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 卷

19 9 9
一

0 7

第 4 期 海 洋 学 报

A C L气 (义」二A N ()I丈义刁CA SIN ICA

、乞}
.

2 1
.

N 〕
.

4

Ju ly
,

19 9 9

东太平洋 CC 区 1 7 8 7 号岩心的

微体化石及地层层序

程 振 波 鞠 小 华 蓝 东 兆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66 的3)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门 3 6 10 0 5)

关键词 放射虫 硅藻 化石 地层

1 引言

本文根据 19 94 年
“

向阳红 09 号
’‘

调查船自东太平洋哎 区获取的 17 87 号岩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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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为 5 0 70 m
,

岩心长为 sl o cm )
,

对其中的微体生物 (放射虫
、

硅藻
、

硅鞭毛藻
、

抱粉 )地层进行了初步探讨
.

对于不 同的分析样品
,

采取了不 同取样间隔
,

如放射虫每隔 s crn
取样 1 个

,

共采样 162 个 ;硅藻每隔 8 一 g crn 取样 1 个
,

共采样 82 个 ;抱粉每隔 20 二取样 1 个
,

共采样 34 个
.

2 微体生物特征

对该岩心所进行的微体生物分析结果表明
,

下部地层 (150 助 以下 )放射虫
、

硅藻数量丰

富
,

分异度较高 ;上部地层(150 二 以上 )则丰度低
、

属种少
、

壳体破坏严重
.

而硅鞭毛藻
、

抱粉总

体上看数量少
、

丰度低
.

所发现的 62 属 84 种放射虫的主要属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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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岩心所分析的硅藻样品采样厚度为 1一 Z rm
,

共鉴定硅藻 29 属 65 种(包括变种 )
,

其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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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 87 号岩心中发现硅鞭毛藻 7 属 n 种
,

其丰度一般较低
,

分布格局与硅藻基本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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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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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射虫组合

根据放射虫带化石及其组合的特征
,

自上而下将岩心分为以下三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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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段
:

依据地层内的放射虫化石特点又可进一步划为三亚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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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把该亚段归于中新世中期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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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该亚段划归于中新世晚期
.

与此同时
,

也发现上覆于该段之上的

沉积物缺少上新世放射虫化石带
,

而取而代之的是第四纪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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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放射虫组合
,

又可分为两亚段
.

其中 90 一 o cln 亚段放射虫数量少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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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一 90 rm 亚段
,

除具上述特点外
,

壳体大都还不完整
.

所保存下来的个体较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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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其壳壁较厚或骨架粗壮
,

而且多为抗溶种
.

所见放射虫有 召故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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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放射虫在该段地层内呈不均

匀分布
,

且多为第四纪以来的大洋优势种
,

故认为该段应属第四纪沉积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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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7 87 号岩心放射虫
、

硅藻
、

硅鞭毛藻化石组合
、

化石带及地质时代

★为地层中重要化石带

3. 2 硅藻组合

该岩心 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8 个硅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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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带仅在少数样品中发现了 A
.

。

cu 掀 t。
、

。sc in ha 。
、 n 〔叉入汉ifer 及 刀

1口 -

如sio si ra Oe st

哑
i 的藻细胞及碎片

,

m 带 (150 一 18 0 C m )
:

为硅藻稀少带
,

每个样品中均能发现少数硅藻细胞
,

它们是 Ac tin o cy
~

c lu s eh ren b翻召11
、

A ba 沽“拢刀51 5 、 J

七d “ c献 isc u s
如llc衣去砚s 、

公
s t〔过isc u s ;孜材ch el lu s 、

肠sc 动仪八scu s de e 尹℃scen s 、

C
.

二。尹轰” 2倪tu
、

等
,

且。 sc 动耐ivc us 属的细胞碎片丰富
,

明显高于其他各属
,

另外
,

在该带内还发

现硅鞭毛藻 人金犯、、 。1rc 滋u 、 ,

据小泉格资料{“]此种起源于中中新世
.

W带 (180 一 4 20 crn )
:

此 带以 A
.

eh re 刀b
吟

i 为代表
,

该种含量介于 硅藻总量 的 14
.

2 % 一

57 14 %
,

其中热带种 A
.

户探zc边u 、、 C
.

阿ch 戒。 也有一定的数量
,

在部分样 品中还发现广温性

种类 Co
se in

械
sc u 、 7

敬五a tu : 和 刀椒故5 5 10 , ,

~
n :跳s比 10

泌
、
等种

.

V 带(42 0 一6 55 cm )
:

为 念t in o

Cyl
u、 从

,

二占昭11
、

衡
, tic

汕 组合
,

本带硅藻数量比较丰富
,

每克

干样约含 2 6 8 97 一 74 1 18 粒细胞
,

广温种 A
.

