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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浮游动物量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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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产总局东海水产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浮游动物生物量属于海洋次级生产力的范畴
,

在海洋食物链中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

对

其生产力大小的探讨
,

可以评价海洋渔业资源的潜力和开发远景
,

由此可 以看出浮游动物

生物量
,

是渔场调查中必要的基础资料
。

东海是我 国海洋渔业十分重要的开发区域
。

这里有始鳝等中上层鱼类
;
有带鱼

、

大黄

鱼
、

小黄鱼等底层鱼类
。

这些鱼类都有比较广泛的食性
‘’

,
3 ’ ,

在它们发育 早期 或者直到

成年阶段
,

必须有依赖浮游动物为食的时期
。

因此浮游动物的数量分布与经济鱼类的幼鱼

或成鱼的数量分布都有密切的关系
。

本文根据 为 1 9 7 1 年 7 月 至 1 9 7 4 年 6 月
,

共 历 时 4

年
,

在北纬 27
。

一 32
” 、

东经 1 2 70 以西海区所进行的 35 个航次
, 1 5 7 7 个 测 站 的 调查 资

料
。

采集系用大型浮游动物网 (口径 80 厘米
,

网目每厘米 15 个) 由底到表垂直拖网
。

采

集的样品经带回实验室后
,

从每一个采样中
,

先分离出浮游甲壳类
、

毛颗类
、

翼足类等饵

料生物
,

除去饵料生物表面的水分
,

称其重量
,

即得浮游动物的湿重 ; 然后再换算成单位

体积的重量
,

称之为浮游动物生物量
。

而水母
、

栉水母
、

被囊类等胶质动物
,

绝大部分为

非饵料生物
,

在称重前均已分离出来
,

故本文对这些浮游动物不进行讨论
。

现将浮游动物

生物量调查结果概述如下
:

一
、

调查区中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分布

在调查区中为便于比较起见
,

按经度方向划分为 4 个区域
。

划分的理 由是 : ( 1 ) 在

东京 1 2 7
“

以西调查区
,

包括了外海和近海全部渔场
; ( 2 ) 在东经 1 2 5

。

以 西调查区
,

仅

包括近海的渔场 ; ( 3 ) 在东经 1 2 4
。

以西调查区
,

为便于同 1 9 5 9 年东海调查 资料 相 比

较 ; ( 4 ) 在东经 1 2 5
。

一 1 2 7
“

调查区
,

仅包括外海渔场
。

这 4 个区域
,

除东经 1 2 4
“

以西

调查区外
,

其他 3 个均按照外海
、

近海渔场位置而进行 自然分区
。

1
.

东经 1 2 7
”

以 西的外海和近海渔场区
:

从 1 9 7 2 年 8 月至 1 9 7 4 年 6 月 的 调 查 资料

中 (图 1 )
,

拿 1 9 7 3 年全年平均生物量为 9 9
.

8 毫克 /米
“ ,

其变化趋势同海区表温和径流

量呈正比相关
。

生物量较高数量出现在 4 月到 n 月
,

其 中以 8 月为最高 (1 88 毫克 / 米
“

)
。

本文 1 9 7 9 年 5 月 丫日收到
。

.
由原东海区海洋鱼类资源调查组全体协助采集材料

。

陈莲芳
、

顾新根
、

李澄汉
、

王为祥曾参加标本 分析
。

季爱荣

协助绘 图
。

林新灌
、

赵传细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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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经 12 了
。

以西的外海和近海渔场区浮游动物生物量
、

表层水温和径流量的季节变化

一般说来
,

冬季生物量较低
,

但个别如 1 9 7 4 年 1 月
,

也曾上升到 1 31
.

7 毫克/ 米
“ ,

这是由

于该月黄海冷水南下扩展势力较强
,

携带大量南黄海的优势种
,

诸如太平洋 磷虾 (E u Ph
-

a u s fa Pa c ff‘
e a ) 和中华哲水蚤 (C a la n u s s fn 了c o s ) 等

,

形成在东海北部群聚的结果
。

追溯早

期 1 9 6 3 年
,

此现象也曾在这一海区出现过
,

这说明与南下黄海冷水强弱有关
。

构成近海和

外海渔场区的浮游动物生物量中的优势种类有
,

太平洋磷虾
、

中华哲水蚤
、

细 脚 拟 长蛾

(P a r a 才he 。￡s to g r a e ilip o s )
、

海龙箭虫 (Sa g ‘tta n a g a 。)
、

百陶箭虫 (S a g ‘rta b e d o t‘)
、

肥

胖箭虫 (S a g ftta e o
fla ta )

