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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南海西北部１９８个表层沉积物的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研究了沉积物常

量元素的含量分布 特 征、富 集 程 度 和 粒 度 效 应。结 果 显 示，沉 积 物 的 常 量 元 素 以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含量较高，平均值分别为４５．９％、８．５３％、１６．７％，其中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代表了陆

源碎屑组分，ＣａＯ代表了生物碎屑组分。陆架区具有较高的ＳｉＯ２ 含量，陆坡区具有较高

的Ａｌ２Ｏ３、ＣａＯ含量，但是，Ａｌ２Ｏ３ 的高含量在深水下陆坡区，而ＣａＯ的 高 含 量 在 上 陆 坡

岛礁区。总体上，常量元素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ＭｇＯ、Ｎａ２Ｏ、ＴｉＯ２ 与Ａｌ２Ｏ３ 具 有 相 似 的 含 量 分

布特征，指示细粒组分的吸附作用；而ＳｉＯ２、ＣａＯ与Ａｌ２Ｏ３ 呈相反的分布特征以及负相关

关系，反映了沉积物的常量元素受到石英矿物和碳酸盐矿物的稀释作用。大部分元素的

富集因子介于１～２之间，富集特征不明显，表明碎屑物质主要为地壳来源，仅ＣａＯ、ＭｎＯ
出现较高的富集因子，指示陆坡区生物富集作用和深水陆坡区化学沉积作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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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作为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具有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构造环境，其陆架和陆坡广

泛分布的沉积盆地接受了周缘大陆和岛屿供应的

大量碎屑物质，形成了快速的沉积物堆积，记录了

南海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信息［１－３］。近年来，
关于南海现代沉积过程的探讨已成为南海地质研

究的热点之一，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南海的北部

和东北部，并且较为深入的分析了现今和晚新生

代以来南 海 东 北 部 沉 积 物 来 源 的 演 化 过 程［４－８］。
但是，对于南海西北部沉积物的研究相对缺乏，制
约了对整个南海北部沉积物来源、输送和沉积过

程的认识。通过对南海西北部表层沉积物的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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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化学组成分析，探讨了沉积物的常量元素地

球化学特征，进而分析了沉积作用和沉积环境对

沉积物化学组成的影响。

１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区位于 南 海 西 北 部（图１），包 括 海 南 岛

周缘主要陆架区、西沙海槽和西沙群岛邻近海域。
本次研究的 样 品 为 广 州 海 洋 地 质 调 查 局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在南海开展１∶１００万海南岛幅海洋区域

地质调查时获取的表层沉积物，主要取样设备为

箱式 和 抓 斗。样 品 水 深 分 布 范 围 为２４～３　４５５
ｍ，其中１０３件位于陆架区，９５件位于陆坡区。依

据Ｆｏｌｋ沉积物分类法，主要沉 积 物 类 型 为 粉 砂、
砂质粉砂、含砾泥质砂和含砾泥，而砂、粉砂和泥

的分布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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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沉积物样品经１１０℃烘干后，研磨至粉末状，
以备常 量 元 素 分 析。ＳｉＯ２ 采 用 重 量 法，样 品 用

Ｎａ２ＣＯ３ 熔融，ＨＣｌ浸取，再经 ＨＦ、Ｈ２ＳＯ４ 处理，
使Ｓｉ以ＳｉＦ４ 形式除去，再灼烧称重，处理前后重

量之差为沉淀中的ＳｉＯ２ 量。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ＣａＯ、

ＭｇＯ、Ｋ２Ｏ、Ｎａ２Ｏ、ＭｎＯ、Ｐ２Ｏ５、ＴｉＯ２ 等 氧 化 物 以

ＨＮＯ３、ＨＣｌＯ４、ＨＦ　３酸 溶 解，最 后 以 ＨＣｌ提 取，
制成酸度１０％的试液，采用美国ＰＥ公司ｏｐｔｉｍａ
４３００ＤＶ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进行

测试。烧失量采用 重 量 法，取 试 样 在１　０００℃灼

烧至恒重，灼烧减少的量为烧失量；碳酸钙分析，
用 ＥＤＴＡ 标 准 溶 液 滴 定；有 机 碳 分 析，采 用

Ｋ２Ｃｒ２Ｏ７ 法，在加热条件下将样 品 中 有 机 碳 氧 化

成ＣＯ２，剩 余 的 Ｋ２Ｃｒ２Ｏ７ 用Ｆｅ２ＳＯ４ 标 准 溶 液 回

滴，按照Ｋ２Ｃｒ２Ｏ７ 的 消 耗 量，计 算 样 品 中 有 机 碳

的含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常量元素含量分布特征

沉积物常量元素的主要组分为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三者的平均含量占常量元素总量的７０％以

