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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海底地理实体通名术语存在问题辨析

黄文星，朱本铎
国土资源部海底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广州，５１０７６０

内容提要：由于我国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起步晚，实践基础薄弱，翻译和编写的海底命名规范中的有个别通

名术语定义存在争议，本文结合国内权威地质辞典和相关标准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Ｓｈｏａｌ是顶部覆盖松散沉
积物的暗礁，会对船只航行构成威胁，建议翻译为“暗沙”。Ｂａｎｋ是表面相对平坦的海底高地，不对船只航行构成威
胁，建议翻译为“滩”或“浅滩”。② 建议参考国际海底命名委员会（ＳＣＵＦＮ）颁布的《海底地名标准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ｓ，又称Ｂ６文件）（ＩＨＯａｎｄＩＯＣ，２００８．），以１０００ｍ高差作为海山和海丘的分
界，并且不对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和Ｋｎｏｌｌ作进一步区分，均称为海丘。③ 现有辞典对 Ｃａｎｙｏｎ和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的翻译和定义可以沿用：Ｃａｎｙｏｎ译为海底峡谷，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译为海（底）谷，两者主要的区别
在于横切面形态，而与规模无关。建议将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ａｎｎｅｌ）译为“海底水道”，不仅与当前学术界的主
流译法一致，而且易于与海底峡谷和海底谷区分。④ Ｐｌａｔｅａｕ译为海底高原和海台均可，且两者并没有地貌等级差
别，建议《海底地名命名》作相应修正。

关键词：海底地理实体；术语；译法；定义

　　海底地理实体命名是基于精确的水深测量获取
海底地形特征，依据相关原则命名，并报国家或国际

权威机构批准。海底地理实体命名体现了人类在航

海及海洋勘测、开发过程中对海底的认知。然而近

年来，不同国家、地区出版的海图和文献中常出现海

底地理实体命名规则不一、地名互相矛盾的现象，产

生了诸多混淆和错误。为此，１９７５年，国际水道测
量 组 织 （ＩＨ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政 府 间 海 洋 学 委 员 会 （ＩＯＣ，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联合设
立国际海底地名委员会（ＳＣＵＦＮ，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ｓ），专门负责建立国际海底地
理实体命名体系，审定各国提交的海底地理实体命

名，为通用大洋水深图和国际系列水深图选择合理

海底地理实体名称，并建立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地名

辞典。

２０１１年９月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委员会第
２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国专家首次以委员身份参
会，提交的７个海底地名提案获得通过，标志着我国
开始全面参与国际海域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为

指导我国海底命名工作的开展，２０１１年相关组织机
构对国际水道测量组织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

发布的 《海底地名标准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ｓ，又称 Ｂ６文件）进行了翻译，
并将其翻译稿（下文简称《Ｂ６文件翻译稿》）在大洋
水深图制图工作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ｂｃｏ．ｎｅｔ／
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ｓ／）公开
发布。《Ｂ６文件》的核心内容包含两部分：海底地
名命名标准化的指导原则和通名术语定义。《Ｂ６文
件翻译稿》的公开发布为我国首批７个海底命名提
案的编写和之后两年共计２２个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提案的编写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国际海域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快速推进的

同时，我国领海的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也得到空

前重视，相关海洋调查单位开始组织实施中国海海

底地理实体命名研究。我国海底地理实体命名研究

工作进入高速发展期。为进一步推进海底地理实体

命名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２０１２年民政部地名研
究所牵头起草了《海底地名命名》（ＧＢ２９４３２２０１２）
国家标准，并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至



此，我国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的主要指导文件为

《Ｂ６文件翻译稿》和《海底地名命名》两个，这两个
文件对海底地理实体命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作了详

细规定，并提供了通名术语定义表。

依照《Ｂ６文件》和《海底地名命名》的规定，海
底地理实体名称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前半部

分为专名，后半部分为通名，以“南海海盆”为例，

“南海”是其专名，“海盆”是其通名。专名是指地理

实体的专有名称，命名者可以在符合相关命名原则

的前提下自由选择；通名需要在相关规定提供的通

名术语表中选择，选择的前提是对待命名的海底地

理实体进行分类，实体的分类是海底地名研究的三

大基本问题之一（韩范畴等，２０１１），也是海底地名
命名的核心和关键，分类的主要依据是通名术语定

义。

笔者在参与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时发现《Ｂ６
文件翻译稿》和《海底地名命名》两个文件中的一些

通名术语的翻译和定义尚有争议，有些通名术语定

义当前尚未统一，有些通名术语定义已有统一认识，

但上述文件中存在误用或错用，在此一并指出，以期

抛砖引玉，引起专家们的关注和重视，尽早达成共

识，完善标准的制定，推进海底地名应用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

１　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
国内对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的翻译和使用相当混乱。

