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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粉在苏北沿海辐射状砂脊

群地区沉积研究中的作用

徐 家 声
(国家海洋局第 一研究所

,

青岛 )

内容提要 把抱粉学用在沉积学研究领域中
,

特别是把抱粉作为沉积物的特殊成分
,

指示物质来

源及其分布规律
,

以 了解海洋沉积环境的方法
,

在我国颇为少见
。

该项研究将丰宫抱粉学的研究领域
,

促进 海洋沉积环境研究的深入
。

这种有益于沉积环 境研究的袍粉指示法
,

应该在沉积学的研究中
,

予以

深入的开拓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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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抱粉组合特征

本文用作抱粉分析的样品
,

计有 80 余块 ( 图 1 )
。

在泡粉分析过程中
,

对与抱粉共

存的藻类也进行了鉴定
,

共统计抱粉
、

藻类约 5 0 0 0粒
,

分属于 75 个不同的种类
。

抱粉组合中的优势种为松
、

黎科
、

菊科
、

篙属
、

水龙骨科
、

蔗属
。

主要种有栋
、

桦
、

柳
、

榆
、

香蒲
、

禾本科
、

百合科
、

廖科
、

台鲜抱
、

凤尾截
、

水联等
。

藻类主要有刺球藻
、

双星藻
、

盘星藻
、

环纹藻等
。

苏北沿海辐射状砂脊群南起长江 口
,

北至老黄河 口南北长近 2 00 公里
,

东西宽约 90 公

里
。

长江三角洲和老黄河三角洲的发育影响着本区抱粉组合的分布与变化
,

使本区的抱

粉组合明显地分出下列三区 ( 图 2 )
。

1
.

长江 口区抢粉组合

本区在辐射状砂脊群南部沉积物类型多样
,

有青灰色泥质粉砂
、

粉砂质泥
、

粉砂质

砂
、

砂质粉砂和细砂
。

多数样品抱粉含量丰富
。

木本花粉以松占优势
,

此外
,

尚含较多阔叶树如栋
、

栗
、

榆以及少量的常绿树青冈

栋等
。

松的含量变化在 3
.

8一 5 1
.

3%
,

多数剖面从西 向东 ( 由陆向海 ) 有含量增高 的 趋

势
。

草本花粉含量不高
,

以海滨盐生的葵
、

首为主
。

此外
,

尚有较多的泽泻
、

香蒲
、

黑



14 8 沉 积 学 报 5卷

。
嘛器
。雾

闭 C川 C
姚 O下
、

O

射阳

O

盐城

只 曾 9 9
O

一

卷岑摆一省二二省

O O
6 6 6 丁

0 1 9

` 、

o-

岩
14 8

移 :
O

O O
1下8 1丁 9

020 50

沙4 2 s。
J

O

大丰

七

东台

O
。

海安
泰县

O

如皋

工 g弓 1办 7

0 0
,

王。 8

095
{
`

乙
O

2 4 1

0
2” ”

O

2 3

罗: O
0 0 0

2 4 6 2 4 7 2 4 8

丈二东

@ 川
·
`

三 ; 二

O 表 : : 犷 。 。 二 ; 二 。 六通

2 0 2
0

2 6 ;

2 7 2

读
8 工

省

q
:

0 ;每门

、

O
` :

b
3

已莎
`

咖礴
: ;二 9 :之 3卫

图 1 抱粉样品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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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t a t i o n l o e a t i
o n s o f s p o r e 一 p o l l e n s a m p l e s

三棱等水生植物花粉
。

抱子含量在本区常出现高值
,

以藏属 占优势
,

含量变化在 1 5
.

5一

51
.

9% 与松的含量相当
。

此外还有水龙骨
、

凤尾截及水生的水蔗抱
。

本区藻类丰富
,

主要有刺球藻 ( I
、

小
、

中
、

大型 )
,

环坟藻
、

双星藻等
。

I 及小

型刺球藻在本区近岸多
,

中
、

大型刺球藻在外海多
,

近岸少
。

从以上分析可见
,

长江 口

区可称 为松一藏属一水龙骨科一栋组合区
。

2
.

