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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河湾の文献目録一地質学，ベントス学，古生物学関係

岡田博有＊・堀越増興＊＊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n the Geology，Benthology

and Paleontology of Suruga Bay，CentralJapan

Hakuyu OKADA＊and MasuokiHoRIKOSHI＊＊

まえかき

本目録は1980年までに出版された駿河湾の地質学

（地形，地球物理学を含む），ベントス学，古生物学関

係の文献の総集成である．海況，海水，魚類，プラン

クトンなどは本目録に含めなかったが，1969年以前の

動物プランクトンについては丸茂（1969；本文p．91）

が参考になる．なお，この目録から漏れた文献がある

と思われるが，将来機会をみて完全を期したいのでこ

教示を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ある．

文献配列に当たり，欧文の要旨または図表説明をも

つ文献は著者・標題・誌名を使用欧文で〔〕内に示

した．匠　頚　は編者注．

謝辞　資料収集でご教示・ご協力をいただいた土隆

一・北里洋・長沢敏之助（静岡大学），茂木昭夫（海上

保安庁水路部），小坂呂也・三沢良文（東海大学），

有田正史（地質調査所）の各氏に厚くお礼申しあげる．

なお，この目録作成には昭和55年度特定研究「駿河湾

の形成と地殻変動」の経費を使用した．

A．地質学関係（Geology）

四十物秀蔵〔AIMONO，Hidezo〕（1964），－‘Fossa Ma－

gna”を中心とした太平洋底の地形の或る観方

Fossa Magna’’の研究　そのⅠ）〔Preliminary

note on top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 Paci－

fic bottom ofJapan（Honshu）〕．海洋地質

〔亡わ比r．－肋rよne Geog．上3（1），15－17．

四十物秀蔵〔AIMONO，Hidezo〕（1969），中部日本太平

洋陸棚斜面の地形（“Fossa Magna’’の研究　そ

の1）〔Geomorphology of the continental

slope off the Pacific side of centralJapan〕．

海洋地質〔Jdur．肋rr花e GeoZ．〕，5（1），1－17．

安間　恵〔ANMA，Kei〕（19681，駿河湾の地磁気異常

について．フォツサ・マグナ，209－216．

安間　恵（1969），駿河湾の地磁気分布について（演旨）．

地質雑，75（2上110－111．

苗木　斌・金　容義（1972），駿河湾の岩石．教師の

広場（特集：駿河湾の自然），（10），24－32．

青木　斌・吉原　毅・星野適平〔AoKI，Hitoshi，

YosHIWARA，Takeshiand HosHINO，Michihei〕

1981年1月22日受理

＊静岡大学理学部地球科学教室Institute of Geosciences，Schoolof Science，Shizuoka University，Shizuoka422・

＊＊東京大学海洋研究所　Ocean ResearchInstitute，University of Tokyo，Nakano－ku，Tokyo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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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駿河湾の地質（その1）駿河湾奥の海底に

分布する礫について〔Geology of the Suruga

Bay（Partl）・Submarinedistributionofgra－

vels〕．東海大学紀要，海洋学部〔JolJr．Coヱ且．

〟αrineSci．7tc九m0g．，ア0たαiUniu．〕，（2），85－92．

青木三郎〔AoKI，Saburo〕（1977），南海舟状海盆及

びその近傍の海底土の物理，化学，粘土鉱物的性質

〔Physical，Chemicaland clay minera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two sediments from Nan－

kai Trough andits environs〕．うみ（日仏海洋

学会誌）〔エα肋巧，15（3），116－120．

青木三郎・生沼　郁（1979），駿河湾現世堆積物中の粘

土鉱物の分布．第23回粘土科学討論会講演要旨集，

50．

新井二郎・磯部一洋・伊藤達也・大木　毅・庄田正宏・

野口雄二・山越悠子・叉木正発（1968），駿河湾北部

浮島海岸の漂砂について．東京教育大学地理学研究

論文集，38－58．

Faculty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kai University　（1978），Oceanographic

