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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 1994 ) 1995 年南海中部时间系列沉积物捕获器收集的微体生物壳体进行了氨基

酸与糖类分析。结果表明,微体生物壳体中含有的氨基酸与糖类物质大致与颗粒物全样相

当,其氨基酸与糖类组成基本保持了活体浮游生物的特征,而与颗粒物全样有所不同, 推测氨

基酸与糖类物质一是作为壳体本身的组成部分存在于壳体中; 二是被包裹在有孔虫房室及放

射虫、硅藻壳体纹饰或筛孔中, 因而可以很好保存。上述结果表明生物壳体本身也是有机质

从海洋表层向下输送的良好载体,而且生物体内氨基酸与糖类组成的原生信息可以很好地保

存于壳体内,这对于利用壳体中的生物标志物来追索原生的有机物来源、演化及其它环境信

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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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 通常占到生物有机碳的 40% ) 60%, 有机氮的

42% ) 72%( Lee et al , 1982) ;糖类物质是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直接产物。在海洋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中,这两类有机物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Henrichs et al , 1987; Cow ie et al , 1992)。

原先认为,生物体死亡后,其有机质绝大部分重新矿化回到水柱中,一部分有机碎屑与粘土

等无机粒子结合形成有机- 无机复合体转移至沉积物,而浮游生物的钙质与硅质壳体本身

含有的有机质可能很少。目前,在海洋沉积物的生物壳体如有孔虫中检出了氨基酸( Robbins

et al , 1990) ,但对海洋水柱中新鲜的微体生物壳体,由于样品不易收集到可供分析的量而涉

及较少。而上述工作对于目前还知之甚少的海洋水柱中有机质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Wakeham et al , 1993)。本文通过南海沉降颗粒中微体生物壳体中氨基酸与

糖类物质的检出与分析,结合作者利用时间系列沉积捕获器采集的沉降颗粒全样以及前人

的有关分析数据讨论生物壳体在南海颗粒有机质垂向转移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沉降颗粒样品用 Mark Ô型大孔径时间系列沉积物捕获器采集,采样站位为南海中

部 14. 60bN, 115. 10bE,水深 4 310m。自1990年 12月 1日 ) 1995年 4月29日共在 1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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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74m 水层中布放了 9套捕获器,共获时间系列样品 87个。捕获器的布放、回收、样品

预处理及全样的有关分析作者已作过介绍(陈建芳等, 1996; 1999)。微体生物样品取自

1994年 8月 24日 ) 9月 20日期间用浅层捕获器收集的第 3号样品( SCS- C04- S3) ,这

期间为 5年半中通量最大的时段, 达 206. 8mg#m- 2#d- 1
,高出平均值一倍多。丰富的生

物壳体为开展氨基酸、氨基糖与糖类分析提供了条件。

样品经 63Lm 细筛冲洗数次, > 63Lm 部分经超声振荡 3次,每次 5min, 以进一步除

去其中的粘土矿物, 40 e 下烘干, 在双目镜中剔除少量岩源颗粒。按 500 ) 1 000Lm、

250 ) 500Lm、150 ) 250Lm、125 ) 150Lm、63 ) 125Lm 五个粒级分别在镜下进行微体生物

鉴定。由于进行氨基酸与糖类分析必须有 20mg 以上的样品量, 故把上述各粒级合并成

250 ) 1 000Lm、63 ) 250Lm两组分别进行氨基酸、氨基糖与糖类分析。

氨基酸、氨基糖与糖类前处理及分析按( M ichaelis et al , 1984)所述方法, 略作改进。

氨基酸、氨基糖经水解、浓缩、去酸后,在 LKB 4151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德国费赖堡制造)

上,经 150 @ 4. 6mm 不锈钢柱(内含 DC4- 75, 7Lm 树脂)分离, 不同 pH 的柠檬酸- 硼

酸- 氢氧化钠缓冲液梯度洗脱, OPA柱后衍生, 用岛津 FLD- 6A荧光检测器检测。糖类

物质经水解、浓缩、去酸、电渗析脱盐后, 在 Biot ronick糖类自动分析仪(德国法兰克福制

造)上,经 270 @ 4. 6mm 不锈钢柱(内含 DA- X4, 20Lm 树脂)分离, 不同 pH 的硼酸- 氢

氧化钠缓冲液梯度洗脱, 在 10m 长的反应管中 127 e 下用二喹啉- Cu2+ - 天冬氨酸溶液

显色, 用岛津 SPD- 10A 紫外检测器检测。氨基酸、氨基糖分析的标样为 Hamilton H 标

样(内含 15种氨基酸)外加B- 丙氨酸、C- 氨基丁酸、鸟氨酸、葡萄糖胺、半乳糖胺( Sigma

公司产品) ,组成 18种氨基酸、2种氨基糖(葡萄糖胺、半乳糖胺)的混合标样。糖类标样

为鼠阿糖、核糖、甘露糖、果糖、阿拉伯糖、岩藻糖、半乳糖、木糖、葡萄糖( Sigma公司产品)

