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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8－1960年我国开展了“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各兄弟单位相继系统地开展了渤海、黄海、东海与南海的海洋
地质调查工作，采集了大量的中国海海底沉积物样品，对沉积物物质组成(粒度、矿物、化学、古生物
⋯⋯)进行了分析。
海洋沉积矿物学的研究是海洋地质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国海的不同海域中分布着各种独特的矿物
种类和组合，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可揭示不同海域的物质来源、沉积物入海后的迁移规律、分异作用和
分布模式，并可探讨沉积区的水动力条件、气候特点及化学要素变异等一系列重要的沉积环境参数的
变化特征。
40余年来，许多学者曾对中国海沉积矿物学进行了研究。
1962年秦蕴珊等在《渤海湾沉积作用的初步探讨》一文中对该海区沉积物中的重矿物含量与某些重矿
物种类进行了描述。
但系统地开展中国海沉积矿物学的研究则始于1963年。
研究内容大致可分成以下5个方面。
一、各海区沉积物中的矿物组合及其分布特征1979年陈丽蓉等发表了《东海沉积物的矿物组合及其分
布特征的研究》一文。
以后许多学者相继开展了渤海(陈丽蓉等，1980a，1981；吕亚男等，1985)、黄海(罗曼云等，1983；申
顺喜等，1984；陈丽蓉等，1985b，1989a，1993a；刘敏厚等，1987；姜学钧等，2000)、东海(王先兰等
，1982，1984，1985；陈丽蓉等，1982a，1984a，1984．b；1986d；陈冠球等，1985；申顺喜等，1986
，1994；史建友，1988；贺松林，1991；侯如圣，1994；林振宏等：1996；高学民等，2000；曾志刚等
，2006)、南海(申顺喜等，1982；邱传珠，1983，1985，1989；陈丽蓉等，1986b，1986c：，1993b；李
祥云等，1989；苏广庆等，1992，1993，1994；陈华胄等，1993，1994a，1994b；段伟民等，1993a；沈
若慧等，1999；颜文等，2000；刘昭蜀等，2002；杨群慧等，2002)等各海区沉积物中碎屑矿物的种类
、组合与分布特征的详细研究。
与此同时，1982年时英民等与何良彪先后发表了《东海大陆架沉积物中黏土矿物的研究》与《海洋沉
积岩心中黏土矿物变化与古气候变迁的关系》的文章。
以后许多学者对渤海(时英民等，1984；何良彪，1984；赵全基，1987；李国刚，1988，1990，1991)、
黄海(Chough，1981，1985；刘敏厚等，1987；李国刚，1988，1990，1991；秦蕴珊等，1989；何良彪
，1989；陈正新，1990；：Khim eta1．，1992；魏建伟等，2001)、东海(李国刚，1988，1990；何良彪
，1989；郭志刚等，2000；郭峰等，2001)、南海(吴文中等，1983；何锦文等，1985，1989；李国刚
，1988，1990，1991；唐锦龙等，1992；唐志礼等，1992；颜文等，2000)等各海区沉积物中的黏土矿
物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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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沉积矿物学》全面地总结了该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中国海沉积矿
物学的专著。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海沉积矿物学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全书对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沉积物中碎屑矿物、黏土矿物和自生矿物的矿物种类、组合特征
、迁移规律、分布模式、形成机制及其对海洋沉积作用过程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中国海沉积矿物学》资料丰富、内容新颖，可供从事海洋地质、沉积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研
究的科技人员和有关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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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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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沉积矿物学》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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