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可能是吸附在氧化铁上的 P u ,

在还原过程中

(三价铁变成二价铁 )被释放出来
。

这种过程与

沉积物从水中吸附 P u
相比是次要的

,

但说明

有 P u
的重动

。

实践得知
,

间隙水中元素包括

P u 同位 素的研究对于了解成岩作用是有重要

意义的
。

V H I
.

几点结论和看法

V ll l
.

1
.

海水中的 P u 主要以溶解形式存

在
,

包括三
、

四
、

五
、

六 4个价态
,

颗粒态是很少

的
,

因此滞留时间较长
,

约为 4 00 ~ 6 0 0 a 。

V H I
.

2
.

太平洋广阔海区的水体中存在一

个亚表层高 P u
值

。

同时
,

在北太平洋底部也

有一个高 P u
值

,

这与 P u 的性质和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有关
。

V H I
.

3
.

近岸沉积物中
,

同时存在 P u
的沉

积和溶解过程
,

但前者是主要的
。
沉积物存有

P u 的重动现象
,

主要是通过间隙水来实现的
。

vi H
.

4
.

某些海区 (圣巴巴拉 ) 沉积物中的

高 P u
值来自海洋上升流的携带和搬运

,

而不

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河流搬运
、

大气沉降
、

风成搬

运和陆源物质
。

v n l
.

5
.

间隙水和底层水的 P u
浓度分布

以及氧化还原形式的研究
,

对阐明 P u 的运动

特性
,

重动现象和机制以及成岩作用都是很重

要的
。

V ll l
.

6
.

根据过去经验
,

今后研究 P u
时

,

最好与多元素和多同位素相结合进行
,

这样可

以从多方面 深化 P u
的特性研究

。

同时
,

也必

须辅以水文
、

生物
、

沉积和地球化学等方面的调

查资料
,

这样才能正确解释 P u 的各种分布 曲

线和影响分布的真实机制
。

长期以来
,

为什么

科学家对 P u
有否重动现象一直存在不同的意

见
,

原 因就是缺乏其它相辅的有关资料
。

v H I
.

7
.

河口 以及 P u
废物排放区

,

包括

核试区是今后深化 P u
化学研究的 良好 场 所

,

一方面
,

在这些区域 P u
浓度高

,
易于测定 ; 另

一方面
,

这 些区域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和沉积过

程更为复杂和吏具有典型性
,

有利于对 P u
的

深人了解
。

尤其是研究间隙水中 P u 的化学时
,

这些区域是最好的天然实验室
。

参考文献 (略 )

胶州湾沿岸河流及其地质作用
*

刘福寿 王摇洋

~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6 60 0 3 )

1
.

河流基本特征

胶州湾沿岸人海河流主要有龙泉河
、

潜汉

河
、

岛耳河
、

洋河
、

南胶莱河
、

桃源河
、

大沽河
、

洪

江河
、

墨水河
、

白沙河
、

.

李村河及辛安河等 (图

略 )
o

河流水文资料见表 1 、 2 。

n
.

河流地质作用

人海河流的现代河床
,

多为砂质沉积 ;河谷

平原多为亚粘土和亚砂土沉积
,

厚度不一
,

最厚

达 2 0 m 左右
。

11
.

1
.

河间平原及其含水层

n
.

1
.

1
.

大 沽河河间平原主要发育于西岸
,

冲积层厚度 10 ~ 20 m
。

有较丰富的孔隙水
。

含

水层 由细砂
、

中砂及粗砂砾组成
,

埋深约 4 ~

l o m
。

含水层底板皆为 白至系安山岩
。

涌水量

1 0 o o o t / d 一 2 0 o 0 0 t / d
,

均属低矿化度淡水
,

见

表 3 。

大沽河中下游冲洪积砂砾层具有巨大的容

*
高仰同志帮助绘图

,

特此致谢
。

海洋科学
,

「

19 9 2 年 1
、

月
,

第 l 期



表 1 多年流量统计

平均

流量

流域

面积

长度
口叫脚

10 l 2

( m ,

/
s ) }( k m

,

) ! ( k m )

1
.