data of Suruga Bay（1971－1977），Pacific co－

ast of centralJapan．馳ec．Res．PrQj．ML

niS．丘はuC．7977－円，79万－77，rOたαi Uniu．，i＋

102p．

藤田惣吉（1959），静岡県岳南地方の紙，パルプ工場廃

水による駿河湾底質の汚演について．水産増殖，6

（3㌦　63－65．

花田正明・五十嵐正晃（1978），駿河湾地形計測につい

て（演旨）．地質学会第85年学術大会講演要旨集，

116．

花田正明・五十嵐正晃・佐藤彰展〔HANADA，Masa－

aki，lGARAStlI，Masaaki and SATO，Akinobu〕

（1980），駿河湾の地形について〔Submarine top－

Ography of Suruga Bay〕．東海大学紀要，海洋

学部〔Jolr．Co汀．几b山九e Sh．7tcん托0～．，rO一

点αi Uniu．〕，（13上17－28．

長谷　実（1944），御前崎海蝕台．地理学評論，20（3上

144－158．

橋本隆夫（1969），駿河湾沿岸の海浜たい積物にうい

て．静岡大学地学研究報告，2（1），85－90．

橋本隆夫・金谷高校科学部（1969），駿河湾・遠州灘の

海浜砂礫について（演旨）．地質雑，75（2），86－87．

早川正巳・飯塚　進〔HAYAKAWA，Masami and

IIZUKA，Susumu〕（1972），伊豆半島周辺の地球物

理学的研究〔Geophysical studies at and adj－

acent area ofIzu Peninsula〕．星野通平・青木

墳（編）：伊豆半島．東海大学出版会〔Z几Ho．sHINO，

Michihei and AoKI，Hitoshi（eds．）‥kLL Pe－

ninsLLla・Tokai Univ．Press，Tokyo〕，217－

243．

速水頒一郎（1967），駿河湾奥における沿岸防災海洋学

的研究．昭和42年度科研費特定研究（災害科学）研

究報告集録，206】209．

速水頒一郎・芋野木早苗・斉藤　晃（1968），駿河湾

奥の河川に起源をもつ砂礫の移動．第5回災害科学

総合シンポジウム講演論文集，49－50．

速水嶺一郎・芋野木早苗・斉藤　晃（1969），駿河湾

奥部の海岸砂礫の変化．第6回災害科学総合シンポ

ジウム講演論文集，171－172．

HAYAMI，Shoichiro，OKUSA，Shigeyasu and

NAKAMURA，Takaaki（1972），On the bottom

Sediment around the entrance of Tagonoura

Harbor，Pacific coast of centralJapan．Jo－

ur．Coは肋rine Sci．recんnOZ．，rOゐαi Uniuリ

（6），23－28．

星野通乎（1952），駿河湾の底質（演旨）．地質雑，

58（682），311－312．

星野通平（1952），駿河湾の底質．水路要報，脚，

230－238．

HosHINO，Michihei（19671，Deep－SeaterraCeS．

Jolr．Coは　肋rne Sc．熊C九m0g．，了もたαi

Uniuリ（2），57→84．

星野通平（1971），駿河湾の生いたち．教師の広場（特

集：駿河湾の自然），（10），14－23．

星野通平〔HosHINO，Michihei〕（1972），伊豆半島周

縁の海底地質〔Submarine geology offIzu

Peninsula〕．星野通平・青木　斌（編）：伊豆半島．

東海大学出版会〔in HosHINO，Michihe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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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KI，Hitoshi（eds．）：1zu Peninsula．Tok－

