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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的浮游软体动物

H
.

黄海和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生态的研究
‘

,

张 福 绥
(中国科学院海岸研究所)

在浮游动物生态的研究中
,

软体动物的研究较其他类群为少
。

以往的报告
,

多偏重于

地理分布的论述 [14 ,l5
, “一2 口,22

,

26 一 29] ,
一

也有少数涉及垂直分布口
,

26. 圳
、

相对数量 [z3
,

川和生物学的

研究 [17 ,21 ,z3]
,

此外也有人以浮游软体动物作为水团或海流的指示生物 [16 ,2J ,2tiJ
。

总的说来
。

浮

游软体动物的生态学研究还不多
,

而且专论浮游软体动物生态的论文
,

几乎都取材于北大

西洋两岸海域
,

而有关西太平洋方面的研究成果
,

迄今尚未见到过
。

黄海与东海是受大陆气候与陆地水文影响较大的浅海
,

因此环境条件的变化极为复

杂
。

特别是黄海中央冷水团的存在 [9j 和不同水系与海流的消长 [“〕,

对擎生于这 一海区的

生物
,

尤其是浮游生物的生态状况 自然会有显著的影响 ;反之
,

浮游生物的生态状况
,

也会

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海区的水文特点
。

本文以生活的浮游软体动物为材料
,

对黄
、

东海浮游

动物生态学的某些间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

一
、

材料 与 方法

本文利用的材料为 19 卯 年 7 月一 1 9 5 8 年 8 月在渤海与黄 海北 部 及 1 9 5 8 年 9 月一

1 9 5 9 年 12 月在黄海南部及东海北部采集的定量样品
,

共 5 2 21 号
。

采集网系 19 5 8 年太

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确定用于浅海的大型网
, 口径80 厘米

,

G G 36 号

筛绢
,

每厘米 15 个孔 目 [ ’l。 每站每月 自海底至表面进行拖网一次
。

采得的样品以 5务 的

福尔马林固定
。

以肉眼或在解剖镜下计数全部样品的个体数量
。

除明螺属(击l柳, ‘
)的一

部分标本因 贝壳破损不便鉴别种类只得以属进行统计外
,

其他均分种计数
。

黄海与东海的浮游软体动物
,

迄今已知者有翼足类(R er o p o d a
)

、

异足类 (H et er o p o d 。)
、

海蜗牛类(J
a n t场n id a e

)及腹翼螺类 (G
a stro p ter o n id a e)

。

其中
,

后者种类及数量都非常少
,

分

类工作尚未完成
,

因此本文讨论的浮游软体动物只包括前三类
。

为了论述方便起见
。

将本文论及的海域划分为南
、

北两部分
: 北部为 3斗。 N 以南(不

包括 3 4 O

N )
, 3 1 O

N 以北 的范 围 :南部为 3 l O

N 以南 (包括 3 一。 N )
, 2 8 O

N 以北 (包括此纬度)

的范围
。

34
O

N 以北
,

几乎不存在这三个类群的浮游软体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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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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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的浮游软体动物 1
.

翼足类
、

异尼类及海蜗牛类的分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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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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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的粗成及分布

(一 ) 组成

本文材料中
,

共有浮游软体动物 3 6 种 (图 1 )
:
翼足类 26 种

,

异足类 8 种
,

海蜗牛类

士种及分类地位尚未确定的一种 (弦卷螺)
。

就个体数量而论
,

翼足类约 占 8 7 %
,

异足类

约占 夕务
,

弦卷螺约占 6 % 弱
,

海蜗牛类仅有出现
。

在这些种类中
,

数量上占优势的仅有尖笔帽螺
、

马蹄嫉螺
、

玻怀螺及强卷螺 牛种
。

从

数量组成的百分比看来 (表 1 )
,

南部与北部的优势种基本上一致
,

优势程度的相对顺序
一

也

一致
。

只不过在北部种类及数量大为减少
,

因而各优势种所占百分比的情况便与南部不

同
。

如尖笔帽螺
。

在南北两部均为最优势种
,

其数量在南部占 41
.

3 %
,

但在北部便占7 7
.

