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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个主要海港附着生物生态的研究
*

李津民 黄修明 黎国珍 林如杰
(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侮洋附着生物是指附着于船舰
、

浮标
、

嫣头
、

绳索
、

翰水管道等水工建筑物水下部分物

体表面动植物的总体而言
。

附着生物在船底的附着生长会降低船速
,

影响助航和科学探

侧仪的使用效果 ;其他水工建筑物上附着生物的附着生长会导致浮力的减少
,

有些种类会

促进铜敛表面的腐骸作用
,

缩短使用年限 ; 沿海工厂冷却用水管道系枕中
,

生物的附着生

长会精小管道的有效截面
,

减少供水量
。

附着生物与海防
、

海运交通
,

工化和派业生产都

有密切关系
,

抬翘济和军事活动带来很大的危害
。

因此
,

附着生物阴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

重视
。

为了避免它的危害
,

近三
一
l
一

年来
,

国外很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有意

义的稠查研究工作田
一311

,

国内有关附着生物的研究
,

在生态方面有郑重等 [3J 和黄宗国等 [9J

关于厦阴港附着生物生态的研究以及黄宗国等
仁l0J 关于榆休港的附着生物及其与厦阴港的

比较三篇稠查研究报告
。

在防除方面有戴笠[l2. 13J 和娄康后及刘健等 [7J 几篇报告
。

我国面

临渤侮
、

黄海
、

东海
、

南海
,

有很长的海岸
,

无数大小的海湾和优良的海港
,

都未曹作过系扰

的稠查
,

缺乏这方面的查料
。

为了了解和获得全国各主要海港附着生物的种类
、

分布
、

附

着量的变动现律以及主要附着种类的附着季节等附着生物的基本查料
,
助于采取有效的

防除措施
。 1 9多8 年开始

,

在我国沿岸选择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海港进行了系就的裁板拭

验
。

本文郎根据五年来先后在我国秦皇岛
、

大速
、

青岛
、

石浦
、

榆林等港共投置的 2
,

52 4 块

贰板
,

其中检查 l
,

丈 3 块贰板所得青料的一部分写成的
。

一
、

实睦方法和材料整理

为了搜集海洋附着生物的查料
,

我俩采用了海港拭板实输的方法
,

lll] 在各海港特制的

浮动贰架或浮嫣头的侧面悬褂两粗贰板
,

按现定时简取换
,

取下后用抄布包裹
,

保存于
5 务福尔禹林固定液 中

,

除保留作参考的一粗外
,

另一粗进行检查
,

标本全部保存
。

贰板全为木厦
,

分月板
、

季板
、

年板三类
,

与水面垂直投置
。

每粗分表
、

中
、

下三层
,

表

层紧靠水面
,

中层离水面 2 米
,

下层离水面 斗米
。

为了易于区别不同的水层
,

裁板的面积

表层为 14 x s 厘米
,

中层为 16 x s厘米
,

下层为 18 x s 厘米
。

检查的面积三层一律为

10 0 平方厘米
。

贰板的数目每祖每层全年有月板 12 块
、

季板 4 块
、

年板 12 块
,

三层共舒

8 4 块
。

下取歌板的程序和在海中浸放的时简
: 月板每月换取一块

,

郎每块月板在海中浸

放一个月 ;季板每一季度换取一块
,

郎每块季板在海中浸放三个月 ; 年板 儿 块实膝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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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号 ;

本文所涉及的石浦港和榆林港的瓷料骗写的报告
,

分别于 19 6 1 年全国梅泽科学学术会裁 (青岛) 和 1 9 62

年全国动物生态及区系分类会栽 (广州) 上宣演过
。

这境研究工作是在导师张璧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
,

并承齐

踵彦
、

刘瑞玉
、

郑执中
、

吴宝蹄甜位先生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觅 ; 在实敬过程中
,

承上梅船舶科学研究所大连造船

厂及海军有关部阴拾予大力协助 ;我听董美龄
、

张云美
、

王荫瑞
、

陈蕙蓬同志参加过部分工作
,

特此一井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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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投放
,

每满一个月
,

取出一块
,

分 12 次取完
,

郎 12 块年板依次在海中浸放 1 个月
,

2 个

月⋯⋯ 1 2 个月
。

栽板的检查
:
分别鉴定附着生物的种类

,

用百分比爵算框
,

舒算各种生物在整块贰板

上所占的面积
。

除了海藻和草体动物外
,

其余的种类均舒算其数量
。

从贰板上取下的各

种生物趣鉴定后分别称量
,

称量时先用吸水抵吸干表面的水分
,

然后用感量 l / 10 0 的扭力

天平称重
,

以舒算其附着量 (克 / 米
2
)
。

为了避免发生偶然的现象
,

第二周年的实嗽
,

我们将各港月板
、

季板每层的数 目增至
5 块

,

检查 4 块
,

保存 1 块 ; 各板分别检查
,

把 4 块检查的拮果总合再平均而得出每层月

(季 )板的数量
。

第三周年把大速
、

青岛两站实膝贰板面积加大
,

采用 18 x 巧 厘米
,

19
.

, x

15 厘米
,

21 x 巧 厘米
,

检查面积一律为 2 25 平方厘米
。

二
、

各实输港的自然环境和附着生物的基本概况

I

二皇岛港

秦皇岛港位于渤海湾西部
,

港内风浪不大
,

每日一次潮汐
,

潮汐周期和潮流由于受风

的影响颇不规则
。

海水表层水温以 6一 9 月较高
,

最高月份为 8 月
,

月平均水温 2 6. 5℃ ;最

低月份 1 月
,

水温零下 1
.

5℃
,

年温差达 28 ℃
。

沿岸一带自 12 月上旬到翌年 1 月底豹有

两个月的冰冻期
,

悔水盐度一般为 2 7
.

00 一29
.

80 瓜
,

最低能下降到 1 0. 34 痴
。

实硫拭板所

在地
,

水深满潮时 7
.

乡米
,

低潮时 6
.

3 米
,

海底沙泥厦
,

由于水浅
,

凤浪易于橙动海底沙泥
,

因而海水较混浊
,

透明度 工一2 米
,

风浪较大的月份
,

海水透明度仅有 0. 5 米
。

我俩在秦皇岛港自 19 6 2 年 3 月 6 日开始到 1 9 6 3 年 3 月 6 日业进行了周年海港贰板

实盼
,

共获得大型动物 30 种
。

其中以苔藤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种类最多
,

海藻仅在春季季

板上出现过一次
。

拿落中各类动物量的百分粗成
,

以苔解动物量最大
,

占 86
.

9多
,

靴体动

物次之占 9. 4 %
,

胺踢动物占 2. 9 %
,

多毛类
、

甲壳类和卵拿共占 0
.

8 务
。

以西方三胞苔虫

T;. ice lla
r细 o c c i澎e o t。

价 (竹
a sk )

,

独角裂孔苔虫 s c左i万。户o re lz二 u o ic o r n 行 (J
o h n sto n

) 和密鳞

牡嘱 o st re
a

介
。、la o el le 招 Li sc hk

e

为这一拿落的优势种
。

现将每月在贰板上附着的种

类列于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4 月份的贰板上仅发现有少量贴触木材的蛀木水俞

,

还没有营固着

生活的种类
, 5一 9 月份附着的种类增多

,

到 10 月份有些种类已握停止附着
,

只有少量的

独角裂孔苔虫
,

n 月以后到翌年 3 月
,

水温急剧下降没有发现生物附着
。

各月主要种类附着量的百分比兑图 1 。 附着量的变动 (图 l) 可以分为二段
: 自 11 月

到翌年 3 月
,

梅水温度低 (6
.

8一一 1
.

5℃)
,

在这段寒冷期简没有生物附着
,

从 4 月份开始

到 10 月份水温较高
,

附着生物的附着量也随着水温的上升逐渐增大
,

到 8 月份是最高点
。

此后
,

随着水温的下降而变小
,

变化的幅度为 0
.

2一l头3 克 / 米
2 ,

最低为 斗月份附着 0
.

2 克/

米
2 , 8 月份最高 1 5. 3 克 /米

2 , 9
、

10 两个月附着量显著下降
,

一年仅出现一次高攀
。

各季

附着量 (图 2 ) 以夏季最大
,

恢次为秋季和春季
,

冬季处于海水的冰冻期没有生物附着
。

动

物的水层分布(图 3 )以中层为最多
,

表层略少于中层
, 一

厂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

数
,

月板豹为 3. 5: 4: 1 ,

年板 3. 4 : 3. 5 : l 。

秦皇岛港主要的附着动物种类有西方三胞苔虫
,

独角裂孔苔虫
,

肋苔虫 El ec tr 。 ,柳脚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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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秦皇岛港每月附. 的种类及其附份. (克 /月赶与(l 9 62
.

3一 19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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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n e k s
)

,

密麟牡瞩
,

褶牡嘱 o , tr e 召 户lio tu lo G m e lin 和螺旋虫 S户ir o r b i了 sp
.

等 5 种
,

各种

的附着季节兑图 4 。

1
.

西方三胞苔虫 了乍亡亡 e lla r ia o e e ide nt o li s
(肠as k) 是一种白色直立树枝状的

草体
,

在秦皇岛港的附着期为 5一9 月
, 5一7 月份附着量很少

,

主要附着期为 8一 9 月
, 8

月份为全年中的附着高攀
,

附着量为 6
.

5 克 / 米“,

为这个港附着生物草落的优势种
。

其附

着水层以表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下层最少
。

三个水层的比数豹为 2: 1 :0. 05
。

2
.

独角裂孔苔虫 占七入亡名op or
e

lla
u成c

or 成
8

(Jo hn sto n) 是一种平铺片状的草

体
。

附着期为 6一10 月
。

在月板上的附着量很少
,

但是一握附着后就迅速生长
,

扩大拿体

面积
,

时常成片地复盖于早期附着的螺旋虫的表面
,

而成为覃落发展后期的优势种
。
由于

它的总担上触手的运动
,

具有抵抗少量淤泥沉积的能力
。

独角裂孔苔虫的水层分布也是

表层最多
,

中
、

下层次之
,

三个水层的比数的为 2 : 1 : l 。

3
.

