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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煮擞
_

全国首次海洋科学学宋会箭己于19 ‘1 年‘2 月下旬在青扁举行
,

会上共提曲了箫

丈和钾查报告10 4 葛
,

根据菌者建裁
,

这些箫文漪于年内分别在有关覃位内部刊
,

物或公阴的学报
’

及本刊舍亥
,

年内普不能登表的部分箫文
,

,

我俩特莆各箫文作者为本刊撰写了箭丈摘要
,

癸表于

此
,

供盏静者
。 · 一

“

太平洋西北部声道特微的一点探
:

尉一沈猜钧(山东海 ,
孚院)

⋯
、

根据现有的太平洋酉斗嘟的一些水文安 料
,

整理分析大致得出孩地区各处的声道分布 情 况口
如以它和敲地区的水文状况 才水团桔构)相比蛟

,

就不难看出它们之简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

·

根据

声消参数的不同
,

本文将太平洋西比哪划分成三

个性盾差异较大的声道域
,

其界接恰好跟s、 rd ru p

在太于洋西耳嘟所划分的三个水团 (太平洋亚北

极水
,
中层水和北太平洋西部中央水) 的界梭相

合
。

_

借
瓶

的命名法也将这三个声道域分别定名

为 : 1
,

太平洋亚北极域 ;2
.

中层域和 3. 北太平洋

西部中央域
。 几 「

太平洋亚北极域声道的特点是它必弓所处的位

看狡高
,

接近表层值接暴露于海面
,

夏季很显著
,

冬季不易发觉
,

其厚度不大
,

一般在一二首米左

右
。

形成声道的主耍原因是由于冬季对流比较发

达
,

使表层水变得相当均匀呀当夏 日频监时便出现
冷中岛以捧产生声道

。

其季节变化甚大
,
由于受

到北太平洋流和千岛寒流的影响
,

声道轴上声速
值的变化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喊

,

等声速楼呈扇状

分布6
’

中层域是台湾暖流和千岛寒流相汇合
‘

区域
,

大致在耳腼
3 夏

。

二呼0
0

和东樱 : , 0
0

一 z‘0
0

之简
。

孰地区水文条件特别复杂
,

变化多端
,
因此

,

声道

的分布相当曲折
。

据声速垂直分布画分析
,

夏季

可能有两层声道轴出现
。 ’

第一层构在 1 50 米深左

右
,

季节变化也很大
,

冬季消失
。

第二层出现在四

五百米深左右
,

声道非常稳定
,

厚度显著
,
基本上

不随时简变化
,

西季都能清楚地观察到
。

太平洋西部中来域所占面积最大歹
’

包括北牌

35
“

以南所有地区
。 .

敲域声道的特点是 :1
·

变化

小 (基本上无季节变化 )补 2
.

位置低 (声道轴豹在

8 0 0一‘, 0 0 0 米深处 ; 3
·

厚度大 (一般在 1 , 0““举
以上)

。

形成声道的主要原因应归桔于稀盐层的

作用
。

粽上所述
,

群袖了解了敲地区的水文状况后
,

对声道进行分析便容易得多
。

这种情况
,

不仅大

洋如此
,
而且近海也是一样

。

_

麦岛近海 的海浪特性 燃舍
、

李磊
、

锡鸿运
、

奥永成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本文以甜瑜 1 9 5 7一 1 9 5 8 两年麦岛的目侧资

料为主
,

井参考了其他年份的有关安料
,

对麦岛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
、

青岛市附近)近海的海浪作

了初步抚蔚和分析
。

观侧安料表明 :麦岛波浪
,

以干涉波及三度波

为主
,

‘

全年内出现正规波及波杖的机会甚少
。

波

型以混合浪为最多
。

全年出现的涌浪仅占 0
.

5 %
。

全年中出现的 日平均波高
,

以 0
.

2一。
.

5 米的为最

多
,

大于 2 米及小于 0
.

2 米的很少
。

日平均周期

以 3一5 秒为最多
,

大于 7 秒及小于 2 秒的亦很

少
。

观测期内所实侧到的最大平均波高为3. 3米
,

单个波最大波高为 8
.

5 米 ;最大平均周期为 10 秒
,

单个波最大周期为 26
·

7
,

秒 ;这些单个波显然是受

台风的影响
。

按风区长短
,

作者等将风浪安料划分为三粗

(以波向表示)来找寻敲岛附近海面不同波向的风

浪与风速的关系 ;桔界表明
: 在同一强度的风作用

下
,

短风区的对应波高及周期均较小 ; 而风区最长

者
,

RlJ 由于海底底形的影响
,

并未能出现相应的最

大波高及最大周期
。

全年观侧总数中
,

涌浪及以涌浪为主的混合

浪
,

的占一半
,
一般出现在 ss w

一
s

一
E 的六

个方位上
,

其中尤以 Es E 为最多
,
夏季集中sE

。

涌

浪的特征以消逝涌浪 (波高减低
,
周期变短)为主

。

由涌浪折射图可看出 : 在麦岛附近海 区
,
各方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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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涌浪呈幅散并都有彝向成为 sE 的趋势
,

折射角

二般不超过 1 0
“ 。

根据麦岛观侧安料及分析桔果与朝速岛 (位

于麦岛东南 20 理处
,
四面水深拘 30 余米)的进行

对比及相关分析
,

可以敲为 : 麦岛的观测查料
,

对

南黄海山东半岛近岸海区
,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

顾倒温度表制做和检定工作中的

几个简题 任尤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本文就 1 9 5 8 年我国开始藏制颠倒温度表以

来
,

在制做过程和检定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要简题

及其解决办法略作就明
。

瑜述了在制做过程中由于没有获得工艺资料

所遇到的主要简题有 :盲枝的制做方法简题
、

水银

提钝和毛袖管的清洁简题以及关于水跟倒流埙象

的克服等 ; 因为盲枝简题是决定ml] 温准确度的主

要关题
,

所以本文做了比较群袖的税明
。

同时
,

作

者还介招了自己歌舒的一个
一

颠倒温度表标度检定

装者的歌舒原理与性能
。 ·

对全套的检定歌备和方

法也作了扼要的叙述
。

巨!前
,

颠倒温度表我国已能大量生产
,

根据一

批突歇表的就脸桔果
,

其盾量已达到一般进口表

的水平
。

全套的检定歌备亦已建立
,

同时也制定

了“郧倒温度表暂行检定规范
, , ,

这为保靓我国海

洋稠查mlJ 温资料的准确性建立了有利的墓础
。

海水中硅酸盐的测定(硅钥蓝法 )

朱锡海
、

瞩溜建
、

莫金垣 (中山大学化学系)

本文以硅相蓝法mlJ 定海水中硅酸盐
,

拟定以

稳定的摩尔盐作还原剂
。

文中对各种影响颜色因

素进行藏脸
,

选择了确切的WlJ 定条件
。
确定酸度

钓在 1
.

SN姚5 0 ; 为宜
,

还原显色迅速
,

加人还原

剂后三分钟郎形成稳定的天蓝色
,

产生颜色十分

稳定
,

‘

可达一天以上
。

海水中的 Po 界
、z n+ 十 、

Al ++
十 、

介++ 十 等离子不发生千扰
。

在一般室温日变化范

围内
,

可略去温度校正
。
当颜色太深时

,

可用稀释

液 (每 50 毫升被侧献样加摩尔盐一场S叭混合液

5 毫升)进行冲稀
,

能得到镇期的桔果
。

此方法产生的蓝色适于目砚比色
,

井能得到

痛意的桔果
。

光电比色精密度可达 l% 以下
,

氯

度在 8一19 咒 对测定值影响不大
,

盐殷差不超过

5 %
,

但氯度在 8露 以下对颜色影响HlJ 蛟大
。

所拟定的手蔽为七加 2 滴(。
.

1毫升) 1 :1 姚 S。、

于 50 毫升海水样品 中
,

再加入 10 % 拍酸铁溶液
l 毫升

,

摇匀静者 10 一20 分钟后
,

加入摩尔盐一

H ZS o 、 混合液 , 毫升摇匀静置 10 分钟
,

郎可进行

比色侧定
。

海水中硝
一

酸 盐 的 测 定
、

1 、

漠金垣
、

眼消建
、

李焕然(中山大学化学系)

本文研究海水中稍酸盐的侧定方法
,

系把锌

还原法加以改进
,
发现海水援冲和催化性盾能促

进还原率提高
。
从而选择最适合条件

,
拟定一个

有亚稍酸盐共存时
,

能测定海水中稍酸盐的方法
。

其灵敏度蛟高
。

稍酸盐还原为亚稍酸盐豹达61 一

65 %
。

操作商单
,

准确度和重现性好
,

平均偏差在

3 %以内
,
而条件控制要求不严

,

适于船上工作
。

一

文中教远了各种影响因素
,

井确定海水的还

原 pH 以 4
.

21 一 4
.

4 1 ,

拌粒 (4 0 0
’

自以上一0
.

4 毫

米以下 ) 2
.

5一3
.

5 克
,

还原时简 7一 8分钟为宜
。

温度在室温的变化范围内
,

对还原影响并不十分

显著 ; 温度升高 (10 一35 ℃)砒酸盐还原为亚稍酸

盐也稍增加
。 ‘

海水中氧度的变化 (13 一 1 7露)对还

原未晃有显著影响
。

友应后颜色能稳定一天
。

海水中稍酸盐的侧定手扭商述如下 : 量取海

水样品 50 毫升于 1 50 毫升 三角 雄瓶 中
’

,

加 入

0
.

咒Z N 醋酸 1 毫升和 豹 2
.

5一3
.

5 克拌粒
,

莲

按摇动 7一 8 分钟后
,

将水样倾入盛有 2 毫升葛利

斯一依罗斯威歌荆的 50 毫升量瓶至刻度
,

摇匀
,

待

颜色稳定后
,

郎可与标准系列进行比色
。

当有 N 0 2 存在时
,

可按下列方程加以校正
。

A
y = 七 一 万

刃‘

二 : 为按亚稍酸盐侧定法
,

侧得样品 N o Z一N

的含量
。

二:

为把豁样还原后
,

侧得总的相当于N o3 一 N

的含量
,

所得桔果殷差较小
。

酒水海水中铀的偶氮砷 m 分光

光度测定 濡踢年(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偶氮砷 11 1测定抽的灵敏度教其它轼荆的分光

光度法高
。

静多阴离子对浏定的桔果没有影响
,

但海水中抽的含量太低
,
因此采用阴离子交换树

脂交换法使抽和其它阳离子分离
、

浓精后
,
用偶氮

砷 m 分光光度法侧定了油水和海水中所含的抽
。

所得精果为 :

1, ze ro lit FF 强碱型离子交换树脂在
pH ” ,

(以 0
.

5材N a e一 o
.

SM N H 、QA e

援冲剂稠节
。

) 可

以定量地交换油水
、

侮水中的抽
,

用 Q
.

S N H O I 作

洗脱液
。



1一2 期 全国首次海洋科学学米会藩部分输文摘要

2 ,

洗脱液蒸千赶去酸后 (也可用N aO H 中和)
,

当稠节 p H 为 2
.

