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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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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家海洋局第二 海洋研究所

,

杭州 )

东海大陆架是 世界上址宽 J
’
一

的陆架之一
,

它有着广阔的沉积盆地
,

沉积物 巨厚
,

沉

积过程复杂
,

油气资源丰富
,

特别是钙质沉积物分布非常广泛
。

本文
,

对东海沉积物中

碳酸盐进行了研究
,

其范围主要包括北纬 26
0

15 `
至北纬 3 1

0

0 0 ` 、

冲绳海槽以西 的广大海

域
。

采集和分析样品的站位计 4 4 5个
。

一
、

分析方法

1
.

样品的处理

均匀地采取适量沉积物样品
,

其中对细粒沉积物系采用均匀搅拌后取样
,

贝壳砂则

采用 四分法
,

将取得的样品经 80 ℃烘干
,

磨细
,

全部过 80 目筛
,

最后再将试样 80 ℃烘干

备用
。

2
.

测定方法

测定沉积物中碳酸盐含量时
,

称取一定量的试样
,

用定量 的 o
.

I N 盐酸加热分解
.

过

剩的盐酸用 O
.

I N 氢氧化钠溶液回滴
,

从消耗了的盐酸来计算碳酸盐含量
。

由于东海底质

中碳酸盐主要为碳酸钙
,

所以计算时均以碳酸钙来表示
。

测定沉积物中钙的含量时
,

在 p H值为 12
.

5的溶液中
,

以钙试剂为指示剂
,

用 E D T A

标
’

准溶液滴定
,

其结果 以氧化钙来表示
。

二
、

碳酸盐的含量及其分布

碳酸盐含量和分布取决 于几个因素
,

首先是随沉积物的补给程度而定
,

其次是随水

温以及相应的碳酸盐生产能力而定
。

一般讲
,

在近岸或河 口地 区
,

由于陆源沉积物的影

响
,

它不仅冲淡碳酸盐的颗粒
,

而且还会掩埋造碳酸盐的生物
,

因此碳酸盐含量相对较

少
。

而在远岸地区
,

碳酸盐含量往往占据优势〔 1 〕。

特别是在陆架外缘和陆坡海槽
,

由于

受黑潮暖流影响
,

沉积速率又极缓慢
,

其含量更高一些
。

东海沉积物中碳酸盐含量分布 的总趋势是东南部高
,

西北部低
; 外海高

,

而近岸较

低
,

其含量变化幅度亦较大
。

根据含量的变化趋势
,

大致可将其划分为 五 个 等 级 ( 图

1 )
。

从图中可看出 1。夕百的含量等镇线 从东北向西南斜贯整
/

卜陆架
,

走向大致与 50 米等深

. 参加该项工 作的还有崔淑英
、

杨鼓庄
、

朱风冠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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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飞 碳酸盐含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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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a r b o n a t e c o n t e n t s

线相似
,

它把东海陆架分成东南向西北两大部分
,

其西北
,

含量多小于 10 %
,

仅在长江

口外的残留砂地区含量较高
,

在 10 一 20 %之间
。

东南侧的含量多大于 10 %
,

尤其是陆架

外缘的东北部和南部
,

含量更高
,

个别站可达 5 0
.

3%
。

在陆坡海槽区
,

碳酸盐平均含量

要高于陆架区
,

而海槽北部尤其高
,

最高含量可达 58
.

3%
。

三
、

碳酸盐的组分

碳酸盐的组成成分与含量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

由于水体和底质中的有机体与周围

的介质相互作用
,

它们不断地吸收周围的钙质成分
,

使之成为自身的骨骼
,

当它们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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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丁
一而厕

疾

1
.

斧足类
、

螺类
、

珊瑚
、

海胆
、

有孔虫 2
.

斧足类
、

海胆
、

有孔虫 3
.

斧足类
、

角贝
、

有孔虫 4
.

有

孔虫
、

珊瑚 5
.

浮游有孔虫 6
.

非骨骼碳酸盐 7
.

10 0米等深线

圈 2 碳城盆的组分

F 19
.

