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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形棒矛虫在东海西部的数量分布
*

谭智源 高洪绪 宿星慧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镰形棒矛虫 (s t‘c h o lo n c h e : a , c le a H e

rtw
ig ) 为独特的一种放射虫

〔夕了,

在分类位置上尚

未十分确定
,

在生态习性方面也有别于其他的放射虫 ; 过去
,

对它的研究报道较多
,

本文

则是根据 19卯 年全国海洋综合调查部分海区采集的标本资料(调查区及所用标本资料与
“
东海放射虫的研究

”

一文Il] 相同)进行整理
,

初步叙述了它在东海西部的数量分布
。

根据 1 9 5 9 年全年的调查统计
,

镰形棒矛虫在调查区数量分布的季节性变化是十分显

著的
,

从 12 个月的分布 图 (图 l) 看来
, 1 月份分布在 3 1 “

N 以南
,

稀疏分散
,

寥寥无几
,

各

调查站出现数量均在 5 00 个 /米
”

以下
,

总个数平均值不到 2 个 / 米
”; 2 月份出现的范围更

小
,

仅于 2 9 O
N 以南的几个站

,

数量均在 1”个/ 米
3以下

,

总个数平均值更下降至 1 个 /米、
3一 4 月份的分布开始由点发展至面

,

并逐渐扩展到 30
“

N 钱塘江口附近
,

密集区的数量均

在 1 0 0 0 个 /米
3

以上 ; 5一 6 月份到达长江 口外
, 7 月份 则再往北推至咒

“
N

,

在长江 口北出

现了 > 10 万个/ 米
3

的密集区
。 8 月份成为全年分布范围最广

,

数量最多的一个月
, 1 0 0 0

个 / 米
3

以上的密集区由 2 8 O
N 至 3 3 “

N
, 12 2 O E一1 2 3 oE 都有

,

并且几乎南北连成一片
,

总

个数平均值此时达到最高—
3 2 8 6 个 /米

3 。 9 至 12 月份数量递减
,

到 12 月
,

数量最多的

站不超过 4 0 0 0 个/ 米
3 ,

总个数平均数降至 2 5 3 个/ 米
3。

这种分布情况可概括为
:
数量系

夏多冬少 ; 分布范围是夏秋向北扩展
,

冬春向南退缩
。

镰形棒矛虫一般分布于海洋表层
,

这种生态习性
,

我们曾作了调查
,

在调查区
,

初步统

计对比了 76 个站的表面水层 (。一20 米 )和底到面 ( 0 米一底 ) 的水层平均分布密度
,

结

果表明
,

镰形棒矛虫分布密度较大是在表层 (共 ” 个站 )
,

这说明镰形棒矛虫生活于表层

的生态习性是十分清楚的
,

并与以往文献报道完全符合
。

镰形棒矛虫的数量分布与温度关系从上述的季节分布变化已明显看出
,

它是随温度

的变化而消长的 ; 若以调查区各月份平均温度变化与它的总个数平均值的月变化作比较

(图 2 )
,

亦可看出
,

镰形棒矛虫的数量增减与温度高低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
。

当 2 月份水

温较低时 (平均温度为 9℃ )
,

它的数量最少 ; 往后月份
,

温度逐渐上升
,

到 8 月份
,

温度到

达最高值 (平均温度 27
.

5℃)
,

它的数量亦逐渐增加到最大值 ; 其后
,

随着温度逐月下降
,

数量亦逐渐递减
。

镰形棒矛虫的分布与磷酸盐及浮游植物的关系似较密切
,

在调查区
,

尤其近岸水域
,

磷酸盐含量一般都在 20 毫克
一
磷 /米

3

以上
,

浮游植物异常丰富
,

在春初与夏秋之间
,

常出

现大面积的密集区
〔ZJ,

密度达 > 10
6

一10 , 细胞个数 / 米
3。

在密集区的浮游植物里常有大量

的镰形棒矛虫
。

反过来看
,

有许多调查站
,

镰形棒矛虫数量多
,

浮游植物亦丰富
,

镰形棒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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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少
,

浮游植物也较稀疏
,

例如 7一 8 月份
,

镰形棒矛虫在长江口东北海面 (3 2 O

N一3 3 O

N
,

1 2 2 O E一1 2 3 oE ) 出现了 5 0 0 0。个/ 米
3

左右的密集区
,

这也正是浮游植物的密集区域
,

数量

> l以个/ 米
3。

在南海
,

磷酸盐比东海为低
,

我们曾检查 19 7 5 年在西沙群岛调查采集的浮

游生物标本
,

发现镰形棒矛虫所占的数量很少
。

据 阳川广秋 (1 9 3 6 ) 的调查
,

镰形棒矛虫

在东海中国近海以及 日本九州西岸的出现系在硅藻和蓝藻区域
。

关于镰形棒矛虫的营养

性质
,

目前尚未完全明潦
,

但从所述一些现象来看
,

与磷酸盐含量和浮游植物的分布似有

关系
。

镰形棒矛虫的分布与黑潮暖流的关系不

明显
。

在我国调查区东南部外海
,

温盐度是

全区最高的 海域
,

表 层 水温 年 总 平 均值

> 21 ℃
、

表层盐度年平均值 > 3 4
.

