矽藻盾

的粘土盾软泥等
。

象有机盾沉积物一样
,

有可分出那样一些成分的化学沉积物
,

例如
: 鲡状钙厦砂等等

。

磷灰岩
、

跌锰盾桔核
、

海禄石砂等属于化学沉积物(一般为成岩作用原因产生的)
。

火山碎屑沉积物是特殊类型
,

在其成分中
,

主要是火山物盾 (凝灰盾的)一一火山弹
、

火山砾
、

火山灰
。

同样
,

陆源沉积物也按粒度的
、

岩石的及矿物的成分划分之
。

下面我俩描述一卜中国东海研究区 内的沉积物之粒度成分
。

四
、

沉积物的粒度成分

在航行研究时
,

曾发现粒度成分各式各样的沉积物
,

从砂一直到耙的粘土盾软泥
。

各

站沉积物垃度分析的精果在表一上
。

将这个表的青料和图 2 对比
,

就可以看出
,

在中国东海盆地 了, 了夕和 了5了8 站处
,

发 育

着分选不好的沉积物
,

其中主要是合量大致相等的韧砂 (0
.

2弓一0
.

1 毫米)和粗粉砂 (0
.

1一
0

.

肠 毫米) 的粒极
,

其总量近 刊 %
。

因为沉积物的其余部分主要是较糊的粒极
,

所以这些

站的沉积物
,

按颗粒平均直径
,

应划为粗粉砂
。

下面将看出
,

沉积物粒度分析的双攀曲换

主要是因为沉积物中浮游有孔虫壳 的合量高
。

有孔虫之主休大小为 0
.

2 5一0
.

1 毫米
,

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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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壳为 0
.

1一0 0 , 毫米
。

在盆地底部的 乃 了9 站上
,

以及盆地边椽部西北斜坡处的 ”甲。站 L
,

沉 积物 的粒度

成分向粘土质 (< 0川 毫米)合量增加的方向
_

L变化
,

特别是扣粉砂极(。
.

昨一 0
.

01 毫米)合

量增加
,

较粗粒极的数量相应地减少
。

这里沉积物分选不好(S 。 一 1
.

9 0 )
,

并具粒度分析的

双岑曲接
,

也富舍有浮游有孔虫的壳
。

根据主要粒极
, ”

臼俩近于粉砂盾软泥
:
但是

,

因为

了, 了夕站粕砂的含量高
,

及 了5乎。站粗粉砂极的含量高
,

所似这两站的沉积物
,

根据颗粒平

均直径
,

相当于韧粉砂盾救刀氏

表 1 沉 积 物 的 粒 度 成 分

T a 6刀认以a 1
.

「Pa H即 o M e T P”叼e e H日门 e oc 了a 日
oc

a A阳日

粒 叛 (毫米) 中p a K从。。 (M M % )
沉 积 物 特 性

X a P a K T e PH e ,r “K a o e a瓜K a > 2 一

⋯圣
:吕-

1
.

。一 。
.

5一 0
.

2 5

0
.

5 0
.

2 , 0
。

1

.

1一0
.

叮
一

0弓 0
.

0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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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两站
, 了剑 1 和 了刘 2 正好位于广

一

阴的大陆棚的边椽六
,

其沉积物不司献是按主要

粒极或颗粒的平均直径来税
,

都是耙砂
。

它俩分选较好 (s
。
= 1

.

6一 1
.

7 ) 并具单攀的粒度

分析剖面
。

这里浮游有孔虫的数量急剧降低
,

但软体动物碎壳片的数量却增加着
。

沿着剖面向前
,

在 万召一了, 4 4 站处
,

发育着粒度成分上最抽粒的沉积物
—

粉砂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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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盾的和粘土质的软泥
,

在中国东海大陆棚
_

E
,

这些沉积物显然是复盖着广大的空简
。

网

它佣的粒度分析剖面是单攀的
。

应敲指出
,

在 万封 站的粉砂粘土质枚泥下
,

取样管在海底深 73 厘米处
,

发现具壳盾

秒
。

在 同样位于大陆棚土的 了刀 6一了,
一

绍 站
_

E
,

在深度相同
,

甚至较大处
,

发育着扣砂
。

其
中

,

在 了, 4 6 站
,

沉积物分选最坏 挤
。
一 2

.

9 )
,

并极富钦休动物和底楼有孔虫的碎壳
,

在

了54 7 站
,

砂具有最小的粒径和高度的分选性 (s。 一 1
.

3 )
。

砂的粒度成分是双攀的
。

这样
,

在所研究的断面延距上
,

沉积物的粒度成分反复地遭受着变化
,

并且没有观察

到沉积物的分散程度与海深之简的任何直接联系
。

相反地
,

在部匆隋况下
,

在地形的低洼

处
,

沉积物的成分比附近海底较降起处粗得多
。

显然
,

决定沉积物粒度成分的主要因素
,

不是海的深度 (或距海岸的远近 )
,

而是海水的动力
。

此外
,

沉积物中的火山碎屑物的存

在和有机体的生命活动
,

大概是影响着颗粒的大小
。

我俩较群抽地来研究一下 这 个 周

题
。

在陆棚区 (在我们不研究的沿岸带范围以外 )
,

在朝解海峡及其外椽
,

沉积物具有最粗

的成分
。

这里
,

在这二种情况下
,

发育着砂
,

它佣在不同程度
_

E富合着介壳物质
,

当在陆棚

这些地区以外
,

在深度 同样
,

甚至较浅处
,

却沉积着袖粘土质的沉积物
。

在陆棚外椽和海

峡中
,

砂的分布是为极普湿的现象
,

这在文献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以
’3 1,

并且
,

特别是在

东海并多地区的分布
。 [s]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在这些地区海底海流速度增大
,

从东海的青

料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乱明
。

实际上
,

黑潮穿过朝解海峡而分布着
,

在陆棚外椽
,

无可怀疑

地表现出亲潮的影响
。

由于海流速度的增高
,

海水运动就将抽的粒极由此带去
,

因而沉积

物就富含较粗粒的物盾
。

在中国东海盆地中
,

沉积物的成分
,

也比复盖着粘土质沉积物的陆棚开阴地区粗
: 这

里
,

正如我俩所见
,

沉积着粗粉砂和韧粉砂盾软泥
。

在敲情况下
,

沿盆地分布的亲潮之高

速度也可影响到沉积物成分的翘化
。

但是
,

这一海流的水富有浮游性有孔虫
,

有孔虫沉入

海底
,

并底集于沉积物中
,

从而加大着它犯帕勺颗粒直径
,

这种情况的意义并不小
,

而是相当

大的
。

在盆地沉积物中
,

浮游性有孔虫壳的高合量征明了
,

陆源物质机械分散的正常过程
,

因为这里的浮游生物岌体沉降至海底
,

而复杂化了
。

最后
,

盆地沉积物的粒度成分
,

无疑

地是受着这里沉积物中的火山碎屑物盾
,

特别是火山玻璃的影响
,

火山玻藕可以顺海面或

空中搬运而来
。

为了税明 这个周题
,

能我俩来研究一下沉积物的矿物成分
。

五
、

沉积物的矿物成分

如上所述
,

矿物分析基本上是用樱过粒度分析的 0
.

1一0
.

05 毫米的粒极
,

这一粒极中

的鲤
、

重亚极分析的拮果就在表 2 和表 3 中
。

对每一矿物
,

在表中都表明了它在整个亚极

中的百分含量 (A )
,

以及在陆源部分中的 (也郎是在减去了构成介壳和它的碎屑 的有机

炭酸钙以后的部分)百分合量
。

在下文中就魏明了矿物在陆源部分中的百分合量
。

赴我佣来研究一下在 0
.

