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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
一合湾浅滩陆架沉积砂

中石英颗粒表面的微结构
‘’

陈丽蓉 董太禄 黄求获 申顺喜 徐文强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宵岛 )

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的研究是随着电子显微镜应用到地质学上而发展起来的
。

近年

来利用扫描电镜观察石英颗粒表面形态特征及差异来研究沉积物物质来源
、

搬运方式和

沉积环境已在我国开展起来
。

本文是在对闽南
一
台湾浅滩陆架的地形

、

沉积物粒度研究基

础上〔1〕,

用 JS M 一
50 A扫描电镜观察

、

研究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时
,

发现调查海区的 ( 中

砂 ) 沉积物中的石英颗粒具有各种微结构
,

反映特有的沉积环境
。

本文选用的石英粒径为 0
.

25 一o
.

s m m
。

对 9 个不同水深的沉积物样品进行 了 研究
,

共观察了15 0个颗粒
,

选拍30 0张照片
。

一
、

闽南一台湾浅滩陆架一般概况

本区位于台湾海峡南部
,

邻接南海东北部
。

调查 范围
: 1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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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1 )
。

调查海区地处亚热带
,

气温高
。

海水受黑潮支梢与南海水的影响
,

除了冬季外
,

海

水水温终年较高
。

海底地形复杂
,

西部较平缓
,

东北部为由许多水下沙丘所组成的台湾

浅滩
,

南部临近陆架边缘
,

地形变化较大
,

在这复杂的海底广泛地覆盖着各种沉积类型

的砂
,

尤其是中一粗砂
,

在水深 20 米左右的闽南近岸带一直到水深 20 0多米的 陆 架外缘

均有分布
。

本文样品均取于现代海底表层沉积物的中一粗砂类型中
,

分别在台湾浅滩
、

闽南近

岸水深为 2 5
.

0一 4 5
.

0米范围内和南部陆架边缘水深 2 2 2
.

8一 2 4 3
.

9米处
。

石英在沉积物中砂粒级的含量为70 % 以上
。

其磨圆度以常用的五级法〔“〕统 计 百分

含量
,

计算磨圆系数
,

结果见表 1
。

石英颗粒以次圆状
、

圆状
、

浑圆状 ( 图版 I
, 1 )

占大多数
,

棱角状仅占百分之几
,

磨圆系数一般在 40 一 50 左右
。

二
、

样品制备

取约 1 克重的0
.

25 一 0
.

s m m 粒径的砂样
,

在 50 % H cl 中浸泡 4 一 5 小时
,

用蒸馏水

1) 沙漠样品
,

由中国科学院沙摸研究所董光荣同志提供
,

本所李安春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特 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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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
,

再用乙醇冲洗 2 一 3 遍
,

烘干
。

从烘干样品中取部分砂样在实体显微镜下
,
根据

晶体形态
、

解理
、

颜色
、

透明度等特征选出15 粒左右具有代表性的石英颗粒
,

粘在带有

透明胶纸的小块载玻璃上 ( 1
.

0 x 2
.

sc m )
。

为了便于在扫描电镜下观察
,

可 将具 有不

同特点的石英颗粒以间距 0
.

sm m 排列成行
。

粘好后喷镀纯金
,

约 20 0人的膜
,

即 可在扫

描电镜下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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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

闽南
一
台湾浅滩陆架的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有化学作用的溶蚀痕迹

、

沉淀痕迹及动力

作用的撞击痕迹
。

微结构主要存在于颗粒的凹坑及小的平坦面上
。

1
.

化学溶蚀痕迹

化学溶蚀现象在调查海区普遍存在
,

是闽南
一
台湾浅滩陆架石英颗粒表 面 微结构最

显著的特点
,

形态多种多样
:

( 1 ) 溶蚀坑 有两种形态
:

一种成大小不一的圆形或椭圆形溶蚀浅坑
,

类似雨滴

滴痕
。

分布在闽南近岸磨圆度差的石英颗粒的平坦面上及凹坑 中
,

有时成片出现 ( 图版

I
, 2 ) ; 另一种不规则状

,

大小不同
,

溶蚀程度不一的溶蚀坑 ( 图版 I
, 3 )

