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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孔虫化石在我国近年来海平面变迁和海区演变历史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按壳壁

成分
,

有孔虫可分为钙质和胶结壳两类
,

具胶结壳的有孔虫除了深海和高纬度海区外
,

主要在

海滨沼泽
、

河 口
、

泻湖等海陆过渡相环境中出现 一般认为
, “ 滨海 有孔虫 生物群的特点在

于其胶结壳性质
’

,
, “ 河 口

、

港湾
、

泻湖低盐水体的沿岸沉积通常以胶结壳有孔虫占优势 ” 山

与其相应环境的第四纪地层中也 是 同 样 的 情形囚 然而
,

这种主要根据北美资料得出的概

念
,

和我国情况并不一致 据统计
,

我国沿海平原第四纪海侵层中海陆过渡相地层的累积厚度

是海相地层的 倍
,

海岸带
、

河 口 、

泻湖等低盐环境的沉积远多于真正的海相沉积
,

因此

有孔虫化石群中胶结壳应占重大比例 但事实恰恰相反
,

根据沿海平原 个 钻孔 个 第

四纪海侵层沉积样品中有孔虫化石群 的 统 计
,

胶结壳只在 个样品中少量出现
,

在 所 统 计

的十余万枚有孔虫化石中不足一百枚
,

钙质壳含量在 ” 务 以上

针对这种矛盾
,

我们对我国现代海岸带表层沉积中的有孔虫群进行了调查 从辽东湾到

海南岛共采样 个
,

发现胶结壳 有 孔 虫 属
、

种
,

基本上均为世界海岸带低盐度环境

常见种
,

其中最主要者有 , , , , 无 , 。 , ,

占 二 二 。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胶结壳有孔虫分布甚不均匀
,

无论属种或个体数量都有自南向北明显减少

表 中国海岸带胶结壳有孔虫动物群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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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海岸带表层沉积中胶结壳类型占有孔虫全群的百分比

详见表 百分比按少盐
、

中盐环瑰下的样品进行统计 年降雨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 》 , 地图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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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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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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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在广西共发现 属
、

种
,

广东 属
、

种
,

而浙江以北基本上只见 矛 。 , ,

, , , ,

其他种相当罕见 如果将各站位中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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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痴 和少盐 , 一 偏 环境下的样品进行比较
,

可以看出胶结壳 占有孔虫全群的百分含

量
,

从南向北从广西的 左右降至江苏海岸的 一 多和渤海周围的 , 务 图
、

表

当然
,

各地区的百分比值完全可以随统计样品的数量而有所变化
,

但总趋势应具有代表性 找
出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 对于有孔虫化石群的古生态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认为
,

在低盐度的滨海边缘环境下
,

随着盐度的下降
,

钙质壳为主的有孔虫群被胶结

壳类型所取代 如美国东岸的 河 口 ,

上段盐度 一 痴 处产以 口 ‘“

, 打 ‘ ”“ ” 为代表
、

以胶结壳为主的有孔虫群
,

下段盐度 痴 处 则为 以 从

若“ 。 , “ 为代表的钙质壳有孔虫群〔习 河 口下段以盐 度 痴 为 界
,

同样产这两种不同的有孔虫群 ’ 因此一旦在墨西哥湾北岸一个泻湖低盐处发现也有钙质壳

占优势的有孔虫群时
,

便认为是
“
一种明显的异常现象

” ,

认为难以解释

其实
,

钙质壳和胶结壳一样可以在盐度极低的情况下出现【 从我国海岸看
,

广西英罗港

红树林剖面从盐度 痴 降至
,

胶结壳 占有孔虫群的比例始终在 一 多之间
,

而华

北地区海岸或河 口剖面同样的盐度范围里
,

胶结壳都在 。一 , 务之间
,

都看不出盐度的影响 将

各站位实测的盐度值和有孔虫群进行比较
,

可以求出各个盐度区间的样品中胶结壳占有孔虫

群百分比的平均值 图
,

结果两者并不相关 同样
,

根据实测数据算出各 声 值区间的样品

中胶结壳所占的平均比值 图
,

都揭示出 值与胶结壳比值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早已发现
,

水体中
,

的饱和度决定着不含
,

的胶结壳有孔虫的分布 水体

的
,

饱和度受水的盐度
、

温度和静压力的影响
,

也与 值密切相关 当 值低于

时
,

钙质壳有孔虫壳就开始溶解山 , ,

而滨海边缘环境下的低盐水
,

正是正常海水

与天然纯净降水 , 以不同比例混合而成
,

这种混合不仅降低海水的盐度
,

同时

也降低 值
,

从而又降低了
,

的饱和度 一般所说
,

河 口
、

海岸带剖面中胶结壳含量

随盐度下降而增多的现象
,

其实也是 值和
,

的饱和度减低的结果 如浙江镇海穿

越芦苇沼泽的海岸带剖面
,

海堤以外盐度 ,一 知
,

胶结壳只占 , 外 以下
,

海堤以内盐

度 一 痴
,

胶结壳比例可升至 务 以上
,

但 值也相当
,

由堤外的 以上降到堤内的

, 以下 我国海岸带中盐
、

低盐环境下胶结壳有孔虫自南至北减少的现象
,

正与 值相联

系
·

据杨世伦同志最近的研究
,

我国淤泥质海岸沉积物的 值
,

从辽东湾的
,

苏北的 , ,

拓川阳⋯
火朽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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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场

图 ‘ 胶结壳类型占有孔虫全群的百分含

量与盐度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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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胶结壳类型占有孔虫全群的百分

含量与 值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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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口 的
,

杭州湾的
,

降到珠江三角洲的
,

由北向南明显递减 这种趋势
,

和我国

南北气侯和土壤的差别有关 北方雨量较少
,

地表盐 分累积
,

河水矿化度和 值较高
,

土壤

呈碱性 南方湿润多雨
,

淋溶作用强烈
,

河水矿化度和 值低
,

土壤为酸性红壤 归根结蒂
,

是气侯决定了有孔虫的南北差别 美国曾经发现墨西哥湾地区河 口
、

泻湖中的有孔虫群
,

在雨

量较高处胶结壳为主
,

较低处钙质壳为主 , 我国年雨量由北向南增加
,

与 胶结壳百分含量的

趋势也大致一致 图

总之
,

我国现代海岸带有孔虫群中胶结壳的含量南高北低
,

是 值和相 的 饱

和度变化的结果 两者之间的联系对古环境
、

古气候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我国中
、

北部沿海

平原第四纪海陆过渡相沉积中胶结壳有孔虫化石的罕见
,

除埋葬学因素外 部分胶结壳不易保

存
,

主要是当时水体中 值偏高听致
,

而 值又反映当时气侯不如今天华南的湿热 广

东三水盆地的 早第三纪海陆过渡相有孔虫以粟米虫类钙质壳为主
,

同样反映当时当地 值

较高
,

雨量偏低
,

不同于现在该区的湿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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