1一 0
.

0弓毫米粒极中个别矿物的分布
:

火山玻璃
:
无色或稍带黄色或褐色

,

在袒的亚极中呈尖角状碎片或延长的奇形怪状的



2 8 0 海 洋 与 湖 沼 1 卷

1
。

叹习
闪 尸叫

吕。亡卜�国月J落

露案迷

织 以 次 伏 寸 窝 导 次 饱 冬 魁 民
心汤江公。�oH

·仍�二。卜汉n国门仍减

祷造长寡仲

口口口口价

山 心 , 端

尸门 N
日 寸 寸

, 叫 , ~ 叫
N 劝
伙

, 叫 翱 叨 十
, 叫 , 州 旧 沙

甲叫
阶

工工9代
百r 、 1八
, ~ 叫 ,

叫
寸 1、

丈
In 尸
, , 叫 , , 口 心

】n

司H口田m田团芝

.国门口减山dno田H因试odoll国昌芝。胃心O

举侣瞬

搜澎兴昆窿邪
仍田卜口口h国工、O吕

山 卜 心 凶 N 劝 寸 aO 仇
!户 叙

。

代曰
。

吮习

。

月公
-

胃U
袱 怕 的 N 伙 啥 闪 仍 仍 N 心

卜国工。吕补州门�

祷囊迷

山 胃 当 丈 军 宇 拿 畏 黔 字 军 黯 匀

< O O
1

.

月 气, 闷
叨 决

内 仇
十 令1 畏

OC 协
,叫 甲叫

】n 寸
,
叫 节月

,n万凶

!

侧气写。国�韶弓口

嗽瞬成

9洲卜
。

叹勺
。

胃U
闰 忿

犷、 O C:

, 叫 , . 月
的

0 0 旧 仇

卜O洲代 二
以 叹
口 曰

闪 N 寸 N N 心 肉
二�

.

�吮公

国卜招口口州
口汤山田常O口

田国田。肖州闰
娜率露

承
口
彩饭续栖叫彰桨断
氏

�兴翻含
.

。!1
.

。

口叮卜000戌左二00了‘�0备do二二乏

众趣坛异

田 寸 N
甲日

械巨

懊遗

心 r、
,叫 闪

十 寸
N N

N O
N 价 月

卜
,

仍
伙

甲曰

喇 们 N
舀

O二 卜 均
N

, 叫
劝 O
沪州 沪叫 公 O O

, ~ 门 沪月
寸

山 劝 O
】广、 心 份 三 艺

民议匕吕侧a毛�国国口
写侧d母或。匕

.

口招万左ir写lZ琳

心。试�口ir

.

胃口
叭试

口 O
十 寸 乳

O弓昌山卜口口O昌口,田11国口州丫目认国博倒扭拭

�澎盯
。吮�
�

彭目名罄

8
.

卜卜0
.

N卜O
。

Tco的
。

阶的N
。

的的N
.

166
.

寸N co
.

十QO阶
.

N6仍 的

昌镶二
劝

亡姆
以二 0 0

卜
。

仍的

�东�君山叫坷

国国二国曰d母

·眨。目心。写�。弓
口国H门关d口喊UO揭如名撰目导

毖

中
g叱卜帅饰仪外嘟饰心卜场饰嘟卜嘟饰冷卜帅饰饰卜协饰内卜嘟饰工卜喃饥0卜场饰认饰帅饰叻卜嘟饰入饰嘟 饰

心国曰l工仍卜。

是
坦



3 期 另l}兹兽柯夫等 : 渝中国东海北部的沉积物及底楼动物区系 2 8 1

山

<<<<<

田田田

<<<<<

田田田

司司司

山山山

代代
’’

歌歌 鼠 孚 试 旱 寻 以 欲 吝 鼠 罕 尺尺

军军 字 次 手 孚 事 掌 军 盆 窝 写 宇宇

的的 心 N 泊 N N 合 C N 旧 O 阶阶,,叫 , 刁 , 叫 钾叫 r 门 钾叫叫

的的 叭 N 娇 凶 昌 OO 的 日 。 口 cooo

111 1 } 艺 6 。 。 、 艺 l 。 。。

111 1 } 舀 尝 、 * 。 艺 1 6 。。

111 1 I N , N N 云 州 忍 乞 乞乞

111 ! l 。 , 。 N 乞 乞 巳 乞 云云

III } } 艺 。 尝 艺 艺 艺 尝 艺 艺艺

!!! } l 艺 。 艺 三 艺 6 艺 6 三三

lll 乞 乞 , N 云 N 仍 N 十 寸 NNN

!!! 弓 弓 叻 N 界 N 的 叫 伙 N 叫叫
勺勺 、J 咕日日

的的 的 寸 十 鸿 N N N 仍 伙 寸 民民
偏偏护护

。。 。 。 , 。 N 州 N N ‘ 伙 乞乞

心心
,州 ,叫 QO 寸

.八 1八 口、 甘、
仍 劝 十十

闪闪
, 州门 尸 叫叫

叭叭 ‘ 6 卜 袋 马 吉 ‘ 寸 e , N 的的

‘‘ 叭 口 ” 感 5 } 1 1 1 ! !!!

叭叭 , 仇 “ 艺 炸 1 1 1 1 1 111

卜卜 卜 , 6 艺 艺 ! ! ! ! l !!!

,, ‘ 叭 的 6 艺 艺 ! 1 1 1 ! lll

公公 价 志 兽 写 匀 黔 离 日 写 口 劝劝

写写 岂 翱 写 翔 公 名 臼 的 仇 叭 帅帅

{{{{{

写写 二 昌 卜 松 公 的 写 写 公 胃 日日

心工qH

H口JHO月」
。

do卜汉匕

,q叹侧国凑登
长辑褥

门HQ田的以口O一

‘uo口H国以O口
,
0国口�共。闰90

潭份经搜留长
二畴窿卖
一

白国H

·0留卜门月」
咚袭邀

一降一降一日留国胃

白注d补卜钾丫钾

二口以习凶

口。吕d左口凑林椒

已国公臼口h国气O吕

白招国门二�闷申眨坛

<<<<< ! 弓 弓 叻 N 界 N 的 叫 伙 N 叫叫
勺勺勺 、J 咕日日

山山山 的 的 寸 十 鸿 N N N 仍 伙 寸 民民
偏偏偏护护

代代代 。 。 。 , 。 N 州 N N ‘ 伙 乞乞

田田田 心
,州 ,叫 QO 寸

.八 1八 口、 甘、
仍 劝 十十

闪闪闪
, 州门 尸 叫叫

代代代 叭 ‘ 6 卜 袋 马 吉 ‘ 寸 e , N 的的

山山山 ‘ 叭 口 ” 感 5 } 1 1 1 ! !!!

一一代代 叭 , 仇 “ 艺 炸 1 1 1 1 1 111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卜卜卜 卜 , 6 艺 艺 ! ! ! ! l !!!

砂砂砂
‘ 叭 的 6 艺 艺 ! 1 1 1 ! lll

闺闺闺 公 价 志 兽 写 匀 黔 离 日 写 口 劝劝

卜国田昌。口a城伞讯姐

工q胃侧d口H

,国芝。昌。以卜d

份孚嫂相

东
国
绷尔叫神彰纂睬
叭

�兴台艰
.

011
.

0

口口卜80戊左二09了左�0备d0H左芝

众趣葬坛

韶留

·

H觅芝90
.J0d

泉褥里

褥岌
蟾乌

因国盯吕侧。母�国仗二
匕门a仑以。日

.

