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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学是一阴比较年青的生物科学
,

发展迄今虽有一百多年的历
.

史
,

但还是在本

世耙三十年代逐渐开展浮游生物生态学的研究之后
,

才具正成为一阴有系扰的独立科学
。

在这阴学科发展的初期 (19 世耙前后 )
,

分类和形态研究是它的主流
。

自 19 0 0 年以后
,

随

着动物和植物生态学的蓬勃发展
,

浮游生物学也走上了生态研究的道路
,

这个发展是和生

产实践的需要分不开的
。

和其它海洋生物学各分支一样
,

海洋浮游生物学正向着生物学与海洋学相互拮合的

方向发展
。
由于吸取了边椽学科的新知藏

,

尤其是生理
、

生化以及现代生物物理学的新成

就
、

新技术应用到浮游生物的研究上
,

浮游生物学获得了新的发展
,

研究镇域也更加扩大

了
。

生态研究
,

尤其是 自然生态研究
,

无疑的
,

是现代海洋浮游生物学的主流
,

并将拮合着

生理生化向前发展
。

这也正是其它悔洋生物科学发展的总的趋势
。

浮游生物自然生态的稠查研究
,

不渝在过去
、

现在或将来
,

都是悔洋浮游生物学的主

要中心裸题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
,

只有通过海洋粽合稠查
,

才能获得浮游生物生态研

究所必需的分布及数量变动等的基本查料
。

过去
,

海洋浮游生物生态锢查主要集中在北

大西洋及其邻近海区 (如北海等 )进行
。

最近二十年来
,

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
,

已扩展到世

界各大洋和各悔区
。

国际地球物理年开始以后
,

浮游生物被列为主要稠查项 目之一
。

无

疑的
,

这将更进一步促进浮游生物学的迅速发展
。
在浮游生物生态稠查方面

,

苏联作出了

卓越成精
,

特别是在北极海和北太平洋稠查方面
,

远远走在其它国家的前面
。

最近二年来
,

在印度洋的浮游生物稠查方面
,

仍是苏联一焉当先
。

在上述一系列的稠查中
,

苏联浮游生

物学家对浮游生物学所作出的主要真献是
:
(1 )圃明了北太平洋和远东猪海浮游生物 的

草落祖成
、

分布及其与理化环境
,

特别是与环流的关系
,

并对北太平洋浮游生物
,

特别是哲

镖搔 c al 初“, 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初步区划
。

(2 )探索了北太平洋深沟(千岛拿岛—
堪察

加深沟)浮游生物的垂直分布
,

发况在 9, 9卯 米的深沟里还有很多生物 (包括浮游生物)的

存在
。

这有力地敬倒了瑞典海洋学家 Pe tte
rso n

所提出的
“
超过 6

, 5 0 。米深海中没有动物

*

本文曾于 19 61 年 12 月在全国海泽学术会蔽第一次会奇上宣翻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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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的箫点