以“台湾浅滩”为例，有些学者将其翻译为 Ｔａｉｗａｎ
Ｂａｎｋ（廉耀康和李炎，２０１１；杜晓琴等，２００８；林培根
等，２０１２；胡毅和陈坚，２００７），有些学者将其翻译为
ＴａｉｗａｎＳｈｏａｌ（方建勇等，２０１０；范开国等，２０１２；石
谦等，２００９；ＨｕＹｉ等，２０１３），还有个别翻译为
ＴａｉｗａｎＳｈａｌｌｏｗ（吴明清，１９８３），而 ＳＣＵＦＮ中收录的
正式英文名为“ＴａｉｗａｎＢａｎｋｓ”。《Ｂ６文件翻译稿》
中将 Ｓｈｏａｌ翻译为“浅滩”，将 Ｂａｎｋ翻译为“滩”，
《海底地名命名》中给出了浅滩、暗沙和暗礁三个通

名术语定义，但未给出相应的英文术语，因此无法确

定其对应关系。下面从定义和译法两个方面进行探

讨。

１．１　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的定义
关于海底地理实体通名术语定义，除了 ＳＣＵＦＮ

颁布的《Ｂ６文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
等海洋强国的相关机构也有制定相应的定义，其中

美国海底地名咨询委员会（ＡＣＵＦ）颁布的《海底地
名标准化政策和准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ｓ）（下文
简称《美国海底地名规范》）影响力较大，李汝雯

（２００１）和韩范畴等（２０１１）有过专门的介绍和探讨。
下文中，当ＳＣＵＦＮ颁布的《Ｂ６文件》和 ＡＣＵＦ颁布
的《美国海底地名规范》对某一术语的定义一致时，

便认为国外学术界主流对该术语定义的认识一致。

ＳＣＵＦＮ颁布的《Ｂ６文件》和 ＡＣＵＦ颁布的《美
国海底地名规范》对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两个通名术语的
定义比较一致———主要以底质类型和是否威胁船只

航行作为划分标准（表 １）：Ｂａｎｋ可以满足航行；
Ｓｈｏａｌ为未固结底质，并对船只航行构成威胁。《地
球科学大辞典》（２００６）给出的定义与 ＳＣＵＦＮ的定
义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其定义 Ｓｈｏａｌ为暗礁的
一种，是表面沉积有松散碎屑物质的暗礁，而暗礁则

是低潮时不出露海面的海底突起，会威胁航行；定义

ＯｃｅａｎＢａｎｋ为不妨碍船只航行的海底高地。另外
两部辞典（《地貌学辞典》，２００６；《海洋地质学辞
典》，２００１）未给出 Ｂａｎｋ词条的解释，因而无法对
比。

１．２　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的中文译法
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的中文译法比较混乱（表２），这

主要是由于 Ｓｈｏａｌ和 Ｂａｎｋ不只在海底地貌类型中
使用，在流水地貌类型中也有使用，而国内大部分的

地质辞典在翻译时，并未进行区分。在流水地貌中，

Ｓｈｏａｌ和Ｓｈａｌｌｏｗ译为浅滩，意为在河槽宽阔处及支
流河口附近，或在两个深槽之间的过渡段内，水流较

缓，挟沙能力较弱，泥沙易淤积，常形成相对高起的

淤积带，是影响平原河流通航的障碍（地球科学大

辞典，２００６）。Ｓａｎｄｂａｎｋ和 Ｓａｎｄｂａｒ在河流地貌
中，译为沙洲，意为河、湖海滨带中经常露出水面的

沙滩，是水流、波浪堆积作用形成的堆积地貌（地球

科学大辞典，２００６）。因此，Ｓｈｏａｌ在流水地貌中一般
译为“浅滩”和“沙洲”，在海底地貌中一般译为“暗

沙”；Ｂａｎｋ在流水地貌中常翻译为“沙洲”，在海底
地貌中一般译为“滩”或“浅滩”。

１９８３年我国公布了南海诸岛２５６个标准地名
及其对应的英文名称：英文通名为“Ｓｈｏａｌ”的地理实
体名称有６１个，其中对应中文通名为“暗沙”的有
５０个，另有１１个对应的中文通名为“滩”、“浅滩”、
“沙洲”或“礁”；英文通名为“Ｂａｎｋ”的地理实体有
２８个，其中对应中文通名为“滩”的有２１个，另有７
个对应的中文通名为“礁”、“门”、“岛”、“屿”或“浅

滩”。因此，通常的译法是将 Ｓｈｏａｌ译为“暗沙”，将
Ｂａｎｋ译为“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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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海底地理实体通名相关术语定义

Ｔａｂｌｅ１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通名术语 定义 定义来源

Ｓｈｏａｌ
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ｔ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ｌｅｓｓ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ｕ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６文件

Ｓｈｏａｌ
浅滩：孤立（或成群）出现的不利于海上航行的浅海区域，与周围区域相比其可航行空间

小，海底由未固结物质构成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Ｓｈｏａｌ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ａｚａｒｄ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ｕ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Ｓｈｏａｌ 暗沙：表面沉积有砂砾、贝壳等松散碎屑物质的暗礁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ｈｏａｌｐａｔｃｈ
浅滩：指水深小于２０ｍ、由松散沉积物所组成的海底隆起。通常呈片状分布。浅滩相对高
差不大，数米或数十米，坡度平缓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Ｈｉｄｄｅｎｓｈｏａｌ
暗滩，暗沙：潜伏于海面以下水深１０—３０ｍ的广阔平坦的台状珊瑚礁，称为暗滩。水深较
浅的（小于１０ｍ），暗滩对船舶航行有直接影响，称为暗沙

