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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湾赤潮生物的调查研究

许 澄 源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提 要

本文报道了 �� � 年 � 月至 �� 月在大连湾进行赤潮生物调查研究的结果
。

在大连湾里
,

特

别是臭水套
、

甜水套和大连湾沿岸海区已达到富营养级或过营养级
。

对于某些浮游生物 的增

殖以至发生赤潮具有一定条件
。

在该区域内
,

特别在夏季存在多种赤潮生物
,

是大连湾赤潮发

生的潜在因素
。

文中对该区域内的浮游生物种类
、

分布范围
、

生物量
,

以及优势种和它的季节

变化等作了叙述
。

赤潮是由于海域环境条件的改变
,

促使某些单细胞浮游生物的过盛增殖
,

引起海水变

色
,

危及鱼虾贝的一种现象
。

近代许多沿海国家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大量注入海域
,

使近

海物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

致使赤潮的发生越加频繁和区域的扩大汤坷
。

对渔业带来

严重危害〔�
,

周
,

已成为一些国家所关注的问题
。

在我国沿海也曾发现过赤潮的现象〔月 ,

但

频次甚少
,

危害不大
。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

防止海域污染
,

避免赤潮发生
,

免遭损失
,

应

给予一定的重视
。

根据近年大连湾海域污染调查
,

查明黄白嘴至大孤山连线以西海域 已受到一定的污

染
,

浮游生物的组成也有变化
。 � � �� 年 �� 月在大连港到和尚岛以西

,

在较大范围里海水

呈现为红色
,

经调查证明
�
是由于海水中含有大量的中缴虫 五挽名。‘公丽“。邝乙撇仇 �� � �

�

功
�

�所引起的
。

由此
,

大连湾已有赤潮发生的迹象
。

为了查明大连湾赤潮发生的可能性

和赤潮生物状况
,

于 � �  � 年 � 月至 �� 月进行了赤潮生物的调查研究
。

现将调查研究结

果报导如下
。

调 查 方 法

赤潮一般较多的发生在高温的季节里川
。

所以我们的调查安排在 � 月中旬到 �� 月底

之间
。

调查范围在鳃鱼湾
、

三山岛南端和黄白嘴连线以西的大连湾全区海域
。

其中共设

站位 �� 个�图 � �
。

在六个半月之间进行了五次全区域的调查
,

和八次局部区域的采样观

察 �表 � �
。

调查方法为取表层水样和用浮游生物网采集两种
。

各次调查中
,

在各站位取表层�一

米以内�水样 � �� 毫升 , 同时用小型浮游生物网�网 口直径为 � � 厘米
,

网高 �
�

� 米
,

筛绢为

� �号 � 从底到表层垂直拖捕浮游生物样品
。

共取样 ��� 份
。

浮游生物网采集的样品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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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马林 �� 环 �固定保存
,

待调查后检查 � 表层水样不加药物固定
,

当 日带回陆地及时检查
。

每份样品经沉淀或离心浓缩
,

随机取样
,

进行三次 以上定性和定量检查
。

生物量取三次计

量结果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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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次调查区域及采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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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结 果

�
�

调查期间所出现的浮游生物种类

� 月至 �� 月所取得的 � �� 份样品中
,

出现的浮游生物种类共有 �� 种
。

其中硅藻 ��

种
,

甲藻 �� 种
,

隐藻 � 种
,

纤毛虫 � 种
,

其他浮游动物 � � 种
。

表层水样中
,

共出现 �� 种
。

其中硅藻 � 种
,

甲藻 �� 种
,

隐藻 � 种
,

纤毛虫 � 种 �表 ��
。

表 � 各次调查表层水样中所出现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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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 锤 前 沟 藻

