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转换函数法推算南海古温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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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微体古生物分析结果推断古环境
,

特别是用有孔虫等化石求第四纪海相或海陆过渡

相的环境参数
,

已在我国广泛开展 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根据“ 指相化石 ”或属种组合
、

分异度及

其它群落结构数据
,

以及壳体旋向和其它形态特征
,

推算古盐度
、

古温度
、

古深度等山 尽管这
一

些方法已经取得良好结果
,

但只能对环境参数作定性的判断 近年来
,

在大洋古海洋学研究中

建 立 起来的转换函数 方法
,

开辟了利用微体古生物数据对古环境参数

作定量分析的途径 特别在再造 年前和 年前冰期和间冰期世界大洋冬
、

夏表层

水温分布图的工作中
,

取得了杰 出的成绩氏 , 作为我国的第一次尝试
,

我们在南海北部陆坡

的深海沉积柱状样中
,

运用浮游有孔虫的分析数据
,

通过转换函数再造了十三万年以来冬
、

夏

表层海水平均温度的变化历史
,

为南海古海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转换函数是美国 和 为浮游有孔虫古温度分析提出的【, 化石群包含着古

温度的信息
,

但决定化石群特征的因素不仅有温度
,

还 有 盐 度
、

含氧量等 多 种 环 境 参 数

和 的方法
,

就是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技术从化石 群中提取温度的信息

而 各大洋
、

各门类的转换函数并不相同
,

应当因地制宜分别确定 如 对印度洋 ,
、

对太平洋【‘ ,浮游有孔虫导出的转换函数
,

等对钙质超微化石 和 。

对放射虫‘ 提出的转换函数
,

等等 为计算南海北部浮游有孔虫反映的表层古水温
,

我们采用

了与本区最为接近的 根据西太平洋 个表层样求出的转换函数 旧

。。 的转换函数不仅反 映 了北起鄂霍茨克海
、

南抵所罗门群岛的不同纬度
,

而且考虑了西太

平洋海底有孔虫壳的不同保存状况 用 转换函数求冬
、

夏季表层水温
,

其标准估计误

差分别为 ℃和 ℃ 该函数可以解释原始观测资料信息的 沁
,

在夏季温度 ℃
、

冬季温度 ℃的范围内可以得到精确的温度估值
,

因此
,

完全适用于南海北部

沉积柱状样 一 一

系美国《维玛号 》考察船于 年取自南 海 北 部 陆 坡 下 部 水 深

处
,

位置在
“ ‘ , “ ‘ ,

岩芯全长
·

,

含丰富的浮游有孔虫壳体 按

间距取样 个
,

选用 拌 的浮游有孔虫壳作鉴定统计
,

平均每样实际鉴定 枚
,

至少不低于 枚 鉴定结果取含量较高的 种进行计算机处 理
,

它们是 价
。 成 ,

, , 召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宁“ 勿 ,
。 , 勿 , ,

石“ , ,

印 ,

, ,“ , “ , , 。 , , “ , 五。

文中的 亡
韶

, 几夕 , , ,
,

, , 宁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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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 ,

娜 。 , 与 所用的 种 个类型相比
,

, 汤夕 , ,

左旋壳
、

况 和 ‘ 际
。 , 在本区均未发现 , “ ‘ , 有袋与无袋型亦未

分别统计
,

因而在计算时只按两类各占 多输入计算机 事实上
, ‘

,

‘以 , 的两种类型

在 的各组合中贡献相差不大
,

而且袋状房室的有无已被证明不过是个体发育阶段的差

别 , ,

因此我们在该数据上所做的人为处理对结果影响很小 计算在 人 一 型微机上进

行
,

并用 一 。 绘图仪作图
,

结果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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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海北部陆坡
一 一

