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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第四纪古海洋学研究进展
’

赵泉鸿 汪 品先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开放实脸室

,

上海

摘要 南海第四纪古海洋学研究
,

在近 年来取得迅速发展
。

从 年的中德合作太阳号

任 航次到 年的 航次
,

南海 已经成为国际古海洋学研究的新热点
。

在地层学

方面
,

南沙海区首次建起中国海第一个更新世深海地层序列
,

使用了包括 类微体化石的生物

地层学
、

磁性地层学
、

同位素地层学和碳酸盐地层学的依据 至于最近 万年来的记录
,

东沙附

近站位的时间分辨率精度已超过
。

文章还综述了海水表层温度等古海洋学参数测定
,

深

海沉积中古气候
,

特别是古季风演变记录
,

以及深海沉积作用和突变事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

主厄词 古海洋学 第四纪 南海

前言

在西太平洋边缘海系列中
,

南海 占有特殊的地位
,

北靠中国大陆
,

南属西太平洋暖池
,

西侧其集水盆地直上青藏高原
,

东边 以 巴士海峡联通西太平洋
。

地处东亚季风带
,

冬
、

夏

海流随风向逆转
,

是亚洲夏季风最早爆发地川 陆架广阔
、

群岛如链
,

冰期旋回中随海面升

降其地理变迁至为强烈
。

南海的形态和地理位置决定其对环境变迁的灵敏性
,

而南海陆

坡又以其高沉积速率和碳酸盐保存条件
,

弥补了西太平洋深水 区的不足
。

年代晚期
,

’ 测年法问世不久就首先选择南海进行晚第四纪年代和地层学试点 ,
,

而我 国的

古海洋学研究也以南海作为重点
,

决非偶然
。

近年来
,

随着海峡两岸我国海洋学界的积极

投人
,

国际学术界对南海古海洋学的兴趣急剧增长
,

年春以南海东亚季风记录为主题

的大洋钻探 航次
,

更把南海古环境研究推 向高潮
。

可 以确定地说
,

南海 已经成

为国际古海洋学研究的新热点

与早已享有国际声誉的陆上第四纪研究不同
,

我国的海洋第四纪研究起步较晚
,

而且

长期来以近岸浅海为主 以深海研究为特点的古海洋学研究在我国从 年代开始以来
,

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深海沉积样品和先进的分析手段
,

发展初期步履维艰
。

进人 年代
,

我

国古海洋学研究大力开展国际合作
,

同时与国内的陆上研究紧密结合
,

取得了相 当高速度

的发展
,

开始跻身于国际行列
,

而发展的主战场正是南海 回顾起来
,

南海 的古海洋学研

究经历了 个阶段
。

年代中期以前
,

是南海古海洋学的准备阶段 有关表层沉积
、

陆架地层和个别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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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样的分析
,

虽然还没有直接探讨古海洋学的问题
,

却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微体古生物学方面的工作〔, 一 ,

不仅对表层沉积中的有孔虫
、

介形

虫和钙质超微化石群进行描述
,

而且涉及浮游有孔虫的深海溶解作用 , ’ 和晚第三纪以来

的生物地层学问题【”
,
’ 。

年可以说是南海古海洋学研究中具开创性的一年
,

在其北部陆坡 ’、

南沙海区

和西沙群岛
,

同时发表了晚第四纪氧同位素剖面
,

其中北部陆坡还首次提供了南海海水

古温度
,

探讨了冰期碳酸盐旋回
。

紧接着南海古生态转换函数古温度的成果发表
,

并且

在第三届国际古海洋学大 会上通过邀请报告介绍 了南海古环境的放大效应
。

与此同

时
,

我国在南沙海区进行了大量工作 一 ’ ,

以南海第四纪古海洋学和古环境研究的成果大

量涌现
,

仅专著或论文集便不下十余册 ’一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 以我国的工作为主
,

可惜

取得的大量成果主要只在国内发表
,

在国际刊物上却以美国 和德国 的论文 比较显著
。

年春中德合作
,

以
“

太阳号
”

调查船在南海进行了为期 周的古海洋

︸

宋岛﹄

了

海南岛

一

叫

入 气毖柞总巍
南海深海第四纪已进行古海洋学分析的柱状样站位

本文所引用的站位
、
均在图中标示出站位编号

丈兄 忆

学专题调查
。

这次以
“

追踪季风
”

为主题的 卜 航次从南海南北

深水 区取得 柱状样 个
,

其 中

最长的近
,

测制浅地层剖面

约
,

把南海古海洋学推

进到一个新阶段 , 接着
, “

太

阳号
”

又接连前来南海 年

的
一

航 次
、

年 的 任
航 次 和 年 的 卜 航

次
,

对粪他陆架和 火 山灰分布

等 问题 进行考察 法 国
“

拍 ℃ ”

执行 国 际
“

海洋古全球

变化
”

计划
,

于 年

在南海取得 长柱状样 个
,

最 长

的达
。

年 一 月
,

大

洋钻探 航次在南沙

和东沙附近进行深水钻探
,

研究

东亚 季风 的演变史
,

从 个站位

取 岩 芯 近
,

通 过
“

一 点 三

孔
”

的方法在每一站位都取得 了

完全连续 的第 四纪细粒
、

富钙的

深海沉积剖面
,

最高沉积速率可

达 ’,

为西太平洋区提供

了 研 究 古海 洋 学 的 最 佳 剖 面

图

,
,

加 吧 旧 片田 ,

俪 掩卯由
,



期 赵泉鸿等 南海第四纪古海洋学研究进展

年以来南海古海洋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逐年升温
,

同时海峡两岸中国科学家的工作

也大踏步走向国际
,

其中仅《 腼 》学报的
“

中国微体古生物专辑
”

和《 仪 》学报的
“

西太平洋边缘海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专辑
”

