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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中部浮游端足类的分布

林景宏 陈瑞 祥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门 )

摘 要 分析了南海中部浮游端足类的种类组 成和数量分布特征
,

并就其与环境因

素的关系进行探讨
.

结果表明
,

与我国其他海域相比
,

本区浮游端足类具种数多
,

丰度低
,

单一种优势度低 以及季节变化幅度小等特点
.

所记录的94 种浮游端足类
,

主要由大洋暖水类群和厂盐暖水类群组成
,

它们的分布状况与爪哇海和龚他陆架区

的低盐水 团以及西 北太平洋次表层高盐水 团在本区运动和消长的关系密切
.

此外
,

下层高盐水的涌升 以及局部环流等也是影响浮游端足类分布 的重要因素
、

关健词 南海中部 浮游端足类 生态类群 分布特点 环境因素

月lJ 舀

有关南海海区的浮游端足类
,

以往我国学者已作了不少报道
〔’一 ”

’ ‘’,

但其中有的较侧

重于形态学方面
〔‘’ 2 〕,

有的则仅在分析浮游动物分布中附带提及
〔 3 一 ’ 二 ,

而对其生态方面的

专题报道甚少
‘ ’ ,

且范围有限
.

本文根据1 98 3年4 月一 1 9 85 年 l月在南海中部(12
’

~ 19
’

3 1 ‘N
,

11 1
’

~ 1 18
’

E ) 布设的42 个大面观测站 ( 图 1 ) 进行 4个季度月的综合调查中以大型浮游生物

网 (网 口直径so e m
,

网长2 7 o e m
,

筛绢G G 5 6 ) 从

2 00 m 至表垂直拖曳所获的 168 份浮游动物样品以 及

现场实测的水文化学资料
,

分析了该 区浮游端足类

的分布状况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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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类组成

经初步鉴定
,

本调查记录了浮游端足类 伟科43

属
,

共94 种 ( 附录 )
,

种数 明显多于我 国 学 者 过

去在东海 ( 7 。种 )
〔8 一 ‘ ’ 〕、

台湾海峡 ( 7 5种 )
〔‘ ’一 ’ ‘ 〕 l找

及南海北部 大 陆 架 ( 46 种 )
‘ ’

和 南 沙 群 岛 ( 34

种 ) 〔
5
” ’的记录

.

在4 个季度月中
,

种数的变化幅

1 !
‘

1 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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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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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中部浮游动物大面观测站位

本文于 19 93 一04 一 16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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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宋盛宪等
,

南海北部大陆架浮游端足类的分布及数量变化
, 1 9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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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大
,

其中以夏季出现的种数较多
, 7 月达74 种

,

其次是冬季 ( 12 月 ) 和春季 ( 4月 )
,

分

别 为69 种和 68 种
,

秋季 ( 9月 ) 种数最 少
,

但仍有64 种
.

此外
, 4季均有出现的达52 种

,

约 占

总种数的56 沁
,

可见本区浮游端足类的种类组成相对较稳定
.

根据生态习性和分布状况
,

可将本区浮游端足类大致分为 2 个生态类群
.

1
.

1 大洋吸水类群

这一关群的种类对盐度要求较高
,

在本区主要出现于受西北太平洋水影响较大的区域
,

其种数众多
,

但个体数量一般较少
.

代表种有武装棒头蛾 ( R hab d os 。。 a ar o at “。 )
、

尖棒

头蛾 ( R
.

田人ire i )
、

针简巧蛾 (尸hr o n io o 户5 15 s p io if
e r a

)
、

长足似蛮蛾 (H y p e r io id e s

Io n 夕i夕e s
)

、

武装片蛾 ( 少
厂

ibilia a r o a ta )
、

舌头蛾 ( G lo s s o e e Pha lu s o iln e
一 e d 脚 a r d s i )

、

隐巧蛾 (P h , 二n i。 。 s o d o n ta r ia ) 和长足尖头蛾 (O 二y c e p h a lu s lo n g ip e s
) 等

.

