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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前景�

———利用放射虫化石揭示古海洋、古环境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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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放射虫以其不易溶解的硅质壳体在古海洋、古环境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种类组

合与海洋物理、水文环境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随着放射虫在古海洋环境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以及

研究手段的改进，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研究在世界各大洋得到了广泛开展。中国加入综合大洋钻探

计划，势必会加快我国古海洋学的研究步伐，放射虫作为海洋微体古生物中的一个重要类群，其生态

学知识是重建古海洋、古环境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向我国学术界提供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及最新发展趋势，促使我国放射虫的研究与国际接轨，以提供更多的古海洋、古环境替代性指标。

关　键　词：放射虫；现代生态学；古海洋学；综合大洋钻探；浮游生物拖网；沉积物捕获器

中图分类号： Q178.53　　　文献标识码：A

　　在古海洋环境研究中，放射虫作为一个重要的

信息传递载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相继开始实施的深海钻探（ DSDP ）、大洋钻探

（ ODP ）和综合大洋钻探（ IODP ）计划以及研究手段

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古海洋学的研究进展。放射

虫作为古海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被广泛的用

于重建古海洋、古气候和古环境变化研究。“将今

论古”一直是放射虫环境替代指标的应用基础，因

此，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不断

改进的取样仪器为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研究得以进行

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国内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

研究非常缺乏，主要集中于古海洋学重建方面的研

究；然而，我国有着独特地理位置和海洋环流的海域

是进行放射虫生态学研究的绝佳环境之一，这就使

得开展我国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和有意义。

本文着重分析了国际上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

究成果及最新的发展趋势；从分析放射虫在古海洋

研究中的应用情况，重点提出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研

究的迫切性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旨在全面认识国际

放射虫的研究现状；借鉴并发挥我国海洋的独特优

势及现有技术水平来开展我国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

研究；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可为利用放射

虫进行古海洋学研究探寻更多的替代性指标，并可

进一步促进放射虫化石在古海洋研究中应用的广度

和深度。

1　放射虫简介

放射虫作为海洋微体古生物中的一个重要类

群，单细胞，营海生漂浮生活，以甲壳类动物的幼虫、

硅藻、颗石藻、沟鞭藻甚至挠足类为食，但又被浮游

有孔虫及其它海洋无脊椎动物等所捕食，是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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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与大洋食物链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大洋生态

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放射虫在海水中的

生活寿命一般为半个月到一个月，生命长短受各种

环境因素（温度、盐度、营养盐和水团运动等）影响，

其生活耐力又因不同种类而异［2］。

放射虫死亡后，细胞质体分解，所遗下的骨骼壳

即开始沉降，能沉积于海底，成为沉积物或化石保存

下来的只有壳体为硅质的泡沫虫目（ Spum ellaria ）和

罩笼虫目（ Nassel laria ），两者又合称为多孔放射虫

（ Polycystine  Radiolaria ）。放射虫在分类问题上一直

存在很多争议，目前比较公认的是依据放射虫骨骼

的形态特征进行分类。放射虫（ Radiolaria ）在生物

分类中属于原生动物门（ Protozoa ）肉足虫纲（ Sarco-

 dina ）放射虫亚纲。共分 4 个目：泡沫虫目（ Spum el-

 laria ）、罩笼虫目（ Nassellaria ）、等辐骨虫目（ Acan-

 tharia ）和稀孔虫目（ Phaeodaria ）。其中，泡沫虫目

（ Spum ellaria ）和罩笼虫目（ Nassellaria ）的骨骼由纯

的二氧化硅（ Si O 
2）组成；稀孔虫目（ Phaeodaria ）为

有机与  Si O 2的混合物或碳酸盐；等辐骨虫目（ Acan-

 tharia ）是以一种与几丁质有关的特殊有机质（硫酸

锶）为组分［3］。今天，尤其在古海洋学研究中，通常

所说的放射虫（ Radiolarians   /  Radiolaria ）指的就是
 Polycystine  Radiolaria ，壳体由生物硅组成，不含有机