、

平滑真刺水蚤 (E u c ha e 才。 Pla n a )
、

中华假磷虾 (P s e u d e u p人a o s ia

、t’n l’c a)
、

和精致真刺水蚤 (E uc hae ta 。。二fnn a) 等
。

这些优势种类在近海和外海渔场的出

现
,

是随着不同水系的消长
,

而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
。

冬
、

春两季
,

以太平洋磷虾
、

细脚

拟长蛾
、

中华哲水蚤和海龙箭虫为主 ; 而夏
、

秋两季以肥胖箭虫
、

普通波水蚤 (U n d i、la

。匆ar l’s )
、

平滑真刺水蚤和精致真刺水蚤占优势
。

根据外海和近海渔场区的年平 均 等 级

水平
,

与国外研究者所得结果基本相同
。

2
.

在东经 12 5
。

以西近海的渔场区
:
根据 1 9 7 3 年平均生物量 为 n 4 毫克 /米

“ 。

全 年

的季节变化基本上呈现单峰型 (图 2 ) ,

夏季出现了最高生物量
,

但随年份不同略有差异

(如 1 9 7 2 年为 7 月
, 1 9 7 3 年为 8 月 )

。

冬
、

春两季
,

在长江口渔 场区
,

浮游动物生物量

中的优势种是太平洋磷虾
、

百陶箭虫
、

海龙箭虫等
; 在舟山渔场区这时期的优势种是太平

(毫米/米
“)

19 7 1 1冬}72

图 2 东经 1 2 5
’

二性斤 1 戈月)

以~ 近海渔场区的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犷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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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磷虾
、

细脚拟长蜘
、

中华哲水蚤等
; 在鱼山渔场则以普通波水蚤

、

精致真刺水蚤
、

亚强

真哲水蚤等
; 在温台渔场以 中华哲水蚤

、

尖刺唇角水蚤 (L ab 2’d oC er a ac 心。)
、

肥胖箭虫等

为主
。

夏
、

秋两季在长江 口渔场浮游动物生物量中的优势种是太平洋磷虾
、

细赘虾 (L e Pt 。 -

ch el a sP
.

)
、

百陶箭虫
、

肥胖箭虫等为主
; 在舟山渔场的优势种是普通波 水 蚤

、

肥 胖 箭

虫
、

中华哲水蚤等
; 在鱼山渔场则以普通波水蚤

、

精致真刺水蚤
、

肥胖箭虫占优势
;
在温

台渔场是普通波水蚤
、

精致真刺水蚤
、

海洋真刺水蚤 (E uc hae ta m ar in 。)
、

肥胖 箭虫等
。

3
.

在东经 12 4
。

以西的调查区
:

这一调查范围正与 1 9 59 年的调 查 区

相吻合
。

因此将这两个的资料进行比

较 (图 3 )
,

可以看出
: 1 9 7 3年平均

生物量要较 1 9 5 9 年减少 1 4 % ; 1 9 7 3

年生物量高峰出现在 8 月
, 1 9 5 9年却

出现在 6 月 ; 1 9 7 3年生物量逐 月波动

较大
,

而 19 5 9 年相应波 动 较 小
。

在

1 9 7 3年冬
、

春两季
,

构成浮游动物生

物量的优势种有太平洋磷虾
、

中华哲

水蚤
、

海龙箭虫
、

细脚拟长蛇
、

精致

克 术
, 夕

—
一1()不9

犷寸
一

言一打咭一亨一打花一亨一万分可厂丫
:
万万

图 3 东经 1 24
.

以西东海海区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真刺水蚤等
; 夏

、

秋两季有细鳌虾
、

百陶箭虫
、

普通波水蚤
、

太平洋磷虾
、

真刺唇角水蚤

(L ab l’d oc er o ell c/l ae ta )
、

细脚拟长绒等 ;在夏
、

秋两季有精致真刺水蚤
、

普通波水蚤
、

次

厚真哲水蚤
、

肥胖箭虫
、

玻杯螺 (H y al oc 刃l’s st ri at a) 等
。

总之
,

分析这两年变化的原因

相当复杂
,

涉及水文和水化条件的变化
,

并联系到浮游动物种群结构
,

以及生物量消长同

鱼群摄食等关系
。

总的趋势
, 1 9 7 3 年较 1 9 59 年生物量较为降低

。

4
.

在东经 1 2 5
。

一 127
“

间的外海渔场区
:
这一区域离大陆稍远

,

受径流和 沿 岸 水 的

影响较小
,

营养盐类也较低
,

全年平均生物量只有 85 毫克/ 米
“ ,

如果同东经 1 2 5
。

以西的

近海渔场区相比较
,

减少了 2 5
.

