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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微体化石的

沉积特点及物源分析
①

程振波 石学法 陈志华 鞠小华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3)

摘 要 借助于对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微体化石的分析
,

探讨了不同的微体化石数量及组合的分布特点
、

沉积

特征
、

微体化石浮游有孔虫
、

钙质超微化石与黑潮
、

黄海暖流
、

黄海冷水团
、

黄海沿岸流之间的关系
。

同时根据本

区的粒度分析资料
,

把表层沉积物划归为下列类型
.

南黄海中
、

西部
:
1 粘土沉积

,
2

.

粉砂质粘土沉积
,
3

.

细砂与

粉砂沉积
,
4

.

砂砾等混杂沉积 ; 东侧
:

从北至南依次排列为砂
、

泥质沙
、

沙质泥和泥质沉积
。

此外
,

对南黄海表层沉

积物的物源归纳为以下几种
:
1

.

黄河源
,
2

.

长江源
,

3
.

陆架残留砂源
,

4
.

(韩国 )锦江
、

汉江等源
,

5
.

风尘源
。

关键词 微体化石 沉积特点 类型 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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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面积约 41 7 0 00 km
Z 。

以成山头与朝鲜半岛

白翎岛一线为界
,

分为南
、

北两部分
。

其中南黄海面

积占约 2 / 3
。

我国从 50 年代始就对黄海海底沉积物

进行研究
,

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

70 年代以后
,

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同济大学
、

海洋局一所等曾先后

对黄海表层与岩心做过不同程度的调查和研究
。

80

年代后期原地矿部海洋地质研究所又对南黄海第四

纪层型地层作过对比研究
,

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南黄

海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本文通过对 1 9 9 8 年 5

月
“

向阳红 09
”
号调查船从南黄海获取的 66 个表层

沉积物样品的微体化石及粒度分析结果
,

并借助前

人的资料
,

对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微体化石的沉积

特点及沉积物物源作初步探讨
。

烈
,

沉积物质较粗
,

主要为砂
、

细砂沉积
。

西南界长江

3『

「
一

扮斌毓内
该、、、 、产玉0勺甲刃/叮/户1

,

` 乡

1 南黄海东西两侧的沉积环境

黄海海底的地形西缓东陡
,

是一个北浅南深的

海盆
,

最大深度位于韩国的济洲岛北侧
,

水深大于

10 0 m 山
。

南黄海平均水深 46 m
,

它的沉积物不但受

长江
、

黄河
、

汉江
、

锦江等河流的影响
,

也受到黄海暖

流
、

黄海沿岸流的影响
,

同时黄海周边及其自身的自

然环境对于进人南黄海的沉积物质也起着一定牵制

作用
。

在西侧北界的成山头多为石质海岸
,

海流强

济洲 岛

上海 。

1 24
` ,

1 2 6
0

图 1 取样位置图

F ig 1 M
a p s h o w i n g s a m p l in g lco

a t i o n s

口 以北则多为泥沙浅滩
,

沉积物成份从近岸 向外逐

渐变细
,

由含钙质结核的砂到细砂
、

粉砂至泥质沉

积
。

南黄海东侧韩国的西海岸地形复杂
,

山峦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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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北东— 南西走向排列
,

曲折的河流携带着沉

积物穿过海岸平原流人南 黄海
,

临津江 ( Im j in
-

G a n g ) 和汉江 ( H a n g a m i g )流人仁川湾
,

一些小河流

人 乐 山湾
,

而锦江流经群山城 ( G un sa n)
,

荣山 江

( Y e o n g s a n 一

G a n g )穿 过木浦 ( M o g p o ) 城进人南 黄

海田
。

由于这些河流所携物质来 自于不同的物源区
,

其沉积物成份及粒度也悬殊较大
,

但从总的趋势看
,

从北向南沉积物的粒级逐渐变细且呈条带状分布
。

2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微体化石的分

布特点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的微体化石主要是有孔

虫
、

介形虫
、

钙质超微化石等
。

2
.

