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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州湾自然环境与地质演化》书评
胶州湾是中国北方海岸带上灿烂的明珠 ,美丽的青岛依托胶州湾得到孕育和发展 ,今天已成长为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胶

州湾优美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地质演化进程吸引了众多中外人士和科学家的关注 ,2006 年 6 月由李乃胜、于洪军、赵松龄等著

的《胶州湾自然环境与地质演化》新书 ,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最为综合和系统的科学专著。

本专著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胶州湾自然环境的系统调查资料为基础 ,抽析出近年来开展的专项调查资料的精华部分 ,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 ,在对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类活动、区域地质概况、水文气象环境 ,生物资源环境 ,海水化学环境 ,海底地

质环境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对胶州湾形成前的地质基础 ,区域地质概况与地球物理特征 ,动力地貌与泥沙运动 ,胶州

湾口古跌水的形成与消亡 ,胶州湾地区古海岸线的定位 ,胶州湾内的水动力条件 ,化学元素的迁徙与富集、海洋动植物和微生物

生态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 ,使我们对胶州湾有了较全面的规律性的新认识。特别是以新发现的古冰川遗迹为基础 ,用冰川

活动的新观点对胶州湾的形成演化进行了分析 ,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近期发现的胶州湾及临近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基础上 ,对胶州湾口深槽的成因提出了新观点。作者

认为 :渤海海峡在晚更新世以前为一陆桥 ,它的存在对胶州湾地区的自然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约在距今 128 000 a 前的间冰

期 ,海水开始大规模入侵 ,真正的“渤海”开始形成。此后 ,每当冰期来临 ,海水退出 ,黄、渤海变为寒冷的陆地 ;进入间冰期 ,海面上

升 ,黄、渤海再度被海水覆盖。冰消期 ,胶州湾周围古冰川融水 ,大部分都要经过胶州湾口流向黄海陆架 ,由于胶州湾口附近存在

断裂构造作用和岩性差异 ,形成深达 71 m深槽 (古瀑布) 。这一创新性的论断 ,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深化了人们对胶州湾形成

演化的认识。

综上所述 ,《胶州湾自然环境与地质演化》一书内容丰富 ,论述全面 ,图文并茂 ,部分成果具有原创性意义 (如胶州湾周边地区

第四纪冰川活动、胶州湾口深槽的成因等) ,是一本特色彰显 ,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科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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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物量锥体

———杨纪明教授提出海洋生态学中一个新概念

早在 19 世纪 ,就有人提出海洋里究竟有多少鱼这样一个问题。从那以后 ,生物学家从各个环节相继进行了研究。1935 年

Elton 首先提出“食物链”概念。从这个概念引伸出 ,在海洋里藻类等初级生产力通过一级和多级转换 ,可以形成贝类、虾类和鱼

类等渔业资源。1942 年 Lindeman 提出“十分之一”定律 ,亦称林德曼效率或生态效率 ,意思是在一个水生生态系统里 ,饵料基

础转化为下一级捕食者时 ,平均要损失生物量的十分之九 ,只有十分之一留存下来。1953 年 Odum 提出“生物量金字塔”概念 ,

现在称为“生物量锥体”。它揭示了生态系统中营养级与生物量的负相关关系。其他学者还提出诸如逻辑斯谛曲线、von Beta2
lanffy 方程、Ricker 模型等等。所有这些 ,都对海洋生态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没有见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里提出一个新概

念。

20 多年前 ,杨纪明教授在英国洛斯托夫特渔业研究所研究了北海鱼类的营养级和生物量 ,并将研究结果分别在西德和丹

麦作了报道。回国后 ,他把上述两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果 ,那就是“类生物量锥体”现象。这一结

果曾于 1983 年 3 月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海洋湖沼生态学讨论会上宣读过。由于当时他承担的渤海和黄河口海上调查任务繁忙 ,

未能对它及时整理发表。

类生物量锥体 ,与生物量锥体相似而又不同。生物量锥体所揭示的是被食者与捕食者之间的纵向关系 ,而类生物量锥体所

揭示的是捕食者与捕食者之间横向的营养级与生物量的负相关关系。类生物量锥体的生态意义在于 ,可以从鱼类生态类群营

养级的高低来推测其生物量的状况。

杨纪明教授对北海鱼类营级和生物量进行了综合分析 ,北海鱼类群落中 ,浮游生物食性或浮游生物捕食者、底栖生物食性

或底栖生物捕食者和游泳生物食性或游泳生物捕食者的营养级分别为 3. 5 ,3. 9 和 4. 5 ,依次递增 ,而它们的生物量之比为

1 ∶0. 8 ∶0. 4依次递减 ,由此发现了一种与生物量锥体相似而又不同的现象 ,即捕食者与捕食者之间横向的营养级与生物量的

负相关关系 ,杨纪明称之为“类生物量锥体”,也叫“类生物量金字塔”。最近 ,他把此研究成果整理成文 ,发表在《海洋科学》2007

年第 10 期上。

北海的生物量锥体其底部与顶部营养级之比为 1 ∶4 ,生物量之比为 1 333 ∶1 ;类生物量锥体其底部与顶部营养级之比为

3. 5 ∶4. 5 ,生物量之比只有 2. 36 ∶1 ,由此看出 ,类生物量锥体的营养级和生物量的变化幅度比生物量锥体为小。

类生物量锥体概念的提出 ,结束了中国人在海洋生态学领域里没有提出概念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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