成分。

2　放射虫的现代生态分布

作为海洋生物沉积的主要类群之一及其具有的

硅质壳体属性，沉积物中的放射虫被广泛的应用于

古海洋、古气候和古生态研究中。然而，要想更好的

揭示过去就必须首先深入的了解现在。近年来，随

着放射虫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从中获取了

许多新的放射虫蕴含环境信息的指标，这些新信息

或新指标的提取与应用，将对揭示古环境变化具有

重要意义，也为发展和深化放射虫学科展示了良好

前景，体现了放射虫研究在当前国际前沿课题中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
2.1　放射虫现代生态分布与海洋环境的关系

自从1834 年  Meyen ［4］描述第一个活体放射虫

后，前人克服活体放射虫个体比较小（一般 50  ～300 

μm）、细胞有机体复杂和实验室内难以培养等困难，

对放射虫的现代生态分布特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结果表明，放射虫地理分布十分广泛，从寒武纪

出现至今，广泛分布于从赤道至两极的各种海域，同

时垂直分布于从表层到上千米深的水层中，其分布

格局和群落结构受海洋物理性质（温度、盐度、深

度、营养盐含量等）和水文性质（上升流、洋流、水团

性质与结构等）等因素影响控制，甚至表现出非常

密切的关系［5］。

不同的放射虫种类对海洋中的温度和盐度等物

理、化学条件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因而产生一些放射

虫种类分布的特定区域，如  Casey ［6］归纳并区别了

太平洋表层水中的 7 个放射虫群：亚极区—过渡区

的类群、过渡区类群、亚极区—中间型的类群、过渡

区—中央区的类群、中央浅水区的类群、赤道区的类

群和浅水赤道区—中央区的类群，并将它们与不同

区域的水团分布对应。然而，上述各类群的多数种

类均出现于南海中、北部的表层沉积物中［1］，说明

这种生物地理划分的概念有待进一步理解与认识。
 Casey ［7］还曾总结指出热带大洋及环南极大洋区分

布着各自相似的放射虫类群，北极大洋区具有其特

有的种群，但深层水体中可生活着世界性的种群；赤

道大洋区放射虫的分异度和丰度最大，向两极递减。

之后的调查研究也大多证实了这一结论［8 ～1 0 ］。

放射虫的生态分布与水深有关，而沉积物中放

射虫遗壳的分布规律、保存状况、含量富集的程度等

也受到水深的影响和控制。因此，水深既是生态分

布的环境因素，也是沉积分布的环境条件。 Haeck-

el［3］利用  Challenger 调查船采集到全世界各海区的

大量浮游拖网和海底沉积物样品，探讨了放射虫的

水深分布特征，划分了 5 个深度带，并指出在表层水

生活的种类不会分布到深层。 Reshetnayak ［11］对千

岛—勘察加海域放射虫的深度分布做了详细的调

查，结果表明，从表层到深度 8  km 的深层水中生活

着特征不同的类群，她按分布的深度范围分为广深

型和狭深型两大类群。 Kling ［12］划出中、北太平洋区

硅质放射虫垂直分布的 4 个带：表层带、次表层上部

丰度最大带、次表层下部丰度最大带和深部带，并指

出某一深度带的种类不会出现在另一深度带中，而

且各个带中的种类分别可与  Casey ［6］的上述各个不

同地理类群的种类对比，说明由于太平洋低纬度区

的深部水团与高纬度区的表层水团的交换作用，使

高纬度的表层水放射虫类群在低纬度的深层水中出

现。上述工作仅是涉及放射虫大的类群分析和生态

深度分布问题，而未对具体种类的详细深度分布特

征进行讨论。 Renz ［13］研究了太平洋中部一条剖面

上的浮游拖网中放射虫群落的组成特征，发现一些

放射虫的种类存在一定的水深分布范围，如  Satur-

 nalis circularis ， Bathropyram is  sp.和  Calocyclas m o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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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ntum 等仅分布于 200   m 以深的水层中。陈木宏

