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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和东海位于中国东部的陆架上
,

这个区域受江河通流
、

大陆沿岸流
、

黄海冷水

和黑潮水的影响
,

明显地反映出其水文
、

化学要素
、

浮游生物的分布都比较复杂
。

如果仅

从浮游生物组成看
,

有暖温带的近海种
;
有半咸水河 口种

;
有沿岸低盐种

;
也有外海热带

种
。

它们构成了浮游生物各自的群落分布区
,

在群落之间由于水团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不同

程度的混合
,

存在着一个群落交汇区
。

群落及其交汇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但随季节而有

变化
。

本文根据 1 9 6 0 年和 1 9 7 1 年对南黄海和东海 (东经 12 7
。

以西
、

北 纬 27
。

一3 4
。

) 进 行

渔场环境调查时
,

所获得浮游生物的样品
,

经分析后提出以下的初步探讨
。

群落的划分

依据温
、

盐等环境要素和浮游生物种类性质
,

将这海区的浮游生物划分为三个群落
。

1
.

南黄海中部群落
:

这个群落分布区域大体与黄海冷水分布的范围相符合
。

全年表层

水温在 9
。

一28
”

C
,

表层盐度在 3 1
.

5一34 编 之间
,

是从低温高盐为其 主 要 特 征
。

群落中

浮游植物的代表种有笔尖根管 藻 (R hl’zo so len l’a st 刃ij
o r o is)

,

薄 壁 半 管 藻 (H
e 。‘al, lus

m e m b r a n a e u s )
、

双凹 梯 形 藻 (C I‘m a c o d fu m b fe o n e a v u 。 ) 等
; 浮游动物有 中 华 哲 水 蚤

(Ca la , u s s fn fc o s )
、

太平洋嶙虾 (E u p ha u s fa p a e fffe a )
、

细脚拟长蛾 (P a r a t人e o fs to g r a -

c iliPe s )
、

贝克环纽鳃蹲 (C夕e lo s a lPa b a几e r玄) 等
。

冬春两季
,

以 笔 尖 根 管 藻
、

扭 角 毛

藻 (C ha e t o c e r o s e o n v o l耐u s )
、

窄隙角毛藻卷 毛变种 (C ha e to c e r o s a
ff落

n ‘5 v a r
.

w ille i)
、

强

壮箭虫 (S a 夕ftta c r a s s a ) 等占优势
。

夏秋两季
,

以薄壁半管藻
、

柔揭马角毛藻 (Ch
a e to e e r o s

d e bilfs )
、

双凹梯链藻
、

弯角毛藻 (C ha e t o e e r o s c u r。￡s召tu 、)
、

中华哲水蚤
、

太平洋磷虾
、

细脚拟长蛾等占优势
。

群落中的种类季节更替较不显著
。

2
.

沿岸群落
:

这个群落分布在沿岸 30 海里以内的范围
。

全年表层水温 变 化较大
,

盐

度低于 30 险
,

是以广温低盐为其主要特征的江口 及浙江沿岸群落
。

在 这 群 落 中
,

北 纬

3 2
“

30
产以南到长江 口北岸 区

,

浮游植物有缘刺双尾藻 (D l’t 刃
。。 bri 纳彻el lo

、

中国 盒形

藻 (B fd d u lp hfa s fn e n s‘s )
、

活动盒 形藻 (B fd d u lp hia o o bflfe n s fs )
、

锤状中鼓藻 (B e lle r -

。, e he a o a lle u s ) 等
,

浮游动物有真刺唇角 水 蚤 (五a b公d o 。召r a e。。ha盯a )
、

背 针 胸 刺 水蚤

本文 1 9 79 年 5月 了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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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n tr o Pa夕e : d o r s is P‘n a tu s )
,

