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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海洋生物学是研究生长在海洋里的动
、

植物的科学
,

因此
,

它不但属于生物学的范围
,

而且也是粽合性很弦的海洋学的一个粗成部分
。

跟其他科学一样
,

海洋生物学是从生广

实践中产生
、

成长起来的
: 它主要地为水产业服务

,

但也越来越多地为国防
、

航运和其他白

产部r目服务
。

由于海洋生物学与生产实际的密切关系
,

这阴科学在临海的科学先进的国

家都很发达
,

但在我国解放前的反动挽治下
,

与其他科学一样
,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

展
。

海洋生物研究虽然在二十年代就已萌芽
,

但在解放前的二十儿年内发展很慢
。

在三

十年代初期
,

我国海洋生物学有
卜

一度比较活跃
,

甚至还扭藏了全国性的
“中华海产生物学

会
” 。

在厦阴速擅进行了儿年的暑期研究活功
:
但由于没有得到反动政府的任何支持

,

这个

学会胳于无法推持握常性活动而宣告桔束
。

在四十年代
,

海洋生物学反而不如三十年代

的活跃
,

呈现了一种死气沉沉的砚象
。

抗 日战争胜利后直到全国解放前的期简内
,

虽然有

三个研究机构和两所高等学校进行着一些海洋生物学研究活动
,

但工作范围很窄狭
,

主

要局限于分类区系工作
,

人具也很少
,

估舒海洋生物科学工作者(以相当于大专院校毕业

人具斜算)不超过 30 人
。

海洋生物学所服务的主要对象
—

水产业
,

也同祥是冶冷清清

的
。

全国的解放抬海洋生物学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
。

在短短十年内
,

海洋生物学在党的

正确镇导和支持下
,

跟其他科学一样
,

有了很大的发展
。

研究范围已握从分类学扩大到密

切联系实际的青源学
、

生态学 ; 在形态学和生理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工作
。

几年来
,

主要

地进行了沿岸和浅海的动植物分类
、

区系研究和铿济种类的青源稠查
、

生物学研究
,

为海

洋生物青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积累了基本查料 ; 同时
,

也应用了实酚生物学方法对某些重

要动植物进行研究
,

以增产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海产品(如海带
、

紫菜
、

牡螟
、

海参等)和防除

为害船舰及港湾建筑的种类的生长
。

!、最�r

一
、

海洋动植物分类区系稠查研究

分类 区系稠查研究是海洋生物学的一项基础工作
,

为生物青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基本

查料
。

儿年来
,

区系的稠查研究范围遍及全国海岸和近海
,

北从渤海的辽河 口和北黄海的

鸭椽江 口
,

南至海南岛和西沙草岛都进行过稠查
。

进行稠查的主要单位有科学院两个研

究所
、

水产部一个研究所和三所沿海高等院校
。

在底栖动植物和近海焦类等方面
,

仅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一个单位几年来就出动了数十个沿岸稠查队
,

进行了 斗62 人月的工作
,

采集了 6 万多号海产无脊椎动物
、

近 2 万号海产焦类和 2 万 3 千多号海藻标本
。

几年来

凡
、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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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量习霭乍

的稠查研究
,

完成了一些重要种类的分类和一些海区及地区 的部分动植物地方韶研究工

作
,

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渝文
,

对中国海的动植物区系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
。

在海产焦类方面
,

已完成了黄渤海区和南海区的我国近海稠查工作
,

并已出版了
“黄

渤海焦类稠查报告
, ’,

福写了
“南海焦类初蒜

, , 。

中国黄渤海焦类的 2” 种
,

区系属于温带

性
。

黄渤海区产量大
、

分布广的握济焦类以石首焦科(sc iae ni d a e

)和此 目焦类为主 ;产量最

大的小黄焦
,

HlJ 是黄渤海和东海的特有地方性种类
。

邻近的 日本海产量很大的太平洋麟

(c zu 夕c “ 户a zza 了11)和秋刀焦 (C
o lo la b行 , a 介a

) 以及溯河性焦类如大麻哈焦 (O n c o

从y n e乃u ,

粉匆) 和鸵背触焦 (0
.

go
r b盯

c左a ) 等都不产于黄渤海区
。

西北 太平洋产量很高的瞻焦

(‘
a 己u ; 。 a c r o

即人a z,‘s )和明太焦(7汤er a g r a e人a lc o g r a m m a )在黄海北部虽有分布但草休很

小
,

产量不高
。

在我国四个海
,

以南海区种类最多
,

主要是底层和中层焦类
。

根据 多年来的

稠查背料
,

这海区有 85 4 种
,

主要是热带性和亚热带性种类
,

大多数晃于印度思来区
,

少数

种类如大黄焦HlJ 是这海区和东海区的地方种
。

东海区焦类稠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

根

据 目前的食料豹有 4 00 多种
,

其中部多樱济种类与南海的相同
,

也有一些种类分布到黄海

南部
。

在海产无脊稚动物方面
,

着重进行了握济价值较大的软体动物
、

甲壳动物和棘皮动物

的分类区系工作
。

已完成了黄渤海区的沿岸稠查工作
,

出版了这海区的握济软体动物和

虾类的专著
,

对南海和东海区系稠查
,

正在积极进行中
。

从软体动物总的分布情况看
,

我国

软体动物区系的粗成以印度一西太平洋种类占优势
。

我国黄渤海沿岸区系基本
_

E 属于 温

带性盾
,

除极少数种类如大速牡螟 (o
, t。。 ta li己 n u, 乃a , e , , 行)