上。ＳｉＯ２ 含量变化范围为６．５９％～８４．１％，平均

４５．９％，陆架区、陆 坡 区ＳｉＯ２ 含 量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５９．５％、３１．１％，从 陆 架 到 陆 坡 其 含 量 有 逐 渐

变小的趋势，西沙群岛邻近海域含量最低（图２）。

Ａｌ２Ｏ３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为１．５４％～１７．２％，平 均

８．５３％，陆架区、陆 坡 区 Ａｌ２Ｏ３ 含 量 平 均 值 分 别

为８．７５％、８．３１％，总 体 上 由 陆 架 向 陆 坡Ａｌ２Ｏ３

图２　表层沉积物ＳｉＯ２ 含量分布特征（％）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Ｏ２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含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最高值区位于调查区西

北部的近岸陆架区，为泥质沉积物堆积区，低值区

位于西沙群岛海域。另外，海南岛东、西两侧陆架

表层沉积物的Ａｌ２Ｏ３ 含量明显不同，东部陆架区

Ａｌ２Ｏ３ 含量明显较西部低，东部陆架的大部 分 区

域表层沉积物 的 Ａｌ２Ｏ３ 含 量 介 于６％～１０％，西

部陆架的大 部 分 区 域 表 层 沉 积 物 的 Ａｌ２Ｏ３ 含 量

介于１０％～１４％（图３）。ＣａＯ含 量 变 化 范 围 为

１．４９％～４６．８％，平均值为１６．７％，陆架区、陆坡

区ＣａＣＯ３ 含 量 平 均 值 分 别 为１６．８％、４２．３％。

ＣａＯ含量的高值区位于西沙海台区，中心区域的

ＣａＯ含量高于３５％；而低值区位于海南岛沿岸的

浅水陆架区，从陆架区到陆坡区ＣａＯ含量均有逐

渐增大的趋势，东南部深水下陆坡沉积物的ＣａＯ
含量又降低（图４）。ＣａＯ绝大部分以碳酸盐形式

构成了钙质生物碎屑的主体，因此，作为碳酸盐主

要成分的ＣａＣＯ３，其含量分布情况与ＣａＯ分布特

征相一致。

图３　表层沉积物Ａｌ２Ｏ３ 含量分布特征（％）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２Ｏ３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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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表层沉积物ＣａＣＯ３含量等值线（％）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ＣＯ３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ｅ２Ｏ３ 含量变 化 范 围 为０．５８％～７．７１％，平

均４．２６％；ＴｉＯ２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为 ０．０７％ ～
０．８８％，平 均０．４３％。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 含 量 分 布 特

