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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1 9 8 9 年 2 月一 1 9 9 。年 2 月
,

运用分光光度法对厦门港各大小类群浮游生 物

叶绿素测定结果表明
,

微型浮游生物 ( 3一 20 拼m ) 是初极生产者中的最主要组成者 (叶绿素
`

平均占 7 4
.

7% ) ; 小型 ( 20 一 2 0 0” m ) 和极微型 ( < 3拜m ) 浮游生物不是重要类群 (平均占 1 8
.

0

和 7
.

3% )
。

因此认为
,
在浮游植物定量研究中用采水方法采集浮游植物比用 网采 方 法 更 客

观
。

微型浮游生物生物量季节变化明显
,

夏季 > 春季 > 秋
、

冬季
。

关锐词 微型浮游生物 极微型浮游生物 浮游植物 叶绿素 厦门港

微型浮游生物在海洋生态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对初级生产者生物量和生产力的贡

献比值高达 5 0外一 1 0 0外( E l
一 s a y e d e t a l

. ,

19 7 9 ; F a y
,

1 9 7 3 ; H a l l e g r a e f f
,

1 9 5 1 ; L是 e t a l
. ,

19 8 3 ; p l a t t e t a l
· ,

1 9 8 6 ; W
e b e r e t a l

. , .

19 8 7 )
,

因此
,

近年来对微型浮游生物各方面的

研究 日益增多(高亚辉等
, 1 9 8 ;9 lP at t et al

. ,

19 8 6 )
。

本文研究了厦门港小型
、

微型和极

微型浮游生物叶绿素的分布和作用
,

为厦门港的生态研究和渔业
、

养殖业提供重要的理论

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于 19 8 9 年 2 月一 19 9 0 年 2 月在厦门港 ( 2 4
0 2 7

`

N
, 1 1 8 “ 0 2

`
E

,

年平均水温 2 0
.

6 oC
、

盐度为 30
.

2 , p H ~ 7
.

9 4 ) 海军码头用有机玻璃采水器分层 ( o m 和 10 m ) 采集水样
,

每月

2 次
。 19 8 9 年 10 月 26 日和 1 9 9 0 年 1月 8 日分别在厦门外港 ( I 站 )

、

内港 ( H 站 )和江

口北港 ( 111站 ) 3 个站位的 0 , 10 和 15m 水层采集水样
。

水样利用孔径 20 0 ,

20 拼m 筛绢
` ,和 3 , 0

.

4 5科 m 滤膜
,

按不同大小范围分开抽滤
: 总浮

游植物 ( T
o t a l p h y t o p l a n k t o n ,

< 2 0 0 产 m )
,

小型浮游生物 ( M i e r o p l a n k t o n ,

2 0一 2 0 0 产m )
,

微型浮游生物 ( N
a n o p l a n k t o n

,

3一2 0产m )
,

极微型浮游生物 ( p i
e o p l a n k t o n ,

< 3产m )
。

按 P a r s o n s
等 ( 19 8 4 )的方法

,

用 日本产 S h i m a d z u U V 一 2 4 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叶

绿素含量
。

2 结果

.2 1 季节分布

*
高教委博士基 金

。

收稿 日期 : 19 91 年 8 月 7 日 , 收稿 日期 : 1 99 3 年 3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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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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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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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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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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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1 叶绿素 厦门港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叶绿素 ( C
a , C b , C ` ,

C ; 分别代表叶绿素
a ,

b
, `
和总叶绿素的浓度 )的变化范围和年平均值 (表 l) 表明

,

第一
, C a

( m g /m
,

)
, o m :

微型 ( 2
.

4 6 8 ) > 小型 ( 0
.

6 7 6 ) > 极微型 ( 0
.

2 2 2 ) ; 10m
:
微型 ( 3

.

4 0 5 ) > 小型 ( 0
.

7 19 ) > 极微型

( 0
.