4 (用 0
.

IM 磷笨二甲酸氢钾和
。

.

IN H CI 稠节)
,

井加入偶氮砷m 浓度为4 x 1 0一SM

时
,

抽浓度在 。一I刀ml 范围内于波长 65 5 毫微

米分光测定
,

桔果符合比耳定律
。

方法的灵敏度

为 0
.

0 0 4丫/ ml
,

精密度为 士 4
.

5%
。

3 ,

磷酸根
、

硫酸根
、

碳酸根
、

醋酸根及氟离子

等阴离子对侧定没有干扰
。

油水用 z er oli
t

FF 交

换树脂交换后
,

抽的回收率为 86 %
。

油水
、

海水

中的抽可能是与氛离子形成格合物而被树脂交换

的
。

4 ,

根据实脸所得的适宜条件提出分光光度测

定抽的操作步群
。

5 ,

以此法对 1 9 61 年 11 月 3 日在青岛楼桥前

取样的海水(盐度为30
.

44 界)侧定了含抽量为3
.

9

丫 / L (此数未减除轼剂空白
,
只供参考) ; 而 1 9 6 0

年 , 月在青岛女姑 口盐业科学研究所取样的油水

(比重 1
.

2 3 7) 含抽量为 6 1刀 L
。

离子交换比色测定海水油水中的

抽 莫金垣
、

陈爆
、

位兆文 (中山大学化学系)

为了侧定海水
,

油水中微量抽
,

研究用离子交

换树脂分离富集抽后
,

与高灵敏度的抽就剂 In 形

成颜色格合物进行比色侧定的方法
。

本工作还对

用抽拭剂 111 测定六价抽和四价釉的条件进 行研

究
,

加以比校
,

选择最适侧定条件
。

、

1
.

六价抽侧定的最适酸度在PH Z一3 ,

但在敲

酸度下静多元素同样能与灿献剂 111 形成颜 色胳
‘

合物
,

加入掩蔽剂能悄除个别离子的千扰
。

2
.

对于四价抽的侧定
,

盐酸浓度在 4N 以上

时
,

颜色达最大值
,

且很少受酸度的影响
。

海水所

含元素多数由于其量比铀少或在敲酸度不显色而

没有影响
。

zr
, T h 在敲酸度下同样能显色

。
zr 可

加入草酸进行掩蔽 ;当 Th 的含量小于或等于抽的

含量时
,

不必分离牡而测得抽量
。

由于四价拍的侧定比六价抽的侧定灵敏
,

且

干扰因素少
,

所以本文建荡侧 定微量 抽时
,

把

六价釉还原为四价抽进行侧定
,
而其精密度也较

好
。

3
.

测定手蔽 : 一般海水用 1 ,
00 0 毫升

,

油水用

20 0 毫升乳加入 N H 弓A 。使海水(或油水 )中其浓度

为 0
.

SM 和加入 Na cl 使海水 Na cl 总含量的为IM

后
,

稠节 pH 在 5
.

5一斤之简 (如油水过浓应进行冲

稀)
,

然后以一定速度使其流径曹被援冲液
’

(0
.

SM

N H ; A c一 1 NNa CI, p H S
.

5一 6)洗过的 6 0一 5 0 自强

碱性阳离子交换树脂柱
,

再用援冲液和蒸阉水洗

滁 ; 最后用 0
.

SN 盐酸将其富集的抽洗脱至烧杯

中
,

蒸干
,

加稀盐酸
,

锌粒拘 30 0 毫克
,

抗坏血酸

(晶体)钓 1 毫克进行还原后
,
郎将溶液倾入 25 毫

升量瓶中
,

并加入 10 毫升浓盐酸和 。
.

05 % 灿拭

剂 m Z 毫升
,

用蒸翩水冲至刻度
,

摇匀
,
印可进行

光电比色
。

4
.

本文用此法曹对近岸 A 7 1 2 2一A7 1 24 三个

站的海水抽含量测定 ;所得桔果 : 表层为 1
.

4 2刀 l,

底层为 1
.

6 3丫/l ; 抽的含量
,

同样发现抽的浓度一

般随油水浓度塘加而坷加
。

此法对侧定海水
、

油

水中抽含量的准确度蛟 目祝鳖光法好
,
免去人的

主观簇差
,

测定方法商便
,

而且条件控制不严
,

容

易掌握
。

海藻氮基酸的研究 1
.

海藻氨基酸

的极层定量分析方法 祝明侯
、

蒲淑珠 (巾

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海藻中富有各种氨些酸
,

为良好的副 食 品
。

为了系就地研究海藻 中氨墓酸的含量变异和蛋白

盾代蒯
,

首先确定一个适宜的定量方法是非常需

耍的
。

至今分析海藻氨墓酸已有养多方法
,

包括

化学分析和概层
,

柱层分析等
。

其中概层分析是

比蛟商易的方法
,

本文作者用甲酸一毗咤溶剂系

航对于海藻中氨墓酸含量进行了定性 和 定 量分

析
,

所用方法与桔果初步总精如下 :

1
.

海藻以 6 N H cl 于 1 45 ℃ 封管水解 48 小

时
,

将水解液滴于 W h a tm a n N o
.

1 滤概 (2 5 义 2 0

厘米)上
,
于 30 ℃ 进行两向上升层析

,

各向指层析

两次
。

然后以靛杠液显色定性
,

以此做参比
,

对以

苗三酮丙酮液显色的色融图描箱和剪切
,

以硫酸

胡液洗脱
,

用分光光度针于 5 10 毫微米比色
,

由标

准曲麟定量
。

2
.

以此法对于 10 份褐
、

缸
、

操藻中所含氨葵

酸进行了定性分析
,

表明各海藻中省有充氨酸十

异亮氨酸
、

苯丙氨酸 (海篙子除外)
、

撷氨酸
、

谷氨

酸
、

夭阴氨酸
、

脯氨酸
、

机氨酸
、

祖氨酸
、

精氨酸
、

脸

氨酸
,

个别海藻含有酷氨酸和色氨酸
。

井且对于

前述 7 类氨基酸详行了定量分析
,

拮界是
:紫菜和

长石茸 中所含氨葵酸普湿高 ;礁膜和裙带菜
、

海带

次之;而踢澈苔
,

海篙子中含量HfJ 普遍低 ; 扁藻中

一般氨基酸都有
,

但并不特殊
,

作为食品有一定的

营养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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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酸9 一氮杂筋比色定量方法的

研究 韶朋侯
、

版燕霞(中国科学院梅牟研究所)

相藻酸的定量不榆在工业上对产品褐藻胶的

鉴定或原料中褐藻酸含量的测定都很重要
,
而且

在揭藻的生理生化研究中也是很需要的
。

至今有不少关于褐藻酸定量法的研究
,

其中

以9一氮杂药比色法较为方便和准确
。

惟前人所用

方法中有一些缺点
,

故至今还很少被采用
。

我们

将其加以改进后很适于大量分析
。

实脸精果大致

如下 :

1
.

标准揭藻酸溶液系将不同分褐藻酸加碱溶

解
,

然后以标准酸反滴定过剩碱
,

分别针算出褐藻

酸的突际含量
,

以此比色作图
,

这样比用提钝的揭

藻酸钠值接配制耍准确得多
。

2
.

确定水解所用的硫酸以 4 : 1 的浓度蛟前人

所强歌的浓硫酸为适宜
。

加酸条件也改为值接加

入
,
而不是一滴一滴地加入

,

这样既可节豹大量

酸
,
又能精短操作时简

,

由原来的两小时精短至数

分钟
,

且不会产生不正常的颜色
。

但水解时简须

适当地延长至 20 一30 分钟
,

以保敲水解完全
。

3
.

最后
,

提出改进后的比色方法
,

用此比色定

量法与 C 0 2 侧定法侧定了粗制褐藻酸和褐藻中的

褐藻酸含量 (以钠盐表示 )
,

所得桔果互相比较很

相符合
,

比色侧定的重复性也很好
,

表明改进后的

方法是满意的
,

适于对揭藻酸劫产品和揭藻中褐

藻酸的大量样品定量分析
。

、

氯度自动滴定初 步轼验 莫金垣
、

这兆文(中山大学化学系)

本仪器是将国产雷磁46 型电量仪稍加改装而

成
。

仪器主耍由两部分祖成
。

1
.

电位放大部分 :

把被侧量的电位输入测量系枕后
,

影 响 电 子管
6水 1fl 的枷极电位

,

使屏流也产生相应的变化
,

再

樱电子管 6AK S
、

6 fl lfl
、

6 H Zfl 等放大系枕把电

位放大
,

推动小趣电器工作
。 2

.

自动控制部分 : 在

滴定格点时
,
由小糙电器引起大耀电器工作

,

使

K nu ds en 滴定管活塞自动关阴
,

或使电钟自动停

止 ;并应接在滴定管上歌出滴定液的体积
,

或用电

钟进行自动耙录滴定液的体积
。

所用参比电极为

银蒜
,

并插入滴定氛度用的 A酬0 3 溶液
。

指示

电极用跟片
,

插入被分析的海水中
。

敲仪器装置

较为商单
,

能适应于动蔫的船上工作
。

应用来进行氛度侧 定
,

枪对歌 差 一 般在

士。
.

05 一。
.

03 GI 霭 之简 ;降低滴定速度能提高准

确度
。

故栽仪器可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氧度分析

中或用作半自动滴定
,

郎快接近胳点时
,

就自动停

止滴定
,

然后再用人工滴至胳点
,

这样就可达到氧
、

度分析的精度要求
。

本仪器仅用于进行大量样品

分析时才能节省人力
。

海水氯度测定法 山东海洋学院海洋

化学系

M oh
r - K n

ud se n 氛度侧定方法
,

为各国普遍朵

用
,

但静多国家使用的具体方法(如指示剂用量
、

滴定管形式
、

滴定器皿等 )都不相同
。

本文主要是

比蛟了这些方法的优缺点
,

找出适合于我国情况

的侧定方法
。

为此
,

曹截脸了这些方法的具体过

程的优缺点
,

根据本系实际樱脸甜渝了以下几方

面的简题 :

一
、

K Zcr o ; 指示剂的浓度 : 养多国家的海洋

研究机构所使用的 K Z

cr 。 , 指示剂浓度及用量都
不相同

,
用量如下 :

苏联 : 国立海洋研究所 巧 毫升
一

海水使用 10 %
K Zc r o ;指示剂 5 滴 ; B py K o B 等采用 s% 的K Zc r o ,

指示剂 。
.

5 毫升
。

法国 : 海洋研究所巧毫升海水
,

用 8% K Z

cr o ,

指示剂 0
.

5 毫升
。

英国 :
‘

G o v o r n m e n t L a b o r a t o ry [4 ] 建蒸最好 l 多

毫升海水使用 K Z

cr 叭 量为 。
.

