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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长城湾及其附近沉积物初步研究

王先兰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杭州 )

提要 本文着重讨论南极长城湾及其沿岸表层沉积物的粒度
、

矿物
、

常量元素
、

微量元素
、

稀土元

素
、

环境要素
、

有机组分以及微体古生物的特征
、

分区和分群问题
。

该区沉积物具有近源沉积特征
,

主要

来自菲尔德斯半岛本身的基岩风化产物
。

长城湾沿岸属于 侵蚀氧化环境区 ; 长城湾内与南阿德雷湾内同属

低能还原的沉积环境 ; 长城湾 口与南阿德雷湾 口为弱氧化的沉积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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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先兰 女 52 岁 副研究员 海洋沉积学与沉积地环化学

19 84 年 11 月至 19 8 6 年 3 月
,

笔者在中国第二次南极考察队度夏考察期间
,

在长城湾

及其附近采集了一批表层和近表层 (深 2 0一
-

50c m ) 沉积物样品
,

并对广泛分布于海湾沿岸

和水下的砾石沉积物进行了观察统计
。

考察区包括海陆两部分
,

陆区即长城站区周围
,

海区

为长城湾和南阿德雷湾 (图 1)
。

长城湾为长城站区水上要道
,

又是科学考察的空白区
,

系统积累该区沉积环境的背景资

料
,

不仅对长城站 区的建设和规划有重要意义
,

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冰海沉积研究的发展
,

还可为我国境内古冰川沉积的研究提供参 比标准
。

长城站地处乔治岛西南端菲尔德斯半岛的东岸
。

半岛东北部为柯林斯冰盖
,

厚数百米
。

西北
、

中
、

南部为低缓丘陵
,

局部地段风化作用较强
,

碎屑风化物较丰富
,

沟谷
、

沼泽发

育
。

东南沿岸地势低平
,

无常年河流
,

夏季低凹处可汇集融化的雪水
,

形成季节性河流
,

携

泥沙人长城湾
。

半岛属乔治岛中一新生代火山活动带的一部分
,

出露岩石主要为玄武岩
、

玄武安山岩
、

安山岩 和火 山碎屑岩及其蚀变产物青盘岩等
,

具有拉斑玄武岩和钙一碱性玄武岩双重特征

(金庆民等
,

19 88 )
。

海湾呈 NW一 S E 向延伸
,

西和西北部毗邻菲尔德斯半岛
,

北部以阿德雷岛为屏障
,

其

间一条较宽的沙坝
,

将其与阿德雷湾分开
。

鼓浪屿位于海湾中心
,

使海湾分为湾内和湾 口两

部分
,

环境截然不同
。

一
、

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粒度是判别沉积环境和划分沉积物类型的重要依据之一
。

如表 1
、

表 2 所示
,

该区沉积

物在粒度组成
、

粒级分配
、

粒度曲线和参数等方面
、

均表现 出以冰缘和海洋动力过程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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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特点和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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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沉积物粒度特征表

T a b l e 1 G r a l n 一 s i z e e h a r a e t e ir s t ie s o f t h e se d lm e n t s

分分 区区 样样 特征值值 拉度组成 (% ))) 粒度参数数 频率曲线线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 砾砾 砂砂 粉砂砂 粘土土 M心心 Q D ,, S凡凡 M O

甲甲甲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陆陆 区区 2 000

卜
”

、

值值 0
.

】】 3 7
.

999 4
.

000 0 000 0
.

】】 0
.

888 一0
.

666 一 1
.

555 单峰极 少
,

双峰较少
,

多峰型为主
...

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峰 窄陡
.

双峰
、

多峰较宽阔
,

不对对极极极极大值值 2 6乡乡 8 7
.

555 3 6
.

777 2 7
.

444 4
.

888 4
.

111 1
.

777 4
.

555 称
,

主峰位于粗组分段
,

多数在 2
.

5甲 内内

平平平平均值值 9
.

444 5 7
.

333 2 3
.

000 10 333 2
.

444 2
.

444 /// /////

湾湾 内内 1333 极小值值 0
.

000 3
.

333 l 333 0
.

000 刃
.

333 0 777 一 0
.

111 --0
.

555 单峰极少
,

双
、

多峰为 主
.

