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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西南部水媳水母的生态研究

许 振 祖

(厦门大学)

本调查海区位于台湾海峡西南部
,

包括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的广 大 海 域 (北 纬

2 2
0

0 0 尸

一 2 4
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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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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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5

0

4 0 产)
.

本文结合福建省闽南渔场调查的 任务
,

着重

分析了该海区各个站位的浮游水媳水母类的个体数量
,

试就水媳水母的平面分布
,

季节分

布及生态特点进行探讨
,

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台湾海峡海洋学特点及水产资源开发利用提供

参考资料
.

过去
,

有关台湾海峡水媳水母生态的研究成果
,

有张金标和本文作者的论文
‘ ’

及张金

标的论文
〔‘〕 ; 其他零星散见于浮游动物综合调查报告

,

如 T 淤n g , 1 9 6 6 , 1 9 7。 ; Y u &

T ze n g , 1 9 7伪 Y u & L ee
,

19 70
〔’ 一 ‘〕 .

因此
,

本调查海区周年定量水媳水 母 生 态 的 研

究
,

除了福建南部沿岸部分研究之外
,

尚未专题研究报道
.

本文材料系 1 9 7 6 年 4 月一 1 9 7 7 年 3 月采集的
,

共有 21 个采集站
,

每月在各站 位 采

样品一次
,

其中除了 1夕7 7 年 1 一 2 月在各站位都采集之外
,

其他月 份 均 采 集 14 一19 个

站
,

但 11 月份因遇大风仅采集 3 个站位
,

故该月不列入分布资料的分析
.

水母类数量的统计系用大型浮游生物网 (网 口径 80 厘米
,

过滤部长 2 70 厘 米
,

筛 绢

国产 G G 3 6) 从底部到表层垂直取样
,

共获得 1 96 号定量的样品
.

水母数量采用个体 计数

法
,

以个数 / 1 0 0 米
“

为计算单位
.

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水媳水母总个体数的分布

从图 l 的水母总个体数来看
,

水媳水母全年有 4 个高峰月份
,

分别为 3 月 (1 10 个/ 1 0 0

米
“

)
.

5 月 (1 0 1 个 / 10 D 米
“
)
、

12 月 (7 6 个 / 1 0 0 米
“
) 和 g 月 (6 7 个八 0 0 米

“
)

,

其中 3 月

份起主导作用的种类是
:

四叶小舌水母 (方ri o P。 汾tr a Ph刃la)
、

半口 壮 丽 水 母 (A少叨ra

人e o is , o o a ) 和两手筐水母 (s o zo u n j e zz。 乙‘te n za e o za ta ) ;
而 5

、

9
、

2 2 月份起主导作用的

种类均是半 口壮丽水母
、

四叶小舌水母
; 周年有两次明显的低谷

,

则 2 月 ( 8 个 / 1 0 0 米
“

)

和 8 月(2 3 个 / 1 0 0 米
“

)
,

主要是四 叶小舌水母和半口壮丽水母两种个体数显著减少所致
.

本海区各个季节水母总个数的平面分布也是不均匀的
,

从图 2 来看
, 3 月份水母的密

集区是在广东东部石碑山角以南 (北纬 2 2
0

30 ‘ ,

东经 1一6 0 3 0 ‘)
,

总个数为 5 6 9 !
个八 0 0 米

“ ,

木文 19 81 年 3月 21 日收到
,

19 81 年 5 月 29 日收到修改稿
.

约 张金标
、

许振祖
,

福建南部沿岸水母类的分布
.

1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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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湾海峡西南部水媳水母总个体数
、

种类出现率和主要种类的逐月变化

主要为四叶小舌水母
、

半口壮丽水母
、

两手筐水母
, 4 月份水母密集区在广东 东 部 外 海

(北纬 2 2
“

3 0 了,

东经 1 1 7
”

0 0 产)
,

总个体数为 2 5 5 个八 0 0 米
“ ,

主要为半口壮丽水 母
、

四叶

小舌水母和宽膜棍手水母 (R ho p al on
e。。 拥 lat “二) , 5 一 6 月份水毋密集区都在福 建 南 部

东锭附近 (北纬 2 4
0

0 0 尹 ,

东经 1 1 8
0

0 0 了)
,

其中 5 月份水母密集区总个体数为 日4 9 个八 0 0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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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台湾海峡西南部水媳水母总个体数逐月密集区的种类组成及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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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状惑棒水付 (儿 a o d 忍c e a “ n d “l a t a ) :
.