老黄河 口 区抱粉组合

本区沉积物以黄褐色的泥质粉砂或粉砂质泥为主
,

局部出现砂质粉砂和细砂
,

抱粉

含量较为丰富
。

本区花粉以松为主
,

含量在 2
.

8一 6 8
.

了%之间
,

从西向东松的含量有逐渐增大 的 趋

势
,

但也有例外
。

除松以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桦
、

栋
、

胡桃
、

栗
、

柳等
。

草本花粉含量低

于木本
,

平均含量为 30 % 左右
。

草本花粉含量变化具有离岸越远越低的趋势
。

只有少数

站位例外
。

草木花粉主要有
:

篙属
、

菊科
、

葵科
。

抱子含量与草本花粉一样
,

也 占抱粉

总数的 30 % 左右
。

抱子含量在本区 中部高
,

东西两侧低
。

主要成份为蔗属和水龙科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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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辐射状砂街鲜范粉组合与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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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醉类以及凤尾蔗
、

紫其
、

里 白
、

膜蔽
、

水截等
。

本区藻类以刺球藻和环纹藻居多
,

近岸以小刺球藻和 I 刺球藻为主
。

外海以中刺球藻

居多
。

根据上述的抱粉组合特征
,

可把本区称为松一截属一篙属一葵科组合区
。

3
。

辐射状砂街群主体区袍粉组合

江苏沿海辐射状砂脊群的主体在此处
,

包括
:

东沙
、

蒋家砂
、

毛竹砂
、

牛角砂
、

平

涂洋
、

苦水洋
、

黄沙洋等
。

本区介于长江口区与老黄河 口区之间
。

沉积物较粗
,

以青灰

色的细砂为主
,

局部出现粉砂质砂
。

本区沉积物中所含抱粉较少
,

常见抱粉缺失的现象
,

抱粉 中的破碎者较多
,

特别常见

的是大颖粒的云杉
、

冷杉
、

松
、

苔醉抱等
,

一般体达 80 拜m 以上
。

本区木本花粉主要以针叶树
:

松
、

云衫
、

冷杉
、

柏科为主
。

阔叶树属种单调
,

含量

低
,

以株出现较多
。

草本花粉含量与木本花粉相当
,

主要成份是菊科
、

筒属
、

蔡科
、

莎

草科及禾本科
。

抱子含量也较高
,

平均含量达 30 % 以上
,

主要有截属及水龙骨科
。

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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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凤尾旅也较多
,

最高含量可达 9 %
。

本区藻类属种不少
,

但含量不高
,

有刺球藻
、

双星藻
、

环纹藻等
。

其中以刺球藻居多
。

从 以上分析可见
,

本区应称松一菊科一蔗属一篙属组合区
。

二
、

水生植物及藻类反映的三角洲物质的扩散范围

香蒲
、

黑三棱
、

慈姑
、

水蔗等水生植物
,

经一些抱粉学者研究
,

发现它们的泡粉不

易被风吹扬
,

仅散落在植物母体的附近
,

因此它们在海域的出现
,

应是河流携带入海的

结果
,

根据水生植物花粉这一散落和分布的特点
,

就 能大致确定长江冲淡水扩 散 的 区

域
,

也就是三角洲沉积物分布的范围〔 3 〕 。

在本区入海的河流众多
,

最主要的有长江
、

老黄河
,

射 阳河
。

它 们对辐射状砂脊群的

发育有着重大的影响
,

这些河流把大量的泥沙
,

也把大量的抱粉带到本区沉积
,

而其中

的水生植物花粉则是研究河流物质在本区扩散界限的重要和有效指标 ( 图 3 )
。

老黄 河口

8古省、

甄。?0
尼O60O

肪O喻OO

身少梦日

的细

ù
斟 7别8

忿袱加脚O川O

31403320
30100313

V

28 1

O

水生植物
与 藻类

图 3 二水生植物花粉及湖沼型裁类含且图

F 19
.

