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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西部沿岸海藻区系的分析研究

L 区系的温度性质
*

’
卜

曹呈奎 强峻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黄海位于中国大陆与朝解半岛之简
,

南以长江口北岸的海阴嘴到朝解济州 岛一拔与

东海为界
,

最北到鸭椽江 口 ,

形成一个半封阴式的海区
。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
,

可以欲为是

黄海的一个大海湾 ;从海藻区系角度着来
,

渤海也是黄海的一部分
。

因此
,

本文所尉渝的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也包括了渤海的种类
。

本文的 目的是通过分析研究
,

了解这个区系的温度性厦
。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
,

我们

先针对着邻近海区海藻区系的区划和侮藻区系的分析方法等简愚进行了研究
,

并提出了

一些初步看法 [10 .111
。

一
、

本海区海藻的分类研究概况
“

关于黄海西部区的海藻 1)研究早在
」

1 8 6 6 年就有 G
.

v. Mar tens 所发表的报告 ; 在他

所昆载的 7 8 种中国海藻中属于 黄 海烟台产的有 井 种
。

18 75 年
,

M
.

0
.

D eb ea ux 发表

其采自中国的海藻
,

其中有 : 9 种采自烟台
。

由于当时的海藻学还很幼稚
,

种名的鉴定常

有错祺
。

根据后人l1s] 的研究 , 欲为可以接受 的 乱录舒有 M ar 烤ns 的 6 种
,

D eb ea ux 的 7
‘

种
。 1 9 0 4 年

, E
.

5
.

G eP p 发表了
“中国海藻

” ,

包括采自威侮产的 14 种海藻
。 1 9 19 年

,

F
.

5
.

c oll in s
发表了采自北戴河的海藻 27 种

。

同年
, T h

.

Re i叻ol d 在他 的一篇蔺短报

告中
,

昆载了青岛及其附近地区的 10 种海藻
。 1 9 2 2 年

,
N

.

H
.

Co w d ry 发表了他从北戴

河采集的
、

握同村金太郎鉴定的 23 种海藻
。 1 9 2 4 年和 19 3 4 年

,

M
.

A
.

H o

we 先后发表

了“中国的
.

海藻
, ,

和
“山东半岛的海藻,’; 前文昆载了北戴河及烟台的 科 种海藻

,

后文Rlj 列

举了青岛的海藻 21 种
,

蓬莱的 21 种
。 19 3 2 年

, v
.

M
.

Gr ub b 报告了北戴河的海藻 29

种
。 1 9 3 5 年

,

本文第一作者与李良庆共同进行了
“
青岛和烟台海藻的研究

, , ,

报告了两地

海藻 65 种
,

其中采自青岛的有 59 种
,

.

烟台的有 25 种 ; 1 9 3 6 年至 1 9 3 8 年先后又补充了

13 种
。

此外
,

周村
, 19 36 年在

“ 日本海藻志
”
一书 中也靓载了本海区的一些种类

。

至此
,

黄

海西部海藻区系的研究工作自 18 6 6 年至解放前夕为业的
_

80 多年简只作了一些零碎而不

系抗的研究
,

采集铜查的地区也只限于少数的几个大城市
。

在这一广大海区中
,

已知而可

以接受的种类只有 10 0 种上下
。

水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7 0 号
。

本文子 19 6 1 年 12 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梅洋学术会曦上宣翻

过
。

i) 这里指的是杠藻
、

褐藻
、

糠藻
、

蓝藻及底栖黄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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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
,