真囊水母 ( E o p hy s o r a b fg e lo w f)
;

8
.

半口壮丽水母 (A g la o r a h e o fs t o o a ) ;

9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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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查海区逐月数量最高的密集区
,

它以半口壮丽水 母 占 优 势
,

达 95 % , 6 月 份 水 母

密集区总个体数下降
,

仅为 19 2 个/ 1 00 来
“ ,

主要种类为四 叶 小 舌水 母
、

半 球 杯 水 母

(几犷a lid io m he o fs Pha , ic 。切 ) 和细颈和平水母 (E ir e n e m e n o n i) , 7 月份密集区在 东碗以

东 (北纬
’

2 4
0

0 0 ‘ ,

东经 1 1 5 0

3 0 ‘)
,

总个体数为 2 2 6 个八 0 0 米
3 ,

主要种类为四 叶 小 舌 水

母 , 8 一 9 月份
,

密集区均位于台湾浅滩以南 (北纬 2 2
“

3 0 了 ,

东 经
_

1 1 8
。

的
厂

一 1 1 5
”

5 0 ‘
)

,

其主要种类都是半口壮丽水母和四叶小舌水母
, ‘”月份水母声华辱早往近岸方 向 移 动

,

即在南澎yIJ 岛以南附近 (北纬 2 3
0

0 0 尹 ,

东经 1 1 7
0

0 0
‘

一1 1 7
0

5 0 产)
,

生要种类是不yIJ 颠高 手

水母 (B o
ug al’nv l’ll l’a br 犷ta 朋ica )

‘

及少量的四叶小舌水母
、

两手筐水 母 ; 12 月 以 后
,

水母

密集区往海区西南向转移
,

先在台湾浅滩以南
,

以后退缩在北纬 22 物。
‘,

‘

东经 1 1 6
0

30
‘

一

1 17
”

00 产
外海水域

,

个体数逐渐减少
,

主要种类仍然以半口 壮丽水母为主
.

总之
,

水媳水母总个体数的季节变化
,

主要取决于四叶小舌水母
、

半日壮丽水母
、

宽

膜棍手水母和不列颠高手水母等主要种类的数量波动
,

前三种是大洋暖水种
,

后一种是沿

岸暖水种
.

可见
,

影响总个体数的季节变化
,

水温和盐度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

从密集区的

平面分布来看
,

表现出春
、

夏两季
,

密集区由西南往北向推移
,

秋
、

冬两季密集区 由北往

西南退缩{ 这个分布特点
,

显然与外海水和沿岸水的相互推移和消长有着密切关系
,

因为

在密集区起主导作用的种类多为大洋暖水种
.

二
、

种类的季节分布

本调查海区水媳水母的种类组成共有 64 种
〔6 〕

.

这些种类在各个月份的出现率是不一

样的
,

其中以 2 月份 出现率最低
,

仅占总种数的 4
.

6 %
,

而 3
、

5
、

9
、

玲 月份出现率较

高
,

分别为 3 4
.

4 %
、 31

.

2 %
、

3 5
.

9 %
、

2 4
.

4 % (图 1 )
.

这种现象与总个体数的季 节 变 化

基本一致
.

从种类的季节分布来看
,

大致可分二种类型
:

(一 ) 四季常见类型

在调查 海区周年可见的水母有
:
四叶小舌水母和半口壮丽水母

; 全年仅1月或 2月份没

有出现的有
:

真囊水母 (E u户, , s o r。 。‘。e z。二‘)
、

波状感棒水母 住
a 。、‘e e 。 。 , 、。za , a )

,

宽膜棍

手水母和两手筐水母
.

上述这些这类
,

除了真囊水母和波状感棒水母是沿岸暖 水 性 种 类

外
,

其他都是终生浮游的大洋暖水性种类
,

它反映出本海区是个亚热带区系的特点
.