柱状样古温度曲线

古,

勺 采用 此诊 壳侧得
十

指 , 。 。 粉红色壳 占粉红色壳与白色壳 总和的比例

图中 , , 社即 , , 左 应为 , “ 即 “

一 一

柱状样的地层年龄可根据浮游有孔虫及其氧同位素曲线确定 柱状样
。 以上 ‘ , 粉红色壳体消失

,

在印度
一太平洋区为距今 年的标志 , ‘“

壳休 护 于
,

和 处的变化明显指示出氧同位素气候 期
、

,

期和 期的界线
,

分别为距今 年
、

年和 年。‘, 图

用转换函数法求得的表层海水十三万年来冬
、

夏平均温度曲线的可信程度可以从下列三

方面来判断 首先
,

个样品的平均共同度达
,

即能解释将近 并的原始信息 其次
,

计算所得冬
、

夏水温值分别在 一 ℃和 一 ℃之间
,

均落在转换函 数 提

供精确结果的范围以内 再次
,

柱状样顶部样品 埋深 的温度计算值为冬季 ℃
,

夏

季 ℃
,

而据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提供的 一
站位现代冬

、

夏表层水温为 ℃和

℃
,

两者相当吻合
,

其差值均未超过 的误差范围 可见
,

计算结果具有相当高的可

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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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可见
,

本区十三万年来表层海水温度的变化十分显著
,

夏季表层水温曲线上相邻峰

谷间差值为 一 ℃
,

冬季则达 一 ℃ 最明显的温度差别在冰期和间冰期之间
,

尹

第 期 冰期 与 期 间冰期 的夏季温度差为 ℃
,

冬季则高达 ℃ 如此高的温差值

与西太平洋热带地区迥然不同 西太平洋与其它大洋一样
,

冰期 间冰期的温差在低纬度区十

分微弱
,

常常在转换函数的计算误差范围以内 只有到温带方才显著 据 人。。娜口 , 归纳
,

在

热带西太平洋冰期表层水温仅下降 ℃
,

亚热带 ℃或更少
,

而温带可达 ℃’ 位于

近热带海区的 一 柱状样所反映的冰期 间冰期温差高值
,

需要从洋流格局变化上寻找

原因 例如
,

冰期时洋面下降
,

南海与西太平洋海水交换的主要通道巴士海峡的连通性变差
,

冬季太平洋暖水难以随东北风进人南海 另方面
,

冰期时 由于纬向气候带压缩
,

极锋南移
,

也会

促使较冷水团对南海的影响增强 当然
,

还须分析更多的柱状样方能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

另外
, 一 一

柱状样揭示的冰期时冬
、

夏温差 即季节性 十分显著 如西太平洋热带

梅区间冰期 期 季节温差在 ℃以下
、

冰期 期 也只有 一 ℃ 而柱状样揭示的

相应间冰期季节温差为 ℃
,

冰期时竟达 ℃
,

已相当于西太平洋 处的数值 南

海北部冰期时季节温差异常应与海流格局有关 随着巴士海峡连通性变差
,

南海受太平洋海

水调节减弱
,

大陆性影响增强
,

必然会加强温度的季节差异

如果将
, 一

柱状样的古温度曲线与氧同位素曲线相对比 图
,

可以看到良好的

对应关系 并且凡温度曲线与 曲线趋势有较大区别的层段都是共同度的低值区
,

即相应

温度计算值的准确性较低 这种一致性具有普遍意义
,

在大西洋等海区早已证实四 本柱状

样的温度曲线与西太平洋的相应 曲线具有共同趋势
,

即在最近十三万年来的冰期中
,

期表现

强烈
,

期不明显 间冰期中以 最为清晰
,

期则不太显著 ’

由此可见
,

南海北部陆坡地区的表层水温在十三万年中的变化趋势与西太平洋以至世界

大洋均相一致
,

只是冰期 间冰期的温差和冰期时季节温差均大大高于西太平洋的相 应 纬 度

区 说明南海作为边缘海在冰期时与大洋的交流减弱
、

洋流格局改变
、

大陆影响增强
,

与大洋

显著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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