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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烟
、

威触焦激爆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厦的生态 1)

早在 19 世耙末叶浮游生物学者们即已注意到在外洋水中和近岸水中浮游生 物扭成

的不同
。

H 巍ke l(1 8 9 0) 将繁生在外海和近岸水中的浮游生物区分为外洋种 (O cea ni o sp e -

c ie s) 和近岸种 (N e r itic sp e e ie s) 两大类
。

接着 S eh议tt (1 8 9 3 )
、

C le v e (1 8 9 6 , 1 8 9 7 a , 1 8 9 7 b
,

1 0 0 0 )
、

A u
riv illiu S (1 8 9 8 )和 Gr

a n (1 9 0 2 )甜学者更进一步地试用浮游生物来夔别水团
。

近
2 0 年中姆渝是浮游动物 (R u ss el]

, 1 9 3 5 ; F r a se r , 1 9 5 2 )或浮游植物
一

(G r a n & B r a a r u d
, 1 9 3 5 ;

B r a a r u d
,

G a a rd e r & G r价n tv e d
, 1 9 5 3 ; H o lm e s , 1 9 6 6 )都已被广泛地用作不同水团的指标

。

有关浮游植物与滚巢的关系的稠查研究 (B u lle n
, 1 9 0 8 ; B e a r e ey , 1 8 8 5 ; H a r d y , 1 0 2 6 ; s a -

v a g e , 1 9 3 0 ; S a v a g e & H a r d y , 1 9 3 5 ; S a v a g e & W im p e n n y , 1 9 3 6 ; H e n d e r so n ,
L u e a s & Fr a一

se r , 1 9 3 6 ;

Gr
ah am

, 1 9 3 8 ; M o HT e 几中即
“ , 1 9 5 5 ;

Ka
r a H o BC K

时
, 1 9 5 5 ; C u sh in g , 1 9 6 6 )

,
H益引起

水生生物学者与水产界的重视
。

显然
,

海产浮游植物的生态学的研究煞萧对于海洋水文

学或海洋流装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自 1 9 6 3 年以来在山东华岛北岸烟
、

威帕焦派锡进行的海洋稠查查 料中
,

可看到 浮

游植物的分布
、

水团的分布和始焦焦群的分布三者之固常显示着一定 的关 系 (朱树屏
,

19 57 )
。

本文着重封渝在烟
、

威憔爆春季浮游植物中占主要成份的角毛硅藻属的分布与海

洋水文学和瀚焦焦群的关系
。

本文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 19 54 及 1 9 6 5 两年 4 至 7 月简烟
、

威贻焦憔塌稠查中的浮

游植物定量查料2 )
。

有关海水的理化性霄及胎焦的生活替性主耍参考黄渤海艇济焦类查

源稠查委具会 (1 9 54
, 1 9 5 5 )憔塌稠查的未鳌表查料及憔爆稠查工作总桔 (内部查料)

。

19 54 年所分析的角毛硅藻属定量查料以自水底至水表垂直拖网所采样品为主
, 1肠5

年除分段 (水底一水下 加 米
,

水下 2 0 来一水表) 垂直拖网所采样品外还分析了在每个观

gilJ 站分屠 (分 0
、

5
、

10
、

1 5
、

加
、

30
、

4 0 米及底屠) 采集 50 0 毫升水中以鲍合碘液 固定后所沉

黄渤海柳济焦类脊源稠查委具会
,

烟台贻焦涌锡稠查浮游生物研究报告第 3 号 ; 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翎查

研究报告第 18 号
;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刹查研究报告第 47 号

。

1) 本文的第一篇
, ‘

分类的研究
’

觅本杂志 1 (1 )
:
2仁94

,

1 9 5 7
,

2 ) 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丘道立
、

张煌等同志及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沙学神
、

袁永基等同志曾协助进行

浮游生物标本的海上采集工作
,

山东大学水产学系李德尚同志曾参加 1 9 54 年标本的部分静数工作
,

特此致昙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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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角毛硅藻
。

1 9 54 年除 4 月 n 一15 日采集用 13 xx 筋捐制口径 50 厘米的推形网 外
,

余昔用口径 50 厘米
、

筋捐部分长 16 8 厘米的阳敛网
,

其式样与国际标准型 阴敛网 (相川
,

19 4为 同
,

唯筋捐滤过部口径为 3 2 厘米
。

1 9 5 5 年改用国际标准 加 号筋捐的阴敛网
。

采

水沉积法所采水量准确
,

但因采水量太少
,

对那些体型稍大
,

数量少的种类的分布情况代

表性很小
。

而网采法虽然滤过水量不能十分精确的掌握
,

但因滤水量大
,

对那些体型稍
大而数量较少的种类是具有颇大的代表性的

。

这两种采集法各有利弊
,

同时并用尚可得

到满意的效果
。

采水沉积浮游植物与侧定海水的理化性臀是取自同一个 采水瓶 中 的水
样

,

这样就更便于进行浮游植物的分布与水文情况的对照研究
。

1 9 54 年共进行了 5 次浮游生物稠查
, 1 9 6 6 年进行了 6 灾稠查

。

各次稠查的 日期和范

围如下
:

,,,,,,,,,,,,,, 查 。 期 ⋯ 刹 查 范 围围

111 9 5 4年4月 1 1日一 1 5 日日日 1 2 , 5 5年5 月 2 日一4 日 ! 北林3 7
0

3 0
,

一3 5
0

0 0
,,

(((溯汛前))))) 1 1 东秘 12 1 .

