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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湾海峡西部沿岸浮游

介形类的分布
*

陈瑞祥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本文研究台湾海峡西部沿岸浮游介形类 O 此 r a 。。 d a 的分布规律和数量变动与海区环境

因素
,

尤其是与几个不同的水系的运动
、

消长和相互推移的关系
.

对于台湾海峡浮游介形类的研究
,

过去
,

国内
、

外已有若 干研 究者著文论述
“ 一 ‘ ’ ,

但对海峡西侧介形类的生态学
.

上的研究
,

尚未见过报道
.

我们根据 1 9 6 1 年 1 0 月至 1 9 6 2 年 9 月 ( 1 9 6 2 年 7 月缺) 和 1 9 6 3 年 3 月至 1 96 4 年 2

月
,

分别在福建的镇海角至诏 安湾 (北纬 2 3
“

1 6 尹

一2 4
“

1 5 尹 ,

东经 1 1 7
“

16 ‘

一 1 1 8
0

1 3 产
) 和

平潭岛至深沪湾 (北纬 2 4
“

3 4 尹

一 2 5
“

4 3 产 ,

东经 1 1 8
0

4 6 产

一 1 1 9
0

5 2 了
) 所进行的两次综合调查

中
,

所取得的浮游介形类的样品以及现场实测的水文
、

化学资料为依据
,

用 以进行分析和

研究
.

上述调查共设置 8 个与岸线垂 直的 断面
,

每断面各具 3 一 4 个测站 (共 29 个测站)
,

每月以大型浮游生物网 (36 G G 筛绢制成 ) 在各测站由底至表垂直拖网一次
,

以采集浮游

动物样品
,

尔后
,

挑出所需的介形类
,

进行种类鉴定和计数
.

本调查共出现 17 种浮游介形类
,

其 中以暖水性 种类 居多
,

尤 以齿形海萤 (C y Pr id fna

d e 。勿勿)
、

针束【1真浮萤 (E 。面。eho e e fa a e o le a 亡a )
、

后圆真浮萤 (E
.

o a fo a f) 和尖尾海萤 (C 夕P-

r id ‘n a 。c u o in a 矛a ) 最占优势或最为常见
.

介形类总量的季节变化与平面分布

台湾海峡西部沿岸浮游介形类的总量具明显的季节变化
,

而且变动幅度也大
.

夏
、

秋

两季总个体数较多
,

10 月达全年最 高水平 (5 6。个 /1 00 米
“
)

,

此外
,

在 5 月和 8 月还出现

2 次小的数量高峰
,

而 1 至 4 月则为其数量 低谷 ( 2 一 6 个/ 1 0 0 米
“
)

,

最高值与最低值二

者的变动幅度达上百倍
,

这与南海热带水 域浮 游动 物的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幅度很小的情

况 「石 , ‘’ ,

是截然不同的
.

浮游介形类总量的季节变化综合体现了各主要种类的季节更替 (图 1 )
.

本文 1 981 年 5 月 11 日收到
.

.
在本研究过程中

.

侧白输诸同志为我们提供珍贵的资料
; 本文中的部分插图由薛文玲同志复墨

,

特致谢忱
.



海 洋 学 4 卷

,1之
L

we
.枯

八�日
闷a

个 1(、0 1}之
,

尖尾 海萤 厂\

人 I 八

汀
抹‘形“” ,

产、
.

厂
、‘

\
厂总量

\

、 \

洲5()(J

知
刺真‘孚萤

.

\\飞

田的
月,n山

尖尾海

纂
二:、

·夕尹I矛夕

�

!
l‘厂t

!
.苦‘1..月tLi叮

I

撇姗

厂

图 1 浮游介形类总量的季节变化和主要种的季节更替

3 一 4 月
,

水域温
、

盐值略有回升
,

低温
、

低盐种类则退出本海 区
,

而 暖 水 性 种 类

的齿形海萤
、

针刺真浮萤和无刺海萤 ( C y Pri d‘。。 ine r。钻 ) 也仅零 星地出 现
,

因 此
,

介

形类总量仍处低谷
.

