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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海岸带海域浮游硅藻的种类
、

组成和数量分布

陈成英

( 广 西海洋研 究所 )

摘 要

本文根据 195 5 年0 1月
、

198 4年 4月
、

7 月和 198 5 年一月四 个季度代表月的调查资朴
,

甘广西海岸带海域浮游硅藻进行分析研 究
。

初步鉴定该海域浮游硅藻98 种
, 分别隶

属于 1 6科
、

35 属
,
在种类组 成上以 细 长翼根管藻

,
复瓦根管藻

,
拟弯角利藻等占主

要优势
。

浮游硅藻的平面 分布趋势是密集区均在近岸水域
。

海洋浮游硅藻
,
无 论在海洋浮游植物种类组成或是数量上常占有相当大的优势

。

其种类

组成及数量的变化
,
不 仅体现了海洋初级生产力的变化

,
而且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浮游动

物
、

经济鱼类
,
特别是贝类的相应变化

。

同时也为渔场位置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
。

因此
,

开展浮游植物的调查研究
,
查明浮游植物的分布

、

群落结构及其生态
,

对海洋渔业的开发利

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对于北部湾浮游植物的调查
,
在 1 9 5 9

—
1 9 6。年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已取得一些资料

。

但

大都是在水深 25 米以外范围内进行的
,
很少涉及到海岸带范围的资料

。

为了制定广西海洋生

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方案
,
广西海洋研究所在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中

,
自 1 9 8 3 年 8月至

1 9 5 5年 i月
,

对 2 1
0

1 0 `
N ~ 2 1

“
4 5 `

N , 1 0 5
0

1 2 `
3 0

“
E~ 1 0 9

0

4 5 `
E的海区进行了四个季度 代表月

的调查
,

收集了大量系统资料
。

一
、

方 法

本文选择了四个季度代表月 ( 1 9 8 3年 10 月
、 1 9 8 4年 4月

、
7月

、 1 9 8 5年 l月 ) 调查 资 料
。

样品是用
“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第八篇生物调查

”
规定的浅水 111 小型浮

游生物网自水下至水面垂直拖网采取的
。

样品保存在 5% 甲醛液中静置沉淀并浓缩至一 定 体

积
,

分析时从每个样品中均匀地抽取 0
.

l m l置于浮游植物计数框中
,

在显微镜 下 鉴 定 并 计

数
.

然后换算为单位体积海水中的浮游硅藻的细胞个数 (个 / m
“
) 作为水域浮游硅藻的现存

量
。

本文是 19 8 8年 3 月14 日收到

* 余健强同志协助分析部分标本
,

本所浮游生物组的全体同志参加了全部标本的集系工 作 ; 在此表

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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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浮游硅藻的种类组成

经初步鉴定
,

广西海岸带水域浮游硅藻98 种 ( 不包括未定种 )
,

分 别 隶 属 于 16 科
,

35

属
。

其中角刺 藻 属 ( c h ae t o
ce

r
os ) 的 种 类 最 多

、

为 21 种 ; 依 次 是 根 营 藻 属 ( R h i oz
~

s o l e
n i a ) 、 为 12种 , 圆筛藻属 ( C

o s e i n o
d i s e u s ) 和盒形藻属 ( B i d d u l p h i a )

、

分别为 8种

和 7种
。

在浮游硅藻的种类组成上
,

翼根管藻纤细变型 ( R il
·

al at a f
·

g r
ac il l i m a)

、

复瓦根营

藻 ( Rh
·

i m b
r i e a t a )

、

拟弯角刺藻 ( C h
·

p s e u d o e u r v i s e t u s
)

、

齿角刺藻 ( C h
.

d e n t -

i e u l a t u s )
、

北方劳德藻 ( L a u d e r i a b o r e a l i s )
、

扁面四角刺藻 ( C h
. e o m P r e s s u s

)
、

菱形海线藻 ( T h a l a s s i o n e m a n i t z s e
h i o i d e s )

、

佛 氏海毛藻 ( T k a l a s s i o t h r i x f r a u e n
-

, e l d i i ) 以及细弱海链藻 ( T h a l a s s i o s i r a s o b t i l i s
)为优势种

,

它们在本海区分布范围广
,

f
“ ` u “ 产

肠 ~ 利
刁。 ’

呼姑沐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z / 孑 犷 “

刀
”

” `
” 子

~
`

丁
一 ’

~ ~
’ ` ’

尸 ’
一 ~ ”

