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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X 射线衍射仪，对比分析台湾海峡及周边表层沉积物的黏土矿物特征，讨论长江、福建和台湾河流对海

峡黏土矿物的贡献程度。福建河流( 闽江) 的黏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40% ) ，其次是伊利石( 30% ) 和绿泥石，不含

蒙脱石; 长江和浙闽泥质区的黏土矿物特征是伊利石含量最高( 61% ～ 66% ) ，其次是绿泥石( 16% ～ 17% ) 和高岭石

( 10% ～13% ) ，少量蒙脱石( 6% ～9% ) 。台湾河流( 浊水溪) 黏土矿物组合为伊利石( ＞ 70% ) 和绿泥石，不含高岭石

和蒙脱石为特征。台湾海峡高岭石含量由西向东明显减少，说明高岭石主要来自福建的河流。台湾海峡 50 m 等深线

以东区域的黏土矿物具有高的伊利石和绿泥石含量，低的蒙脱石和高岭石含量，且伊利石的化学指数和结晶度值都明显

低于长江和福建的河流，反映台湾河流的物质来源。在台湾暖流作用下，台湾河流为台湾海峡中北部提供了大量的伊利

石和绿泥石。福建近海的黏土矿物主要是由福建河流提供的，但在平潭岛周边海域的黏土矿物可能有长江物质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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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台 湾 海 峡 连 通 着 西 太 平 洋 两 个 主 要 的 边 缘

海———东海和南海，是研究入海陆源碎屑物质的来

源、通量和在大陆架地区的分布、搬运和扩散模式等

的典型区域［1-7］。河流是世界陆源碎屑物质搬运入海

的主要方式，对边缘海的沉积体系形成、古环境演化

以及全球海洋化学通量变化等均具有显著影响［8］。
黏土矿物作为海洋沉积物的重要组分，在海洋沉积研

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它是由母岩在特定的气候

条件下风化形成的，因此，海洋中的黏土矿物组合可

以用于示踪其物源［9-12］，以及进行区域性及全球性的

洋流示踪［13，14］。
冬季在浙闽沿岸流作用下，长江的物质最远能被

带到 24°30＇N 的泉州湾附近［15，16］; Xu 等 2009 年研究

台湾海峡表层沉积物黏土矿物特征，认为台湾海峡中

北部的黏土矿物主要来自长江，是受浙闽沿岸流影

响，将长江黏土物质再悬浮、搬运而来的［12］。然而，

台湾岛西部河流每年直接向台湾海峡输入 50 ～ 150
Mt 的泥沙［10］，受常年北上台湾暖流的影响，大量的

台湾泥沙输入对台湾海峡表层沉积物的特征影响如

何? 此外，Liu 等 2010 年研究南海北部黏土矿物输

运机制，提出南海北部高含量的蒙脱石是受黑潮分支

的影响，促使南海表层洋流把吕宋岛的蒙脱石搬运到

南海北部的［14］。台湾海峡同样受到北上的黑潮分支

的影响，是否也有吕宋岛的物质被输送到台湾海峡，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因此，本文利用 2010 年 6—7 月在台湾海峡中北

部取得大量的表层沉积物样品，结合闽江流域、浙闽

泥质区及台湾浊水溪河口采集的表层沉积物样品，系

统研究台湾海峡表层的黏土矿物空间分布特征，进而

探讨了该区黏土矿物的来源和沉积动力过程。

1 样品采集和分析方法

台湾海峡表层沉积物是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于 2010 年 6—7 月进行“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

与评价专项”调查时用抓斗获得。这次站位大致覆

盖整个台湾海峡的中北部( 图 1) ，共 138 件; 闽江流

域表层沉积物是 2010 年 3 月采集闽江主流、支流以

及闽江口的泥质沉积物，共 25 件，厦门湾 12 件样品;