ai Univ．Press，Tokyo〕，245へ255．

星野通平（1972＿），駿河湾発達史．地質学会第79年学術

大会講演要旨集，127．

HosHINO，Michihei（1973），Geologic develop－

ment of Suruga Bay．Jour・Pbc．Marine

Sci．7tcたれ0リ　rOゐα　U花山リ（7），137－143．

星野通平〔HosHINO，Michihei〕（1973），駿河湾の形

成と中央構造線〔Relationship between geol0－

gic development of the SurugaBay and the

MedianTectonic Line］．杉山隆二（編）：中央構

造線，東海大学出版会〔in SUGIYAMA，Ryuji

（ed．）：〟ediα花7セcbnic上れe．Tokai Univ・

Press，Tokyo〕，277－287．

星野通平（1975），黒潮古陸の位置．地質学会シンポジ

ウム：「フィリピン海域の地質学的諸問題」，121

－132．

星野通平（1975），駿河湾のなぞ．静岡新聞社，253p．

星野通平・苗木　墳（1974），駿河湾における地質学的

環境変化一田子ノ浦～富士川河口沖の海底地形およ

び底質について「．東海大学海洋学部「人間生存環

境」研究班，「駿河湾を中心とする海洋環境の人間

活動による変化に関する研究」，17《21．

市川　武・落合治美・富田一男・室伏久治（1961），駿

河湾田子浦海岸の波と漂砂．第8回海岸工学講演会

論文集，161－167

五十嵐正晃・花田正明・佐藤彰展（1977），駿河湾の海

底地形について．地質学会第84年学術大会講演要旨

集，374．

池谷仙之・北里　洋〔IKEYA，Noriyukiand KITA－

zATO，Hiroshi〕（1980），駿河湾より採取した底質

試料〔Alist of the bottom sediments colle－

cted from the Suruga Bay，CentralJapan］．

静岡大学地球科学研報〔Geoscよ．月印．5九zu0たα

Umわ．〕，5，17－22．

稲葉栄生（1972），駿河湾の海洋構造．教師の広場（特

集：駿河湾の自然），（10），65－73．

猪問明俊・佐々木栄一〔Ⅰ．NOMA，Akitoshi and SA→

SAKI，Eiichi〕（1979），東海沖の堆積盆地の分布と性

85

格〔Geologic aspect of the offshore Tokai

basin〕．石油技術協会誌〔Joと〃∴Jαpα花．Assoc．

PeけOZe乙Jm7tcん乃0～．〕，44（5），272－278．

井内美郎・木下泰正・磯部一洋・大内敏志（1978），底

質からみた駿河湾の地史．地質学会第85年学術大会

講演要旨集，167．

岩淵義郎（1969），フォツサ・マグナ南部海域の海洋地

質学・地球物理学的研究（演旨）．地質雑，75（2㌦

67－68．

岩淵義郎・桂　忠彦・永野真男・桜井　操〔IwABUCHI，

Yoshio，KATSURA，Tadahiko，NAGANO，Ma－

nao，and SAKURAI，Misao〕（1969），フォツサ・

マグナ地域の海底地質〔Submarine geology of

Fossa Magna region〕．海洋科学〔MaT・ine

Scよ．〟0m班ッ〕，8（8），45－52．

岩淵義郎・永野貞男（1977），駿河トラフ・南海トラフ

の表層堆積層の変形．地震予知連絡会報，（17），109

－112．

海上保安庁水路部（1949），内浦湾水深図．匠報告書なし∋

海上保安庁水路部〔Maritime Safety Agency〕

（1950），駿河湾底質図〔Bottom sediment chart

ofSuruga Wan〕，No7001．匠報告書なしヨ

海上保安庁水路部〔Maritime Safety Agency〕

（1978），海底地形図（5万分の1）．駿河湾北部

〔Bathymetric chart（1：50，000）．Northern

part of Suruga Wan〕．喧報告書なし司．

海上保安庁水路部〔Maritime Safety Agency〕

（1980），沿岸の海の基本図（5万分の1）．駿河湾南東

部，1L35；駿河湾南西部，1－37〔Basic map

of the seain coastalwaters（1：50，000）．Sou－

theastern part of Suruga Wan，1－35；South－

western part of Suruga Wan，1－37〕．

海上保安庁水路部（1980），20万分の1海の基本図．駿

河湾．

活断層研究会（1980），日本の活断層一分布図と資料，

東京大学出版会，363p．

久野　久（1938），駿河湾底より得られたる火山岩礫並

に基盤岩片の顕微鏡的研究（第1報）（駿河湾の底

質第2報）．地質雉，45（535），36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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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田耕平・青木　斌（1969），駿河湾の若干の海域の礫

