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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利用等离子体质谱技术分析 了取自海南岛南部沿岸的现代滨珊瑚高分辨率的 B a / Ca 比值

。

结果表明
,

该珊

瑚的 B a / Ca
比值具有明显 的双峰态的季节变化

,

其中春季和秋季 Ba / Ca 比值较高
,

而冬
、

夏两季则较低
。

海南岛南

部及邻近地 区季节降雨的变化所控制的陆源 B a
输人 是这些珊瑚 B a / Ca

比值变化的重要控制 因素
,

而该区夏季相对

较高的表层海水生产力可能也对其有重要影响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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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1 样品和分析

利用造礁珊瑚重建高分辨率的古海洋记录是当

今全球气候环境演变研究 的重要 内容之一
,

除了高

精度高分辨率珊瑚温度计的研究热点外
,

珊瑚的诸

多微量元素含量的变化也蕴含有丰富的气候环境信

息川
,

B。 就是其 中引人注目的微量元素之一
。

Ba 在海水 中的含量变化与营养物质循环密切

相关 [2, ’] ,

在表层海水
,

由于生物活动活跃
,

B a 受生

物活动影响形成 BaS O ;

沉积或大量结合到碳酸盐中

而含量较低 ;而在深层海水
,

由于碳酸盐和 BaS O ;

被

分解等原因而含量升高
14 ’。 生活在海水中的生物

,

如

珊瑚
、

有孔虫等其碳酸盐骨骼及壳直接记录了海水

中的 B a 含量变化
,

可以作为海水中营养物质的变

化的示踪剂
,

进而推测海水循环的情况
〔”

,

“’。 另一方

面
,

在沿岸海域
,

河水输人对表层海水 B a 含量的影

响较大
!7, “, ,

表层海水 B a 含量的变化也可以反映陆

源物质输人的情况
。

本 文 利用 等 离子 体 质谱 (in d u
e tiv e

ly
e o u p le d

p la s m a m a s s s p e e tro m e t叮
,

ICp
一

M S ) 方法分析了取 自

海南 岛南部沿海 的滨珊瑚 19 7 6 一 19 8 6 年的 B a / Ca

比值变化 (时间的分辨率在月以上 )
,

探讨其季节变

化特征及其与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
。

本文分析的澄黄滨珊瑚 (尸or ite : lut ea )取 自海南

岛南岸的三亚湾 (180 12
’

N
,

10 9 , 9
‘

E )
,

水深在低潮

面下 Z m 左右
。

海南岛南岸附近海域表层海流受季

风控制
,

冬季主要是东北到西南方 向
,

而夏季则正好

相反
,

为西南到东北方向 [9, ‘“] 。 样 品的详细描述
、

分

取及化学前处理见韦刚健等
【川

。

样品的仪器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的 PE E la n 6 0 0 0 型 ICP
一

M S 上进行
,

B a 和 Ca 均

采用外标法测量
,

分别以
‘38 B a 和

4 4 C a 为测量质量

数
,

并以
’03 R h 作内标校正

。

为获得更精确的校正方

程
,

采用多个外部标准
,

其 中 B a 的外标为美国地质

调查局 (U SG S )标准物 BH V O
一

l
、

BC R
一

l 和中国国家

一级标准物质 G SR
一

3
,

Ca 的外标除这三个外
,

还加

上大基体 Ca 一

Sr
一

M g 标准溶液
,

以保证所有样品的 Ca

和 B a 含量均落在这些外标的最佳校正范围内
,

B a

和 Ca 的校正方程相关系数均好于 0
.

