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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 2005年 4个航次中大型砂壳纤毛虫的水平分布

张武昌，王 克，肖 天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研究了 2005年 4个季度用浅海 III型网在长江口 40个站位采集的浮游生物样品，发现砂壳纤毛虫

11种：Codonellopsis ostenfeldi，C. parva，Eutintinnus tenuis，Favella panamensis，Leprotintinnus nordqvisti，

Leprotintinnus sp.，Tintinnopsis japonica，T. karajacensis，T. mortensenii，T. radix，T. schotti。Leprotintinnus

sp.,最大丰度可达 32 400个/ m3，有的种的最大丰度不足 200个/ m3，如 Codonellopsis parva，E. tenuis和

T. mortensenii。冬季 T. japonica主要分布于长江口外，Leprotintinnus sp. 在春、夏、秋季都主要分布于长

江口外，其他种的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在 4个季度长江口内都没有发现砂壳纤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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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微食物网概念的建立，微型浮游动物

的研究在国内外日益受到重视 [1]。砂壳纤毛虫

(tintinnids)是海洋微型浮游原生动物的重要组成部
分 [2]。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中国科学家曾对中
国部分海区的砂壳纤毛虫进行过为数不多的分类

学研究 [3~6]，但在最近 50 年中极少有工作涉及该
类群[7, 8]，尤其是有关其丰度、时空分布等方面的数

据迄今仍十分缺乏[9~12]。

在 2005年对长江口的 4个季度的调查航次中，
作者对浅海 III 型网（浮游植物网）样品中的砂壳
纤毛虫进行了鉴定、计数，本文即报道该工作的结

果。砂壳纤毛虫的体长一般在 10~150 µm之间，浅
海 III型网网目孔径为 76 µm，本文中大型砂壳纤毛
虫特指用浅海 III型网采集的砂壳纤毛虫。

1 材料和方法
2005年，对长江口进行了 4个季度的调查。调

查的时间为冬季：2月 27日至 3月 11日，春季：5
月 29日至 6月 5日，夏季：9月 7日至 9月 15日，
秋季：11月 17日至 11月 26日。

共设 40个站位(图 1)，编号为 St. 2, St. 3和 St.
5~42。根据天气海况不同，各航次的站位稍有不同，
冬季 36个（缺 St. 35，St. 36，St. 41，St. 42），春
季和夏季 39站（缺 St. 15）。调查海区深度为 2.5 m
（St. 40，秋季）至 60 m（St. 26，冬季）。

用浅海 III型网(网口面积 0.1 m2，网目孔径 76

µm)从底到表垂直拖网，用流量计计算滤过水的体
积（Vw）。浮游生物样品用甲醛（2%）固定。在实
验室，用量筒测量每个样品的体积（Vs），用定量取

 

图 1 调查站位

Fig.1 Map showing the studied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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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器从中取出 2 cm3，在解剖镜（放大 60倍）下计
数其中的砂壳纤毛虫的数量(N)。依据壳的形状和尺
寸，参考分类学文献[5, 6, 13,14]进行种的鉴定。砂壳纤

毛虫的丰度(A，个/m3)通过下列公式计算：A = N
(Vs/2) / Vw。

2 结果
共发现砂壳纤毛虫 11 种：Codonellopsis

ostenfeldi，C. parva，Eutintinnus tenuis，Favella
panamensis，Leprotintinnus nordqvisti，Leprotintinnus
sp.， Tintinnopsis japonica， T. karajacensis， T.
mortensenii，T. radix，T. schotti。各个季节发现的
种数（表 1）各不相同，冬季最少（4种），夏季最
多（10种），春季 5种，秋季 6种。

表 1 各季节发生的砂壳纤毛虫各种的最大丰度（个/m3）

Tab.1 Maximum abundance of tintinnid specie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d./ m3)

种名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Codonellopsis ostenfeldi 1 761 (16) 6 (1)

C. parva 7（1） 177 (9) 28 (6)

Eutintinnus tenuis 121 (1)