5 C o n t e n t o f t h e s p o r e一 p o l l e n o f a q u a t i e p l a n t s l
a n d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t h e l a k e 一 P a t t e r斑 a l g a e

在长江口 区所有样品的抱粉分析中均发现不少的水生植物花粉
。

属种也很丰富
,

计

有香蒲
、

黑三棱
、

泽泻
、

慈姑
、

水烛
、

水蔗等
。

它们在抱粉组合中的含量为 3一 5 %
。

本区水生植物花粉含量变化的特点是近岸高
,

越向东含量越低
。

如最东的 31 4号站 ( 1 2 2
“

3 0
’
E ) 水生植物花粉含量仅 1

.

9%
。

越向北含量也越低
。

如 2 7 8
、

2 7 9号站 ( 3 2
0

2 0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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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花粉含量降低至 1
.

8一 O %
。

而再往北一点的 2 62
、

2 2 7号站含量降低 到 零
。

水

生植物花粉完全消失
。

在长江 口区水生植物花粉含量变化
,

清楚地表明长江冲淡水在本

区扩散的东界大致为 1 22
0

30
`
E

,

北界在 32
0

2 0 `
N 一线

。

这一界线是长江三角洲物质如 今

的扩散范围
。

除了水生植物花粉以外
,

本区还出现较多的生长在淡水及湿地中的藻类如盘星藻
,

双星藻
、

环纹藻等
。

这些藻类被江河带入河 口区
,

它们在本区的含量大约为 2 一 10 %
,

随着长江冲淡水向东
,

向北运移
,

其含量变化与水生植物花粉相似
。

向东至 3 3 2
、

31 4站

完全消失
。

向北至 2 4 1
、

24 7号站含量降低至 2 %以下
,

以至完全缺失
。

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的藻类反 映的长江冲淡水的扩散范围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 1 9 8 0年夏季实测得到的长江冲淡水北上沿岸流达到的北界— 长沙港以南
,

在华

东师范大学等单位 1 9 6 0一 1 9 7 0年间实测得到的北界— 茅家港 以北
,

大约在长沙港和茅

家港的中点兵房港北
。

因而运用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藻类反映的长江冲淡水北上沿岸

流的范围是可信的
。

由此可见长江冲淡水北上近岸流 目前已不能到达晾港
。

惊港地区 目

前很难得到来 白长江物质的补给
。

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的藻类除了一部分被长江冲淡水北上沿岸流定向地往北携带

以外
,

绝大部分被长江冲淡水的主流沿着东偏北的方向
,

带往外海
。

这股流在运动过程

中
,

受海底及海水磨擦力
,

特别是受到太平洋前进潮波的影响
,

势力逐渐减弱
,

因而携

带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藻类的能力越来越弱
,

最终在 1 22
“

30
’
E处完全与海水混 合

,

基

本上失去了携带花粉和藻类运动的能力
。

长江冲淡水向东扩散的界 限
,

与王开发
、

孙煌

华研究结果十分一致〔 “ 〕。

因此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的藻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长江冲淡

水 向东扩散界线的标志
。

长江 口区的海流场十分复杂
,

关于夏季长江冲淡水北上沿岸流的存在
,

目前已较为

肯定
,

然而冬季这股流是否存在呢 ? 为了从抱粉的分布和运动中得到信息
,

在 1 9 8 0年 12

月下旬于长江 口区的启东县海防向东的剖面上取 12 01
,

12 02
, 1 2 0 3 , 12 0 4站位的表 层 和

底层的水样各4 0 0。毫升 ( 图 1 )
,

进行海水中抱粉
.

