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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近岸沉积物的类型
、

特征
、

物质来源和沉积历史
,

我们对从胶州湾口 到 日照县之

间 ( 1 1 9
“
4 0 了一 1 2 0

“

4 0 产 E
, 3 5

“
3 0 尸一 3 6

O

N ) 2 7 0公里长岸段的沉积物 ( 最 大 水 深 3 0米 )

进行了系统调查
。

1 00 余个站位的样品都作 了粒度分析
,

其中 89 个样进行了组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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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y p e s o f s e d im e n t s

一
、

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本区沉积物按粒度类型可分为三区 ( 图 1 )
。

1
.

近岸 10一 15 米水深以内
,

以砂和泥

质粉砂为主
。

具有明显的横向分带性
,

由高潮线的粗
、

中砂向外逐渐过渡为细砂
、

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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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及砂一粉砂一泥
。

2
.

在灵山岛北 10一 15 米水深以外
,

则以砂
一粉砂

一泥及泥 质 粉 砂 为

主
。

3
.

灵山岛以南
,

从 10 一 15 米到30 米水深皆为砂及砾石质砂
。

这种粒度与水深不平衡

的情况说明
.

它们不是形成于现代的浅海环境
,

而是一种古海岸沉积
,

即晚更新世的准

残 留沉积
,

至今仍基本裸露于海底
,

未被现代沉积所覆盖
。

前两区则为同现代环境相平

衡的沉积
。

二
、

沉积物的组分

本区沉积物 由陆源
、

生物及 自生三种组分构成
,

呈灰黄至暗灰色
,

陆源物质 占绝对

优势
。

飞
.

陆源碎屑组分

陆源组分的含量占整个沉积物的 66 一 99 %
。

砾
、

砂及粉砂粒级中的陆源组分以石英
、

长石碎屑为主
,

有少量岩 屑
。

泥粒级中有少量的粘土矿物
。

1 )长石

长石有钾长石及斜长石
` )

。

前者 以正长石为主
,

钾微斜长石次之
。

后者多是更长石
。

两者均呈厚板状或粒状
,

淡褐红或淡褐黄色
。

在陆源砂屑 中
,

长 石 的 含 量 为 1 0
.

1 1一

47
.

45 %
。

根据对 0
.

25 一 0
.

1 25 m n l粒级的统计
,

钾长石 /斜长石 比值的平面分布
,

存在两

种趋势
:

其一该比值随沉积物粒径的减小而增大
。

在近岸带
,

钾长石 /斜长石比值 小 于

10
,

而在滨外
,

则大于 10 ( 图 2 )
。

此乃两种长石的稳定性略有不同所致
。

其二
,

钾长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飞
”

一
` 、 `̀

图 2 钾长石 斜长石比值 ( 0
.

25一 o
.

12 5 m m 粒级 )

f 1 9
.

2 1又一 f e l d s p a r p l a g i o e la s e r a t i o ( 0
.

2 5一 。
,

1 2 5 m m f : a c t i o n

石 斜长石比值在灵山岛南
、

北两区 的分布有明显的差异
,

这显然是还有物源因素 在 起

作用造成的结果
。

1) 根据染 色法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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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英

在 > 0
.

06 3, n m 粒级的陆源碎屑中
,

石英的含量为 4 0
.

6一 8 4
.

53 %
,

形态多呈次棱角状

和次圆状
。

( 1 )颜色 为无色
、

乳白色
、

淡褐黄色及褐红色
。

褐黄
、

褐红色的出现是由于含

水氧化铁 ( 针铁矿 ) 沉淀在石英颗粒表面或渗入显微裂隙中造成的
。

一般在裂隙附近颜

色较深
。

在近岸地带
,

褐黄
、

褐红色石英因河流输入物的影响而有一定数量
,

在石英碎

屑总量中约占20 % 左右
。

但在本区 南部水深大于 15 米的海区
,

为高值区
,

一般在 4 0 % 以

上 〔图 3 )
,

最高达到 5 1
.

1 %
。

这种高值区的出现
,

显然并非受现代河流输砂的影响
,

喇
l

|
11111

岁

几} J位遥

圈 3 铁染石英含 t 等值线圈 ( 0
.