3 5 3 )
。 C b , C ` 和 C : 也基本相似

。

可见
,

表层和底层浮游生物均以微型为主
,

其次是小

型和极微型
。

第二
,

小型
、

微型
、

总浮游生物含较多叶绿素
a , 。
和较少 瓦 而极微型含较多

叶绿素
` ,

b 和较少
a 。

第三
,

底层各大小类群的 C a ,

C b
, C ` , C , 均大于表层的相应 值

。

ǎ巴任、的已à勺蟹百者

J9 8 9年 日期 ( 月 ) 19 9 0年

图 1 厦门港表层 ( a)
、

底层 (b ) 各大小类 群

浮游生物叶绿素
“
的季节变化

F 19
.

x S e a s o n a
l v a r i a t i o n o f e h l o r o p h y l a

e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o f d i f f r e n t s i z e一 f r a e t i o n e d

Ph y t o P l a n k t o n a t o m ( a ) a n d 10 m ( b ) d e P t h

i n X i a m e n H a r b o u r

表层和底层 C a
的季节变化 (图 l) 表

明
,

微型
、

小型和总浮游生物的生物量高峰都

在气温较高的 7一 9 月
,

极微型浮游生物的生

物量季节变化较不明显 ; 8 月 3 日的突然降

低可能与降雨有关 (采集当天和前两天均连

续下了大雨 )
。

微型浮游生物和总浮游生物

一样
,

季节变化趋势是
,

夏季 > 春季 > 秋
、

冬

季
。

.2 L 2 降解叶绿素 实验结 果 (表 l) 表

明
,

第一
, o m :

微型 ( 6
.

0 6 8 ) > 极微型 ( 3
.

10 2 )
,

小型 ( 2
.

9 3 0 ) ; l o m :
微型 ( 1 2

.

9 7 1 )> 小型

( 5
.

4 8 4 )
,

极微型 ( 4
.

9 7 4 )
。

第二
,

底层 p ,
高

于表层的
。

因为浮游动物排泄物和死亡藻类

均下降到底层
,

从而构成降解叶绿素的主要

来源
。

.2 1
.

3 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的相对组成

以各类色素为指标的各大小类群的相对组成

(图 2 ) 表明
,

第一
,

以 C a 为指标的组成 ( 肠 )

是
, o m : N a n o 一

/ T
o t a l ( 7 3

.

3 ) > M ic r o
/ T

o t a l

( 2 0一 ) > P i c o 一

/ T
o t a l ( 6

.

6 ) ;

T o t a l ( 7 6
.

1 ) > M i c r o 一

/ T
o t a l ( 16

.

0 ) > P i c o 一

/ T
o t a l ( 7

.

9 )
。 o m 和 l o m

1 0m : N a n o 一
/

的平均结果表

明
,

微型浮游生物平均 占 74
.

7多 ( 33
.

9多一 95
.

6务 )
,

明显多于小型和极微型浮游生物所 占

的比例 [ 18
.

0沁 ( 0
.

1多一 5 3
.

1多 ) 和 7
.

3多 ( 一 1多一 3 3
.

7多) ]
。

第二
,

以其它色素 ( c b
, C c ,

C ; ,

p g ) 为指标的统计结果也表明
,

微型浮游生物均占 知呱 以上
。

.2 2 空间分布

.2 .2 1 叶绿素 各站位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叶绿素
。 的空间分布 (表 2 和图 3 ) 表明

,

第一
,

绝大多数测站都是
:
微型 > 小型 > 极微型

。

第二
,

从水平分布看
,

微型在各站位的

同一水层差别不大
,

小型和极微型在 H l 站大都比 I , H 站的相应水层高 ;这与该站受淡水

影响较大和水有翻动有关
。

第三
,

从垂直分布看
,

微型均为 巧。 > l o m 或 o m
,

其余不明

显
。

.2 .2 2 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的相对组成 从各站位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叶绿素
“ 的相

对组成可看出
,

微型平均占 5 1多一 80
.

8舜
,

小型和极微型占 14
.

9外一 44
.

6并 和 2
.

5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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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厦门港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在总浮游生物中的相对作用

F 1 9
.

2p e e e n rta g e c on t r ib ut in os t ot ota lp hy t 0P la n k t on o f ch l o r op hy l

a , b , c , 盆。 不a 1 c h l o r o户h夕l
, a n d p h a e o v i g m e n t i n d i f f e r e n t s i z e 一 f r a e t i o n e d

P h y t o P l a n k t o n i n X i a m e n H a r b o u r

8
.