、

杨孔扇只 (C 人l
a m y : f

a r r 己l)

等地方性种类和一小部分种类如紫贻具 (M夕til “ , ed 以众)
、

偏顶蛤(M 己di ol “ ; m “io lu , )
、

砂

海螂 (胚夕二 are na ri 口 jaP on ic a) 等来自其邻近的 日本海以外
,

大部分是来自东海的
、

分布很

广的一些种类
。

但东海的某些种类
,

如蜒螺属 (肠rit a)
、

蛇螺属 (v。,m 时“
,

)
、

隔始只属

(介Pt 价
,

)
、

檬蹬船蛆属(B僻令a) 和宝只科 (C yP ra ei da 。) 等科属的种类都未分布到黄渤海

区 ; 日本海的一些冷水种类如虾夷扇只 (尸ec tan y
。

。

。了众)和太 平洋僧头
J

鸟蒯 (R
口。赫

Pa ct’f ic a) 等也未曾在黄渤海区发现过
。

在东海区
,

软体动物区系具有一定的亚热带特征
,

兑不到黄渤海区的冷水种类 ; 暖海性的种类由北向南逐渐增加
,

到东海的南部
,

热带性盾

较孩
。

我国南海的软休动物区系属印度
一西太平洋热带区系范围

,

生长着大量的邢瑚礁种

类
。

从中国海各区的虾类粗成来看
,

各海区有爵多共 同点
,

主要握济 种 类是对 虾 科

(Pe na ei da e )各属和长臂虾属 (Pa lae m on )的代表
,

区系性盾主要是亚热带和热带常兑的暖

水性种类占压倒优势
。

在黄海北部也有一些冷水性种类
,

但无渝是种或属的数 目或产量

都非常少
。

黄海虾类的种类较少
,

这是由于部多暖水性的种类不能到达这个深度小
、

水温

低的海区 ;例如
,

对虾科在我国沿海有 2 。多种
,

但在黄海区只有 , ~ 6 种
,

其中只有两种进

入渤海
。

这海区的虾类区系
,

除了具有少数我国特有的地方种类如对虾 (p o ae u ,

or i。 , -

ta li ,

)
、

中国毛虾(A ce t。 : ht’肥二行)等种以外
,

基本
_

L与 日本近岸浅海区系相似
,

但种属的

数量却显然地较少
。

日本海西部朝解东海区常兑的深海冷水性种类
,

如长额虾科 (Pa
n -

da li da e
)的大型握济种类也不产于黄海

。

东海区暖水性种类很多
,

仅对虾类就有 20 多种 ;

暖海的龙虾科 (p
a lin u r id a e )

、

蝉虾科 (s
e ylxa rid

a e
) 的种类也有好几种

。

从 日本海方面沿朝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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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峡渗入黄海的一些冷水
‘