峰形宽宽

(((含 G 13
、、、、、、、、、、、、、、、、、、、、、、、、、、、、、、、、、、、、、

阔图钝
,

曲线 不对称
.

主峰多数在在GGG 14 ))))) 极大值值 2 9
.

333 74
.

666 6 0
.

666 36力力 7
.

111 2
.

222 0
.

777 7
.

555 l
t

o 甲 以上
,

但位于次峰左侧者多多

平平平平均值值 3
.

555 30
`

999 4 2
.

444 23
.

222 5
.

222 1
.

777 /// /////

湾湾 口口 999

卜
小值值 0

一

000 9
.

888 2 4
.

777 0
.

000 3
.

000 0
.

777 0
.

000 2
.

555 与湾内组类似
,

但主峰多多

(((含 G 1 5
、、、、、、、、、、、、、、、、、、、、、、、、、、、、、、、、、、、、、

大 于 4
.

5卯
.

位 于次峰右侧
...

GGG 16 ))))) 极大值值 1 1
.

444 70 333 6 3
.

222 34
.

888 6
.

999 2
.

555 1
.

111 7
.

55555

卜卜卜卜
均值值 3

.

222 2 5
.

999 4 8
.

222 2 2
.

777 5
.

222 1
.

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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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砾石沉积物特征表

T a b le 2 C h a r a e te ri s t i e s o f t h e gr a v e l se d i me nts

地地地 站站 位位 砾 石 成 分 (% ))) 粒 度 组 成 ( % ))) 磨 圆 度 (% )))

区区区 位位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与与与与与 玄安安 玄武岩岩 蚀火火 火碎碎 花闪闪 d < s m mmm5一 10 m mmm1 0一5 0 m mmm50一 1 30 m mmm浑浑 次次 次次 梭梭

水水水水水 山山山 山山 屑屑 长长长长长长 圆圆 圆圆 棱棱 角角
深深深深深 武岩岩岩 变岩岩 山岩岩 岗岩岩岩岩岩岩 状状 状状 角角 状状
((((((( m))))))))))))))))))))))))) 状状状

沿沿沿 B 、、
滨滨 50 刀刀 /// 4 0

.

000 10
,

000 /// /// /// 10乃乃 90
.

000 2 0
.

000 60 乃乃 2 0 000 ///

岸岸岸岸岸岸
·

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
BBBBB 222 砾砾 5 6 333 6

.

333 2 1
.

222 16 222 /// /// 7
.

555 8 0乃乃 12
.

555 8
.

888 2 7
.

555 6 1
.

222 2
.

555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BBBBB 333 堤堤 7 2

.

555 5
.

000 5
一

000 12 555 5
.

000 /// 7
.

555 5 7
.

555 3 5
.

000 7
.

555 2 5
.

000 6 0
.

000 7
.

555

均均均值值 5 9
.

666 3 888 2 2
.

111 12
.

999 1
.

777 /// 5
.

000 4 9
.

222 4 5
.

888 12
.

111 3 7
.

555 4 7
.

111 3
.

333

海海海 G 666 777 40 999 14名名 2 8
.

444 /// 1 5
.

999 3 8
.

666 2 1
.

666 3 6
.

444 3
.

444 /// 1 0 333 4 7
t

777 4 2
.

000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GGGGG 2 888 2 555 64
.

222 9 000 13
.

444 3
.

000 10 444 /// 7 0
.

111 2 9
.

999 /// /// 3 000 8 3
.

666 13 444

均均均值值 5 2石石 1 1
.

999 2 0
.

999 1
.

555 1 3
.

111 1 9 333 4 5
.

888 3 3
.

222 1
.

777 /// 6
`

777 6 5
.

666 2 7 777

1
.

该区表层和近表层沉积物粒度偏粗
,

粒径范围宽
,

粗细混杂
,

分选较差
,

磨圆度和成

熟度低
.

充分反映了冰缘沉积特征
.

例如
,

大部分样品中都含有砾石
,

砾
、

砂
、

粉砂和粘土

组成齐全
,

最粗的颗粒粒径可达 13c m
。

砂质沉积物的 M心 为 0
.

7一 7
.

1伞
.

Q D
,
为 0

.

7一
4

.

1中
,

而且大多数在 1
.