25 一 0
.

飞25 m m 较级 )

F 2 9
.

3 I s o l i n e e h a r t o f i r o n 一 s t a
i
n e d q u a r t z e o n t e n t ( 0

.

2 5 一 0
.

笠2 5 m m f r a e t i o n

而是与此处如前所述为更新世末 期的残留沉积有关
。

这种沉积物堆积后
,

因发生海退而

曾长期暴露于地表
,

在石英表面 形成氧化铁沉淀
。

故氧化铁染石英的丰度可以作为判断

残留沉积 的一个间接标志
。

( 2) 成因类型 石英颗粒有单 晶石英与多晶石英之分
。

一般认为
,

单晶及晶粒数

少于 5 的多晶为岩浆成因
,

多于 5 的多晶则为变质成因
。

本区后者的粒径频率往往表现

出双峰特征
,

有时具定向性 ( 图版 I
, 1 )

,

即变质过程中的重结晶作用结束于形成等

粒状结构之前
。

本区沿岸河流主要流经花岗岩类分布区
,

其冲积物中的石英多是单晶石

英和一部分晶粒数少于 5 的多晶石英 ( 表 1 )
。

而汇水区主要以变质岩为主的河流
,

其

冲积物中有 1 / 3 的颗粒为具有 6 个以上 晶粒的多晶石英
,

晶粒之间主要呈缝合线 状 接

触 ( 图版 I
, 1 )

。

但无论单晶还是多晶
,

均具比较强烈的波状消光
。

在滨岸带
,

石英

的类型与河流输砂有密切关系 ( 图 4 )
,

胶南河河 口 以北
,

变质石英很少
,

低于 3 一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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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河流冲积物中的石英类型 (。
.

5一。
,

25 m m拉级 )

T a b l e 1 Q
u a r t z t y P e s o f f l u 、 i a l ( 0

.

5一 0
.

2 5 m rn f
r a e t i o n

)

各 类 石 英 含 量 ( 多 )

河 流 类 型 多晶石 英 ( 品 粒数 ) Q
`

F

单品石 英

样品数

2 一 5 6 一 9

主要 流 经 花岗岩 区的河 流 6 4一 9滚 6 一 30 0 一 6 0
。

6 1一 1
。

13

主
`

要流 经 变负岩 区 的 i可流 1丁一 3 2 2 一 2 6 }
。

日5

而在琅呀台以南
,

由于白马
、

吉利两河以变质岩为主的输入物 的影响
,

变质多晶石英含

量高达扣 卜。 以
_

L
。

残留沉积区亦为变质石英 的低值区
。

而北部陆架的变质石英含量并不

低
。

可见
,

不仅是陆架与近岸区的物质来源 不同
,

在陆架和近 岸区的不同地段
,

物源也

是有差异的 ( 图 4 )
。

q u a r t z e o n t e n t ( 0
.

5一 0
.

2 5m m f r a e i o n )

( 3 )圆度和表面结构 圆度资料能提供有关搬运和沉积过程的信息
。

本次研究中

的圆度分级采用 P o w e r
标准

,

共分 6 级
。

圆度测定是用 0
.

5一 1
.

0 : n m 粒级的颗粒 ` )
。

河流石英砂的圆度范围为棱角至次棱角状 ( 平均圆度入l p
= 0

.

20 0一 0
.

29 5 )
,

海 滩

) 每个样侧定 10 0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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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以次棱角状为主 ( Mp 二 0
.

2 71一 0
.

31 0)
。

总的看来
,

水深 15 米以外的石英砂圆度 较

近滨的好 ( 图 5 )
,

平均圆度一般在 0
.

30 左右
。

而残留沉积圆度则较高
,

M p = 0
.

30 一

。
.

3 7 ,

属次棱角
一次圆状

。

0
.

4 0

I 一 I

0
.

3 0

”
·

2

{耸一扩
一
丽一一

亩
-

-

落葱一 一
-

弃一一丽一 -
.

万
o ` 0

…
’ 一 ”

一
0

.

3 0

0
.

2 ( j匕
se

B 12 6 6 6 5

一

一一一闷
, 卜

一一
一一
一

- J一~

-一
一一

一人州

63 6 2

纵坐标: 平均圆度 横坐标: 站位

圈 5 石英碎 . 平均一度舰面圈 ( 0
.