地貌学辞典

Ｂａｎｋ
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ｏｖ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ｕｔ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ｓａｆ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６文件

Ｂａｎｋ 滩：孤立（或成群）出现的海底高地，上覆水深较浅，但可以满足海面安全航行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Ｂａｎｋ
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ａｓｈｅｌｆ，ｏｖ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ｕ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ｓａｆ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Ｏｃｅａｎｂａｎｋ
大洋浅滩：大洋中水深小于２００ｍ，略呈平顶的海底高地。多由海岭的平顶山脊和淹没的
珊瑚礁构成，一般不妨碍船只航行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Ｂａｎｋ —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Ｂａｎｋ — 地貌学辞典

Ｒｅｅｆ
Ａｍａｓｓ（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ｒｏｃｋ（ｓ）ｏｒ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ｙｉｎｇａｔｏｒ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ａｔ
ｍａ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ｈａｚａｒｄｔ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６文件

Ｒｅｅｆ
礁：大量（或成群）出现的岩石体或其他固结物质体，一般位于海面或接近海面，此类区域

不利于海面航行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Ｒｅｅｆ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ａｚａｒｄ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Ｒｅｅｆ 礁：接近海面的海底突起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Ｌｅｄｇｅ和ＳｕｎｋｅｎＲｅｅｆ 暗礁：低潮时不露出海面的海底突起。暗礁是航海中的危险区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Ｒｅｅｆ
礁：位于水深２０ｍ以浅的基岩残体。根据其分布水深和数量，有明礁、暗礁、群礁、孤立礁
之分。如隐伏水下的称为暗礁；低潮时出露的称明礁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Ｒｅｅｆ
礁：海洋中隐现于水面、面积小于５００ｍ２的岩石体称为礁。高潮时出露的为明礁，高潮淹
没，低潮出露的称为干出礁，低潮也不出露称为暗礁。按照形状可以分为环状、塔状、马蹄

状、桌状等

地貌学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ｌａｒｇ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ｍｉｎｒｅｌｉｅｆ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ａ
ｆｌｏ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ｆｏｒｍ

Ｂ６文件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以离散（或成群）形式呈现的大型孤立的海底高地，起伏一般高出海底１０００ｍ以
上，形态呈圆锥形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ｆ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ｘｔ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ｕｍｍｉｔ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又称海底山。具有圆形或椭圆形顶面，高出周围海底１０００ｍ以上的孤立或者相对
孤立的水下山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ｓｅａｍｏｕｎｔ）：大洋底分布范围不大比较孤立的水下山丘或高地。位于深海平原中，一
般高出周围海底１０００多米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又称海底山。具有圆形或椭圆形顶面，高出周围海底１０００ｍ以上的孤立或者相对
孤立的水下山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高出周围海底１０００ｍ以上、孤立或相对孤立、从未达到海面的水下山地，称为海山 地貌学辞典

Ｈｉｌｌ
Ｈｉｌｌ：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ａ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ＢＹＳＳＡＬ
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ＫＮＯＬＬ（Ｓ）

Ｂ６文件

Ｈｉｌｌ 海底丘陵：孤立（或成群）出现的海底高地，规模小于海山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ｔｒａｃ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Ｂ６文件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位于深海底的孤立（或成群的）小型高地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Ｈｉｌｌ 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０ｍｅｔｅｒｓ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高出深海平原１００～２００ｍ、宽几百米—几千米的起伏平缓的海底隆起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深海底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穹丘。分布在水深为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ｍ的海底，直径为７
～１０ｋｍ，其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ｍ，平均高度为２５０～６００ｍ。其特点是在低平的海
底出现许多馒头状小丘，它代表了洋底的原始地形。沉积物厚仅几十或几百米

海洋地质学辞典

４６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通名术语 定义 定义来源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深海平原或深海盆地底部起伏较小，相对高度小于１０００ｍ的海底隆起，称为深
海丘陵，又称海底丘陵

地貌学辞典

Ｋｎｏｌｌ
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ａ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ｏｆｒｏｕｎｄ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ａｓ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ＨＩＬＬ（Ｓ）

Ｂ６文件

Ｋｎｏｌｌ
海丘：规模一般小于海山的海底高地，外轮廓呈圆形，以孤立或成群方式呈现于海底。见

海底丘陵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Ｋｎｏｌｌ
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ｆ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ｘｔ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ｕｍｍｉｔ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Ｋｎｏｌｌ 海丘，分布于深海底的丘陵状高地，比高低于１０００ｍ，多分布于深海平原中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Ｋｎｏｌｌ —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Ｋｎｏｌｌ — 地貌学辞典

Ｃａｎｙｏｎ
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ａｒｒｏｗ，ｄｅｅｐ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ｔｅｅｐ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
ｗｈｉ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ｄｅｅｐｅ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ｏｎｓｏｍ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ＬＯＰＥＳ

Ｂ６文件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孤立（或成群）出现的比较狭窄而纵深的海底洼地，两侧陡峭，峡谷底部一般连

