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陆架浅海表层沉积物分布的基本模式是

泥与砂的镶嵌结构图案（图!），即在晚更新世末次盛

冰期低海面时形成的粗粒“残留砂”之上，“镶嵌”着

若干现代细粒泥质沉积斑块或条带，泥与砂之间呈

现“过渡”的粉砂。尽管早期的砂有现代物质加入或

受现代水动力的改造，但基本未改变原来固有的“面

貌”，此即“残留”之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沿中

国大陆近岸，从北向南，从渤海到南海，断续分布着

若干块状泥及条带状泥，其形成分别与中国三大水

系黄河、长江、珠江的物质供应有关。由于物源及其

所处气候环境的不同，自然使这些泥质沉积分别具

有独特的地球化学差异。本文旨在查明这些泥的某

些地球化学特征，并进而探讨其指示意义。

! 样品

渤海沿岸泥，主要分布于黄河口至渤海湾一带

（图!，下同）；黄海沿岸泥主要分布于山东半岛北岸、

南岸以及苏北老黄河口；东海沿岸泥是指分布于长

江口和浙、闽沿岸的泥；南海沿岸泥是指分布于珠江

口的泥和北部湾东北部的泥。

样品的选取大致按各沿岸泥的面积大小选取样

品数，为使其具有可比性和代表性。在渤海沿岸泥选

取样品!"个，黄海沿岸泥#个，东海沿岸泥!$个和南

海沿岸泥!%个，共%#个样品做化学分析。

& 测试方法与结果

采用先进的’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了

*、+,、-.、/0、1.、(2、34、)5、67、82、69； 采 用 等 离

子体质谱法（:-;<+/）测定了=7、(2、->、/0、1.、15、

67、82、6.、?、/@、=.、-5、69；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

（3)）测定了17。重复测定和标准样检验，除15外所

有元素测定的相对误差均为ABC；仅15为ADC。各样

品测定的结果见表!。

E 讨论与结论

大陆架陆源碎屑沉积物中化学元素含量的变化

遵从“元素的粒度控制律”［!］，即大多数元素的含量

随粒度变细（砂!粉砂!泥）而升高；少数元素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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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浅海沉积物分布简图

$%&’ # (%)*+%,-*%./ .0 )1233.45)62 )67%86/*) .0 91%/2
:;#—黄河口泥；<;#—山东半岛北岸泥；<;!—山东半岛

南岸泥；<;=—老黄河口泥；>;#—长江口泥；>;!—浙、

闽沿岸泥；?;#—珠江口泥；?;!—北部湾东北部泥

量随粒度变细而降低；个别元素的含量随粒度变细

先升后降而在中等粒度粉砂中达到最大值。为了避

免粒度对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的影响，故笔者特选定

同类粒度的沿岸泥进行地球化学的研究。

制约大陆架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的因素除了元

素本身的地球化学性质外，最显著的莫过于物源和

气候因素等，这些在中国沿岸泥中有充分的体现。

大陆架浅海沉积物的物源基本是来自入海河

流的输沙，以及海岸带大陆岩石的风化侵蚀。中国

大陆架浅海沉积物主要来源于黄河、长江和珠江。

黄河输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每年约#"@#"A*；长江

为世界第三大河，每年输沙约B@#"A*；珠江每年输沙

近#@#"A*。
分布于黄河口至渤海湾一带的渤海沿岸泥，其

物源基本来自黄河已是不争的事实。分布于山东半

岛北、南两岸及老黄河口的黄海沿岸泥，历经多年

的系统研究［!C=］，同样认为是主要来自黄河，即黄河

泥沙大部分沉积于渤海后，一少部分在沿岸流输送

下，沿山东半岛北、南两岸沉积成泥。分布于长江口

和浙、闽沿岸的东海沿岸泥，是长江入海物质在南

下的沿岸流输送下顺岸沉积而成［D］。在南海分布于

珠江口的泥无疑是源自珠江，分布于北部湾东北

角的泥主要源自珠江分支水系及海岸的风化侵蚀

物质［B］。显然，渤、黄海沿岸泥的主要物源同属黄河，

东海沿岸泥的主要物源是长江，而南海沿岸泥的主

要物源是珠江。

从元素的丰度E表!F比较可知，中国沿岸泥从北

向南，从渤海到南海，一些元素的丰度依次降低或有

降低的趋势，如92、?+、:2、G、;&等（图!）；相反，另一

些元素的丰度依次升高或有升高的趋势，如H,、I2、
J、?/、:%、:6、K2、96、I1、K%、L,等（图=），而 这 种 地

球化学特征恰与从黄河、长江到珠江沉积物中这些

元素丰度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图D、B），充分体现了元

素的物源效应［M］。

除了物源效应外，气候效应也不容忽视［N］。渤、

图! 中国沿岸泥92—?+散点图

$%&’ ! 92—?+ )O2**6+ 7%2&+28 .0
O.2)*23 8-7) .0 91%/2

图= 中国沿岸泥H,—I2散点图

$%&’ = H,—I2 )O2**6+ 7%2&+28 .0 O.2)*23
8-7) .0 91%/2

#A!



