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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戈罗失
(苏联科学院侮洋研究所)

在各国日盘登展的海洋浮游生物的稠查工作中应用了很多不同的采集和处理材料

的方法
。

在抬各国浮游生物学家俩的大量功植以适当静价时
,

不可避免地注意到
,

稠查

方法上的分歧往往使所得到的桔果不能相互比较
。

在很多简题方面我俩木能来比较数

字
,

忽略了比较法在浮游生物量的分布研究和吃浮游生物焦类 的营养研究中的蚕部作

用
。

可以作比趁用的数宇查料的获得
,

对于很多重耍滚获物的鲜料基础所可能有的变

化的狱报工作也是很重耍的
。

所指出的这一切背题是如此的明显
,

以致于必复商封一

下浮游生物的采集和处理方法的标准化周超1)
。

特别是篓于
,

在进行国际地球物理年

的时候
,

将要在大洋的不同区域和生物稠查站实砚的浮游生物稠查的亘大登展
。

在苏联
, B

.

A
.

只二Ho
B

19 34 年营趣作过海洋浮游生物定量稠查方法的介貂
。

本文

的风抽不徉于叙述蚕部的或很多的方法
,

而是要根据个人多年的艇欲和其他学者的工

作来提出‘些趁漆(参看 凡 厂
.

B o r
印q . i 1 94 7)

。

本文的甲些建哉与 H
.

T ho

ms
o n (19 6伪 不久以前的一篇报告不同

,

因为他没有顾

及到浮游生物定量稠查的简超
。

同样地
,

本文的一些建栽也不同于 19 触年 1一2 月印

度太平洋协会第五次会栽所通过的建裁
。 ,

一
、

在定量材料采集方面的一些建裁

1
.

小型浮游生物的采集

用网料很密的网来取小型浮游生物样品是决不能推荐的
,

因为这些很密的网滤水

不好
,

而且
,

即使慢慢地提升它
,
它也实陈上变成 了一个盛水桶

。

在提升上来的时侯
,

这

样的网只过滤了部分的水
,

而样品是不适于定量针数用的
。

为了避免这些缺点
,

必须从

一定水屠取小型浮游生物水样
,

然后用 沉积或过滤准确体积水样的方法来得到可以决

定生物数量和它们的生物量的材料
。

由于在同样体积水中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量的差别
,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材料的

采集应敲用不同的工具来进用
。

如果浮游植物材料的采集一般取 1 升就够了
,

那么
,

浮

1) 标准化方法的建截不应敲限制剧造性思想
,

也不应歌限制对现有方法的批判比蛟
,

包括本文所建瀚的方法
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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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动物材料的采集就需耍 2 6一50 升
。

l) 浮游植物材料的采集

沉积徉品用的水以普通水文学用的采水舞来取得 (n
.

“
.

y ca 晚B ,

19 36 )
。

在北 方

区域 1 升水就够了
,
而在热带区域RlJ 必需 3 升

。

将水样用中性福禹林 (2 %) 固定
,

并且

倒入高瓶中韶置沉积
。

在船上静置沉积水样耍 7 天
,

而在陆地上的实教室中只耍 5 天
。

用扣玻璃 虹吸管

将水吸出
。

虹吸管放入水中的一端有向上弯曲的头
,

高于底部 3一4 厘米
。

虹吸管出口

部分籽于一栩管
,

这徉防止水流太快和沉积物掩潭
。

此外就没有必耍来用妙布封盖虹

吸管
。

以后
,

将浮游生物从沉积用的大瓶中倒入小瓶
。

水样采自 o , 5 , 1 0, 肠
, 5 0 ,

7气1 0。
,

加Q和 30 0 米水屠
。

最好在 15 0 米
, 2 50 米和温埋唇及其上下也同时采取l)

。

还可以用通过韧密过滤膜过滤水徉的方法来选取浮游植物
。

这个方法必然会在冲

洗滤器上的沉积物时揖失一些数量的生物
。

同时
,

如像离心法一样
,

它很限制过滤大量

水的可能性
。

正如手册中所指明的 (H
,

H
.

yc aq 血
,

19 36 )
,

用过滤膜过滤的方法被推荐

用在活的生物的工作中
,

特别是用在那些容易在固定时被破坏的种类 (小鞭毛虫
,

微抱

藻及其他擞弱的类型)
。

幻 小型浮游动物的采集

小型浮游动物 (大小到 1 毫米) 的定量采集填耍用容积 肠 或 50 升的网制的浮游

生物采集器来进行 毋
.

r
.

