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海研三出海研究計畫

海底沉積物孔隙水的氣體溶解量與底棲
有孔蟲豐度、種類關聯之探討

臺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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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孔蟲殼體

底層水

孔隙水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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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孔蟲
殼體

氣體溶
解量

二氧化碳 溶氧量

溫、鹽度等
其他變因

文獻資料較少

文獻探討-變因

嘗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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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環境下，許多變因難以獨立討論。

2.沉積物孔隙水難取得

→以同時收集數據的方式加以討論

→由文獻發現底層水與孔隙水相似，且有孔
蟲主要分布在10公分內

→取Shipeck grab採集所得之底層水

3.CTD無法下放至底層

→以探針輔助探測底層水中之資料

實行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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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站位(水深)，海洋沉積物孔隙水
中的溶氧量、二氧化碳分壓

監測不同站位(水深)，海洋沉積物孔隙水
中的沉積物粒徑、pH值

探討不同站位(水深)，沉積物樣本中
有孔蟲豐度和溶解氣體的關聯

探討氣體溶解量與底棲有孔蟲的豐度差異與種
類分佈的相關性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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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站位(水深)表層沉積物及其孔隙水
使用shipeck grab採樣

不同站位(水深)垂直海水溫度、鹽度
使用CTD採樣

採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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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 CTD
• Shipeck grab
• 溶氧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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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 CTD
• Shipeck grab
• 溶氧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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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沉積物專用篩子

有孔蟲豐度及種類

沉積物粒徑分析

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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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選擇-因素

變動項

溶氧量

分壓

固定項

沉積物
粒徑

透光度

監測項

pH值

溫度

鹽度

觀測項

有孔蟲
豐度

有孔蟲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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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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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選擇─修改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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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船

2.第一站 (120.1525E, 22.6168N)

08:23~08:32 Shipeck 145m

08:41~09:00 CTD 125m

3.第二站 (120.0920E, 22.6017N)

09:26~09:40 Shipeck 272m

4.第三站 (120.0711E, 22.5821N)

10:00~10:23 Shipeck 452m

10:42~ CTD 350m

5.返港

出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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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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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紀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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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處理 沉積物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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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處理 活體標本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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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處理 活體標本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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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處理 挑選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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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處理 分類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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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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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型：特徵為具有螺旋狀的不透明殼體

正面

(2)第二型：特徵為不透明殼體有許多平行條紋狀的構造包覆
反面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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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型：特徵為具有通透的殼體

(4)第四型：特徵為不透明殼體上有許多粒狀突起物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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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型：特徵為不透明殼體形成許多相連的腔室型結構

(6)第六型：特徵為不透明殼體上具有類似玫瑰狀的紋路

正面 反面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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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型：形狀類似螺類的不透明殼體

(8)第八型：不規則殼體(一) (9)第九型：不規則殼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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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型 第二型 第三型 第四型 第五型 第六型 第七型 第八型 第九型

Site 1 (14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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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10g

實驗結果 不同深度、有孔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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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10g

實驗結果 不同深度、有孔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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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10g

實驗結果 不同深度、有孔蟲種類



資料處理 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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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不同深度、溶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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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實驗結果 不同深度、溶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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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溶氧量、有孔蟲豐度



實驗結果 不同深度、有孔蟲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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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 TA

Total Alka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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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資料(DIC, TA, pH測量)



實驗結果 二氧化碳

• [H2CO3] = 75.64uM

• [HCO3
-] = 1336uM

• [CO3
2-] = 13.08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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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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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X模型



溶氧量：

‧和深度成高度相關ˇˇ深度適合做為操縱對象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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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度：

‧和TROX模型結果相似

‧溶氧量－

有孔蟲豐度和孔隙水之溶氧量有一定相關性，

在減氧區與無氧區的交界處特別明顯。

‧和溫度、深度亦呈高度相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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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和TROX模型結果相似

‧隨著深度增加，種類會變少，但最主要的種類仍然

是第一型或第六型

‧尚無法確定和溶氧量之間的詳細關係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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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二氧化碳的資料量

‧獲取更精確的溶氧量與深度對應關係

延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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