等［1］在定量统计南海中、北部海底表层沉积物中放

射虫的分异度和丰度基础上，对 97 个放射虫种类的

深度分布作了分析归纳，总结各个种的深度分布特

征，提出7 条特征界线。不久又将其中的 5 条较显

著界线作特征说明［14］。 Abelm ann 等［1 5］研究了从南

太平洋到南大西洋亚热带区现生放射虫垂直分布模

式，发现现代硅质类放射虫的丰度最大值在混合层

以下、温跃层以上，指出沉积物中化石放射虫的垂直

分布因地理位置而异，在不同的海区放射虫的深度

分布特征不尽相同。
 Abelm ann 等［15］还发现放射虫丰度在贫营养盐

的亚热带地区低，而在上升流发育区明显增大，放射

虫组合的分布和组成与水深、水团分布、水文界限和

营养盐密切相关。在加利福尼亚湾［16］、秘鲁  Con-

 nection 上升流区［17］等的研究显示这些区域放射虫

的分布和组合特征深受海洋水体交换和上升流活动

的影响。

现代生态调查显示，火山活动和厄尔尼诺等突

发事件能导致海洋环流和水体物理、化学性质的巨

大改变，从而影响水体中放射虫的群落结构和分布

特征。 Iyer 等［1 8，19］研究表明现代放射虫与火山物质

的分布有很好的相关性。在赤道太平洋，专门调查

航次资料记录表明1992 年  El Ni
�
 o 发生时东太平洋

表层水体和沉积物中的放射虫组合以西太平洋高含

量的种类占优势，这与南赤道流的减弱有关，同时受

到源自西太平洋表层水的影响增强的影响； El  Ni�
 o 

之后变冷期的放射虫组合特征则表现为受其它两个

亚热带和赤道水团相互作用的影响［20，21］。 Casey 

等［2 2］还研究了加利福尼亚湾区域  El Ni
�
 o 发生时放

射虫的特征变化，结果表明放射虫组合对突发性的

海洋气候事件引起的海洋水文状况和水体的迁移交

换有灵敏的反映。

此外，放射虫冷水种和暖水种的指示作用在古

海洋环境研究中受到特别关注。冷水种是指出现于

寒冷水域的种类，而暖水种则是一些主要分布在热

带表层水的种类。目前放射虫冷、暖水种在不同海

区的指示作用还不确切，参考依据主要来源于  Abel-

 m ann ［1 5］、 Petrushevskaya ［23］、 Cleve ［24，2 5］等在世界大

洋范围内确定的温度指示种。

现代生态学的另一明显进展是揭示了一些放射

虫分布的季节性与年际间的变化特征，主要反映了

表层水的生产力及其相关参数的变化。在不同季节

里，放射虫通量表现了较大的变化，尤其一些种类的

含量变化与季节相对应，如  Lithom  elissa setosa 在太

平洋亚极区东部明显属春季类型并可作为一个春季

指示者和强生产力信号［26］。在白令海 3 200   m 深

的沉积捕获器中所记录的结果表明， Cycladophora 

 davisian 在秋季含量增加，而  Stylochlam ydium  venus-

 tum 在该海区虽属优势种之一，但最高含量是出现

于春季。在该区的柱状样中，这两个种类的百分比

含量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27］。然而，能够对环境变

化有敏感反映的种类仅属少数，它们可被作为代表

环境变化的指示者。

可见，放射虫的分布格局和群落结构是温度、盐

度、营养盐等因素与水体迁移交换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这主要是对放射虫组合大类群在世界大洋的分布