的 分 离
、

鉴 定
。

起 初
,

得 到 的 结

果
,

颇感出乎意外
,

因为近岸的 1 2 0 1号站所含泡粉最少
,

而离岸最远的 1 2 0 4号站却获得

十分丰富的抱粉
。

为什么离岸越远袍粉含量越高呢 ? 袍粉含量上的这一变化
,

也是长江

入海径流造成的
。

在冬季的长江 口区仍有大量抱粉在水中悬浮着
,

其中约含 5 % 以下的

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藻类
,

它们是长江冲淡水从陆上携带来的
,

冬季虽然不是开花季

节
,

然而开花季节散落的花粉有的较长时间在水中悬浮
,

有的落地后受风再次吹扬
,

经

水流再次搬运而汇入长江
,

被江水带入长江口区
,

因而它们的 分布与数量上的变化完全

受长江冲淡水的制约与影响
,

反映着长江冲淡水在冬季的变化
。

离岸最远的 12 0 4号站
,

抱粉含量最丰富
,

反映冬季的长江冲淡水从长江口南支流出后
,

主流直冲济洲岛方向
,

因而直接处在这一方向上的 1 2 0 4号站
,

海水的抱粉最为丰 富
,

紧 靠 1 2 0 4号 站 的 1 2 0 3号

站
,

受冲淡水扩散的影响
,

海水中也有较多的抱粉
,

而近岸的 1 2 0 1站
、

1 2 0 2站因无长江

冲淡水的影响
,

所以很难得到长江冲淡水的补给
,

因而在冬季近岸海水中所含 抱 粉 很

少
,

通过冬季长江口区海水 中抱粉的研究
,

可以得到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长江冲淡水冬

季运动模式 , 即它的主流指向济洲岛方 向
,

看来北上近岸流几 乎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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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黄河 口区
,

抱粉组合中的水生植物花粉也是比较丰富的
,

它们的含量 一 般 在

2一 6 %之间
,

主要属种有香蒲
、

黑三棱
、

泽泻
、

慈姑水烛
、

水蔗等
,

与长江河 口区的水

生植物花粉属种相似
。

水生植物花粉在本区向东扩散至 1 2 1
0

4 0
尹
E附近

,

从西向东水生 植

物花粉含量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

最东面的 62 号站含量在 工% 以下
。

水生植物花粉向南扩男

散至 3 3
0

40
`
N

。

最南面的 9 6号站水生植物花粉含量已在 1 % 以下
。

射阳河 口处的 82 号站水生植物花粉含量高达 8
.

3%
,

这个高值是由于射阳河带 来 的

水生植物花粉
,

与老黄河扩散至此的水生植物花粉相互叠加的结果
。

本区湖沼型的藻类有双星藻
、

盘星藻
、

环纹藻
。

含量一般为 2 一 8 %左右
。

向东向

南含量越来越低
,

向东扩散至 6 6号站
, 1 2 2

’

E附近
。

向南扩散至 99 号站
,

33
“

40
`
N附近

,

湖沼型藻类与水生植物花粉扩散的范围基本一致
。

从以上分析可见水生植物花粉的分布范围仅限于老黄河三角洲 〔 “ 〕 。

造成这一现象的

原 因是由于黄河北迁
,

本区泥砂供应量陡减
,

因而侵蚀作用加强
,

使沉积层不断受到破

坏
,

很少有现代的沉积物复盖
。

因此本区水生植物花粉基本上就是 1 8 5 5年以前的老黄河

三角洲的产物
,

因为那时的黄河水量大
,

携带着丰富的水生植物的花粉
,

所以本区水生

植物花粉的分布与老黄河三角洲的范围一致
。

本区虽然存在灌河
、

射阳河冲淡水南下近岸流
,

但由于流速低
,

一般在。
.

5节以下
,

特别是因为黄河 北迁后
,

加上灌河
、

老黄河
,

苏北灌溉总渠等河流
,

现在多已建闸
,

进

入本区的抱粉大为减少
,

水生植物花粉的来源多数被切断
,

使得这股海流很少携带水生

植物花粉
,

因此
,

水生植物花粉很少能越出老黄河三角洲的范围
。

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
,

水生植物花粉的含量很低
,

鉴定 23 块样品
,

其中15 块样品未

见水生植物花粉
,

其 中 8 块样品见有水生植物花粉
,

而含量多在 2 % 以下
,

这与长江口

区及老黄河区水生植物花粉含量相差甚大
。

`

r a b l e

表 1 长江口区海水抱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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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湖沼型藻类含量特别低
,

含量高者一般在。
.

9一 3
.