2 广盐暇水类群

该类群的最适盐度 比前一类群相对较低
,

如羽刺似蛮蛾 (万 yPer ioi des : 汤 a gi 爪:

斑真叶蛾 (万
u p r o n o e o a c u la ta )

、

孟加拉蛮蛾 (L
e s tr ig o n u s b e n g a le n s i : )

、

大 眼 蛮蛾

( L
.

, n a e r o Ph才ha lo u s
)

、

裂颊蛮蛾 (L
.

s c h
: z o g e n o io s

) 和尖头蛾 ( O x 夕e e Pha lu s c la u si )

等
,

它们主要密集于受爪哇海和翼他陆架区的低盐水影响较明显的区域
.

2 丰度的分布

本区浮游端足类丰度的 4 季均值力 0
.

4 3个/ m
‘, ,

与其邻近海域如台湾海J吠西部 ( ]
.

11 个

m
“

)
:
“

二

和南海北部大陆架 ( 1
.

43 个/ m
马

)
’ 、

等区域相比明显低落
.

在 4个季度月中以冬季

丰度最高 ( 。
.

55 个/ m
“

)
,

春季 ( 。
.

51 个/ m
“

) 和夏季 (。
.

48 个/ m
只

) 居 中
,

秋季丰度 最 低

(。
.

1 7个/ m
3

)
,

它们之间的最 大季节变幅约为 3
.

2 倍
,

明 显 小 于 台 湾 海 峡 ( 33 倍 以

上 )
〔’ “一 ‘ 魂 〕

和南海北部大陆架 ( 4
.

1倍以上 ) ”的季节变幅
,

体现热带大洋水域的生物学特

征
.

在平面分布上
,

春季有 3个高丰度区 ( > 。
.

5个/ m
3

)分别位于调查区北部和中部水域
,

尤以黄岩岛南侧和中沙群岛北侧局部水域最高
,

中心分别可达 2
.

32 个/ m
3

和 1
.

88 个/ m
“ ,

前

者主要 由双刺端蛾 (A tn Phi tll yr us 从动 i。 。 : “:
)

、

斑 真 叶蛾
、

沃 氏 小蛾 (H 夕Per iet ta

v o s : ele r i )
、

小拟毛蛾 (P
a ,

,

a t夕Ph is 夕a r u u s
)

、

斯 氏 小蛾 (万少P
e r io tta s te P he n s e n 饭) 和

具刺端蛾 (A o P川 th y ru : m ur at us ) 等组成
,

后者则以针简巧蛾 占绝对优势
.

夏季在海区 西

南部出现一大范围的高丰度区 ( > 。
.

5个/c m
”

)
,

局部可达 1
.

99 个/ m
3

(图 2 )
,

主 要 由孟

加拉蛮蛾
、

大眼蛮蛾
、

羽刺似蛮蛾和武装真叶蛾 (E
uPro no

o al
·

])l at a
) 等组成

.

此外尚有 2个

大于 。
.

5个/ m
3

的高丰度区分别位于海区东南部和北部局部水域
,

其中尤以前者量值较大
,

中

心可达 1
.

52 个/ m
3 ,

主要以羽刺似蛮蛾等 占优势
; 后者则以沃 氏小蛾

、

小真叶蛾 (E
u
Pr on oc

m in ut a
) 和针简巧蛾为主

.

秋季全区仅 出现儿个呈块状分布的较高丰度小区 ( 0
.

2 一 。
.

39 个/

m
“

)
,

位于 1 5
O

N 以南的这些小区主要由钳四盾蛾 ( T et ra th 势
·

us f
。 : 。

iP at us )
、

半 弯 灵蛾

(p hr o sin a s : , n ilu , : a ta )
、

武装真叶蛾和羽刺似蛮蛾等组成
,

而 ‘5
’

N 以北则以三宝颜秀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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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夕c a o o 户5 15 z a o b o a n g a 。
)

、

壳 短 腿 蛾

(B
r a 。h夕s e e lu s c r u s c ulu 胡 ) 和 沃氏小蛾等较

占优势
.

