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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黑潮区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分布
‘

孟 凡 陈士群 吴宝铃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

摘 要 本文分析研究中日黑潮合作调查 (1 9 8 6 一 1 9 9 2年连续7年) 在东海北部黑潮

及其邻近海域采集的浮游生物样 品
,

并就饵科浮游动物 的生物量分布及其与海洋环

境 的关 系
,

作 概 要 总 结
.

结果 表 明
,

调 查 区 浮 游 动物 生 物 量 较 低
,

年 平 均 仅

71
·

22 m g / m
3

·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不明显
,

盐度是影响调查区浮游动物生物量季节变

化和年际变动 的重要 因素
.

东海黑潮锋和对马暖流锋在Zo o m 等深线附近海域
,

从北

到南把调查区划分为东西 两部分
:

在西部海域
,

生物量大于 som g / m
3 ;
在东部海域

,

生物量小于 5 0 m g / m
,

.

不同生态类群浮游动物及其生物量的时空分布
,

基本上反 映了

调查 区各个季节水文状况的基本特 点
.

关键词 浮游动物 生物量 黑潮区

月lJ 舀

黑潮是大洋环流系中的一支著名的西边界强流
,

也是北半球副热带环流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它运载着 巨大的水量
、

热量和能量
,

是多种经济鱼类的产卵场
.

海洋浮游动物在形成生

态系统结构和生源要素循环中将起关键作用
,

它是影响初级生产力
、

鱼类种群乃至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及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lj
.

浮游动物中有些种类仅栖息在特定的海洋环境中
,

这

些种类的分布和数量变动
,

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洋环境的变化
.

因此
,

开展黑潮区浮游动

物的调查研究
,

对开发利用该区域的生物资源及开展生物海洋学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

关于东海黑潮区浮游动物生物量的调查研究
,

中外学者 已作 了不少工作
仁2一 5 ,

.

1 9 8 7年
,

我

国国家海洋局与 日本国科学技术厅签署了中 日黑潮合作调查研究的实施协议
.

为此
, “

向阳红

09
”

号调查船和
“

实践
”

号调查船在
“

协议
”

正式签署之前的 1 9 8 6年开始到 1 9 9 2年
,

在东海

黑潮区和 日本以南黑潮区连续 7年
,

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性黑潮调查
.

这是继 C SK (1 9 65 一

1 9 7 7) 和 K E R (1 9 7 7 一 1 9 8 5) 这样大规模的黑潮调查以来的又一次国际性黑潮合作调查
.

本

文分析研究这项调查7年来在东海北部黑潮及其邻近海域采集的浮游生物样品
,

并就饵料浮游

动物的生物量分布及其与海洋环境的关系作概要总结
.

本文于 1 9朽
一 0 3

一

2 8收到
,

修改稿于 1 9 96
一

0 3 2 5收到
.

,

本项研究系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编号
: 4 9 2 7 6 2 7 8) 和

“

八五
”

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 (8 5
一

9 2 5一 0 5
一

。5) 的部分研究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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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本文材料系根据
“

向阳红09
”

号调查船于

1 9 8 6 ~ 1 9 9 2年
,

连续7年 n 航次在东海北部黑潮

及其邻 近海 域 (2 6
0

5 0 ,

一 3 2
0

4 0 , N
,

1 2 4
0

3 0 ,

一 介
1 2 9o 3 0’E

,

图 1)
,

使用大型浮游生物网 (网长

2 7 0e m
,

网口面积0
.

5m
2 ,

筛绢号 G G 5 6
,

筛绢

孔径0
.

5 2 9 m m )
,

从 Zo o m 水层至海面 (水深 <

Zo om 的测站则从海底至海面 )垂直拖网
,

采集 : .

的浮游生物样品
.

浮游动物的生物量系指在样

品中分离去含水量多的水母类
、

被囊类等称的

显重
,

换算成 m g / m
3

.

生物量的三维分布图使
用 s u R F E R 程序

,

借助计算机完成的
.

温
、

盐
2 9

要素使用美国 Mar k l 型 C T D 测定
,

数据均取

自表层至浮游生物拖网深度各层次的平均值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动
图 1 调查区的断面和测站分布

由表 1可见
,

调查区浮游动物生物量较低
.

