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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降架瘫康中介形曳的分布

赵泉鸿 汪品先 张 清 兰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

上海 中国科学院兰攀洲地疹璐究具

摘
’

对南海北部陆架中段热奴个底质样 品进行介瞪虫定性和定量分新
,

双寮明其

属种成分
、

空间分布以及各项环境因素的控制作用 共计 鉴 定 介 形 虫 属

种
,

无论种的分异度或介形虫丰度均显示出离岸随
几

着水深
、

水温和盆度增长而加

大的趋势
,

在中
、

外陆架达最高值
,

此区介形虫三 个组合
、

四个亚组合的分布
,

与水团的分布格局密切相关
,

南海北部现代介形虫至今尚缺乏系统研究
,

随着南海北部陆架油气资簿的勘探开发
,

目前需要利用介形虫对晚第三纪海相地层进行沉积环境和地质年代的摇断 因此
,

研窦南

海表层沉积物中介形虫及其分布规律已成为十分迫切雌课题 本文通过双南海刁七都陆架底

质样品中介形虫的定量分析
,

以阐明调查区内介形虫的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

系
,

从而为化石介形虫群的环境解释提供现代生态资料 ” 二

调查区位于南海北部广东省珠江 口至海南岛之间的陆架 海 域
,

即北纬
’

至
‘

和东经
’

至
。

之间的范围 采样地区包括内
、

外陆架
、

河 口和珊瑚礁海岸 共分析表层样品

个 样品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提供
,

个别近岸样品由华东师范大学华棣和同

济大学王国忠提供 每个样品均分析干沉积物 克
,

用 毫米孔径的铜筛冲洗
,

对全部

介形虫挑出并作定最分析 在统计分异度和属种
一

百分含量时
,

凡少于 瓣的样品均珊除不

计

先后在 年和 年最早描述了香港地区海相介形虫计 个种 随

之经历了一段长约近
一

百年的间断
,

直到近十几年里
,

本区介形虫研究才有 所 进 展
“ “ 一 和 在论述介形虫壳饰的文章中图示有香港地区的若干 种

,

但无描述 关绍曾等 在 《中南地区古生物图册 》中描述了南海 个现生种
,

可惜

无具体产地 汪品先等 在研究中国若干河 口有孔 虫
、

介形虫的文章中简略地报道

了本区西江 口介形虫组合分布 蔡慧梅 对邻接的珠江 口以东的陆架至深海底质样

品中的介形虫进行了组合分布研究 总的看来
,

调查区内介形虫研究尚不多
,

大部分地 区

仍属
“ 芭自

珠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

修改稿 年 月 日收到

本区介形虫的属种描述及生态分布的详细资料
,

由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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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邻近海区
,

尤其是邻近陆区的晚新生代化石介形虫却有较详细的研究‘ 胡忠恒

等自 年起对台湾上新世至第四纪介形虫
,

关绍曾等
一

自 幻
一 、

勾韵湘等 之 对广东

沿岸中新世至第四纪介形虫分别进行了大量的系统分类和描述
,

建立了 , 大批新属种二侯

佑堂等 对海南岛西南的莺歌海区陆架钻孔中晚第三纪介形虫进行了系统研究
,

对

邻近海区现代介形虫做工作的主要有 。
、

。丘艾 。
,

,
、

比
”