(二 ) 季节性类型

本类型的水母种类数较多
,

从表 1 可看出
,

春
、

夏两季水母种数最多
,

主要是沿岸暖

水性的花水母目和软水母目
; 秋

、

冬两季
,

虽然种类数减少
,

但仍然以花水母目和软水母

目占优势
.

这都表现本调查海区为沿岸性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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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媳水母各目在不同季节出现种类数

春
(3一 5月)

夏
(6一8月)

秋
(9一1 1月)

冬
(12一2月)

花花水母目目 8
‘

666 } 5 } 444

软软水母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77777 1 222

{
了 222

淡淡水水母 目目 0 lll l
{

000

硬硬水母 目目 l
·

0 1 一 lll

筐筐水母目目 3
「

3 2 222

总总种类数数
{

22 1666
!!!!!!!

三
、

主要种类的数量分布

(一) 四 叶小舌水母 L ir io 夕君 t e t r a 尹h夕Ila (Ch a m isso e t E yse n ha rd t 1 8 2 1 )

这是大洋暖水性的终生浮游的种类
,

分泛分布在世界各暖水域海区
.

在我国从黄海的

山东沿岸至南海广东水域均有分布
‘’〕

.

这是本调查海区的优势种
,

虽然周年可 见
,

但逐

月个体数分布有时空变化
.

从图 1 来看
,

以 3 月份个体数 最 高
,

达 66 个/ 1 0。米
3 ,

其他

月份均在 23 个 / 1 0 0 米
“

以下
.

本种逐月密集区的平面分布是
:

正当 2 月份水母总 个 体数

为最低产时
,

本种水母退缩在北纬 沈
。

30 生以南水域
, 在 3 一 5 月份

,

外海水逐渐侵 入 本

海区
,

本种水母也随着进入
,

但限制在北纬 2 3
“

0 0, 以南水域
, 6 一 9 月份

,

海区 处 于高

温期
,

表层水温为 25
·

27 一 28
·

85
O

C , 本种水母的密集区位于东旋南面 (北 纬 24
’

00 ’ ,

东

经 1 18
0

00
‘

一n 8
0

30 ‘) 水域
,

保持 4 个月之久 (图 3 )
,

这个密集区恰好在靠近沿 岸 水系

边界的混合水区
,

可能与丰富的饵料有关
; 10 月份以后

,

水母的密集区注西南 向 逐 渐退

缩 , 在 1 一 2 月份
,

水母稳居于北纬 2 3
。

以南水域
,

这与沿岸流和东北季风的影响有关
.

可见
,

四叶小舌水母是属大洋暖水性的种类
,

但它对盐度的适应略广
,

可分布在混合水区

或沿岸水域
,

可以说是大洋性广布类型
.

(二) 半 n 壮丽水母 A g la u r a 五e m is t
州

a (Pe ro n e t Le su e “r 18 0 9 )

本种水母是大洋暖水种
,

分布在各大洋的暖流区
.

我国自黄海的江苏北部沿岸至南海

均有分布
、 ’〕 ,

这是本海区的优势种
,

_

周年有三次的数量高峰
,

分别 于 5
、

9
、

12 月
,

低

产期在 2
、

1。月 (图 1 )
.

本种水母密集区角平面分布
,

在 , 一 2 月份
,

密集区的 位 置 比

的水域
,

水母更偏南 ‘图 “” 在 “一 4 月 ‘

释集 I

正是靠近外海水团边界的混合水区中 ,

四叶小舌水母更偏南 (图 3 ) ; 在 3一 4 月
,

集区位于北纬 2 2
0

3 0 尹
,

东经 1 1 6
0

3 0 /
一 2 1 7

0

0。
‘

5 月份密集区 往 北 向推 移
,

位 于 北纬
2 4

O

o0’
,

东经 1 18
0

00
‘

的水域
,

这是全年聂高数量的密集区
,

个体数 达 61 2 个八。。米
3 ,

它正是靠近沿岸水系与混合水区交接处
,

时间仅一个月
; 在 6 一 12 月份

,

水母密 集 区 退

缩在北纬 22
0

30 ‘
一 22

“

00
产

之间迁回
,

这是混合水区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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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本种密集区大多位于混合水区 (盐度大于 3 3 %
。,

小于 3 4 %
。
)

,

这与四叶小 舌 水

母略有不同
,

就是说
,

对盐度适应范围略狭一些
,

仍然属于大洋性广布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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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性

(三 ) 宽膜棍丰水每

木种为大洋暖水种
,

台冷海峡西南部主要种类逐月密集区的平面分布
-

_

一
公

. _

R ho 尹吐10 腼m a 口 e la t啊m G e g e n h砚盯 18 5 6

从垂直分布来说
,

是属了
\ 深型的种类 171

,

广泛分布于大 西洋
、



1 期 许振阻
:

台湾海峡西南部水蛤水毋的生态研究

太平洋和印度洋热带亚热带海区
.