7 8 0

4
。

0 3 6

8 7
。

2

8 82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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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石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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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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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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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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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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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6

6
.

7 5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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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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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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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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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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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0 2 3

0
。

3斗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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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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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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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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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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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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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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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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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8

2
。

9 3

0
。

9 7 3

l
。

0 10

2
.

1 9 5

1 1
。

8
.

0
。

5 1

0
。

7 0

0
。

0 4 7

0
。

3 4 9

0
。

6 7 5

5
。

8 1

0
。

1 2 3

0
。

0 7

0 ::::
2 0 2

.

9

10 8

1 7 9
。

0

4 2
。

3

3 5

表 2 多年悬浮质输沙率
、

输沙量统计

9 1 1 0 1 1

年输

沙量

( 10 4`
乏

资料年限

淤
`,n甘

仁南胶莱河 }
“

·

013 …
: 大 沽 河 }

”
.06

,

…
墨 水 河

}
0

!
白 沙 河

}几…
李 村 河

{
0

}

0
。

0 6 3

0
。

0 2 0

0
。

1 12

0

0
。

0 3 7

0
。

0 4 0

0
。

2 4 1

0

0
.

3 9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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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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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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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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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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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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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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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7{1 9 5 2~ 1 9 7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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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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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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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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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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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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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2 1
.

6 1 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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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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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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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

5 1

0 }0
。

0 0 3 3
。

7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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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3 6
。

1 4 0
.

0 7 ! 0
.

0 6 2
。

94

19 7 0~ 1 9 7 5

1 9 6 3~ 1 9 6 7

1 9 7 1~ 1 9 7 5

1 9 7 6
、 1 9 7 8

1 9 7 9

表 3 胶州湾主要河流谷地中下游第四系结构

河河 名名 第四系厚度 ( m ))) 主要成因因 含 水 层层

一一一般 /最大大 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层层层层层次次 顶板埋深深 总厚度 ( m ))) 主要岩性性

((((((((((( m ))) 一般 /最大大大

大大沽河河 2 0土土 Q母lQ引
一 口口 2~ 333 5~ 1 000 6~ 1 333 细

、

中
、

粗砂砾石石

洋洋 河河 15~ 2 0 / 2 888 Q护Q r
一 口口 2~ 333 4~ 555 2 , 6 / 1222 中

、

细
、

粗砂砾石石
11111111111 0~ 15555555

白白沙河河 < 2 555 Q母III l~ 222 2~ 444 2~ 7 / 1222 粗砂砾石石

. 口口口 .

..............lesl卜......

水空间
,

地下水储存资源达 3 X 10 气 以上
。

据

南村站 1 9 81 ~ 1 9 8 5 年观察资料
,

大沽河年径流

量 5
·

7 8 X l心
,
m

, 。

H
.

1
.

2
.

城阳河与白沙河之间的河成一级阶

地
,

组成河间平原
。

组成物质为亚砂土
、

亚粘土

及砂砾石 等
,

厚度一般在 8 ~ 10 m (图 1 )
。

百沙河支流源头河多弯曲
,

上游分支成鸡

足形
,

中下游狭长
,

成葫芦形
,

地表及地下水汇

集成较丰富的地下水区
。

据 电探测知 田 ,

第 4

层在富水性古河道范围内
,

主要是粗砂与亚粘

土互层
,

砂层总厚度达 10 m 左右
,

钻探也表明
,

古河道范围比现代河床大
,

含水层 3 ~ 5 层
,

总

厚度超过 14 m
,

单孔涌水量 2 0 0 0 ~ 2 4 o o t / d
,

水质好
,

是新开发的开山水源地
。

其它河流谷地冲
一

海积层的井 (孔 ) 资料见

表 4 。

n
.

2
.

河流泥沙对胶州湾的填充作用

由于人海河流的不断供沙
,

胶州湾近岸堆 口口月

2 6 M A R I N E
`

S C I E N心 E S
,

N o
.

l
,

J a n
. ,

1 9 9 2



{以宜

鉴 一 胜 U

口
:

口
2

黝
3

口
`

图 1 墨水河
、

白沙河河间平原地质剖面
1

.

白奎纪安山岩 ; 2
.