05 克(10 % 指示剂

1 0 滴)
。

日本 :
穿
‘

海洋观侧指针
, ,

巧 毫升海水采用 8%
K Ze ro 4 指示剂 3一 4 滴

。

根据就脸这些指示剂用量的桔果表明 : 所有

这些用量均可用于氯度测定
,

但以 10 % K Zcr 叭 l。

滴(。
.

05 克)为最佳
,

格点颜色变化明显
,

易于观

察及鼠忆 ; 而采用 8 %凡C心; 指示剂四滴
,

格点

颜色变化不够明显
。

二
、

由于 Moh
r

术nu ds e n

方法存在一些缺点
,

1 9 3 6 年 M iya k e

曹献用 F a
i
a m s

法 (萤光黄指示
剂)代替 Moh

r

法
, 1 9 5 6 年 日本“海洋观侧指针

, ,

曹修改了 M i, a k e

指示剂的用量
。 1 9 5 7

‘

年 v a 。

L a d i飞b-a m 曹利用 p h en o sa fr a o in 指 示剂 用 于

F aia m s

法
。

本文根据这些文献 及 拭脸 的桔果表 明 :

Fa ia m :

法用于氯度测定蛟 M oh 。 为好
,

并时瑜了

两个方法的优缺点
。
另外还研究了指示剂配制浓

度及用量为 : 1 00 毫升 1
.

5 % 淀粉溶液加入 0
.

6 %

鳖光黄溶液 5 毫升
,
15 毫升海水加此混合溶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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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

三
、

氯度滴定器皿
,

苏联研究机构使用雄形

杯
,

有些国家采用白瓷皿
。

根据我系径歇敲为 :使

用电动攒拌器时
,

以 1 50 毫升烧杯蛟好
,

攒拌棒应

为上形
,

其底部为湿平的玻棒
,

搜拌效果很好
。

四
、

殷舒了一种自动氛度滴定管
,

根据使用情

况表明
,

效果良好
。

五
、

据就箭
,

氛度测定在陆地实蔽室的情况

下
,

有握脸的人操作
,

一般裴差在 土o
.

o lc l霭 以

内
,

一般人操作
,

歌差不大于 士0
.

02 cl 霭
。

.

大黄焦耳石的输枚形成周期及其

年龄鉴定简题 捺示职
、

罗秉微
、

吴篇洲
、

王可玲(中国科学院海津研究所)

根据每个输祖的耳石(s昭 itt a) 桔构和边椽生

长指数分别进行周年以上的观察桔果
,

征明大黄

焦 (p
, e o d o , eia 。。a c r o c 。) 耳石上的翰故是每年形

成一次 (秋宗第一翰除外)
。
因此

,

大黄焦的耳石

可以供作鉴别年蝙的材料
。

检慢生长区 (窄带)在边椽上出现的时期从 1

月到 6 月
,

形成的时简主耍是在 ,一‘月
。

但开始

出现的时简依年龄不同而有规律性的差异 : 1
.

1一

”编祖在 4 月份 ; 2
.

1 4一 17 输粗则为 2一3 月份
,

3
.

18 蝙粗以上则早在 1 月份
。

根据各个月份幼焦长度粗成和耳石边椽桔构

的分析
,

表明春宗幼焦耳石上的第一翰形成周期

为一周年
,

秋宗刻大概为一年半
。

报告中对大黄焦的季节生长和年翰与副翰的

区别标志也进行了豁谕
。

大黄焦卵子和仔
、

稚焦的形态特征
沙学神(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本文根据 1 9 5 8 年和 1 9 5 9 年在浙江岱衡洋和

广东询洲岛附近所采集的标本和人工受精查料
,

对大黄焦 [p
: 。 :‘d o , c ia 。。a e r o 。。 (R ie h

·

)] 卵子
、

仔

焦和稚焦 (体长最大达 1 1
.

6
、

毫米) 各重要发育阶

段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
。

在不同海区生殖的大

黄焦卵径区别很大
,
因此

,

对卵径的地区变化简题

也进行了封希
。

1 9 5 9年
’

5一‘月在浙江岱漏洋
,

利用同‘对的

亲焦所得人工受精卵子进行了恒谧发育的初步观

察桔果
。
卵子在 15 脸 和 25 ℃

·

时者区不能正常发

育
,
而在 18 一 23 ℃ 之简HlJ 发育良好

,

并孵出仔焦
。

这个飘脸精果和浙江
、

江苏近海春汛 (5一‘月)大

黄焦产卵水谧的范围是一致的
。

大黄焦早期发育阶段的形态特征和 小 黄焦

(尸
, e o j o , e ia o n a , o ly a c , i, B lk

·

) 的极为相象
,
因此

,

根据卵径
、

色素夯布
、

肌节数目
、

头棘和脊椎骨数

目等特征
,

把这两种焦的卵子和仔
、

稚焦作了祥袖

的比蛟
。

浙江近海大黄黛性成熟的特性
捺恭昭

、

吴角洲(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根据 1 9 6 1 年 3 月 1 5 日一 4 月 3 日所收集的

查料
,

初步表明
,

浙江近海大黄焦在 2 岁时就有少

数个体开始性成熟 ;雄焦在 3 岁
,

雌焦在 3 岁和 4

岁时大量开始性成熟 ; 到 5 岁时RIJ 无输雄焦或雌

焦都全部达到性成熟
。

开始性成熟的最小体长
,

在雄焦为 20 一22 厘

米
,

雌焦只廿为 22 一24 厘米 ;最小体重 (碗重)
,

在雄

焦为 1 0 0一 l , 0 克
,

雌焦只叮为 1 5 0一 2 0 0 克
。

全涪巧

达到性成熟的体长和体重在雄焦为 28 厘米和和。

克
,

雌焦只口为 32 厘米和 4 50 克
。

分析桔果还表明
,

同一世代的个体
,

它介3达到

性成熟的年龄井不相同
,
而首先开始性威熟者

,

一

般都是世代中生长较为迅速井达到一定大小的那

些个体
,

因此可以敲为 :决定性成熟开始早晚的主

要因素是生长
。
所以

,

利用焦体大小作为钊断大

黄焦达到性成熟的指标
、

比利用年龄等其他生物

学指标更为方便而可振
。

文中对这一种翠的性成熟特性与种呈补充的

关系以及法定最小捅捞规格简题也进行了射谕
。

浙江岱衙洋大黄焦个体生殖力的

研究 郑文蓬
、

操泰忽(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本文是研究浙江岱肠洋春宗与秋宗大黄焦个

体生殖力的变动规律及其差异
。

大黄焦个体生随力一般是随焦体的重量
、

长

度和年龄的增加而提高
,

但在这三个指标中
,

以根

据体重而棘移的规律最为值接而显著
,

因此
,

它的

主要影响因子为生长
。

春宗大黄焦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

个体生随力

的棘变可以分为三个显著的不同阶段 : 2一斗岁和

部分 5 岁焦
,

生殖力蛟低
,

为生殖力青年期 ; 大致

从体长 30 一34 厘米
,

体重 40 0一60 0 克以上的 ,

岁焦开始
,

生殖力出现一种显然升高的现象
,
一值

到 14 岁左右
,

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大
,

这是生殖

力显著提高的盛期 ; 而在 巧 岁以后
,

生殖力诬渐

下降
,

这是生殖力相对降低的衰老期
。

他们分别

与策一次性成熟
、

重复性成熟以及衰老现象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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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符合
。

春宗大黄焦的个体生殖力比秋宗高
,

我们敲

为
,

这种差异和它们的生活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

文中
,

也歌到了个体生殖力在种拿数量变动

中的意义周题
。

浙江
、

江苏近海大黄焦的盒性及

摄盒的季节变化 摄韶明
、

郑 康 (中国科学

院海泽研究所)

水文根据 1 9 5 8一 1 9 6 1 年在浙江
、

江苏近海所

获 1 7 6 7 尾成焦胃含物的分析桔果
,

指出大黄焦是
“广食性”的“捅食性”焦类

。

摄食对象接近 1 00 种
,

主要为小焦 (包括幼焦)
、

虾类
、

虾姑类和蟹类 ;

较重耍的有龙头焦 归
a

,
o d o 。 。 。* 。, e。 , ,

重量占

1 5
.

‘% )
、

神仙青鳞焦(H
a , 。。: u la 。, 二p乃a e a 6

.

o % )
、

小黄焦 (p
: e o d o : c ia e o a 户0 1, a c tis ,

6
.

5 % )
、

皮氏阱姑

焦(l
o h o i : ‘, b e l。。g e r il,

4
.

5 % )
、

虾姑(s 夕
。￡lla o r a , o , ia ,

8
·

7 % )
、

豆形短眼蟹(X
e o o p五t入a z” , u , p i , n o ‘人。, 0 1沙e , ,

3
·

1% )
、

中华管鞭虾 (s
o le 二o e o r a , io e。, 15 ,

2
.

5 % )
、

中

国毛虾归。tet 动动阶价
,

1
.

8 % )等 20 种左右
,

它护显
。

大多是数量多而分布广的种类
。

大黄焦食性很广

的特点和解料基础雄厚的优越条件
,

应有利于种

组的繁盛和数量的稳定考但在食物继中居于较后

环节的特点
,
一般税来

,

对于它本身数量的增长是

不利的 ;此外
,

其凶猛性特点RlJ 能道接影响某些径

济焦类幼焦 (包括大黄焦幼焦)的数量
。

大黄焦周年摄食而且此校均衡 (浙北海区月

平均鲍满系数最多相差 6
.

3 倍》
,

冬季仍然强烈索

解
,

只生殖期摄食显著减弱
。

故从摄食强度来看
,

它的素解年周期应分为生殖期和索解期两种不同

特征的时期
。

它的全部食物种类包含着趣常性
、

筒歇性和偶然性摄食对象三类
。

食物祖成中种类

(种)的季节更替十分明显
,

更替的高攀出现在春‘

秋两季 ; 另有夏
、

秋扩大摄食对象
,

冬
、

春捕食大型

解料的现象
。
这样的季节变化指出

,

大黄焦对于

食物的需要与可获得性之简的相互关
:

系提 复 杂

的
。

大黄焦形态特征的地理变昊与地

理种暴简题 润明箭
、

捺恭昭
、

杀日粼中国科学

院梅泽研究所)

本文研究了我国沿海 7 个主要生殖焦拿的分

节特征与体型量度特征的变异规律
。

并据此封渝

了地理种翠的区分周题
。

1
.

分节特征
,

特别是能耙数和缥侧枝数
,

以

及体型量度特征中的眼径
、

尾柄高和体高等的平

均数与分布绷率都表现出依种璧由北向南的分布

而彩防次地增加或减少
。

2
.

根据差异显著哇ml] 定的桔果和某些特征分

布频率的比较分析
,

以及精合有关海洋学条件
、

繁

殖习性和种拿精构的查料
,

进一步将分布于我国

沿海的大黄角划分为三个地理种拿
,

由北向南分

别各为岱简族
、

固~ 粤东族和殉洲族
。

在这三个地

方族中
,

岱偷族与殉洲麓的差异最为显著
,
简一粤

东族只廿具有过渡的性盾
。

3
.

