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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沉积物 一 海水界面化学》

—
第一部中国海界面化学专著

顾 宏 堪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仅刃7 1)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年学者宋金明同志独立完成的 35 万字的 《中国海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化

学》专著
,

将于 199 7 年 1 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
。

该专著是中国第一部海洋界面化学专著
,

也是世

界上第一部有关中国海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化学专著
。

作为学科交叉新的生长点
,

海洋沉积物一海水界

面化学的研究在国际也不过 20 多年的历史
,

在我国仅有 10 多年
。

由于海洋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过程参

与了海洋中许多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所以 已成为当今海洋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

《中国海沉积

物 一海水界面化学》是著者及其研究组 ro 年来把当今海洋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

诸如海洋中生源物质的

循环
、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颗粒物的垂直沉降通量等
,

集中体现在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这一主线上
,

从

而为这一边缘交叉研究方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坚实的系统保证
。

书中的许多内容
,

如沉

积物 一海水界面附近元素的早期成岩模式
、

稀有与稀土元素的垂直海洋通量
、

海洋沉积物氧化还原特

性的系统定量表征等
,

在中国海均属开创性研究
,

专著中许多处理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化学的方法
,

均

系著者提出的
,

这些新概念
、

新理论
、

新方法构成了该专著框架的主体
,

所以创新性是该专著的最大

特点
。

该专著共分七章
,

第一章简述 了渤海
、

黄海
、

东海
、

南海的概况
,

重点概述中国海表层沉积

物分布类型
,

并简要阐述了海洋沉积物 一海水界 面化学的研究内容
。

第二章概述 了海洋沉积

物一海水界面化学的研究方法
。

第三章至第七章是该专著的主体
。

第三章论述了海洋沉积物上覆水的

海洋化学
,

仅涉及到黄河 口北部海域和东海
,

考虑到东海
、

南海作为西太平洋的边缘海
,

与之

进行着频繁的海水和物质交换
,

所以西太平洋海水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被收在此章中
,

由于海洋沉积物

上覆水的研究与一般的化学海洋学研究无大的差异
,

所以此章的内容相对较少
。

第四 章主要阐述 了中

国海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间物质的扩散通量
,

采用的是 Fi c k 第一定律计算法
,

在所得的主要结果中
,

有

几点值得注意 : (1) 在火山活动区
,

主要来源于海底的元素
,

有相当高的沉积物向海水的扩散通量
,

如在冲绳海槽区
,

Cl
一

自沉积物向海水的扩散通量达 10. 24 m m ol / (m
,

·

d)
;

(2) 南沙群岛珊瑚礁生态

系中
,

营养物质 N
,

P
,

si 从沉积物向海水中大量提供
,

显然这些扩散到海水中的营养物质是维持珊瑚

礁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

第五章阐述了中国海沉积物 一海水界面附近的元素热力学平衡
,

重点论述沉
‘

积物的氧化还原特性
,

主要研究对象是海洋沉积物 (间隙水) 中的 Fe
,

M n 及 S 体系
,

提出了定量研

究沉积物中氧化还原电对平衡程度的
“

相对平衡度 (D R E )
” ,

提出综合评价海洋沉积物氧化还原特性

的定量标准
“

氧化还原度 (R O D )
” ,

提出海洋沉积物氧化还原电对处于
“

准平衡态
” 、

海洋沉积物的

氧化还原界面为 2田 m V 和 R O D = 15
、

南沙珊瑚礁泻湖沉积物的还原性强于礁外海区等一系列新的理

论观点
,

并从化学角度提出了研究海洋沉积物类型的纯化学标准
“

粒度标 (G S L)
” 。

这些新概念
、

新

理论
、

新方法为研究海洋沉积物一海水界面附近的化学平衡奠定了基础
。

第六章主要论述了中国海沉

积物 j海水界面附近元素的早期成岩作用模式
,

并用该模式主要研究了 P
,

si
,

s
、

N
,

F
,

cl
,

B r ,

I等

元素
。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元素在海水中的垂直通量
,

特别阐述了元素在沉降颗粒物中的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
,

涉及到东海与南沙群岛海区
,

这部分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中海洋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

是海洋学

的国际前沿研究领域
,

主要涉及两大部分
,

一是生源要素 C
,

N
,

P 的垂直转移过程
,

二是主要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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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稀有与稀土元素的颗粒垂直沉降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第二部分研究内容目前在国际上属首次报

道
,

所得结论必将对全球变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

诚然
,

新理论 ; 新方法
、

新概念需要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

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

所 以该专

著也不例外
。

专著中的新理论
、

新方法
、

新概念需在实际应用中修正完善
,

希望国内外同行对此提出批

评意见
,

我想这对著者和海洋沉积物一海水界面化学这一研究方向都会有很大的裨益
。

可以相信
,

该专著

的出版必将对我国的化学海洋学与环境海洋学发展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

从而对提高中国海洋科学研

究水平做出贡献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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