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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海槽中部表层沉积物中的放射虫
’

程振波 鞠小华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 0 0 3)

提要 19 92 年 7 月
“

向阳红 16 号
”

海洋调查船利用大洋 50 型抓斗在冲绳海槽中部 (25
“

30’

一 30
“

N
,

125
“

一 129
“

E) 区域内获取表层沉积物样品 88 个
。

表层沉积物中的放射虫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 ; 愈近海槽放射虫的数量及属
、

种丰度值愈高
,

西侧槽坡离开槽区越远
,

放射虫数量

及属种越渐少
。

而东侧槽坡放射虫数量则表现了高
、

低值成点状分布的格局
。

表层沉积物中

两大类放射虫的百分含量分别为泡沫虫约占 87 %
,

罩笼虫约占 13 %
.

另外根据分析结果
,

把本

区分为 3 个小的沉积区
:

陆坡上部沉积区 ; 陆坡下部沉积区
;
海槽底部沉积区

.

关键词 放射虫 冲绳海槽 表层沉积物

学科分类号 09 13

冲绳海槽属东海陆架的一部分
,

以前 曾有不少学者对东海陆架沉积物的放射虫进行

过研究 (谭智源等
,

19 76
,

1 982
; 王汝建等

,

19 9 6)
,

上述部分属于放射虫分类
、

生态方面的研

究 ; 部分属应用研究
。

本文基于对放射虫定量分析的结果
,

借助于前人的资料
,

把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

较系统地探讨了冲绳海槽 中部表层沉积物中放射虫的种类组成
、

数

量
、

属种分布
、

分区
,

壳体与沉积物和水体等诸多 因素的关系
。

1 样品处理

称取 109 干沉积物样 品于蒸发皿 中加水浸泡
,

然后放 3 m l过氧化氢溶液氧化掉有机

质
,

再加少许 95 % 的浓盐酸以除去钙质
。

对除钙后的样 品用孔径 0. 0 63 ~ 的铜筛筛洗
,

置

砂浴上烘干后用万分之一电子天秤称取一定量的烘干样品制片
,

用加拿大树胶封片
,

然后

在透射显微镜下进行鉴定统计
,

并换算出每克干样 中的放射虫数量
。

共鉴定分析了 88 个

表层沉积物样品
,

采样站位见 (图 1 )
,

对每一样品分别做了放射虫数量统计
.

同时对大部

分种作了普通显微照相
.

2 结果与讨论

2. 1 表层沉积物中的放射虫壳体

2. L I 种类组成 本 区表层沉积物 中的放射虫壳体数量 较为丰富
,

属种丰度也较南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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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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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及 近海陆架 区高
.

共发现 鉴定放 射虫 106 种
,

主要是 泡沫虫 (S pum ell 丽 a) 和 罩笼虫

(N 比se nari a) 两 目(图 1)
.

在个别站位见有稀孔虫 目(Phae od 硕a) 的分子
。

从所分析的表层

样的统计数字看
,

泡沫虫类约 占放射虫总数的 87 %
,

其 中球虫亚 目(S Ph ae ri de a) 占 10%一

33 %
,

一 般为 20 % 左 右
。

此 亚 目中百 分含量 最 高的数胶 球 虫科 (C oll os Ph ae ri dae )
,

占

4. 72 %一25 %
,

一般为 12
.

77 %
;
其次为光滑球虫科 (L ios pae ri dae )占 1

.

2%一7
.

69 %
,

一般为

5. 04 %
;
其它各科的含量一般均小于 4 %

.

梅子虫亚 目(Pru ni ed ea) 占 4%一 12 %
,

一般为 6%

左右
.

这其中又 以馒头虫科 (Pan a币d ae )最为丰富
,

占 4. 28 %一 10. 61 %
,

一般为 7% 左右
。

盘虫 亚 目 (n co idea ) 占 6%一 56 %
,

一 般 为 30 % 左 右
,

其 中最 优 势 分 子 为海 绵盘 虫 科

(s卯
n g od iseid ae )

,

占总数的 2
.

