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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海洋与河 口渔业重点开放实验室

,

上海 〕

摘要 根据 一 。沉〕年东海
, 一 、 ‘ 一 水域 个季节海洋调查资料

,

对浮游挠足类种类组

成及优势种作了探讨
。

东海浮游挠足类经鉴定共有 种
,

呈外海高近海低的分布趋势
,

夏季 种 秋季

种 春季 种 冬季 种
,

个季节皆出现的有 种
。

优势种 优势度 李 的 种
,

主要有

中华哲水蚤 。
、

普通 波水蚤 皿 , “

妙山
、

精致真刺水蚤 石以火 和 亚 强 真哲水蚤

勿 , 。 等
,

季节更替明显
,

在 秋
、

冬 季 优 势 种 中还 新 出现 了 多 种 中
、

小 型 挠 足 类
。

北 部 近海
“ “ 、 “

以 西 春 季 中华 哲 水 蚤
、

夏 秋 季 精 致 真 刺 水 蚤 与 水 温
、

盐 度 多 元 一 次 逐 步 回归相

关性显著
,

秋季普通波水蚤与水温
、

盐度相关性非常显著 尸
,

春季醒
刀召 以众 中心

渔场
· 一 ’ 分布与中华哲水蚤高密集区 一

· 一

平面分布具有 良好的对应关系 春
、

夏季鳃

鱼仔
、

稚鱼高密度 区 李
· 一 ’ 与中华哲水蚤高丰度 区 一 · 一 ” 相重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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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垃 鳃 叩 呷 而

东海大陆架海区 因受江河径流
、

大陆沿岸流
、

黄海冷水团及黑潮系暖流 的影响
,

从而 明显地反

映出其水文
、

化学要素及浮游生物的组成都 比较

复杂
。

浮游挠足类 由于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
,

与

海流间的关系密切
,

因而栖息于本 区 的挠足类也

十分复杂多样〔‘一 ’〕。

作者根据 一 年 在

东海
’ 一 、

以西海域 季调查所获

得的资料
,

对东海浮游挠足类 的种类组成和优势

种动力学
,

从平面分布
、

季节变化及其与水体环境

和渔业资源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 了探讨
。

为中国

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
、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等提供一个较全面的挠足类生态学特征的资料
。