台湾东南沿岸
、

南海也有分布
〔‘ 〕 .

这是调查海区 的 主

要种类
,

除 7 月份之外
,

几乎全年可见
,

但个体数很少
,

仅以 4 月份个体 数 较 高
,

达 13

个 / 10 0 米
“ ,

其它月份均在 10 个 / 1 0 0 米
“

以下
.

本种水母的平面分布与前 两种 不 同
,

全

年中有 1
、

4
、

5
、

12 月的密集区分布在北纬 22
“

3 0 / , 其它月份仅分布在北纬 2 2
0

00 产 以

南
,

表层盐度大于 34 喻
,

位于靠近外海水边界的混合水区或者位于外海水 的水域 (图 3)
.

极少数在 5 月份分布至台湾浅滩附近水域
.

显然
,

这种水母适盐范围较狭
,

是 属 大洋性狭

布类型
,

可作高温高盐水的指示种
.

四
、

水媳水母的生态类群

(一 ) 生态类群的划分

本调查海区共有水媳水母 64 种
,

这些种类按照它们的生殖方式
、

数量分布以 及 与 海

况水文条件的关系
,

可分成 3 个生态类群
.

1
.

沿岸暖水性生态类群

本类群的水媳水母主要分布在沿岸水和混合水的水域
,

是 以高温低盐为其主要特征的

沿岸种
.

这类群的水母
,

大多为花水母目
、

软水母目和淡 水 水 母 目
,

总 共 有 49 种
,

其

中花水母 目的代表种有
:

、

端粗 范 氏 水 母 以勺朋uc cl’ for bes l’)
、

晴 状 镰 媳 水 母 (加nc lea

e o n s公i云a )
、

不列颠高手水母和绩八束水母 (K o e llf吞e r in a e o n s公r ie ta ) ; 软水母 目代表 种有
:

波状感棒水母
、

半球杯水母
、

单囊杯水母 (尸h ial fdi’u o fol lea 细耐
、

锡兰和平水母 (E fre , e

c e 少lo n 。。 : 15 )
、

黑球真唇水 母 (E : c he ilo 公a 。。n o n e )
、 、

印 度 八 拟 杯 水 母 (O c 公o Phfa lid iu m

in 击cu m ) 和大型多管水母 (汉eq o re a o ac ro d ac 公刃a) ; 淡水水母 目代表种有芽 口枝管 水 母

(p r o b o e id a e i’y la o r n a 公a )
、

似钩手水母 (g e o l‘o n e o a s。。a o n s e )
.

本类群 以 春
、

夏
、

秋 季节

的种类最多
,

冬季种数最少 (表 2 ) ; 特别指出
,

冬季出现的种类常分布在北纬 23
。

以南水

域
,

表层水大于 Zo
O

C
,

如叉八束水母 (K o o llike r万n a d if
o r公ie ,‘la i.a )

、

拟帽水母 (P a r a 才苦a r a

d i夕i沁lfs )
.

2
.

沿岸暖温性生态类群

本类群的水母主要分布在近岸水域
,

是以广温低盐为主要特征的沿岸种
.

调查海区这

类群的种类很少
,

主要代表种是帽铃水母 (T far i亡。d ()n co 二ul 。动
,

分布在半咸淡水水域
,

出现季节为 12 一 4 月
,

表层水温在 15 一 20
“

C 之间
.

3
.