6 件浙闽泥质区样品是 2009 年 8—9 月采集的; 1 件

长江口样品是在崇明岛东南侧采集的，6 件样品是

2011 年 12 月在台湾浊水溪河口采集。

第 31 卷 第 1 期
2013 年 2 月

沉 积 学 报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Vol． 31 No. 1
Feb． 2013



图 1 台湾海峡及周边表层沉积物站位图

PHC—澎湖水道，WCD—乌丘盆地，CYR—云彰隆起，KYD—观音盆地

Fig． 1 Location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adjacent area
PHC—Penghu Channel，WCD—Wu Chiu Depression，CYR—Chang Yun Ridge，KYD—Kuan Yin Depression

黏土矿物样品先后用 15% H2O2 和 25% 醋酸在

60 ℃水浴锅中各反应 1 h，去除有机质和碳酸盐，用

去离子水离心清洗两次，直到具有抗絮凝作用发生。
样品处理方法详见文献［17，18］。按 Stokes 原理所

确定的沉降时间，将小于 2 μm 的悬浮液吸出，离心，

用涂片法制成定向薄片。采用荷兰的 PANalytical X’
Pert PRO 衍射仪，分别对自然条件、乙二醇蒸气饱和、
加热条件( 490℃，2 h) 的样品薄片进行测试( 图 2 ) 。
黏土矿物的鉴定和解释主要依据 3 种测试条件下获

得的 XRD 叠加图谱的综合对比，波峰参数的半定量

计算使用 HighScore 软件在乙二醇曲线上进行。4 种

黏土矿物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和绿泥石的相对含

量按 Biscaye［19］的方法计算，绿泥石和高岭石的相对

比例通过拟合 3． 54 nm /3． 58nm 的衍射峰面积比确

定。为了更好区分 3． 54 nm /3． 58 nm 的高岭石和绿

泥石的双峰，对 24° ～ 26°2θ，进行慢扫描，步长为

0． 01°［18，20］。利用乙二醇曲线计算伊利石的化学指

数，即 5 /10 峰面积比，用伊利石 10 的半高宽

FWHM 表示伊利石的结晶度。

2 区域背景

台湾海峡长约 350 km，平均宽为 180 km，平均水

深为 60 m。由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和碰撞，断块升

降运动尤为强烈，陆地的差异性上升加强了两岸陆地

的侵蚀、剥蚀作用，台湾岛被认为是世界上剥蚀速度

最快的地区，剥蚀率可达 3 ～ 6 mm /a［1］。台湾岛西部

河流( 淡水河、大肚溪、浊水溪、增文溪等) 每年向台

湾海峡输沙量平均为 50 ～ 150 Mt，其中一半都是来自

浊水溪的输入［10，21］。特别是受台风影响时，浊水溪

一次的输沙量就可以高达 72 Mt［2］。福建的闽江和

九龙江也属于山溪性河流，闽江年平均输沙量为 7． 5
Mt，高峰期时为 20 Mt，九龙江为 2． 5 Mt(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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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闽江口、浊水溪河口及台湾海峡典型样品 X 射线衍射叠加波谱

样品 MJ-38 取自闽江口，TW-172 取自云彰隆起，ZS-04 取自浊水溪河口

Fig． 2 Multiple X-ray diffractograms of typical samples from the Min River，Choshui River and Taiwan Strait
表 1 台湾海峡两侧主要河流流域面积和悬移输沙量特征

Table 1 Sediment loads and drainage basin area of rivers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河流 流域面积 /km2 悬移质输沙量 / ( Mt /a) 资料来源
淡水河 2726 11． 5 ［1］
大安溪 633 7． 1 ［1］
大甲溪 1236 4． 0 ［1］
大肚溪 1981 9． 8 ［1］
浊水溪 2989 54． 1 ［1］
北港溪 597 2． 2 ［1］
曾文溪 1157 25． 1 ［1］
高屏溪 3067 49． 0 ［1］