5一 1
.

Om m位级

( 剖面位里见图 4 )

F 1 9
.

5 P r o f i l e m a p o f 幻皿 e a n
r o u n d n e s s o f q u a r t z g r a i n ( 0

.

5一 1
.

o m m f r a e t i o
n )

( P r o f i l e l o e a t i o n s 五o
w e d i n F i g

.

选择了两条剖面 ( 图 4 ) 的石英颗粒 ( 直径为 0
.

50 一 o
.

25 m m ) 进行表面结构的研

究
。

在扫描电镜下可见石英表面的贝壳状断口 ( 图版 I
,

3 )
、

解理台阶 ( 图版 I
, 4 )

及 V 型撞击坑
。

另外
,

这些近岸物质也显示出受溶蚀的痕迹
。

本区南部残留沉积的石英

除具有上述特征外
,

还表现出更强烈的溶蚀作用 ( 图版 I
, 5 ) 和具有较多的硅质沉淀

( 图版 I
, 6 )

。

这与它们经历过海侵与海退
,

在时淹时露的环境中停 留 时 间 较长有

关
。

引石英 /长石 ( Q / F ) 比值

石英 /长石比值是沉积物的矿物成熟度指标
。

它取决于诸如物源
、

风化
、

搬运及沉积

环境特点等多种因素
。

一般来说
,

陆源碎屑物质 的粒度与遭受风化的程度 呈 负 相 关关

系
。

由于长石的物理稳定性大大低于石英
,

故其含量随所在粒级粒径的减小而显著降低
,

( 表 2 )
。

在同一样品中也表现出这种趋势 ( 表 3 )
。

从砂的类型看
,

在水深 20 米以内

多属长石砂 ( F / ( F 十 Q ) > 0
.

25 )
,

以外则为长石石英砂 ( F / ( F 十 Q ) = 0
.

1一 0
.

25 )

( 图 6 )
。

在Q / F 比值上表现为近岸带较低
,

向外逐渐略为增大 ( 图 7 )
。

值得注意的

是灵 山岛以南
,

Q / F < 2 ; 以北
,

Q / F 二 2 一 4 ( 0
.

2 5一 。
.

12 5m m 粒级 )
。

两 者 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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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不同平均位径沉积物的长石含 ,

T a b l e 2 F e l d s P a r e o n t e n t o f s e d i m e n t s i n

9 r a i n s
i

z e ( 0
.

5一 0
.

2 5 m m f r a e t i o n )

丫 a r 1 O U S

平均 粒径 ( 小 )

砂粒 级 中长 石 含量 ( 形 )

< 3 3一 5 > 7

2 7
。

0一 4 7
.

2 1 3
。

3一 45
。

1 1 0
。

1一 3 8
。

7

表 3 同一样品不同较级中的长石含 .

l
’

a b l
o 3 }不 e l d 5 P a r c o , l t e n t o

f 、
一

a r i o u s
f

r a e t i o n s i n t h e s a
m

e s a nr p l e

各粒级长 石 含量 ( 拓 )

样 品 号 彩C积物类型
水 深

( m ) < l 中 1 一 2小 2 一 4中

泥 质 扮砂

砂
一

粉砂
一
泥

泥 质粉砂

砂

2 7
。

该5 1 4
。

3二 1 2
。

0 0

5 4
。

0 0 7 3
。

0 0 4 1
。

3 3

1 5
。

3 3 3 1
。

0 0 13
一

6 7

0
。

0 0 1 7
。

0 0 4
一

0 0

928301820一了n
jq̀q门JOJ

石英

n
一

品

长石石英砂

长 石砂

口口回
令

1

2

长石十花岗台屑 云母十其他岩屑

图 6 砂类型圈

F 1 9
.

6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p a t t e r n o f v a r

i o u s s a n d t y P e s

环境基本相同
,

在短距离内变化如此迅速
,

显然系物源不同所致
。

如前所述
,

长石含量

随粒径的减小而降低
,

这表明 Q / F值与沉积物粒径中值 ( M z
中) 呈显著的正相关

,

二者

的线性回归显著性检验 N ( 。
.