（演旨）．地質雑，75（2），86．

前田耕平・三沢良文（1968）．駿河湾の東西の地形断面

図．フォツサ・マグナ，201－202．

松田時彦〔MATSUDA，Tokihiko〕（1976），本州弧に

おけるフォツサ・マブナ地域の特異性〔The pecup

liarlty Of the Fossa Magna reg10nin the

Honshuarc〕．海洋科学〔MarineSci．Monthly〕，

8（9），20－24．

MATSUDA，Tokihiko（1978），Collision of the

Izu－Bonin arc with central Honshu：Ceno－

ZOic tectonics of the Fossa Magna，Japan．

Jour．mys．属brth，26，Supp1．，409q421．

松本英二（1978），相模湾および駿河湾における堆積速

度．地質学会第85年学術大会講演要旨集，164．

松本英二・木下泰正〔MATSUMOTO，Eijiand KINO－

SHITA，Yasumasa〕（1979），駿河湾における海底堆

積物〔ThebottomsedimentsinSurugaBay〕．

公害特別研究報告書〔Proc．血ueSと．Po蝕扉．Pre－

uenリAgenC）′九d比Sと．7tcゐ几0日，56，35柵76．

三沢良文（1970），駿河湾奥大陸棚の二，三の地質学的

考察（演旨）．地質雑，76（2），76．

三沢良文（1970），駿河湾海底地形の2，3の考察．地

質学会第77年学術大会講演要旨集，91．

三沢良文（1972），駿河湾の海底地形と地質．教師の広

場（特集：駿河湾の自然），（10），34－43．

三沢良文〔MISAWA，Yoshifumi〕（1972），駿河湾西

部の海底地質〔Submarinegeology ofthewes－

tern partin Suruga Bay〕．星野通平・青木　斌

（編）．伊豆半島．東海大学出版会〔inHosHINO・．，

Michihei and AoKI，Hitoshi（eds．）：1zu Pen－

insula．Tokai Univ．Press，Tokyo〕，258q

267．

三沢良文・星野通平・杉山隆二（1972），大崩海岸沖の

海底地形と地質．静岡・大崩海岸の山崩れ災害に関

する地質学的研究，研究報告論文集，51－57．

三沢良文〔MISAWA，Yoshifumi〕（1976），フォツサ・

マブナ南西部沖の海底地質〔Submarine geology

Off the southかestern part of the Fossa Mag－

na〕．海洋科学〔肋rわe励ま．〟or乙と九秒〕，8（9㌦

35－40．

三沢良文〔MISAWA，Yoshifumi〕（1978），伊豆半島

南西部沖の海底地形・地質〔Submarine topogr－

aphy and geology off south－WeStern area Of

Izu Peninsula〕．東海大学紀要，海洋学部〔Jour．

Co〃．肋ri花e Sci．7tcん花0～．，rOたαi U几iu．〕，

（11），39－55．

三沢良文・星沢　巡〔MISAWA，Yoshifumi and

HosHIZAWA，Meguru〕（1976），駿河湾と遠州灘の

海洋地質学的2，3の問題〔Some problems on

marine geology of Suruga Bay and Enshu－

nada Sea〕．地質学論集〔Mem．Geol．Soc．h－

pα花〕，（13），389－393．

三沢良文・田中清隆・宮野正美・烏前健治（1972），伊

豆半島西岸沖大陸棚の音波探査結果について．地質

学会第79年学術大会講演要旨集，125．

三沢良文・吉原　毅（1968），駿河湾の海底地形．フォッ

サ・マグナ，196－200．

三沢良文・吉原　毅・星野通平（1969），駿河湾の海底

地形（演旨），地質雑，75（2），85．

茂木昭夫（1977），駿河トラフ・南海トラフ沿いの構造

線について．地震予知連絡会東海部会資料．

茂木昭夫（1977），日本近海海底地形誌¶海底傭轍図集．

東大出版会，90p．

MoGI，Akio（1979），An allas Qftheseajloor

αrO乙川d舟α托．AspecとS q／S比bmαri几egeOm－

oT77holog）′．Univ．Tokyo Press，Tokyo，96p．

茂木昭夫・桜井　操（1980），伊豆半島西岸の深い大陸

棚外縁について－駿河トラフでのサブダクションを

示唆する一．地震予知研究シンポジウム，117－121．

中陣隆夫・安間　恵〔NAKAJIN，Takao and ANMA．，

Kei〕（1972），駿河湾における海底地殻熱流量測定

〔Preliminary heat flow measurementsin

the Suruga Bay〕．星野通平・青木　斌・（編）：伊

豆半島．東海大学出版会〔in HosHINO，Michihei

and AoKI，Hitoshi（eds．）：1zu Peninsula・

TokaiUniv．Press，Tokyo〕，287N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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