征与Ａｌ２Ｏ３ 十分相似，即由陆架向陆坡含量呈逐

渐增加，高值区位于调查区西北部的近岸陆架区，
低值区位于西沙群岛海域（图５ａ、ｂ）。

沉积 物 中 ＭｇＯ、Ｋ２Ｏ、Ｎａ２Ｏ的 含 量 较 低，平

均值分别为１．８１％、１．９０％、１．８１％，总体分布特

征也相似，由陆架向陆坡含量逐渐增高，西部陆架

较东部陆架高，最高值位于调查区西北部的近岸

陆架区，低值区位于西沙群岛海域（图５ｃ、ｄ、ｅ）。

ＭｎＯ含量 变 化 范 围 为０．０１％～２．１２％，平

均值为０．２６％，陆架区、陆坡区 ＭｎＯ含量平均值

分别为０．０６％、０．４７％；陆架区 ＭｎＯ含量明显低

于陆坡区，从陆架区到陆坡区含量增大趋势明显，
陆架区 ＭｎＯ含量基本上小于０．１％，西沙群岛海

域沉积 物 ＭｎＯ含 量 也 较 低，多 数 介 于０．１％～
０．２％，而东南部深水区 ＭｎＯ含量大于０．８％，富
集特征明显（图５ｆ）。

Ｐ２Ｏ５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为０．０３％～０．１８％，平

均值为０．１１％，陆架区、陆坡区Ｐ２Ｏ５ 含量平均值

分别 为０．１０％、０．１１％。总 体 上，从 陆 架 区 到 陆

坡区Ｐ２Ｏ５ 含量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图５ｇ）。

有 机 碳 （Ｏｒｇ．Ｃ）变 化 范 围 为 ０．１１％ ～
１．５５％，平均值为０．５４％，陆架区、陆坡区平均值

分别为０．４５％、０．６４％，从 陆 架 区 到 陆 坡 区 其 含

量略微增 大（图５ｈ）。陆 架 区 有 机 碳 含 量 总 体 上

介于０．４％～０．８％之间，且近岸陆架区域由于水

浅和水动力条件较强，不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其有

机碳 含 量 更 低。烧 失 量 变 化 范 围 为４．３４％～
４１．８％，平均值为１８．３％，陆架区、陆坡区平均值

分别为１１．７％、２５．４％，从 陆 架 到 陆 坡 其 含 量 有

逐渐增大的趋势。

２．２　元素富集特征及粒度效应

沉积物中某一元素相对于地壳元素丰度的富

集 因 子 （ＥＦ）定 义 为：ＥＦ＝ （Ｅ／Ａｌ）沉 积 物／（Ｅ／

Ａｌ）地 壳，如果ＥＦ值接近于１，则该元素为地 壳 来

源；如果ＥＦ＞１０，则该元素为非地壳来源。研究

区 沉 积 物 的 常 量 元 素 富 集 因 子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ＳｉＯ２（１．３９）、ＣａＯ（１１．２）、Ｆｅ２Ｏ３（１．７９）、ＭｇＯ
（１．５２）、Ｋ２Ｏ（１．３１）、Ｎａ２Ｏ（１．０８）、ＭｎＯ（４．１３）、

Ｐ２Ｏ５（１．４２）、ＴｉＯ２（１．２４），大 部 分 元 素 的 富 集 因

子介于１～２之间，富集特征不明显，表明碎屑物

质主要为地壳来源。ＣａＯ、ＭｎＯ　２个元素的富集

因子相对较高，而且它们在陆架区和陆坡区差别

明显，陆架区ＣａＯ、ＭｎＯ的富集因子平均值分别

为５．９５、１．１６，而 在 陆 坡 区 它 们 分 别 为１１．２、

７．３９，陆坡区沉积物中ＣａＯ、ＭｎＯ富集程度更高。
在陆架和陆坡的不同水深区域，沉积物的常量元

素富集 程 度 同 样 存 在 差 异。由 图６可 见，ＣａＯ、

ＭｎＯ含量在不同水深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外陆架

（水 深 介 于１００～２００ｍ）沉 积 物 中ＣａＯ含 量 较

高，平均值达到了１２．８％，远高于０～５０ｍ和５０
～１００ｍ区域的内陆架，它们的ＣａＯ含量平均值

分别 为７．６％和７．０％，而 沉 积 物 的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含量则在内 陆 架 区 较 高。陆 破 区ＣａＯ含 量 最 高

的水深范围为２００～５００ｍ区域，随着水深增加，

ＣａＯ含量逐渐减小，说明钙质生物最活跃的区域

为上陆坡，尤其研究区的西沙群岛岛礁区，生物勃

发，沉积物具 有 非 常 高 的ＣａＯ含 量。另 外，陆 坡

区 ＭｎＯ含量随着水深增加其富集程度快速的升

高，在水深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ｍ区域沉积物 ＭｎＯ平

均值是上地壳的１０倍，而水深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区

域沉积物 ＭｎＯ平均值是上地壳的２．３倍。
元素的粒度效应指的是沉积物中化学元素含

量随粒度变化而变化的特征，基本上存在３种模

式：①绝大部分元素的含量随沉积物粒度变细而

升高；②部分元素的含量随沉积物粒度变细而降

低；③个别元素的含量随沉积物粒度变细先升后

降，在中等粒度的粉砂中出现 含 量 的 极 大 值［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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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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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水深区域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的

上地壳标准化（上地壳数据来源于文献［９］）

Ｆｉｇ．６　ＵＣＣ－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图７展示了研究区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随粒度变