8 3 ) > 丫 。
.

。 。
( 0

.

38 )
,

也证明了这种线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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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飞
、 ,,

图 7 石英 /长石比值称位线图 ( 0 25一。
.

12 5 m m较级 )

I了 i义
.

7 I o o l i n e e h a r t o f q u a r t Z z f e l d s p a r r a t i o ( Q F )

( 0
.

2 5一 0
.

I 2 5 m nt f r a e t i o n
)

尽管区 内不同地带的Q / F 值差异显著
,

但本区地处温带
,

化学风化不十分强烈
,

且

物质未经充分的搬运
,

总的来看
,

Q / F值均不太高
,

沉积物 的矿物成熟度都比较低
。

根据石英的上述资料来看
,

它在颜色
、

圆度
、

成因类型及含量变化等方面都存在着

分区性
:

这既是物源差异
,

也是沉积环境不同所致
。

2
.

生物组分

本区沉积物 的生物组分几乎全是钙质骨屑和骨粒
,

仅在底质较细的东北部发现少量

粪球 粒 ( 含C a C O 15
.

3 自
)

。

生物中以底栖有孔虫为主
,

此外尚有软体动物
、

介形虫
、

苔鲜虫
、

海胆等
。

根据聚类分析
,

可将本区划分为三个生物种群区 ( 图 8
、

9
,

表 4 )
。

I 区 水深小于 10 一 15 米的近岸带
,

为有孔虫
一
瓣鳃区

。

有孔虫以毕克卷转 虫 ( 越 -

。 。 o 。 f a b e 。 。 a r s ` ) 为主
,

并伴有 同现卷转虫 ( A 。 。 o o f a a 。 ” e 。 r 。 。 : ) 等
。

I 区 灵山岛以北
、

水深 > 巧米的海区
,

为有孔虫区
。

以 压 扁卷转虫 ( A 。 。 。 耐 a

e o rn P r e s s ` 。 s c “ l a ) 为主
,

伴有异地希望虫 ( E l Ph i d i u m a d o e 。 。 。 )
、

五块虫 ( Q。 ` -

。 q u e l o c u l `。 a s P
.

)
、

抱环虫 ( 万 P f r o e o l i o a s P
.

)
、

布 氏玫瑰虫 ( 尸 o s a l ` 。 a b r a d 夕 i )
、

叶状串珠虫 ( T e 、 t “ l a r ` a
f

o l ` a c e 。 ) 等
。

l 区 灵山岛以南
、

水深大于 10 一 15 米的海区
,

为瓣鳃
一
苔鲜虫区

。

瓣鳃类 中 有

大量牡蜘
。

特征的是猫 爪牡蜗 ( O : t : e a 户es 一 t i g : ` : ) ’ )
,

它生活在潮间带或稍 深
。

1 ) 由中国 科学 院海 洋研究所生物室 马绣同鉴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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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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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J

样品

圈 8 生物组分旅类 , 系日

F 1 9
.

5 C l u s t e r d e n d r i t i
e nr a p o f o r g a n i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s

吧 J
月

峪斟ō虫沙临
、

比钊碱
!

困 9 生物种群分区圈

F 1 9
.

9 D i v i
s
i

o n m a p o f o r g a n i e s p e e i e s

其他还有凸镜蛤 ( D o : f。 f a g ` b b a )
、

栉孔扇贝 ( C h l a , y s s p
.

) 和蛆 ( A r c a s p
.

)

等
。

苔醉虫以枝状为多
。

在 I 区
,

由于陆源沉积物堆积速率的控制
,

且盐度也较低
,

故生物数量少 ( 表 4 )
,

并

出现广盐性的毕克卷转虫及中华丽花介 ( S f o
oc y ht er l’ d e 。 : p P

.

)
,

介形虫的 纹 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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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各生物区的骨一含 ,

T a b l e 4 S k e l e t o n d e t r
i t u s e o n t e n t o f v a r i o u s o r g a n

i
e d i v i

s i o n s

生 物 骨 屑 相 对 含 量 ( 多 ) 生物骨屑含量 ( 拓 )

有孔 虫 { 瓣绍类 介 形虫 苔醉虫 其 他 在砂粒级中 在全样中

60一 8 3 4一 2 0 0一 8 0一 15 1一 5 0一 2

6 5一 9 7 2一 1 0 0一 1 1 0一 11 5一 1 0 0
.