趋势的总认识；而对绝大多数种的温度、盐度适应范

围和垂直分布特征还缺乏详细的了解，冷、暖水种在

不同海区的指示意义还不够确切，对控制放射虫生

态分布的环境主导因子的认识还相对较肤浅，尤其

是在一些区域性海区。
2.2　研究方法及最新进展

近年来，放射虫现代生态的研究随着水样取样

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深入与细化。最初，用水瓶取

样［2 8］，缺点是：研究的海水量比较少；取样深度难以

加大；含有过多的幼体及杂质，不利于样品的处理与

分析。后来改用浮游拖网，有 2 种：开放式的［29］，不

利于分析探讨放射虫丰度与种群的深度生态分布；

封闭式的，可以进行浮游分层式拖网取样，对放射虫

种群从海洋最表层到上千米深的生态深度分布进行

详尽的研究［12，3 0 ～3 2 ］。最近则开始利用时间系列沉

积物捕获器来进行放射虫通量及其种群组成在不同

年代不同季节变化的研究［33］；在我国利用时间系列

沉积物捕获器主要是进行沉降颗粒物［34］、有孔虫通

量［3 5］以及硅质生物通量［36］等的研究，还未见有专

门进行有关放射虫的研究报道。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取样技术的改进使得放射虫

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新的成果，主要集中

于种群组合的深度分布和年季变化及其与海洋环境

的关系。 Nim m ergut 等［30］研究了放射虫一些特征种

在 0 ～1 000   m 的生活深度，并发现一些种类组合与

水团性质、结构有着极好的对应关系，可以作为重建

过去水团分布和结构的一个指标。 Okazaki ［33］发现

表层（0 ～100   m ）放射虫的种类组成能较好的反映

表层水温度异常（ SSTA ）变化，从而可以用于重建过

去的  SSTA 变化，反映过去的  El Ni
�
 o 和  La   Ni

�
 a 事

件的变化。 Okazaki ［3 2］得出放射虫生产力不仅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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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水浮游植物生产力有关，还与中层水微生物生产

