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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富甲烷浅层海相沉积物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采用数值模拟的

方法对“海洋四号区”浅 层 沉 积 物 中 甲 烷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过 程 进 行 定 量 研 究。依 据 研 究 区 域 实 际 地 质 资 料，使 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建立起一维反应运移稳态模型。模拟结果认为 研 究 区 深 层 沉 积 物 内 赋 存 有 甲 烷 源，释 放 的 甲 烷 气 以

气泡的形式运移至沉积物表层，并造成气泡淋滤现象。气泡淋滤使孔隙水中ＳＯ２－４ 等溶质浓度在海底以下０～２．８

ｍ的范围内保持不变。甲烷气泡在浓度梯度作用下向孔隙水中溶解，溶解通量为１６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溶解甲烷

在微生物作用下被ＳＯ２－４ 氧化，氧化速率为１４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甲烷通量与氧化速率均远小于水合物脊等甲烷

渗漏活跃地区，ＳＭＴＺ埋藏也相对较深，故推测甲烷源埋藏较深或规模较小，也有可能是良好的圈闭条件阻止了甲

烷逸出。作为ＡＯＭ过程的重要自生矿物，本地区碳酸盐和硫化物矿物沉淀速率都比较低（分别为３５ｍｍｏｌ·ｍ－２

·ａ－１和７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且碳酸盐的沉淀受到了硫化物矿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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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沉积物沉积至浅埋藏过程中，在沉积颗粒、
孔隙水及沉积介质之间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及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该过程在改造原生的地球化学记

录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沉积记录，是全球大气—陆

地—海洋沉积旋回的重 要 环 节［１］。这 一 旋 回 中，有

机质的降解是海底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能量来源和

动力，根 据 反 应 自 由 能 大 小，有 机 质 依 次 被 Ｏ２、

ＮＯ－３ 、Ｍｎ（Ⅳ）、Ｆｅ（Ⅲ）、ＳＯ２－４ 等 氧 化，在 沉 积 物 剖

面上形成明 显 的 分 带 现 象：氧 还 原 带、硝 酸 盐 还 原

带、锰 还 原 带、铁 还 原 带、硫 酸 盐 还 原 带 和 产 甲 烷

带［２］。据估计，海洋中每年产生的甲烷量高达８５～
３００Ｔｇ，约占全 球 甲 烷 产 量 的３０％，使 海 洋 沉 积 层

成为一个巨大的甲烷库［３］，在有利的圈闭条件下可

形成天然气藏、天然气水合物藏等重要的海底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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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覆沉积物快速堆积、构造挤压变形等过程可

使天然气藏、水合物藏、产甲烷带等源区快速释放出

甲烷，继而以气泡形式或溶于低温流体中向上运移，
直至被孔隙水中的氧化剂氧化。通常情况下，Ｏ２ 等

氧化剂在沉积物表层几厘米范围内即被耗尽，故海

洋沉积介质中的甲烷主要被ＳＯ２－４ 消耗。向上运移

的甲烷气与向下扩散的海水硫酸盐在海底附近的狭

窄区域内 反 应，形 成 硫 酸 盐—甲 烷 转 换 带（ｓｕｌｆａｔ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ＭＴＺ）。这 是 在 甲 烷 厌

氧 氧 化 古 菌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ｏｘｉｄｉｚｉｎｇ　Ａｒ－
ｃｈａｅａ，ＡＮＭＥ）和 硫 酸 盐 还 原 菌（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ＲＢ）共 同 作 用 下 发 生 的 甲 烷 厌 氧 氧 化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ＯＭ）—硫 酸 盐

还原过程［４－５］，其简化化学计量关系可表示为［６］：

ＣＨ４＋ＳＯ２－ →４ ＨＣＯ－３ ＋ＨＳ－＋Ｈ２Ｏ
ＨＣＯ－３ 和 ＨＳ－ 是 ＡＯＭ 过 程 的 重 要 产 物。部

分 ＨＳ－ 可上升至沉积物表层被重新氧化成ＳＯ２－４ ，
另一部分则可能与碎屑矿物或矿物表层化学还原生

成的二价铁以 单 硫 化 铁（ＦｅＳ）的 形 式 沉 淀，或 进 一

步反应形成黄铁矿［７］。而 ＨＣＯ－３ 则可与Ｃａ２＋ 结合

形成自生碳酸盐矿物：

Ｃａ２＋＋２ＨＣＯ－３Ｃａ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
自生碳酸盐岩在全球大陆边缘广泛分布，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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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天然气渗漏系统的重要标志，其矿物成分以方解

石、白云石和文石为主，主要以烟囱、结核、丘等形态

产出。自生碳酸盐矿物使甲烷碳以无机碳的形式埋

藏海底，是 海 底 重 要 的“碳 汇”［８－１０］。碳 酸 盐 岩 的 形

态、组分记录了矿物形成时的流体特征和沉积环境，
是追溯甲烷来源、恢复古海洋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