续不断变深，主要特征是形成于某些大陆坡上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Ｃａｎｙｏｎ
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ａｒｒｏｗ，ｄｅｅｐ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ｅｅｐ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ｗｈｉ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ｈａｓ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ｌｏｐｅ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又称“海底谷地”或“水下峡谷”。横切大陆坡和大陆架的“Ｖ”字形海底谷地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谷的一种，为深切陆架、陆坡或陆隆伸入到深海底的谷壁陡峭而呈 Ｖ字形剖面的海
底谷。大陆坡上具有Ｖ字形横切面、蜿蜒向下伸展的巨大谷地，它有树枝状的支谷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发育在大陆坡上狭长的深切峡谷谷地。横切面呈“Ｖ”形，两侧谷壁陡峭，深度
可达数百米至千余米。纵剖面多呈阶梯状，峡谷口外通常发育缓斜的海底扇

地貌学辞典

Ｖａｌｌｅｙ
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ｉｄ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ｗｈｉｃｈ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ａｓ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Ｔｈｉｓｔｅｒｍ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ｎｏｔｕｓｅｄｆ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ＣＡＮＹＯＮｌｉｋ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ｅｘｔｅ

Ｂ６文件

Ｖａｌｌｅｙ
海谷：孤立（或成群）出现的比较浅而宽的海底洼地，通常谷底坡度变化连续。就其区域

范围而言，此术语一般不适用于具有海底峡谷特征的地形。也叫做海底谷或海谷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Ｖａｌｌｅｙ 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ｉｄ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ｗｈｉｃｈｕｓｕａｌｌｙｈａｓ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又称海谷，切割海底而伸长的谷形凹地。有各种形态：有的切割很深，谷壁较陡的

“Ｖ”形谷叫海底峡谷；有的谷坡平缓并具有较宽的剖面；有的谷壁很陡但谷底为宽而平坦
的槽谷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Ｖａｌｌｅｙ —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或
Ｓｅａｂｏｔｔｏｍ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切入海底的长条状谷地统称为海底谷，又称海谷。海底谷形态各异，有的切割很

深，横切面呈“Ｖ”形，称为海底峡谷；有的谷坡平缓，并具有较宽的剖面；有的谷壁陡，谷底
宽而平坦

地貌学辞典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ｓｌｏｐｉｎｇ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ｄ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ＦＡＮＳｏｒ
ＡＢＹＳＳ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ｂ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ＬＥＶＥＥＳｏｎｏｎｅｏｒ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Ｂ６文件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海底狭谷：连续不断倾斜的狭长洼地，以离散（或成群）形式出现在冲积扇或深海平原中，

其一侧或两侧常以冲积堤为界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ｓｌｏｐｉｎｇ，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ｆｏｕｎｄｉｎｆａｎｓｏｒｐｌａｉｎ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
ｂ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ｌｅｖｅｅｓｏｎｏｎｅｏｒｔｗｏｓｉｄｅｓ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Ｄｅｅｐ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深海谷：切割陆架、陆坡或陆隆深入到深海的海底谷。常具有曲流或蛇曲形态，主要受沉

积类型及沉积速度的控制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 地貌学辞典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ｆｌａｔｏｒｎｅａｒｌｙｆｌａ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ｌｅｘｔｅｎｔ，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ａｂｒｕｐｔｌｙｏｎｏｎｅｏｒｍｏｒｅ
ｓｉｄｅｓ

Ｂ６文件

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底高原：区域范围广阔的、平坦或近于平坦的海底高地，一侧或多侧地势突然下降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ｆｌａｔｔｏｐ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ｅｘｔｅｎｔ，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ａｂｒｕｐｔｌｙｏｎｏｎｅｏｒｍｏｒｅ
ｓｉｄｅｓ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Ｔａｂｌｅｍｏｕｎｔ或 ｇｕｙｏｔ
或 Ｐｌａｔｅａｕ 或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台，又称海底高原、平顶海山：圆形或椭圆形平顶的海山。如日本海中的朝鲜海台、太平

洋的沙茨基海台、大西洋的布莱克海台等。顶部水深在２００～２５００ｍ之间，一般为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ｍ。侧面坡度较珊瑚礁陡，山麓有壕状凹地，顶面常有玄武岩圆砾和白垩纪晚期的造
礁珊瑚及瓣鳃类等浅海生物化石，因而认为平顶海山曾受侵蚀下沉到水下

地球科学大辞典

５６９第 ５期 黄文星等：中国现行海底地理实体通名术语存在问题辨析



通名术语 定义 定义来源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底高原，又称“海底高原”或“海台”。位于大洋盆地或大陆边缘的范围广阔的隆起区。

一般高出周围海底２００ｍ以上，甚至可达１～２ｋｍ高差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或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海底高原：高出周围海底２００ｍ以上、顶面平坦的海底高地称为海底高原，又称海台 地貌学辞典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ｆｌａ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ｏｒｇｅｎｔｌｙ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ｌｏｎｇ
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ｒｅ）ｂ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ａｓｔｅｅｐｅｒ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ｏｎｏｎ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ｂｙａｓｔｅｅｐｅ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ｏｎ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ｉｄｅ