中国藻类学工作者开始了有针划的
、

系就的稠查研究
。

作者等 19 5 2 年报

告了 12 属 20 种的握济海藻[3J
。 1 9 , 2一 19 , 4 年又分别报告了鹿角菜[3, 月和两种焉尾藻卜司

,

19 5 9 年
,

先后报告了产于黄海的 3 7 种[s1 和 4 种 [0] 梅藻
。

,

1 9 5 4 年‘本文第一作者与郑柏林

报告了 13 种青岛地区的新豁录回
, 19 5 8

‘

年又与张德瑞发表 了本海 区产的一个新种紫

菜[z]
。 19 , 9 年

,

朱浩然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华北微观侮藻的研究
,

报告了 34 种蓝藻类 [13]
。

1 9 61 年
,

樊恭炬报告了一个新种石花菜[l,l
。

这些报告为黄海海藻区系增加了 弘种
。

近

年来
,

我们和有关同志此较全面地开展了这个海区的区系工作 ;研究拮果除极少数种类还

有待于进一步检查外
,

速同以前的豁录共言卜2 犯 种
,

分别隶属于 5 尸弓
、 9 桐

、

32 目
、

71 科
、

1 3 8 属中
,

针蓝藻阴 4 5 种
,

碌藻阴 4 , 种
,

黄藻阴 i 种
,

褐藻阴 , 2 种
,

杠藻阴 9 6 种
。

二
、

本海区 区系的代表种类

一种海区海藻区系的温度性厦应当是这个区所有的种类的粽合表现
,

但是在衡量温

度性质时
,

不应当拾所有的种类以同样的比重
,

因为在区系祖成中
,

有的是主要成分而有

的是次要成分
,

有的甚至是偶然被人发现
,

以后就不再出现了
。

因此
,

必镇从所有种类中

客观地挑选区系的主要成分
,

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代表种类[1l]
,

作为分析温度性质的主要

对象
。

为了挑选区系的代表种类
,

我仍检查了海洋研究所植物标本室所存的 1 9 4 7一 19 6 0 年

在我国黄海沿岸各地所采的标本以及有关的野外采集靛录
,

并对这些标本和查料进行整

理
、

分析
。

首先
,

我们款为在目前阶段
,

中国黄海海藻区系的代表种类只能从蓝藻类以外

的宏观种类中进行挑选
。

这是因为本海区的蓝藻类及微观藻类
,

除了极少数例外
,

都是数

皿不大
,

分布不广
,

而且由于藻类学家迄今对这些藻类一般都没有拾予应有的重视
,

在多

数地区性海藻志中
,

很少报导过这些藻类
,

因此
,

把关于它们地理分布的片断昆录作为比

较研究的查料可能导致男i翠的拮输
。

在 “‘2 种中国黄海所产的海藻类中
,

除了 4 “种蓝藻

类和 28 种微观杠藻
、

褐藻及椽藻以外
,

还有 1“ 种宏观藻类
。

这些藻类
。

握过分析研究
,

被确定为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 杜 优势种
,

29 习见种和 14 局限种
。

1
.

优势种类 41 种

E ”“rD , ”户滩
a
动tes ‘i”“li.

· 、

U lr, a 钾rt u东任
·

U
,

lin “a ,

M
O n o s tr o m “ “ n“矛ca t,a

)

R h‘“o c lo ”‘咖
万娜riu m

,

肠 ,os 钾、 钾,
ici llif

口

加行
,

刀犷夕口娜行 如娜
口

id 。
,

co d衍m f
rag,

介
,

sP加ce lar ia 川b
-

加sc
a ,

L邵访。z’a d z’f fo
r。众

,

S琳配ro tr 介左t’a fir ”
Za ,

N ‘。a c y了to d ec iP 论甜
,

D 盯, 召

。
, ia 。矛犷若浮祝

P。, e ta rt’a la t1’f o lI’a
,

P
.

Pla o ta g i , e a ,

Sc y to 了iP几0 0 IO m o n t a r i“ , ,

C o lPo m e。必
s io u o 。

,

Pe ta le , 衍

d e b il介
,

C h o r d a

fil“m
,

L a
。云。

a r ia i
a Po n 纪a ,

U n J a r z’a Pin n a tl’f萝d
a ,

D 1’c ,夕o ta z’n d ic a ,

D t’c ‘y o -

Pt o r行 d it, a , 若c a ta , P a d io a c ra 了s a ,

S a rg a
。“m 户a llid “m

,

s
.

t入“ n b e r

gi i
,

5
.