2 2
·

5
,

一 1 2 0
0

1 2石石

111 95 4年 4月2 7日一5月 S HHHHH 29 5 5年5 )J13 日
:

自北樟38
0

1 0
,,

(((涌汛初期 ))))) 东椰1 220 2宁宁

111 95 4年 5 月 1 7日 一 2 2 日日日 向西北方向到北牌3 7
0

3 0
,,

(((确汛盛期 ))))) 东视 12 1
“

35
‘

作断面观测测

1119 5 4年 6 月8 日一 1 1 日日日 19 5 5年明 z 日一

阳
, ’

北林3 7
0

3 0
‘

一3 5
0

1 0
,,

(((涌汛盛期 ))))) 东趣 12 1
0

1 0
,

一 12 2
0

2 5
,,

1119 5 4年 7月 1 0 日一 16 日日日 19 5 6年6 月3 日一6 H 北樟3 7
0

3 0
护

一3 8
0

1 0
,,

(((撅牙氏末期))))) 东樱 12 1
“

1 0
‘

一 1 2 2
0

2 5
rrr

1119 5 5年 4 月2 4 H一 28 日日日 i , 5 5年。月。3 日一 2 7 日 }北抹3 7
0

3 0
,

一3 5
·

1 0
,,

{{{{{{{东挪 12 1
0

1 0
‘

一12 2
0

2 5
‘‘

本航与 6 月 3 日
一
6 日系在同一海区

,

以两船东西相向航行
,

同时进行观测
。

材料的分析主耍是采用个体补数法
。

网采的样品首先补数其 百分粗成
,

再在补数玻

片 (C o u nt ing Cell
;
朱树屏

, 1 94 幻上卦数其主要种类在半毫升样品中的知胞个数
,

由此推

算出圣网各种类的数量
。

采水沉积样品是将 50 0 毫升水样沉淀后浓精成 5 或 10 毫升
,

再

取其半毫升在补数玻片土补数而折合到每升水中的韧胞数量的
。

一
、

本属个体总量分布概况

角毛硅藻蜀在烟
、

威黯盈憔易及其附近海区所晃到的有 31 种及 1 变种 (朱树屏
、

郭玉

淑
, 1肠 7)

,

分布情况在各区硅藻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因时周而不同
。

如威海以北海区

1 0 64 年 4 月 1 1一1 5 日(同 1 , a )及同年 4 月 2 7 日一5 月 5 日 (圆 1 ,
b )两次稠查情况

,

虽相

距时周不远但本蜀硅藻的分布情况及在各区所占的比重已有显著不同
。

个体数量最高峰常在憔汛初期 (4 月末至 5 月初旬 )以前
。

1 9 5 6年 5 月初旬每升水中

本蜀个体总数上屠达 8 , 0 00 个以上
,

底屠 10 ,0 oo 个以上
。

5 月末旬即显著减少
,

此后逐渐

减少
。

秋季又逐渐增加
,

但秋季高峰的数量常较春季高峰时为少
。

春季本屡个体数量最

多区域常先在近岸出现
。

本属各种在本属个体总数中所占的比重
,

也常因时简而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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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 19 “ 年 4 月 11 一 15 日角毛佳藻履在威 L些
海海区分布烤况 〔数字系以谁形网自水 习

底垂直拖至水表所采侮升水中的韧胞个

数)
。

北抹 38
“

00
,

以北密集处的角毛硅藻为扭

角毛哇藻
。

北耀 38
“

00
‘

以南密集处的角

毛硅藻为本履近岸繁生的种类
。

Fl g
.

2
.

D istri bu tio n o f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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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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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 u 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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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to e ero 3 ‘o 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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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N a n d n er it ie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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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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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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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 in g nu m b e r s o 王e e lls

p er l主tre
, ve r t主ca l ha u ls fro m b o tto m

to s u班a e e
-

JZ了E

圆 3
.

1 9 5 4 年 4 月 1 1一1 5 日在威海海区单色体及

二色体两亚霹各种硅藻分布情况 (数字系以

雄形网 自水底垂直拖至水表所采德升水中的

翻胞个数 )o

Fig
.

3
.

D is tr ibu tio n o f 以
a o to c e r o s e ells o f th e tw o

s

ub g饥er a ,

材明
。 :几r

帅
a r叻入。几 5

an d D ir入r卜

。 a 1 0
灿

o ru s ,

in th e S ea ar o u

nd W
ei

一

ha i

d ur ll飞9 th e p e rio d fr o m A p r il 1 1th t o

15 th
,

1 9 54 ;

nu m e r ie a ls sh o w in g nu m b er s

时 ce lls p e r litr e , v er tica l ha
u ls fr o m

1)。t t o m t o s t往毛王e e
.

心
,

井由此向外扩布 (圆 3 )
。

此两区域尚的稀薄区域系远岸海水 沿东规 1卫少 向近岸擂

入而冲淡的桔果
。

至 4 月 盯 日一 5 月 5 日稠查期内金山港以北的密集区已 扩展到 北 辣

38
“

10
, ,

稠查区域最密处每升水内的个体数 目由 4 月 n 一1 5 日的 4 2 增到 4 2 7 (圆 4 )
。

威

海以北的密集区被冲散
,

这是由于此时 (4 月 即 日一 6 月 5 日 )远岸海水沿东挺 1即
“

向南

向近岸海水擂入后前峰又棘向东南突入的桔果
。

因此在涣锡东北部形成 较 大 的 稀薄 区

域
。

在 5 月 17 一羽 日靓查时在东铿 1邓
”

以西的密集区密度亦大减
,

密集中心移芝呆岛

附近(圆 5 )
。

在 6 月 8一n 日稠查时期HlJ 远岸海水又向芝呆岛插入
,

在芝米岛正北造成

了个体数量稀薄的广大区域
,

同时将密集中心推至东艇 i皿
。

3字(圈 6 )
。

19 肠年 4 月 泌一邓 日稠查时
,

此两亚焉种类的密集区在东握 1皿
。

40
,

(金山港北)至

1业
”

