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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根据我国各海区近 个表层样品定性
、

定量分析的结果
,

讨论了介形虫数

量与属种的分布
。

介形虫的种数与个数具有由南向北
、

由河口海岸到陆架外缘随水深变大而

增加的趋势
。

按照在各种温度
、

盐度
、

深度条件下不同属种的数量分布
,

划分出暖水
、

凉水和广

温种
,

少盐
一

中盐
、

中盐
一

真盐
、

多盐一真盐与广盐种
,

以及五个不同深度带的种
。

在控制介形虫

分布的各项环境因素中
,

盐度是河口 、

海岸区的主导因素
,

温度在陆架浅海区起决定作用
,

深度

则结合其它因素起控制作用
。

近年来
,

作者对采自潮上带
、

潮间带
、

泻湖
、

河 口
、

海湾和陆架浅海表层沉积中的近

个祥品进行了介形虫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本文根据其分析结果
,

讨论了我国近岸浅海底

栖介形虫的数量和属种分布
,

并对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作了探讨

、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样品分别采自渤侮 块
、

黄海 块
、

东海

块采自陆架浅海
,

其余采 自潮上带
、

潮间带
、

河 口和泻湖
。

块 和南海

每个样品一
。 孔径的标准铜筛冲洗

,

烘千后 或再经分样 挑尽全部介形虫
,

进行

量统计
。

二
、

种数和个数分布

迄今为止
,

在我国各浅海表层沉积物中发现的属种数量是 黄
、

渤海 属 种
,

东

海那 属 种
,

南海北部 属 刘 种 ,
、

根据近 三叨 个陆架浅海表层样品分析的结果
,

可

绘制介形虫种数
、

个数的平面分布图 图
,

和各海区每个样品中介形虫种数和每克样

品中介形虫个数的平均值 表
。

由图
,

和表 可见
,

从北向南随着纬度的降低
,

从

河口海岸到陆架外缘随着水深的增大
,

介形虫的种数和个数都呈现出由少变多的趋势
。

具

体说
,

低值区出现在黄海中部深水区 和河口 滨岸区
,

其多数站位的

介形虫种数不 到 种
,

个数不足每克 瓣
。

低值的原因
,

在黄海主要与低温冷水那有关

在河口滨岸区则与高的沉积速率及低温
、
低盐的冲淡水有关

。

反之
,
南海北部和东海的中

、

外陆架区由于受黑潮等暖流控制
,

属高温高盐区
,

加上陆源物沉积又低
,

因而形成了介形

虫种数和个数的高值区
,

多数站位的种数大于
,

最高可达 种
,

个数一般高于 瓣
,

最高达 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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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近岸浅海表层沉积中介形虫

种数分布
·

夕

·

中国近岸浅海表层沉积中介形虫数量

瓣 分布
亡

。 王 , 。

表 我国各浅海区每个底质样品中介形虫种数 和个数
,

瓣数 平均值

, 。

水深 一 , 一 一 一

戮戮义义义义义义义海海区 、火运运运运运运运

黄黄
、

渤海海 斗
·

斗

东东海海
· ·

南南海北部部
· ·

三
、

属种分布与环境因素

我国近岸浅海区介形虫属种分布与环境因素关系密切
,

下面以水温 、盐度和深度等因

素为重点来进行讨论。

水温

指底层水温
,

它取决于所处海区的纬度及其地理位置
、

水深和海流
、

水团的分布格局
。

我国浅海介形虫在纬度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分带性 图
,

这种分带性实际上反映了南

北方向上的水温梯度
。

但是
,

水温等值线并不严格平行于纬度
,

而是受大陆气候以及海

流
、

水团的影响
,

呈现出很复杂的分布
。

例如东海中
、

外陆架由于受黑潮及其分支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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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水种南界

一

暖水种北界

图 若干凉水种和暖水种的分布界限
一 一

州 亡 口仍户 石 , 注 口 ·

人 才入 巴矛了 切“ 才 ” 班了 口犷弃‘夕 方 尸 己 ‘

份 ‘汤毖忍 亡 “ 丹 五 夕 乃。 那 。犷夕石 “ 户‘ 口 刀 人‘

人 君 , 诊 一人, 夕 云
,

夕 。 己 。 , 人“左“ 该护” , 入

己 了 水 巴刀 了 夕了人巴宁丫 ‘ 己 夕 亡 了 少 亡 夕夕 亡 尸 了

万 尸 刀了

影响
,

底层水温与较低纬度的南海北部中
、

外陆架相仿
,

一些产于南海和印尼的暖水种随

着暖流从低纬度带向北分布到东海 反之
,

东
、

黄海近岸浅水区受大陆气候和沿岸流的影

响
,

冬季水温普遍低于同纬度的外海
,

一些喜凉性温带种以黄海中部冷水团所在海区为中

心
,

随沿岸流 向南扩散至东海西北部
,

向西进人渤海 图
。

可见图 也反映了海流
、

水

团和大陆气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根据介形虫的纬度和温度分布
,

参考邻近海区的资料
,

可 以把我国近岸浅海的介形虫

常见种分为暖水
、

凉水和广温三个类型
。

暖水种 分布在南海北部陆架和东海受黑潮暖流强烈影响的中
、

外陆架区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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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 当数量的种也产于南海南部和印尼等热带海域
,