年平均仅 71
.

22 m g / m
3

.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不甚明显
:

在大陆沿岸水强盛的夏季
,

生物量最高
,

达到 87
.

25 m g / m
3

(系指不同年份
、

相同季节的平均值
,

下同)
.

在黑潮水强盛的冬季
,

生物量

最低
,

仅62
.

71 m g / m
3 ,

两者变化幅度不足 1倍
.

春季和秋季是大陆沿岸水与黑潮水相互消长作

用的转换季节
,

生物量居中
,

分别为 6 3
.

5 5和71
.

35 m g / m
3

.

从不同年份
、

相 同季节生物量的变化情况来看
,

除了夏季年变化幅度较大—
超过 1倍外

,

其他 3个季节年变化幅度均很小 (表 1)
.

显示了黑潮区域生物生产力低下
,

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的特点
.

表1 各区域平均温度
、

盐度
、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动

调查航次 调查时间 区域 t土 5 于 (
n

)

19 8 6年夏

季 (6 月 )

近海水区

混合水区

黑潮水区

全调查 区

1 5
.

6 9士 0
.

3 4 (3 )

] 9
.

54 土 0
.

5 7 (3 )

2 2
.

4 5土 0
.

8 8 (5 )

] 9
.

8 ] 土 0
.

9 7 (1 1 )

S 士 S 二

3 2
.

8 3生 0
.

3 3
.

9 7土 0
.

3 4
.

30 士 0
.

3 3
.

8 ] 士 0
.

0 6 (3 )

28 (3 )

13 (5 )

2】 (1 1 )

1 4 2
.

3 9土 59
.

2 8 (3 )

4 8
.

62 士 16
.

1 5 (3 )

1 7
.

58 士 3
.

3 2 (5 )

60
.

0 8 土 2 1
.

2 4 (1 1 )

19 8 7年夏

季 (7一 8

月 )

近海水 区

混 合水 区

黑 潮水区

全调查区

2 2
.

4 5 士 0
.

7 2 (19 )

2 3
.

9 1生 0
.

4 3 (7 )

2 5
.

2月士 0
.

3 0 (16 )

2 3
.

7 心士 0
.

4 0 (4 2 )

3 2
.

4 9士 0
.

2 3 ( ] 9 )

3 3
.

6 3士 0
.

2 6 (7 )

3 4
.

50 土 0
.

0 7 (1 6 )

3 3
.

咤5士 0
.

] 8 (4 2 )

2 0 3
.

弃9土 24
.

70 ( 19 )

1 4 5
.

3 1土 28
.

2 1 (7 )

4 1
.

50 土 7
.

2 2 (16 )

1 3 2
.

0 9士 16
.

7 7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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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调查航次 调查时间 区域 t士 S 万 (n ) S 土 S ; (
n

) B 士S 石 (n )
份

1 98 7年冬 近海水区

3 季 (l 2 月 ~ 混 合水区

1 9 8 8年 1 黑潮水区

月 ) 全调查区

18
.

4 0士 0
.

6 4 (14 )

19
.

8 0士 0
.

5 8 (3 )

2 1
.

6 8士 0
.

4 5 (1 3 )

19
.

9 6士 0
.

4 5 (30 )

3 3
.

9 2 士 0
.

1 9 (1 4 )

3 4
.

6 1 士 0
.

0 4 (3 )

3 4
.

6 7 士 0
.

0 2 (1 3 )

3 4
.

3 2士 0
.

1 1 (3 0 )

.

12 士 1 0
.

9 4 (1 4 )
.

9 3 士 2 2
.

5 9 (3 )

0 5 士

5 0士

8
.

5 0

8
.

0 3 ::::

�匕s
n乙l87

.nj�b

近海水区

4 1 9 8 8年春 混合水区

季 (4 ~ 6月 ) 黑潮水区

全调查区

] 5
.

4 5士 0
.

3 9 ( 12 )

19
.

1 8士 0
.

54 ( 7 )

2 0
.

7 0士 0
.

7 4 ( 10 )

18
.