媒介。
正是因为以上重要原因，富甲烷海相浅层沉积

物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

泛关 注。近 年 来，国 外 研 究 者 在 甲 烷 形 成、运 移 机

制、ＡＯＭ反应 机 制 以 及 自 生 碳 酸 盐 矿 物 的 形 成 机

制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７，１０－１２］。我国研究人

员也对甲烷渗漏区域的生物群落以及自生碳酸盐岩

开展了大量调查，但大部分研究工作仍处于定性描

述阶段［１３－１５］，对甲烷循环各阶段生物化学过程的定

量研究 只 有 零 星 报 道［１６］。本 研 究 选 取“海 洋 四 号

区”两个重力柱样，对研究区浅层沉积物中甲烷氧化

及自生矿物沉淀过程进行定量研究，拟回答以下问

题：（１）甲烷在沉积物中的运移机制；（２）沉积物中甲

烷通量、ＡＯＭ反应速率和碳酸盐岩生成速率。

１　研究区地质概况

南海为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位于欧亚

板块、太 平 洋 板 块 和 印 度 洋 板 块 交 汇 处，呈 ＮＥ—

ＳＷ 向菱形展布。其北部陆缘在三大板块的相互作

用下，形成独特的边缘构造特征：东部为汇聚陆缘，
北部、西部为 离 散 陆 缘［１７－１９］。“海 洋 四 号 区”为ＳＯ－
１７７航次在南海北部水深约３　０００ｍ的深水冷泉活

动区划定的沉积体，位于东沙群岛东北部，东临台湾

岛，西与珠江口盆地相望，在区域构造上隶属于台西

南盆地。该盆地属于中新生代叠合型或残留复合型

断陷裂谷盆地，西北边缘为被动构造边缘，东部边缘

为主动碰撞边缘，在这两者的交汇处形成了主动和

被动陆 缘 侵 蚀 区［２０］。由 于 前 古 近 纪 区 域 上 ＮＥ—

ＳＷ 向张裂作 用 的 结 果，导 致 该 盆 地 从 北 至 南 被 分

割为北部凹陷、中央隆起带和南部凹陷等３个构造

单元［２１］。

２００４年，广 州 地 质 调 查 局 与 德 国ＩＦＭ－ＧＥＯ－
ＭＡＲ合作实施ＳＯ－１７７航次，在东沙海域开展甲烷

循环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调查，在“海洋四号区”
采集到大 量 沉 积 物 样 品。其 沉 积 物 孔 隙 水 数 据 表

明［１７，２２］，表层沉 积 物 顶 空 气 中 富 含 甲 烷，孔 隙 水 中

ＳＯ２－４ 浓度随着深度增加逐渐减小至接近零值，且随

着ＳＯ２－４ 浓度的降低 Ｈ２Ｓ（指孔隙水中 Ｈ２Ｓ、ＨＳ－ 和

Ｓ２－ 的总和）浓度迅速升高，而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含

量并没有出 现 随 深 度 降 低 的 趋 势，可 知“海 洋 四 号

区”沉积体浅层沉积物中有机质驱动的硫酸盐还原

反应较弱，ＳＯ２－４ 主要通过甲烷驱动的硫酸盐还原反

应消耗。此外，在 从 海 底 表 面 到ＳＯ２－４ 开 始 降 低 的

深度 之 间，ＳＯ２－４ 、Ｃａ２＋ 等 孔 隙 水 成 分 含 量 保 持 不

变［１７］。这种现象 在 全 球 主 动 和 被 动 大 陆 边 缘 均 有

发现［１２，２３］，多被 认 为 是 由 生 物 淋 滤 所 造 成，但 气 泡

淋滤也是可 能 造 成 孔 隙 水 成 分 保 持 不 变 的 重 要 原

因［１２］。

ＳＯ－１７７航次重力 取 样 器 取 得 的 岩 心 岩 性 较 一

致，根据颜色和沉积物颗粒粗细变化，从上向下可分

为４段：（１）灰棕色黏土；（２）深灰色含钙质超微化石

粉砂质黏土，出现少量斑状黑色硫化物沉积；（３）深

灰色含钙质超微化石粉砂质黏土与灰色富含贝壳碎

屑的有孔虫砂浊流层互层；（４）深灰色含钙质超微化

石粉砂质 黏 土。沉 积 物 表 层 散 落 分 布 着 多 孔 凝 块

状、结核状以及具有流体通道结构的烟囱状碳酸盐

岩，自生矿物主要为高镁方解石和文石，低镁方解石

和白云石含量较低。有些孔洞中发育垂直空洞壁生

长的方解 石 和 文 石［１７，２４］。苏 新 等［２４］通 过 对 该 海 域

的冷泉碳酸盐岩自生矿物的碳同位素组成研究，得

到了极负的δ１３ＣＰＤＢ，表明其沉积物中的甲烷可能为

生物成因。于晓果等［２５］在ＳＯ－１７７航次ＧＣ１１站位

的沉积物样品中，检出了大量ＡＯＭ标志化合物，根
据其同位素组成特征认为，研究区内的甲烷主要来

源于微生物降解改造有机质，在缺氧环境下发生以

微生物为媒介的甲烷厌氧氧化作用。在ＳＯ－１７７航

次多个站位的沉积物中均发现了与裂隙、空洞以及

奶油泡沫糕点状等特殊结构，这些结构可能由于大

量气体膨 胀 或 逸 出 形 成。海 底 电 视 观 测 的 结 果 表

明，“海洋四号区”沉积物中虽然有大量冷泉生物壳

体，但生物活动较为寂静，以生物活动遗迹为主，生

物扰动及 生 物 淋 滤 活 动 微 弱。说 明 在 地 质 历 史 时

期，该区域曾经有大量甲烷渗漏，但现今甲烷渗漏活

动比较微弱或暂时停止。

２　工作方法

２．１　取样及分析方法

本文选取ＳＯ－１７７航次两个重力柱状取样站位

ＧＣ１和ＧＣ３为研究对象，ＧＣ１位于１１９°１１．９２６°Ｎ、

２１°１８．５４３°Ｅ，水深３　００２ｍ，岩心长４４０ｃｍ，ＧＣ３位

于１１９°１１．９１９′Ｎ、２１°１８．５３４′Ｅ，水 深３００５ｍ，岩 心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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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及取样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长５１３ｃｍ（采样位置见图１）。孔隙水样品在航次现