混合而成。色谱数据由色谱工作站计算。每一种氨基酸、氨基糖、单糖平衡双样相对偏差

均在 5%以内,蛋氨酸与 2种氨基糖在水解中有所损失, 故其结果分别乘以 1. 4、1. 2加以

校正( M�ller et al , 1986; Haake et al , 1993)。

2  结果与讨论
2. 1  微体生物鉴定结果

样品250 ) 1 000Lm部分几乎全为浮游有孔虫壳体,共计达1159枚/ g 干样,其中以袋拟

抱球虫 Globigerina sacculif er 为最多, 其次为杜氏新方球虫 Neogloboquadrina dutertrei、等边

小抱球虫 Globiger nella aequilateralis、共球拟抱球虫 Globigerinoides congloba tus 等(见表 1)。

表 1 试样微体生物(浮游有孔虫)鉴定统计结果(枚/ g干样)

Tab. 1 Species and relat ive abundance of planktonic foram inifera in different grain size fract ions of the test sample

样品粒级(Lm) 500 ) 1000 250 ) 500 150 ) 250 125 ) 150
泡泡球虫 Globigerina bul loides 0 2 61 159
疏室小抱球虫 Globigerina calida 0 10 36 16
绯红抱球虫 Globigerina r ubescens 0 0 20 185
等边小抱球虫 Globigerinella aequi lat erdl is 48 116 8 0
共球拟抱球虫 Globigerinoides conglobatus 36 92 20 0
红拟抱球虫 Globigerinoides ruber 0 39 112 14
袋拟抱球虫 Globigerinoides sacculif er 167 395 55 1
镶边圆幅虫 Globorotalia menar dii 19 9 18 1
杜氏新方球虫 N eog loboquadrina d uter trei 7 157 78 0
普通圆球虫 Orbulina u niv ersa 45 4 0 0
未鉴定种的有孔虫 0 13 841 1238
合  计 322 837 1249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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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250Lm 部分中, 有孔虫种类鉴定统计只到 125 ) 250Lm, 该部分有孔虫总数达