2 C o 也 P o n e n t s o f e a r b o n a t e

后
,

其残骸便加入了沉积物 中
,

成为沉积物的一个组成部分
。

另外
,

由于各种不同的生

活环境
,

生长着各种不同的生物种群
,

而不同的生物壳体内
,

碳酸钙的含量也不尽相同
,

这也是造成含量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

实测资料表明
,

东海沉积物中碳酸盐的组分主要为软体动物的贝壳
、

无脊椎动物的

有孔虫介壳和非骨骼 碳酸盐 ( 包括陆源碳酸盐碎屑矿物和少量的无机沉淀碳酸盐等 )( 图

2 )
。

在浅海细粒沉积区以非 骨骼碳酸盐组分为主
; 而陆架中部

、

南部
、

陆架外缘以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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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口外的砂质沉积区
,

则 以软体动物的残骸为主
,

有孔虫为次
。

这些软体动物多为生活

于浅水
、

淡水环境的牡蜘
、

螺类以及生活于滨岸
、

潮 间带和近岸浅水区的藤壶
、

毛蜡
、

竹蛙
、

蛤蜘等
,

与目前所处环境并不相适应
,

显然是残 留下来的古生物遗骸
。

这些碳酸

盐遭受 的碎解作用较甚
,

它们不仅受到机械侵蚀作用
,

而且还受到生物营力作用
。

生物

浸蚀作用一方面能积极地碎解碳酸盐
,

另一方面还不断开拓和增加表面积
,

从而更有利

于二次或多次穿孔生物的活动
,

同时
,

还有利于化学溶解 作用的进行〔 1 〕 ; 陆坡海 槽 区

则以浮游有孔虫壳体占绝对优势
。

每

四
、

表层沉积物中碳酸盐的存在形式
.

实验分析证明
,

东海表层沉积物中的碳酸盐
,

主要是 以碳酸钙的形式存在
。

1
,

碳酸钙与碳酸盐的比值

表 1 计算碳酸钙与实测碳酸盐的比值
T a b l o 1 R a t i

o b e t w e e n e o m p u t a t i v e e a l e i u 姐 e d r b o : l o t e

a 皿 d m e a s u r e d e a r bo n a t e e o n t e n t s

以钙含量换算

成谈酸钙 (书 )

实 侧 碳 酸

盐含量 ( 弓 )

计算碳酸钙

实测碳酸盐

5 1二9

5 1 6 3

6 3 2 3

6 4 2 6

7 2 3 6

7 2 4 8

6
。

07

6
。

34

4
,

9 1

5
。

3 7

8
。

7 7

8
。

了9

6
。

连1

6
。

3 8

6
。

9 5

7
。

0 2

9
。

0 9

9
。

3 6

O
。

9 5

0
.

9 9

0
。

7 1

O
。

7 6

0
。

9 6

0
。

9 4

现代积沉区

6 5 68

6 6 58

7 2 67

7 2 34

7 2 09

了18 0

6
。

6 2

1 0
。

3 0

6
。

8 9

6
。

3 9

7
。

1 6

6
。

O了

了
`

0 2

1 1
。

7 1

6
。

9 7

6
。

7 9

7
。

7 9

6
。

0 9

0
.

3 生

0
.

9 0

0
.

9 9

0
。

匀4

O
。

9 2

1
。

C O

协

混合积沉区

7艺5 4

了2 1 6

丁1了1

7 0 6 5

7 0 7 7

7 0 9 2

2 6
。

0 9

二O
。

9 3

1 1
。

1 8

2 1
。

0 2

1 7
。

9 5

2 5
。

7 了

2 4
。

0 6

1〕
。

1 5

1 0
。

0 4

2 0
。

下6

1 6
。

8 3

忿3
。

6 6

1
。

e s

1
。

屯3

1
。

1 1

1
.

e l

1
。

C 7

1
。

C g

戏口沉积区

7 二3 1

7 2 1 9

丁1 9 0

了1 3 4

7 1 4 了

7 0 8 4

3 3
。

1 8

2 3
。

了O

艺O
。

1 2

1 9
。

7 5

3 4
。

8 9

1 6
。

7 5

3 1
。

S G

三2
。

3 8

1 9
。

8 3

19
。

6 3

34
。

3 3

1 2
,

9 4

1
。

O二

1
。

C 6

1
。

C l

1
。

0 1

1
。

0 1

1
。

2 9

观代半深海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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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沉积物中碳酸盐几乎都以碳酸钙形式存在的话
,

那末
,

实验的结果应该是碳酸

钙与实测 的碳酸盐含量近乎相等
,

也 就 是

说
,

两者的比值应当为 1
。

若比值小于 1 ,

则表明除碳酸钙以外
,

还有其它形式的碳酸

盐存在
;
若比值大于 1 ,

则表明除碳酸钙以

外
,

还有其它形式的钙盐存在
。

通过测定和

计算
,

绝大部分 比值 都 在 1 左 右
,

平 均为

1
.