4 %
,

与东经 1 24
。

以西调查区相比较则低 56
.

4 %
。

这些渔

场中浮游功物生物量的季节变化较为显著
,

最高峰出现在 5 月为 19 8 毫克/米
“ ,

要 比东经

1 25
“

以西近海渔场出现的高峰较为提前
。

冬
、

春两季
,

构成生物量的优势种是太 平 洋 磷

虾
、

肥胖箭虫
、

次厚真哲水蚤
、

精致真刺水蚤等
; 夏

、

秋两季为普通波水蚤
、

平滑真刺水

蚤
,

海洋真刺水蚤
、

肥胖箭虫
、

太平洋磷虾
、

中华哲水蚤等
。

这些渔场 优势种类
,

在季节

更替上相对地稳定
,

受外海暖水的影响也较显著
。

二
、

东海西部各渔场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分析

1
.

温台渔场
,

根据 1 9 7 2 年 n 月一 1 9 7 3 年 7 月的 调查
,

平均生物量为 71 毫克 / 米
3 ,

春季生物量逐渐升高
,

为早春时期进入渔场的蛤掺鱼
、

带鱼等提供丰富的饵料
,

特别是中

华哲水蚤在 4 月出现了繁殖盛期 川
,

其数量分布同渔场的汛期有密切的关系
。

在 这 渔场

中
,

影响浮游动物生物量大小的优势种
,

冬
、

春有中华哲水蚤
、

太平洋磷虾等
,

而夏
、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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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波水蚤
、

海洋真刺水蚤
、

次厚真哲水蚤等
。

2
.

鱼山渔场
:

经 1 9 7 1 年 7 月一 19 7 2 年 6 月和

全年平均生物量分别为 1 30 毫克/ 米
“

和 1 07

19 7 2 年 1 2 月一1 9 7 3 年 1 1 月的调查
,

次高峰出现在 4 一 6 月
,

毫克 / 米
“。

年季节变化明显呈现双峰型
。

第一

生物量中的优势种类是中华哲水蚤
、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夏末秋初
,

其优势种类是肥胖箭虫
、

太平洋磷虾等暖温带种类
。

真刺水蚤和宽额假磷虾

好饵料条件
。

普通波水蚤
、

精致真刺水蚤
、

海洋

(尸s e u d e u Pha u si’a lat if
r o n ; ) 等暖水性种类

,

这构成了鱼山渔场的良

3
.

舟山渔场
:

从 19 7 3 年平均生物量高达 15 8

丰富
。

可以说
,

在东海诸渔场中
,

毫克 / 米
“

来 看
,

这渔场的生物量 特 别

舟山渔场的饵料基础最为雄厚
,

因此年捕获的鱼类数量

也最高
。

生物量最高峰出现在 6一8 月和 n 一12 月

胖箭虫
、

精致真刺水蚤
。

拟长娥等占优势
。

(图 4 )
,

构成高生物量的优势种有肥

春季以中华哲水蚤
、

海龙箭虫等为主
,

冬季以太平洋磷虾
、

细脚

罗渭龙份什汁 3 1

f雌洲

匀戈 伽

勺飞

叼 ,
。 .

一一一 裔裔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rrr 一 lll

了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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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0 0

侧趾下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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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歇

(毫米/米与

图 4 1 9 了3 年东海各渔场浮游动物生物量月变化

1
.

长江口渔场
,

艺
.

舟山渔场
: 3

.

鱼山渔场
;

4
.

温台渔场
: 6

.

江外舟外渔场
: 6

.

鱼外
、

温外渔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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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长江 口渔场
:

从 19 71 年夏
、

秋得出浮游动物的生 物 量 高 达 3 32 毫克/ 米
3 。

可认

为这渔场为东海夏
、

秋期间最好的索饵渔场
。

但是由于长江径流入海
,

富营养水常造成兰

藻大量的繁殃
,

水华的出现直接影响饵料生物的繁殖
,

从而对鱼类索饵回游带来不 良的影

响
。

这渔场的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
、

太平洋磷虾
、

肥胖箭虫
、

细赘虾等
。

5
.

江外和舟外渔场
: 19 7 3 年平均生物量为 86 毫克 / 米

3 ,

季节变化为 单峰 型
,

最 高

峰出现在 5 月
,

各月的生物量变化较为显著 (图 4 )
。

生物量的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
、

太

平洋磷虾
、

细脚拟长绒
,

还有肥胖箭虫
、

精致真刺水蚤
、

平滑真刺水蚤等
。

6
.