5务
。

其他优势种在本海区南北两部所占的百分比亦均有变化
。

表 1 黄
、

东海潭游软体动物粗成的百分比

T a b le 1
.

Pe r e e n ta g e c o m p o s itio n o f p e la g ie m o llu o e s in t he E a s t

C h in a Se a a n d t he Y e llo w S e a
.

~ 一~ ~
~

亘分比 p e r e o ll t a g e \
\

\\
海区

R e g l(〕11

\ \\ 南部 s、, tlt }、。 r 比 p a f t 北部 N o f t h e r li , , 。 r t

类别 5 1〕e e ie s 〔, 。 g r 。)u {, 。 二二飞火

马缔蝮螺 乙i
, , ; a e i

, , u , ,。。八ij
o , 二, ,

s、 (
,
l
’

o
:书 ig n y)

尖笔帽螺 e ,
·

e , e i了 a e i“
了
l“ R a ,飞g

玻杯螺 月夕
‘, z。

。。,

l; 二 5 2, j
o za

(R
a . , g )

其他翼足类 f) th e ;
t

o t e r o p o ‘
I
“

强卷螺 刀 g a 汀
, , , ‘; ; 11

, 、户; 0 0 1 A
.

A 、la
llls

异足类 H
e te r o p o ‘1

5

2 6
.

3 %

斗1
.

3%

9
.

8%

9
.

4%

5
.

8%

7
.

斗%

12
.

7 %

7 7
.

5%

〔)

0
.

‘%

6
.

8 %

2 斗%

本文论述的 36 种浮游软休动物
,

在南部均有 出现
,

其中有 斗个优势种
,

占总个体数量

的 83
.

2 %
。

北部共出现 13 种
,

其中有 3 个优势种
,

占总个体数量的 97
.

0 %
。

在上述优势种中
,

应当特别提及尖笔帽螺及玻杯螺
,

它们的个体比其他两个优势种大

数十倍
,

如果就生物量论
,

它们的优势程度就会更为明显
。

(二 ) 分布

浮游软体动物在黄
、

东海的分布北限
,

一般不超越 3 4 O
N (图 1 )

。

出现的种数随纬度

的减小而增加
,

各纬度增加种数大致相等
。

34
O
N 以北仅发现一种

, 3 3 O

N以北 (包括 3 3 O

N
,

下同) 6 种
, 3 2 O

N 以北 1 1 种
, 3 1 O

N 以北 1 8 种
, 3 0 0

N 以北 2 5 种
, 2 9 O

N 以北 3 1种
, 2 8 C

N

以北连同 2 8 O
N 附近共 36 种

。

平均每纬度相差 6 种左右
。

有些种类
,

如马蹄崛螺
、

尖笔帽螺
、

锥笔帽螺
、

无鳃螺
、

玫瑰明螺及强卷螺等
,

有时在

33 一34
O

N (1 23 一 1 24
O E )处出现

。

从表 2 可看出
,

这种情况似乎全年都有
。

但以 10 一 12 月

较明显
。

引人注目的是这几个月正是水温逐渐下降
、

浮游软体动物的分布范围逐渐向南

回缩的时期
,

但在这里 出现的种数反而较其他季节多
。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水平分布的范围
,

因季节而有变化
。

一般夏秋趋向近岸
,

冬春

趋向外海
。

水温上升季节
,

分布范围逐步向北扩展 ;水温下降季节
,

又逐步向南退缩
。

如

尖笔帽螺 (图 2 , A )
, 19 5 8 年 9 月向北分布到 3 3 0 1 5

’

N
,

以后逐渐向南回缩
,

翌年 斗月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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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的季节分布与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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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前文
‘ ,
中的寡齿拟皮鳃螺

、

多盘拟支鳃螺及背鳃螺在本文中已改为
“

寡齿拟皮鳃
” 、 “

多盘拟皮鳃
”

及
“

背鳃
” 。

2 ) 未记录出现 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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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浮游软体动物在 3 3
。

一3 4
“

N
,

12 3
。

一 12 4
O

E

T a ble 2
.

M
o n th s o f o e e u r r e n e e o f p e la g ie m ol lu s e s

一带出现的月份

3 3
“

一3 4
“

N
,

12 3
“

一1 2 4
“

E
.