、

汪 品先等 台
、

涂俊和蔡慧梅
, ‘ ,

一
,

自然环境

调查区陆架浅海存在两种性质的水团
,

即近岸的广东沿岸水团及其外侧的南海外海水

团 广东沿岸水团由珠江
、

韩江等大陆径流与海水混合而成
,

分布在 米以浅 的 内 陆架
区

,

盐度一般为
,

在珠江 口附近小于 。 水温受大陆气候影响强烈
,

夏季 表 层 水 温为

一 ℃
,

冬季为 ℃左右 南海外海水团上部“米厚水层为高温的南海表 层 水
,

终年

水温为 一 ℃
,

盐度为 一 下部 米厚水层为次表层水
,

具 高盐 特征
,

盐度

大于
,

温度 一 ℃

陆架底质表层沉积物在水深 米以浅以泥与粉砂为主 一 米为砂质泥
、 、

泥 质粉

砂
、

细砂
,

分选差 问 米为残留沉积区 以砂质为主 海南岛东岸发育有珊瑚岸礁
,

底质表层以钙质生物碎屑为主
· ‘

二
、

介形虫数量分布

个站位样品的定量分析
,

共统计 余枚壳瓣
。

由图 可知
,

本区介形虫数量 分布

飞飞飞飞飞飞
邵邵

履履履履履履
‘

·

射层层

⋯⋯⋯⋯⋯⋯⋯⋯⋯⋯⋯⋯⋯⋯
精

··

榭榭
」」」」」」」」 目目目

洲洲洲洲洲洲

到到到到 丁卿 二
’。。

甲
’。一加加

口
。 ‘ ’。。

图 南海北部陆架底质中介形虫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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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均匀
,

每克沉积物所含介琪曳壳终数从 至翻 蓦的分布趋势似与本钾的关系基大
,

即

教量丰度随水深而增加 在河打和滨岸区
卜

水深小于幼米东右 一般 少于 , 攀男克手 内一

中陆架区
,

水深 一 米左右 增至 一 籍倪扣中件外陆架区 水泽霎卜 场塞左右

为富集区
, 、

一般木于 瓣 克
,

全区仅有的‘个多于 铃 克的样葫均耸于该区 水 深超 过

米后
,

丰度骤然下降
,

多数样品不足比挑 克
几

这种趋势亦反映了与垠积海事的关系赶

在河 口和近岸区
,

由于沉积速率较高
,

接受较多的现代沉积物堆积
,

因而沉积物中介形东

含量相对较少 远岸的中
、

外陆架区
,

沉积速率较缓慢
,

沉积物中介形虫含量相应较高

但是上述规律受到残留沉积所干扰
,

尤其在粗粒残留沉积 区
,

介形虫贫乏
,

如内陆架上的
、 、

。 和 。 诸站每克沉积 中不足 瓣 陆架外缘
、

,
、 、

等站也属于此

种情况
,

每克沉积 中少于‘ 瓣 本区底质中介瑕奥丰度在陆架外部最高
、 一

在祖粒残蜜砂发

育区降低的现象
,

与东海所见十分一致 汪品先等
,

三
、

介形虫分异度

调查区介形虫简单分异度 值 样品所含的种数 和复合分异度 宾工 值的分布
,

明显

可以按水深姗分为三个区 图
、

风口尸缤岸区 水深小于么咪羹低 值区
,

得值 一般

小于 。,

值小于 内防架区 水深幼到 刊仓米 ￡值多在 , 一 辱
,

个剔太于砚
,

值在 至 之间 中
、

外陆架和陆架外缘区 水深大和。 钾膏但米 为礴值
一

区
,

多

数样品了值大于
,

最高达
,

值大于
,

最高达

介形虫 和 值随水深增加
,

至中 , 外陆架达最高值的现象亦见于 东 海 陆架 汪

品先等
,

然而
,

这种现象也都反映出与水团和海流的关系 介形虫 的习和 高

值区在东海沿高温
、

高盐的黑嘟瞬城分布
,

在畜海卿分布在郭跟
一

壑攀坤事海夕乍海水团控

口口口口口篇篇

迄迄迄

互互 育育育
邓邓邓哥哥哥

口口刀 ,,

匡匡寡 一加加

〔〔二 “ ‘劫劫

图 南海北部陆架底质中介形虫简单分异度￡位 ,、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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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
’
· ”

’’