5 月
,

由于齿形海萤个体数的激增
,

导致介形类总量次高峰的出现
,

此外
,

针刺真浮萤的数量也有所增长
,

尖尾海萤
、

后圆真浮萤和 拟 圆策萤 ( C y cl ol eb er 钻

s:’o 2’I :’s ) 则开始出现
,

而葱萤 (Po rr o ec l’a Por re c ta ) 等典型热带外海种
「” 也可极少 量 地

分布于海区东南 隅的个别测站上
.

6 一 7 月
,

介形类总量随着水域盐度值的下降而锐减
.

8 月
,

暖流势力进一步增强
,

齿形海萤
、

后圆真浮萤
、

针刺真浮萤和尖尾海萤 的 个 体 数

都明显增加
,

并 由它们共 同组成了本月份介形类总量的另一次小的高峰
.

9 月
,

由于各主

要种类的个体数都不同程度地下降
,

造成介形类总量的显著低落
,

其量值还不及 8 月份的

1 / 2
.

此外
,

在 8
、

9 月间
,

肥胖吸海萤 (H a lo e夕Pr ‘s ‘n fl
a ta )

、

刺嚎葱萤 ( p o r r o e e ia s夕fn ‘-

r o s 矛: i : )和宽假浮萤 ( P s e
耐

o c o n c ho e c , a c o n c e n tr 了c a ) 等外海暖水种
la 一

“ ’ ,

可少量进入木海

域
.

10 月
,

由于齿形海萤个体数量的激增 以及后园真浮萤和针刺真浮萤个体数略有上升
,

致使介形类总量达到全年最高值
,

但一些适温下限偏高的种类
,

如尖尾海萤和细长真浮萤

(E 、on ch oe cl’a el on ga ta )几乎绝迹
,

而所有外海暖水种 更完 全销 声匿 迹 了
.

n 一 12 月
,

齿形

海萤的个体数逐月下降
,

但针刺真浮萤却猛增至其年高峰
,

因而介形类总量尚能保持在一个

相当高的水平上
.

翌年 l 一 2 月
,

所有暖水性种类几乎全都随暖流退出本海域
,

介形类总量

达全年最低值
,

此时
,

虽记录过翘尾异链 萤 (万时er o d es o uS ad a o sl’O 和 星 萤 ( A对邵。Pf。。

gr 俪alc la ) 等低温低盐种类
,

但于由它们的数量极微
,

对介形类总量的增减是无足轻重的
.

介形类总量的平面分布
,

一

也呈显著的季节变 化
.

3 一 4 月
,

齿形海萤
、

无刺海萤和针

刺真浮萤仅零星地分 布于温
、

盐值相 对较高 的外 海测站及海区的东南隅
.

5 月
,

随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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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温
、

盐值的迅速回升
,

齿形海萤遍布全区
,

其大而积的高生物量区 (5 0 0一1
,

0 00 个 / 1 0 0

米
3

) 位于平潭岛东南至泉州湾外的外海水域
,

且禽岸愈远
,

个体 数愈大
,

这一密 集区大

约处于 34
.

30 编等盐度线的外侧
.

此外
,

尖尾海萤
、

针刺真浮萤和后圆真浮萤
,

仅少量分

布于暖流影响最强的海区东南 隅和平潭岛的外侧
.

6 月
,

海区盐度值略有下降
,

介形类总

量大幅度下降
,

尤其是盐度下降最甚的平潭岛以北水域
,

介形类几趋绝迹
.

7 月
,

近岸低

盐水舌向外海扩布
,

介形类的分布也呈向外海方向推移的趋势
.

8 月
,

介形类总 量随 暖流

势力的增强而大幅度
_

l: 升
,

并分别在平潭岛四周和将军头以南形成二个密集区
,

前者主要

个
‘

100来
多

‘落
叫

平潭岛东南隅

!
1
.

|
1111!|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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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山岛东南隅

内U几甘nnU2000创别

扮
其余海域 、

、

\

气

、~

卜,

-
- 甲一

JO I J

由齿形海萤和尖尾海萤组成
,

后者主要由针刺

真浮萤和后圆真浮萤所 构 成 的
.

9 月
,

介 形

类总量显著下降
,

上述两个密集区的量值也成

倍地下降
.

10 月
,

介形类总量达全年最高值
,

但其平面分布呈南高
、

北 低 的 趋 势
.

11 一 12

月
,

这一南高
、

北低的数量分布趋 势 愈 加 显

著
,

平潭岛以北几乎无介形类可见
.