目工目=r￡哎9叮l的琳

工。�曰口。n国」
阵缓踩柏

代

汤门招片留

·o二�。以口率懊慈

侧。以。�犬民卜藻目名概

�承�
。创田咧帜国国匕昌招d丹喊。目

公O月公夭民白

口国H月关d田喊O口剩如撰目续侧

想
, .

白一
二争 目 长
斌 ~ 卜 匕
” 一 口 卜司



海 洋 与 湖 沼

碎屑
。

火山玻璃在 了”夕一了男9 站的样品中占优势 ;在 刃40 一 了到 1 站
, ‘艺的数量弦烈地减

少
,

而以后沿断面的任何地方
,

再来是到它
。

在 刃了9 站的标本中
,

找到极少的黑褐色的玻

藕颗粒
。

石英
: 在所有各站的鲤的亚极中

,

都以不规具lJ的粒状出现
。

在 了” 7一万 了9 站上
,

石英

j’;{J 含量很低 (1一斗% )
,

以后沿着断面
,

它的数量弦烈地增加
,

平均为 2() 一30 务
。

抑长石 (正长石
,

微斜长石) : 在袒的亚极中以棱角状的颗粒出现
,

通常遭到不同程度

的高岭土化作用
。

押长石合量的改变方向如石英一样
。

在断面归”夕一了”夕站 )的开始
,

‘

已呈数量不多的混合物状出现
,

在 朽40 站的标木中
,

它的含量达到 多务似后
,

沿着断面
,

传变动在 3一 16 多 的范围内
,

平均为 8 %
。

斜长石
:
是所有标本的鲤

、

重亚极中的主要成分之一
,

通常所遇到的呈无色的带棱角

的粒状
,

在断面的东南部分
,

握常遇到在无色的火由玻瑞
“
衬套

”内的斜长石自形晶
。

斜长

石呈不同程度的捐云母化和纳黝帘石化作用 (从完全新解到弦烈地改变的颗粒)
,

在断面

东北部的标本中
,

斜长石一般地变化不长
。

在这里大部分颗粒具有渴色
,

这表明着跌化的

过程
。

利用比重为 2
.

7 的重液
,

可以把钾长石分为两粗
:
郎袒和重的斜长石

。

在第一粗遇见

带有少于 50 一弘拓的钙长石分子含量的斜长石
,

也就是纳长石
,

奥长石
,

中长石和低极号

此的钙钠长石
。

在第二粗
,

主要的斜长石带有大于 ”一” 多的钙长石分子 的合量
,

从钙

纳长石到钙长石
。

视和重的斜长石数量的对比
,

从断面的开始到它的桔束是有规律的变

化
。

由于不可能将矿物的合量推算为重量百分比
,

故不能对这种变化进行准确的定量描

述
,

但从表
_

E看来
,

主要的斜长石的相对含量 (比重夫于 2
.

7 ) 在断面的东南部分 (了, 了夕一

万了9 站) 最高
,

在其相对的一端最低
,

而中性和酸性斜长石 (比重小于 2
.

7 )的含量则向相

反的方向变化
。

对斜长石的成分还未进行过比较群胭的研究
,

根据在油没液中个别拆光率的躲定款

为
,

比培长石基性的斜长石和比奥长石酸性的斜长石遇兑得极少
。

在鲤的亚极中
,

大多数

的斜长石看来是奥长石 (在断面的西北部分)和中长石 (在断面的中部和东南部 )
,

在重的

亚极中钙纳长石占优势
。

紫苏辉石
: 在断面东南部分标本的重的亚极中遇兑 (包括到 了, 4 2 站)

,

可是仅在 了, 了7

一万” 站的标本中
,

它的含量超过 1 多
,

在 2一 7 多的范围内变化
,

它呈不规则的粒状或

伸长
—

角柱状的
、

几乎是 自形品
。

在后一情况中它往往围携有火山玻璃的
“
衬套

”。

紫

苏辉石通常有明显的色彩
,

带有清楚的多色性
,

沿着 n’g 从释和禄褐到橙黄
、

黄
、

浅玫瑰色
,

一 Z V 近于 9 0
。。

普通辉石 (坏石)
,

存在于重的亚极中
,

同时仅在 了, 了7一了, 了9 站的标本中有最大 的

数量 (4一12 多) 在 了, 4 0 站的标本中数量较少 (2 多)
,

在 ”41 与 了, 4 2 站的标本中
,

呈数

量不大的混合物状
,

以后它沿着剖面消失
,

所遇到的一般呈不规只」的粒状
,

呈柱状的较少
,

祸色或椽褐色到儿乎是无色 (少有)
,

无多色性
,

消光角大 (c < 丫g 一 斗。一 , 0
。

)
。

普通角冈石
,

是重的亚极中最重要的有色的成分之一
,

它包合在所有的标本中
,

并且

它 的合量在竟阴的范围内变动 (从 1多到 2 今务)
。

在普通角冈石的含量中
,

观察到独特的

规律性
:
最多的恰在 了弃 1 站

,

从那里无言命是走向东南 (比较弦烈地 )或是在其相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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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士匕较撕援地 )
,

其合量减少
。

在普通角阴石中
。

有一些亚种
: (上)黑褐色的 (在平行消光时实际上是不透明 的)

,

带

有小的消光角 (c L 。 ‘
g 一 1 0

。

一 1
一

斗
。

)
,

这显然是属于玄冈石 ; 主要存在 于断而东南部分 l
一

}勺

标木中
,

在邸里它在普通角冈石中是占优势 (唯一的 ,!) 的 ; (2 ) 释褐色的一般的普通角lXl

石
:
带有解明 的多色性

,

从 澎g 方 向的椽褐色到
n

, 方向的 黄褐色 (C Ln
‘
g = 招一 2 0

“

) ;

在所有断面的标木中遇见的数量不多
,

但往往在东南部
: (3 )蓝椽色的普通角冈石

:
带有

从蓝椽色 (沿 n ‘

动 到黄椽 色 (沿
n ‘

g ) 的多色性
,
十 Z v 大

, C L n’g 小 (1D 一 1 2
。

)
。

看来
,

这是韭角冈石类的普通角冈石
。

仅发现在断面水较浅的部分 (从 了剑。站开始)
。

它的合

量在 了到0 站和 了到I 站比普通的角冈石低
,

但以后沿着断面
、

蓝椽色的普通角冈石则成为

主要的 ; (4 ) 黄碌色的普通角冈石 (一般的) :
带有从褐禄色到黄释色的多色性

,

在 了, 4 8

和 了, 4 7 站的标本中遇到相当大的数量
,

而在其他站的数量HlJ 较少
。

对普通角阴石的各个

亚种
,

还未进行过精确的数量航舒
。

金属矿物
: 在所有各标本的重的亚极中遇到的数量不多

:
,

扑且它的合量在断面的东 南

部分较高一些
。

显然
,

在这一类中包括了不同的金属矿物
,

对达些矿物还未进行过准确地

鳃定
。

多数金属矿颗粒看来是磁铁矿和钦磁敛矿
。

白云母
:
遇兑在断面 (从 了, 了9 站开始)西北部分的标本 l均亚极中

,

它的合量在极大的

范围内变动
,

无明显的规律性
,

白云母形成不规RlJ 状的无色鳞片
,

带有低折光率
,

有明显的

二轴 异
,

图象
。

二轴晶矿物
,
一 Z V 小

。

石榴子石
:
单个颗粒无色的石榴子石

,

遇兑在断面浅水部分各标本的重的亚极中
,

但

它的含量仅在 万4 1 站达到 6 %
。

错英石
:
遇见在断面西北部分标本的重的亚极中

,

呈仲长的角柱状或不规nlJ 状
。

颗粒

无色和淡黄色
、

直消光和高折光率
。

电气石
:
遇见在断面浅水部分的几乎所有

一

各站的重的亚极内
。

从单个颗粒到 1一20
,

矿物深紫褐色
,

带有弦烈的多色性
,

祖成不规RlJ 状的颗粒或仲 长的角柱状粗粒
。

海椽石
:
在各标本中

,

无渝是在重的或是在鲤的亚极内
,

以任意的数量出现
。

分出了

两个海释石的亚种
:

(l) 自生的海椽石
,

琪充在有孔虫的壳房内
,

主要是抱球虫
、

不活 明或

稍微透 明 (褐色 ) ; (2 )他生的海碌石
,

粗成不规则的几乎是不屠明的深褐色或褐释色的

小块和麟片
。

可能
,

有一部分是释泥石的次生矿物
。

典型的自生椽泥石几乎在所有各站

上遇兑
,

但它在断 而的中部特别的特征
,

郎是在断面东南方 向的籽点
,

海椽石的含量一般

较低
,

而在断面相反的另一籽点
,

他生的海释石占优势
。

除了已规明 的矿物外
,

在由 了剑。一了“8 站的标本的重的亚极中
,

遇到有释帘石
、

据

石
、

八面石 (锐钦矿)
、

蓝品石
、

金杠石
、

黄玉
、

杆推状的冈石
、

矽技石的个别的颗粒
。

在

了, 4 , 站上
,

释帘石的合量是 3多 (得 自亚极中的陆源部分)
。

岩屑和未定的颗粒
:
在这兢一的名称下

,

按在显微镜下 (平行偏光 )不透明 的或深色

的
、

均盾的颗粒和岩屑
,

多少清楚的反映了其桔晶构造
,

粗成这类颗粒的成分
,

无谕在郭的

或重的亚极中
,

告颇不均匀
。

在 了分7一了”夕站的标本中
,

它主要是火山灰和火 山渣的颗

粒
,

带有显微构造的喳发碎屑较少
、

半透明的颗粒较少
,

看来是风化的斜长石颗粒
。

在其

他站 (了钾o一了“ s) 的标本中
,

风化的颗粒就成为主要的
,

火 山物盾完全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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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棉骨斜 (矽化) :
在 刃 了7 站上的鲤的亚极中

,

遇到很大 的 数量 (2 拓)
,

在 乃绍一
了抖 。站上呈混合物的形式

。

在断面的西北部没有遇 见过
。

有机方解石碎居
: 出现在所有的标本中

,

按其比重应归于重的亚极内
,

但鲤的薄壁的

有孔虫类介壳
,

特别是在比重 2
.

夕的溶液中
,

抱球虫大部分漂浮着
,

从而归于鲤的亚极内
。

正如老 旱所料想的有机方解石的舍量
,

不受沉积物陆源部分的规律控制
。

除了 0
.

1一 0
.

肠 毫米的粒极似外
,

曾蕴定过 0
.

2弓一 0
.

1 毫米的粒极
,

对干那些站
, ‘

乞乃

是沉积物的重要部分
。

糯定敲明
,

两种粒极的矿物成分的数量实际相等
,

仅仅在观察与不

同颗粒大小联系着的个别矿物舍量的数量上有差异
,

对于这些沉积物的成分表来
,

最特殊

的特征如火山坡璃
、

有机方解石
、

岩屑和一些难以确定的颗粒
。

在鲤的 0
.

2弓一0
.

1 毫米亚极中
,

无色的火山玻璃的合量
,

一般比在粗粉砂粒极内大得

多
。

如在 万刃 站
,

火山玻璃乃是袒的粒极中突际的唯一的成分(诚去有机方解石似后
,

在

亚极的 7 , 形数量中的合量 )
。

在 了分 8 和 了” 9 站
,

在粒极的陆源部分
,

它同样是大于

50 多
。

假如以
一

五面对 0
.

1一。
.

。, 毫米粒极所引用的报导的青料
,

同Sl] 的碎屑矿物丰肚七较
,

随着远离琉球覃岛
,

查明有火由玻璃的大小相对的有比较弦烈地柿减的趋向
。

在 0
.

2弓一。
.

1 毫米与 0
.

1一 0
.

。, 毫米粒极内有机的炭酸钙的合量此较中
,

确定了以下

的规律性
:在海盆底部 (了” 7一刃了9 站)

,

在 。
.

25 一。
,

1 毫米粒极内
,

方解石多
,

而在大陆棚

(特Bl] 在 了, 4 ‘一了, 4 8 站)的 0
.

1一 0
.

()5 毫米粒极内反之
。

这是由于在海盆的底部
,

主要

是具有抽砂大小的浮游生物的有孔虫的整个介壳
。

可是
,

在大陆棚
,

软体动物粉碎的碎屑

数量大大地弦加
。

在 0
.

2 , 一0
.

1 毫米粒极中
,

岩屑和难以确定的颗粒的合量
,

在比较小的粒极中多得多
,

在重的亚极内
,

其显示得特SlJ 清楚
。

金属矿物明显地顺向于粗粉砂的粒极
,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
,

它的合量比在 0
.

25 一0
.

1

毫米垃极中的高
,

属于这样的矿物
,

如 电气石
,

石榴子石和部分的错英石也是一样 (虽然较

不清楚)
。

至刁谈拉二石
、

斜长石
、

押长石 (正长石 )和石英
,

这些矿物的合量在两个粒极中只lJ相当近

似
。

假如韧察整个沉积物的矿物成分
,

那 么可以说
, 了, 了7一了, 了8 , 了夕4 1一了, 4 2 和 了5 4 7 站

的粗扮砂
、

韧砂
,

就充分地完全说明了粒极靓录
, ‘

已总起来粗成沉积物的 70 一90 多
。

对于

了, 平6 和 刃 4 8 站分选不好的砂子的矿物成分
,

这些拉极是不很特殊的
。

而对于泥盾的沉

积物询主要质体
,

乃是 < 0
.

1 毫米的粒极
,

其矿物成分还未研究过
。

引用的材料有 叮能作出以下的桔渝
:

按沉积物的矿物成分所研究的断面
,

可明显地分为两部分
,

其界擒大致在 万了9 和

刃40 站之简
。

这析面的两部分就相当于两个不同的矿物区
—

它可以称为东区和西区
。

东区 :
接 近川毗速于琉球覃岛西部

,

包括中国东海海盆的大部分 (垂直走向) 以丰富

的碎屑物质为特征 (火山坡璃
、

喷发的碎屑
、

基性料长石
、

紫苏辉石
、

普通辉石
,

玄冈石 ) 和

儿乎完全缺乏石英
、

押长石
、

蓝禄色的普通角冈石
。

西区 : 包括
一

每盆 西北的斜坡 泊大陆棚
,

其特征是几乎完全缺乏火山碎屑物盾
,

极多石

英
、

酸生抖长石
、

钾关石
、

蓝禄色的普通角冈石
,

以及这样的矿物
,

象石榴子石
、

电气石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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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
、