关于种拿形态特征的变异与某些环境因子

的关系简题
,

也作了封渝
。

大黄焦种摹桔构的地理变累规律
捺恭昭

、

罗秉戳
、

王可玲(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根据分布于我国沿海的 9 个主要焦罕安料的

分析表明 :

L 大黄焦的寿命
、 、

年龄祖成和性成熟特性均

依种攀所栖息的地区而表现出由北向南的规律性

差异
。

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沿海的各个焦呈
,

它们的寿命最长 (最高年龄 罕为29 岁
,
护为27 岁 )

,

性成熟较晚 (大量性成熟年龄为 3一 4 岁)
,

年龄祖

成最复杂
,

生殖焦基属于稳定的第三类型
。

分布

于广东西部沿海的焦早员IJ寿命最短 (罕一9 岁
,

护 一8

岁)
,

性成熟蛟早 (2 岁 )
,

粗成最筒单
。

而分布于

大黄焦分布区中部的福建近海和广东东部焦孕RlJ

所有特性均介于上述两者之简
。

上远三个地区大

黄焦在种早桔构上所表现出的三种类型的特性也

是相应的三个地理种军的主要生态学特性之一
。

2. 大黄焦三个地理种拿精构特性与种孕数量

的比较分析表明 : 种拿寿命愈长
、

性成熟愈迟和祖

成愈复杂而种草数量只叮相对地显著提高
。

我们熟

为
,

和这一特性具有道接联系的因子有
‘

: 产卵易

的面积
,

分布区的大小
,

河川径流量
,
。

生物翠落关

系以及繁植特性等等
。

福建沿海焦类初步研究 赌院
、

棍其永
、

江素非
、

刘正踪
、

余霎琦(厦阴大学生物系)

厦阴大学生物系于 1 9 5 5一 1 9 5 9年曹就福建沿

海焦类进行碉查
,

共得标本豹 3 00 种
,

其中 47 科
7斗种为福建海产焦的新韶录

,

速同以往的昆录
,

福

建海产焦类共有 4 20 余种
,

其中握济价值蛟大的

有 钧余种
。

幅建沿海焦类虽大致类似月f南北又不相同
,

北部沿海与浙江南部相似
,

智盛产大
、

小黄花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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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焦
,

姥蚊等樱济焦类
,

南部HlJ 与粤东大致相同
,

趣济焦类以带焦
,

圆够(D
o c‘户,。, 。 , 二a , 。a d , i)

1 ,

金色

沙丁焦 (‘
a , d i”e lla a :‘, i‘a )等为主

,

而不产小黄焦
,

大黄焦的产量也少
,

福建沿海焦类与黄渤海关系

蛟为疏远 , 在黄渤海的冷水性焦类 (如婚焦 Ga d。

“ac ““妙aIu
,

) 不出现于福建
,

而黄渤海也厦有金

色沙丁焦
、

龙头焦 (H
a , o d o n 。。h。 , 。u s

)
、

杠笛髓

(L
, ‘, iao u , 。r y t几r o 户‘。r u s

)
、

宝 刀 焦 (c 人i
, o c 。。, , u s

do
犷
ab )等暖水性种焦

。

总之
,

福建沿海焦类区系的特点是
,

以热带性

和温带性种类为主
,

而完全缺乏冷水性种类
,

显然

这是福建地处亚热带受暖流影响有密切关系
。

福

建海产焦类的另一特点是, 某些中上层焦类如圆

蘑
、

金色沙丁焦等孤藏量相当丰富 , 过去虽已进行

捕捞
,

但查源肯未充分利用
。

普通脂焦生物学 的初步艰察

何大仁
、

食金攀
、

石燕汞
、

杜金端
、

李福振(澎狄学
,

福

建梅泽研究所)

厦 r弓杏林湾普通耀焦 (M
, ‘9 11 c e户人a lu s L

、

) 是

海港养随的优良品种之一
。

本文就普通脂焦性腺

发育
、

食性
、

年龄及生长等方面进行了探甜
,

为人

工繁殖提供生物学查料 , 其初步精果 : 1
.

性腺发

育 : 10 一12 月
,

年龄为 3+ (少数为 2+
.

)
,

性腺发育

正常
,

老一代卵母袖胞发育到大生长期中期
。

12

一 2 月
,

年龄为 2+
,

性腺开始退化
,

卵母袖胞内营

养物质已被吸收
。

3一斗月
,

年龄为 2 + ,

大生长期

的卵母袖胞已全部退化
,

只剩下小生长期的卵母

袖胞
。

5一7 月
,

没有采到标本
。

8 月以后
,

年龄为

3 + ,

性腺发育正常
,

开始积累营养物盾
,

根据初步

观察
,

在厦阴封阴性的杏林湾环境条件下
,

其性腺

发育在未达到性成熟前
,

就开始有退化现象 ; 2
.

食

性 :根据 41 尾成焦胃中的爵料粗成
,

包括底栖硅

藻
、

甲藻
、

蓝藻
、

翰虫类
、

境足类
、

端足类及泥砂等
,

其中以底栖硅藻占的比重最大
,

摄食强度有季节

变化
,

以春季(3一 4月)最强
,

秋末及冬季(H 一2 月 )

最低
,

这和水温及食料有关 ; 3
.

年龄和生长 : 根

据杏林湾 刊 尾样品的观察
,

年龄 祖 成 : 2+ 龄占

5 2
.

5 %
,

3+ 龄占 4 7
.

5 %
。

其生长是随着生态环境

的不同而有差异
,
如平潭 (外海)年龄 2+

,

3+ 平均

体长分别为 4 1 6 ,

45 5
.

1 毫米
,
而杏林湾 (港养)年

龄 2 + , 3 +

时平均体长分别为 5 斗2
.

1 , 5 4 斗
.

5 一毫米
。

可晃在港养条件下 , 普通脂焦比外海同年龄的长

得大
。

我国沿海浮游揍足类的分类研究

(一) 郑 重
、

眼松踪
、

李 极
、

方金刽
、

提淑蓬
、

李少脊
、

箫振祖
、

援瑞身(皮阴大学
,

福建梅洋研究所)

本文所用材料
,

主要是历年在皮阴及其附近

海区所采得的姆样
。

其他姆样的来源是 : 1
.

福建

台山像锡野样(1 9 6 0 年 4 月一 2 9 6 一年 3 月) ; 2
.

福

建东山鲜样(1 9 6 0年 1 0月) ; 3
.

广东湛江鲜样(1 9 6 0

年 10 月 ) ; 4
.

海南岛蚌样(1郎。年 10 月)
。

从以上

这些孵样的分析中
,

共鉴定 87 种 (其中 27 种为我

国新耙录)
,

分隶 40 属
、

25 科
、

4 亚目
。

各种的特
征都进行了群袖描述

,

糟图
,

井附有种
、

属检索表

及各种在我国和世界各海的分布能录
。

显然
,

我

国沿海浮游境足类的种类数远远不止这些
,

可能

超过 1 ,
00 0 种

。

所以
,

本文仅是我国海洋浮游橙

足类分类研究的一个开端
。

将来随着祖国海洋
,

尤其是南海躺查的深入开展
,
当会发现更多的种

类
。

本文着重对福建沿海的浮游楠足类的区系及

生态进行了探甜
,
从本省沿海各种境足类的生态

习性着来
,

属于亚热带和热带性的舒有 41 种
,
占

总数的4 7
.

1%
。

这些暖水性种类显然系由黑潮分

支带入台湾海映
。

因此
,

不输在种类上或数量上

都有季节变化
。

它们主耍出现于夏
、

秋两季 (6一

11 月)而以 8一 9 月出现最多
。

这些种类
,

特别是

波镖搔(U
o d io u la )

、

叶剑僵 (￡
a 户户方i, in a

)
、

方剑搔

(c
o 户ilia

)等
,

可以作为暖流的指标
。

福建沿海浮游动物渝业的初步稠

查 静振祖
、

棍淑蓬
、

郭廷祥(福建梅泽研究所)

碉查研究的初步桔果 : 1
.

贪用浮游动物的有
l 斗种
—

海哲 2 种 : 海堑 (R 人
。户矛lo n : a o c u le。 , a

)
、

黄

斑海哲 (及
.

his 川du 二 ) ; 揍足类 7 种 : 火腿许鳃吸

(‘
c人” : a c 左。r ia 户。户le , ia

)
、

静镖搔 (‘
c为”

: a c 左e r ia sp
.

)
、

中华华镖搔(‘s
o o e a la n “ , , in e n s i,

)
、

华镖隆 (s io o c a -

la o u , sp
.

)
、

刘氏中剑搔 (M
o s o c y c l。娜 lo t, c /(a , , i)

、

真刺唇角镖搔 (L
a bid o c e ; a e u c 石a e ta

)
、

特氏歪镖

搔 (r
o , , a n u s d e rju o so i) ; 糠虾 2 种 : 长额刺糠虾

(刁
c o o t人。 , , : ysi , lo n g s, 0 5 ‘r 打)

、

新糠虾 (N
o o ” : y , 15 sp

·

) ;

毛虾 2 种 : 中国毛虾 (A
c e z e , c hin 。。 515

)
、

日本毛虾

(A
·

ia 户o n ic u s

) ;磷虾 z 种 : 宽额假磷虾 (p
s eu d e u 户h

-

a 。, i。 la ,ij r o 。 ,
)

,

其中以中国毛虾
、

海玺和火腿许

镖搔为主耍捕捞对象
。

2
.

影响浮游动物晚业产量

的因素有 : 盐度
、

营养盐类
、

风向
、

温度
、

流速
、

透

明度和潮汐等
,

其中以前三个因素为重要
,

一般在



海 洋 与 湖 沼

盐
、

淡水的交汇区
,

产量蛟高
。

3
.

捕捞浮游生物的

网具豹有 17 种 :毛虾网具 8 种
,

橇足类 5 种
,

海蟹
2 种

,

糠虾
.

2 种
。

这些网具大多属于张网类的桩

张网和搐张网
。
一般在水流蚊急的河口 ,

使用网

口 三角形的网具 ; 反之
,

RlJ 使用四方形 口的网具
。

这能明憔具的精构与流速的大小有密切关系
。

仁

捅捞浮游动物的季节
,

随着种类而异 : 一般在冬
、

春两季主要捕捞槐足类和毛虾
,

春末夏初主耍捕

捞磷虾
,
而糠虾和海哲刻在夏季捕捞

。

壶状臂尾编虫 (肠
a认沁n u :

ur
-

ce us )的培养研究 傅素宝
、

陈孝薛 (福建梅洋

研究所)

翰虫是幼焦的主耍摄食对象之一
。

水文输述

了在培养研究过程中
,

着重探索了外界环境因子

一一讹显度
、 pH

、

盐度和爵料等一一对翰虫生长和

繁殖的影响
,

其主耍精果是 : 1
.

培养最适温度为

25 ℃ 左右
。

2
.

这种翰虫是属于狄酸碱性种类
,

最

适宜的 PH 范围为 7
.