性种类一般都不能分布到东海区
。

在 台湾海峡附近
,

虾类区

系的热带印度
一西大平洋性盾很弦

,

爵多都是在东南亚临近大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很常冕

的种类
。

在有孔虫区系稠查研究方面
,

渤海
、

黄海和东海这几个海区的底栖有孔虫在 3 50 种以
_

L
,

浮游有孔虫有 20 多种
。

这些浮游有孔虫艳大部分属于暖水性种类
。

它俩是随着北
_

七

暖流分布到东海区的
,

其中有个BlJ 种类也分布到南黄海的东南部
。

渤海区和黄海区的底

栖有孔虫以属于北温带比较冷水性的种类为主
,

但也有少数属于亚寒带的冷水种类
。

东

海区刻以热带和亚热带的种类为主
。

此外
,

对我国沿海的仕嘱
、

船蛆
,

南海的海胆类
、

双壳类
,

黄海的水媳水母类
、

多毛类和

个BlJ 地区的寄生杆毛虫
、

沙壳杆毛虫
、

楼足类
、

毛虾
、

蛇尾类与海参等都进行 了 分类研

究
。

在海藻类方面
、

完成了黄渤海 区的稠查工作并已福写了
“中国黄渤海海藻

”
一书

,

叙

述这一海区的沿岸底栖藻类 20 斗种
。

东海和南海海藻稠查工作尚在积极进行中
。

从我国

黄渤海和东海沿岸藻类分布的总的情况来看
,

大多数是温带种类
,

一些是亚热带种类
,

但

是没有真正的热带和寒带种类的自然生长
。

根据 目前的青料
,

我国黄渤海和东海的海藻

区系
。

在种类的翘成
_

L与日本和朝鲜的黑潮暖流分支流流域沿岸区系很接近 ; 有一些种

类
,

如鹅掌菜 (Ec 左lo
n 伍 如1’o m 。

)
、

裙带菜 (U耐。l’a Pt’二at ift’da )是它侧共有的地方种类
,

肯

未在其他海区发现
。

根据铜藻 (sa ,’g ~
。 m 左or n

。 )等儿种大型褐藻类在我国沿岸的不速

擅分布现象
,

指出了东海海藻向北面的山东半岛分布所受的物理因子的限制
,

款为辽东半

岛这些海藻是从朝鲜半岛西岸分布过来的
。

此外
,

对紫菜属 (Po rP抑、)提出在具紫菜亚

属下成立了三个新粗的建栽 ;对浮游的角毛硅藻属(C人ae to cer 。)
,

根据进化观点提出了一

个新的分类系兢
。

在海洋扣菌方面
,

也对硫捍菌和小球菌的分类进行了研究
。

总的来挽
,

根据目前不完整的青料
,

我国沿岸和近海的动植物区系具有温带
、

亚热带

和热带性盾的特点
。

由北到南地逐渐增加暖流种类的成分
。

黄渤海区比较单钝
,

属于温带

性
,

但也有一些亚热带种类
。

东海区很复杂
,

基本
_

L可以砚是具有亚热带性
,

但是其北部

区 系的温带种类还不少
,

特别是海藻区系
,

而在南部HlJ 有一些热带动物
。

南海区热带性较

弦 ;在大陆沿岸的区系似以亚热带性为主
,

而在台湾的最南部
、

海南岛的南部和散布在南

海的东
、

西沙草岛具g无疑地属于钝热带区系
,

是印度思来区 系的粗成部分
。

二
、

海 洋 生 态 稠 查

海洋生态稠查是海洋生物学的中心工作
,

也为生物青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基本查料
〔、

1. 海洋粽合稠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生态刹查
。 19 5 3 年烟台始焦庶踢稠查工作 开始

时
,

就开展了浮游生物生态稠查
,

但由于殷备关系工作进展很慢
。

这项工作和底栖生物生

态工作是 1 9 5 7 年才大力开展起来的
。

当年 6 月
,

我国的第一艘专用海洋粽合碉查船
—“

金星号
”在渤海及北黄海西部开始进行粽合性的稠查工作

。 1 9多8 年 9 月
,

开始进行规模

宏大的全国性海洋粽合稠查
,

动具了很多条稠查船和数百位科学工作者
。

两年来
,

为了冤

集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海底的底栖生物
,

稠查船在沿海各区航行了豹十万涅 ;在浮游生物

方面
,

进行了的 斗6 0。站次工作
,

采到了钓三万号样品 ;在底栖生物方面
,

进行了的 1 1 0 0 站

!
,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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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犷

次工作
,

也采到了豹三万号标本
。

通过了几年来的海洋粽合稠查
,

包括派踢碉查
,

对各海

区的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量变化和主要种类的分布以及季节变化有了概括的敲藏
。

在浮游生物总生物量(以每立方米海水所合浮游生物重量剖
一

算)方面
,

根据 19 5 8 年 9

月至 1 9 5 9 年 7 月的青料
,

平均值以东海区最高
,

达 1” 毫克
,

其次是渤海 1 3 , 毫克
,

黄海

北部 1洲 毫克
,

南部最低
,

仅 90 毫克
,

两部分平均 9 7 毫克
。

在十一个月内
,

最高的生物量

及其月份 :在渤海区为 6 月份的 21 弓毫克
,

北黄海区 为 6 月份的 13 2 毫克
,

在南黄海区为

苏月份的 13 斗毫克
,

东海区为 6 月份的 3 84 毫克 ; 最低的生物量及其月份
: 在渤海区为

2 月份的 85 毫克
,

北黄海区为 3 月份的 78 毫克
,

南黄海区为 3 月份的 62 毫 克
,

东 海

区为 2 月份的 觉 毫克
。

海区的总生物量从 4 月份开始
,

除北黄海区增加较慢外
,

其他

海区都有显著的迅速增高 ; 5
、

6 月份各海区的总生物量迅速上升
,

一般在 6 月达到 最 高

攀
。

稠查拮果表明浮游动植物的种类粗成
、

分布与海区各水系的关系密切
。

渤海区以低

盐近岸种类如束jl尾歪镖搔 (T
o : t。。u : sp io ic ‘“岔。‘u : )