翌年 1 一

2 月
,

介形类总量极少
,

广盐暖水种少量分布

于海区的南部及外海测站上
,

而低温
、

低盐种

类也仅个别地出现于泪州湾以北的低温
、

低盐

水域

平面分布上的另一特点是
,

几乎终年在东

山岛东南水域和平潭岛东南水域形成两个由暖

水性种类构成的小范 围的高生物量区 (图 2 ) ,

这一事实
一

也足以说明暖水团对上述两个小区的

影响最为强烈
.

声尹

J
、�

Z,�

00卯
J.刁‘

图 2 调六 区中不同水域介形类总量的比较

二
、

主要种类的季节变化与平面分布

本海区共出现 1 7 种浮游介形类
,

它们 包括针刺真 浮萤 E 、e o n e ho e e fa a e u le a to (S e o t t )
、

后圆真浮萤 万
.

o a‘。 a‘(T s e n g )
、

细长真浮萤 E
. e lo n g a ta (M“lle r )

、

肥胖吸海萤 H
a lo c y p r is

‘。fl
a 云a ( D a n a )

、

葱萤 P o r r o e e ‘a Po r : e e 才a ( C la u s )
、

束{l嚎葱萤 P
.

s 力‘n ￡r o s分r fs (Cla u 。)
、

宽假

浮萤 P s e o d o e o n e ho e e fa c o n e e n t r‘e a (M“11e r )
、

尖尾 海萤 C夕P r‘d fn a a e o m fn a ta ( M“lle r )
、

齿

形海萤 C
.

d e n to 才a (M“lle r )
、

不规则海萤 C
.

ba‘r d fi (B r a dy )
、

无刺海萤 C
.

了n e r m ‘s ( M“lle r )
、

翘尾异链萤 万 e re r o d e s m u s ad a o s￡f (B r a d y )
、

日本喜萤 P h‘lo m e d e s jo p o n fe a (M u lle r )
、

刺真

帚萤 百。s a r s fe ll。 、户fn u lo s。 (P o u l。e n )
、

膨胀真帚萤 E
.

, u m fd 。 (S e o t t )
、

拟圆策萤 C一e lo le b e r fs

s‘。‘l‘s (B r a d y )和星萤A s云e r o p‘。a 少‘。 a ld a (S k o g o b e r g ) ,

但无论其种类数
、

个体数或出现

率
,

都 以暖水性种类占优势
,

尤以广盐暖水种的齿形海萤和针刺真浮萤支配了介形类总量

的变动
,

此外
,

尖尾海萤和后圆真海萤在仲夏之际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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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齿形海萤 C少P r id io a d e , t a ‘a (M位Ile r)

是广盐 暖水 性种 类
,

广泛分布于热带
、

亚热 带海域
,

成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沿

岸
、

印度东南沿岸 “
’ l 和阿拉伯海浅水域

、

印度尼西亚北部沿岸海域以及南海最常见的介

形类
.

齿形海萤是本海域最优势的种类
,

其个体数最大
、

分布范围最广
、

出现率最高
.

它虽

周年可见
,

但仍具显著的季节变化
.

夏
、

秋两 季个体 数量较大
,

并在 5
、

8 和 10 月形成

三次数量高峰
,

尤以 1Q 月个体数量最丰富
,

达全年最 高值 (4 6 7 个 / 10 0 米
3
)

,

n 月之后
,

数量逐月下降
,

至冬季 ( 1 一 3 月) 达数量低谷 ( 1 个/ 10 0 米
“
)

.

3 一 4 月
,

海域温
、

盐值尚低
,

齿形海萤仅少量分布于温
、

盐值较高的泉州湾以南的

外海
.

5 月
,

北上暖水团势力迅速增强引 其个体数猛 增至 41 4 个 / 1 0 0 米
“ ,

分布范围也超

越泉州湾而遍及全区
,

并在泉州湾外至平潭 岛东南的外海水域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高生物量

区 (5 0。一1
,

。00 个/ IQO 米
”

)( 图 3 )
.

6 月
,

径流量的稍增与水域盐度值的略降
,

导致齿形

海萤个体数量的锐 减 (降至 1 5 4 个/ 1 0 0 米
”
)

.

同时
,

在平潭岛以北的低盐区
,

它几乎不可

见
,

但在平潭岛以南至循州岛之间的高盐水域
,

其密集区则向岸进迫
.