08
,

即以碳酸钙形式 占绝对优势 ( 表 1 )

从分布区域上看
,

在浙闽近海及苏北外海部

分地区以及陆架北部虎皮礁以东 的 泥 质 区

域
,

除碳酸钙外
,

还存在少量其 他 的 碳 酸

盐
,

通过 X 衍射分析
,

从图谱中见到少量 的

白云石
、

菱铁矿
、

锰方解石 ( 图 3 )
。

而在

宽广的陆架砂沉积区和陆坡海槽区
,

则除碳

酸钙外
,

还有少量其它钙盐存在
,

如显微镜

下可见到磷灰石和石膏等
。

2
.

碳酸盐与钙之间的线性关系

邵 2 9
一

即
一

3 0 月 咒

C a一方解石 M c一锰方解石

D一白云石 S一菱铁矿

圈 3 长江口外 516了站碳咬盐矿物

的X衍射圈谱

J 19 X 一 r a y d i f f r a e t i o n a t S t a t i o n

N o 。
5 1 6 7 ( 1 2 2

0

4 5 产 E
,

3 1
0

0 0
尹

N )

碳酸盐主要以碳酸钙形式存在还可从各沉积区中碳酸盐与钙之 间有着极好的线性关

系来证实
。

我们对 4 4 5对实测数据
,

用最小二乘法求最佳拟合线及其线性关系 ( 表 2
、

图

4 )
。

表 2 各沉积区中碳政盐与钙之间的线性关系

T 门 b 1 e 2 1
洲

1
n o a r r o l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e a r b o n a t e a n d e n l e i u m

e o u t e n t s i n v a r i o u s s e b i m e n t a r 手
’

a r e a s

\ \
、

二
:

少\
、 一

现 `泛 沉 积 区 `昆 合 沉 积 区 歹佗 留 沉 积 区 现代半深海沉积区 全 ’明 区

狈 口 、 、

\
. {

}

样 品 数

最佳拟合线 介, = 0
·

s x + 0
·

07 乡
, “ 0

·

5 1 x + 0
·

4 3 乡
`
= 0

·

5 3 x + 0
.

6了 乡 二 o
.

5 4 x + 0
.

9 7 办
,
= 0

·

5 5x + 0
.

2 6

线性关 系程度系数 (幼

{

0
。

2 1 } 0
。

0 4 0
。

04
1

0
。

08{ o
·

2 1 } 0
·

0 4 { o
·

04 .

由于实测点不可能完全落在最佳拟合线上
,

它们之间往往有一点误差
,

表 2 所列 的

误差均小于 0
.

3 5 ,

说明东海沉积物 中碳酸盐与钙之间有着极好的线性关系
。

最佳拟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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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 in e a r r e la

e n ot e n t s i
n

t 工 0

、 过

be t we e n e a r ba on t e a n d e a le i
: z
m

r I S U O
s e d im c n t a r }

一
a r c a s

的斜率与氧化钙和碳酸钙的分子量之比 (。
.

5 6 )近似
,

可见这里的钙质主要为碳酸钙形

式
。

另外
,

从图表上也可清楚地看到
,

由于沉积环境的差异性
,

各沉积区的线性关系程

度亦有着明显的差别
。

如残留砂区和陆坡海槽区
,

以碳酸钙形式存在的情况尤为明显
,

而现代沉积区以及现代沉积与残留沉积相混合的沉积区则稍差一些
。

3
.

碳酸盐的矿物形式

经镜下鉴定
、

茜素红染色及 X衍射分析
,

得知近海泥质和粉砂质泥沉积区的碳酸 盐

矿物主要为陆源型
,

即主要 由长江带来
。

这些矿物经 X 衍射分析
,

可看出以方解石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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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 1

、
2 ) 少量白云石

、

锰方解石和菱铁矿 ( 图 3
、

5 )
。

镜下还观 察 到 土 黄

色
、

形如老鼠屎状的颗粒
,

质地松软
,

易破碎
,

压散后滴入 茜素红染色剂
,

部分被染成

红 色
。

另外
,

还见到土黄色粘糊及无色透明的矿物碎屑微晶
。

我们认为这些矿物是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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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要碳酸盆矿物的 X衍射图谱

C a一方解石 D一 白云 石

F 1 9
.

S X 一 r a 弄
,

d i f f : a e t i o : 1 o
f

n l a i x l e 。 : b o n a t e m i 。 。 r a l

后的长石
、

石英和其它微小矿物碎屑的集合体
,

并有碳酸盐成分充填其中
。

( 图版 I
,

3 )
。

在。
.

