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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海洋浮游植物的研究
*

朱 褂 屏 郭 玉 潦
(水产部黄梅水产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徉研突所)

解放十年来我国海洋浮游植物的研究工作在党的
一

正确倾导与大刀扶持 下发展得非常

迅速
。

解放前不过只几个人做了一些海洋浮游植物分类的工作
。

现在我俩已有了一大批

为国民趣济及海防建投服务的海洋浮游植物科学工作者
。

他佣正在祖国沿海各地广泛地

进行着海洋浮游植物分类和生态方面的研究工作
。

在配合各重要派锡嗣查和港湾养殖方

面已握取得一定 的成精
。

近两年来
,

在建殷社会主义总路徒的光辉照耀和大跃进形势的

鼓舞下
,

随着全国海洋粽合稠查的开展
,

浮游植物的分类工作和生态研究已在中国海区的

北樟 1 7 度至 41 度的广阴范围内开展起来
。

现在检阴一下我佣十年来海洋浮游植物研究

工作的进行情况
,

对下一步更大更好地开展工作应当是有盘处的
。

目前要作一个全面的检圈是有困难的
。

这不仅是因为部多重要的研究 成果简未刊

布
,

而且由于在全国公社化和全面跃进的局势下两年来沿海各地到处兴建了很多有关海

洋及庶业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

刊印了赘多各式各样的研究报告和文献
。

其中可能有

些关于海洋浮游植物的报告我俩还没有兑到
。

因此在这个筒略的检阴中
,

只能就我们兑

过的研究报告中在每个海区选择一
、

二件比较重点地渝述一 卜
。

对我俩还不很了解的工

作
,

在此只能筒要地提一 下
。

文中所述海洋粽合稠查中的浮游植物工作系根据国务院科

委海洋粗海洋粽合稠查浮游生物研究粗的工作总桔
。

南海近岸的浮游植物工作系根据进

行这项工作的同志的通信和她的毕业榆文1) 。

其他都是已刊布的研究报告
。

限于我佣的

科学及思想水平
,

文中难免有些遣漏及不妥之处
,

欢迎批砰指
一

正
。

一
、

分 类 研 究

为了配合水产事业发展
,

近年来曾对翘济焦虾类的主要淮踢(如渤海内三大湾的产卵

踢
,

黄海的海洋岛憔踢
,

烟
、

威徽踢
,

石岛派踢
,

大沙嫩锡
,

东海的舟山派踢等 )和可供养殖

的港湾(如胶州湾
,

厦阴港等 )中的浮游植物都进行了一些分类的研究
。

19 5 7 年开始了渤

海及北黄海整个广大海区 的浮游植物的稠查
。 1 9 5 8 年随着全国海洋粽合稠查的开展

,

浮

游植物稠查的范围扩大到南黄海和东海
, 1 9 5 9 年又扩大到了南海

。

在这些大范围的刹查

中
,

都首先进行了分类研究工作
。

到 目前为止
,

艳大部分的研究成果肯待刊布
,

在已握发

表的著作中
,

主要有烟
、

威涌踢及附近海 区的角毛硅藻属
‘1] 和厦阴的海洋浮游硅藻[s] 。

角毛硅藻属(c 几ae toc er 。)在黄海硅藻中是最常晃
、

种类最多
、

数量最大
、

与涌业有密

切联系的
。

这一属旧的分类系兢存在着一些混淆的情况
,

分类工作者对有些种类和变种

的槛定还戚到 困难 ; 甚至每耙胞只有 1 个色素体的 以
.

Pe lag i川
、

及 C乃
.

d沁翻
,

与每相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 1斗号
。

水产部黄梅水产研究所稠查报告第 39 号
。

1 ) 陈金环
。

广东省浩海浮游硅藻的稠查
,

厦阴大学生物系毕业输文(1 9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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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含有 2 个色素休的 以
.