刺尾歪水蚤 (T o r ta n u s s Pfn ￡c a o d a tu s )
、

强壮箭虫
、

百陶箭 虫

(S a g ‘tta be d o tf)
,

海龙箭虫 (S a g ‘rta n a g a e )
、

双生管 水 母 (DI’p h y e s 。ha o fs s o n 了s )等
。

冬
、

春 两季以中国盒形藻
、

活动盒形藻
、

真刺唇角水蚤
、

强壮箭虫等为主
。

夏
、

秋两季
,

以 中肋骨条藻 (S kel et on 。。a 。os tat u m )
、

锤状中鼓藻
、

真刺唇角水蚤
、

海龙箭 虫 等 占优

势
; 在长江口和杭州湾区

,

浮游植物有星心圆筛藻 (C o s e‘n o d is c u s a : to r o 阴户h a lu s )
、

巾肋

骨条藻等
,

浮游动物有华哲水蚤 (s fn fe a la : 。5 5 ‘n e n s i: )
、

虫肢歪水蚤 (T o r ta n “S 口e r优fc “ -

lu : )
、

火腿许水蚤 (S e人。a e几e r fa Po Plo n s ia )
、

特异荡镖蚤 (N e u tr o d fa Pt o o u s in c o n g r u e n s )

等
。

冬
、

春两季以圆筛藻
、

华哲水蚤等占优势
,

夏
、

秋两季以直刺唇角水 蚤
、

虫 肢 歪 水

蚤
、

长额刺糠虾 (A e a n tho m y s fs lo n g ir o s tr is ) 为主 , 在浙江
、

福建北部沿岸区
,

浮游植物

有窄隙角毛藻 (C ha e to e e r o s a
fjin fs )

、

弯角毛藻 (C ha e to c e r o s e u r y‘s e tu s )
、

距端根管藻

(R hl’zo so le nl’。 。al ca : 一

av is) 等
、

浮游动物有真刺唇角水蚤
、

海龙箭虫
、

双生管 水母 等
。

冬
、

春两季以缘刺双尾藻
、

中国盒形藻
,

强壮箭虫等占优势
。

夏
、

秋两季以聂 氏 海 发 藻

(T ha la s s fo o e 饥a n ftz s e人fo fd e s )
、

弯角毛藻
、

真刺唇角 水 蚤
、

中华假 嶙 虾 (P s e u d e u p h
-

a u s fa : fn fc a )
、

百陶箭虫等为主
。

3
.

东海外海群落
:

这个群落分布于东海外海
,

即台湾暖流和黑海暖流流 经 的 区 域
,

大致在 15 0 米水深范围
,

具有显著的高温高盐的特性
。

浮游植物的代表种有 金 色 角 毛藻

(C ha e t o e e r o s a u r fo ille f)
、

宽梯链肢 (C lfo a c o d ‘。。 f
r o e n

f
e ld 公a n u m )

、

偏转角藻 (C e r a -

tfu o d e
fle二u m )

、

长海发藻 (T ha la s s‘o thr公二 lo n g is : im a )
、

还有大量束 毛藻 (T r ‘e ho d e s m
-

fu m s p p
.

)等
; 浮游动物有伊格抱球虫 (G lo d ￡g e r公n a e g 夕e r i)

、

红拟抱球 虫 (G lo bfg e r in o i-

d e s r u br a )
,

三孔根网虫 (R hfz o Ple e ta tr ‘th夕r fs )
、

等棘虫 (A e a o tho o e tr a s p p
.

)
、

巴 西

管水母 (B a s s fa ba : s e o s fs )
、

精致真刺水蚤 (E u e h a e ta e o o e in n a )
、

截平头水蚤 (Ca
o d a e fa

tr u o c a ta )
、

琴形箭虫 (S a夕公tta l夕r a )
、

小齿 海 蹲 (D o lio l。。 d e n rfe u la tu tn )
、

软 拟 海 蹲

(Do l‘o le tra g e g e o ba u r‘)
、

双尾萨利亚 (T ha lfa d e o o e r a rfe a ) 等
。

冬
、

春两季以辐射漂流

藻 (P la n kto 。‘。lla 5 0 1)
、

金 色角毛藻
、

肥胖箭虫 (S a g ftt a e n
jla ta )

、

精致真刺水蚤等为

主
。

夏秋两季以宽梯链藻
、

偏转角藻
、

短刺角毛藻 (C ha et oc er os 阴es sa ne ns f: )
、

海洋 真

刺水蚤 (E uc h二ta m ar ina )
、

钳形波水蚤 (U , 成nu la d ar 田l’n O 等占优势
。

在上述三个群落之间的东海中部
,

有一个混合群落
,

这是南黄海中部群落
、

沿岸群落

和东海外海群落向这区域渗入所形成的
,

是各种水团交汇的结果
、

但它并不构成独立的浮

游生物群落
。

二
、

群落的季节分布

春季
:

随着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衰退
,

影响这海域的北风相应地减弱
。

南黄海中部浮

游生物群落的南界稍向北回缩
,

其位置大致在东经 1 2 3
。

以东
、

北纬 30
0

30 产 以北
,

表层水

温为 15
。

一17
”

C
,

表层盐度为 3 1
.