场采集，并进 行 部 分 指 标 分 析，测 试 项 目 包 括 ＴＡ、

Ｈ２Ｓ、ＣＨ４ 和ＳＯ２－４。ＴＡ含量通过滴定法测定，在样

品滴定前，以标准海水为标样进行试剂的标定。在

滴定过程中，向 孔 隙 水 样 品 中 持 续 通 入 Ｎ２ 以 排 出

产生的ＣＯ２ 和 Ｈ２Ｓ气 体。ＳＯ２－４ 含 量 由 离 子 色 谱

仪测定，ＣＨ４ 含量 则 通 过 气 相 色 谱 仪 进 行 测 定［１７］。

Ｃａ２＋ 测 试 工 作 在 亥 姆 霍 兹 基 尔 海 洋 研 究 中 心

（ＧＥＯＭＡＲ）进行，其浓度由ＩＣＰ分析方法测定［２６］。
假设沉积物中的孔隙全部被孔隙水充填，可根据冷

冻干燥后的质量差计算沉积物孔隙度，再采用最小

二乘法得到表层沉积物孔隙度以及稳态压实后孔隙

度。孔隙水数据详见航次报告及后续文献［１７，２７］，部

分数据尚未公开发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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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数学模型

固体沉积物（ｓ）与孔隙水溶质（ｄ）质量守恒公式

如下：

［（１－Φ）Ｃｓ］
ｔ ＝－

［（１－Φ）ωＣｓ］
ｘ ＋

（１－Φ）∑Ｒｓ （１）

（ΦＣｄ）
ｔ ＝ΦＤｓ

２　Ｃｄ
ｘ２ －

（ΦｖＣｄ）
ｘ ＋

ΦＲｉ＋Φ∑Ｒｄ （２）

ｘ（ｃｍ）为 埋 深，ｔ（ａ）为 时 间，Φ 为 孔 隙 度，Ｄｓ
（ｃｍ２·ａ－１）为 分 子 扩 散 系 数，Ｃｄ（ｍｍｏｌ·ｃｍ－３）为

溶质浓度，Ｃｓ（ｗｔ％）为 固 态 成 分 所 占 比 重，ｖ（ｃｍ·

ａ－１）为孔隙水埋藏速率，ｗ（ｃｍ·ａ－１）为固体埋藏速

率。Ｒｓ、Ｒｄ 为反应项，Ｒｉ 为淋滤速率。
假设海洋沉积物为稳态压实过程，孔隙度随深

度增加呈指数降低［２８］：

Φ＝Φ∞＋（Φ０＋Φ∞）·ｅ－βｘ （３）

Φ０ 为表层 沉 积 物 孔 隙 度，Φ∞ 为 稳 态 压 实 后 的

沉积物孔 隙 度，β（ｃｍ
－１）为 孔 隙 度 衰 减 指 数。根 据

实测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Φ０、Φ∞ 和β的

取值分别为０．８５、０．５５、０．０４。
稳态压实过程中沉积物和孔隙水均相对于海底

向下埋藏，埋藏速率分别为：

ｖ＝Φ∞·ω∞
Φ

（４）

ω＝ω∞
·（１－Φ∞）
（１－Φ）

（５）

ω∞（ｃｍ·ａ－１）为压实后沉积物与孔隙水埋藏速

率。参照地 质 环 境 类 似 的 台 西 南 地 区，ω∞ 取０．０１
ｃｍ·ａ－１［２９］。

孔隙水中ＳＯ２－４ 等溶质的分子扩散系数（Ｄｓ）除

与温度、压力和盐度等因素有关外，还受到沉积颗粒

的影响［３０］：

Ｄｓ＝
Ｄｍ

１－２ｌｎΦ
（６）

Ｄｍ（ｃｍ２·ａ－１）为溶质在海水中的扩散系数。
海水与沉积物中水交换所引起的淋滤作用提高

孔隙水溶质的运移速率：

Ｒｉ＝α０·
ｅｘｐ（Ｌｉｒｒ－ｘα１

）

１＋ｅｘｐ（Ｌｉｒｒ－ｘα１
）
·（Ｃｏ－Ｃｘ） （７）

Ｃ０（ｍｍｏｌ·ｃｍ－３）为沉积物表层溶质浓度，Ｃｘ