闽江 61000 7． 5 ［1］
九龙江 14700 2． 5 ［1］

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和南海的通道，因此受到不

同海流( 浙闽沿岸流，台湾暖流) 的相互作用［24］，可能

携带来自其他海域的物质进入台湾海峡。云彰隆起

把台湾海峡分为东、西两个盆地，东部为观音盆地，西

部为乌丘盆地。观音盆地，呈 NE 走向，狭长形海盆，

平均水深 80 m 左右，沉积物粒度从东向西逐渐变细

趋势，其物源来自台湾［7］。乌丘盆地位于海坛岛东

南，为一狭长形盆地，东南过澎北水槽与澎湖水道相

通，平均水深 75 m 左右［25］。黑潮分支汇入台湾暖

流，沿澎湖水道向北，受云彰隆起的阻挡，向西进入乌

丘盆地然后继续向北运移。澎湖水道水深达 100 ～
150 m，在地形上呈由南倾斜的 V 型谷，北连澎北水

槽，南部直接进入南海盆地东北角，是沟通台湾海峡

南北两区以及南海的主要通道。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每年约有 480 Mt 的物质

输入东海，其中 47% 的入海泥沙在河口附近的水下

三角洲沉积，21%沉积在近岸水下三角洲，剩余 32%
的沉积物在浙闽沿岸流的携带下沉积在浙闽沿岸，形

成了东西宽约 100 km，南北长近 800 km，最大厚度达

40 m 的浙闽沿岸泥质区［15］。在强烈冬季季风作用

下，浙闽沿岸流南下到达台湾海峡中部，受到云彰隆

起地阻隔，向北折返进入观音盆地［24，26］。

3 结果和讨论

3． 1 台湾海峡及周边黏土矿物特征对比

长江黏土矿物以高的伊利石含量( 64% ～ 70% )

和少量的蒙脱石含量( 4% ～10% ) 为特征［27］，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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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利石结晶度值( 0． 36°Δ2θ) ［12］( 表 2) 。浙闽泥质