种类 s p e Ci。
,

马蹄蝮螺 L , , , , 。c , 。a , ,、c
乃

,

j
o , 二, ,

i了

(d
’

o fb ig n y)

尖笔帽螺 C ,‘、巴 ; 了 。 c
ic

, ,
z探 R a , 19

锥笔帽螺 C r e : 己, , 。 , ,著 , ,
z。

E s e h s e h
o
lt z

‘
·

O 刀了乙泞

无鳃螺 A b
, ,

。 , : e
乃
“ e a c

人i
, , e , : ; : ;

Z 子l a x l g

玫瑰明嘿
、

4 , l。
, , , ‘, ,二 : e 凉 S o tl

}
e \

,

c t

孩卷螺 汀 g耐
, 、“ 、 , i

, 、户了 。 。 :

A
.

A d a 一丁2 5

万付三口卿不口回可回
三耳平

~

一}一{一阵⋯一}二卜}一阵}一⋯二⋯一!一{一{一⋯二
-

月一⋯一卜{一卜⋯一卜}一卜⋯一阵⋯一阵卜⋯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
二{一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阵

! ! } + ! { } ) { { }_
-

匕卫创
-

土上
-

lxx瑙洲
l.u川lv>功\/ll训汉x期Xll以义期划l二llllv>叭\’llVllllxxxlXll以又”Xll l。llllv�叨\/ll训以x习划

三8 多2
口

3 4 N

lxx力划1lllllry>讥训\’ll1以
x双期以xxlXllmnllv>明VII姗lxxxlXll

图 2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水平分币的季节变化 ( 1f) 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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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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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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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海区完全消失
, 5 月复出现

, 8一 9 月又达 3 3
公

N 附近
,

以后又向南 回缩
。

马蹄蜕螺

(图 2 , B ) 在这一海区终年出现
。

但其向北的分布范围
一

也表现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它耐

低温的能力较前种略强
,

因此向南 回缩的幅度便不象前种那么大
。

玻怀螺 (图 2
,

C )于

1 9 5 8 年 9一 10 月向北分布到 31
‘〕3 0

’

一兑
。
N

,

以后向南逐渐回缩
,

以致消失
,

翌年夏季又

出现
, 9一10 月达 3 1 O

N
,

以后又向南回缩
。

这种螺暖水性较强
,

因而在这里消失的时间

较长
。

明螺 (图 2 , D )于 1 9 5 8 年 9 月达 3 3 0 15
‘

N
,

以后逐渐向南回缩
,

翌年 3 月完全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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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斗月复出现

, 9 月达 32
O

N
,

个别个体出现于 3 5 O

3()
‘

N
,

以后向南逐渐回缩
。

强卷螺 (图 2 ,

E )终年都出现
,

但水平分布的季节变化 也很明显
。

总
、

的说来
,

上述 , 种浮游软体动物
,

其分布范围向北扩展的程度大致都以 7一 10 月最

为显著
,

向南退缩的程度以 1一 4 月最为显著
。

尖笔帽螺及玻杯蝶在本海区消失的时间最

长
,

消失时期分别为 I一4 月及 1一 5 月 ; 明螺(属)消失的时间较短
,

消失时期仅在 3 月份
。

马蹄崛螺在 2 9 0

30
‘

N 以南终年出现
,

在 29
0 3 0

‘

N 以北则为季节性 出现
。

弦卷螺在 2 9 O
N 以

月万..............

⋯
..‘..
.

�
、
�

n
口
,�日,‘丁‘z,

二

�白�一三
[1尸]的习-习七产�月

南终年出现
,

该纬度以北为季节性出现
。

除马蹄蛾螺及 强卷螺外
。

其他 34 种浮游

软体动物在本海区均为季节性出现
。

就分布区向北扩展与向南退缩的范

围而论
,

马蹄嫉螺最小
,

大致为 斗个纬

度 ; 弦卷螺约 斗
.