（ｍｍｏｌ·ｃｍ－３）为埋深ｘ处的溶质浓度，α０（ａ－１）为

沉积物表 层 淋 滤 系 数，ａ１（ｃｍ）为 淋 滤 作 用 衰 减 系

数，Ｌｉｒｒ（ｃｍ）为淋滤深度。
甲烷在向上运移过程中同时在气相与溶解相间

进行交换［３１］：

ＲＭＢ＝ｋＭＢ·（ＣＭＢ－ＣＣＨ４） （８）

ＲＭＢ（ｍｍｏｌ·ｃｍ－３·ａ－１）为气体溶解速率，ｋＭＢ
（ａ－１）为气 体 溶 解 动 力 学 常 数，ＣＭＢ（ｍｍｏｌ·ｃｍ－３）

为甲烷饱和度［３１－３２］。
微生物作用下的ＡＯＭ过程的反应速率由双分

子反应动力学定义为［３３－３４］：

ＲＡＯＭ＝ｋＡＯＭ·ＣＳＯ２－４ ·ＣＣＨ４ （９）

ＲＡＯＭ（ｍｍｏｌ·ｃｍ－３·ａ－１）为 ＡＯＭ 反 应 速 率，

ｋＡＯＭ（ｃｍ３·ａ－１·ｍｍｏｌ－１）为ＡＯＭ反应速率常数。

ＨＣＯ－３ 与孔隙水中Ｃａ２＋ 结 合 形 成 碳 酸 盐 的 速

率与碳酸钙溶度积有关：

ＲＣａ＝ｋＣａ·（
ＣＣａ·ＣＣＯ３
ｋｓｐ

－１） （１０）

ｋＣａ（ｗｔ％·ａ－１）为 碳 酸 钙 生 成 速 率 常 数，ｋｓｐ
（ｍｏｌ　２·ｋｇ－２）为碳酸钙溶度积，由孔隙水温度、压力

以及盐度所决定［３５］。
硫化物矿物生成速率（ＲＳＲＥＭ）公式如下：

ＲＳＲＥＭ＝ｋｒｅＳ·ＣＨ２Ｓ （１１）

ｋｒｅＳ（ｗｔ％·ａ－１）为反应速率常数。

２．３　数值模型

２．３．１　网格划分

按照生物地球化学反应强度在沉积物剖面上的

分布，将沉积柱划分为不均匀网格。反应速率较大

的区域网格多，分辨率高（最小层厚度为１．４ｍｍ），
其他位置网格少，分辨率低。

ｄｘ＝０．１＋１２．８８７３＊［１－ｅ－
５．８４６１
Ｌ ＊（ｎ２．８－ｉ）

２］（１２）

ｘｉ＝∑ｄｘ＝∑
ｉ

ｊ＝１
０．１＋１２．８８７３＊［１－

ｅ－
５．８４６１
Ｌ ＊（ｎ２．８－ｊ）

２］ （１３）

ｄｘ（ｃｍ）为 网 格 长 度，Ｌ（ｃｍ）为 沉 积 柱 模 拟 长

度，ｎ为网格数目，ｘｉ（ｃｍ）为第ｉ层埋深。网格在沉

积柱内的分布见图２。

２．３．２　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

ＧＣ１和ＧＣ３相距约１０ｍ，地质背景基本一致，
因此，将ＧＣ１和ＧＣ３站位数据集合，其表层沉积物

与 孔 隙 水 溶 质 含 量 设 为 模 型 的 上 边 界 条 件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型边界），下边界处的物质浓 度 梯 度 为 零

（Ｎｅｕｍａｎｎ型边 界）。根 据 航 次 报 告 的 孔 隙 水 资 料

可知，主要反应带 分 布 在 海 底 以 下２．８～５．５ｍ，故

沉积柱长度取１０ｍ，包 含 整 个 反 应 带。温 度、压 力

和盐度数据 均 采 用 野 外 实 测 数 据［１７］。边 界 条 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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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条件见表１。