Ｂ６文件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海台：孤立（或成群）出现的具有较平坦或平缓倾斜表面的海底区域，有时呈狭长状，一侧

以陡峭的上升坡为界，另一侧则以陡峭的下降坡为邻
Ｂ６文件翻译稿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ｆｌａ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ｏｒｇｅｎｔｌｙ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ｌｏｎｇ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ｗｈｉｃｈｉｓ
ｂ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ａｓｔｅｅｐｅｒ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ｏｎｏｎ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ｂｙａｓｔｅｅｐ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ｏｎ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ｉｄｅ

美国海底地名规范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海底阶地：发育于海底的阶梯状地形。不仅见于大陆架和岛架上，且见于大陆坡和深海

底。深海底者称深海阶地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ｂｅｎｃｈ，
Ｄｅｅｐｓｅａｔｅｒｒａｃｅ

深海平台，又称深海平坦面。发育在大陆斜坡及岛坡上的平坦地形。由日本学者提出。

非指洋底地形，而是属于陆坡地貌。位于陆坡下部约２０００ｍ水深处，坡度小于０．０１°。有
人认为它代表大陆的最末端。陆坡海底峡谷一般终止于深海平台上缘，可视为海底峡谷

侵蚀基准面，经常发生浅源地震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水下阶地：全新世海平面上升淹没的海滨阶地 地貌学辞典

表２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的中文译法
Ｔａｂｌｅ２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ｏａｌａｎｄＢａｎｋ

英文 中文译名 英文 中文译名 来源

Ｓｈｏａｌ 浅滩、沙洲 Ｂａｎｋ 滩、沙洲 《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

Ｓｈｏａｌ 浅滩、沙洲 Ｂａｎｋ 滩、沙洲 《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

Ｓｈｏａｌ 浅滩、沙洲、暗沙 Ｂａｎｋ 滩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Ｓｈｏａｌ 浅滩、沙滩、沙洲、暗沙 Ｂａｎｋ 沙洲、滩 《英汉地质辞典》

Ｈｉｄｄｅｎ
ｓｈｏａｌ

暗滩、暗沙 Ｂａｎｋ — 《地貌学辞典》

Ｓｈｏａｌ
ｐａｔｃｈ

浅滩 Ｂａｎｋ —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ｈｏａｌ
海底地貌：暗沙；

流水地貌：浅滩、沙洲

Ｏｃｅａｎ
Ｂａｎｋ

大洋浅滩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ａｎｄｂａｒ

流水地貌：浅滩
Ｓａｎｄ
ｂａｎｋ

流水地貌：

沙洲
《地球科学大辞典》

２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和Ｋｎｏｌｌ
当前，国外对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的定义比较统一，均以

１０００ｍ高差作为划分标准。国内一般将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翻译为海山，但划分标准仍有争议：对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进
行详细解释的三个辞典（《海洋地质学辞典》，２００１；
《地貌学辞典》，２００６；《地球科学大辞典》，２００６）以
１０００ｍ高差作为划分标志（表３），而我国现行的《海
洋调查规范第 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０２００７）却以５００ｍ高差作为划分标
志。划分标准的不统一直接导致国内“海山”术语

使用混乱。如曾成开和王小波（１９８７）参考 ＳＣＵＦＮ
标准（高差大于１０００ｍ为海山）对南海的海山海丘
进行分类；刘忠成等（２００３）和陈泓君等（２０１２）将部

分高差介于５００ｍ和１０００ｍ之间的孤立水下高地归
为海山。

ＳＣＵＦＮ《Ｂ６文件》对 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和 Ｋｎｏｌｌ
未作详细区分，一定程度上可以通用。而 ＡＣＵＦ制
定的《美国海底地名规范》对两者进行了量化区分：

以５００ｍ高差作为划分标准，高差大于５００ｍ定义为
Ｋｎｏｌｌ，高差小于５００ｍ则定义为Ｈｉｌｌ。

国内地质辞典中往往缺乏Ｈｉｌｌ对应的海底地貌
的定义，部分收录Ｈｉｌｌ术语，都直接将其翻译为陆地
地貌中常用的“丘陵”。国内一般使用（Ａｂｙｓｓａｌ
ｈｉｌｌ）作为替代，普遍翻译为“深海丘陵”，但划分标
准不统一，有些定义其高差小于１０００ｍ（《海洋地质
学辞典》，２００１；《地貌学辞典》，２００６），有些定义其
高差为１００～２００ｍ（《地球科学大辞典》，２００６）（表

１）。
Ｋｎｏｌｌ多译为圆丘或海丘，但划分标

准不一，《地球科学大辞典》（２００６）定义
其高差小于１０００ｍ；《英汉综合地质学辞
典》（１９７５）定义其高差介于 ５００～
１０００ｍ之间；《海洋调查规范第１０部分：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０
２００７）以２００ｍ高差将海丘划分为高海
丘和低海丘两种，高海丘的高差介于

２００～５００ｍ之间，低海丘的高差介于５０
～２００ｍ之间。
可见国内对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

