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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枝角类的研究

至沃
/ 、l,

.

分 布

重 曹文清

(厦门大学)

海洋枝角类的种类很少
,

迄今还 仅发现 11 种
,

其中 只有 8 种 (鸟嚎 尖 头活 尸en 浓
a

a v ir 0 S t r is D a n a 、

中型大眼遥 Po d o n ‘n 才“rm e d‘u s L illje bo r g
、

刘氏大眼活 p o d o n le u c森a r ti

G
.

O
.

S a r , 、

史 氏大 眼搔 P o d o n s c ho a eke r i P o p p e 、

多型 大 眼 活 P o
do

n p o ly p he o o fd e s

(L e u e ka r t)
‘ ’ 、

诺 氏僧帽搔 E o

ad
n 日 n o r d o a o n f L o v e n 、

刺尾僧帽活 E v a d n 民 sP‘。ff
e r a P

.

E
.

M ul le r 和肥胖僧帽搔 E va d ne
‘

巍牛夕es 红na Cl
a us ) 被认为是真正 的海 洋枝 角类

.

它的种

类虽少
,

但分布很广
,

几乎遍及世界各海
,

特别是近海沿岸水域更为普遍
.

当在繁殖旺盛

的温暖季节 (主要是 7 一 9 月)
,

不但数量很大
,

并且常有密集现象
,

「

成为表层浮游动物的

优势种类
.

由于它是肉食性浮游动物 (如捕食性挠足类
、

毛额类等) 的食料
,

又 是 依 浮

游生物为生的中
、

上层鱼类 (如鳞鱼
、

翰簿
、

沙丁鱼认蓝圆够等)
,

特册是幼鱼的食料
,

海

洋枝角类在食物链 中占着重要位置 (它属于食物链中的第二环节
,

或称
‘

次级生产者
’

)
,

同

时
,

又是海洋生态系统 中的能量转换者 (把浮游植物 的化学能转 变为 动物 的机 械能 )
.

所

以
,

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 (渔业 ), 海洋枝角类是值得重视的一类浮游甲壳动物
.

基于

它的重要性
,

作者多年来从事这类浮游动物的研究
.

第一篇论文是专述我国海洋枝角类的

分类部分
,

描述了 5 种 (鸟咏尖头搔
、

诺氏僧帽通
、

肥胖僧帽谧
、

多型拟大眼活和史氏大

眼搔)
〔‘ 〕 ;

本文是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
,

专述这 5 种枝角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分布 (包

括地理分布和季节分布) ; 第三篇将以生殖作为主要内容洁

关于海洋枝角类在我
一

国沿岸钓地理分布
,

作者在前文中结合种的特征描述
,

已作了简

要阐明
,

但仅列举 了一些国内
、

外产地的地名或海区
.

本文扩大了地理分布的范围
,

并增

加了一些产地
,

除了地理分布外
, 本文还将我国和国外几个海 区浮游枝角类的季节分布作

了比较性的叙述
.

本文的最末部分是结合地理分布和季节分布
,

简要地论述了分布和环境

的关系
,

特别是和温度的关系
.

这对阐明各种枝角类的生态面貌有一定帮助
.

本文所用材料采自全国沿岸各地
,

北自渤
、

黄海
,

南迄台湾海峡南部水域 (采集地点

和时间详见表 1 )
,

共采集样品约 300 号 ” ,

其中大部 分是 从渤
、

黄海 (大连湾)
,

南黄海

本文 1982 年 3 月 9 日收到
.

l) 尸
o d o , p o zy p 人e o o id e :

已被 M o rd u kb a i一
o lto v sk o i 〔‘〕 移到新创立 的拟大眼极新属 (p le o p ‘s )

.

近年

来
.

G ie sk e , t 忍〕 和 E r ik s s o 。 〔”〕 都同意这个修订
,

将 P o d o n Po l夕户he m o id e :
(多型大眼搔) 改为 Ple o P i:

p ol y Ph。, 。fd e :

(多型拟大眼搔)
.

本文也采用了这个新属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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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品的采集地和时间
井

采集地(海区 ) 采集时间(年
、

月
、

日) 样品数(瓶)

渤
、

黄海(大连湾〕
1 9 8 0年5一1 0月

1 9 8 1年6一 1 0月

南黄遂波东海(包括连云港
、

长江口
、

杭州

湾
、

温州湾 ) 众
一 .