附近 (圈 7
, a
一d)

。

在同年 5 月 1 日至 4 日稠查时远岸海水在东握 1 2少 处一直冲

到出岛附近
,

因而此两亚屑种类的个体数 目自东握 招1
0

40
‘

以东由海水表屠至底屠都大

为减少
。

圆 8 表示个体数量在 10 来水唇分布情况
,

在其他各水屠中东挺 1即
“

以东亦昔

个体数量大减
。

因此可以看出
,

远岸
、

近岸两水体相互推移情况是可以影响近岸繁生的单色体及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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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明川网自水下 2 0米垂直拖至水表所采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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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

筱表示 19 55 年 5

月1 3 日所新查的一个断面 (参阴本文 171 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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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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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oru s 扣l d D ie几r o 一

二 ,叻石叮“ : ,

duri 飞 th e p er io d fr o m A p r il

2 7 th t o
M

a y sth
,

1 9 5 4 ; nu m er ica ls sh
o w -

i昭 nu
n l l〕e r s o f e ells p e r litr e , v e r tica l

hau ls fr o m 2 0 m to 5 1

时
a e e

.

‘

A E
,

in d ica tes th e er ( )5 5 s ee tion in v e s ti一

g at e d in M盯 1 3 th
,

1 9 5 5 (S e e P
.

1 7 1 )
.

曰in d ica te s
th

e lo ca tio n a n (1 the d irec tio n

o f th e m o v em en t o f o u t s记 e 、v a t盯 诚 th

hi g her sa li ni ty
.

圆 5
.

单色体及二色体两亚 恿各种于1 9 5 4

年 5 月 1 7一2 2 日期阴个体数 量 分

布情况 (数字系以阴绷网 自水下 20

米垂直拖至水表所采侮升水中的韧

胞个数)
。

Fi g
.

5
.

D istri bu 桩o n o f 以
a亡才o e o r o o ee lls

o f the tw o s

ub g e

ner
a, 几ro n o chr卜

二a 亡叻加
r u s a zicl D ic加哪

afo P石o r o s ,

d诫飞
the p e r io d fr o m M

a y 17 th

to 2 2nd
,

1 9 5 4 ; n u m er ica ls s ho w -

in g nu m bers
o f e e lls p o r litr e ,

v er tica l h a u ls fr o m 2 0 m t o su r -

la C e
-

体两亚属各种个体数量的分布的
。

根据个体数量分布情况
,

有时也可以推侧水体简互相

推移的现象
。

蛤焦群体的集中处所往往与远岸
、

近岸水体的位置的变化情况有关
,

加以土

述现象多瞥生在胎焦晚踢范围内
,

因此这一类硅藻个体数量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有时可

有用作搜寻焦群的参考价值
。

单色体亚属中在派塌内常见的种类有 6 种
。

以常见次数渝首为麟抱角毛硅藻 (C九以卜

toc e1’os 成nc tus ) 及窄隙角毛硅藻 (Ch 一飞伍为is)
;
次为冕抱角毛硅藻 (Ch

.

su bs ec un du s)
、

梁弱角毛硅藻 (C/l
.

de 友lis )
、

旋垅角毛硅藻 (Ch
.

‘
ur

v
isc tus ) 及拟旋缈角毛硅藻 (Ch

.

Pse 故勿c u
1’v ise tus )

。

二色体亚屡中常见的有 5 种
,

首为双抱角毛硅藻 (Ch 一人两
l

m us )
、

次为

垂椽角毛硅藻 (Ch
.

阮in io sus )
、

范氏角毛硅藻 (Ch
.

van he ur ck 动
、

深环沟角毛硅藻 (Ch
.

‘on st r 勿tu s) 及逞罗角毛硅藻 (Ch
.

~
翻se )

。

此两亚属的种类一般在派汛期前及浪汛初

期数量最多
,

此后则逐渐减少
。

梢失的时周常因区域及水文情况而有些差异
。

一般到 6

月内lllJ 甚少
。

各年情况也略有不同
。

兹根据 19 55 年 4一6 月稠查期尚所获得的查料
,

取

北樟 3 7
0

3 0 ‘,

东握 1 2 1
0

3 5 ‘

至北樟 3 8
0

1 0 ‘,

东握 12 2
0

2 6 ,

两点简的断面 (圆 4 中的 AE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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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习
"

山4D

中 6 个点为例以表明这些种类在不同时简

内个体数量变化情况 (圆 。 )
。

近岸
“
A

”

处

(北辣 3 7
0

3 0 , ,

东趣 1 2 1
0

3 6 ‘) 至 5 月 1 3 日

尚有相当数量(表屠每升 33 2 个
,

底屠每升

6 3 3 个)
,

至 6 月 4 日具1J几乎艳迹
。

在
“
B

, ,

点 (北辣 3 7
“

在O
‘,

东趣 12 1
0

4 7
.

5 ‘

) 6 月 1 3 日

即已儿乎艳迹
。

在
“
C

”

点 (北稼 3 7
“

5 0 ‘,

东

握 1望
”

00
, ;
憔锡中心) 4 月末旬数量甚大

,

至 5 月 13 日已大减
;
至 6 月 6 日几乎艳迹

。

在
“
D

”

点 (北稼 3 8
0

0 0 ‘,

东握 1 2 2
0

12
.