。

同时还发现了浮游生物量随着深度而下降
,

可是种类数目却有随着深度而

增加的趋势
。

不过到了 6 , 0 0 0 米以下
,

不渝生物量或种类都非常黄乏
。

这和深沟里的食

物稀少密切相关
。

此外
,

一般浮游动物的颜色从杠褐色变为灰白色
, 它们的食性也有显著

改变一一从滤食性裤变为捕食性
,

还有不少深层种类专以有机和无机碎屑为生
。

这种盒

性的改变是和浮游植物的消失分不开的
。

据稠查精果
,

深沟中的浮游生物拿落主要是由放

射虫
、

介形类
、

挠足类和端足类粗成
。

(3 )发现北极海及南冰洋的生物量大
,

种类少
、

个体

大 ;可是
,

在北极海中央区的浮游生物却远比邻近海区食乏
。

热带海的生物量比北温带海

的低 :t0 倍
,

而赤道逆流区的生物量却较其邻近两侧的赤道流区为高
。

这是因为那里产生

了上升流
,

把深层的营养盐类带到上层
、

有利于浮游生物的繁殖
。

由于热带海浮游植物较

为贫乏
,

海底沉积物中硅厦也随着减少
。

(4 )发现在大平洋热带深海区受到 自深层侵入的

寒带与亚寒带冷水影响的区域
,

浮游生物远较不受这些冷水影响的区域为丰富
。

(的发现

印度洋中央区浮游生物数量最低
,

向东
,

向西逐渐增加
,

在赤道逆流的南贸易风流区附近
,

数量最多
。

在赤道区浮游生物数量与跃层位置有明显关系
:
跃层上界的位置愈接近表面

,

浮游生物愈丰富
,

反之
,

Rf] 食乏
。

浮游动物的种类祖成与热带太平洋相似
,

草食性挠足类

的密集区与幅散区的位置一致
,

而肉食性挠足类和大型浮游动物的密区Hlj 出现于幅散区

附近
。

(6 )发现太平洋 10 0 米以上的上表层浮游生物生物量的分布与地理分区有着密切

关系
。

浮游生物的数量是受着海水的交混和水温季节变化的影响
。

由凤或环流交汇攀面

所产生的上升流对浮游生物生物量的影响至为显著
,

太平洋东岸的上升流弦于太平洋西

部的
,

而决定了东太平洋热带区的浮游生物的数量远较西大平洋热带区的为丰富
。

五十年代以来
,

美
、

日
、

英
、

法等国也进行了不少浮游生物学的 自然生态稠查工作
,

其

中锢查范围及规模最大的是
:
美国 sc ri p Ps 海洋研究所

、

海军电子学实脸室和太平洋憔业

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自 19 5 1 年以来
,

先后在北太平洋广泛地进行了粽合性海洋锢查及派业

稠查
,

和 日本自 19 多3 年以来对黑潮区进行了持擅多年的粽合性海洋稠查
。

通过这些稠

查
,

阴明了浮游生物的分布与太平洋各主要水团和海流的关系
。

如 Bi er ilas J
,

To ki ok 尹
‘
,651

和 B : ad sha w网等分别指 出了毛颗类
、

浮游被囊类和浮游有孔虫在太平洋的分布和地理分

区是 与各主要水团和海流的分布相一致的
。

近年来
,

英国在生态稠查方面主要是探索了北海浮游生物指标种 的分布与麟焦索鲜

洞游的关系 ;并福制了北海及英国附近水域的浮游生物分布图
。

此外
,

还糙疲进行着南冰

洋浮游生物的生态稠查
。

在这方面最近几年来
,

苏联
、

法国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先后在

南太平洋局部水域开展了浮游生物的生态稠查工作
。

因此
,

南冰洋已成为世界上研究浮

游生物比较集中的一个水域
。

探索浮游生物在时简上和空简上的分布挽律
,

是浮游生物生态稠查的重要裸题
,

不谕
.

在理谕上和生产实践上
,

都具有重大意义
。

最近 3e Hl’
e B
Hq t69 〕把这项研究

,

列为当代海洋

生物学的三大周题之一
。

通过最近二十年来各国进行的一系列海洋粽合稠查
,

不萧在浮

游生物的平面分布
、

垂值分布或季节分布等方面
,

都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查料
,

并取得了下

列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

1
.

平面分布 过去各国浮游生物学家常把平面分布分为三大地理区
:
(1) 寒带区

—
包括北极海和南冰洋 ; (2 )温带区

—
包括北温带和南温带 ; (3 )热带区

。

在寒带区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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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区之简及温带区和热带区之阴
,

一般又分别加入亚寒带区与亚热带区
。

最近
,
B o r o poB 四

熟为在北半球不需要再分出这两个亚区
。

事实上
,

这两个亚区都是过渡带
,

也是混合带
,

没有具正独特的浮游生物区系
。

‘

哲镖搔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最主要浮游动物之一
。

过去
,

关于这一属挠足类的分类与分布的报导
,

长期存在着混淆不清的情况
。 19 5 2 年 B po 解

-

K
时 [6J 发表了北太平洋挠足类区系研究的专著

,

特别是他和 只山Ho
B
阴 所作关于哲镖搔

属的平面分布研究
,

明确了各种哲镖搔的分布范围
。

他们指 出了
:
飞焉哲镖搔 c al 如“ ,

fi o m ar 动论“了 的分布范围仅限于大西洋北部及其邻近水域
,

而分布于北极海及其邻近水域

的Rl] 是北极哲镖搔 c
.

g lac ia lir
。

海哥兰哲镖搔 C
.

肠lgo lan 击cu , 是暖水种
,

.

主要分布于
大西洋中部及地中海

。

最近
,
‘

Bpo 从加彭
, ] 对太平洋哲镖搔 c

.