肋苔虫 E le ct
r o te n e

lla (Hi nc k s
) 也是平铺片状的拿体

,

主要附着期是 8一
9 月

。

全年附着高攀出现于 8 月
,

附着量 3. 7 克 /米
2。 它与独角裂孔苔虫具有同样的生态

特性
,

有时彼此复盖生长
,

也是拿落中的优势种
。

水层分布以表层特多
,

中
、

下层较少
,

三

个水层的此数豹为 20 : 1 : 2o

4
.

牡峨 O st re o s

PP
.

在秦皇岛附着的仕瞩有密鳞牡崛 。“。口
de

。、扬m el lo sa

Li sc hk
e 和褶牡瞩 。“re 口 Pl i。扭la G m eli n 两种

。

在贰板上附着出现的附着期很短
,

仅在

7 月份的月板上附着
,

但附着密度很大
,

每平方米附着的个休数达 14
,

50 0 个
。

附管的个

体生长期长
,

在长期的贰板上逐渐地成为重落的优势种
。

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表层和下

层很少
,

三个水层的比数为 1
.

5 : 23
.

, : 1 。

5
.

螺旋虫 知介or 阮
5 sP

.

是一种具有白色石灰厦的管栖多毛类
。

附着期为 , 一



海 洋 与 湖 召 石卷

10 月
,

主要附着期为 7一 9 月
,

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份
,

附着量为 3. 7 克 /米 2。

螺旋虫个体

小
,

附着量虽然不大
,

而附着密度确很大
,

最大附着密度为每平方米 2 7, 4 50 个
。

由于个体

小
,

它占据的实际附着面积虽然并不大
,

然而数 目众多的个体分散附着在贰板上
,

一眼看

来全是螺旋虫
。

但容易被其他的动物所复盖而发生死亡
,

在长期的贰板上所存留的个体

不多
。

螺旋虫的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下层次之
,

表层最少
,

三个水层的比数为 l : 13
.

5:

石
.

5 。

11
.

大速港

火速港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
,

在大建湾内
。

梅湾面积较大
。

水深 7一18 米
,

岩石性

海岸
。

港口竟朋
,

港内海水受风浪影响大
。

港的水温 6一 10 月较高
,

最高月份为 8 月

(25
.

08 ℃)
,

1 月份最低 (一 0
.

8℃)
。

特别寒冷的年份
, 1 月平均水温可降到零下 5℃

,

一

般年温差为 27 ℃
。

实硫贰板殷于港内大速造船厂的礴头
。

砺头附近水深 6一 8 米
,

海水

盐度 29
.

0一31
.

0痴
,

透明度 2
.

5 米
,

港内水域承受陆域排水的影响
,

水面上浮有大量机油
,

严重影响附着生物在表层贰板上附着
。

自 1
一

9 5 9 年 3 月一 1 9 6 2 年 3 月
,

在大速港重复进行了三周年海港栽板实肺
。

共获得

了大型动物 77 种
,

海藻 27 种
。

种类较秦皇岛港丰富
。

翠落中各类动物量的百分粗成
,

三

年有所变动
: 第一年以软体动物最多占 62

.

2 %
,

甲壳类次之占 2 6 .5 %
,

海鞘 5
.

5 多
,

苔解

虫 3
.

3 %
,

其他如海棉
、

睦踢
、

涡虫
、

多毛类等量都很少
。

第二年
,

以甲壳类所占的百分比

最大为 92
.

7 多
,

软体动物较少
,

仅占 4. 4 多
。

第三年甲壳类占 69
.

0 多
,

软体动物 22
.

2多
,

苔

解虫 4. 3 %
,

其他类别的量都很少
。

在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中
,

最主要的是布杖藤壶 凡l邵。

召m 琳t’t rit
。 ‘口。 m “

nis Da rw in 和贻具 M尹t’l “,

“耐行 h nn 己
,

它佣是草落的优势种
。

大速

港每月在月板上附着 出现的种类列于表 2 :

3
、

4 月份水温仍然很低
,

月平均水温在 10 ℃ 以下
,

这时还没有营固着性的动物附着
,

附着海藻只有少量的软林藻 Ul ot 加树肠“
a T hu

r
.
。 5一10 月附着种类逐渐增加

。

10 月

以后又趋于减少
。 l一 2 月份只能发现个别的端足类

,

没有其他的生物附着
。

三年中各月

附着生物的附着量及主要种类的百分比晃图 5
,

月附着量的变动 (图 幻 附着高攀在第一

和第三年出现于 8 月份
,

第二年出现于 7 月份
。

从三年的查料可以看出海水温度较高的

7一8 月份是附着生物附着最多的时期
,

季附着量(图 6 )以夏季最大
,

春
、

秋季相近
,

冬季最

少
。

动物的水层分布(图 7 )在月板和年板均以中层最多
,

月板表层少于下层
,

三个水层的

比数为 1 : 2
.

3 : 1
.

5 。 年板表层略多于下层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

3 : 2. 7 : 1 。 海藻的

附着量很少
,

与动物相比
,

其比数为 1 : 10 0 ,

附着种类以徐藻最多
。

海藻的水层分布与动

物不同
,

是以表层为最多
,

中层很少
,

下层没有发现
,

三个水层的比数为 1
.

5 : 1 : 0 0

大速港的主要附着生物种类有布枚藤壶
,

白藤壶 B al an
“了 :

, at 。, Br
ug ui 既

e ,

员台只
,

加州草苔虫 B “gu 坛 。lif or nt’ca R ob e rt so n ,

海筒媳 T ub
“la ri a m a

痴
“ T o r r ey ,

曲膝戴枝熄

o be lia ge ni ‘。la ta (Li nn 的 和潇苔 痴te ro m or 砂
二 s p p

.

等
。

各主要种类的附着季节兑图 8 。

L 慈壶 大速港的藤壶补有三种
,

布校藤壶 Ba la洲
, “。琳it rit

。 。口m m “n 行 D ar w in,

白藤壶 B
.

cr
e 。。t“了 B r u g u 记re ,

糊斑藤壶 刀
.

奋m p方itri t。

~
t “ ,

D
a r w in 。

主要是前种
,

后

一种量极少
。

藤壶的附着期为 5一10 月
,

第一年有二个附着高攀
,

出现于 5 月和 8 月
,

附

着量分别为 34 多
.

2 克 / 米
2和 1 6 7 8

.

5 克 /米
2。

第二年附着量很小
,

附着高辜出现于 7 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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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大浊港每月附分的种类及其附. t (克/米勺(1 9 61
.

3一 19 6 2
.

3 )
T汕le 2

.

F 。

山叩
o r ‘a o i. m o

an d it o

we 讼址 (B /时)
at tac h e d fo r e

ac h . 。” th at D a ir e n
.

种种类 N a :n e o f o r g a n is , n sss 333 444 弓弓 666 777 888 (JJJ l000 1 lll 1 222 lll 222

端端足类类 A m p hip o d aaa 0
.

222 0
.

222
,

0
.

555; 9
.

000} 1 222) 1
.

000} 3
.

000} 1
.

222
,

0
。

222{ 0
.

22222 0
。

222

蛀蛀木水益益 L i用月。厅a sP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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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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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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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1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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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3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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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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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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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0
.

77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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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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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2 555 1
。

222
,
17 1

.

888 4 ,
.

000 0
。

333333333

侮侮筒媳媳 T r‘b u la厅a 阴 a ri n aaaaaaa 4
.

777 0
.

777 5
.

222 1 18 2
。

000 6
.

888 0
.

222 0
。

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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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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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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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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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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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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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0
.

333 0 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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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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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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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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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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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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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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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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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3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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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222222222

褶褶牡城城 O J tr e‘ Plic ‘tt 矛l叮叮叮叮叮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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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55555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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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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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石茸茸 U I岁a 11”z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游游苔苔 石”t e r o 切 o rP人a s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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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有二个附着高攀
,

出现于 6
_

月和 8 月
,

附着量分别为 7 05 .3 克 / 米2和 28 80
.

3 克 /米 2。

藤壶在附着盛期的附着量虽然很大
,

但导致其大量死亡的因素也很多
,

拿落发展过程中苔

解虫
、

复海翰
、

贻具等动物的复盖
,
特别是由于后者大量繁殖附着

,

以其发状足林摄裹藤

壶
,

都能迫使其大量死亡
,

因此成长的个体仍保持一定的此数
。

布教捧壶 B “坛 n aB o m p 佗tr it e
co m m “耐. D ar w in 是大速港最主要的种类

,

附

着期 5一10 月
。 5一夕月附着量较小

, 8 月份为附着盛期
,

最大附着量为 7
,

1 24 .5 克 /米
“,

以

中层附着最多
。

布钦藤壶在大建港附着变态后生长一个月的个体底盘直径 7 月份达 4一6

毫米
, 8 月份达 9一10 毫米

, 9 月份达 8 毫米
,

10 月份 3一4 毫米
。

幼虫附着后第一个月

的生长速度各个月份不相等
,

水温高的月份生长快
,

水温低的月份生长较慢
。

布较藤壶个

体小
,

在大建港生长 7 个月的个体
,

其底盘值径仅有 12 毫米左右
,

其生长速度最初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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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值径的增大成值钱上升
,

以后就无很大的增长
,

在水温较高的月份二个月就儿乎达到
“
最大体积

”。

性成熟快
,

附着生长一个多月的个体就能进行繁殖
。 8 月份附着的高攀的

形成
,

一是由于前一年附着生长的个体在 7 月份郎进行繁殖
,

一是由于当年春末夏初附着

的个体也在此时达到性成熟阶段
。

白藤壶 丑“la n aB cr
e n at u s B r u

gu i改c
繁殖时所要求的水温比布杖藤壶低

,

因此
,

其繁殖附着期较早
, , 一6 月为其附着盛期

, 6 月份附着量为 7叮 .3 克/ 米
2 ,

为大速港 5一6

月份藤壶第一个高攀的形成者
。

其水层分布也与布杖藤壶不同
,

是以下层最多
。

白藤壶

附着后生长一个月
,

底盘直径可达 6一 8 毫米
,

其生长情况与布较藤壶相似
,

最初三个月生

长较快
。

2
.