2963枚/ g干样,其中较占优势的有泡抱球虫 Globigerina bulloides、绯红抱球虫 Globigerina

rubescens 及红拟抱球虫 Globigerina ruber。125 ) 250Lm部分还有少量腹足类、翼足类以及放

射虫等,大约只占不到 20%。63 ) 125Lm粒级由于个体较小,未作细致的分类统计, 经初步

观察主要微体生物有浮游有孔虫、放射虫、硅藻等为主,仍以浮游有孔虫占优势。

2. 2  微体生物壳体中氨基酸、氨基糖与糖类物质的含量

样品氨基酸、氨基糖、糖类的色谱图如图 1。图 1a横坐标 60 ) 80min中有 4个小峰,

依次分别为 B-丙氨酸,C-氨基丁酸, 半乳糖胺与葡萄糖胺。由于图幅太小, 故图中没有标

出这 4个峰。18种氨基酸与 2 种氨基糖均得到了很好的分离; 糖类物质除(阿拉伯糖+

岩藻糖)没有分离,其余的单糖得到了较好的分离。分析结果列于表 2、表 3。微体生物壳

体250 ) 1 000Lm 部分为浮游有孔虫壳体,氨基酸、氨基糖及糖类物质含量分别为 7. 5、

0. 14和 1. 7mg#g- 1(干样) ;而 63 ) 250Lm 部分除有孔虫外,还有腹足类、翼足类、放射虫、

硅藻等,氨基酸、氨基糖及糖类物质含量分别为 32. 0、0. 40和 5. 3mg#g - 1(干样)。这表明

较小的生物壳体更能保存氨基酸、氨基糖与糖类物质。这可能是由于颗粒小的有孔虫房

室及放射虫、硅藻壳体纹饰或筛孔更易保存有机物。研究表明, 沉积物有孔虫壳体中氨基

酸含量仅在 0. 1mg#g- 1(干样)左右( Robbins et al , 1990)。有机质主要存在于钙质与硅

质壳体以外的软体之中, 随着生物的死亡,大部分有机质往往在表层海水即重新矿化而回

到水柱中( Lee et al , 1984) ,而在沉积物中, 有孔虫壳体经过长时间的降解作用,其中的氨

基酸等有机组分大部分已损失。深海颗粒有机碳垂向沉降过程中动物来源的有机质相对

含量增高(Haake et al , 1993; 陈建芳等, 1999) ,因此,一般认为,在海洋颗粒有机碳垂向通

图 1 南海水柱有孔虫壳体( > 250Lm)中氨基酸、氨基糖( a)与糖类( b)色谱图

Fig. 1  The chromatograms of amino scids amino sugars( a) and carbohydrates(b) in the forminiferal tests( > 250Lm)

ASP天冬氨酸; THR 苏氨酸; SER丝氨酸; GLU 谷氨酸; GLY 甘氨酸; ALA 丙氨酸; VAL 缬氨酸; MET 蛋氨酸;

ILE异亮氨酸; LEU 亮氨酸; TYR酪氨酸; PHE苯丙氨酸; B- ALA B- 丙氨酸; G- ABA C- 氨基丁酸; H IS组氨酸;

ORN 鸟氨酸; LYS赖氨酸; ARG 精氨酸。RHA 鼠阿糖; RIB核糖; MAN 甘露糖; FRU 果糖; ARA/ FUC 阿拉伯糖 + 岩

藻糖; GAL 半乳糖; XYL 木糖; GLC葡萄糖

ASP: aspart ic acid; THR: th reonine; SER: serine; GLU: glutamic acid; GLY: glycine; ALA: alan ine; VAL: val ine;

M ET: metunine; ILE : isoleucine: LEU: leucin e; T YR: throsine; PHE: phenyl alanine; B-ALA: beta-alanine; G-ABA: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HIS: h ist idine; ORN: ornithine; LYS: lysine;ARG: arginine; RHA: rhamnose; RIB: ribose; MAN: mannose;

FRU : froctose; ARA/ FUC: arabinose/ fucose;GAL: galactose; XYL: xylose; GLC: 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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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浮游动物的粪粒、分泌物等粘性物质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粘性的团粒可以吸附、结合

细小的粘土矿物等无机粒子, 使得颗粒物越聚越大,一方面加快颗粒物迁出的速率,另一方

面使有机物由于形成有机- 无机复合体而更易保存( Ittekkot et al , 1990)。且主要由无机的

钙质与硅质组成的壳体本身的有机质含量及其在颗粒有机碳垂向通量中的作用较少而受到

注意。总的说来,南海微体生物壳体中所含有氨基酸与糖类物质大体与全样相当(表 2、3) ,

表明在水柱中钙质及硅质壳体与粘土矿物等岩源物质一样,都是有机物质向下搬运的重要

载体。生物壳体如有孔虫的外壳多为虫体的细胞质所分泌,或由细胞质分泌一些粘结质有

选择地粘结外界物质所构成,而蛋白质及多糖类物质是细胞质中主要的有机成分,因而蛋白

质及糖类物质实际上可能起了壳体构筑时的胶合剂的作用( Robbins et al , 1990)。另一方

面,水柱中的生物壳体由于死后刚刚迁出真光层不久,在其有孔虫房室及放射虫、硅藻壳体

纹饰或筛孔内尚包裹有新鲜的有机物,使得其中的氨基酸等有机物含量高出沉积物壳体一

个数量级以上。因此,在生物来源的碳酸钙、蛋白石溶跃面之上,钙质与硅质壳体在颗粒有

机碳垂向通量中具有重要作用。

表 2  微体生物壳体、颗粒物及沉积物中有孔虫壳体氨基酸组成的比较
Tab. 2  Contents and spectra of amino acids in planktonic tests, particulate matter and sedim entary foraminifera

