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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 2≥ •2 2 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号 湖北省重点项目 欧洲联盟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等 武汉市晨光计划 号 ∀

第一作者 吴振斌 出生于 年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目

前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 欧盟国际科技合作等重大项目

余项 ∀通迅地址 武昌珞珈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 ƒ ¬ 2 ∞2 ∏

通迅作者

参加工作的还有邓家齐 !刘保元 !庄德辉 !夏宜 !陈辉蓉

等 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深圳湾是深圳市的三大海湾之一 ∀位于珠江口内

伶仃水道的东侧 湾内纵深约 平均宽度约

水域面积为 ∀是咸淡汇合之处 也是淡

水生物与海洋生物混杂的水域 因而具有海湾与河口

的双重特性 ∀由于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和香港回归

之后 对深圳湾及其附近海域的港口 !交通建设等提

出了新的要求 深圳市拟在深圳湾深圳市管辖区域内

有大面积的填海造陆工程 ∀该项目的实施 必然会对

深圳湾的海岸线 !水动力条件 !水质 !水生生物 !水域

生态环境乃至城市的水 !气 !声环境等诸多方面产生

影响 ∀为此 我们对深圳湾的浮游生物 !底栖动物的现

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为了解湾区水生生物的变化特

征 !评价填海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在深圳湾中部东西轴线以北和潮间带 按近岸 !

远岸和河口等部位 共设置了 个采样点 图 经

纬度分别为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样点 β χ β χ

∞ 样点 β χ β χ∞ ∀于 年 月

深圳湾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现状调查研究

吴振斌 贺 锋 付贵萍 况琪军 雷志洪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提要 对深圳湾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种类 !数量及分布现状进行了研究 ∀结果

表明 淡水种类占绝对优势 藻类 门 属 种 其中硅藻 属 种 绿藻 属 种 蓝藻

属 种 裸藻 !金藻各 属 种 浮游动物共计 种 其中原生动物 种 轮虫 种 枝角类

种 桡足类 种 浮游幼虫及其它 种 底栖动物 种 分别为环节动物的多毛类 种 寡毛类

种 软体动物 种 甲壳动物 种 鱼类 种 ∀

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和分布的特征是 藻类细胞密度为 ≅ ∗ ≅ 个 平

均 ≅ 个 ∀浮游动物为 ∗ 个 平均 个 ∀底栖动物个体数为

∗ 个 平均为 个 ∀这三类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分布与距深圳河河口的距离

有密切关系 ∀因此 三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湾内段与湾口段差异明显 且平均值偏低 说明深圳