两册
,

便发

表了中国学者有关南海古海洋学等研究的论文 巧 篇 国 内仅《中国科学 》一刊从 年

以来就发表南海古海洋学论文 篇
,

在台北 出版的
“

地球科学集刊
” ,

最近在
“

计

划专刊
”

年
,

期 号 中也发表了南海论文 篇
。

南海的古海洋学研究无论在广度

和深度上都有了飞跃式的进步
,

这也正是本文综述的重点所在
。

经过 年前的准备阶段
、

年的初步阶段和 年以来的迅速发展阶

段
,

南海进人了国际古海洋学研究的前列
。

据不完全统计
,

南海水深超过 的深水沉

积柱状样
,

至少有 个经过古海洋学和相关课题的分析研究 图
,

而且集中在 年代

以来的几年中 表
。

研究范围覆盖了古海洋学各个主要领域
,

而且更多的成果 目前正在

整理
、

发表中
。

本文仅就深海区古海洋学研究几个方面的现状进行综述
,

不包括第四纪珊

瑚礁及其古环境和陆架海平面变化等研究成果
。

古海洋学研究内容广泛
,

文中难免有遗

漏和谬误之处
,

恳请同行指正
。

表 南海深海第四纪已进行古海洋学分析的柱状样数 及分析项目统计
】 网

,

论文数量分析柱状样个数
年 代

分 析 项 目

古生物分析 物理和化学分析
年龄

叱年龄古地磁年龄磁化率有机碳蛋白石自乌门巴黔火山灰矿物学地球化学粒度粗组分碳酸钙氧碳同位素抱粉沟鞭藻放射虫硅藻介形虫冀足类钙质超微化石有孔虫

年前

年

年

年后

深海地层学进展

借助于陆坡次深海沉积的高沉积速率和保存 良好的钙质微体化石
,

南海的第四纪深

海地层学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
,

近年来成绩卓著
,

无论在多学科的长时间序列或

高分辨率时间序列的建立上都取得了成功
,

生物地层学
、

同位素地层学
、

碳酸盐地层学
、

磁

性地层学等不同方法均在南海沉积中得到应用

生物地层学

南海第四纪地层 中已经研究 的微体化石 门类之多
,

不仅在我国诸海 中首屈一指
,

亦

为西太平洋边缘海中所仅见
。

除浮游和底栖有孔虫
、

钙质超微化石外
,

放射虫 ,
、

硅

藻
、

沟鞭藻
、

翼足类 ,
、

介形虫 ,
’ 、

抱子花粉 , 等 门类
,

都在深海沉积 中得到应

用 原来主要依靠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的深海生物地层学
一 ,

已经扩展到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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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和底栖有孔虫
,

从而在南沙海 区 柱状样 建立起 由 类微体化石支撑的生物地

层序列 ’ , ,

是 目前我国海区 已发表的时序最长的第四纪深海地层剖面 表 在最

近完成的南海 航次中
,

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顺利地承担了生物地层学的主要

任务
,

与这些年的工作积累是分不开的

类别

表 南沙海区 柱状样第四纪深海地层学事件【 ’》 》

如 肠 爬 祀 ,

柱深 事件 年龄八吸

浮游有孔虫

放射虫

放射虫

放射虫

颖石藻

底栖有孔虫

放射虫

古地磁

古地磁

古地磁

放射虫

古地磁

放射虫

“ 红色壳 末现面

口 加 初现面

栩 初现面

匆 介 末现面

“ 末现面

及介口‘ 灭绝

尽 仰 末现面

布容扩松山界线

加拉米洛事件顶面

加拉米洛事件底面

众功 才 末现面

比 山事件

加呷 即 公 叩 末现面

一 沸

一

︸“了‘︸一、︸、︼︸、曰︸

,价住

同位案地层学

自从 年南海首次建立晚第四纪氧同位素地层剖面 ’
·

’ 以来
,

至少有 “ 个柱状

样进行了氧同位素分析 见表
,

成为南海深海地层学最重要的支柱
。

目前已经建立的氧

同位素地层序列
,

时序最长的在南沙 柱状样
‘ , “ ‘ ,

水深
,

柱

长 一直上溯到百余万年前的氧同位素逾 期 图
。

而晚第四纪氧同位素地层

剖面分辨率最高的是东沙东南的 柱状样
“ ‘ , ” ‘ ,

水深
,

柱长
,

全新世部分以 一 的间距取样分析 的氧同位素
,

加上

个样品单种有孔虫的 ’ 测年值
,

使时间分辨率精度超过
,

是 中国海深水沉积

研究的分辨率最高记录 侧
,

揭示 出冰消期内的地层详细分期和冰期时的
“

亚轨道事件
” ,

而且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

如南海西北部 的 刁 柱状样
“ ‘ , , ,

水深
,

柱长 以 间距取样
,

氧同位素曲线 与 柱状样对比十分 良好 图

乙 , 倒而 阁 化 司 科 仪‘ 州 即 川

】 加

王汝建
,

李保华
,

成鑫荣等 南海深水区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研究 见本期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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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柱状样 一 柱状样

深度
口

姗 年龄

·

占 占

编
,

偏
,

深度

图 南海北部 柱状样和 一 柱状样高分辨率氧同位素剖面对比

‘ ’ 用
,

刁 用‘ 旅 测定
,

叨所注数值为 砒
, 侧年

数值 未经换算 两柱状样的地层对比十分 良好
,

新仙女木期 十分明显 注意两柱所用

占 ’ 坐标相差 倍 据
,

绘制

劝民

一 ,

碳酸盐地层学

古海洋学研究的初期
,

便发现其晚第四纪地层的 曲线与占 ’ 曲线几乎平行【, ,

随后的工作表明这在深水碳酸盐溶跃面 一般在 左右 以上属于普遍现象 ,
,

因

此在南海晚第四纪地层划分对比中得到广泛应用 ,
’ 最近台湾大学的工作表明

,

〔滋

曲线甚至可以反映千年等级的
“

亚轨道周期
,

有趣的是与碳酸盐溶解密切相关的粗组分分析 指颗粒直径 卜 所得的粗颗粒所

占 在印度洋地层学应用成功后
,

也在南海证明有效
。

柱状样的粗组分曲线与占 ’