5 ‘)及
“
E

, ,

点 (北辣 3 8
0

1 0 ‘,

东趣 12 2
“

2 6 ‘)两处具IJ

5 月 13 日尚有每升 1 00 个扣胞左 右 的 密

度
,

至 6 月 6 日则亦几乎艳迹
。

此时在此

断面以西区域数量虽大减
,

但仍有一定的

数量
。

1 9胜 年 6 月 8一n 日 期 内上述 断

面中
“
B

”

所表示的海区以西网采样品中仍

有每升 3 7 个扣胞的密度 (参阴圈 6 )
。

就

以往数年稠查桔果看来
,

一般到 6 月下半

月则此两亚屡的个体数目已甚少
。

如此则

应用这两亚蜀个体的分布情况来协助探索

蛤焦群的时期是限于派汛初期及盛期
。

6 月内此两亚属硅藻大量减少的原因

中
,
丁能包括下列 3 点

。

(1 ) 在 6
、

6 两月中外海水侵向近岸
,

冲淡了这些角毛硅藻的密集群
。

(即 外海水中所含营养物鬓低于近岸

份
..,....1卜..1

⋯
,卜

8ort

�
卜

11
�村

首2广!6
‘

E 万

周 6
.

单色体 及二色体两亚霹各 种于 19 54 年 6 月

8一 11 日时期个体数量分布情况 (数字 系 以

阴朔网 自水下 2() 米垂直拖至水表所采 每升

水中的糊胞个数 ) 。

* 指示远岸高盐水推进方向
。

F ;碑
.

6
.

D i s t r ibu ti o n o f 已
a o ro c e ros e e lls o f the

t
wo

s u b g en e r a ,

八了。n o e乃r哪
a t o P人。ru : a

nd
D i e人r o爪a lo p石o r u s , dur in g the p e ri o d 壬r o n ,

Ju
lle s th t o ] ] th ,

1 9 5 4 ; llu m e r ica ls 、h o w -

i : , g : : u l, : b e那 ( )f e e lls f er Ji t扮
, v e r t主e a l

恤
u is fr o m 2 0 m t o s Lll 厄e e .

、 in d i e :: t e s the lo ca t io n a n l
l th e d ir扰 t : o n

o f the m o v e m e n t o f o u ts id e s
ea

, v a te r

w ith h ig h e r sa li n it y
.

水
,

故外海水侵向近岸时就冲淡了近岸海区海水中的背养物臂
。

同时外海高盐水和近岸

水交混时也会引起磷酸盐等营养物臀的沉淀
。

( 3 ) 海水温度的 日锰升高也是不利于近岸性角毛石I
三
藻繁生的因子之一

。

水温升高还可

加强上述磷酸盐类营养物箕的沉淀作用
。

是否海水温度升高本身对这些硅藻类的繁生有

着不利的直接影响也是一个周题
。

砚正进行培养拭雕来解决这一周题
。

三
、

多色体亚属 (孔行。。 Po 妙功二房
“才动肠。力

在稠查海区中的分布情况

本亚周的姆色角毛粗 (Sec
tion A ch r

~ 奴少ae ) 及色体角毛粗 (撇tion Ch
r

~
t、。

1’a 刃 在生态上性鬓不同
,

有分别叙述的必耍
。

1
.

然色角毛粗

然色角毛粗在烟
、

威胎焦滚易及其 附近海 区 内所 费现 的 5 种
,

即井基角 毛硅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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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加

尸沐
护一碳于一二分

-

一 50 ‘ 12 2 o
E . 0

圆 7a 圆 7 b

38oN

37匆帕卜 二

翼麟鑫笋{
、

圆 7.

; 。· !z:
。

一
~ 一- 一穿一一一书补百一一矛

一

圆 7c 圆 7d

单色体及二色体两 亚属各种于 1 9 5 5 年 4 月 24
~ 一邓 日时期在 5米水唇 (圆 7

,

a)
、

10 米水屠 (圆 7
,

b )
、

15 一20 米水唇 (圆 7
,

c) 及 20 米以下水屠(圈7
,

d )的个体数量平面分布情况 (数字系哥升海水沉积的韧

胞个数九
Fig

.

7
.

H o riz o n ta l d is tr i】〕u ti o n o f 以
a ero e o r o s e e lls of th e tw o s

ub g 比era Mo
n o c石ro m a t o户人o r“S a n d D i动r

。
m a t o户五o ru s , a t s m (a )

,

i o m (b )
,

1 5一 2 0 m (e ) an d th
e l叮er b e lo w Zo m (d ) fr o m AP

r il

2 4 th to 2 8th, 1 9 5 5 ; nu m e rical
s in d ica te nu mb

ers o f e e lls p er litre
, s

ed im e n ta tio n sa卿 le s
.

(0 汤于勿“尹口、 从公红城
, 钻 )

、

劳氏角毛硅藻 (Ch
.

le r翻蕊

~
)

、

圆柱角毛硅藻 (Ch
.

ter es )
、

日

本角毛硅藻 (Ch
.

, 移夕切2应飞习 和 扁形角毛硅藻 (Ch
.

自劝功r

~
)

,

实际上没有一种是真正

的狭义外洋性的
。

并基角毛硅藻一般视为外洋性种
,

但它是在烟台港内找到的
。

在文献

中此种在外洋
、

内海及港膺中都常登现 (朱树屏
、

郭玉瀚
,

19 5 7 )
。

因此如果把浮游生物

分为外洋性(高盐)
、

沿岸性 (低盐)和广盐性三类的韶
,

井基角毛硅藻应列入广盐性
,

而不

应列为外洋性种类
。

同样
,

扁形角毛硅藻也应列入广盐性类
。

其他三种都是近岸性
。

(1) 劳氏角毛硅藻 (C汤a 改r 。
,

os 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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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8
.