1 6士 0
.

54 ( 29 )

3 3
.

8 8士 0
.

2 1 ( 1 2 )

3 4
.

2 2士 0
.

2 4 ( 7 )

3 4
.

5 2士 0
.

0 7 ( 1 0 )

3 4
.

8 1士 0
.

] 2 ( 2 9 )

9 2
.

6 9士 12
.

9 9 ( 1 2 )

7 5
.

4 0 士 1 3
.

4 4 ( 7 )

5 1
.

2 9 土 5
.

4 1 ( ] 0 )

7 4
.

2 4士 7
.

17 ( 2 9 )

近海水区

5 ] 98 8年秋 混合水区

季 ( 10 一l ] 黑潮水区

月 ) 全调查区

2 1
.

5 7士 0
.

4 9 ( 9 )

2 2
.

5 4士 0
.

2 3 ( 10 )

2 3
.

1 9士 0
.

3 9 ( 10 )

2 2
.

4 9士 0
.

24 ( 2 9 )

3 3
.

5 2士 0
.

2 5 ( 9 )

3 4
.

3 3 士 0
.

0 4 ( 10 )

3 4
.

5 4 士 0
.

0 4 ( 10 )

3 4
.

15 士 0
.

1 1 ( 2 9 )

1 1 5
.

5 2 士 1 7
.

5 8 ( 9 )

7 4
.

36 士 9
.

4 5 ( 10 )

3 6
.

0 5 士 4
.

7 7 ( 10 )

7 3
.

9 2 士 8
.

7 5 ( 2 9 )

19 8 9年春

季 ( 4月 )

近海水 区

混合水区

黑潮水区

全调查区

1 6
.

0 6士 0
.

5 1 ( 8 )

1 7
.

74 土 0
.

19 ( 7 )

1 9
.

30 土 0
.

4 4 ( 2 1 )

18
.

2 8 士 0
.

3 6 ( 3 6 )

3 4
.

3 8 士 0
.

0 4 ( 8 )

3 4
.

4 6士 0
.

0 1 ( 7 )

3 4
.

4 9土 0
.

0 2 ( 2 1 )

3 4
.

4 6土 0
.

0 2 ( 3 6 )

l ] 2
.

3 0士 1 2
.

2 9 ( 8 )

7 9
.

3 4士 9
.

8 3 ( 7 )

3 4
.

2 8士 4
.

6 0 ( 2 1 )

6 0
.

3 8 士 6
.

8 9 ( 3 6 )

近海水区

7 1 9 8 9年秋 混合水区

季 (l 。月 ) 黑潮水区

全调查区

22
.

3 8 土 0
.

3 8 ( 7 )

2 2
.

7 1土 0
.

19 ( 5 )

2 2
.

8 1士 0
.

4 1 ( ] 4 )

2 2
.

6 8 土 0
.

2 4 ( 2 6 )

3 3
.

7 3士 0
.

] 8 ( 7 )

3 4
.

2 6士 0
.

0 6 ( 5 )

3 4
.

4 5士 0
.

0 3 ( 1 4 )

3 4
.

2 2士 0
.

0 8 ( 2 6 )

1 0 6
.

6 5 士 1 1
.

8 1 ( 7 )

5 7
.

0 7士 12
.

0 2 ( 5 )

2 9
.

0 0士 3
.

2 6 ( ] 4 )

5 5
.

3 1士 7
.

7 3 ( 26 )

3200

8963OC刀d
月

6�了

Q�

近海水区

8 ] 9 90年夏 混合水区

季 (7 一 8 月 ) 黑潮水区

全调查区

2 3
.

14 土 0
.

5 7 ( 10 )

2 4
.

0 4 士 0
.

3 1 ( 7 )

2 3
.

3 3士 0
.

4 0 ( 13 )

2 3
.

4 3土 0
.

2 7 ( 3 0 )

3 2
.

9 1土 0
.

4 0 ( 1 0 )

3 4
.

0 4土 0
.

0 9 ( 7 )

3 4
.

2 8士 0
.

0 7 ( 1 3 )

3 3
.

7 7士 0
.

18 ( 3 0 )

1 10
.

