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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湾夜光藻种群的季节变化

和分布特征
’

黄长江 齐雨藻 祀 桑 吕颂辉 江天久

(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
,

广州 51附2)

提要 于 19男〕年 3 月一 1992 年 6 月对中国南海大鹏湾盐田附近海域的夜光藻种群动态及

时空分布进行综合调查
。

结果表明
,

夜光藻种群的出现期间一般为每年的 1一 6月
,

最早是

1男 1年的 12 月
,

数量高峰期为 3一 5月
,

种群密度的波动极为显著 ; 调查期间共发生 8 次

赤潮
,

且都发生在 3月初至 5 月初 ; 大鹏湾夜光藻赤潮的发生特点是
,

赤潮的发生和消失突

然
,

持续时间短
,

一般不超过 3d
;

调查海域夜光藻种群的空间分布模式为近岸的高于中央

水域的
,

表面的高于底层的
。

关键词 夜光藻 赤潮 种群动态

为了研究和认识赤潮
,

最终达到能预报和防治赤潮的目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
“

中国东南沿海赤潮的发生机理
”

重大研究项目组在 19 90 年 3 月到 19 94 年 6 月对大

鹏湾盐田附近海域的浮游动
、

植物和各种环境理化因子进行了系统地调查和研究
。

本文

为夜光藻的种群动态及其时空分布的研究结果
。

1 材料和方法

调查期间为 1990 年 3月 30 日一 1992 年 6 月 30 日
,

采样内容包括浮游动
、

植物和

理化因子等
。

采样的时间间隔为每年 3一 6 月期间每 3 天一次
,

在赤潮发生期间为每 3

小时采样一次
,

其余月份为每半月一次
。

采样站位如图 1
,

其中 s3 站最深 (水深约

H m )
,

由于该处夜光藻 (No ct l’lu ca sc int il la sn ) 种群密度低
,

从 1991 年起改为在 0S 站

进行
。

采样层次分为表
、

底二层
。

夜光藻采样分网采和瓶采两种 : 网采按海洋调查规范 (国家海洋局
,

1975)
,

用直

径 37 cm
、

长 140 cm 的 H l 型浮游生物网 (网目直径 68 娜 )
,

从海底往海面垂直拉网 ;

瓶采
,

则用 2
.

5 L 的采水器分别于表
、

底两层各采水 lL
,

加人福尔马林溶液
,

使其纂终

浓度为 4% 一 5%
。

此后
,

瓶采水样在实验室经静止沉淀浓缩处理至 20 ml
,

尔后进行细

胞计数
。

本文所用的夜光藻数据为瓶采数据
,

但在夜光藻种群密度极低而瓶采无法采到

其个体时
,

则采用网采数据
,

以使结果更为全面和精确
。

2 结果

2
.

1 夜光藻种群的季节变化 调查期间各站位夜光藻的表底层平均密度的时间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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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大鹏湾盐田海域调查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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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大鹏湾夜光藻种群数量的季节变化极为显著
。

夜光藻种群在调查

水域的出现时间最早是 12 月份 ( 1991 年)
,

但冬季种群密度较低
,

一般不超过 200

ee n / L 翌年春初 ( 3 月 )
,

夜光藻的种群密度开始急剧上升
。

此后种群数量虽有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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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
,

但高峰期一般延继至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 ; 然后
,

种群从夏初 (5 月 ) 开始衰

退
。

但是
,

夜光藻种群的衰减模式和消失时间因年而异
,

199 0 年从 4 月下旬开始缓慢下

降
,

并持续至 6 月上旬便消失 ; 1991 和 1992 年都于 5 月初在赤潮发生后突然急剧下

降
,

但 1991 年种群直接于 5 月中
、

下旬从海区完全消失
,

而 19 92 年于此后又有两个小

小的峰值出现
,

种群直至 6 月底才从海区消失
。

整个调查期间约发生 了 8次夜光藻赤潮 (表 l )
。

其中 4 月份最为频繁
,

共发生了 6

次
,

3 月份和 5 月份各发生一次
。

虽然 1990 年的 3月份没有调查
,

但赤潮发生主要集中在

4 月份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

赤潮发生期间
,

在调查水域可见到夜光藻的粉红色聚集斑块

( p at hc ) 或波纹带 ( ist ck )
。

赤潮发生时的夜光藻密度一般都在 1c04
e ll / L 以上

,

表层最高密

度可达到 2
.