1 底栖有孔虫的数量及分布特点

共分析表层样品 “ 个
,

统计有孔虫总数 14 0 00

有孔虫壳体的数量与分布主要与碎屑物质的沉

积速度相关
。

以长江 口 为例
,

长江 口以外的三角洲前

缘每 30 9 沉积物中含有孔虫 约百枚
,

而 向外
,

到东

海内陆架便上升到近千枚
,

至 50 m 水深
,

有孔虫数

量达万枚以上
。

在南黄海东侧韩国近岸海域
,

有孔虫

的数量及分布模式与西部近同
,

近岸 区有孔虫的数

量少
,

愈向外则数量增加
。

2
.

2 有孔虫属种分布特点

有孔虫在生态上与海水的深度等联系在一起
。

现根据分析结果
,

对几种组合的分布情况作简要概

述
。

A
.

毕克卷转虫组合
,

以毕克卷转虫变种 A m
-

m on ia be cc “ ir i ( iL n n 的 V ar
.

为主
,

还有厚壁卷转虫 .A

c on fe 厅iet st a Z he n g
,

暖水卷 转虫
,

A
.

et P id
a Zhe gn

等
,

该组合含量大于 10 %的高值区分布在成山头外

和古黄河 口外
;
其余海区含量均小于 10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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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孔虫总数分布 ( 3 0 9 干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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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u m b e r d is t r ib u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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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21 12 2 1 2 3 1 2 妻 l 三5 1 2 6 1 2了

毕克卷转虫变种百分含量分布

余枚
。

底栖有孔虫的数量分布如图 2 所示
。

由图 2 可

以看出本区有孔虫数量分布极不均匀
,

有些站位中

的数量高达上万枚
、

几万枚 ( 3 0 9 干样 )如 E 1 2
、

E l l

站
。

而有些站位的数量则只有数十枚
、

十几枚
,

如

D l
、

B 12 站
。

有孔虫含量大于 1 0 00 枚的高值区分布

在调查 区西北部的山东半岛沿岸
,

水深 20 ~ 50 m

的海域
,

海洲湾海域和南黄海的东南部海域
。

含量在

50 0一 1 0 0 0 枚的中值区位于调查区的中部
,

而数量

小于 5 00 枚的区域在老黄河 口水下三角洲 区
、

灌河

口
、

射阳河 口 区及调查区东部靠近韩国一侧的海域
。

F ig
.

3 D i s t r ib u t io n o
f A

.

b e c c a

iir
v a r 。 o n t e n t ( % )

B
.

压扁卷转虫组合
,

压扁卷转虫 A
.

。

om P er s -

isu sc ul a( Br ad y ) 占主导地位
,

主要分子有冷水面颊虫

B u c c e ll a j入g id a
( C

u s h m a n )
,

异地希望虫 E I Ph id iu m

a d v e n u m C u s h m a n ,

拉马 克五 决虫 Q u 认叮u e l o c u l in a

l a m a c k ia n a d
’

O r b i g n y 等
,

此组合大于 1 0% 的高含量

区分布在海洲湾外及调查区的东南部
,

其它海区的

含量均在 10 % 以下 ( 图 4)
。

C
.

结缘寺卷转虫组合
,

主要分子为结缘寺卷转

虫 A
.

ke t ie n

iez
n s is ( I

s h i z a k i )
,

还有曼顿半泽虫 月
口 n z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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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压扁卷转虫百分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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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曼管九

字虫 p a c in on ion
t a s m a n e n s is ( C u s h m a n )

,

锥子小泡虫
B ul im in a su bu la W an g 等

。

该组合含量大于 20 %的

高值区分布于南黄海中部
,

其含量在 10 %一 20 %的

中值区位于高值区的西部和北部
,

其它海区均为小

于 10 %的低含量区 (图 5 )
。

浅水或河 口三角洲堆积区
。

B 组合则属于水深在 20

一 50 m 受沿岸流等作用影响沉积比较缓慢的区域
。

而 C 组合的沉积环境多为水深大于 50 m 的深水沉

积区
。

2
.