反介llm a o t’a 。“m
,

P o r P左夕ra 夕e公o e o s is
,

G o l艺d 蔽u m a
。

。。 : 11
,

G lo fo Po lt行 f“r ca ta ,

C o
o llin a o

ffi
c 苦牡a lf,

,

G ra te lo u -

P2’a f葱l若c io
a ,

H
a

ly m e。衍
s若, e , 5 15

,

G r a c ila犷ia , e rr u c o 了a ,

G 夕二 , 0 9 0 。厂“, fl
a b o llif o r m fs

,

c e r a m 该u m 及o n d o i
,

P o l夕s iP五o n 滚a i
a 户o o ic a ,

P
.

o rc e o la ta ,

Sym 夕入夕o c
le d ia la , iu , c o la

,

C 人。刀d 犷衍 te刀 u
访im a ,

L a u r e 刀c ia in te 犷那己d若a o

2
.

习晃种类 2 9 种

E , 公口犷口, or 户耘 co 。户尹“招
,

E
、

钾ol ife 绍
,

C加
e t0 0 0r 夕耘 。rea

,

R a lf 万
a

t,c 洲“cO”
,

H 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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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ri 劣 lu m br ic a

价
, E 女己“m 己 少多r 己了‘e移了 D 论ty o全公户人0 0 fo e n 介。 la c e u : ,

p o r户hyra to n o r a ,

N ‘m a -

lio n 丹e l叨动t五。萝d 己了

c r i刀a le
,

P te r o c la 岔ia

v ar
.

。 , m 论。la 。
,

C a “ la ca 。访“了 口
如m “ra i

,

G 口li石“m

te 刀u 行
,

H ya lo 五P左o n ia ca ‘s P云to , a ,

A 叨P瓜ir o a 2 0 移a ta ,

介“
,

N em as tO ““
na 如mu ra e, Gz. ac ila ria tex t?r ‘ Plo c a m f,‘m to lfa ir ia 。

,

d it,a r l’c a t“那
,

G
.

C o r a ll苦n a 户fl“ 11
-

S o lie r ia
‘

哪0 1115
,

C 五犷夕了ym o n 萝a o r ig 瓜t萝i
,

L o m e n t a , 苦a 五a

友
。己a t e o s行

,

C 人a
m P衍 Pa r , u la

,

C e ,
·

a m iu m b o y d 己, 云i
,

C a
m P夕la 。户h o

o h夕夕。a e o公岔e s ,

D a s夕a t, 云110 , a , ‘

H o to r o , 云P无。。滚a
‘

i
a Po , 苦c a ,

A c r o 了o r滚:‘m y君n 己。若
,

p 口ly ; ip 、口 , ia m 口r r。留i,乙
.

,
〕

⋯
3

.

局限种类 14 种

E n t口r o加 o r P左召 sPira ll:t
,

to s u m
』

S a r g a 了了“那 h o r 刀e厅,

叨a馆若n
a ta

,

P
.

移哪bilic a lis
,

R 吞o d o 。。la c o n f‘r
, 0 1己“

o

C o lPo那口n ia b u llo 了a ,

P ‘l夕己t ia s iliq “o s a ,

C夕, to Phy ll“阴 c a e s Pi
-

5
. 5萝liq “a s tru m

, 5
.

fu s ifo r m 口 ,

5
.

; 人a n t“。g e n 了苦,
,

P o 犷P左夕r a

D “m o n tia s苦初争l踢 c a , 夕。夕。zt行 affin 行
,

C ‘o , d r u t , i , 。n s‘了
,

三
、

本海区代表种类的温度性臀的分析

关于海藻区系的温度性厦
,

我们曾握建栽根据区系的最适温范围
,

也就是区系主要祖

成种类的温度性震的总和
,

划分为寒带性区系 (< 。一 5℃)
,

亚寒带性区系 (, 一10 ℃)
,

温

带性区系 (10 一20 ℃)
,

亚热带性区系 (20 一25 ℃) 和热带性区系 (25 一30 ℃ 或以上)
,

‘

每

一个区系的适温范围可以向上
,

向下伸延 5℃ [l01
。

之后乡我们又建裁把温带性区系根据其

最适范围
,

再划分为冷温带性区系 (10 一15 ℃) 和暖温带性区系 (15 一20 ℃)
,

它们的适温

范围也分别向上
,

·

向下伸延 , ℃ [111
。

因此
,

每一种海藻可以属于以下六个温度性质之一
:

寒带
,

亚寒带
,

冷温带
,

暖温带
,

亚热带及热带
。

这六种温度性质的种类又可归钠为三类
,

自p : (l) 冷水性种类
,

包合寒带性和亚寒带性的种类
,

发源于极地海洋及其邻近寒冷海区
,

主要依靠寒流侵入中樟度地区 ; (2 ) 暖水性种类
,

包括热带性和亚热带性的种类
,

发源于

赤道上下的热带海区
,

主要依靠暖流侵入中掉度地区 ; (3 ) 中简性的温水性种类包括冷温

带性和暖温带
J

性的种类
,

发源于中稗度的温带海区
,

向南北两方面分布
。

在分析代表种类的温度性厦时
.

,

除少数局限种类外
,

艳大部分是根据历年来采自青岛

的标本和查料
。

.

遇到个别种类由于采集的月次较少或不完整时
,

则适当地参考了青岛地

区以外的黄海标本
,

特别是大速的标本和海洋所这些年来在这些地区的采集昆录
。

分析

的方法大致如下
:
从标本的大小

、

青壮和衰老的程度和数量
、

盛衰的情况
,

找出每种 的生长

季节及其生长盛期 ; 并从材料的外部观察和内部解剖寻找每种在全年中生殖器官的产生

时期
,

郎生殖时期
,

其中除个别种类外
,

一般都不易牛d明其生殖盛期
。

生长和发育是任何

一个生物生活史上的两个关键阶段
,

因此
,

两个时期的水温应是某一种海藻所要求的最适

温度
,

从而可以判定每一种的温度性盾
。

水温查料是根据青岛观象台对胶州湾海水温度

的 卯 年 (1 89 8一1 9 4 5) 平均值 (兑表 1 ) 和辽宁省大速海洋气象 台在大连兴海屯和大建

港 (19 , 9一 1 9 6 0 ) 的水温豁录 (觅表 2 )
。

-

举几个例子 :青岛产的刺松藻 (co 成
“水 f心梦l习 标本见于全年各月

,

因此
,

刺松藻的

生长时期为全年
。

根据各月的标本的比较
,

其幼体多觅于春季
,

而体表附生爵多藻类的衰

老藻体RlJ 兑于冬季
,

秋季的标本个体大
,

颜色碧椽
,

表现出旺盛的生活力
。

粽合地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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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岛胶州湾 189 8一 1948 年的平均表面海水温度表
*

T a b le 1
.

冉, e r a g e su 讨a e e s e a w at e r te二p e r a 七u re in J ia oz h o u (K ia o e h呻) B ay,
Qi。妇

a o (T
o in砂

a o ) (18 9 8一 19 48 )

A.
月份

B
.

表面梅水温度 〔℃)

C 月s
均值 D

.

最低

A.
月份

B
.

表面梅水温度 (℃)

C
.

平均值 D
.

最低 E
.

最高

1 一

}
:

.

7
}

1
.

7 : 1
.

: { : 5
.

8

nU工jn丹一,
.

⋯
,产一,,1了0,‘,一2

1二111上‘U
Z.

⋯
�‘U气乙
6
八曰,‘,一11

月.1

2 4
.

0

2 6
.

5

2 斗
.

2

19
.

3

13
.

1

6
.

9

,了U0Q2

::
.

;

E
.

最高

4
。

0

3
。

0

6
.

6

1 1
.

夕

1 7
.

1

2 2
.

0

傀j八11�02

⋯
,工,J护62

.

2

4
.

9

9
.

2

14
.

5

19
.

6

IJ
月
啥

4
.