7 月
,

径流量进一

步增大
,

齿形海萤的个体数继续下降
,

其密集区被近岸低盐水向外海方向推移(表 1 )
.

8

月
,

全区盐度值普遍回升
,

齿形海萤 的个体数 成倍增长
,

并在兴 化湾以北高温水域 (平均

水温为 26
.

2
“

C )
,

形成大面积的高生物量区 (5 0 0 个 / 1 0 0 米
3 以上 )

.

9 月
,

台风带来暴雨
,

齿形海萤的个体数又 行跌落 (月平 均值为 97 个/ 10 0 米
“
)

.

10 一n 月
,

在东北季风的影响

下
,

沿岸流南下势力有所增强
,

并 与北上 暖流 在此交汇
,

齿形 海萤的个体数骤增
,

并于

10 月达全年最高值 (4 6 7 个/ 10 0 米
“)

.

12 月
,

沿岸流往南运动愈加强烈
,

齿形海萤随暖流

往东南外海退缩
,

其数量明显下降
,

特别是在平潭岛附近它已不复出现
.

翌年 1 一 2 月
,

沿岸流复盖全区
,

齿形海萤降至数量低谷
,

它仅能零星出现于海区的东南隅
.

表 1 6 一 8 月近
、

远岸水域齿形海萤 (C y p rid in a d e n ta ra ) 的数量比较

出现率 (拓)

9 2

2 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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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针刺真浮萤肠
c o ”e ho e e ia a c u le a t a (Se o tt)

是暖水性广布种
,

广泛分布于菲律宾沿岸
、

马来西亚沿岸
、

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西

部海域
、

印度东南海域和西部沿岸以及阿拉伯湾
、

斯里兰卡沿岸
、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

沿岸
、

非洲西面的几内亚湾等热带
、

亚热带海域
,

该种类对于盐度的适应范围较广
,

导致它

的广泛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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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海域
,

针刺真浮萤是仅次于齿形海萤的优势种类之一 它虽周年可见
,

但仍具明

显的季节变化
.

夏
、

秋两季数量较大
,

n 一 12 月为全年最高峰
,

但 8 月还有一个 小 的 高

峰
,

冬末和早春几趋绝迹
.

这种双周期型的季节变化与东海浮游动物总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是不同的
,

后者趋于
.

单周期型
〔‘ 3 〕 .

3 一 4 月
,

全区温
、

盐值尚低
,

针刺真浮萤仅个别出现于平潭岛的东南外海测站及调

杏区的南部水域
.

5 月
,

随着水域温
、

盐值的迅速回升
,

其个体数略有增加
,

并扩布到平

潭岛以北
,

同时
,

在该岛的外侧有一小的密集区
.

6 月
,

针刺真浮萤的个体数 虽 有 所 上

升
,

但由于径流量的增加
,

海区南
、

北两侧水域的盐度值显著下降
,

针刺真浮萤的分布范

围局限于调查区的中部海域
,

即渭州岛至泉州港之间
,

该水域的盐度值不仅没有下降
,

反

而较上月略有提高
.

7 月
,

针刺真浮萤的个体数虽有较明显的增加 (26 个/ 1 0 0 米
3
)

,

但 主

要分布于低盐水影响较小的远岸测站和平潭岛北侧海域 (表 2 )
,

尤其是后者
,

更形成 ~ 一

个

范围的高生物量区
.

8 月
,

暖流势力的增强
,

导致针刺真浮萤个体数的大幅度增长
,

月平

均值达78 个/ 1 0 0 米
3 ,

为年次高峰
,

并在将军头以南形成一个范围较广的高生物量 区
,

此

外
,

还呈现近岸水域的个体数更丰富的分布趋势
.

9 月
,

台风和暴雨给针刺真浮萤的数量

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

其月平均值成倍地跌落
.

10 一12 月
,

东北季风劲吹
,

沿岸 流 逐 月

增强
,

并与北上暖流交汇与混合
,

针刺真浮萤的个体数骤增
,

尤其是 n 和 12 月
,

达全年

最高值 (1 2 1一 1 25 个/ 1 0 0 米
“
)

.