3 不同的壳质
、

壳形在分布上的差异

纵观南黄海三大类有孔虫的分布特点及壳形的

变化特点
,

可 以发现它们在不同的沉积区存有明显

差异
。 a
玻璃壳有孔虫 的高值区多集中于水深大于

5 0 m 以外的海域
,

即在细粒级物质沉积区含量高
,

粗粒级沉积区含量低
。

b 胶结壳类有孔虫的分布格

局与玻璃壳有孔虫的分布不同
,

玻璃壳有孔虫所表

现出的高值区却正是胶结壳有孔虫分布的低值区所

在
。

相反
,

玻璃壳有孔虫的低值区
,

胶结壳有孔虫的

含量却很高
。 。
瓷质壳类有孔虫多集中分布于老黄

河 口外水下三角洲区
。

在壳形上
,

螺旋壳类百分含量分布如图 6 所示
,

该壳类含量 20 % 一 40 % 的分布区位于中北部
;
含量

大于 40 % 的高值区位于调查区的西
、

南
、

东部
。

一一一 【l {全 工2 ()

图 6

F ig

]才1 1 2 2 1刁3 1艺 1 1 2 6 1 26 1 2 7

有孔虫螺旋壳类百分含量分布图

6 D i s t r ib u t io n o
f

s p ir a l
一

w
o u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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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结缘寺卷转虫百分含量分布

F ig
.

5 D i s t r ib u t io n o f A
.

k e t ie n z ie n s is e o n t e n t

上述有孔虫的分布特点也正好反映出该区不同

的沉积环境
,

A 组合多位于水深小于 20 m 的近岸
、

平旋壳类的含量分布如图 7 所示
,

含量大于

3 0% 的高值区分布在本海区的中北部区
;
含量 20 %

一 3 0% 的分布区位于高值区外围
,

其余海区含量均

在 20 % 以下
。

总上所述
,

在壳质上
,

南黄海三大类有孔虫中占

绝对优势的属玻璃壳类
,

在壳形上又以螺旋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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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海沿岸流与黄海冷水团的活动有关川

。

从济洲岛附

近进人黄海后的黑潮分支黄海暖流与黄海冷水团相

遇
,

其 自身的温度与盐度因故降低
,

所携来的高温
、

高盐的浮游有孔虫也随之逐渐锐减
,

这正是海流共

同作用影响的结果
。

2
.

5 介形虫数量及分布特点

南黄海介形虫的数量与分布悬殊较大
,

高者达

千枚 (3 0 9 干样 )
,

低者仅数枚
,

造成差异 的主要原

因与水深有关
。

本调查区表层沉积物中的介形虫的

组合特点分布特征见 (表 1 )
。

表 1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的介形虫

T a b l e l (为 t r o e o d a o f s u r f a e e s e d im e n t s

f r o m th e S o u t h Y e l l o w S e a

图 7 有孔虫平旋壳类百分含量分布图

F i g
.

7 D i s t r i b u t io n o
f f la t 一w

o u n d

m o
d u le f o r a m in if e r a e o n t e n t

旋类居首
。

2
.

4 浮游类有孔虫的分布特点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浮游类有孔虫从总体上看

数量少且个体小
,

这正反映出某些环境因子长期影

响的结果
。

它的高值区
,

主要分布在本海区的东南部

和西南部
,

含量达到总量的 1%
,

含量小于 1% 的分

布区呈两个舌状由南向北延伸达 3 6
O

N
。

在 37
O

N
,

成

山头的东一东南方向亦有零星分布
。

据郑执中和郑

1 2 2
O

E 1 2 4
0

E 1 2 6
o

E

海海 域域 南 黄 海海

水水深深 0~ 2 0 mmm 2 0~ 50 mmm ) 5 0 mmm

沉沉积物物 泥
一

粉砂砂 砂
一

粉砂
,

局部 含含 软泥泥
钙钙钙钙质结核核核

核核心种种 宽卵中华美花介介 日本穆赛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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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瓜 h e P

r o
d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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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L a t衣理 ,
at aaaaa t泣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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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lll t

切
a at

、

皱 新新 瞳孔穆赛介 M战
---

at
、

窗孔
“

翼花花
单单单 角 介介 se y e

all UP P汉l a
、

三三 介介

NNNNN e侧傲 O ” 叱e r口 t之” 口口 浦 翼 花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
isr aP at

