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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物花粉在我国东南部海域沉积物

中的分布及古环境意义
*

张 玉 兰 王 开 发
(同济大学 , 上海 20 0 0 9 2

提要 为搞清我国陆架的抱粉
、

藻类分布规律
,

于 1 9 7 2年先后对黄海
、

东海
、

南海海底

沉积物作了抱粉
、

藻类研究
。

结果表明
,
在黄海

、

东海表层沉积物中红树植物花粉主要由黑潮

暖流北上携带而来
,

在南海沿岸的海湾和河流人海处沉积物中红树植物花粉含量高 ;水下古海

岸线附近含量亦高 ;南海北部钻孔中的红树植物花粉系由海流搬运我国沿岸物质沉积而成 ;南

部钻孔中的红树植物花粉主要是海流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沿岸物质搬运沉积而成
。

关键词 红树植物 花粉 南黄海 东海 南海 古环境

红树林是热带
一

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的植被类型
。

其生长与气候因素关系

密切
,

同时受到海洋水文条件
、

土壤
、

海水盐度等因素的作用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

所以
,

它

对于分析古环境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

我国陆架表层
、

柱状沉积物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红树

植物花粉
,

根据沉积物中所含红树植物花粉的种类和数量就可推断 当时的沉积环境
,

尤其

对分析海岸线变迁
、

海平面升降
、

古气候和古环境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

1 生境特点

红树植物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

广义的红树植物包括潮水所能到达的海岸上所

有的木本植物群落
,

其组成并非全部是红树科植物
。
狭义的红树植物只包括受海潮浸润

的潮 间带生长的真红树科植物
。

本文所述的红树植物是指广义的
。

红树植物适宜生长于风浪平静和富含有机质的淤泥深厚的海滩
,

一般分布于隐蔽的

海岸
,

经常出现在弧形而曲折的港湾或有星罗棋布小岛的海湾 (王开发等
, 1 9 7究 林鹏

,

1 9 8 4 )
o

红树林分布中心地区的海水温度年 平 均值约在 24 一 27 ℃ ,

气温则在 2 5一 30 ℃ 的范

围内
。

其种类随温度的下降而减少
,

林相高度从东南亚约 30 m 至海南 14 m
,

以及闽江

口 外海滩的 l m 左右
。

分布最北界达闽南海岸 (林鹏
, 1 9 8 4 )

。

土壤质地
、

含盐量的浓度

以及潮水淹没时间的长短等差别使红树群落在海滩上成带性分布
。

2 红树植物花粉在我国陆架表层沉积中的分布

在陆架表层沉积的抱粉分析中
,

渤海
、

北黄海未见到红树花粉
。

南黄海的 4 0 9 1
,

4 1 3 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4 8 9 7 0 2 7 3 号

。

本研究得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第二海洋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有关同志协助

,

谨志谢忱
。

收稿 日期 : 19 9 2 年 1 月 3 日 , 接受 日期 : 1 9 9 2 年 4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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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树植物花粉在南黄海
、

东海表层沉积中的分布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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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 9 , 6 2 1 7 站表层沉积中发现少量红树植物花粉 ;东海有 20 多个站位见到红树植物花粉

( 图 l )
。
如前所述

,

红树植物现在分布的北界在闽江口
,

因此在南黄海
、

东海表层见到的

红树植物花粉只能是黑潮暖流北上携带所致
。

莫勒尔在研究中美海沟表层沉积时也发现

了红树植物花粉被海流携带的事实
。

南海表层沉积物中
,

含有较丰富的红树植物花粉
,

在 z D 4 60 剖面上
,

大部分站位红

T a b
.

l

表 l

M a n g r o v e

位

南海 z D 460 剖面表层沉积物中的红树植物花粉含 t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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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植物花粉超过 5多 (表 1
、

图 2 )
。

在 Z D 3 80 剖面中红树植物花粉也较丰富 (表 2 )
。

另外
,

在 8 1 2 2
,

8 1 2 4
,

8 0 2 3
,

8 0 2 2 , 5 2 9 7 , 5 17 5 , 5 1 3 9 , 5 1 0 3 站
, B ,。 剖面和 B ; 3。

剖面的

一些站位也见有较多的红树植物花粉
。
红树植物花粉在表层沉积物中的分布多寡与沉积

时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

Z D 46 。 剖面位于大亚湾岸外
,

Z D 3 80 剖面位于珠江口

外
, 8 1 2 2 , 8 1 2 4 , 8 0 2 3和 8 0 2 2 站都位于小海湾内

,

因此红树植物花粉台量相对较高
。

表 2 南海 2 D 38 。 剖面表层沉积物中红树植物花粉含 I (粒 )

T a b
.

站 位

M a n g r o v e P o l l e n f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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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海北部陆架表层沉积中红树植物花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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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冯文科 l) 等研究
,

在南海北部陆架
,

水深 15 m 左右
,

有一明显的地形坡折
,

自北部湾

经广州湾直到珠江口岸外
,

长达 1 OO 0k m
,

这很可能是古海岸线的位置
,

称为海底第一古

海岸线
。

含红树植物花粉较多的 52 97
, 5 1 75

, 5 13 9和 5 1 0 3 站的位置都在这条线上 (图

2 )
,

这并非巧合
,

因红树植物是生于潮间带的植物群落
,

在海岸线附近的沉积物中它的花

粉密度大
,

因此
,

从红树植物花粉在沉积物中含量多少的分布
,

可推测古海岸线存在的位

置
。

l) 冯文科
, 1 9 8 3 ,

南海北部滨岸海成阶地与古海岸线遗迹
,

南海地质研究第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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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红树植物花粉在我国陆架柱状剖面中的分布及古环境意义

.3 1 东海柱状剖面 东海柱状剖面中
,

有 3 个站位含红树花粉数量较多
,

而且在剖面

上连续分布 (表 3 )
。

表 3 红树植物花粉在 7 0 0 6 , I
: , , 11

、 ,

钻孔中的分布

T a b
.