4 3士 2 1
.

6 6
.

0 1士 1 5
.

0 8士 3
.

5 8 士 9
.

( 1 0 )

( 7 )

( 13 )

( 3 0 )

内h八乃口曰OQ曰,d近海水区

9 ] 9 9 。年冬 混合水区

季 ( 12 月) 黑潮水 区

全调查区

19
.

6 8士 0
.

2 2 ( ] 0 )

2 0
.

9 7士 0
.

2 5 ( 5 )

2 1
.

6 3士 0
.

3 5 ( 1 5 )

2 0
.

8 7士 0
.

2 5 ( 3 0 )

3 4
.

2 5士 0
.

0 5 ( 1 0 )

3 4
.

4 8 土 0
.

0 8 ( 5 )

3 4
.

70 士 0
.

0 3 ( 1 5 )

3 4
.

5 1士 0
.

0 4 ( 3 0 )

94 士 18
.

9 8士 2 1
.

.

8 7士

.

9 1土 9
.

19

( 1 0 )

( 5 )

( 15 )

( 3 0 )

Q乙月咔一乃Ugq乃八h

近海水区

10 19 91 年秋 混合水区

季 ( 1 0 ~ 1 2 黑潮水区

月 ) 全调查 区

2 1
.

2 9士 0
.

3 7 ( 1 4 )

2 1
.

4 4士 0
.

3 2 ( 1 1 )

2 2
.

4 7士 0
.

3 4 ( 1 6 )

2 1
.

7 9士 0
.

2 2 ( 4 1)

3 3
.

4 8 士 0
.

2 6 ( 1 4 )

3 4
.

4 1士 0
.

0 7 ( 1 1)

3 4
.

6 6土 0
.

0 4 ( 16 )

3 4
.

】9生 0
.

1 2 ( 4 1)

1 2 2
.

3 0士 30
.

5 9 ( 1 4 )

1 1 6
.

3 1士 17
.

8 3 ( 1 1 )

3 0
.

3 5士 5
.

1 1 ( 16 )

8 4
.

8 1土 13
.

2 9 ( 4 1 )

近海水 区

n 19 9 2年春 混 合水 区

季 (4 一 5月 ) 黑潮水 区

全调查 区

1 4
.

9 8士 0
.

1 9 ( 4 )

1 7
.

7 2土 0
.

48 ( ] 2 )

1 9
.

2 9士 0
.

2 3 ( 30 )

1 8
.

5 ] 土 0
.

2 9 ( 4 6 )

3 4
.

13 士 0
.

0 8 ( 4 )

3 4
.

4 3 士 0
.

0 5 ( 1 2 )

3 4
.

6 0 士 0
.

0 1 ( 3 0 )

3 4
.

5 1士 0
.

0 3 ( 4 6 )

1 3 8
.

7 9 士 5 7
.

8 1
.

9 2 士 1 1
.

34
.

6 3 士

56
.

0 2 士 7
.

3 5

( 4 )

( 12 )

( 30 )

( 4 6 )

n6C乙9月O曰门一了

‘ t 为平均温度 ( C )
,

从 为平均温度的标准误
,

了为平均盐度
,

凡 为平均盐度的标准误
,

万为平均生物量 ( m g / m ”)
,

S石 为

平均 生物量的标准误
, n

为样本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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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区地处东海陆架和陆坡区
.

如以 100 m 和 2 00 m 等深线为界
,

可把调查区从西至东大

体划分为 3个 区域
:

在l o o m 等深线以西的区域 (主要指 3 0o N 以北 ) 为近海水区
,

这区域存在

着以低盐为其特性的东海沿岸变性水
、

黄海表层混合水和以低温为其特性的黄海深层冷水
.

在

10 0一 2 0 0 m 等深线之间的区域为混合水区
,

这 区域 为东海混合水所占据
.

在20 o m 等深线以东

的区域
,

为黑潮水区
.

在这个区域3 0o N 以南的为黑潮水所占据
; 在 3 0o N 以北的为对马暖流源

区混合水 (其性质与黑潮表层水相似 ) 所占据
.