出现时间长
,

对本海区浮游植物的细胞总个数分布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

在南流江 口门外
,

铁山港
、

大风江口等附近水域出现少量半咸水指标种异常角刺藻 ( C h
· a bm or m i s

)
。

在本海

区的一些站中还出现太阳漂流藻 ( lP
a n k Ot 二 i e

l la 50 1)
,

说明这一带受到外海海水的影响
。

三
、

浮游硅蕊的傲 , 分布

广西海岸带水域浮游硅藻的平面分布总趋势是密集区多出现在近岸
,
低量区多出现在河

口和外海区域
。

一月份
,

浮游硅藻的平面分布除铁山港 口
、

南流江口
、

大风江口
、

龙门港附近和外海 区

域小范围的数量在20 x 1 0 .
个 / m

3

以下外
,
其它海区的数量均大于此量级

,

而且分 布 较 为 均

匀 ( 图 1 )
。

月平均量为 1 0 ,
个 / m

“ 。

变化范围 在 1 6 x 1 0
4

个加
3~ Ze 又 2 0 6

个加
3 ,
主 要 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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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俘游硅藻总个数分布图 ( 1 98 5年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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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佛 氏海毛藻
、

菱形海线藻
、

尖刺菱形藻 ( N i tz c sh i
a pu n

e s g n)
、

洛 氏角 刺藻 (h C
·

o 1

e r nz iau s n
)和拟弯刺藻等

。

四月份
,
是四个季度中数量最高的月份

,

以翼根管藻纤细变型为主的高密区集中分布在

大风江 口 至管盘附近海 区草潭附近海区内
,

其走 向基本与岸线平行
,

前者密集区范围较大
,
后

者范围较小 ( 图 2 )
。

最高测站的数量为 14 x l护个 / m
` ,
最低测站的数量 为 18 x l 0’ / m称

月平均数量为 30 x 1 0 .
个 / m

“ , 主要种为细长翼根管藻和复瓦管藻
。

杯杯杯十科小月叱记= 三次潜潜

日日日渊椒!灶欣书书
口口一神弓 冲气气

回回
比比:目目幼幼

~~~

雇彝画画
图2 浮游硅藻总个数分布图 ( 1984 年 4月 )

七月份
,

平面分布趋势为大风江 口以西比以东海区的数量高
,

大风江 口以西近岸区又比外

海高
。

高密区在防域港至龙门港口附近海区
, 呈舌状分布

,
月平均量为 1 8 父 1护个 / m

’ ,
最

高测站的数量为 19 x l护个 / m s ,
最低测站只有 1护个 / m . ( 图 3 )

。

主要种为洛氏角刺 藻
、

拟弯角刺藻和菱形海线藻
。

十月份
,
为四个季度月中数量最低的

,
整个调查海区几乎没有明显的 密集 区 ( 图 4 )

。

在大风江 口以西比 以东海区数量高
,

以西平均数量为 93 x 1 0
.

个 / m . ,

其分布趋势为河 口区域

数量低
,
外海低

,
近岸高

。

最高测站的数量为 1 9 x l 。。
个 / m , 。

最低区在北海港至润州岛之

间的小范围海区
,
浮游硅藻数量只有 7 x l 。`

个 / m 3~ 4 x 1 0
.

个 / m “之间
。

其月平均数 量为

7 5 x 1 0
.

个 / m s , 主要种为 拟弯角刺藻
、

洛氏角刺 藻
、

奇异角刺藻 ( C h
·

p a r a d o 盆 u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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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浮游硅仁总个数分布图 ( 19 8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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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浮游硅旅的主要种

1
.

拟弯角刺藻

拟弯角刺藻在本调查区中
,
除四月份出现的数量较少外

,
其它三个季度代表月的数量都

较大
。

七月份
,
本种数量骤增

,
月平均数量 7 x 10 .

个 / m
“ ,

有的测站数量大于 10
7
个 / m

“ ,

占该站浮游硅藻数量的 63 % ,
其分布

, 大风江 口以西的数量较高
,

以东数量较低 (图 5)
。

十月

份
,
本种的数量也较大

,
而且在调查海区中分布也较均匀

。

月平均数量 为 1 1 x l护个 / m “ 。

一月份
,
该种数量较十月份少