区黏土矿物特征是伊利石含量最高( 61 ～ 66% ) ，其

次是绿泥石( 16% ～ 17% ) 和高岭石( 10% ～ 13% ) ，

蒙脱石含量最少( 6% ～ 9% ) ; 伊利石结晶度值也较

大，为 0． 31° ～ 0． 38°Δ2θ( 平均为 0． 34°Δ2θ) ，伊利石

化学指数为 0． 46 ～ 0． 60( 平均为 0． 54) ( 表 2) 。浙江

沿岸东海内陆架区的泥质沉积物的来源较为单一，基

本是长江入海泥沙随浙闽沿岸流，通过再悬浮与搬运

过程沉积下来的［27］。因此，浙闽泥质区的黏土矿物

特征与长江的相似( 表 2) 。
福建省沿岸入海河流主要有闽江、九龙江和晋江

等，均属于山溪性河流。福建沿岸河流的黏土矿物特

征相似( 图 3) ，以高岭石为主( 平均为 38% ) ，其次是

伊利石( 平均为 34% ) 和绿泥石( 平均为 22% ) ; 含有

少量的蒙脱石( 平均为 5% ) 。伊利石结晶度为 0． 25°
～ 0． 28°Δ2θ( 平均为 0． 27°Δ2θ) ，伊利石化学指数为

0． 46 ～ 0． 51，平均为 0． 49( 表 2) 。福建河流的黏土矿

物特征都是以高岭石为主，明显不同于长江和浙闽泥

质区的黏土矿物组合特征( 表 2) ，在 X 射线衍射图谱

上也表现明显不同的特征( 图 2) 。
台湾河流黏土矿物组合以高的伊利石和绿泥石

含量，不含高岭石和蒙脱石为特征( 图 3 ) ，低的伊利

石结晶度( 平均为 0． 24° ～ 0． 25°Δ2θ) ( 表 2) ，台湾浊

水溪伊利石的含量达到 70%。台湾河流黏土矿物组

合特征明显不同于长江、福建河流的黏土矿物特征，

因此可以有效的区分不同的物质来源。
台湾海峡黏土矿物组合特征在海峡东西两侧存

在明显差异，以 50 m 等深线为分界线，大致可分为东

侧的 A 区和西侧的 B 区( 图 4 ) 。A 区的伊利石含量

很高( 大于 60% ) ，绿泥石含量在靠近台湾河口附近

也具有较高的含量( 大于 20% ) ，但高岭石和蒙脱石

含量都很低( 均小于 10% ) 。B 区的伊利石含量较低

( 小于 60% ) ，特别在九龙江河口和晋江河口伊利石

含量仅为 40% 左右; 而在河口区域高岭石含量大于

30%，绿泥石含量也较高( 大于 20% ) 。
3． 2 黏土矿物源区分析

黏土矿物是母岩风化作用形成的，其组成和结晶

形态等特征受源区母岩岩性和形成时的风化环境所

控制。一般认为，高岭石是在潮湿气候条件下富铝硅

酸盐矿物( 长石、云母和辉石等) 被强烈淋滤作用形

成的，其主要阳离子为 Si、Al，因此气候温暖潮湿有利

于高岭石的形成。伊利石是在气温稍低、弱碱性条件

下，由长石、云母等铝硅酸盐矿物在风化脱钾的情况

下形成的，其主要阳离子为 Si、Al、K［30］。在温湿气候

条件下，强烈的淋滤作用将导致伊利石晶层间 K + 的

淋失，促使伊利石向蒙脱石演化，如果气候变得湿热，

化学风化更加彻底，伊利石晶层间的 K + 则被完全带

走，伊利石将进一步分解形成高岭石。
福建出露大量的花岗岩( 含大量长石) ，受亚热

带温暖潮湿的气候影响，加上起伏的地貌，大大增强

了化学风化的强度，形成闽江表层沉积物中以高岭石

为主、而基本不含蒙脱石的特征( 图 3) 。而台湾河流

( 浊水溪、高屏溪等) 大部分发源于中央山脉，中央山

脉以变质岩为主，形成的黏土矿物以伊利石和绿泥石

为主，几乎不含高岭石和蒙脱石( 图 3 ) ，反映的是强

烈降雨和快速的机械剥蚀的环境条件形成的［3，14］。

表 2 台湾海峡及周边主要河流黏土矿物组合特征

Table 2 Average clay miner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Taiwan Strait adjacent area

区域 样品数目 蒙脱石 /% 伊利石 /% 高岭石 /% 绿泥石 /% 伊利石结晶度 /%Δ2θ伊利石化学指数 资料来源

闽江流域 15 0 29 52 19 0． 33 0． 60 本文

闽江口 10 4 33 43 20 0． 29 0． 53 本文

九龙江口 12 5 35 38 22 0． 27 0． 50 本文

浙闽泥质区 6 7 64 12 17 0． 34 0． 54 本文

长江 1 6 64 9 21 0． 35 0． 64 本文

台湾海峡 138 8 61 12 19 0． 25 0． 45 本文

台湾浊水溪 6 0 70 1 29 0． 24 0． 34 本文

台湾浊水溪 7 0 71 1 28 0． 25 ［12］
台湾高坪溪 19 1 55 1 43 0． 16 0． 33 ［3］

台湾湖泊 5 1 55 2 42 0． 18 0． 38 ［14］
长江 18 5 67 9 19 0． 36 ［12］

钱塘江口 9 3 61 17 19 ［28］
吕宋河流 35 87 1 5 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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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台湾海峡、闽江和浙闽泥质区平均黏土矿物分布格局

sm － 蒙脱石; ill － 伊利石; kao － 高岭石; chl － 绿泥石; N － 样品个数

Fig． 3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clay mineral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adjacent area