5 个纬度 ; 明 螺 (属 ) 较

大
,

至少为 6一7 个纬度 ; 尖笔帽螺可能

还要大
。

绝大多数种类在这一海区的最北 出

现点记录于 8一 1 。月
:

其中记录于 8 月

者 s 种
: 9 月者 1 3 种

, 1 0 月者 9 种
:
、

如前所述
,

除马蹄嫉螺及强卷螺外
,

其他种类在这一海区都 是季 节性 出 现

( 图 1 )
。

从每月记录的种数看来 (图 3 )
,

夔 。

} /
\

、
一

丫
·

工户19
.

3
。

x 一l o llu s e s

{ 11 111 IV V V 【V 【1\/ 111 IX X X 生 X ll

月份 卜呀。 , 飞tl
l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出现种数的季节变化 ( 1 9 , 9)
s e a so n a

l v a r ia ti o n 1
11 s p e e ie s n u [ l飞b e 「 o f p e

la g i‘

sn th e E a s t e h in a s o a a n d th e Y e ll
( ) 、v s e a

( 1勺5 , )
.

8一 1。月出现最多 (各为 2 5 种 )
, l一 4 月出现最

少 ( 为 5一 7 种 )
。

这与前面论述的各种类最北 出现点的记录盛期以及向北扩展和向南退

缩的最显著时期均甚相符
。

各种浮游软体动物在黄
、

东悔出现的时间长短不等 ( 图 1 )
。

大体说来
,

出现时间较

长的种类
,

向北扩展的范围较远
,

数量
.

也较大
,

如尖笔帽螺
、

马蹄蜕螺
、

强卷螺
、

玫瑰明螺及

玻杯螺等都是 ;相反地
,

出现时间较短的种类
,

向北扩展的范 围较近
,

数量也较小
,

如球龟

螺
、

厚唇螺
、

褐明螺
、

蜗牛明 螺及长海蜗牛等表现的都较明显
。

据此可大致判断 出各个种

类对这 一海 区环境条件的适应情况
。

浮游软体动物在这个海区南部 出现的时间远比北部长
。

数量较少或比较稀见的种类

表 3 浮游欺体动物在黄
、

东海出现月数比较

T a b le 3
.

N u m b e r o f m o n th s o f o e e u r r
en

e e o f p e la g ie m o llu s e s in t h e E a s t C h in a

S e a a n d t h e Y e llo w S e a
.

出现月数N u l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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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如此
,

数量较大向北扩展较远的种类在南
、

北部出现的时间依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如表 3 所示
:
在北部

,

一年中只有 弓一 6 个月出现
,

在南部则有 8一 12 个月出现
。

前者的

出现时间平均仅约为后者之半
二

三
、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的数量

(一 ) 数量分布

黄
、

东海的浮游软体动物
,

不仅在种数上北部与南部不同
,

在数量上二者
一

也不相同
。

从 1 9 5 9 年 12 个月的资料(表 的看来
,

北部为 13 个 / 1 0。米
3

强
,

南部为 12 5 个 / 1 0 0 米
3 ,

前

者仅约为后者的十分之一
。

其所以如此
,

一方 面由于有不少种类向北分布仅限于东海
,

另

一方面是那些也能分布到黄海去的种类
。

在那里出现的时间较短
。

并且数量也大为诚削
.

就以减削程度较小的尖笔帽螺而论
,

在北部的数量也仅不过为南部的 1/ 5 左右
。

表 4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的数量

T a b le 4
.

N u m b e r s o f p e la g ie m o llu se s in th e E a s t C h in a Se a n d th e Y e llo w S e a
-

a�

⋯
个数 / 10 。米

3

I n d iv
.

/ I OUM
‘

海区

一一
类别

一~ 一
S p e e i

e s 0 1

g r o u l) S 攫- -
一 - 一一一全乏

南部 S ‘川 th
。 , .1 p a r t

北部 N
o r th

。 r n p a 』 t

马蹄娠螺 L : , 、 a : i n 4 才,二 c
人,jo , : , , , :

( d
’ ( ) r b ig ,l y )

尖笔帽嘿 c r 。 , e ; 了 ‘: e
i
e o l口 R a ll g

玻杯螺 脚
a lo

e yl
ox 了, , 二‘, , 。

( R
a lg )

其他翼足类 O t h
: 「 1。: 。 r 。, 1) o ;

x
s

异足类 H e t o f。 一、、, 。
15

弦卷螺 A g ‘, 汀
, , 。 、, ; 川 p : o 。 , A

.