样品种类 氨酸酸

含量

天冬

氨酸

苏氨

酸

丝氨

酸

谷氨

酸

甘氨

酸

丙氨

酸

缬氨

酸

蛋氨

酸

水柱样 250~ 1000 7. 5 11. 1 5. 2 6. 3 11. 1 18. 3 8. 0 5. 0 1. 5

(粒径Lm) 63~ 250 32. 0 11. 5 5. 6 5. 7 11. 1 15. 9 8. 7 6. 3 1. 7

颗粒物(平均) 22. 8 12. 2 6. 2 6. 7 10. 5 16. 9 9. 4 5. 2 1. 1

沉积物 南海柱状样1) 14. 5 1. 4 3. 8 6. 8 7. 3 6. 8 13. 3 12. 0

袋拟抱球虫2) 9. 1 5. 4 9. 9 12. 6 14. 0 10. 5 3. 2 3. 9

红拟抱球虫2) 11. 8 5. 7 9. 5 9. 5 13. 9 11. 5 7. 4 5. 4

普通圆球虫2) 10. 6 4. 6 10. 4 8. 0 15. 8 11. 8 8. 3 8. 2

镶边圆幅虫2) 3. 8 5. 9 10. 6 9. 6 18. 3 12. 9 7. 8 2. 2

样品种类 异亮

氨酸

亮氨

酸

酪氨

酸

苯丙

氨酸

B- 丙
氨酸

C- 氨
基丁酸

鸟氨

酸

赖氨

酸

组氨

酸

精氨

酸

水柱样 250~ 1000 4. 6 7. 0 3. 1 3. 8 0. 2 0. 1 0. 1 4. 9 3. 9 6. 0
(粒径Lm) 63~ 250 4. 7 6. 8 3. 2 4. 0 0. 2 0. 1 0. 1 5. 6 4. 0 4. 7

颗粒物(平均) 3. 9 5. 5 3. 5 3. 5 0. 7 0. 6 0. 3 6. 8 2. 5 4. 6
沉积物 南海柱状样1) 7. 4 9. 8 Tr 7. 5 Tr Tr Tr 5. 7 Tr 3. 6

袋拟抱球虫2) 3. 7 4. 3 1. 1 4. 1 Tr Tr Tr 2. 4 6. 9 3. 5

红拟抱球虫2) 3. 0 5. 4 1. 6 3. 2 Tr Tr Tr 3. 1 Tr 3. 1

普通圆球虫2) 5. 1 6. 3 5. 7 3. 7 Tr Tr Tr 3. 7 0. 7 3. 2

镶边圆幅虫2) 4. 5 6. 8 4. 9 3. 7 Tr Tr Tr 3. 3 2. 6 3. 2

  T r:表示没检出,氨基酸含量单位为 mg#g- 1,其它单位为 mol% ; 1) 南海柱状样有孔虫数据引自唐运千等, 1995;

2)加勒比海各类有孔虫数据引自 Robbins et al, 1990

表 3  微体生物壳体与颗粒物中氨基酸糖、糖类含量与海洋生物活体的比较
Tab. 3  Contents and spectra of amino sugars, carbohydrates in planktonic tests, part iculate matter

and living marine organisms

样品种类
氨基糖2)

含量

葡萄

糖胺

半乳

糖胺

糖类物2)

质含量

鼠李

糖

核糖 甘露

糖

果糖 阿拉伯糖+

岩藻糖

半乳

糖

木糖 葡萄

糖
水柱样 250~ 1000 0. 14 88. 1 11. 9 1. 7 3. 2 2. 4 16. 1 2. 8 5. 3 19. 6 2. 7 47. 9

(粒径Lm) 63~ 250 0. 40 82. 2 17. 8 5. 3 2. 6 1. 7 14. 8 2. 3 5. 0 20. 7 8. 9 45. 0

颗粒物 0. 49 72. 5 27. 5 5. 5 5. 6 5. 0 19. 0 2. 2 4. 7 25. 6 14. 2 23. 7
(平均值)

生物体1) 浮游植物 3. 7 6. 0 14. 9 未测 5. 6  7. 1 6. 3 9. 0 45. 9

浮游动物 2. 2 8. 1 16. 1 未测 1. 8  5. 8 8. 6 2. 1 55. 0
细菌 0. 0 61. 3 3. 87 未测 9. 1  0. 0 5. 1 0. 31 19. 8

  1) 生物体样据 Cow ie et al , 1984; 2)单位为 mg#g- 1,其它单位为 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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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微体生物壳体中氨基酸组成