Pa cif ,ctt ,
作了进一步的

分类研究
,

发现从前鉴定的太平洋哲镖搔是包括了两个种
: 中华哲镖搔 ca lan “ , si; lic 。

和太平洋哲镖搔
,

前一种是 BPo 解阳行 最近发现的新种
,

分布于我国黄
、

东海和 日本东南

沿岸以及南海姆岸
,

跨越 2 , 个樟度钱 (44
“

一 2 1 “
N )

。

后一种包合了三个亚种
: C. 郊cif ‘翻;

Pac ift’c ” 牙布于随哈林岛南部和 日
.

本海西北部
,

C. Pa 可i。了 Oc ea 示cu ,
分布于太平洋北

部的千岛拿岛水域
,

和 c
.

Pa 树icu
、

ca lif
口阴icu ;

分布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沿岸 (40
“

一42
“
N

以北水域)o 关于毛额类的平面分布
,

最近十年来
, T ok iok a[0 月 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

特

别对百陶箭虫 sa g itt ‘ b“oti 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

发现这种箭虫的分布中心可能在我国东

侮
,

在北方(黄海), 它被孩壮箭虫 Sa g itt a cr 。了a

所代替
,

在南方(南海)
,

宅被壮箭虫 5
.

ro btl st a

所代替
,

在东方 (太平洋 )
,

它被踞齿箭虫 5
.

论。at 心en ta ta 所代替
。

这些箭虫的平

面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不同水系的分布情况
。

关于浮游生物平面分布和海流的关系
,

早已引起浮游生物学家的重视
。

不过
,

明确指

出浮游生物作为海流或水团的指标
,

还是最近 30 年来的事
。

英国浮游生物学家 R us se沪
, l

为这方面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

他不但提出北大西洋不同水团的指标种
,

特别是英吉利梅峡

不同水团的指标种
—

秀箭虫 sa g itt
“
el eg an , 和毛箭虫 5

.

二t口。
、

可分别作为大西洋外

海高盐水和北海低盐水的指标种
,

并且还提出了作为指标种的具体条件
。

五十年代以来
,

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

Bu m Pu
s & Pi er ce [s01 列举 出 几种毛戮类

可分别作为 C ar oli na 北岸陆棚区三个不同水团
—

vi rg ini
a

和 c ar oli na 两个近岸水和

Fl or 记
a

海流的指标种
。 T ok io ka 圆 和 Bi e r i时分别研究了毛叛类的分布与亚洲沿岸和太平

洋各主要水团的关系
,

并且还列举了各主要水团的指标种类
。 sun d & Re nn er Leo] 研究太

平洋东北部毛驭类的分布
,

指 出了琴形箭虫 5
.

lyra
·

的 出现
,

是标志着亚极区的外洋水泯

进了阿拉斯加环流里
。

最近 只LLI Ho 砂幻 还专阴研究了哲镖搔的分布和悔流的关系
。

他指

出 : 北极哲镖搔可作为北极水团的指标种
,

飞 再哲镖搔可作为亚北极水团的指标种
,

海哥

兰哲镖搔可作为地中海水团的指标种
。

总的看来
,

凡对温
、

盐度变化较为敏感的狭温性
、

狭

盐性大型种类 (如水母
、

箭虫
、

挠足类
、

海蹲类等)都具有作为海流或水团良好指标种的条

件
。

特别是一些种内的亚种或生态型的分布
,

更能 明显地反映出其分布区的水文情况
。

彼

得提出的是
,

指标种研究对判别不同水团或海流在交汇水域的水文性厦是有一定帮助的
。

为了提高指标种研事的质量
,

今后必填从定性卿向定量研究
,

并镇加弦指标种的生活史
、

.

生态习性等方面的研究
。

·

2
.