第 !" 卷 第 ! 期

表 ! 中国近海沿岸泥化学元素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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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元素丰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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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地处华北，东、南海地处华南，华北、华南分处不

同气候带。华北气温低、雨量少、干寒，风化以物理风

化为主，元素少流失；华南为明显的亚热带和热带气

候，温高、雨多、湿热，以化学风化强烈为特色，促使

元素迁移与流失。上述中国沿岸泥从北向南丰度趋

于 降 低 的 一 些 元 素 ，如8、9.、+%、&:、(%等 ，均 属 易

于迁移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元素，在华南强化学风

化过程中易于流失；而从北向南丰度趋于升高的一

些元素，如;5、$%、<、&’、*%、+)、(-、()、$0等，均属

风化中较稳定、不易迁移的元素，抗风化作用强，因

此使之在南海相对富集。另外，珠江沉积物中的9.、

+1的丰度相对较高，而南海沿岸泥中二者丰度相对

较低，这亦说明在华南气候下9.和+1在输运—沉积

过程中淋失较大。凡此均显示了元素的气候效应。

表 ! 化学元素丰度（!" # "）

!"#$% ! &$%’%()* "#+(,"(-%*（!. / .）

化学

元素

渤 海

沿岸泥

黄 海

沿岸泥

东 海

沿岸泥

南 海

沿岸泥

中 国

沿岸泥

中国大陆

沉积物［$］

西太平洋

褐色粘土［$］

黄 河

沉积物［$］

长 江

沉积物［$］

珠 江

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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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BC6D EF+ +DF+E G+* HF I(EJ(,-6(E5FI (, K5(,+；J5F* +DF J5F LC5+( 8F+，’FMMCN 8F+，O+EJ K5(,+
8F+ +,I 8C6J5 K5(,+ 8F+P 16II* EFI(GF,JE +DF I(EJD(H6JFI +E Q+J25FE CD H+,IE +MC,- J5F 2C,J(,F,J CR K5()
,+ (, J5F RC6D EF+ +DF+EP SFQDFEF,J+J(TF E+GQMFE CR G6IE NFDF J+UF, RDCG J5F(D 2C+EJE +,I J5F* NFDF +,+)
M*VFI H* WSB +,I 4KXY1E GFJ5CIE RCD Z，3(，SH，82，1-，K+，8D，L+，%M，BF，[(，LF，\H，[+，
/， 8,，L(， 3+，KF +,I [5P [5F FMFGF,J -FC25FG(EJD* (,I(2+JFE J5+J J5F -FC25FG(2+M 25+D+2JFD(EJ(2E CR
J5F G6IE +MC,- J5F 2C+EJE CR J5F LC5+( 8F+ +,I ’FMMCN 8F+， O+EJ K5(,+ 8F+ +,I 8C6J5 K5(,+ 8F+ +DF
2C,E(EJF,J N(J5 J5CEF CR J5F EFI(GF,JE CR J5F ’FMMCN S(TFD， ’+,-JVF S(TFD +,I XF+DM S(TFD DFEQF2J(TFM*，

E5CN(,- J5F G+JFD(+M EC6D2F FRRF2J CR J5F FMFGF,JEP BDCG J5F LC5+( 8F+ JC 8C6J5 K5(,+ 8F+， ECGF FMF)
GF,JE (, J5F 2C+EJ+M G6IE MCEF CD +DF F,D(25FI GCDF CD MFEE CN(,- JC J5F 2M(G+J(2 25+,-F， E5CN(,- J5F
2M(G+J(2 FRRF2J CR J5F FMFGF,JEP [5F FMFGF,J +H6,I+,2FE (, J5F G6IE +MC,- J5F 2C+EJ CR K5(,+ +DF 2MCEF JC
J5CEF (, EFI(GF,JE (, J5F 2C,J(,F,J CR K5(,+ H6J I(RRFDF,J RDCG J5CEF CR HDCN, 2M+*E +,I +H*EE+M 2M+*E (,
J5F NFEJFD, X+2(R(2 &2F+,，E5CN(,- J5F 2C,J(,F,J+M +RR(,(J* CR J5F FMFGF,JEP
6"+ 7#*.(：G6II* EFI(GF,JE；FMFGF,J -FC25FG(EJD*；CRRE5CDF CR K5(,+

必须指出的是，3(、SH同属较易迁移的元素，却

在南海沿岸泥中相对富集，这主要是3(和SH在华南

的区域背景值明显高于华北［@］，致使珠江和南海沿

岸泥中丰度未减而增高。这表明对3(和SH而言，其

物源效应大于气候效应。

大陆架沉积物地球化学的特征之一是“元素的

亲陆性”［"］，对此中国沿岸泥亦有所呈现。从所测定

的元素看（本文未测某些区别大陆和大洋的指示性

元素如K6、L、0等），中国大陆沉积物元素丰度与中

国沿岸泥元素丰度之比值均介于>P]^.P9；而西太平

洋褐色粘土元素丰度与中国沿岸泥元素丰度之比值

介于>P]^?P!，超过.P]的有3+、/、8D、L+，特别是西太

平洋褐色粘土的L+是中国沿岸泥的?倍多。另外，如

与深海粘土［.>］相比，二者元素丰度比值介于>PA^]PA，

其中深海粘土的3+、KF和L+分别是中国沿岸泥的9
倍、A倍和]倍。这表明中国沿岸泥元素的丰度相对接

近中国大陆沉积物元素的丰度，而有别于大洋深海

粘土元素的丰度，显示了元素的亲陆性。

综上所述，中国沿岸泥的地球化学变异特征显

示了元素的物源效应、气候效应和亲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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