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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罗源湾浮游桡足类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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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浮游桡足类 群落特征 罗源湾

桡足类是海洋浮游动物中 重要的类群 其种类

多 数量大 是海洋生态系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重

要的一环 ∀因此对它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罗源湾位于

台湾海峡西北部 福建的东部 β χ∗ β χ β

χ∗ β χ∞ 水域总面积 湾口宽仅

是一个典型口小腹大的港湾 ∀在这几乎四面为大

陆所包围的湾上 有 条小溪流流入湾内 ∀据许振祖

等 年报道 在湾顶部分小溪流流量略大 ∀有关罗

源湾桡足类的研究 笔者等 年发表过 / 福建罗源

湾浮游桡足类分布0一文 ∀本文在此基础上 通过群落

的种类组成及生态类型季节分布 !优势种演替 !群落

多样性 !群落小区的划分及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来研

究其群落特征 为浮游桡足类生态学理论研究提供参

考 ∀

材料与方法

材料系利用 年 月 ∗ 年 月在罗

源湾采集的浮游动物样品 单月份利用 个站资料

∗ 站 图 双月份仅采集 个站 站

作为总种类数参考 ∀以浅水 型浮游生物网 大网

采集的桡足类资料为准 浅水 类浮游生物网 中网

作为定性材料 ∀群落多样性的多样性指数 Ηχ) !均匀

度(ϑ 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Σ为样品的总种数 , Πι为第 ι种的个体数

与样品总个体数的比值 ∀

图 浮游桡足类采集站位和分区

图 桡足类各生态类群种类百分比季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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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费鸿年 年报道 优势种的选择是从信息论概