5一 2

1 3一 5 5 2 4一 4 2 0一 5 2一 1 0 1一 10 1 0一 2 5 4一 1 4

弱
。

在 I
、

I 区
,

盐度相对较大
,

故有孔虫以压扁卷转虫为主
。

l 区是一个很特殊的地

区
,

生物含量高
,

门类也多
。

既有潮间环境的猫爪牡砺
,

又有正常浅海环境的苔醉虫
。

介形虫中有小玻璃介 ( C a o d o 。 ` e l l a s p )
、

穆赛介 ( 五f o n s e y e l l a s p
.

)
。

是潮间
、

浅

海与陆相混杂的生物群落
。

此外
,

部分有孔虫壳颜色发黄
、

壳体破碎
。

海胆刺
、

苔醉虫

的骨屑也部分发黄
。

由生物种群与生态特征判断
,

l 区与 I 区虽水深条件相似
,

但环境

及其演变历史是有很大差异的
。

生物骨屑的堆积即是进行碳酸盐的沉积作用
。

其矿物 成 分 主要是 文 石 1 ) ( 包括除

牡蜘 以外的各种瓣鳃
,

有孔虫中的毕克 卷转虫
、

枝状苔鲜虫等 )
,

其次 为 高 镁方 解石

( 介形虫
、

五块虫
、

海胆骨板及刺等 ) 和低镁方解石 ( 牡蜘等 )
。

生物骨屑的含量反映

了本区水体中的生物生产率和陆源碎屑的堆积速率
。

在水深小于 10 一 15 米的近岸带
,

砂

粒级 中的骨屑含量 < 5 %
,

在总样中< 2 % ( 表 4 )
。

灵山岛以北
,

水深大于 15 米的陆

架区
,

砂粒级中的骨屑含量为 5 一 10 %
,

个别站位可达 25 %
。

反映了陆源碎屑的稀释作

用随水深的加大而降低
。

灵山岛 以南的陆架区
,

陆源物质的堆积速率很低
,

故在砂粒级

中的生物骨屑含量高达 10 一 25 %
,

在 全样中亦达 5 一 1 4%
。

3
.

自生组分

自生组分能反映沉积和成岩环境的特征
。

本区沉积物 中的 自生组分有海绿石和钙质结

核等
。

1) 海绿石

多呈绿色
,

少量为黄绿色
。

形态为椭球粒状或团粒状 ( 图版 I
, 2 )

。

粒 径 多 为

0
.

1 2 5一 o
.

s m tn
。

表面较疏松
,

有的具裂纹
。

本区海绿石的含量很低
,

为 0
.

3一 3
.

0%
。

其平面分布特征是近岸几乎没有
。

南部残留沉积区含 量最高
,

普遍大于 0
.

5%
,

大于 2 %

的高含量区都分布在 此区
。

北部陆架区含 量也很低
,

仅东北部水深较大处达到。
.

5一 1
.

0%

( 图 1 0 )
。

可见
。

海绿石的丰度与沉积速率有关
,

沉积速率最低的残留沉积 区 丰 度 最

局
。

2 )结核

本区南部有大量钙质结核出现
。

颜色多为灰黄至黄褐色
。

表面致密
,

但因生物钻孔

车 ) 根据染色鉴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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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e o n i t e d i s t r是b u t i o n p a t士e r n

( ) o
.