大洋暖水性生态类群

本类群的水母分布于外海水流经的区域
,

是以高温高盐为主要特征的大洋性种类
,

它

以硬水母 目和筐水母的种类为主体
,

以及少数花水母 目的种类
,

共有 12 种
. ‘

硬水母 目 的

代表种有
:
四叶小舌水母

、

半口壮丽水母和宽膜棍手水母
;
筐水母 目代表种有, 两手筐水

母
、

四手筐水母 (A eq ina ct’才r ea ) 和八手筐水母 (A e娜nu ra 少俪al d动
.

以上这些种类 营终

生浮游生活的
,

除了四叶小舌水母
、

半 口壮丽水母和两手筐水母分布在表层区之外
,

其它

是广深种
;

花水母目代表种有
:

刺胞水母 (C皿ae 拈 才ei. ra st 刃a) 和扁胃高手 水母 (B ou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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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湾海峡西南部不同季节的沿岸暖水种

种 类 } 春 } 夏 } 秋 } 冬

+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真囊水母

单囊怀水母

波状感律水母

端粗范氏水母

双球水母

皱口双手水母

感捧水母

外肋水母

盘状怀水母

宽八拟杯水母

鲜艳真瘤水母

宽外肋水母

双手水母

厦门隔膜水毋

管又水母

多管水母

八束水母

大型多管水母

溢八束水母

双叉八束水母

弯管拟杯水母

八瓣隔膜水母

锡兰和平水母

六辐和平水母

黑球真唇水母

印度八拟杯水母

半球怀水母

似钧水母

纵芽高手水 母

叶手水母

芽 口枝管水母

细项和平水母

顶突潜水母

马来侧丝水母

心形真唇水母

细小多管水母

沃洲多管水母

球形多管水母

中型八拟杯水母

厚伞拟杯水母

短腺和平水母

镜状多管水母

短柄灯塔水母

多手卷丝水母

球廷水母

E “ P hy s o r a b ig e lo 脚‘M a a s

Ph‘a lid ‘。爪 f
o lle a t“。 (M e C r a d y)

L a o d ie e a ”n d “Ia ta (F o r b e s e t G o o d s ir )

V a n n u e e ‘f
o r be s i (M a ye r )

D 坛e o d o n i“nt je
ffe r s o o i (M a y e r )

A , ”P hin e m a r o g o s u m (M a y e r )

L a o d ie e a fn d‘c a Br o w n e

E e t o Ple “r o d 。川 o r *亡e r i (V a n B
o n e d

e n )

P h‘a l id‘“m d ‘; c o ‘d “。 (M a 了e r )

O c t o P h‘a lu e i。 , f“ 。e r a r i“m (Q
.

e t G
.

)

E o t 云m a o r fe n * a l‘s (B r o w n e )

E e t o Ple o r a Ia t‘ta e n ‘。才a X u e t 乙h a n g )

A , 。P h‘n e 。: a d ‘, e o a (P e r o n e t L e s u e u r )

L e “e k a r tia r a h o e P P I宫1 H s u

D 葱e h o t o m ia e a n n o id 口5 Br o o k s

A e q o o r e a a e q u o r e a (F o r s k a l)

K o e llik o r‘n a

f
a s e ‘c “Ia * a (P

.

e t L
.

)

A e q o o r e a o a e r o d ac ‘y la (B r a n d t)

K o e ll亡舟e r i月a e o n s t r ic t a
(M e n o n )

K
.

d ff
o ,

f玄
c “la to X u e t Z ha n g

P h玄a l“e i“ 优 c “r口id “e * u 价 X u e t Zh a n g

L e u e k a r t‘a r a o c to 陀a
(Fle m in g)

E ir e 月e e e y lo n e . s玄忿 B r o w n e

E ‘r e o e h e x a n e m a li: (G o e tt e

)

E “c h e ilo * a m e n o 凡宜 K r a m p

o e t o P hia l“c i“市 ‘”d‘e “仍 K r a m p

Phso l记‘“。 he m i: 户h a r ie u , n (L in n e
)

S c o lio “e m a s o v a e n s e (A g a s s
.

e t M a y e r

)

B o “夕a ‘n . illia ”泣o b e M a y c r

N io b fa d e ”d r o * e n ta c “ la t o M a y e r

P r o bo s e sd a e *夕Ia o , n a t a (M e C r a d y)

E 公r e n e 爪 e ”o n云K r a m P

M
e r g a 亡e r g e s t玄n a (N e p p i e t S tia s n y )