、

1 9 74年8月 2已日一9月2 1 日

19了5年8月16日一 8月3D日
1 9了6年8月 6 日一8月龙日

16 6

艺

台湾海峡南部(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

1 9 72伍 4一 8月

19 7 3年2一9月

1 9 7 5年6一明
1盯6年6一 8月

11 2

, 不包括零星样品的采集一

\ ‘

经分析
、

鉴定结果、 共发现 导种海详枝角类 (表 2 ). 这与前文
〔‘’
调查结果完全一致

、

在这 5 种海洋枝角类中以鸟嚎尖头搔和肥胖僧帽橄最 占优势
,

可称为我国最普通的海洋枝
「

角类
.

_

表2 海洋枝角类的种名
、

采集地和时间
赞

一一

种
、

名名 采集地地 采集时间 (年
、

月)))

欠欠欠

椒湾
、

黑右礁
、

小私髓 厂厂 1那0年5一 10月
,

1奋8 1年6一1 0月月
滋滋州

‘‘ 一

连云港
、

长江 口
、

杭州清
、

温州湾湾 19 仪年‘ 1盯6年 8一 9 月
---

「

鸟嚎尖头涯涯涯 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场 19 7 2年4一8月
.

1盯3年2 一仑月月

1111111口7 5年6一8月
.

1匀了6年6一8月月

肥肥胖僧帽汪
,,

同 上上 同 上上
、、 〕〕〕〕

诺诺氏僧帽提提 大连湾
、

黑石礁
、

小平岛附近近 1 98 0年 5一10月月

1111111 9 81年6一1 0月月

多多型拟大眼汪汪 面 上
一

「 一 ’’

同 上上

洲洲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
_

少
-----

1 9 7 2年8月月
闽闽闽南

户
台湾浅滩渔场场场

一一一 牡 ;;;;;

史史氏大眼滋滋 闽南了台湾却主渔场
:

_

二
-

一

1解 2年8月月月

皿

. 不包括零星样品的采集
.

1 ) 这些样品的采集是和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

作者在此对福建省水产研究 所 (闽南 渔场调查队)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东海污染调查队采集南黄海和东海的样品)
、

辽宁省海洋 水产研究所 (采集大连湾样

品)
.

以及其他协助采集的单位和个人 (因篇幅有限不再二一列举〕表示深 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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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

关于海洋枝角类的地理分布
,

在国外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
,

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
,

但

这些调查大多限于近岸海区
,

而这些海区
一

也正 是海 洋枝 角类 的主 要繁 殖区 和分 布区
.

D ol g oP ol :
Ica ia 〔石〕 的海洋枝角类的世界各海分布图

,

可供参考
.

由于我国过去海洋调查很

差 (除少数渔场和港湾外)
,

有关我国海洋枝角类在措岸的地理分布资料甚感贫乏
,

仅作者

在前文中曾作了简要报道
,

但仅列举了一些国内
、

外产地
.

本文在这方面作了补充
,

并绘

制了各种枝角类在我国沿岸的地理分布图 (图 1 )
.

兹将作者找到的 5 种枝角类在国内
、

外

的地理分布 (结合其他学者调查结果 ) 简述如下
:

(一 ) 鸟味尖头溉

1
.

国内分布
:

本种在我国沿岸分布很广
,

遍及各海区
.

据作者在前文及本文的调查结

果
,

鸟嚎尖头搔已在下列地区采到
:

黄
、

渤海 (大连
、

烟台附近海域 )
、

南黄海 (青岛
、

连

云港附近海域)
、

东海 (舟山群岛附近海域
、

杭州湾
、

温州湾)
、

台湾 海峡 (福建 台山
、

平

潭
、

厦 门和东山沿岸及闽南渔场)
、

南海 (海南岛
、

香港大鹏湾)
.

如图 1 所示
.

2
.

国外分布
:

本种在国外分布也很广
,

除两极海区 (北冰洋
、

南极海) 外
,

世界各海

都产
,

包括下列海区
:

印度洋 (包括马六甲海峡
、

非洲东部沿岸
、

澳大利亚西部沿岸)
、

红

海
、

地 中海 (包括亚得里亚海
、

爱琴海
、

非洲北 部沿岸及地中海 西部 海域)
、

黑海
、

欧洲

北海
、

北大西洋 (包括美洲东部沿岸
、

葡萄牙沿岸)
、

南大西洋 (包括非洲南部沿岸)
,

北太

平洋 (包括 日本东部沿岸
、

美国西部沿岸)
、

南太平洋 (包括澳大利亚东南沿岸
、

新西兰沿

岸)
.

从上述地理分布看来
,

鸟缘尖头搔确是一种分布很广的广温性
、

广盐性海洋枝角类
,

几乎每个大陆 (主要是暖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 ) 的沿岸都有它的分布
,

但不论在南半球或

北半 球
,

都很 少越 过南
、

北纬 4。
“ .