7% 之间
,

有些站藻类完全缺

失
。

藻类分布与水生植物花粉的分布特征相似
。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
,

现代长江三角洲物质很少扩散并沉积在本区
。

反映当前本区与

现代长江 口区和老黄河 口区沉积物并非同源
,

长江口区与老黄河 口区沉积物以河流携带

物质为主
,

而本区沉积物主要以潮流搬运物质为主
,

另外还有岸滩冲刷
。

所以当前沉积物

中很少有河流携带的水生植物花粉和湖沼型藻类
。

即使进入本区的少量水生植物花粉和

湖沼型的藻类在来自西北太平洋的前进潮波与南黄海反时针旋转潮波共同作用下形成流

速 3 一 5 节 的强劲涨潮流
,

分别从东南
,

东和东北方向流入本区惊港或蒋家砂附近
,

而

落潮时
,

潮流由此往外辐散
。

在强潮的作用下
,

水生植物花粉不是被带到岸边就是被携

入外海
,

很难在本区沉积下来
。

强潮的搬运使本区沉积物中的水生植物花粉含量偏低
。

三
、

松花粉的分布与海水运动

在苏北沿海辐射状砂脊群区的抱粉组合中
,

高
。

几乎每个站的抱粉组合 中都有松
,

松是优势种
,

不仅分布普遍 而 且 含量

明.1480

00、ó. 17尸J.
.

八ù护
.

、

它们在抱粉组合中的含量常在 3 0% 以上

( 图 4 )
。

它们的分布 规 律
,

对于 本

区水动力的研究
,

具有十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世界上许多抱粉学者都曾对海洋中

的松花粉 的分布作过专门研究
,

其中美

国的 A
.

特拉弗斯
,

R
.

N伯拉金格 在 研

究大 巴哈马浅滩表层沉积物时〔 4 〕 ,
J

.

J

格罗脱在研究特拉华河口时都十分注意

海水中和沉积物中松花粉 〔 5 〕 ,

并取得较

好成果
。

松属花粉具有两个 气 囊
,

适 于 飞

扬
,

能被风吹至千里之外
。

松属花粉产

量高
,

有些种每颗树产 花粉 3
.

5亿粒
,

因而有大量松属花粉被风或水流带到本

区
。

松属花粉比重小
,

只有。
.

39 一。
.

49
,

能在海水中长时间的悬浮
。

只有在松的

两个气囊吸足水
,

比重达到或超过水的

老 黄河 口

5 3 5 4 防 58

以〕 0 0 睁为 毕声二 l
_

. 脚口 月 3-4

O

身卞阳

叹自
6 q

扮
7

端 O

舀

1班 1望

. O

弩
、

料嘟台

溯

确谱涵鲸港

图 4 松周花粉含且图

C o n t e n t o f t h e P i n u s s P o r e 一 p o l l e n

...口r胜往ù阳J,.,、把ù卜
.̀、
铆ùg

ùF

比重后才能在平静的水域沉到海底
。

在水动力活跃
,

海水紊乱 的环境 中
,

它将长时间地

在海水中悬浮
。

在长江口区由于江水泄入
,

冲淡水造成了活跃的水体流动
,

因而松属花粉含量 比较

低
,

一般多在 20 %以下
,

而在本区东侧的 31 4号站
,

松属花粉含量猛增到 5 1
.

4%
。

因为那

里已是长江冲淡水扩散的边缘
,

水流减弱
,

水体稳定
,

比较适宜松属花粉的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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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黄河口区现代沉积物中松属花粉含量普遍较高
,

平均达 40 % 左右
。

与长江三角

洲的分布趋势一样
,

也是近岸低
,

外海高
。

然而在 54 一56 一69 一 97 四个站 中松属花粉含

量都十分低
。

含量仅在 2
.

8一 4
.

8%之间
,

是一个低值带
。

而在此带的东西两侧
,

松属花

粉含量明显增高
,

达到 3 3
.

9一 4 3
.