lac in i。、 在重要的分类书籍中也被混为一种
,

急需研究修静
。

每抽胞只有一个含核样体的大型色素休的种类应视为低于每糊胞有二个同样色素休

的种类
,

而每袖胞有多数小型色素体的种类则是进化校高的
。

有核样休的大型色素体的

个数
,

或色素休内有无核样体
,

是稳定的
,

应作为分类的主要根据
。

而触的长短
,

触内韧胞

速桔的松紧程度及扣胞简隙的大小
,

角毛异化的程度
,

伸 出的方向等 RlI 可因环境因素的变

化而有各种程度的变异
,

所似这些韧胞壁形态
_

L的特征应放在次要的地位
。

依此就烟
、

威

海 区角毛硅藻属大量标本进行了分析研究
,

把旧分类系兢的 2 个亚属和 1 8 个相
_

修言T成一

个新的分类系枕
,

即把这属硅藻分为 3 个亚属
: (约单色休亚属

—
每韧胞只有一 个大型

盘状合有核样休的色素休 ; (2 )二 色体亚属一
一每韧胞有 2 个大型盘状合有核样休的色素

体
,

和 (3 )多色休亚属一一每韧胞有 2 个似 L 的小型色素休
。

多色体亚属又分为两个粗
:

(i) 无色角毛粗一

一角毛内无色素休
,

(2 )色休角毛粗
- -

一角毛内有色素体
。

依照这个新

的分类系兢
,

烟
、

威海区的角毛硅藻斜有单色体亚属 12 种
,

二色休亚属 8 种
,

多色体亚属

的无色 角毛粗 5 种
,

色体角毛粗 6 种
。

福建省近岸的海洋浮游植物分类工作主要是在厦阴附近进行的 [3] 。

在那里采集的时

期较长
,

针有 6 年多 (每周采集 1一2 次 )
。

蕴定的种类较多
。

到 目前为止
,

在出版的中国浮

游硅藻文献中以福建近岸描述最多
。

舒有 48 属 1斗。种
。

只在厦阳附近采到的即有 127

种
。

在“厦阴海产浮游硅藻
” [s1 中

,

还附加了中国沿岸其他各处所发现的种类
,

总共描述了

1 81 种
。

福建面临台湾海峡
,

而台湾海峡与南海及东海相速
。

因此
,

福建近岸的硅藻有爵

多是出现于南海及东海的种类
。

此外
,

也有一些与黄海共同的种类
。

在福建沿岸的 1 4 0

种硅藻中有 48 种已兑于舟 山海区
,

12 种角毛硅藻已晃于烟
、

威海区 111 , 5 2 种已晃于青岛

近岸 [, ] 。

广东省近岸的浮游硅藻已找到 1 16 种
,

隶于 3 3 属
,

其中数量多而较常见的有 22 种
,

有 17 种是在我国海区 内还没有昆载过的
。

比较全而的海洋浮游植物分类工作是在 19 5 8 年拮合着全国海洋粽合碉查开 始进行

的 到 目前为止
,

在渤海已蠕定了 肚 种 ;黄海 10 4 种 ;东海 12夕种 : 南海 91 种
。

其中有寸
-

余种简须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作最后的糯定
。

二
、

生 态 研 究
一

l
一

年来海洋浮游植物的生态研究主要是在涌踢稠查
,

海洋粽合稠查等方而

1
.

激塌稠查

辽东湾浮游植物的生态稠查是从 1 9 5 1 年起枯合着这个海区 的 一个 重要捕扮对象
,

毛虾 (A o te 了

动i、。行)
,

的稠查开始的 [4]
)

稠查桔果表示有两种圆肺硅藻 (co J’c io

o’l 硫侧

aJ’le o m 琳al 。 及 C
.

Jo 、
了

ia!
,

。 )是这个海区 中毛虾最主要的爵料
。

毛虾摄食嗤度与圆筋

硅藻数量变动有关 [sl
。

在辽东湾 1 9 , 5 年 6 月至 1 9 5 6 年 11 月的稠查期简发现圆筋硅藻先在北部及东 西 两

岸的狭小水域繁生
,

到 9 月就向中部扩大
,

10 月 已遍布全湾
, 12 月开始减少

。

至次年 4
、

弓

月份则大减
,

只在湾的北部河 口附近为数肯多
。

6 月末又普遍增加
。

7 月幼焦
、

幼虾及浮

游动物大量繁殖后
,

数量又减少
)

至 8 月稠查时只lJ只在湾的北部肯有一定的数量
, 9 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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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增加
。

海疑硅藻(沁lo 价
a ,

ul
‘
at a) 也是毛虾摄食的重要对象之一

。

它是秋季开始出现
,

至

次年 3一5 月达到繁盛期
。

这时被毛虾大量摄食
。 5 月后刻大减

,

至 夏季 消失
。

此外
,

B id d , ‘IP人ia , io e , s行
、

7
”

人a la 了了10 , e m a n i一灯
c h io id。

, T 人
.

f
r a “‘, n f

e ld ii
、

P le u r o 、ig o a a

ffin 口 、

尸
.

