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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湾春秋季浮游植物的调查研究

张树林 赵 晖

天津农学院水产科学系 天津

提要 年 月和 月 对大连湾 β χ δ ∗ β χ δ β χ δ ∗ β χ δ∞ 进行

了浮游植物的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 大连湾浮游植物共 种 ∀其中 硅藻门有 属 种 甲藻

门有 属 种 ∀浮游植物的平均数量为 ≅ 个 其中 硅藻门的平均数量为 ≅

个 占浮游植物总量的 甲藻门的平均数量为 ≅ 个 占浮游植物总量的

∀优势种中的丹麦细柱藻 Λεπτοχψλινδψυσ δανιχυσ !中肋骨条藻 Σκελετονε µα χοστατυµ !诺

氏海链藻 Τηαλασσιοσιρα νορδενσκιολδιι 均为赤潮生物 说明该区域有发生赤潮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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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连湾浮游植物采样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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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湾作为一个半封闭的天然海湾 其南岸有我

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 ) ) 大连港 沿岸有 多家工

厂 多个排污口 ∀近年来大连湾海水污染严重 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 并导致赤潮的发生 对渔业造成较

大的危害 并进一步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 ≈ ∀ 海洋

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与海洋环境因子的变化密切相

关 海洋浮游植物种群的基础生物结构的变化反过来

也反映了水环境质量的变化 ∀作为水环境质量重要指

标的浮游植物状况 已成为水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 ∀

为此 进行了大连湾浮游植物的调查研究 以便了解

大连湾的环境现状 为大连湾的环境治理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调查时间和范围

年 月和 月用 °≥卫星定位仪定位对大

连湾 β χ δ ∗ β χ δ β χ δ ∗ β χ δ

∞ 进行了浮游植物的调查研究 调查站位共设 个

见图 ∀

采样及处理

用有机玻璃采水器采集水样 采表 !底两

层 只采表层 ∀采样 !分析鉴定和数据处理均

按5海洋调查规范6 ≈ 有关规定进行 ∀

结果与讨论

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及数量

种类组成及数量

春季 浮游植物由 个门类组成 共

种 表 主要由硅藻 !甲藻组成 ∀其中硅藻门有

属 种 占总种数的 甲藻门有 属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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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春秋季浮游植物个体数量平面分布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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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种数的 绿藻门 种 各占总种数的

∀浮游植物的平均数量为 ≅ 个 ∀其中

硅藻门和甲藻门的平均数量分别为 ≅ 个

和 ≅ 个 分别占浮游植物总量的

和 ∀浮游植物优势种是中肋骨条藻 ! 圆海链

藻 !诺氏海链藻 ∀优势种约占总细胞数量的

其中中肋骨条藻最多 为总细胞数量的 ∀

秋季 浮游植物由 个门类组成 共

种 表 也主要由硅藻 !甲藻组成 ∀其中硅藻门有

属 种 占总种数的 甲藻门有 属 种

占总种数的 绿藻门 ! 金藻门和裸藻门各

种 各占总种数的 ∀浮游植物的平均数量为

≅ 个 ∀其中硅藻门和甲藻门的平均数量分

别为 ≅ 个 和 ≅ 个 分别占浮

游植物总量的 和 ∀浮游植物优势种是

丹麦细柱藻 !原甲藻 !小环藻和海链藻 ∀优势种约占总

细胞数量的 其中丹麦细柱藻最多 为总细胞

数量的 ∀

春秋季 春季和秋季共采到浮游植物

种 表 绝大多数属于硅藻门和甲藻门 ∀其中硅

藻门有 属 种 占总种数的 甲藻门有

属 种 占总种数的 绿藻门 !金藻门和裸藻

门各 种 各占总种数的 ∀浮游植物的总平均数

量为 ≅ 个 ∀其中硅藻门和甲藻门的平均数

量为 ≅ 个 和 ≅ 个 分别占浮

游植物总量的 ! 其余绿藻门 !金藻门和

裸藻门 个门只占 ∀浮游植物优势种是丹麦细

柱藻 !中肋骨条藻 !原甲藻 !小环藻 !圆海链藻 !诺氏海

链藻 !海链藻 ∀优势种约占总细胞数量的 其

中丹麦细柱藻和中肋骨条藻最多 分别占总细胞数量

的 和 ∀应该注意的是丹麦细柱藻 !中肋

骨条藻 !诺氏海链藻等都是赤潮生物 ∀反映出该区域

已经出现富营养化 ∀这些沿岸藻类的适温 !适盐范围

较宽 常可以在河口和近岸形成局部密集 ≈ 因此该

区域有发生赤潮的危险 ∀

种类组成及数量的变化

从水平分布来看 春秋季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上

个站位平均为 种 ∗ 种 站位种类最

多达 种 站位种类最少为 种 ∀各站点春秋季

浮游植物细胞总数量差异明显 图 站点最高为

≅ 个 站点最低为 ≅ 个

个站点平均为 ≅ 个 ∀

春秋季表层含有除舟形藻 !海线藻 !蜂腰双壁藻 !