Bo
r
oP oB

,

19 4的
。

觅圆 1 和圆 2
。

用没有网制的壁的工具来

从这样多体积的水中采取小型浮游生物是非常困难的
。

网制的浮游生物采集器把巳握

滤好的浮游生物徉品带到甲板上来
。

浮游生物采集器可以是单独的或是速覆的
。

材料用

每厘米 50 一60 孔的枷密筋捐
。

浮游生物采集器的构造示于圆 1 和圈 2 中
。

当 小型浮

游生物数量相当多时
,

有 2 5 升的浮游生物采集器就完全够了
,

当浮游生物稀少的时候
,

需耍用 50 升的采集器
。

在爵算体积的时候
,

应敲静入容钠在采集器的盖
、

底和壁以内

的水的体积
。

采集器的直视为 30 或 3 5 厘米
。

柱子和网筒的长度依所选定的容积来决

定
。

用浮游生物采集器采集 0 , 10 , 2 5 , 6 0 ,
7 6 , 1 0 0 ,

(1 5 0)
, 2 0 0

,

(2 5 0 )
, 3 0 0 米以及

,

在有

必要时
,

更深的水唇(6 00
, 1 000

,
3 000 米)的样品

。

最好在温堪屠及其上下也采取
。

2
,

中型浮游生物的采集

为了在北方和北橇区采集平均大小达 5一10 毫米的浮游生物
,

可以推荐 Ju d ay 阴

敛网(Ch
.

扣d ay
,

1 91 6 )
。

在与其他桔构的网作捕获性能比较时
,

这种网通常抬予较好

的桔果
。

海洋工作用的 Ju d盯 网的尺寸如下
:

上面入水口的直褪 37 厘米 (面积 0. 1 平

方米)
,

中圈 的 厘米
。

上面雄部长(边长)

—
1加 厘米

,

由桔实的麻布或知的帆布做成
。

1) 将来最好改为按与水团分布有关的水唇用全部工具采取
。

利用在各站进行工作中很快地得到的水温 韶 录
来取得这样的查料

。

向这一个方法的蝉换
,

在得到国际范圃内的适当了解以后
,

可能会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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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I B 。
阳Po

B
浑游生物采集器

左—开放时
,

右—
关阴时

。

同 2 速搜的 B 。阳poB 浑游生物采集器

左—开放时
,

右—关朗时
。

一

下面过滤维部长度有 场 0 厘米
,

由每 1 厘米 38 孔的筋捐做成
。

由于在热带大洋海水中浮游生物很少
,

必境采用入水口较大的网
。

在这种情况下
,

最好把 Ju d ay 网的比例作一些修改
。

这个网应孩有 80 厘米直视的入水 口 (即 0
.

6 平

方米面积)
。

上面的非过滤维部边长 1 60 厘米
,

网制雏部边长 3 70 厘米
。

网料每 1 厘米

3 8 网孔
。

用 Ju d ay 网或改良的 Ju d ay 网按屠次采取圣水柱的样品
: o一10

, 1 0一 2 6 , 2 。一

5 0 , 5 0一1 0 0
, 1 0 0一2 0 0

, , 0 0一 3 0 0 , 3 0 0一5 0 0 米 (或 2 0 0一5 0 0 米 ) 以及
,

在有必耍时
,

也

采更深的水屠
。

在最近一些年代中
,

很多的材料
,

特别是在南板区
,
是由英国的学者们用 Pi s

co ve ry

网采得的 (S
.