ｈｉｌｌ）和Ｋｎｏｌｌ的译法差别不大，但划分标

６６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表３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和Ｋｎｏｌｌ的中文译法
Ｔａｂｌｅ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ａｎｄＫｎｏｌｌ

英文 中文译名 英文 中文译名 英文 中文译名 来源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海山、海峰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 Ｋｎｏｌｌ 圆丘 《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 Ｈｉｌｌ 丘陵、陵、丘 Ｋｎｏｌｌ 圆丘 《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 Ｈｉｌｌ 丘陵，小山，土堆 Ｋｎｏｌｌ 圆丘；海（底）丘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 Ｋｎｏｌｌ 圆丘；海底丘 《英汉地质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海底丘陵 Ｋｎｏｌｌ 无 《地貌学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 Ｋｎｏｌｌ 无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海山 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 深海丘陵 Ｋｎｏｌｌ 海丘 《地球科学大辞典》

表４Ｃａｎｙｏｎ、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和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的中文译法
Ｔａｂｌｅ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ｎｙｏｎ、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英文 中文译名 英文 中文译名 英文 中文译名 来源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Ｄｅｅｐ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深海槽 《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ｃｈａｎｎｅｌ 海峡，水道 《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海底峡谷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 海谷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海渠，海底峡谷 《英汉地质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海底水道，海底流道 《英汉地质辞典》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 — 《地貌学辞典》

Ｓｅａｂｏｔｔｏｍ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 《地貌学辞典》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 — — —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Ｃａｎｙｏｎ 海底峡谷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海谷 Ｄｅｅｐ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深海谷 《地球科学大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 海底谷，海谷 《地球科学大辞典》

准极为混乱。关于Ｓｅａｍｏｕｎｔ，国外的定义比较统一，
国内主要地质辞典中的定义也与国外定义一致，均

采用１０００ｍ高差作为海山和海丘的划分界限，因此
建议《海洋地质调查规范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
调查》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０２００７作相应修改。目前，国内
外在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和 Ｋｎｏｌｌ的划分标准上尚未
达成共识，ＳＣＵＦＮ将两者合并，回避争论。

３　Ｃａｎｙｏｎ、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和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国外对 Ｃａｎｙｏｎ、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定
义基本一致，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横切面形

态上，Ｃａｎｙｏｎ窄而深，而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宽而浅。国内对这两个术语的翻译比较统
一，普遍将 Ｃａｎｙｏｎ译为海底峡谷，将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译为海底谷（表４）。

在定义方面，国内主要辞典（《地貌学辞典》，

２００６；《地球科学大辞典》，２００６）定义海底谷（Ｓｅａ
ｖａｌｌｅｙ）为海底长条状谷地的统称，并将其中切割很

深，横 切 面 呈

“Ｖ”形的海底谷
称为海底峡谷

（Ｃａｎｙｏｎ）。 这
种划分方式与国

外的定义并不冲

突。而《海底地

名命名》则认为

海 底 峡 谷

（Ｃａｎｙｏｎ）和海
底 谷 （Ｓｅａ

ｖａｌｌｅｙ）之间的差别表现在规模上：海底谷（Ｓｅａ
ｖａｌｌｅｙ）的规模较小，而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的规模较
大。笔者对２０１３年３月发布的地名辞典中以线形
表示（规模较大）的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和海底谷
（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进行长度统计，采用墨卡托投影，考虑
到两极形变较大，剔除纬度大于６０°的实体，统计结
果显示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的平均长度约为 ９５ｋｍ
（剔除高纬度区２０条，实际参与统计１５２条），海底
谷（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的平均长度约为１３４ｋｍ（剔除高纬度
区７条，实际参与统计３７条），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
的平均长度反而要小于海底谷（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且两种
地貌实体类型的长度从几千米到几百千米都有，可

见两者在规模上并没有绝对区别。

国外对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ａｎｎｅｌ）的定义
也比较一致，认为其一般发育在水下三角洲或深海

平原上，一侧或两侧常发育天然堤（Ｌｅｖｅｅｓ）。但国
内主要的地质辞典提供的译法不一，翻译为水道、海

底峡谷、海底水道，海底流道或深海谷等（表 ５），
《Ｂ６文件翻译稿》将其译为“海底狭谷”。《海底地

７６９第 ５期 黄文星等：中国现行海底地理实体通名术语存在问题辨析



名命名》没有收录该通名术语。尽管在我国地质辞

典中，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译法多种多样，但近些年来发表的
文章（袁圣强等，２０１０；程岳宏等，２０１２；李华等，
２０１１；刘军等，２０１１）大多数将 Ｃｈａｎｎｅｌ译为“水
道”。与上述“海底峡谷”、“海底狭谷”和“深海谷”

等译法相比，该译法不易与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和海
底谷（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混淆。

表５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和Ｔｅｒｒａｃｅ的中文译法
Ｔａｂｌｅ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ｅｒｒａｃｅ

英文 中文译名 英文 中文译名 来源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底高原 — — 《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ａｕ 高原，台地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海底阶地 《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

Ｓｅａ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台，海原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海底阶地，海下阶地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底高原，大洋台地 《英汉海洋学词汇》