垂道分布 浮游生物的垂直分布及与垂道分布密切相关的昼夜垂直移动是一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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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多变的生态现象
,

不但随地区
、

深度
、

季节而异
,

而且随种类
、

性别
、

年龄以及水文不同情

况而起着相应变化
。

过去
,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

一般局限于浅海或近岸水域
,

并且一般都是

应用定性方法 ;随着稠查船和采集工具的改进
,

才逐渐移向外海与深悔
,

并开始采用了定量

方法和生态观点来研究垂值分布
。

根据 B o r o p。沙 ,26] 和 B叩山
T e湘 [4] 的研究

,

海洋浮游

生物的垂直分布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层
:
(l) 生产层 (Pr od uc ing zo ne )(o一2 00 米)

—
这是

光照层 (eu pho tic lay er )
,

也是浮游植物制造有机物的水层
,

生物量高
,

滤食性浮游动物占优

势
。

这层又可分为二层
: ¹ 孩光层 ( 0一100 米 )

—
光照强

,

浮游植物繁殖很盛
,

依浮游植

物为生的小型挠足类和其它小型甲壳类集中在这个水层 ;
.

º弱光层 ( 10 0一20 0 米 )
—

光

照较弱
,

浮游植物很贫乏
,

依浮游植物为生的浮游动物也逐渐减少
。

( 2)消耗层 (co ns u m ing
: o n e )或过渡层 ( t ra n s i ti o n a l z o n 己) ( 20 0一乡0 0 米 )

—
浮游植物完全消失

,

浮游动物种类增

多
,

可是生物量较低
,

这和滤食性种类喊少有关
。

( 3)深水层 ( de eP
一w at er zo ne ) (深度大于

50 0 米 )
—

捕食性种类占优势
。
这层又可分为二层

: ¹ 深海层 (卯。一6, 00 。米)
—

生

物量低
,

很多动物为杠褐色 ; º深沟层 (深度超过6 , 0 0 0 米)
—

浮游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

极贫乏
,

生物量小于 1 毫克/ 米3 ,

动物颜色变为灰白色
。 B o r o p o B

国 曾在北极海观察浮游

动物的昼夜垂值移动
,

发现在不分昼夜的夏季 (全是白天 )
,

一般浮游动物都集中在一个水

层
,

不进行昼夜垂道移动
。

到了有昼夜变化的秋季
,

又恢复了昼夜垂直移动
。

这显示出光

度变化在昼夜垂道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 B曲。rPa 朋彭9 〕还发现深海大型浮游动物

,

特

别是摄食浮游植物的种举
,

具有大幅度的垂直移动
。

个别大型甲壳类 (如大型嶙虾
、

樱虾

等 )的垂直移动幅度可以超过 6 00 米
,

甚至达到 1 ,

00 0 米
。

关于影响昼夜垂直移动幅度的因素
,

最近十多年来又有新的发现
。 r e

皿p以I1a] 观察

到热带海浮游动物的垂直移动不如温带海那么弦烈
。 H an se 砂 61 指 出温跃层对很多种类

如长腹镖搔 (M et ri di o luc e。 )等的昼夜垂直移动起着阻碍作用
。

最近 B or o p o B
刚 还发呢

,

远东海很多上层浮游动物
,

由于中简冷水团的存在
,

不能下降
,

而只能在上层内进行垂直

移动 ;因此
,

敲悔浮游动物的垂值移动幅度不大
。

关于引起昼夜垂值移动的外界因素
,

一

大多数浮游生物学家都一致款为光度的昼夜变

化是最主要的
。

不过
,

温度可以改变动物对光度的反应 (趋光性或避光性 )
,

从而起着简接

作用
。

w at er m an 叫 指出
:
浮游动物的定向移动可能与海水的极化有关

,

而海水的极化则

随着太阳的高度及方位而变化
。

浮游动物是依搬一日简极化光的方向与量
,

而进行定向

移动
。

最近还有人提出内波
、

压力
、

浮游植物密度等因素也可影响垂值移动
。

至于引起昼

夜垂亡移动的内界因素
,

除了年龄及代榭生理状态以外
,

最近 Ma
rsha n & or 砂

,幻 还提出性

腺发育程度的重要险
。

近年来
, H a r d y & B a in br id g e [ , , ] ,

H a r t i s & W o lfe [, 吕] 等还进一步在实睑室内进行贰睑

研究
。

这样
,

可以更好地观察与分析控制浮游动物昼夜垂值移动的各种外界因素
。

他们

的贰盼研究桔果显示光度变化是引起并控制昼夜垂直移动的主导因素
。

3
.