力有关。加大放射虫生活深度及其与环境关系的研

究，尤其是种水平上的，不仅可以更好的理解放射虫

的现代生态分布特征，而且还能探寻更多的环境替

代性指标，提高放射虫在古海洋学研究中应用的价

值。然而，放射虫的研究成果的应用有一定的区域

性限制，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应加大一些典型性区

域性海区的研究力度，并对不同大洋和海区进行放

射虫种类的现代生态分布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3　放射虫在古海洋学研究中的应用

放射虫作为微体古生物中多样性最好、个体发

育最丰富的一个类群，以其不易溶解的硅质壳体在

碳酸盐补偿深度（ CCD ）以下的深海区具有其他钙

质类微体化石不可替代的作用。沉积物中放射虫的

分布特征是由海洋中生态环境和沉积条件综合作用

所决定的，反映了各种有关因素的制约和代表一定

的环境特征。

近年来，随着深海钻探（ DSDP ）和大洋钻探

（ ODP 、 IODP ）计划的相继开展以及研究手段的改

进，放射虫在古海洋学和古气候方面的研究得到很

大的促进。放射虫化石被广泛用于海表温度（ SST ）

变化［37］、海洋环流［38］、古生产力和上升流事件［17，39］

等重建的指标。

其中，在利用微体古生物定量研究古海洋温度

中，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有效方法是  Im brie 等［40］

创建的转换函数法，即通过沉积物中微体化石的定

量估计，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求出微体化石

组合与表层海水冬、夏温度间的关系，从而将古生物

信息转换为古温度信息。我国学者近些年来在研究

南海等海域的古温度时所普遍应用的就是  Thom  p-

 son ［41］在西北太平洋建立的有孔虫转换函数公式。

放射虫的转换函数研究也早已开展，主要研究区域

在太平洋［42］、南大西洋与南印度洋［43，4 4］和南海［45］，

不同海区的古温度—放射虫转换函数已被陆续建

立，并逐渐应用到古环境分析中，获得一些重要结

论，如第四纪的印度洋暖池古海表温度随轨道偏心

率的频率而浮动，从而缓解了温室效应的影响

等［4 6］。古温度转换函数方法也正在被逐渐推广到

其他古海洋学方面的研究中，如尝试建立放射虫与

古初级生产力的转换函数，其研究成果为探索过去

环境变化提供了新指标、新方法和新思路［47］。但由

于其适应范围的局限性和本身受到的挑战，必须探

索可供代替的其他更好的古温度估算途径或处理放

射虫化石数据的方法。

沉积物中放射虫壳体的分布能很好的反映上升

流活动区的海洋学状况， Molina- Cruz ［17］研究发现一

些在上升流发育海区占优势的种和稳定的组合虽然

能生活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中，但它们总是对上升流

发育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亲和性。借助于放射虫与

上升流的这种密切关系，已建立了一些反映上升流

发育和变化的放射虫指标［48］。根据放射虫及其组

合对上升流的指示作用，近年来人们成功地研究了

不同海区的古上升流发育状况，如  Haslett 等［49］研

究了上新世—更新世东赤道太平洋上升流的发育状

况。在一些上升流的发育受季风驱动的特殊区域，

利用其沉积物中放射虫的上升流记录可以恢复古季

风的发育和变化。 Gupta 等［46，50，51］研究了东北赤道

太平洋晚中新世以来与古季风活动相关的海水盐度

变化与放射虫组合的关系，发现在赤道印度洋，表层

海水盐度的变化可以作为古季风的指标，在 0.2  ～
1.4   Ma BP 年间季风摆动具有明显的 12 万年旋回，

这与地球轨道偏心率的变化周期 10 万年相一致。

在古气候特别是古季风研究中，化石放射虫的上升

流指标也很好的揭示了西北太平洋岩芯中记录的
350   ka   BP 以来东亚古季风发育特征与演变历

史［5 2］。此外， Sabin ［53］和  Matul ［54］依据放射虫化石

记录，研究了15  ～13   ka   BP 期间北太平洋环流的纬

度变化。 Howe ［55］和  Pudsey ［56］恢复了南极环流的演

变历史。

突发性海洋—气候事件如火山活动和厄尔尼诺

等，对放射虫的群落结构和分布特征有显著的影响。

邱传珠［57］发现火山玻璃的富集区与放射虫软泥的

分布区一致［1］。印度洋沉积物中记录了1 万年前火

山热液事件活动的放射虫组合变化。在  Santa   Bar-

 bara 海盆的全新世沉积物中， W einheim er ［5 8］发现了

放射虫记录的古厄尔尼诺和反厄尔尼诺事件。

总之，沉积物中的放射虫壳体蕴含着丰富的古

生态、古海洋环境等地质历史信息，对建立高分辨率

地层层序、恢复古气候及重建高精度短时间序列的

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放射虫作为单一指标，

在古海洋研究中的解释力度还显得比较单薄，须结

合氧、碳同位素等地球化学以及其他微体古生物等

信息资料，才能促使古环境的解释范围和时间跨度

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壮大。

4　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前景

随着放射虫化石在古海洋研究中应用的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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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以往放射虫的生态学知识主要是通过研究表层沉积

物中放射虫组合与海洋水体环境参数相比较获得的

（假设两者有着直接的联系）［14，5 9，60］。然而，表层沉

积物是成百上千年、由海表至海底沉积的产物，是一

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积累的概念。放射虫活体群落特

征如通量、季节性变化和深度分布等方面的信息了

解的并不多。

因此，近年来放射虫生物学家们利用取样瓶、浮

游拖网甚至时间系列捕获器，在世界各大洋广泛展

开放射虫的现代生态学研究，例如在赤道太平

洋［1 3，20，28，6 1］、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62］、南大洋［63］、

加利福尼亚洋流区域［64］、赤道大西洋东部［6 5］、格陵

兰海［6 6］、挪威海［67］、日本海［31］、北太平洋西北

部［3 2，33］、北太平洋中部［12］、鄂霍次克海与北太平洋

西北部［3 2］和鄂霍次克海［3 0，68］。这些研究主要集中

于放射虫丰度和特征种的深度分布及其年、季性变

化，一些种类分布与表层水温及水团的密切关系。

为了更好的开展对地层中保存良好的放射虫资

料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增加其可信度，还加强了对沉

积物和对应水体中放射虫的比较研究。 Molina- Cruz 

等［6 9］在加利福尼亚洋流区和  Takuya   Itaki ［31］在日本

海分别作了这种比较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加利福尼

亚洋流区沉积物中的放射虫组合主要由上覆水体中

混合层的放射虫组合组成，但也有少数站位例外；在

日本海，沉积物中放射虫组合的深度分布与水体中

的主要种类的深度分布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这说明

在这些区域性海区放射虫沉积分布类型与特征可较

大程度代表生态分布类型与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证实了利用这些区域沉积物中的放射虫组合进行