冬季丰度呈 现北高南低的 分 布 趋 势

(图 2 )
,

调查区北部绝大部分水域的量值都 在

。
.

5个/ m
3

以上
,

局部可达 2
.

52 个 / m
3 ,

主要以

长小巧蛾 (P hr o 。 io e lla e lo n g a ta )
、

半弯灵

蛾
、

圆短腿蛾 (B
r a c hy s c e lu : g lo b ic e p :

) 和

羽刺似蛮蛾等数量较丰
.

此外
,

在调查区中部

尚有 一个高丰度小 区 (。
.

5 一 1
.

57 个 / m
”

)
,

以沃氏小蛾和针简巧蛾 占优势
.

3 种的出现率和主要种的分布

在本区
,

除太平洋矛蛾 ( L a nc e ol a Pa 。 i-

从从 lll

少少
-

一
: 月月

一一一{{{ :::

一一止
.

卢
. .

⋯ ⋯

成派派

fi
c “

)
、

疑锥蛾 (S
o ina inc er t。 )

、

拉拿锥蛾 图 2 夏
、

冬季浮游端足类丰度的平面分布

(5
.

n a n a
)

、

宽额锥蛾 ( 5
.

Ia tif
r o n s

)
、

马氏钳蛾 (H y p e r o c he m a r tin e z i )
、

明晰附额

蛾 ( C a la o o : hy n e hu s p e llu c id u s
)

、

后足丽蛾 (L y c a e a p a 。hy p o d a
)

、

尖头 巾蛾 ( T u lld e -

, g e lla c o s p id a ta )
、

武装棒头蛾
、

具壳 半 毛 蛾 (H
e o ity p hi : e r ,才s t u la tu :

) 和 拟 臂 蛾

(尸
a r a : c el “: th y r o P“: )等种极为罕见外

,

其他种都相对较常见
,

其 中尤以沃 氏 小蛾
、

针

简巧蛾
,

羽刺似蛮蛾
、

孟加拉蛮蛾
、

斯 氏小蚁
、

武装真叶蛾和半弯灵蛾等较 占优势
,

但其优

势度明显低于东海和台湾海峡 (表 1 )
.

现将本区最主要种的分布状况分述如下
.

表1 不同海区浮游端足类最主要种优势度 的比较

东海二 i “ 〕 台湾海峡西部 〔 1 3 〕 本 区

种名
约占总量的

百分 比(肠)
种名

约 占总量的

百分 比 (肠)
种 名

约占总量的百分 比

(肠)

裂颊蛮蛾

大眼蛮蛾

大足原娥

3 4

l q

羽 刺似蛮蛾

孟加拉蛮蛾

大 眼蛮蛾

J 9
.

9 6

1 9
。

1 4

沃氏小蛾

针简巧中,芝

羽 4lJ 似蛮蛾

2 8

4 9

3
.

1 沃 氏小蛾

沃氏小蛾属暖水性环热带种
,

一般栖息于2 00 m 以浅的水域
’ 5 〕

.

在本区
,

其数量 高 峰

见于冬季 ( 。
.

06 个/ m
3

)
, 2月它儿乎遍布全区

,

并 以海区中央和西北局 部 水 域 最 为密 集

( > 。
.

1个 / m
3

)
,

中心可达。
.

引个/ m
3

.

春季数量仍然较高 ( 。
.

0 57 个/ m
.

)
,

但 主要分布

于海区东侧以及中沙群 岛与双子礁之 间水域 (> 。
.

1个/ m
“

)
,

尤以黄岩岛 北 侧 水 域 最 密

集
,

局部可达。
.

44 个/ m
3

.

夏季数量较低 ( 。
.

03 个/ m
3

)
,

仅调查区东部和东南局部水域的

量值较高 ( 。
.

1 一 。
.

