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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西部海域浮游介形类的生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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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台湾海峡西部海域浮游介形类的种类组成
、

数量变动和分布规律
,

分

析创门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并讨论其昼夜垂直分布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于 ���� 年 � 月一 �� �� 年 � 月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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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 � 个航次的综合调查

,

样品的采集和处

理按 《海洋调查规范》 进行
。

本文材料取 自大型标准网的浮游动物定量样品
,

各测站的水

文
、

化学诸要素的取值皆采用各米层实测数据的均值
�

一
、

种类组成与生态类群

本海域浮游介形类的种类较多
,

共 记录 �� 种
,

绝大多数属于暖水性种类
,

根据种的生

态习性及在调查中的时空变化
,

划分为 � 个生态类群
�

�
�

广盐暖水类群

该类群的种类较多 ��� 种 �
、

个数丰富 �占介形类年总数量的 �� � �
、

出现率
�
衡

、

所有

优势种皆属这一类群
�

它虽大量记录
一

�
�

夏
、

秋 两季
,

但春
、

冬两季也为数不少
�

其代表种为后

圆真浮萤 ��� �� �� ���
��� � � �� ��’� 和针

一

刺真浮萤 �� �� �� �动�� ,�� “ ��’、��� �。�
�

�
�

高温高盐类群

该类群虽种数多 �巧 种 �
,

但除个别种外
,

一般数量很少
, �

�三要分布 卜夏
、

秋两季的高

温商盐区内
。

大浮萤
·

�� ��� 动��
� �� 。�

�� 
� 。
�

、

斜突拟浮萤 ��� ��’。�’�� ��’介况 ,�’
, �,� � “�“� 和腹突

拟浮萤 护
�

�� � ����川� 等为主要代表种
�

�
�

近岸暖温性类群

仅记录一种
,

即李氏喜萤 �尸��� �
�

�� ! ��’� 加�胡玄�
,

它是随闽浙沿岸流进人本海区的
,

因此
,

只极少量记录于秋
、

冬两季的个别测站
� �

匕
�

本文 �
、
�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修改稿 �
二
�� � � 年 � 月 � �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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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区总种数的季节变化和各生态类群的季节更迭也较显著
,

即夏季最多
,

达 �� 种
,

秋季次之 ��� 种�, 冬季最少 �� �种 �
�

名生态类群中
,

以广盐暖水类群的种数较为稳定
,

而高温高盐类群的季节变化较大
,

夏季多达 �� 种
,

而冬季仅有 � 种
�

二
、

总数量的时空分布

浮游介形类总数量以夏
、

秋两季最多
,

� 月和 �� 月的均值分别为 �� �
�

�� 个 � �� ��
,
和

���
�

�� 个 � ����
, ,

前一高峰是由于后圆真浮萤大量增加造成的
,

而后一高峰是因尖尾海萤

�伪尸犷��� 
�
��’

� � �� �� �� 和齿形海萤 �仰�� �� �力
�
�� ��  � �� 的剧增所致

�

冬季介形类总数量明显

减少
,

� 月均值为 ��
�

�� 个 � �� ��
, ,

春季最少
,

� 月为 �� �� � 个 � ��� � ,
,

由此说明调查海

区介形类总数量的季节变化不显著
,

各采集期变化幅度为 �
�

�倍
,

正好介于沿岸区
�

与外海区

的变幅之间 �表 ��
�

表 � 本海区与其他海区介形类总量的区间比较

单位
�
个 � �� � � �

··

海 区区 春春 夏夏 秋秋 冬冬 变 化 幅 度度

台台湾海峡峡 � �
�

� ��� �� �
�

� ���  ! �
,

� ��� � � � ��� �
�

��倍���

福福建海岸带带 �
�

� ���   月��� ���� �
�

� ��� � ����

南南海中部部 � ��� ����  !!! � ��� �
‘

���

福建海岸带和南海中部介形类总量的资料分别取自国家海洋局三所的福建海岸带和南海中部的浮游生物调查报告
�

浮游介形类总数量的平面分布随季节变化而异 �图 �
,

��
�

春季
,

调查区以南部介形类总数量最多
,

而往北逐渐递减
,

至南日岛以北几趋绝迹
�

如

上所述
,

调查 区的南侧
,

即东山岛以南出现一高数量区
,

均值为 ��� 个 � �� �� ,
,

等于全区

均值的 � 倍
,

其密集中心 �南澳岛东侧水域� 的数量高达 ��� 个 � �� �� , 以上
,

这是由于细

长真浮萤 �瓜
� � � �人� �� �� ��� 馆 � �� � 大量增加的缘故

�

夏季
,

介形类往北扩布而遍及全区 �测站出现率为 ��
�

�� � �
,

但仍保持南高北低的分

布趋势
,

龙以调查区的东南隅的数量最高
,

个别测站竟达 � ��� 个 � ��� �
� ,

同时
,

��� 个
� ��� �

’
的等值线也往北布至金门岛东南侧

,

并由此形成一个从金门岛以南至调查区南侧的

大范围的高数量区
,

该区主要种类为后 圆真浮萤
�

秋季
,

与上一季度月较相似
,

但南部的高数量区更迫向近岸一侧
,

即在调查区的西南近

岸水域形成一个主要 由尖尾海萤
、

齿形海萤和针刺真浮萤组成的数量密集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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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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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春
、