Ｏｃｅ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台，洋底高原，大洋台地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海底阶地，海下阶地 《英汉地质辞典》

Ｓｅａ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台，海底高原 《英汉地质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海底高原，海台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水下阶地 《地貌学辞典》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底高原，海底高地，海台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ｂｅｎｃｈ，Ｄｅｅｐ
ｓｅａｔｅｒｒａｃｅ

深海平台，深海平坦面 《海洋地质学辞典》

Ｔａｂｌｅ ｍｏｕｎｔ ， Ｇｕｙｏ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海台，海底高原，平顶海山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海底阶地 《地球科学大辞典》

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和
Ｔｅｒｒａｃｅ

　　当前国外对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ｐｌａｔｅａｕ）和
Ｔｅｒｒａｃｅ的定义非常明确，两者的共同点是均具有一
个相对平缓的台面，区别在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ｔｅａｕ）的一侧或多侧以陡峭的下降坡与其它地貌
实体相接，而 Ｔｅｒｒａｃｅ则必须是一侧为陡峭的上升
坡，另一侧为陡峭的下降坡，呈阶梯状。

国内主要的地质辞典将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ｔｅａｕ）翻译为海台和海底高原，并认为两者的概念
相通（表１）。而《海底地名命名》将两者进行了区
分，认为海底高原属于二级地貌，海台是发育于二级

地貌海底高原之上的三级实体类型。

冯文科和鲍才旺（１９８２）认为海底高原是大陆
坡上地形相对平坦，水深较小，分布范围较大的海底

面，它的边缘有明显的转折，并以较大的坡角向深海

或海底槽沟过渡，该定义与国外 Ｐｌａｔｅａｕ定义一致。
冯文科和鲍才旺（１９８２）指出南海有西沙、中沙、东
沙和南沙四个海底高原。后续研究（张光学等，

２００６；白志琳等，２００４；张汉泉和吴庐山，２００５）在描
述南海上述海底高原时，常用“海台”替代“海底高

原”。由此可见，国内主要辞典和学术界目前普遍

认为海台和海底高原的定义是等同的，两个术语可

以互换，不存在等级之分。

Ｔｅｒｒａｃｅ在陆地地貌术语中常译为“阶地”，与
其一侧上升坡，一侧下降坡的阶梯状地貌特征吻合，

而《Ｂ６文件翻译稿》则将其译为海台，显然与上述
的Ｐｌａｔｅａｕ混淆。建议海底地貌中延续陆地貌 “阶
地”的译法，实际工作中可加入“海底”以示区别。

５　讨论
对海底地理实体名称进行标准化处理的主要目

的在于规范海底地名的使用，纠正当前学术期刊、大

洋地图和海图中出现的海底地理实体名称使用混乱

和不规范现象。要实现这一目的，前提是制定科学

的海底地理实体名称标准化规范。当前，我国的海

底地理实体名称标准化规范主要有 ＳＣＵＦＮ的《Ｂ６
文件翻译稿》和《海底地名命名》（ＧＢ２９４３２２０１２）两
个。然而，这两个标准是在我国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实践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翻译和制定的，一些通名术

语的翻译和定义尚存在争议。本文结合国内权威的

地质辞典和相关行业规范对这两个标准中存在争议

的通名术语的译法和定义进行探讨，发现争议的来

源有如下几类：

（１）国内外尚未达成共识：如 Ｈｉｌｌ和 Ｋｎｏｌｌ，
ＳＣＵＦＮ制定的《Ｂ６文件》和 ＡＣＵＦ制定的《美国海
底地名规范》对两者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国内的

地质辞典也缺乏一致的译法和定义。ＳＣＵＦＮ《Ｂ６文
件》不对Ｈｉｌｌ和Ｋｎｏｌｌ作进一步的划分，规避当前定
义不统一的矛盾，因此，建议参考 ＳＣＵＦＮ《Ｂ６文
件》，并将两者统一翻译为“海丘”。

（２）国外定义明确，国内译法和定义不统一：

８６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如Ｓｈｏａｌ和Ｂａｎｋ，国外明确以底质类型和是否威胁
船只航行作为划分标准（表 １）：Ｂａｎｋ可以满足航
行；Ｓｈｏａｌ为未固结底质，并对船只航行构成威胁。
但国内译法和定义混乱，根源来自早期的地质词典

对这两个术语在陆地流水地貌和海洋地貌中的不同

译法未作区分。２００６年出版的《地球科学大辞典》
明确给出了两个术语在海底地貌中的定义，且其定

义与国外的定义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因此建议采

用其定义和译法。再如 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在国外定义中
非常明确，而国内权威辞典中只《地球科学大辞典》

（２００６）提供了定义，但该定义与国外定义不对应，
此外，国内主要的地质辞典中对该术语的译法也不

统一，但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普遍将其译为“水道”。

（３）国外定义明确，国内主要的地质词典译法
和定义基本一致，相关标准制定未全面考虑既有定

义。如海山（Ｓｅａｍｏｕｎｔ），国外主要标准和国内主要
地质辞典均以１０００ｍ高差作为划分标准，而《海洋
调查规范第 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ＧＢ／
Ｔ１２７６３．１０２００７）却以５００ｍ高差作为划分标准，使
得原本统一的定义出现分歧。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
与海谷（Ｓｅａｖａｌｌｅｙ）亦是如此，国内外主要规范和地
质辞典均以横切面形态作为两者的划分标准，而