勺
曲线相 当吻合 见图 叫

,

同样可以用来划分和对比冰期旋回
,

被称为
“

粗组分地层学
” 。

磁性地层学

尽管古地磁分析和磁化率分析在南海沉积中已经进行多次
,

迄今最为成功的仍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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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区的 柱状样 法国 一 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用 形管连续采取古地

磁样品
,

在 柱发现 了布容 松山界线
、

加拉米洛事件顶面

和底面 及 山事件 一 等时间面 见图
。

同

时
,

常规的古地磁研究也取得新进展 ’ 。

磁化率曲线已从许多柱状样取得
,

最近大洋

钻探航次表明在第四纪冰期旋回中是地层对比的最佳依据之一
总之

,

在南海深水区已经建立起 站为代表的长时序地层剖面和以 站为代

表的高分辨率地层剖面 最近
,

大洋钻探为南海取得 了年代长达 多万年的地层序

列 提供高分辨率地层序列的 柱状样 因长度限制 巧 所代表年龄不超过 万

年阉
,

年的 一 航次在 同一地点取得 了长达 的柱状样
,

而 年的

航次又在该站钻探
,

代表约 万年来的地层记录
,

为较长时期序列的高

分辨率地层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

古海洋学参数的研究

海水表层温度

南海古水温的定量测算
,

始 自最适温度法
,

即参照太平洋各种现生浮游有孔虫的最

适生存温度
,

按在化石群中的丰度加权平均取得年平均温度 ’ 接着使用转换函数法
,

选

用 川 为北太平洋建立 的 转换 函数
,

用浮游有孔虫数据测算冬
、

夏平均温度
,

发现末次冰期时南海北部冬季表层水温较全新世低 ℃以上
,

而夏季温

度的差值在误差范围以内
,

说明冰期时季节性大为增强
,

反映了边缘海的放大效应 ’〕,

改

变了 叭尸 认为该 区表层水温在冰期旋 回中很少变化的结论
。

与同纬度西太平洋

开放海区对比
,

南海冰期冬季海水表层温度显著下降
、

季节温差增大
,

充分反映边缘海对

冰期旋回的
“

放大效应
” 。

同时
,

冰期 的表层水温度场
,

又 与计算机模拟的海流格局十分

相似

尽管 ‘ 转换函数近年来一直是南海古水温测算 中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 一 ’ ,

但

毕竟这是在北太平洋开放海域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未始见得完全适用于南海这个

边缘海 何况转换函数方法本身受到挑战
,

尤其在低纬海 区应用时产生了许多矛盾 对

此
,

基于有机地球化学分析的长链不饱和酮 磷比值
,

提供了独立的年平均古温度值
,

可以

作为检验
。

南海 个柱状样运用 矶计算年平均表层水温的结果表明
,

冰期与间冰期温

差在北部为 一 ℃
,

南部为 ℃
,

西赤道太平洋为 ℃
,

有力地支持了南海冰期

与间冰期温差远远超过同纬度开放海 区的观点
,

且属
“

西太平洋暖池
”

的南沙海 区亦不例

外 , 。

为了克服转换函数法某些弱点
,

近年来提出用
“

现代类 比法
”

处理浮游有孔虫

数据
,

同样求取冬夏表层水温 用转换函数法
、

现代类 比法和 磷 种方法分析同一个南

海柱状样
,

发现前两种方法大同小异
,

显示 同样的变化趋势
,

而 磷 则更加接近冬季温

度因
,

虽然在别的站位有时也接近年平均温度
。

最近
,

在南海表层样品的分析基础上提

出了专门适用于本海区的 洲 现代类 比法
,

为南海海水古温度
,

尤其是冬季温度

提供了更好的测算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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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上述测算表层水温的方法全部依靠浮游生物
,

而浮游生物生活的
“

表层水
”

有相 当的厚度
,

无论浮游有孔虫或者钙质超微化石都有浅层水种和深层水种之分
,

前者

生活在海水顶部的
“

混合层
”