由于各区域水文状况不同
,

生物量的分布和

季节变化也不一样
:

在近海水区生物量最高
,

年平均达到 1 18
.

26 m g / m
3 ; 在混合水区生物量为

次
,

年平均为82
.

27 m g / m
3 ; 在黑潮水区生物量最低

,

年平均仅34
.

60 m g / m
3

.

这 3 个区域生物

量的季节变化特点是
,

在近海水区和混合水区
,

生物量均以夏季最高
; 在黑潮水区

,

则以春

季最高
.

3个区域生物量季节变化的幅度均很小 (表 2)
.

表 1列出了调查区生物量
、

温度和盐度 表2 3个区域生物i 的季节变化 (单位
:

m g / m , )

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动值
.

若以近海水区
、

混合水区和黑潮水区 n 个航次调查的生物

量 (B ) 分别对温度 (t ) 和盐度 (S ) 进行

一元线性回归
,

可得数学模型如下
.

(1 ) B = 1 7 0
.

0 2 7 9 一 4
.

3 7 3 g t
, r 一

一 0
.

2 7 0 4
, n 一 3 3

,

统计结果表明
,

生物量

与温度相关不显著 (P > 0. 05 ).

区域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平均

近海水区 1 1 4
.

5 9 ] 5 2
.

10 1 ] 4
.

8 2 9 1
.

5 3 1 18
.

2 6

混 合水区 7 8
.

8 9 8 6
.

6 5 8 2
.

5 8 8 0
.

9 6 8 2
.

2 7

黑潮水区 4 0
.

0 7 3 3
.

0 5 3 1
.

8 0 3 3
.

4 6 34
.

6 0

(2 ) B 一 2 1 0 4
·

6 0 2 3 一 5 9
.

3 4 5 6 5
, r

= 一 0
.

7 6 2 4
, n = 3 3

,

经检验
,

生物量与盐度在 p <

0. 01 水平非常显著负相关
.

这表明
,

盐度是影响调查区浮游动物生物量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动

的重要因素
.

2. 2 生物量的平面分布

生物量平面分布的趋势是
,

东海黑潮锋和对马暖流锋在20 o m 等深线附近海域
,

从北到南

把调查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

在西部区域
,

生物量 > so m g / m
3 ; 在东部区域

,

生物量< 50 m g /

m
3

.

生物量的这种分布格局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

春季
,

在 1 2 8
O

E 以西大部分区域生物

量大于 5 0 m g / m
3 ,

特别在近海区 (1 27 oE 以西 ) 生物量都在 1 00 m g / m
3

以上川
.

但有的年份

(如 1 9 8 8年 )
,

生物量呈块状的不连续分布
:

在调查区西部和南部
,

各出现一片大于 1 00 m g / m
3

的高生物量区
.

在 1 2 8o E 以东的绝大部分区域
,

生物量仍小于so m g / m
3

(图Za )
.

夏季
,

50 m g /

m
3

的等值线向东推移 [ , 〕 (图 Zb )
,

有的年份 (如 1 9 5 7年 ) 可达 一2 9
O

E
,

而且在 1 2 8
O

E 以西的大部

分区域生物量均大于 lo o m g / m
3
[8j

.

秋季和冬季
,

50 m g / m
3

的等值线向西退缩
,

从调查区北部

的1 2 8
o

E 走 向南部的 1 2 6
o

E
,

其位置基本上与 Zo o m 等深线一致 (图Zc ,

f)
.

但有的年份 (如 19 8 9

年秋季 )
,

这条等值线仅退到 1 27
“

30
‘E 附近 (图2d )

.

1 9 8 7年冬季则呈现调查区北部和南部生

物量高 (多在10 om g / m
,

以上 )
,

东南部低 (小于25 m g / m
3
) 的分布趋势 (图Ze ).