此外
,

其数量分布
,

由南往北伴随着水域温
、

盐值的递减

而明显地呈波浪形下降 (图 4 )
,

并在海区的南部构成一个大面积的高生物量区
,

其中外海

水域的个体数
,

显然较近岸水域高得多
,
而在 12 月

,

平潭岛以北低盐区则完全 绝 迹
。

翌
年 1一 2 月

,

全区为低温
、

低盐水所覆盖
,

针刺真浮萤随暖流往东南外海方向 退缩
,

仅 在

温
、

盐值较高的海区南部和平潭岛东南水域偶而出现
,

但数量极少
.

表2 了月平潭北侧
、

远岸海域与近岸海域针刺真浮萤 (E uc
o

nc hoe “
。
ac ul 。。ta) 的数量比较

海 区
平均盐度值

(编) 挑选测站数 出现测站数
平均个体数

(个/ 1 00米
“

)

近 岸 海 域

平潭北侧及远岸海城

3 2
.

26

3 3
.

5 8

出现率 (% )

1 3

9 2

(三 ) 尖尾海萤 c 夕尹r id in a a e 。“in a t a (M位iie r)和后圆真浮萤

E “ e o 称e 关o e c ia 拼 a i
·

斌a i(T se n g )

尖尾海萤和后圆真浮萤都是适温
、

适盐下限偏高的暖水性种类
.

尖尾海萤曾记录于印

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北部海域
、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东部沿岸和我国台湾 的 邻 近 海

域
.

而后圆真浮萤是曾文阳博士 (1 9 6 9 ) 首次发现于台湾海峡东部水域的一新种
,

尔后
,

又记录于台湾的东北水域
.

在本海域
,

尖尾海萤和后圆真浮萤几乎仅记录于夏
、

秋两季
,

它们都在 8 月形成各白

的年最高峰
,

但尖尾海萤在 5 月和后圆真浮萤在 10 月分别具一小的高峰
.

冬季和 翌 年初

春几不可见
,

甚至完全绝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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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

亡 际

卜: 3
树入�

个了10 0米
3

2 3 + 3 2

2 2+ 3 0

姐陇南! W V

习匕

一
顶断面

图 4 1 1 月乍}
‘

刺真浮萤丈E
u c o n e ho e e ‘a

a c u le a ta ) 的数 鼠南北分布

5 月
,

水域的温
、

盐值已到达很高的

量值 (温度为23
.

23
“

C
,

盐度为3 4
.

0 5喻 )
,

尖尾海萤和后圆真浮萤开始出 现 于 本 海

域
,

尤其是前者数量较多
,

形成该种的数

量年次高峰
,

同时
,

两者的分布范围都局

限于表层水温较高 ( 24
.

47
O

C ) 的平潭 岛

东
、

南海域
.

6 月
,

径流量略有增加
,

它

们已属罕见
.

7 月
,

径流量进一步增强
,

它们被近岸低盐水推出海区之外而完全绝

迹
.

8 月
,

在这暖流最盛之际
,

该两种类

的个体数猛增至各自年最高值 (尖尾海萤

为 31 个 / 1 0 0 米
“ ,

后圆真 浮 萤 为 1 0 2 个

/ 1 0 0年
“
)

,

但在平面分布上
,

尖尾海萤主

要密集于平潭岛以南至南 日岛之间的高温

水域
,

其水温高达 26
.

20
“

C
,

较全调查区

的平均温度高出 1
.

08
“

C
,

而后圆真 浮 萤

却密集于将军头以南的高盐水域
,

其盐度

值为 3 4
.

3 4%。,

较全区的平 均 盐 度 高 出

0
.

5 9编
.

9 月
,

由于台风暴雨的影响
,

导致尖尾海萤和后圆真浮萤个体数量下降
,

尤其后

者更甚
,

其个体数仅为 8 月的 1/ 3 左右
,

并呈向外海方向推移的趋势 (表 3 )
.

10 月
,

沿岸

流在东北季风的作用下向南运动
,

并 与北上的暖流在此交汇
,

在平 潭 岛 以 北 有 一 小 于

3 0
.

0 0编的低盐水舌
,

布在该岛以南
,

即冷
、

暖水团的交汇锋面上
,

则分布着相 当大 量 的

后圆真浮萤
,

并出现了该种类的次高峰
.

此外
,

随着水域温
、

盐值的显著下降
,

尖尾海萤

几不可见
.