如 小 才五。 友认 。。 , 。 。”
, , , , “ , , 。 了“ 姚

, ,人 “ “ 多 , , ’”

“ 多 , , , , , 夕 介行
,

二 反 ”了 行
, 多 ,

人 多 , 。互 多 “ 多 , 忿 多才 户。”君了口
, , ·

, , 。 , 君 , , , , , 等
。

但不少种属于地方性类型如 , 户
,

夕访 口 , 二 , ,

入。 ,

, 反反。 “ , ” , 多 ‘ “ , 汇 , “ “ , ”‘ “ ·

, 夕, 二 , , , 。 。

此外
, 。‘

, ‘。 , , 夕 ” ‘ , , , 友
, “ 卜

无 ‘ 户
, 少 君 , , 等多见于海南岛沿岸

、

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
,

是与珊

瑚礁密切联系的典型热带种
。

凉水种 分布在黄海和渤海
。

典型的凉水种在我国浅海为数不多
,

以 哪 口

夕 ““ 。 , ,

, 户, , 和 ” 为代表
,

分布范围狭小
,

集中在黄海冷水团控制的海区
,

它们的南界不超越
“

图
, ·

钓
。

其中
“

加
““八

,

凡
一

。抖 ” 在 日本只见于本州北端的陆奥湾
,

分布

在英国北部和丹麦以北的大西洋和北冰洋沿岸
,

它们在黄海的出现可 能指示了与北方低

温水的联系
。

其它凉水种还有 , 户 户, ,
, 入 户, , 口 , 。。。

” , ” 移 “ ” ” , 多 留 刀 , 移 多 ,

“ “ “‘ ” 。

除 , 。 , , 外
,

其余种在 日本沿岸均有产出
,

它们的少

量个体随沿岸流和黄海冷水团向南扩散到东海北缘或西北部
。 ‘ ” ‘ 扭

,

, 。 , 。忿 反
, ” ”

和 口 ‘外肠 口 “ 。 等种少见或罕见于东海和南海
,

但在黄海较深水区却以优势

种或常见种产出
,

代表能适应较广温度的喜凉种
。

广温种 指对温度变化具较大适应性的种
,

它们在近岸浅水区最为发育
,

分布较

广
,

一般跨越较宽的纬度带
。

迄今只见于或主要产于中国沿岸的广温种有
” ” , , ” ” , , 多 口 , 多 , ”

不 ” , 夕‘ “ , , ” 夕不 君 称 行
, 移 才

。

有些种向北亦较多地分布在 日本的两岸
,

如 多 , ” 多“ ,

夕, 户‘ ” ” 和 ” 夕 户 另一些种则向南亦分布在印尼和马来

亚一带
,

如 夕 交 , ,

女 多 和 多 夕多 。

而 夕 ,

, 夕 , , , , , 夕

五‘ ‘
, ·

和 ‘ 等种广布于从北部的苏联
、

日本

至南部的印尼
、

马来西亚的亚洲沿岸
,

是西太平洋边缘区迄今所知的最广布和最常见的广

温浅水种
。

上述兰类种各具其分布区
,

反映了水温的控制作用
,

它们的展布格局
,

尤其是暖水种

和凉水种的分布界限是我国海区现代介形虫区系划分的主要依据
。

盐度

我国浅海区的海水盐度从北向南
、

由岸向外呈逐渐增高的趋势
。

近岸浅水区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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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径流和低盐的沿岸流影响
,