鱼外和温外渔场
:

从 1 9 7 2 年 11 月一1 9 7 3 年 10 月
,

年平均生物量仅 70 毫克 / 米
3 。

这是东海诸渔场 中生物量较低的渔场 (图 4 )
。

这渔场因受黑潮水的影响较为显著
,

主要是

以普通波水蚤
、

肥胖箭虫
、

精致真刺水蚤
、

海洋真刺水蚤等占优势
。

浮游软体动物的尖笔帽

螺 (C r e so is a c ie : ; la )
、

马蹄唬螺 (L io a e fn a tr o c hif
o r o i、)

、

长吻龟螺 (C a v o l‘。fa lo n g fr o s tr fs )

等数量比较多
。

这渔场的另一特点是各月生物量变化幅度较小
,

这可能与热带浮游种类世

代数较多有关
。

虽然在 2一 3 月
,

生物量仍保持 较 高等级
,

此 为一些经济鱼类在这里越冬

提供 良好的条件
。

三
、

东海渔场的浮游动物生物量与渔获量的关系

鱼群在渔场停留时间的长短
,

通常取决于渔场中浮游动物生物量的高低
,

当然也不排

斥水温等重要因素
。

因此
,

生物量同渔获量皆显著相关
。

例如
, 1 9 7 4 年 9 月

,

在大沙
、

沙

外 中心渔场
、

浮游动物平均总生物量高达 1 2 7 4 毫克 /米
“ ,

其中太平洋磷虾优势种 的 数量

为 38 个 /米
“ ,

与此同时
,

该渔场捕获贻鱼千箱以上的网次为 1 19 次
,

达到最高水平
,

其中

最大网次的产量达到 1 5
,

o的 箱
,

总产量为 0
.

78 万吨
。

这个时期该渔场的特点是中下层为

低温高盐的黄海冷水所盘踞
,

而表层为长江冲淡水所覆盖
,

此时太平洋磷虾
、

细脚拟长娥都

栖息在中下层
,

追逐这些饵料生物的贻鱼群也是集中在中下层
。

由此说明生物量的分布和

稣鱼集群
,

以 及渔获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

如果将 19 71 年至 1 9 7 3 年
,

秋汛期间在长江口
、

舟山
、

鱼山各渔场按蛤鱼的渔获量与

浮游动物生物量之间的关 系作一比较
,

可以看出
:

在高渔获区 (1 0 0 0 0 箱 以上 ) 浮游动物

生物量为 30 0 毫克 /米
“

以上 ; 中产渔区 (5 0 0 0一 1 0 0 0 0 箱) 生物量为 20 0 毫克 / 米
“

以上 ;

低产渔区 (1 0 0 0 箱) 生物量仅在 10 0 毫克 / 米
“

左右
。

由此得出
,

浮游动物生物量 同 渔 获

量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

综上所述
,

可看出东海的浮游动物高生物量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高生物量大部

分出现在各个水团之间的混合区或其锋区
。

春季
,

由于黑潮水影响
,

在温台
、

鱼山渔场增

温较为迅速
,

浮游动物大量发展
。

继后随暖流向北加强
,

高生物量区也逐渐由 南 向 北 推

移到舟山渔场
。

到夏
、

秋两季北面的长江口 和南黄海毗邻区域相继也出现高生 物 量 分 布

区
。

n 月后东海北部高生物量区逐 渐向南推移
,

冬季仅在东海东南暖流影响区仍 保 持 较

高的生物量
。

当然
,

就东海浮游动物生物量而论
,

远不及北海或纽芬兰到新英格兰等北大西洋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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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仪 1/ 2一 1/ 3)
。

但东海是我国渔业的重要基地
,

从保护和发展渔业资 源 出 发
,

必须

加强鱼类生态学和渔场环境的调查研究
,

其中包括对浮游生物数量变动规律的研究
,

为挖

掘潜力开发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

四
、

结 论

对北纬 27
“

一 32
。 、

东经 1 2 7
。

以西的调查得出
,

浮游动物的生物量 为 99
.

8 毫克/ 米
“ 。

对东经 1 2 4
。

以西调查的生物量为 1 33 毫克 / 米
“ ,

这一结果表明我国近海生物量最高 的 区

域
,

以舟山渔场的生物量为最突出
,

最高达 15 8 毫克/米
“ 。

渔场高生物量分布中心区与高

渔获量区相一致
。

构成高生物量的优势种有太平洋磷虾
、

细脚拟长绒
,

中华哲水蚤
、

海龙

箭虫
、

精致真刺水蚤
、

平滑真刺水蚤等
。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是明显的
,

通常最高峰出现在

6 月到 8 月
,

呈现单峰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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