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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对地质研究的对象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是地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建立科学合理、量化统一、操作简便的“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方案，《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
》作者详细分析国内外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现状，深刻认识海洋沉积物组成与分布，深入研究深海
沉积物的水深、平均粒径、黏土含量3项参数指标，通过分析涂片鉴定黏土、钙质生物、硅质生物这
三者的含量与粒度、化学分析之间的差异，建立钙质生物、硅质生物与CaCO3、生物SiO2的量化关系
，完成沉降法和激光法粒度分析资料的对比和校正，分析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的兼容性和可比性。
作者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总结和自主创新提出“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方案及其关键技术。
深海沉积物类型简分法把深海沉积物分为深海黏土、钙质软泥、硅质软泥、黏土—硅质—钙质软泥4
类，它能满足一般性海洋地质调查要求，达到基本了解深海沉积物类型的目的，在兼容世界深海沉积
物类型现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混合沉积物的存在。
深海沉积物类型细分法在简分法基础上细分为16种沉积物，使分类与命名更加详细和全面，满足海洋
地质详细调查研究的要求。
“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方案与“浅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比较，在图形、类型指标、种类数量、
冠字冠名法、混合沉积物表示法、可操作性等方面具有可比性，使浅海到深海的沉积物分类与命名呈
渐变和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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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控制生物物质和碎屑矿物分布的沉积环境因素 从各组分的含量可以看出，与
水深相关的深海溶解作用以及与离岸距离远近和海流相关的搬运作用对生源物质和碎屑矿物各组分的
平面和垂向分布影响最大。
 生源物质的分布受水深影响最为明显。
钙质生物总体呈水深加大其含量减少的趋势，尤其是在水深3500～4000 m的现代南海CCD以下（郑连
福等，1993；汪品先，1995；Thunell R C et al.，1992），钙质生物含量急剧减少，除个别样品外，含量
一般不足10％，甚至缺失。
硅质生物则由于SiO2在整个海水柱中都不饱和（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1989），水深3000 m以浅海区
沉积物中的硅质生物含量都很低，水深3500～4000 m的现代南海CCD附近，由于碳酸盐溶解，钙质生
物含量急剧减少，硅质生物相对百分含量才明显增加，甚至高达76.3％，并控制南海东部海域水深较
大的南海深海盆地。
 碎屑矿物组分中，片状矿物+绿泥石有随水深增加其含量增大的趋势，但不明显；而碳酸盐矿物与钙
质生物相似，随水深增加其含量减少，特别是在CCD以下，说明受与水深相关的碳酸盐溶解作用控制
。
包括轻矿物在内的其他矿物组分分布与水深关系不大，但台湾岛以南和吕宋岛西北部呈现出含量高的
特征，说明南海东部海域碎屑矿物主要来源于亚洲大陆，而非吕宋岛，且这些陆源物质主要是通过巴
士海峡和台湾海峡的海流输运。
吕宋岛以西近岸处以及南海东部海域西南部的碎屑矿物含量也比较高，因此，除了从巴士海峡南下沿
吕宋岛西侧的海流带来的亚洲大陆陆源物质以外，南海东部海域也接受了吕宋岛的风化物质。
至于角闪石在水深3500 m以下部分样品中相对百分含量的突然增加，可能与该矿物稳定程度有关。
而南海东部海域表层沉积物中火山玻璃仅在吕宋岛以西发现，进一步说明其来源于吕宋岛的火山爆发
，也反映其分布受到了东亚季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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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系统搜集整理和消化吸收海洋沉积物组成及其含量变化、海洋沉积作用和
物质来源、海洋沉积物类型与分布、海洋沉积物分类与命名现状等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充分利用太平
洋多金属结核和钴结壳调查区发表的海洋沉积学相关辅助资料，以南海东部海域综合海洋地质调查研
究资料为依据，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深海沉积物分类与命名”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深海沉积
物分类与命名”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这方面资料和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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