、

中华洁洁 C ) the
r O

P t e

~ , 亡亡
t, 少己几七 J u尸 `曰 山 止止

面面面 介 A lb 山 be 碗碗
u r e n s e 、

二津满粗粗 fe n e s t r at u 二
、、

sssss

流
n s 台

、

美 山 双双 面介 T ar hc 少l e be

冶冶 糙 齿 渊 花 介介
角角角 花 介 B 比。。。 A b ys soc y ht e

eeer
””” 战买 h e er b台a ----- 5 0 赵 d l似

e
川a妞

___

刀刀刀已 n s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皮亨 氏介介
JJJJJJJ L “ 口 j 口` “ 名匕` “ JJJ 月 已n r y 臼艺

叨e ll aaa

aaaaaaaaa e a nt h `过 e r ” l aaa

主主要分布区域域 古黄河三角洲区区 海洲湾及近岸浅浅 远岸深水区区
海海海海区区区

平平均瓣数 ( 3 09 ))) 3 4 888 1 4 777 1 0 999

由上表不难看出
,

南黄海介形虫 的分布与有孔

虫一样在种群与数量分布上都有一定的 区域性
,

而

造成差别的主要因素与水深有关
,

即从近岸向外海

随着水深的增加而数量递减
。

南
、

北黄海在介形虫的

分布上也有差异
,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的含量大于

北黄海
。

2
.

6 钙质超微化石的分布特点

钙质超微化石的分布主要受海流
、

水团的控制
,

开阔大洋沉积物中的分布数量明显高于边缘海和半

封闭的陆架浅海
。

南黄海常见的超微化石有 14 种
,

其 中主要属 种有 G eP hu
r oc aP

s 。 oc ea n ic 。 、

E ” 乙

iila
n ia

h u x le 少
、

B ar a邝d os P h a e ar b ig e l优
习兹

、

S u ar ` os P h ae ar

。

坛一一,尸
ó

旅
·

黄阵曰J己一一二一介产俨
团水之产一二

l20o]甲青户珑一夕
了

连

画羽 ’暖流城又二

巨剑冷水流 卜
〔三〕 冷水团核心

图 8 浮游有孔虫分布范围与海流
、

水团关系

F ig
.

8 R
e la t i on

s h ip
a m o n g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p la n k t o n

i
e

f or
a m i n if e r a , s e a e u r r e n t a n d w a t e r m a s s

守仪资料
,

浮游有孔虫在南黄海的分布
,

最北可达
1 2 3

。

一 i 2 4
O

E
,

3 5
O

N 黄海中央冷水团的前缘附近
〔3〕 。

汪品先等又发现浮游有孔虫的最北可达 1 2 o2 E
,

35
“

45
`
N 左右印

。

而通过本次调查所获沉积物样品的分

析
,

发现在 3 7
O

N 附近仍有少量浮游有孔虫壳体的

分布
。

在两舌状分布区中间浮游有孔虫缺失
,

这与黄



增刊 程振波等
: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微体化石的沉积特点及物源分析

pu lh c a rU m械 c is o ph a
e a rs i b g oe a等

,

它们由南黄海东

南部向北伸展
,

其数量及分异度逐渐减少
〔5〕 。

这可以

通过下表中不同的海域所做的微体化石分异度 D H

的数值得到证明 (表 2 )
。

表 2 超微化石在不同海区的 D
,

值

T a b l e 2 D n o f e a l e a r e o u s n a n o P l a n k f o
ss il s

i n th e d if f e r e n t s e a a r e a s

一 P

海区 {赤道
}太平洋

A

东海

B

南黄海
南部

北黄海
成山头
以外

E } F

渤海海
峡以东

渤海海
峡以西

渤海
中部

渤海
西部
近岸区

场 倒 :
.

7 1 …1
.

5 6 }
:

.

2:

}
:

.

2 9

}
0

.

9 8 1
。

.

9。
}
。

.

3 6 }
。

.

2。

注汉翔 示超微化石的简单分异度

D H
值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黑潮的强弱

变化 (图 9 )
,

同时也反映出钙质超微化石与黑潮的

关系
,

即与温度
、

盐度
、

水深的关系
。

上述南黄海几个

优势种的高值区也正好与黑潮分支黄海暖流的流路

相吻合
。

可以相信
,

根据钙质超微化石的分布特点去

探讨黑潮的变化也许能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
。

.