微体生物壳体中氨基酸主要以甘氨酸、天冬氨酸、谷氨酸占优势,均在 10%以上,各

类氨基酸的相对含量大小顺序为:中性(甘氨酸、丝氨酸、丙氨酸、缬氨酸、苏氨酸、异亮氨

酸、亮氨酸) > 酸性(谷氨酸、天冬氨酸) > 碱性(精氨酸、鸟氨酸、赖氨酸、组氨酸) > 芳香

(酪氨酸、苯丙氨酸) > 含硫(蛋氨酸) , 这种顺序与各类活体浮游生物氨基酸组成完全一

致,而且各氨基酸的相对组分也大致相同( Cowie et al , 1992) ,表明微体生物壳体内的氨

基酸与软体部分(占活体的绝大部分)基本一致。蛋白质氨基酸中的天冬氨酸、谷氨酸及

精氨酸可以在微生物的活动下转化为非蛋白质氨基酸( It tekkot et al , 1984)。微体生物

壳体样品中非蛋白质氨基酸B- 丙氨酸、C- 氨基丁酸、鸟氨酸约占总氨基酸的 0. 5% ,表

明其中氨基酸物质非常新鲜。相比之下,尽管颗粒物全样中的氨基酸组成与生物壳体中

十分相似(表 2) , 但其中的非蛋白质氨基酸平均为 1. 6%。在作者分析过的南海几十个捕

获器样品中非蛋白质氨基酸绝大部分在 1% ) 3%之间。南海沉降颗粒物质中微体生物

壳体约占 60%,岩源物质占 30%左右( Wiesner et al , 1996) ,与生物壳体本身含有机质不

同,水柱岩源物质中的有机质尽管也是来自于海洋自身( Ittekkot et al , 1984; 陈建芳等,

1999) ,但其是通过吸附、粘着等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在这过程中可能更容易被微生物

改组,而形成非蛋白质氨基酸。另外,微体生物壳体颗粒较大,沉降速度较快,也易于使有

机质保持新鲜。

如表 2所列,与南海沉积物中有孔虫壳体相比,南海水柱中两个粒级的微生物壳体中

氨基酸组成均更接近于加勒比海柱状样顶部各类新鲜、完整有孔虫壳体的氨基酸组成

( Robbins et al , 1990) , 而与南海柱状沉积物( 10 ) 800cm)中红拟抱球虫中氨基酸的组成

却有较大的不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南海柱状沉积物有孔虫中苏氨酸、甘氨酸、谷氨

酸、丝氨酸较低(总计只有 19. 3% ) ,而蛋氨酸、缬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较高(表 2)。笔

者认为,造成上述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前者为沉积物顶部新鲜、完整的微体生物壳体,

样品处理中,除清洗外还经过超声振荡等处理程序,样品中基本不含粘土类物质, 壳体中

氨基酸是生物生长时同壳体的构筑联系在一起的, 已成为壳体本身的组成部分( Robbins

et al , 1990) ,因而不易受到微生物活动的影响。而南海柱状沉积物( 10 ) 800cm )中红拟

抱球虫壳体中氨基酸组成却呈现经历过较大的成分改组的特征,如不稳定的谷氨酸、苏氨

酸、丝氨酸、甘氨酸含量下降, 而稳定的丙氨酸含量上升, 蛋氨酸以较高含量出现等, 这可

能是因为南海柱状样中有孔虫来自南海北部海盆水深 3 360m 处,接近南海 CCD界面,有

孔虫溶蚀作用非常强烈, 不易收集到完整的壳体, 加上没有经过超声清洗,可能会使具有

多孔状结构的有孔虫房室等内部留有粘土类物质。另外, 样品取自柱状样 10 ) 800cm

处,由于经历时间较长,破碎的壳体中氨基酸如酸性的谷氨酸有可能发生选择性的降解

( Robbins et al , 1990)。含硫的蛋氨酸大量出现则可能是在柱样深部的还原环境下, 由于

硫酸盐还原细菌的作用, 使间隙水中的硫酸盐还原为活性硫化物,并进而与其它氨基酸反

应形成含硫的蛋氨酸的结果。

2. 4  微体生物壳体中氨基糖与糖类物质的组成
微体生物壳体中葡萄糖胺/半乳糖胺的比值为 7. 4 ( 250 ) 1 000Lm)、4. 6 ( 63 )

250Lm) , 而沉降颗粒物全样中葡萄糖胺/半乳糖胺的比值只有 2. 6左右(表 3)。在亚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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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基本无细菌活动的深海颗粒物中葡萄糖胺/半乳糖胺之比可达 20以上, 而细菌来