在风化过程中，伊利石晶层间 K + 脱离得越多，

结晶度就越差，因此，伊利石结晶度的大小反映了源

区水解程度。这个参数可用于示踪物源区和搬运路

径［11］。伊利石化学指数大小可以指示其风化程度，

例如伊利石化学指数小于 0． 5 代表富 Fe—Mg 伊利

石，为物理风化; 大于 0． 5 为富 Al 伊利石，代表强烈

的水解作用［32］，从而可以用来指示物源和气候变

化［31］。通过台湾海峡及周边黏土矿物中伊利石的化

学指数和结晶度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呈较好的线

性分布( 图 5) ，进一步证实伊利石化学指数和结晶度

可以应用于水解作用的解释。化学指数较大时，结晶

度较低( 表现为高值) ，代表水解作用加强，如长江、
闽江的伊利石。

闽江伊利石结晶度值较大( 平均为 0． 33°Δ2θ) ，

反映伊利石的结晶程度差，指示陆地物源区水解作用

强烈( 图 5) ; 伊利石化学指数也较大( 0． 47 ～ 0． 70 ) ，

大部分大于 0． 5，为富 Al 伊利石，也代表强烈的水解

作用［32］。而台湾河流和台湾湖泊的伊利石化学指数

较小，结晶度好，反映弱的水解作用，为快速的机械剥

蚀作用形成的( 图 5) 。
3． 3 台湾海峡中北部黏土矿物的物质来源

伊利石是台湾海峡黏土矿物的主要类型。从闽

江上游至闽江口伊利石含量虽然略有增加( 33% ) ，

但仍远远小于台湾海峡伊利石的含量( 60% ) ; 而且

福建河流跟闽江黏土矿物特征一致，都含有很低的伊

利石( 如九龙江口伊利石含量为 35% ) ，因此福建河

流不可能为台湾海峡 A 区提供大量的伊利石( 大于

60% ) 。长江和浙闽泥质区虽都含有很高的伊利石

含量( 大于 60% ) ，但是长江和浙闽泥质区伊利石的

结晶度值高( 大于 0． 3°Δ2θ) ，指示陆地物源区水解作

用强; 而台湾海峡 A 区伊利石结晶度值较小为 0． 21°
～ 0． 25°Δ2θ，伊利石结晶度为低值代表结晶度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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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台湾海峡黏土矿物含量、伊利石结晶度和化学指数空间分布图

a． 高岭石; b． 蒙脱石; c． 绿泥石; d． 伊利石; e． 伊利石结晶度; f． 伊利石化学指数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lay mineral content，illite chemistry index and crystallin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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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台湾海峡及周边沉积物的伊利石结晶度和化学指数对比高屏溪和台湾湖泊资料据文献［3］
Fig． 5 Correlations of illite chemistry index with illite crystallinity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adjacent area

