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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湾海域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


———夏季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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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根据２００２年６—９月和２００３年７—８月逐月在浮山湾海域进行的浮游动物

调查资料，分析和讨论了该海域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结果表明：在浮山湾海域，２００２年

６—９月的调查样品中，共鉴定出浮游动物４２种，隶属６门；在２００３年７—８月的调查样品

中，共鉴定出浮游动物３４种，隶属５门；节肢动物门种类占所鉴定出的浮游动物种类的比

例为７６％～７９％，节肢动物门占有所调查浮游动物种类的比例比较稳定。把浮山湾海域调

查发现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与胶州湾、南黄海和东海海域调查发现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进

行比较，结果表明：①以上４个海域调查发现的浮游动物共有种有１６种，浮游动物不同种

达７１种；②浮山湾与胶州湾虽然都为近岸、近海海湾，但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调

查发现有１４种不同的浮游动物；③浮山湾和胶州湾与南黄海和东海海域，调查发现的不同

种类浮游动物达４１种；④浮山湾海域调查发现的独有种浮游动物有１７种，与４个海域调

查发现的相同种浮游动物的数量 （１６种）基本接近。沿着胶州湾、浮山湾、南黄海、东海

的海域，研究随着区域的不同浮游动物种类结构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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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游动物是一种随海流漂浮的动物，其游

泳能力甚弱 ，在食物链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

肉食性动物的摄食对象，为初级生产者与三级

生产者或终级生产者之间的能量转换者［１］。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污染

物增多，城市湖泊与城市海湾富营养化日趋严

重［２］。随着胶州湾周围区域工农业城市的快速

发展以及胶州湾水域和岸滩的开发利用，河流

输入量持续下降，海湾水域污染严重，导致近

岸海域水体富营养化，又加上水温的升高，造

成赤潮频繁发生，威胁到胶州湾近岸生态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３］。由于浮山湾海域与胶

州湾海域相邻，又是城市海湾，因此，研究浮

山湾海域的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

浮山湾海域浮游动物的物种组成和种类结构的

研究，并对胶州湾、浮山湾、南黄海、东海海

域浮游动物种类结构进行比较，探讨不同海域

浮游动物的物种组成和种类结构的规律，为浮

山湾海域的生态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浮山湾海域的概况及调查站位的设置

浮山湾海域位于青岛南部的近岸水域，其地

理位置为３６°００′～３６°０６′Ｎ 、１２０°２９′～１２０°４２′Ｅ。

２００２年６—９月和２００３年７—８月，在浮山湾海

域共设置了１１个观测站位，其中Ｄ１、Ｄ２站位位

于青岛湾附近，Ｄ３站位位于汇泉湾近海，Ｄ５、

Ｄ７站位位于距汇泉湾较远的海域，Ｄ４、Ｄ８和Ｄ９

站位位于浮山湾近海 （五四广场前沿海域），Ｄ６

站位远离五四广场前沿海域，Ｄ１０、Ｄ１１站位位于

麦岛湾附近，调查站位的水深在９～３０ｍ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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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浮山湾海域各观测站位的分布