胎具 翔卜ti 坛 . e

而价 Li n n 己 为两极同源种
,

在北半球分布南界豹在夏季月

平均水温 26
.

6℃
,

在我国分布于黄
、

渤悔
,

是大莲港附着生物拿落中的优势种
,

附着期为

6一 9月
。

自受精卵开始
,

值到附着变态豹需 4 5一65 天[1l]
。

因此它的繁殖期应自 斗月份开

始到 7 月中旬
,

贻只的附着量以 8
、

9 月较大
,

最大附着量 8 月为 20 .5 克 /米
2 ,

附着密度每

平方米 5
,

7 00 个
。

水层分布与其幼虫的背光反应相关
。

以中层最多
,

下层次之
,

表层极少
。

贻只从附着到第二年的二月份
,

这段时简基本上呈直找上升地生长
,

生长 9 个月的个体壳

长可达 弘 毫米
。

大建港附着生物草落中
,

贻只的大量附着生长
,

其发状足林满布整个贰

板表面
,

而使早期在贰板上附着的藤壶被足林握裹发 生严重的死亡
。

贻只的附着对藤壶

生长不利
,

而藤壶占据了附着基对贻只的附着却没有很大的影响
,

因为它可以附着在藤壶

的表面
。

3
.

加州草苔虫 B u g u抽 c a左fo rn ic a R ob ert so n 是一种白色直立双分又的树枝

状拿体
。

附着期 6一n 月
,

第一年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份
,

月附着量 41 5. 6 克 /米
2 ,

第二年

附着量很少
,

第三年附着高攀出现于 8 月
,

月附着量 1
.

1 8 1
.

7 克/米
2 。

最大附着量可达
2

,

82 5. 0 克 /米 2 ,

复盖面积达 % 多
,

儿乎整块贰板都被它布满
。

附着后第一个月的拿体生

长的高度达 巧 毫米
。

水层分布以中层为最多
,

表层其次
,

下层最少
,

三个水层的比数构为

2 : 夕: l 。 在大速港加州草苔虫是与藤壶竞争附着基的劲敌
,

但藤壶在附着基上附着后对屯

影响不大
,

它可以附着在藤壶的表面
。

4
.

海简媳 T o b。坛ri a m a ri n a T orr cy 是一种直立不分枝
,

整个茎部粗袖相似
,

环翰较显著的水媳拿体
。

它在大建港的附着期分二段
: 5一 7 月和 10 月

,

在水温最高的

8一9 月份没有发现
,

附着高攀出现于 6 月
,

月附着量 31
.

3 克 /米
2 ,

最大附着量为 男
.

5 克/

米
2。

水层分布以表层最多
,

中
、

下层相似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2
‘

5 : 1
.

2 : 1 。

5
.

曲膝获枝媳 O be lia ge
n纪u la ta (L in n己) 是一种芽鞘互生的直立分枝水媳拿

体
,

附着期与海筒媳相似
,

分二段 5一7 月和 n 一12 月
,

附着量比海筒媳小
,

附着高攀出现

于 5 月
,

月附着量只有 4
.

7 克 /米
2 ,

但水媳根在裁板上葡甸
,

交撤成网状复盖面积较大
。

6
.

耕苔 石五ter o m 时p h o s
PP

.

大速港的讲苔种类很多
,

有管游苔 肠te r0 0 0r p加

t u 吞u lo s口 K 让tz ,

条济苔 五
.

c扬 t寿ra t。
(R

o th ) 。
ev

.
e m e n d

.

B lid io g
,

腮游苔 刀
.

访tes t动
a

li.

(L
.

) L i砍
,

螺旋淤苔 五
.

, pt.ra z讼 T s e n g e t e
.

F
.

e h a n g 和淤苔 五
.

p r o zif
e
。 (M位11

.

) J
.

A g
.

等
。

但量都很少
,

附着期 5一 7 , 9 ,

n 月
,

附着量以 6一 7 月较大
,

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
,

附

着量 7
.

0 克 /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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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

青身港

青岛港位于山东半岛南岸胶州湾内
,

由一条极长的突堤围成
。

潮汐类型为虎则的半

日潮
。

栽板殷置于大港西面的中港内
,

由两条突堤合抱围成的水域
,

水深 5一7
.

弓米
,

风浪

很小
,

水面十分平静
,

海水表面有时有附近工厂流出的少量油脂
。

海水温度以 4一10 月份

较高
,

最高月份 8 月水温 27 .4 ℃
,

1一 2 月份最低均为 2
.

9℃
,

年温差 24
.

5 ℃
。

海水较清
,

透

明度 2一 4 米
。

我们在青岛中港重复进行了三周年的海港就板实尉
,

共获得大型附着动物 86 种
,

附

着海藻 29 种
,

附着种类相当丰富
,

仅次于榆林而居第二位
。

拿落中各类动物量的百分粗

成三年颇为一致
,

以海鞘类最多
,

依次为甲壳类
、

欺体动物
。

第一年海翰占 4 4. 5 %
,

甲壳

类 占 46 .0 多
,

软体动物占 6. 0 多
,

苔薄动物占 2. 1多
。

第二年海鞘占 83 .9 务
,

甲壳类 占

8. 3 %
,

软体动物占 5. 3 %
,

苔藤动物占 1
.

1 %
,

第三年海鞘占 60 夕%
,

甲壳占 2 6. 4 %
,

多毛

类 占 8
.

4 界
,

献体动物占 3
.

1 %
。

其他类别如腔踢动物
、

扁虫
、

海粽等所占的比例均很小
。

在侮翰类和甲壳类中最主要的是柄海鞘 st ye 肠 ‘l即
‘

H er d m an 和布杖藤壶
,

它们在数

量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是拿落的优势种
。

青岛中港每月在月板上附着 出现的种类列于

表 3:

3 月份水温还较低(6
.

2℃)
,

除麦捍虫外
,

没有营固着性生活的动物附着
。

海藻仅有少

量的软蒜藻 Ul ot 加ix f扬cca
T hu

r
.

和济苔 E耐er 口二or 沙
‘ sP p

.
。 4 月与 3 月相似

,

附着生物

种类仍然比较少
,

仅增加了一种东方钻岩蛤 H t’a 纪l肠 or io ta lz’s (Y旅
aya m a

) 和焉氏核螺

尸y r 。。。 m a rt o n , i (L是
s e hk e

)
,

端足类 A m p hip o d a
等活动种类

。 5一s 月附着的种类逐渐增

加
。 6一 8 三个月是一年中附着生物的种类最丰富的月份

。 9 月以后又趋于减少
,

到寒冷

的 1一 2 月只剩一些活动的种类
。

三年中各月附着生物的附着量及主要种类粗成的百分

比兑图 9 ,

月附着量的变动 (图 9 )在第一年以 10 月份的附着量最大 (1 2 4 3. 3 克/ 米
2
)

, 7
、

8

两月相似
,

附着量分别为 65 2
.

3 和 7 33
.

0 克/ 米
2 。

第二年以 6 月份的附着量最大 (7 2 7
.

斗

克 / 米
2

)
, 7一 9 三个月相近

,

附着量都在 60 0 克 /米
2

以上
,

第三年以 8 月 份附 着量最 大

(2, 89 8
.

4 克 / 米
2

)
, 9 月其次 (7科

.

9 克 / 米
2

)
。

一年只有一个附着高攀
,

出现于 6一10 月之

简
。

11 月以后到 5 月这段期简每月的附着量都不超过 50 克 / 米
2 。

季附着量(图 10 )以夏

季最多
,

依次为秋
、

春季
,

冬季最少
。

动物的水层分布(图 1 1) 以中层最多
,

表层其次
,

下层

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
,

月板为 2. 5 : 3. 5 : 1 ,

年板为 1
.

5 : 7. 5 : 1 。

附着海藻以表

层最多
,

中层其次
,

下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5 8 : 1 1 : 1 。

青岛港的主要附着生物种类有柄海鞘
,

克氏藤壶 凡l邵“, a m 琳itr ite 沁心eri N 诉son
-

C a n tell
,

布杖藤壶
,

糊斑藤壶 B
.
二m 户人itrite c i; r a公u s D a r w in

,

菊悔鞘科 B o

try ll玉d
a e

的一

些种类
,

加州草苔虫
,

褶牡螟 o st o a Pl ica tu la G m eli n 和淤苔
。

各主要种类的附着期见

图 1 2 0

1
.

柄海鞘 3 妙
e la c la 口a H er d m an 是西北太平洋北温带种类

,

在我国仅分布于

黄
、

渤海
,

是青岛港附着生物草落的优势种
。

根据我们的查料柄海鞘在新下海的月板上不

适宜附着
,

因此在表 3 (月板) 附着种类 中未列
。

但在拿落发展的后期AlJ 以柄海翰居于艳

对优势的地位
。

其附着期是由 6 月到翌年的 2 月
。 3一 5 月在贰板士没有发现幼虫附着

,

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实输贰板是在 3 月份下海
,

在海水中浸放的时简短
,

不适于柄海勒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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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膏岛港每月附, 的种类及其附. 皿 (克 /米与(l 9卯
.

3一 19 60
.

劝
T a ble 3

.

Fou li呵 。邝an i

⋯ 幼d it .

we is h t (g / m
,

)
. 找“卜d fo r e a c h . 曲th at T . i。公ta o

.

种类 N a , n e o f o r g a n is ; n s

麦杆虫

端足类

布较藤壶

克氏藤壶

糊斑藤壶

蛀木水益

菊海稍

加州草苔虫

褐草苔虫

西方三胞苔虫

朋口隆槽苔虫

褶牡嘱

东方钻岩蛤

禹氏核螺

云石肌蛤

李沃不等蛤

荔枝螺

后鳃类

粗棍熄

曲膝戴枝媳

内刺盘管虫

螺旋虫

鳞沙蚕

裂虫

沙蚕

叶轰虫

海蛹

玻璃海鞘

米氏小叶鞘

网沙帐答虫

瓷蟹

涡虫

秋林藻

济苔

长石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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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椽故
。

这段期简是否有柄海翰繁殖附着还有待进一步地探衬
。

2
.

