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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 执 中
(中国科学院悔洋研究所)

浮游动物拿落的结构只有相对的稳定性
。

随着季节的转换
,

海洋环境条件的变化
,

不

仅种类组成更迭频繁
,

拿落中各种之间的数量关系亦经常不断地有所变动
。

因此
,

浮游动

物摹落的界限是比较难以确定的
。

同时
,

浮游动物草落的生活小区的分界
,

也常常是不十

分明确的
。

一般说来
,

在理化性质比较均一的水系或水团中
,

浮游动物拿落的结构
,

相对

地比较稳定
,

拿落生活小区的界限常与水系或水团的分布范围基本相符合
。

但是
,

由于不

同季节
,

各水系或水团之间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相互交汇
、

推移与相互影响
,

而引起的相

邻拿落的种类发生相互混杂与渗透
,

使各草落生活小区之间的界限
,

也在不断地变迁
。

基

于浮游动物拿落的这种多变性与不稳定性的特点
,

在进行浮游动物重落的划分与探讨拿

落结构的基本特点时
,

应从了解拿落中各种类的来源和生态特点
,

草落结构与生活小区范

围的变化情况
,

并结合水文动态等方面综合地考虑
。

黄海 (包括渤海 )和东海为处于中纬度的边绿海
。

前一海区呈半封闭型
,

水文情况主

要是受大陆沿岸水系 (包括河川径流与沿岸流 )
、

黄海外海水系及黄海中央冶水团的影响
。

除南黄海东南部外
,

全海区都远离黑潮流系势力的直接影响
。

海区中的浮游动物以暖温

带的种类为主
。

东海区比较开敞
,

受长江径流
、

大陆沿岸流
、

黑潮流系和 自南黄海南下的

黄海冷水的交互影响 [5]
。

在其北部
,

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仍以暖温带种类为主
,

并混杂一

些热带种类 ;南部以热带种类为主 ; 西部中国近悔
,

为暖温带浮游动物与热带浮游动物的

过渡带 [3]
,

除暖温带与热带种类混合分布外
,

并有个别为过渡带所特有 的种类
。

根据我们对历年来中国近海浮游生物调查资料的分析
,

黄海和东海西部的浮游动物

可以初步划分为下列七个草落
:

墓落 I 占据整个渤海
,

这一海区盐度较低
,

通常 < 31 偏或更低
。

这一拿落是由

温带广温低盐近岸性或内湾性种类和个别适温适盐范围较广的温带外海种所组成
。

其中

以 S a g itt a c r a o a T o k io k a 、

L a b fd o c o r a o uc 人a o ta G ie s br ee h t 和 C a la n “ , s in ic u , B r o d s
物 等

为优势种
。

此外
, T o r t召, 。 护i, ,’c a“d a

加 S li en a n d B a i
、

c a la , , ia r人o
m 户

s o n i S e o tt
、

才c a r -

tia bifilo s a
(G ie s

b r ee
ht )和 A c e to c左i, 。, 了i, H a n se n

等河 口种或近岸种亦占比较重要地位
。

在夏末与秋季最占优势的种为 La 况d ~ 、 翻幼、句
,

冬季为 勘乡“
a cr o

a ,

春季与初夏为

C a la ” u ‘ 5 1”ic “‘0 C a la , o户ia t人o m 户5 0 , i、 T o r ta n u , ; 户‘n ic a u d a ru s

等仅在夏
、

秋数量较多
,

春
、

冬两季趋于消失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291 号 ; 本文曾于 1 9 6 4 年 H 月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召开的太平洋

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宣读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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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落 11 分布范围包括渤海海峡以东
, 3 8 “

N 以南的山东北岸和 山东南岸 水域
。

山东北岸因受渤海流出的低盐水的影响较大
,

盐度一般为 30 偏左右 ; 山东南岸盐度略高
,

一般稳定在 31 瓜左右
。

这个拿落亦以温带广温低盐近岸种为主
。

sa 沙ta ‘“。。 、 A ca “ia

c
za :‘, 1 e ies b re e h t 、 尸a r a c a za , “ , 户a 犷。“ ,

(e la u s

) 和 c a za o u s , in ic u ,
等为优势种

。

其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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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海和东海西部的浮游动物草落

1
.

拿落生活小区冬季的界限 : 2
.