《海底地名命名》提出以规模来划分。对 ＳＣＵＦＮ地
名辞典收录的海底峡谷（Ｃａｎｙｏｎ）和海谷（Ｖａｌｌｅｙ）进
行统计，发现两者在规模上没有明显的分异，以规模

来进行划分是不科学的，且容易产生新的分歧。类

似的情况还有 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ｒｒａｃｅ、Ｍｏａｔ和 Ｓａｄｄｌｅ。
Ｐｌａｔｅａｕ和Ｔｅｒｒａｃｅ在前文已有详细讨论，不再赘述。
Ｍｏａｔ为海底环形洼地，一般位于海山、海洋岛和其
它孤立海底高地的基底处。《Ｂ６文件翻译稿》将其
译为“环形洼地”，而国内权威的地质辞典普遍将其

翻译为“海壕”，“海壕”的译法形象且简洁，建议沿

用。Ｓａｄｄｌｅ在陆地地貌中一般译为“鞍部”，在海底
地貌中其定义与陆地地貌一致，是延绵山脉中的某

一特定部位，《Ｂ６文件翻译稿》中将其译为“鞍形
山”，显然没有充分参考前人的译法。

本文只对海底地理实体名称的通名进行了探

讨，事实上，专名的混乱更加严重。截至目前，我国

唯一一次由政府部门进行认证发布海底地理实体名

称，是１９８６年，国务院、外交部和中国地名委员会批
准前地矿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对南海２２个海
山、海槽的命名，这些名称在后续的调查报告和学术

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也有不少学者曾对新发

现的海底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并通过期刊和论著公

开，冯文科和鲍才旺（１９８２）以及刘昭蜀等（２００２）和
金庆焕（１９８９）等都曾经对南海的部分海山、海丘和
海底峡谷提出过命名方案。然而受限于期刊著作的

辐射力，且这种形式发布的海底地理实体名称未经

权威部门批准认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后人在讨论

中较少引用，出现各说各话，重复命名的情况。如南

海北部陆坡中部发育的珠江海底峡谷，该名称引自

李粹中（１９９３），金庆焕（１９８９）称其为珠江口外海底
峡谷，刘昭蜀等（２００２）称其为珠江口外陆坡海谷。
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海底地理实体命名规范和制

度，建设海底地理实体名称公开发布平台，是推动海

底地理实体命名以及名称使用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迫

切需要。

６　结论
（１）Ｓｈｏａｌ是顶部覆盖松散沉积物的暗礁，会对

船只航行构成威胁，建议翻译为“暗沙”。Ｂａｎｋ是表
面相对平坦的海底高地，不对船只航行构成威胁，建

议翻译为“滩”或“浅滩”。

（２）建议以１０００ｍ高差作为海山和海丘的分
界，并且不对Ｈｉｌｌ（Ａｂｙｓｓａｌｈｉｌｌ）和Ｋｎｏｌｌ作进一步区
分，统称为海丘。

（３） Ｃａｎｙｏｎ译 为 海 底 峡 谷，Ｓｅａ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ａｌｌｅｙ）译为海（底）谷，两者主要的区别
在于横切面形态，而与规模无关。建议将 Ｓｅ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ａｎｎｅｌ）译为“海底水道”。

（４）Ｐｌａｔｅａｕ译为海底高原和海台均可，且两者
并没有地貌等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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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１～７８０．

《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编写组．１９７５．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北京：
科学出版社，１～６０８．

袁圣强，曹锋，吴时国，姚根顺，王海荣，李丽．２０１０．南海北部陆
坡深水曲流水道的识别及成因．沉积学报，２８（１）：６８～７５．

曾成开，王小波．１９８７．南海海盆中的海山海丘及其成因．东海海
洋，５（１～２）：１～９．

张光学，祝有海，梁金强，吴时国，杨木壮，沙志彬．２００６．构造控
制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及其特征．现代地质，２０（４）：６０５～
６１２．

张汉泉，吴庐山．２００５．南海南部海域构造地貌．海洋地质与第四
纪地质，２５（１）：６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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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ａｎｔａｎ”）ｉｓａ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ｏ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ｏｖ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ｕｔ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ｓａｆ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② 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ｒｅｌｉｅｆｏｆ“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ｍｕｓｔｂ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ｍ，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ａｌｏ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ａｂｏｕ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ｌｌ”ａｎｄ“Ｋｎｏｌｌ”，ＳＣＵＦＮｍａｋｉｎｇｎ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③ 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ａｎｙｏｎ”
（Ｈａｉｄｉｘｉａｇｕ）ａｎｄ“Ｖａｌｌｅｙ”（Ｈａｉｄｉｇｕ）ｉｓ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ｌｏｇｙ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ｒｍｏｆ“Ｓｅ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ｉｔ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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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ｉｄｉｇａｏｙｕａｎ”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ｕｎｄｅｒｓ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ｅｒ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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