组成高生物量区的浮游动物
,

春季和夏季基本相似
,

主要有挠足类的 ca lan us 女nl
c

uLc
,

毛

颗类的 S a g itta 占e己o t i
,

磷虾类的 E幼无a u s ia n a n a ,

端足类的 尸 a ra t人e m is t。 g r a c izip e , ,

介形类

的 E u c on ch oe ci a m a im 滋 及莹虾类的 L uc ,fe
二 int e

rnz
e成 u :

等
;
秋 季主要有挠足类 的 O , ca ea

v e n u s ta ,

E u c 人a e ta ‘o n c in n a ,

毛额类的 s a g it ta ‘

动
a ta ,

磷虾类的 E u p 人a u s ia n a n a ,

端足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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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t ri g on u s s c h iz o g e n e io 、 ,

莹虾类的 L u c

lfe
r in te r 。,尸J i,‘, 和介形类的 E u c o n e人o e c ia m a im a i

冬季主要有挠足类的 e a za n 。、 、‘n ic u 、 ,

毛颗类的 ‘。 g it ta 尸 n fl a ta ,

磷虾类的 五u p 人
。 。 s ia , a n a

等
;

,

端

足类的肠
s t八 g o n u : : c 入iz o g e n e io 、 ,

介形类的 E u e o n c人o e c ia m a im a i和莹虾类的 五u o ife
: in re。

m e d iu :
等

.

【二

~ J

、

户

月
、

堪
丈 飞

二
’

; /

尤

一匀和
.

公�二�
.

切�曰

三三大\三

图 2 浮游动物生物量的三维分布

] 9 8 8年春季

19 8 9年秋季

b 一9 9 0年夏季 C

] 9 8 7年冬季 f

( m g / m
3

)

1 9 8 8年秋季

一9 9 0年冬季



5期 孟 凡等
:

东海黑潮区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分布

2
.

3 浮游动物及其生物量的分布与海洋环境的关系

东海
,

是个陆架宽阔的边缘海
.

西太平洋的主要洋流一一黑潮在其陆架外缘川流而过
.

大

陆沿岸水
、

东海混合水和黑潮水在不同季节的相互消长和变化
,

使得浮游动物及其生物量的

分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

春季
,

由于北方冷空气减弱
,

海面上的偏北风逐渐转为偏南风
,

大陆沿岸水扩散的方向

也随着由南 向东转移
.

调查区平均盐度降至 3魂
.

51 以下
,

小于 32 的表层低盐水舌 已抵达 30
。

一

31
“

N 附近水域[01
.

由于太阳辐射的加强
,

调查区水温 已逐渐 回升
,

表层水温 已达 20
‘

C左右
.

暖

温带近海种挠足类 Ca lan
u 、 : in icu : 随着沿岸水的扩散

,

在调查区西部大片水域密集
,

成为调查

区最占优势的种类
.

与此同时
,

暖水广布种如介形类的 E “co
,

ch oe o i。 m o im 。 ; ,

毛颗类的 S a爪 tta

e

动at a 和 5
.

be d ot i 及暖温带近海种磷虾类 E uP h 。us i。 。“ 。 a
等也接踵而至

,

在调查区西部出

现
:

浮游动物生物量开始回升
.

在黑潮水控制下的调查区东南部和东部水域
,

则出现许 多热

带外海种
,

如挠足类的 E u c人ire zl。 户u zc人ra
,

s o o ze e it , r ic e zza r e n , ‘: se rr a t a 和 E u a u g a户t ; lu s fl l
-

心e
。

: ,

毛颗类的 S a g itt a ly ra
,

莹虾类的 L uc lfe
二

tyP 。 和介形类的 SP ino ec 故 p ar th en od
。
等

·

热带外海生态类群的这些种类可作为黑潮指示种
,

指示黑潮水的势力范围
.

中尺度海洋过程的发生和发展是春季调查区最突出的水文现象
,

1 9 8 9年春季在调查区观

测到黑潮锋面涡 [l0 〕就是个 明显的例子
.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

在锋面涡的冷中心区
,

竟发现冷

水种挠足类 E uc al a n us bu
n梦 1 bu

n gi i
.

E
.

bu
n g “ b u n g “在冷中心区的发现

,

丰富了东海区浮

游动物区系的冷水种成分
,

并为冷 中心区涌升水的研究和黑潮潜流的研究提供 了生物学证

据 [ 6〕
.

夏季
,

是调查 区受大陆沿岸水影响强盛的季节
.