9 9 9 9
。

外标的

制备
、

仪器测量参数和校正方法见刘颖等
「‘2 , 。 分析

结果列于表 1
,

Ca
分析精度 (2 二)在 1% 左右

,

B a 则

为 1% 一 3% 之 间
,

B a / Ca( 原 子 比值 ) 精度 好于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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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珊瑚样品的 B a / C a 分析结果

Ba / Ca a to m ie ra tio s o f the PO ri ‘es lu te a e o r al s

fro m H a in a n

样 品号

SYb
一

0 0 0

SYb
一

《X) 1

SYb
一

《又〕2

SYb
~

(刃3

SYb
~

《洲〕4

SYb
~

(洲)5

SYb
~

《X」6

SYb
~

《X〕7

SY b
~

(叉〕8

SYb
一

侧〕9

SYb
一

0 10

SYb
一

0 1 1

SYb
一

0 12

SYb
一

0 13

SYb
一

0 14

SYb
一

0 15

SYb
一

0 16

SYb
一

0 17

SYb
一

0 18

SYb
一

0 19

SYb
一

0 2 0

SYb
一

0 2 1

SYb
一

0 2 2

SYb
一

0 2 3

SYb
一

0 2 4

SYb
一

0 2 5

SYb
一

0 2 6

SYb
一

0 2 7

SYb
一

0 2 8

SYb
一

0 2 9

SYb
一

0 3 0

SYb
一

0 3 1

SYb
一

0 3 2

B a / C a ( x 10
一 6

样品号

SYb
一

0 3 5

SYb
一

0 3 6

SYb
一

0 36
一

2

SYb
一

0 3 7

SYb
一

0 3 8

SYb
一

0 3 9

SYb
~

0 4 0

SYb
~

(M I

SYb
一(MZ

SYb
~(抖3

SYb
一

(M 4

SYb
一(洲冈

一

2

SYb
~

(H S

SYb
一

(M 6

SYb
~

04 7

SYb
一

(只 8

SYb
~

04 9

SYb
一

0 50

SYb
一

0 5 1

SYb
一

0 5 2

SYb
一

0 5 3

SYb
一

0 54

SYb
一

0 55

SYb
一

0 5 6

SYb
一

0 5 7

SYb
一

0 5 8

SYb
一

0 5 9

SYb
~

0 60

SY b
-

0 6 1

SYb
一

06 2

SYb
~

06 3

SYb
一

06 4

SYb
一

06 5

SYb
一

06 6

SYb
一

06 7

B a / Ca ( x 10 B a / C a ( B a / C a ( x 10

3 3 6 0 4
.

2 9 6

X 10

8 5 7 4
.

2 8 2

3
.

2 4 0 3
.

7 5 2 3
.

7 0 5 4 00 9

�3n,J .‘Q声O八00
‘

IQ�. 1

⋯
4443 2 6 4 3

.

7 3 0 3
.

7 4 5

2 8 1

3 5 3

3
.

7 4 2 3
.

6 0 2

3
.

9 9 8 3
.

5 18

3
.

4 7 3 4
.

5 8 2 2
.

9 3 3 4
.

0 5 7

3
.

6 17 4
.

9 10 2
.

5 8 7

样品号

SYb
一

10 3

SYb
一

10 4

SYb
一

10 5

SYb
一

10 6

SYb
一

10 7

SYb
一

10 8

SYb
一

10 9

SYb
一

1 10

SYb
一

1 1 1

SYb
一

1 12

SYb
一

1 13

SYb
一

1 14

4
.

0 17

5
.

2 7 0 3
.

8 9 0 4
.

0 9 2

5
.

2 8 8 3
.

5 4 3

4
.

04 8

19 2

1 17 3
.

6 9 6

3
.

9 0 7 2
.

9 4 1 3
.

9 9 9

4
.

00 5 3
.

3 6 9 3
.

7 0 4

4
.

0 10124C
,
229n

,飞J6
伟,�飞�只�3OOn入,�0

‘U61
1

3
.

6 8 8

195279
�、一�洲0
00
66 15

,J,J
19

3
.

4 1 2 3
.

4 6 7 3
.

9 5 1

UO今、
90

�、�,,8
‘UR061.

⋯
,,�J峥,j,,

3
.

85 9 3
.