‘

而℃护功
唠

i 的含量介于 23
.

26 % 一 65
.

08 % 之间
,

广

温种 肠sc 执械
、 u 、 li n ea tu 、、 T

.

、

翻ch io 漩
、

等种的含量也有一定的数量
,

从而使广温种的总含量

高于热带种
,

此外
,

还发现大量产生于中渐新世的硅鞭毛藻 恤二ul oPs i: 从提

农以“u
m.

班(6 5 5 一 7 0 5 cTn )
:

本带 内硅藻丰富
,

每克干样约含 14 857 一 150 0 00 粒壳体
.

主要 以 A.

eh ren be瑙泛i
、

Au 勿 c叔 i。
、户“z‘“u : 、

肠sci n

诚sc u 、

、嘟二tu 、
组合为特点

,

该组合中 3 种硅藻的含量

分别介于 3
.

85 % 一 42
.

31 %
、

3
.

85 % 一 43
.

33 %
、

4
.

44 % 一 15
.

38 % 之 间
,

而 T
.

九众荟动 10 忿le s 、

A.

的八子儿占曰召“
、

V 娜lla
、

A
.

威杯ca
、

C
.

d 七
于《, ℃sc eu 、

等也有一定的数量
.

据 Jou s e
资料I7J A

.

如Z念以川

大量产生于晚渐新世 该种在本带的平均含量约为 26
.

86 %
.

珊(70 5 一 7 5 5 c m )
:

本带为 关‘表之c

诚sc us 如11七汕
, 、

A
.

的护粉诬乙曰宫艺i 组合
,

组合中两种硅藻的含

量分别介于 61
.

3 % 一 78
.

99 %
、

10
,

36 % 一 19
,

29 % 之间
,

该带内硅藻极其丰富
,

每克 干样约含

巧1 42 9 一 56 3 3 33 粒壳体
,

热带远洋种的细胞占据优势
.

珊 (7 55 一 8 10 二)
:

本带以 A
,

eh 趁”功曰召龙i
、

A 川扮流
: 、

c
.

川ch eu us
、

c
.

、您na tus 为组合
.

组合中 4 种硅 藻的 含量分 别介 于 10
.

64 % 一 40
,

30 %
、

6
.

38 % 一 41
.

46 %
、

2
.

科% 一 14
.

01 %
、

1
.

4 9 % 一 2 5
.

4 8 % 之间一;女“n 。。l(!
lu : eh ren b曰召飞i

、

V 二
s sa

、

肠就肋d 滋sc us 邵阴故hue
、

J似5拟 瞬娜泛由
、

T
.

ni 比chi
o

泌
、
等种也有一定的数量

.

本带内硅藻丰度高
,

每克干样含 15 2 85 一 22 035 粒壳体
,

且

热带远洋种的含量占优势
.

根据上述 8 个硅藻带特点
、

优势种特征及带有化石意义的分布规律可见
,

I带
、

n 带为第

四纪硅藻带
,

111
、

W
、

V 带基本反映了中新世 晚
、

中早期硅藻组合的特点
,

班
、

珊
、

视带为晚渐新

世的硅藻带
,

而上新世的硅藻带在地层中缺失
,

这与放射虫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

值得提出的

是
,

任何微体化石从出现到繁盛
、

消亡均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

且适于作地层划分的不同的微体

生物间的划分标准又不尽相同
,

这给地层间的划分和对 比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

本文更倾向于使

用放射虫的资料
.

另外
,

该岩心抱粉的分析结果显示第四纪期间主要以裸子植物花粉和被子植物花粉占优
,

分别为 38
.

5 % 一48 % 和 44 % 一 61
.

5 %
.

裸子植物主要是 尸诬刀u 、 和 尸沈ZO ca咖
: ,

被子植物则主要

是 山
sua ri na 和 入勿d ta c ea e ,

还有 (〕召二
n ea 。 和个别 人ti趋9 1口

、

R u ta c ea e 、

M如PO ra c e ae 及少数旅类

植物抱 子
.

中
、

晚期 中新世 地 层 内裸子 植物 花 粉 占 35
.

7 %
,

皆为 Pi nu
、 ,

被子 植物花粉占

37
.

5 %
,

为 山
s ua 币。

、

山rPi
、u : 和 Sa Pi nd ac ea e

.

旅类植物抱子占 25 %
,

为 Ci bo ti um 和 Po l即ed i
-



4 期 程振波等
:

东太平洋比 区 1 7 87 号岩心的微体化石及地层层序 1 3 5

ac e ae
.

早期中新世地层内抱粉数量少
,

且属种单调
,

仅有个别 Pi nu
:
花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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