刃
J ,

分一一、
气_ 一丫

月 卜
.

一 一尹

图 9 海流图

F ig
.

9 M
a P o f co

e a n i
e e u r r e n

3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类型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不仅受到西侧黄河
、

长江
、

淮

河等河流的影响
,

同时也受到东侧韩国境内的汉江
、

锦江等河流的影响
,

所以在南黄海不同的区域形成

的沉积物也各有特点
。

几种主要沉积类型如下
:

3
.

1 粘土沉积

主要分布于老黄河三角洲及南黄海沉积中心

区
,

粘土 的含量变化较大
,

高者达 62
.

27 %
,

低者仅

为 2
.

16 %
,

一般含量约为 20 %
,

粘土沉积物中微体

化石的含量丰富
,

在老黄河 口区有孔虫主要以毕克

卷转虫变种
、

缝裂希望虫等为主
,

介形虫为宽卵中华

丽花介
、

东台新单角介 Ne om on oc ear t

azn
d on gt a ie n iss

等
。

南黄海沉积中心区主要为结缘寺卷转虫
、

曼顿丰

泽虫
、

而介形虫数量少
,

为芽克力特介
、

窗孔
“

翼花

介
” G yt he r o P t e

~ fe n es t ar ut m 等
。

3
.

2 粉砂质粘土沉积

粉砂质粘土沉积在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较为普

遍
,

多为潮坪相或浅海相
,

微体生物化石丰富
,

主要

为毕克卷转虫— 中华丽花介组合或半咸水海陆过

渡相化石群
。

3
.

3 细砂与粉砂沉积

细砂与粉砂沉积在南黄海分布范 围较广
,

则多

为三角洲和近岸浅水沉积
。

微体化石数量少
,

多 以毕

克卷转虫— 中华丽花介组合为主
,

半咸水的有孔

虫如 多 变 假小 九 字 虫 尸 s eu d on on ion ell
a

va ir a bil is

Z he gn
,

精美直小希望虫 R ec t oe lP h id ic lla le P id
。 H 。 ,

H u et Wan g 等也有一定的数量
。

3
.

4 砂砾等混杂沉积

由不同粒级的砂
、

砾石组成
。

砾石成份为隧石
、

灰岩
、

岩浆岩块等
。

形状多呈圆
、

次圆形
,

砾径大小不

等
,

主要见于长江三角洲东侧及其外缘陆架区的表

层沉积物中
。

另外在这些砾石沉积物中
,

还发现有似

古陶片的沉积物 ( ?) 这有待于作进一步鉴定和研究
。

上述沉积物中的微体化石数量少
,

且多为浅水或半

咸水分子
。

同时偶尔出现陆相介形虫如土星介 ( lI y
-

二 y P isr )
、

小玻璃介 ( aC
n d on iel l a) 及轮藻藏卵器

,

在

砂砾层沉积物中还见多种近岸底栖生物壳体如扇

贝
、

蛤咧
、

牡砺壳等
。

3
.

5 南黄海东侧的沉积物类型

南黄海东侧的沉积物类型从北至南依此排列顺

序为砂
、

泥质沙
、

砂质泥和泥
。

砂质沉积物在东经

1 2 4
0

1 5
`

一 1 2 5
“

3 0`之间
,

北纬 3 5
0

3 0 `

以北成舌状向南

延伸
,

但愈向南
、

东南
、

西南沉积物颗粒则逐渐变细
,

至北纬 3 4
0

3 0 `

一 3 5
0

0 0 ` 附近
,

则逐渐被软泥替代
。

4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来源

根据南黄海周围河流所带人的沉积物物源
,

上

述沉积物类型 以及南黄海内部的水动力环境相对沉

积物的沉积能力可以把南黄海的沉积物归纳为下属

几种相组合
。

.4 1 黄河源

黄河每年自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携带大量的

物质人海
,

(大约每年的携人量 1
.