匡匡习 。

巨巨二』
·

图 南海北部陆架底质中介形虫复合分异度万 值分
一

布图

制区 低值区在二海区均发生在沿岸水团所控制的滨岸区和河 口 区

四
、

属种分布

经初步鉴定
,

在 个样 品中发现介形虫 属 种
,

其 中最重要的 种示于 图 版
、

各种在介形虫群 中的百分含量
,

在研究区内分布颇有规律 限于篇幅
,

此处只提供其

中 个种的含量分布图 图
、

图 现将分布广泛
、

数量丰富的优 势 种 余个 的分

布情况简述如下

广东丽艳花介 ‘ 夕 ‘ 图版 中图 分布在 米 以深

陆架区
,

尤以 米 以深的中
、

外陆架区最为富集 此种亦产于东海和黄海中
、

外陆架区

花井泥穴介 夕‘ ” ‘ 图版 中图
、

和新月泥穴介

在本区具相阻的分布趋势
,

主要产于 。米以深区
,

但在 一 米内陆架区亦 有少量

出现

美山双角花介 ￡ 愁。 图 一 图 版 中图 限于

米以浅的内陆架区 该种是太平洋西岸最广布
、

最常见的近岸浅水种之一
,

广泛分布于

苏联
、

日本和中国沿岸

真织双角花介 ￡ “ 图 一 图版 中图 分 布于

米以深陆架区
,

在 一 米水深区较为富集 而在东海此种则限于 一 米水深 区

信天翁布氏介 图 一 图版 中图 集 中 分 布 在

了。一 米以深区

后槽豆荚介 户夕 夕 厂 图 一 图版 中图
、

主要分布

在水深 一 米的内陆架区
工

,

一‘目曰自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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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每
、

广 学 卷

功

叨

击 口 ” 夕 力

户 少

厂凌
‘一

⋯共蒸藻鬓
东二二二二一书习 沪

劝

。。

加

粼忿

禅甫岛 的
口

二习
卜, 了
二

匡 〕

〔二〕

》

蟒笋
。。 匡习

〔皿

海南岛

聋聋聋聋聋聋聋聋聋聋聋聋二 乙袁释

七翻翻
卜卜卜 应

一一一

二二二二
》

庄庄庄习 。

立扩

户外 ‘ 即 , 一 介“ 瞥 哄毛过盛澡

丝

砂
﹄

繁 属幼二二
一一一 一卫

。

石
摺

。 。

八‘

心一﹄,‘,
一﹄﹄︸一禅

,三﹃︸﹄︸︸一︸留留一︸二二二

时
动的

几甘岛

海甫岛
哪

若

︸一惠

协口刃
·

介 份 。“ 口 ‘ , 了 氛
‘以,

,

明

·

飞。城
海南岛加

海甫岛

图 南海北部陆架底质中介形虫百分含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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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

﹄
、

、

口曰’’之名
。

》

海南岛
南岛

·

沁

··· , ·‘

一 碱藏
‘

忿至岁
“

‘
’“ “

亡

〔少
一

“ 吧
户

‘二二二

飞
。 ” ‘

一乙萄辛三三

置井沙魏魏
夕

“ ”

匕三三曰习林三三王王
。 洲二一二 ,

一
一一 , 二二 ,

一矛矛讼惑夔参群参宾宾宾宾宾宾宾宾宾宾宾南南 声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

验竖氢至并
卜卜卜

仁士土岌竺经二一一一

材 份 沁

路

二共芬宜
释 蕊

·

箭少
‘

口

部

。

‘

砚

仁习
【二 】

尹

海南岛

沁

拿拿拿拿拿拿
, 荞笠兰箕习 门左于 黑

。

一

犷 二二二 , 之二月 有’

一一一一一一一

尸
一 ’

庄三三轰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一一子叭 牛 共爪七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

’’’’’’’’’’’’’

叮刀 。

乙乙乙习 一

〔〔〔二
。

宙宙泣蟾蟾、、 卜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 , 洲 , 一一‘‘‘

气气
。 。

卜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下瑞告卜一一忆,,

鹰鹰薪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匡匡匡习 》

〔〔〔习 。

图 南海北部陆架底质中介形虫百分含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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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报 台卷汗一
一