错英石
、

蓝品石
、

杠晶石等
,

也郎是变盾岩和花岗岩类的典型矿物
。

在
厂

E述的分区内
,

沉积物的矿物成分的差别
。

是由于陆源物盾供拾区 的地质构造的不

同所致
。

对于东区
。

陆源物盾 (准确的税是陆源火山碎屑物盾) 的主要来源
,

是由于有大

量火山的琉球摹岛
,

此为安山岩带
。

对于西区
,

陆源物盾的来源是亚洲大陆
。

它接近中国

东海和黄海 (中国和朝解) 的地区
,

其特征是广泛地分布着前寒武耙的变质岩系和花岗岩

的侵入体
。

应孩指 出
,

由于勇士号在鄂霍茨克海的工作
,

沉积物的矿物成分的相似变化曾被弄清

过
。

在千岛晕岛参加同一火山的安山岩带的区域沉积物的成分中
,

还是与琉球岛弧附近

同样 l竹矿物占优势
。

同时
,

在这个海的海滨大陆附近
,

海洋沉积物的矿物成分有本盾的差

异和极多的种类 (fl e T e 几H H ,

1 9 , 7 )
。

六
、

关于沉积物的化学成分的一些报道

在表 斗中
,

引用了中国东海沉积物标本的 C a C O , 、

有机碳
、

自生 51 0 2 、

F e

和 P 2 0 ,

的分

析拮果
。

从表中可见
,

所有的标本富于炭酸钙
,

或者大致是属于弱钙化的沉积物 (C ac O ,

从 10

到 30 多)
,

或是属于钙化的沉积物 (C a C O 3

多于30 %)
。

在显微镜下的标本研究表明
,

这

些碳酸钙主要是
: (在 了”夕一了剑。站 )一一浮游的有孔虫介壳 ; (在 了剑 1一了剑 2 站)

—浮游的或是底栖的有孔虫介壳 ; (在 刃召一了5 4 6 站)

—
在大量献体动物介壳碎屑混合物

内的底栖有孔虫介壳 (在 了“6 站它特BlJ 多 )和 (了“7一了剑 8 站)

—
主要由软体动物的

介壳碎屑粗成
,

这征实了关于在沉积物中(参兄表 4 )有孔虫数量分布的报道
。

这样
,

在中国东海
,

沉积物中碳酸钙的成因是各种各样的
,

并且
,

其合量最大的一个是

属 海盆的有孔虫粉砂沉积物(了岁了7一万4 0 站 )
,

而另一个

—
为陆棚的介 壳砂 (了, 4 6 站)

。

陆棚的粉砂
—

粘土盾和粘土盾软泥
, C ac o :

具有最低的合量
。

按同表的青料判断
,

在沉积物中有机炭的合量
,

在粉砂—
一
粘土盾和粘土质软泥中最

多
,

在砂中最少
,

这在无碳酸盐物盾的分析舒算中可特别清楚地见到
,

类似的依辍于早先对

其他一些海 (其中有 日本海
、

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 ) 的沉积物的确定(斯达拉霍夫等 1 9 54
,

别效鲁科夫 1 9弓, ,

李西琴 1 9” )
,

他佣决定了有机物盾的质点
,

主要包合在沉积物的粘土

粒极内
。

而整个中国东海的沉积物中
,

按其与别的远东海的沉积物相比
,

是较为贫乏的
。

在中国东海沉积物中
,

自生 (蛋白石)二氧化矽的合量特别低
,

甚至其中缺乏弱矽化的

沉积物
。

在海盆的沉积物中
,

自生的二氧化矽的合量变动在 2 一 2
.

” 多之简
,

在陆棚的

沉积物中为 0. 7 到 1
.

3 另
。

在这方而
,

中国东海弦烈地不同于北部的远东海
,

那里 的沉

积物极富于为矽藻类的海藻所产生的自生的二氧化矽 (自生的 51 0 2

在 日本海 的 北 部 达

22 务
,

在鄂霍茨克海达 “多
,

在白合海达 39 % )(斯达拉霍夫等 1 9 , 4 ,

别或鲁柯夫 1 9” 6 ,

李西琴 1 9 , 弓a)
。

在 中国东海 (同样在 日本海南部 ) 沉积物中的自生 51 0 ,

合量低的原 因
,

是由于这里的海水温度高和矽藻类的浮游植物数量少的椽故
。

在中国东海沉积物中
,

高价跌的含量随着由比较粗粒的沉积物向比较扣拉的沉积物

的棘换而极有规律地增长
,

在朝解海峡
,

观察到合跌的最小量 (1
.

4一1
.

8 外
,

在无碳盐的物

质上舒算)
,

最大数量在陆棚的粘土盾沉积物中 (3. 7一 4
.

弓% )
。

这是由于同河流淀渣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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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6 刀”以a V

表 5 在海底沉秋物中有孔虫的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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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0 8

斗1斗O

1 2斗

8斗0

5 6 8

1 6 0 0

浮游的 : G !
o
石。 ,刀 , a l丁a ”之e刀 口犷d

厂i , G l o石口 r o ta Zia 产之一, z之

id a
,

n 刀a H K T o ; ; H l刃‘
、

G lo 去ig e r z” o id e
‘

。 ,农石
: a ,

等
” 八p

.

⋯⋯
11一|

、
r

l

.

JS尹2

了5大了

了5了了

万5了万

J三了力

斗6 7

1 tJ

6 2 8

2 斗日

{{O

斗7 0

3 8 0

1斗9 0

2 0 0 0

弓5 0 口

入 o ra i了a , , , a ,
公 a , st sfe , a , R

.

办。 e : a ,下声, R
.

P r 。 己。 i二 ra ,

天
o

b o lu 了

扩: 。广ic o l矛fe r a ,

口。i。仔u e lo ‘·, ‘11二a 占ie o s z a 广a ,

T , ilo c u li、a 。。 g 。 -

护才a 一z a , U 之,ig e 犷动 a , 了c人“
,

a g ‘ ,、 C 犷s了z e lla r ia lu c id a , C la z , r咨11刀 a

g r
.

不, a )下了i己儿 了i了
.

2 斗 斗
、

;
R 。石u lt‘5 J e , 才ic : , lije r a , 大 。a ! e。 、 天

. c 门
l

o ro t u : , E I夕力iJ了。
, , ,

a d 粉‘刀 “ , ,, 口“ i”口u e l , e “11刀 “ 石i‘〔 s ra 广a
.

一

,
�

|
少5子厂

少5了S
、

弓 8 1
_ 一

} _
,

一 _ _

C ib le id e , u 二 g e : i a n a
,

C
.

, ‘。 e ll 。,了 rr o fi C
.

s p
. , T , i lo e u l苦,, a

l凄刀g e r z 口”a

进人海洋中的铁化物
,

大部倾向于韧的粒极
,

因而相对地积累了粒土质沉积物 仁斯达拉霍

夫等
,

l q 弓斗)
。

在我侧研究了中国东海断而 上沉积物物盾成分的特征以 后
,

应当着重指出
,

在这个海

中队源戍因的
、

生物成因的和火山成因的沉积形成作用过程是复杂的交给着
。

在这海盆

中
,

按沉积物本身的成分
,

可有有机生成的一一火山碎居的名称
。

而在陆棚
,

则为有机生成

的
- -

一陆源的沉积物
。

七
、

仃孔虫动物区杀的 一般特祖

到现在为止
。

中国东海汀孔虫动物区系的种关粗成完全未彼研究过
。

从我们所知道

的关亏
几

大平洋有孔虫的文献中
,

并没有关于这个周题的任何报导
。

由中国东海最北部所

采集的材料的研究
。

使我俏可能在现在提出关于有孔虫种类粗成及其分布的一般概念
。

从中国东海整个沉积物中
,

曾豁定了 书 种底楼的有孔虫和 10 种浮游的有孔虫
。

并

多其他种类哲时还未鳃定 ;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新种
。

底楼有孔虫
:
所稠查的区域

,

乃是有太平洋亚热带区域主要特征的功物区系
,

和很少

具有比较北部动物区系的一般种类
。

所研究的动物区系可分为两个主要的类)]lJ
:

第一类别所属的种类
,

在第 了, 4 2一了, 甲名站 9 2一 1 16 米的深度遇到
。

在所有的这些站

上
,

保存具有同样的种类成分
。

和仅在个
.