2 0;0 一犯
.

5 6%
,

一般为 18
.

5 3 0,0 ;
其次孔盘虫科 (几

r

odi
seid朗)

占 3. 7 5%一 16. 48 %
,

一般 为 10
.

70 % 左右
。

炭 篮虫 亚 目 (U 代of de a) 占 3%一 50 %
,

一般 为

1 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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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冲绳海槽中段表层沉积物中两大类放射虫的百分含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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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

其中优势分子为门孔虫科 (Py lo ni dae )
,

占 5
.

1%一 31
.

34 %
,

一般为 20
.

83 %
,

其它各科

的含量一般均小于 10 %
。

罩 笼虫 目 (N 公se llari a) 约 占放 射虫总 量 的 13 %
,

其 中编 网虫 亚 目 (Pl ee toi d ea )约 占

4
.

55 %
,

(主要是编网虫科的分子)
。

篓虫亚 目(S Py ro id ea )约占 20 % (主要 以双眼虫科
、

盔篮

虫科
、

条篮虫科分子为主)
。

笼虫亚 目 (C yrto idea )在罩笼虫 目中所 占成分最多
,

为 10 %一

85 %
,

一般在 50 % 以上
,

其 中主要为足篮虫科 (Pod oc yrti d ae )
、

神篓虫科 (Th
e oc yrti d a e )

、

花

篮虫科 (An th oc yni d ae )
、

三足篮 虫科 (T ri poc yrti d ae )
、

石毛虫科 (Li th oc am Pi dae )等 (谭智远

等
,

19 7 6
,

19 8 2 ; H ae c k e l
,

1 8 6 2
,

18 8 7 )
。

2. L 2 常见属种特征及总量分布 本 区放射虫数量及属种 丰度值较高的站位于海槽的

中
、

北部
,

其走 向呈现北东一南西向伸延 (图 l
、

图 2 )
.

这些站位是 9 4
,

9 5
,

1 0 6
,

1 12
,

12 0
,

12 1
,

12 2
,

1 3 4
,

14 0
,

14 9
,

16 3
,

16 4 和 1 7 1 站
,

其丰度值约每克干样 10 0 枚以上
,

特别是 12 0
,

121
,

12 2 站
,

放射虫总量达到 2 0 0 枚 以上
。

上述各站中放射虫 的属种一般达几十种
,

最高

者达 5 5 种
。

而在每克干样 中不足 10 枚壳体的站位是 8 5
,

10 0
,

1 2 3
,

12 4
,

14 4
,

14 5
,

16 0
,

16 1
,

1 5 2
,

15 9
,

1 7 5
,

17 6
,

1 8 2 和 18 3 站等
。

其 中 10 0
,

1 54
,

16 1
,

18 3 等站的放射虫均不足 2 枚 (以

每克干样计算)
,

且在属种上表现出少而单调 (图 1
、

图 3)
.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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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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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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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冲绳海槽中段表层沉积物放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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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冲绳海槽中段表层沉积物中放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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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 内较多和较常见的放射虫属
、

种有
:

刺尖球虫 (Acr
o sP hae ra sP in os a H ae c ke l)

、

四

房馒头 虫 (口用m a ta r tu , le tr a th a la m u s H a ec ke l)
、

多管管球虫 (SIP h o n o胡h a e r a 夕o
lys iPho

-

n ia H ae e ke l)
、

丘 尖 球 虫 .
e r o明h a e r a 。o lzin a H ae e ke l)

、

秀 美 壳 虫 (加
c hilo

n ia e

leg
a n s

E hre n
be 堪)

、

海绵盘虫 (今
o n g o al.s

c u s sp
.

)
、

棒网虫 (D i
e印o e o理n 。 夕r

ofu
n
da Eh re n be 飞)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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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棒 网 虫 (刀ic 印o e o 即n 。 tr im
a e u la tu m T an & Tc han g )

、

格 里 可 荚 球 虫 (几 e c o胡h a e r a

g r e eo i V in as sa d e Re g n y)
、

空 球 虫 (Ce
n o , ha e r a sp

.