召 n g u za t , ‘m
、

万it屠 ,功 ia
·

; e r ia t“
及 万a o ic u la c a n c e lla ta

等硅藻也是毛虾的食料
。

烟
、

威胎焦涌踢的浮游植物在涌讯期简 (5一 7 月 )在 1 9 5 3一 1 9 , 5 三年内总量一般 以

5 月
_

L旬为最多
。

此后则逐渐减少
, 7 月

_

L旬达最低点
, 7 月 下旬又开始增多

。

浮游植物

总量在平面分布
_

L的显著现象是近岸低盐水和远岸高盐水交汇区域的总量一般较大
。

有

些种类如 刃it二 , c人i“ 户u n g e u : 、

双人10 0 , o le n i召 , e , ig e r a

等是随着渤海的低盐沿 岸流 进入 派

锡
。

另有些种类如柱状根管硅藻 (R 厉。。le ni a 对刃ijor m is )显然是来自远岸高盐水域 [zl 。

根据角毛硅藻属的分布
,

总量最密集区一般是靠近岸边
,

这些近岸的种类主要是单色

体和二色休两个亚属的种类和多色休亚属的劳氏角毛硅藻 (c 滩ae t oc 。
口 , lo)’。蕊。“ , )

、

扁

形角毛硅藻 (c h
.

‘口m Pr 。了“ ,
)

、

卡氏 角毛硅 藻 (c 人
.

‘
。tra 。。i)

、

秘 鲁 角毛硅 藻 (c 人
.

p 。、沂an 。 )和密速角毛硅藻 (C人
.

d 。
; 。 ,

)
。

最后一种为数最多
。

这些近岸的密集区常被

远岸高盐水的侵入而稀释
。

因此
。

可就各个时期的密集及稀释情况了解一些远岸高盐水

与近岸低盐水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 12 ] 。

在多色休亚属色休角毛粗中
,

有 3 个种的分布值得深入研究
。

扭角毛硅藻是显然被

远岸高盐水带进涌踢的
,

它的分布与远岸水的分布有密切联系 [z]
。

卡氏角毛硅藻及密速角

毛硅藻刻密集近岸
,

在樵讯主要时期
,

遍及庶锡全部海区
,

与水系分布情况有着密切联系
。

研究这些种类和单色体及二色体两个亚属种类的分布及数量变动对了解水系的动态和胎

负焦覃的分布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

n
.

海洋粽合稠查

根据 19 , 8 年 9 月至 1 9 5 9 年 弓月在渤
、

黄
、

东海稠查海区浮游植物定量研究桔果和
1 9 5 9 年 l 至 5 月南海定性查料初步看出

,

浮游植物以硅藻类为主
,

其总个体平均数量似

渤海和北黄海较高
,

南黄海和东海较少
。

渤海和东海由于水文情况变化校大
,

浮游植物个

休数量的逐月变动也比黄海大
。

但渤海和黄海浮游植物密集区位置的分布却变动不大
,

较东海更稳定
。

浮游植物密集 区大都分布在近岸
,

尤其是在近岸低盐水与外海高盐水的

交汇区域
,

数量往往较大
。

浮游植物个休数量的季节变化在大部分海 区都是 在 3
、

4 月 和 9
、

10 月 较多
,

而在

12
、

1 月和 5
、

6 月较少 ; 属于中律度海域两周期型的季节变化型式
。

但 4 个海区 各具特

点
,

分述如
一

卜

(l) 渤海是一个半封阴性的内海
,

受外海水的影响很小
,

入海河流较多
,

水浅
,

一

L
、

卜层

水中磷
、

硅等营养盐类递补很快
,

适于浮游植物的繁殖
。

莱州湾
、

渤海湾
、

黄河「I
、

耀河 LI
、

辽东湾等都是浮游植物握常密集的区域
。

扣” 年 9
、

10 月浮游植物数量很高
,

n 月开始 F降
,

至 1 9 5 9 年 2 月 黄河 口 磷 酸盐

(P认一P )含量高达 刊 毫克
一
磷 /米

3 ,

浮游植物增殖很快
, 3 月在河口一带J‘大水域形成密

集 区
。

这是一年中的最高攀
。

斗
、

5 月浮游动物开始大量繁殖
,

浮游植物的数量便急剧 卜

降
,

有到 8 月才又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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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种类大多系温带近岸种类
。