图２　沉积柱内的网格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ｒｉｄ

表１　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参数 值 单位

沉积柱长 １０ ｍ

网格数 １００

温度 ２．１ ℃

压力 ３０７ ａｔｍ

盐度 ３４．６ ＰＳＵ

干燥沉积物密度 ２．５ ｇ·ｃｍ－３

孔隙水浓度 １．０４１ ｇ·ｃｍ－３

表层沉积物孔隙度 ０．８５

稳态压实后沉积物孔隙度 ０．５５

孔隙度衰减系数 ０．０４ ｃｍ－１

ＣＨ４ 饱和度 ０．２１７　７ ｍｍｏｌ·ｃｍ－３

沉积速率 ０．０１ ｃｍ·ａ－１

上边界条件

Ｃａ２＋ ０．０１ ｍｍｏｌ·ｃｍ－３

Ｈ２Ｓ １×１０－９　 ｍｍｏｌ·ｃｍ－３

ＣＨ４ １×１０－６　 ｍｍｏｌ·ｃｍ－３

ＳＯ４２－ ０．０２８　５ ｍｍｏｌ·ｃｍ－３

ＴＡ　 ０．００２　４ ｍｍｏｌ·ｃｍ－３

ＴＣ　 ０．００２　２ ｍｍｏｌ·ｃｍ－３

ＣａＣＯ３ ４ ｗｔ％

２．３．３　模型求解

按照２．３．１的网格划分方法，将沉积柱划分为

１００层，结合数学模型中的物理化学反应方程式，利

用有限差分法，将质量守恒方程（ｅｑ．１）、（ｅｑ．２）离散

化，转化为常微分方程。最后代入边界条件和初始

条件，使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　１０．１的ＮＤｓｏｌｖｅ功能对离

散化的常微分方程求解，得到反应物含量在不同深

度的分布 情 况。通 过 以 下 方 法 对 模 拟 结 果 进 行 检

验：（１）观测模拟的固相沉积物和孔隙溶质含量与实

测值拟合程度；（２）根据Ｂｅｒｇｅｒ－Ｈｅａｔｈ箱式模型，计
算沉积体系中固相沉积物或孔隙水溶质输入量与输

出量是否符合物质守恒关系。

３　结果与讨论

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如图３。模拟的物质浓度

曲线与ＧＣ１和 ＧＣ３站 位 实 际 测 得 的 数 据 高 度 吻

合，固 相 沉 积 物 与 孔 隙 水 溶 质 物 质 守 恒 度 均 达

９９％，表明本研究建立的数值模型及模拟结果可以

反映研究区的甲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表２为最佳拟合状态下的地质参数，各参数值

均与Ｃｈｕａｎｇ等在台西南盆地海底增生楔获得的相

应的参数值接近［２９］。反应速率及物质通量见表３。
模拟过程中还发现，研究区 内 ＡＯＭ 过 程 对 甲 烷 溶

解速率 常 数（ｋＭＢ）的 变 化 最 为 敏 感，当ｋＭＢ为 零 时，

ＳＯ２－４ 浓度梯度极小，表明沉积柱内的溶解甲烷不足

以消耗ＳＯ２－４ ，必定存在额外的来自沉积物深部的甲

烷补给。因此，推测在沉积物深部可能赋存有甲烷源

（油气藏、天然气水合物藏等）。而确定具体甲烷源类

型则需要更多的碳氧同位素、矿物组合等数据辅助。
碳酸盐作为ＡＯＭ过程的后续产物，除与ＡＯＭ过程

有关外，还受到硫化物矿物的影响。硫化物矿物的形

成降低孔隙水碱度，不利于碳酸盐矿物沉淀。

３．１　气泡淋滤

如图３所示，孔隙水中ＳＯ２－４ 等 溶 质 浓 度 在 海

底以下０～２．８ｍ范 围 内 保 持 不 变，沉 积 块 体 的 快

速堆积和淋滤作用都可能导致这一现象。
边坡的削峭作用、海底地震、油气充注、水 合 物

分解等过程可能造成边坡滑塌，滑块在搬运过程中

与海水混合，并在重力作用下在海底形成浊流沉积。
通过分子扩散，浊流层与下伏沉积物之间的骤变逐

渐被抹平。但本地区岩心上部为正常的深海沉积，
并没有发现厚达３ｍ的浊流沉积层，故该过程基本

不存在。
生物淋滤是指底栖生物为了呼吸和觅食造成的

海水与洞穴水的交换作用，导致海水被快速引入深

层沉积物，进而通过分子扩散与孔隙水混合［３６］。由

于生物淋滤现象与底栖生物的活动有关，所以一般

仅限于沉积物上层几厘米到几十厘米范围内，虽然

曾发现深达几米的现象［３７－３８］，但至今未发现相应的

底栖生物，即大尺度的生物淋滤作用本身存在较大

的争议。本区生物活动较为寂静，故生物淋滤作用

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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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圆点代表ＧＣ１站位，绿色圆点代表ＧＣ３站位，实线代表模拟结果）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Ｃ１，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Ｃ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ｓ）

图３　ＧＣ１和ＧＣ３站位ＣＨ４、ＳＯ４２－、Ｈ２Ｓ、Ｃａ２＋、ＴＡ和ＣａＣＯ３ 的浓度分布特征

Ｆｉｇ．３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ｕｌｆａｔｅ，ｓｕｌｆｉｄｅ，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表２　气泡淋滤系数及反应速率常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 值 单位

沉积物表层淋滤系数 （а１） ４．５ ａ－１

淋滤作用衰减系数 （а２） ２５ ｃｍ

淋滤作用深度（Ｌｉｒｒ） ２８０ ｃｍ

ＡＯＭ反应速率常数 （ｋＡＯＭ） １５０ ｃｍ３·ｍｍｏｌ－１·ａ－１

硫化物矿物生成速率常数（ｋｒｅＳ） ０．０１１ ｗｔ％·ａ－１

气泡溶解常数 （ｋＭＢ） １．４×１０－４　 ａ－１

碳酸盐生成速率常数 （ｋＣａＰ） ２．７×１０－６　 ｗｔ％·ａ－１

全球陆坡环境多次发现气泡通过沉积物表面进

入上覆海水的现象［３９－４０］。水合物分解释放甲烷或富

含 有机质的沉积物经过生物或热解过程形成甲烷，

甲烷气泡可在毛细管力作用下向上运移［４１］，在松软

的沉积物中留下运移通道，提高沉积物渗透率，最终

可导致上覆水与孔隙水发生混合［１２］。因此，研究区

内溶质稳定达２．８ｍ的 现 象 最 有 可 能 是 由 甲 烷 气

泡淋滤造成的。该深度与Ｃｈｕａｎｇ等［２９］在台西南盆

地获得的气泡淋滤深度（１．２～２．８ｍ）接近。

３．２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３．２．１　甲烷溶解与厌氧氧化

甲烷气泡上升至沉积物表层过程中向孔隙水中

扩散（图４）。沉积柱１０ｍ范围内，甲烷溶解通量为

１６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表３），是孔隙水中溶解甲烷

的主要来源，该值比水合物脊等甲烷渗漏活跃地区

低几个数量级［１０，４２］。

图４　甲烷溶解速率、ＡＯＭ反应速率及碳酸盐生成速率分布曲线

Ｆｉｇ．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ｍｅｔｈａｎｅ，ｍｅｔｈａｎｅ　ｇａｓ　ｂｕｂｂｌ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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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生物化学反应速率及ＣＨ４、ＳＯ２－４ 、Ｈ２Ｓ通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ｆｌｕｘ　ｏｆ　ＣＨ４、ＳＯ２－４ ａｎｄ　Ｈ２Ｓ