姆一

近 日本库士曼介 “ 二 。川 。。 。 。。 是日本和中国近岸浅海的广布种
,

本区主要见于 米以深区

雷劳小花形介 。 。 心 。“ 扮 ,’ ‘ 图版 中图的 和钓鱼岛小花形介 。

初蠢“ 。 公 图版 中图 。 分布在 米以深的中
、

外陆架 图
,

后者在东

海集中产于台湾暖流控制的中陆架 区

三浦翼花介 加 ” ‘“ 。 “ 图版 中图“ 和非常翼花 介 。吞

而 、 图版 中图 具相同的生态分布
,

广泛产于 米以深陆架区
,

在 一

米水深区较为富集 二‘。 是 日本和 中国最常见的浅海种

中国翼花介 夕矛 公。 。 ” “御 ”石 、 。 图版 中图
、

工 见
一

立

米 以 深区
,

以中
、

外陆架区较富集

布氏威契曼介班 川 夕 图版 中图 和布 氏 形 威契曼介

平 时 ’ 。 图版 中图 分布在 米以浅的中
、

内陆架区
,

以 一和

米水深区为高值区 此二个种亦为中国和 日本最常见的近岸浅水种

东方半克里特介 左 ‘ 交 图 一 图版 中图 了 的分布集

中在 。一 米深的内陆架区

翼弯贝介 。二 、 。 。。。 。 图版 丑中图
、 ‘

泛分布在 米 以深 区

中国弯贝介 二 人。 ‘ 图版 中图 分布全区
,

但 在 一 米

水深区存在一个百分含量的高值 一般大于 肠 该种在东海主要产于黑潮暖流所控制的

中
、

外陆架区

日本穆赛介万 。二 。 ’ 图版 中图 厂
一

泛分布于 日 本 和 中

国近海
,

在本区集中分布在 一 米水深区

斯奈尔新微花介 。二 ,, 能 , 。 ’ 人 图 一
属版 中图 主要产

于 一 米水深区 此种为暖水种
,

尚见于 印度尼西亚近海和东海台湾瞬流控触 区

皱新单角介 。。

彻
。。 ’。 。 而 、 沁 图 一 图版 中图 限于和米水深以

内的浅水区
,

是中国近海典型的近岸浅水种

海康新 脊 介 八 认“ ”夕 三“ 戈图 一 图 版 互中 图
、

集 中

见于 米以深区
,

在 。一 米水深区亦有少量产出 该种仅发现于南海和东海
,

在东海则

沿黑潮瞬流控制区分布
,

宽卵中华美花介 ,
,

‘ 矛‘ 图 一 图版 中图了 是

我 国最具代表性的广生种
,

广泛分布在 中国近海沿岸的澎上带
、

河 自
、

潮何带 和 内陡 架
区

,

其耐盐度范围从小于“至正常海水 在本区财集中分布在 米水深 以内 的 滨岸
‘河 口

区

刺戮花介 。。 。孙 。 。 分布于 米以深区
,

派在 一 。米水深区

较为富集

多坑尾面介 坛占。 、 。姗 。 丁 图 一 图版 中图幻 限于 妇米以探

的中
、

外陆架区 此种最早见于爪哇海
,

在东海仅分布于黑澎缓流控触区
,

是典型的暖水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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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井光面介 萦‘ 图版 中图 分布在 河 口 以 外 的 全