别种类之阴的数量对儿
_

J
一

:
的变化

。

在这一类别 中

包括以下 的种类
:

尺o ta lia m a r g a r i zif
e r a B ra d y ,

R
.

夕a ,
·

召e c i n c ta K a rr e r ,

尺
.

b ‘
·c “: r i i (L

.

、
,

万夕o n i d : 、 左a n o a i

P hl
e g e r e t p a rk e r ,

G y,
·o 公d i n a , o lj a n i i O r b ig n y ,

c ib i c id 。了, u n g e r i a n u ,

(O
r b

.

)
, C i bi c i法e 了 s p

. ,

H
o g 了, ‘, , 己i , : a e l。解 n ; (O rb

.

)
·

U 。万g o r i n a s c左拟a g e ,
·

B r a d y ,

尺 o b o l“了 c a lc a r
( I

J .

)
.

衬
.

d o n t i c “ lif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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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 i, m a n ,

R
.

c o lo r a tu 了 (S ta e l、e

)
,

R
.

e x Pa n 了“ ,

(C u s l, m a n )
,

C r i, t o ll“ ria lu : i毖“ e , : : 111 1飞a n ,

C r
.

t r ic a rin o lla R e u ss v a r
.

了夕i刀。了a ,

M
a

望i”u li刀 a g la b r a O rb
. ,

N
o 毖。 、a ria r a 户乃a 刀 u s l玉a lk w il

。 : W
r ig ll t

·

万
.

左艺了夕i己a B r a (l、
,

D o n , a li, a

filif
o r m i了 O rb ig n v ,

l)
.

c o m , n u n i了 O r l)
. ,

s ig m 。
-

m o ,
·

夕左万n 亿 sp 二 夕u in 7 u o lo : “ lin a b ic 。了t a t“ O rb
. ,

夕
.

左o r ri己a C u s h ,二 a : 1 ,

了
’

,
·

ilo c u li , ,“ u 、 g e , ia , , a

O rb
. ,

S 夕ir o lo c u lin a c o m n , “ , , 15 C u sll ; 11 a rl e t 飞
’
o d d

,

C la 夕u li刀“ c 夕lin j ric a 工I往 几 tke l飞
、

‘
’

1
.

夕a
-

r i了ie n 了i、 () r l)
. ,

,1
’

e x tu la r ia s p
. ,

刀。o P滩a x , : o r夕iu 了 M
o n tfo rt ,

万l户乃id iu , , , a j o e 二 u , , ,
(〔二

、i s h
-

I n a n )
.

这些种是太平洋亚热带海次潮下带特有的种类
。

在这里他伊J的数量校多
,

最大的在

一克沉积物中达 3弓00 个标本 (表 5 )
。

仅在最后的两个站
_

卜。了钾夕一万48 )
,

它的数量就

急剧地下降
。

这一类拿的特征是具有肥大厚壁的
、

往往刻有花杖的外壳
,

这显然是由于它们楼息在

深度不大和高温的底层水中 (1 5一上6
O

C )
。

似下的种类属于第二个类 glJ
,

在第 万了7一万 4 0 站的 钓2 一8 2 0 米的深度遇到
:

尺e o户滩“x 己泞Pr e : , t‘、 N a tla n d
,

尺
.

了c o r夕i“了 M
o z飞tfo rt ,

C夕c la m , , 2 1刀比 c a n c e lla ta B r a d 、
,

l厂e r -

刀。u ili刀 a a己夕召 n 召 C u s h ,: , :i n ,

P , a 脚 。了P乃“e r。‘ s工)二 刀 , , 2 , , , o la g e n ‘ s p
. ,

刀 a b岔a zn , , Z in a s p
. ,

了
’
e x tu -

la r ia 夕a r o u la C u sh :。 a n ,

了
’ .

a g g lu tin “ n 、 O rb
. ,

了
’ .

f
o li召 c e a

H e r 。了卜 A lle , , e t E a r la n d
,

G a u 己
-

r y i, “ flin tii c u 。!、f n a n ,

L is to r o lla ‘ o m , n “ n i、 (O rb
.

)
,

无
.

‘y lin d ,该c “ (H
I; l tk e t飞

)
,

5 19 、 。ilin a

: c左l“、b 。啥
。,

·

1 silv e str i
,

s fg m o ili二、 、, )
. ,

H
a夕10 夕乃,

·

a g 、 0 1己。, B r a d yi 交R o be r ts o n
)

,

丁r o c人“m
-

m i。“ e f
.

j
“P o n ic “ Is h iw a d o ,

T r
.

Pa c ific “ C u s h, 1 1 :、, 1 ,

T ,
.

g lo bib o r in if
o ,二 , 2 1了 C u s l、, : , a n ,

}了Po n i
-

J 。, “。 b o 二 a r:‘、

(R e u s s

)
,

尺 o ra li“ l) o c c ‘r i‘ (L
.

)
,

C ib ic i浮e : sp
. ,

T 。,
·

。b r a lin a ,
·

e g “ la r is ”

re r -

q u e : ,飞,

p u lle n ia , 夕左a e r o i岔。s

(O r b
·

)
,

B u lim in “ , n 、 ,
·

g in a t“ O r毛)
. ,

C a o i忿“lin a c ra二a o r b
. ,

尺 o b “lu : o ,
,

l, 石g n ii (B a ile y)
,

p y r g o g lo b u la

(B o r , l e ,二 a n n )
,

E I夕人i己iu m “d 。。 n o n ,

(e u sl: ,: 1。 n )
.

这些种是其大平洋亚热带的深海带特征的种类
,

在这里它俩的数量较少
,

在一克沉积

物中有 12 弓一1 6 0 0 个标本
,

不过
,

在这些种类中
,

仅有少数是大平洋较北方的各海的一般

种类
: C vc li ‘, n m in

“
ca 二日la ta

、

V er lle ui 石n “ a己好n a 、

E 如ni 去
了 , , m bo 二l。 禾口一些北楠的种

类
。

在这里发现它们
,

显然是因为在 中国东海海盆内底层水温校低之故 ‘一7
。

)
。

在第

二类别的成分中
,

仅遇到两个一般的种
,

并有第一类slJ 的种
。

这一类
.

glJ 的种类的特征
,

为具翅而薄的外壳
,

这是因为深度不大和底层水温校低之

故
。

除了所列举的种类
,

在海盆中曾遇到很大的 加
t滩厂ip左o n 属 的代表

,

大概是新种
。

疑集砂粒的有孔虫
,

在我们所研究的海区
,

仅在海盆附近的底部才遇到有少数标本
。

在沉积物中的浮游的有孔虫
:
在第 万了7一万 4 0 站 五

,

在黑潮海流区域内
。

发现有较大

的数量
。

同时
, ‘

日阿也是喜温的热带和亚热带的种属
:

Gl
口仄洲ri 、 浮“厉

“ E g g e r
,

Gl ob i
-

g o r i二。lla a 。宇“ : l“‘。r “ 11:
(B r a d y )

,

G lo b ig o ri , : o 己i。: r u 乡r a

(O r big ,、y)
,

G I
.

、
c c u lif

o r “

(B r : ; d y)
,

‘ 2
.

。二 n g zo 乡“t“ 〔I弓r :、d y) o r b : ‘11。“ “。i。。r 、“ o rb
. ,

尸: ‘llo n iti二必 。乡11孕u szo : u la , 。 (P a ,
一

k e : e t

Jo lie s

)
,

, 户人a o r o id i。。11“ 法e左i二 , c ‘ , , ,

(O r b
.

) ‘ lo bo r o , a lia m e己、,
·

必11 (() r卜
.

、
,

‘2
.