20 4

3 97 7 3
.

1 15

3
.

95 7 3
.

4 16

3
.

8 1 4 4
.

35 0

3
.

9 2 2 4
.

28 9

样品号

SYb
一

0 6 8

SYb
一

0 6 9

SY b
一

0 7 0

SY b
一

0 7 1

SYb
一

0 7 2

SYb
一

0 7 3

SYb
一

0 7 4

SYb
一

0 7 5

SYb
一

0 7 6

SYb
一

0 7 7

SYb
一

0 7 8

SYb
一

0 7 9

SYb
一

0 8 0

SYb
一

0 8 1

SYb
一

0 8 2

SYb
一

0 8 3

SYb
一

0 8 4

SYb
一

0 8 5

SYb
一

0 8 6

SYb
一

0 8 7

SYb
一

0 88

SYb
一

0 89

SYb
一

0 9 0

SYb
一

0 9 1

SYb
一

0 9 2

SYb
一

0 9 3

SYb
一

0 9 4

SYb
一

0 9 5

SYb
一

0 9 6

SYb
一

0 9 7

SYb
一

09 8

SYb
一

09 9

SYb
一

1 00

SYb
一

1 0 1

SYb
一

1 0 2

3
.

0 3 6

3
.

9 8 4

SYb
一

1 15

SY b
一

1 16

SYb
一

1 17

SYb
一

1 18

SYb
一

1 19

SYb
一

12 0

SYb
一

12 1

SYb
一

12 2

SYb
一 12 3

SYb
一

12 4

SYb
一

12 5

SYb
一

1 26

SYb
一

1 27

SYb
一

1 2 8

SYb
一

1 29

SYb
一

1 30

SY b
一

1 3 1

SYb
一

13 2

SY b
一

13 3

SY b
一

13 4

SYb
一

13 5

SY b
一 13 6

SYb
一

13 7

3
.

12 5

3
.

15 7

3
.

5 3 0

3
.

6 3 7

3
.

7 0 3

3
.

7 5 2 3
.

7 86

乙U内、,�7
,,117046056670544

,、J飞1,j4气一44
孟U7R7

‘.1内、,‘,且‘U�37‘
J

..

⋯
444飞
�飞一

4
.

0 5 0 4
.

29 8 4
.

1 3 8

砚J,j
091
内」1QO66-

今」RtUz96
, ,l

⋯⋯
飞�飞,,444

4
,

15 5 4
,

53 0 3
.

82 8 3 89 1

4
.

7 3 0 3
.

44 0 3 4 6 8

4
.

5 7 3 3
.

6 1 8

3
.

3 6 5

一一、
6
‘U4R氏乙�氏‘1

.1

.

:
傀、J飞�飞口

4
.

4 2 6

4
.

1 3 0 3
.

29 6 3
.

3 8 6

4
.

04 9 3
.

3 6 8

4
.

05 7 3
.

7 12

SYb
一

0 3 3

SYb
一

0 3 4

4
.

37 7 3
.

4 8 1

4
.

34 5 3
.

5 5 6

�
06
lzC八,�
�

O13238442580051

�、�
447

门
0
,z‘J‘U79气

曰

注 : B a / C a 比值为原子含量比值
。

2 结果和讨论

B a / Ca 比值变 化 的 时 间 序列 由 同步分 析 的

M g / Ca 比值确定
,

由于珊瑚的 M g / Ca 比值变化主

要由温度控制
,

将 M g / Ca 比值与实测表层海水温度

(s
e a su rfa

e e T e m p e r a tu re
,

SST ) 进行相位对照
,

即可

确定其时间序列113
] 。

珊瑚 的 B a / Ca 比值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如图 1

所示
,

其最 高值出现于 19 7 9 年 7 月左 右
,

达到

5
.

2 9 x 1 0
一 6 ,

而最低值汉U在 1 9 8 2 年 2 月
,

为 2
.