前 沟 藻 一 神

菱 形 裸 甲 藻

裸 甲 藻 一 种

裸 甲 藻 一 种

斯 氏 多 沟 藻

螺 形 旋环 藻

旋环 藻 一 种

尖 头 鳍 藻

钝 头 鳍 藻

五 甲多 甲 藻

多 甲 藻

隐 藻

波 海 红 胞 藻

纤毛虫 � ��� �毛。

� 有出现
。

表层水样中所出现的种类
,

在浮游生物网采集的大部分样品中均有出现
,

表 � 中各种

生物量大大高于其他种类的生物量
。

硅藻中的中肋骨条藻 �下面简称为骨条藻 �在各次调

查中均有出现
,

并且有多次较大范围的高生物量集中区
,

是大连湾内浮游生物种类中突出



的一种
。

另外
,
� 月至 �� 月在大连湾内出现多种甲藻

,

并均具有较高的生物量
。

这也是

在调查中较为显著的现象
。

�
�

表层水样中浮游生物 的分布范围

从五次全区域的调查看
,

表层水样中浮游生物的分布
,

均在大孤山和黄白嘴连线以西

�图 � �
。
� 月中旬 �第一次调查 �

,

分布在大染和将军石 以西 , 以东各站水样中未检出浮游

生物
。

�� 月底 �第五次调查 �
,

范围扩大到黄白嘴和大孤山连线稍东
。

浮游生物网采集的

样品中
,

除表层水样中的种类外
,

大部分种类分布在大染和将军石以东
,

并且种类和生物

量向东逐渐增多
。

布布布图 � 五次全区调查水样中浮游生物分布范围

�
�

优势生物种类
、

生物� 及其分布

种类
�

各次调查中出现的优势生物种类有骨条藻
、

指管藻
、

海洋原 甲藻和中绕虫等四

种
。

� 月份调查中
,

表层水样凡有浮游生物的各站位均有指管藻
,

其生物量在组成 中 占

� �一�� 。�
。

� 月
、

� 月中旬及 �� 月的三次全区调查中均以骨条藻为优势种
,

其生物量在

组成中占 �� 另以上
,

并且在较大范围里
,

各站样品中均为单一的骨条藻 �表 � �
。

海洋原 甲

藻和中溢虫在 � 月下旬的调查中为优势种
。

生物量
�
上述四种优势种在出现的站位中

,

单种生物量多在 ��
,

细胞� 毫升以上
。

在

十三次 �全区域 �及局部区域调查 中
,

四个单种最高生物量有十次超过 � �� 细胞 �毫升
�五次

表 � 五次全区调查优势种情况 �表层水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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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 细胞/毫升(表 4)
。

特别是骨条藻在三次全区的调查中
,

最高生物量达 2
,

7
、 1 。

盛 ,

6
.

7 冰 l 0’;3
.
7 x 10

‘

细胞 /毫升
。

这样高的生物量在一般海域中是没有的
。

各次调查中优势种最高生物盆及出现站位(表层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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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
从图 3 可以清楚地看出

,

在五次全区调查中
,

优势种均分布在黄白嘴和大孤山

连线以西
。

生物量在组成中占 80 终以上的站位均集中分布在和尚岛和大染连线 以西
。

尤

其在 1 至 7站的七个站位样品中多为单一的优势种种类
。

除上述全区调查之外
,

6 月 5 日和 6 月 18 日两次在中山码头外海两次所取得的样品

中都是单一的骨条藻
,

平均生物量高达 3
.
6 x 10’;5

.
7 x l护 细胞/毫升

。

另外
,

9 月 4 日到

10 月 6 日对 2
、

4

、

7 等站五次进行的局部区域的观察中
,

骨条藻
、

海洋原甲藻
、

和中缴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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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次调查优势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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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优势种
,

其生物量在 198 一3124 细胞/毫升之间
。

从而看出
,

优势种均集中分布在臭水套
、

大连港沿岸和甜水套区域
。

4

.