5一 32 筋的范围
。

但由上个季节北风的影响
,

在 这 群 落

中心的南面
,

扩展到东海大部海区的表层水巾
,

仍然可以见到这个群落的中华哲水蚤
、

太

平洋磷虾
、

细脚拟长蛾等优势种
。

大陆沿岸的浮游生物群落的中心
,

大致位于表层温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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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1
O

C
、

表层盐度 30 筋范 围
,

在长江 口 区位于东经 123
0

2 0 /

以西 ; 在江浙到福建北 部 位

于 60 米等深线以西
。

这群落此时稍向外扩展
,

但同时也渗入一些黄海中部的太平洋磷虾
、

中华哲水蚤等低温高盐种类
。

东海外海群落的北界大致在北纬 29
0

3 0 尹
、

表层温度大于 1 8
O

C
、

表层盐度大于 33 筋
、

等深 线 70 米以东的海域
。

春季
,

这三个群落之间的交汇区分布在 北

纬 2 9
“

30
‘

一 32
0

30
‘
范围 (图 1 )

。

有笔尖根管藻
、

扭角毛藻
、

太平 洋 磷 虾
、

细 脚 拟 长

蛾
、

中华哲水蚤等南黄海中部群落的优势种
; 也有 日本星杆藻 (A st er ion el la ja p o ni ca )

、

宽

梯链藻
、

精致真刺水蚤
、

肥胖箭虫
、

平滑真刺水蚤等东海外海群落的种类
;
还 有 强 壮 箭

虫
、

百陶箭虫
、

海龙箭虫等沿岸
、

近海群落的种类
。

总之
,

这个季节交汇区的种类
,

是以

南黄海中部浮游生物群落为主
,

次为东海外海群落
、

而沿岸群落的种类较少
,

但种的个体

数也相当丰富
。

从垂直层次看
,

黄海中部群落种沿岸群落的种类分布于表层和上层
,

而东

海外海群落的种类类则栖息于下层
。

产, 护�们�钊侧
引、、

图 1 春季南黄海和东海浮游生物群落的分布 (黑潮

洲二向据 E n o m o t o 2 9 6 2 和 N i ta n i 1 9 7 2 示意)

南黄海中部浮游生物群落
;

沿岸浮游生物群落
;

东海外海浮游生物群落
;

了昆合浮游生物群落
。

1生q白no通一

夏季
:
随着东南季风的兴起

,

东海外海水偏 向西北的势力逐渐加强
,

黄海冷水较春季

更向北退缩
,

南黄海中部群落的南界位于北纬 3 3
“ 。

此时期在长江 口 到 北 纬 32
“

30
尹

沿岸

水基本上同江浙沿岸水联在一起
,

并且较春季向外扩展
,

这是 由于冲淡水入海 加 强 的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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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东海外海水向西北推进到这个区域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

其前锋到达北纬 30
0

3 0 /

左右
。

在这个季节
,

群落之间交汇区较春季 向北推移
,

出现在北 纬 31
。

一33
。

之 间 (图 2 )
。

交

汇区的表层常见到一些沿岸群落的种类
、

例如真刺唇角 水 蚤
、

嗓 山 杯 水母 (尸h‘al fd l’u m

e he n g s ha n e n s e )
、

多管水母 (A e g u o r e a s p p
.

) 等 ; 下层为东海外海群落的种类
,

如精致真

刺水蚤
、

一些有孔虫
、

放射虫
、

被囊类有小齿海蹲
、

软拟海蹲等 , 但在上层也有相当数量

的南黄海中部群落的种类
、

例如笔尖根管藻
、

中华哲水蚤
、

太平洋嶙虾等
,

它们常呈斑块

密集
。

这时期的垂直分层较为显著
。

J口‘夕,口1.J口十

,

二

1 2 0
0

1 2 2 12 8
“

E

图2 夏季南黄海和东海浮游生物群落的分布 (黑潮

流向据 E n o m o to 1 9 6 2 和 N it a n i 1 9 7 2 示意)

1
.