可见
,

这是一 种 暖 水 性 种类
,

这和 C al m a n 〔‘’ ,

F u lle r 〔 ’〕 的报道
, 1 7一 1 8

”

C 等温线是它的分布下限
,

大致 吻 合
.

但 G ibit z
〔. ’ ,

L o eh -

h e
ad

〔’〕

等都发现这种枝角类的适温范围更广些
,

可以生活在温度较低 (低于 1 7
O

C) 的海

域中
.

这样更扩大了它在温带的分布海区
.

(二 ) 诺氏僧帽遥

1
.

国内分布
:

根据作者和其他学者调查结果
,

这种枝角类的地理分布较前者为狭
,

仅

分布在渤海
、

黄海 (大连
、

烟台
、

青岛沿岸)
、

东海和杭州湾
; 而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都没有

采到 (图 1 )
.

2
,

国外分布
:

它在国外 也主要分布在北方海区
,

如 日本东北沿岸
、

朝鲜海峡
、

鄂霍次

克海
、

白令海
、

波罗的海
、

北海 (包括英国和挪威沿岸)
、

白海
、

巴伦支海
、

喀拉海
、

北大

西洋 (包括冰岛沿岸
、

格陵兰海 )
、

黑海
、

地 中海 (包括亚得里亚海
、

意大利和希腊沿岸
、

非洲北岸及地中海西部海域 )
、

印度洋 (包括阿吉拉斯浅滩)
、

美洲东部和 西部 沿岸
、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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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沿岸及澳大利亚东南沿岸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它在南极海和北冰洋邻近海区也曾被发

现
.

从上述地理分布看来
.

诺氏僧帽搔显然是一种冷水性较强的枝角类 (适温约为 1 3
”

C)
,

向北可分布到北纬 75
。

左右
,

向南可分布到南纬 67
。

左右
.

这种枝角类也能 适应 较 广 范

围的盐度 (上限可达 35
.

5输)
,

故在近海区或外海区都有分布
.

(三) 肥胖僧相溉

霭介一- , 一篇

图 例

▲ 鸟喻尖头秘

. 肥昨僧帽搔

△ 诺氏僧帽络蚤

冈 史氏大眼搔

沃莲
. △O

_

‘ . △O

烟台

青饥忍
.

了△ O 因

动 O 多型拟却, 搔

“
‘

下
汁温州

茹严
洲 导

口 护

瓤如

皿娜
。 一一一一一一了

了
才幽 .

”

比⋯扁料 勺

y.’盛 . 因

二海南岛

孙 .

, 切 龙
声海 诸 岛

q 月尸乡里

12口

图 1 中国沿岸 5 种海洋枝角类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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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国内分布
:

这是一种分布较广的海洋枝角类
,

北 自渤
、

黄海 (大连湾)
,

南迄海南岛

南端的榆林港都有分布 (图 1 )
.

它在山东沿岸 (烟 台
、

青岛附近海域)
、

江苏沿岸 (连云

港
、

长江口 附近海域)
、

浙江沿岸 (舟山群岛附近海域
、

杭州湾)
、

福建沿岸 (东山
、

厦门
、

台山附近海域)
,

以及我国台湾省附近海域
‘’

也都采到
.

2
.

国外分布
:

这种枝角类的分布几遍及世界各大海洋的温暖水域
,

如 日本沿岸
、

马六

甲海峡
、

印度洋 (包括阿吉拉斯浅滩)
、

孟加拉湾
、

红海
、

地中海 (包括法国南部沿岸
、

意

大利的里雅斯特湾
、

爱琴海及地中海西部海域 )
、

大西洋 (包括澳大利亚 南部 沿岸
、

新西

兰北部沿岸)
.

根据上述地理分布
,

肥胖僧 帽搔 主要 局限 于南北纬 40
。

之间
,

但 向 北有 越过 北纬

40
” ,

到达挪威南部沿岸的报道
.

总的看来
,

这是一种偏暖水性的广 分布枝 角类
,

这和诺

氏僧帽搔适成鲜明对照
.

这种枝角类也是广盐性
,

不论在近海或外海都有分布 (盐度上限

可达 35
.

83 编)
.

(四 ) 多型拟大眼搔

1
.

国内分布
:

这种枝角类主要分布在北方海域 (大连
、

烟台
、

青岛附近海 域 和 杭 州

湾)
.

值得提出的是
,

在闽南渔场 1 9 7 2年 8 月 31 日采集的样品中曾发现过几个标本 (图 1 )
.

2
.