内
,

后者生活在温跃层或者更深
。

两维空 间的古海洋学只考

虑表层水温
,

而所依据的浮游生物却分布在三维空间里
,

因此只有深人到三维空 间的古

海洋学
,

把表层水温 与海水上层结构联结起来考虑
,

才能正确地取得古海洋学参数的信

息
。

海水上层结构

海水上层结构的核心 问题是温跃层的深度
。

举例来说
,

上升流区温跃层浅
,

表层水温

低 黑潮 区则温跃层深
,

表层水温高
。

当温跃层变浅时
,

浅层水种减少
、

深层水种增多 变

深时反之
。

这种变化在低纬海 区尤为重要
,

因此提 出了在赤道太平洋 区依靠浮游有孔虫

组成测算古温跃层深度的转换函数 用于南沙海区
,

已经发现近百余万年来温跃层波

动在 巧一 之间
,

冰期时变浅
、

间冰期加深
,

说明冰期旋回中西太平洋暖池区海水上

层结构 的变化 比表层水温变化更为显著 ”。

相反
,

南海南部越南岸外的分析
,

却发现温

跃层冰期时深
、

间冰期浅
,

推测系间冰期时夏季风驱使上升流加强所致
。

与浮游有孔虫相似
,

钙质超微化石组合对海水上层结构的变化同样灵敏
。

最为显著

的是深层水种 的百分 比值
,

南沙海区该种 比例在冰期下降
、

间冰

期增高
,

反映了温跃层在冰期结束以后的加深
。

此外
,

浅层与深层水种之间的同位素差值
,

也可 以指示海水上层结构的变化
,

其中尤

以碳 同位素 △占 ” 更加灵敏
,

在南海北部的地层中已有实例

深部水团

三维空间的古海洋学
,

还应 当包括深层水的历史变化
。

同样
,

化石群成分和壳体稳定

同位素是水 团的灵敏标志
,

但这里需要依据底栖生物
,

主要是底栖有孔虫
。

举例来说
,

南

海现代水层结构在 一 为 中层水
,

一 为深层水
,

盯为盆地

水
。

由于 巴 士海峡有水深 的海槛阻隔
,

西太平洋水深 以含底栖有孔虫

’
、 、 为特征的底层水不能进入南海

。

但是在末次盛冰期前
,

却

出现在南海水深 以深 的一些柱状样沉积 中
,

表 明南海和西太平洋在末次盛冰期

前
,

深层水 盆地水的界线要 比现代浅 左右 图
,

而末次盛冰期时由于
“

北太平洋

深层水
”

形成
,

使盆地水的顶面下压到 以下 图 〔 “ 。

底栖有孔虫的氧
、

碳稳定同位素变化
,

同样可 以揭示深部水团的演变
。

南海 个取 自

不同水深的柱状样 中
,

以 右 , 听 为主的底栖有孔虫 同位素测定表明
,

末

次盛冰期时深部水的占 ’“ 和 占 ” 垂直梯度较全新世 明显增大
,

并存在深约 的深温

跃层和深营养跃层
,

在 一 深处可能存在温度较低
、

盐度偏高
、

垂直流通 良好而

富含 ” 的
“

北太平洋深层水
” 。

乙 , 一

奴 州 哪

黄宝琦
,

剪知淆 越南岸外晚第四纪上升流与东亚夏季风变迁 见本期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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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西太平洋

名班书

图 南海和西太平洋深部水 团垂直分布

模式变化示意图 , “习

末次盛冰期以前的模式 太平洋深层水模式 末次盛冰期时的模式 北太平洋深层水模式

图中
, , ,

和 分别是柱状样 一 ,

刁
,

刃
, 一 和 一 的缩写

,

」

南海深部水团的研究虽然早在 年前就 已经开始
,

提 出过冰期时形成
“

北太平洋

深层水
”

影响南海的可能
,

但直到近年来才取得 以上所述的进一步证据
。

这些推论尚属初

步
,

离取得结论还有很长的距离 但由于冰期
“

北太平洋深层水
”

是否存在
,

是牵涉到
“

大洋

传送带
”

冰期时曾否倒转
,

现代 由大西洋流 向太平洋的深部洋流在冰期时有无根本变化

的全球性问题
,

值得给以特殊的注意
。

表层生产力

海洋表层生产力的变化
,

既以
“

生物泵
”

效应而涉及全球碳循环
,

又可因上升流驱动而

反映风向和强度
,

在古海洋学 中的重要性 日益显著 南海晚第 四纪古生产力 的研究虽 已

多年队 ”
,

‘ ,

大量的成果则是在最近两三年内涌现的
。

有孔虫壳体的碳同位素
,

底栖有

孔虫组合 , 川
,

有孔虫壳体的 值圈 以及有机碳
、

长链不饱和酮和蛋 白石 , 含量等
,

均被用来指示表层生产力的变化
。

研究结果普遍揭示 出冰期旋回中生产力的显著变化
,

如南海南部海区末次冰期时表层生产力约为全新世的 倍
,

但是越南以东的海面 由于

夏季上升流的作用
,

间冰期的生产力一般反而高于冰期 ‘’
。

研究表明
,

底栖有孔虫的组合

黄宝琦
,

剪知嗜 越南岸外晚第四纪上升流与东亚夏季风变迁 见本期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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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机碳通量而变化
,

