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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 1999年 4月运动类铃虫的平面分布

张武昌
1 , 2

,孙 军
1
,孙 松

1

(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山东 青岛 266071; 2. 中国海洋大学 教育部海水养

殖重点实验室, 山东 青岛 266003)

摘要: 研究了 1999年 4月末用浅海 I I I 型网在渤海 30个站位采集的浮游生物样品中的砂壳

纤毛虫, 发现砂壳纤毛虫种类单一, 几乎全部为运动类铃虫 ( Codonellop s is m obilis Wang

1936) ,丰度为 32~ 10 731个/ m3,碳生物量为 0~ 1. 52 m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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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微食物环概念的建立, 微型浮游动物的

研究在国内外日益受到重视 [ 1 ]。砂壳纤毛虫是海洋微

型浮游原生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在 20世纪 30~

50年代, 中国科学家曾对中国部分海区的砂壳纤毛

虫进行过为数不多的分类学研究
[ 3~ 6 ]

, 但在最近 50

年中极少有工作涉及该类群 [ 7 , 8], 尤其是有关其丰

度、时空分布等方面的数据迄今仍十分缺乏 [ 9 , 10 ]。

作者于 1999年 4月末渤海调查一个航次中, 对

浮游植物网样品中的砂壳纤毛虫进行了鉴定、计数,

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999年 4月 28日至 5月 1日, /东方红 2号0科

学调查船对渤海进行了一次大面调查。共设 30个站

位(图 1) , 调查海区深度为 14. 3m ( D1站)至 50. 9 m

( A 4站)。各站位测量垂直断面的温度和盐度,采表层

水,测量叶绿素 a 质量浓度。

用浅海 I I I型网 (网口面积 0. 1m 2, 网目孔径 76

Lm)从底到表垂直拖网, 用流量计计算过滤水的体积

( V w )。浮游生物网样品用甲醛( 2% )固定。在实验室,

用量筒测量每个样品的体积 ( V s) , 用定量取样器从

中取出 2 cm
3
, 在解剖镜(放大 60倍)下计数其中的砂

壳纤毛虫的数量( N ) , 砂壳纤毛虫的丰度 ( A , 个/ m
3
)

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A = N @ ( V s/ 2) / V w。 为估计

砂壳纤毛虫的生物量, 本研究假设砂壳纤毛虫原生质

占壳体积的 30% , 纤毛虫细胞含碳量和体积的比值

为 0. 19 pg / Lm
3 [9]。

2 结果

调查海区的表层温度(图 2A)为 6. 6 e ( F5站)

至 10. 7 e ( B1站) , 北部比南部低。表层盐度(图 2B)

为 30. 5 ( B1站)至 32. 29 ( A4站) , 海峡口比湾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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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站位

Fig. 1 The invest igat ion s ta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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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查海区的表层温度( A, e )、表层盐度( B) ,表层叶绿素a 质量浓度( C, mg /m
3
)和运动类铃虫的丰度

(个/ m3 )平面分布 (D)

Fig . 2 Surface temperature ( A, e ) , sur face salin ity ( B) , sur face ch lorophyl l a co ncentrat ion (C , m g/ m
3)

and the

abundance ( ind /m
3
) of Codonel lop si s m obi l is (E )

表层叶绿素 a质量浓度 (图 2C) 介于 0. 17~ 8. 09 m g/

m 3, 平均为 1. 62 mg/ m
3, 在黄河口附近出现叶绿素 a

质量浓度高值区, 在海峡口附近和渤海湾附近是叶绿

素 a 质量浓度的低值区。

样品中的砂壳纤毛虫几乎全部为运动类铃虫

( Codonellop s is mobi lis Wang 1936) [ 3 ], 其他种类

很少见到。在 30个站中有 27个站出现运动类铃虫。

运动类铃虫在这 27个站位的丰度 (图 2D) 为 32~ 10

731个/ m 3, 平均为 2 517个/ m 3。丰度最大值出现在

D3站, 其他几个丰度较大的站位是 C1站 9 766个 /

m
3
, E 3站 7 703个/ m

3
, D2站 7 681个/ m

3
, A1站 7

121个/ m 3, 其他各站的丰度低于 5 000个/ m 3。碳生

物量为 0 ~ 1. 52 m g/ m 3。

3 讨论

浅海 II I 型网的筛绢孔径为 76 Lm。运动类铃虫

的壶部长 105~ 110 Lm, 直径 84~ 92 Lm , 领部直径

66~ 68 Lm , 领部高度 30~ 48 Lm , 所以运动类铃虫

可以被成功捕获。砂壳纤毛虫的体长大多处于 20~

250 Lm, 在生态学研究中属于微型浮游动物的类群,

需要通过采水的方式采集样品。由于本研究使用拖网

采集的方式, 可能有一些个体较小的砂壳纤毛虫没有

被采集到。目前还没有比较拖网样品和采水样品中砂

壳纤毛虫种类和丰度数据的研究。

1997年 6月, 作者曾在渤海的 5个站位开展了

砂壳纤毛虫的初步研究, 采样方法为采 1 dm
3
水样,

用 Lugol 's固定液固定, 体积分数为 1% [ 10 ]。 该工作

表明砂壳纤毛虫的种类组成比较单一, 几乎全部为

一未能鉴定的铃壳虫 Cod onel lop sis sp.。 丰度从渤

海出海口的 981个/ dm 3到辽东湾的 200个/ dm 3, 渤

海湾内为 26个/ dm
3
, 到黄河口和莱州湾则完全没有

检出。作者在对该样品的复检中, 确认该种为运动类

铃虫。对比 1997年 6月的样本, 1999年 4月的采样中

本种纤毛虫丰度( < 11个/ dm 3)明显偏低。

运动类铃虫在胶州湾也有分布。1952年, 尹光德

报道运动类铃虫在胶州湾 7~ 12月大量存在, 但没有

给出具体的丰度数值
[ 6 ]
。1997年 9月、1998年 4月和

1999年 5月, 胶州湾的运动类铃虫最大丰度分别为

10, 140和 80个 / dm3 [11]。可见运动类铃虫在渤海和

胶州湾不仅在 7~ 12月发生,在春季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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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kt on samples w ere taken by ver tica lly t ow ing Chinese shallow w ater I I I plankton ne t

from bo ttom t o surf ace in late Apr il 1999 at 30 stat ions in Bohai Sea. T he t int innids in the samples w ere

examined and counted. Codonellop sis mobilis w as prom inently dominant in the tintinnids communit y. T he

abundance and carbon biomass o f C. mobilis w ere 32~ 10 731 ind. / m 3 and 0 ~ 1. 52 mg/ m
3,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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