A 、
}:

1、、s

总计 s u ,1 1

12

12

少

7

12 5

< 1

< 1

1

这一海区各部位的数量分布情况并不均衡
,

这可以从图 4一 6 得出较明确的了解
。

此

处仅概括地指出一点
,

郎各种浮游软体动物
, 1 00 个 / 1 0 0 米似上的密集区

,

基本上告出现

于 3 1 仁N 以南
,

仅有个别情况达 3 1 0 3 0
‘

N 附近 ; 5 00 个 / 1 0 0 米
,

以上的密集区大致均出现

于舟山外海 2 9 。一 3 0 0
N

。 12 3 O E 一带
。

现在将几个优势种的数量概况分别简述如下
:

1
.

马蹄蛾螺 (图 4a
、

4b ) 从 19 , 9 年的资料看来
, 2一斗 月虽然也在相当范围的海

域出现
,

但数量较小
,

均 为 刘 个 / 1 0 0 米
3
以下

。 5 月以后
,

数量明显增加
,

一般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 1 00 个 / 1 0 0 米
3

以上的密集区
,

有的月份甚至出现 5 00 个 / 1 0 0 米
,

以上的密集区
。

当然这样的密集区各月份面积有大有小
,

位置
一

也不尽相 同
,

但基本上扩展不到 3 1 O
N 以北

。

2
.

尖笔帽螺 ( 图 5 ) 1一 4 月未发现
, 5 月开始 出现后数量就比较大

。 1 00 个 / 1 0 0米
3

以上的密集区
,

除 12 月外各月均有出现
,

并且出现范围一般均较大
。

温度较高的 8一 9 月
,

这种密集区扩展到 3 1 O
N 以北 ; 10 月份

, 3 3 O
N 以北

一

也曾有小面积出现
。 5 00 个/ 1 0 0 米

3

以

丘的密集区出现于 5一 8 月
。

11 月份
,

分布范围仍然相当大
,

但数量大为减少
。

至 12 月
,

分布范围及数量均相 当削减
。

3
.

玻杯螺 (图 6 ) 6 月开始少量出现 ; 9一 10 月分布范围及数量急剧增加 ; 1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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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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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马蹄贩螺数量分布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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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范 围仍然相当大
,

但数量相当减缩 ; 至 12 月
,

则仅在东南部小范 围的海域少量出现 ;

12 月以后完全消失
。

较大范围的 1 00 个/ 1 0 0 米
3

以上的密集区
,

出现于 9一10 月 ; 5 0。个 /

1叫 米
’

以上的密集区仅见于 10 月
。

4
.

明螺(属 ) 明螺的数量比前三种少
。

全年除 3 月份外均有 出现
。 1一 2月及 斗 月

的出现范围及数量均非常小 ; 5 月以后
,

随着分布范围的逐渐扩
一

大
,

数量亦有增加
。 1 00 个 /

1 00 米
3

以上的密集区
,

仅在 5一 9 月小范围地出现 ; 未发现过 5 00 个 / 1 0。米
3

以上的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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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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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以后
,

分布范围及数 量都逐渐减小
。

5
.

强卷螺 全年都有 出现
,

但数量较少
,

分布状况较为分散
。 100 个 / 1 0 0 米

3

以 上的

密集区出现于 7一 9 月
,

范围较小
,

位于 1 2 3 9

EI 咐近或其以西海域
。

(二 ) 数量的季节变化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数量的季节变化甚为明显
。

以连续 16 个月的调查结果看来

(图 7
,

A )
,

6一10 月数量较大
。

9 月时达 20 3 个 / 1 0 0 米
3 ; 1一斗 月数量较小

, 3 月份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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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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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差百倍以上
。

本海区北部数量季节变化的规律(图 7 , c )与南部基本上相同
,

只是在北部
,

各 个种

类均非全年出现
。

数量的季节变化情况比南部更为显著
。

各个优势种的数量的季节变化情况大致相同
,

均系夏秋较大
,

冬春较小
,

甚至完全消

失
。

如尖笔帽螺
,

开始 出现时 (5 月)数量就较大
,

数量高攀为 6一 8 月
,

以 后逐渐减少而至

全然消失(图 8 。 A )
。

马蹄蠕螺的数量
,

以 2一 3 月最少
,

以后逐渐增加
,

6 月数量较多 (图

8 , B )
:

玻杯螺出现的时间较集中
,

数量高攀亦较明显突出
。

以 9一 1 0 月为最多 (图 8 , c ) ;

19 5 9 年未出现于北部
,

它在南部的数量季节变化趋势
,

与尖笔帽螺在北部的情况大 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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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异
,

都是出现的时间较短
,

数量高攀较突出明显
。

明螺(属)在 2一4 月数量很少或无
,

以后

逐渐增加
,

数量 高攀为 8一 , 月
,

后渐减少(图 8 , D )
。
弓茧卷螺数量的季节变化 也很明显

,

但

不如尖笔帽螺
、

玻杯螺及 明螺显著
,

数量高攀亦大致为 8一 , 月(图 8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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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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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浮游软体动物优势种数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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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笔帽螺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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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黄
、

东海是半封闭形 的边绿浅海
,

水温变化较大
,

盐度较低
。

出现在这里的浮游软

体动物
,

基本上都是营大洋
_
L层生活的高温

、

高盐种类
。

水温与盐度是它们在这里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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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限制因素 ,

海流则是它们分布到这里的动力
。

黄
、

东海西部的盐度
,

一般较大洋低
,

调查区内很少存在盐度 3 5瓜 以上的水域
。

盐度

的分布趋势大致是愈近岸愈低
,

愈向北愈低
。

总的说来
,

盐度变化较剧烈
:

一般表层较底

层尤甚
,

夏季较冬季尤甚
,

西北部较东南部尤甚
。

底层盐度一般较表层高
,

仅在寒冷季节

(1一 2 月)与表层略相等
。

就这一海区浮游软体动物的分布状况看来
,

它与底层盐度的关

系似乎比与表层盐度的关系更为密切
,

这可能与底层盐度较 高
、

较稳定有关
。

在水温上升

季节浮游软体动物的分布范 围逐步向北扩大时
一

,

可以看到它们分布范围 的西限
,

基本 上是

沿着 3 3一 34 瓜 的等盐线分布的 ;夏秋分布范围最广时
,

有的种类 (如尖笔帽螺 )虽然有时

会扩展到 咒偏 的范 围
,

但不会到盐度更低的水域中 这时盐 度便成为限制它们分布的主

要因素
。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的分布与水温的关系也很密切
,

这种情况
,

在水温较低的季节

看得比较明显 ;而且与底层水温的关系看来比与表层水温的关系密切
,

这可能 由于两方面

原因 :
(l) 该海区底层的水温较表层的稳定 ; (2 )在低温季节

,

底层水温较表层水温略高
:

如前所述
,

各种浮游软体动物对低温
、

低盐的适应能力不同
。

据此可以将它们大致划

分为三个温
、

盐生态类群
:

第一个类重 主要是一些高温高盐的种类
,

适温下限约为 2 0℃ 或略低些
,

适盐下

限为 34 痴 左右 (盐度条件尤为重要 )
。

如玻怀螺
、

环箍笔帽螺
、

四齿厚唇螺
、

肋厚唇螺
、

钩

龟螺
、

球龟螺
、

长吻龟螺
、

角长吻龟螺
、

炸锰螺
、

寡齿拟皮鳃
、

背鳃
、

透明扁齿螺
、

蜗牛明蜗及

拟翼管螺等
。

这个类群主要分布于东海
,

特别是东南部
。

第二个类霎 适温下限大致为 15 一20 ℃
,

适盐下限大致为 3 斗一33 痴 甚至为 3 2痴
。

如胖蜕螺
、

泡嫉螺
、

尖笔帽螺
、

芽笔帽螺
、

锥笔帽螺
、

厚唇螺
、

宽弯龟螺
、

冕螺
、

蝴蝶螺
、

多盘

拟皮鳃
、

无鳃螺
、

拟海若螺
、

明 螺
、

玫瑰明螺
、

大 口 明 螺及胖明螺等
。

它们多数种类向北能

分布到黄海南部
,

少数种类仅能 出现于东海
。

第三个类翠 适温下限为 13 ℃ 左右
,

适盐下限为 3 斗一招瓜
。

这样的种类较少
,

仅

包括马蹄蜕螺及强卷螺
。

2
.