25 个 / m
“

)
.

秋季数量很少 ( 。
.

01 个/ m
“

)
,

全区仅约 1/ 3 的测站出现本

种
,

且量值均在。
.

1个/ m
3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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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针简巧蛾

本种在调查区4 季可见
,

但具较显著的季节变化
.

春季它几乎遍布全区并出现数量 高 峰

( 。
.

09 个/ m
3

)
.

高数量区位于 中沙群岛以北水域 ( 。
.

2个/ m
3

)
,

局部可 高 达 1
.

1个/ m
吕

.

此外
,

在黄岩岛以北局部水域亦可达 0
.

32 个/ m
“

.

冬季数量居二
,

但量值己 锐 减 ( 。
.

02 个/

m
”

)
,

仅西沙和中沙群 岛南侧水域 以及黄岩 岛西侧个别测站量值较 高(。
.

1一 。
.

13 个/ m
,

)
.

夏季 (。
.

01 个/ m
3

) 和秋季 ( 0
.

00 3个 / m
s

) 的数量都很少
,

夏季在海区东南部几 趋 绝 迹
,

其他水域也大都在0
.

04 个/ m
’

以下
.

秋季在调查 区南部已完全绝迹
,

调查区北部也仅偶尔在

个别测站少量出现
.

3
.

3 羽刺似变蛾

羽刺似蛮蛾是台湾海峡浮游端足 类的绝对优势种
〔‘ 3 〕 ,

而在本区所出现的数量却大为逊

色
.

数量高峰出现于夏季 ( 。
.

04 个/ m
,

)
,

并以调查区南部较为密集
,

密集中心位于海区东

南隅
,

局部可达。
.

“个/ m
” ,

而在黄岩 岛周围水域的出现率低
.

冬季 (。
.

02 个/ m
3

) 和春季

(。
.

02 个/ m
“

) 数量居二
,

冬季主要分布于调查区北部
,

尤以海区北侧最密 集
,

局 部 可 达

。
.

2 1个/ m
“ ,

而在西沙群岛至黄岩岛以南 水域仅偶尔出现
.

春季主要密集于调查区西北 角
,

最高可达 。
.

45 个/ m
“ ,

而其他大片水域出现率低
.

秋季数量最少 ( 。
.

00 8 个/ m
“

)
,

仅 调 查

区西部的 出现率较高
,

且量值均在。
,

04 个/ m
3

以下
.

4 分布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调查结果表明
,

对本区浮游端足类的分布最具影响力的是爪哇海和翼他陆架区的表层低

盐水团(盐度范围为 3 2
.

50 一 33
.

6 0) 以及西北太平洋次表层高盐水团(盐度为34
.

70 一 35
.

3 3 )
.

这些影响在盛行西南风的夏季和东北风强盛的冬季尤 为显著
.

此外
,

下层高盐水的涌升和局

部环流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夏季

,

西南季风把来自爪 生海和翼他陆架区的一股势力很强的低盐水带入海区西南部
,

并往东北方向推进
,

与此同时
,

另一股势力较弱的低盐水出现在海区东南角
.

这些低盐水与

南海中部的相对高盐水交汇混合
,

给广盐性种类带来 良好的生活环境
,

一些最适盐度偏低的

种如孟加拉蛮蛾
、

大眼蛮蛾和羽刺似蛮蛾等数量大增
,

导致调查 区西南部和东南角分别形成

以广盐暖水类群为主导的高丰度区 ( 图2 )
.

此外由图 3可见
,

在这两个高丰度区 内
, 3 个主

要的广盐暖水种 (约 占高丰度区总量的56 肠 ) 的分布与低盐水的分布一致
,

基本上呈现从西

南往东北方向逐渐减弱的趋势
,

可见它们的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这些低盐水团对本

区的影响势力
.