K e m p
,

A
.

C
.

价
r dy 和 N

.

A
.

M a
ck in t o sh

,

1驰 9)
。

这种 D is~
e
仃

�飞.了、牙

;资r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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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飞
"

馨,
.

Ju d ay 网

开放的和关阴的
。

网接近于 N a

nse
n 网的类型

,

以后改变了一些井且获得了

国际网或标准网的名称
。

所有这三种相近类型的网有共同

的缺点
,

在阴网时网向下落并同时冲洗出一部分的捕获物

(H
.

B a
rn

es, 1 9 4 9 ; 5
.

N ish 12 a w a和 U
,

Anza ku
,

1 9 5 6 )
。

此外
,

与 Ju d ay 网比较
,

这 些 网 的 动水 力 学指 数较差

(H
.

H
.

C曰 Co eB
, 1 9邻)

。

曾翘观察到有井多生物通过网

上端部分的大网孔 自由地游出去
。

姆希如何
,

N a n se n 网

与 Ju d ay 网 捕获 性能的 比较荻 明 (M. A. BHP 肋
T
He

,

19 34 ; E
.

B
.

K邓。
。Ba

,

19 触)
,

在补算每立方米水中浮游

生物数量时
,

Ju day 网所抬的生物数 目比 N a n se n 网多构一

倍
。

我个 人在比较这两种网时也得到相 同 的桔输
。

这些

事实使得苏联的浮游生物学家主耍地采用了 Ju d a y 网
。

用

这样的网所采得的材料蛟好地反映海中浮游生物真正的数

量
。

3
.

大型浮游生物材料的采集

对于大的浮游生物
、

焦卵和仔焦必填用比 Ju d ay 网有

更大直视和更大网孔的网
。

由于希望利用 Ju day 网 桔构

的优良特点
,

并且根据 T. C. Pac “
和 B. 公 Bo

r
叩oB 的建

靛来将这些网的动水力学特性稍加改进 (参朋 K”“
。
Ba

,

19 5 4)
,

网的此例被改变 了
,

使中简的大环位于网的全长的前三分之一
。

这样
,

棺小了土端非过滤麻布雄部的长度
,

从而减袒了用长网的工作
。

这样的近代化了的网可以有两种类型
—

小型的和大型的
:

小型的样式进水 口直视 80 厘米 (即 0. 。平方米面积)
,

中圈直视 11 3 厘米
,

麻布的

非过滤雄部的边长 1 40 厘米
,

网制雄部边长 2 80 厘米
。

大型的样式进水口 直视 n 3 厘米 (即 1 平方米面积)
,

中圈直褪 14 0 厘米
,

麻布雄部

的边长 1 60 厘米
,

网制雄部边长 3的 厘米
。

用每厘米 14 网孔的筋捐 (以及 n eP o
H 或其它用人造擞推撒的料子)做网制雄部

。

最低限度采集 0一10 0 米一个样品
。

在有分詹采集的可能性时
: o一的

, 5 0一1 00
,

10 0一

? 0 0 , 2 0 0一5 0 0 , 5 0 0一 1 0 0 0 或更超过 1 0 0 0 米 1 )
。

4
.

在航行着的船上工作

在航行着的船上可以从表履水采集浮游生物的定量样品
,

这个工作所用的是船上

D 在用全部网分唇水平拖取时
,

量水舒的使用是非常重耍的 (G
.

L
.

Cl
a rke

和 D
.

T
.

B ~
pus

, 1 , 34 及其它

作者 )
。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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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水机
,

在它的出水管上按装水表 (圆 4)
。

过滤工作使用扣密筋捐所做的小网
。

带有水表

的船上抽水机的使用不受天气和航行条件的制

构
,

运用商便
。

我们的翘墩荻明
,

在航行于流冰

中时也可以广泛地采用这个方法
,

在这里一般

地不能应用拖在水中的工具
。

这个方法的缺点

是大型浮游生物的捕获量低
,

而材料的柔集仅

能在表唇进行(依辑于船的吃水深度)
。

在航行着的船上沉积船边所取得的水可以

采集到小型浮游生物的定量徉品
。

5
.