春季以角毛硅藻的单色体和二色休两个亚属的种

类和骨条硅藻 (s扮le to
e m 比

co 、at “m ) 为主
。

秋季以晶氏海棒硅藻 (T ka la 二ion e m “
ni 。。

c/l ioi d。)和圆筋属的种类为主
。 斗

、

弓 月在渤海中部尚采到少量代表着外海高盐水的柱状

根管硅藻
。

这可能是随着北黄海中央高盐水进入渤海
,

而又在渤海中部繁殖起来的
。

(2 ) 黄海受外海高盐水的影响较渤海为大
,

浮游植物的数量分布很不均匀
。

北黄海

常在南部 (烟 台至威海一带近岸 )和北部 (海洋岛以北)形成浮游植物数量校高的区域
。

这

些区域都是高低盐水的交汇区
,

也是磷含量较高的地方
。

北黄海中部是磷合量较低的水

域
,

洋游植物的数量较少
。

海洋岛以北海区距鸭禄江口很近
,

浮游植物数量校烟
、

威近海

更多
。

浮游植物的季节分布以 2
、

3 月和 纵 10 月较多
, 5 月下旬至 6 月最少

。

烟
、

威近海

浮游植物种类粗成与渤海南部相近
。

在海洋岛一带海域
,

除近岸种类外
,

尚出现 一些外海

高盐种类如柱形根管硅藻
。

中部海区刻膜状半管硅藻 (H e m 沁
t
lu

, m o m 厉an ac us )等高盐

种类校多

南黄海 (山东半岛以南至长江口 )浮游植物密集 区也分布在近岸
,

尤以石岛至青岛一

带海区更多
。

东部海区4lJ 数量很少
,

但外海高盐种类所占的比重增大
,

这是柱形根管硅藻

和 He m iau 爪
,

’
,

。m 厉an ac “了 的主要分布区
。

冬季在 3 ,
。

N 以南
, 12 3

“

E 似东海 区简可采

到暖水外海性的漂流硅藻 Pl an 砂
口
成ell

a 了
ol,

、

苏北浅滩是两种箱形硅藻 (B id d u l户人ia m o 乙izie , , , i: 不r一 B
.

: e g ia )
、

双凸硅藻 (n ity zu m

b). 心心却ell ii) 和圆筋硅藻属的密集区
。

自秋末至春初
,

这些近岸种类随着沿岸低温低盐水

南下
,

一滇分布到长江 口北岸
,

自 32
O

N 一33
O

N 之朋向东伸往外海
。

秋季温带近岸性的

韧根管硅藻(R lzi 幼。le 瓜
“

al at
“ f

⋯ac l’ll im
“

)在大沙涌踢
,

儿乎成钝种大量增殖
,

而这种

在碉查海区的其他部分fllJ 极少觅到
。

(3 ) 东海水文情况校为复杂
,

除冬季外几乎整 个稠查海区都处在长江淡水与外海高

温高盐水的交汇面
_

L
。

由于长江 及蜡塘江入海水量的多寡和外海高温高盐水分布范围变

动的影响
,

浮游植物密集 区的季节变化很大
。

一年中浮游植物的最 高量 为 9 月
、

斗月稍

多
,

其他月份都很少
。

种类粗成
一

也校其他海区复杂
,

一般以温带近岸种类 (罗人al 。
, i口 n e m a

”
itz “乃ioi J肖

、

翻“to ce )’o
:

介l,il 行 等)为主
,

长江口一带伪有广温J一盐性的骨条硅藻
,

少数

淡水种类 (M o zo 了i,
·

a i了za n 己ic a

)及在半咸水中出琪的近岸种类 (B o llo r o c左e a m a ll己 :‘:

)
。

浙江

外海的高温高盐水已近暖流边椽
,

这里出现了暖 水外 海 种 类 如 跳al 。了10 11. 。 、

动til i, 、

尸la n 左to n ie lla 了0 1 等
。

4
、

5 月浮游植物密集区常在江日 东
、

南两面
,

以温带近岸种类的脆弱角毛硅藻 (c 加
。-

勿。ro , 介厉价)和广温广盐的骨条硅藻为主
、

9
、

J0 月和 3 月浮游植物密集在两江门 之简
,

江 口 正东
.