4价 以上
。

颗粒形态以次棱角状的占优势
,

并含有较多的尚未被分解

的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矿物和玄武质火山岩岩屑 (表 2 )
。

.2 沉积物类型多
。

可分为砾石
、

砾砂
、

中粗砂
、

细砂
、

中细砂
、

粉砂质砂
、

粘土粉砂

砂
、

粘土砂粉砂
、

砂粘土粉砂和粘土质粉砂等十类
.

其中除砾石为野外定名外
,

其余九类均

根据粒度分析结果和主
、

次粒级混合命名原则定名
.

在狭小的海湾内
,

竟有如此众多的沉积

物类型
,

表明海湾沉积动力环境的复杂性和固体介质 (冰川与浮冰 ) 搬运
、

扩散碎屑物的高

度随机性
。

3
.

由陆向海
,

沉积物具有砾
、

砂含量锐减
,

粉砂和粘土含量倍增的粒级分配轮廓
,

并 因

此造成沉积物粒度参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

这是冰缘沉积物经受海洋水动力改造的证据
.

表 1 中
,

由陆区~ 湾内~ 湾 口
,

中值粒径 M心均值为 2
.

4书
.

2中
,

标准离差 Q D
,
为 2 .4

~ 1
.

7~ 1
.

9杯 众数或主众数 M
口 , 为 < 0

.

25 中
、

> .3 4
、

> 4
.

5杯 偏度 S凡在陆区为很负偏度

~ 很正偏度
,

湾内多数为正常偏度
,

湾 口多为正偏度
。

粒度组成和粒度参数的韵律变化特征表明
,

由陆向海
,

冰缘动力过程逐渐减弱
,

海洋水

动力改造作用逐渐加强
。

4
.

众多的双峰和多峰型频率曲线
,

揭示出沉积物可能是多种地质营力共同作用或多次搬

运
、

沉积的产物
.

这一特征与极区异常气候有关
。

该区冬夏两季极地气旋 (或风暴 ) 频繁发

生 (卞林根等
,

1 98 ;8 张永萍等
,

19 88 )
,

气旋过境前后考察区处于冰冻和融冻反复交替之

中
.

其时
,

各种营力 (如冰川
、

浮冰
、

雪水
、

海水等 ) 对碎屑物的破坏
、

搬运和沉积作用
,

也处于活跃和抑制的反复状态
。

这种地质作用的间歇性和阶段性
,

使沉积物中出现了多个粒

度总体
,

反映在频率曲线上
,

即为多峰或双峰性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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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矿物组成与组合分区

洲一
D
igF二

1
.

该区与我国首次南大洋考察区沉积物的矿物组成基本一致 (沈毅楚等
,

19 8 7 )
。

主要

有单斜辉石
、

斜方辉石
、

磁铁矿
、

钦铁矿
、

褐铁矿
、

赤铁矿
、

内生黄铁矿
、

生物黄铁矿
、

闪
、

帘石
、

橄榄石
、

碳酸盐矿物
、

石榴石
、

绿泥石
、

锐钦矿
、

金红石
、

蚀变的铁镁硅酸盐矿

; 斜长石
、

蚀变长石
、

物石

石 / 绿泥石混层矿物等
。

石英
、

岩屑及火山玻璃 ; 蒙脱石
、

蒙脱石 / 伊利石混层矿物
、

蒙脱

其中
,

除生物黄铁矿 为海洋 自生成因之外
,

余者均为陆源风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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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2
.

上述陆源物中
,

火山成因矿物无论在种类和丰度上均 占压倒优势
,

祖与半岛广泛出露

的玄武质火山熔岩及其热液蚀变岩石 (青盘岩 ) 的风化产物有关 (匡福详
,

19 8甲
。

碎屑砂

物中基性和中性火山玻璃广泛吕扫现
,

辉石和橄榄石等许多透明矿物普遍具有暗化边
,

大量的

岩屑实为火山熔岩的玻璃基质与火山尘粒矿物的包裹体构成的复合矿物①
。

这些与半岛火山

熔岩及其蚀变岩岩石的矿物学特征一致
。

3
.