擎落生活小区夏季的界限
。

Z o o p la n k t o n e o m m u n it ie s o f t h e Y
e
llo w s e a a n d W

e s t e r n E a s t C h in a S e a
.

o f t h e b io t o p c s in w in te r ; 2
.

B o u n d a r y o f t h e b i o to p e s i n s u m m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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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种还有 乙a 右id o c e : 。 占iPin , a t a T a n a k a 、

c 。, t ro Pa岁, m c o u r ,
·

ic人苦 W ille y 和 O it人o n a

: 10 11行 e la u s
等 6 一些适盐范围较低的河 口种或近岸种

,

如 L a b id o c 己r a e“c 寿a e ta 、

A c a r t若a

占ifizo , 。 、

c a la , o户‘口 t人o m 户, o 。‘和 汉c e to
c 左‘, e n s i,

等
,

数量显著减少
。

除春末夏初和秋末

以 c a la , “ , , 萝n fc “, 占优势外
,

其他季节均以 s a g itta c ,
·

a
ss a 占主要地位

。 c e , t ro p a岁
,

m ‘m “rr ic 厉 在初夏常占有一定此重
,

夏末
,

数量郎迅速减少
,

而 La 沉do ce ra 厉万二at 。 的数

量则显著增加
。

. ·

拿落 n l 占据辽宁省南岸 40 米等深线以内水域
,

这一水域由于受鸭绿江淡水 的

影响
,

盐度一般在 30 痴左右
。

这个拿落的基本组成与拿落 n 比较相似
。

优势种有 sa 梦tta
c r a o a 、 L a占茗d o c 君r a 。“c人a o t a 、 c 。 , 犷r o Pa g e s 二c m u rr t’c 人i 和 c a l

a 。“s , in介“ ,
等

。 L a 占fd o c o r 。

b iPt’n 彻ta 和 T or t助。 护l’n 论au da t。 在有的季节也占有一定的此重
。

占主要地位的优势

种的季节更迭
:
春末夏初为 c a za n u , ,泣, ic “s 和 c 君。 rr o户a g e s o c m o r rl’c石i ,

秋季为 c a la 。。,

5 1, ic u ,
和 乙a 右id oc e r 。 占i户i, 。a t a ,

其他季节为 s a沙t ta c r a二a
和 L a b若d o c e r a e u c人a e ta o

攀落 Iv 占据南
、

北黄海中央水域
,

盐度一般 > 31 痴或更高些
。

ca la
ntt

; si 耐c “ , 、

刀帅人
a u s ia 户a c 苦fic a H a n se n

和 孙
。m l’s t o 梦 a c宕11户。

.

N o r m a n
等温带外海种及 s a乒‘t a ‘,

·

a s , a

为构成这一拿落的主体
,

其他种类的数量都较少
。

占主要地位的优势种的季节更迭
:
春

末至秋初为 c a la , “ , s in ic “, 和 T 左e m 行to g ; a c ilip 。
,

秋季为 五。p人a。万。 p a c t’f t’c 。
和 S a

梦t ta

‘,

二
。 ,

冬季至春初为 sa 梦tta
: r

o
a 。

同时
,

在这个拿落生活小区的东南隅(郎南黄海中央

水域东南隅 )并有少数热带外海种潜入 [2]
。

暴落 V
.

占据海州湾南部至长江 口北岸的苏北沿岸水域
,

盐度一般在 30 瓜左右或

更低些
。

优势种除 乙a 云id o c e r a e“c人a e t a 、

s a梦tta c r a , s a 、

c e , tr o Pa

岁5 d o 。仰i, a to s T h o m
-

Ps o n a
nd sc ott 和 c al 邵“, “耐

‘“ ,
等暖温带种外

,

在夏
、

秋季节并有主要分布于东海的比

较暖水性种
,

如
“s州

tt a 乡。d o ti B e r a n e e k
, , ‘)和 p、“d印人a“s ia s io t’c a

W
a n g a n d C he n

潜入
。

占主要地位的优势种的季节更迭
:
春末为 ca lan “ , 万, ic “, ,

夏
、

秋为 La bi do “ra eu 动ae ta
、

“s a

梦tt a 吞。d o ti B er a n ee k
, ,

和 尸s。“d e u 户左a u , ia s io ic a ,

冬季与春初为 s a g ir ta c r a s , a o

基落 V l 占据长江口外围和浙江沿岸水域
。

这是热带大洋性拿落与温带近岸性

重落的混合分布区
,

拿落结构比较复杂
。

优势种中除有暖温带种 c al邵us .rl’。油
;