从而反映表层生产力的升降
。

在南海南部
,

最高生产力出现于盛

冰期
,

而南海北部却出现于冰消期内即全新世初期 , 川
,

相信这与在冰期旋回中随海平面

升降河流输人营养元素的数量变化相关
。

气候变化与古季风

地理位置决定了南海在海气交换和东亚季风系统中的重要性
。

余年来的古海洋研

究 已经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显示 出南海沉积中蕴藏着丰富的古气候
,

特别是古季风的信息
。

规道尺度上的气候变化

前面说过
,

南海南北都发现表层海水冰期时冬季温度较间冰期显著下降
,

而夏季温度

相 当稳定
,

因此季节温差在冰期时加剧
。

从南沙 柱状样的浮游有孔虫转换函数古温

度看
,

这种冰期与间冰期的差异一百万年来始终存在 ”
。

南海冰期时冬季温度下降幅度远

远超过 同纬度开放大洋 区
,
’ ,

其原因可 以从大洋与大气两方面去找 前者是北太平洋极

锋南移
,

温带水通过 巴士海峡进人南海 〕,

而且黑潮途径东移
,

难以影响南海 后者是冰期

时冬季风加强
,

造成冬季水温下降 ’
。

可能两者都起作用
,

但从下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冰期

冬季风强化对南海地 区的气候有广泛影响
。

深海沉积 中保存的陆地气候直接标志
,

主要是陆源碎屑矿物和花粉
。

陆源碎屑物的

粒度分析表 明
,

全新世以河流搬运为主
,

冰期时以风力搬运 占优势
,

反映冬季风强化
,

而冰

后期夏季风使河流流量加大
、

泥沙输 出增多
。

具体说来
,

王律江等 对南海 个柱状样沉

积物进行去 ,和去有机碳后 的 细颗粒粒度分析
,

区分出 的粘土级和

卜 的粉砂级两大类
,

前者 以河流输出沉积物为主
,

后者为风尘沉积物为主
,

两者含量

变化指示季风的盛衰
。

在南海北部柱状样 中
,

河流输出物百分含量变化大体与占 ’ 曲线

平行
,

末次盛冰期为 一
,

全新世为 一
,

其中全新世早期最高
,

反

映夏季风在全新世显著增强
、

降雨量大增
,

致使河流输人物明显增多
,

尤其在全新世早期

夏季风最为强盛
。

有趣 的是 由夏季风造成的河流冲积物增多
,

早于反映冰期 以后海面上

升开始的占 ’ 信号约 年
,

而反映冬季风减弱的风尘沉积突然变少
,

却发生在 日历年

年前
,

两者相 比
,

可能说 明东亚夏季风与南极冰盖的关系密切
,

而冬季风却与北极

冰盖更为相关
。

袍粉是反映季风气候最直接的证据
。

南海 柱状样抱粉的高分辨率分析首次揭

示 了末次冰期时北部陆架发育草原植被及高山针叶林曾大规模南迁
,

表明南海北部末次

冰期时气温和湿度 的大幅度下降 ’, ’ ”。

这个结论与用浮游有孔虫计算出的末次冰期海

水表层温度显著下降相吻合 〔, ’, ”
,

’, ’ 。

南海近三四万年来的记录不仅反映了冰期一间冰

期的变化
,

而且显示 出南
、

北海区在冰期时的气候反差
。

东北部的 柱状样冰期花粉

谱 与 全新 世 的截 然 不 同
,

篙 属 等 草 本 植 物 花 粉 大 量 出现
,

而 且 有 云 杉
、

冷杉 等高山针叶树的花粉
,

伴有夭然火灾产生的碳屑
,

指示温度和湿度

乙
, 一 孟 ”刀 司 因 吹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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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度下降汇
,

, 。

而在南海南部的 柱状样
‘ , ‘ ,

水深
,

柱

长 和 柱状样
‘ , ‘ ,

水深
,

柱长
,

冰期和全新

世的花粉组合并无重大差异
,

均含大量热带低地雨林花粉
,

说明冰期时也相 当温暖潮湿 ”。

冰期时如此强烈的南北反差
,

正好反映了冬季风加强
,

穿过 中国大陆的北风使南海北部陆

架温度和雨量显著下降
,

而穿过南海水面以后却给南海南部带来水分
,

使南部保持暖湿环

境
。

已经证明
,

这些花粉主要来 自冰期低海面出露的陆架和邻近的陆地
,

南海深海沉积第

一次揭示了冰期时南海北部陆架曾有草原植被发育
,

而南部陆架为雨林覆盖

海岸上升流是季风气候的重要海洋学标志
。

尽管南海古上升流的记录似乎不及印度

洋显著
,

冰期旋回中上升流盛衰的历史 已见端倪 现代 由于艾克曼 效应
,

南海西

侧发育夏季风驱动的上升流
、

东侧发育冬季风上升流 因此
,

可以通过冰期旋回中上升流

的发育和变化来追踪古季风 的信息
。

如王 律江 等 通过 对南海末 次盛 冰期 一

占 ’ 值平面分布的分析
,

揭示 了吕宋岛北端岸外存在一个占 ” 低值的富营

养区
,

反映 当时由强劲冬季风驱动上升流的形成
。

剪知潜等
’, ’ 和 等 对南海

南部 和北部 两个柱状样 中底栖有孔虫
、

有机碳和占 ” 的对比研究表明
,

末次

盛冰期冬季风加强
,

在南海南部形成上升流
,

加上低海面翼他陆架输人陆源物质的增多
,

导致表层的高生产力 在冰盛期后
,

南海冬季风减弱
,

夏季风增强并在全新世早期最盛
,

在

南海北部形成上升流
,

加上夏季风降雨量导致河流输人的营养物增多
,

使南海北部表层生

产力显著增高
。

黄宝琦等 ”对位于越南岸外现代上升流区的 一 柱状样
“

’ ,
“

’
,

水深 巧
,

柱长 浮游有孔虫研究证明
,

该区在间冰期
,

尤其末次间

冰期时呈现表层温度低
、

温跃层浅
、

生产力高等现象
,

认为是 由夏季风所驱动的上升流造

成
。

该区研究还表明
,

上升流在氧同位素 期最强盛
,

向全新世逐渐减弱 这种夏季风从

氧同位素 期开始逐渐变弱的趋势也反映在黄土磁化率记录中 ’ 。

冰期旋回的
“

转型
”

第四纪较长序列的深海地层剖面中
,

普遍发现冰期旋回在更新世中期发生转折 从小

幅度高频率 周期 的旋回变为大幅度低频率 周期
,

转折的时间在

这次
“

中更新世转折
”

或者
“

中更新世革命
”

反映了北半球冰盖的重大变化
,

具有

广泛的气候影响
,

然而其变化的性质和机理至今尚无定论

南沙海区的 站
,

在中国海域首次反映了这次
“

转型
” ,

占 ’ 第 期初

由 周期转为 周期
,

冬季表层水温升高
,

温跃层变浅
,

有孔虫溶解程度加

深
,

各项数据的冰期一间冰期反差加大
,

而放射虫丰度也明显增多
,

成为更新世环境变化中

的最大转折点 见图

南沙海区另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占 ’
期前

,

冬季水温再度降低
、

温跃层加深
,

浮游

有孔虫组合也发生重大变化
。

此次变化在陆架海区也有强烈反应
,

我国沿海的大规模海

李 逊
,

孙湘君 南海南部末次冰期以来的抱粉记录及其气候意义 见本期 一 页

孙湘君面告

黄宝琦
,

剪知滔 越南岸外晚第四纪上升流与东亚夏季风变迁 见本期 一 页

李保华 南沙海区晚第四纪浮游有孔虫演化及其古海洋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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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可能 由此开始
。

由于 目前资料尚嫌不足
,

特别是陆架与沿岸 区缺乏确切的年龄依据
,

此

次事件的性质
、

时间和原因有待进一步工作核实
。

千年和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

南海最早发现的
“

亚规道
”