,

月平均数量为 3 5 又 10
`
个 / m

“ ,

主要分布在 10 米等深线附近 ,

而且由深水往浅水区逐渐减少
。

向
.

卜

.崎

澎澎澎述述到到
段段段
撼撼撼卜卜卜托托托

.

月

攀t月

阵阵阵 广
, `

户 , 备

图 5 1 98 4年 7月份拟弯角刺澡总分布图

2
.

翼根管藻纤细变型

细长翼根管藻
,
在四月份大量出现

, 主要分布在大风江 口以东海区的近岸区
.

月平均数

量为 3 2 x 10 .
个 / m

3 ,
大部份测站的数量在 1 4 x 10 。

/ m
“
以上

,
占站浮游硅藻量 80 % 以上

。

其

它三个季度月中也较为常见
,
但数量较少

。

3
。

复瓦根管藻

复瓦根管藻在四个季度月中的数量虽不甚多
,
但较常见

,
数量最高的是四月份

,

月平均

数量为 6 1 x 10
`

个 / m
“ 。

该种在调查海区的分布很不均匀
,
数量较高的测站在大风江 口以西

海区的近岸区域
,
与翼根管藻纤细变型在该月 份的分布相反

。

最高测站的数量 高 达 27 x 10
,

个 / m 3 ,
占该站数量的 98 % ,

4
。

菱形海线藻

菱形海线藻除四月份的数量较少外
,

七
、

十
、

一三个季度月的数量均较高
,
其中最高数

量是七月份
。

月平均量为 3 8 X 10
,

个 / m
3 。

除大风江 口 至北海港之间海区的数量较少外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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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调查区的数量均较高
。

大风江 口 以西海区又比 以东海区的数量高
,

且分布较均匀
。

最高侧

站的数量高达 n x l 护个 / m
` ,

占该站总硅藻量的 73 %
。

十月份
,

月平均量为 68 x 1 0’ 个 / m
3 。

主要分布在大风江口 以西海 区
,
分布较均匀

。

一月份
,
数量较十月份高

,

月平均数量为 94 x

10
4

个 / m
3。

分布趋势与十月份相似
。

5
.

佛氏海毛藻

佛氏海毛藻在本调查海区中的数量不少
。

在四个季度代表月中
,
除四月份的 数 量 较 少

外
,
其他三个月份的数量均较高

,

一月份
,

本种数量较高
,
月平均高达 54 x 1 s0 个 / m

3 ,
占

本季度月浮游硅藻总数量的 50 %
。

本种在调查海区中分布为河 口和外海区域的数量较低
, 七

月份
,
本种数量比四月份有所 回升

, 月平均量为 15 义 1。`

个 / m
3 ,
主要分布在大风江 口以西

海区的近岸区域
,

最高测站在珍珠港附近海区
,

数量高达 22
、 1 0

.

个 / m
“ 。

占该站总数量的

20 %
。

十月份
,

数量又比七月份高
,

月平均量为 28 、 1 0’ 个 / m
3 , 主要出现在大风江 口以西

海区的外海区域
。

五
、

结 语

从本次调查标本分析的结果来看
,

浮游硅藻是本海区数量最高的一类浮游植物
,
其种类

组成及数量分布随季节变化而变 化
,

特别是优势种的季节更替更为明显
。

四月份
,

翼根管藻纤

细变型 占绝对优势
,

占该月份浮游管藻数量的 94 %
。

一月份
,

佛 氏海毛藻 占绝对优势
,
占该月

份浮游硅藻的 50 %
。

七月份和十月份均为角刺藻属的种类 占优势
。

这与北部湾 ( 15 米等深线以

外 ) 以前调查结果略异
, 以前调查的结果为一月份的主要优势种是角刺藻属的种类和尖刺菱

形藻
、

佛 氏海毛藻在个别测站的数量较高
; 四月份

,

主要是辐杆藻属的种类
,
佛氏海毛藻和

角刺藻的种类
,
根管藻属的种类次之 , 七月份

,
角刺藻属的种类和辐杆藻属的种类占优势 ,

十月份主要为辐杆藻属
、

根管藻属和角刺藻属的种类
。

这说明浮游植物在沿岸分布与外海分

布不同的特点
。

但同本次调查采集样品的时间是跨三个年度的
,
代表性还不够

,
有待今后进

一步的调查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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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i z

.

a l a t a f
.

g r a e i l l i m a ; R h i z
.

i m b r i e a t a ,
C h a e t

.

p s e u d o e u r i s e t u n e e t
.

T h e t e n d e n e y

o f p l a n e s p r e a d o f B a e i l l a r i o p h y t a 1 5 t h a t t h e
d e o s e a r e a a r e i n t h e

。 e每 r s h o r e w a t e r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