。

它主

要在磨圆度好的石英颗粒上见到
,

其溶蚀坑较深
。

溶蚀圆坑或不规则溶蚀坑均与风成颗粒的
“
麻坑

” 不同
。

以我国腾格里沙漠样品为

例
:
颗粒表面的

“
麻坑

”
有深有浅

,

粗糙不平类似皮革
。

( 2 ) 溶蚀沟 是溶蚀作用形成的最普遍
、

最多的一种形态
,

溶蚀沟形状各异
、

更

多的是互相交织成网状 (图版 I
, 4

、

5 )
。

它主要分布于凹坑中
,

在平坦面上偶有出

现
。

圆状
、

浑圆状的颗粒表面除了磨光面之外
,

几乎全为溶蚀沟
、

溶蚀坑所占据
。

( 3 ) 溶蚀花纹 属溶蚀沟一种特殊形态
。

主要出现在颗粒的凹坑中
。

呈花瓣状
、

花

蕊状等纹理清晰的各种各样花纹图案 (图版 I
, 6

、

7 )
。

这种溶蚀花纹的砂粒主要分

布在台湾浅滩
。

( 4 ) 规则溶蚀三角坑〔4 〕 多数出现在颗粒的小平坦面上
,

成簇定向排列 (图版 I
,

8 ,
I

, 1
、

2
、

3 )
。

溶蚀三角坑大小不一
,

部分有沉淀物
。

溶蚀三角坑平面轮廓近

于等腰三角形
。

以溶蚀程度分
,

溶蚀圆坑
、

规则溶蚀三角坑是溶蚀较浅的一种
。

不规则状溶蚀坑
、

溶蚀沟
、

溶蚀花纹是继承性的属于深邃溶蚀
。

上述各种类型的溶蚀现象均为高能量化学作用环境的特征〔3
、

5 〕
。

2
.

化学沉淀痕迹

化学沉淀痕迹是闽南
一
台湾浅滩陆架石英颗粒化学作用的微结构另一特点

。

( 1 ) 球粒堆积 分布于台湾浅滩的石英颗粒凹坑裂缝处
。

球粒呈葡萄 状 堆积 (图

版 I
, 4 )

。

( 2 ) 沉淀晶体 出现在陆架边缘的石英颗粒凹坑中及小的平坦面上
,

呈 清 晰的短

柱状
、

菱形等晶体形态沉淀物 (图版 亚
, 5

、

6 )
。

3
.

动力摘击痕迹

石英颗粒之间在外动力作用下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撞击痕迹
,

台湾浅滩石英颗粒有贝

壳状断口 ( 图版 l
, 7 )

、

撞击沟槽
、

破碎裂纹
、

粘附碎块等
。

在调查海区内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以溶蚀痕迹出现的机率最多
,

而沉淀痕迹
、

撞击

痕迹虽有出现
,

但为数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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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语

通过对闽南
一
台湾浅滩陆架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的观察

、

研究我们认为
:

1
.

本调查海区石英颗粒的溶蚀现象普遍存在是与本海区的沉积环境密切相关的
。

由

于本区地处亚热带
,

气温高
,

海水水温也较高
,

底层水水温平均值为 2 4
.

9 3 ℃
,

最高可达

2 8
.

8 5 ℃
,

盐度也较高平均值为 34
.

3 9 %
。 ,

最高达到 35
.

01 编
。

石英颗粒表面溶 蚀 微结构

发育的测站 ( 如M一7 2
、

M一74
、

M一78 与M一 9 3) 的底层水年平均温度也多为 20 一24 ℃
,

盐度的年平均值为 3 2
.

8一34
.

6喻
。

在这种温度
、

盐度条件下的海域
,

一般化学作用较为

活跃
,

所 以本海区石英颗粒表面各种类型的溶蚀微结构甚为发育
。

2
.

据前人资料〔 1 〕,

认为本区砂粒是玉木冰期低海面时期的滨海沉积砂
,

冰期后
,

海

平面上升
,

致使本区处于现今的浅海条件下
。

通过对石英颗粒表面微结构研究
,

本区除

了具有发育的溶蚀微结构外
,

还 出现了具有撞击痕的微结构的石英颗粒
。

一般说来
,

撞

击痕的微结构是由较强大的水动力作用下造成的
,

所 以这也为进一步证明本区曾是滨海

区提供了依据
。

3
.

从表 1 可知
,

本区石英颗粒的磨圆度是较好的
,

一是由于本区曾是滨海区
,

水动力

条件活跃
,

形成了磨圆度好的石英砂
。

二是对石英表面微结构的研究
,

可看到磨圆度越

好的石英颗粒表面的溶蚀坑
、

溶蚀沟越多而且越深
,

如图版 I
, 3

、

4
、

5 的溶蚀微结

构均 出现在磨圆度好的石英颗粒上
。

所以
,

这说明本区石英磨圆度好的原因是除了受到

高能量水动力作用之外
,

还与高能量化学溶蚀作用的参与密切相关
。

( 收稿 日期 19 5 4年 1 月 1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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