5 9
.

9

0
,工
2

,且�.几11

�jJ6

*
根据青岛市观象台五十周年耙念特刊 的查料

, 1 9呼8年
。

E x p la n a ti o n fo r T a b le 1
.

A = M o n th : B = S u r fa e e s e a w a te r te 一n Pe r a t u r e ; C = A v e r a g e ;

E = M a x i m u lll
.

D = M i n i lll ll m

表 2 大莲 19 59 一19 60 年平均表面海水沮度表
*

T a‘le 2
.

A v e
ra ,

。u 讨a e e s e a w a ter te 二p e r a t u r e 10 D al ia n ( D a ire n ) ( 1 9 5 9一1 9 6 0 )

AAA
。。

B
.

表面梅水温度 (℃ )))

!
A

...

B
.

表面海水温度 (℃ )))

月月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
月份

.............................

ccccc. 平均值值 D
.

最低低 E
.

最高高高 C
.

平均值值 D
.

最低低 E
.

最高高

lllll 2
.

444 1
.

000 5
.

666

} ;;;
2 1

.

333 1 9
.

000 2 5
.

000

22222 2
。

000 1
.

000 4
.

000 }
999 2 5

。

111 2 4
。

000 2 7
.

000

33333 3
.

666 1
。

000 6
.

000

⋯::::
2 2

.

777 2 1
.

000 2 5
.

000

44444 7
.

111 3
。

000 9
。

000 } 又222 1 8
.

666 1 5
.

000 2 1
.

000

55555 12
.

999 9
.

000 1 7
.

00000 1 1
。

lll 7
.

000 1 6
.

000

66666 l夕
.

666 1 5
.

000 2 0
.

00000 7
.

999 5
.

000 10
.

222

*
.

我佣感韵寸辽宁省大莲梅洋气象台提供这个表的原始置料
,

其中 2一 n

就录
,
1 2一 1 月系 19 5 9一 19 6 0 年大建兴海屯的水温靓录

。 1

E x p la n a ti o n fo r th e T 扭b le 2
.

A = M o n th ; B 二S u r fa e e s e a w a te r t e m Pe r a r u r e ; C 二 A v e r a g e :

E = M a x im u m
.

月系 1 9 5 9 年大建港的水温

D = M i n i
rn u m

这一种的数量昆录及各季节的生长情况
,

判断 出其生长盛期应在 10 一11 月简
。

解剖并镜

检其内部的桔果
,

配子囊只兑于 9一 12 月的标本
,

这是它俩的生殖时期
。

这样
,

10 一 n 月

不但是刺松藻的生长盛期而且也是其生殖时期
。

青岛这期简的水温平均值为 1丘 2 ℃
,

因

此
,

我们款为这个温度可以代表刺松藻的生长和生殖的最活水温
。

‘

根据我们以前对海藻

区系的温度性质的划分
,

这个温度属于暖温带
,

所以刺松藻的温度性质应属于暖温带性
。

石花菜 (‘币而移m
a m an sii ) 的生殖器官出现期很芳

,

从 斗月到第二年的 1 月
,

生长

盛期为 5一 7 月
。

所以 5一 7 月既为这一种的生长盛期
,

又是生殖时期
,

因此
,

这一时期的

水温应当款为是它的生长
、

生殖适温
,

而这期简的水温平均值可以代表它的温度性质
。

在分析研究过程中
,

我们遇到一些具有两个温度性厦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史阶段的

种类
。

判定这类海藻的温度性质是比较困难的
。

例如
:
甘紫菜的叶状体的生长和生殖盛期

都是 2一 3 月
,

这一期简的水温变化幅度大的从 工℃ 左右到 7℃ 左右
。 19 5 0 年月平均值

为 3
.

6℃
。

但是栋状体的生长和生殖盛期的温度
,

根据实验桔果
,

前者是 2 ℃ 左右
。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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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J 在 17
.