事件是
“

新仙女木期
” 。

虽然根据冰期到全新世沉积速率和有

孔虫丰度上的突然变化
,

早在 年就曾否定过新仙女木期在南海的存在
,

而更多柱状

样的分析都提供了新仙女木期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边缘海广泛出现的证据 接着南海又发

现了一系列的千年等级的亚规道准周期事件
。

柱状样的抱粉分析揭示了末次冰期篙

属为主的草原与高山针叶林频繁交替出现
,

反映南海北部末次冰期在大幅度降温
、

降湿

的背景下
,

气候存在相对温干和冷湿的交替千年级准周期
,

并首次在南海识别出 氏 而
事件

。

谱分析 的结果
,

发现有 和 的两类 准周期
,

可 能分别 与

事件和 事件相 当 ”。

同一柱状样的占 ’ 曲线在氧同位素 期时也呈现出明显

的波动
,

这些波动事件几乎都可以与格陵兰冰芯的记录相 比
。

如 一 层段占 ’

出现负值高峰
,

盐度下降
,

同时陆源物粒度分析表明风尘减少
,

粘土增多
,

反 映出暖湿气

候与冰芯中 事件 相对应
。

同样道理
,

可以在 柱状样新仙女木期以下岩芯找到

相 当于冰芯中 事件 一 的历次记录
,

说明北大西洋与南海在千年尺度气候变化上的

遥相关
,

‘。 。

千年等级的事件也在南海南部发现
。

最近 一柱状样
“ ‘

,
‘ ,

水深
,

柱长 巧 万年的记录中
,

不仅有新仙女木期的清晰反映
,

碳酸盐含量和

占“ 曲线还分别与北大西洋的 事件和 事件相对比 ,
,

进一步显示
“

亚规道
”

事件在南海的普遍性

除去冰期的千年等级事件外
,

南海也有百年尺度的季风波动记录
。

柱状样全新

世的氧同位素曲线显示 出频繁而强烈的变化
,

波动幅度常达 编
,

甚至 编
。

由于全新

世期间极地冰盖基本稳定
,

占 ’‘ 的波动只能是温度或盐度的变化引起
,

而该站 磷的分析

说明全新世表层海水温度并无明显变化
,

因此占 ’“ 的变化主要反映盐度升降 运用浮游

有孔虫及其同位素分析方法求取表层水古盐度
,

表明全新世该区确有 输 编的波动
,

应

是夏季风盛衰导致降水和河流排水量的变化
,

与全新世地层中所记录的占 ’ 变化同样反

映了夏季风的强弱
。

氧同位素曲线的谱分析结果指示 以及 和 的周期
,

可能是

全新世东亚季风变化的某种规律性

深海沉积作用与突发事件

南海 的沉积学研究 已经取得大量成果
,

而与古海洋学密切相关的深海沉积学研究却

正待开展
。

与上述其它领域一样
,

近年来南海在深海沉积过程
、

沉积速率
、

突然沉积事件

诸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

而深海碳酸盐旋回方面的进展尤为可观 有关南海 巧 万年来的

沉积作用
,

我们在 年前 已有综述
,

归纳过表层沉积
、

浅地层剖面和沉积速率
、

沉积搬运方

面的内容
,

此处不再重复
,

只拟就最近的进展加以补充
。

罗运利
,

孙湘君 南海深海沉积物花粉记录的快速气候波动事件 见本期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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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通且