示陆地物源区水解作用弱［31］。因此，长江也不是台

湾海峡 A 区伊利石的主要物源。台湾河流沉积物具

有高的伊利石含量和低的伊利石结晶度［3，12］，如浊水

溪的伊利石含量很高( 70% ) ，伊利石结晶度值( 平均

为 0． 24°Δ2θ) ( 表 2) 。在云彰隆起北部，沉积物含有

很高的伊利石( 70% ) 和绿泥石，很低的高岭石和蒙

脱石( 图 4) ，这一特征与台湾河流黏土矿物组合特征

相似。因此，认为台湾河流是台湾海峡 A 区伊利石

的主要来源。
B 区伊利石含量小于 60%，结晶度值为 0． 25° ～

0． 27°Δ2θ; 伊利石化学指数为 0． 46 ～ 0． 49( 图 4e，f) ，

明显高于 A 区伊利石结晶度和化学指数，黏土矿物

主要来自福建的河流，可能受到部分长江物质的影

响。特别是在平潭岛周边海域黏土矿物中的伊利石

含量在 55% ～60%之间，伊利石的结晶度值较大( 大

于 0． 26°Δ2θ) ，绿泥石的含量也较高，可能是受长江

与闽江的混合物影响。
高岭石含量从九龙江口、晋江河口向海逐渐减

少，含量从 40% 降至小于 10% ( 图 4a) ，显示福建河

流对台湾海峡黏土矿物的贡献程度从河口到陆架依

次降低，这是由于黏土矿物在海洋环境中沉淀一般具

有分异性特征，高岭石颗粒一般较大，具有粒状或板

状特征，在靠近黏土来源的近岸河口区先沉积，沿着

黏土搬运方向，由于水流的分选作用，高岭石含量减

少［33］。台湾岛的河流几乎不含高岭石，表明台湾海

峡的高岭石主要来自福建的河流。

台湾海峡绿泥石特征在靠近河口的地区，其含量

都明显较高，向海逐渐减少。从图 4c 明显看出福建

河流是 B 区绿泥石的主要来源，而台湾河流( 北面的

淡水河，西面的大安溪、大甲溪、大肚溪和浊水溪等)

是 A 区绿泥石的主要来源。
蒙脱石在福建沿岸含量较高，在靠近台湾一侧含

量很低( 图 4b) 。福建沿岸较高的蒙脱石可能是在该

地区出露的玄武岩风化有关( 如漳州的火山岛等) 。
在浊水溪口外蒙脱石的含量很低，往北略有增加趋

势。吕宋河流的黏土矿物特征以蒙脱石为主，含量为

87%，绿泥石为 7%，高岭石含量为 5%，几乎不含伊

利石( 表 2) 。虽然有部分黑潮分支汇入台湾暖流一

起北上流经台湾海峡，但从台湾暖流流经的区域可以

看出蒙脱石的含量很低，特别是在云彰隆起附近几乎

不含蒙脱石，反映台湾河流的特征。
3． 4 台湾海峡黏土矿物输运机制

台湾海峡东侧常年受台湾北上的台湾暖流的影

响，特别是在夏季，台湾暖流增强，表层海水受西南季

风作用往北东方向运移。Huh 等 2011 年通过台湾海

峡大量的沉积速率数据和粒度资料，提出台湾西北部

的八条河流( 包括浊水溪) 是台湾海峡主要源区之

一，每年向台湾海峡输入 98 Mt 碎屑物质，大部分沉

积在观音盆地，并有部分物质随着台湾暖流进入东

海。其次，台湾西南部的 8 条河流是台湾海峡的另一

个重要物质来源，每年向台湾海峡输入 55 Mt 碎屑物

质，这些物质先进入澎湖水道，然后受黑潮分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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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被搬运到台湾海峡北部［7］。
黏土矿物的分布除了与物源区特征有关外，还与