及浙江近岸
,

仍以温带近岸种为主
,

但亦有少数暖水近岸性的劳氏角毛硅藻和

以“tO c’e哪 m ess an en 价 等出现 1 1一2 月长江进入枯水期
,

夕卜海高温高盐水分布范围更

向西北扩大时
,

浮游植物密集在高温高盐水边椽
,

尤以 1J 一 12 月最为明显 ; l一2 月数量

很少
,

密集范围也精小
,

这时暖水外海种类(脚。
,

友。 ,li 翻
“ : 。/

、

T 乃、 l二万、i) 比 , “bt 沂
:

) 在总

量弓
一

,

所
:片的J

一

匕重增加
厂

f斗) 南海浮游植物似暖水近岸和外海种类为主
。

根管硅 藻 属 的 种 类 (R 左i。
了
ol 。勿

况叹
“

而
,

Ic. i)n 厉ica 纸 Iz. 阳如“
“ ,

R. 必 ,li
。

而 “汀 等)更占优势
、

至海南岛以南RlJ 蓝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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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孔.i‘如 d o m 、 属
,

成为优势种类
,

而硅藻类相应减少
。

Jll
.

港湾调查

解放后为了发展养殖事业全国沿岸港湾的浮游植物稠查工作 已普遍展开
。

在海产动

物养殖区域
,

爵多河 口 区域
,

胶州湾
、

厦阴港等处在浮游植物生态研究方面都已得到了一

些成果
。

在这方面以厦阴港硅藻季节变化的竞料 [3l 为最丰富
。

将 63 种硅藻作了 全 年 逐

月消长的分析研究
,

此外
,

对 斗。种厦四港常兑的浮游硅藻还依逐月消长情况分BlJ 作了图

解
,

并和 2 , 种浮游动物逐月消长情况作了比较
。

同时
。

也叙述了 19 3 6一 19 3 7 年青岛硅藻

逐月消长的情况
。

此外对广东沿岸包括海南岛的部多港湾和自北部湾至潮 阳的只类养茄

区域和换锡的浮游硅藻也进行了季节变化的研究
。

三
、

精 萧 及 建 栽

毫无疑周
,

中国十年来海洋浮游植物研究的显著成精为进一步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

同时在国民翘济和国防建殷中还存在着有关海洋浮游植物的爵 多 周题
,

并且还要层出不穷地发生一些新简题
,

需要海洋浮游植物科学工作者来解决
。

这些简题

的解决主要是生态学的任务
。

因此今后海洋浮游植物生态的研究工作尚 须进一步 扩 大

和加弦
。

特glJ 是对爵多樵踢内及在海洋学土有重要意义的海区内更必填加弦 浮游 植物

的生态研究
。

为海洋涌业服务肯定是浮游植物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
,

也是一个正确的方

向
。

在有些近岸憔锡及其附近海区内已翘发现浮游植物密集的浓度有时被河水或远岸海

水冲淡稀疏
,

成休焦草或幼焦集中的地点有时因而发生变化 ; 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

但浮游

植物在部多其他重要樵爆
、

爵多养殖海区和广大的远岸海区 内
。

大规模地增加或减少的主

要原因还没有明确地找出来
。

对此除了浮游植物育乏水体的稀释作用外
,

我佣款为还应

先从以下儿个方面深入研究以便找出使浮游植物大量增减的主要因子
。

1
.

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水层的厚度和在这水层中溶解的营养物盾的浓度及供应情况
。

应研究的营养物盾主要是(l) 硝酸氮
、

按氮和亚硝酸氮及儿种分子较小的按基酸氮 ; (2 )磷

酸磷及儿种分子较小的有机磷 ; (3 )这些营养物盾在这一水层 内从溶解的有机物中释放出

来的量和速度
,

和从下部水层中
_

E升到这个水层中来的量和速度
。

2
.

影响浮游植物繁殖生长的微量元素和生长刺激素在这个水层内增减的主要原因

3
.

海水温度对光合作用
、

呼吸作用及营养物盾 自有机物中释放速度的影响
。

斗
.

浮游植物下沉的速度及原因
。)

,
.