12 5一 0
.

0 63 毫米粒级 中偶尔可发现数颗板状无色透明的碳酸钙晶体
,

经茜素

红染色后
,

呈红色 ( 图版 I
, 4 )

。

在陆架广大的粗粒沉积区
,

碳酸盐主要集中在较粗粒级中
,

多为生物贝壳
。

经 X 衍

射分析
,

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
,

也有少量白云石
。

结晶 的碳酸钙在 0
.

1 25 一 0
.

0 63 毫米

的轻矿物 中居多
,

晶形 良好
,

有板状
、

菱面体状
、

偏三角面体状
,

有的棱角已磨圆 ( 图

版 I
,

5 )
。

这些矿物大多系冰期低海面时由河流直接携带而来
,

后来在海洋环境的保

护下
,

被残存下来
,

它们在水流等动力作用长期影响下
,

不同程度地遭受了磨蚀
。

海槽区沉积物中的碳酸盐
,

以有孔虫壳体 占绝对优势
,

经 X衍射分析
,

主要矿物 成

分为方解石
,

少量为锰方解石
。

结晶的碳酸钙在镜下间有发现 ( 图版 I
, 6 )

。

矿物集

合体性质与近岸细颗粒物中相似
,

唯颜色不同
,

呈灰色或浅灰色
。

综上所述
,

东海沉积物中碳酸盐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
,

其总的含量是随着离岸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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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增高
。

具体讲
,

外海以富含生物骨骼 为其明显特征
,

而近岸 i戈海及河 口 区
,

则

以非生物骨骼的陆源碎屑碳酸盐为主
,

外海相对减少
。

五
、

影响因素分析

1
.

碳酸钙的形成条件

海洋沉积物中碳酸盐的含量和分布
,

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但无论是滨岸
、

浅海或是深海碳酸盐的含量分布都离不开生物生长
、

供给量与溶解破坏量这一对矛盾的

总和
。

由于在不同的沉积区有着各白特定 的环境条件
.

因此
,

碳酸盐的含丝和分布亦不

尽相同
。

1) 近岸浅海沉积物中碳酸钙的成因 江浙沿岸多淤泥质海岸
,

缺少碳酸盐岩对海

洋的大量补给
,

唯长江才是近岸浅海及河 口区碳酸盐 的主要补给源泉
。

长江中下游流经

灰岩地区
,

带来丰富 的陆源碎屑物
,

但在长距离搬运过程中
,

部分碳酸盐岩屑受到溶解

作用
,

特别是在偏中
、

酸性的介质条件下
,

溶解更易进行
。

因此
,

我们认为这里的碳酸

盐一部分直接由长江带来沉积
,

另一部分则是以酸式碳酸钙的形式被带出
,

以无机化学

沉淀作用和生物化学作用来完成的
。

碳酸钙是自然界分布最广的一种碳酸盐
,

经化学风化
、

雨水
、

河水溶蚀后成为易溶

于水 的酸式碳酸钙
,

然后被江水带入海洋
,

在河口
、

海岸附近
,

接触碱性介质
,

又生成

了难溶于水的碳酸钙细小颗粒
,

有的与有机质
、

粘土等一起
,

成为细小的集合体
。

C a C 0
3 + C O

: + 1 1
:
O 二三

兰
C a ( I I C O

:
)
:

C : “ + 一二

0 于I一 I王C O
: 一
芙二兰 C : C O

:

奋一 1 1
:
0

许多学者还指出谈酸盐沉淀的生物化学机理 D r 。 二
一 ,

G
.

列
.

( : 9 1 1年 夕第一个提 出反

硝化细菌起着直接沉淀碳酸钙的作用
。

后来又有 }
、

提出了还原位酸 :.tl 妇 苗也能沉淀细粒

碳酸钙
。

他 们曾设想 了三个主要反应式二 1 〕 :

C 及 ( N O
。
)
: 十 上I

: 二 C

一
C a C O

3 + X
:
0 ( 0 1 1 )

:

C a (工I C O
3
)
: + ZX 玉I

生
0 于1

一
C : C O

: + ( X l王
、 、 :

C O
: 一 2 1不 O

( X玉I
、
)
:
C O

3 么 C a S 0
4

一
) C a C O

。 一 (入 1 1
、
) 5 0

、

在东海陆架的泥质沉积区
,

据统计
,

辱克湿泥中细 菌个数为十万个至数百万个
,

它

们显 然成了沉淀碳酸盐 的积极 分子
,

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旦 另外
.