含砾沙土 乡
`

3
.

沙质粘土 ; 4
.

亚沙土

表 4 胶州湾沿岸山间河流谷地冲
一

海积层井 (孔 )资料①

位 置
井深

( m ) 主要岩性
板埋
( m )

板埋深
( m )

厚度
( m )

涌水星

( m ,

f d )

推算涌水址

( m ,
/ d )

2 14 7
。

9 9

5 0 7
。

2 6

2 5 4
。

8 8

3 24
。

0 0

4 7 5
。

2 0

1 9 4
。

0 5

2 5 3 7
。

3 0

18 3
.

8 0

1 0 4 7
。

8 0

5 0 7 9
。

7 0

八URno
,̀曰、JnU`.二曰,八“O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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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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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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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底一l!2--

水一|||引
I

JJ I

J
I

l/
晚
|
. 1

一深一

胶南宋家屯东

唠山李村西南

唠山晓翁村东

即墨京口

唠山流亭

唠山大北曲

1 1
。

0 0 粗砂砾石

中粗砂砾石

粗砂砾石

砂

砂砾石

砂

5
。

0 0

2
。

0 0

9
。

3 5

6
一

2 5

二U八Uō乙
.djl,1二八OUU,IJ心

…:
孟,

..人目矛
月.ù,曰

吸几. .二,曰
. .二

① 据山东省海岸带调查报告
。

. , , . .

积地貌比较发育
,

分述如下 ;

.

H
.

2
.

l
.

海积平原 主要分布在河流下游及

小海湾内
,

其中大沽河平原范围最大
,

地貌形态

单调
、

低平
,

近河口区尤其典型
,

有的地方尚未

脱盐
,

形成盐碱地
。

、

H
.

.2 2 海滩
.

由于动力条件不同
,

其地貌

形态和沉积物等有其自身的特征
。

如黄岛的砾

石摊坡度较陡
,

磨圆度不好 ;大窑至法家圆的砾

石滩坡度小
,

磨圆度好
,

表明
,

前者为波浪作用

强
,

后者波浪作用弱
。

H
.

2
.

3
.

潮滩 胶州湾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波

浪作用很弱
,

形成以潮汐作用为 主的潮滩堆积
。

大沽河 口潮滩最宽达 7份 8 k m
,

坡降小于 l痴
,

主要由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组成
。

沧 口潮

摊
,

据实测
【2] ,

宽度 1 1 6 Om
,

坡降 L g痴
,

近岸
Z o

om 为粉砂淤泥带 ; 2 00 一 3 0 o m 是淤泥质粉砂

带 ; 3 0 0一 5 0 0 m 物质较粗 ; 5 2 o m 至低潮线属粗

粒物质沉积带
,

发育较好的波痕
,

表层 3c0 m 以

内为化肥厂的排泄物形成的
“

白滩
” 。

海洋科学
,

.

1 992 年
.

1 月
,

第
,

1 期
.

11
.

2
.

4
.

沿岸堤 沿岸堤不甚发育
,

仅东大

洋
、

西大洋村前的小湾中有宽度 50 ~ 70 m 的岸

堤
,

主要物质为中粗砂及细砂砾组成
。

11
.

2
.

5
.

淤涨型粉砂淤泥质海岸 红石崖 ~

阴岛宿流一线以西
,

河流供砂丰富
,

海岸不断升

涨
,

形成宽广平坦的平原
。

近海生长盐篙
,

近陆

多为芦苇和茅草
,

是典型的沼泽地
。

. ,

n
.

2
.

6
.

填充型河 口湾 阴岛东大山至娄山

一带
,

为小断陷盆地形成的狭长海湾
。
墨水河

、

洪江河
、

白沙河携带的泥砂淤积湾内
,

目前除沧

口水道北端较深外
,

其余均成为潮间浅滩
,

为典

型的填充型河口 海岸
。

11
.

2
.

7
.

三角洲 胶州湾 内人海河流并未形

成典型的三角洲
。

在李村河 口
,

只有 Zm 等深

线呈现向海突出的弧形
,

构成三角洲形态
,

范围

有限
。

大沽河与南胶莱河
.