优势种的季节变化

4 月和 5 月的两次全区调查
,

以及 6 月份两次在中山码头外海所取得的表层水样 中

浮游生物的组成均为硅藻
。

其中有骨条藻
、

指管 藻
、

海链藻
、

圆筛藻等
。

4 月 以指管藻为

优势种
; 5 月和 6 月 以骨条藻为优势种

。

从而看到
:
春季

,

在大连湾内浮游生物组成以

硅藻为主
,

优势种在硅藻种类之间进行交替
。

尤以骨条藻持续存在的时间较长
,

生物量较

高
。

7 月份由于未进行调查
,

浮游生物的组成变化不详
。

从 8 月 11
、

13 日调查看
,

大连湾

里虽然仍以骨条藻为优势种
,

可是在海水中出现多种甲藻和 中溢虫
。

8 月下句到 10 月初

则 以某些 甲藻和 中溢虫为主体
。

硅藻的种类和生物量都大大减少
,

在样品中时有时无
。

8 月到 10 月间
,

优势种也各有变化
。

从 g 月 4 日到 10 月 6 日的五次局部区域的调查

看
:
中溢虫在 9 月上旬分布在海茂 (4 站 )和甜水套(2 站 )海域 ;中

、

下旬消失
,

而 10 月初又

出现在臭水套 ( 7 站) 和甜水套区域
。

海洋原甲藻在 9 月 4 日
、

9 月 18 日和 10 月 6 日三

次集中在臭水套和海茂区域
,

9 月 10 日和 26 日两次观察中则未检查到
。

另外
,

骨条藻在

g 月 4 日和 10 月 6 日两次未检查到
,

而在 9月 10 日至 26 日较多数量的变迁在臭水 套
、

海茂和甜水套各海区(图 4 )
。

虫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甲

继环原甲甲条沟胞

洋

海中多旋裸鳍多骨扛

日月4 日 9月 10日 , 月18 日 9 月 20 日 1 0月G日 口期

图 生 九月份主要种类组成比例及区域变化

10 月下旬又以骨条藻为主体
,

中统虫虽然存在
,

但较前有所减少
。

根据上述情况
,

在整个调查期间
,

大连湾西部浮游生物的组成
,

春季以硅藻为主 , 夏季

则 以甲藻的某些种类和中溢虫为主
。

同时看到骨条藻在整个调查期间均存在
,

即使在夏

季以甲藻为主的情况下仍有一定数量的出现
。

另外
,

也看到各个时期优势种的交替现象
。

讨 论

1. 调查中四种优势种和许 多甲藻出现的区域均在大孤山和黄白嘴连线以西 ,

并集中

分布在大连湾西部的臭水套
、

甜水套和大连港沿岸海域
。

这些区域根据 1972 年 调 查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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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在大染和和尚岛以西(l 一14 站 )水质中化学耗氧量 (C O D )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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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在 3 米以下 ; 水色为 11 一17 号 (海水经常为棕褐色
,

有时出现其他颜色 ); 氮氮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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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毫克/升;硝酸氮为 。

.
08 一2

.
5 毫克/升 ;底质中硫化物为 20 一255。毫克/公斤

。

按照 日本海域营养级的划分标准来衡量 〔妇 ,

大连湾上述区域已达到富营养级
,

沿岸一些地

区 已达到过营养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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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海域氮含量与生物量的关系

故无法衡量
。

另外
,

从 4 月 和 5 月调查的同时所取得的水

质中无机氮化合物的含量资料与生物量结合起来

看
,

两者呈线性相关 (图 5)
。

同时各次优势种的

集中分布区正是含氮量较高的海区
。

由此
,

优势

种和许多甲藻的繁盛与大连湾海域污染有密切的

关系
。

2

.

在五次全区域调查和八次局部海 区 的调

查中优势种的生物量超过 10.细胞/毫升的有 功

次
,

超过 10
岛

细胞/毫升的有 5 次
,

最高达 6
.
68 x

10’ 细胞/毫升(表 4)
。

同时在每次全区域调查中
,

优势种 的生物量在 l护 细胞/毫升 以上的 站位 有

一定的数量
。

上述生物量是否 已成为赤潮状态
,

由于国内

对赤潮研究甚少
,

还没有赤潮发生的生物量标准
,

安达六郎(1973} 根据日本多年各地赤潮发生

状况
,

以及实验结果
,

提出了赤潮生物浓度 (生物

量 )的范围 (表 5)
,

以此作为判断赤潮发生的主要

依据
「7: 。

大连湾各次调查所出现的优势种的个体大小

均在 10 一55 微米之间
。

按照安达六郎的 标 准 衡

量
,

上述四种优势种的生物量多次属于表 5 中的

2
、

3 类型
。

由此
,

大连湾这些种类
,

特别骨条藻的

生物量多次 已达到或近于赤潮状态
。

表 5 赤潮生物浓度

生物个体大小
(微米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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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安达六郎

3
.
骨条藻是许多国家海域普遍发生

,

而且发生频率较高的赤潮种类
。

除骨条藻之外
,

在大连湾污染较重的西部海区也出现有一定生物量的其他种类
。

如硅藻类的指管 藻
、

星杆

藻
、

海链藻
; 甲藻类的原甲藻

、

前沟藻
、

裸甲藻
、

多沟藻
、

旋环藻
、

鳍藻
、

多甲藻 , 隐藻类的红

胞藻和原生动物的中绕虫等十余种
。

这些种类在 日本是经常形成赤潮的种类 〔卜一11
·
1 .

’
丈们 。

从而看到在大连湾内己存在着多种赤潮生物种类
。

综上所述
,

在大连湾里
,

特别臭水套
、

甜水套和大连港沿岸海区已受到污染
,

达到富营

养级或过营养级
。

对于某些浮游生物的增殖
,

以至发生赤潮具有了一定的条件
。

同时
,

在

该区域内
,

4 一10 月
,

特别在夏季存在多种赤潮生物种类
, 已成为大连湾赤潮发生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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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因素
。

由此认为
,

大连湾海域如果继续污染
,

赤潮的发生将会随之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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