)
、

刺 太 阳 盘 虫 (He lio dis
c u s

ee hin is e u s H ae c ke l)
、

星 太 阳 盘 虫 (He lio d is e u : a s te r ic u : H aec k e l)
、

多 角 针 网 虫

(匆to di e印a 夕o
ly
a ea n th a p o卯fs啼 )

、

拱光 眼虫 (A e rin o

mm
a a r e a d叩八

o r u m H a ec ke l)
、

萨可

光眼虫 (A
e
tin

o

mm
a s a ee o i C ame

v al e )
、

大六柱虫 (阶二
s印lu s d i阴e n s ivu s H aec ke l)

、

六柱虫

(价那
s印lus sp

.

)
、

钟 乳 石 枝 球 虫 (Cla do
e o e c u s s a la ti le s H ae e k e l)

、

六 矛 虫 (He 二lo
n e he

sp
.

)
、

炭 篮 虫 (劲
r e

恻le b u ts e hii Dre ye r)
、

厚 单 环 带 虫 (Mo
n o zo n iu m 夕a e hy

s印lu m

P叩fs ky )
、

苍 子 石 太 阳虫 (石th el iu :
二

。 th 如
r m is J中rg en

s
en T an

。t Su)
、

转 棘 旋壳虫

(StT
e bla e a n th a e ir e u m le xta J中嗯 en sen )

、

螺 石太 阳虫 (口th e liu s 胡ir a lis H a ec ke l)
、

六 枪虫

(He 二co 顾
u m sP

.

)
、

蛇 花 篮 虫 (An th o cy rti di
u m op h ir en s 。

Eh re n be rg )
、

美 丽 袍 虫

(山呷
r o即e la s m a r ita lis H a e e k e l)

、

鸟 帽 虫 (几 e
叩 iliu m e r a n o

ide
s H a ec k e l)

、

卵 果 蓬 虫

(Ca , o r e a n
叩

5 15 o bo va ta Tan
e r S u )

、

长 颈 圆 头 虫 (,
e o e o即th iu m tr a e he liu m

E hre n be 飞)
、

扼环虫 (汤g o e ir e u : sp
.

)
、

钟翼盔虫 (即
r o e o理 : 。a

呷
a n u la H a ec ke l)

、

长脚翼

篮 虫 (彻
r o ea n iu m 夕r a e te xtu 用 E h re n比飞)

、

果 篮 虫 (ca 塑
o e a n l.u m sp

.

)
、

石 蜂 虫

(‘th
o , elis sa sp

.

)
、

裙窗袍虫 (门
“th r o即e la s a le m e n a 召 H ae e ke l)

、

梯旋笼虫 (今 ir o妙r此

sc a la ris F匕e ck el)
、

节帽虫 (夕ich op ili “m sP
.

)
.

除上述常见种外
,

本区内稀有种的出现有较

大差异
,

多者占放射虫总量的 5% 以上
,

少者仅有个别出现
。

2. 1 .3 优势种及两大类放射虫分布特征对比 本区内数量最多的优势种为四叶四门孔

虫 (Te 介哪理le qua dr ilo ba)
,

尤其在海槽的中北部
,

其 丰度一般列其它种类的放射虫之首
。

在有些岛礁之间的水深较深 的站位亦有不连成片的分布点
.

从全球分布情况看
,

这个种

为分布较广的暖水种
,

对环境 的适应力强
。

秀美壳虫 (Eu ch ito n ia 。

leg an
、)

,

此种在本 区的

分布区域 与四 叶四 门孔虫 比较则显得区域性更强
,

海槽区及紧靠海槽中轴线两侧 区域数

量较多
,

而愈 向两侧槽坡数量锐减
。

据 Li ng (19 7 2) 报道
,

本种为暖水性表层种 (瓦 g ri ni,

19 6 8 )
。

四房馒头虫 (O~
a ta r tu : te tr a th “la m “, )

,

此种在本 区分布较多
。

从各站位分析资

料所获取的统计数字看
,

从槽区向两侧随着罩笼虫类的减少
,

其百分含量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
.