和热带

广布种 五u c人a o t a c o , c i, n 。 D
a n a 、

刀“c几a o ta p la n a

M o r i
、

了人a lia d o m o c ra t萝c a
(F o r sk呈1) 等

外
,

还有过渡带的特有种 (E e o to n i。 : p e e ie s
)如 尸拼“d e 。夕人a u sia s in ic 只[’]和河 口种 L a 占id oce

r a

。“c五a e t a 、

sc 人m a c左
e ria 户。户le s ia S h e n 、

T o r t a , “s , e r m ic u l。, S h e n
等

。
‘

冬季以 乙a石id o c。
·

二

、
‘

加et ‘ 占优势
,

春季至仲夏以 ca la 、
,

’

si 耐cu 了 占优势
,

夏末与秋季
,

T 加ll’a 介m oc ra tic
。 、

“s a gi tt“ 云e 沙o t‘B e r a n e e k
, , 、

五u c 人a o t召 co , c萝n n a 和 p s e ; ‘d 。“夕人。u si a 5 1。女a
等数量显著增多

,

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

同时
,

还有不少热带外海种进入这一拿落
。

拿落 V n 局限于受暖流影响显著的东海水域
。

这是一个热带大洋性拿落
,

主要

由适高温高盐的热带大洋性种所组成
,

种类繁多
,

但数量一般都不很大
,

没有如上述各军

落中那样的在数量上占主要地位的优势种
。

在这个拿落中
,

数量相对较多的种有 Gl ob i-

岁
rin a e

娜
ri R h u m b le r 、

G lo b啥
。 rfo o ￡d o r “ b ra

(d
’

O : big n y)
、 “S a

乡tta b o d o ti B e ra n ee k
, , 、

1 ) 据本所肯贻昌同志的初步研究
,

认为东海大型的
“s‘g it t砚 b o d o , i 乒e r a n e e k

”

与 B e r a n e e k 的原始描述有较大

的出入
,

可能是另一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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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g itta o n fla t a

Gr
a ss i

、

E “c 人a‘ta c o n c i, n a 、

E “c人a o t a Pla , a 、

U , d io u la o u 棺
a r行 D a n a 、

石: ‘c a la n u 了 s u 西c r a , , u s

和 尸; 。u d 。。户左a u sia la t￡fro o s S a r s
等

。

冬
、

春至夏初
“S a梦tta be d o ti

B e r a ,飞e e k
, ,

占绝对优势
,

仲夏至秋季
“s a砂t ta 石e d o t云B e ra n ee k

, ,

的数量骤减
,

而 s吧itt a 。 , fla ta 、

U n d ‘, 。la 。 u lg a r行
、

五u c a za , u : ; u 石c r a 了s u , 、

五u c人a o ta 。o , c in n a
和 刀u c人a e ta Pla n a

等的数量

则显著增加
。

上述各浮游动物拿落的生活小区的范围
,

是随着水文条件的季节变化
,

特别是随着海

流和水团的移动而不断变迁的
。

夏末秋初
,

渤海接纳黄河
、

海河
、

辽河等河川流入的淡水

量大大增加
,

低盐水向湾中及湾 口扩展 ; 山东北岸和辽宁南岸的低盐水
,

也推向北黄海中

央水域
。

在这一季节
,

拿落 I 占据整个渤海海区
,

拿落 n
、

m 的生活小区也向北黄海中部

扩展
,

拿落 Iv 的生活小区则被压制于渤海海峡 口以东的黄海中央水域
。

秋末至 翌年春

季
,

渤海接纳河川流入的淡水量逐渐减少
,

黄海中央的高盐外海水向辽宁南部沿岸和山东

沿岸扩展
,

并进逼渤海中部
。

拿落 IV 的生活小区随着 31 痴等盐线向辽宁南岸和山东沿岸

以及渤海中央扩大 ;拿落 I 的生活小区则向河北沿岸及三大湾(莱州湾
、

渤海湾和辽东湾 )