2外
。

从水平分布看
,

微 型浮游生物生物量所占的比例在各站的分布趋势是
: I

,

11 > 川
。

3 讨论与结语

.3 1 微型浮游生物是初级生产者生物量的最主要的贡献者 研究表明
,

在大洋区
,

极

微型浮游生物起着较大作用 ( iL et al
. ,

1 9 8 3 )
,

在沿岸
、

近海区
,

则以微 型浮游生物的作

用更大 ( H
a l l e g r a e f f

,

1 9 8 1)
。

厦门港是沿岸河口 区
,

微型浮游生物是初级生产者生物量的主要贡 献 者 (平 均 占

7 4
.

7多)
,

而极微型浮游生物只占 7
·

3呢 ;这与 E l一 S a y e d 等 ( 19 7 9 )
、

W
e b e r

等 ( 1 9 5 7 )
、

F a y

( 19 7 3 )
、

H a l l e g r a e f f ( 19 8 1) 等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 3 )
。



表 2厦门港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叶绿素 。 和环境因子的空间分布

T ab
.

2S p at i al di sr r i b u t i o n sf o r c h l o r o P h vl ao f i f f de r e n t

n a df o r e n vi r o n me n t al f e at o r si n Xi a me n

5i z e 一 f r ac t i o n e dP h yt o P l an k t o n

H r ab o u r

水
温

(o C )

C a (m g /m
3

)

P H
M i c r o -

N an o 一 P i c o 一 T o t al

盐度
深水 m

站位

19 8 9
.

10
.

2 6

IIIII 000 2 1
。

999 2 9
.

00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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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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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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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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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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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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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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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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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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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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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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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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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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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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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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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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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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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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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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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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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厦门港各大小类群浮游生物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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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微型浮游生物对总浮游生物生物量的贡献研究结果

T ab
.

3 C o n t r i bu t io o nf no n aP l an k to neh lo roP h y l to to t alP h y toP I: n k to n , s

a t d i f f e r e n t c o a s t a l a r e a s

C a

( N
a n o 一

) / C
a

( T
o t a l ) ( % )

地 点 作 者

范 围 平均值

八曰J

呀凡j6,j
J
bao,一

,̀11ejnU工,

`月一

,了.斗只é
`份一、一O产曰,一,no, J门了

`
6aU
沪
b̀U,
J

克罗泽群岛

南 非

象岛

布兰斯菲尔德海峡

新西兰南部

罗斯陆缘冰

悉尼沿岸

厦门港

7 2 一 1 00

4 2一 9 2

4 5一 9 8

3 3一 9 7

7 7一 1 0 0

4 5一 1 0 0

5 0一 8 0

3 4一 9 6

E I 一 S : 丫e d 等 ( 19 7 9 )

W
e b e r 等 ( 1 9 8 7 )

W
e b e r 等 ( 19 8 7 )

W
e b e r 等 ( 19 8 7 )

F a y ( 19 7 3 )

F a y ( 19 7 3 )

H a l l e g r a e f f ( 19 8 1 )

本文

.3 2 微型浮游生物生物量在夏季高于其它季节 厦门港地处九龙江河口 区
,

微型浮游

生物的生物量主要受径流量影响
。 5一 6 月是多雨季节

,

径流量增加
,

给河口 带来大量营

养盐
,

促使浮游植物在 7一 8 月大量繁殖 ;同时
,

温度的上升促进细饱分裂
,

所以
,

在 7一 8

月形成高峰
。

.3 3 浮游植物采集方法的改进 从本文所得的数据
,

用浮游植物网 (孔径 60 一 7 0科 m )

采到的基本上都是大于 2 0拼 m 的种类 (小型浮游生物 )
,

而这些只占总浮游植物量的 1 / 5

左右
,

因此
,

用孔径 60 一 7 0户 m 筛绢作成的网采集浮游植物所反映的结果不客观
。

金德祥

( 1 9 5 5 )曾经作过网采和采水的比较试验
,

认为采水才能反映海区浮游植物现存量的实际

情况
。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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