季节分布 过去
,

浮游生物学家都根据水文季节来研究浮游生物的季节分布
。

励
-

: 0 p o Bt24, 271 提出以生物季节来代替水文季节
。

他比较研究了各樟度海区的生物季节的特

征及时期
,

发现寒带海和热带海都仪有一个数量高攀
,

称为单周期海 ( m o no cvcl ic sea s )
,

‘

而

温带海和亚热带海nlj 都有二个高攀
,

称为双周期海 ( di cvcl ic se as )
,

并发现各个生物季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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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随樟度而异
,

例如
,

生物夏季在热带很长
,

达 9一10 个月
,

而在寒带很短
,

仅有 1一 2 个

月 ;反之
,

生物冬季在寒带很长
,

达 10 个月
,

而在热带几不存在
。

这些差别与外界环境
,

特

别是温度
、

光度
、

海流
、

营养盐类等因子密切相关
,

同时
,

和内界因子如生活周期
、

数虽变动

以及蚌食性焦类的摄食量有关
。

,

不过
,
B o r o p o B 所提出的生物季节

,

主要是根据北极海

和北温带海的季节分布查料
,

因此
,

能否具体适用于亚热带和热带海
,

还是一个值得研刮

的周题
。

因为
,

有关低樟度海区浮游生物的生态研究查料
,

迄今还很贫乏
,

尚难退下拮希
。

最近
,

r e二p。 [l1 ,1z] 从事各樟度海区浮游生物季节分布的比较研究
,

特别重视生殖
、

发育

和浮游动物与浮游植物的相互关系等生物环境因子在季节分布中所起的作用
。

在这些方

面
,

过去重祝不够
,

而较多地注意到外界环境因子的影响
。

事实上
,

外界因子只有通过内

界因子才能起作用
。 ;

浮游生物是水域食物链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所以
,
3 e H R eB H必9] 将食物趣敛列为现

代海洋生物学的三大简题之一
。

关于各类浮游动物的食物及爵料成分
,

尤其是挠足类和

嶙虾类的食料
,

过去已握进行了比较祥尽的分析研究
,

发现它佣的竟料成分有地区变化
、

季节变化
,

并随种类
、

年龄和食性而异
。

最近
,
n oH

o M a p e Ba叫 发现嶙虾眼睛是嶙虾文料

中的重要成分之一
,

尤其是在硅藻贫乏的冬季
,

嶙虾眼睛在食料中的比重更大
。
B e K爬M。

-

二eB [2. 习 发现挠足类的大叛齿的大小
、

数 目和构造与食性有关
—

解食性种类具有救多
、

较大和较钝的椽齿 ; 并具有硅盾冠
,

用以磨碎硅藻的硬壳 ; 而肉食性种类的椽齿Blj 较小
、

较尖
,

并不具硅质冠
。

他还发现有些种类的食性可以蒋变
。

当在浮游植物稀少的时候
,

可

以从解食性改变为肉食性
。

此外
,

很多学者还研究浮游生物分布和焦类及戮鲸索鲜洞游

的关系
,

为找寻焦拿或棘拿提供科学依据
。

.

关于各类解料生物的营养价值
、

消化程度
、

以

及能量在食物撇敛中的搏换等周愚
,

也逐渐引起各国浮游生物学家的注意
。

为使浮游生物研究能进一步为憔业查源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

英国浮游生物学家们在

多年前就企图在广大海区中建立好象气象台站一样的定期定点的浮游生物观察系扰
,

以

便为建立预报系就积累查料
。
日本学者曾根据历年赤潮发生昆录的分析

,

研究赤潮发生

的规律
,

并已在岛根县中海贰行赤潮预报
。

新加坡憔业局 A
.

K
.

T ha m [61. 62] 对新加坡梅

峡的理化因子
、

浮游生物数量以及庶获量进行速擅 14 年的昆录与研究
,

福制 出浮游动物

和浮游植物的 日唇
,

井在最后两年进行憔情预报
,

获得相当高度的准确性
—

在 2 4 个月

的预报中
,

有 17 个月的视差是在就舒学上标准裸差的范围内
。

这个工作对如何有效地使

浮游生物研究为憔业查源服务
,

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
。

在世界各海区中
,

特别是在中律度和高樟度海洋里
,

浮游生物中某些主要种类常在浮

游生物总生物量的变化上
,

起着主导作用
。 ! 因此

,

研究一个海区浮游生物的数量变动规

律
,

必复对敲海区中的主要种类进行个体生态的研究
。

过去
,

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来
,

系

落生态的研究做得较多
,

而个体生态的研究还比较少
,

仅对大西洋的飞禺哲镖搔作了徉

尽地
、

系就地研究
。

英国 Mar sha n 和 or r[4 幻总桔了这方面的查料
,

写出了一本具有相当

水平的专著
,

这为个体生态研究铺平了道路
。

最近几年来
,
fl OHo Ma p e“沙4,1 5. 161 也进行了

一系列有关嶙虾个体生态的研究
。

从生态学的发展趋势看来
,

今后个体生态研究将会大

踏步向前迈进
。

近年来
,

对引起赤潮的浮游生物 (特别是夜光虫)的生理生态也进行了一些实肺研究
。

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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谧气