由此可见
,

该种类对温
、

盐值的要求更严格
,

郎有着更高的适 温
、

适 盐 的 下

限
.

n 月一翌年 1 月
,

随着沿岸流的进一步增强
,

后圆真浮萤与尖尾海萤极少出现或完全

绝迹
.

2 一 3 月
,

沿岸流占据全区
,

它们随暖流完全退至海区之外
.

表3 9 月近
、

远岸水域后圆真浮萤 ( E
o e o , : e 入o e e ‘a m a io a f) 的数量比较

二⋯
_

) ⋯
_

_

口
..::.

洲)
三

、

介形类的分布与海洋环境因素的关系

浮游介形类的季节更迭
、

数量变动和分布规律 与海区各环境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
.

入春之后
,

高温
、

高盐外海水向北运动愈来愈强
,

海区的温
、

盐值逐月回升
,

齿 形 海 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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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针刺真浮萤等广盐暖水种也逐渐 由南向北扩
一

布
.

3 一 4 月
,

它们仅分布于泉 州 湾 以 南

水域
, 5 月

,

则可遍布全区
,

并出现更多的暖水性种类
,

如尖尾海萤
、

后圆真浮萤
、

拟圆

策萤和葱萤等
.

此外
,

各暖水种的个体数量也显著增加
,

尤其是齿形海萤和尖尾海萤分别

增至各自的年次高峰
,

而其数量分布与海域盐度值的平面分布大体一致
,

即两者的等值线

的走向都几乎与岸线平行
,

而且离岸愈远
、

受外海水的影响愈大
,

水域的盐度值愈高
,

暖

水性种类的数量也愈大
,

同时
,

在泉州湾外至平潭岛东南之间的远岸高盐水域
,

形成一个

主要 由齿形海萤和尖尾海萤构成的
、

大面积的高生物量区 (5。。一1
,

00 0 个 / 1。。米
”
)

,

其分

布范围正好处于 3 4
.

30 编 的等盐线的外侧
.

这里
,

还应着重指出的是
,

入春之后
,

由于北上暖流势力增强以及受大陆回辐射的影

响
,

水温明显回升
,

导致表层浮游硅藻的大量繁殖
,

这为那些营杂食习性的
〔“ 〕 、

主要栖

息于表层海水的
〔‘ 5 〕

齿形海黄
、

尖尾海萤和针刺真浮萤的大量增殖提供了良好 的 饵 料 基

础
.

6 一 7 月
,

由于冷
、

暖气流于 5
、

6 月间在此交汇
,

从而带来大量的雨水
,

并导致 6

一 7 月间调查区内各江河径流量的逐 月增长
,

海域的盐度值逐月下降
,

士述各暖水种的个

体数也随之大幅度低落
,

其高生物量区则被近岸低盐水舌推向远岸水域
,

而一度在木海域

出现过的葱萤等典型热带外海种
,

也完全退至海区之外
.

8 月
,

随着雨季的结束和暖流北上势力的进一步增强
,

暖水性类种的个体数 也明显回

升
,

其密集区也随着暖流向岸进迫而作同一方向的运动
.

此外
,

刺嚎葱萤
、

肥胖吸海萤和

宽假浮萤等热带外海种可在海区的东南隅出现
.

9 月
,

台风暴雨导致径流量的骤增
,

并使海区 (尤其该区南部 )的盐度值显著下降
,

因

此
,

全区各种介形类的数量都大幅度跌落
.

10 一 12 月
,

在东北季风的作用下
,

沿岸流依岸南下运动逐月增强
,

并与继续 北 上 的

暖流在此交汇
、

混合而变性
,

这种变性水体显然给那些广盐暖水种
,

如齿形海萤和针刺真

浮萤的生长和繁殖提供最适的外界条件
,

此外
,

一个盐度值小于 30 %。的低盐水 舌
。

由 北

侵入平潭岛的北侧
,

甚至到达该岛的西南近岸水域
.

这一低盐水舌
,

对于那些原生于本海域

内的暖水性种类越出本区北上
,

起了一种阻滞作业
,

使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仍逗留于本海域

内
,

但另一方面
,

海区以南的暖水性种类随暖水团由南部继续进入本海区
,

从而使这些广

盐暖水种在这一季节里都达到了各自的数量最高峰
.