夏季浮游介形类总数量的平面分布

� � � � �� �

� � � �

黔
、

� �� � � � 。

�

葬

�� 。

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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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刁
�

气

小

台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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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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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 � ��

�

图 � 秋
、

冬季浮游介形类总数量的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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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面
,

�日�日日
����月川
�川�引�引
‘

��
��州��断�

�一�,�

� � �

个 � �� �
�

图 � 各季度月介形类总数量的南北分布

冬季
,

介形类向东南方退缩并密集于调查区的东南隅
�

综观四个季度月的平面分布状况
,

均以调查区南部的数量最多
,

往北迅速减少 �图 ��

三
,

后圆真浮萤的数量变动

后 圆真浮萤是本调查区最优势的种类
,

是适盐下限和适温上限偏高 ��� 一��
�

�
,

��
�

�一

��
�

�℃ � 的广盐暖水种 �图 ��
�

春季
,

其数量尚低
,

� 月均值为 � � ! 个 � ��� �
, ,

但其平面

分布偏隅于调查 区的外侧
,

尤以东南隅较密集
�

夏季
,

达到数量高峰
,

� 月均值为 ���
�

�� 个

�� �� 耐
,

其平面分布出现调查区中段稀疏
,

而南
、

北两侧较为密集
·

秋季
,

个体数剧降
,

��

月均值只有 �
�

� 个 / 100 m 3
,

且呈往东南外海水域退缩的趋势
.
冬季

,

个体数进一步减少
,

2

月均值仅有 2
.
14 个 / 100 m

3,

仅在调查区东南外海水域零星分布
.

四
、

昼夜垂直移动

根据 1984 年 7 月 12 一13 日在 750 号站的连续观测
,

分析该站浮游介形类的昼夜垂直移

动
.

750 号站共记录 18 种浮游介形类
,

其中后 圆真浮萤
、

细长真浮萤和尖尾海萤呈明显 的

夜间上升
、

白天下降的现象
,

因这些种类的数量大
,

从而影响介形类总数量也随之 出现相同

的昼夜垂直移动节律 (图 5)
,

其余大多数种类
,

基本上属于昼夜垂直移动不明显 的类型
,

它们几乎终 日生活于 25 m 以深的下层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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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后圆真浮萤一温一盐关系

(图 中的个数为每 100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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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750 号站浮游介形类的垂直分布

昼夜垂直移动的性别差异
,

在后 圆真浮萤是较为明显的
,

即雌性个体的垂直移动较雄性

显著
,

这可能是不同激素的分泌影响它们趋弱光的程度不同
.

五
、

介形类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调查区位于台湾海峡西侧
,

即受闽浙沿岸水
、

粤东沿岸流和外海水系的强烈影响
,

又常

为季风的转换
、

台风的临至
、

降雨的多寡
、

径流的强弱以及大陆回辐射等多种因素所制约
,

由此影响介形类种类的多样性和数量变动
.

春季
,

5 月
.
温

、

盐均值分别为 21
.
65 ℃和 33

.
39

,

细长真浮萤
、

针刺真浮萤的个数较多
,

但大多数暖水种的个数仍很低
,

尤其高温高盐种类更少
,

甚至没有出现
,

因此
,

介形类总数

进人低谷
.
此外

,

正值季风转换期
,

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下
,

粤东沿岸流由南往北运移
,

明显

彤响调查区南部
,

东山岛以南为大于 23 ℃的相对高温水所覆盖
,

此外
,

23 ℃等值线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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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厦门岛以东外海区
,

相应地
,

在上述两个高温区形成两个高数量区
,

尤其是东山岛以南的

数量密集区的范围大
、

数量高
,

均值为 112 个 / 10 Om
, ,

为调变区均值的 2 倍
,

其主要种类

是针刺真浮萤和细长真浮萤
,

而厦门岛以东的高数量区则主要由细长真浮萤所组成
,

同时
,

该小区的外侧已 出现一些高温高盐种
,

如肥胖吸海萤 (Ha
lo
cyP
ris brev iros lr l’s) 和葱萤

(P or r口
e c ia p or re

o
ta )

,

其分布范围与
.
34
.
30 等盐线的走向一致

.