浮游植物昼夜生产量材料的收集

在研毙初蔽生产量的实际工作中最广泛采

盆肠犷
鹅

盗番

圆 4 在船上抽水机上的浮游生物采

集装置 A. 抽水机 , B. 水表

用的有两个方法
。

一个是借助于补算含氧量的变化(G
.

A
.

凡1盯
,

1 9 38 ; H
.

W
.

H a rV ey,

19 45 )
,

另一个是利用 Cl
咬 (S te e t口a

n- N ie1 Se n
,

1肠幻
。

每一个方法都有其优点
。

必需最

快地协商决定选择那一个方法作为在即将来擂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世界海洋广朋稠查中

取得大量材料的标准
。

同时也必需很快地进行两个方法的此较研究
,

以求得对每一个

方法的估价井且求得换算的 (比较的)系数
。

1 9 5 7 年 1 月 7 日在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瞥进行了关于海洋初极生产量研究方

法的专阴会靛
。

这个会港的参加者有
:
几 几 B HH6 印 r , C

.

凡 K y3 H
叫oB

, n
.

H
.

y ca 吹 B , A
.

n
.

以即
一

6韶
o B ,

10
.

H
.

G oP o K H H , r
.

H
.

跳M只aa
,
O

.

H , K o
助

e H甘M“

以
。 和 B

.

F
.

B o r
OP

o 仑。

甜希的桔果曹翘确定用氧来侧定初蔽生产量的方法最接近于既定的 目的
。

这个方

法拾予可能性来分别地估补海洋生物学上的三个重耍的量
: “

净生产量
” , “

总生产量
”

和

呼吸
。

S te e m a n
.

N iel
sen 所提出的对于氧方法的反对意觅应孩被器为是没有根据 的

。

然而
,

由于这个方法的灵敏度低
,

它的应用井非总是可能的
。

氧方法的低灵敏度使得我

俩不可能在低生产力水中来利用它或者迫使得我仍用很长期的曝光
。

很长期的曝光在

两点理由上是不适当的
。

首先
,

玻瓶内的藻类的正常生命活动力被破坏 了
。

长期的曝

光同时还遇到静多粗撤上的困难
。

在粽合稠查中
,

在保持光照和温度自然条件的海水

水唇中安置玻瓶曝光所必需的专阴的昼夜稠查站是很难实行的
。

同位素方法所侧定的数量
,

在其大小方面
,

占有
“

总生产量
”

和
“

净生产量
”