5℃上下
l) 。
如果将生活更上的不同阶段当做两种不同藻类处理

,

则甘紫菜叶状体

是一种寒带性藻类
,

而林状体RlJ 具有暖温带性
。

显然
,

它佣同属子单一的物种
,

因而只能

属于一个温度性
。

我俩敲为比较合理的是以这两个独立阶段的适温变化范围及其平均值

作为确定这个物种的温度性质的根据
。

甘紫菜两个独立阶段的生长
、

生殖循温
,

如果加在

一起
,

nlJ 从 1℃ 左右到 20 ℃ 甚至略为高一些
,

平均为 n
.

2 ℃
。

因此
,

我俩把甘紫菜列为一种冷温带性的藻类
。

这样处理是比较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

因为温带地区的温度变化幅度一般较大
,

发生于温带地区的种类为了适应大幅度的温度

变化而导致了不同独立阶段的不同温度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
。

归钠起来
,

海藻类的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之简的养系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五类
。

第一

类是生长盛期短
、

生殖时期长
,

而生长盛期局限于生殖时期内的一个阶段
。

这类的海藻很

多
,

上面所提到的刺松藻和石花菜就是属于这个类型
。

第二类与第一类恰恰相反
。

生长盛

期长
、

生殖时期短
,

而生殖时期局限于生长盛期内的一个阶段
。

根据同样的理由
,

这类海

藻的生殖时期就是它孵的生长
、

生殖适温时期
,

例如根枝藻 (R 厉zo
‘lo 耐“, ri 钾示

‘
, ) 和

节英藻 (L
口m 二ta 厅

。

加友od at 邵sis ) 等
。

第三类是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略为重迭
,

其重迭

时期是生长盛期
,

也是生殖时期
,

因而可以款为是生长
、

生殖适温期
。

例如
,

鹿角菜护cl tle tia

脚匆uo 。) 的生长盛期为 4一6 月
,

生殖时期为 5一 10 月
,

重迭的 5一6 月PlJ 为它的生长
、

生

殖适温期
,

这个时期 的水温就反映了屯的温度性厦
。

其他两类海藻的生长盛期和生殖时

期没有共同时简
。

第四类
,

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紧密街接
,

,

两个时期从头到尾可以长达半

年
。

对这类海藻的生长
、

生殖适温
,

我们建栽用两个温度
—

生长盛期的和生殖时期的水

温
,

一
的平均作为代表值 ; 显然

,

这个平均温度可能不是它们的生长盛期的温度
,

同时也

可能是生殖时期的温度
,

但作为
:

“
代表值

”
还是可以能明简题的

。

例如
,

亮管藻 (H 卯le 了i
-

砂
口厉a “es 厉to 招)的生长盛期握判定为 4一 5 月、水温变化范围 6 .9 一17

.

1℃
,

平均 11
.

乡℃
,

而生殖时期为 6一 7 月
,

水温变化范围 17
.

4一2 头8 ℃
,

平均 2 1
.

8 ℃
。

这两个时期的平均水

温为 16 .9 ℃
,

虽然与生长盛期期简水温高范围 (17
.

1℃)有 0. 2 ℃ 的交又
,

但可以 款为 是

处于这两个时简的水温变化范围之外
。

但是
,

如果以 16 .9 ℃ 作为生长
、

生殖适温的代表

值
,

而据此来判定这种海藻为暖温带性种类
,

却是很合适的
,

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

长

囊藻 (c ol Po m 邵ia 加 u os “
) 及其他一些种类也属于这一类型

。

第五类是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有简隔
。

对这类海藻的温度性质的确定
,

我们也应用

两个时期水温的平均作为生长
、

生植适温的代表值
,

与第四类一样
。

对生活史具有两个独

立阶段的海藻类
,

我们也把它们归钠在这一类里
,

用两阶段的生长
、

生殖适温的平均作为

代表值以确定它们的温度性厦
。

上面所提到的紫菜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例子
。

但在这一类

中
,

也有一些种类
,

它们的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有了几个月的简隔
,

但两个期尚的水温都

是基本一致的
。

例如
,

幅叶藻 (凡ta lon ia de bi lis )的生长盛期为 n 一12 月
,

这期简的平均

水温 10 ℃
。

而生殖时期为 4 月
,

平均水温为 9. 2 ℃
,

相差很有限
,

因此
,

我护, 把这种海藻定

为冷温带性
。

我俩应用上述方法分析了艳大部分产于青岛的和少数产于大速的代表种类
,

同时
,

还

l) 根据曾早奎
、

张德瑞
、

赵汝英未发表置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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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黄海西部沿岸海藻优势种类的生长
、