0 6 3 m m f r a e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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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出现 很多孔洞
。

形态呈团块状
,

表面有瘤状突起
,

内部偶尔可见同心环状构造
。

结核直径多在 。
.

s m m 以上
,

曾见大者达 23 、 18 、 1 6 ( m m )
。

结核特别富集的站位
,

其

重量可 占全样的 1
,

/ 4 一 1 / 3
。

结核含 C a C O
;

量在 6 1一 7 0 % 间 ( 表 5 )
。

矿 物 成分为

低镁方解石 ( 表 6 )
。

在镜下
,

可见其主要呈晶粒结构
,

由它形方 解 石 微 淀晶 ( 5 一

10件 ) 组成
,

并杂 以少量石英碎屑 ( 5 一 25 终 )
。

表 5 结核的 C a C O 3含 t

T a b l e 5 C a C O 3 e o n t e n t o
f

e o n e r e t i o n

站 号 结 核 类 型 C a C O 。含量 ( % )

91
月生份JQétIJ注`10汽é钙 质结核 6 9

。

6 9
。

毛

6 5
。

6 1
。

上上t同ijF同

尸0
é

20户 口n00QUO曰

裹 6 钙质结核的碳鼓盐矿物成分鉴定

T
a b l e 6 C a r b o n a t e

m i n e r a l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e a l e a r r o u s C o n e r e t i o n

站 号 X 光粉晶 分析 矿物成分

8 0 山 。 ; 二 3
.

0 26

差 热 分析吸 热峰

8 了5℃ 低镁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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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部残 留沉积区外
,

其他海区的钙质结核含量均很少 ( 图 n )
。

可 以认为
,

钙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
。

二
、 卜卜

………口
卜

、

一 、
。 。。

圈 1 1 结核分布圈 ( ) 0
.

0 6 3m m 牲级 )

扩 19
.

1 1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p a t t e r n o f e o ll e r e t i

o n ( 0
.

o 6 3 m tn f r a e t i o l l )

结核是本区 晚更新世残留沉积的标志
,

它与后者在空间上密切共生
。

据 F
.

A
.

C a m p h e ll

等人资料
,

正常海相泥质沉积的 R b/ K 值平均为 0
.

0 0 6 ,

现 代 河 流 沉 积 的 R b/ K 值为

。
.

0 0 2 6
。

而本区钙质结核的 R b/ K 值为 0
.

0 0 2 2一 0
.

0 0 2 5 ( 表 7 )
。

其所含碳
、

氧同 位素

表 了

1
’

a b l e 了 飞
、

r a e e

钙质结核所含徽 l 元紊及碳
、

级同位紊成分

e 1 e m e n t s a n d i s o t o p i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s o f e a r b o n

n d o x 手g e n i n t h e e a l e a r e o u s e o n e r e t i
o n

} 微量元素含量 ( P P、 ,
. ) {稳 定同位素 成分 ( P c B )

站号 ! 结核类型
S r 一 B a I K 一 Rb G a

,

5 0 1 日 各C 1 3

8 0

8 2

钙质结核

钙质结核

3 20 4 7 0

4 20 3 9 0

1 7
。

0

8
。

4

1 3 一 5
。

9 1 一 7
。

5

一 6
。

1 5
一 一 7

。

1

. 原子吸收光谱 定量分析值
。

按 K e i ht ( 19 6 4 ) 方程计算
,

得值为 1 09
.

0及 1 09
.

7 ,

均小于海相哦因碳酸 盐 的 最 低 值

( 1 2 0 )
。

可知本区结核并非形成于海相环境
,

而为陆相 自生组分
,

与所赋存的 沉 积物

的形成环境不尽一致
。

后者除含有反映陆相沉积环境的小玻璃介外
,

还有大量指示海相

环境的有孔虫
、

苔鲜虫和海绿石
。

本区沉积物 的碳酸钙含量
,

主要受结核丰度控制
,

其次也受控于钙质 生 物 赋 存



1 1 8 沉 积 学 报 2卷

量
。

灵 山岛以南准残留沉积区的 C a OC
3

含量普遍大于15 %
,

结核特别富集 的站位可高达

2 5一 3 5%
。

三
、

沉积分区

根据本区沉积物岩石学参数的相关系数矩阵 ( 表 8 )可知石英 厂长石 比值与粉砂含量呈

表 8 沉积物主要岩石学参效的相关系橄矩阵
`

l
’

a b l e 8 C o r r e l a t i v e e o e f f i e i e n t m a t r i x o f m a i n p e t r o l o g i e a
l

P a r a 皿 e t e r s i n s e d i m
e n t s

C a C O 粉砂 泥 石英 长石
·

自生矿 物 生物碎屑 石 英 /长 石

C a C O 3

砂

粉砂

泥

石英

长石

自生矿物

生物碎 吗

石英 /长石

1
。

0 0 0 0 0
。

2 9 0 8 一 0
。

0 2 9 7 一 0
。

48 3 1 一 0
。

5 26 6 一 0
。

1 2 00 0
.