; c 艺t“la

(H : a d y )
。

在海盆的西北部料坡
_

卜 (深度俄次为 斗9 2一 8 2 0 米) 的海底
, ‘

艺俩被找 到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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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在一克的沉积物中不超过 斗,

00 0一 1气2 00 个标本)
。

在陆棚
_

七的 较浅 处 (92 一上16

米 )
。

浮游的有孔虫的数量弦烈地降低
,

在一克沉积物中占主要部分的是底楼种类的有孔

虫
。

在第 万 4 2 站
,

底楼的和浮游的有孔虫有大致相等的数量
。

不过因为底楼的有孔虫具

有比较且大的外壳
, ‘

它佣乃是沉积物的主要粗成部分
。

在中国东海内
。

石灰盾的底楼有孔虫的分布
,

如象在鄂霍次克海一样 [1 ”1 ,

同水团特

征的联系此同沉积物成分的联系更较密切一些
。

这显然是由于构成这些石灰盾外壳的物

盾是取之于水
,

而不是取之于底盾
。

应当指 出
,

在中国东海
,

一克沉积物内石灰质的底楼有孔虫数量
,

大致为鄂霍次克海

的 勺一 1 00 倍
,

这
一

大概是同有利于它俩发育的较高水温有联系
。

八
、

人形底楼动物区系的一般特性

对中国东海断面
_

卜大形底楼动物区系的研究
,

表明了它数量方面具有爵多与共他远

东各海 交白介海
、

鄂霍茨克海
,

日本海) 动物区系不同的特点
。

这就可以看出
,

这里底楼生

物的总生物量极小
,

变动在每平方米 0
.

18 克 (第了到 了站) 到 3
.

82 克 (第 了弃 o 站 ) 之周
, ,

急

平均数为每平方米 1
.

70 克
。

这样低的生物量在大洋的极深处是相当 普遍的
,

叮是在内海的深海带
,

一般都可以看

到更高的数量
。

例如在白合海的一个深度为 斗3 0 米的站上
,

确定的生物量为每平方米 86

克
,

而在深度为 6(j 。米的另一站
,

是每平方米 7 6 克
。

根据 A. fl. K y31 {e比) B I Q , 7 年的

青料
,

堪察加的大平洋沿岸附近生物量在 弓00 一 1 0 0 0 米深处平均达到每平方米 63 克
。

在

紧磷中国东海的 日本海
,

底楼生物的低生物量为每平方米 1
.

。 竟
,

这仅仅发现在 1弓0 0一

2 9 0 0 米的深度 I‘4 ] 。

在中国东海的断而
_

1
: ,

特别低的生物员发现在浅水处
。

在致密灰砂底盾和破碎的只壳

处 仁最小的生物量侮平方米 。
.

13 克
,

第 乃 41 站
,

深度 土兑 米) : 这
.

里小形多毛类和端足类

占优势
。

在我佣所调查的区域中
,

底楼动物数量如此贫乏的原因
,

显然完全在干水文学状况

的特点
,

也在
一

于底质的特征及底楼动物的食料储备状况
。

在这里
,

特别是琉球草岛附近
,

儿乎所有的水层都有弦烈的
“ 黑潮

”
海流

,

甚至在较大

的深度之处
, ‘

它也成为使致密的粉砂盾沉积物存在的原因
。

如在61 1米深的第 万刃站
,

挖

泥器采到 了有价值的完全没有任何
一

}口衫底楼动物的底质标本 (致密的粉砂)
。

显然
,

不利于外海区域底楼动物数量发展的海流
。

应敲能够促进在近岸浅水的坚硬岩

石底盾土的底
_

L 动物区系 (。n H中a ylla ) 的发展
。

但
“

引昔我不阿所处理的这些费料并不是如

此的
。

将浮游生物和岩居运往 7吞羊中
,

而不利于
‘

乞急剧地沉降至海底的弦大海流的影响
,

出

现在海盆的其他各站
。

在海盆中第 万了8一万 4口站采泥器所采取的极有价值的样品中
,
遇

到很少的
,

主要由小形蛇尾类
、

多毛类
、

端足类
、

星虫类和个BlJ 的双壳类救休动物标本所共

同祖成的动物区系
。

根据拖网捕获物判断
,

在这个区域中
,

以各种不同的玻瑞海棉
。

膛肠

动物的石邢瑚类 耐耐
: 。夕o) 二ri 二

(石芝科 Ftin g id a e )
、

海鳃类 尸e
朋at ul ar ia

、

小形海葵
,

海鸡

头类 A lc yon a)
·

ia 最为特征
。

在这里的棘皮动物中
,

一般除去各种不同的小形蛇尾类外
,



海
:
节 与 脚i ;召

还有各种海参类 (S户加二。t左“).i 。 ,

D 改m a ti d
a e ,

P so li(1 ;lc 等等) ; 在 海胆 类 中
‘ - -

一 应 当 指

出
,

在第 刃了9 站有趣地发现到属于柔海胆科 Ec lli
几L)t illl rii d a 。 -

一一 秋海胆亚 科 左、
1、
二

。
-

m in a e

中
,

具 口 阴棘末端有膨大
“腾蹄

, ,

的特征的
,

亡径达 23 厘 米的柔救海胆
。

这整个的

动物区 系
。

在本身的生态学外貌
_

E
,

对深海软泥质沉积物来税是非常典型的
。

其中占优势

的是靠碎居为食的类型 (食泥的类型 即
。
叭肚

re 中叩M b ‘* ) 和所谓柔秋底质的底上动物

区系(洲H中a yH a )

—
柔软白蛋每笔类珊瑚

、

玻藕海锦类等等
。

此外
,

在拖网中同时还有夫形

的十足类
。

动物区系的这种特点对于深海带极为普通
,

_

且有由于上述海流的通过而使碎

屑和悬浮体从表层发生沉降的特征
。

拖网得到的动物区系
,

尽管是十分不同
,

但它们的数虽刹不很名
‘

很叮能在海洋浅水地带的中心地区
,

同样在
‘

已的近岸地带裤楼功物的生产力要 高得
多

。

在宽脚的
,

分布着致密砂质的外海潮下带的大陆棚J
: ,

对于底楼动物区系的发育条

件
。

j}i 佛是好处很少
。

在这些致密的砂
_

上
,

为底内动物 (111 1中a
州

a )所储存的食料通常很少

(3 e H K ()B 1I[l
,

l科劝
,

而对底上动物区系
,

也汉有为
’

仑佣自己固着与发育的活合菇础 (五石
,

岩石 )
。

至于整个区域底梅生物的种类祖成
,

甚至从勇 片号拖网捕获物中不多的材料内也可

以很好地石到
,

在这里的楼息者
,

较更北方的远东爷海
,

具有完全不 {司的动物地理学特

性
。

与这种关系最接近的
,

显然是具有亚热带动物区系成分的 日本海最南部浅水区 的动

物区系 (特别 庄 日本各岛附近)
。

但在我佣所处理的这些材料中是没有的(双壳类秋休动

物除外)
。

在观察中囚东海北部动物区 系时
,

看到在主要种类成分中
,

甚至对远东海来说是最普

通的种类
,

数量也很少
。

或并它佣将在以后室内资料整理中被发现
。

日前
,

从一般种类中

可指 出
。

如多毛类的垫龙介 肠}’e 陇 lli 凌, 、 , )’o 。耐
、

脚二ill el 。

岁ac ill’ :
或星虫类的 “。

如左i厉
a

。“ lg a r万、 不!I ‘
.