、

真刺唇角镖搔 (乙
a 石i‘o c e ,

·

‘

、
c人a 。, a

)
、

双刺舫锤镖搔(A
c a ,

·

t艺a b if il
o 了a

)
、

太平洋舫锤镖搔 (才
c a r ti4 p a c ift’c

a

)及夜光虫 (N
o c tiz, ‘c 4

二int illa 动等占优势
。

在黄海的不同水系中
,

浮游动物草落也有显著的差纂
。

北黄海中央

水系和南黄海中央水系的种类都以高盐外海种类
,

如太平洋磷虾 (E即ha o ia Pa cij ￡ca )
、

糊

长脚蛾 (Tk
o m 尔

0

gr ac il t’P。) 和太平洋哲镖搔 (c al an o Pa cif ic 。) 为主休
,

而在黄海沿岸

水系
,

这些此较高盐外海种类在数量上显著诚少
,

并有低盐近岸种类大量出现
,

如北黄海

的夜光虫
、

歪尾刺镖搔及海洋伪镖搔 (凡、d od iaP to m “ : m “ri 二力 和南海的真刺唇角缥

搔
。

东海种类粗成较为复杂
,

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草落
:
来自黄海的种类

,

以弦壮箭虫

(s ag itt 召

cra o a) 和翩长脚蛾为代表 ;北
一

L暖流带来的热带种类
,

如肥胖箭虫(s ag itt a o fl , 召)
、

圆幅有孔虫(G zo 占o r o ra lia m o n a r浮矛i)
、

达尔文哲镖搔 (u , 浮i, “za 己a r o in ii)
、

中型鳖虾 (L “
c if

o r

l’nt o m “赫)
、

太平洋跟币水母 (Po , ita pac l’fi ca ) 等 ;低盐近岸种类以具刺唇角缥搔
、

双刺

新锤镖搔
、

火腿并镖搔(s
c人m a c及。ri

。 p o p衍萝
a
)等为代表

。

浮游植物也同样有高盐外海种 类 和低盐近 海种 类
。

在北 黄海区
,

扭 角毛 硅藻

(以“to ‘。
口, c0 0

0
lu tu ;

)的密集草体首先在远岸高盐水体出现
,

而其他并多角毛硅藻都是

在近岸低盐水系繁殖的种类
。

因此
,

根据角毛硅藻的种类分布和数量变化情况
,

对了解水

系的动态也有一定的帮助
。

关于海洋稠查中的浮游生物碉查方法
,

在太平洋西部憔业研究委具会 1 9 5 8 年的朝解

平壤会裁上已决定采钠中国方面的建裁作为在西太平洋大陆棚以内特BlJ 沿岸浅海区进行

碉查时共同采用的方法以便利于各海区青料的此较研究
。

在底栖生物方面
,

已握在各海区做了 1 9 5 9年冬(以 1月份为代表 )
、

春(似 4 月份为代表)

两季的总生物量 (以平方米生物重量爵算)稠查
,

在黄海和渤海两海区
,

还加做了 1 9 , 8 年

秋季(以 10 月份为代表 )的总生物量
。

渤海区的秋
、

多
、

春各季平均数分别为 31 克
、

22 克

和 12 克
,

总平均是 22 克 ;黄海区的平均数分别为 40 克
、

5 3 克和 36 克
,

总平均是 斗3 克
。

东海区的冬春各季节平均数分别为 26 克和 3 4 克
,

总平均 30 克 ; 南海区的平均数分别为

10 克和 16 克
,

总平均是 13 克
。

总生物量在各海区的分布情况是黄海 > 东 海 > 渤海

> 南海
,

与上述浮游生物的情况
,

东海 > 渤海 > 黄海
,

有显著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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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潮简带生态学研究工作是 1 9 5 7 年 5 ~ 7 月在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科学家的

合作下才开始进行的
,

选择的地区是青岛
、

烟台和塘沽等三处
, 1 9 5 8 年 7 月又在青岛重复

这项工作
。

根据无揭 (v ail lan t) 按大小潮期涨潮落潮高度的变化规律对潮简带进行分区

的原则
,

垂直地将潮简带划分为三个区
,

其中每一区都具有本身特有的生活条件
,

栖息着

其他两区所没有的或极少觅到的种类
,

区 内又划分为若干层
。

根据青料的分析
,

各类动物

的垂直分布界限基本
_

L与潮简带各区及各层的界限相符合
,

艳大多数种类没有向
_

L 面区

层分布的能力
,

而从第二区第二层的
_

L部开始
,

很多种类的下部分布界限差不多延伸到基

准面附近
。

这样的种类垂直速擅交替砚象是黄海潮简带的特征
。

黄海潮简带生物量每平方米 只达到 1 50 一2 00 克
,

比苏联温带区各海的潮阴带生物量

(通常达到数百克至数千克 )低得很多
。

显然
,

这种情形是与当地居民大量采集有一些关

系的
,

这从一般禁 区或者居民不易到达的地区的高生物量可以看出
。

例如
,

青岛黑澜潮周

带的生物量达到 1 7 6 9 克的高数量 ; 青岛中港石墙
_

E 的主要动物拿落的生物 量 达到 斗一6

公斤的更高数量
。

三
、

海洋生物资源稠查

生物青源调查是青源开发利用 的基础 ;几年来
,

在近海和港湾滩涂的生物青源方面都

做了一系列的稠查工作
。

1. 在海洋生物青源中
,

最重要的是近海翘济焦类以及少数自游和浮 游 的 无脊推动

物 ;十年来对这些青源进行了不少的碉查研究工作
。

在握济价值较大的五十多种焦类中
。

年产量大的有大黄焦 (乃
e u 己。了c若a ‘n 。 ‘r o

cea )
、

小 黄 焦 少
.

p o ly a c t行)禾r了带 焦 (T r z.c 左iu , u ,

滩a“m ela )
,

其次有胎角(尸
, 、m a to p人。 ,

·

a 了 j
a p o , i。力

、

翰焦(厂l行人
‘ e zo n g a ta )

、

海握(M沁
“

邵。o 二

c i, e二“了
)