夏季
,

8 月调查区的温
、

盐值为各季度月之冠
,

若干主要广盐暖水种大量出现
,

如后圆

真浮萤 8 月均值高达 12 1
,

58 个 / 10 Om
3,

同时
,

多种高温高盐种也不同程度地出现
,

从而导

致介形类的总个数和总种数皆出现季度月的高峰
,

二者月均值分别为 193
.
37 个 / 100 m , 和

28 种
.
此外

,

东山岛以南受粤东沿岸流 的影响
,

一个盐度小于 33
.
50

、

温度大于 26 ℃的高温

和相对低盐水舌由海区的东南方楔人并往西北 向延伸至东山岛
‘

一南澳岛一线
,

在该区内
,

适

温 上限偏高 的广盐 暖水种一一后 圆真浮 萤高度密集
,

同时
,

该 区还 出 现 短 圆 荚萤

(Cy
cto le beris brevis )

、

多毛 拟弯喉萤 (p a
rava馆ula hirsuta ) 和 钝齿斯氏萤 (Sk 呀

she馆ia

cr en ula ta ) 等近岸暖水种类
,

而高温高盐种极为罕见
.
但东山岛以北为高盐水 (34

.
20 一

34
气

45 ) 所覆 盖
,

因此带来较多 的高 温高盐外海 种
,

如宽假浮萤 (Ps eu do co nc hoe ci
“

co nc en
tr ic a)

、

葱 萤
、

刺 嚎葱 萤 (p or
r
oe cia sP l’n ir os tr is)

、

肥 胖 吸 海 萤
、

长拟 浮 萤

(p a
racone人oecia ob to 塔a)

、

腹突拟浮萤 (p
.
de eiP ie

ns)
、

斜突拟浮萤 (尸尹
ro ee ra

)
、

尖头毛浮

萤 ( C o
nehoeeerta aeum l’n a ra )

、

短 形 小 浮 萤 (M ic
roconehoeeia 。u r ta

)

、

华 丽 双 浮 萤

(D is e
oeonehoeeia eles

ans)
、

钝圆双浮萤
·

(
D

.

t
a

m

e
n s

is
)
和大西洋直浮萤 (O rthoconehoeeia

at la nt ic a) 等
,

它们都是黑潮流系和南海中部海域最常见的种类
,

它们如此密集地出现可作

为北太平洋高温高盐水对本海 区影响的佐证
,

尤以厦门岛东南外海高欲区和海坛岛东南外海

区
,

形成两个外海种密集区
,

但二者在种类组成上有所区别
,

前者种类午沌
,

以宽假浮萤占

绝对优势
,

后者的外海种类多
,

但优势种不明显
,

仅葱萤和尖头毛浮萤的数量稍多
.

秋季
,

11 月温
、

盐值分别为 22
.
27 ℃和 32

.
65

,

一些适盐下 限和适温上限偏高的广盐暖

水种
,

如后圆真浮萤的个数剧减
,

但适温
、

适盐下限偏低的广盐暖水种的尖尾海萤和齿形海

萤等的个数明显增加
,

甚至形成各 自的数量高峰
、

从而保证介形类总数保持在较高量值上
,

月均值达 191
.
26 个 / 100 m

, ,

但就种数而言
,

由于一部分大洋暖水种的消失
,

导致总种数的

明显减少
.
在平面分布上

,

由于东北季风初起
,

闽浙沿岸流开始由北部近岸水域侵人调查

区
,

一个量值小于 31
.
00 的低盐水舌经平潭岛往南延伸至媚州湾

,

并造成该水域的介形类总

数量极少
,

仅有 10一50 个 / 100 m
3
此外

,

调查区的盐度值的分布基本上呈由北往南递增的

趋势
,

在高盐水与低盐水的交汇区
,

即 24
“

N 以南形成一个高数量区
,

其均值达 498 个

/ loom 3
.

冬季
,

随着闽浙沿岸流的加强和太阳回辐射的进一步减弱
,

调查区的温
、

盐值皆降至最

低值
,

从而
,

导致以暖水性种类为主导的介形类总数也极显著的减少
.
同时

,

高温高盐水迅

速往东南外海方向退缩
,

并在调查区的东南隅保持一高温高盐小区
,

区内温
、

盐值分别为

]9 ℃和 34
.
13

,

与此相关
,

该小区的介形类总数很高
,

并主要由针刺真浮萤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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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 语

1.本文分析了 37 种浮游介形类
,

它们绝大多数属于暖水性种类
,

并以后圆真浮萤
、

针

刺真浮萤
,

尖尾海萤
、

细长真浮萤和齿形海萤为优势种
.

2
.
调查 区浮游介形类具 3 个生态类群

,

即广盐暖水类群
、

高温高盐类群和近岸暖温性

类群
,

但广盐暖水类群最重要
.