区 此种亦产于东
、

黄海和 日本近岸

杂色光面介 ‘ 夕 图 一 图版 中图。 分 布于 米 以

深的中
、

外陆架
,

以 米以深区最为富集 此种在菲律宾马尼拉湾和沙捞越沿岸 已有发现
, , 、

,
,

在东海仅见于黑潮控制的外陆架区

根据优势种的生态分布资料
,

、 、

又可按其对温度
、

盐度和深度的适应能力分别划 分为下

列类型

广温种 —广 汪分布于中 国沂海
、

以辛 日木近岸的种
,

川 朋 彻 。”刀仑卜

盆 ,

万盆 “ ” 肪‘了 ,
·

“ 协 ” 以 今 ”吕 ,

七 九 名 一

,

牙 犷 优
,

娜貂 ‘ , 沉。” 户
,

夕 “ ￡
,

亡 夕 ‘作 ,

‘公

暖水种一分布于南海和东海黑潮暖流控制区的 种 ‘ ,

, 夕 ‘ 夕‘
, , 用 ‘ 公

,

劣 ,

‘打召月 ‘ , ‘
, 已 公 存 ” 行

, ,

‘

广盐种 —’ 。。 叫 。娜能适应盐度 左右的低盐水至正常盐度的海水
,

,

研 亡了 、 平一 夕
,

,

“ “ 分布在多盐一真盐度海水
,

且 以在真盐度海水中为多

按其深度分布范围
,

从浅到深可归纳如下

米 夕 人。 ‘ 渗

米 “ 夕 今梦 四
, , 夕

米 砰 夕
,

研 优

一 米 少加
,

吞

米 夕 , 江 刀 ”夕。 , “ 衍认” , ‘即 ·

而占 , 林 , 移 ” ‘ ,

乙。劣 口 作 ,

,

对“ 州 , 落‘夕优
·

, 米 ‘ ” 夕 , ‘

一王 米 时 ‘ ,
’

卜
⋯‘ 与。米 , 夕‘了 ‘ ‘

,

邢才
,

夕 山
,

存“ 。 廿

一

八 扩
,

妇冲 尸 。”。 , 。八 召
‘

’

》了。米 价妇 声 , 犷 记亡 。价
‘

五
、

介形虫组合

按照上述常见种在不同环境中的共生组合及群落的
、

等分异度特征
,

本区介形

虫群可明显划分为三个组合与四个亚组合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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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扭恨 仁仁
发发工工〔〔皿皿
荃,旦旦

瑟瑟瑟拜拜襄襄纂纂
鉴 月月 福奋三三 三三

丰丰丰美美捧捧担担
艇艇 飞二 芳 轰 洲玉 工〔〔

卿卿卿窿窿粳录阴陌泪
布布

口口二二〔〔 筵筵 〔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 。

乙刃获获获居居任任狂狂 握握斗丰丰任任 叮刀叫
,

国时
。。

,
·

门门丁丁亡亡户户 二二【【七七廷廷去艺上上上上

少少蔽, 仁仁 呈连‘‘口口口口〔万万尽尽摇摇舀舀局局 争 」」」」
尸尸闷 爵 匕匕日日 厂厂皿皿〔〔七七亡亡亡亡
,, 昌昌 〔三三 〔〔口二二
封 工工 曰二二〔 曰曰口口 」 七七