单色体及二色体两 亚属于 1, 6 5 年 5 月 卜
一4 日期简在

10 米水履的平面分布情况 (数字系侮升海加卜所沉积

的糊胞个数 )
。

F lg 8
.

H o r iz o n ta l d is tr ib u tio n o f 已
a e to ee r o ‘ e e ll、 o f th e

t
哟 su bg

e二 er a ,

八九力。ehr o m a lo p人o r u s a n d D ic乃r o m a ro -

助
o r u s a t the d印th o f i om fr o m M即 z s t t o 4 th

1 9 5 5 ; nu m e rie a ls ind ie a te

n,a m b e rs o f e ells p e r lit e r
.

在此憔爆区域一般靛来本种个体

数 目不很多
。

1 9 54 年网采样 品 中
, 4

月 1 1一 1 6 日期简密集中心在 出 岛 西

北 (北律 3 7
0

4 5 ‘,

东握 1 2 2
0

0 0 ‘,

每升4 4

个)及东北 (北樟3 7
0

4 5 ‘,

东握1 2 2
0

3 0 , ,

每升 4 8 个)两个近岸区域
。

两区域中

周的稀薄区域是敲处附近有远岸水向

近岸擂入所致
。

各处个体数量至 4 月

罗一5 月 5 日稠查时HlJ 昔大减
,

至 5 月

17
‘

习2 日稠查时别仅在芝余岛以北近

岸尚可找到 (每升水中平均只有一个

韧胞 )
,

此后划在 晚锡内艳迹
。

但在

7 月 10 一16 日又开始增加
,

分布亦广
;

最多处 (近岸) 在底唇每升水中有 抖

个栩胞
。

1 9 6 5 年整个洞查期周个体数

甚少
。

这种硅藻的分布虽有时
一

可显示

水团分布及互相推移概况 (如 1 9时 年
4 月 1 1一 1 5 日)

,

但就 1 9 6 4 及 1 9 6 6 两年情况看在涣讯初期至盛期数量不多
,

对胎焦生产

的意义并不甚大
。

(2 ) 回柱角毛硅藻 (Cha o

tOc’? ro ‘ 御二)

此种在憔媛内出现甚晚
。

1 9 6 4 年 7 月 10 一16 日刹查时期始有少量
,

分布范围甚大而

数量枢少 ; 最多处 (在芝呆岛北)每升水中平均只有 7 个扣胞
。

尚未费现此种硅藻对水体

分布及胎派袭有何重要意义
。

(3 ) FI 本角毛行l二藻 (C ha‘

俪。 ,o 、 n 球)POn 脚)

本种的最盛期在派汛以前
, 1 9 6 4 年 4 月 11 一肠 日稠查时密集区域在威海附近

,

平均

每升水中 涎 个韧胞
。

4 月 罗 日一5 月 6 日及 6 月 1一8 日各次在憔锡海区内稠查时昔未

登现
。

故憔汛初期及盛期几乎替姆 日本角毛硅藻
。

i亥至 7 月 10 日 (傲汛末期 ) 稠查时始

又出现
,

分布尚广
,

蛟密区域每升水中有 6 个韧胞
。

对水团分布及触焦生产尚未鳌现有若

何显著的联系
。

(4 ) 涛汤形角毛硅藻 (C爪及 toc er os ‘口”功r o sus )

1 9 54 年在涣爆海区中出现亦较晚
。

孩年 4 月 11 一场 日稠查时尚未费现
,

在 4 月盯

日一 5 月 5 日稠查时期
,

只在一处每升水中有 2 个知胞
。

其最盛期为 5 月中旬
,

最多 区域

表唇水 中平均每升有 加 个扣胞
,

在滚锡内的分布范围甚广
,

至 6 月 8 日创大减
,

最多 区域

平均表唇每升水中有 3 个知胞
。

7 月 10 日稠查时曾下沉
,

下屠多处平均每升水中有 4 个

翘胞
。

19 拍年出现蛟早
, 4 月 触一邓 日稠查时即鳌现

,

此后 5 月初及中旬稠查曹未兑到
,

6 月初稠查时仅在一处出现
, 6 月末即又艳迹

。

对水团分布及胎惫生产尚未登现有显著的

联系
。

本粗的种类在晚锡最常见到的是劳氏角毛硅藻及扁形角毛硅藻
,

次为 日本角毛硅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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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最少见的是 圆柱 角 毛硅藻
。

就

1 9 54
, 1 9 5 5 两年的查料看来这 4

种角毛硅藻在憔汛期内数量都不

大
,

分布情况与水体移动情况的

关系不显著
,

尚未鳌现它们在胎

焦生产上有什么重要性
。

11
.

色体角毛祖 (吕丫瓦。刀 Ch
r o n Z
。

toc er 丈及子)

在稠查海区内所研究的此粗

硅藻有 6 种
。

其中有 2 种
:

卡氏

角毛硅藻 (以
.

cas
tra ca 耐)及艾

氏角毛硅藻 (Ch
.

ei ben ii)
,

为沿岸

性
;
其它 4 种

,

密速角毛硅藻 (C h.

凌界sus )
、

秘鲁角毛硅藻 (Ch
.

Pe ru -

t夕公‘22 2us )
、

扭角毛硅藻 (Ch
.

con v
。

lu t二)及紧挤角毛硅藻 (Ch
.

〔:oa一
ta tu s)

,

一般视为外洋性
。

但密速

角毛硅藻及秘鲁角毛硅藻都常在

烟台港内及其他靠岸海 区繁生
,

惟秘鲁角毛硅藻数量不若密速角

毛硅藻之大
。

紧挤角毛硅藻RlJ 仅

‘

人
龟

今

、
、

-
.