阴万n “ t“ 等
。

这样发生了我佣所熟习的更北部的远东海的并多种类和更具温带性质的
,

因而生态

学相接近或甚至相似的
,

而且更为喜温的亚热带种类的交替
。

例如
,

鄂霍茨克和白合海深海带特有的类型
,

如海鳃类 尸洲
。解ul 。

,

i、 ,

海参类的 S pha
e

-

, 一

诵
rot 喃rii 山e ,

双壳类秋休动物的 Po 二。ya
、

Pr
o

Pe
、。 。二itt 卿

、

。
‘

声ida 厅‘

等
。

在和同的接息

条件 (深度
,

底沂)
一

卜
,

在这里却大致完全被其他近似的
,

但显然是北温带南部或亚热带

的类型所代替
。

这在深水海盆的接息者或特HlJ 是在陆棚工
:
的动物区系中告可兑到

。

动物

区系外貌土特别剧烈的变化发生在象十足甲壳类和棘皮动物的代表中
。

在拖网的捕获的

动物中
,

出现 友盆 的大形 虾 类 子
, 。、 a 。, , s ,

N e p ll r 。。: id :、。 ,

或 A I一) h e i、{。。
、

l
一

l足类
,

亘大的

加砖”
。

删
了 g
枷

。

、
‘了,

山如夕。 或大形的 G lla t加琳洲瘾 标本
。

非常独特的祛息在这里

的是棘皮动物
,

首先是柔海胆科 E ch illo t
llu

rii d a e

的旦大的柔枚海胆
,

只往我啊仅在太平

洋西北部的大洋中遇到 (外貌糊小得多 )
,

包括太季洋北温带区的南部和亚热带区潮下带

(cy 自
H TO Pa 二

。

)的典型的头帕科 (ci d : l

rid
a e、海胆在内

,

在这里却都楼息于浅水区域
。

双

壳类软体功物
,

按种类和标本数量
,

较棘皮动物和 甲壳类要少得多
,

但在成分
_

卜也有不少

属于这一类型的 泞先是各种海参类
,

星虫类
,

下规则的海811
,

并多掀头 虫科 (M al d 阴
: d o e) 的 多

·

氏类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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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从 日木沿岸地带并多特有的动物区系中
,

如所周知
,

较在同一樟度
_

上的海滨的动

物区 系其有更为温水的特点
。

在浅水区的样品中
,

有极为普通的亚热带枚体 动物
,

如

Gl 俪 m e) .i 、
、

so 左。 、
了。。 ,

爪
、 、

I.t m “ 、 ,
1 ,

·

ca
、

对ci ac
o

l.d 衍 等属
,

而腹足类软体动物
,

在勇士

号的样品中非常稀少
,

有 右心g 口二
厂
沁

、

万。
了
ar i。

、

ca “行
。

在海盆中采到有特殊的深水的 肠而 属
,

其中有
“。 te1) ““椒 ”

翠
,

同样也有 Jtt Pli
。

咖

翠
,

斤ol 心
“

或 兔ce l坛
,

万n
而ri 口 属中的一些种

,

以及 c 、oc 柳幼
召

属 (属 Po r(7 o yicj , , 。

科 )
,

C u毕 id a r公a

属的 ‘ :‘了户id a 厂i’o 5
.

S tr
.

亚属
, 尸, e u d o n a e ,

·

a

属等等
。

在多毛类动物区系中
,

采到有 。二 p ki
,

属的一些种
,

是其他远东各海动物区系中所

缺少的
,

在这里
,

无渝在海盆或在浅水区
,

各个种都完全聚集成簇
。

在海盆中
,

仃很普通的各类胺踢动物
:
其中最有特征性的有石硼瑚类

,

常常兑到的有

石芝科 Fu ng io a e 的标本 ; 在深水的站上有海笔类 中的 2一 3 种
,

尺 口p加肠le 阴no n ,

但没有

一般同大洋伴生的海葵类
: 一卜分 巨夫的 S’t

尸 p乃洲、
c 夕夕乃。

,

各种各样的
,

但十分韧小的海葵

类等等
。

同样
,

各种玻璃海棉数量也很多
。

在海盆中
,

普招
: 的底楼动物成具之一郎是枚体动物的掘足类 S c 。

沙
。

即d 。
,

在达 眼 它

侧的个体是很夫的
,

如 La
夕厉击 /]t

。 li 、
。

和 Fi
了石d 胡ta ““ ,

,

有 6一7 厘米长
。

为此
,

中因东海的底楼动物区系
,

甚至在它的最北部
,

都很好地表现出有温水的特征
,

比起更北部的远东各海的功物区系
,

完全属于另一功物地理分布区
。

中国东海北部的动物区系显然是属于
“
热带部

” 的 “
亚热带部

” 中的 “北区” , ‘

亡的界

限在 日木海潮下带的南部
。

仁金翔能
、

范盯情合泽
,

刘瑞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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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 第 一 作 者 幼 介

苏联恤质矿物学博士另}j兹粤柯夫教授(I]v( 川
)

.

H
.

刀
.

Be
3
Py Ko

B
)现任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地

{叠沂究室主任
,

是苏眺湃究海洋沉积学中有浪大成就的专家之一
。

我授早年曾在苏联中亚地区从事过

沉积磷旷的沂究工作
,

东联科学院海洋研究听建立海洋沉积室时
,

DfJ 来栽室担任领导工作直到现在
。

别

燕停柯夫玫授生沂究 五 乍中曾多次庄世界最友的苏状海洋凋查胎
-

-

一
“
勇十号” 丘 ,

担任着苏联在太平

洋区考察队队长的职务
。

近平来
,

苏联海洋地质举者弃尽地研究工水联的远东海区
。

别兹兽柯夫教授在 冻联远东各海的沉

以物奸究方面有着重要钓真献
,

特 gIJ 是他对于鄂霍失克海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与磷的分布简题
,

鄂霍茨

竞海中矽质沉积物的分布及其堆积速咙方面以及整个远东海第四记时期中的沉积作用等的研究 二乍更
,

仓有着重要的意 义。

1。气斗 年庄冰联出版了
一

共有怨典意 义的沉积学互苦
“

坦代水盆中沉积物的形成作用” ,
别兹兽柯夫教

授邹为孩 书的隔者
。

别兹兽柯夫教授不仅擅成海洋沉积学
,
同时

,

还对比蛟沉积岩石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

池庄海洋沉积物的分类上
,

坚持采用斯特拉霍夫院士提出的
“

粒度
、

物质
一
成因徐合分类法” ,

这种分类

法窿供了沉积吻与沉积岩对比研究的基础
。 ‘

自既倩确地反映了沉积物的拉度成分
,

也反映了讥积物的

物质成分
。

沉积物棕合分类法在海洋地贡学交海洋沉积学)中的宜用
,

拾这阴科学带来了极大的生命力
。

它推功着沉积岩与沉积物沂究的院一
,

从而拾海洋沉积学开辟了广圈的前景
,

使之有可能进一步研究沉

积岩的形成作用及其来源
。
它使海洋沉积学跳出了狭小的研究范畴

,

不再是 仅仅单钝地去研究沉积物

机械成分 与水力学的关系
,

而是 比考虑到了物质成分的意义与沉积物的后代
—

沉积岩的阴题
。
这无

谕在理渝 丘或
‘

趁际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

术 文中
,

钊兹鲁何夫孜授 与闹述其观点
,

专r气扼要地介韶 f达 一思想
。

这一分类法 与克利诺娃所

支持的分类法 (以小于 。
.

01 毫米粒极含最百分数为隽础的分类法
,

参见“海洋
‘于溯沼” ,

第 1 卷
,

第 2 期
,

1。弓8 ) 是目前苏联海洋叱 !改学界中争湍的二大派引J
。

我们希望
,

这二种分类法在中国的刊簌能抬年青

的中闪海洋地从
产

州于来 神强烈的促进力量
。

(全 翔 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