「「葺朴朴 七七 吧吧 口口【上上上上建蕊蕊‘二 ,, 了 匕匕匕匕
匕 二二‘舀

二二二二

图 南海北部陆架底质中介形虫组合分布图
‘ ”助 矛汤, ‘ 舀 材 , 彻 一万 南 亡 户‘如 “ 少 组合

‘ 。少 海。 ‘ 。。 。。 口 邓组合

户夕 户“ ‘护 。 “ 。。 万‘ 南‘衡‘才 。 。 ‘。 ”才。 “ 亚组合

亚
,

, 一 。 ‘ ‘ 口。 。 组合

亚 刀 。 少才 口 。一 ‘ 口 ”。 ‘ 亚组合

亚 夕 口 一 “窟 几 “ 称夕聋。 亚组合
二 , 衍 “ 一 用 盯‘, 夕 。 组合

“ 。阳 厉拍彻脚‘, 一 叻 , 。匆‘ 州湘 ‘押依 组合
,

分布于 ”米以浅

的冉陆架区
,

为近岸组合 优势种为 拟加丽
, 。‘ 。匆

, 。妙
“ 夕如袭官 。

。

。 ,

平 。。。。 ‘
,

附 夕介 二
, 。 , ‘介衬 。 。 活‘ 阅考“耘

,

云。

。”口 ,

值
, ,

且可分为二个亚组合
夕 考‘。” 亚组合

,

分布在 米以浅鹅河 滨岸区
,

以 扭 ‘

。。 为特征种 此外
,

长中华美花介乳 。” 。怪 就
、

中暑
一

中 华花

介 了彻“ “ ’ 琳 ’ 。“ 和网纹中华花介 沁招 勤侣趋等也仅见于此亚

组合中 在河 口区可见有少量的 伪
” 。秘 和 公州甸 咖阳 等倦相属种

,

一般来说
,

该亚

组合的 值 。,

, 但优势度 , 样品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种所 占的百分含量

普遍较高
,

如在
, 、 。

两站可分别达 肠和 肠

夕夕 户 “ 一 仍 寿 枷 她 亚组合
,

分布于 一 米水深的

内抽架区 以 夕
,

‘ 为特征种
,

并开始出现有较多的 万 。

目待 了 。 ,

万红 附时 尹 , 盆。 ,

犷加、川‘ , 的 。查怜。护铆东忿
,

, 翻铲。 。

和 五“ 脚沁等种
,

值多在 至 之间
,

值 。一
,

口 ” 一 , ” , ‘ 夕 组合 分布于 米以深 的中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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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架和陆架外缘区
,

为远岸组合 除 “ 时。 , 。即‘, 夕 。 外
,

常见的优势种 还

有 , 夕 夕 ”夕 。夕
, , 夕 口 ‘。 ‘

, “。 , , ”。 夕 , “

。“ ,
附 “吞 , ‘

,

夕 ‘ 雌 ” , ,
川 “ , ” ,

” ,

肋 ” , 夕
, ” ,

矛 ” ‘和
“ ‘ 等 多数样品的 值 。 ,

值 。,

是调查区内个数和种数最

丰富的组合
,

亦可细分为二个亚组合
, 。。夕 夕 一 , 夕 石 , “ 矛“ 亚组合

,

分布于 一 米

水深区
,

以出现较多的 诬 和 , ‘ 为特征
、

此外
, , 。 , 卜

, ‘ 和 ‘ , , 的数量丰度在此亚组合中达最高值 并仍有少量的 班 二 ””

四
、

附 , 。 夕 。 , ,

此二个种的分布范围一般不深于 米
、

, 夕 , ‘ 一 ‘ ‘ 夕 ‘ 亚 组合
,

分 布在了 米以

深的外陆架和陆架外缘区
,

以出现较多的 加而 和 寿“ 舫 为特 征

” 林 , “ 一 , , 。‘, 夕 少 组合
,

系与珊期礁密切有关的热带

种组合
,

见于海南岛东岸的珊瑚礁坪上 以 样品为代表
,

优势种为丘弯贝介 劣 。卜
, 。 图版 中图 呱

,

里尔吉伯弯贝介 万 ,

图版 中图
、

肠 和小枝射纹介 成哪 夕 图 版 中 田 七

肠 常见种有新月凯伊介 沁 匆厉矛叨即 。 图版 中图
、

巨 叶射 纹

介 脚 们 , 吞。 图版 中图
、

短蜂介未定种 时 邵

六
、

生物地理与控制因素

调查表明
,

区 内介形虫分布与水团的关系十分密切 组合 的介形虫以广温类型占优

势
,

组合 以暖水种为优势
,

其分布范围基本与区内二个不同性质水团 低温的沿岸水团

和高温的外海水团 的分布范围相吻合 本区近岸浅水介形虫 组合 与东
、

黄
、

渤海

等的近岸浅水介形虫甚相似
,

组合成分均以 。。 , , , ‘ 。”“
、

牙‘ 而 , 加 抽

勿 ‘
、

‘
、

夕 ‘ ” 等广温种占优势

不难推测
,

这种相似性是由于中国沿岸水共同的低温
、

低盘性质所造成的
,

南下的沿岸流

从渤海到南海决定了中国近岸浅水介形虫群的一致性
’

但是
,

从北到南随纬度的降低
,

沿

岸水团的水温逐渐增高
,

故而在各海的组合成分上同时也存在差异 黄
、

渤海具较多的凉

水 种
,

如 夕 , , 月 、

万‘ , ‘“ 夕
、

公

, ‘ 东
、

黄海含丰富的 , , , 、

月 夕 夕 ‘
、 ,

而南海则以出现暖水种为特征
,

如
、

舜 。。

。 本区与南海另一侧的菲律宾马尼拉湾现代介形虫群
,

, 的区别十分明显
,

后者缺失常见于中国沿岸的上述广温种
,

而具较多的暖水种
,

如 。二 , 。 ,

‘
、

, , 夕
、

夕 , ‘ , , 、

川 ‘

等
,

这是由于马尼拉湾的水温较高 同祥
,

这也是造成区内组合
、

不同的主要原因

南海中
、

外陆架和东海中
、

外陆架均为高温的外海水团所占据
,

因此
,

两地的介形虫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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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比较接近
,