19 x l护 O 〔幻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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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是黄河携人的主要成份
,

其中约有 2/ 3 的沉积

物沉积在三角洲和海滨区
。

古黄河在苏北人海
,

三角

洲的物质以细砂
、

粉砂为主
,

局部有泥沉积
,

这些物

质是构成南黄海北部沉积物的基础
。

被携人的细粒

沉积物的主要特征是 aC C O
3

成份含量高
,

在河 口 区

波浪作用不大
,

只有在风暴强烈时才能把沉积物搅

起
,

重新搅起的物质在波浪潮汐作用下被山东和江

苏境内的沿岸流向南和东南方向传送的越来越远
,

最后堆积在黄海的 中部水深 60 一 80 m 的海域
,

而

一些剩余的悬浮物质则向南传送的更远直到济洲岛

的南部
。

4
.

2 长江源

因现代的长江 口属于中潮差型
,

伴有巨大的水

流量 ( 9
.

2 4 X 1 0“ m
3
) 和 沉积物供给量 ( 4

.

5 6 义 1 0 8

O 〔的 ,

长江所携物质在 1 2 3
“

E 以西的内陆架区
,

沉积

物主要有中
、

细砂和泥组成
,

在 12 o3 E 以东的 中陆

架
,

沉积物主要是细砂到中砂
。

在长江 口外的沉积物

主要以水下三角洲
、

砂洲相
、

河 口 沙坝相沉积为特

征
。

在河 口沙坝区
,

平均沉积速率是 1
.

1 c m a/
,

在三

角洲前缘区为 0
.

5 c m a/ 朗
,

大约 40 % 的长江物质以

近岸形式沉积
。

4
.

3 陆架残留砂源

南黄海北部成山头 以东海域以及海洲湾海域有

大量的残留砂沉积
,

沉积物主要以细砂为主
,

含量多

在 60 % 以上
,

最多可达 98 %
,

粉砂含量多在 20 % 以

下
,

有些沉积物中富含钙质结核及较多 的沿岸到潮

间带的生物壳体
,

例如
,

牡砺
、

扇贝
、

毛蜡
、

玉螺等
。

陆

架残留砂的成因 比较复杂
,

在平面分布上呈孤立状

态存在
,

这与古三角洲
、

古海岸线
、

古河 口沙坝
、

潮

沟
、

凹地等密切相关
。

4
.

4 南黄海东侧 (韩国 )锦江
、

汉江等源

来源于韩 国境内的锦江
、

汉江等河流的物源主

要为软泥沉积物
,

同时还有粉砂
、

砂等
,

这些物质多

数呈条带状沿韩国西南海岸堆积
。

具体说来
,

在夏天

洪水季节来临时悬浮物加强了沿岸泥坪和 内陆架区

的沉积
,

而在冬天由于强风驱赶沿岸流使细粒物质

重新悬浮起来
,

其中的一部分通过济洲岛东西两侧

的陆架渠进人冲绳海槽 t10
〕 。

4
.

5 风尘源

除上述物源外
,

风力沉积物也是值得一提的一

种形式
,

每年冬季
,

从西北吹来的季风携带大量的风

尘物质向东南方向运行
,

一部分形成黄土高原
,

而一

部分继续东运直至渤
、

黄海地区降落
,

形成海岸带黄

土明
,

而其中的一部分则落人海中
,

黄
、

渤海又是风

成物影响最大的海区
。

据资料
,

冬季季风携细粒物质

向海搬运能力大约是每年千万吨级帅
。

另外
,

海岸或近岸的部分风化
、

浸蚀
、

剥蚀物质

也通过不同的途径进人海中
。

一些生物壳体等也给

上述相组合增加了不少的色彩
。

5 结 论

通过南黄海表层沉积物微体化石的沉积特点及

物源分析
,

有以下几点认识
。

( 1)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
、

介形虫

的数量与组合分布主要受水深
、

水温
、

盐度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有孔虫壳质
、

壳形的变化还与沉积物的粒

度与成份密切相关
。

( 2) 浮游有孔虫与钙质超微化石的分布主要受

黑潮分支黄海暖流的控制
,

而黄海沿岸流及黄海冷

水团的存在又对浮游有孔虫及钙质超微化石的数量

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

( 3) 在南黄海的表层沉积物中
,

中
、

西部的沉积

物类型可归纳为四种
:

1) 粘土沉积
,

2) 粉砂质粘土沉

积
,

3) 细砂与粉砂沉积
,

4) 砂
、

砾等混杂沉积
。

南黄海

东侧的沉积物类型从北至南依次排列为砂
、

泥质沙
、

沙质泥和泥
,

(4 )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的物源可总结为五种
:

1) 黄河源
,

2) 长江源
,

3) 陆架残留砂源
,

4) 南黄海东

侧 (韩 国 )锦江
、

汉江等源
,

5) 风尘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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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T o n g ii U n i v e r s i t y

、

F ir s t In s t i t u t e o f O e e a n o g r a p h y
, s t a t e O e e a n i e A dm i n i s t r a t io n

h a d in v e s t ig a t e d a n d s t u d i e d t h e s u r f a e e a n d e o r e s a m p le s f r o m t h e Y e ll o w S e a i n v a r y i n g d e g r e e s e a r
ly o r

la t e
.

A f t e r t h e la t e 1 9 8 0 5 , t h e p r e v i o u s I n s t it u t e o f M a r i n e G e o l o g y
,

M i n i s t r y o f G e o l o g y a n d M in e r a l R e -

s o u r e e s h a d m a d e a s t u d y o f t h e s e q u e n e e o f b e d d i n g a n d t h e s t r a t ig r a P h i e e o r r e l a t i o n i n t h e
Q

u a t e r n a r
y

.

A b o v e 一 m e n t i o n e d s t u d y la id a f o u n d a t i o n f o r t h e s t u d y o f t h e S o u t h Y e ll o w S e a
.

In t h i s P a P e r ,
t h e n u m b e r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m i e r o f o s s il s a n d t h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e h a r a e t e r o f a s s o e ia t i o n s 、

t 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e h a r a e t e r 、
t h e r e la t i o n s h i p

,

a m o n g t h e m ie r o f o
s s i ls p l a n k t o n ie f o r a m in if e r a 、 e a l e a r e o u s n a n o p la n k

-

f o s s i l s a n d B l a e k S t r e a m
、
t h e w a r m e u r r e n t o f t h e Y e l l o w S e a 、

t h e e o ld w a t e r m a s s 、
t h e e o a s t a l e u r r e n t o f t h e

Y e ll o w S e a h a v e b e e n s t u d i e d b y m e a n s o f t h e a n a l y s i s o f m i e r o f o s s il
s i n t h e s u r

f a e e s e d im
e n t s f

r o m t h e S o u t ll

Y e ll o w S e a
.

A t s a m e t im e , a e e o r d in g t o t h e d a t a o f
s i z e ,

t h e t y p e s o f t h e s u r f a e e s e d im e n t s
l
i a v e b

e e n d iv id e d

a s f o l lo w s : i n t h e m id d l e
一

w e s t a r e a s o f t h e S o u t h Y e ll o w S e a ,

1
.

e l a y 2
.

s il t e l a y 3
.

f i n e 一 s a n d a n d s il t 4
.

s a z l d
-

g r a v e l a n d m i x t u m
, a n d i n t h e e a s t a r e a ,

t h e s e d im e n t s a r e a r r a n g e d f o r i n t u r n s a n d
、

m u d s a n d
、 s a n d m u d a n d

m u d f r o m t h e n o r t h t o t h e s o u t h
.

I n a d d i t i o n ,
t h e m a t e r i a l r e s o u r e e i n t h e s u r f a e e s e d i , n e n t s f r o n i t h e S o u t h

Y e ll o w S e a m i g h t b e s u m m e d u p f o ll o w i n g : 1
.

t h e m a t e r i a l
·

o u r c e s o f t h e Y e l lo w R i v e r 2
.

t } z e :飞l o t e r ia l s o u r e e s

o f t h e C h a n g ii a n g 3
.

t h e m a t e r i a l s o u r e e s o f t h e r e m n a n t s a r 、 d 4
.

t h e : n a t e r i a l
s o u r e e s o f t }

、 e H a : I Jia n g a n d J in
-

ii a n g e t e
.

( K o r e a n )
.

5
.

t h e m a t e r i a l s o u r e e s o f e o l ia n d e p o s : 一

K e y w o r d s nr i e r o f o s s i ls s e d im e n t a r y e h a r a e t e r t y p e m a t e r ia l s o u r e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