称爽 青岛贰板上附着的藤壶有三种
,

克氏藤壶 Ba 坛nu
, a m 琳itr it 。

K瓜ger’
N ilss o n 一

C a n te ll,

布杖藤壶 B
.

a m 夕人itri te c o o m u , 15 D arw
in 和糊斑藤壶 B

.

a m 户寿itri te

而犷ra t“‘ D
a r w in o

克氏茸组 召“抽介. a 川, 几itr ite
K 护赶‘盯1 N il

ss o n 一

e a n t e一l 附着期一般是 6一 1 0

月
,

但有的年份也能提前
,

如 1 9 6 0 年的 4
、

5 月份就有极少量的个体附着
。

主要附着期是
‘6一7 月

, 8一10 月附着很少
。

克氏藤壶个体较大
,

最大个体底盘直径可达 21
.

乡毫米
,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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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比布杖藤壶长
,

性成熟也比布杖藤壶慢
,

豹需 2一 3 个月左冶
,

其生长速度在幼虫附着后

最初二个月生长最快
,

以后逐渐变慢
。

布教薄壶 B a la n o a m p hit r ite e o m m o n is D a r w in 是青岛港藤壶中量最大的

一种
。

它的附着期长
,

自 6 月开始到 n 月都有附着
。

附着高攀第一年出现于 8 月和 10

月
,

!咐着量分别为 51 1
.

2 和 l
,

18 2
.

8 克 /米
2。

第二年出现于 7 月和 9 月
,

附着量分别 为

49 0. 2 和 86 4. 7 克 / 米
2 。

第三年出现于 8 月和 9 月
,

附着量分别为 ]. 37 9 .6 和 72 9. 0 克 /米
2 。

青岛的布杖藤壶的个体一般比大建的大
。

生长情况与大速相似
,

劝虫附着后头三个月就

已达到
“

最大体积
” ,

性成熟较克氏藤壶快
,

的为 1一2 月
。

糊斑藤壶 刀。坛月uB a m p hi tri te d r r o t公 D ar w in 附着期 6一9 月
,

除第一年 7

月份量较大外 (174 .3 克 /米
2

)
,

其余各月份量都很少
。

糊斑藤壶的外形和个体的大小与

布杖藤壶相似
。

附着后最初三个月生长快将近达到
“
最大体积

” ,

性成熟也较快
,

为时 1一 2

个月
。

在青岛港的三种藤壶中
,

以布杖藤壶和克氏藤壶最重要
。

它们的附着期
,

克氏藤壶偏

前
,

布杖藤壶偏后
,

但布较藤壶的附着期比克氏藤壶长
。

3
.

复海靴 青岛港的复海鞘有紫拟菊海鞘 Bo tr 刃lo t’d es 丙ol ‘。 m o ka
,

大菊海靴

B o tr夕zlu
, 。“

卯t.co
o e u s

(H
a rt m e yer ) 和史氏菊海鞘 B

.
s c左lo ; 。ri (p

a lla s

)
。

拿体有赤杠色
、

紫杠色
、

橙黄色和暗黑色等极解艳的色彩
。

附着期为 5一 11 月
。

主要附着在藤壶表面
,

由

于它们的草体不断扩展
,

成片地复盖
,

不利于藤壶生长
,

是导致藤壶死亡原因之一
。

第一

年的附着高攀是 7 月
,

附着量为 17. 8 克 /米
2 。

第二年的附着高辜出现于 8 月和 10 月
,

附

着量分别为 l上6 和 14
.

5 克 / 米
2 。

第三年的附着高攀出现于 7
、

8 月
,

附着量分别为 %
.

8 和

21
.

0 克 / 米
2 。

水层分布以中层为最多
,

下层次之
。

表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斗: 2 0

4
.

加州草苔虫 B u g u la e a li fo
r n ica R o be : tso n

在青岛的附着期为 6一10 月
,

附

着高攀第一年出现于 7
、

8 月
,

附着量 1 9东2 和 巧5. 0 克 /米
2 ,

第二年出现于 8 月
,

附着量

68 .6 克 / 米
2。

第三年出现于 7 月
,

附着量 51
.

6 克 / 米
2 。

水层分布以表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下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3 : 8
.

乡: 1 。

5
.

摺牡翁 Oa 扮ea p li e a tu勿 G m e

lin 是一种较小型的牡蛹
。

附着期为 7一 9 月
,

三年的附着高攀均 出现于 7 月
。

自受精卵到幼虫的附着变态的需 20 多天 [ 8 〕,

因此可以推

算褶牡瞩的繁殖期应自 6 月初开始
,

这时水温大豹是 20 ℃
。

褶牡瞩在木厦贰板上的附着

量不大
,

但由于它在附着后最初儿个月生长快
,

豹 3一4 个月就能生长达到
“

最大体积
” ,

生

长时简长
,

因此仍然是附着生物中的主要种类
,

危害较大
。

在我们的实硫戏察过程中发现

¹ 在另一粗水平方向投放的截板
,

_

上面 ( 阳面 )附着的个体很少
,

下面 (阴面 )附着的个休较

多
。 º木质贰板附着的个体少

,

花岗岩石堡
_

L附着的个体多
。

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表层

次之
,

下层最少
,

三层附着总量的比数豹为 2. , :‘
.

8 : l 。

6
.

游苔 青岛港裁板上附着的淤苔种类很多
,

有螺旋济苔 痴、ro 二、p标
,

杯ra li.
T s e n g e r C

.

F
.

e h a n g ,

踢潇苔 E
.

i , ,

哪i , 召l众 (L
.

) L i n k ,

管济苔 E
.

, , b n l、 K 位tz ,

曲

洪苔 E
.

fl
e x o o

扬 (W u lf
.

) J
.

A g
, ,

扁淤苔 E
.

e o , 户r e 、
a

(L
.

) G r e v
. ,

条潇苔 E
. c la t人, a t a

( R o t h ) G r e v
.

e m e n d
.

B lid in g 和潇苔 百
.

户ro zif口
r a

(M o ll) J
.

A g 等
。

附着期很长
,

自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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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一直到翌年 1 月都有幼苗附着
,

但附着量很少
,

附着高辜出现于 7 和 10 月
,

附着量分

别为 2. 6 克/ 米2
和 2

.

5 克 / 米
2 。

水层分布以表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一

卜层最少
,

三层附着总量

的比数豹为 7 7 : 1 1 : 1 。

IV
.

石浦港

石浦港位于浙江省北部
。

海水盐度较低
,

一般为 2 7
.

00 一28
.

00 痴
,

有时可低至 25
.

00 痴
,

或高达 33
.

00 痴
。

海水水温月平均值变化幅度为 9
.

0一 2 7
.

0 ℃
,

年温差达 1 8. 0℃
。

浙江

沿岸由于长江径流及沿岸大小河流的影响
,

海水泥沙含量多
,

透明度小
,

除 5一7 月份较清

彻外(透明度 3 5 厘米)其他月份都很混浊
。

实脸贰板下置处水较青岛港为深
。

自 1 9 , 9 年 3 月一 19 61 年 3 月
,

我们在石浦港重复进行了二周年的海港裁板实输
,

共

获得了大型附着动物 7 2 种
,

海藻 斗种
。

拿落中各类动物量的百分粗成
,

第一年以甲壳类

最多
,

占附着总量的 84 .7 多
,

腔踢动物其次
,

占 13
.

4 %
,

两者之和为 9 8. 1界。 第二年与第

一年相 当一致
,

甲壳类占 7 5. 3 %
,

腔腊动物占 21
.

7 多
,

两者之和为 9 7. 0 务
。

其他如软体动

物
、

多毛类
、

苔藤动物
、

棘皮动物
、

海鞘类
、

卵草等所占的比例极少
。

甲壳类中几乎都是藤

壶
,

占这类动物总量的 99 .6 多 ; 腔踢动物中以海葵
、

海筒媳的量最大
,

前者占腔踢动物总量

的 6 0
.

6 务
,

后者占 3斗
.

5 务
。

克氏藤壶 刀a 坛 , u , 。。户人itri t。 尺犷‘g 己rt- N ils so n- C a n te ll,

海葵

表 4 石浦港每月附, 的种类及其附粉. (克/米勺(l 9 59
.

J一 1 9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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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a
e h m o n th at s卜泣h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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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N am e o f o r g a n ism s

海筒媳

克氏藤壶

梅葵

长镀管栖蜚

麦杆虫

端足类

糊斑藤壶

等足类

扇蟹

带肋苔虫

剧沙帐苔虫

恰叶媳

棍媳

李氏不等蛤

荔枝螺

赶螺

梯螺

角耳锉蛤

蜡子

撇牧螺

克氏殖口蟋

鳞沙蚕

沙蚕

浒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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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ti ni ar ia 和海筒媳 T劝ul o

ria o 4 ri o T o“ ey 起着主导作用
,

是石浦港附着生物重落的优

势种
。

每月在贰板上附着出现的种类列于表 斗。

从表 4 可以看出 3一 5 月份栽板上只有海筒媳和长额管栖蜚附着
。 6一 8月份有藤壶

、

海葵
、

海筒媳等
,

附着种类最多
,

也是附着量最大的儿个月份
。 9一10 月附着种类逐渐减

少附着量下降
。

n 一 2 月附着的种类只有海葵
,

棍媳和海筒媳
。

二年中每月附着生物的附着量及主要种类的百分比兑图 13
。

月附着量的变动
,

第一

年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
,

第二年附着高攀出现于 6一 7 月
。

季附着量(图 1钓以夏季最多
,

依次为秋
、

春季
,

冬季最少
。

动物的水层分布(图 巧)月板以下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

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 1
.

