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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及其邻近地区虾池浮游动物的组成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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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分析了 年 月至 年 月逐月采自厦门及其附近地区 厦门杏林 ! 龙海角

美 !漳浦前亭 个虾池的浮游动物样品 份 鉴定出浮游动物 种 类 ∀本文初步报道浮

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浮游动物的种类数和浮游动物的总个体数量的季节分布 并对不同地区的

虾池浮游动物的若干生态特征做了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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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是海洋生态系统中重要的能量转换者

把浮游植物的化学能转化为浮游动物的机械能和化

学能 也是肉食性动物的基础饵料≈ 在海洋生态系

统物流和能流渠道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浮游动物中

许多优势种类的种群动态不仅对水域生态系统的营

养动力学有重要的影响 并对上一营养层动物的种群

结构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虾池生态系是一个半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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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生态系≈ 其理化特征与自然海区的不尽相

同 这将使得虾池内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

与自然海区的有所区别 有其特殊的变化规律 ∀因此

开展虾池浮游动物生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

有关虾池内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及其变化动态

国内外研究不多≈ 这与虾池内浮游动物采集方法 !

以及人为干扰 致使调查研究结果难以反映其客观面

貌等等有关 ∀本文报道厦门及其邻近地区虾池浮游动

物的种类组成及桡足类优势种 以及种类数和总个体

数量的季节演替 并与厦门自然海区及其他地区虾池

浮游动物分别进行比较 旨在深入认识虾池浮游动物

的生态特征 为对虾健康养殖和减灾防病提供基础参

考资料 ∀

材料和方法

1 1 样品采集

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 在厦门的杏林 !

龙海的角美和漳浦的前亭 个地方 个虾池进行周

年连续采样 ∀前期采样一般为每隔半个月采集一次

后期采样一般 个月采集一次 ∀

所调查的 个虾池形状为矩形或准矩形 出水口

和进水口各一个 分别位于虾池的不同边上 ∀由于虾

池内的水循环对浮游动物分布的影响 采样点通常采

取三角或梅花形布点 ∀在每个采样点用铁制手动提油

泵改制成提水泵 采集离上表面 ∗ !离池底

∗ 各 的水样 ∀不同水层的水样分别经

目的筛绢过滤 收集滞留在筛绢上的浮游动物

用 的福尔马林液固定 置于样品瓶中 并做好标

记 ∀样品采集的同时 测定现场水温和海水比重并换

算为海水盐度 ∀

1 2 样品处理

种类的鉴定和分类 以常规方法在体视

显微镜或显微镜下进行浮游动物种类鉴定 ∀

定量分析 全样或 ∗ 随机取样

于 ∗ ≅ 体视显微镜下计数 然后换算成浮游动物

密度 ∀

结果

2 1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所调查的 个虾池的浮游动物 微型浮游动物除

外 经初步鉴定 计有浮游动物 种 类 其中鉴定

至种的有 种 !至属的有 种 表 未确定种 !属

的 种 ∀这些浮游动物中 以桡足类为主 占浮游动

物总种类数的 ∀桡足类中 主要优势种是大同

长 腹 剑 水 蚤 Οιτηονα σιµιλισ ! 火 腿 许 水 蚤

Σχηµαχκερια ποπλεσια !指状许水蚤 Σχηµαχκερια ιν2

οπινυσ !小型拟哲水蚤 Παραχαλανυσ παρϖυσ !长腹纺锤

水蚤 Αχαρτια νεγλιγενσ !太平洋纺锤水蚤 Αχαρτια πα2

χιφιχ !刺尾纺锤水蚤 Αχαρτια σπινιχαυδα !海洋伪镖水

蚤 Πσευδοδιαποµυσ µαρινυσ ! 细 巧 华 哲 水 蚤

Σινοχαλανυσ τενελλυσ !小盘盔头猛水蚤 Χλψτε µνεστρα

σχυτελλατα !特氏歪水蚤 Τορτανυσ δερϕυγινιι ∀而具有区

域差异性的桡足类种类有 克氏纺锤水蚤 Αχαρτια

χλαυσι !细巧华哲水蚤 Σινοχαλανυσ τενελλυσ !中华异水

蚤 Αχαρτιελλα σινενσισ ! 针刺拟哲水蚤 Παραχαλανυσ

αχυλεατυσ !红眼纺锤水蚤 Αχαρτια ερψτηραεα !瘦尾胸

刺水蚤 Χεντροπαγεσ τενυιρε µισ ! 孔雀唇角水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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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αβιδοχερα παϖο ∀