简的一个

中简位置
。

它是总生产量的一部分
,

在不同情况下有不等的差异
。

它依辑于进行曝光

的长短和条件
,

同时也依辑于藻类的生理状态
。

用同位素方法单独地侧定呼吸是不可

能的
。



海 洋 与 湖 沼 1 卷

同位素方法的主耍优点在于它的高灵敏度
。

同位素方法的高灵敏度容并被用于短

期曝光
,

因而抬予可能性来在热带和其它浮游植物数量少的水中应用这个方法并且摆

脱很多粗袱上的困难
。

这个方法的优点还有操作容易
,

和侧定迅速
。

由于上述各点
,

在

将来必须进行用 同位素方法大量地收集材料
,

但是
,

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

必须在各地

同时进行用氧方法来侧定初极生产量
,

以便取得可以比蛟的材料
。

标准人工光照的应用 (S te en l a n
~

N le ls e n 以为加大了精果的可比较性)不能达到目

的而仅仅引起过度的复杂化
。

Ste el n a n 一N iel
s
en 根据在热带四个站的桔果所得到 的 方

程式对于其它释度未必是可靠的
。

更难毅想用标淮光照所得的桔果比在船面上自然光

照条件中曝光所得的桔果更适于作比蛟一些
。

大概
,

重大的错靛是由这样的事实弓I起

的
,

即藻类能够适应于它俏所瞥惯的光照条件
。

选来为热带浮游植物所用的标准光照

对于温带的居住者显得太强了
,

井且可能抑制它们的光合作用
。

如果选择较小强度的

光照
,

它对于热带的居住者显得太弱了
。

在从一个辕度棘移到另一个樟度的时候改变

光照强度是毫姆意义的
,

因为那样就失去了所得桔果的任何可比较性
。

所以
,

当没有可

能将玻瓶在 自然水看中曝光时
,

很容易在船舷上的水族箱 中(水桶亦可 )进行曝光
,

箱的

侧壁绘成 白色
。

必须照料水族箱 中水的温度
。

砚今在海洋稠查中
,

苏联科学家暂时还只用氧方法
。

因而在本文中可以介貂它
。

用黑瓶和透明瓶的氧方法1)
。

在早晨黎明以前用水桶在表屠以
一

F (船航行时) 或用采水器自 0 ,

10
,

肠
,

35
,

的
, 7 吞

和 1 00 米水唇(在稠查站上)采取水样
。

从每一个水徉中取水装满三个 1的一 2 00 厘米容

积的透明玻璃的磨玻塞玻瓶 (A
,

B 和 C )
。

瓶 A 供侧定原始的含氧量 (用 丫V in kle r 方

法 )
。

其中的氧立刻侧定
。

第二瓶 B 用黑色不透光的袄包封并放在黑布袋 中
。

瓶 C 推

特原样不加遮光
。

将瓶 B 和 C 浸入盛有船边海水的水族箱中或 (在长时简稠查站上 )

悬挂在海中原来取水的同一深度
。

水族箱放在甲板上空啧的地方井且在其中保持与海

中水温相近的温度
。

必须注意
,

在甲板上曝光所得到的数字由于光照 强度较大而稍高
。

这个数宇的增高在从深屠所取水样曝光时特别地加大了
。

在实嫩进行一昼夜以后
,

取

出玻瓶 B 和 C 并进行固定其中的氧
。

在曝光以后
,

瓶 B 和 C 中的含氧量较原始的 A 有改变 ; 在 B 瓶中氧减少
,

而在 C

瓶中一般地是增加 (在低生产量的区域它也减少
,

不过不像 B 瓶减少的那样多)
。

以
a
代

表原始的含氧量
,
b 代表黑瓶中最后的含氧量

,

而 c
代表透明瓶中最后的含氧量

。

在这

样的情况下
, a 一

b 的差表明一昼夜中生物呼吸和有机物分解所消耗的氧 , 知道
c 一 a 的差

可以补标出净生产量的数量 (n et p r o duc ti o n, H
.

W
.

H a rv ey, 1 94 s)
:

根据
c 一

b 的差可

以钊断总生产量 (gr
o ss p r o

du cti
o
n)

。

必须注意
,

这些数字稍高一些
,

因为没有估静到

1) 关于研究初般生产量氧方法的这一段是 0
.

H
.

KO6 胎盼
M H uJ 肪 所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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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呼吸作用
。

为了修正在光照下和黑暗中的呼吸差异
,

还可以在实嫩中加入一个疮明瓶
。

这个

瓶中氧的固定在毅置实骇那一天的 日没时进行
。

浮游植物生产量的测定最好重复进行二三次
。

二
、

在处理材料方面的建裁

为了得到可比较的定量查料
,

划一处理材料方法的必耍性也和采集方法和网具的

划一同样重大
。

联系到整个先进憔巢所摆在科学面前的阴题
,

特别是为着镇报的 目的以及查明生

命看中生活物臀的数量和变化的必要性
,

最好的表明量的方法是用重量
。

惫类查源按

重量侧定
,

底栖生物和吃底栖生物焦类的营养按重量侧定
,

同样地
,

也按重量侧定浮游

生物的量和吃浮游生物焦类的营养
。

做到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

因而
,

在扑多国家中

宁肯局限于侧定样品中所遇到的不同种类生物的个体数 目
。

也有稠查整个样品的体积

或重量
。

同时至多指出个别的生物的数量
。

时常用
“

多
” “

少
”