这 与 其 自身骨 以 及 外 界 的 环 境 因 素有 关
。

刺 尖 球 虫 (A cr
口sP hae ra sP in os a)

,

Li ng (19 7 2) 报道
,

在 印度洋低纬度至 中纬度 区的分布均较疏 (瓦 g ri ni
,

19 6 7 )
。

而该种在本

区内的分布数量则较其它种稳定
。

它的分布模式 与四房馒头虫基本相 似
,

从海槽中央到

两翼槽坡
,

其百分含量愈高
.

另外
,

以两大类放射虫的分布特征作一 比较也不难发现
,

从

两翼到海槽罩笼虫类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

而泡沫虫则恰恰相反
,

其原因主要与两大类放射

虫的 自身结构与保存条件有关
。

本区表层沉积物中的放射虫基本反映了热带暖水放射虫群落的组合特点
,

但就其单

位面积内放射虫的数量及属
、

种丰度而言
,

与以前所做的中太平洋北部表层沉积物中的放

射虫 比较又相差甚远
。

另外
,

纵观放射虫总量分布图 (图 2) 也不难看 出
:

放射虫的密集区

正好属海槽槽底 区
,

而放射虫分布的疏松区则在两翼槽坡区
,

西侧槽坡尤为明显
。

同时作

者也发现
,

由于该研究 区地质条件复杂
,

也 出现了在某些小 区域 与大趋势不相 吻合的现

象
.

如 1 53
,

1 4 6
,

174 号站
,

在水深
、

水温与邻近站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放射虫 的数量却相

差甚远
,

造成这种分布差异的原因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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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水温
、

盐度对表层沉积物 中放射虫数 t 分布的影响

水温对放射虫分布的影响不少学者已做过详细研究
,

其中 H a ec he r 早在 190 4 年就证实

了靠近两极 的海域放射虫分布在较浅的水层 内
,

而在赤道 区则分布在较深水层 的分布特

点
。

另外
,

盐度也是影响本区放射虫分布的重要 因素之一
。

在以往所做的大洋沉积物样品

分析中
,

区域盐度变化不大
,

所以盐度对放射虫的影响甚微
; 而在本研究区内

,

由于人海河

流象长江
、

钱塘江等沿岸大河大量注入淡水
,

致使盐度的变化较大
,

所以放射虫的数量上也

表现出明显差异性
.

本区放射虫的密集区在海槽中部
,

这与黑潮的主流方向基本吻合
。

大

量的高温
、

高盐放射虫种类被黑潮携到此处栖息
、

繁殖
,

这里的水温在 23 ℃左右
,

区域盐度

年总平均值 ) 34
,

有 比较适宜放射虫栖息的水温
、

盐度条件
,

故其数量及属
、

种丰度均较高
。

而在海槽区西翼近陆架区
,

由于沿岸冷水的影响
,

水温变化大
,

一般 ( 20 ℃
,

盐度一般在 31

左右
,

这种不利于放射虫生存
、

繁殖的温盐条件
,

正是放射虫数量 日趋减少的原因
.

2. 3 黑潮对本区放射虫壳体的影响

a ev e( 19 00) 曾报道
,

大量的浮游生物放射虫生活在大西洋海流之 中
。

这就是说
:

海流

直接影响到放射虫组合分布
。

同时也正因为海流的搬运与携带使放射虫形成了若干地理

区
.

如
:

珑tru
she v s k盯

a
(19 7 1 )通过从 B e n息a l湾到南极大陆架之 间的 7 0 多个岩心表层样

品的分析
,

划出了 5 个主要放射虫生物地理组合 (即热带组合
、

亚热带组合
、

南极组合
、

双

向组合和全球组合 )
,

这些组合中的放射虫 因海流的变化而不同
。

在本 区
,

黑潮从赤道外

洋 带人 了丰富的放 射虫
,

沿 2 00 一 1 000 m 等深 线北上
,

主流 与海 槽 的主轴线基本 一致
。

(C he ng et al, 199 3 ; 程振波等
,

19 95
,

19 9 6)
,

这对于放射虫的繁殖生长
、

搬运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

致使本区放射虫数量 丰富
,

属种繁多
.