冬季
,

在盛行的东北季风作用下
,

西北太平洋次表层水经巴士海峡楔入本区
,

也给本区

带来了为数较多的大洋暖水种如武装棒头蛾
,

长足尖头蚁等
,

有些种如长小巧蛾等个体数大

增
,

导致调查 区东北隅成为以大洋暖水类群为主导的高丰度区
.

此时全区浮游端足类丰度的

分布与盐度的分布趋势一致
,

基本上 由较高纬度向较低纬度递减(图 4 )
,

体 现了西北太平洋

次表层水对本区的影响是随纬度的减低而渐弱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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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夏季孟加拉蛮蛾
、

大眼蛮蛾和羽刺 图4 冬季浮游端足类丰度的分布与盐度

似蛮蛾的分布与盐度的关系 和纬度的关系

另外
,

由图 5可见
,

春季 18
’

N 断面浮游端足类丰度的分布 曲线起伏异常
,

尤其是在 1 13
、

和 1 1 5
’

E处
,

前者丰度极低 ( Q
.

01 个/ m
“

)
,

后者则猛增至 1
.

88 个/ m
” ,

二者相差幅度 高 达

188 倍
.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

一方面 由 于 调

查区西北部来自珠江口外大陆棚高 盐 水 体 上

涌
,

其前锋可达 1 7
0

15 了N
、 1 1 3

’

E
〔“ 〕
.

该处表

层水被上涌的下层高盐水所取代
,

并将之往四

周推移和累积
,

其结果是在涌升 区内浮游端足

类的 丰度极低
,

局部仅 。
.

01 个/ m
“ ,

而在其东

西两侧 明显较高
.

另一方面
,

由于西北太平洋

高盐水经 巴士海峡浸入本区后
,

在 运 移 的 过

程中受局部环流的影响 逐 渐 往 18
’

N
、 1 15
O

E

处积聚
,

在30 ~ 4 00 m 水层中形成以该处 为 中

心的高盐水体
,

其核心值高达34
.

86 ( 出 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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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1 1 : “ 飞{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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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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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图 5 春季 1 8
’

N 断面浮游端足类丰度的分布

75 ~ 100 m 水层中 )
〔“ ’
.

与此同时
,

一些大洋暖水种随这些太平 洋 水 的 运 移 而 向 18
’

N
、

1 1 5
’

E处大量聚集
,

致使该区浮游端足类的丰度激增 ( 1
.

88 个/ m
’

)
,

并以大洋暖水种针 简

巧蛾占绝对优势 ( 约 占该区总量的 60 肠 )
.

可见图 5 所呈现出浮游端足类的分布特征是 下 层

高盐水的涌升以及太平洋水的入侵和局部环流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
.

5 结语

1
.

本 调 查共记录浮游端足类94 种
,

其中以沃氏小蛾
、

针简巧蛾和羽刺似蛮蛾等 占优

势
.

在4 个季度月中
,
种数和丰度的高峰期分别见于夏季和冬季

,
而二者的低谷期则仄 时 出



海洋学报 16 卷

现于秋季
.

与东海
、

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等海域相比
,

本区浮游端足类具种数多
,

丰度低
,

单一种优势度低 以及季节变化幅度小等特征
,

体现热带大洋水域的概貌
.

2
.

根 据 生态习性和分布特点
,

本区浮游端足类可大致分为大洋暖水和广盐暖水两个生

态类群
,

它们的分布状况与爪哇海和翼他陆 架区的低盐水团以及西北太平洋次表层高盐水团

在本区运 动和消长的关系密切
.

低盐水的入侵可导致以广盐暖水类群为主导的高丰度区的形

成
,

广盐种孟加拉蛮蛾
、

大眼蛮蚁和羽刺似蛮蛾等的分布状 况在一定程定上可反映低盐水团

对测区的影响势力
.

而西北太平洋表层高盐水团的楔入
,

可促进以大洋暖水类群为主的高丰

度区的形成
,

它对本区的影响呈现随纬度的减少而渐弱的特征
.

此外
,

下层高盐水的涌升和

局 部环流等也是影响浮游端足类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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