均含大量的暖 水种
,

如 即 。汀沉以邵 渭吐映。。琳
、

口配尹加 , 时扭

“
、

。亡 ‘ ‘ “‘ , 夕 姗
、

又吞‘ 丫 。
、

邵公械诊吞 , ￡ ”‘ 扭尹矛移
,

这些暖水种极可能是从南海或赤道海域随黑潮暖流进入东海的一 黄海深水区为黄水冷水团

所盘踞
,

‘

介形虫组合面貌显著不同于东海和南海
,

以凉水种和广温种占优势
,

如月必 ”从。

‘州沁 脚 翎翻 万。田罗拄 脚地川 尹 口
、

兀炸认 阴 瀚翻沁
,

勿舒公少
即 “ ’

盐度对介形虫分布的影响主要见于河 口滨岸区
,

在那里
,

少数广盐和多盐一真盐 水种

如从 。 夕 叼 , 成 才￡冈“卖
、

丑让。 。。 夕 妙 。 方‘,“‘ ” 公
、

砰‘ 吞悯 。翩粤月礴 白, 。过夕 盯
, 和 “公拼。”卯君 , 川扭 “ , 娜 夕 得以高虞繁盛

,

成大该区的优势种 而窄盐种无论

在种数和个数上均显贫乏
,

因此也就反映海低敖的河扭滨岸区介形虫
二 一

和 今 值较外海

的为低

如前所述
,

南海北部陆架介形虫的丰度
、

分异度
、

许多属种和组合的分布均可援深度

分带
,

表明了深度对介
一

形虫分布的明显影响 然而
,

、

这些深度分带不仅是
‘

深度
“

一个因

素所决定
,

而基与深度相关的许多因素
,

特别是水阱分布的综含影响的络果 前已提及的

水团对介形虫分布的控制作用就是很好的例证
,

同时
,

黄海深水这 。米 由于冷水团

的存在
,

一

不仅介形曳组合面貌不同于东海和南海中
、

外陆架
,

而且个数
、

种魏和分异度同

样也低于东海和南梅 此外
,

一些种在不同海基钓不同的探度分布 勇乳基很好 的例证
,

如

‘介 甸。协“
、

了 , ‘。 。颇扭考
、

对。 。 ,‘。“ 八勺‘才 在本 区 分

布较广 中
、

外陆架
,

而在东海仅沿黑潮暖流分布在 米 以深的外陆架
,

在黄海则未有发

现 可见这些种的分布其实井非取决于水深
,

而最受水团及其相应的水温所控制

与温度
、

盐度和深度等因素比较起来
,

底质岩性对介形虫的影响则不十分清楚 一般

来说
,

介形虫丰度租分异度在近岸泥质沉租中攀远岸的砂质祝积中为低
,

但是
,

在粗砂和

砾质的残留区
,

丰度和分异度最著为低值

总之
,

在影响介形虫分布的诸因素中
,

水团及其有关的水温起最重募鲍控制作月勇 南

海北部陆架介形虫组合特征及其与环境因素之阅的关系可归纳姗表 仁

表 南海北部陆架介形虫组合特征及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合 美山双角花介一皱新单角介 多坑尾面介一杂色光面介
, , 汗份份份 , 叶 , 扭种户