国外分布
:

这种枝角类在世界各海分布是较广的
,

如 日本海西部
、

日本北部沿岸
、

里海
、

黑海 (罗马尼亚沿岸)
、

地中海 (包括法国南部沿岸
、

意大利和希腊沿岸
、

亚得里亚

海及地中海西部海域)
、

波罗的海
、

北海 (包括瑞典西部沿岸
、

挪威沿岸)
、

印度洋 (桑给巴

尔岛附近海域)
、

美国沿岸
、

非洲南部沿岸
,

以及新西兰北部沿岸等
.

从它的地理分布来看
,

多型拟大眼搔向北可分布到北纬 7 0
。

左右 (挪威北部沿岸 )
,

向

南仅分布到 40
。

左右
.

可见它也是一种偏冷水性的广温性枝角类 (一般栖息在北温带较冷

海区 )
,

但不像诺氏僧帽活那么显著
.

据报道
,

多型拟大眼活主要分布在低盐近海区 (适 盐范 围为 5一 30 输
,

而以 8一 18 编

最多)
,

是一种广盐性的河 口种 (半咸水种)
.

(五 ) 史氏大眼泯

这是一种分布较狭的海洋枝角类
.

它在我 国沿岸分布只限于山东 (青岛) 以南海区
,

如福建台山
、

厦门
、

东山及香港附近海域
,

而在香港的标本是由 P o
PP

e ‘’ 。 〕首先鉴定的新

种
.

这种枝角类在 国外分布也仅限于温暖海域
,

如 日本南部沿岸 (有黑潮流过的水域 )
、

印

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沿岸等
.

显然
,

这是一种暖水性较强的海洋枝角类
.

二
、

季节分布

海洋枝角类是一类季节分布比较明显的浮游甲壳动物
,

不但种类组成随季节而异 (如

1 ) 据 D o lg o p o lsk a ja 〔“〕的地理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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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出现冷水性种类
,

夏季出现暖水性种类)
,

而且更重要的是
,

它的种群数量 有显 著的

季节变动
,

变动的过程大致可分 4 个时期
: ( 1 )出现期

,

那时开始出现少数个体
; ( 2 )高

峥攀 那时数量很大
,

达到一年中最高峰
; ( 3 )享退期

,

那时 数量 逐 渐 减少
; ( 4 )稍李

期
,

种群开始消失
.

这种数量变动是和它的生殖方式
、

生殖量
、

生殖率分不开的
,

而生殖

又受到外界环境因子 (如温度
、

盐度
、

食料等 ) 的影响
,

其中对枝角类的季节分布来说
,

温度显然是最重要的—
温度愈高 (不超过适温范围的上限)

,

生殖愈快
,

数量愈大
.

枝角

类的生殖方式有二种—在温暖季节 (春
、

夏
、

秋)
,

当温度适宜
,

食料丰富时
,

它以孤雌

生殖方式来进行繁殖
; 那时

,

雌体 (称为孤雌生殖雌体 ) 产生大量孤 雌生 殖卵 (简称
‘

夏

卵
’

)
,

这种卵的卵壁较薄
,

数量较大
,

并且不需受精就能很快发育
,

故它的种群数量能在

较短时期内迅速激增
,

达到一年中最高峰
.

这种高峰几无例外地出现在温暖的夏季 ( 7 一

9 月 ), 那时枝角类在沿岸地区的浮游动物中常占优势
.

入秋以后
,

温度 逐渐 下降
,

数量

也随着逐渐减少
,

后因停止孤雌生殖而种群衰退
,

终于消失
.

当在种群衰退期
,

两性个体

(雄性和有性生殖雌体) 突然在种群中出现了
,

并逐渐增加
,

但数量不会很大
,

因这种有

性生殖雌体
,

只能产生 1 一 2 个有性生殖卵 (或称
‘

冬卵
’

) ; 这种卵的卵壁较厚
,

并在淡水

枝角类常有坚硬的卵壳 (称卵鞍) 包围
,

故能抵 抗冬季的恶劣环境 (水温很低
,

食料贫乏

等)
.

冬卵随着个体死亡或蜕皮
,

而沉入海底泥土中
.

当冬去春来
,

环境又 逐渐 好转
,

这

时
,

冬卵就孵化出孤雌生殖雌体
,

而又再度迅速繁殖起来
.

上述两种 生殖 方式 的相 互交

替
,

构成了枝角类的生活史
,

也是影响种群季节数量变动的主要内在因子
.

故在叙述季节

分布之前
,

有必要把生活史作一扼要阐明
,

使读者对数量季节变化的 过程 和原 因有 所了

解
.