、

蛇鳍 (s a u ,
·

i己“ fil
a m e n t夕; a )等种 在无脊推动物中

,

产量最大的是毛虾 (才
c 。纪s

)
,

其次是墨焦
、

对虾和海誓
。

海产焦类的青源不断地在变动着
,

但其变动是有规律性的 ;掌握这一规律性就是开发

惫类青源
、

发展海洋涌业的关键
。

为了了解某一种焦类青源的变动规律
,

必填对它的生物

学特性和涌踢的环境条件进行一定长时简的稠查研究
。

因此
,

从 1 9兑 年起
,

先后有斜划

地开展了对始惫
、

小黄焦
、

大黄焦和带焦的青源学研究
,

得到了一些成果并已在发展生产

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

仅始焦稠查工作一项
, 1 9 5 3一1 9 5 7 年

,

稠查船前后在黄海北部海面

工作了 2 6牛天
,

航行了 1 76 0 0 多涅
,

进行了 23 斗人月的工作
,

冤集了 ‘千多号惫卵
、

仔惫和

浮游生物标本
。 1 9 5 8 年 1一3 月水产部粗俄了有关方面的力量进行了黄

、

东海越多憔锡

碉查
,

对这些海区主要焦类的越冬
、

索鲜习性
、

焦草行动
、

派捞
、

樵期以及生物学特性等方

面都得到了爵多食料并找到了一些新庶踢
。

始惫及其烟台外海派踢的稠查研究对这种焦的生物学特性
,

特别是关于生殖焦摹年

岭粗成
、

生殖习性
、

摄食习性和幼焦分布等方面作了此较祥韧的分析
。

研究桔果
,

款为始

焦生殖焦草属蒙钠斯蒂尔斯基(MOHa cT bl p c K H旬所规定的第二类型的焦类
,

青源容易起波

动也容易恢复 : 确定了它有明显的回归性
。

派锡稠查表明了水温和盐度与始焦派汛的关

系此较密切
,

再根据有关青料
,

已提出关于始焦繁殖保护的其体意兑
。

-

小 黄鱼的研究拮果总桔了这种惫的生物学特性
,

对黄河 口产卵锡和北黄海西部涌锡

,巍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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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条件
,

特别是底层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及地形都进行了群翩的稠查研究
。

1 9 5 9 年春

讯期简
,

根据这些青料对烟 台
、

威海的涌坍位置和派期进行了现锡预报
,

获得了很高的准

确性
,

对生产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

大黄焦广为分布在南海
、

东海和黄海南部
。

碉查研究征明
,

南海和东海两处的生殖惫

草在形态特征
_

L和生物学特性
_

L都有明显的差异
,

因而推断出我国沿海存在着不同的地

方种草
,

而且郎使在同一海区
,

也有不同生殖生态类型
。

这指出了大黄焦种内关系和数量

尚题的复杂性
。

对大黄焦产卵锡的环境条件与庶讯期的关系也作了分析
,

明确了水温与

派期的密切关系
。

带焦的研究
,

着重进行了生物学特性
、

洞游情况
、

昼夜垂直移动的规律和产卵螃的环

境条件的稠查研究
,

并已根据所得到的青料
,

在 1 9 5 8 年开始浙江嗓 山冬汛的初步庶期预

报
。

此外
,

对六鳃脐 (co ilt’
“ m 终 tus )和六栋脐 (C

.

肛ay z’i) 的解料分析
,

忽惫的分布与习性
,

都进行一些工作
,

对沿海各省的庶业青源都进行了调查
,

提供了有关握济焦类庶踢
、

派期
、

生产情况和一般习性的青料
。

毛虾在生态
_

E属于浮游生物
,

但产量大而集中因而成为一种重要捕捞对象
气。

辽东湾

是主要毛虾庶踢之一
,

儿年来又扎这一派踢进行了一系列的稠查研究
,

拮果表明了海水温

度和盐度对毛虾繁殖的影响
。

毛虾开始产卵时的适温豹为 18 ℃
,

产卵盛期的适 温豹 为

20 ℃ ; 由于各地春季水温
_

L升的快慢不一
,

幼虾的出现日期也因地而异
,

在同一地区各年

也不 一致
。

毛虾在低盐条件下繁殖较好
,

因此
,

在产卵孵幼期如雨量多
、

盐度低
,

BlJ 毛虾的

繁殖量大
、

产量高
。

在周围浮游生物中
,

囿筋硅藻 (Co
了cl’o d玩、)是毛虾的基本饵料

,

但夜

光虫却是它的敌害 ;宅们的数量变动对毛虾食源有重大的直接影响
。

2
.

通过儿年来的稠查研究
,

对我国港湾滩涂的主要翘济动植物的种类和这项青源的

蝙廓都有基本的款栽
,

了解到我国的港湾滩涂底栖生物青源是很丰富的
,

一
一不但种类多

,

产量大而且用途也很广
。

无脊椎动物中 的 牡崛 (。
了tr“

s

PP
.

)
、

蝗子 (Sl’。彻二。d
“oIz , -

tr ie ta )
、

贻具 (My ti阮
; s p p

.

)
、

蜡 (A
r c a s p p

.

)
、

蛤(V e n 己r u p行 s

pp
.

)
、

刺参(s ti
c人。户, ‘了 i

a p o , ic a

)

和藻类中的海带(L
a m i, : a ,

·

ia i
a 夕o o l’c a

)
、

紫菜 (p
o r夕左夕, a s p p

.

)
、

济苔(E
n t己,

·

o m o r户人‘ sp p
.

)等

都是产量很大的优良食品 ; 藻类中的石花菜 (G elt’di u m ,
PP

.

)
、

江禽 (G 1’a cl’l 。
·

i召 ,

PP
.