5 9 x

10
一 “。

与东太平洋的珊瑚结果相 比
,

海南岛南岸的

B a / Ca 比值有更高的最高值和更低的最低值
,

但总

体的比值变化范围却是相当的
l’

,

” 。

这些差别主要是

由这两个海域海水组成及所分析的珊瑚种属的不同

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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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珊瑚 B a / Ca 比值变化图

Fig
.

1 V an
a ti o n o f th e e o ra ll in e B a / Ca ra tio s

a
.

随 SST 的变化 ; b
.

随海南岛南部 (琼海和东方的平均 )月降雨量的变化
。

图中带方块标志的为 B a / C a 比值
,

无标志线分别代表 SST 和降雨量
,

雨量数据来自 NOAA 中心
!’略〕,

上 图左下角 的标志代表 Ba / C a 比值的 2。 误差范围
,

年度值对应于每年的开始
。

海南岛南岸从 19 7 7 年到 1 9 87 年的珊瑚 B a / Ca

记录
,

在大部分年份内表现为双峰式的变化特征 (图

1 )
,

其峰值大多出现在春季 (3 月
~ 5 月 ) 和秋季 (9

月 一 11 月 )
,

而在盛夏 (7 月
一 8 月 ) 和冬季的 12 月

一 1 月
,

B a / Ca 比值大多 出现低谷
。

另外
,

每年的最

低珊瑚 B a / Ca 记录则 出现于冬季气温最低的时候

或邻近月份
。

珊瑚 B a / C a 比值和海水之间的分配系数在 1
.

3

左右 l5]
,

而南海礁区海水的 c a 含量约为 0
.

35 9 / k g

左右 [ ’5 ] ,

海 南 岛南 岸 近 岸 海 域 月 均 盐 度 变 化 在

3 2输
一 3 4输之间 f ’6 ]

,

根据这些参数可以估算
,

海南

岛南 岸近岸 表层海水 B a 含量 变化在 18
.

8 一 3 8
.

3

n m ol / k g 之间 (盐度校正到 35 %
。

)
,

高值稍高于西太

平洋表层水 (约 34
n m ol / k g )

‘” ,

而低值则明显要低

于西太平洋的表层水
。

2
.

1 表层海水温度的影响

Ca 比值变化 中大约只有 1 / 3 可能与温度有关
,

而

Sh e n 。t a l
.

川估计只有 l/ 5 左右
,

所以 S ST 不是珊瑚

B a / Ca 比值变化的主要因素
,

珊瑚 B a / Ca 比值变化

主要反映表层海水的 B a 含量变化
。

值得注意的是
,

温度对珊瑚 B a / Ca 比值的影响

结果是
: 温度越高珊瑚 B a / Ca 比值则越低

,

反之温

度越低珊瑚 B a / Ca 比值越高
〔’

,

5 ’。 海南岛南岸的珊

瑚 B a / Ca 记录却表现为冬季低 SS T 时最低
,

表明温

度的影响不大
,

而且完全被海水的 B a 含量变化所掩

盖
。

至于盛夏 (7 月
一 8 月 )出现的低 B a / Ca 比值

,

较

高 SST 对可能其中有一定的贡献
,

但考虑到不少年

份
,

如 19 80
、

19 8 2
、

19 8 3
、

1 9 8 4 年等
,

盛夏季节珊瑚

B a / C a 的降低接近全年变化幅度的 2 / 3
,

远超出温

度所能影响的范围
,

所以这些变化仍主要反映表层

海水 B a 含量的变化
。

另一方面
,

由于 目前还没有定

量的珊瑚 B a / Ca 比值与 SS T 的关系
,

无法合理扣除

这些珊瑚 B a / Ca 比值中 SS T 变化的贡献
。

B a / Ca 比值在珊瑚骨骼和海水之间的分配系数

瓜〔凡
二
( B

a / Ca)
. 。 / ( B

a / Ca) 海 水 ]受温度的影响不

大
,

根据 玩
a 。t al

.