星形明盘藻 !四角网硅鞭藻这 种藻类之外的 种

而底层种类减少为 种 ∀根据秋季所测定的 个站

点表底两层数据 表 底层浮游植物细胞总数量显

著高于表层 底层浮游植物细胞总数量是表层的

倍 ∀

春季共有浮游植物 种 秋季则有 种 种类

相差较小 ∀但优势种有明显的变化 从春季的中肋骨

条藻 !圆海链藻 !诺氏海链藻转变为秋季的丹麦细柱

藻 !原甲藻 !小环藻和海链藻 ∀春秋季浮游植物细胞总

数量差异较大 春季为 ≅ 个 秋季为

≅ 个 秋季是春季的 倍 ∀

值得注意的是秋季在 站位发现了双鞭藻 这

是一种典型的污水指示植物 数量虽不大 但足以说

明 站位的污染是十分严重的 ∀另外 站位出现的

柔弱菱形藻 也是耐污种类 ≈ 说明 站位和 站位

从春季到秋季的富营养化日趋严重 ∀

. 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

群落的基础生物结构一般以种类数 !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来反映 ∀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与水环境因子

的变化密切相关 ,因此浮游生物种群的基础生物结构

的变化反过来也反映了水环境质量的变化 ∀由于水体

受污染后 ,群落中的种类往往减少而某些抗性强种类

的个体数量却大增 ,因此多样性指数可以反映水体受

污染的程度 ∀作为水环境质量重要指标的浮游生物的

多样性指数 已成为水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 ∀本次调

查中 春季 ≥ 2 • √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

分别为 和 秋季 ≥ 2 • √ 多样性指

数和均匀性指数分别为 和 春季 ≥ 2

2 • √ 多样性指数较秋季低 说明大连湾的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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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连湾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及数量

Ταβ .1 Τηε σπεχιεσ χο µ ποσιτιον ανδ νυµ βερ οφ πηψτοπλανκτερ ιν τηε ∆αλιαν Βαψ

种类 平均数量 ≅ 个

春季 秋季
硅藻门
直链藻 Μελοσιρα
圆筛藻 Χοσχινοδισχυσ
小环藻 Χψχλοτελλα
海链藻 Τηαλασιοσιρα
圆海链藻 Τ .ροτυλα ∏

诺氏海链藻 Τ .νορδενσκιολδιι ≤ √

细弱海链藻 Τ .συβτιλισ
密集海链藻 Τ .χονδενσατε ≤ √

中肋骨条藻 Σκελετονε µ α χοστατυ µ √ ≤ √

细柱藻 Λεπτοχψλιδρυσ
丹麦细柱藻 Λ .δανιχυσ ≤ √

根管藻 Ρηιζοσολενια
刚毛根管藻 Ρ .σετιγερα
斯氏根管藻 Ρ .στολτορφοτηιι °

距端根管藻 Ρ .χαλχαραϖισ ≥ ∏

柔弱根管藻 Ρ .δελιχατυλα ≤ √

旋链角毛藻 Χηαετοχεροσ χυρϖισετυσ ≤ √

活动盒形藻 Β . µ οβιλιενσισ
中华半管藻 Ηε µιαυλυσσινενσισ √

太阳双尾藻 ∆ιτψλυ µ σολ ∏

浮动弯角藻 Ευχαπια ζοοδιαχυσ ∞

星杆藻 Αστεριονελλα
海线藻 Τηαλασσιοε µ α
楔形藻 Λιχµ οπηορα
曲壳藻 Αχηναντηεσ
卵形藻 Χοχχονεισ
舟形藻 Ναϖιχυλα
膜状舟形藻 Ν . µ ε µ βραναχεα ≤ √

曲舟藻 Πλευροσιγ µ α
近缘曲舟藻 Π.αφφινε ∏

蜂腰双壁藻 ∆ιπλονεισ βο µ βυσ
菱形藻 Νιτζσηια
具点菱形藻 Ν .πυνχτατα • ≥ ∏

洛伦菱形藻 Ν .λορενιανα ∏

奇异菱形藻 Ν .παραδοξα ∏

柔弱菱形藻 Ν .δλιχατισι µ α ≤ √

尖刺菱形藻 Ν.πυνγενσ ∏

新月拟菱形藻 Ν .χλοστεριυ µ ∞ • ≥

双菱藻 Συριρελλα
龙骨藻 Τροπιδονεισ
星形明盘藻 Ηψαλοδισχνσ στελλιγερ
冠盘藻 Στεπηαοδισχυσ
甲藻门 °

原甲藻 Προροχεντρυ µ
海洋原甲藻 Π. µιχανσ ∞

翅甲藻 ∆ινοπηψσισ
尖翅甲藻 ∆ .αχυτα ∞

裸甲藻 Γψµ νοδινιρυ µ
光甲藻 Γλενοδιυ µ
多甲藻 Περιδινιυ µ
纺锤角藻 Χερατιυ µ φυσυσ ∞ ⁄∏

绿藻门 ≤

扁藻 Πλατψµ ονασ
金藻门 ≤

四角网硅鞭藻 ∆ιχτψοχηα φβυλα ∞

裸藻门 ∞∏

双鞭藻 Ευτρεπτι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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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秋季大连湾 9 个站位表底层浮游植物细胞数量 ≅ 个

Ταβ .2 Τηε νυµ βερ οφ συρφαχε ανδ βοττο µ πηψτοπλανκτερ οφ 9 εντριεσ στατιονσιν τηε ∆αλιαν Βαψ ≅

站位 总和

表层

底层

较秋季污染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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