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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成果内容简介、关键技术、技术经济指标：通过对冲绳海槽北段的海底地形、地貌和浅地层结构的调查和研究，提

交的成果是1：l000000海底地形图、地貌图和浅地层结构剖面团及相应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地区是31度45分-31度

45分N，128度00分-129度10分E和29度15分-28度30分N，126度55分-128度40分E之间所包括的冲绳海槽北段海

域，面积约47400平方公里。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对海底地形、地貌和谈地层的调查和研究，寻找和发现存在的自然规

律和特征，从而科学地论证和确定东海海域客观存在的东西分界线位置，实际调查结果共完成地形测线6106公里，

69％；浅地层剖面测线1480公里，并据调查资料完成了1：1090000测区海底地形和地貌图，以及1：50000至1：

150000浅地层结构剖面图和有关的调查研究报告，这是中国在冲绳海槽海域进行测线密度最大的一次系统调查，且采

用了高精度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测量达到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在水深大于500米和复杂的地形环境下，交汇点

水深的均方根差不大于3米，保证了调查的精度和调查对象的可重现性。该次调查完成的地形图是目前中国在该海域精

度最高的一幅图。在上述海域中获取的资料数量、精度、密度(深度均是中国前所未有，调查的结果第一次使用实测资

料绘制了调查区地形图，确定了坡折线、坡脚线，推断了海槽的北界和海槽中轴线的概位，圈定了面积约5744平方公

里的陆坡隆起的分布范围，成功地在最深达1330米的深水区获得了系统的浅地层剖面资料，而且是横穿了整个调查区

的剖面，从而第一次揭示了海槽区浅地层结构，对比了东西两侧的地形、沉积、地貌和浅层构造特征，对陆架、陆坡和

槽底地层和海山等的成因提供了依据。调查展现了槽底区频繁的火山活动，众多的活动性断层和丰富的沉积物来源，厚

层多变的地层结构等，证明了海槽正处于构造活动区，且东西两侧的特征差异较大。调查结果显示，冲绳海槽是一个弧

形深糟，是东海最大水深分布区，在构造上是一个张裂带，火山活动十分活跃。海槽西部是平坦开阔的大陆架，测区为

陆架外缘，平均坡度1 . 3 ‰。坡折线位于水深158-174米，平均水深165.3米。浅地层中层理少，沉积物以细砂为主，属

典型的陆源沉积区。海槽西侧陆坡最大宽度约67.9公里，最小约30.9公里，平均宽度为49.3公里，最大坡度约2 6 . 9 ‰，

最小约9 . 6 ‰，平均为1 4 . 9 ‰。陆坡上半部，除了近坡折线处常见一些沟坎和滑塌结构之外，一般比较平缓，浅地层沉

积结构和陆架近似，但层理增多。在陆架和陆坡之间发现多处大型三角洲沉积结构，说明坡折线附近在低海面时曾处于

滨岸河口环境，滑塌结构和三角洲的发现表明，存在大量陆源物质向海槽运移。而在陆坡下半部，主要是调查区中部水

深300-500米之间，则出现一隆起区，南北长约166.5公里，宽34.6公里，面积约5744平方公里。隆起区的存在，使陆

坡地形复杂化，而隆起区上除了地形较复杂外，沉积厚度也较大，隆起的东侧边界附近局部有火山侵入，所以隆起的形

成可能是断裂构造，火山、沉积等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在陆坡的基础上形成的。陆坡的下部的沉积结构尽管已和上部有

些不同，但仍属于陆架型。槽底区除了平坦的盆底平原之外，随处可见洼地、隆起如海山，且从西侧到东侧地形变化复

杂，起伏大，海山增多，甚至组成山地，耸出海底的海山最大高度可达860米，最小水深172公里，测线上共发现21座

海山，大多海山由火山组成，其喷发物是槽底，尤其是东部槽底主要的沉积物物质来源，它形成厚度大的槽底沉积，地

层中断层多，且多为活动性断层，表明火山和新构造运动在槽底是很活跃的，调查区内测得的最大水深为1330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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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仅在东南部测到岛坡坡脚，均由海山组成，其特征和槽底东侧相似。由于陆架、陆坡、岛架、岛坡在构造上属于陆壳

性质，其发生、发展和演化与大陆有着相同的特点，而海槽为张裂性深槽，具有初期大洋的性质，大洋属性不断增大，

陆架和陆坡仅是地形上的差异，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国际海洋法上把陆坡包括在陆架中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把坡陆

(岛坡)坡脚作为两种不同地貌区的分界。由于槽底深水区的分布往往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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