本文先把国内几个主要海区枝角类的季节分布作一扼要阐明
,

然后和国外几个主要海

区的同种枝角类的季节分布作一比较
,

从而找出一些季节分布的规律
.

列举的这几个主要

海区都是调查得比较清楚的
.

换言之
,

季节分布的三个主要时期 (出现期
、

高峰期
、

衰退

期) 的出现月份都有明确记载
.

这样就减少 了海区列举的数目
,

因为很多海区的枝角类调

查仅仅限于 1 个或 2 个季节
,

不能看出季节分布的全貌
.

(一 ) 国内分布

1
.

渤海
、

北黄海
:
这个海区的样品采 自大连湾和烟

、

威始鱼渔场 (简称
‘

烟威渔场
’

)
.

在前一个水域 (图 1 ) 共发现 4 种枝角类
,

其中出现最早
,

持续时间较长的是 诺 氏 僧 帽

搔
.

这一种大约 5 月底就在该海区出现
, 6 月数量稍有增加

, 7 月大增
,

形成高峰
, 8

、

9 月略减
,

但 10 一 n 月底仍有它的踪迹
.

这种枝角类的季节数量变动一直 处于 较平稳状

态
,

波动不大
,

即使在 7 月的高峰期
,

也不可能成为浮游功物群落的主要组成者
.

肥胖僧

帽搔和多型拟大眼搔几乎同时于 6 月底开始 出现
.

前者 在 8 一 g 月达 高峰
,

10 月后逐渐

减少而终于消失
; 后者在 7 月份数量略有 增加

,

但 8
、

9 月份数 量已 减少
,

10 月就消失

了
.

鸟哮尖头 搔一般出现较迟
,

大约 7 月才能采到 ( 1 9 8 1 年从 6 月至 10 月均有出现
,

但

数量不多)
, 8 一 9 月数量很大

,

形成高峰
,

10 月后也就逐渐减少而 消失 了
.

所 以 这 三

种枝角类的季节分布大致相似
,

一般都 是在 夏季 ( 7 一 9 月) 较多
,

秋季 (1 o 月后)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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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连湾 1 9 8 9 年夏
、

秋季四种海洋枝角类相对数量的逐月变化

减少 (图 2 )
.

在烟
、

威渔场 (图 1 )也发现 4 种枝角类
.

据郑 重等
〔” ’

报道
,

首先采到的也是诺氏

僧帽搔
,

3 月初该种已在这水域出现
,

比其他枝角类早
, 6 月初数量稍有增加

, 7 月中旬

急剧上升
,

达全年最高峰
,

数量最多的 站位 的密 度为 1 20 个/ 米
“

以上
,

到 了 8 月已 近绝

迹
.

肥胖僧帽搔于 5 月初开始出现
, 8 一 9 月数量剧增

,

遍及整个调查海区
,

有几个站的

平均数量高达 4叨 个/ 米
“

以上
.

但进入秋季 (10 月)
,

已逐趋衰退而消失
.

这种 僧 帽搔显

然比前一种较多
.

鸟嚎尖头搔出现较迟
,

一般 7 月中旬才开始采到
, 8 一 9 月数量激增

,

达全年最高峰
,

在芝呆岛近岸一个站的平 均数量高达 6 50 个/ 米
“,

到了 10 月已近 绝迹
.

该海区的多型拟大眼搔很少出现
,

一般仅在夏季才能采到少量标本
.

由于这个海区与大连

湾毗邻
,

海况十分相似
,

故这二个海区的上述四种枝角类的 季节 分布
,

除诺 氏僧 帽搔在

烟
、

威渔场出现较早外
,

其他基本一致
,

都在 7 一 9 月夏季出现高峰
.

2
.

南黄海
、

东海
:

作者分析了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 研究 所于 1 9 7 4一 1 9 7 6 年 8 一 9 月

在黄海南部及东海污染调查区采得的样品中
,

仅发现 2 种枝角类
,

即肥胖僧帽搔和鸟嚎尖

头搔
.

它们在连云港附近水域
、

长江 口
、

杭州湾和温州湾从 8 月至 9 月均有分布
,

尤以 8

月较多
.

由于采集时间很短 (集中在 8 一 9 月)
,

未能看出它们的出现期和衰退期
.

3
.

台湾海峡
:

从 1 9 7 2
、

1 9 7 3
、

1 9 7 5
、

1 9 7 6 年在闽南渔场采得的浮游动物 样品 分析中

共发现 4 种枝角类
,

其中以肥胖僧帽搔的出现期最长
,

特别是 1 9 7 3 年
,

从 2 月 就 开始出

现
,

一直延续到 9 月底 (由于这年的采集工作到 9 月便告结束
,

未能看 出以后月份的数量

变动情况
,

但就当年数量分布情况来看
,

可能 10 月还有分布)
.