丘弯贝介冰楼射纹介

亚 组 合

一
介

麟瞬
特介

都瓢
一

娜豁氏介

美山双角花介
、

皱新单角介
,

布氏 多坑尾面介 杂色光面介
棘艳花介 乞布氏形棘艳花介

一

穆霭含
,

断具泥穴介福
一

花井
中离班花介

、

雷劳小花形介
小花形介

优势种与特征种

宽卵 中 华 美 花 东方半 克 里 特

介
、

长中华美花介
、

介
、

后栩豆荚介

、

广 。 丘弯、
、

里尔吉伯

泥寒介
、

夸班囊
、

小镇泰纹介
、

冲够得嘴缈
、

”凯伊

中华花介诸种
峰耀豁 信天翁布氏介

、

海康新脊介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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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一纹一一射一一枝一

介一
‘

贝一一落一、

丘一介一
面一光一色一、

杂一理
州一卜介一︸面一尾一卜一介角

二
单﹁新

峨,介花角双山关
﹃

一

数最丰度 瓣 克

复复合分异度 。。 , 。一
、 「

几

丫
, 、

、、

分分
‘

区 河口 , 岸
· ’

内 、架
‘‘·

, 加加 ‘

外 陆
’

架架
中中中 陆 架架架

水深 垃
一

一

——
生 二

一 , 一

一
广东沿岸水

·

一

产
一

乡
’

。
’

⋯
‘ ’

一少
‘

” 主 洲气 【 一
‘ 干‘ ‘ 夕

士

口
。

一

沉 积 物 类 型 泥
、

粉砂 粉砂
、

砂
·

珊瑚砂

〔 〕 汪品先
、

阿秋宝
、、

高建西
,

,

一
汪品先

、

枯培德
,

成鑫荣
,

今

黄海有孔虫

考
卜

文 狱
、 ‘

一
’

⋯
介形虫组否的初步研冤

,
·

海洋微禅古生物论文集
、

海详出版社
,

〔 〕

〔 〕

〔魂 〕

〔 〕

东海介形虫的定 研究
,

海洋傲体古生物论文集 ,
‘

海洋出版社 ,
,

一
赵泉鸿

,

泉 黄海海岸带现代介形虫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 ,

,
’

‘ 诊二
·

蔡慧梅
,

南海东北部海区介形虫的分布
,

热带海洋
, ,

一
, , 皿

,

材。 , ,

一
,

一
, , 亡 , 月 , 口 , 。 , ,

亡 , , 。 ,

一 , ,

, ,

五 ,

一 一
, ‘ “ 夕 肛 而 , 夕。 , , , ,

一
,

一
, , , ,

五” 交 口

, ‘口 “ , 月‘, 几夕 “ , ,

一
, , , 、 ,

, ,

一
, , , 拄‘ ‘ 户 ,

若 , , ,

一
,

一
, , ,

‘ 过‘

『
, 一。 ,

一
,

一
, 盆 , 拜

‘卫吐沪‘子‘矛‘

、‘、
甘沪‘、

、,刃沪﹃毛几五,止沪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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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血 碱 卜“ ,

万。 , 窟

。。 甘 ￡ 。户 夕犷 几肋
,

尸碑 ”妞 衬 乍
, 。。

, 一。 一 一

圈 版 说 啊

图 版

广东丽艳花介 少 人。 。‘ 夕 。夕 夕。。 , ‘
,

自侧视 。
、

花井 泥 穴 介 通 , ‘ 。‘

人。 。。‘ ,

右侧视
,

左侧视 。 美山双角花介 丑‘。。 。。 夕 人 。 “ 。 , 。。 , ‘ 仑 卜。 , ‘

左侧视 真织双角花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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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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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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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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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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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介 粉‘ 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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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视 , 绷新单角介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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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视 , 杂色光面 介 ‘ , 。。 ‘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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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侧视 中国中华花 介 ‘“ 夕

加 『‘

湘
, 彻“ 。“ ,

左侧视 加 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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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中华 花 介 时“司 坛 仁协乙 左盛视 舶 丘 弯

贝介 二 。 几 二 。 , 。 ,

左侧视
、

里尔吉伯弯贝介
, 谊备址咖 “

,

左 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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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 。 ,

左侧娜 助 巨叶射纹介夕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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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

左拐视 新月帆护介 “ 抽 助鲜月哪 。时 么如。 左错裸淤 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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