念出发 选择样品中占比例大的种类 一般选占总个

体数的 ∗ 作为优势种 ∀桡足类群落多样性

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是采用 计算机的/ 多因子分析

软件包0的程序进行 ∀

结果与讨论

2 1 浮游桡足类生态类群及其季节演替

整个调查期间 罗源湾的桡足类共鉴定 种 其

名录见笔者 年的报道 较口外区域台湾海峡北

部桡足类种数来得少≈ ∀ 种桡足类中 可将它们分

为半咸水 !沿岸暖水 !沿岸暖温和大洋广布等 个生

态类群 其中半咸水生态类群有 种 占桡足类总种

数的 沿岸暖水生态类群有 种 占

全年种类组成比较稳定 沿岸暖温生态类群仅有

种 占 大洋广布生态类群出现种类 多 有

种 占 但各季节的种类组成变化较大 ∀本调

查区的沿岸生态类群 包括沿岸暖水和沿岸暖温生态

类群 占浮游桡足类总种数的 比口外台湾海

峡北部浮游桡足类所占的比例大≈ ∀在个体数量上

沿岸生态类群所占的比例 大 占罗源湾浮游桡足类

个体总量的 反映本调查区浮游桡足类群落

的沿岸属性 ∀

图 表示各生态类群种类数百分比季节分布 ∀从

图中可见 半咸水生态类群在低温 温度 ε 及

较低盐 盐度 的季节 出现种数的比例较大 而

在温 !盐较高的夏季和初秋 出现种数的比例少 沿岸

暖水性生态类群各季节出现的种类 多 所占的比例

大 可见该类群在本调查区占优势地位 反映罗源

湾亚热带沿岸浮游桡足类群落性质 沿岸暖温性生态

类群在秋末及冬春季出现的种类较多 所占的比例较

夏秋季大 反映浙闽沿岸水在秋末至春季这段期间对

本调查区的影响 大洋广布生态类群在夏 !秋季出现

的种类增多 比例加大 说明台湾海峡暖流对本调查

区影响加强 ∀可见不同生态类群桡足类的季节分布

与水系的季节变化息息相关 ∀

2 2 优势种及其季节演替

罗源湾浮游桡足类的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

Χαλανυσ σινιχυσ) ! 亚强真哲水蚤 ( Ευχαλανυσσυβχρασ2

συσ) !真刺唇角水蚤( Λαβιδοχερα ευχηαετα) !太平洋纺锤

水蚤( Αχαρτια παχιφιχα) !精致真刺水蚤( Ευχηαετα χονχιν2

να)和墨氏胸刺水蚤( Χεντροπαγεσ µχµυρριχηι) ∀与罗源

湾外部台湾海峡北部海域浮游桡足类的优势种不尽

相同 , 前者以沿岸生态类群为主 , 而后者以大洋广布

生态类群为主[ 1 ] ∀

不同月份罗源湾浮游桡足类出现的优势种不同

年 月 大洋广布生态类群的精致真刺水蚤

为优势 翌年 月 演替为沿岸暖水生态类群的太平

洋纺锤水蚤 占优势 月 转化为沿岸暖温生态类

群的中华哲水蚤 月 太平洋纺锤水蚤再次成为该

月份 优势种类 月为沿岸暖水生态类群的真刺唇

角水蚤 为优势 月优势种演替为大洋广布生态类

群的亚强真哲水蚤 图 其优势种的演替从侧面反

映本调查区不同生态类群在数量上的季节演替 ∀

图 桡足类优势种季节演替

2 3 群落的多样性

表 为罗源湾单月份浮游桡足类群落多样性的

Ηχ和 ϑ的统计表 ∀结果表明 罗源湾浮游桡足类群落

的 Ηχ 和 ϑ年平均值分别为 和 据作者

年的研究结果 较盐度变化激烈的九龙江口来得

高 但低于环境因子变化较小的台湾以北东海南部区

域≈ ∀在季节变化中 以 月份这两个指数 高 分别

达 和 而这两个指数 低值分别出现在

月份 Ηχ 为 和 月份 ϑ为 ∀体现了

夏季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均 高 桡足类群落相对较

稳定 而秋季这两个指数大幅度下降 表示其群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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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 与东海南部海域不尽相同 东海南部海域 Ηχ

与 ϑ 低值均出现在冬季≈ ∀从 Ηχ 与 ϑ的 大和

小值分析发现 月份这两个指数波动幅度 小 分

别为 和 表明该月份调查区各站桡足类

群落栖息环境差异 小 ∀ 月份这 个指数波动幅度

大 分别为 和 表明 月份罗源湾各

测站环境因子差异 大 ∀

图 罗源湾桡足类 Ηχ与 ϑ的平面分布

图 表示罗源湾浮游桡足类群落年平均 Ηχ与 ϑ

的平面分布 ∀从图中可见 在罗源湾的中部 多样性指

数 高 为 的分布区 高处在湾中的西南

有 的分布区 ∀湾口处次之 为 的分布区 ∀

在湾顶处 低 ∀均匀度分布与多样性指数的

分布趋势相似 湾中部均匀度高 为 的分布

区 高值也处于湾中部的西南 为 ∀湾口处次

之 为 的分布区 ∀而湾顶 低 ∀其中

低处于湾顶 站 仅 由此可见 在湾中部环境

较为稳定 湾口虽然盐度略高于湾中部 但由于流速

大 环境较不稳定 而湾顶盐度 低 如 站盐度

年平均值仅有 较口部 站低 说明受小

溪流影响较明显 同时温度变化幅度 大 如 站温

度年变化幅度较 站大 ε 因此环境 不稳定

Ηχ 和 ϑ均处于 低值 ∀

2 4 罗源湾桡足类群落小区划分

从罗源湾浮游桡足类的群落特征值 Ηχ 和 ϑ !

