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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湾海水理化因子与

浮游动物数量的关系
*

黄伟建 齐雨藻 黄长江

(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 广州 5 10 6 3 2)

提要 利用灰色系统研究方法对 19 90 年 3 月 30 日一 19 90 年 6 月 22 日采自大鹏湾地区海水

样品进行了研究
,

并计算了大鹏湾盐田海域浮游动物数量变动与海域理化因子间的关联度
,

且进行了关联序整理
。

结果表明
,

M ll ,

民
,

叶绿素 a 和溶解氧对浮游动物数量变动影响较大
.

关健词 灰关联 关联度 浮游动物 大鹏湾

学科分类号 Q 178
.

53

黄伟建等 (1 9 9 6) 在对夜光藻种群增殖的灰关联分析时发现
,

浮游动物
、

溶解氧和叶绿

素
a
等因素对夜光藻种群密度 的增长有 比较重要的影响

。

本文采用灰色模型理论对浮游

动物和若干环境理化因子含量的变动进行了对比分析
,

找出了上述 因素的影响强弱顺序
,

这为进一步的生态动力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

1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方法

所有数据皆取 自大鹏湾盐田海域的调查结果
.

采样时间是 19 90 年 3 月 30 日一 1990

年 6 月 2 2 日
,

每隔 Zd 采样一次
.

共 11 个因子 (30 个数据 x 11 x 3 个站位 )
.

浮游动物采

样分定性和定量两种
:

定性是用 浅水 2 号浮游生物网
,

网 口为 3 1
.

6c m
,

全长为 14 0c m
,

用

G B 36 筛绢垂直拖 网采样
;
定量是用 Z L 的采水器

,

标本少则全部计数
,

多则浓缩后计数
。

该部分定量和定性采样 由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负责
;
理化因子的分析按《海洋污染调

查暂行规范》(国家海洋局
,

19 7 9) 进行
,

样品由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提

供
.

2 灰关联分析 (易德生等
,

199 2 ; 傅立
,

19 9 2)

以浮游动物数量 (i
n d / L)为母序列 {X0 (r)}

,

以温度 (oC )
、

盐度
、

溶解氧 (m g / L)
、

pH
、

叶绿素
a
体g / L)

、

磷酸盐体g / L)
、

亚硝酸盐 (“g / L)
、

硝酸盐年g / L)
、

凡 和腼 为子序列

{戈(t) }( i = l
,

⋯
,

10)
.

在将数据代人运算时
,

首先将象据均值化或初级化处理
.

均值化

处理设原始数列
:
x (o) = {x (o ) (l)

,

X (0 ) (2)
,

砂乡一响
协丫充(0 ) (

n ) }
,

得其平均值为 x (o)
,

x( o )
人

、

砂 ~

X (0 )(k)
,

则对 X (0) 作均值化处理
,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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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 ) = {Y( 0 )(l)
,

Y( 0 )(2 )
, ,

式0) (
n
)}

_

万兰(旦李丝
,

兰塑返斗
〔X (0 ) (l) X to )叹l )

对 X (0 )作初级化处理得 丫(0) 为
:

丫(o ) = {丫(o ) (l)
,

丫(0) (2 )
,

不(o) (
n
)}

......,ed
X (0 ) (2 )

X( 0) (l)

当 t= k 时
,

{x0 (k) }与 {X
‘

(k) }的关联系数乙
。,

(k) (i = 1
,

2
,

一 10 )用下式计算
:

C
。‘

(k)
刁面

。

+ p d ~

d 。
‘

(k) + p △max

式 中
:
乃 。‘

(k) 为 k 时刻两个序列的绝对差
,

即d 。‘

(k) = m xo (k) 一 X
‘

(k) m 或d 。‘

(k) = m ro

(k) 一 Y ‘

(k) 、 d ~
,

乃二
n

分别为各个时刻的绝对差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

沙辨系数的作

用在于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

p ‘(0
,

l)
,

本文取p = 0
.

5
,

并用下式计算其关联

度 y:

了0i =精 C
。、
(k)

式中
:
丫

。、

为子序列为 i( i 二 1
,

2
,

⋯
,

1 0) 与母序列为 0 的关联度 ; N 为序列的长度
,

即数据

个数
。

根据关联度大小的排序得出关联序
.

3 结果与讨论
均值化处理的理化因子对浮游动物数量变动影 响的排序为

:

叶绿素
a 、

M n 、

溶解氧
、

Fe
、

硝酸盐
、

酸碱度
、

盐度
、

亚硝酸盐
、

温度
、

磷酸盐 (表 1 )
。

初值化处理的理化 因子对浮游

动物数量变动影响的排序为
:

M n 、

Fe
、

叶绿素
a ,

溶解氧
、

酸碱度
、

盐度
、

温度
、

硝酸盐
、

亚硝

酸盐
、

磷酸盐 (表 1 )
。

由表 l 可以看出
,

均值化方法的分辨率较差
,

它的变化范围在 0. 7 19 3

表1 各因素对浮游动物种群密度消长的关联度及排序
T a b

.

1 Tb e de g re e o f c。

爪lati
o n be tw ee

n

the
a

fac to rs afl七cti ng the i留正me nt of po Pul ati on

de n sity o f z
oo PI越正to ns

关联度及排序 温度 盐度 溶解氧

0
.

7 19 8

0
.

5 8 0 4

0
.

7 10 1

0
.

6 6 9 9

2

0
.

9 3 1 5

0
.

9 4 9 1

0
.

9 0 5 4

0
.

9 2 8 7

4

4

酸碱度

0
.

6 60 4

0
.