南黄海中部浮游生物群落 ;

2
.

沿岸浮游生物群落;

3
.

东海外海浮游生物群落
;

4
.

混合浮游生物群落
。

秋季
:

由于北方冷空气逐渐活跃
,

南黄海中部水向南扩展
,

生活在这冷水的群落向东

南移到北纬 32
“

30
产

左右
,

但这个群落南界的下层水
,

由于受黄海暖流延伸影响
,

出现 有

精致真刺水蚤
、

平滑真刺水蚤
、

中型莹虾 (L uc z’f er ‘nt er o ed fus )
、

双尾萨利亚
、

尖笔 帽

螺 (C re se f: ac icu la)
。

沿岸群 落的分布界限大致与夏季相似
,

但由于这时期的冲淡水仍然

十分强盛的缘故
,

同样在这群落的外缘边界
,

也可见到少量肥胖箭虫
、

普通波水蚤
、

中型

莹虾等高温高盐种
。

东海外海群落的西界开始向东南退缩
、

北界大致在北纬 30
。

附近 (图

3 )
。

在这季节
,

各群落之间的交汇区是在北纬 30
“

一32
0

30
矛之间的广阔水域中

,

高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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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的外海种类仍占有一定的数量
,

在交汇区的南部 出现有斑块密集
、

暖温带的优势种在交

汇区北部也有密集现象
,

通常见到是单个种群的浮游动物大量群集
。

冬季
:
这是北风鼎盛时期

,

黄海冷水继续向南伸展
,

南黄海中部群落的中华哲水蚤
、

细脚拟长绒
、

太平洋嶙虾等优势种类
,

也随着向南扩布到东海陆架区的大部分水域
。

沿岸

水向岸回缩
,

其上层常渗入南黄海中部群落的种类
。

东海外海群落大致在东经 1 2 3
“

以东
、

北纬 29
”

以南的范围 (图 4 )
。

各群落的交汇区出现在北纬 29
。

一32
“

之间
,

主要是 以 暖

温带和外海热带群落的种类相互渗杂
,

斑块密集较前面两个季节大大减少
,

这可能同较强

烈垂直交换有关
。

图 3 秋季南黄海和东海浮游生物群落的分布 (黑潮

流向据 E o o山 o to 1 9 6 2 和 N 主t a n i 1 9 7 2 示意)

南黄海中部浮游生物群落
;

沿岸浮游生物群落 ;

东海外海浮游生物群落
;

混合浮游生物群落
。

. .几,自no
‘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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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8
介

E

阁 4 冬季南黄海和东海浮游生物群落的分布 (黑潮

流向据 E n o m o to 1 9 6 2 和 N ita n i 1 9 7 2 示意)

南黄海中部浮游生物群落
;

沿岸浮游生物群落
;

东海外海浮游生物群落
;

混合浮游生物群落
。

通.工,乙OdJ任

三
、

讨 论

从海洋生态学观点出发
,

一个水团就是一个生活水区
。

海洋浮游生物群落
,

它的涵义

是指栖息在同一生活小区
、

彼此有直接或间接依赖关系
,

并对生活环境有相似适应性所联

结成统一整体的浮游生物而言
。

很自然
、

水团性质决定了浮游生物群落的性质
,

而浮游生

物分布群落的范围及其变动情 况可以作为水团在时间和空间推移变化的佐证
。

南黄海和东海陆架区的水团相当复杂
,

靠大陆有长江和钱塘江等大量冲淡水入海形成

的沿岸水团
,

冬春两季向岸回缩
,

夏秋两季则向外扩展
,

这与通流量的季节变 化 密 切 相

关
。

过去将北纬 33
。

以南
、

长江口 以北的南黄海沿岸划入苏北沿岸群落
,

但从这区域所得

的资料分析表明
,

虽然在冬季受到北纬 34
。

以北的苏北沿岸水南下的影响
,

而从 5 一 8 月

盛行偏南风
,

以及 9 一 n 月盛行东北风来看
,

北纬 33
。

以南的南黄海沿岸是与长 江 冲 淡

水和江浙沿岸水紧密相连
,

浮游生物种类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

分布也是连续的
,

所以作者

将其归并为同一的沿岸群落
,

但种类数量随区域而有些差别
,

可分开说明之
。

在南黄海中

部为黄海冷水所盘踞
,

冬春两季是冷却和增盐时期
,

水体的垂直交换相当 强 烈
。

夏 秋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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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