参数 值

气泡溶解速率（ＦＭＢ） １６０

ＡＯＭ反应速率（ＦＡＯＭ） １４０

硫化物矿物生成速率（ＦｒｅＳ） ７０

碳酸盐生成速率 （ＦＣａＰ） ３５

沉积物－海水界面 Ｈ２Ｓ通量 ７０

沉积物－海水界面ＣＨ４ 通量 ２０

沉积物－海水界面ＳＯ４２－通量 １４０

甲烷埋藏通量 １．３

　　　单位：ｍｍｏｌ·ｍ－２·ａ－１

　　溶解甲 烷 在ＳＭＴＺ内 的 厌 氧 氧 化 过 程 是 海 洋

浅层沉积物中非常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显著

影响孔隙水溶质组成和含量。ＡＯＭ 反应速率由孔

隙水中ＣＨ４ 和ＳＯ２－４ 浓 度 以 及 反 应 速 率 常 数 决 定

（ｅｑ．９）。ＡＯＭ强 度 在 沉 积 柱 内 的 分 布 见 图４。海

底以下１０ｍ范围内ＡＯＭ反应速率为１４０ｍｍｏｌ·

ｍ－２·ａ－１（表３），消 耗８５％的 溶 解 甲 烷，其 余 大 部

分 进 入 上 层 海 水（２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虽 然

ＡＯＭ过程消耗 了 大 部 分 甲 烷，其 反 应 速 率 仍 远 小

于流体活跃的水 合 物 脊、Ｅｃｋｅｒｎｆｏｒｄｅ等 地 区（反 应

速率数量级为１０４　ｍｍｏｌ·ｍ－２·ａ－１）［７，４２］。

因此，研究 区 内 的 海 洋 沉 积 物 中 甲 烷 通 量 小、

ＳＭＴＺ埋藏深、ＡＯＭ 反应速率低，推测甲烷源可能

埋藏较深或规模较小，即使甲烷源具有一定的规模，
也处于其活动的间歇期。也可能因为甲烷源圈闭条

件较好，尚无有效的运移通道向深水海底浅层沉积

物中供给甲烷，而只有少量甲烷逸出。此外，作为沉

积物中重要的运移机制，气泡淋滤作用可提高溶质

运移速率，导致向下扩散的ＳＯ２－４ 通量增大，进而使

ＳＭＴＺ埋藏地更深。
深海浅层沉积物中的甲烷气的成因类型主要包

括生 物 成 因 气、热 成 因 气 和 混 合 型 气 体，可 根 据

ＡＯＭ反应过程中形成的碳酸盐矿物或生物标志物

等的地球化学数据判断具体的甲烷成因。但目前尚

未有ＧＣ１和ＧＣ３两个站位的碳酸盐及更多矿物的

地球化学数据，故难以准确判断甲烷气的成因。于

晓果等［４１］采用ＳＯ－１７７航次取得的ＧＣ１１站位的沉

积物样品，对其 ＡＯＭ 生物标志 物 的 碳 同 位 素 组 成

进行研究，认 为ＧＣ１１站 位 的 甲 烷 为 生 物 成 因。本

文工作站位距 离 ＧＣ１１约１４０ｍ，地 质 条 件 极 为 类

似，故其甲烷极可能与ＧＣ１１类似为生物成因甲烷，

但需要更多的地球化学数据加以佐证。
在本研究区，沉积物中甲烷通量较小，只有少量

甲烷进入上层海水并进一步扩散、分解，几乎没有甲

烷进入大气圈，对区域气候影响极小。但是，一旦海

底大规模释放甲烷，即使ＡＯＭ反应速率大大增加，
孔隙水中的硫酸盐依然不足以消耗全部甲烷，将会

导致甲烷进入上层海水，甚至最终进入大气圈，从而

对区域气候产生影响。

３．２．２　自生碳酸盐与硫化物矿物的沉淀

自生碳酸盐矿物是海洋碳循环的重要“碳汇”。
如图３所示，沉积物样品中碳酸盐含量的实验室测

量值高于模拟值。这是因为，模拟值是在当今地质

条件下的计算结果，而实际测量值则代表着过去年

代的沉积累积，两者之间的差异表明，该地区历史上

可能曾发生自生碳酸盐矿物沉淀。此外，海底甲烷

渗漏以及ＡＯＭ过程会在海底造成某些底栖生物和

微生物种群的繁荣，形成的生物碳酸盐矿物也可能

对自生碳酸盐矿物的含量造成干扰。
图３显 示，随 着 甲 烷 厌 氧 氧 化，孔 隙 水 碱 度 升

高，碳酸盐含量也随之升高。但碳酸盐沉淀速率仅

为３５ｍｍｏｌ·ｍ－２·ａ－１（表３），远 低 于 水 合 物 脊 等

地区（１　２０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碳 酸 盐 的 沉 淀 显

然受到了较弱的ＡＯＭ过程的制约。较低的碳酸盐

沉淀速率导 致 本 地 区 并 未 发 育 巨 型 的 碳 酸 盐 建 造

体，只有块状碳酸盐岩孤立地分散在海底表面。一

旦甲烷气大规模释放，可能会使沉积物中碳酸盐矿

物含量快速增加，甚至形成巨厚的碳酸盐沉积，如九

龙甲烷礁等。随着碳酸盐的沉淀，沉积介质孔隙度

逐渐减小，甲烷的上升受到影响，上升甲烷逐渐向碳

酸盐壳周围孔隙度较大的沉积物中水平转移，直到

该地区沉积物孔隙同样被碳酸盐所填充。因此，利

用碳酸盐形成速率以及沉积物的岩性特征可以反演

区域碳酸盐的沉积历史。

Ｈ２Ｓ与沉积 物 中 的 活 性 金 属 离 子 铁 反 应 生 成

硫化物矿物的速率为７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在沉积

柱上 部４～２０ｃｍ 沉 积 了 少 量 斑 状 黑 色 硫 化 物 矿

物［１７］。由于硫化物矿物的不稳定性，相关研究大多

仍处于实验室阶段，定量研究条件尚不成熟，难以实

施精确模拟，但本研究得到的硫化物矿物生成速率

仍为黄铁矿等含硫矿物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

４　结论

根据ＳＯ－１７７航 次 实 测 数 据，通 过 数 值 模 拟 方