)是琼

胶原料
,

璐尾藻 (sa l*g 。川m sP p
.

)
、

特slJ 海篙子(s
.

如lli du 。 )是褐藻胶原料 ; 此外
,

还有用

以提取糊料的海幕 (Gl oi oP elt 行 f“
;

ca ta)
、

麒麟菜 (E “‘左二m a

sP p
.

)
,

供作莉 材 的鹤媳菜

(ca lo g lo 二
“

le娜iet
‘

).l’i ) 以及作为牲畜甸料和农田肥料的豁多员类和藻类
。

根据不完整的

挽斜
,

年产量超过一万吨解品的最少有仕瞩
、

蝗子
、

海带
、

海篙子
、

紫菜
、

济苔等种类
。

为了扩大海产动植物的养殖区域
,

我国沿海各省水产部阴和有关高等院校曾粗蔽粽

合稠查队分别在山东
、

福建及其他各省的港湾滩涂进行了海产生物和环境条件的粽合调

查
,

并根据生物生长及其环境情况提出生物青源开发和增殖意兑
。

四
、

对主要握济海产动植物的实脸生态学研究

从握济方面看
,

生物有有盘的
,

也有有害的
。

海洋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解决增

产有益的生物和防除有害的生物
,

主要的就是应用实脸生物学方法对这些生物与环境条

件之简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
,

—
也就是进行实输生态学的研究

,

以寻找增产或防除这些

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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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途径
。

1
.

几年来对有盘动植物的实麟生态学研究获得了一些成果
,

大大推动了我国的海产

养殖业
。

特BlJ 是在 19 铭 年
,

党提出
“
以养为主

, ’

的发展水产业的正确方斜以来
,

对爵多具

有养殖价值的动植物都展开了军众性的养殖研究 ;在短时简内
,

就得到了一些初步拮果
,

增加了不少拭养的品种
。

海带养殖是fL 年来发展最快的海产养殖事业 ; 海带解品的年产量已从解放前最高的

3 7 0 吨发展到 1 9 , 8 年的 3 万 7 千多吨
,

今年的估爵产量将为去年的 7 倍
,

也就是解放前

最高年产量的 7 00 倍
。

获得这项成精的原因之一是海带工作者在党的饭导下进行了一系

列的科学技米研究
,

主要的就是实脆生态学研究
,

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性尚思
,

使海带养

殖方法实现了现代化
、

田 园化
。

过去几年来
,

首先通过对海带生殖习性
、

抱子放散规律和幼体的生长习性的了解
,

加
_

卜一些技术措施
,

创造了一套系航的筏式人工养殖方祛
,

改变了以往
“
靠天吃颤

, ’

的生产方

法
,

夫大提高了人工按制的成分
,

从而把海带养殖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
_

E
。

其次
,

通过海

带生关与光钱关系的贰脸
,

从原来的稀植改为合理密植
,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

从而降低

了生产成本
,

使海带养殖事业能够站在坚固的握济基础
_

E
。

第三
,

通过对抱子萌发
,

配子

休的生长
、

发育和功苗的生长与环境条件关系的一系列研究
,

削造了人工低温育苗法
,

解

决了在 自然条件下育苗时所受到杂藻生长的威协
,

从而提高了育苗率
,

降低了成本而且也

为解决长江以南的海带养殖事业的幼苗供应简题
,

提出了有效的科学办法
。

第四
,

海带在

不同地区的生长拭脸
,

指出了海带的生长也与农园作物一样
,

受到了海水肥赓
,

特别是硝

酸氮舍量的影响 ;在氮肥不够的水域
。

海带不能生长或者生长很慢
,

不能在一个生长季节

达到良好的商品标准
。

通过陶罐式施肥法的创造
,

解决了贫膺海区不能养殖商品海带简

题
,

为扩大生产面积解决了一个基本尚题
。

根据进一步研究的拮果
,

提出了简歇施肥和生

长后期不施肥等方法
,

为节豹化肥
、

提高肥效打开了大阴
。

第五
,

根据海带生长与水温关

系的研究拮果
,

桔合东海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对海带南移养殖的贰脆 ; 桔果征明
,

通过

水层的稠整
,

在浙江
、

福建两省所养的海带都达到了良好的商品标准
。

这些就脸的成功
,

为向我 国 自然肥沃的广大东海区以至南海 区的东部扩大海带养殖开辟了 一条 竟朋 的道

路
。

儿年来
,

在紫菜的生态研究方面着重地对栋状体阶段进行了研究
。

栋状休阶段在生

活习性 E与叶状体阶段 (即习觅的紫菜 )有很多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地方
,

最突出就是壳

生的特性
。

在我国的紫菜栋状休不但生长在爵多具类
,

如各种牡崛
、

蛤虾11的空壳里面
,

而

且也能生长在盘管虫类的石灰管
、

甚至石灰藻类如石枝藻的藻体里面
。

在栋状体阶段
,

紫

菜忌直射阳光和干燥
,

适于生长在光照较弱和水温较高的环境
。

相反地
,

在叶状体阶段
,

紫菜适于生长在弦光而每天暴露在水面几小时的潮简带岩礁
_

L
,

生长季节总是每年温度

最低的晚秋到初春期简
。

截脸拮果确定了紫菜栋状体形成壳抱子所需要的水温和壳抱子

放散与光照及外界动力的关系
。

对虾是我国握济价值很高的特有海产
,

近年来对它的生活习性
、

繁殖过程
、

洞游情况

和适温
、

适盐范围作了比较系挽的研究
,

初步掌握了产卵
、

孵化及变态过程的适宜水温及

光度和需要的鲜料种类
。
目前 已能使对虾在人工条件 卜越冬

,

比在 自然条件下提前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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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产卵
、