另外
,

柱状沉积物 中分布较广的 比较典型的大洋暖水种 四叶四门孔虫的分布变化也

进一步证实了海流对放射虫壳体分布的影响
。

以 1 55 号岩心为例
,

此种含量在该岩心 33 5

c m 以下的沉积物中仅占放射虫总量 的不足 10% ; 而在 3 3 5 cm 以上 的沉积物 中
,

它的含量

骤增至 12. 5%
,

有的样品中甚至超过 巧%
.

在岩心顶部 的样品内
,

其 丰度又趋于减少
。

作

者认为
:

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与黑潮暖流有关
。

2. 4 沉积物的粒度
、

成分与放射虫壳体的关系

由图 2 可清楚地看出
,

放射虫壳体在表层沉积物中的分布与底质情况关系密切
.

根据

分析结果
,

将研究区划分为 3 个沉积区
。

2. 4
.

1 陆坡上部沉积区 (海槽西侧斜坡 ) 水深一般在 15 0一 soo m 之间
,

沉积物主要以

中粗
、

细砂 为主
,

砂的含量在 8 0% 以上
,

砂级物质 中绝大多数为有孔虫壳体
,

含量达 20 %

表1 表层沉积物中放射虫的丰度

Ta b
.

l A b u n da
n e e o f rad jo lan a in th e su沈ac e se山 m e n ts

地地貌单元 陆架外缘缘 陆 坡坡 海 槽槽

上上上部 下部部部

水水深 (m ) 1 10一 15 000 1 50一 50 000 50 0一 1 0 0 000 1 0 00一 1 5 0 000 > 1 50 000

平平均丰度 (枚 / g ) 999 1 1000 19 333 2 3 222 1 1333

种种数 888 3000 4 lll 4 000 4 000

样样品个数 1888 l444 l444 3 666 6



6 期 程振波等
:

冲绳海槽中部表层沉积物中的放射虫 661

以上
,

而放射虫壳体平均含量为每克干样 1 10 枚
.

2. 4. 2 陆坡下部沉积 区 水深一般为 500 一 1 000 m 之间
,

沉积物成分随着水深加大粒度

变小
,

主要沉积物为粉砂
、

泥质粉砂
,

放射虫丰度也迅速增加至每克干样大于 1 80 枚
。

2. 4. 3 海槽底部沉积区 海槽底部的水深平均为 1 0 0 0一 1 soo m
。

沉积物成分主要为

泥质粉砂或粉砂质泥
。

放射虫丰度高
,

属种丰富
,

平均每克干样 中放射虫的数量超过 200

枚 (表 l)
。

3 结论
3. 1 本区表层沉积物中的放射虫壳体愈近海槽区其数量及属种丰度值愈高

,

西侧槽坡离

开槽 区越远
,

放射虫数量及属种越渐少
.

东侧槽坡由于海底地形的崎岖变化
,

使放射虫数

量也表现出高
、

低值成点状分布的格局
。

1 2 表 层沉积物 中的放射 虫壳体以 泡沫虫类 为主
,

约 占总数的 87 %
; 而罩笼虫类仅占

13 %
。

这种区势从海槽 向两翼有所不同
,

愈近陆架泡沫虫含量愈高
,

愈近海槽罩笼虫含量

愈增
.

1 3 表层沉积物中放射虫的分布与水温
、

水深
、

盐度
、

海流诸因素关系密切
,

同时也受到

沉积物成分
、

粒度的影响
.

根据分析结果
,

把本区分为 3 个小 的沉积区
:

陆坡上部沉积区
;

陆坡下部沉积区 ; 海槽底部沉积区
。

致谢 承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夏审阅
,

谨志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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