湾水体有一定程度的污染 ∀

关键词 深圳湾 浮游生物 底栖动物 种类和数量分布



≥ ∂

图 深圳湾采样布点图

∗ 日进行实地现场采样 ∀ 样品均按常规方法和

程序进行处理 !计数和鉴定 并按 公式计算

各采样点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

结果

种类组成和分布

浮游植物 个采样点 共鉴定出藻

类 门 属 种 其中硅藻 属 种 绿藻

属 种 蓝藻 属 种 裸藻和金藻各 属

种 表 ∀

浮游植物种类分布特征是 ∗ 号采样点发现

多种淡水藻类 多为绿球藻目的种类 ∀另外 各点淡水

藻类的多少依从河口向湾口逐渐递减 ∀靠近河口的

号点淡水藻类最多 有 种 占该点全部藻类的

而距河口最远的 三个点 淡水种类几

乎为 ∀

深圳湾浮游植物的优势种类总体看比较单一 种

间差别较明显 ∀从出现频率和数量分布来看 硅藻门

的湖沼圆筛藻 !具星小环藻和直链藻是居首位的优势

种类 ∀而硅藻门的中心圆筛藻和变异直链藻 绿藻门

的一种丝藻 !蓝藻门的巨颤藻和弱细颤藻以及一种裸

藻是次优势种类 分别出现在半数或半数以上的采样

点中 且数量分布上亦占相当比例 ∀

浮游动物 由深圳河带入的淡水浮游

动物成为深圳湾浮游动物组成的主要种类 ∀特别是靠

近河口的 等采样点 几乎全是淡水种类 ∀其

优势种类有 萼花臂尾轮虫 !角突臂尾轮虫 !跃进三肢

轮虫 !多刺裸腹蚤等 ∀而在深圳湾西边的

等采样点 离深圳河口较远 几乎全是海洋种类

优势种类为纺锤水蚤 !异水蚤和蔓足类幼虫等 ∀从出

现的种类类群看 淡水以轮虫种类最多 海水以桡足

类种类占优势 ∀桡足类的桡足幼体和无节幼体在各个

采样点均能见到 且数量不少 表 ∀

在种类分布方面 深圳湾东边靠近深圳河河口的

等采样点种类最多 达 ∗ 种之

多 ∀而西边靠近蛇口一带的 等采样

点 则仅为 ∗ 种 种类偏少 ∀其余各点种类介于以

上两者之间 表 ∀

底栖动物 在深圳湾 个采样点中

号采样点因位于深圳河口处 底质为灰褐色的细砂

没有发现动物标本 ∀其余 个采样点共有 种底栖

动物 分别隶属于环节动物的多毛类 种 ! 寡毛类

种 软体动物 种 甲壳动物 种 鱼类 种 表 ∀

软体动物的光滑蓝蛤分布最广 在大多数采样

点出现 其中 采样点数量较多 ∀ 号点

的密度达 个 成为优势种 ∀在

等采样点还分别出现两种淡水寡毛类霍甫水丝蚓和

克拉泊水丝蚓 ∀

数量分布特征

对藻类细胞密度的测算结果表明 各采

样点浮游植物的密度波动范围在 ≅ ∗ ≅

个 平均 ≅ 个 ∀临近深圳河河口的 号

点 细胞密度最大 达 ≅ 个 ∀其次是 号点和

号点 分别为 ≅ 个 和 ≅ 个 ∀

号的细胞密度最小 仅为 ≅ 个 ∀分别只及

三点的 和 ∀另外 以深圳湾

中部的 三点纵断面为界 湾口段的 和 ∗

号 个采样点 藻类平均密度为 ≅ 个

仅及总平均值的 ∀而临近深圳河 ∗ 号 个

采样点 藻类细胞平均密度为 万个 为总平均

值的 倍 图 ∀

浮游动物数量分布情况 大体在深圳河

河口附近 即 采样点数 量偏多 ∀在 ∗

个 之间 ∀而深圳湾西边靠近蛇口一带的

等采样点 则数量较少 约 ∗

个 ∀距离岸边较远的 各点 数量最少

在 ∗ 个 之间 图 ∀

底栖动物此次采集的种类较少 而生物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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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深圳湾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分布图

∗ ∗ ∗ ∗

∗ ∗ ∗

单位 万个

ƒ ⁄ ∏ ≥

图 深圳湾浮游动物数量分布图
∗ ∗ ∗

∗ ∗ ∗
∗ ∗ 单位 个

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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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存量却较多 ∀在第 等采样

点 底栖动物的密度都在 个 以上 除 号

采样点外 生物量均超过 ∀总平均密度为

个 总平均生物量 ∀生物量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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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软体动物占绝对优势 平均 占总平

均生物量的 个体密度占总平均密度的 环

节动物在 号采样点较丰富 密度为 个 生

物量为 ∀深圳湾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分布

见表 ∀

生物多样性指数

根据 多样性指数公式 δ Σ2 Ν计

算结果表明 深圳湾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生物多样

性指数较低 ∀如以 号采样点为界进行分析 湾

内段和湾口段的藻类生物多样性指数差异明显 ∀湾内

段各采样点的指数均不足 平均 而湾内各点

均大于 平均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变化与浮

游植物的大体一致 ∀底栖动物在 两个采样点的指

数较高外 其余各点普遍较低 表 ∀

讨论

对深圳湾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和底栖动

物种类与数量的调查结果表明 这三类生物均较

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有明

显变化 ∀据 年南海所的调查资料 浮游植物计硅

藻 属 种 蓝藻 种 ∀优势种为角毛藻属和圆筛

藻属 ∀而我们本次调查结果中计硅藻 属 ! 绿藻

属 !蓝藻 属 !裸藻和金藻各 属 共 属 种 ∀优势

种为湖沼圆筛藻 !具星小环藻和直链藻 ∀数量上

年的资料平均 ≅ 个 而本次调查为

≅ 个 增加三个数量级 ∀浮游动物种类

年 种 现为 种 其数量级波动在 ∗

个 之间 平均 个 增加也明显 ∀而

底栖动物种类则较 年平均减少 但个体数

量却大大增加 按平均生物量计 年为

年则升至 增加了近 倍 ∀上述变

化 可能与深圳湾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 ∀近年来深圳

湾区周围社会发展迅速 排入深圳湾的河水污染也较

严重 无疑会对深圳湾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

据 年南海水产所的调查报告 深圳湾的海水质

量 !沉积物质量均有明显变化 海水中无机氮和无机

磷含量分别高出水质评价标准的 倍和 倍 ∀这

为藻类的繁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源 从而也为浮游动

物和底栖动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 ∀

由海湾藻类和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分布

的等值线可以看出 它们的变化与水质河口的距离有

关 即愈靠近河口 浮游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愈多 ∀这种

随距河口距离增加三类生物逐渐减少的现象与深圳

湾系淡 !海水汇合处 生物组成和数量变化均受淡水

的影响逐渐减弱有关 ∀

根据海湾三类生物的多样性指数总的偏

低 湾口段较湾内段显得更低且差异明显的事实说

明 淡水种类在湾口段各站点逐渐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是其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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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近岸大气降水中的铝

许 卉 张 经

烟台大学应用化学系

青岛海洋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提要 根据 ∗ 年间在黄海西北部的千里岩和青岛的八关山采集的雨水样品 对山

东半岛近岸大气降水中铝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该区大气

降水中的铝主要来自降水对陆源大气溶胶的淋洗和冲刷 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布特异性 冬春

季高于夏秋季 沿岸城市地带则高于远离陆地的海区 ∀人文活动 !气象条件及降水 值是影

响该地区大气降水中铝含量的主要因素 ∀通量计算显示大气湿沉降是陆源的铝向西北黄海输

送的重要输送途径 ∀

关键词 山东半岛 近海 铝 大气降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号 ∀
第一作者 许卉 出生于 年 硕士 讲师 从事近岸环境

中痕量元素 ≥ 等 及营养盐的分析化学和生物地球化

学研究 ∀ ∞2 ∏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海洋是许多天然和人类活动产物迁移的最后归

宿 ∀在陆地径流稀少的边缘海域及离陆地较远的远

海和大洋 大气沉降是主要的物质来源 ∀通过对降水

即大气湿沉降 中铝的分析 不仅可以了解大气对

海洋输送的情况 而且可以利用其环境示踪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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