在强劲偏南风的作用下
,

大陆沿岸水大

举进逼调查区
.

表层盐度降到 32 左右
,

表层水温升到 28
‘

C 左右
.

许 多暖水广布种
,

如挠足类

的 Te m o ra sty llfE ra
,

U n d in u la v u lg a 月、 和 N a n n oc a za n u : m in o r ,

毛鄂类的 S a g itta e nj Za ta ,

莹

虾类的 L uc l’fe
二 in ter m e成us 及暖温带近海种磷虾类的 E uP h a u 女a

na
。 a
等在调查 区大量出现

,

成为4个季度中的数量高峰
.

浮游动物生物量也上升到 4个季度最高水平
.

随着水温的升高
,

挠

足类 Ca la n u : : in icu :
的数量开始下降

.

其分布范围
,

从春季时占据西部大 片海域
,

龟缩到由东

海北部混合水控制下的调查区东北部海域
.

值得指出的是
,

1 9 8 7年夏季是长江径流量的大年
,

32 低盐水舌能抵达 1 29 oE
.

与此相应的是
,

大于 50 m g / m
3

的生物量区也随之扩展到 1 2 9o E 附近

海域阁
.

秋季
,

由于北方冷空气节节南下
,

海面上的偏南风逐渐被东北季风所替代
.

大陆沿岸水

和东海混合水 已开始 向西退缩
,

32 等盐线已西退到 1 2 5o E 附近
.

与此同时
,

黑潮水对调查区的

入侵却逐渐增强
.

挠足类 Ca zan
u 、 、in icu 、 的数量骤减

,

在整个调查区仅零星分布
.

夏季时形成

数量高峰的优势种
,

如毛颗类的 s a g ltt a 己

nfl
a ta

,

磷虾类的 E u p h a u sl a
na na

,

莹虾类的 L uc 价
二

in te二
e di u :

等的数量已陆续下降
:

浮游动物生物量开始跌落
·

冬季
,

是调查区东北季风强盛的季节
.

长江冲淡水在强劲季风的作用下
,

已顺浙江沿岸

南下
.

黄海沿岸水虽向东南方向扩散
,

但在 1 00 m 等深线附近受阻于沿岸水锋
:

大陆沿岸水对

调查区的影响已很微弱
.

相反
,

黑潮水却控制 了调查区大部分水域
,

其表层盐度能达到 3 4
.

6

以上一些高温高盐的黑潮指示种
,

如挠足类的 ￡ u c人ire zza o r ie n ta lis 、

U n d e u c h a e t a in c isa 、

H 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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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or h a b d u s c la u s i
、

H a loP t ilu s se tu lig e r

和 (h n d a o ia : , a ,
,
; ‘

、

a n s ,

磷虾类的 E u Ph a u s ia d io m e d e a e ,

毛颗类的 S a 妙tt(
‘

ne o
de cl 对en ,

等在调查区 1 2 7
O

E 以东多处出现
.

调查区 o m 层水温降到20
‘

c 左

右
,

挠足类 ca z翻
“、 、In i,u

、

随着水温的降低
,

数量有所回升
.

但绝大 多数浮游动物数量都不高
:

浮游动物生物量降到 4个季度最低水平
.

综上所述
,

在春夏季
,

由于大陆沿岸水对调查区的影响逐渐加强
,

一些暖温带近海种和

暖水广布种在调查区大量密集
,

使得浮游动物生物量 日趋上升
,

夏季达到 4个季度最高水平
;

在秋冬季
,

由于黑潮水对调查区的影响逐渐加强
,

一些高温高盐的外海种虽有增加
,

但大多

数浮游动物的数量都明显减少
,

使得生物量 日趋下降
,

冬季降到 4个季度最低水平
.

由此可见
,

不同生态类群浮游动物及其生物量的时空分布
,

基本上反映了调查区各个季节水文状况的基

本特点
.

参加本文工作 的还有我所 的丘建 文
,

赵 晶
,

黄风鹏
;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马兆党

,

李

钦亮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的陈瑞祥

,

林 茂
,

林景宏等 同志
,

我所牟宏林 同志帮助

绘图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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