值得提出 的 是
,

该 海 区

1 9 7 3 年冬
、

春季的水温略高
, 2 月平均水温已高达 22

O

C (图 3 )
.

故为枝角类的繁殖 创造

了有利条件
,

这是该种提早出现的原因
.

该海区的其他 3 种枝角类 (鸟嚎尖头搔
、

多型拟

大眼搔和史氏大眼搔) 均从 6 月份才开始陆续出现
, 7 一 9 月为繁殖盛期

;
这时

,

鸟嚎尖

头搔的数量最大
,

常成为该海区浮游动物的重要组成者
.

9 月底 以后
,

枝角类的种类和数

量明显减少
.

值得提出的是
,

在闽南渔场的 4 种枝角类中以鸟嚎尖头搔和肥胖僧帽搔较占

优势
,

几乎每年都出现
,

并且夏季的数量很大 , 而多型拟大眼搔和史氏大眼搔却很少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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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闽南渔场 1 0 7 3 年春
、

夏两季海洋枝

角类的逐月教量变化与水温关系

A
.

枝角类出现海区的平均水温
;

B
.

枝角类相对数量的逐月变化
.

者是一种偶然出现的北方种类 (仅在 1 9 7 2 年 8

月 3 1 日的样品中发现过 )
.

图 3 表示上述 4 种

枝角类总数的数量变化与水温的关系
,

可见数

量随着水温的升高而逐渐增加
,

至 8 月份水温

和数量都达高峰
, 9 月后数量又随着水温降低

而减少
.

4
.

南海
:

在这个海区采到的样品中
,

仅发

现 2 种枝角类 (即鸟嚎尖头搔和肥胖僧帽渔)
,

其中以肥胖僧帽搔的出现时间较长
, 3 一 n 月

均有分布
,

而鸟嚎尖头搔一般在 5 月以后才能

采到
.

这两种枝角类均在夏季 ( 7 一 9 月 ) 数

量最大
.

史氏大眼搔过去虽曾在香港海区采到

过
,

但因标本很少
,

未能看出它的季节分布情

况
.

(二) 国外分布

为了简单明了起见
,

兹把国外调查比较清楚的几个海区的 3 种海洋枝角类的季节分布

列于表 3
.

表 3 世界各海三种枝角类的季节分布

种种 名名 海 区区 出现期(月 ))) 高峰期(月 ))) 衰退期(月)))

鸟鸟嚎尖头搔搔 黑 海海 555 888 12 (消失)))

亚亚亚得里亚海海 了了 8一999 10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日日日 本 内 海海 44444 999

诺诺氏僧帽沃沃 白 海海 666 7一888 1 000

的的的里雅斯特湾
井井 333 555 6(末)))

(((((亚得里亚海)))))))))

月月巴胖僧帽搔搔 维尔弗朗什湾
. 份份 4(初))) 7一999 1000

(((((地中海西部)))))))))

的的的里雅斯特湾湾 666 888 1 2(消失 )))

一 G u lf o f T r le s te (意);

. , B a y o f v illef r a n e he
(法)

.

从上列海区 3 种枝角类的季节分布看来
,

出现期迟早不同
,

就是同一种
,

在不同海区

也有早晚之分
.

例如
:

( 1 ) 诺 氏僧帽搔在的里雅斯特湾
,

早在 3 月业已 出 现
,

而 在 白

海到 6 月才 出现
, ( 2 ) 肥胖僧帽搔在维尔弗朗什湾早在 4 月初就已出现

,

而在的里稚斯

特湾到 6 月才出现
.

( 3 ) 鸟嚎尖头搔也有同样情况
,

它在日本内海于 4 月份就已出现
,

而在亚得里亚海则迟到 7月份才出现
,
相差也达 3 个月之久

,

可是
,

这 3 种枝角类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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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则不论哪个海区都比较一致
.

除诺氏僧帽搔在的里雅斯特湾为 5 月份外
,

其他海区都在

7 一 9 月
.

至于衰退期则一般都在 9一 10 月以后 (的里雅斯特湾的诺氏僧帽搔除外
,

它在

6 月末就开始衰退)
,

当进入冬季
,

枝角类就全部消失
,

这在各海区完全一致
.

总的看来
,

这 3 种枝角类
,

除出现期在各海区有较大差别外
,

高峰期和衰退期基本一致
.