退缩
。

与此同时
,

南黄海中央的高盐外海水朝着青岛外海与海州湾方向进逼
,

大陆沿岸流
一

的势力也 由于冬季季风的影响而加弦 [4] ;分布于江苏北部沿岸的拿落 v 的生活小区
,

显示

向南推移
,

并有在 32
“

一33
“
N 之间向东南外海伸张的趋势

。

晕落 v l 和摹落 vl l 的生活小区范围的变化
,

受大陆沿岸流 (包括长江和钱塘江径

流 )
、

黑潮流系和 自南黄海南下的冷水团等势力极其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
。

夏季
,

长江和

钱塘江径流孩盛
,

33
“

30
‘

N 以南
、

30
“

N 以北的广大水域为低盐水所盘据
。

同时
,

浙江外

海黑潮暖流分支的势力亦显著加张
,

高温高盐外海水 自下层楔入杭州湾外围水域
,

近岸低

盐水则载浮于上层并向外海扩散
。

拿落 v l 与拿落 v n 的种类交换频繁
,

形成上下层交错

的分布
。

秋季
,

长江径流量减少
,

黑潮暖流分支势力仍甚孩盛
,

拿落 VI 的生活小区显著向

沿岸回缩
,

而拿落 v ll 的生活小区则向浙江沿岸及长江 口外围扩展
。

冬季与春初
,

大陆

沿岸流与 自南黄海南下的冷水势力增弦
,

黑潮暖流分支的势力和长江的径流均相对地减

弱邮】。 拿落 v l 的生活小区
,

一方面紧靠长江 口外
,

另一方面向舟山东南外海伸张 ; 拿落

Iv 随着黄海冷水的向南发展
,

大大扩展其生活小区的范围
,

并有一些温带外海种进入拿

落 v l 的生活小区 ; 而拿落 vl l 则随着暖流势力的衰退
,

向东海外海退缩
。

与此同时
,

在济

州岛西南
,

却出现拿落 v H 的高温高盐外海种潜入拿落 Iv 的生活小区的南部
,

这应与黄

海暖流(对马暖流西分支 )势力在冬季的加弦紧密相关 [2]
。

‘

总的来说
,

黄
、

东海浮游动物晕落的结构与生活小区的界限
,

冬
、

春两季颇相近似
,

夏
、

秋两季差异也不大
,

但就前两季与后两季相比较
,

则有显著的不同 (参看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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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Z O O PL A N K T O N C O M M U N IT IE S A N D

IT S S E A SO N A L V A R IA T IO N IN T H E Y E L L O丫V S E A

A N D IN T H E W E ST E R N E A S T C H IN A S E A

CH E N G T si一 e H u N G

(Ins
t it o re o

f O c e a n o lo g 共 A c a d e脚ia Sin ic a
)

A B s T R ^ e T

A n a n a lysis o f d a ta o b ta in e d fro m s e v e ra l ye a r s o f p la n k to n in v e s tig a rio n ca r r ie d

o u t in th e Y e llo w Se a a n d in th e E a st Ch in a S e a s ho w s tha t the z o o p la n kto n o f the

Y e llo w Se a 15 e ha r a e te riz e d by w a r m t e m P e ra te e le m e n ts , a n d tha t o f the E a s t C hin a Se a ,

by ele m e n ts o f d iffe r e n t e c o lo g ic a l n a t u r e ; it s n o r the r n p a r t 15 in h abited c h ie fly by w a r m

t e m p e ra t e s Pe e ie s w it h a few
tr o Pic a l s Pe c ie s ,

it s s o u th e r n a n d e a s te rn p a r t
,

by t ro Pic a l

s p e e ie s a n d its w e s te r n p a rt c lo se t o s ho r e ,

by a m ix tu r e o f w a rm t e m p e ra t e a n d t ro p ic a l

s Pe e ie s
.

Th
e Z oo Pla n k to n o f th e se tw o s e a s m a y be g r o u P e d in to se v e n e o m m u n itie s ,

e a c h w ith it s c ha ra c te r is tie a n d d o m in a n t sP e e ie s a n d e a c h o c c u p yin g a d e fin it e w a te r b o d y
.

Th
e re 15 a s ea s o n a l su e e e s s io n o f s Pe c ie s

.

Th
e bo u n d a rie s o f th e bio to P e s o f the d iffe re n t Pla n k to n ic c o m m u n itie s s hift w ith

e ha n g e s in hyd ro g ra p hic c o n d it io n s ,

in p a r tic u la r ,

wi th c ha n g e s in th e m o v e m e n t o f w a te r

m a s s e s a n d c u rr e n ts in v a r io u s s e a s o n s
.