盐度低于外海
,

尤其在河口区
,

盐度变化十分强烈
,

盐度梯

度明显
。

如果说外海的介形虫几乎全属窄盐海相类型
,

介形虫分布主要受温度控制的话
,

那么在河口 海岸带由于广盐和低盐类型占优势
,

盐度则是介形虫分布的主导因素
。

根据

我们近年来对海岸带活介形虫所作的生态调查比
,

可将我国常见的广盐和低盐种的盐度

分布归纳如图
。

按照不同的盐度适应范围
,

图 中所列各种可划分以下类型
。

少一
中盐水种 仅 。。 坛 。 ,

主要分布于盐度小于 偏 的河口
、

淡化 泻

湖和潮上带低盐度水体中
。

·

中一
真盐水种 口 口口 , 口‘ , 。 君 , , , 见于潮上带

, , “

‘叮“ 产于潮间
、

潮下带
。

多
一

真盐水种 包括 , 占
,

尺 。 吞 , ,

万 。。。 , 口 ,

了 ” , , 夕 夕 , , 夕 等种
,

主要分布在正常盐度

的海水中
,

但能容忍稍低的盐度
,

一般不低于 痴
。

广盐水种 指对盐度具高度适应性
,

在少二真盐水中均有广泛分布的种
,

包括
, , , , , 。。 , 夕 。“友 , ” , , ‘ ‘ “

, ‘ , ” , , “ , “ , ” ‘

习 一

, , 去段水水

少少告之月丈丈 飞 令衣
一

丁之之
礴 多言红水 一

。 。

一

匕
,

’’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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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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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海岸带活介形虫常见种的盐度分布

, , , , 水“ 天。 , 几份 。” , ·

‘月 五 ‘ 亡份 犷 “
· 称 产 用‘ 。 户

八矛, 尸犷 了 户“ 石犷“ 云己 己 ‘了 ‘ 了云
·

入己夕 亡 ”‘ ‘ 亡户 夕 入亡犷己 沙

。。 , , 才 , “ 〕, , ” 亩 口”配夕 五, , 。 刀 。占 ,

矛刀矛 ‘犷 了 夕 犷 “ 己口 俘 夕名人口 亡 行 产。优 。刀 召 二

班。 , 介 , 斗 , 夕 石, 。 了 夕 矛 夕 五 , 。 诊。。。 , 心 , 夕 乃。 , 。

户。

从 护。 , 。 邵 奋, , 滚 夕。 , , 廿 石 刀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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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等
,

其中 友 , 和 , 是我国沿岸已知的两个盐 度 分

布范围最大的种
,

在少盐水 瓜 到超盐水 知瓜 中均有出现
。

深度

根据图 所列的我国近岸浅海区常见种的深度分布
,

可以归纳出不同深度带中介形

虫的主要组成
。

潮上带 夕户 碱 , ,

户 , , 衅 , 了 ,

户, 人
,

” 五 ‘ , ” 夕, , 二 ,

了 户
,

其中前三种只限 于 此

带
。

潮间带一 以浅潮下带 ‘ , , 。 , ,

犬

”。” , ,

夜 ” , ‘ 夕‘ , ” , “ , ” 不 ,
·

石
, , , , , ‘ ” ’

,

’‘ , , ,

, ,

一 水深区
,

夕 。 户 , 。 ,

授 动。 。 ,

‘
,

介了 ”‘ ” 蔺
, ” , ·

‘
, ” , ” , ,

称 , ” , , 无 , ,

那

一

一 水深区 , , 夕, , , , 。户 动 吞 , 刀

”才。那 ” , 夕 犯 叨 雌 ,
·

“ 几, , “ 蔽
, 留 刀 夕

花人。 , , ,

左 夕 , 界 “
·

,

阶 料 才本 刀 , ” , , ,
夕

。 矛
,

了 刀 。 ” ,
夕君 ”交友。 ” , ·

夕 ” ”

水深区 , , 夕 , , , 户 ,

少 口 了 , ”
· , ” ” , ‘ ,

,

户
, 夕 , 。

必须指出
,

介形虫的深度分布明显受水温
、

盐度等因素的制约
。

例如暖水种 口。口 ‘

, , , 犷 ‘ , ” 在南海的深度分布范围远较东海广
,

从内陆架到

外陆架均有产出
,

而在东海却主要限于黑潮暖流控制的较深的外陆架水域
,

显然这里是水

温起着决定性作用
。

又如窄盐浅水种 刀。 , , 。 ,
, , , 。户 。 口 , “ , 。 , 。 , , 。

”
,

孔心二 。 ‘ 。 。 等
,

在河口和沿岸流强烈影响的滨岸区一般出现于

以深水域
,

而在盐度正常的滨岸区
,

它们的分布范围可以直逼岸线 反之
,

广盐种在较大河

口区的分布范围要比在盐度正常的海岸带广得多
、

深得多
,

这里又是盐度起着重要的控制

作用
。

四
、

结 语

综上所述
,

盐度
、

温度和深度是控制我国近岸浅海介形虫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 , 它们

既决定着介形虫个数和种数的分布格局
,

也决定着不同属种的分布范围
。

而这三种因素

又都与水团
、

海流有关
,

确切地说
,

是在不同深度范围内具有不同温
、

盐性质分布的水团或

水层
,

决定了介形虫的分布
。

当然
,

这三者的作用因地而异 在大陆径流和低盐度沿岸流

控制的河口
、

近岸区
,

盐度是主导因素 在盐度正常的陆架浅海区
,

温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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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通常和其它因素交织在一起
,

在陆架以外的较深水域其作用更显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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