等形式抬予主观的估针
。

砚在
,

必须根据浮游生物生物量这样来进行量的研究
,

以便于圃明不同粗成成分在

总生物量中的量的意义或吃浮游生物的生物的食物状况 (浮游生物的消耗 )
。

也并侧定

整个样品的重量是不很难的
,

然而
,

直接秤量一定样品中各种小型或中型浮游生物nlJ 是

实际上不能实砚的
。

必镇找到简接的解决周题的方法
。

这样的方法是利用一定种类的平均重量以及用这些材料作为 自个体数量换算为重

量的系数
。

桔果
,

我俩得到整个徉品中奎部种类的重量
。

再从它们的总和得到整个浮

游生物样品的重量
。

这样一来
,

我刊就得到了整个样品在重量方面的查料以及各种浮

游生物在生物量中的作用
。

进一步更不难做到换算成每立方米内的量
。

同样地
,

这也

关系到吃浮游生物的生物的食物研究
。

知道了这个种类浮游生物的平均重量
,

可以很

容易地按吞食了的生物的量来侧定食物团的重量以及其各个粗成部分的重量
。

因为两

方面的研究
:

(a) 水体 中的浮游生物和 (b) 作为食物的浮游生物是借助于同一个系数

(浮游生物的平均重量)决定的
,

所么就可能来比较它们(祥朋 B
.

r
.

B o r叩oB
, 1 9 84

a七)
。

侧定浮游生物重量的企周很早就知道了
。

V
.

H e
ns

e
n( 1 8 8 7) 曹拾有一些有关海洋

浮游动物的青料
。

C
.

A p stein (1 8 9 6 )也引用 了一些淡水浮游生物代表的重量侧定
。

为

了另一目的
,

A. n. B “
Ho rP a加 B (1 9 2 7 )指出了用平均重量来描述每一个种的必耍性

。

然而
,

这些企圆都不是有系杭的拜且没有被当作是研究全部浮游生物重量 (生物量) 的

方法
。

2
.

N a kal (19 翎 )在他关于 日本海浮游生物化学粗成
,

体积
,

重量和大小的侧定工作

中带来了很有兴趣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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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方面
,

侧定浮游生物平均重量的表面上的困难是完桑可克服的
。

这些侧定

的突出优点就是有可能
,

在侧定了一定水体中的浮游生物重量以后
,

应用所得到的大小

作为不同稠查中用的系数 (标准重量)
。

采袖了所作的这个建敌
,

就开辟了用完全新的

概念来研究不同粗成部分在整个浮游生物生物量中的意义的可能性
。

在用个体数量或

出砚须率的一些方法研咒浮游生物或焦类营养时
,

关于一定粗成部分
“

主导
”

作用 的桔

流的缺点可以很明显地从下列白海麟焦营养的例子中表明 (B
.

F
.

Bo
r
叩 oB

,

1 93 4 b)
。

禅矛粤
口琴黑态

山二

. 粼黑甸 口驾黔们耸南 口~

圆 5 麟焦营养中不同盒物成分的重耍性(自白海)

A 一以重量表示
,

B一以有机体数目表示
,

及 C一以出现翅率表示
。

1
.

糠虾期幼虫 2
.

揍足类 ca lan us 方
。m 二动ic us 3. 凑足类 尸3四叔al an us

elon g a亡u : ,i
.

凑足类 再介亡r idi
a lo n 梦a 5

.

其它
。

引用于圈 5 中的是个体数量
,

出砚频率和按重量的几个方法的比较
。

在比较 2飞曰书-

而及汉

~
el o移g a tu s

和 几左介拓菠王 le
nga 个体数量和出砚须率时所得到的桔果是

:

按出

现须率 几左公护
.