其上层海水迅速增温和冲淡
,

下层海水仍然保留低温高盐状态
,

因此形成了强烈的温

跃层
,

促使这个暖温带的浮游生物群落保持相对的稳定
。

在东海外海为 台湾暖流和黑潮水

流经区域
,

冬春两季垂直梯度小
,

上下层较为均匀
,

通常由底层伸入陆架区
,

在浙江南部

明显迫近沿岸
,

因而出现较多的外海种类
。

夏秋两季
,

温度垂直梯度加大
,

在向西北推进

时
,

扩布到东海中部
,

形成逆时针环流
,

因此在长江 口外南部的交汇水中也有较多的外海

种类
。

在上述三个群落之间
,

即东海的
「}“部

,

是它们相互渗透的交汇区
,

在这区域代表着三

个水团特性的浮游生物
,

称为混合群落区
。

从 5 一10 月
,

在交汇区的垂直结构看 来 是 较

为稳定
,

沿岸群落种南黄海中部群落的代表种类是分布在表层和上层
,

而东海外海群落的

种类是分布在底层的
,

这种分层分布的形式
,

与垂直方向等盐线的分布相 符 合
。

而 在 n

一 4 月
,

交汇区内所渗入的不 同群落
,

其垂直方向的分层是模糊的
,

上下分布趋于同一性

质
,

说明了不同群落内各种类的混杂相当显著
,

这是 由于交汇区表层到底层环 流 相 当 强

烈
,

造成了层化现象的消失
。

在交汇区内不同群落代表种类的分布是连续的
,

并能正常地

繁殖
,

这可能同它们各自原来群落生活小区的条件没有很大差别有关
。

特别要指出的
,

有

些种类在交汇区的数量甚至超过原来群落生活小区所出现的数量
,

例如靠近沿岸水团边界

的交汇中
,

肥胖箭虫
、

百陶箭虫
、

海龙箭虫
、

双水管水母很丰富
。

在靠近黑潮水边界的交

汇水中
,

飞龙翼箭虫 (P te r o s a g ftta d r a e o )
、

微 箭 虫 (S a g itta o in i,。a )
、

太 平 洋 箭 虫

(s l’a gt ta Pa ct’fz’ca )
、

中华哲水蚤
、

普通波水蚤都很丰富
,

这说明交汇区内适宜的温
、

盐
、

高含氧量等环境因素
,

有利于上述这些种类的大量发展
,

特别是丰富的食料
,

可能起很重

要的作用
。

还需要追溯一个原因
,

长江和钱塘江等迁流可携带大量营养盐类入海
,

按理
,

在江 口 区可能促使浮游植物大量地发展
,

但根据观察结果并非如此
。

影响浮游植物在江 口

发展
,

可能归咎于江 口混浊度增大
,

盐度过低
,

因此浮游植物常在沿岸水团边界
、

以及交

汇区很好地繁殖
、

导至了食浮游植物的种类以及食浮游动物的种类的发展
,

这是具有雄厚

的物质基础的缘故
。

从这一角度来考虑
,

可 以解释交汇区内具有丰富种类和数量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当然
,

涉及群落之间
、

以及群落内种间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

问题
,

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
,

较深入地进行探讨
。

四
、

结 论

南黄海和东海陆架区的浮游生物群落
,

可划分为
:

南黄海中部群落
、

沿岸群落和东海

外海群落
。

各个群落有其独 自的生活小区和代表种
。

在这些群落之间有一个广 阔 的 交 汇

区
,

交汇区的种类是由各个群落渗入所构成的
。

冬
、

春两季以南 黄海中部群落的暖温带种

类 占优势
,

夏秋两季以东海外海群落的热带种类和沿岸群落的种类为主
。

各个群落及其交

汇区的分布范围
,

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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