飞钊厂
、.、

一方面研究了产生赤潮的生态条件 (如营养盐
、

上升流
、

水提等 )
,

另一方面对这些赤潮生

物危害袒济梅产动物(如焦类
、

只类等 )的原因
,

进行了生理研究
。
A bb ot & Ba lla nt in e

L221 发

现有些腰鞭毛虫(如 ‘ym o di ni “ m
,

Gl en od 访iu m 等 )能分泌一种麻醉神握的毒素 (ne
u

rot
。-

xi n)
。

如果这种毒素达到一定数量
,

便会导致动物的死亡
。

可是
,

在防治赤潮方面
,

迄今还

没有开展任何研究
,

这是值得重祝的一个周题
。

海洋初极生产力 (Pr inl ar y Pr od tic tio n) 的研究已成为海洋生态学的研究中心裸题之一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初极生产力无渝在理渝上或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

它的高低反映

出水域的肥赓
,

同时也会影响到庶业的盛衰
。

过去一般都采用侧氧法来测定初极生产力
。

1 9 5 2
‘

年 Ni els en [53j 首先采用了同位素 Cl 斗侧定法
。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
:
操作筒便

、

测定迅

速
、

拮果比较准确
,

同时也较灵敏
,

所以适用于浮游植物较少的热带海洋
。

不过
,

据 B o r o
-

Po
B [ ’〕的报导

,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

最好能同时应用
,

以便获得可查比较的材料
。

因此
,

关于生产力的侧定方法
,

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 19 乡7 年曾在 Be o gen 举行有关海洋生产力研

究的国际学术尉渝会
,

侧定方法是这个会的尉渝重点
。

最近几年来
,

在比较大规模的海洋
、

粽合稠查中
,

海洋初极生产力 的侧定都被列为重要稠查研究项 目之一
。

通过这些锢查
,

对

于生产力的季节变化
、

垂道分布
、

以及影响生产力的理化因子
、

特别是上升流和营养盐
,

有

了进一步了解
。

此外
,

对生产力的基本理渝简题
,

如光合作用
,

氮
、

磷和碳的循环等等也已

逐渐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

海洋中的某些微量元素 (如胡
、

锰
、

敛等)或某些生物的代榭产物可能是促进或遏制浮

游植物生长繁殖的重要因子
。

L uc as 叫 靓为某些浮游植物的代榭产物是不利于浮游动物

或其它浮游植物的生存
,

有些浮游植物还可能分泌毒素或抗生素来抑制其它浮游生物的

生长繁殖
。

关于浮游植物分泌有机物 (如推生素 B1
2 ,

抗生素
、

毒素等 ) 和无机物(如磷等 )

阴题
,

最近几年来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
。

此外
,

关于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相互关系
,

特别是在数量上的相反关系
,

雄擅引起各国浮游生物学家的研究兴趣
。

最近 Gi bor 详1 和

Ni els en 叫 等都曾发表渝文
,

研尉这个简题
。

他们熟为这两类浮游生物的繁殖率和浮游动

物及焦类的摄食率在数量相反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
。

有关浮游生物生理
、

生化方面的研究
,

仍然是浮游生物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

在生

理研究方面
,

仅对代榭生理
、

肌肉及神握生理
、

发光生理等作了一些零星研究
。 B on dlz s],

H
a s一e r〔‘。

,

“ ] ,

M
a r s ha ll[‘, ] 等曾作过哲镖搔消化酶的研究

。

M
a rs
爪11 & o rr [, 。]

,

。a u ld & R 叮
-

m o n t[, ‘1
,

R a ym o n t[, ‘]
,

C o r n e r
叫 等曾作过哲镖搔呼吸率的研究

,
:

发现呼吸率受各种外界因

素(如食料
、

光度
、

温度
、

合氧量等)的影响
,

并且和种类及年龄有关
。
H or ri d se[ 441 曹作过一

系列有关水母肌肉和神翘的生理研究 b 在发光生理方面
,
H ar v ey 闪

,

N ico l[55] 等作出了显

著成精
。

他们研究各种刺激对发光的影响
,

发现发光生理基本上和肌肉收精生理一致—郎刺激愈强
,

发光愈张
,

发光的持疲时简也越长 ; 握过多次速擅刺激以后
,

也会发生疲乏
,

而停止发光 ;须握一定休息时尚后
,

才能恢复发光能力
。

从发光的机制看来
,

发光显然受

着神翘控制
。

最近 N ic ol[ ssl 还提出受刺激素控制的可能
。

一 浮游生物生化研究主要是在营养成分和发光厦化学方面
,
B皿

。r p a ; OB [8,6 7]
,

B朋。r Pa
-

冲Ba [10l 等曾在营养成分分析方面作出卓越成精
。

一般来耕
,

浮游甲壳类含有大量蛋 白质
,

最高的可达到 70 多 (干重)
,

并且合量相当稳定
。

合脂量则有显著的季节变化
,

如哲镖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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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脂量一般在硅藻繁殖盛季很高
。

浮游甲壳类的合脂量还有地区上差异
,

一般在寒带

海最高 (这和寒带海浮游植物特别丰富有关)
,

而在热带海最少
。

至于碳水化合物的合录

则一般都很低(< 1 0
一

拓)
。

.