Favella panamensis 66 (2) 294 (3)

Leprotintinnus nordqvisti 4 624 (23)

Leprotintinnus sp. 17 070 (13) 32 410 (11) 1 357 (11)

Tintinnopsis japonica 7 957（13） 188 (5)

T. karajacensis 1 585 (25) 765 (13) 111 (10)

T. mortensenii 177 (6)

T. radix 10（1） 2238 (26) 8 000 (32) 582 (23)

T. schotti 13（6） 589 (6) 21 (11)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发生的站位数

各种出现的季节不相同（表 1）。T. radix 在 4
个季节都出现，T. schotti和 Codonellopsis parva出
现在夏季、秋季和冬季，Leprotintinnus sp.和 T.
karajacensis出现在春季、夏季和秋季，Tintinnopsis
japonica出现在冬季和春季，Favella panamensis出
现在春季和夏季，Codonellopsis ostenfeldi 出现在夏
季和秋季，Leprotintinnus nordqvisti、Eutintinnus
tenuis和 T. mortensenii只出现在夏季。
砂壳虫各种的最大丰度（表 1）差异很大。

Leprotintinnus sp.最大丰度可达 32 400 个/ m3，有的

种的最大丰度不足 200 个/ m3，如 Codonellopsis
parva、Eutintinnus tenuis和 T. mortensenii。
丰度大于 1 000个/ m3的砂壳纤毛虫的水平分

布见图 2至图 5。冬季 T. japonica主要分布于长江
口外。Leprotintinnus sp. 在春季、夏季到秋季都主
要分布于长江口外。其他种的分布没有明显规律。

在 4个季度长江口内都没有发现砂壳纤毛虫。

图 2 冬季砂壳纤毛虫 T. japonica丰度（个/m3）

的水平分布

Fig.2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 japonica abundance

(ind./m3)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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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春季砂壳纤毛虫丰度（个/m3）的水平分布

Fig.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abundance (ind./m3) of tintinnids in spring

图 4 夏季砂壳纤毛虫丰度（个/m3）的水平分布

Fig.4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abundance (ind./m3) of tintinnids in summer

3 讨论
作者研究的目标生物是个体较大的砂壳纤毛

虫，只是砂壳纤毛虫的一小部分。要研究砂壳纤毛

虫的群落，还需要用采水的方法采集个体小的种

类。本资料的价值在于对于这些大型砂壳纤毛虫，

其丰度往往很小，用小体积采水的方法往往难以采

集。

在本研究之前，尚没有砂壳纤毛虫在长江口附

近海区分布和丰度的报道。在发现的 11 个种中，
10种是前人在中国近海研究中报道过的，而丰度最
大的 Leprotintinnus sp.在文献中没有报道，因为该
种出现在长江口，所以可能适应于盐度较低的水

域，其分布范围可能不是很广。由于这个种的丰度

大，其分类学研究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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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秋季砂壳纤毛虫 Leprotintinnus sp.丰度（个/m3）

的水平分布。

Fig.5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Leprotintinnus sp.

abundance (ind./m3) in autumn

Tintinnopsis japonica是太平洋沿岸的常见种，
在日本沿海经常发现[13]。在日本的 Akkeshi Bay，
春季较多，冬季少，夏季最少。3 月到 5 月水温为
0.4～8.7 °C时丰度最高。T. japonica分布在长江口
（图 2），因此该种的分布可能与盐度有一定的关
系。

Tintinnopsis radix是广布种，在日本沿海[14]和

胶州湾[6]都有分布。在本调查中，该种在 4 个季度
都有出现，但是以夏季最多，春季次之。从春季和

夏季的丰度水平分布看，该种分布的范围很广泛。

Codonellopsis ostenfeldi和 Leprotintinnus nord-
qvisti都是暖海、沿岸种类，广泛分布于印度洋和太
平洋的暖水中[14]，本次调查中，它们在夏季发生于

调查海域的大部分站位，但是 C. ostenfeldi 最大丰
度位于调查区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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