7 : 2. 5 。 年板以中层最多
,

表层次之
,

下层最少
,

三个

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

4 : 2. 5 : 1 。 附着海藻三个水层的比数为 3 4 : 0 : 1 。

石浦港的主要附着生物种类有克氏藤壶 Ba 扬韶
, a 。砂it rit

。
尺成ge rt’ Ni lss on

一

C an tel l
,

海葵 A c tin ia r ia
,

海筒媳 T u 吞“za ri a o a , i, a T orr 叮
,

褶牡嘱 。 , t ; ea 户lio tu la G o elin ,

真枝

媳 石。d e m d riu , n sp
. ,

李氏不等蛤 刀。o o ia 11, c左友
e i D

a u tz e n b er g & Fise h er ,

长额管栖蜚

C e
。户。

, lo o

gt’r
o , tr i; She n ,

克氏殖 口媳 ‘o , o t乃yr e a c la
,

·

友i (M
a k ta n n er 一

T u r n e
re ) 和讲苔

肠te r0 0 0r 琳
。 sp p

. ,

各主要种类的附着季节见 图 16
。

1
.

克氏藤壶 刀“la n u s a m p 五itr ite K 卜心
e ri N ils so n 一

e a n te ll 在石浦港贰板上附

着的藤壶有三种
:
克氏藤壶

、

糊斑藤壶和另一种藤壶
,

其中以克氏藤壶最重要
,

是石浦港

附着生物的优势种
,

后两种量很少
。

克氏藤壶的附着期在全年中只限于水温较高的 6一10

月
,

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
,

附着量为 1
,

。杜
.

7 克/米
2 ,

此后附着量逐渐下降
,

10 月份是附着

的尾声
。

石浦港克氏藤壶的个体一般比青岛港的大
,

其生长速度在幼虫附着后最初 3一4

个月生长较快
,

以后逐渐降慢
。

藤壶的金星幼虫在贰板上附着后第一个月的生长速度各

月有所不同
,

个体底盘平均道径以 7 月份最大 (9. 8 毫米)
,

依次为 8 月 (6. 9 毫米 )
, 9 月

(6. 8 毫米 )
, 6 月 (6. 1 毫米 )

,

而以 10 月份最小 (2. 8 毫米)
。 7一 9 月是一年中水温较高的

三个月 (2 6
.

7一2 7
.

7 ℃)
,

其生长与水温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
。

藤壶的水层分布
, 6一7 月

份上层附着较多
, 8一 1 0 月份下层附着较多

,

中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豹为

斗 : 1 : 3 0

2
.

海葵 A e tini a ri a 体浅黄色
,

在栽板上附着的量仅次于藤壶
,

但附着时简长
,

实

输所得的查料表明
,

在全年中除 3
、

5 月份外
,

其他各月份都有附着
,

主要附着期集中在
6一 10 月份

,

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 (两年智同)
,

握过附着较少的 8 月份以后
,

两年的 9 月

份又出现第二次附着高攀
。

12 月以后一值到第二年的 2 月之简附着量大大减少
,

只有零

星的个体附着
。

海葵在贰板上附着后第一个月的生长速度与藤壶相似
,

亦以 7一 9 月份个

体平均重量最大
。

它的水层分布较为均匀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 0. 8: 1
.

3 。

3
.

海简媳 T 众b u la r
记 m a 衬n a T orr ey 是一种较大型的水媳虫

,

茎部不分枝
,

粗

相略相等
,

环翰不明显与芽体相接处有一相腰
,

生殖体 9一16 穗粉杠色
。

附着期为 3一7

月和 9一n 月水温较高的 8一 9 月份附着很少和水温较低的 12 一2 月没有附着
。

第一年

附着高攀出现于 7 月
,

附着量为 7巧
.

8 克 /米
2 ,

第二年全年中附着高攀出现 牛月和 10 月
,

附着量分别为 1 06
.

9 和 2 4
.

3 克 /米 2。

其水层分布以中层附着量最大
,

表层和下层相近
,

三

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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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一

褶牡嘱
,

李氏不等蛤
,

真枝媳
,

长额管栖蜚等附着期为 6一 7 月
,

克氏殖 口媳的附着期

为 8一10 月
。

附着海藻有踢游苔 E 、er
o m or 琳

。 i , 。
ti、lis (L

.

) L扭k 附着期为 4一 6 月
,

条讲苔 E
.

c la t方r‘ ta
(R

o th ) 份
e v

.
e
m e n d

.

B lid in g 附着期为 6一9 月
,

螺旋济苔 E
.

, p i,。l行

Ts en g et C. F. C h a n g 附着期为 9 月
。

但三种海藻的附着量都很少
。

V
.

极林港

榆林港地处北 回归拔以南的热带海区
。

榆林港是港口小而内部竟敞的袋形海湾
,

湾

内水域面积大
,

受大陆排水的影响较小
。

各月平均水温在 2 1
.

0一33
.

0 ℃之简
,

年温差小
,

仅

为 12 ℃
,

整年月平均水温都保持在 20 ℃ 以上
,

海水盐度一般为 33
.

00 一 3东00 偏
, 9一 ]

.

0 月

份雨季期简
,

海水盐度降低(26
.

00 痴)
。

港内海水澄清
,

透明度为 2一5 米
,

较其他港都大
。

从 1 9 5 9 年 2 月 28 日开始到 1 9 6 2 年 6 月底止
,

我们在这个港内重复地进行了三周年

海港贰板实输
,

获得了大型附着动物 1 20 种
,

梅藻 28 种
,

其中椽藻类 n 种
,

褐藻类 4 种
,

杠藻类 10 种和蓝藻 3 种
。

附着动物中有海棉动物 斗种
,

腔踢动物 13 种
,

翘虫 1 种
,

多毛

类 13 种
,

苔藤动物 28 种
,

软体动物 3 , 种
,

甲壳类 16 种
,

海鞘类 10 种以及一些具类的

卵擎
。

附着生物远较我国其他各港为多
。

在草落中各类动物附着量的百分粗成以软体动

物
,

侮鞘类和苔藤动物占的比例最大
,

第一年软体动物占 48
.

0 多
,

海鞘类占 23
.

, %
,

苔释

动物占 16 .5 多
。

第二年软体动物占 , .6 %
,

海鞘类占 20 .0 多
,

苔薄动物占 1 3. 6务
。

第三

年软体动物占 85 泞多
,

海鞘类占 4. 0 多
,

苔藤动物占 6. 3 %
。

软体动物和海鞘类的附着量

虽然居于首要地位
,

但没有突出的优势种
。

软体动物具有坚硬沉重的石灰厦具壳
,

种类又

多
。

海鞘类个体大
,

所以量也特别大
,

但附着出现的频率较小
; 而苔藤虫和管栖多毛类出

现的撅率大
,

附着密度大
,

然而个体小
,

在量的百分祖成上所占的此例便不如软体动物 和

海鞘类
,

不象我国其他海港的优势种
,

不渝在附着量和附着倾率上郡居艳对压倒优势
。

榆

林港每月附着的种类很多
,

但附着量很小
,

而且三年中各年的情况又不一致
,

各个月份有

哪些种类附着 ? 以哪些种类附着量最大 ? 不象我 国其他海港那样有规律性
,

用一年的查

料足以代表
。

由于附着种类很多
,

也不能将三年各月附着的种类及其附着量尽列于表 上
,

兹将三年中各月附着量最大的种类列于表 5 。

从表 5 可以看出某一个月份
,

第一年是这种功物附着量大
,

而第二年就可能是另外一

种
,

变化多样没有固定的规律
。

三年中各月附着生物的附着量及主要种类的百分比兑图

17
,

月附着量的变动
,

各月附着量比较接近
,

变动幅度小
。

第一年的附着高攀出现于 3
、

7
、

10 月
,

形成高攀的种类分别为悉尼海鞘 击cid t’a 了夕浮刀 e i, 衍 sti m Ps on
,

盘管虫 H 夕击
口

江。

sP
.

和龙介虫 s仰ul a sP
.

。

第二年附着高攀出现于 n 月和 8 月
,

形成高攀的种类分别为

螺旋虫 s户t’ro
,

赫
s p

. ,

独角裂孔苔虫 s访讼。户o r e zla “。 ico 。行 (J
o h n s

to n )
,

海棉 s加
n g ia 和

褐草苔虫 B 。
卯份

。邵介俪 (Li nll 的
。

第三年的附着高辜出现于 5 月和 8 月
,

形成高攀的种

类分别为破海棉 R o t’er
二 sP

.

和加州草苔虫 B u
卯坛 ca lil , 瓜。 R ob ert so n 。

这些附着高攀

的出现都是由于在某一个月中
,

某种动物突然大量附着
,

而在其他年份不能重新出现的现

象
。

季附着量的变动 (图 18 )
,

以第一年夏季
、

第二年春季和第三年冬季的附着量最大
。

从三年总的情况看
,

季附眷量的变动比较平稳
,

春
、

夏
、

秋
、

冬四季相似
。

动物的水层分布

(图 19 )以下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为 1 : 2. 5 : 3. ,
。

海藻的

附着量很少
,

与动物相反
,

以表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下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总量的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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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2 : 2 : i 。

榆林港的附着生物量都不大
,

没有突出的优势种
。

但从表 5 中仍然还可以表明
:
盘

管虫 H州ro id e , sp
. ,

螺旋虫 s p ir o r石15 s p
. ,

加州草苔虫 B “g o za ‘a zif
o r n ic a R o be n ts o n ,

渴

草苔虫 刀u g “z“ n er it io a

(L in n 己)
,

裸囊海鞘 e n e m id o ca r p a sp
. ,

牡崛 o s tre a s p p
. ,

独角裂

孔苔虫 s c左1’z
o Po 犷。l坛 。n 介o rn 介 (J

Olm ts o n
)

,

卵形裂口 苔虫 sc 滩动
o m a o e lla

。。 o
浴

。a e a n u &

B a s s
l
e r ,

米氏小叶鞘 乙e p t o c

枷
u o m it , u左“

; 11 (O K A ) 和淤苔 E , te r 0 0 0 r户庵。 s p p
.

较为互

要
,

各主要种类的附着季节见图 20
。

1
.

盘管虫 Hy dr oi de
s s p

.