由于长城湾周边母岩的局部变化
,

海
、

陆两区地质环境的差异
,

在沿岸
、

湾内和湾 口

形成了含量和分布特征不同的三个矿物组合区 (图 3 )
。

;;;

腻浑
-----

咖咖
.

蘸瓣瓣瓣一一

翻
22222

翻翻
33333

1
.

铁
、

钦氧化物
,

2
.

碳酸盐矿物
,

辉石
,

岩屑
,

蚀变长石
,

蒙脱石混层矿物厂绿泥 石等为 主;

岩屑
.

斜长石
,

蒙脱石混 层矿物
,

伊利石等为主 ;

3
.

辉石
、

岩屑
,

斜长石
,

蒙脱石
,

伊利石等为 仁
`

图 3 长城湾矿物组合分区图

F i g
.

3 M i n e r a l a s s oc ia t io n d i v i s一o n s 一n th e G r e a t W a ll B a y

①
、

沿岸区
,

碎屑重矿物以岩屑 ( 3.4 2% )
、

褐铁矿和赤铁矿 叱27
.

3% )
、

磁铁矿和钦铁

矿 ( 16
.

9% )
、

辉石 ( 13
.

1% ) 为主 ; 碎屑轻矿物以岩屑 (40
.

9% )
、

蚀变长石 ( 28
.

3% )
、

斜

长石 ( 13 .0 % )
、

碳酸盐矿物 ( .7 7% ) 为主 ; 粘土组分由蒙脱石混层矿物 (3 .7 6% )
、

绿泥石

( 2 7
.

4 % )
、

蒙脱石 ( 18
.

5% )
、

高岭石 ( 16
.

3 ) 组成
。

沿岸冬夏和昼夜气温变化较大
,

风化作用较强
,

化学风化明显
,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黄铁

矿已全部氧化
,

铁镁硅酸盐矿物含量减少
,

碎屑矿物组合趋向简单
。

②
、

湾内区
,

碎屑重矿物以碳酸盐矿物② ( 20
.

1% )
、

辉石 ( 19
.

3% )
、

帘石 仁 .3 4% )
、

工王先兰等
,

19 8 8, 南极长城湾及其附近沉积调查报告
.

②岩屑与碳酸盐矿物的比重接近三澳甲烷 (2 8 9)
,

故轻
、

重矿物中均可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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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铁镁硅酸盐矿物 ( 10 .9 % )
、

磁铁矿和钦铁矿 ( 7. 8 % )
、

角闪石 ( 7. 8% )
、

内生和生物黄

铁矿 ( 6
.

5% )
、

岩屑 ( 6
.

3 % )
、

褐铁 矿和 赤铁 矿 ( 4
.

9 % ) 为主 ; 碎 屑轻 矿 物 以 岩 屑

( 38
.

3% )
、

斜长石 (24
.

7 % )
、

蚀变长石 ( 16
.

8 % )
、

碳酸盐矿物 ( 7. 3 % ) 为主 ; 枯土组分由

蒙脱石混层矿物 ( 52 .9 % )
、

伊利石 ( 2 3
.

8 % )
、

绿泥石 ( 10
.

5% )
、

高岭石 ( 8. 4 % )
、

蒙脱石

(4
.

3% ) 组成
.

该区为半封闭的内湾
,

指示还原环境的黄铁矿含量较高
,

不稳定的碳酸盐和铁镁硅酸盐

矿物含量较高
,

矿物种类丰富
。

③
、

湾口 区
,

碎屑重矿物 以辉石 ( 4 .0 4% )
、

岩屑 ( 17 .2 % )
、

帘石 ( 12
.

6% )
、

磁铁矿和

钦铁矿 ( 7
.

4% )
、

褐铁矿和赤铁矿 ( 5
.

8% )
、

碳酸盐矿物 ( 5
.

7% )
、

蚀变铁镁硅酸盐矿物

( 5
.

4 % ) 为主 ; 碎屑轻矿物以岩屑 ( 49
.

3% )
、

斜长石 ( 30
.

6% )
、

蚀变长石 ( 10
.

6兮,0)
、

火山

玻璃 (4
.

1% ) 为主 ; 粘土组分 由蒙脱石 ( 58 .2 % )
、

伊利石 ( 20
.

3% )
、

绿泥石 (8
.

