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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海槽北段表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

分布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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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加印7 1 )

提要 对 199 2 年 5月取自冲绳海槽北困水深 113 一 11 56 m
,

东经 126
“

58. 7f 一 1夕 9 .0 6
,

北纬才 引
.

75
‘

一 31
“

40
.

56’ )92 个表层沉积物中的底栖有孔虫数据进行 R 型因子分析
。

分

析表明
,

黑 潮流系有 4 个不同垂直水团的底栖有孔虫 群落组合
。

其中 乃‘u d or ot al ia

in d o P a e试e a ,

B o liv in a r o b u s ta
,

C ib ic ide s m a 心a ri t诉用s ,

入
)工tu la ria

sag g iru la
,

C ib ie坛滋,

lob at u

lus 和 Qu in q淤了划lin a sP p
·

代表黑潮流系的表层水 ; Hy
alin ea b al thi ca

,

Ca rib ea n el la

der res sa
,

Ci b ic i由 , p raectn
cl us

,

p la nu lin a
wu ellers to 访 和 人介勿”is 司笋n is 代表黑潮流系的

次表层水; G 勿占ob ul 油 in a p a e访ca
,

G入劝
~

s

idu lin a su 坛lob os a 和 升扣rin
a sP P. 代表黑潮

流系的中层水 ; 口月如”a lis t朗er
,

再夕d rt in ot tiella 诫in a w a阴5 15
,

P u ll例ia qu in q u el砧 a 和

U心曰in a di娜 ta 代表黑潮流系的深层水
。

关健词 底栖有孔虫 群落组合 R 型因子 冲绳海槽北段

冲绳海槽北段是黑潮暖流的分支流区
,

也是研究黑潮演化的关键海区
。

但 目前尚

无人对其表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做过专门的研究
。

作者采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该区表

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组合与黑潮流系 4 个不同垂直分布的水团之间的相关性
。

1 材料与方法

选取冲绳海槽北段
,

即东经 126
0

58
.

7 1
’

一 129
0

9
.

0 6
‘ ,

北纬28
0

4 1
.

75
‘

一 3 1
0

4()
.

5 6
‘

的 92 个表层样(图 l)
,

取定量 5g 干样
,

以 63 脚 孔径铜筛冲洗
,

烘干后对其所含底栖

有孔虫进行鉴定统计
。

所用样品未经活体染色处理
、

因此
,

其总群丰度实际上代表活体

及壳体之和
。

在此基础上
,

利用雅可比迭代法进行 R 型 因子分析
。

在分析过程中
,

选

用至少在 3个样品中含量占底栖有孔虫总群2% 以上的属种
,

对某些生态条件相近的属种

作为一类处理
,

这样共对 36 个属种进行分析(表 1)
。

因子数的选取是通过使得特征值

的变化曲线转为平缓的转折点所对应的因子序号来确定的
。

2 分析结果与讨论

R 型因子分析显示 了 4 个主要因子
,

方差贡献累计为 68 %
。

36 个属种 的因子载荷

见表 1
,

因子载荷为经方差最大旋转后的主因子解
。

主因子 1 解释了总方差的 41 %
。

共

有 18 个属种属于这一类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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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冲绳海槽北段表层沉积物取样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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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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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

iso
ha ths in m ete r

m a 矛’g a rit 沂、
,

了砂义tu la血 sa ggi tu la
,

〔沁ic 比汾5 to ba tu加 和 Qu 如q ue loc ul o rp p 显示

了最大的正因子载荷
。

从主因子 1 在不同水深的得分情况来看
,

其最大的正因子得分主

要分布在水深 100 一 150m 的范围内(图 2a )
。

这个深度范围与黑潮的表层水位置相符
,

说明主因子 1 主要反映的是黑潮流系的表层水环境
。

主因子 2 说明了总方差 的 12 %
。

8 个属种显示 了较高 的正载荷 (表 l)
,

其 中

双沁才众记口 ba lt hica
,

Ca
r必ea ne lla deP ress

a
,

〔钻ic 比汾5 Pra ec 加ct 撇
,

月。nu l彻 ~ lle rs to 叨

和 材亡to n 台 乓厅初台的正因子 载荷最大
。

它们因子得分正值分布在 150 一 5(X) m 水深范围

内(图 Zb)
,

相当于黑潮流系次表层水的位置
。

主因子 3 说明了总方差的 8
.

5%
。

6 个属

种属于这一类群(表 l)
,

其中 Gl ob o bu l如初 尹a c扩’i’刀
,

Gl o bo e a ss

汕l认a s议啥lobos a 和

刀寸泛
月吮口 sP p

.

显示了最强的正因子载荷
。

它们的因子得分在 300 一 8《Xhll 水深范围内

显示了正的高值区(图 Zc)
。

这个深度范围基本上与黑潮流系的中层水位置相吻合
。

主

因子 4 解释了总方差 的 6. 5 %
。

在这一 主因子 中
,

仿拓如rs al is ten er
,

为勿rt 认ot 瘤lla
口心做wa ens 认 子勺才len 故 qu 加qu el 口

ba 和 U v
ig er加a di帅ta 等 4 个属种均显示明显的正载荷



表 1 底栖有孔虫方差最大主因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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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其因子得分的正值分布在 700 一 1 050 m 水深范围 (图 Zd)
,

说明主因子 4 反咖勺
是黑潮流系的深层水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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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子分析结果看
,

4 个主因子与冲绳海槽的水体垂直分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

说

明冲绳海槽北段表层沉积物中的底栖有孔虫的分布格局主要受水团环境的控制
。

因此
,

可将本区的底栖有孔虫根据不同的水团划分 4 个组合
。

黑潮流系表层水组合(主因子 l) 主要分布在水深 100 一 巧0rn 的陆架区
。

黑潮

流系的表层水是黑潮高盐水和陆架底盐水的混合水(杨天鸿
,

19 84)
。

在组合类群中
,

代

表黑潮 流的暖水种 乃
eu
do ro tal 必 认峨, ac 必

a
,

〔钻ic泌
, m a

rga rit 介。 和 Te xt u la 血
‘。器“咖 (汪品先等

,

19 55)和喜营养分子物11
~ rob 二 ta

,

U
vler nna

sp p
·

(Qval e e t a l一

198 5)
,

工￡”佼ul初
。a
rla

;
(诵ao

,

199 3) 均显示了高的正载荷
。

此外
,

正常外陆架的浅水

分子 A
~ on 必 sP P.