是一种具有石灰质管的管栖多毛类
,

为榆林港多毛类
,

扣最多的一种
,

在一年中每个月份都能繁殖附着
,

以 3一 8 月特别是 7一 8 月附着最多
, 9一

2 月份附着量较少
。

附着高攀第一
、

二年出现于 7 月
,

附着量分别为 78 .0 和 10 8 克 /米
2。

第三年出现于 4 月份附着量为 1 7 .7 克 / 米
2 。

其水层分布
,

以下层最多
,

中层其次
,

表层最

少
。

功虫附着后握一个月的生长
,

管长能达 1 7 毫米
。

盘管虫的一个生态特点与片状苔藤

虫一样
,

对于淤泥的沉积有一定的抵抗力
。

只要它们附着上
,

则少量淤泥在附着基
_
L的沉

积对它俩影响不大
,

因为它们的石灰厦管口可以朝上生长
,

如同池塘中撞花伸出于污泥一

样
。

但是淤泥沉积的速度太快
,

超过它能向上生长的速度
,

则仍然要使其遭到死亡
。

2
.

螺旋虫 知ir or bi s sP
.

在榆林港也是常年附着的种类
,

附着量一般都不大
。

虽

是个体小
,

但附着数目还是很多的
。

附着高攀第一年出现于 3 月份
,

附着量为23
.

3克 /米气

第二年出现于 n 月
,

附着量为 18 万 克/ 米
2。

第三年各个月份附着都很少
,

最多月份是 4

月
,

附着量为 0. 7 克/ 米
2 。

螺旋虫的水层分布与盘管虫相反
,

大量的个体附着于表层栽板
,

中层次之
,

下层最少
。

3
.

加州草苔虫 B ag
u坛 c a左fo rn ic a Ro be rts on 是榆林港附着生物种类中数量较

多的一种
,

常年都可以附着
,

附着量比褐草苔虫大
, 7一 8 月份最多

,

附着量为 27
.

8 克 / 米
之

和 2东 , 克 /米
2 。

加州草苔虫的水层分布以表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下层最少
。

三个水层附着

总量的比数为 1 10 : 6: 1 。

4
.

福草苔虫 B ag
u la n er i时n a (Li nn 的 与加州草苔虫一样

,

也是一种直立分枝

的草苔虫
,

但颜色为褐色颇易区别
。

每个月份都能附着
,

附着量不大
。

附着高攀第一年出

况于 2 月
,

附着量 1 0 .5 克 /米
2 。

第二年出现于 12 月
,

附着量为 30
.

2 克 /米
2 。

第三年出现

于 7 月附着量为 1
.

3 克 /米
2。

全年中 3一6 月份附着较少
。
褐草苔虫的水层分布以中层最

多
,

表层和下层没有显著的差异
。

幼虫附着后挫一个月的生长
,

翼休的高度可达 34 毫米

(19 6 0 年 s 月份)
。

5
.

卵形裂口苔虫 占七友名o

ma “之抽 。”oi 山
a c an u & Ba ss ler 是一种片状的苔薄

虫
。

在榆林港为常年附着型
,

全年各月份都能附着
。

附着高攀第一年出现于 10 月
,

附着

量为 3. 5 克 / 米
2 。

第二年出现于 3 月
,

附着量 2
.

1 克 /米
2。

第三年出现千 10 月
,

附着量为

1
.

8 克 /米
2 。

其水层分布以下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少
。

6
.

独角裂孔苔虫 反从
名
op

o re lla
u耐c

or n 坛 (Joh nt
s

。 ) 也是一种片状苔麟虫
。

附着习性与卵形裂口 苔虫很相近
,

在榆林港亦为全年附着型
。

第二年附着高岑 出现于 n

月
,

附着量 9. 2 克 / 米
2 。

水层分布以下层最多
,

表层次之
,

中层最少
。

7
.

悉尼海靴 A s时成口 ay dn
e ie nB 枯 Sti m Ps on 是一种个体很大

,

扁平的胶厦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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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
。

一年中以水温较低的季节繁殖附着
,

在月板
_

川衬着出现的机会不多
。

但因个体大
、

附

着量相当大
,

由于它的附着
,

可使总的附着量急骤
_

L升
,

第一年 3 月份附着高攀就是它的

附着形成的
。

其水层分布以下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少
。

8
.

米氏小叶靴 LeP to c li n u m 而ta u kur ii (o K A ) 是一种胶厦拿体悔鞘
。

水温

较低的 2
、

3
、

5 月没有附着
。

全年中以 10 月和 11 月附着量较大
,

最大附着量为 3. 6 克/

米
2。

其水层分布以下层最多
,

表
、

中层相近
,

量均较小
。

9
.

裸级海鞘 O
盆e

而do
c a rP “ sP

.

为扁平革厦单体海鞘
,

以身体后端固着于附着

基上
。

在三年的稠查中除 2
、

7 两个月没有附着外
,

其他月份都有个体附着
。

其繁殖附着

期一年中有二次
: 3一5 月和 8一n 月

,

繁殖附着盛期为 5 月
,

附着量 3 .9 克 /米
2 。

其水层

分布是中
、

下层较多
,

表层最少
。

10
.

慈壶 B a 坛n aB sP
.

在榆林港附着量很小
,

不属于优势种类
,

附着期局限于 6一

12 月
,

从附着的情况看
,

在这 6 个月中
,

并非一值速糟而是具有断擅的简歇期
。

全年中附

着高攀第一年出现于 12 月
,

附着量为 5
.

乡克/米
2 ,

第二年出现于 7 月
,

附着量 5
.

0 克 /米
“ ,

第三年附着量各月都很少
。

其水层分布
,

第一年下层多
,

第二年中层多
,

第三年表层多
。

1 1
.

牡级 O Bt , a s

PP
.

榆林港的牡瞩种类较多
,

有椽齿牡嘱 0
.

。邵心ife
r 二

so
-

w er by
,

叶片牡嘱 0
.

fo lz’“m Li lln 己,

褶牡瞩 0
.

户lic at “la G m eli n 和咬齿牡嘱 0
.

。口

以。

G O u ld 等
,

以前二种牡瞩的量最多
。

成体较易鉴定
,

幼体fllJ 很难一一加以区别
。

三年的稠

查查料
,

除 3 月份的贰板没有牡瞩附着外
,

其他月份都有
, 8 月份为附着高攀

,

附着量 8
.

3

克/ 米
2 。

牡瞩附着量不大
,

但具有石灰质员壳
,

用左壳牢固地附着在附着基上
,

生关决
,

对

海上水工建筑物有相当大的影响
。

其水层分布以下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少
。

12
.

克氏殖口媳 ‘沁”of 妙re o c坛ki (M
a k tan ne r 一

T ur ne re) 是一种值立分枝的翠

体
,

附着期 7一 2 月
,

附着高攀 出现于 9 月份
,

附着量 0
.

2 克 / 米
2 。

其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表层和下层相近
。

13
.

获枝媳 O be li o sp
.

附着期从 3 月开始
,

断断糟擅一直延擅到 1 1 月份
,

以 3一

斗 月附着量最大
。

其水层分布是表
、

中层较多
,

下层最少
。

14
.

浒苔 石n te ro m o , 五a s

PP
.

在榆林港贰板上附着的济苔有二种
:
条淤苔 胶

c la t滩。ta (R o th ) Gr
e v

.

e m e n d
.

B lid in g 藻体椽色
,

中空管状多分枝
,

常年附着
,

附着高攀

在 3 月和 12 月
,

附着量分别为 0
.

, 和 0
.

3 克 / 米
2。

一

另一种为外形条状的管淤苔 E
.

t “bul
o

。

K 血二
仅在 8 月份的裁板上附着出现

。

15
.

刚毛藻 C阮成, 五or “ s

PP
.

在榆林港贰板上附着的刚毛藻也有二种
:
一为藻

体分枝
,

肉眼可兄到外形上的分隔痕迹
。

常年附着
,

附着高攀出现于 10 月
,

附着量 1
.

7 克 /

淞
。

另一种刚毛藻外形与前一种相似
,

唯较杆初
,

附着 出现的月份是 4一6 月和 10 一 12

月
,

附着最多的月份是 12 月
,

附着量 7
.

0 克/ 米
2 。

16
.

水云 E 七to c a rP uB
sp

.

藻体褐色
,

柔软多分枝
。

在月板上 2
、

8
、

10 三个月有

附着
,

2 月份附着最多
,

附着量为 1 0
.

9 克 / 米
2 ,

8 月附着最少
,

附着量为 0. 2 克 / 米
2 。

三
、

中国主要海港附着生物的水层分布

从大范围来靓
,

我佣的实髓栽板靛置的深度都属于表层或海洋的上层水域
。

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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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水层分布仅是从水面到水深 斗米之简的三个不同水层的贰板上附着生物形成的差异

而言
。

各实盼港三个水层附着生物总量的比数列于表 6 。

表 ‘ 中团全要海港海洋附潜生物的水层分布
T a b le 6

.

D is tr ib u tio n of fo 曰in g o 乍
a n i. m . at d iff e

re n t

le 甲el o in 。。 m e im 即此
. n t C hin e . e

卯rt 。
·

三个不同水层附着总量 (克 /彩) 的比护
)

案皇岛港 e h in w a , 、g t a。

大莲港 D a ir e rl

青岛港 T sin g ta ()

石浦港 S hih p u

榆林港 Y u li
: 飞

⋯
墨猎⋯巡燮鹭⋯醚墨

⋯

3
·

5 ’ 弓 : ‘

}
,

·

“ : 3
·

三
: ’

{
_

_

2 : ‘
·

”

}
‘

·

, : “
· z

“ 1
’一 , : ‘ : ‘,

2
·

, ’ 3
·

5

” {
’ 5 : 7

·

” : ‘

{
”“ : ‘’ : ‘

‘ ’ ‘
·

7 : 2
·

5
}
‘

·

” ‘ “
·

, : 1

{
3 “ : 。 : ‘

1 : ” :
‘

,

{ “
“ : ,

}
1) R a tio o f w e ig h t

(g / 。
,

)
o f fo u lin g o r g a n is ,n s a t t h r 。。 (

liff
e r e n t w a t e r le v e

ls ;

2 ) F o u lin g a n im a ls a tt a c h e d o n t h e m o n t hly p a n el;

3) F o u lin g a n im a ls a tt a eh e d o n th e a ,i n u a l p a n e l;

4) F o u lin g a lg a e o t ta c l、e ‘
1

o n t }, e rn o n th ly p a ol o
l;

5) U p p e r I
e v el;

6) M id d le le v el;

7) L o w e r le v el
.