7% )
、

蒙

脱石混层矿物 (.6 7% )
、

高岭石 ( .5 9% ) 组成
。

该区环境 比较开放
,

内生黄铁矿含量极少
,

生物黄铁矿缺失
,

铁的氧化矿物增多
,

矿物

种类减少
。

三
、

沉积物的地球化学特征

1
.

沉积物中常量
、

微量
、

稀土元素的特征与矿物组成类似
,

反映出母岩具有拉斑玄武岩

和钙一碱性玄武岩的性质
。

常量元素的含量与菲尔德斯半岛火山岩和次火山岩的成分相近 (刘小汉等
,

1 988 )
。

但

也存在一些差异
,

这可能 由多种因素引起
。

对本 区来说
,

母岩岩性的局部变化
,

风化作用和

海洋组分 的混入
,

可能造成沉积 物中 iS
、

N a
、

K 的含量相对较高
,

A I
、

F e
、

M g
、

C a
、

M n
、

S r 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

厂厂厂厂厂厂厂厂厂厂厂厂
,, 石 岩岩岩

阵阵性橄祖玄武启 }}}}}
卜卜. 拉斑玄 武岩岩岩

大大洋位班玄 武岩岩岩

橄橄位岩岩岩

球球位 . 石石石

艺 L a 一 E u

I G d 一 L . Y

片麻岩的基性 变种 B 花岗 岩的基性变种

D
.

片麻 岩的酸性 变种 E
_

花岗岩

C 地慢与地壳的相对 E u 含量

F 喊性花 岗岩

1
.

调查 区沉积物中钵族稀土的分馏位置 2
.

调查区沉积物 R E的相对分馏位置 (据 G : H er
r m a n)

A
.

原始 岩浆演 化过徨中沛族分馏图解 B 岩石 中 R E相对分馏图解

图 4 沉积物中 R E分馏与物质来源关系图

F
1
9

.

4 R e la t一o n b e t w e e n R E fr a e t l o n a t一o n a n d s o u r e e i n th e s e d i m e n t s

稀土元素的配分模式为一组 比较平缓的向右倾斜的曲线
,

没有 E u 亏损现象
。

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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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u 和艺L

a 一E u /艺G d 一L
u

,

Y 与玄武质岩石相近
,

在分馏图解中位于大陆拉斑玄武岩或

酸性岩的基性变种区 (图 4)
。

三组微量元素中
,

S r
、

B a
、

R b
、

Z n
、

W
、

C s群和 S c
、

C r
、

C o
、

A s
、

S b
、

A u 群含量

较高
,

它们与玄武质火 山岩及其蚀变岩石有亲缘关系 ; 另一组 zr
、

H长 U
、

hT
、

T a
、

R E

群
,

在地球化学上具亲石性质
,

与 中酸性岩石有成因联系
,

其中除 Z r
、

H f 在个别站含量较

高外
,

其余含量均很低
。

2
.

采样区范围虽小
,

但相关分析表 明
,

常量元素和环境要素表现出分区和分群现象
,

可

分成三个地球化学区和四个元素相关群
。

’

三个地球化学分区 中
,

陆区 以高 M g
、

F e
、

e a
、

A I
、

R C 0 3 和 5 1
、

F e
+ + 、

N a
、

K
、

O e
、

N
、

P 及缺失生物 5 1为特点 : 湾内以高 5 1
、

N a
、

K
、

T i
、

O e
、

N
、

P
、

F e
+ + 、

生物 5 1

和低 M g
、

C a
、

A I
、

F e 为特点 : 湾 口 以高 A I
、

C a
、

F e
、

M g
、

S r
、

N a
、

K 和低 O e
、

N
、

P
、

生物 5 1及 F e 为特点 (表 3 )
。

四个地球化学要素相关群为 : O c-- N 一 P一生物 is 一K一 N a 一 F e ++ 群
,

主要富集于湾内
,

反

映湾 内具远原环境和硅质生物对环境的改造 ; c a 一sr 一 R c O
3
群

,

主要富集于湾 口
,

揭示 了

钙质生物对沉积化学环境的改造 ; 而 is 一 A l一 C a 一 sr 和 F , M g一 N a一 K一 is 群
,

则与沉积物

中大量存在的铝硅酸盐和铁镁硅酸盐矿物有关
,

显示了偏基性的母岩的岩性对沉积物主要化

学成分的控制作用
。

/
_

_
; \

.