[5] 的估计
,

东太平洋的珊瑚 B a /

2
.

2 海南岛南岸海域表层海水 B a 来源

表层海水中由于生物活动
,

溶解 B a 含量较低
,



2 0 0 0 年

G E O SE CS 在西太平洋的结果表明
,

3 0 m 水深左右
,

溶解 B a 含量在 34 n m o l/ k g 左右
,

而到 soo m 水深

则达 5 0 n m o l/ k g 左右
,

到 1 2 0 0 m 水 深则 达 9 5

n m ol / k g 左右 [3]
。

在开阔大洋
,

表层海水的 B a 的补

充主要来 自高 B a 含量的深层海水上升加人
!’] ,

而在

近岸浅海海域
,

陆源 B a 的加入 占重要的地位
。

大

量陆壳风化产生的 B a 以溶解和吸附在粘土矿物或

其他颗粒物上的形式被河水携带
,

在河 口处颗粒物

上的 B a 被解 吸
,

连 同溶解 B a 加人到海水中
。

在

不 同河 口 处
,

河 水贡献 的 B a 含量达 1 60
~ 1 20 0

n m ol / k g 左右
【” ,

对邻近海域的表层海水 B a 含量有

重要影响
。

除了河流输人外
,

沿岸地区地下水和海

水的交换对近岸海水的 B a 补充也非常显著
,

其所

影 响 的 近 岸 表 层 海 水 B a 含 量 变 化 在 23
一 14 0

n m o l/ k g 左右 [“] 。

遗憾的是
,

海南岛附近海域和周围主要河流还

没有直接测量的水体 B a
含量的记录

,

我们还无法

定量计算海南 岛南岸表层海水 的各主要来源的贡

献
,

在此只能做一些估计
。

在海南岛南岸海域水深都不到 Zoo m
,

从西太

平洋海水剖面结果看
,

B a 含量随水深变化甚微 !’】,

所

以局部海域的下层水上升不影 响表层海水的 B a 含

量变化
。

另一方面
,

由于这个海域并没有较大的河流

直接输入
,

所以该区表层海水的 B a 含量的变化应主

要由沿岸地下水输人量的变化
,

或者是邻近海域表

层海水的变化通过表层海流传输到该区的影响
,

其

中后者包括河水输人和深层海水上升两种情况
。

区
,

河流的径流量主要由降雨控制
,

而该 区地下水量

也主要和降雨量有关
。

在降雨量大的时期
,

河水输

入的 B a 量增加
,

同时地下水量也 比较充足
,

向沿岸

海水输入的量也相应加大
。

图 2 所示为海南岛及邻近地 区的最近 5 0 年以

来月平均降雨的变化情况
,

数据来源于美国 N O AA

气象数据 中心 http : / / w w w
.

n e d e
.

n o a a
.

g o v 的全球

气 候 记 录 网站 (G l
o b a l H is to rie a l e lim a to lo 群 N e t

-

w o rk
,

G H CN )
。

图 2 为据 e H e N 记录整理的结果
,

各

站的位置见表 2
。

表 2 本文引用的水文站位置

T a ble Z 肠e a tio n s o f th e re fe rr e d m e te o ro lo g ie a l s ta tio n s

广州 2 3
.

13
o
N

,

北海 2 1
.

4 8
o
N

,

芒街 2 1
.

5 2
o
N

,

海 口 2 0
.

0 3
o
N

,

1 13
.

10
o
E

10 9
.

10
o
E

1 0 7
.

97
o E

1 10
.

35
o
E

琼海 1 9
.

2 3
o
N

,

1 10
.

4 7
o
E

东方 1 9
.

1 0
O
N

.

10 8
.

6 2
o
E

洞海 17 5 2
o
N

,

10 6
.

5 8
o

E

舰港 16
.

0 3
o
N

,

10 8
.

18
o
E

2
.