H e l夕ie ir r h a m a la 夕e n : ‘s (St ia s n y)

E “c h e ila * a u e . tr 玄e“ Ia r is M e C r a d y

A e q “o r e a P a r u a B r o w n e

A e q “o r e a a “s t r a l玄5 U e h id a

A e q “o r e a g lo b o s a E s e h s c h o lt z

o e *o P h￡a l“c ‘“m 川 e d i“仍 K r a m p

P h ia l“e f“爪 e o n d e ”s“仍 K r a m p

E ‘r e ”口 b r e u ‘9 0 月a K r a m p

A e g “o r e a P e , s flis
(E s亡h s e ho lt z

)

T u r r it o Ps 玄5 la t a V o n L e n d e n f e ld

C fr r h o lo u e n ‘a P o l夕 n e们 a K r a m p

0 5亡r o “ 。o o fa ‘n 人e r 0 0 0 ic a (P a l一O s t r
.

)

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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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一12+十+
.

21束状高手水母

不列颠高手水母

峭状镰媳水母

拟帽水母

B o “夕a ‘n 口 illia r a 二 o s a (V a n B e n e d e :

B o “g a ‘。u ‘11‘a 石r‘云。”。‘e a
(F o r b e s

)

Z a n c l e a e o s t a t a G e g e n b a u r

P a r a tfa r a d ig fra lis K r a m p e t D a m a s

, an viI l:’a Pl 时y ga st er )
,

这两种水母以无性生殖方式直接从生殖腺产生水母芽
,

故可较长时

间进行浮游生活
,

广泛分布在三大洋暖水表层区
一
’

,

”〕 .

本类群水母的种类的季节变 化 不

显著
,

详见表 3
.

表 3 台湾海峡西南部不同季节的大洋暖水种

四叶小舌水母

半 口壮丽水母

宽膜棍手水母

八手筐水母

两手筐水母

小异形水母

四手筐水母

太阳水母

束q胞水母

枝管怪水母

扁胃高手水母

多刺纹水母

L ‘r‘o P君 t e 亡r a P h y lla (C
‘

e t E
.

)

A 夕la u , a h e 娜‘s t o o a (户
e r o n e t L e ,

.

)

尸人。户a lo n e 仍a v e la t u 厉 G
e g e b滋u r

A e 夕‘n u r a 夕r‘用 a ld i‘M a a s

5 0 1。。 。d o lla ‘￡*。”才a e o l。才a (Q
.

e t G )

H e t e r o tia r a 阴 i” , r V
a n h o ffe n

A e g i n a e ft r e a E
s e

h s c
h o lt z

S o lm a r ‘5 le o e o s t夕I。 (W ial)
’

C 夕才a e is 才e才r a s t夕 Ia E
s e h s e h o lt z

G e r夕o o ia P r o b o s e fd a l fs (F o r s k a l)

B o “夕a i : ”illJ.a 户Ia t夕夕a s t e r

(H a e e k e l)

0 才o P o r P a P o ly s t r ia ta X u e t Zh a n g

88888 666

(二 ) 不同生态类群的演替

调查海区位于台湾海峡西南部
,

海区南面与南磷
北部直接毗邻

,

有南海暖流经流本

海区北上
〔。

, ‘ 。〕 ;
北面与东海南端相连

,

闽浙沿岸流常在冬
、

春两季侵入本海区
; 西部靠

大陆
,

常受粤东
、

闽南雨量的影响
;
东南面受黑

_

潮支流的影响
.

因此
,

调查海区水文状况

较复杂
,

据温
、

盐度的牲质
,

本海区可归纳成三个水系
: 沿岸水

,

包括闽浙沿岸流和粤东

沿岸流
,

盐度小于 , “
种

.

外海水
,

包括南海暖流和黑潮支流
,

盐度大于 “‘
.

4编
; 混合水

,

就是沿岸水和外海水的娜合水体
,

盐度大于 33 编
,

小于 3 4输
。

一般
,

沿岸水占据本 海 区

的北侧和沿岸一带
,

外海水占据海区东南侧或近底层
,

混合水的范围取决于沿岸水和外海

水的消长程度
〔9 〕 . 、

.

_
.