6 9 3 2

0
.

6 1 5 2

0
.

6 5 6 3

叶绿素
a

0
.

6 6 6 1

0
.

6 88 5

0
.

6 79 6

0
.

6 7 8 1

1

0
.

9 2 0 7

0
.

9 5 8 8

0
.

9 3 4 1

0
.

9 3 7 9

磷酸盐

0
.

59 3 3

0
.

5 3 3 4

0石0 2 1

0
.

5 76 2

l0

0
.

50 9 7

0
.

3 5 8 1

0
.

4 0 6 1

0
.

4 2 4 6

亚硝酸盐 民 M l】

及

义

邵

平均值

排序

及

义

习

平均值

排序

结论

0 6 16 0

0
.

6 6 3 1

0
.

6 0 5 8

0
.

6 2 8 3

9

0
.

9 0 5 9

0
.

9 2 5 7

0
.

8 7 7 5

0
.

9 0 3 0

7

7

0
.

6 2 8 7

0
.

6 1 1 2

0
.

7 12 3

0
.

6 5 0 7

7

0
.

9 2 6 3

0 9 4 0 5

0
.

8 9 6 6

0
.

9 2 1 1

6

6

石协言{

0
·

,

热f
5 l0

l0

0
.

5 7 6 7

0
.

6 3 8 8

0
.

7 0 9 9

0
.

6 4 1 8

8

0
.

6 5 9 5

0
.

7 4 0 2

0
.

7 54 4

0
.

7 1 8 0

9

9

硝酸盐

0
.

57 8 6

0石5 1 1

0
.

74 5 5

0
.

6 5 8 4

5

0
.

6 2 6 3

0
.

, 5 9 0

0
.

8 2 2 3

0
.

80 2 5

8

8

0
.

7 4 5 3

0 石0 5 5

0
.

6 3 2 2

0石6 1 0

4

0
.

9 5 8 5

0
.

9 7 1 0

0
.

9 0 4 3

0 9 4 4 6

2

2

0 7 1 7 0

0
.

6 18 8

0
.

67 4 1

0
.

66 9 9

2

0
.

9 42 4

0
.

9 7 3 1

0
.

9 3 5 7

0
.

9 5 0 4

l

1

补了卿0.897



3 期 黄伟建等
:

大鹏湾海水理化因子与浮游动物数量的关系

一0
.

53 3 4 ; 而初值化方法的分辨率较好
,

它的变化范围在 0. 973 1一0
.

35 8 1
,

初值化方法所

得到的理化因子对浮游动物增殖影响的排序是
:
1

.

M n ; 2
.

Fe
; 3

.

叶绿素
a ; 4

.

溶解氧
; 5

.

酸

碱度 ; 6
.

盐度
; 7

.

温度 ; 8
.

硝酸盐
; 9

.

亚硝酸盐 ; 10
.

磷酸盐
.

本文研究结果与作者前文 (黄伟建等
,

1 9 96) 的结论进行比较
,

后者为
:

夜光藻是浮游

动物的饵料
,

所以浮游动物对夜光藻的影响排在第 1 位是合理的
; 由于夜光藻体内没有光

合成所需 的色素
,

所以它的呼吸作用消耗水体的溶解氧
,

当海水的溶解氧含量高时可刺激

夜光藻的生长
,

因此溶解氧因子排在第 2 位
; 而叶绿素

a
的含量高

,

即浮游植物含量高
,

则

会提高水中的溶解氧
,

利于夜光藻增殖
,

即叶绿素
a 因子排在第 3 位 ; 此外

,

温度对夜光藻

增殖的影响非常直接
,

运算的结果是温度 因子排在第 5 位 ; 而夜光藻是异氧性 甲藻
,

营养

盐的作用是间接的
,

所以营养盐因子排在第 7
,

8
,

9 位
.

而本研究的结果是叶绿素
a
对浮游

动物的影响排在第 3
,

是
“

优势
”

因素
,

浮游动物对叶绿素
a 的吸收要求比较高

;
溶解氧对浮

游动物的影响排在第 4
,

当海水的溶解氧含量高时可刺激浮游动物的生长
,

所以溶解氧也

属于
“

优势
”

因素
。

M n 和 Fe 对浮游动物的影响排在第 1
,

2 位
,

属于
“

优势
”

因素
。

M n 和 Fe

如何在生理和生态上对浮游动物施加影响需在实验室中进一步研究
.

此外
,

酸碱度
、

盐度

和温度对浮游动物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

运算的结果分别排在第 5
,

6
,

7 位
,

存在适宜的范

围对其施加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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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湖沼》学报被引频次再前进 5 名

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公布
,

在 中国科技期刊被引频次的前 500 名排行表 中
,

《海洋

与湖沼》的名次依次为
:
1994 年

,

45 名
; 1995 年

,

40 名
; 19% 年

,

35 名
。

这三年以每年前进 5

名的顺序递增
。

19% 年按学科分类
,

在地球科学领域的期刊中
,

以被引频次统计
,

本刊排

序为第 2 名
; 以影响因子统计

,

本刊排序为第 10 名
。

又 199 7 年本刊分别获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

中宣部
、

国家科委
、

新 闻出版署

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
。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与各级领导
、

专家及广大作者
、

审者和读者等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是

分不开的
。

为此
,

本编辑部 向所有对本刊给予支持和作出贡献的领导
、

专家和科技工作

者
,

致以最忠心的谢忱和敬意
。

希望今后让我们继续通力合作
,

不断拓新办刊新局面
,

争

取《海洋与湖沼》尽早加人世界先进期刊的行列
,

为繁荣学术
、

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