海流特征密切相关。Xu 等研究台湾海峡 2006 年 5
月份表层沉积物黏土矿物组合特征，认为台湾海峡中

北部的黏土矿物主要来自长江［12］。但是，本研究发

现台湾海峡 50 m 等深线以东海域( A 区) 的黏土矿

物组合特征与台湾河流的极其相似，说明主要来自台

湾河流的提供。台湾河流的黏土矿物随台湾暖流，沿

澎湖水道向北，受云彰隆起的阻挡，一个分支向西进

入乌丘盆地后向北运移，最后向东北方向进入观音盆

地，在黏土矿物组合特征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出沿台湾

暖流方向分布的趋势，台湾暖流流经的区域具有高的

伊利石和绿泥石含量，低的蒙脱石含量( 图 6) 。受西

南表层流的影响，福建河流为台湾海峡提供了高岭

石。此外，受黑潮分支作用，吕宋岛高含量的蒙脱石

能被搬运到南海北部［14］，但是同样受到黑潮分支影

响的台湾海峡，其表层沉积物却没有表现出高的蒙脱

图 6 台湾海峡黏土矿物输运途径

ill － 伊利石; kao － 高岭石; chl － 绿泥石; TWC － 台湾暖流

Fig． 6 Spatial transport processes of the clay mineral
in the Taiwan Strait

石含量，因此台湾海峡受吕宋岛物质的影响不明显。
台湾海峡 B 区的黏土矿物主要来自福建的河

流，可能受到部分长江物质的影响。特别是在平潭岛

周边海域黏土矿物中的较高伊利石含量和绿泥石的

含量，可能是受长江与闽江的混合物影响。前人资料

也表明浙闽沿岸流能把长江的物质最远带到泉州湾

附近［15，16］，但长江物质对台湾海峡的影响也仅仅局

限在福建沿岸，对于受强烈台湾暖流作用的 A 区，其

沉积物的来源还是以台湾河流为主。

4 结论

( 1 ) 福建河流( 闽江) 的黏土矿物以高岭石为

主，其次是伊利石和绿泥石，不含蒙脱石，主要是福建

大量花岗岩在潮湿气候条件下化学风化作用形成的;

而台湾河流黏土矿物组合以高的伊利石和绿泥石含

量，不含高岭石和蒙脱石为特征，是快速的机械剥蚀

作用形成的。
( 2) 源区母岩和风化条件的不同，导致台湾海峡

两侧河流黏土矿物的组合特征差异及伊利石的矿物

学特征的不同。
( 3) 台湾海峡 50 m 等深线以东区域的黏土矿物

特征及伊利石的化学指数和结晶度与台湾河流的黏

土矿物特征相似，反映在台湾暖流作用下，台湾河流

为海峡中北部提供了大量的伊利石和绿泥石。台湾

海峡高岭石含量由西向东明显减少，表明高岭石主要

来自福建河流。福建近海的黏土矿物主要是由福建

河流提供的，但在平潭岛周边海域的黏土矿物可能有

长江物质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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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Miner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ir Provenance

XU Yong-hang CHEN Jian WANG Ai-jun LI Yun-hai
WANG Wei-guo ZHANG Xiao-fei LAI Zhi-kun

( Open Laboratory of Ocean ＆ Coast Environmental Geology，Thi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Taiwan Strait connects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which are two major marginal seas
of west Pacific Ocean． This region serves as a canonical area for investigating the terrigenous detrital materials that are
transported into the sea，including the provenance and flux，as well as the modelling of the distribution，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in continental shelf areas．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 south-bound Zhemin Coastal Current
( ZCC) and north-bound Taiwan Warm Current，the sedi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ple origins． Clay miner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the Taiwan Strait and adjacent area were analyzed by X-Ray Dif-
fraction ( XRD) method to constrain the possible provenances including the Yangtze，Fujian and Taiwanese rivers．
Clay mineral assemblage in the Min River ( one of the largest Fujian rivers) consists dominantly of kaolinite ( ＞ 40% )

with minor amounts of illite and chlorite but without smectite，indicating that clay minerals in Min River drainage ba-
sin is originated from upriver granites by weathering under warm and humid conditions． Yangtze-dominated clays have
relatively high illite ( 61% ～66% ) ，with small amounts of chlorite ( 16% ～17% ) and kaolinite ( 10% ～13% ) ，low
smectite ( 6% ～9% ) and poor illite crystallinity． Taiwan-dominated clays ( Zhoshui River) ，in contrast，have the
highest illite contents ( ＞ 70% ) ，and no smectite． The clay mineral assemblag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different，because of the source rocks and weathering condition factors． In the Taiwan Strait，kaolinite contents of
the sediments decrease gradually from west to east，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mostly originated from Fujian rivers． In the
east region of the 50 m isobath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clay mineral assemblage is dominated by illite and chorite
with scarce smectite and kaolinite ( both generally ＜ 5% )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Yangtze and Fujian rivers． Mo-
reover，both chemistry index and crystallinity of illite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Yangtze and Fujian rivers，but simi-
lar to those of the Taiwanese rivers． Our data suggest that most of illite and chlorite in the northern Taiwan Strait were
provided by Taiwanese rivers through the Taiwan Warm Current． However，clay minerals in offshore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 were mainly provided by Fujian rivers，and locally possible mixed by the Yangtze river，such as the neighbor
oceanic area of Pingt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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