‘一‘~ -

2厅

呈又忿望丈共

犷3厅
3乃内 动盯一脚一听

娜
口

.

简 9
.

单色体及二色体两亚愚的种类在 19 弱 年 4一6 月不同 日期

内在 A
.

B
.

C
.

D
.

及 E S 个 观测站 (晃圆 4 )的 10 米水唇侮

升海水中的个体数量的变化情况
。

Fig
.

9
.

T h e

var ia tio n w ith tim e o f th
e t o ta l nu m be r o f e e lls

o f th
e sp ee ie s b elo飞in g to th e tw o

su b g e n e r a M ‘n o -

动r o m a to灿
o r o s a n d D i动ro m a to户ho r o s , o f th e G en u s

以
a。

亡o c o r o : ; nu m er ica ls in d ica te nu m ber s o f e e lls p e r lit r e

a t th e d e p th o f 1 0 rn d u r 主n g th e per io d fr o m A p ril

2 4 th to Jz u le 2 6 th
,

1 9 5 5
.

于 19 链 年在芝呆岛的样品中有少量
,

胎焦憔塌内尚未费现
。

本粗的这 5 种硅藻除紧挤角

毛硅藻外都是胎焦憔锡内时常觅到 的种类
。

(1 ) 卡氏角毛硅藻 (Chae to ‘e厂0 5 cas t

~
动

1 9科年 4 月 n 一1 5 日于威海东北近岸费生了一个卡氏角毛硅藻的密集区 (每升水中

平均 13 个知胞)
。

至 4 月 鱿一5 月 5 日稠查时期在芝呆岛东北生成每升水中 81 3 个韧胞

的密集中心
,

向外分布
,

扩及北律 37
0

50
产,

北稼 3 80 0 01 以北RlJ 橇少
。

此时
,

远岸水滑东翘

l羽
”

向南插入后又棘向东南
, 4 月 11 一 15 日在威海东北近海的密集区至此时遂被冲散

;

东艇 1加
“

以东也因之形成一空白区
。

5 月 17 一” 日时期远岸水向西推近的桔果使密集

区域仍局限于芝米岛近海
。

6 月 8一11 日时期
,

受渤海膺流出的沿岸水压挤的影响
,

密集

区移至北释 38
“

00
‘

以北
。

至 7 月 10 一16 日稠查时
,

密集区因受东方高盐水体向西推近及

南方近岸水体向北挤压的精果局限于北律 3 80 30
, ,

东艇 1皿
。

4 01 处 (圆 1 0)
。

密度亦大为

减小 (每升从 10 3 个减到不及 10 个 )
。

19 55 年流网滚汛初期 (4 月料一 2 8 日) 5 米水屠的密 集
一

区在 挽锡
_

东北 角 (北辣
3 8

0

0 0 ‘,

东粗 1 2 2
0

1 2
.

5 ‘

)
,

每升水中 , , 3 0 0 个 (采水沉积)
。

1 0 米至底各屠的密集区稍 向西

南移至东握 1羽
“

以西
,

密度逐减 (1 O 米水屠每升水中乳1 00 个
, 1 6一ZQ 米水唇及底屠每

升水中 乳00 0 个)
。

5 月 卜
一4 日稠查时分布几遍及全晚爆

,

但密度减少
。

密集区仍在东粗

1邓
。

以西
。

在 O
、

6
、

10 米各水屠
,

沿东粗 1 2 2
“

0 。,

有一空白区
,

这是远岸水沿东粗 1 2 扩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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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了以

. 门 , . 仁 之口

Fjg
.

1 0

卜氏角毛哇藻于 1 9 54 年 7 月 1 0一

16 日期洲的个体 数量分布情况 (数

字系以阴朋网采自 0一即 米 水 唇

中平均悔升水中的韧胞个数)
。

一

一
指示东方高盐水推进方向

。

⋯⋯* 指 示近岸低盐水推进方向
。

D is tr ibu tio n of e e lls o f 以
a e to一

eero s c a str a e a n o i d u r in g the p e : 许

od fr o m Ju ly 1 0 th to 1 6 th
,

1 9 5 4
。

一 一- 一) in d ie a tes th e lo e a ti o n a n d

the d ir ec t二o n J m ov
e m en t o f

s份 wa
te r w ith h ig h er sa l;垃ty

Pu
sh in g w e st

wa
r d fr o m th e ea st

-

·
.

⋯升 in d iea te s th e lo e at io n 是u ld

th
e d ir ec tio n o f m o v e m e n t o f

e o a s ta l 、v a te r w ith Io w er s a li一

ni ty
.

洋 与 溯 沼 1 卷

近岸擂入所致
。

至 6 月 3一6 日以后各次稠查 中本

种几乎艳迹
。

卡氏角毛硅藻分布情况与水文情况大 致相符
,

在灿焦憔汛初期及盛期此种密度相当大
,

分布范围

也和憔爆范围大致相符
。

因此它的分布情况
一

可作研

究水体动态及焦群分布的参考
。

(2 ) 艾氏角毛硅藻 (C爪左尹to :

~
瓦占‘刀ii)

本种盛期甚短
。

19 54 年 4 月 n 一1 5 日尚未登

现
。

4 月 2 7 日一 5 月 5 日只 在北 释 3 7
0

4 0 ‘,

东 挺

1 2少邵
‘

处出现少量
,

平均每升水中不到 1 个知胞
。

只有 5 月 1 7一咒 日稠查时大量出现
,

分布范围也较

)一
,

远岸水体向西南方 向插入近岸水
,

自北律 3 80
,

东袒 1丝
“

向西南方向致成一空自区
。

最密集 区在

芝呆岛以北
,

表唇水 中每 升 2 2 7 个
,

底 屠每升 6 6 6

个
。

6 月 8一n 日期尚密集区受渤海膺流出水体的

影响
,

北辣 3 8
“

00
’