如上所述
,

黄
、

东海所以 出现浮游软体动物
,

主要是依靠海流一一台湾暖流
l)
及黄海

暖流
—

的带动
。

从温盐条件判断
,

黄
、

东海浮游软体动物的种数所以会随纬度的增加而

减少
,

可能主要是受盐度所限
,

温度的影响只能居次要地位
。

因为后者只在冬春寒冷季节

时才会成为限制因素 ;夏秋季节
,

整个海区的水温均高达 20 ℃ 以上 (甚至达 28 ℃)
,

对
一

这

些动物都适宜
。

在温暖季节
,

耐
一

低盐能力较强的种类
,

便有可能随暖流北 上
,

进入黄海南

部 ;耐低盐能力较弱的种类
,

便仅能停留于东海
。

因为黄海盐 度一般较东海低
,

不存在或

很少存在 34 痴 左右的盐度条件
。

浮游有孔虫在南黄海的分布北限达 3 5 O

N
, 1 2 3一 1 2 4 O

E[ 6 」,

浮游软体动物的分布北限

略偏南
,

为 3 3 。朽
‘

N (1 23 一 1 2斗。 E 附近)
。

此处为黄海暖流的流经范围
,

又处于黄海中央底

层冷水团的攀面附近
,

因此我们认为
:
浮游软体动物向北分布一般所以不超过 3 4 O

N
,

可

能主要是受黄海冷水 团的影响
。

从浮游软体动物的材料判断
,

此处可认为是黄海暖流与

l) 台湾暖流的含意
,

郑执中等(1% 2 )
〔‘, 已有过澄清

,

为避免名称上的混淆起见
,

本文采纳他们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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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中央底层冷水团 的交汇区
。

这一点与从浮游有孔虫的材料得出的判断
L”」
基本 上一

致
,

仅偏南约一个纬度
。

如前所述
,

19 5 9 年 9 月曾在青岛外海 3 5 0

30
‘

N
,

1 21
0

30 ,E 处发现玫瑰明螺
。

这种营

表层生活的明螺所以能在青岛外海出现
,

可能是由于
一

中国沿岸的表面海流〔“〕的影响
,

9 月

份发现的个体
,

可能是在前一时期随表面风海流来的
。

3
.

“

动物的数量和分布是依它们的繁殖力和存活率为转移的
,

三者决定于动物满足于

周围环境条件的程度
”

四
。

东海北部软体动物的数量
,

远比黄海南部丰富
,

几乎为其 10 倍
。

浮游软体动物在 黄
、

东海能否繁殖
,

目前尚未钊明 (我们曾发现一些幼小个体)
,

仅以数量

上的显著差别就可显示 出黄海南部的盐度较低
,

高温期较短
,

不如东海更适于它们生存
。

各种浮游软体动物的密集区
,

大致均位于舟山外海 29 一 3 0 0
N

, 12 3 O E 附近
,

基本 上都

在盐 度 34 瓜(甚至 33 痴)的范 围内
。

值得注意的是除肉食性的明螺外
,

其他几个 优势种 (特

别是数量最大的尖笔帽螺 ) 的 1 00 个 / 1 0 0 米
,

以上的密集区与浮游植物的 5 x l。,

/ 米
,

以

上的密集区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的一致性 (只是后者的范围向北伸展较大)
,

这种情况在

水温较高的几个月尤为明显
:

4
.

十九世纪末叶已有人开始利用浮游动物作为海流或水团的指示生物
。

以后关于这

方面 的研究大多取材于毛颖类
,

楼足类及水母类等类群
。

利用浮游软体动物作指示生物

的研究还较少
,

并且只限于定性方面
。 R u sse l (1 , 3 5 )1

2 ‘l
认为 L im a c ; n a h e l; c ; n a (p h ip p

s

)在

北海为北极水的指示种 ; T e se ll (19 4 6 )
[2 6]
提到 L

.