水媳水母不同生态季群的演替与上述三种水系的互相推移有着密切关系
.

在 3 月份
,

以

大洋暖水性生态类群为主
,

位于北纬 2 3
“

。0, 以南的外悔水系的水域
.

嗣后
, 随着西 南 季

风的兴起
,

外海水向北推移加强
,

大洋暖水性 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
,

主要分布在混合

水区或混合水区的靠岸边界
,

从 10 月份以后
,

由于北方冷空气逐渐活跃
,

开 始盛吹东北

季风
,

闽浙沿岸水向南扩
一

展
,

大洋暖水性类群开始向东南退缩
,

位于北 纬 22
0

30 尹
东 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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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这种季节性的位移
,

反映出外海水和沿岸水互相推移和消长状况
,

沿岸暖水性生态类

群的演替主要取决于水温的变化
,

在秋末
、

冬季
,

随着北方冷空气的南下
,

闽浙沿岸流向

南伸展
,

调查海区的表层水温由南向北逐渐卞降
,

如在 1 一 2 月份
,

表层水温小于 20
“

C
,

位于北纬 23
“

00 尹 或 22
“

30 产 以北
,

没有出现沿岸冷水性种类
,

只有沿岸暖温性种类出现
,

如帽铃水母
,

而沿岸暖水性种类仅分布在北纬 22
0

30
尹 以南水域

,

如真囊水母
,

晴状 镰 媳

水母
,

波状感棒水母和拟帽水母等
,

其表层水温大于 2 0a C ,
春季

,

西伯利亚南 下 冷空气

衰退
,

沿岸流向南的势力减弱
,

高温高盐外海水向北的势力逐渐加强
,

表层水温向西北逐

渐升高大于 20
“

C
,

沿岸暖水性类群的种类显著增加
,

但个体数不及大洋暖水性类群
; 夏

、

秋两季
,

整个调查区处在高温期
,

表层平均水温为 25
.

27 一28
.

23
“

C
,

沿岸暖水性类 群 的

种类和个体数大大增加
,

分布于近岸和混合水区的水域
, 与大洋暖水性类群混合

,

构成了

种类组成的主要优势
.

综上所述
,

本海区水媳水母是以大洋暖水性和沿岸暖水性类群占绝对 优 势
,

时 间 较

长
,

‘

已们的演替与外海水和沿岸水的推移和消长有关
,

表现出本海区是属亚热带海区的特

点
,

但北纬 22
“

30 产 以南的东南部
,

是大洋暖水性类群退缩的方向
,

这可作为亚热带 与 热

带的过渡区
.

五
、

结 论

1
.

水媳水母总个体数的季节变化
,

全年有 4 个高峰
,

分 别 为 3
、

5
、

g
、

12 月
,

其

中以四叶小舌水母和半口壮丽水母起主导的种类
.

2
,

水媳水母总个体数密集区的平面分布的特点
,

是春
、

夏两季的密集区由西南往北向

推移
,

而秋
、

冬两季的密集区由北往西南退缩
,

这个分布特点
,

反映出外海水和沿岸水相

互推移和消长的状况
,

因为密集区的主要种类为大洋暖水性类群
.

3
.

水媳水母种类的季节变化可分两个类型
:

四季常见类型和季节性类型
,

前 者 种 类

少
,

个体数大
,

多为大洋暖水性种类
;

后者种
,

类多
,

个体数少
,

多为沿岸暖水性种类
,

这

反映出调查海区为沿岸性区系的特点
.

4
.

本海区水媳水母主要种类有
:

四叶小舌水母
、

半 口壮丽水母和宽膜棍手水母等
.

前

两种是大洋暖水广布种
,

后一种为大洋暖水狭布种
,

可作为高温高盐的指示种
.

5
.

本海区水媳水母可分三个生态类群
:

沿岸暖水性
、

沿岸暖温性和大洋暖水性类群
,

其中以沿岸暖水性及大洋暖水性类群占绝对优势
,

·

它们的季节演替
,

不仅反映出外海水和

沿岸水的相互消长状况
,

而且可阐明本海区是属沿岸亚热带区系的特点
‘

本文浮游生物样品是福建省闽南渔场调查队采集的
; 图版 由薛文玲复墨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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