8 x lo 玩n / L
。

有些夜光藻赤潮并非单一原因生物的赤潮
,

如 1990年 4月 18 日

夜光藻赤潮发生期间
,

反曲原甲藻 ( 而or ce nt 渊
s勿n o比沦s ) 的密度高达 .3 3 x 10 ee u / oL

调查水域的夜光藻种群不但季节变化显著
,

_

而且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 (图 2
、

图 3)
。

虽然各站位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

但 1992 年海仄夜光藻种群密度的整体水平更明显低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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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0 和 199 1年
。

调查期间 5 1和 5 2两

站 的夜光藻 1一 6月份 的平均密度为

( 1990年 ) 6 520
,

( 199 1年 ) 4 6 6 5
,

( 1992 年 )

1 680 ce ll /L
。

.2 2 夜光藻的空间分布 由于本调查

站位较少
,

而且 s3 站位的调查只限于 1990

年
,

难以完全客观地反映出夜光藻种群

的真实平面分布模式
。

不过
,

从 1990

年的夜光藻种群的时间变动模式 (图 2)

和 1一 6 月份的平均密度( 图 3) 来看
,

3S

站的夜光藻种群的季节变化模式与 sl

52 两站的非常相似
,

但 4 月 1 日和 18

日发生在 sl
,

52 站的两次密度很高的赤

潮却都没波及至 3S 站
,

使得 s3 站夜光

藻种群的平均密度要大大地低于 lS
,

52

两站
。

sl
,

52 两站表
、

底层夜光藻 1一 6

月份平均密度的年变化见图 4
。

表明
,

调

查海域夜光藻种群的表层密度一般要远

高于近底层的
,

这种垂直梯度在夜光藻

赤潮多发的 199 1年 ( 图 2
、

图 4) 尤为显

著
,

其原因是赤潮发生时表
、

底层的密度

差明显扩大
,

其中 1991 年 4 月 1 日赤潮

发生时 52 站的表
、

底层的密度差别非常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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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语

夜光藻种群变化与季节的关系 由

3
内」

于本调查的 4 个站位都位于湾内盐田附近

水域
,

其结果难以全面反应出大鹏湾夜光

藻种群的种群动态和时空分布
。

但调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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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夜光藻种群的出现高峰期位于初春 ( 2 一 3 月 ) 至夏初 ( 5 月初 ) 的这种特征却符合夜

光藻的一般生活特性
。

夜光藻是一种偏冷水性的种类 ( F u
gn et al

. ,

19 73)
,

在温度高

于 5一 6 ℃ 时就能繁殖
,

但种群的最适温度一般是 16 一 24 ℃ ( u hi ig et al
. ,

19 85
;
邹景

忠等
,

1983 )
。

调查水域在初春至夏初的水温变动范围 ( 17 一 25 ℃
,

来自于本调查的水

文数据) 正好落人夜光藻的这一最适水温范围内
。

这种季节变化同前人结果一致
。

我们的室内实验结果表明
,

大鹏湾夜光藻的生存上限水温约在 26 ℃
。

为此
,

夏季

水域高达 30 ℃ 以上的水温应是调查水域夜光藻在 6 月以后消失的根本原因
。

由于至今

尚无人发现过夜光藻的休眠细胞
,

有些学者就认为夜光藻种群可能是进行着一种从浅海

到深海之间的移动
.

不过
,

从涡鞭毛藻自身的运动能力 (周名江等
,

1994) 和夜光藻种

群出现和消失的突然性来看
,

这种大距离的移动似乎是不可能的
。

为此
,

我们认为
,

当水

温超过夜光藻的生存高限 ( 25 一 26 ℃ ) 时
,

近岸表层水体中的夜光藻就自然死亡
,

而

只有同时生活在较深冷水团中的个体存活下来
,

待水温降至其适温范围时
,

再急速繁殖

并随海流或潮流漂过来予以补充
,

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些
。

这种长距离的飘流更替必然造

成夜光藻种群的出现与水温之间在时间上有一个滞后过程
。

H o 等 ( 19 93)
’ ) 报道夜光藻

种群一般于每年的 8一 10 月期间从香港周围海域和珠江 口流域消失
,

后由黑潮海流再

将夜光藻的营养细胞带到南中国沿岸水域
。

所以
,

夜光藻赤潮每年于 12 月左右最早出

现在香港以东水域
,

此后在风和潮流的作用下
,

慢慢地向西迁移
,

于翌 年的 3一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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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大鹏湾盐田水域频繁发生
。

3
.

2赤潮发生的特点 调查水域夜光藻赤潮发生的特点是 :( l)发生突然
,

种群密

度增加极快
,

如 1991 年 s2 站表
、

底层夜光藻的平均密度从 2 月 28 日的 1c6 ell / L 急速

上升至 3 月 1 日的 8 900 c e l l / L
;
而 1990 年 国l 站从 3月 30 日的 48ce0 l l / L 急增至 4 月 l

日的 l
.

4 x l 05 ce l l / L
,

在两天内增加了约 290 倍
。

( 2 ) 持续时间短
,

除了 1992 年 5 2 站 5

月 2一 5 日的峰值以外
,

所有发生的夜光藻赤潮的持续时间都没超过 d3
。

( 3) 两个相

邻发生赤潮的时间间隔短
,

如 1991 年 4 月 9 日和 18 日发生在 2S 站的
、

1992 年 4 月

21 一 25 日和 5月 2 日发生在 s0 和 lS 站的赤潮
,

相隔时间都不超过 1d0
。

3
.