以南密度大减
。

密集区仅局限于

北律 3 8
0

0 0 ‘

以北
,

数量减至每升水中 8 0 个知胞
。

不过在北释 3 80 00
, ,

东握 1皿
。

35
,

处底屠密度仍达每

升 鼠 4 个
。

至 7 月 10 日一16 日密度更小
,

最大密度

亦不过每升 3 个
。

1 9 5 5 年出现数量远少于 1 9链年
,

密集 区 限于

金山港么北海区
。

4 月 2 4一2 8 日及 5 月 1一4 H 两

次稠查时的最大密度各为每升触 0 及 4 0 个
, 6 月 1一 8 日RlJ 艳迹

。

本种分布情况对水体动态及焦群分布的研究亦稍有参考价值
。

(3 ) 密速角毛硅藻 (Cha
elo c e

ros
丈
孟, 芍us )

本种分布范围广
,

遍及晚锡各部
,

分布情况与水体动态有显著的联系
,

而且数量多
,

存

在时周长
,

故对水体动态及焦群分布的研究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1 9科年 4 月 n 一巧 日稠查时已大量出现
,

稠查范围内各观侧站告有
,

密集区主要在

东樱 砚少 0 01 以西
。

最大密度在金山港附近
,

每升水中达 68 0 个韧胞
。

4 月 公一 5 月 5 日

稠查时密集中心向北扩展
,

密度亦大增
,

最密处 O一加 米水屠中为每升 9 4 2 个
,

加 米以下

至水底之深唇中为每升 乳沥0 个
,

东握 1加
。

oo
‘

以西最密处为每升 13 1 个
。

沿东握 1邓
“

00
‘

有一稀薄区域
,

系受远岸水在此处插入近岸所致
。

5 月 17 一” 日期内东北部远岸水 向

西南近岸推近的桔果使密集区局限于芝荣岛以北海区 (圆 1 1)
,

最密处为每升 1 , 0 60 个抽

胞
。

远岸水体掩过区域的密度大减
。

至 6 月 8一n 日
,

密集区又因滚塌西北部远岸水向

南推近而局限于养禺岛北近岸区域 (圆 1幻
,

但密度已大减 (每升 68 个)
。

至 7 月 10 一16

日稠查时RlJ 密度更小
。

北律 38
0

00
‘
以北广大海区几乎全艳迹

,

北辣 38
0

00
‘

么南 。一加 米

水唇中最大密度平均每升尚不足 1 个韧胞 (底屠 6 个)
。

19 55 年采水沉积中
,

在 4 月 触一邓 日期周此种密集区主要在北律 38
“

oo
‘

以南
,

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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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密速角毛哇藻于 1 9 5 4 年 5 月 17 一跄 日期背

个体 数量的分布清况 (数字系以阴组网采自
0一2 0 米水屠侮升水中的韧胞个数)

。

—* 指示远岸高盐水推进方向
。

⋯⋯、指示近岸低盐水推进方向
。

D is tr ib u t王o n o f e ells o f Ch
众e to e e ro J 成 n 3 u s

fr o m M盯 1 7 th t o 2 2n d
, 1 95 4 ,

nu m e rie a ls

ind ie a t e

nu m b er s o 【e e lls p e r lit r e , v e r -

tie al ha u ls fr o m 2 0m t o s
ur fa ce

—升 in d ie胜e s t he lo e a ti(, n an d th e
”

d i-

r民ti on
0 1 th e m o v em e n t o f o u t sid e s m

wa
te r w ith hig h e r s a lin ity

.

· · ,

⋯升 in d ie a te3 th e lo ea t : o n an d th e d i-

r e 沈lo n o f the m o v e m en t o f e o a s ta l w a ter

诫 th lo w er s a ljn 主ty
.

泣l,2 d E

圆 1 2
.

密速角毛哇藻于 1 9 5 4 年 6 月 8一 11 日 期 背

个体数量分布情况 (数字系以阴 锁 网 采 自

0一2 0 米水屠侮升水中的韧胞个数 )
。

—升 指示远岸高盐水推进方向
。

Fzg
.

1 2
.

二〕
s tri bu tio n o 生 c ells o f 以

a e一o c o o : d朗 : u 3

d u r in g th e per io d fr o m Ju n e sth to 1 1 th
,

1 9 5 4 ; n u m e r iea ls in d ic a te n u r n ber s o 王
e ells p er 11让 e , v er tie al h a l xls fr o m 2 0 m

to s u rfa e e.

—升 in d ie a t c s th e loc
a tion

a n d th e d i--
r ec tio n o f t he m o v em en t o f o u tsi d e s e a

w a ter w ith h igh er s a lin ity
.

屠至底屠曹在东握 1咒
。

00
,

附近
。

一般下唇较上唇密度大
,

下屠最大密度为每升 1 0, 2 8 0个

韧胞
。

至 5 月 1一4 日RlJ 因远岸水向近岸推进
,

密度区域被分为东西两部分
。

此时最大密

度下詹为每升 1 ,

60 0 个
,

上屠为 80 0 个相胞
。

6 月 3一6 日密集区主在东握 1即
。

oo
‘

么西
,

最大密度为每升 1, 6加 个
。

至 6 月 邓一鱿 日RlJ 密度大减
,

最多处平均每升还不到 1 个韧

胞
。

(4 ) 秘鲁角毛硅藻(〔劲决)to

~
: P‘ru v

ian us )

此种分布范围亦甚广泛
,

数量多少各年不同
,

在憔塌内存在时期相当长
,

分布情况与

水文亦有些关系
。

一般先在近岸繁生
。

1 9 54 年出现数量甚少
。

孩年出现最多时为 5 月
,

但最大密度每升只有 9 个
,

而且除芝米岛以北近岸区域以外
,

昔远低于此数
。

4 月 1 1一15

日只在金山港及威海附近有少量出现
,

每升水中还不足 1 个
。

4 月 盯 日一 5 月 5 日数量

稍增
,

仍分布在北律 38
“

oo
‘

以南海区
。

最密处亦不过每升水中 1 个
。

5 月 17
一- 2 2 日一般

密度仍甚小
,

只芝米岛近岸高至每升 9 个
。

6 月 8一n 日憔爆范围内普遍减少
,

最密处在

东握 1乳
。

10
’

附近
,

每升水中在 2 个以下
。

7 月 10 一
.