5%
。

松属花粉含量低值带反映了强流区的存在
,

经过

海流计实测
,

本带潮流速度达 3 节左右
,

主流为西北偏北一东南偏南走向与 海 岸 线 平

行
,

除了强潮流以外
,

本区的灌河冲淡水南下近岸流也从这里流过
,

加上本 段 为 大 浪

区
,

因而水体紊动
,

不适宜松属花粉沉积
,

造成了松属花粉含量低值带
。

由此 可 以看

出
,

松属花粉的分布可以指示海流的方向及强度
,

在辐射状砂脊群的主体区
,

松属花粉

含量的变化较大
;
低的约为 6 %

,

高的却达 40 %左右
,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 原因是在辐

射状砂脊群 中
,

脊槽之间的潮流速度相差很大
。

在脊上因水浅而潮流速度小
,

易于松属

花粉的沉积
。

在槽 中因流速大
,

常达 4
.

5节
,

在这样的急流中
,

松属花粉不宜 沉 积
,

因

而含量偏低
。

松属花粉含量在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的高低变化恰好与砂脊群的脊槽的位置对应
。

这在新洋港以东的剖面 ( 96 一 1 09 号站 ) 上
,

可以看得较清楚
。

松属花粉含量低的点几乎都在槽的位置
,

含量高的点几乎都在脊的位置上
。

无疑
,

松属花粉的含量变化
,

将有助于砂脊群的海水运动的研究
,

有助于脊
、

槽地形形成机制

的研究
。

表 2 松属花粉含 t 与脊擂地形的关系

T a b l e 2 R e l a t i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t h e P i n u s

p o l l e n a n d t h e r i d g e
/ t r o u g h t o p o g r a p h了

一
站 号

松 花粉含量 ( 拓 ) 2 6
。

1 } 2 3 1 6
。

0
1

丁 1
。

7

地貌部位 低潮滩边缘 } 西洋深槽 }西洋东砂脊 ! 太平砂 毛 竹砂东栖 一砂脊群东缘

四
、

抱粉的浓度和保存程度反映的沉积物分布与时代

近年来许多抱粉学者通过直接观察与水槽中进行的水流对花粉搬运的试验
。

都认为

海洋中抱粉粒 同来 自大陆的粉砂和粘土基本上都是以同一方式搬 运的 〔 6 〕 ,

它也是沉积物

的一部分
,

抱粉的分布与泥砂沉积规律一致
。

抱粉可以作为沉积物 分布特征研究的灵敏

指标〔 7
、

8 〕。

它是把沉积物与沉积环境这两个互为影响的因子彼此联系起来的纽带
。

本区抱粉浓度因地而异
,

在长江口区和老黄河口区抱粉浓度较高
。

抱粉浓度的计算

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

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为大家接受的计算方法
。

本文获得的抱粉浓

度计算值
,

只是一个不同样品间抱粉数量多少的相对比较
。

用作抱粉分析的样 品 为 1 00

克
,

分离出抱粉后
,

滴入等量的甘油
,

然后取 5 个盖玻片 ( 每片为 18 X 18 m nr ) 范围 的

抱粉液进行统计
,

用这 5个盖玻片统计数的平均值来进行比较
。

这样就大致得到长江 口区

的抱粉浓度为 30 一 50 粒 /每片
,

黄流 口区为 20 一 40 粒 /每片
。

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为 。一

6粒 /每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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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辐射状砂脊群中
,