, e , ,。。 e , sa

(F le n lin g ) 在北海及其邻近海

域是大西洋水的良好指示种 ; F r a s e r

(1 9 5 2 )[
, 司将 e lio Py ,

·

a , ; d a , a
(L i

n n a eu s

)列为大西洋

水进入苏格兰海域的良好指示种
。

中国海浮游动物指示种的研究刚在开始
。

郑重
、

郑执

中(1 9 5 9 ) [4] 已指出一些箭虫及楼足类为黄海暖流的指示种 ;郑执中
、

郑守仪 (1 9 6 2 ) [6] 利用

浮游有孔虫的材料分析了黄
、

东海的水团与海流
。

不言而喻
,

黄
、

东海海况的 阐明
,

尚待多

方面的论证
,

并且最好利用各类群的指示种
。

浮游软体动物也是适于做指示种的
。

如前所述
,

33 一 34 O

N
, 1 23 一 1 2 4 O E 一带各季节经常有浮游软体动物出现

,

这应当是

由于黄海暖流的影响
。

黄海暖流区共发现 6 种浮游软体动物
,

其中经常 出现的是马蹄蜕

螺 (表 2 ) ;通常仅发现 1一 2 种
,

}雀 10 一 12 月各发现 3一4 种 ; 一 般出现数量都很少
,

惟 12

月份曾发现 2 29 个 / 10 0 米
,

(图 4 )
。

值得指出的是气候最冷的 2 月份
,

仍有浮游软体动物

出现(马蹄蜕螺)
。

从以上情况 +]] 断
,

黄海暖流冬季远比夏季张盛
。

这与从其他浮游动物

得出的结论 [ 6 〕是一致的
。

出现于黄海暖流的 6 种浮游软体动物中
,

马蹄蜕螺的数量较其他种类多
,

耐较低温的

能力亦较弦
,

因而在这里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

终年都可利用它作为这一暖流的指示种
。

黄
、

东海的浮游软体动物
,

主要是由台湾暖流带功而来
,

其分布北限所以会季节性地

南北移动
,

应当是由于该海区水温的季节变化幅度较大所致
。

降温季节
,

温度由北而南逐

渐成为它们生存的限制因素
,

分布范围莲逐渐向南回缩 ;升温季节
,

温度由南而北逐渐适

宜于它们生活
,

分布范围便逐渐向北扩展
。

各个种类耐低温的能力不同
,

因而在该海区出

现的时间长短不等
。

分布范围开始向北扩展的季节
,

如以 19 5 9 年 斗 月为例
,

马蹄蛾螺的

分布北 限为 2 9
.

5 O
N

,

弦卷螺为 28
.

5 O
N

,

明螺为 2 8 O

N
,

而尖笔帽螺及玻杯螺这时在 2 8 O N

尚未出现
。
由此看来

,

各个暖水种的出现范围
,

仅能依其耐低温的能力
,

不同程度地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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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流向北扩展
。

在季候影响下暖流水域降温至 12 一13 ℃ 以下时
,

各种浮游软体动物均消

失
。

从这些情况看来
,

在该海区仅温度较高的季节才有可能利用浮游软体动物作为台湾

暖流的指示生物 ; 它们在该海区季节性南北移动的程度及数量变动的情况似乎不能指示

台湾暖流弦弱的季节变化情况
。

出现于台湾暖流的浮游软体动物中
,

尖笔帽螺个体较大
,

形态特异
,

数量较多
,

为这一

暖流的良好指示种
。

根据它的数量分布的情况判断
,

台湾暖流的北限可能达 3 2 O
N 附近

。

在黄
、

东海
,

无论是在寒冷季节或是在黄海中央底层冷水团处
,

均未发现冷水性浮游

软体动物出现
。

象邻近海域里 门寒流中大量出现的冷水种 石m ac 动。 乃幼
‘; 。。

(Ph iPP
s

)
〔川

,

在这里从未见到过
。

因此
,

所谓里门寒流与黄海冷水团终年维持联系的说法
,

从这一类群

动物的资料中找不到证据
。

这种情况与浮游有孔虫 [6] 也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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