河 口等深线基本与岸线

形态一致
。

但沉积物粒度及沉积物类型绕河口

呈弧形变化
,

称
“

隐三角洲
” 。



11 1
.

结论

H l
.

1 人湾河流大部分在 S N 向
、

E w 向

断裂构造基础上发育成目前的形态
,

其流向与

地形的变化相一致
。

n l
·

2
.

大沽河
、

墨水河与白沙河中上游古河

道
,

普遍埋藏冲
一
洪积成因的多层砂砾石层

,

是

青岛地区的主要地下水水源地
。

n l
.

3
.

大沽河 中下游第四 系冲
一

洪 积 砂砾

层
,

具有巨大的容水空间
,

地下水储存大于 3 x

105 时 可选择适当河段修建地下坝墙
,

阻止海水

内浸
,

提高蓄水能力
。

11 1
.

4
.

胶州湾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

但全市排

人垃圾达 1 00 x l少 t /
。闭 ,

胶州湾水域面积逐渐

减少
,

严重影响自然生态平衡
。

参考文献

郑继民
, 1 , 8 ,

。
青岛及岚山港区古河道的地质研究

。

黄

渤海海洋
、

2 : 46 ~ 51
。

王文海等
, 19 8 2

。

胶州湾的泥沙来源及其自然沉积速

率
。

海岸工程 1 : 5 3~ , 0
0

1

, .J, JJ,几2
r.L口
.

.L

牙齿在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的意义

杨雪梅 董金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

户 . 口

海洋中的哺乳动物
,

除鲸 目 (含齿鲸亚 目和

须鲸亚目 )仅部分具有牙齿外
,

其它种类
,

包括

海牛目
、

鳍脚目和食肉 目中的海獭
,

都具有牙

齿
。
因为牙齿重量轻

、

体积小
、

性质稳定
、

便

于携带和保管
,

更重要的是它们包含许多特有

的信息
,

是身躯的其它组织不具备的
。

为此
,

牙齿研究已成为海洋哺乳动物 研 究 的 重要内

容
。

1
.

牙齿重量是种群密度变化的指标

之一

对 阿拉斯加圣保罗岛的海狗 ( C a l l o r h i n , :

ur : `。 us ) 长达 36 a 的观察发现
,

这期间海狗的
`

数量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上升和两次 急剧 的 下

降
。

在种群密度比较小时
,

牙齿的重量比较大
,

与此相应
,

体长
、

体重也增加
,

而死亡率
、

觅食时

间和疾病发生率减少 ;同时
,

成年母兽的怀孕率

开始上升
。

由于牙齿的大小与体长的指数关系

不受分类界限的影响
,

所以可用牙齿的重量简

单而有效地分析各类种群的密度制约 性变 化
,

推测其动态水平山 。

H : 牙齿的形状可用来鉴别动物的雌

雄

加利福尼亚海狮 ( z a l o夕人u s c a l i f o r 。 `a o u s
)

的犬齿终生存在
,

但形状不同
。

L o w r y 通过详

尽的研究
,

总结出两个公式
:

上犬齿
: S

`

~ 0
.

3 3 7 6 3 x
+ 0

.

6 7 7 5 2 y

一 1 7
.

2 0 2 5 4 ( 1 )

下犬齿
: S ~ 0

.

3 0 2 4 0 x 十 0
.

5 9 7 2 0 y

一 1 5
.

9 15 8 8 ( 2 )

其中
x

~ 牙根宽 y ~ 牙冠长
。

如果上犬

齿的 S > 一 0
.

3 l’ 7 0 7 ,

下犬齿的 S> 一 0
.

8 5 4 7 5
,

那么是雄性
,

杏则就是雌性
。

在不知性别的前

提下
,

用这一方法鉴别了 ” 只雄海狮和 49 只

雌海狮
,

正确率达 100 %
。

.

特别是对软组织已被
、

破坏的个体
,

应用牙齿进行研究就更有意义
「幻 。

H l
.

牙齿中的轮纹可以准确鉴定个

体的年龄

自 19 世纪末发现海洋哺乳动物的牙齿中

存在层状结构
,

并从 1 9 5 8 年开始采用以牙齿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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