与我国海区比较起来
,

这 3 种枝角类的季节分布除出现期互有差异外
,

高峰期 (除诺

氏僧帽搔在的里雅斯特湾为 5 月外 ) 也是基本一致
,

都毫无例外地在 7 一 9 月的高温季节

出现高峰
.

这可以说是海洋枝角类在世界各海 (包括我国沿岸 ) 季节分布的主要特点
.

因

此
,

夏季是采集这类浮游甲壳动物的最好季节
,

也是鱼类摄食枝角类最多的季节
.

三
、

分布和环境的关系

浮游生物的地理分布与季节分布是和环境因子分不开的
,

因为每类生物对环境条件的

要求不同
.

对海洋浮游动物来说
,

温度
、

盐度
、

海流和食料显然是比较重要的
,

其中尤以

温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暖水性种类分布在较暖的季节和海区

,

冷水性种类则分布在较冷

的季节和海区
; 同时

,

动物的数量变动 (季节分布的主要现象) 受温度的影响更大—温

度愈高 (不超过适温范围的上限)
,

动物的生殖愈快
,

数量的增加也愈快
.

因此
,

动物的数

量高峰一般都出现在高温季节
.

上述分布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海洋枝角类
.

从上述地理分布

和季节分布的情况看来
,

海洋环境对分布的影响是很大的
.

兹将影响分布的比较重要的环

境因子分述如下
.

(一 ) 温度

根据对温度适应范围的不 同
,

海洋枝角类大致可分二类
.

从图 3 (综合国内
、

外学者

的研究结果 ) 可以看出这二类的适温范围不全相同
.

一类是偏暖水性种类 (温度上限可达

26 一29
O

C
,

如鸟嚎尖头搔
* * 、

肥胖僧帽搔
* * 、

刺尾僧 帽搔
* 、

史氏 大 眼搔
、

多型 拟 大眼

搔
* *

)
,

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暖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海域
,

并且一般出现在温 度较 高的

晚春
、

夏季和秋初三季
; 另一类是偏冷 水性 种类 (温度上 限不 超过 24

O

C
,

而 下限 可达

7
“

C
,

如诺氏僧帽搔
、

刘氏大眼搔
*
) 主要分布于水温较低的北温 带海域

.

它们 在水 温较

低的早春 2 一 3 月就开始出现
,

因此
,

高峰期的出现 也较 其他种类 为早 (一般在 5 一 7

月
,

而暖水性种类则在 7 一 9 月)
.

不过总的看来
,

海洋枝角类还是一类
‘

喜暖性
,

动物
,

一般在温暖海区的种类较多
,

数量较大
; 同时一般在高温季节 (夏季 ) 繁殖最盛

,

达到一

年中最高峰
.

(二) 海流

海流也是影响分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子
,

而这个因子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影响枝角

.
本文未采到的种类

.

二 这 3 种枝角类的适温范围较广
,

故有时也可在较冷的北温带海域采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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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洋枝角类和水温关系

类的地理分布上
.

作为一类浮游生物的成员
,

枝角类的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海流
的分布

.

一般而论
,

偏冷水性种类 (如诺氏僧帽搔和刘氏大眼搔等) 的地理分布受寒流的

影响较大
,

而偏暖水性种类 (如肥胖僧帽搔
、

刺尾僧帽搔和史氏大眼搔等) 的地理分布则

受暖流的影响较大
.

例如
,

史氏大眼搔在南黄海
、

东海
、

南海东部及 日本以南海域的出现

显然是受黑潮暖流的影响
.

值得提出的是
,

刺尾僧帽搔被认为是北大西洋湾流的指示种
.

此外
,

鸟嚎尖头馈主要分布在近岸海区
,

特别是在河口附近的低盐水域
,

显然是受沿岸流

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这种枝角类可作为沿岸流的指示种
.

(三 ) 盐度

枝角类是一类广盐性动物
,

故盐度变化对它分布的影响不大
; 但在地理分布上

,

由于

对盐度的适应范围不同
,

大致有近海和外海之分—
有些种类 (近海种)

,

如鸟嚎尖头搔
、

多型拟大眼僵等偏于低盐性
,

主要分布在近岸海区
; 而另一些种类 (外海种)

,

如肥胖僧帽

活
、

刺尾僧帽像
、

史氏大眼 孟等偏于高盐性
,

主要分布在外海
.

但由于枝角类基本上是甲

类广盐性动物
,

上述二类不
一

可能截然分开
.

换言之
,

近海种主要分布于近海
,

但也可能出

现在外海
,

外海种也是如此
.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海流对它们的影响
·

值得提出的是
,

_

刺尾僧帽搔迄今未能在我国沿岸采到
,

可能与它的高盐习性有关
,

因作者所分析的样品主

要都是从近岸低盐海区采来的
,

一

(四 ) 食料

浮游植物是枝角类的主要饵料
,

也是影响分布的一个重要因子
.