孵化
。

在幼体培育方面有的达到糠虾期
,

为进一步在完全人工控制下培育幼苗

奠定了良好基础
。

在刺参的研究方面
,

通过对它的繁殖习性
、

生活习惯和生长的研究
,

解

决了人工培育参苗阴题
,

为刺参 的人工养殖开辟了道路
。

牡瞩是我国养殖历史最长
、

产量最大
、

握济价值最高的养殖具类 ; 近年来对草众多年

的养殖握脸作了系枕的科学总桔
,

并对繁殖和生长与环境关系有了基本的了解
。

贻员是

握济价值很高的食用只类
,

同时又是船底和工厂翰水管道的主要附着生物
,

因此
,

对它的

生态研究在养殖和防除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

去年年底
,

通过鲜料简题的解决
,

在室内控

制条件下成功地培养了紫贻具 的幼虫
,

并对培养幼虫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

如温度
、

光度
、

盐

度
、

鲜料种类以及水中合钙量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系兢的研究
,

而且在这基础
_

玩成

功地进行了大量培苗工作
。

对嫂子和眷孔扇只的繁殖
,

生长与环境的关系也进行了稠查

研究
,

为人工养殖提供了生态青料
。

海洋焦类的实阶生态学研究开展较晚
,

也是为养殖增产服务
。

触焦 (M “qi l 扣 i“g )是

黄
、

渤海区的主要港养焦类
,

以往由于养殖粗放生长很慢
,

单位面积产量很低
。

施肥裁脸

靓明
,

使用无机肥料施肥
,

幼苗体重的增长第一年和第二年均为粗养的 2
.

斗倍
,

而且第
-

年的生活率也超过粗养将近一倍
。

截养还征明
,

有机肥虽然也有效
,

但远不如无机肥的效

果好
。

通过姗瑚海焉(H ip如ca m po sP
.

)的生态研究
,

对它的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

特8lJ

是关于海水的此重
、

温度
、

光技和合氧量等以及对它的生殖习性
、

食性都有了初步了解
。

献输对今后大量养殖海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2
.

有害生物研究的最胳 目的是寻找方法以防止和消灭这些生物的生长
。

首先引起注

意的是对海内一切木质船舰
、

港湾建筑物以及涌民使用的定着网具的木桩的侵害都非常

厉害的生物
。

通过对这些生物的生态研究
,

对它的繁殖季节
、

水层分布和生长发育与环境

关系有了此较系枕的了解
,

为开展防除工作提供了基本青料
。

并在这一基础
_

卜进行了防

除研究
,

找到了一些有效方法
,

袒有关方面推广应用款为效果良好
。

贻具堵塞愉水管道是沿海需用大量海水的工厂的一个相当严重的简愚
。

通过一系列

的贰脸
,

找到了解决周题的三个有效办法
。

即 :在尚未附着的时候
,

可以采取砂滤方法防

止幼虫进人管道 ;在附着以后可以采取毒物方法把宅佣毒死
,

也可以采用药物溶解足林的

方法
,

将它俩冲走
。

船底附着生物的生长降低了船舰的航速
,

大大增加了燃料的消耗
,

因此
,

这个简题不

但是航运部四而且也是国防有关部阴所非常关心的
。

工作开展一年来
,

对青岛附近主要

附着生物的种类
、

附着季节
、

数量变化
、

生长速度与海洋环境因子的关系等方面已获得
-

些为开展防除研究的必要食料
,

并通过室内及室外的筋选贰输
,

初步肯定了十余种有效的

防除药品
。

五
、

其 他 方 面

1
.

生活史的研究是有盘动植物的养殖增产和有害动植物的防除消灭 的 一稠 基础 工

作
。

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拮果解决了一些存在的主要简题
,

特别是各种抱子的萌发所形

成的藻休和养殖
_

七抱子来源周题
,

并对生活史中各阶段之简的关系以及它俩与环境的关

系提 出了新的看法
。

通过对船舰及港湾建筑物有害生物的生活史研究
,

对防除贰输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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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钱索
,

并完成功虫在室内的培养工作
,

使这些生物能在室内控制条件 下繁殖
、

发育和

变态
,

为在室内开展防除贰脆创造了必要条件
,

因而能摆脱 自然繁殖季节的限制
,

缩短了

防除研究需要的限期
。

2
.

个体发育的规律研究是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理萧周题
,

也是料赶唯物主义 与各式各

样唯心主义的一个斗争爆所
。

文昌焦卵子的发育研究征明
,

卵子各部分在很早时期就有

了一定的分化
,

而各部分之简又有很弦的相互作用
,

物盾分布和相互作用是胚胎发育的重

要因素
。

3
.