0, 400

祷,吧协
扩砂

、

伟

誉
W

几

伙竹

离等

植 物

C 2 7 L一一一一 -

一
-—

- - 一一一一一八 C”

图 5 c 27一 { ! 2 9出烷分布图

F一9
.

5 D i s t ir b u t i o n o f C 2 7一 { { 29 S t e r a n e s

1
.

天 门冬氮酸 .2苏氮酸 3
.

丝氮酸

.4谷氮酸 5
.

甘氨酸 6
.

丙氮酸 7
一

肤氮酸 8
.

缴

氨酸 9
.

蛋氨酸 10
.

异亮氨酸 11
.

亮氮酸 12
.

酪氮酸

13
.

苯丙氮酸 14
.

搜氮酸 1 5
,

组氮酸 16
.

粗氮酸

图 6 沉积物中氨基酸组分图

F ig 6 A面
n o a e i d e o m P o s iit o n

in t h e se d im e n t s

3
.

沉积物中生物标记物劣烷类含 C 2 1 孕 幽烷
、

升孕街烷
、

C Z: 胆街烷
、

C Z:
麦角 街烷

、

c 29



5 6
’

沉 积 学 报 9 卷

谷街烷和 4 一甲基 幽烷及其不同构型 的化合物 ; 菇烷类含 C 1 7一C Z: 三环和 C 27 一C 3 3 五环菇烷

两类
。

其中
,

五环菇烷含量高
,

为三环枯烷的 4一 8倍
,

并 以霍烷和莫烷占优势
.

c 27
、

c Z ,
、

C 2 9
街烷的相对分布表明

,

沉积物中有机组分主要源于陆源高等植物
,

也有

一定量的海洋生物 (图 5 )
。

菇烷中伽马羽扇烷的出现
,

也为陆源高等植物为主要母源提供

了佐证
。

tIJ 外
,

非生物型苗烷的含量较高
,

e 29 : : : s / R ( 0
.

7一 1
.

0 )
、

C 29 :
刀刀/

: : : 的比值较

高 ( 0
.

6一习
.

9 )
.

菇烷中 C 29一州C 3 1 1 7刀
.

( H ) 2 1刀 (H ) 蕾烷已全部转化为 1 7: (H ) 2 1夕(H )霍烷

和莫烷
。

这些特征意味着沉积物中有机组分成熟度较高
,

这与沉积物中含有较多 的热液蚀变

岩石的风化产物有关
。

4
.

采样区沉积物中氨基酸总量 为 29
.

6一 1059
.

1雌 / g
,

变化幅度较大
。

其中
,

中性总量

(7 0
.

4一87
.

3% ) > 酸性总量 > 碱性总量
,

说明该区地球化学环境偏碱性
,

与长城湾海水 p H

值 ( 8
.

2) 测定结果一致 工 (图 6)
。

在酸性氨基酸中
,

天门冬氮酸含量普遍高于谷氨酸
,

前者源于陆源高等值物
,

后者与海

洋竺物和细菌有关
口

在中性氨基酸中
,

苏氨酸
、

丝氨酸具有硅藻物质特征
,

苯丙氨酸和酪氨

酸亦系生物发育和生存的标志
。

四
、

微体古生物组合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海湾沉积物中缺失放射虫
,

有孔虫含量较少
,

分布不广泛
,

硅藻比较丰富
,

且属近岸浅

久菩冷植物 群
。

与东南极普里兹湾相 比
,

该区为 }蔑沐古生物贫乏区 (王先兰
,

19 84)
。

此 与

海湾水浅
,

温
、

盐度 低
,

沉积物较粗
,

风暴
、

波浪作用强烈等因素有关
,

这种环境不利于放

身: 虫和有孔虫的繁殖和壳体保存

由于沉积环境的差异
,

微体古生物 曾
、

量和属种在夯布上存在明显的分区和分群趋势
,

可

分成以 下三个组合区

1
.

长城湾内区 水深小于 3 5m
.