地理位置 !环境因子 如温 !盐的分布以及桡足类优势

种不同可将罗源湾浮游桡足类群落分为 个小群落

即 区 湾口群落 区 湾中群落 和 区 湾顶群

落 图 现将各小群落特征叙述如下

区 湾口群落 处于罗源湾湾口位置 观测站

点为 和 两站 该群落 Ηχ 和 ϑ均处于中等水平

年平均分别为 和 盐度年变化幅度 小

∗ 其年平均值 高 为 温度年

变化幅度 小 ∗ ε 该小群落的桡足类优

势种以沿岸生态类群的中华哲水蚤和大洋广布生态

类群的亚强真哲水蚤和精致真刺水蚤为主 ∀

区 湾中群落 处于湾中部广阔区域 观测站

点为 个站位 ∀该群落 Ηχ 和 ϑ为全湾

高值 年平均分别为 和 盐度变化幅度为

∗ 年平均值为 温度变化幅度为

∗ ε 该群落桡足类优势种除了和湾口群落

相同的优势种外 尚有要求盐度较低的沿岸低盐生态

类群的太平洋纺锤水蚤和真刺唇角水蚤 ∀

区 湾顶群落 处于湾西北部湾顶处 观测站

点为 两个站 该处水深较浅 受溪流影响较大

盐度较低 年平均值仅 温度变化幅度全湾 大

∗ ε 因此该小区环境 不稳定 Ηχ 和 ϑ

均 低 年平均值分别为 和 该群落以沿

岸低盐生态类群真刺唇角水蚤和太平洋纺锤水蚤占

表 1  浮游桡足类 Ηχ和 ϑ统计表

时间

年 月

Ηχ

平均值 大值 小值

ϑ

平均值 大值 小值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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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个别月份还出现河口生态类群的双齿许水蚤

Σχηµαρχκερια δυβια)和特氏歪水蚤( Τορτανυσ δερϕυγινι)

为优势种 ∀

2 .5 浮游桡足类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应用 / 多因子分析软件包0 的程序分析罗源湾浮

游桡足类群落特征值 Ηχ 和 ϑ 与环境因子 盐度 !温

度 ! 值和叶绿素 的相关性 ∀从表 可以看出 Ηχ

与盐度有很好的相关性 达 置信度的水平 与温

度也有较高的相关性 ∀但是 ϑ与这些环境

因子相关性均不明显 ∀说明盐度和温度对罗源湾浮游

桡足类的群落多样性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对种类组

成影响较明显 但对个体数量组成影响则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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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求取地震子波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通过

了解子波在地层中的变化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地质

信息 而且已知子波就可以求得地层反射系数 准确

地求取地层反射系数是反演地层各种参数的必要条

件 ∀现在几种主要的子波估算方法主要有应用同态理

论估算地震子波 ! 用展开相位谱方法估算地震子波 !

四阶协方差函数法提取地震子波 ∀

应用同态理论估算地震子波的核心是取几道 或

几个时窗 的对数谱的算数平均值做为子波的对数

谱 再经同态过程的逆过程得到地震子波的估计值 ∀

由地震道的褶积模型可知 地震道是由子波与地层反

射系数序列的褶积 在频域其频谱是相乘关系 因此

地震道的对数谱是子波的对数谱与地层反射系数的

对数谱之和 ∀由于地层反射系数可以看作是一个随机

序列 因而其对数谱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随机序列 ∀取

几个地震道的对数谱的算数平均值就可以压制地层

反射系数序列的对数谱的影响并认为它就是子波的

对数谱 ∀已知子波的对数谱就可以通过反变换求得估

算的地震子波 ∀因为反射系数的对数谱 虽经算术平

均受到了很大压制 但无法保证压制到零 ∀它用这种

方法估算的子波 相对于振幅谱而言 相位谱的误差

比较大 ∀

给定一个地震道 要求构成地震道的子波 只要

能利用地震道的信息求出子波的振幅谱和相位谱问

题就解决了 ∀求子波相位谱的困难在于相位谱存在着

多值性 ∀而展开相位谱是唯一的 ∀由于地层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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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Ηχ和 ϑ与某些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群落多样性
相关性

盐度 温度 值 叶绿素

Ηχ 3

ϑ

3 置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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