沉积物捕集器是研究现代过程
、

测定沉积通量的有效手段
,

对于识别季风气候下沉积

作用的季节性更为重要
。

自 年 月起分别在南海北部
“

’
, “

’
,

水深

和中部
‘ , “ , ,

水深 两站位的不同水深处布置时间系列沉

积物捕集器
,

每 巧一 天 自动收集一次
,

对颗粒物质通量
、

组成和来源及其变化进行观

察
,

研究南海生物和生物化学循环及其与季风气候的关系
。

其资料虽尚在陆续发表 中
,

但

已取得重要成果 , 一“ 。

年 月至 年 月的资料揭示
,

南海北部与中部浅水 水深 一 的

平均颗粒物质通量大致相 当 〔 一
·

】多数情况下
,

季风时期的通量高于

季风间期 ,
· 。

颗粒有机碳及 由此估算的生产力同样也在季风时期高
,

季风间期低
。

不

过北部在冬季风
、

中部在夏季风时期增高的趋势更加 明显
,

即中部夏季较高生产力与夏季

风驱动的上升流密切相关 ,
。

这种颗粒物质通量和生产力在季风时期增高的现象
,

在某

种程度上解释了南海在冰期旋回中生产力与季风的关系 ,
。

从颖粒物质组成上看
,

北部颗粒物质主要 由 和岩源物质组成
,

其平均丰度 占整

个通量的 以上 其中岩源物质高值发生在冬季风时期
,

此时珠江径流量最小
,

而且

河流输人的陆源物质在海流作用下主要沿 内陆架向西搬运
,

加上岩源物质以石英和长石

为主明显不同于河流输人的陆源物质
。

据此
,

等提出岩源物质 中大部分属风

源的观点 长风源之外
,

岩源物质在冬季也可能是随海流经 由台湾海峡或巴士海峡进入南

海北部
· 。

南海中部颗粒物质在组成上明显不同于北部
,

以 和生物硅 占优势
。

生物硅平

均含量高出北部 一个数量级 夏
、

冬季风时期分别在越南东南岸外和南海东

南部产生的上升流被认为是造成南海中部硅质生物 硅藻和硅鞭藻为主 通量高的主要原

因
·

“ 。

颗粒物质通量垂 向分布的资料表 明
,

和有机碳通量 随水深而减少是普遍 的现

象
,

与 溶解作用和有机物质的降解作用随水深加强相关
。

但岩源物质和生物硅两

者的通量常常出现相反的趋势
,

深水处的通量显著高于浅水处
,

这在南海 中部最为明显
。

目前把此种现象归因于深部水侧向流动的结果 ,

沉积速率和沉积搬运

根据水深超过 的 个沉积柱状样统计
,

南海末次冰期时的平均沉积速率总量

明显高于冰后期 叭
,

而差异主要在于陆源碎屑物的急剧增加 〔 ,

前人根据少量资料所作南海冰期时沉积速率增加不大的推论 与统计结果不符
。

现代南海

的沉积物来源中
,

北部陆坡的陆源物 比例较南部高得多
,

这也反映在表层沉积物 中来 自陆

地的花粉浓度和输人的有机物含量上 南部陆坡的花粉浓度只及北部的 ,
‘ ,

而来 自

陆地高等植物的有机物含量也 由南向北递增
。

与此相应
,

南海各深海区中以北部陆坡区

的全新世总堆积速率最高
,

平均达
· , ,

南部陆坡区仅
, · , 而

末次冰期时南部陆坡高达 , · , ,

远在北部陆坡 耐
· , 之上

。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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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原因是南部陆坡在冰期低海面时成陆的粪他陆架有大河 古粪他河 注人
,

循公河也直

接流人深海区
,

带来大量的陆源物质
。

表 南海深水区 末次冰期 占 ’“ 期 和全新世 占 ’ 期

的年平均沉积 ‘ · 一 , , 。

详 占 ’

枷
占 ’‘ 犷 毗 嘶

· 一 ’

’ 分期 沉积总量 陆源碎屑沉积量 碳酸盐沉积量 蛋白石沉积量

一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南海的陆源沉积物的源区不限于南海

,

十分可能有外源通过海峡

输人
。

从表层沉积物中花粉分布来看
,

最高浓度出现在台湾海峡及 巴士海峡人 口处
,

向西

南方 向递减
’

而表层沉积物中浮游有孔虫 壳的占 ’
℃值呈同样分

布格局
,

从 巴士海峡区 向西变重
。

两者同样指示有富含营养成分和陆源花粉的水流 自

东北角进人南海
。

同时
,

捕集器记录也显示陆源物通量最高值出现在 月到 月东北方

向冬季风盛行时 说明很可能冬季风将南海以外的富陆源物海流送人本区
,

反映了季

风对南海深海沉积过程的影响
。

微体化石指示沉积搬运作用的又一例证来 自介形虫
。

南海深海表层沉积中常见有陆

架浅海介形虫壳瓣出现
,

此类异地埋葬的壳瓣集中分布在北部陆坡
,

反映有沉积物连带壳

瓣从陆架 向陆坡搬运
。

南海沉积物的顺坡搬运对于深海沉积物分布至关重要 如深海

盆的红粘土与大洋相 比沉积速率高一个数量级
,

其来源便是顺坡搬运作用
,

其中以浊流作

用尤为关键 触发此类搬运作用的机制颇多
,

而海平面变化时造成的搬运最为强烈
,

从南

海 已有资料看
,

约 前曾发生规模巨大的顺坡搬运 同时
,

此类搬运北部较南部

强烈
,

致使北部陆坡上段 的沉积厚度较下段为小
。

南海的顺坡搬运也可以
“

雾状层
”

的

形态发生
,

搬运的沉积颗粒极细
,

并不破坏地层层序
。

南海东北的 站全新世沉积速

率高达
,

最近 航次的钻探又表明该站一百万年来的平均沉积速率保

持在 八 , 的高值
,

远远高于南海陆坡的一般速率
,

推测与此类作用有关 地震剖面

也揭示该站处在一个具深海沉积波特征的堆积体上
,

为高沉积速率创造了条件
。

碳酸盐旋回

深海碳酸盐旋回是南海古海洋学诸多课题 中研究最早
、

应用最广和成果最多的一个
,

有关研究历史
、

溶解作用特征
、

碳酸盐旋回类型及其成因等问题
,

年前曾作过归纳
,

关

于碳酸盐地层学的应用前文也已有过讨论
,

此次只对近年来的进展作简单介绍

南海第四纪古海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

便是其两类不同性质的碳酸盐旋回 溶跃面之

上为
“

大西洋旋 回
” ,

曲线大体与占 ’ 曲线平行 溶跃面之下属
“

太平洋旋 回
” ,

占 ’

第
,

期时几乎与占 ’‘ 曲线相反【, ”
·

’ 。

然而
,

仔细分析碳酸盐溶解作用的各项指标 浮

游有孔虫抗溶种 比例
、

碎壳率
、

底栖有孔虫 比例
、

胶结壳比例等
,

发现这两类旋 回在碳酸

盐溶解作用的变化趋势上并无区别
,

同样反映出
“

太平洋旋回
” ,

只是溶解作用的表现程

度不一
,

在溶跃面 以上影 响较弱
,

而被 陆源物输人 的
“

稀释作用
”

压倒
,

出现
“

大西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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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 ’ 。

这种
“

太平洋型
”