3 B a
输入源的变化

海南岛及其邻近地 区 为典型季风亚热带气候

珠江水系 (以广州为代表 )
,

降雨峰期在 5 月 一 9

月之间 ; 输入北部湾的主要水系
,

如红河 (以越南芒

街为代表 )及广西沿海地区 (以北海为代表 )
,

降雨高

峰在 7 月 一 8 月
,

这些地区 的降雨峰期与海南岛南

岸珊瑚的 B a / C a 比值 4 月和 ro 月左右的峰期并不

一致
。

另外
,

由于这些地区离海南岛南岸海域有较

长的距离
,

其输人的陆源物质在到达海南岛南岸海

域前 已被海水充分混合
,

估计这些地区的陆源输人

对海南岛南岸珊瑚 B a / Ca 比值的影响不大
。

海南岛的降雨的峰期主要在 9 月份
,

而每年的

1 月和 2 月则是降雨最少的月份 (图 Z b)
,

意味着在

海南岛局部地区 陆源 B a 输人的最大值主要在 9 月

~ 厂洲 ~ 东方

~ 海 口

~ 琼海

~ 规港

~ 洞海

(c日
6 0 0

4oo
�

300200100 0

(曰曰)

圳世刃庭次

、\飞

2 4 6 8 10 12 2 4 6

月份

8 10 1 2

图 2 海南岛及邻近地区月均降雨量变化

F ig
.

2 M o n t hly pr e e ip ita t io n p a tte rn in th e ar e a n e a r H a in a n Is la n d

a
.

华南及越南北部地区 ; b
.

海南岛 ; 。
.

越南中部沿海
。

据美国 N O A A 气象数据 中心的 G H C N 记录 l’4 1整理计算
。



第 l 期 韦刚健等
:
南海北部珊瑚 Ba / C a

比值的季节变化及其环境意义

份附近
,

最小值在 1 月 一 2 月份
。

图 lb 所示则是海

南岛南部降雨 (以琼海和东方的平均来代表 )的详细

记录和珊瑚 B a / Ca 比值的变化 的比较
,

其 中珊瑚

B a / Ca 比值冬季的低值和 10 月份左右的峰值和降

雨形势相当一致
,

表明降雨控制的局部陆源 B a
输

人是海南岛南岸珊瑚 B a / C a 比值变化的重要控制

因素
。

另外
,

紧邻该区的越南中部沿海地区
,

以洞

海
、

晚港为代表
,

降雨的峰期在 10 月
,

最低值为 2 月

左右 (图 Z C
)