少物骨骼和壳沐也

是区 内碳酸盐的来源之一
。

2) 陆架区及陆坡上部的砂质沉积物中
,

碳酸盐含量较高
,

这里主要造碳酸盐生物是

软体动物
,

其中主要是在滨岸浅水环境中生长的牡蝠
、

蛤俐
、

蛾
、

螺类
、

藤壶等贝壳残

骸
,

这些贝类相当大一部分是残留的滨岸浅水种
,

它们在波浪和海
、

潮流的
一

长期 作 用

下
,

经过破碎
、

分选和再富集
,

形成了贝壳砂
,

甚至形成较厚的贝壳层
。

另外
.

还有一

定数量的现代种
,

如扇贝
、

角贝等
,

还有有孔虫等壳体
。

3) 陆坡海槽区
,

这里的碳酸盐来源主要为有孔虫残壳
。

由于本区有高温高盐的黑潮

流通过
,

带来了大量 富含营养盐的物质
,

同时
,

地形 自南而北逐渐由深变 i戈
,

形成了上

升流
,

将营养物集中到表层
,

致使浮游有孔虫得以大量尘长繁位
.

它们兀亡后
,

造成大

量壳体的堆积
。

经分析统计
,

海槽沉积物 中生物含量一般均在 1 5 。

;以
_

匕 最大可达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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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
,

其 中浮游有孔虫约 占生物含量的 9 5% 以上 〔 2 〕 。

这里的有孔虫绝大多数为透 明 的

钙 质有孔虫
,

也有少量瓷质有孔虫
,

其矿物成分基本上都是方解石质的
。

总之
,

海洋动物
、

海洋植物
、

微生物以及陆源碎屑物都是东海沉积物 中碳酸钙的直

接供给者
。

因此
,

碳酸钙供给量的多寡主要取决于物源和海区的生产力
,

而生产力 又与

水温
、

盐度
、

海水 中的光合作用以及营养物质的丰度有关
。

2
.

碳酸钙的保存状况

碳酸钙的保存
、

溶解和遭受破坏的程度是与酸碱度 ( p H值 )
、

水温
、

水 动 力 条件

沉积速率以及水深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

1 ) P H值的影响 碳酸钙能被酸分解
,

放出C O
: ,

即使在醋酸这样的弱酸条件下
,

也

能分解
,

而在碱性条件下
,

则易于沉淀
。

碱性

C a “ + C O
3 “ 一 茱井兰 C a C O

。

奋
酸性

根据碳酸钙沉淀时钙离子浓度与 p H值以及 C O
。
之间的关系

,

可以计算出碳酸 钙沉淀

时的介质条件
。

在浅水地区
,

只考虑大气中 C O
。
分压 P c o

Z = 1 0 “ 3 ’ 5 ,

又当 〔C : ’ + 〕 二 1 0
一 “

M时
,

碳酸钙沉淀的 P H值为 7
.

6 ,

亦即在弱碱性介质环境就可沉淀碳酸钙〔 “ 〕 。

我们根据

1 9 了8年东海的实测资料
,

全年测区底层水的 P H值变化范围在 7
.

86 一 8
.

4 0
,

平均为 8
.

1 1 ,

绝 大部分都在 8 以上
,

只是在长江 口和钱塘江 口外
,

东经 12 4
“

00
`

以西少数几个站 p H值

略小于 8 ,

因此
,

东海全在弱碱性条件的控制下
,

有利于碳酸钙 的沉淀和保存
。

2) 温度和压力 温度和压力对碳酸钙含量影响很大
。

温暖的海水一方面有利于海洋

生物的繁殖
,

这些生物残骸给海底沉积物增添了大量的碳酸盐
。

另一方面
,

温度升高又

降低了 C O
:

的溶解度
。

沉淀的碳酸钙和可溶性的酸式碳酸钙之间存在着下列 平 衡 反 应

〔 3 〕
.

C a C O
3 十 C O

: + 11
:
O 畏= 兰 C a ( H C O

3
)
:

经计算
,

碳酸钙的溶解 度在 10 ℃时为了
.

0 义 1 0
“ “
克 1 00 克水

.

在 2 0 ℃时
,

为 6
.

5 >: 1 0 ’ “

克 了1 00 克 水
。

据调查
,

东海陆架底层水年平均温度为 1 G
.

! ℃
,

同时
,

陆架外邵底层水年

温差变化亦不大
。

只有在 内陆架
,

特别是近岸浅水区变化较大
,

个 别站年溉 炭可 达 到

2 选
.