的溶解作用并不简单地随冰期旋回而增减
,

比如在占 ’ 第

期时最强
,

而末次冰消期约 时最弱
。

南沙百余万年的第四纪沉积序列 中
,

同样显示出与太平洋相一致的溶解事件〔 ”
。

包括南海在 内的太平洋碳 酸盐溶解 作 用 变化
,

不仅表现 为上述 方解 石补偿深度

的升降
,

同时也反映为文石补偿深度 相 同趋势的变动
。

分析文石质的翼足

类壳体保存状况
,

发现冰期时的 深逾
,

比全新世 约 深得多【, ,
,

’ 。

由

此可见
,

碳酸盐旋回反映的是整个水柱化学性质的变化
,

影响十分广泛
。

在溶跃面之上 以 表征的碳酸盐旋回主要反映陆源物输人量的变化
,

因而对冰

期旋回中海平面升降具有很高的灵敏度
,

曲线与占 ’ 曲线十分接近
,

不仅可 以用于

冰期旋回中的地层划分
,

而且可以反映亚轨道事件
。

同时
,

在平面里的变化梯度

也与海面升降密切相关
,

如南沙海区不同站位的 与纬度几乎呈线性关系
,

朝南向盆

地边缘递减 而冰期时海面下降
,

其变化梯度显著增加
,

不仅指示了海岸的逼近
,

而且反映

出当时陆地的湿热环境
,

使溶解作用加强
。

总之
,

南海碳酸盐含量的垂向和横 向变化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环境信息
,

并且涉及大

洋环流和全球碳循环的重大问题
,

巫待进一步深人研究和专文评述
。

微玻陨石与火山活动

南海深海地层突发性事件的记录有微玻 陨石和火山灰
。

微玻陨石首先发现于

柱
,

接 着 也 见 于
“ ‘ , ‘ ,

水 深
,

柱 长 和
‘ , “ ‘ ,

水深
,

井深 两柱 , 。

根据 站古地磁和氧同位

素分析资料
,

微玻陨石丰度的高值峰位于 占 ’ 界线附近
,

其沉积的年代要早于布

容 松山界线的年龄 南海的微玻陨石是 发生的地外物体撞

击事件的产物
,

撞击事件所造成的澳一亚群玻 陨石散落区面积 占全球的 左右
。

这次

撞击事件对环境的影响至今 尚不十分清楚
,

但其产物 玻 陨石 广泛地分布在西太平洋
、

印

度洋和澳大利亚
、

东南亚及我国黄土中
,

是确定所在沉积物年代和地层对比的可靠标志
。

南海东缘以琉球一台湾一菲律宾火山地震带为邻
,

南侧有印尼翼他火山地震带 因而
,

在南海深海沉积中广泛分布火山灰
,

在硅质物质中尤 占重要地位
。

如对中部 一

柱
‘ , “ ‘ ,

水深 长的柱状样作硅质颗粒分析
,

在 个样

品中都含有火山灰
,

其中 样品中火山灰含量大于
,

样品中大于
。

目前

已经在南海晚第四纪沉积中发现了若干火山灰层 ’
·

‘, ,

但总的来说
,

对火山灰层 的数

量
、

层序及其各 自的物理
、

化学特征尚不十分清楚
,

有待大力开展研究
。

火山灰对环境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

菲律宾 巧 在 年 月 巧 日发生

本世纪最大的火山爆发之一
,

降落的火山灰呈扇形分布在整个南海中部海底
,

面积达

万平 方公 里
,

其厚 度在 菲律宾岸外 海 区大 于
。

南海 中部距火 山 之 远水深

和 的两个沉积物捕获集器
,

在爆发后 的 天 内就接收到火 山灰
。

据统计
,

乙
, 】 司 化

几

王汝建和王吉良面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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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灰通量是火山爆发前颗粒物质总通量 的 一 倍 火山灰在该站位的堆积率达
, ’ 。

如此大量 的火山灰降落对南海环境的影响
,

正是在跟踪调查 的一个课题

据南海 中部捕集器的资料
,

火山爆发后 年 月至 年 月
,

生物蛋 白石的通量 比

火 山爆发前 明显增加
,

性物蛋 白石值下降 但之后这个指标又恢复到火山爆发前

的水平
。

由于不清楚南海生物蛋 白石 的正常背景值
,

很难断定这些变化是 由火山灰造

成 的
,

或者是在 自然变化范围之 内
。

然而
,

火 山爆发对南海东部地区的底栖有孔虫却是

灾难性的
,

造成集 群死亡
。

火 山爆发 年后 的跟踪调查表明
,

该 区底栖有孔虫群落结构

远没有恢复火 山爆发前 的原貌
。

航次在各个钻孔 中都发现 了许多火 山灰

层
,

查明火 山爆发对生物和沉积的影响无疑在南海第 四纪古海洋学研究 中有重大意义
。

结语

以上试图从几个主要方面
,

对南海古海洋学在近年来的进展作一综述 在古环境研

究 向地球系统科学迈进的世纪之交
,

将地球表面各大圈层联系起来探讨内在关系的要求

日益迫切
,

而在我国的第 四纪研究中
,

海洋
、

特别是深海部分还只是个
“

新兵
” 。

我们为取

得的进展而高兴
,

但是更为重大的差距而焦虑 目前
,

南海的古海洋学研究的洪炉已经升

温
,

新世纪初应 当是生出突破性成果的时期
。

展望下一步的工作
,

至少可以指出几个值得

特殊注意的方向
。

海陆对比和相互作用
,

是南海古环境研究的优势和重点
。

要从海
、

陆事件序列的

简单 比较
,

在高分辨率年代学基础上推进到事件的超前滞后和因果关系上来 从现象描述

推进到机理探索上来

三维空间的古海洋学探索
,

是揭示深层次古环境变化机理的重要途径
。

上层海

水结构的研究
,

可 以 回答单靠表层海水温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深部海水历史 与表层的藕

合
,

将能开拓研究长周期
、

大范围变化机制的新领域

要 突出低纬度边缘海的特色
,

从全球的高度探讨南海第 四纪古海洋学的问题
。

南海是界于 当今世界最大的大陆与大洋间最大的一个边缘海
,

其南北又分属
“

西太平洋暖

池
”

区和亚热带海 区
,

在全球气候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
。

南海的古环境研究面临着许多全

球性的课题
。

只有
“

立足南海
,

放眼世界
” ,

才能由小见大
、

击中要害
。

不能局 限于晚第四纪的研究
,

应 当向更早的地层序列推进 目前南海古海洋学

绝大部分成果 出 自晚第四纪
,

随着大洋钻探样 品的取得
,

可以追踪更早时期的古环境历

史
,

进而探讨构造与气候关系一类的重大问题
。

致谢 本文承剪知滔提供资料和宝贵意见
,

孙湘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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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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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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