,

这些地区 的陆源输人可能对海南岛南

岸珊瑚 B a / Ca 比值变化有一定的贡献
。

然而仅 由降雨控制仍没法解释出现于 4 月左右

的珊瑚 B a / Ca
峰值

,

虽然在个别年份
,

海南岛南部

在 4 月左右会出现一个降雨的峰值
,

如 1978
、

1 9 81

和 19 8 4 年等
,

这些降雨峰值和 B a / Ca 比值相一致
,

但在不少 4 月份降雨不多的年份
,

珊瑚 Ba / Ca 比值

的峰也非常明显
。

一方面
,

由于我们并没有三亚的

局部降雨资料
,

可能我们用的琼海和东方的平均所

代表的三亚的局部降雨和实际情形有所差别
,

另一

方面
,

可能有邻近海域上升流的影响
。

南海主要的影响到表层海水的上升流受季风控

制
,

夏季 出现于越南中部沿岸海域
,

而冬季则出现于

吕宋岛西南沿岸海域
!9, ’“l。 而南海的表层海流也主

要 由季风驱动
,

夏季受西南风影响
,

表层海水向东北

方 向流动
,

出现于越南 中部沿岸的上升流带到表层

海水的富 Ba 深层水可能会到达海南岛南岸
,

对珊瑚

Ba / Ca 比值 10 月左右的峰值可能有所贡献
。

但冬季

吕宋西南海域的上升流带人的深层水
,

一方面距离

较远
,

而另一方面冬季表层海流受东北风控制向西

南流动
,

基本不会影响到海南岛南岸海域
。

由此看

来
,

季风控制的上升流对这些珊瑚的 B a / Ca 比值的

影响有限
,

B a / Ca 比值 4 月份左右的峰值的控制因

素仍然不清楚
。

可以代表该区表层海水生物碳酸钙生成量的变化
,

那么在海南岛南岸
,

夏季珊瑚生长速率较快
〔’8 ’,

意

味着夏季该 区表层海水生产力较高
,

表层海水中 B a

去除量较大
,

B a 含量也就较低
。

这很可能就是夏季

珊瑚 B a / Ca 比值出现低谷的重要原因
。

但是
,

目前

我们并没有实测的该区表层海水生产力的季节变化

资料
,

没法定量地讨论这种因素的影响
。

不过
,

据珊

瑚结果估算出来的该区表层海水 B a 含量为 18
.

8 -

3 8
.

3 n m o l/ k g
,

与西太平洋低营养表层水 (3 4
。m o l/

k g )相 比大多明显偏低
,

表明该区表层海水生产力 比

较强
,

对表层海水 中 B a 含量的影响也较强
,

所以生

产力的变化是非常可能的珊瑚 B a / Ca 比值变化的

因素
。

综上所述
,

海南岛南岸珊瑚 B a / Ca 比值的季节

变化最可能的解释是
,

在夏秋季节(特别是 9 月 一 ro

月份
,

由于降雨的原因
,

陆源输人的 B a 量较大
,

表层

海水 B a 含量较高
,

而冬季则相对较低 ; 而另一方面
,

夏季 SST 较高的月份
,

表层海水生产力较高
,

B a 从

表层海水中去除量较大
,

造成海水 中 B a 含量出现低

谷
。

但如果要更好地定量解释珊瑚 B a / Ca 比值的这

种变化
,

还必须有定量的陆源输人源及表层海水生

产力的资料
。

3 小 结

2
.

4 表层海水生产力变化的影响

除了 B a
输人源的变化外

,

表层海水中 Ba 去除

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控制因素
。

表层海水中的 B a ,

一部分是结合到生物碳酸盐壳中而去除
,

更主要的

部分 (约 7 0 % ) 则是以 BaS O
4

形式沉积而从表层海

水中去除的
,

而且 B aS O
;

的生成量和生物有机碳的

生成量直接相关 l’]
。

所以当表层海水初级生产力较

高时
,

生成 BaS O
;

的量就越多
,

表层海水中 B a 被去

除的量就大
,

B a 含量就较低
。

一般来说
,

表层海水生物碳酸钙的生成量和有

机碳的生成量成正比
〔’7’,

如果珊瑚生长速率的变化

通过对海南 岛南岸滨珊瑚 高分 辨率 的 B a / C a

比值的探讨
,

获得以下一些结论
。

(l) 海南岛南岸珊瑚的 B a / C a 比值呈现双峰态

的季节变化特征
,

其中在春秋季节 B a / Ca 比值较

高
,

而在冬夏季节较低
。

(2) 降雨控制的陆源 B a
输入对该 区表层海水

B a 含量有重要影响
,

海南岛南部及邻近地区秋季的

降雨高峰及冬季的低雨量是这些珊瑚 B a / C a 比值

变化的重要控制因素
,

但春季珊瑚高 B a / Ca 比值的

控制因素仍然不很清楚
。

(3 )夏季珊瑚 B a / Ca 比值的低值可能由该区夏

季较高的表层海水生产力所致
。

海南省海洋厅
、

三亚珊瑚礁 自然保护区和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三亚海洋实验站为样品采集

提供帮助
,

刘海臣副研究员
、

刘颖工程师和王甘霖工

程师协助完成分析工作
,

在此表示衷心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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