3 空间分布 夜光藻的空间分布模式一般都是近岸的高于远岸的
,

表层的高于底

层的
,

而且后者的这种垂直差异在数量最高峰期间一般都明显扩大 (黑田一记等
,

19 7;8

u hii g
,

et al
. ,

199 ;0 谢健等
,

1993 )
。

本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夜光藻的这种空间分布

规律
。

事实上盐田附近水域的夜光藻赤潮一般都发生在近岸一带 (梁松等
,

1989
;
谢健

等
,

1993 )
。

夜光藻的这种分布模式的理由大体有二个 : 一是近岸和表层水体的营养盐

浓度一般比较高
,

作为夜光藻的饵料的浮游植物 自然也就比较丰富
,

而在夜光藻的高峰

期
,

饵料不足将使这种趋势变得更为显著 ( u hi ig et al
. ,

19 90) ; 二是大鹏湾独特的潮

流和潮汐 (不规则半 日潮 ) 会促进夜光藻在近岸表层水体中聚集 (林祖亨等
,

19 9 3)
。

而生物种群在水体中密度的增加会加强其在生态群落中的竞争力
。

这可能是大鹏湾水域

夜光藻种群密度波动幅度大
,

赤潮发生频繁的一种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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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O N A L A N D D I S I B I O N C R U T TH A A C E R R T

O F N O C 刀L L汇洲 及斗N 刀L L A入害 I N D A PE N G

B A Y
,

T H E S O U T H C H IN A S E A

H u a n g hC
a n幻i an g

,

OL S o n g h说
,

Q i Y uz a o
,

Qi S a
gn

,

(nI st iut et of yH
`
lrI 劝10 1卿

,

翔 an

J i a n g iT a
nj iu

un i阴仰
.

血an 脚田 51附2)

A加 t rac t eS as o n a l a n d ge o g r a P hi c a l id s t ir bu t i o n s o f No
e r il u c a s e勿 t il la ns in D ap

e ng

砌y
,

th e S o u th C加in a eS a
,

w e er i n v e s t ig at e d fr o m M acr h 1990 t o J u en 199 2
.

T五e if r s t

occ
u r r e cn e o f N

.

s e动t il l a sn i n the P l a kn t o n w a s i n Jan
u a yr fo r 1990 a n d D e ee m be r

fo r 1992
·

Th e de sn i t y fl uc tua t e d er m a r k a bl y
,

b u t icn r e a s e d t o
、

a Pe a k be tw e e n l a t e

M a r e h a dn e a r ly M ay
.

A fet wr a r d
,

the P o P u l a t i o n s dec l ien d r a P id ly
,

a dn d i s ap P e a er d

c

om P l e t e ly fr o m th e P l a kn t o n
.

Th e t ime
o f id s

ap P e ar acn
e id ffe r e d s l ihg t ly

,

d e P e

din gn
o n the y e a r ; i t di s

ap P e

are d 勿 the be gi 俪gn o f J u ne in 199 0
,

in l a t e M a y in 199 1

a dn l a t e J u en i n 1992
.

Th e r e w e r e e ihgt 万
.

s e如r
.llla sn 杖oo m s (in由 c a t e d by p i吐 p a t c h e s a n d s t i c k s o f

脚
e r il u e 。 e vo e d雌 the w a t e r sur fa ee i n the s tud y a r e a) thr o u g h o u t th e i n v e s t ig a t i o n

.

0 11 d e n s i t i e s d u ir n g b l o o m s w e r e g e en r al ly hi hg
e r tha

n l少 ee l l / L
.

T七e hi hg
e s t

d e n s i t y o f 2
.

8 x 10 , c e l l / L w a s o b s e vr e d a t 5 1 o n A P ir l l s t
,

19 90
.

T h e fo l l o w ign w e r e

o b s e r v e d d丽
n g th e N

.

s e加 t
illa sn bl oo m s th a t oc e ur r e d i n n aP

e n g 现 y
:

( l ) t h e

b l o o m s

occ ur er d a dn d i s aP p e a er d a burP
t ly ;

(2 ) i n 罗en r a l
,

the bl o o m s d id n o t e o n t in
-

u e d fo r o v e r t hr e e d a y s ; ( 3 ) the i n t e r v a l s be tw e e n tw o en ihg bo r b loo m s w e r e 罗en r a l
-

ly s h o r t
·

A s n o t e d i n P er v io u s s t u d ie s
,

N
.

s e动t illa sn P o P u la t io n de n s i t ie s i n the e e n t e r o f

t he B a y
,

a dn sur fa ee w a t e r w e r e hi hg
e r th a n th o s e in the e o as t a n d en a r bo t t o m

.

eK y w o r ds NO
e t il u

ca s e如r l’l la n s R e d t id e P o Pu l a t i o n d y n a而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