材料与方法

浮游挠足类采样时间
、

站位设置及调查方法

见参考文献 仁 〕
。

优势种优势度 扮 和优 势种 更

替率 计算公式参见文献 「
, 。

取东海北部

近海 一 、

以西 同步观测 的 个 因

子
,

即表温 与
、

水 温 。 、

底 温 底 和表盐
。 、

盐度 。 、

底盐 底
、

水深和浮游植物

总细胞数
,

分析上述因子与浮游挠足类优势种之

间的相关性
。

醒仔
、

稚鱼系同步调查用浮游生物

大网水平拖 网采集
,

调查方法按照《海 洋调 查规

范 》
,

单位
· 一 ’。

数据统计方法参见 「
。

结果

种类季节变化及平面分布

本区 浮游挠足类鉴定到种的有 种
,

占浮

游动物总种数的
,

居东海浮游动物种数第

位仁川
。

上述种类在 个航 次 中皆出现 的有

种
,

占挠足类种数的
。

夏季种类最多
,

达

种
,

秋季和春季次之
,

分别为 种和 种
,

冬季最少 种
,

种类季节更替明显
。

从 图

可见
,

挠足类种数平面分布呈外海高
、

近海低
、

南

部高
、

北部低的分布特征
。

春季各测站挠足类种

类贫乏
,

北部近海一般在 种左右
,

东海外海和台

湾海峡水域在 种左右 图
一 。

夏季北部近海

挠足类种类组成仍然简单
,

但 种等值线向近海

和北部水域推进
,

东海外海和台湾海峡种类数在
一 之间 图

一 。

秋季 种等值线继续 向北

部近海水域扩张
,

南部和外海水域种类最丰富
,

一

般在 种左右 图
一 。

冬季种类数 明显下降
,

种等值线退 向 以南水域
,

东海北部水域一

般在 一 种之间 图
一 。

优势种及季节更替

取挠 足 类 优 势 度 〕 的 种 为 优 势

种风周
。

从表 可见
,

共有优势种 种
,

除微刺

哲水蚤 在冬季没有出现
,

其

它 种优势种 季 皆出现
。

其 中 季 皆为优势

种的仅中华哲水蚤 、 、 种
,

季的有

普通 波水 蚤 仪场汉滋、 二枷 和亚 强 真 哲水 蚤
“ , ,

两 季 的 为 异 尾 宽 水 蚤
、

精 致 真 刺 水 蚤 百 动

和达 氏波水蚤 ,
。

春
、

夏
、

冬 季均以中华哲水蚤 占绝对优势
,

而秋季则

以精致真刺水蚤的 值为最高
,

这些优势种随着

季节变化而 出现更替
。

根据优势种更替率 的

计算结果
,

值在冬 一 春季为最高
,

达
,

夏
一 秋 季次之

,

为
,

秋 一 冬季 居第 三位
,

为
,

而春 一 夏季最低
,

为
。

中华哲水蚤 为本区唯一 季皆出现的优势

种
。

如图 所示
,

该种冬季无密集区 出现
,

大部分

水域丰度在 一
· 一 ”之间 春季数量迅速增

加
,

高密集区 一
· 一 “ 分布在

‘

, ’ 一 ‘

水域
,

在
‘ , ,

水 域 有 一 个小 范 围的 中密集 区 一

一 ” ,

与浮游动物饵料生物量密集区范围完全一

致
,

这对带鱼的产卵群体的饵料供应和醒鱼早期

生长 发育具 有 特 殊 的意 义
。

高 密 集 区
· 一 ” 内 温 度 和 盐 度 变 化 范 围 表 温

一 ℃
、

底 温 一 ℃
、

表

盐 一 夏 季 主 要 密 集 在 以

北
, ’

以西水域
,

最高密集区 一

· 一 ” 分布于
,

和 一
,

水域
,

中

心丰度分别为
· 一

和
· 一 ,

另在 以西
, 一 水域出现一个小范

围的中密集 区 一 · 一 ” 。

夏 季最 高密

集区 一 · 一 “ 内温度和盐度变化范围

为表温 一 ℃
、

底温 一 ℃
、

表

盐 一 秋季数量大幅度 回落
,

仅在长江
口外 一 ‘ , ’

以北水域出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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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的低密集区 一 · 一 ” 。

讨论

优势种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东海北部近海各季挠足类优势种与环境因子

间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表 表明
,

东海北部近海春

季中华哲水蚤
、

夏秋季精致真刺水蚤多元一次逐步

回归相关性显著 尸 〕 普通波水蚤秋季多元

一次逐步回归相关性非常显著 尸
。

经逐步

筛选
,

个因子 中
,

除浮游植物总细胞数外
,

其他

个因子被引人方程 表
。

各 因子在不 同的季节

对各优势种 的影响程度均不同
,

按 值大小
,

显示

影响的主
、

次因子依次为底温
、

水

温
、

表温 等
。

其中春季中华哲

水蚤与 底和 相关性非常显著
,

写
。相关性显著

,

这与 年春季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

本调查水

域春季 底平均为 ℃ 一 ℃
,

平均

为 肠 一 中华哲水蚤最高丰度值
· 一 ” 分布水域 底 ℃

、 。 ℃
、

。

但海水中环境条件错综复杂
,

各种影响因

子也并非单独起作用
,

各种生物包括浮游动物和浮

游植物的生长繁殖受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不但

与温度
、

盐度等无机环境有关
,

与生物要素 如摄

食
、

种群演替及种间竞争 也有密切的关系
。

图 东海浮游挠足类种数平面分布
这 址

春
,

夏
,

秋
,

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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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挠足类优势种优势度和平均丰度