雪水注人较多
,

由于岛屿的障蔽作用
,

与外海对流较

差
。

有 孔 虫 含 量 极 少 (4 枚 / 109 干样 )
,

只在 个别站 出 现
,

而 且种 属 单 调
,

仅见

G l o b o c a s s idu l i
n口 b i o r a 一种 : 硅藻 种属多样

,

以 C o e e o n e is 一 A仰 h o r a 一 rT
a c
匆

,

n e is 属为主
,

尤以近岸浅水底栖和附着种为多
,

外海浮游种较少
,

并有一定量的淡水种
。

总量为 邓 5 枚 /

片
,

比较丰富
。

2
.

长城 湾 口 区 水深大于 35 m 水域 比较开阔
,

雪水注人较少
,

海水温度
、

盐度比较

接 近 正 常 海 洋 环 境 有 孔 虫 种 属 多 样
.

含量 明 显 增 高
,

为 2 33 枚 / 10 9 干 样
,

以

` zo b o c a s s i动 ,
iln

a b i o r a 一 e a s s :
du l in

o de s 尸a r k e r al n “ s一 B r i: a li n a 夕s e u d口尸u n e ra t a 为 主 ; 硅 藻 以

C o c 〔
·

o n e is 一 hT
a al s s i o s i r a a n r a r ,. r i e a 属为主

,

含量减少
,

仅 10 1枚 / 片
。

其中
,

外海浮游种

增多
,

淡水种稀少
。

了
.

南阿德雷 湾 区 水深变化大 (l 卜 60 m )
,

环境界于长城湾内与湾 口 之间
。

有孔虫以

M l’l ia m m i“ 召ar la n
dl 为主

,

含量为 69 枚
,

10 9 干样
,

其中
,

砂质壳含量较高
,

钙质壳比较破

碎 ; 硅藻 以 尸ar l ia 一 C o’ o ne is 属为主
,

含量较 丰富
,

为 2 69 枚
、

片
,

组合面貌类似长城湾

中国第 二次南极考察队水化学组侧量
,

198 6年 1 1月一 19 8 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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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但淡水种极少
。

五
、

讨论与结论

1
.

考察 区沉积物无论在粒度组成
、 ’

粒级分配
、

粒度参数与粒度曲线等方面
,

均表现出冰

川一海洋联合作用的双重特征和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

冰川沉积特征主要为 : 沉积物粒径范围宽
,

粗细混杂
,

双峰和多峰型频率曲线众多
,

普

遍含两个以上的粒度总体
,

粒度组成中砾石含量较高
,

砂级组合中岩屑较多
,

沉积物成熟度

低
。

这些特征系由极区气候寒冷
,

风化作用缓慢
,

缺乏流水分选和冰川
、

浮冰搬运
、

扩散风

化碎屑物的随机性
、

阶段性和间歇性而引起
.

海洋水动力改造特征表现为
: 由陆向海

,

沉积物 的粒度组成
、

粒级分配
、

粒度参数的韵

律变化
。

2
.

砾石的主要岩性成分
,

沉积物的矿物组成
,

常量元素的含量等均与半岛的基岩及其风

化产物的成分比较一致
,

表明沉积物主要源于半岛本身广泛发育的玄武质火山岩和次火山岩

及其蚀变岩石的风化物
,

具有近源沉积特征
。

3
.

稀土元素和两个主要微量元素群的特征
,

指明了沉积物的母岩属于拉斑玄武岩和酸性

岩石的基性变种
。

此外
,

该区砾石沉积物中还有少量花岗闪长岩岩 屑
,

第三组微量元素中 Z r
、

H f 在个别

站位含量较高
,

说明中酸性岩石的风化碎屑对海湾沉积也有少量贡献
。

4
.

街烷
、

枯烷
、

氨基酸和环境要素分析结果表明
,

海湾的有机组分主要源于陆源高等植

物
,

其次为海洋生物
。

有机组分成熟度较高的事实
,

说明了蚀变的火山碎屑岩的风化产物对

海湾沉积的贡献
。

5
.

根据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

矿物组成
、

地球化学指标和微体古生物的含量变化
,

可将考

察区划分成三个不同的沉积环境区
。

长城湾沿岸区
,

长城湾内与南阿德雷湾内区和长城湾 口与南阿德雷湾口区
。

收稿 fl 期 : 19 8 9 年 1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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