3
.
介形类总数量以夏

、

秋两季的数量最多
,

冬季次之
,

春季最少
,

各季度月变化幅度

不大
,

介于沿岸区与外海区的变幅之间
,

反映了近海区的生物学特点
.

4
.
夏季

,

后圆真浮萤
、

细长真浮萤和尖尾海萤等优势种皆具夜间上升
、

白天下降的昼

夜垂直移动节律
,

但其他众多种类的昼夜垂直移动不明显
,

几终 日生活于 25m 以深的下层

水域
.

5
.
多种环境因素的介人

,

即不同水系的消长
、

季风的更替
、

径流的强弱以及大陆回辐

射的变化
,

导致介形类多样性的出现并左右其数量变动
.

参 考 文 献

伍伯瑜
,

台湾海峡环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

台湾海峡
,

l
(

1 9 8
2)

,

卜 卜7
.

陈瑞祥
,

台湾海峡西部沿岸浮游介形类的分布
,

海洋学报
,

城19 82)
,

5:
6 1 7

一 626

.

A n g e l
,

M

.

V

.
,

P l
a n

k t o n
i

e
O

s t r a c o
d

s 一h isto rie a l
,

P
r e s e n t a n

d fu
t u r e ,

P
r o e e e

d i
n

g
s o

f t h
e

R
o

y
a

l S o e i
e t y

o

f

E d i
n

b
u r

g h
(

B
)

,

1 9 7 2

,

7 3
:

2 1 3 一2 2 8
.

A n g e l
,

M

.

V

.

a n
d M

.

J

.

R

.

F
a s

h
a

m

,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v e r t i

e a
l

a n d g
e o g

r a
P h i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t h

e a
b

u n
d

a n 东sP e eie s o f

P la n k to n ie o strae o d s in th e N o rth 一E a st A tla n tie
,

J

.

万
ar.丑to l月ss

.
u
.
尤
.

,

5 5
(

1 9 5 7
)

,

3
:

7 0 9
一7 3 8

.

F a s h a m
,

M

.

J

.

R

.

a n
d M

.

V A
n

g
e

l

,

T h
e r e

I
a

t
i

o n s
h i P

o
f

t
h

e z o
o

g
e o

g
r a

P h i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s o
f

t
h

e
P l

a n
k

t
o n

i
e

0
s

t
r a e o

d
s

i
n

t
h

e
N

o r
t

h
e a s

t
A

t
l

a n
t

i
e

t
o

t
h

e
w

a
t

e r
m

a
s

s e s
,

J

.

M

a r 』101滋ss
.
U
.
K
.

,

5 5
(

1 9 7 5
)

,

3
:

7 3 9
一7 57

.

G
e o rg e

,

J

.
,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r e
p

o r t o n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a
b

u n
d

a n c e o
f p l

a n
k t o n

i
c

o
s t r a ‘o d s i n th e I n d ia n

O e e a n
,

B
u

lle

t in
of

t h
e

Na

t 勿n a l ln
szizu z。

of Sc
ie
n c

es of ln
dia

,

1 9 6 9

,

3 8
:

6 4 1 一6 4 8
.

M
a rte n s

,

J

.

M

.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P
a

t t
e r n s o

f P
e

l
a

g i
e

O

s
t

r a e o
d

a o
f

t
h

e
P

e r u
C

u r r e n
t

S y
s t

e
m

(
C

r u s
t

a e e a
;

O

s
t

r a c o
d

a :

H
a

l
o e

y p
r

i d i d
a e

)

,

A
s

P
e e t s o

f
e e o

l
o

g y
a n

d
z o o

g
e o

g
r a

p h y
o

f
r e e e n t a n

d fo
s s i l O

s t r a c o d
a

,

P
r o c

.

附
.
In l

一

Sy

脚P
.
O slra e oda

,

1 9 7 6

,

2 5 5
一2 6 2

.

M
a rt e n s

,

J

.

M

,
,

D i
e

p
e

l
a

g i
s e

h
e n

o
s

t
r a c o

d
e n

d
e r

M
A R C H I L E I

一E x p e d it io n ( S
o d o s t一 P a z ifi k )

,

I
:

V
e r

b
r e

i
t

U
n

g

,

2
0 0 9 叩g

raph ie un d B edeutug als Ind ikatoren fo r W ass
erk orper

·

(

C

r u s
t

,

o
s t

r a c o
d

a :

M
y

o
d

o
e

o
p i d

a

)

,

S l u

dle

s o n

Ne

o t r o
P ic

a
l

Fa

u n a a n
d

En

v
i

r o n
m

e n z
,

1 9 8 1

,

1 6
:

5 7
一9 7

.

、.J、J1.矛

l
内21,、1

产.、子.、r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