在推生素合量方面
, Fis he r & K o n [, ‘

·
, , ,

,

K o n [, , ,

“l 等作了一系列

研究
,

发现浮游生物舍有推生素 A
、

D
、

B1 2 ,

其中以推生素 A 的合量较多
,

尤以甲壳类中的

嶙虾类含量最高
,

被称为海洋推生素 A 的仓库
。

这种推生素主要集中在它的眼睛里
,

这可

能和它的视觉有关
。

推生素 A 合量还有季节变化
:
冬季最低

,

夏季最高
。

至于这些推生素

的来源阴题
,

尚待继按研究解决
。

关于鳌光素 (luc ife ri n) 和鳌光酶 (luc ife ra se
) 的化学性质

方而
,

也作了不少研究
。

Ts uji
,

c ha se 咖] 等都熟为鳖光素必镇和同一类动物的鉴光酶混

合
,

才能发光
。

不过
,

最近据 Jo h n
s

on 网 的研究精果
,

这个
“
种的特殊性

, ,

的规律也有例外
。

例如
,

把一种焦类夭竺稠(A p o g on )和一种介形类梅蟹 (C yP rid ina ) 的签光素和鉴光酶混合

在一起
,

也可发 出光来
。

随着电子显微镜的逐惭推广应用
,

各类微型和超微型浮游生物的形态研究
,

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

。

近年来 p a r k e 〔, 6 ]
,

p a rk e & M
a n to n [, , ] 等对微型鞭毛虫

、

及 K o lbe [幻
,

赶〕和 H e 。 -

d e尹习等对硅藻微栩拮构的研究是值得提出的
。

浮游生物在自然界中所表现出米的某些现象
,

有时单钝依赖生物学研究方法是不容

易加以阴明的
,

而必填借助于现代海洋物理学的新方法和新仪器
。

例如浮游生物的垂武

分布对海水中声的散射的影响
,

是一个有辍于浮游生物学家和海洋物理学家共同协作解

决的周题
。

又如海水中声散射层的发光现象
, K a

m p 。 和 B o den 困 等应用了电昆录深悔光

度舒(
te le r e e o rd in g ba thyp ho to 功et e r

)来侧定声散射层发光的弦度
、

频率和颜色
,

看出声散射
·

层的发光率是随着声散射层逐渐向上移动而逐渐增高
。

黄香时分
,

放光率最高
,

声散射层

也向上移动到相当高的位置
。

可是
,

入夜以后
,

声散射层放光现象常常消失
。

这可能 是由

于发光浮游动物分散到各水层
,

致使浮游生物的密集程度不足以形成声散射层
,

或者是声

散射层已上移到最表层
,

致使所用仪器不易侧出
。

在这方面
,

M oo re 阅 也曾作过研究
,

他

发现声散射层是 与嶙虾的密集层密切相关
。

总的看来
,

现代海洋浮游生物学的研究是偏重于自然生态
,

主要是研究浮游生物在时

简上和空简上的数量变动及其与海洋环境 (物理的
、

化学的和生物的)的关系
,

企图掌握其

分布规律
,

为开发海洋水产查源
,

寻找焦拿
、

派锡以及渝情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

在这方面
,

苏联已握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

通过 + 多年的速疲海洋粽合稠查
, ‘

它在季节分布(特别是生

物季节简题 )
、

平面分布(特别是生物地理区划尚题)和垂渲分布 (特别是深海浮游动物的

垂直分布简题 )研究上
,

都取得了卓越成横
。

这些成精的获得是和苏联学者具有浮游生物

和海洋环境为杭一整体的观点及采取与生产实践密切拮合的研究方法分不开 的
。

近 年

来
,

在实输生态和个体生态方面
一

也有显著进展
,

前者主要研究昼夜垂直移动
、

初极生产力

等周题
,

后者主要研究几种重要饵料甲壳动物
,

特别是哲镖搔和嶙虾
。

在这些研究方而
。

英
、

美似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

看来实阶生态和个体生态有与自然生态相辅发展的趋势
,

将来有汇合成为粽合生态学的可能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 自然生态现象必填通过实验

生态和个体生态研究才能加以阴明
。

可是
,

生理
、

生化研究仍然远远落在后面
,

迄今还摧

本停留在代榭生理和营养分析上
。

这是海洋浮游生物研究现状的总的情况
。

我国浮游生物学研究
,

解放前仅在硅藻和原生动物方面做了一些分类工作
。

解放后
,

l分产

于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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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沿悔庶踢和港湾铜查以及海洋粽合稠查
,

浮游生物生态研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特别

是在 1 9 5 8 年开始全国海洋粽合稠查以后
,

我国浮游生物的研究面貌才起了根本变化—
从分类搏向生态

。

几年来
,

在自然生态方面
,

已握积累了一些此较有系就性的基本查料
。

通过对这些查料的初步整理与分析
,

对我国近海浮游生物的拿落祖成
,

主要种类的数量分

布等基本情灭
,

已有了概括的了解
。

但是
,

由于墓础薄弱
,

对一些重大理渝简题
,

尚未能很

好地加以解决
。

根据世界浮游生物学的发展趋势
,

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
。

今后
,

我国浮游生物学

的发展
,

首先应加孩浮游生物学基础理谕的研究
,

同时仍应糙擅走理渝联系实际的正确道

路
。

在基础理输研究方面
,

应加弦 自然生态学的研究
,

了解我国浅海浮游生物的数量变动

及分布规律是进一步发展我国浮游生物学的最基本简题
。

.

今后
,

一方面应将全国现有的

生态资料加以分析
、

总桔
、

并撇疲以抗一的定量研究方法有系就的积累全国各海 区 的 查

料 ;另一方面
,

分类 区系是研究生态学的理谕基础
,

必镇安排一定力量从事我国各悔区浮

游生物的分类及区系研究
。

对某些在数量变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优势种类
,

尤其是主要

饵料生物如硅藻类的圆筋藻
、

骨条藻等和甲壳动物的嶙虾类
、

挠足类和浮游端足类等
,

应

积极开展个体生态的研究
。

初极生产力和食物越敛是海洋生物学的基本理渝阴题
,

必须

迅速开展研究
。

生理
、

生化研究也必填尽早开始
。

在拮合涌业生产方面
,

应撇疲锢查沿海

主要淮锡浮游生物的种类祖成和数量分布
,

为憔情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

并寻找可以作为追

踪焦拿和探索新庶踢的指标种
。

此外
,

如发光浮游生物和海流指标种的生态生理研究
,

以

及浮游生物垂值分布和温
、

盐
、

跃层或声散射层关系的研究等等
,

都应特别加以重祝
。

在解放后的短短十多年中
,

由于党的大力支持和浮游生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

已握初

步改变了我国浮游生物学研究的面貌
,

在分类
、

生态方面也 已握打下了初步基础
。

今后
,

仍需安排一定力量
,

进行分类工作和撇擅加张生态研究
,

同时还要积极开展生理
、

生化研

究
,

以期迅速提高我国浮游生物学研究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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