同时
,

它们的数量分布由北往南伴随

着水域温
、

盐值的递增而呈明显的波浪形的上升
,

并在海区的东南外海水域形成大面积的

高生物量区
,

这也说明暖流在沿岸流的推动下
,

已逐渐向东南外海方向退缩
.

1 一 2 月
,

全区为低温
、

低盐沿岸水所覆盖
,

水域温
、

盐值达全年最低值
,

尤其是泥

州湾以北水域
,

平均温
、

盐值分别低于 1 2
O

C 和 30 %。
.

一些低温
、

低盐种类
,

如翅尾异链

萤和星萤可随沿岸流极少量地分布于该水域
.

此外
,

由于暖流 已退出海区之外
,

所有暖水

性种类完全绝迹或极为罕见
.

只有广盐暖水种的齿形海萤和针刺真浮萤极个别 地 出 现 于

温
、

盐值较高的海区南端和平潭岛的东南海域
,

这标志着往东南外海方向退缩的暖流余脉

的踪迹一
卜

综上所述
,

以及通过对
“
温度

一盐度
一
介形类

”
分布图 (图 5 ) 的分析

,

说明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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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形海萤

一
一 针刺真浮萤

一
一 尖尾海萤

一一后圆真浮萤

皿翻 高温高盐类群
. . . 低温低盐类群

\入八日八
一州!l,

,

2 9 3 0 3 1 3 2

图5 温度
一

盐度
一

介形类分布图(单位
:

个/ 1 0。米
’
)

高温高盐类群包括肥胖吸海萤
、

葱萤
、

刺嚎葱萤和宽假浮

萤 ; 低温低盐类群包括翘尾异链萤和星萤
.

的介形类存在着三种 习性各异 的 生 态 类

群
:

1
.

低温低盐类群
.

冬季可随沿岸流分

布于循州湾以北水域
,

其种类数和个体数

皆少
,

且出现的时间也短
,

它包括翅尾异

链萤和星萤
.

2
.

高温高盐类群
.

包括肥胖吸海萤
、

葱萤
、

刺缘葱萤和宽假浮萤
,

它们的个体

数很少
,

也仅能在外海暖水团最强盛的 5

一 9 月记录之
.

3
.

广盐暖水类群
.

这一类群的种类繁

多
、

数量很大
、

分布甚广
、

出现率最高
,

是本海域介形类的主要类群 , 其中
,

齿形

海萤和针刺真浮萤最占优 势
.

它 们 的 适

温
、

适盐范 围 大 体 相 似 (温 度 为 13 一

2 5
“

C
,

盐度为 2 9一 3 4
.

5 0编)
,

其高 生 物

量区的温
、

盐界限分别为18 一 27
O

C和30
.

80

一 3 4
.

5 0编
.

此外
,

尖尾海萤
、

后圆 真 浮

萤和细长真浮萤具有较高的适温
、

适盐下

限 (温度为 23
“

C
,

盐度为 32 编 )
.

四
、

结 语

1
.

台湾海峡西岸浮游介形类总量具明显的季节变化
,

夏
、

秋两季数量较大
,

年最高峰

出现于 10 月
,

而 5 月和 8 月尚有二个次高峰
, 1 一 4 月为其数量低谷

.

2
.

本海域共出现 17 种浮游介形类
,

其中以暖水性种类居多
,

尤以广盐暖水种 的 齿形

海萤和针刺真浮萤最占优势
,

它们周年可见
,

但夏
、

秋两季较多
,

年最高峰分别出现于10

月和 n 一12 月
,

冬末和初春数量极微
.

3
.

本海区位于台湾海峡西侧的浅水域
,

受多种坏境因素的影响
,

它既为海峡中三种不

同的水系 (即南海水系
、

黑潮支流和沿岸水系) 的消长所制约
,

又受大陆气候和大陆排水

的影响
.

浮游介形类随季节更迭产生的数量变动
、

分布规律 与上述环境因子的变迁息息相

关
,

其中有些种类的分布反映了这几种不同水系的消长
、

径流的强弱及其运动规律
.

4
.

本海域的浮游介形类包括三种习性各异的生态类群
,

即广盐暖水类群
,

高温高盐类

群和低温低盐类群
.

其中
,

广盐暖水类群的种类繁多
、

数量很大
、

周年可见
、

分布甚广
、

出现率最高
,

是本海域介形类的主要类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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