。一 8
.

2 ,

控制这个范围的筒

便方法是每三天加入 1霭 的人尿
。

3
.

这种翰虫不

希在淡水或海水中
,

都可以生活
,

如 用 海 水培

养
,

HlJ 盐度以 22
.

05 咒最为适宜
。

4
.

单袖胞藻类

的扁胞藻 (尸la , , 。 , o 二 u s sp
·

) 和小球藻 (c h lo r o lla

妙“no i击
,

) 是这种蝙虫最好的爵料
。

在培养过程

中
,
由于掌握了以上四个因子

,

翰虫的胚胎发育

过程蛟短
,

生长蚊快
,

井且生殖量也较高
,
能够

在蛟短的时简内
,

培养出大量蝙虫作为幼焦的爵

料
。

为暖水种 ;其余的都是温水种类
。

在黄海中温水

种类 : s 。户i夕 。, e u le ”‘a H o yle
,

L o lig o ja 户。”iCa

s te e n s t ru p 和 O c t o , 必 o c o lla , u s G r a , 在数量上也

占优势
,

成为捕捞对象
。

东海种类蛟参
,

共发现 20

种
,

其中暖水种的数目稍多于温水种
,

但以广布性

的暖水种 : s e户宕。Ila 二a io d r o n f d e R o eh e b r

姐
e

在

数量上占艳对优势
,

成为中国近海最重耍的捕捞

对象之一
。

南海种类丰富
,

共发现 34 种
,

其中暖

水性种类构占本海区总种数的 80 %
,

以狄布性的

暖水种 : L o lig o

f
o , 。 : o , a o a S a s ak i

,
s e 户ia t ig 对s

S a sa k i
,

5
.

ho r c u le , Pilsb ry 和 泞
.

s o b a c “份a t a sa ‘a ki

在数量上占优势
,

成为捕捞对象
。

截至目前
,

在已氯录的中国近海头足类中
,

还

没有发现冷水种
。

中国近海头足类大都是印度西太平洋 的 种

类
,
与太平洋东部的共有种仅 3 种

,
与大西洋的共

有种仅 4 种
。

中国近海头足类区系的分析
董正之(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本报告是“中国近海的头足类
,

渝文中的一部

分
。

文 中共鼠远 37 种头足类
,

分隶于 1 6属 10 科
,

其中 9 种在中国近海首次昆录
。

文中指出中国近

海头足类的地理分布有两处重耍的界限 : 一处是

长江 口 ,

一些温水种的分布南限或不超过长江口 ,

或超过长江口后数量显著减少 ; 一些广布性暖水

种的分布北限或不超过长江口 ,

或超过长江口后

数量显著减少
。

另一处是福建平潭
,

一些狄布性

暖水种的分布北限不超过此处
,

郎不超过台湾海

峡
,

却沿着东北方向分布到 日本南部近海 ;这种斜

形分布与从台湾海映北上的黑潮偏向东北的流势

一致
。

黄渤海种类比蛟钱乏 :渤海共发现 5 种
,

其中

仅 1 种为暖永种
,

黄海共发现 ; ; 种
,

其中有 ; 种

胶州湾两种习晃篇蛤的生殖周期
李嘉氯

、

娜仁林
、

王秋
、

摄德潮(山东海泽学院)

关于我国和 日本沿岸几种习晃帘蛤的生殖周

期和性腺发育分期
,

长时期以来存在着混乱现象
,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种类的歉别
,

研究方法和地域

环境的不同都有关系
。

依据 sa ga ra (1 9 5 2 ) 的分类方法
,

作者等发

现原为胶州湾两种习晃帘蛤之一的杂色蛤 (Vc “
-

, u 户i , t, a , i。 : a , a )
,

突际上应当是半叉蛤 (V
.

s e m id 。
-

c u , 了a , a
)
。

精合性腺的解剖学与祖雄学检查
,

室内自然

产卵观察
,

人工授精实脸和性腺发育指数 (平均体

重与平均壳长比值)的侧定等方法
,

我们明确了胶

州湾半叉蛤和蛤子 (V
.

户hili户io a r u , ,

) 的生殖周期

每年只有一次
,

它们的生殖季节是在 夕月上句到

10 月 中旬的一个多月的时简内
。

我f弓还明确了 : 胶州湾半叉蛤的性腺发育周

期
,

至少在时简上与生殖周期井不是完全一致的
。

部分雌性生殖袖胞远在生殖季节以前已握达到了

形态上的成熟 ;但是
,

在环境条件未能满足的情况

下
,

仍然不能排出
。

以上现象很容易造成生殖季

节的假象
。

最后
,

作者等根据祖撤学和袖胞学上的特点
J

将半叉蛤和蛤的性腺发育过程分 成 了 , 期
,

井

将这一分期方法与豁多前人的分期方法作 了 比

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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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篇蛤科的区系祖成
庄咨爵(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

本文是搬“中国近海的帘蛤科
, ,

一- 分类的研

究之后
,

对这一科种类的区系粗成作概括性的总

籍
。

据中国近海帘蛤科 25 属
、

”种的地理分布看

来
,

有五翠不同性盾的种类 : 一
,

广分布于印度西

太平洋区的暖水种 ;立
,

强暖水种 ;三
,
中国四海区

广分布的广温性暖永种 ; 四
,

来自鄂霍次克海南

部
、

日本北海道的寒温带冷水种 ; 五
,

中国海特有

的暖水种
。

其中以第一拿占艳对优势 ;第四
、

五拿

仅占少数
。

以各海区渝 : 渤海
、

黄海北部和中部由厂分布

广温性暖水种和冷水种共同粗成
,

冷水种的南界

在黄海中部 ; 黄海南栩{由于受到对属暖流西分支

的影响
,
出现窄温性暖水种巴非蛤 (Pa 妙扭 al aP

a -

户1210 。, , R o d in g )
,

成为这一暖水种分布的北界
。

东

海沿岸区
,

北面是广温性暖水种 ;南面受黑潮暖流

支流的影响
,

暖水种显然增多
,

但比不上处在黑潮

主流控制下同牌度的琉球翠岛
。

东海外海受台湾

暖流余脉的影响
,

暖水种随暖流往北迁移
,

但一般

仅到 3 0
“
N 左右

。
从台湾海峡进入南海

,

区系粗

成主要是暖水种
,

尤以广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区

的暖水种最为繁茂
。

至于强暖水种
,

它往北分布
·

仅限于海南岛南端
。

紫胎具幼虫
、

幼苗生活习性的观

察 提福殷(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在室内培养情况下
,

紫贻只幼虫在一般光照

下有背光性反应
。

在有光或无光的情况下都表现

有集聚现象
,

有时表现成拿同向移动
。

.

浮游是幼

虫期的正常生活表现
。

培养缸内早期附着 的幼

虫
,

多附着于接近水面处有藻类附着的缸壁上
,

或

附着在水面漂浮的粘液团上及气泡上形成
“

只苗

团” ; 后期附着的幼虫多附着于缸澎
。

其所以如

此
,

是与幼虫的健康状况及面盘的梢失时期有关
。

幼虫在附著以前
,

身体的某些器官
,

也有可能进行

一定程度的变态
,

但未樱附着的幼虫
,
不釜发育成

正常具苗的形态
。

具壳壳长达 60 0一 700 微米以

上
,

常表现明显的背地性移动
,

速度一般平均为 5

毫米/分
,

最大速度为 8 毫米/分
。

其上移常达水

面以上
,

甚者 1
.

5 厘米
,

表现要求露空生活的特

点
。

精合着幼苗的发育等情况判断
,

其上移当系
气

由于对光的耍求 ; 其上移程度当取决于对光的耍

求程度以及对光与光所产生的副作用的撅抗能力

的程度
。

幼苗期所以仍能在水表面漂浮
,

可能也

依辑于其水身所分泌的粘液或粘液膜
。

幼苗在水

表面游动的能力有多种
,

接触到适宜物体便重新

固着其上
。

它在水面漂浮时能分泌足林固着于表

面膜上
,

或分泌蛟一般足林长得多的单条足矫
,

将

具体悬垂于水中
。

从上述情况判断
,

沿海冷却水

管中的贻只是在幼苗期附着进去的可能性远比幼

虫期大 ;幼虫在低潮梭以上很少附着
,

可能是由于

幼虫期的背光性及早期幼苗偷未具备足够的能力

来抵抗落潮后阳光的道射及其产生的高温
、

干燥

等作用的影响
。

根据幼虫的背光性
、

幼苗的背地

性移动
、

对光的适应情况
、匕 一

只壳的绝长
、

眼点的消

失等判断
,

象大莲湾等自然海区低潮规以上甚至

高达 1
.

5 米处所大量附着的 l一4 厘米长的小胎

具
,

很可能是由低潮彼以下或其附近移动上去的
。

紫贻只处女附着层的上限 , 可能比宾一般垂直分

布层的上限偏低些
。

厦阴港附着生物生态的初步研究
蔡如星

、

黄宗国(丽建梅洋研究所)

本文是 1 9 6 0一 1 9 61 年在厦阴港进行周年观察

和实脸的桔果
。

作者分析了厦阴港附着生物翠落

的生态特点
,

初步划分了厦阴港附着生物学季节
,

同时
,

对我国沿海及世界锗海主耍港 口的附着生

物进行檄括性的比皎
。

厦四港的最主耍附着动物是 : 布杖藤壶 (加la
-

。 u , a 二户人‘lr萝t e 0 0 , , : , u o is)
、

僧帽牡崛 (O
, , , e a c u c u l

-

la , a )
、

戴枝蛇(O 石
elia sp

.

)
、

花筒媳 (T
“b o la r ia sp p

.

)

及螺威蜚 (c
o r o 户h iu 。 : sp

.

)
。

后两种的附着季节是

春
、

冬两季 ; 其他种类的附着季节HlJ 大多数在夏
、

秋两季 (本海区附着生物的盛季)
。

最主要的附若

植物是 : 踢淤苔 (E
n , e , o 。 : o , 户‘a i。 , e , ‘io a li ,

)
、

花石

薄(U lo a c o o g lo b a , a

)及水云(E
c , o c a r户“5 sp p

·

)
。

周年月附着量的变幅为 村一夕35 克/ 平方米
,

仪 2 月份最低 ; 7
、
8 月份最高

。

季度附若量的变

幅为 1 85 一2 ,

40 7 克/平方米
,

其数量大小排列如

下 : 夏 > 秋 > 春 > 冬
。

献脸板上的年附着量的最

高就录为 5 ,

抖5 克/ 平方米
。

福建沿海钻孔生物的初步调查研

究 蔡如星
、

黄宗国(福建梅牟研究所)

稠查采到站孔生物 20 种
,

其中软体动物 16

种 : (乙it人。户汤a g a c :‘, 、a

)
、

(B
a ,

,

二e a fr a g ili,

)
、

(z iofa e a

c , i , 户a t a

)
、

(M
a r , e s ia s t ,

,

ia 名a
)

、

(M
.

o o u , , ,

)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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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夕。 , 人im , ‘, a i)
、

(M
.

to b s岁
, a

)
、

(刀
a n左ia s a u lii)

、

(B
a 。舜10 sp p

.