从表 6 的查料可以看到下列儿个明显的现象
:

1
.

附着动物和附着海藻水层分布不同
。

附着动物在月板和年板上
,

其总量比数一般

都是中层最大
,

表层和下层较少
。

海藻在月板上附着总量比数
,

Rlj 是表层居艳对优势
,

中

层次之
,

下层最小
。

这种现象与生物体或幼虫的生理特性
—

对光的不同反应相关
。

海

藻进行光 合作用需要阳光
,

因此有更多的海藻抱子附着于表层
,

形成表层附着量此中
、

下

层大的情况
。

附着动物的幼虫对光的反应虽然随种类有所不同
,

但一般都是背光性的或

趋光反应小的种类
:
例如布杖藤壶的幼虫

,

虽早期有张烈的向光性 t61
,

但到附着时它的幼

虫在三个不同水层的贰板上附着的数量
,

表
、

中层已粗相近
,

下层较少税明了它的趋光反

应程度已有所减弱
。

克氏藤壶与布校藤壶相反
,

为背光性的
,

中
、

下层的附着量远比表层

附着量大
。

苔藤虫的幼虫在孵化时是向光性的而在附着前alJ 是背光性的[sl]
。

贻具
、

玻璃

侮鞘
、

柄海鞘等根据我们的观察也都是背光性的
。

所以附着动物形成中
、 一

卜层的附着总量

大于表层
。

特别是中层是动物附着最适宜的水层
。

2
.

南北海港附着生物水层分布的趋势不同
。

自秦皇岛到榆林港从北到南
,

海洋附着

生物水层分布的趋势
,

除大建港水面机油特别多不利生物附着的特殊情况外
,

一般北方海

港是中
、

表层附着量大
,

而南方海港Bl] 偏于中
、 一

卜层附着量大
。

产生这种水层分布趋势的

偏向
,

可能与南方海港夏季表层水温过高有关
。

其次是海港的深度
,

若海港水浅
,

底厦泥

沙常 由风浪的橙拌
,

使淤泥浮悬于海水中
,

越靠近海底海水就越混浊
,

不利于附着生物附

着生长
,

例如石浦
、

榆林两港月板下层附着量大
,

是由于石浦港深度较大而榆林港虽深度

不很大
,

但海水澄清
,

透明度大
,

减袒了淤泥的影响
。

3
.

下层年板的附着量除榆林港外一般都较小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木厦贰板

在海水中浸放的时简长
,

严重遭受船蛆
,

蛀木水益钻触生长的破坏
,

特别是象大速
、

青岛
、



海 洋 与 湖 沼 6 卷

石浦等侮港式板表面有藤壶
、

贻只
、

柄海鞘等大型附着生物附着
,

鱼荷大
,

使板面$lJ 落所

致
。

榆林港板面附着生物重量小
,

耸荷小
,

剥落现象较袒
,

因此下层年板仍然保存着较大

的附着量
。

_

t 述这些现象表明附着生物的水层分布与生物体或幼虫的生理特性和各港的 自然环

境的特点及水文因素都有关系
。

四
、

中国主要海港附着生物的逐年变化

通过在一个海港速糟儿年重复性的海港裁板实盼所获得的大量查料征明
:
海洋附着

生物年与年之简存在着一定的变化
。

海洋附着生物的逐年变化主要表现在附着生物草落

中各类动物的百分粗成
,

附着种类的增减
、

附着量大小的变动混律
,

附着高攀出现的时尚

和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等
。

我 国各主要海港附着生物的逐年变化
,

各港情况不一致
:
大

速港拿落中各类动物的百分祖成有一定的变化
,

第二年始只少
,

藤壶的量相对增大
。

附着

种类在三年中没有显著的增减
。

总附着量第二年较小但附着量的变动三年很有观律
,

附

着高攀 出现于 7一 8 月
。

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为藤壶
。

青岛
、

石浦两港拿落中各类动物的

百分祖成儿年都相当一致
,

青岛港以海鞘类最多
,

甲壳类次之
。

石浦港以 甲壳类最多
,

腔

腮动物次之
。

附着种类各年也没有显著的变化
。

附着量的变动颇为规Hll
,

附着高攀总是

出现于水温较高的儿个月
,

形成附着 高攀的种类都是藤壶
。

榆林港附着生物拿落中各类

动物的百分粗成还是比较一致的
。

附着种类三年有较大的不同
。

附着量的变动不观律
。

附着高攀出现的时简和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
:
第一年为 3

、

7
、

10 月
,

形成附着高攀的种

类为悉尼海鞘
,

盘管虫
,

龙介虫
。

第二年为 8
、

n 月
,

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为螺旋虫
,

独角

裂孔苔虫
,

海棉和揭草苔虫
。

第三年为 5
、

8 月
,

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为矶海锦和加州草

苔虫
。

总之大速
、

青岛
、

石浦甜港附着生物逐年变化较商单
,

附着种类和全年附着高辜出

现的月份
,

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等都比较侄定
,

惟附着量逐年有一定的变动
。

榆林港的

逐年变化AlJ 十分复杂
,

不仅附着量和附着 高攀的出现时简有剧烈的变化
,

而且附着种类各

年也有很大的差异
,

形成附着高攀的种类也三年迥异
。

根据上述查料看来
,

热带海区的

海港比温带海区的海港附着生物逐年变化复杂
,

因此要比较彻底地了解一个侮港附着生

物的情况
,

在热带海区的海港应比温带和寒带海区的海港多速擅进行几年的翎查研究工

作
。

各港海洋附着生物逐年变化的内容和程度
,

以及同一年各个海港附着量变动的趋势

也不一致的事实税明
,

导致发生逐年变化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
。

应歌是与敲港的 自然环

境
,

水文因素和分布于这一悔港的附着种类及其生态特性分不开的
。

考虑海港的 自然环

境和水文因素时
,

首先必需注意到海港的特点
: L 海港都是紧靠大陆边椽

,

受大陆和各港

陆域的影响很大
。 2

.

大多数海港着有突堤和防波堤等外围防护桔构所包 围的半封阴型的

小水域
,

使港内外的海水难以得到充分的交换
,

海港陆域排水中少量的物质在这种小水域

中就能发生亘大作用
,

影响到生物的附着
、

生长和繁殖
。

因此
,

甜如港内海水的温度
、

盐

度
、

物理
、

化学性厦
、

海水污浊等
,

都受着这两个特点的制豹和增加了它们的复杂性
。

例如

大建港第 2 年沿岸地区海水表面浮满了一层黑色剧臭的机油
,

大大的影响生物在贰板
_

_

上

附着
,

总附着量显著下降
,

豹为第一年的 J/ 工。。 在考虑生物方面的原因时
,

对在这个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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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着生物种类的多少? 以哪些种类为摹落的优势种 ? 这些优势种类在这个海港中是属

于哪种附着类型都有关系
。

例如大建
、

青岛等港附着生物种类较少
,

优势种特别突 出
,

附

着量大
,

要有很大的环境因素的改变才能发生影响
,

所以这些悔港附着生物逐年的变化较

为筒单
,

而榆林港的附着生物种类多达 12 0 种
,

优势种类不明显
,

常年附着型的种类多
,

总

附着量小等
,

形成了榆林港附着生物逐年变化的复杂性
。

五
、

中国沿岸附着生物的附着特性和附着季节的变化

附着生物最重要的生态特点之一
,

是要有供它附着的附着基
。

根据刹查所得的查料

表明 : 不同种的生物对附着基的要求不完全相同
。

有的种类有较严格的要求
,

如青岛港

的柄海鞘不适于在每月新投放的
、

在海水中浸置时简短
、

表面干泽的月板上附着
,

而适于

在海水中放置较长期的
,

先有其他生物附着的年板上附着
。

藤壶
、

牡瞩
、

苔辞虫
、

盘管虫
、

始只等则没有这种局限性
,

它们的幼虫在各种附着基上都能附着
,

但在不同类型和不同性

厦的附着基上附着的多少
,

有所不同
,

仍然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
。

例如青岛中港川却一

1 9 6 1 年 3 年中的 6 月份
,

藤壶在两种浸放不同时简的贰板
_

上附着的数 目不同 (兑表 7 )
。

戮 7 在新投放和已在海中注放二佃月的雨种就板上旅盛附. 的徽目 (个/彩 )
T . b】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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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 可以看出
:
新投放的贰板比在海水中已握浸放两个月的贰板上附着的个休数

更多
,

这个事实表明干净的贰板比陈旧的贰板更适合其附着
。

加州草苔虫也有相同的性

质
,

在干滓的贰板上比已在侮水中浸放 2一 3 个月以后的贰板附着量大
。

始具
,

史氏菊海

鞘
,

赤菊海鞘和海葵等与前两种相反
,

在有藤壶附着的贰板上比千滓的拭板附着的数量

多
。

褶牡瞩在花岗岩石质的附着基上比木质的贰板上附着的密度大
。

盘管虫在铜板 上比

木质的贰板上附着的数目多
。

各种动物有自已的特性
,

这种对附着基要求的微小差异性

为人力千蔺生物的附着提供了可能性
,

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目的
,

在养殖上#lJ 造更有利 于

它们附着的高产措施
。

在附着生物防除上采用更有效地避免它们附着的办法
。

关于海洋附着生物附着季节的变化
,

Re dfi el d & D ee vy 叫 已挫总桔了大量聋料并把

它归钠为下列 4 个类型
:

1
.

无季节变化的常年附着型
—

常年附着
、

无明显的季节变化 ;

2
.

