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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太平洋天然气水合物伴生沉积物中自生石膏矿物 

王家生(1,2);E. Suess(2);D. Rickert(2) 

(1)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4 ,中国;(2)Depart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eology, 

GEOMAR,University of Kiel, Kiel, D-24148 ,Germany

摘要： 

自生微球粒状石膏集合体和颗粒状石膏集合体被首次发现于东北太平洋水合物脊海区的两个沉积物钻孔SO143-
221和SO143/TVG40-2中. X光粉晶衍射和电子探针分析表明, 上述两种不同形态的集合体内矿物晶体均具有典型

的石膏衍射峰和化学成分, 其中主要化学组成略小于其他海区自生石膏. 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显示, 石膏呈清晰的单

晶和双晶, 清晰的晶体边界、晶面、晶棱和解理面. 结合沉积物岩芯中已发现的与水合物伴生的自生碳酸盐岩和富

含SO4
2-和Ca2+离子的孔隙水, 有理由认为这类石膏是自生形成于与水合物相关的沉积环境中, 很可能形成于研究

区富含SO4
2-离子的海底水与下伏沉积物中甲烷水合物层之间的交互地段. 自生的颗粒状石膏集合体和石膏微球粒

集合体分别产自同一研究区不同的钻孔沉积物内, 说明了两个钻孔位置处在不同的微地球化学动力环境. 因此, 这种

特征性自生石膏可视作一种识别标志应用于其他海区, 以确定其沉积环境是否与天然气水合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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