6 52 6 0
。

7 3 6 8 一 0
。

2 7 0 9

1
。

00 0 0 一 O
。

8 3 4 2 : 一 0
。

5 7 2 2 一 0
。

5 2 7 6 0
。

4 7 10 0
。

2 98 3 0
.

0 0 3 6 一 0
。

6 7 0 9

1
。

0 0 0 0 0
。

0 2 5 1 0
。

2 8 1 3
l
_ 0

.

3 5 1。

}
一 0

.

3 30 5

一 0
。

1 46 4 0
。

2 2 4 2 0
。

5 2 7 5

l
。

0 0 0 0 . 0
。

53 8 2 一 0
。

3 2 3 0 一 0
。

3 3 9 9 0
。

4 3 17

1
。

0 0 0 0 一 0
。

6 3 8 0 ’ 一 0
。

6 25 7 一 0
。

4 9 8 7 0
。

8 8 15

1
。

0 0 00 一 0
。

0 27 1 一 0
。

1 8 5 1 一 0
。

7 7 9 7

1
。

0 0 0 0 0
。

5 0 0 7 一 0
。

3 9 16

1
。

0 0 0 0 一 0
。

1 4 5 1

1
.

0 0 0 0

正相关
,

与砂的含量呈负相关
。

C a C O
3

与生物碎屑及 自生矿物含 量呈正相关
,

与石英含

量呈负相关
。

对全部样品进行了对应分析
,

所选择的变量即为上述九个
。

在主因子 F
, 、

F
:

平面上可 以看到全部 样品共分为三个点聚区 ( 图 12 )
,

在站位图上即为 三 个 沉积 区

( 图 13 )
。

I
、

滨岸现代沉积 区

分布于 10 一 15 米水深以内及大公岛周围
,

呈条带状与岸线平行
。

沉积物主要为砂
、

泥质粉砂及砂
一粉砂一泥

。

本区的主要粒度参数 因沉积物类型较多而 变 化 范 围较大 ( 表

9 ) 沉积物富含长石
。

但由于沿岸母岩性质的差异
,

在琅扮台以南
,

Q / F值低于 1
,

以

北则为 l 一 3
。

多晶变质石英的含量也表现出南北分 布上 的差异性 ( 南多北少 )
。

在圆

度方面
,

粗砂级石英的平均圆度为 0
.

29
,

属次棱角状
。

沉积物几乎全部 由陆源物构成
,

生物
、

自生组分极少
。

主要生物为有孔虫和瓣鳃类
。

I
、

陆架现代沉积区

分布于灵 山岛东北
、

水深大于 15 米的海域
。

因水动力较弱
,

以砂一粉砂一泥和泥质粉

砂为主 ( 人1z = 6
.

38 一 7
.

5 9小 )
。

由于不仅一种物源
,

故分选很差 ( 乙
, = 2

.

70 一 3
.

42 )
。

去 C a C O
3

后
,

分选程度增高
,

但仍普遍大于 2
.

0
。

正偏
,

峰态平坦
。

在 > O
.

O 63 m m 粒级

中
,

Q / F 值高 ( 4 一 8 )
。

变质多晶石英的含量中等
,

20 米等深线附近低于 10 %
,

向外

增至 10 一 20 %
。

粗砂级石英圆度 ( M p 二 0
.

30 ) 高于 I 区
。

基本不含海绿石及结 核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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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沉积区的岩石字参数

T a b le 9 P e t r o lo g ie a l p a: a m
e t e r s in 、

一
几 r丈 0 以 S

s e d主m c n ta r J r e g i
o 刀

结 构 参 数 组 分
沉积物

Q /F …自生组分 {
二物组分

名 称

I滨岸 现代 1
0

.

1 9一 5
.

6次小 0
。

2 1 2一 3
.

1 0 !
一 0

.

4 4一 o
.

6 7 ) 0
.

4 6一 1
.