化 的 二 元 图。沉 积 物 的 Ａｌ２Ｏ３、Ｋ２Ｏ、ＭｇＯ、

Ｎａ２Ｏ、Ｐ２Ｏ５、ＴｉＯ２ 含 量 随 平 均 粒 径 Φ值 的 增 大

而增加，即含量随沉积物粒度变细而升高，表现出

粒度效应的第１种 模 式；沉 积 物 的ＳｉＯ２、ＣａＯ含

量随平均粒径Φ值的增大而减小，即随沉积物粒

度变细而降低，表现出粒度效应的第２种模式。

　　元素之所以受粒度控制，与沉积物粒度组成

的端元组分有关。细的黏土粒级除其本身富含一

定的元素外，还因黏土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吸

附部 分 元 素 一 起 沉 淀，表 现 为 被 吸 附 元 素 与

Ａｌ２Ｏ３ 具 有 十 分 相 似 的 分 布 特 征，如 调 查 区 的

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ＭｇＯ、Ｎａ２Ｏ、ＴｉＯ２。而 沉 积 物 粗 粒

组分，以 抗 风 化 能 力 强 的 石 英 居 多，化 学 成 分 以

ＳｉＯ２ 占 有 绝 对 的 比 重，其 他 元 素 的 含 量 就 低，故

Ｓｉ是许多元素的“稀释剂”。另外，在近海或浅海

环境，生物贝壳或者有孔虫砂等也是沉积物粗粒

的重要构成，这些生物碎屑的化学成分为ＣａＣＯ３，
其他成分含量 很 低，也 是 一 种“稀 释 剂”。而 常 量

元素 ＭｎＯ不表现随沉积物粒度变化的趋势。因

此，南海西北部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与粒度

之间的变化关系，基本反映了黏土矿物的吸附作

用、石英矿物和碳酸钙的稀释作用。

图７　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与平均粒径相关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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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相关分析与沉积环境分区

沉积物的元素地球化学组成受物质 来 源、粒

度、沉积作用、沉积环境和成岩作用等多种因素的

控制［１１－１４］。通过对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的相关分

析，结合其分布特征，探讨南海西北部表层沉积物

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组成的控制因素。沉积物常量

元素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Ｆｅ２Ｏ３ Ｍｇ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ＭｎＯ　 Ｐ２Ｏ５ ＴｉＯ２ ＣａＣＯ３

ＳｉＯ２ １．００

Ａｌ２Ｏ３ ０．２３　 １．００

ＣａＯ －０．９４ －０．５２　 １．００

Ｆｅ２Ｏ３ －０．０５　 ０．６５ －０．１７　 １．００

ＭｇＯ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７６　 １．００

Ｋ２Ｏ　 ０．４４　 ０．８３ －０．６９　 ０．４２　 ０．４０　 １．００

Ｎａ２Ｏ －０．５６　 ０．５５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２７　 １．００

ＭｎＯ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６９　 １．００

Ｐ２Ｏ５ －０．２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５３　 ０．３０　 １．００

ＴｉＯ２ ０．５３　 ０．８９ －０．７４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８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５　 １．００

Ｏｒｇ．Ｃ －０．３７　 ０．５４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７３　 ０．３５　 ０．５１　 ０．３１

ＣａＣＯ３ －０．９４ －０．５３　 １．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７０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７５　 １．００

烧失量 －０．９８ －０．３６　 ０．９８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５８　 ０．４７　 ０．３３　 ０．１４ －０．６５　 ０．９８

　　相关分析 显 示，ＳｉＯ２ 与Ｆｅ２Ｏ３、ＭｇＯ、Ｎａ２Ｏ、

ＴｉＯ２、ＭｎＯ、Ｐ２Ｏ５、ＣａＯ、ＣａＣＯ３、Ｏｒｇ．Ｃ均呈负相

关关系，说明ＳｉＯ２ 的主要赋存矿物相基本不含这

些元素组分，以 石 英 矿 物 为 主。沉 积 物 的 Ａｌ２Ｏ３
与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ＴｉＯ２ 呈现良好的正相关关

系，而Ａｌ２Ｏ３ 是化学风化产物富铝硅酸盐的主要

成分，风 化 过 程 中 淋 漓 出 来 的 Ｆｅ３＋、Ｋ＋、Ｎａ＋、

Ｔｉ　４＋ 非常容易被吸附到细粒的富铝黏 土 矿 物 中，

一起迁移和沉淀。因此，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ＴｉＯ２
含量 分 布 特 征 与 Ａｌ２Ｏ３ 十 分 相 似，由 陆 架 相 陆

坡，水深的增加有利于细粒组分的沉淀，沉积物中

的这些常量组分含量也逐渐增加。因此，沉积物

中的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ＴｉＯ２ 代 表

的是陆源碎屑组分。

沉积 物 的 ＣａＯ、ＣａＣＯ３ 与 陆 源 碎 屑 组 分 的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代表