In the la t e s u m m e r a n d t he ea rl y fa ll
,

w he n r u n -

o ffs fro m v a r io u s r iv e r s p o u r in to t he G u lf o f Po ha i
,

Co m m u n ity 1 o c c u p ie s the e n tir e

g u lf
,

w hile th e bio to p e s o f C o m m u n ity 11 a n d 111 a r e ex t e n d e d to the c e n t ra l a r e a o f the

n o r th e rn Y e llo w Se a ,

wh ie h 15 a ls o in ha bite d by Co m m u n ity IV
.

Fr o m th e la te fa ll to

th e s p r in g o f t he fo llo w in g y e a r ,

w he n r u n o ffs fr o m r iv e r s a re lo w
,

the bio to p e o f C o m
-

m u n ity IV 15 e x te n d e d to th e c e n t e r o f the G u lf o f Po ha i a n d to th e co a st o f so u t he r n

L ia o n in g a n d Sha n tu n g Pro v in c e s ,

wh ile th e bio to p e o f Co m m u n ity 1 15 p u s he d b a c k

sh o re w a r d s
.

Th
e bio to Pe o f C o m m u n ity V w hic h w a s Pr e v io u sly r e s tr ic te d to the c o a s ta l

a r e a o f n o r the r n C hia n g s u ex p a n d s s o u thw a rd
.

In s u m m e r ,

w he n the re a r e hig h ru n o ffs

fro m th e Y a n g tz e a n d T sie n ta n g R iv e r s , a n d w h e n th e in flu e n c e o f b r a n e he s o f t he w a r m

c u r r e n t o ff th e C he k ia n g c o a s t 15 r a t he r st r o n g
,

w a rm a n d hig hly s a lin e w a t e r in tr u d e s

fro m th e u n d e rla ye r s,

w hile c o a sta l
,

lo w sa lin e w a te r flo w s o ffsho re , r e s u ltin g in o v e r -

la p p in g o f tw
o d iffe re n t w a te r b o d ie s a n d he n c e o f t he ir r e s p e c tiv e c o m m u n itie s

—
tha t

15 ,

C o m m u n ity V l a n d Co m m u n ity V ll
.

In a u t u m n ,

w ith a d e c r e a s e in t he a m o u n t o f

r u n o ffs fr o m th e

Ya
n g tz e R iv e r ,

th e b io to p e o f C o m m u n ity V l 15 r e s tri c te d to t he n e a r -

s ho r e r e g io n s ,

w hile th e b io to p e o f C o m m u n ity V ll e x P a n d s t o th e e o a s ta l a r e a s o f Che -

kia n g
.

In w in te r a n d e a r ly s p rin g
,

w he n c o a s ta l c u rr e n ts p re v a il a n d the so u thw a r d

flow
o f th e e o ld w a te r

ma
ss o f th e Y e llo w Se a 15 r a the r in te n sifie d

,
the bio t o p e o f Co m

-

m u n ity V l o n the o n e h a n d c o n tr a c ts c lo s e to the m o u th o f the Y a n g t z e R iv e r , a n d o n

th e o the r ha n d e x p a n d s t o th e o ffsho r e w a te rs o f th e C hu s a n A r e hip ela g o
.

Th
e so u the r n

b o u n d a仃 o f the bio to p e o f C o m m u n ity IV 15 a lso e x P a n d e d s o u thwa
r d

.

A t the sa m e

tim e th e r e 15 in t ru sio n o f s o m e t ro p ic a l sp e c ie s in to C o m m u n ity IV
.

Th is 15 a p p a r e n t ly

b ro u g ht a bo u t by t he p re v a ilin g in flu e n e e o f the Y e llo w Se a
W

a r m C u r r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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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 e n e r a l
,

the Pa t te r n o f th e se a so n a l v a r ia tio n in in shift o f b o u n -

le
‘

dothanltwd ari e s o f th e bio t o Pe s o f th e Z o o p la n kto n C o m m U n ltle S

s tr u c tu r e a n d

in the Y e llo w

从尸C S te r n

a U tU llln

S Ca S O n S

E a s t Chin a Se a in w in te r a n d sP rin g 15
1】】O t e

15 a ls o m o re o r le s s s im ila r ,

a n d t he la st 七w o se a so n s 15

o r le s s s im ila r ,
tha t

in Pa tt e r n b e tw e e n

1 n

a n d in

SU 〔n ln C f

b u t t he d iffe r e n c e

ra th e r m a r k e d
.

the fir 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