)
、

(T
。, e d o o a , a lis

)
、

(T
.

二a 。, 室)
、

(T
.

di c d e r ic 石s o n i)
、

(T
.

, ”e g o t a , a

)
、

(T
.

, a m o a e 。 , 打)
,

甲壳动物四种 : (‘户人
a o r o , 。a , e ‘, o la e , i,

)
、

(s
·

sie汤0 1
-

d ii )
、

(E
.t. o s户为a o r o ” , ‘ o ,二 g o n e。 , 1 5

)
、

伍im o o r ia lig n o -

, 。 , 。
)

o

船蛆 (T
e , ed o , a o a l宕,

) 分布最广
,

对木船及水

域中的木质建筑物破坏最大
。

团水最 (sp 丙ae , 。”。

re tr ol ae 叻)在半咸水的河口区大量繁殖
,
严重危害

河 口区的桥裸及木厦建筑物
。

蛀木水易 tLi
,

);n
口‘a

Iis o ru m) 主要破坏沿海中
、

低潮区的建筑物
。

密

节拨船蛆(B
a n及sa , a u l“)的危害也很严重

。

上述各种钻孔生物对盐度的适应不同
,

这可

从它们在河口地区的分布中看出来
。

如蛀 木 水

抽
、

短石挫及焉特海笋等仅分布在高 盐水 域 中

( > 25 黑 ); 团水最生活在半咸水的河口区(0
.

75 一
2 ,

.

3露)
。

据蛆适应范围最广
,

它从河 口区 (盐度

2
.

8黑以上 )到外海都有分布
。

度阴港船蛆的繁殖季节是3一12 月(水温 1 6. 2

一 Zs
.

Z oC )
, 5一 9 月为繁殖盛季(2 1

.

5一 2 8
.

2 ℃ )
,

1一2月(< 巧℃ )停止繁殖
。

季节分布与繁殖规律

正相符合 :夏
、

秋两季最多
,

春季次之
,

冬季几近艳

迹
。

胶夕,I,I湾潮简带地内动物的生态学

观察 李嘉氯
、

李福新(uJ 东海泽学院)

本文内容共三部分
,

第一部分描述了 30 种大

型地内动物
。

其中包括现瑚类 3 种
,

多毛类 10 种
,

星虫 l 种
,

蜕虫 2 种
,
甲壳类 6 种

,

软体动物 3 种
,

腕足动物 2 种
,

棘皮动物 3 种和脊索动物 1 种
。

描述的重点主要是管穴的形态
,

其次是营养造穴

生随和冬眠等活动
。

作者在以上描述的基础上
,

还把所观察的种类与国内外其他地区潮简带相同

或相近的种类作了比蛟
。

第二部分瑜述了生态检

索表的制定
,

主要是尽各种地内动物管穴的形态
,

特别是穴孔的形态为依据
。

第三部分是在前两部

分的墓础上提出来的
。

在生理条件方面比较注意

了营养
、

呼吸
、

生殖
、

冬眠以及生理活动与潮汐的

节奏简题
。

在环境条件方面所提到的是底盾
、

天

象
、

干操
、

盐度
、

光麟
、

水 中含泥量和浪潮冲击等简

题
。

最后
,

商单地封渝了地内动物管穴形态对于

分类学的重要性
、

地内动物生态学研究与海洋动

物区系研究的关系和地内动物生态学与古生态学

之简的相互推动和发展阴题
。

海南岛潮简带软体动物生态的艰
.

察 搞猫同(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励
、

本文根据几年来在海南岛潮简带稠查所观察

到在不同环境的一些主耍软体动物种类及其生活

情况井按岩相
、

软相和杠树丛林三种不同环境对
一些习兄的软体动物种类进行描述

。

一
。

岩相和现瑚礁生活的种类 :

卜固着生活的种类
。

这一类型的动物有的零

足粉固着
,

有的用只壳固着在岩石或现瑚礁上生

活
,

它们一理固着后
,

大都不再移动
,

如大蛇螺

(5 1户h o ”iu , , ‘

)
、

碎碟 (T
r id a c o a

)
、

月阂蛤(p
e
da lio。

)
、

海
菊蛤(‘户

o n d , lu ,

)
、

猿头蛤 (c h a 二 a

)等
。

2
.

凿穴生活的种类
。

这一类型的动物在精束

浮游期后
,
郎钻人岩右或现瑚礁内穴居

,

以后郎格

身不能外出
,
只用出

、

入水管与外界相通
,

如铃蛤
(I

o o a n n 。 , ia
)

、

拟海笋(p
a , a 户h o la ,

)
、

开腹蛤 (G
a , t , o 一

c 人a o n a
)
、

石卿 (L ith o p h a g 以)等
。

3
.

岩石表面爬行生活的种类
。

营这一类型生

活的动物较上两类型的种类尤多如耳胞 (H ali
”

滋
a , sn in a

)
、

大焉蹄螺 (T
, o e 入u s 。亡10 , 京c u , ” : a x i。 :

。)
、

夜

光嵘螺(T
o r b o 。, a r 二o , a lu ,

)
、

滨螺 (T
e e ta , iu ,

)
、

凤螺
‘

(s t r o o b u s

)
、

宝只 (c 即
r a e a

)
、

芋螺 (c
o 。。 ,

)等
。

二
.

耿相底质生活的种类 :

1
.

底内生活的种类
。

营底内生活的大部分是

瓣爵类
,
由于种类的不同它俏分别生活在不同的

潮区和不同深度的泥沙中
,

如斧蛤(D ““)生活在

潮背带上部
,

可以随潮水涨落做垂直的移动 ;鞘偏

顶蛤 (M
o d io lu , “a g io a

)
、

啼汉樱蛤 (T
‘l“”a t in , o r e n -

sis )等生活在中
、

低潮区栖息深度豹达 30 厘米
。

2
.

底上生活的种类
。

营底上生活的
,

大部分

是腹足类
。

它们在海滩上葡甸
,

有的身体完全露

在外面如撇杖螺 (N
a s , a r iu ,

)
、

芋螺(C
o n u :

) ;有的在

爬行胳止时隐入浅的沙内如 梨形玉螺
‘

(Po l归iCe
‘

妙
, ifo , , : 1 5

)
、

框螺 (o li o a

)
、

笋螺 (T
o r o b r a

)等
。

三
.

杠树丛林生活的种类
。

杠树为热带或亚

热带海滩上生长的高等植物
,

有杠树的地方
,

底质

大都是泥
,

海水盐度较低
,

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中
,

生活的只类有拟沼螺 (才
, 51” , in e a

)
、

拟滨螺 (L it t o r i -

。o 户s打)
、

珠带础螺 (T y。户a o o t o o u , ‘。g u la t u s
)难解

不等蛤归
n o 。: ia a 。。19 。 , a t sc a

)
、

大蜕(c
o r bic o la )

、

船

蛆(T
e , e d o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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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带
“

海青一号
”
的培育及其遣传

性的分析 方宗熙(山东梅泽学院
,

中国科学院悔

徉研究所) 吴超元
、

游本禹
、

李家俊
、

任国忠(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
戈

海洋遣传学是海洋科学中的一个新方向
。

本

文总精了 1 9 5 8一 1 9 61 年关于海带品种定向培育的

初步工作
。

通过速掀四年三次实脸的选育工作
,

初步培

育出一个能耐较高温度的海带品种
,

郎 “海青一

号 ,’( 筒称海一)
。

“海一
”

跟对照祖一起培育在青息同一海区务

件下表现了一些差异
。

握过抗爵分析
,

靓明这些

都是显著的差异
。

因而敲为这是遣传的差异
。

达

包括个体大些
,

重些
, 日生长快些

,

生长的时期长

些
,

能耐蛟高温度
,

梢部脱落鲤些
。

此外
,

藻柄也

长些
。

在厦阴进行实脸的精果也表现同样的遣传

差异
。

在青岛和厦阴的小型实脸籍果分别增产了

56 % 和 1 15 % (干重 )
,

这表明海一在生产中有推

广的价值
。

作者等敲为这些遣传差异既非起源于定向变

异
,

也非起源于锈发突变
,

而是利用海带原始种攀

的丰富遣传性
,

通趁速蔽 自交和定向选择而培育

成功的
。

作者等并敲为选择在这里起了主导作用
。

第

一是高温选择
,

就是用 2 0一22 ℃ 的高温来处理海

带配子体
,

淘汰掉大批不能耐受高温的个体
,

保留
’

下少数能耐受高谧的个体
。

第二是自交选择
,

选

择优良的种海带单棵采苗
,

实行自交
,

又选择生长

快而健康的幼苗进行分苗培育
。

作者等还敲为速

被自交提供了性状分离的基础
,

精合定向选择
,

导

致种呈的定向分化
,

格于出现了海一种拿
。

研究者敲为海一种攀的变异幅度仍相 当大
,

这表明遗传性还不够隐定
,

还需要糙被选育
。

研究者敲为利用海带原始种璧丰富的遗传基

础
,

充分利用现代遣传学原理
,
二定可以艇蔽培育

出优良的海带品种
,

为社会主 义建歌服务
。

海带柄长的遣传 方宗熙 (山东海泽学

院
,

中国科学院梅徉研究所) 薪本禹
、

李蒙俊(中国科学

院海泽研究所)

海藻具体性状的造传没有晃过研究发表
。

在

海带“海青一号”品种的培育中
,

研究者积累了若

干有关海带柄长遣传的材料
。

本文封瑜了影响海

带栖长的环境条件和遗传因素
。

作者应用生物就舒学方法首先分析了海带三

个种攀(郎海带生产中的原始种拿
,

实脸中的 自交

种草和
“

海一
”

种拿)的柄长
。

敲为这些种翠的柄

长差异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环境影响
,

夭部分应

敲归因于遣传差异
。

影响柄长的环境条件是生长

密度和光换强度
,

高温处理配子体是否影响柄长
,

也进行了分析
。

影响柄长的造传因子是多数的
,

其中长柄的遣传因子
,

对于短柄的造传因子多少

有些显性作用
。

研究者豁渝了短柄和长柄遣传葵础的起源同

题
。

贰为达些遣传墓础都不是新近发生的
,

既非

起源于定向变异
,
也非起源于锈发突变

,
而都存在

于海带原始种拿里
,

通趁自交和选择而逐渐从原

始种拿里分化出来
。

X 射技对海带幼抱子体的影响

方宗熙(山东海泽学院
,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慈本禹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本文分析了 x 射栩各种剂量 (从50 伦到6 ,
00 0

伦)对海带幼袍子体 (豹 2 00 个袖胞 )的影响
,

豁渝

了致死剂量
、

致死过程和 x 射接对海带生长的影

响
,

得出以下的初步精榆 : 1
.

x 射楼对海带幼袍子

体 30 天全致死量是 6 ,
00 0 伦左右

。

半致死量是
3 ,

00 。伦左右
。

2
.

x 射筏对海带幼袍子体袖胞致

死影响在教大剂量下特别表现在引起袖胞胀大
,

色素体变椽
。

3
.