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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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表 3一5 的脱明 E x p la n a t io n .
fo r T a b le s 3一5

.

A ~ s p e eies : B = P e全io d o f g r o w 山 (in 二
o 。比s

) ; e = p e r io d o f b e s t g r o w th : D 二M o n th : E = A v er a g e

se a w a te r
‘

t em p e r a t u r e
(

o
c ): F= p e r io d

’

o f r e p r o d u e tio n
(i

n m o n th s
) : G = R e p r e s e n ta t a tiv e v a lu e

fo r th e o p ‘im a l g r ow th a n d r e p r o d u c ti v e , e :。p e r a tu r e
(

o
C ): H = T 嗜, n p e r a tu r e n a tu r e

·

L B = 亚寒带 L o w e r b o r e a l; C T 一冷温带 c o ld t em p e r a t e : w T ”暖温带 W
a rm t elll p e r a t e ; sT 二亚热带

S u b tr o p ie al
.

只 = 生植盛期 P e r io d o f b e s t r e p r o d u e tiv e a e tiv i‘y
·

井 = 括弧内前一数字为敲种海藻叶状体(抱子体)阶段的生长或生殖适温
,

后一数字为栋状体 (配子体 )阶段的

生长或生殖适温
。

T h 。 fir s t fig u r已 in th e p a r e n th e s is 15 th e fa v o r a b le g r o w th o r r e p r o d u c t iv e

t em p e r a tu r e o f th e Ie a fy
, sp o r o p h ytie sta g e a n d th e s e e o n d 15 th a t o f th e fila m e n to u s , 「

g a in e to -

p h ytie s t a g e
·

议 根据实脆所获得的紫菜栋状体的生植适温平均值
。

A v e r a g e fa v o r a b le r e p r o d u c t iv c te m p e r a t u r e o f ‘h e

P o rPh yr a C o n ch o e elis s ta g e , a s o b ta in e d b y e x p e r im e n ta l s tu d ie s
.

*
“
1一12 ”

代表全年 12 个月份都采到标本
,

并不一定是这种梅藻生长的开始和衰老的月份
,

因此
,

这类梅藻有

一年生的
,

也有多年生的
。 “l一1 2 ” : ig n ifie s 山 a t sp e ei: n e n s h a v e b e e o e o lle c t ed in Ja n u a ry

,

D e c e m b e r

a s w e ll a s in 山。 in te r v e n in g m o n 山 s , n o t n e ee s s a r ily c a r ryin g 山 e ,id e a 山 a t g r o w 山 。f 也e p a r ·

t ie u la r sp e e ies 、sta r ts in la n u a ry a n d
一

e n d s
、

in D ee em b e r ; 山 u s , su eh a lg a e m a y b e an n u a ls

o r p e r e n n ia 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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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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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水温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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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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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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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表 4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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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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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生长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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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时期后面没有注明者则这种缸藻的囊果和四分抱子囊在所标明期尚内都有出现
。

W h e n t h e r e p r o d u e ti v e p 七r io d 15 n o t
.

fo llo w e d by th e a b o v e a b b r e v i a ti o n s ,

b o th e ys to e a r p s a n d

t e tr a s p o ra n g i a o f t h e p a r ti e u la r r e d a lg a h a v e a p p e a r e d in th is p e r i o d
·

表 5 黄海西部沿岸海荡局限种类的生长
、

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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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明 : t 根据大速水温
。

B a s e d o n s u r fa e e , e a w a te r te m p e r a tu r e o f D a li a n 伪
a i r e n )

.