3 3

沉积 区

C
a C O 3

…一
长石砂

-

< 1一 3 侣二 ` 0

< 1书

0一 2 叮一

一粉砂

I陆架 现代
6
.

38 一 7
.

59 小 2
.

70 一 3
.

论 0
.

0 8一 0
.

17 0
.

6 2一 O
。

6 8
一

5撼 4一 8 0
.

5一 2粥
、
尼吸粉砂

沉积 区

l准 残留沉
0

.

98 一 3
.

51 中 3
.

98一 1
.

78
积 区

。

一…
.

。
·

8 8- 2
·

7
`

1 113

一…
< 2

_

_一 含砾 长石

` 一 , 为 一4 一“ 拼 砂
一

长 石

} 砂

生物含量高于 I 区
,

在 砂粒级中普遍达到 5一 1 0%
。

生物以有孔虫为主
,

主要种属是压

扁卷转虫
。

I
、

准残留沉积区

分布于灵 山岛以南
,

水深大于 10 一巧米
。

沉积物 ( 已去结核
,

下同 ) 为砾石质砂及

砂 ( M z = 0
.

98 一 3
.

51 小 )
。

粒度参数都很异常
。

分选极坏 ( 乙
, = 3

.

98 一 4
.

78 )
,

正偏或

极正偏 ( S K 二 。
.

1 5一 。
.

39 )
,

峰态多为非常态
。

概率曲线图上可见变化很 大 的 滚动群

( 2 0一 4 0 9石 )
、

跃移群 ( 3 0一 4 0早百 )
、

悬移群 ( 2 0一 5 0旦占 )
。

去钙质生物组分后
,

滚动

及跃移群频率降低
。

图 .11 为一典型站位的概率曲线
。

沉积物成分类型为砾石质长石砂或

9 9
.

9 9

9 9
.

8

989070503010

夕
/

/少
尹 矛

-
去结核

-
·

一去 C a C O

图 14 准残留沉积的概率曲线

F 1 9
.

1 4 P r o b a b i l i t丁 e u r ; e o f p a l i m p s e s t s e
d i m

e n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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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石砂 ( Q /F < 2 )
。

变质多 晶石英含量在近岸处较高
,

向外迅速降低到 10 % 以下
。

石

英圆度高
,

属次圆状 ( M p = 0
.

3 4 )
,

明显高于滨岸带
。

铁染石英的含量也很高 ( > 40 % )
。

富含结核
,

致使 C a C O
艺

的含量普遍大于 12 %
。

海绿石 的含量也显著高于其他两区
。

生 物

组分含量高 ( 在砂粒级 中为 10 一 25 % )
,

种类也多
。

生物组合以出现牡蝎
一
苔鲜虫群落为

特征
。

部分生物骨屑已遭受氧化作用
,

并含有陆相生物 ( 如小玻璃介 ) 及 自生组分 ( 钙

质结核 )
。

综上所述
,

准残 留区物质 不同于正常沉积
。

造成这种特殊情况的原 因是受到成岩作

用及另一旋回沉积作用 的较强烈改造
,

从而在对应分析点聚图上
,

有些点就落在本区之

外
。

四
、

结束语

本 区表层沉积包含 了不同时代的堆积体
,

即现代沉积和更新世末期的残留沉积
。

后

者属潮 间带
一滨海相

,

厚度不大 ( 在斋堂岛附近普遍小于 1 米
,

其下为黄色
一灰白色陆相

粉砂层 )
,

形成于距今 4 2 , 0 00 一 30
,

00 0年间
。

在 此后的海退期
,

长期处于陆相环境
,

并

受到表生作用的改造
。

陆源及生物碎屑记录下了这种改造的种种痕迹
,

陆相生物也有所

保存
,

并生成了大量的钙质结核
。

对钙质结核的
’ `

C法测定查明
,

其形成 年 代 为 距 今

1 7
,

8 7 0 士 2 6 0年
。

全新世海侵以来
,

在本区北部及滨岸地带又进行着现代沉积作用
。

据钻探及浅地 层

探测资料
,

现代沉积的厚度为 3一 4 米
,

故其最大沉积速率约为0
.

3一 o
.

4 m m /年
。

( 收稿 日期 : 1 9 8 2年 9 月 2 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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