在浮游植物的繁殖盛

期
,

枝角类由于食料丰富
,

大量繁殖起来
,

形成高峰
,

而这个高峰一般紧接在浮游植物高

峰之后
.

鸟嚎尖头蚤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

这种以浮游植物为主要饵料的滤食性枝角类
,

它

的高峰和浮游植物的高峰往往趋于一致
.

值得提出的是
,

枝角类大量分布在近岸区
,

可能

和浮游植物在沿岸的高度繁殖有关
,

但由于采集方法不同 (浮游 植物一般 用采 水瓶 或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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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

而浮游动物用较粗网)
,

这二类浮游生物的数量变动不能严格加以 比较
,

而只能 看出

它们的变动趋势
.

从 目前各国研究的情况来看
,

关于海洋枝角类和环境关系的问题
,

除温度外
,

还缺乏

深 入调查研究
,

如关于枝角类分布和浮游植物
、

盈度及海流的关系还不很清楚
,

有待今后

作进一步研究
·

储
认为

,

在这个问
缸

,
一

今
翩如开展娜蜘

研争
_

一

吻华电壁
类分布和环境因子的确切关系

.

换言之
,

实验丰态和自然生春结合起来研究
,

是今后海洋

枝角类的研究方向
. 1 , : 、

_
一、

四
、

‘

结
一

语
。

. .

一 :
、 _

,

⋯
、 :

卜

》
.

1
.

我国海洋枝角类共计五种
,

大致可分睐分布租广瀚布二大类
,

煎者如偏冷水性的诺
氏僧帽搔分布较狭

,

主要分布于杭州湾以北的
;

北方海域 (渤海、

北黄侮
、

南黄海 )
,

又如偏

暖水性的史氏大眼搔
,

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义青岛 )汾以南的南方海域 弋南黄海
、

东侮
、

台

湾海峡
、

南海)
.

广分布类包括鸟嚎尖头搔和肥胖僧帽搔
,

都是广 温性
、

广盐性 种类
,

广

泛分布于我国整个沿岸海区 (北自渤海
,

南迄南海)
.

至于多型拟大眼搔分布也较广
,

但不

像前二种那么普遍
,

因迄今它在南海尚未采到过
.

上述五种海洋枝角类在国外的地理分布

也作了扼要阐明
.

2
.

海洋枝角类的季节分布是比较明显的
.

一般偏冷水性种类出现较早 (如诺氏僧帽搔

在烟
、

威渔场 3 月初就会出现 )
,

达高峰期也较其他种类 略早 ( 7 月已达 高峰) ;
而偏暖水

性种类则出现较迟 (一般在 5 月后)
,

达高峰期也较迟 ( 8 一 9 月 )
.

当进入秋季 (10 月后 )
,

各种枝角类都普遍减少
,

终于在冬季全部消失
.

作者将我国常见枝角类的季节分布与国外

几个海区作了比较
,

发现其分布规律与我国沿岸基本一致
,

即春季出现
,

夏季高峰
,

秋季

减少
,

冬季消失
.

上述国内
、

外海区枝角类季节分布的一个突出共同点
,

就是数量高峰几

毫无例外地出现在夏季 ( 7 一 9 月)
.

为了阐明数量的季节变动现象
,

本文将枝角类的生殖

方式作一扼要叙述—
当枝角类以孤雌生殖方式繁殖时

,

数量很大
,

而当它以 两性生殖繁

殖时
,

则数量很小
,

这种生殖方式与水温密切相关
.

孤雌生殖是在温暖季 节 (主 要 是 夏

季 ) 进行
,

那时食料 (浮游植物 ) 也较为丰富
,

而两性生殖则主要在环境较差 (如温度较

低
、

食料较少等) 的季节 (主要是秋季 ) 进行
.

3
.

本文还扼要地讨论了分布和环境的关系
,

并着重指出
,

温度是影响分布 的 主 要 因

子
.

一般而论
,

偏冷水性种类主要分布在北方海域和较冷季节
,

偏暖水性种类主要分布在

南方海域和较暖季节
.

除温度外
,

海流
、

盐度和食料在不 同程度上也影响海洋枝角类的分

布
.

在这些因子中
,

海流对地理分布的影响尤为重要
.

本文提出了鸟嚎尖头搔和史氏大眼

搔分别作为我国沿岸流和黑潮暖流指示种的可能性
.

这些指示种的地理分布研究对水文学

工作者探索海流的来龙去脉
,

有一定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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