受 x 射梭伤害不严重的袖胞
,

似

有暂时恢复的过程
,

这比较明显地见于 2 ,
00 0 伦

祖
。

在 6 , 0 00 伦粗没有看到袖胞恢复趁程
。

4
.

x

时梭 50 伦的剂量似乎有促进幼抱子体生长 的效

果 ; 2 , 0 00 伦以上的剂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海带雌配子体对 X射拔的敏感性

和3 0天半致死量的测定 方飘 (山东海

泽学院
,

中国科学院悔洋研兜所) 吴超元
、

游本禹(中国

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本文尉渝了海带配子体的放射敏感性和 30 天

半致死量
,

得出以下的初步精瑜 : 1
.

x 射彼从 50

伦到 5 00 伦的剂量对于海带雌配子体在 30 天里没

有什么可兄的有害效应
。

2
.

x 射梭 1 ,
00 。伦以上

的剂量在 30 天里显著地绝加了海带雌配子体的死

亡率
。

4
,

00 0 伦以上的剂量从照射后的第二天起

就有明显的致死效应
。

‘, 0 00 伦或稍多一点可以

看做是 30 天的全致死量
。 2 ,

00 。伦左右是 30 天

半致死量
。

3
.

照射各粗和对照祖的死亡率都在雌

配子体排卵期前后大量激增
。

这有环境和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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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

在体内原因方面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

海带自然种擎是杂种
,

含有某些有害的隐性突变 ;

x 射栩特别是高剂量 X 射楼的照射可能引起袖胞

物质的变化
,
同时也可能引起某些有害的锈发突

变
。

这些袖胞物盾的变化和突变在单倍体雌配子

体的关键性时期
,

可能容易发生有害的效应
。

海带自然种攀的遣传性及其利用

前途 方宗熙丈山东海泽学院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

所)游木禹(中国科字院梅洋研究所)

本文引用一些实脸材料和观察材料封瑜了海

带自然种攀的遣传性
,

肯定了 目前养殖的海带是

杂种
,

具有丰富的遣传基础
,

其中含有某些有害的

险性遗传
。

支持海带是杂种的输点的有以下几方面 : 第

一
,

海带由有性过程产生后代
,

养殖上总是由若干

棵海带混合采袍子
,

在自然界里杂交也有充分的

机会
。

第二
,

在实脸室条件下看到自交隋况下和

杂交侄尺兄下的幼抱子体在形成速度上和生长速度

上都有显著的差异
,
自交的平均落后些

,

这税明自

交对后代有一定的害处
。

第三
,

在突脸室里和自

然界里耀常看到在相似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在形态

上彼此颇有差异
,

对外界条件的反应也不一致
,

例

如不同个体自然脱落不一致
,

对 x 射粉的反应也

不一致
。

自交有害的材料不仅表明海带是杂种
,

而且

表明那里含有若干有害的隐性遗传
。

但是
,

自交

有害不是艳对的
。

海带自交所产生的个体大翻吩
是正常的

、

健康的
。

因此
,

利用海带速减自交在育

种中有两点积极意义
。

第一
,

可能由此培育出若

=r- 优良的品种
。

第二
,

可以利用自交系进行杂交
,

获得杂种优势
。

紫外楼对海带雌配子体的影响
方宗熙(山东梅徉学院

,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游本禹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本文报导了紫外接对海带雌配子体的影响的

初步研究
。

作者用紫外楼灯管 (30 瓦 )照射海带配

子体
,

观察所引起的变化
,

得到以下的初步精渝 :

1
.

低剂量的紫外彼对海带雌配子体有一些致死影

响
,

致死影响随剂量的增大而加大
。

距离灯管 10

厘米照射 3 分钟的剂量已有明显的致死影响
。

2
.

木实脸所使用的各种剂量紫外筏对海带抱子体的

形成和生长都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

海带
“

海青一号
”

配子体和幼抱子
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方宗熙(山东海粉院

,

中国科学院悔洋研究所)矣超元
、

李家俊(中国科学院梅

泽研宪所)

海带 “海青一号
”

是 1 9 61 年初步培育出来的

海带新品种
。

它在生长过程 中表现能耐较高温

度
。

它的幼体 (包括配子体和幼抱子体 )对高谧的

适应力如何
,

是研究者所关心的尚题
。

实脸所用材料是 “海一
, ,

幼体和对照粗幼体
。

所采的抱子
,

起初都培育在 10 ℃ 条件下
,

长成为

配子体后
,

分成两部分进行实徽
。

一部分移入高

温(18 ℃
、

20 ℃
、

24 ℃ )条件下培育
,
一部分仍留在

低温条件下待形成幼抱子体后
,

才进行高温处理
,

观察它护,对高温的适应力
。

实脸桔果发现海一幼

体无渝雌配子体或幼抱子体都比对照粗能耐蛟高

温度
。

作者等根据所获材料提出三个阴题封瑜
。

第

一个简题是 : 配子体为什么都比抱子体能耐高温?

作者敲为这是长期的自然选择所保存下来的遗传

特性
,

跟海带原产地海水温度的季节变化特点相
;

联系
。

第二个简题是 : “

海一
, ,

的幼体为什么比对

照粗能耐高谧? 作者敲为这是由于遣传基础彼此
已径有所不同

,

这是遣传的差异
。

第三个简题是 :

各自交系对高温的适应力为什么有所差异? 作者

敲为这是原始种军的杂种性通过自交而分化的桔

果
。

海带人工养殖合理纂体桔构的探

封 费侈须
、

游本禹(中国科学院梅举研究所)

从光能利用的观点熟为人工养殖的海带琴体

桔构具有很大的缺陷
。

垂养法的罕体不能很好地

截获光枕
,

有大量的光楼通过筏子背的室隙从水

面漏掉 ;平养法拿体虽能蛟好地截获光梭
,

但不能

被海带充分地吸收利用
。

本文作者歌舒井进行了
“立养法

, ,

实脸
,

精果表明 : 立养法拿体桔构较好
,

漏掉的光栩很少
,

而且主要使海带叶片中上部分

截获光栩 ; 因而光能利用效率蛟高 ; 在实脸条件

下
,

产量和质量都比垂养法有成倍地提高
。

从而

提出 : 改进人工养殖海带的军体桔构
,

将是今后提

高海带单位面积产量和盾量的有效途径
。

海索面的甸甸藻蒜及其单袍子
棍德瑞(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本文着重瑜述了用青 岛产 的蠕状海 索 面

(N
。。a li o n h e , 。, in t h o id 。 ,

(v
a lle y) B a tt

.

v a r
.

v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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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c tt la厅 (s
u r

·

) T se

昭)作材料
,
从 1 9 , 5 年起进行

重复的观察和就脸
,

获得了下述一些精果 : 1
.

青岛

产的蠕状海索面的果袍子
,

跟其他种类海索面的

一样
,

萌发精果成为由单列袖胞粗成分枝
,

具星状

色素体的司甸藻林系就
。

2
.

通过在初春用石灰水

处理青岛海索面产区的岩礁以消灭附着在上面的

杂藻等有机体
,

然后观察重新生长出来的物种的

实脸
,

征明了自然界的海索面成体
,

郎使不是全部

也必然在很大的程度上
,
不是由上年的果抱子葡

甸藻麟所粗成的
。 3

.

海索面葡旬藻蒜在初春至初

夏能放散单袍子
。

单袍子值接长在葡旬藻矫的中

部袖胞上或在中部袖胞上的单栩胞短柄上
。

单袍

子萌发成为在形态上与果袍子司甸藻林相似的葡

旬林系就
,

后者显然是海素面成体的主要或唯一

的来源
。

单袍子萌发出来的旬旬藻林跟果抱子的

一样
,

上面能长出袖长的无色毛
。

4
.

从 1 9 6 0 年初

春起
,

定期而速被地用从自然界采回的海索面司

旬藻林和完全去了基部并握显微检查上面确已不

存在任伺司旬藻蒜的海索面值立幼体
,

分别在玻

片上进行采抱子
。

精果视明
,

只有葡甸藻株才能

放散单抱子
,
而值立的蠕状藻体郎使在很幼小的

时期也没有放散单抱子的能力
。

5
.

在观察单袍子

葡旬藻赫如何粗成海索面蠕状藻体的工作上
,
虽

然曹在窒内看到了它们初步好象在料桩聚合在一

起而将道立成簇似的一些现象
,
同时也督不断观

察从自然界采回的葡旬藻林材料
,

但都还没有获

得满意的具体精果
。

青岛扁藻的形态研究和种类简题
棍德瑞

、

郑宝福
、

唐志洁(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作者等通趁耀年的分离培养和速被观察
,

发

现青岛产扁藻的大小和形态变化很大
,
如果不是

由于单一分离培养而知道其来源的钻
,

,

很容易被

滩敲为是不同种类的个体
。

比蛟大的
,

其长
、

宽
、

厚可达 2 5 x 13 火 n 微米
,

比较小的
,

一般也有

15 只 9 火 6
.

5 微米
,

最长的达 2 7 微米
,

最霓的达 16

微米 ; 体形多呈扁压
,

或略有背腹之分
,

有时亦作

扭曲状或亚心形状
,

更有作亚圆柱状而形如长冬

瓜的 ;体下端稍尖突或略凹入或平圆 ;眼点一般单

一
,

位置不很固定
,

但多在淀粉核的邻近处 ; 在极

少数的情况下
,

也能见到数眼点现象
。

青岛产扁

藻在大小
、

形态上的变异性跟它们的生长阶段和

季节有着直接的关系
,

例如刚放散出来的一般都

比蛟坐
,

下端尖突
,
多有背腹之别

,

体形大而呈长

圆柱状的RlJ 多在冬
、

春蛟冷的季节中或比较老的

培养液中发现
。

作者等还对扁藻的无性分裂的形态变化过程

作过速欲观察
,

并肯定了分裂后的子体在母壁内

有袖胞搏向的现象
。 ·

此外
,

还发现了在比较少的

情况下
,

扁藻还能进行值接分裂
,

郎在游动中
,
不

首先收舱鞭毛就值接进行分裂
。

对这种在扁藻未

兑报导趁的分裂现象
,

亦趣显微摄影
。

对扁藻在过渡不良环境时的形态变化
,

也进

行了观察和渝述
。

以往虽然常把青岛产扁藻鉴定为 I,l ‘州” 口
。

,

s u 占
c o

心ifo r , , ,产,
(w i一xe ) H a z e n ,

但是它介」跟一般所

描述的 P. 川bc
口

硫lo 。爪 的特征是有明显的不

同
。

作者等对青岛产扁藻的种类阴题偷暂持保留

态度
。

氨氮对于海带吸收碘的影响

英超元
、

郑舜琴
、

费侈梗
、

眼玺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

作者应用放射性 Ila 王研究了小海带和海带片

对碘的吸收以及氨氮对于吸收碘的影响
。

献脸是

在有足够的氧气和 1 ,
00 0一 3 ,

00 0 米烛光梭条件

下进行的
。

桔果如下 :

1
.