2 2 季节分布

总种类数的季节分布 厦门及其附近

地区虾池浮游动物种类数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总的

说来 夏 !秋季的浮游动物种类数较多 冬 !春季的种

类数偏少 表 ∀

总个体数量的季节分布 厦门杏林 !龙

海角美 !漳浦 号和 号虾池浮游动物总个体数量高

峰时间一般出现在 ∗ 月 夏 !秋两季都维持在较

高水平 丰度可达 ∗ 个体 ∀数量 低谷一

般出现在冬季 个体数量 低仅有 ∗ 个体 ∀而

龙海虾池较为特殊 其数量 低谷出现在 月 丰度

水平较其他虾池高 为 个体 从冬季进入春

季浮游动物数量反而下降 进入低谷期 表 ∀

讨论

3 1 厦门及其附近地区 4个虾池浮游动物 主要

是浮游甲壳类动物 之间种类组成的比较

首先 在厦门杏林和龙海角美的虾池中均观察到

多刺裸腹蚤 这是一种淡水枝角类 在富营养的水体

中可达到很高的密度 ∀因而可以对比出这 处虾池的

盐度比漳浦前亭的两个虾池的盐度低 ∀此外 龙海角

美虾池的特有种细巧华哲水蚤 通常生活在淡水区 !

中华异水蚤 通常生活在河口半咸水区的沿岸水域

有时出现在淡水区可作低盐水的指示种 也说明了龙

海角美虾池的盐度比漳浦前亭 个虾池的盐度低 甚

至比厦门杏林的还要低 ∀另一方面 漳浦前亭的 个

虾池的种类极为相似 它们特有的种类是针刺拟哲水

蚤 暖水性较强的种类 主要分布于亚热带 !热带海

域 !孔雀唇角水蚤 暖水性近岸种 有时当水温上升

时大量出现于低盐港湾中 !瘦尾胸刺水蚤 暖温性近

岸种 !红眼纺锤水蚤 热带 !近岸 !表层种 ∀这些种类

的出现都说明了漳浦前亭 个虾池的盐度比厦门杏

林和龙海角美的高 ∀ 个虾池之间种类组成差异体现

了不同虾池的生态差异 ∀表 提供的年平均盐度及其

范围数据也表明龙海角美虾池的年平均盐度 低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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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虾池出现淡水种类是易于理

解的 ∀

3 2 厦门及其附近地区虾池与其他

地区虾池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的比较

厦门及其附近地区虾池与广东省

珠海 !深圳和廉江龙营围等≈ 地方虾池

浮游动物的主要组成类别是一致的

主要类型都是沿岸河口种 这种相似

性主要是由于两个地区的虾池所处的

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它们都受到

大陆径流的影响 ∀但是 在桡足类的种

类组成上差异很大 这与两者的纬度

位置有关 厦门处于亚热带 而广东省

珠海 ! 深圳和廉江龙营围等地方则已

经处于热带 ∀两个地区的水环境条件

的不同 特别是水温高低及其季节变

化 直接导致了桡足类在种类组成上

的差异 ∀

3 3 厦门及其附近地区虾池与自然

海区浮游动物的比较

通过厦门及其附近地区虾池浮游

动物及广东珠海 ! 深圳和廉江龙营围

等地方虾池浮游动物与自然海区浮游

动物的分别比较结果得出 虾池浮游

动物的种类组成比自然海区浮游动物

的种类组成简单 样品中未观察到水

母类 ! 浮游软体动物以及棘皮动物幼

虫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也比自然海

区低 ∀在种类组成上 前者大多是沿岸

河口种 后者存在许多大洋性种类 两

者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的产生和

自然海区的生态系统多样性较高密切

相关 其环境复杂多样 而虾池的生境

却较为单一 ∀

3 4 厦门及其附近地区虾池浮游动

物数量季节分布与自然海区浮

游动物数量季节分布的比较

早期对厦门海区调查得出的结论

为 海区个体数量在春 !夏 !秋 三季

尤其是夏季 较大 在冬季是浮游动

物的贫乏期 数量少≈ ∀而从近期的厦

门市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专业报告集中

得出的结论为 总量 个体数量 的季

节变化趋势是春 !夏季高 秋 !冬季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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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次研究得出的结论为 虾池浮游动

物个体数量高峰期往往出现在夏 ! 秋季

交替时 夏 !秋季的平均水平比春 !冬季

高 ∀龙海角美的虾池特别典型 其数量

低谷在春季 月 该现象较为反常 ∀作

者认为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与虾

池受到的人为干扰因素有关 虾池一般

会在春季 约 月份进行收获 然后进

行消毒 从而抑制了浮游动物的生长与

繁殖 从而出现浮游动物数量在春季不

升反降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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