3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m a n g r o v e P o l l e n i n t h e e o r e s o f 7 0 0 6
,

I
, 1 a n d 11

, ,

777 0 0 6 站站 I : :

站站 11: , 站站 地质时代代

深深度 (
c m ))) 花粉粒数数 深度 (

c m ))) 花粉粒数数 深度 (
c
m ))) 花粉粒数数数

222 0一 2 555 111 0一 1777 555 0一 1000 777 晚全新世世
11111117一 3 000 111111111

3333333 0一呼444 222222222

666 0一 6 555 111 斗4一 6 666 111 3 0一 5 000 666
.

中全新世世

55555555555 0一 7 555 88888

888 0一 8 555 lllllll 7 5一 1 0 000

:::
早全新世世

11111111111 2 0一 1 4 5555555

据王开发等 ( 1 9 7 5 ) 研究
,

东海陆架 1 50 m 水深以内地区在晚更新世时曾出露成 陆
,

而 7 0 0 6 站水深 8 90 m
,

因此
,

其剖面上所含红树植物花粉均为水流携带而来
。

现代红树

植物的最北分布线是在福鼎
,

所以 11 : , 11 : ,

剖面上的红树花粉均非本地 自生
,

而是黑潮暖

流北上携带而来
。
在 7 0 0 6 站的 8 0一 8 5 e m 样品及 11: , 站 1 2 0一 14 5 e m 的样品中均发现

红树植物花粉
,

其层位是下全新统
,

这说明黑潮在早全新世时就已存在
,

而且一直影响东

海
,

直至南黄海
。 G r o o t ( 19 6 6 )

,

G r o o t
, a n d G r o o t ( 19 6 6 ) 等在研究海洋抱粉中也曾指

出
,

抱粉在海洋中的搬运是水动力起主导作用
。 因此

,

利用抱粉化石可研究古海流并追溯

物质来源
。

.3 2 南海柱状剖面 在南海许多柱状剖面中含有很丰富的红树植物花粉化石 (图 3 )
。

南海陆架 6 井位于我国广东沿海韩江 口外
,

陆架 9 井
、

2 井
、

5 井位于珠江口外
,

所以在

中
、

晚全新世的沉积中所含的红树植物花粉
,

主要由河流径流及沿岸水流携带而来
。

据冯

文科研究
,

在珠江 口外的 一 40 m 海底有一古三角洲 ; 又据北部湾
、

珠江 口和汕头海区

一 4 8 至一 5 7 m 海底底质取样进行的生物化石鉴定表明
,

在水深 50 m 海底附近原为潮间

和潮下带的地理环境
。

这都说明南海北部水深 朽一 50 m 存在一条古海岸线
,

冯文科等称

此为海底第二古海岸线
。

陆架 2 井
、

, 井和 9 井都位于第二古海岸线附近
,

在这三口 钻井

中晚更新世晚期至早全新世的沉积中发现的红树植物花粉
,

主要由本地自生的红树植物

花粉沉积而成
。

陆架 l 井
、

7井和 V 3
井均位于第二古海岸线较远处 (图 4 )

,

钻孔沉积物

中所含红树植物花粉均由海流搬运而来
。

据张宏达 ( 1 9 7 4 ) 报道
,

南海的夏季海流从爪哇海向北进人南海
,

再北上经巴士海峡

流人太平洋或经台湾海峡流入东海 ; 而冬季相反
,

太平洋及东海的海流自北往南流人南

海
,

再转到爪哇海
。

陆架 7 井
、

l 井和 V 3
井中出现的红树植物花粉

,

是我国南海沿岸地区

常见的红树植物种类
,

说明主要由海流将我国沿岸物质携带人南海盆地沉积而成
,

而南部

深海盆地沉积物中的红树植物花粉主要来白东南亚
。
海桑属植物的生态环境只局限在热

带地区沙质淤泥海滩
,

是一种高温
、

湿生的乔
、

灌木植物群落
。
据 M lu le r

( 19 6 9 ) 报道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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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以东

南亚的马来半岛及邻近岛屿的海桑植物生

长最繁茂
,

种类较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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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的南海深海盆地的N S一 8 8一59 ,

N S一 8 7 一 8 ,

N S一 87
一
H 和 N S

一

8 4 一 3 7 等钻孔中 (图

4
、

图 5 )
,

见有较丰富的海桑属花粉
,

其含量 自南往北逐渐减少 (图 5 )
。

由此看出
,

这 4 个

钻孔中海桑属花粉主要来自东南亚
,

是夏季海流搬运至南海深海盆地沉积而成
。

4 结语
’

一红树林是热带一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的植被类型和指示植物
。

由本文研究

结果可知
,

在南黄海
、

东海表层沉积物中红树植物花粉主要是 由黑潮暖流北上搬运而来
,

而黑潮在早全新世时就已影响东海
、

直至南黄海
。

在南海沿岸的海湾和 河流人海处
,

有利

于红树植物生长
,

因而在沉积物中红树植物花粉含量高
,

在水下古海岸线附近红树植物花

粉含量亦高
。

南海北部钻孔中的红树植物花粉
,

主要是海流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沿岸物

质搬运至此沉积而成
。

对沉积物中红树植物花粉的研究
,

为我们追溯古海流和 沉积物来

源提供了极好的依据
,

它对深入研究古环境变化
、

海岸线变迁
、

海平面升降和古气候等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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