0瓜
,

这些区

域接近黑潮暖流外缘 (图 3 )
,

大量的等辐骨

4 00 00

2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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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镰形棒矛虫总个数的月份变化与

月平均温度的关系

一一平均总个数
-

一月平均温度

0 <
二1 0 0 0个/ 米 3

一
。。。任

-
50 0 00 个/ 米 “

. , 0 0 0一 5 00 0个 z米 3

@ 5 0 0 0 0一 , 0 0 0 0 。个 /术 艺

。5 00 0一 ; 《)00 0个 /米 3

.
, ‘oo t, 00 个

’

米 3

图 3 镰形棒矛虫总量分布与

年平均表层温度的关系

虫及其他放射虫 (资料正在整理 )均集中在这一区域
,

无论种数或个体数量均远较调查区

内的其他部分为大
〔l] ,

又据郑执中
、

郑守仪 (1 9 6 2 ) 报道
,

有孔虫在东海的分布亦存在同样

情况
,

即大量有孔虫的分布集中于 2 9 “
N 以南

,

接近温
、

盐度较高的黑潮暖流区域
,

而温
、

盐

度较低的区域
,

浮游有孔虫的数量则较稀少
〔2 1。

但镰形棒矛虫的分布与此情形明显不同
,

全年出现在调查区的东南部较少
,

而在长江口 东北面外海的分布则较多
。

它的分布与温度

的关系
,

我们以 日本函馆海洋气象台所发表的 1 9 n 一1 94 1 年 30 年间平均表层水温的数

据为依据
「5] ,

从总量分布与温度关系 (图 4 )可明显看 出
,

在年平均温度 17 ℃ 等值线附近

区域数量最多
,

而 16 ℃ 以下或 19 ℃ 以上所包括的区域(尤其 21 ℃ 以上的外海海域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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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稀少
。

再从经度分布看 (图 4 )
,

于近岸水域 (1 2 2 “

一 12 3 O E 之间 ) 数量较多
,

其分布

密度总个数 > 3 0 0 0 0 个/米
3 ,

这一区域的年平均表层水温 (16 一18 ℃ )
、

表 层 盐 度 (28 一

31 瓜) 远较外海 (表温 > ”℃
、

表盐 > 32 瓜 ) 为低
,

这就说明
,

镰形棒矛虫最适宜的生活

环境不在高温
、

高盐的夕卜海黑潮暖流区
,

而在近

岸水域
,

从数量的陡增及密集区的位置来看
,

其

分布与径流关系较为密切
,

夏季
,

长江径流带来

了大量无机盐
,

导致浮游植物大量繁殖
,

这时
,

镰形棒矛虫在交汇水域亦大量增加
,

因此在长

江口外出现了大片密集区
,

可见径流与海水交

汇形成的低盐水对它的数量增殖可能起着一定

作用
。

讨论 关于镰形棒矛虫的耐温性质
,

据

以往报道
,

H e r
tw ig (1 57 7 )

〔‘, 冬季在地中海墨

西拿港找到镰形 棒 矛 虫
,

认 为 是大 洋 性 种
。

se hr o de r

(29 0 5 )
〔, 〕在地中海

,

北海
,

北冰洋
,

南
、

北大西洋和赤道均发现本种
,

了解其适温范围

至少在 13 ℃ 以上
,

在大西洋分布范围系从 2 5 0 5

经赤道到 2 0 O

N
。

sc hr 6 de r 认为它属暖水性种
,

分布是世界性的
。 B e rn s te in (1 9 3 2 )

f‘〕
曾在喀拉

海 (K a r a S e a
) 的新地岛 (

H

姗
。 3 e M : ;

) 北部发

现本种
,

但他认为是属暖水性的种类闭
。

相川

广秋t3] 于 日本九州西岸
、

对马海流区
、

朝鲜东岸

和 日本岛沿岸 10 月和 n 月均曾采到 ; 倪达书

30 00 0

四
3艺l
八曰Q�Ont
厂口户ns竹牛J马JOJ八西Q山而

声�,�,�训训

]
t.立,月l
,J.

20 00 0

魏

。兴\令

12 3 “

12 4

图 呼 镰形棒矛虫经度分布与年平均

表层温
、

盐度的关系

一
一总量 一

一年平均盐度 ⋯⋯年平均温度

与王家揖圈 在厦门港亦采到本种
。

根据 sti as ny ( 19 0 8 )
‘81
在地中海的里雅斯特港 ( Tr ies te )

的研究称
:
镰形棒矛虫系典型的冬季种

,

出现于 H一12 月至翌年 1一2 月
, 4 月末

,

数量

减少且趋于绝迹
。

又据 Sc h币d er ( 19 0 8 ) [7J 在大西洋的调查
,

观察其数量变动是
: 5 月最

少
,

以后数量递增
,

12 月达最高峰
,

此后又逐渐减少
。

而在高斯站了解到出现现象是
: 3

月数量很少
, 6 月份稀疏出现

, 7一 8 月份数量渐增
,

至 9 月则迅速增长
,

10 月份数量达最

高峰
。

根据这些资料
,

结合我们的情况来看
,

可以认为
:
一

、

镰形棒矛虫无疑是广分布的 ;

二
、

系属暖水性种
。

这从它在东海中国近海的数量分布与季节变化已明显得到证实 ; 由于

在世界分布范围亦较广
,

我们更加认为它是属广暖水性种
。

此外
,

它适于温
、

盐度不是太

高的环境
,

故在较冷的环境仍能适应
。

这样看来
,

镰形棒矛虫之所以在不同海域出现于不

同月份似乎已得到解释
。

举地中海为例
,

那里的海水表面温度
,

一般系由直布罗陀海峡向

内部增高
,

但冬季则不然
,

表面温度最低的地方
,

在地中海最北 部

—
即 在 里维耶拉

( Ri vi er 。
) 以南

,

及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内部
。

因此
,

具亚热带性质的地中海海域北部
,

冬季的水温降低反而适合于镰形棒矛虫的生长繁殖
,

出现较他处为多
。

就本文所述调查范围所得结果看来
,

对镰形棒矛虫生态习性的了解仍是十分有限的
,

因此还有待于在邻近海域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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