法对“海洋四号区”浅层沉积物中的甲烷生物地球化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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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 进 行 模 拟，得 到 了 研 究 区 沉 积 物 中 ＣＨ４、

ＳＯ２－４ 等物质 的 运 移 速 率 和 化 学 反 应 速 率 等 数 据。
根据模拟结果推测本区沉积物深部可能赋存有甲烷

源，甲烷源释放的甲烷气以气泡的形式向上运移，并
最终穿过沉积物—海水界面，在沉积物浅层形成气

泡淋滤现象，使 孔 隙 水 中ＳＯ２－４ 等 溶 质 浓 度 在０～
２．８ｍ的范围内保持不变。

甲烷气泡上升至沉积物表层过程中溶解于孔隙

水中，溶 解 速 率 为１６０ｍｍｏｌ·ｍ－２·ａ－１。溶 解 甲

烷在微 生 物 作 用 下 被ＳＯ２－４ 氧 化，氧 化 速 率 为１４０
ｍｍｏｌ·ｍ－２·ａ－１。作为 ＡＯＭ 过 程 重 要 的 自 生 矿

物，碳酸盐和硫 化 物 矿 物 形 成 速 率 分 别 为３５和７０
ｍｍｏｌ·ｍ－２·ａ－１。上述反应速率均远小于水合物

脊、Ｅｃｋｅｒｎｆｏｒｄｅ等流体活跃地区。
研究区内较低的反应速率以及埋藏相对较深的

ＳＭＴＺ表明，甲烷源可能埋藏较深或规模较小，也可

能是在圈闭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只有少量甲烷气逸

出。此外，本 研 究 还 发 现，碳 酸 盐 矿 物 的 沉 淀 除 受

ＡＯＭ反应制约外，还受到硫化物矿物的影响，硫化物

矿物的形成使孔隙水碱度降低，不利于碳酸盐沉淀。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Ｂ　Ｂ，Ｒｅｖｓｂｅｃｈ　Ｎ　Ｐ．Ｏｘｙ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ｆｕｒ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ｐｈｅｌｉａ，１９８９．３１
（１）：２９－４９．

［２］　Ａｒｎｄｔ　Ｓ，Ｊｒｇｅｎｓｅｎ　Ｂ　Ｂ，ＬａＲｏｗｅ　Ｄ　Ｅ，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２３：５３－８６．
［３］　Ｒｅｅｂｕｒｇｈ　Ｗ　Ｓ．Ｏｃｅａｎｉｃ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７，１０７（２）：４８６－５１３．
［４］　Ｌｕｆｆ　Ｒ，Ｗａｌｌｍａｎｎ　Ｋ，Ｇｒａｎｄｅｌ　Ｓ，ｅｔ　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ｅａ［Ｊ］．Ｄｅｅｐ－Ｓｅａ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Ｉｉ－Ｔ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０，４７
（１４）：３０３９－３０７２．

［５］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　Ｋ　Ｕ，Ｈａｙｅｓ　Ｊ　Ｍ，Ｓｙｌｖａ　Ｓ　Ｐ，ｅｔ　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ｎｓｕ－

ｍｉｎｇ　ａｒｃｈａ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９，

３９８（６７３０）：８０２－８０５．
［６］　Ｂａｃｈ　Ｗ，Ｐａｕｌｌ　Ｃ　Ｋ，Ｕｓｓｌｅｒ　Ｗ．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ｐｒｏ－

ｆｉ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Ｊ］．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１９９６，２４（７）：６５５－６５８．

［７］　Ｌｕｆｆ　Ｒ，Ｗａｌｌｍａｎｎ　Ｋ．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ｅ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

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ｉｄｇｅ，Ｃａｓｃａｄｉａ　Ｍａｒｇ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００３，６７（１８）：３４０３－３４２１．
［８］　Ｆｅｎｇ　Ｄ，Ｃｈｅｎ　Ｄ　Ｆ，Ｐｅｃｋｍａｎｎ　Ｊ，ｅｔ　ａｌ．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ｅｅ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ｎｇｏ　ｆａ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

２７（４）：７４８－７５６．

［９］　Ｋａｒａｃａ　Ｄ，Ｈｅｎｓｅｎ　Ｃ，Ｗａｌｌｍａｎｎ　Ｋ．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ｍｕｄ　ｖｏｌｃａ－