海带叶片不同部位对碘的吸收情况是不同

的
。

’

一般基部吸收量略低于梢部
。

2. 氨氮的吸收量主要决定于培养液中氨氮的

浓度
,
碘对于氨氮的吸收没有明显的抑制或促进

作用
。

3
.

献脸海水钓含 I一35 毫克/立方米
,

在这样

浓度下
,
10 克/立方米浓度的氨氮在 1一3 小时左

右时简内
,

明显地抑制了海带对于碘的吸收
。

在

海带快速生长
,

大量吸收氮的情况下
,

把培养液
p H 值降低到 7 ,

氨氮吸收量减少
,
碘的吸收量就

大为增加
。

也就是就
,

氨氮吸收量少
,
碘吸收址就

多 ;氨氮吸收量多
,
碘吸收的就少

。

4
.

碘侬度在 5 ,

00 0 毫克/ 立方米范围 内
,

浓度

愈高
,
吸收量就愈多

,

氨氮的抑制作用也就愈不明

显
。

我国沿海浮游硅藻类的分类研究

金德祥
、

陈金环
、

黄凯歌(度阴大学生物系
,

福建梅洋研

究所)

本文豁载了我国沿海的浮游硅藻 22 2 种
。
属

于圆心 目的
,

有 1 69 种
、

37 属
、

12 科
。

羽故目的
,

有 53 种
、

23 属
、

6 科
,

其中 40 种是我国首次昆录
,

一新种豁名为棘圆筋藻 (c
o : e in o d i‘c ““ ‘I, in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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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种有时会大量出现于福建
、

广东沿海
。

各种都

有特征的描述
,

附有图版或照片以及科
、

属
、

种的

检索表
,

并且豁录了各种在我国和世界各地的分

布
。

有些种类除地理分布以外
,

还有季节和数量

分布
,

我国的海洋浮游硅藻有广谧性
,

温带性
,

也

有热带性的
,

其中 58 种和暖流有关
,

至于硅藻类

的形态
、

生理和研究方法
,
主要是围楼分类来叙述

的
。

长江 口泥沙来源的研究 沈凌云

(中国科学院梅徉研究所)

本文根据海洋水文和地貌资料井应用动力学

观点
,

对长江口泥沙来源作了探豺
。

根据海岸泥沙动态
,

水下沙洲运移状况
,

浅滩

现代沉积物自苏北向长江口变浅等现象
,

肯定了

苏北泥沙有自北往南移动的总趋势
Q

根据表层泥

沙样品中所含重矿物粗成
,
朋明了苏北泥沙南下

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和程度
。

又从水文动 力 特

征
,
阴明了长江本流泥沙大部分通过南支入海

,

并

与南支及南支 口泥沙的冲淤密切相关
。

分析 表

明 : 苏北沿岸井无长江水北上的靓据 ; 反之
,

在冬

季偏北风作用下
,

执带大量泥沙的苏北沿岸水
,

则

紧沿海岸南下
,

这是使大量苏北泥沙沉积于长江

北支 内外和铜沙浅滩的原因
。

分析又阴明 : 长江

北支沉积的泥沙
,

最少有一半来自口外
,

铜沙浅滩

的淤沙
,
一部分来自北面

,
而大部分系北港携出之

长江沙
,

井在动力作用下
,

部分分选入胡沙航道
。

通过舒算
,

推瑜了在 1 00 年内北支将被淤塞
,

现今

的鸭窝沙
、

圆圆沙等将速成新的崇明岛
。

最后
,

本文提出 了在 (长江)南支中部束水以

玫铜沙航道之沙的整治原BlJ 方案
,

和北支不官建

歌潮汐发电站的建荡
。

淤泥厦海岸潮简浅滩的形成及其

分类的初步探甜 郭永成(中国科学院梅徉研

究所)

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有关部r气进行的淤泥质

海岸嗣查资料的分析
,

对淤泥盾海岸潮简浅滩的

机械沉积分异
、

潮简陇滩的形成与海岸带动态的

关系
、

潮简浅滩的分类三方面作了初步探封
。

我国淤泥质海岸潮简浅滩的霓度由 20 0 米至

10 数公里不等
,
一般由粉砂祖成

,

典型者以淤泥

粗成为主
。

一般的机械分异特征是
,

袖粉砂多沉

积于潮简浅滩上部之湿地区
,

向海过渡为中一粗粉

砂
,

浅滩下椽之水下岸坡区复为袖物盾沉积
。

滩

窄者波流分选为主
,

滩宽者潮流分选为主
。

岸带动态对潮简浅滩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

侵

颤性浅滩的形成与岸带泥沙不鲍和
、

波浪及潮流

挟砂能力相对加强
、

侵颤作用复活有关
。

其最格

发展趋势导致淤泥盾海岸渊沂向砂盾浅滩海岸方面

棘化
。

在研究我国淤泥盾海岸时
,

发现涨潮 流速

大于落潮流速的不均衡现象对堆积性潮简浅滩的

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

敲现象往往导致涨潮流挟砂

量大于落潮流执砂量
。

观侧赛料的分析表明
,

袖

物盾的沉积作用主耍发生于潮简伐滩上部高潮作

用带附近 ; 其中下部地带物质的横向运移似成平

衡状态
,
而在陇滩下椽近水下岸坡的地带

,

袖物盾

复有向海搬运的趋势
。

故随近岸处之不断堆积加

高
、

渐成湿地
,

潮简陇滩逐渐加竟
、

向海增长
。

最后拟将淤泥盾海岸潮简浅滩划成三个成因

类型 :

1
.

侵触型 (岸触一滩颤型 )潮简浅滩
。

其 中包

括三个亚类 : IA )坦波浪冲颤为主的潮简浅滩 ; 坛)

潮流及波浪侵颧的潮筒浅滩 ; lc )人为稳定的侵触

型潮简浅滩
。

2
.

侵触一堆积型 (岸触一滩积型 )
,

潮简伐滩
。

3
.

堆积型 (岸积一滩积型 )潮简线滩
。

其中包

括两个亚类 : a. 以潮流堆积作用为主的堆积型潮

简鹰滩 ; b. 掩朗堆积型潮简浅滩
。

黄海南部大地构造性厦初步探索
·

金翔龙
、

范特清(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苏北滨海地区按其构造性盾
,

可划分为三个

构造单元
,

它们相互平行
,

作北东向延至黄海
。

北

部单元由前寒武记古老变盾岩系祖成基底
,

上复

薄层新生代沉积盖层
,

被称为苏鲁地块
,
中部为苏

北拘陷
,

其基底为上古生代至 中生代早期的岩系

粗成
,

遭受过印支运动的影响
,

上复以互厚的中
、

新生代沉积盖层
。

南部为上海一南通块断带
,

它

由断裂
、

折揪所破坏的上古生代一下中生代岩系

和不太厚的新生代沉积盖层祖成
。

在地球物理特性上
,

苏鲁地块的地震反射面

极少
,

重力异常楼的分布不规只lJ; 苏北掏陷有参层

的地震反射界面
,

且重力
、

磁力异常楼呈规则的北

东向分布 ; 上海一南通块断带的地震反射界面较

少
,

重力分布紊乱
。

1 9 61 年 7 月至 10 月在黄海南部所进行的地

震工作靓突
,

北部存在着反射层面极少的海区
,

它

可相当于陆地的苏鲁地块 ; 中部出现蛟深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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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

且层次繁多
,
与苏北掬陷相同 ; 南部则与上

海一南通块断带相似
,
仅出现少量的浅层反射界

面
。

这靛明
,

苏北滨海地区构造顺次伸入海中
。

南黄减中部的情况在各处不尽一致
,

依反射

界面出现的层数和最大深度
,

可由北向南分为三

个次一极的单元
。

北部称为北凹陷
,

地震反射波

最大旅行时 (最大反射时
—

场
: 二

)为 2
.

5秒左右
,

出现十多个反射层面 ;南部为南凹陷
,

最大反射时

达 2
.

9 秒左右
,
反射层面达二十多层

,

南凹陷的范

围较北凹陷大 ;南
、

北凹陷之简存在着反射波混乱

带 (宽三十公里左右
,

北东方向延伸〕
,

在此带中不

易接受到正常的反射波
,

鼠录十分紊乱
,
反射波的

出现亦少
。

对此反射波混乱带的构造性盾简未十

分清晰
,

它有可能是构造隆起或断裂带
。

磺海南部地震工作得出如下几个初步推 渝
:

(i) 它的构造性质与苏北滨海地区的构造性盾 近

似
,

也就是就
,

苏北陆地各大地构造单元艇蔽地延

伸入陆棚鹰海地带
,

它们的构造轴袋基本上呈北

东向 ; (2 )南黄海中部地带理历过中生代
、

新生代

强烈的沉降运动 ; (3 )南黄海中部可分三个 构造

区 : a
.

北凹陷
, b

.

南凹陷
, c

.

中部性质未明地带
。

粤西海滨砂矿的分布规律 加棣
(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陈洪缘(广州地理研究所)

粤西海滨砂矿按成因可分三类 : 1
.

现代海滨

相沙堤砂矿
, 2

.

现代海滨相沙滩砂矿
, 3

.

现代泻溉

相砂矿
。

其中第一类价值最大
。

沙堤砂矿主要分

布在不大的港口 ,

大部分自西向东生长
,

其中较大

的砂堤长十多公里
,

宽 4一 5 公里
,

高出现代海面

10 一15 米
。

沙堤的柱状剖面
,
一般下部有一个由

粗到袖的沉积韵率
,

厚们 10 米
。

其上有 5一10 米

的中袖石英砂层
、

砂矿床成层分布于砂层上部外

侧
。

在纵剖面上富集在沙堤中前端
,

有时沙堤底部
、

有呈凸镜状的下层矿体
。

砂矿床的重矿物有菇英

石
、

独居石
、

磷灰石
、

钦铁矿
、

磁铁矿
、

挽金失矿
、

白钦
矿

、

板钦矿
、

电气石
、

拓榴石
、

揭帘石
、

金杠石
、

锡

石
、

磷复矿等
。

砂矿的物盾来源主要是附近的片

麻岩
、

混合岩和岩浆岩樱风化后不溶物质被大小

河流携带入海
,

任海动力作用下
,

入海的碎屑物质

发生纵向和横向移动
,

井在有利的环境中堆积起

来
,

这些有利环境是 : 曲折的海岸
,

众多的港湾
,

散

布的岛屿
,

北东方向的海岸楼
,

平援的浅滩和相对

稳定微弱上升的新构造运动
,

但使砂矿富集的主

耍因素是波浪作用
。

今后在粤西地区进行砂矿工作
,

第一应注意

沙堤砂矿
,

.

其次是进一步研究沙滩砂矿
,

以期发现

世界上重要类型的砂摊砂矿
,

第三是注意在流理
片麻岩

,

混合岩地区的河流中寻找河流砂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