催青和受精现象的研究是解决动物养殖
_

E的幼苗来源简题的主要途径
。

在海产焦

类方面
,

生殖腺到达第四期的睦醋 (Mug l’l cr ina t“
力握过催青后已能顺利地排出成熟卵子

和精子
,

卵子的发育和孵化都很正常
。

在其他焦类如黄盖蝶 (几翎 d oP I翎ro 二。
e ,

yo 如
.

加m a 口)的催青后也能产卵
。

对牡蛹
、

毛蜡
、

泥蜡
、

对虾
、

海参
、

此 目焦等的受精现象
,

包括人

工受精的研究也得到了一些桔果
。

研究桔果对这些握济动物卵子来源简题的解决提出了

有效方法
。

4
.

海产动物鲜料的供应是动物养殖的关键简题
。

一年多以前
,

由于鲜料简题没有解

决
,

动物幼苗培养关无法冲过
。

最近一
、

二年来
,

由于几种微小的海产椽藻大量培育成功
,

解决了无脊稚动物的幼苗爵料简题
。

盐水丰年虫 (A 1’t o m ia) 冬卵的初孵无节幼体是海产

焦类仔焦期的一种优良爵料
,

国外已握广泛使用
,

最近也在我国发现
,

产量相当丰富
,

解决

了多年来的仔惫培养饵料简题
。

5
.

在形态学方面
,

对藻类的甘紫菜林状体阶段的形态进行了研究
,

赶明韧胞简孔状联

系的存在
,

指出色素体在同一藻体韧胞的形态斡变和位置变化现象
,

确定果胞的原始受精

栋和受精时的精子管的存在
。

根据海带配子体的形态研究
,

把它划分为三 个形态和生理

阶段
。

对寄生杆毛虫的韧胞构造进行了研究
,

而在研究拮果
_

L 对它俩的分类地位提出了
‘

新的意冕
。

‘
.

在藻类生理学方面
,

进行了一些海带生理周题的研究
。

实输靓明
,

海带叶片基部生

长点附近的光合作用张度最低
,

中土部此基部高几倍
,

而且切掉叶片
_

L 中部就明显地影响

到基部的生长和有机物的累积
。

因此
,

叶片
_

L 中部所制造的有机物盾显然是通过一定方

式向基部输送
,

供拾生长点粗撤的需要的
。

通过海带吸收氮肥的研究
,

了解到海带吸收氮

肥与肥料溶液的浓度
、

吸收时简
、
p H 和凯锹程度的关系

。

同时
,

发砚海带生
一

长后期在缺

氮肥的环境条件下也能正常地积累碳水化合物
。

海带配子休的发育研究指出了排卵活动

只能在黑晤条件下进行
。

六
、

桔 藉

几年来
,

由于党的正确镇导
,

我国在海洋生物学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
。

我国沿岸

及近海动植物的稠查冤集了很多标本和青料
,

对我国各海区 的主要种类的分布
、

生物量
、

动植物区系和海洋生物青源的基本情况
,

都有了概括的敲敲
,

为分四别类的福写我国的海

洋动植物捻奠定了基础
。

对主要派扮对象的青源稠查研究也积累了很多宝肯青料
,

使我

佣能够对它俩的繁殖保护提出具休意冕
,

并能够开始对一些
一

种类的派期和焦拿大小进行

顶报
二

有益动植物的实盼生态学研究解决了养殖
_

卜一些主要尚题
。

海带研究的桔果使海



海 洋 与 溯 了

带养殖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
_

L
,

基本脱离了
“
靠天吃嵌

, ’

的生产方法
,

而走
_

E了现代化
、

田园化的道路
。

其他种类的养殖研究也已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

并已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

些成就
。

对为害船舰和港湾建筑物的生物的斗争也获得了初步胜利
。

这些成果已在生产

实际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

海洋生物学的主要服务对象的水产业
,

几年来有了互大的发展
。

我国水产品的年产

量已樱从 19 斗9 年的 4 斗8 , 0 0 0 吨
,

增长到 1 9 5 7 年的 3 12 万吨 ; 19 , 8 年的 产 量 已 跃进到

斗06 万吨 (其中大部分是海洋产品)
。

但是
,

如果根据人 口分配
,

每人只分到 6 公斤的水

产品 ; 这轰明了我国的水产生产还比部多国家落后
,

产量还得在砚在基础
_

E再提高十几

倍才有可能按人 口分配超过其他国家
。

对国防及航运部四所提出的简愚
,

我俩仅解决了

一小部分
。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来
,

爵多基本科学的基本理渝简题还等待着海洋生物学工

作者去解决
。

同样地
,

在海洋学
_

E也有爵多简题需要海洋生物学工作者去进行研究
。

海

洋生物学的研究力量虽然已有很大增长(至少为解放前夕的十倍以
_

卜)
,

但与任务的繁重

性比校起来
,

力量还很薄弱
,

还需要大力加弦
,

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殷事业的飞跃发

展
,

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

我俩坚信
,

我国海洋生物学在党的正确镇导 f
,

将会以更快

的速度向前
、

向
_

L发展
,

在十年内
,

达到世界的先进科学水平
。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
,

承张颤
、

郑重
、

刘瑞玉
、

郑执中
、

齐踵奋
、

张孝威
、

成庆泰
、

娄康后
、

吴尚撇
、

朱树

时
、

薛廷耀
、

方宗熙
、

李嘉融等科学家提供必要脊料和宝贵意兑
,

特此蒜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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