吞食浮游榷物的动物的数量及其变化情况
、

在中国这样广朋海区的浮游植物霭查中
,

不同种类在一个海区中互相更替的现象很

引人注意
。

当一个种类达到最繁盛的高攀以后就逐渐衰落
,

为另一种类的繁盛高攀所代

替
。

原因何在
,

值得深入研究
。

新兴种类到底是发源在什么地方 ? 怎样涌现到被稠查的

海区中来的 ? 在个别海区
,

女仃辽东湾的稠查
,

表示有些硅藻是首先在河口 浅海区大量繁

殖
,

以后逐渐扩及一个海区的全部
。

这是一两年简的偶然现象呢 ? 还是年年如此? 其他

海区有无同类现象? 在河口 附近的焦类虾类产卵踢海区及近岸养殖海区及其附近找 出大

量繁殖的浮游植物种类的发源地是具有重要袒济意义的
。

有哪些种类在哪一个海区常年



羊 与 湖 沼 艺 卷

出现
,

同样是在海洋粽合稠查中值得注意并进一步明确的周题
。

对海洋浮游植物生态稠查所用的方法本身还需要作些研究工作
。

在海洋浮游植物量

的测定中我俩所用过的
,

主要是体积
、

重量和舒扣胞数 目的方法
。

这些方法戮然有它侧的

优点
。

体积和重量法筒便迅速
,

是了解浮游植物量的分布的好办法
。

R1. 数法使我俩既能

了解洋游植物草休中的种类又能了解各种类所占的此重
,

这是很大的优点
。

对于可作水

体指标的种类来税
, ’

它们在一个海区中的数量
,

或存在与否更是重要
: 这应当用舒数法来

解决
。

不过为水产事业的发展服务我佣还应当知道一个海区的生产性能
。

因此就需要了

解那里的浮游植物的生产能力和食用价值
。

对此
,

休积法
、

重量法和舒数法都不能很好

地满足需要
。

这首先是因为在形态及构造不同的浮游植物扣抱中
,

即便体积相等
,

重量

相等或个数相等
,

所合扣胞盾量及营养价值并不一定相等
。

在青岛 1 9 5 0 年曾开始应用浮

游植物色素体的浸出液的比色法
。

惟 因浸出用液
,

丙酮或酒精
,

费用很高以及本法的其他

缺陷而未普遍应用
。

现在我俩急需找出在我国具休情况下适用于测量浮游植物的生产能

力和食用价值的方法
。

建裁首先研究和应用 ¹ 测定浮游植物在海中进行光合作用所释放

出的氧气量 ; º测定浮游植物的有机炭量及» 用放射性同位素 Cl 斗

测定炭被海中浮游 植

物的吸收量三类方法
。

在过去十年的海洋浮游植物生态的研究中
,

还没有能够分出适当的力量进行微耙浮

游植物的研究工作
。

这类浮游植物能 自最小的浮游植物网孔中滤过
,

因此主要是用采水

沉淀法采取
。

它俩无谕在韧胞个数或总的休积和重量方面都不下于用浮游植物网可以采

到的部分
。

所以在海洋学及庶业的研究中应占重要的地位
。

目前在中国这几乎还是个空

白 点
。

必填在这方面加弦力量
。

海
_

L浮游植物生态稠查所发现的部多固题和所得到 的贰探性的初步拮萧可以通过浮

游植物生理的实殷研究得到解决和征实
。

同时全国海水养殖事业的高速发展迫切需要培

养大量浮游植物供作养殖动物的食料
。

只因对浮游植物的生理了解不够
,
目前还不能大

量培养足够供拾养殖动物之用
。

这使我国海产动物养殖事业受到不可忽视的限制
〔

所似

浮游植物生理的研究工作是应大力开展的
。

在回顾以往
一

十年内海洋浮游植物的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

还有一个事实不能不注意到
。

这就是各海区的浮游植物生态研究工作还 因为缺乏精确的分类而受到不少的限制
。

这是

值得提蒲全国广大的海洋浮游植物工作者注意的
。

种类 的蕴定如有简题
。

可能使生态稠

查桔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
。

各海区的浮游植物工作者都迫切需要一部在

给定描述和拾图等方面都很精确的中国海洋浮游植物图谱
,

这应当在第二个五年乱划期

内辐写完毕
,

以便为迅速发展的海洋浮游植物生态 及其他研究工作更好地铺平道路
。

自

然
,

这在我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

但必须积极努力尽早完成
。

因为一切为国民握济建

殷服务的海洋浮游植物工作都迫切需要这项重要的分类工作
。

我俩有很优越的条件来更进一步的开展各项海洋浮游植物的研究工作
。

首先是祖国

的示L会主义建殷需要它
,

和党对科学研究的重祝及大力支持
。

深信只要我俩这支新兴的海洋浮游植物工作的队伍坚持为社会主义建 殷 服务 的 正

确方斜
,

在已有的基础
_

L团拮互助批擅努力
,

中国海洋浮游植物研究的进展
,

无渝在实际

应用方而或是理渝方面
,

将在不很长的时简 内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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