凡是抱粉浓度高的地区
,

皆为细粒沉积物丰富的地区
,

那

里的地形较为平坦
。

长江口区与老黄河口区的抱粉浓度高
,

一般为泥质粉砂
,

粉砂质泥

或粉砂分布为主
。

个别地段抱粉浓度低
,

那些浓度低的地段
,

出现的是粗顺粒的细砂沉

积
,

例如冷家砂
。

在砂脊群主体区抱粉含量低
,

甚至缺失
。

在这一地区往往出现的是粗

颗粒的细砂沉积
,

有趣的是在这一片抱粉贫乏的
“
荒漠区

” ,

有时却出现个别抱粉含量

较高的点
,

而这些抱粉浓度较高的
“
绿州

”
往往出现的是粉砂或细砂质粉砂

,

比周围的

细砂粒径要小得多
。

例如 2 2 2
, 2 23

,

17 3等站
。

由此可见
,

整个辐射状砂脊群抱粉的浓度变化与沉积物的粒径存在很好 的 对 应 关

系
,

可以用它来反映本区沉积物的粒度及变化
。

本区抱粉粒的保存程度很不一致
,

在长江 口区
、

老黄河 口区保存程度较好
。

抱粉粒

形态一般保存完整
。

而在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抱粉粒保存较差
,

常见破碎的抱粉粒
。

特

别多见的是大颗粒的松
、

云杉
、

冷杉
、

菌抱子等抱粉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东 沙 上 所 取

176
、

1 78 等站
,

抱粉贫乏
,

然而却能找到大颗粒的破碎的冷杉
、

云杉
。

冷杉和云杉体达

0
.

l m m 以上
,

与细砂的粒径相同
,

因而云衫
、

冷衫花粉在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 的 出 现

并不是偶然的
,

它是本区强潮动力环境的产物
。

因为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槽深流急
,

大

沙脊之间流速可达 4
.

5节
,

最大流速可达 5 节以上
,

在如此强烈的潮流作用下
,

与粉砂及

泥粒径相似的抱粉大多被淘洗干净
,

使得本区抱粉浓度变小
,

沉积物粗化
。

而大颗粒的

云杉
、

冷杉
、

松
、

菌抱子等因与细砂粒径一致
,

无论从体积还是重量都已属细砂范围
,

潮流很难将它 们带走
,

因而它们随着涨落潮流往返运移
,

逐渐受到磨损
,

因而保存程度

较差
。

在进行了抱粉的浓度及保存程度的研究以后
,

可以对辐射状砂脊群主体区砂体的形

成时代进行一些探索
。

本区为细砂沉积与长江 口区和老黄河口区沉积截然不同
。

本区处在

强潮作用下
,

细颗粒物质大多被淘铣
。

剩下粗颗粒的细砂往复运动
,

可见本区强潮流的

辐聚与辐散
,

已完全改变了砂体原来的结构与构造
。

沉积物的粒度
、

成分都发生了顺应

潮流的变化
。

然而沉积物 中的抱粉
,

特别是大个体的抱粉
,

在本区许多样品中出现
,

云

杉
、

冷杉的最高出现率为 4
.

8%
。

在长江 口区与老黄河口区的抱粉组合中云杉十分少见
,

冷杉几乎绝迹
。

因为云杉
、

冷杉是适应冷温气候的植物
,

本区目前温湿的气候
,

已不能适应它们的生长
,

所以现代沉

积物的抱粉组合 中很难见到它们的花粉
。

而在晚更新世寒冷的玉木冰期 中
,

它们在本区

陆缘 曾有过广泛的分布
。

由此可以推测
,

辐射状砂脊群的主体区
:
东沙

、

蒋家砂
、

毛竹

沙
、

牛角砂很可能是晚更新世玉木冰期时形成的砂体
,

因为只有在那时沉积物中才能得

到较多的云杉
、

冰杉
。

冰后期海侵以后
,

使得这一寒冷气候下形成的砂 体
,

被 海 水淹

没
,

长年处在强潮作用下
,

原来沉积物中包含的细颗粒被带走
,

砂体粗化
。

并逐渐改变

了形态
,

形成了辐射状砂脊群
,

随着潮流的强弱
、

方向
,

涨落潮时的变化以及岸边地形

的变化
,

砂脊群的形态也不断变化〔 “ 〕 。

如今以惊港为中心的辐射状砂脊群是现代潮流作

用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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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文出现的抱粉
、

藻类拉 丁文名称( 按文中出现 的顺序排列)

松属( Piu ns)

葵科( C he n op od i
a c ea e)

菊科( C om P os i ta e)

篙属(A r te 阴 is ia )

水龙骨科( P ol yp od ia c , a e )

获属 ( P t e : fd f u 沉 )

栋属 ( Q
,̀ e r e ,: S )

桦属 ( B e r , , I a )