常年附着型
—

常年附着
、

在一年中有一个附着高攀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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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单期附着型
—

在全年中附着期局限于一段时简 ;

斗
,

双期附着型—
一

在全年中有二个分离的附着期
。

海洋附着生物附着季节变化类型的划分
,

不是孤立地单从种类来进行
,

还需枯合各种

的分布地点来确定
。

一种生物
,

特别是广分布的种类
,

在它分布区的不同地点附着季节变

化类型可以有所不同 ; 在这个地点属于这个类型
,

在另一个地点就可能属于另一个类型
,

因此必需以具体的分布地点作为划分的条件
。

_

L述各主要海港的稠查查料表明
,

我国洽岸附着生物附着季节变化 有以 下 儿个特

点 :

1
.

大速港的曲膝戴枝媳 。死ll’a ge ne cu lat 。
(Li nn 的

,

大速港
、

青岛港和石浦港的海筒

媳等腔踢动物附着期的季节变化属于双期附着型
。

各港的藤壶属于单期附着型
。

榆林港

的盘管虫和螺旋虫属于常年附着型
。

中国沿岸只有
_

上述三种附着类型
,

其中以单期附着

型的种类最多
,

没有发现无季节变化的常年附着型
。

2
.

榆林港常年附着类型的种类多
,

其他海港均以单期附着型的种类占优势
。

3
.

大多数分布于我国沿岸的种类
,

如加州草苔虫
,

独角裂孔苔虫等在北方海港附着
一

期短
,

属于单期附着型
,

在热带的榆林港附着期遍及全年
,

属于常年附着型
。

附着期季节

变化的动向是由北到南逐渐增长
。

六
、

中国沿岸各主耍海港附着量的变动规律

中国沿岸各主要海港每月的附着量列于表 8 。

以石浦港的附着量最大
,

全年总附着

量为 3, 12 6. 7 克
。

青岛港第二
,

全年总附着量 2 , 7片
.

3 克
。

大速港第兰
,

全年总附着量

2, 2 n
,

8 克
。

榆林港第四
,

全年总附着量 3 68
.

, 克
。

秦皇岛最小
,

全年总附着量 38
.

2 克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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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海港的总附着量都比厦阴港 [9] 小
。

各港附着量的变动情况如下
:

1
.

季附蒲 t 的变动情况 秦皇岛
、

大建
、

青岛
、

石浦一年四季都有剧烈的变化
,

均

以夏季的附着量最大
,

依次为秋季和春季
,

冬季最小
。

榆林港Blj 不同
,

一年四季没有显著

的变化
,

与其他海港相比
,

其夏季附着量相对地减少而冬季增加
,

四季差别不大
。

但根据

所得的查料仍然可以看到夏季的附着量稍稍大些
。

因此我国沿岸各主要海港附着生物季

附着量的变化规律
,

一律是以夏季附着量最大
,

依次为秋季和春季
,

冬季最小
。

2
.

月附浩贵的变动 月附着量 的变动情况可以分为二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是各月附着量不均匀
,

一年中有较固定的附着高攀和形成附着高攀的种

类
。

全年可以分为二段时期
:
一为附着盛期

,

是一年中水温较高的儿个月
,

其附着量占全

年总附着量的 90 多 以上 ;附着最多的一个月
,

月附着量豹为全年附着总量的三分之一
,

这

一时期是海上水工建筑物受害严重的季节
。

一为附着淡期
,

是一年中水温较低的几个月
,

如秦皇岛港为 10 一 , 月的一段时尚
,

在寒冷的冬季
,

沿岸有长达 2 个月之久的冰冻期
,

基

本上没有生物或很少有生物附着
。

大速
、

青岛
、

石浦等港 自 n 月到翌年的 5 月
,

在这段时

简内没有具石灰质具壳的动物附着
,

仅有少量腔踢动物
,

麦杆虫
,

端足类
,

海藻等生物附

着
,

是海上水工建筑物受害较袒的季节
。

盛
、

淡两期的划分界拔
,

基本上可以以藤壶的附

着期为依据
,

有藤壶附着的期简为附着盛期
,

没有藤壶附着的期简为附着淡期
。

在秦皇岛

藤壶很少的情况下可以用肋苔虫的附着期为依据
。

第二种类型是各月附着量小而较均匀
,

一年中附着高攀出现的时简和形成附着高攀

的种类不固定
。

附着量的变动高低起伏
,

形成波浪式
。

在全年中不能如第一种类型那样

划分为附着盛期和淡期
。

我国榆林港 nlJ 属于这一类型
,

海
_

L水工建筑物受害情况整年相

似
o

根据以上这两个类型附着量变动的规律
,

对附着生物的防除措施可以作不同的安排
,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海港
,

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船底附着生物的刮除
,

浮标以及海上水

工建筑物的保养推修
。

附着量变动属于第 2 种类型的海港
,

各月附着情况相似
,

就无选择

的必要了
。

影响总附着量 的大小和各月附着量变动的因素很复杂
,

它是各种 因素粽合作用的拮

果
,

很难逐一加以阐述
。

但一般税来影响总附着量的大小
,

主要是取决于附着生物的种

类
。

例如秦皇岛港和榆林港没有藤壶或很少有藤壶附着
,

其附着量和那些以藤壶
、

柄海

鞘
、

贻只居于优势的海港相此就显得特别小
。

影响各月附着量变动的因素 (指同一海港不

同月份附着量大小的阴履)
,

最主要的是水温和附着生物繁殖
、

附着的生理生态特性
。

其

他的因素如海水的盐度
、

透明度也都有影响
,

但是前面曾提到海港通常是在大陆边椽而且

具有小水域的特点
,

各种因素变化较大
,

附着生物一般是广盐性的种类
,

对盐度变动的抵

抗力较强
,

盐度对它们的影响较小
。

温度对于附着量变动的影响
,

是通过附着生物的繁

殖起作用的
,

每种海洋生物 的繁 殖都要求一定的水温范围
,

例如贻具的繁殖适温是 8一

16 ℃叫
,

布杖藤壶的繁殖适温根据我俏栽板的查料是 13 一 2 6 ℃
,

褶牡崛
1)
产卵季节开始的

水温是 17 一18 ℃ 之简 [8]
,

不同的海洋生物有不同的繁殖适温
,

能否繁殖附着就水温因子
-

l) 过去定为愉帽牡瞩 O ‘t”e a c “c “lla l a B‘, r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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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脱
,

依辍于敲地当时有否它所需要的条件
。

因此
,

温度值接控制着生物的繁殖附着
,

是

影响附着量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

从表 8 可以看到在我 国沿岸海水水温年温差从北到南逐渐的变小
。

年温差大表明相

对高温的时简较短
,

年温差小
,

郎相对高温的时简长
。

高附着量的月份随着温差的变小而

伸长
:
秦皇岛港附着量高的月份是 6一 9 月

,

大速港
、

青岛港是 5一10 月
,

石浦港是 4一 10

月
,

厦阴港 [91 和榆林港几乎遍及全年
。

这种现象充分的反映和就明了温度对海洋附着生

物附着量变动影响的事实
。

一

七
、

精 潇

粽上所述
,

我国沿岸各主要海港海洋附着生物有各港的特
.

气
,

兹归钠如 卜:

. 皇岛港 海洋附着生物种类食乏
,

没有藤壶附着
,

海藻种类少
。

拿落的优势种为

西方三胞苔虫
,

独角裂孔苔虫和密鳞牡瞩
。

附着量小
,

变化大
,

属于附着量变动的第一种类

型
。

各种功物附着期集中于全年水温较高的 6一 9 月份
,

全年中有一段水温低的季节
,

沿

岸冰冻
,

水温处于零下
,

没有生物附着
。

敲港附着生物附着的季节变化
,

都为单期附着型

和双期附着型
。

动物的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表层与中层相近
,

下层最少
。

大澳港 海洋附着动物和海藻种类都较为丰富
。

在种类祖成中有暖温带和寒温带

性种类的成份
,

属于前者的有布校藤壶等
,

属于后者的有始具
、

白藤壶和柄海鞘
,

而且以布

较藤壶和贻具为象落的优势种
。

附着量大
,

变化剧烈
,

属于附着量变动的第一种类型
。

效

港附着生物附着季节的变化除单期附着型外
,

还有少数双期附着型的种类
。

附着期一般

较秦皇岛长
。

全年中每月都有生物附着 出现
一。

动物的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一

f; 层次之
,

表

层最少
。

青岛港 海洋附着动物和海藻种类复杂
。

种类祖成中也包含有暖温带和寒温带的

种类
。

贻只较大速港少
,

而以另一种寒温带的种类
—

柄海鞘和暖温带的种类
—

布杖

藤壶祖成拿落的优势种
。

附着量大于秦皇岛和大速两港
,

附着量变动情况亦属于第一种

类型
。

敲港附着生物附着季节的变化
,

有单期附着型和双期附着型而以前者为主
。

动物

的水层分布以中层最多
,

表层和中层相近
,

下层最少
。

青岛港海洋附着生物的特点与大速

港非常相似
。

石浦港 海洋附着动物种类多
,

海藻种类少
,

祖成拿落的种类性厦较为筒单
,

没有

寒温带的种类参与
。

拿落的优势种为克氏藤壶
、

海葵和海筒媳
。

附着量是本文所提及的

各实盼港中最大的一个海港
。

优势种所占的附着量很突出
,

高度集中
。

附着量的变化情

况属于第一种类型
。

敲港附着生物附着季节的变化仍以单期附着型为主
,

有的种类如海

葵附着期之长
,

已将近成为常年附着型
。

动物的水层分布以下层最多
,

中层次之
,

表层最

少
。

附着生物的特点与厦阴港 [9] 比较相近
。

愉林港 海洋附着生物种类繁多为各港之冠
,

均为暖温带和热带性种类
。

拿落的

优势种不明显
。

藤壶的量很少
。

榆林港附着量小而较均匀
,

附着量变动高低起伏形成波

浪式
,

属于附着量变动情况的第二种类型
。

各个种的附着期长
,

敲港以常年附着型为主
,

其次为单期附着型
。

动物的水层分布以中
、 一

卜层最多
,

表层最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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