迄℃
。

因此
,

我们认为东海陆架底层沉积物中碳酸钙的溶解受水 ;及影响不甚明显
。

另

外
,

碳酸钙的济解度受压力的影响在东海地区也不明显
,

这是因为东海水深 较 浅 的 缘

故
。

3) 纬度与碳酸钙的关系 在东海地区
,

碳酸钙的含量与纬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

根

据 4巧个站位的碳酸钙含量统计
,

可看出碳酸钙含量随纬度的升高而降低的趋势 ( 图 6 )
。

这与全球性的碳酸盐分布规律相一致
。

美国学者工Vil i l n a n
曾认为

,

亚洲东部沿海的沉积

物碳酸盐含量随纬度降低而增高 〔 1 〕 ,

这是与实际相符 的
。

4) 沉积速率对碳酸钙含量的影响 在滨 岸浅海水域
,

由于受现代陆源物 的 直 接 影

响
,

沉积速率较高
,

经 P b
Z ` 。
测定

,

长江口外沉积速率每年最高可达数厘米
,

济州 岛西

南的现代泥质区
,

沉积速率每年也在数毫米
。

而这些地区的碳酸钙含量却较 低
,

大多小

于 1时百
,

其原因主要是陆源物的快速沉积
,

稀释和冲淡了碳酸钙
,

而且还掩埋了部分造

碳酸盐生物
,

因而生物遗骸的沉积就相对较少
,

造成了高速沉积区碳酸钙含量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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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碳酸钙含量与纬度的关 系

F 19
.

6 R e l a t i o n b e t w o e n e a r b o n a t 。

e o n t e n t s a n d l a t i t : l d e

的状况
:

反之
,

在低速沉积区或基本无沉积

区
,

生物的生长
、

繁殖直至 最 后 死 亡
、

堆

积
,

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而受不到沉积物的掩

埋
,

故相对含量要来得高
,

且组成成分更为

多种多样
。

, 水动力作用的影响 在东海
,

有着复

杂的东海环流系统
,

这对区 内碳酸盐的分布

和组成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

是一支不可

忽视的屯要因素
。

如陆地径流
,

长江
、

钱塘

江等大河向东海倾注了大量的冲淡水
,

它直

接 影响到水体的介质
、

盐度
、

温度等
,

而且

还带入了丰富的营养物 贡
。

同时
,

巨量的陆

源物又对碳酸盐起着稀释作用
。

黑潮暖流及

其分支 自南而北
,

从低纬度带来高温高盐且富含营养盐的暖流水
,

大大有利于生物的发

育和生长
。

因此
,

在暖流影响的范围内
,

微体生物
、

特别是浮游有孔虫的丰度就比其他

地区来得高些
,

碳酸钙的含量也相对高些
。

反之
,

在冷水团影响的区域
,

由 于 水 温 较

低
,

除生长一些冷水种的微体生物以外
,

其他数量较少
,

所以碳酸钙的含量亦较低
:

1
.

东海沉积物中有若丰富的碳酸盐组分
,

外海高于近岸
,

其中尤以陆坡海槽区为最高

结

其含最分布趋势是陆架的南部高于北部
,

2
.

东海沉积物中碳酸盐主要 由碳酸钙组成
,

以生物骨骼及其残做为主
,

其次是陆源

碎屑碳酸盐矿物
。

山于各区斌 自热环境的差异性
.

川 汀物氏来源
、 ’

!
一

钧种拼以及数 量分

布亦不尽一致
,

这是造成含呈 分 市差 异性的亚要 啄因之一
。

3
.

东海碳酸盐 的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
,

其分布情况囚地而异 如生物 碳酸钙的含

量随着离岸距离的加大而增高
;

陆源碎屑碳酸盐的含量则随着离岸距离的加大而减少
。

`

1
.

区内碳酸钙的丰度和保存状况明显地受到陆源沉积物的数量和沉积速率
、

p H值
、

水温
、

水动力条件以及纬度诸因索的制约
:

沉积速率快的区域由于大量物质起着稀释和

掩埋作用
,

故碳酸盐含量较低
,

!州兰速沉积区
,

含 李澎月对较高
。

弱碱性 的环境条件利于

区内碳酸钙的保存
:

黑潮流经 区的碳酸盐含 准明显幼 高 低纬度的碳酸盐含量也明显地

高于高纬度
。

( 收稿 日期
: 1 9 8 2年 4 月 1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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