参考了黄海其他地点的代表种类情况
,

按其不同类型分别总桔为表 3 、

表 4和表 5 ,

并根

据各种温度性质藻类的数字
,

整理为表 6 。

必镇指 出
,

在判断各个种的温度性厦的方法上是存在着一些周题的
。

我们所用的水

温资料为青岛市 18 9 8一 1 9 4 8 年简的 50 年平均值而我们所分析 的材料却是 1 9 4 7一 1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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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黄海西部沿岸海藻区系代表种类的温度性霄杭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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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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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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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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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m T e rn p e r a te ;

.

sT = s u b t ro p i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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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简所采的标本
。

虽然 50 年的水温平均值具有较大的客观性
,

但由于标杰是在另一期阴

采的
,

簇差是免不了的
。

而且
,

每一种藻类的生长发育盛期是以月作为单位针算的
,

但是

在一些月份里
,

水温差别很大
,

特别是 5 月份和 1 1月份夏
,

最高最低平均水温相差达 8一夕

度之多
,

几乎等于两个温度极别
。

由于所掌握的材料所限制
,

目前还不能做到把每一种的

生长发育摹期更精相地划到每一个月份的上
、

中
、

下旬
。

同时
,

在确定生长发育盛期过程

中
,

由于种种原因
,

也会有一定成分的主观片面因素
。

因此
,

簇差是难免的
。

不过
,

尽管存
在着这些缺点

,

我佣熟为分析桔果还是比较符合于实际的
,

因为温度性质较为明确的种

类
,

如 U r d了户o
ra 户。, ￡c illt’f

o r m 众
,

B印
。

钾行 句户
。o id e s ,

p o l夕, i户h o , ia “r c e o la ta 等等
,

用以上

方法进行分析的桔果与藻类学家一般所应用的地理分布分析方法完全一致
。

四
、

本海区海藻区系的温度性臀

根据表 3一 5的分析和表 6 的粽合桔果
,

在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 84 个代表种类中
,

冷

水性种类有 5 种
,

都属于亚寒带性
,

占总数的 6 务; 温水性种类有 61 种
,

占总数的 7 3 务
,

其中属于冷温带性的 2 5 种
,

暖温带的 36 种
,

分别占总数的 30 % 和 43 务; 暖水性种类有

18 种
,

都属于亚热带性
,

占总数的 21 多
。

因此
,

‘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温度性质具有很明显

的温水性
,

暖温带性孩于冷温带性
。

对剩下的 82 种具有参考价值的非代表性宏观种类
,

我们也根据它们的地理分布进行
了分析

,

桔果基本上一样
,

温水性种类有 “ 种
,

占总数的 80 %
,

其中属于冷温带性的有 30.

种
,

暖温带性的 36 种
,

分别占总数的 36 多和 44 务
,

也表现了明显的温水性
,

暖温带性也

比冷温带性略为弦一些
。

其他种类 中
,

属于亚寒带性的和亚热带性的各有 8 种
,

各占总数
的 1 0 %

。

五
、

提
。
耍

1
.

黄海西部共有 2 斗2 种海藻 (杠藻
、

褐藻
、

椽藻
、

蓝藻及底栖黄藻)
。

根据所提出的方

法进行分析
,

具有区系代表性的种类共 84 种
,

其中有 41 优势种
、

29 习兑种和 14 局限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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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悔藻温度性质分析方法
:
根据某一种海藻的大量标本及野外

资料的分析
,

了解其生长
、

生殖情况
,

寻找其生长最为繁盛而同时能正常生殖的时期
,
并根

据这个时期的平均水温
,

确定它的温度性质
。

应用这个标本分析方法
,

每一种海藻的温度

性质可以根据它性一个海区的生长
、

生殖情况而确定
。

3
.

黄海西部区系的代表种类分析拮果表明
,

这个区系具 有很 明显的温水性
,

属暖温

带
,

但也合有相当多的冷温带成分
。

应用地理分布方法对其他种类进行分析也获得了同

样的桔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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