《 叨 衅

优势种

五

春 亡 夏 川 秋 冬

一

坛 山 瓦

之坛咸川止 洲烤 。

百血双八”乙公 诬话 “

刀刁。

忍 更汤配以

口记云 耐

召以 以 琳 叫
理吧 于“

刀 肋‘。坛 山

以 邵

瓜 山 期

“入配 刀‘

入 “ 云 肠刀召砧不邢

几刀刃怂 招 “翻乙

召哥“丙

献
“泛刀认 琳 “ 琳

魂卫

月健加

夕 吕 】
,

性式弓

了

,

一

毖

月台

刊

砚

注 一 表示 、 表示未出现

一 关

中华哲水蚤分布与醒渔场的关系

根据朱德山等〔’“ 〕的研究结果表 明
,

以鳃成鱼

胃含物的重量组成和 出现频率两个指标分析
,

醒

主要饵料生物为中华哲水蚤
、

强壮箭虫
、

太平洋磷

虾
、

细脚蛾
、

长额刺糠虾等
,

饵料组成具明显 的区

域性和季节变化
,

突出表现为饵料组成与鲤栖息

水域的浮游生物组成相一致
。

与鱿 中心 渔场 的 关 系 根据同步调查资料显

示 东海醒 的渔获重量 出现在春季
,

主要

分布在长江 口
、

浙江北部沿海及济州岛西南水域
,

中心分布区约在北纬 『 一 一线
。

从 图

可 以看出
,

春季鳃中心渔场
· 一 ’ 分布

与中华哲水蚤高密集 区 一 · 一 ” 平面

分布具有 良好的对应关系
,

春季 中华哲水蚤高度

密集在
‘ 一 一线

,

鲤中心分布区
· 一 ‘ 正好分布于 中华哲水蚤最高密集 区 内

。

这

为鱿在该水域的索饵和繁殖提供了极其优良的场

所
。

与毓仔
、

稚鱼的 关 系 东海春夏两季鳃仔
、

稚

鱼分布与中华哲水蚤平面分布具有 良好的对应关

系
。

根据同步的醒仔
、

稚鱼调查资料及图 显示

东海春季鱿仔
、

稚鱼分布范围为
‘ 一 ‘ 、

一 水域
,

呈明显的块状分布
,

其在
‘

一 、

嗯。‘ 一 ‘

的高密度 区 分布范 围

广
,

在
、 ‘

附近水域
,

其 中心密度高达
· 一 ’ ,

高密度 区 〕
· 一 ’ 与 中

华哲水蚤高密集区 一 一 “ 相重叠 图
一 夏季鳃仔

、

稚 鱼分布于
‘ 一 , 、

“ 一 水域
,

高密集 区 妻
· 一 ‘ 主

要分布 于浙 江近 海
’ 一 ‘ 、 ,

’

水域
,

其 中在鱼山列岛
‘ 、 ‘

附近水域 出现
· 一 ‘的最高值

,

正好位于

中华哲水蚤高密集区 一 · 一 ” 内
。

这为

鱿早期发育阶段的摄食和生长提供了良好的饵料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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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海 中华哲水蚤平面分布
一 “

丘。住 ‘ 璐 必哪
· 一 ”

春
,

夏
, 。 秋

,

冬
, , 。 胡加 ,

图中醒大于 叱
· 一 ’ ,

图中仔鱼大于
一 ‘ 图中鲤大于 地

· 一 ’ ,

仔鱼大于
· 一 ’

表 优势种与环境因子的逐步回归分析

加 扮 】加

季节

春 取

逐步回归方程

〔

中华哲水蚤 一 十 “ 水深 一 。 呱

精致真刺水蚤 一 与一 低

精致真刺水蚤 二 义 一 。一 低

夏秋

普通波水蚤 一 一 低 。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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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王 云龙
、

表联
、

蒋玫
、

陈渊 泉
、

陈莲芳等

同志参加 了大量的 工作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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