云人口 10 儿g u 比 只波以沁泌a

~ el 口刀g a t“s
有较重耍的意义

,

而按个体数目

几邝山
‘口Zan o el o n g a

tus 胜过 几盛绍r 众lia lo n g a 。

这个例子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

这个样品

中个体数 目很不同的 已汉以”us
.

刀九ma
八流翻‘s 、

只欢“肠翻Zan us el on g a tu s 、 几阮犷滋橄
才 君口火笋

和十足目的糠虾期幼虫
,

根据出现频率
,

在圆中占有几乎相同的扇形
,

因而就是同样地
“

主导
”

生物
。

但是
,

十分明显的
,

对于焦的营养和浮游生物生物量的消耗
,

所有这些粗

成成分的作用是很不同的
,

这一点我俏在根据生物量所作的圆上晃到
。

同样的
,

个体数

目也不能完全判定一定的粗成成分对于焦类营养的意义
,

正如我们所见
,

根据个体数目

乃吐测成〕。汉‘nu
、

elo
2 2g atu :

有很大的扇形
,

比糠虾期幼虫小不静多
,

比 G 材口刀别‘ 万彻故
犷一

认云‘“￡ 大
,

然而根据生物量nlJ 正相反
—

尸比如阮
口l胡us elo n

卯 t“s 的最形 比 。21

~
万粗

ma
Z

认忿
“‘ 小得多

,

比糠虾期幼虫圳更小
。

所引用的例子也可适用于浮游生物研宪
。

以很大数量出砚的小型生物
,

虽然在物

霞的量 (生物量)方面它俩可能毫热意义
,

却窃居了
“

主导
”

地位
。

在侧定出砚硕率时
,

粗

常出砚的种类
,

尽管它们的量不大也可能走上首耍的位置
。

生物的成体和鳌育阶段的平均重量都同样地必填侧定
。

对于大的浮游生物按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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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侧定重量1)
。

在理想中
,

秤重应孩用活材料来进行
,

但是这样做法实际上有很多 困难
,

因此
,

可以

秤固定了的材料来代替
。

为了这个工作
,

利用 生形福禹林所固定的浮游生物
。

酒精 固

定对不同浮游生物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得出不能相比较的一些桔果
。

1
.

湿重
—

表面多余液体被除去以后的生物的重量
。

吸干工作用滤抵进行
。

虽然

这个方法
,

由于缺乏吸干程度的准确标淮
,

不是十分客艰的
,

但是
,

在大量侧定的情况下

可以得到能以相比较的拜且平均看来足够精确的数字
。

2
.

千重—
干重分析在干操器中进行

。

用这个方法
,

我俩得到比湿重更为客观的

数宇
。

虽然干重比湿重更适于相互此较井
一

且更好地钊定生物物鬓的量
,

但是
,

由于大多

数种类的不均重量是根据它俩的身体体积补算来确定的
,

湿重在苏联的实际稠查工作

中被采用得较广泛 (体积比较切合于湿重)
。

此外
,

焦 类和底栖生物等的个部重量测定

是用湿重作出的
。

3
.

补算的重量
—

对于难于秤重的小型的或数量很少的类型可以 根据身 体 体 积

(用几何方法侧定的) 来静算平均重量
。

必镇指出
,

补算是最筒单而快速的侧定浮游生

物重量的方法
,

因此得到最广泛的流行
。

在静算揍足类重量时
,

可以很便利地使用 M
.

M
.

K aM 山。oB (1 肠l) 的方程式
,

体重(m g
·

)一〔体长(m
.

m ) 义 o
·

2 8 6 + 0
.

0 0 6〕
”

用 K a M。。no
B 的方程式侧定重量只必填知道携足类的体长

。

由于已粗进行了苏联周圃所有海洋所需用的侧定工作的桔果
,

我仍具有几乎全部

俘游动植物代表的平均
“

标准
”

重量
。

(李冠国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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