了生源钙质沉积，陆源碎屑组分和生源组分存在

互为消长的关系，所以，在平面分布特征上表现出

与陆源碎屑组分相反的变化趋势，即陆架区到陆

破区含量增加，而 到 深 水 下 陆 坡，ＣａＯ、ＣａＣＯ３ 含

量又开始减少。

综合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的空间分布

特征以及它们的富集特征和控制因素发现，常量

元素含量与沉积物类型密切相关，不同沉积区域

地形地貌、水动力条件和物源的差异，决定了沉积

物中陆源碎屑组分、钙质生物组分和化学沉积组

分之间的相对含量。

陆架区：由于靠近陆缘，陆源 碎 屑 供 应 充 足，

且波浪、潮流、海流等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强，沉积

物粒度较大，砾质泥质砂、含砾泥质砂、含砾砂、粉
砂质砂等粗粒组分广泛分布于陆架区。这些粗粒

沉积物其碎屑矿物以石英和长石为主，如含砾泥

质砂的碎屑矿物中长石最高可达１０．２％，石英最

高达８６．１％，因 此，与 粗 粒 碎 屑 矿 物 密 切 相 关 的

常量元素ＳｉＯ２ 含量在陆架区明显较高，并对其他

元素起到明显的稀释作用。由近岸陆架向远岸陆

架，随着水深和搬运距离的增加，远岸陆架区沉积

物中的粗粒组分减小，而细粒组分增加，因此，以

吸 附 形 式 存 在 于 细 粒 黏 土 矿 物 中 的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ＭｇＯ、Ｋ２Ｏ、ＴｉＯ２ 等 常 量 元 素 的 含 量 逐 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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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陆坡区：碎屑物质由陆架区向陆坡区的迁移，

随着离海岸越来越远，波浪、潮流、海流等搬运介

质的能量越来越小，水动力条件变弱，对沉积物的

搬运、改造和分选能力变弱。沉积物的粒度变小，
沉积物以粉砂、砂质粉砂、泥质粉砂等细粒沉积物

为主，因此，碎屑矿物中黏土矿物含量较陆架区有

所增 加，并 对 许 多 元 素 起 到 明 显 的 吸 附 作 用，如

ＭｇＯ、Ｋ２Ｏ、ＴｉＯ２ 等 相 对 富 集 于 陆 坡 沉 积 物 中。
另外，陆坡区由于生物活动频繁，有大量的浮游生

物繁殖，如浮游有孔虫、硅藻等，因此，陆坡区表层

沉积物中有孔虫壳体和生物贝壳及其碎片等生源

物质的含量较高，从而控制了沉积物中ＣａＯ、Ｃａ－
ＣＯ３、烧失量等 与 生 物 作 用 密 切 相 关 的 元 素 在 沉

积物的含量。尤其在西沙群岛岛礁区，生源物质

贡献最为明显，造成了该海域表层沉积物的陆源

组分含量很低。

３　结论

南海西北部表层沉积物常量元素的主要组分

为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ＣａＯ，三 者 的 平 均 含 量 占 常 量 元

素总量的７０％以上。总体上，ＳｉＯ２ 含量从陆架到

陆坡有逐渐变小的趋势，而Ａｌ２Ｏ３、ＣａＯ由陆架向

陆坡 呈 逐 渐 增 加 的 趋 势。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ＭｇＯ、

Ｋ２Ｏ、Ｎａ２Ｏ含量分布特征与Ａｌ２Ｏ３ 十分相似，由

陆架向陆坡含量逐渐增高，西部陆架较东部陆架

高，最高值位于调查区西北部的近岸陆架区，低值

区位于西沙群岛海域。
大部分元素的富集因子介于１～２之间，富集

特征 不 明 显，表 明 碎 屑 物 质 主 要 为 地 壳 来 源。

ＣａＯ、ＭｎＯ　２个 元 素 的 富 集 因 子 相 对 较 高，尤 其

在陆坡区它们的富集程度非常明显，指示钙质生

物堆积作用和化学沉积作用对沉积物常量组分含

量的影响。
沉积物常量元素含量与粒度之间的变化关系

以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了沉积物的常量元素含

量受黏土矿物的吸附作用、石英矿物和碳酸钙的

稀释作用等的共同影响。而陆架区和陆坡区不同

的沉积环境和水动力条件控制了上述作用的影响

程度，决定了沉积物中陆源碎屑组分和生物碎屑

组分之间的相对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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