,

C动ic 比汾5 lob at ul 。
,

QU 加q ue to cu 枷
a sP P. 和 月dnz

a
wa 故 n

iPP on ica
等亦显示了较高的正载荷

。

这表明本区表层沉积物中的底栖有孔虫面貌具明显的双重

性
。

但代表黑潮的暖水种和喜营养分子显示最强的正载荷
,

说明该区 100 一 150m 黑潮

的影响强度大于陆架区的低盐水
。

黑潮流系次表层水组合(主因子 2) 主要分布在 150 一 5(X] 吻 的外陆架区和陆坡

上部
.

其水体是来 自亚热带的高盐水(杨天鸿
,

1984)
。

在这一组合中
,

浅水种 Hy al沁
a

ba lth ica 和暖水种 ca
r必ea ne lla 碑刀res sa 是黑潮流系次表层水的代表分子

,

这一结果与

汪 品先(1988) 的认识是一致的
。

此外
,

深水类 型 的 C必ic 拓汾5 p ra ec 加ct 。
,

月口
nu 如

a

~ Ile rs lo 价
,

Me to n台 乓刀认台 和 Ca ss汕l初 ca
r角四 ta 也是黑潮流系次表层水的重要组

分
。

其中 〔钻ic泌
: Pra ec 动ct 泌 是喜氧的表栖种

。

月d nu l初 ~ lle rs to rfi 是太平洋水深

3 500 n l (D o u gl as e t a l
. ,

195 1) 和南海水深 1 500 一 3 200 m (M ia o
,

1993 ;

剪知泯等
,

199 2) 深层水团的代表分子
,

同时又是一个喜氧种 (sc 俪
tke r

,

1980
; A m ol d

,

198 3)
。

材亡lon 台 乓刀初台是爪哇海 1 4(X〕一 2 喇X万n 深层水团的代表种(Bur ke
,

198 1)
。

Ca ss 汕彻
a

是一种生活环境较广的类型(Qval e et al
. ,

1985)
。

这些属种在本区作为黑潮次表层水

的重要分子
,

可见它们的分布受水团因素的控制
。

黑潮流系中层水组合(主因子 3) 主要分布在本区水深 300 一 8(X) m 的陆坡区
,

其水体是来自西北太平洋亚极地的中层水
。

Gl ob ob
u

枷初 p ac ffic
a 和 Glo

boc a ss 拓翻l初
s议啥lo bosa 是本组合的代表分子

。

GZ口bob ul 如初在大西洋和东赤道太平洋是高营养物质
通量的指标(A it en bac h ct al

. ,

19 89)
。

G
.

s议啥lo bos a 是世界性广布种并与许多不同类型

的水团有关
。

大西洋 G. s议心lo bos a 在大陆架边缘和中大西洋中脊的深层水中繁盛

(Sc 俪tke r
,

198 0)
,

在印度洋该种则是南极底层水的代表(Co rli ss
,

19 79)
。

此外
,

与本

组合相关性较大的 乃梦h咖a sP p
.

也是与低氧或高营养物质密切相关的底栖有孔虫

(H e

~
h n et al

. ,
.

1% 5)
。

可见
,

本区中层水组合可能与该水团的低温
、

低氧及高营养通

量有关
。

黑潮流系深层水组合(主因子 4) 主要分布在本区水深 700 一 1 oso m 的陆坡下部和

槽底区
,

其水体是来自西北太平洋的深层水
。

主要底栖有孔虫组成均为典型的深水类

型
,

其中 O r拓如rs al 台 ten er 是南海水深 1 200 一 2 6(X) In 深层水团的标志种(剪知泯等
,

1992 )
,

Pul le n 故 叮u动叮u e lo ba 是西北太平洋的深层水团(2 500 一 3 0以hll)的代表分子

(Bu rke
,

19 81 )
,

五夕。rt 如ott icl la 。

枷
a
wa

e二台 和 U v惬阳欣
a

din 碑夕ta 也是冲绳海槽底部的深

水类型 (汪品先等
,

19 8 8)
。

可见
,

该底栖有孔虫组合与其水体来源是一致的
,

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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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流系深层水控制下的底栖有孔虫组成
。

3 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
,

冲绳海槽北段表层沉积物中的底栖有孔虫的分布格局受黑潮流系垂

直分带的水团的控制
。

根据 R 型因子分析结果
,

可清晰地识别在黑潮流系 4 个重要水

团控制下的底栖有孔虫群落组成和分布特征
。

依据不同属种在主因子上的载荷强度和主

因子在不同水深上的得分确定代表各自水团环境的 4 个底栖有孔虫组合
,

其中代表黑潮

流系的表层 水环境 (小于 巧0m 水深 )的属种 有 18 个
,

其 中主 要有 Ps eu do
rot al ia

in 咖夕a c访ca
,

Bo liv in a r o b u s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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