古海洋、古环境重建的可靠性。

然而，不同的海域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

各具有独特的海洋环境与环流，这种海洋环境特色

必将在对环境变化反映比较敏感的放射虫组成与生

态分布上有所体现；并且放射虫化石在古海洋研究

中的应用均需要结合地球化学资料或其他微体古生

物资料来进行古环境、古生态解释。因此，这种表层

沉积物与其上覆水体中放射虫的比较研究具有非常

大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可以确定放射虫作为单一

指标反映古环境的程度，还有利于加深对放射虫本

身生态与沉积分布，以及沉降过程和地层保存情况

的理解。

目前，放射虫现代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在一些典

型区域性海区相对于开放性大洋还是比较薄弱，但

这些区域性海区因其独特的海洋环境条件往往会具

有特有的放射虫群落组合。例如，属热带—亚热带

气候的南海中北部表层沉积物中出现了极区或亚极

区的放射虫组合［1］，南海南部上层水体中出现了被

定为极区冷水种的种类［29］。相信随着区域性海区

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无论是对增添放射虫的

区域生态学、沉积学和生物地理知识，还是对进一步

的古海洋环境、甚至古气候变化应用研究均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

我国放射虫现代生态学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缺

乏，以往的放射虫研究主要集中在放射虫的分

类［1，70，71］、沉积物中放射虫的组合分布［1，5，14］、计算

古温度［45］与初级生产力的转换函数［47］和晚更新世

生物地层学［72］等方面；最近大洋钻探计划在南海取

样提供了高质量长时间序列的地层样品，从而开始

了有关长时间序列放射虫动物群演化特征［73］及其

所反映的古生态环境事件［74］、季风活动［75］和古海

洋事件［76］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取样技术条件的改

善，开始对有着独特地理位置和独特环流的南海南

部开始有关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究［29］。南海南

部不仅是典型的热带边缘海区，与西太暖池密切相

关，对东亚季风气候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

研究全球变化的重要区域。沉积物中保存的放射虫

可能蕴含了与东亚季风演化的丰富信息，进一步开

展该海区放射虫的环境信息与指标等基础性研究，

无疑将对包括  IODP 等重大研究计划在南海的实施

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来说，目前放射虫现代生态学的研究领域

还不够广泛，有关放射虫现代生态的研究成果具有

一定的区域限制，以至于种水平的生态分布及其对

环境的指示作用还不是很明确。因此，有必要继续

增强对放射虫生态学上尤其是区域性空间分布上的

研究，不仅要加强其地理分布和生物区系研究、群落

结构和种水平的生态特征的调查研究，还要关注冷

水种和暖水种在不同海区的指示意义以及加强对控

制放射虫生态分布的环境主导因子的认识，从而便

于更准确的利用沉积物中的放射虫组合来解释不同

海区古海洋环境的变化。同时，还要加强沉积物中

放射虫遗壳与其上覆水体中现代放射虫组合的相关

分析，以便获取更多的有关放射虫现代生态与古生

态的信息，并进一步确定利用沉积放射虫组合进行

古海洋、古气候和古环境重建的可信度，加强放射虫

在古海洋研究应用中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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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  and   Prospect  in   Research  on   Liv in g   Ra  dio la ria   Ecolo y ： A Basic 
 Stu dy  of  Pale oenvir onm  enta l and   Pale oeanogr  aphic   Reconstructio ns 

 ZHANG  Lan- la n ， CHEN  Mu- hong ， Xia ng   Rong ， ZHANG  Li- li 
（ Marginal Geology  and   Paleo   － environm ent Labo  ratory ，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 Guangzhou 510301 ， China ）

 Abstract ： Polycystine  radiolarians play  an  im portantr  ole in  the  research  ofpaleoceanography  and  pa  leoenvir-
 onm ent because  oftheir indiscerptible  silic  eous  skeletons  and  the  good  corresponding  rel  ation  between  radiolarian 
 assem  blage  and  physicaloceanography ， hydrographical  conditions.  W ith  widespread  radiolarian  application  in  pa-

 leoceanograph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m pro  vem  entofresearch  m easures ， living  radiolarianshave  been  widely stud-
 ied  in  the  world.  China  has  participated  in  suc  h deep- sea  research  program  s as   IODP ， which  should  accelerate the 
 step  ofthe  study  ofpaleoceanography.  Radiol  aria is an  im portantfauna  am  ong  the  m arine  m ic  ropaleontology ， whose 
 ecology  knowledge  is the  base  of paleoceanogr  aphicaland  paleoenvironm ental reconstruct  ion.  Therefore ， itis very 

 necessary to offer  the  latest  achievem  entand  progress  trends in  ecological studies  on  livi  ng  radiolarians  to  research 
 com  m unities ， with  a view  to m aking  our research  on  radiolari  an  keep  pace  with  the  world  and  offering  m ore pr  oxies 
 ofpaleoenvironm entand  paleoceanography.

 Key  w ords ： Radiolaria ； Living  ecology ； Paleoceanography ； IODP ； Plankton  tow ； Tim e- series  sedim ent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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