1 6 日密度更小
,

晚堤范围内以芝荣岛

近岸最密
,

每升水中亦在 1 个以下
。

1 9 5 5 年出现数量甚多
, 4 月最盛

,

以后则逐衡减少
,

但直到 6 月上旬尚有一定数量

(最密处每升 3加 个)
。

4 月触一邓 日在稠查范围内的 9 个观侧站都普通存在
,

至多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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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污 湖 沼 1 卷

13 , 6 8 0 个
,

至少 2 8 0 个
。

最密处在刹查区域的西南角 (北辣 3 7
“

4 0 ‘,

东挫 1 2 1
0

4 7
.

5勺
。 6 月

1一4 日密度略减
,

上唇最多为每升 4 , 2 40 个
,

底屠最多为每升 7 , 4 80 个
。

O米及 5 米两水

屠的密集区昔在东趣 1羽
“

00
‘

么西
。

至 6 月 3一 6 日H[J 密度大减
。

采水沉积查料最密处仍

在芝紧岛北
,

每升 3 2 0 个 ; 最稀处在此次稠查区域的东北角 (北律 3 8
0

1 0 , ,

东翘 1 2 1
0

1 0 ‘

)每

升 10 个
。

但依国际标准 2 0 号筋箱的网采查料RlJ 在多数现侧站都然此种出现
。

由此可觅

知胞个体单独生活而体形小的硅藻
,

即使有蛟长的角毛仍易为 叩 号小孔筋捐滤过
,

进行

研究必么采水沉积的材料为主
。

咬5 ) 扭 角毛硅藻(〔系双 e to

cero
s co n v o l、tu s)

此种在 1 9斜 年各次稠查时期出现数带颇少 (
.
丁能一部被 1 3二x 网所漏掉)

。

4 月11 一 1 5

日仅有少量
,

最多处亦仅每升中 5 个翘胞
。

4 月公 日一 5 月 6 日 日盆少
,

效多数每升尚不

足 1 个翎胞 (同 2 )
。

5 月17
es 一卫2 日有显著的增加

。

密集区在稠查区域的西北角 (北排 3 80

1 0 , ,

东挺 1 2 1
“

1 0 ‘

)每升 3 7 0 个
。

6 月 8一 1 1 日又见减少
,

最密处为每升 3 7 个 (北辣 3 7
“

6 0 ‘,

东握 1 2 1
“

3 吕‘) ;
但此时

一

,

分布拯为普遍
,

在北排 3 7
“

3 0公3 8
0

1 0 , ,

东握 1 2 1
0

1 0 ‘

一1 2 2
0

旦6 ‘

的广大范围t).1 儿乎在每个观侧站都誉采到
。

1 0 6 6 年稠查时期内出现数量很多
。

4 月丝一邹 日在 9 个观侧站中
,
只有 5 个观侧站

出现此种
。

最密处在稠查区域的西北角 (北释 38
“

00
‘,

东挺 1 21
“

4 7
.

0’)
,

表唇每升 440 个
,

底屠 8 4 0 个
。

最少处是 12 0 个 (表屠)
。

5 月 1一 4 日多下沉
。

最密处在稠查海区的东北

角 (北辣 3 8
0

0 0 ‘,

东极 1 2 2
0

1 2
.

5 ,

)
。

此处表唇为每升 6 6 0 个
,

下屠为 2 64 0 个
。

6 月 3一 6 日

密度降低
。

密集处在东拯 l趾
“

35
’

附近
,

最大密度依采水沉积法为每升 1劝 个
,

以 叨 号

筋栩网拖样法为每升 10 3 个
。

6 月邓一四 日则几乎艳迹
。

扭角毛硅藻造成密集的群聚常首先在远岸出现
,

而不先在近岸处繁殖生成
。

所以在

颇大的程度上此种可用作远岸高盐水的一个指标
。

胎焦憔汛期内在憔锡中普遍出现的 6 种色体角毛粗的硅藻在晚巢生产土都有一定的

意义
。

根据扭 角毛硅藻密集群的最早出现区域
,

充分舌明扭角毛硅藻是来 自远岸水体
。

本粗中只这一种可用作外海水体的一个指标
。

这批明了
,

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

找斑

它在时周上和空简上的分布和呱期及憔群分布的关联情况
。

其次
,

据以上所述已趣看出

卡氏角毛硅藻和密速角毛硅藻两种
,

在涣汛期内都在憔塌中普遍出现
,

数量多
,

出现时期

较长
,

分布情况又往往与水体动态有一定的联系
。

因此也有必要就这两种硅藻和水体动

态的关系再深人研究
,

以便找出它们的分布和焦群分布的联系
。

秘鲁角毛硅藻和艾氏角

毛硅藻与水体动态的关系没有像土述三种硅藻那样显明
。

这可能是因为稠 查的 范 围太

小
、

时简太短
、

材料太少和分析研究不够的原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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