ｎｏ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００８，７２（１２）：Ａ４５０－Ａ４５０．

［１０］　Ｌｕｆｆ　Ｒ，Ｇｒｅｉｎｅｒｔ　Ｊ，Ｗａｌｌｍａｎｎ　Ｋ，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ｃｒｕｓ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ｌｄ　ｖ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１６（１－２）：１５７－

１７４．
［１１］　Ｌｕｆｆ　Ｒ，Ｗａｌｌｍａｎｎ　Ｋ，Ａｌｏｉｓｉ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

ｂｏｎａｔｅ　ｃｒｕｓ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ｌｄ　ｖ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Ｊ］．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２２１（１－

４）：３３７－３５３．
［１２］　Ｈａｅｃｋｅｌ　Ｍ，Ｂｏｕｄｒｅａｕ　Ｂ　Ｐ，Ｗａｌｌｍａｎｎ　Ｋ．Ｂｕｂｂｌ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ｍｉｘｉｎｇ：Ａ　３－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００７，７１（２１）：

５１３５－５１５４．
［１３］　管红香，陈多福，宋之光．冷泉渗漏区海底微生物作用及生物

标志化合物［Ｊ］．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２００７，２７（５）：７５－

８３．［ＧＵＡＮ　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　Ｄｕｏｆｕ，ＳＯＮＧ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ａｓ

ｓｅｅｐ　ｓｉｔｅ［Ｊ］．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２７（５）：７５－８３．］

［１４］　Ｈａｎ　Ｘ，Ｓｕｅｓｓ　Ｅ，Ｌｉｅｂｅｔｒａｕ　Ｖ，ｅｔ　ａｌ．Ｐａｓｔ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ｅ－

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ｂｙ　ｓｅｅｐ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１０３（７）：

１８７３－１８８７．

［１５］　Ｔｏｎｇ　Ｈ　Ｐ，Ｆｅｎｇ　Ｄ，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ｆｌｕｉ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３：２６０－２７１．

［１６］　Ｌｉｕ　Ｌ，Ｗｕ　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ＡＯＭ　ｉｎ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７１（２）：６９７－７０７．

［１７］　黄永祥，Ｓｕｅｓｓ　Ｅ，吴 能 友，等．南 海 北 部 陆 坡 甲 烷 和 天 然 气

水合物地质—中德合作ＳＯ－１７７航次成果专报［Ｍ］．北京：地

质 出 版 社，２００８．［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ｕｅｓｓ　Ｅ，ＷＵ

Ｎｅｎｇｙｏｕ，ｅｔ　ａｌ．Ｍｅｈｔａｎｅ　ａｎｄ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ｉｎｏ－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１７７

Ｃｒｕｉ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８．］

［１８］　龚跃华，吴时国，张光学，等．南海东沙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与

地质构造的关系［Ｊ］．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０８，２８（１）：

９９－１０４．［ＧＯＮＧ　Ｙｕｅｈｕａ，ＷＵ　Ｓｈｉｇｕｏ，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ｕｅ，

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８（１）：９９－１０４］

［１９］　陆红锋，陈芳，刘坚，等．南海北部神狐海区的自生碳酸盐 岩

烟囱—海底富烃 流 体 活 动 的 记 录［Ｊ］．地 质 论 评，２００６，５２
（３）：３５２－３５７．［ＬＵ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ＬＩＵ　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

８８



　第３期 　　吴雪停，等：南海北部深海浅层沉积物中甲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ｃｈｉｍｎｅｙ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５２（３）：

３５２－３５７．］

［２０］　陆红锋，刘坚，陈芳，等．南海台西南区碳酸盐岩矿物学和 稳

定—天然气 水 合 物 存 在 的 主 要 证 据 之 一［Ｊ］．地 学 前 沿，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６８－２７６．［ＬＵ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

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Ｔａｉｗａ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ａｓ　ｈｙ－

ｄｒａｔ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０５，１２（３）：

２６８－２７６．］

［２１］　陈胜红，贺振华，何家雄，等．南海东北部边缘台西南盆地 泥

火山特征及其与油气运聚关系［Ｊ］．天 然 气 地 球 科 学，２００９，

２０（６）：８７２－８７８．［ＣＨＥＮ　Ｓｈｅｎｇｈｏｇｎ，ＨＥ　Ｚｈｅｎｈｕａ，ＨＥ　Ｊｉａｘ－

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ｄ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０（６）：８７２－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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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１３０９－１３２０．［ＷＵ　Ｄａｉｄａｉ，ＷＵ　Ｎｅｎｇｙｏｕ，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ｕｌｆａｔｅ－ｍ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ＭＩ），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ｓｈａ　Ａｒｅ－

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３８（６）：１３０９－１３２０．］

［２３］　Ｆｏｓｓｉｎｇ　Ｈ，Ｆｅｒｄｅｌｍａｎ　Ｔ　Ｇ，Ｂｅｒｇ　Ｐ．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ｆｆ　Ｎａｍｉｂｉａ）［Ｊ］．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０００，６４（５）：８９７－９１０．
［２４］　苏新，陈芳，陆红锋，等．南海北部深海甲烷冷泉自生碳酸 盐

岩显微结构特征与流体活动关系 初 探［Ｊ］．现 代 地 质，２００８，

２２（３）：３７６－３８１．［ＳＵ　Ｘｉｎ，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ＬＵ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ｅｅｐ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Ｊ］．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２（３）：３７６－３８１．］

［２５］　于晓果，韩喜球，李宏亮，等．南海东沙东北部甲烷缺氧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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