柳属 ( S a l i x )

愉属 ( U I。 。 s )

香蒲属 ( T y P人a )

禾本科 ( G r a m i n
e a e )

莎草科 ( C y p e r a c e a “ )

百合科 ( L i l i a c e a e )

廖 科 ( p o l y g o n a c e a e )

苔醉抱 ( B r y o p h v t a )

风尾截属 ( 尸 et :r’ s )

水蔗 ( C e r a t o p t e r
i

S t h a l i c t r o
i )

刺球藻属 ( H 夕 s t r介 h o s P h a e r a )

双星藻属 ( Z 夕夕 n e 阴 a )

盘星藻属 ( P e d f a s t r “ 阴 )

栗属 ( C a s t a n e a )

泽泻属 ( A I玄s用 a t )

黑三棱属 ( S P a r夕 a ” i“ m )

胡桃属 ( J : `夕 l a ” s )

柏科 ( C u p r e s s a e e a e )

杉科 ( T a x o d i a e e a e )

豆科 ( L e g u m i n o s a e )

紫其属 ( 0 5阴 “ ” d a )

里 白属 ( H fe r犷o P t e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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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气 地 化 及 地 化 勘 探 学 术 研 讨 会
”

在 兰 州 召 开

由甘肃省石油学会
、

甘肃省地质学会
、

甘肃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筹 )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

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生物
、

气体地球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发起
,

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地

质研究所主办的
“
油气地化及地化勘探学术研讨会

”
于 1 9 8 7年 10 月 6 日至 10 日在兰州地质所举行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国内石 油部
、

地矿部
、

高等院校
、

煤炭部
,

出版单位
、

甘肃省及中国科学

院等各方面的有关代表近百名
。

来自澳大利亚
、

美国的四位学者也参加 了这次研讨会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展示了油气地化及化探方面的最新成果
。

大会宣读论文 30 篇
,

另有一些成果在

分组讨论会上交流
。

中外学者聚集一堂
、

共同研讨
。

这次研讨会
,

汇集了油气地化及化探方面的大量信息
。

其中
,

用G C 一入丁S技术对 4 一甲基幽烷和孕

街烷的检测及它们随成熟度 的变化规律的研究
,

认为它们是成岩作用中厌氧微生物活动的产物
。

利用

双质谱技术研究地叶琳
,

特别适用于复杂混合物中特岩组分 的分离与分析
。

另外
,

关于 重 质 油 的 形

成
、

时空分布及其组成的研究
,

应用X 一
衍射法

、

核磁共振法研究千酪根等成果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在地化勘探方面
,

K
一V 指纹法是一种简便

、

快速
、

成本低
、

收效快的化探方法
。

它是根据埋藏在地下

的烃源都能离析出气态烃并充填在岩石孔隙裂缝中
,

生成特定组分的
“
烃云

”
这一原理进行勘探的方

法
。

利用汞易被生物有机质吸收
,

在油气生成过程中它又从油源岩中释放出来并 随油气的运移和聚集

移至地表
,

构成汞异常带的特点
,

用以指示地下油气藏的存在
。

这种方法 已经在陕甘宁盆地的实验研

究中得到了证实
。

由于烃的效应导致油气田 ( 藏 ) 环境体的变化能够形成
“
烃晕 ” ,

这种
“

烃晕
”
可

以遥感成像
。

从而使利用遥感技术寻找油气藏成为可能
。

在生物标记化合物的应用研究方面
,

除上面

提到的
“
论 4 一

甲基当烷类和孕苗烷的成因
” , “

E L M S / M S技术在地 叶琳结构研究中的应 用
”
外

,

关于四环二菇烷系生物标记物的地化意义
;
膏盐盆地沉积有机质中的脱经基维生素 ( D H V E ) 等 成果

都有较新颖的内容
。

参加会议的几位外国学者
,

都在会上介绍 了他们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验进展
。

并与与会代表

进行了交流
、

讨论
。

这次
“
油气地化及化探学术研讨会

”
取得了 圆满的成功

,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推动了油气地化研

究及化探技术的进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