源的氨基糖上述比值只有 1 ) 3( Haake et al , 1993)。因此,细菌对有机物的改组, 可能更

加频繁地发生于壳体以外的其它部分,如岩源物质部分中。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提

到的生物壳体中的有机质更容易保持新鲜的观点。

壳体中检出的糖类物质有葡萄糖、甘露糖、半乳糖、阿拉伯糖+ 岩藻糖、鼠李糖、核糖、

果糖与木糖。对浮游植物中的单糖分析也表明它们主要由上述 8种单糖组成( Ittekkot et

al , 1982; Cowie et al , 1984)。尽管各类浮游生物中各单糖组成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一个

共同的特点是都具有很高的葡萄糖。南海水柱微体生物壳体中也有这种特点, 葡萄糖分

别占到 47. 9%和 45. 0% ,比颗粒物全样平均为 23. 7%几乎高出一倍。葡萄糖是非常容

易分解的糖类, 在各种单糖中最易降解( It tekkot et al , 1982) , 其在水柱生物壳体中能很

好地保存,进一步表明壳体的新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木糖在各类颗粒物中的含量变化。

海洋中木糖主要来自浮游植物,而浮游动物中则较少( Cow ie et al , 1984)。如表 3所列,

250 ) 1 000Lm基本不含藻类, 故木糖只占 2. 7%, 63 ) 250Lm 粒级中有部分的硅藻等硅

类,木糖上升到 8. 9% ,而南海颗粒物中常见的藻类如硅鞭藻、沟鞭藻、硅藻、颗石藻等大

多存在于 63Lm 以下粒级中, 这应是颗粒物全样中木糖比较丰富( 14. 2% )的原因。

3  结论
南海微体生物壳体中氨基酸、氨基糖及糖类的含量为 7. 5、0. 14、1. 7mg#g- 1( 250 )

1 000Lm部分)和 32. 0、0. 40、5. 3mg#g- 1( 63 ) 250Lm 部分) ,其含量大致与颗粒物全样相

当,说明水柱中生物壳体也是有机质的重要载体, 其在颗粒有机碳的垂向能量中的作用不

可忽视。生物壳体中保存的氨基酸、氨基糖与糖类物质组成与生物活体基本相同,表明有

机物质非常新鲜,这一方面是由于氨基酸与糖类物质作为细胞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

壳体的构筑,并成为壳体本身的一部分,因而使有机质得以很好地保存,另一方面,有孔虫

房室及放射虫、硅藻壳体纹饰或筛孔内可能也包裹了新鲜的有机物。除生物壳体以外,与

岩源物质结合的有机质则在沉降作用过程中受到相对较强有机物质改组。因此从追索有

机物质来源、演化及古海洋环境角度来说,沉积物中生物壳体比沉积物全样包含有更加准

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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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 ACIDS, AMINO SUGARS AND

CARBOHYDRATES IN SETTLING PLANKTONIC

TES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CHEN Jian- fang, CHEN Rong- hua, M . G. WIESNER , ZHENG Lian- fu, TANG Yun-qian

( Key Lab of Submarine Geo-science, S tate Oceanic Adm inistr ation, H ang zhou , 310012)

 ( Insti tute of Biogeochemistry and M ar ine Chemist ry, University of H amburg , D-20146, H amburg )

Abstract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microfossils in marine sediment have very low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such as amino acids. P lanktonic tests collected by time-series sediment tra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ir concentrations of amino acids, amino sugars and carbohydrates are 7. 5, 0. 14 and 1. 7

mg#g- 1( dry weight) for 250 ) 1000Lm part, and 32. 0, 0. 4 and 5. 3mg#g- 1 ( dry w eight) for 63 ) 250Lm

part, respectively. Cenerally, the content of these organic mixtures in settling planktonic test in similar to that in

bulk par ticulate matter . The spectra of amino acids, amino sugars and carbohydrates in settling planktonic shells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in living plankton, suggesting that proteins and polysaccharides preserved in the shells are

as fresh as those in living plankton. T he proteins and polysaccharides may act as efficient templates for shell for-

mation, and some organic matrix may actually be entrapped in chambers of forminifera or micro-holes of diatom,

radiolaria, so the organic mixtures are affected little by bacter ia decomposition.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settling

planktonic shells might act as very important car riers for the ver tical transportation of organic carbon, at least in

water column shallower that CCD and opal lysocline.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planktonic shells can preserve more

intact and fresh organic matrix than total particulate matter, to analyz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planktoinc shells in

sediments instead of bulk sediment may be mo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sources, env 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bio-

geochemical process in water column.

Key words   Settling planktonic tests   Amino acids   Carbohydrates   Sediment trap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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