１２　调查方法

在各观测站位，用浅Ｉ型网从底层到表层垂

直拖网，把现场采集的水样用体积分数为３％的

甲醛固定后保存于阴凉处，航次调查结束后送

回实验室作鉴定与分析。在实验室，按 ＧＢ

１７３７８．７—１９９８标准，用镜下鉴定法鉴定采集水

样中的浮游动物。水样静止２４ｈ以上，虹吸出

其上清液，留下３０ｍＬ的待检样品；将待检样

品摇匀，在显微镜下进行计数和种类鉴定。

２　结果

２１　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在２００２年６—９月浮山湾海域的调查样品

中，共鉴定出浮游动物４２种，隶属于节肢动物

门、毛颚动物门、环节动物门、软体动物门、

棘皮动物门和脊索动物门，一共６门。其中，

节肢动物门３２种、毛颚动物门２种、环节动物

门１种、软体动物门２种、棘皮动物门２种和脊

索动物门３种 （表１）。节肢动物门种类占被鉴

定出的浮游动物种类的７６％，毛颚动物门、环

节动物门、软体动物门、棘皮动物门和脊索动

物门种类分别占被鉴定出的浮游动物种类的

５％、２％、５％、５％和７％。

在２００３年７—８月浮山湾海域的调查样品

中，共鉴定出浮游动物３４种，隶属于节肢动物

门、毛颚动物门、环节动物门、棘皮动物门和

脊索动物门，一共５门，其中，节肢动物门２７

种、毛颚动物门１种、环节动物门１种、棘皮动

物门２种和脊索动物门３种 （表１）。节肢动物

门种类占被鉴定出的浮游动物种类的７９％，毛

颚动物门、环节动物门、棘皮动物门和脊索动

物门种类分别占被鉴定出的浮游动物种类的

３％、３％、６％和９％。

表１　浮山湾海域浮游动物

种类

所占比例

２００２年

６—９月

２００３年

７—８月

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７６％ ７９％

　中华哲水蚤犆犪犾犪狀狌狊狊犻狀犻犮狌狊 ＋ ＋

　背针胸刺水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犱狅狉狊犻狊狆犻狀犪狋狌狊 ＋ ＋

　墨氏胸剌水蚤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犿犮犿狌狉狉犻犮犺犻 － ＋

　瘦尾胸刺水蚤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狋犲狀狌犻狉犲犿犻狊 ＋ ＋

　真剌唇角水蚤犔犪犫犻犱狅犮犲狉犪犲狌犮犺犪犮狋犪 ＋ ＋

　双剌唇角水蚤犔犪犫犻犱狅犮犲狉犪犫犻狆犻狀狀犪狋犪 ＋ ＋

　汤氏长足水蚤犆犪犾犪狀狅狆犻犪狋犺狅犿狆狊狅狀犻 ＋ ＋

　歪水蚤犜狅狉狋犪狀狌狊ｓｐ． ＋ －

　剌尾歪水蚤犜狅狉狋犪狀狌狊狊狆犻犿犻犮犪狌犱犪狋狌狊 ＋ ＋

　钳形歪水蚤犜狅狉狋犪狀狌狊犳狅狉犮犻狆犪狋狌狊 ＋ ＋

　钝简角水蚤犘狅狀狋犲犾犾狅狆狊犻狊狔犪犿犪犱犪犲 ＋ －

　大眼剑水蚤犆狅狉狔犮犪犲狌狊ｓｐ． ＋ －

　双毛纺缍水蚤犃犮犪狉狋犻犪犫犻犳犻犾狅狊犪 ＋ ＋

　太平洋纺缍水蚤犃犮犪狉狋犻犪狆犪犮犻犳犻犮犪 ＋ ＋

　纺缍水蚤犃犮犪狉狋犻犪ｓｐ． － ＋

　小拟哲水蚤犘犪狉犪犮犪犾犪狀狌狊狆犪狉狏狌狊 ＋ ＋

　近缘大眼剑水蚤犆狅狉狔犮犪犲狌狊犪犳犳犻狀犻狊 ＋ ＋

　长腹剑水蚤犗犻狋犺狅狀犪ｓｐ． ＋ －

　鸟喙尖头水蚤犘犲狀犻犾犻犪犪狏犻狉狅狊狋狉犻狊 ＋ ＋

　介形类犗狊狋狉犪犮狅犱犪ｓｐ． ＋ －

　拟长脚$犘犪狉犪狋犺犲犿犻狊狋狅犵犪狌犱犻犮犺犪狌犱犻 ＋ ＋

　麦杆虫犆犪狆狉犲犾犾犪ｓｐ． ＋ －

　钩虾犌犪犿犿犪狉狌狊ｓｐ． ＋ ＋

　蜾赢蜚犆狅狉狅狆犺犻狌犿ｓｐ． － ＋

　黑褐新糠虾犖犲狅犿狔狊犻狊犪狑犪狋狊犮犺犲狀狊犻狊 － ＋

　刺糠虾犃犮犪狀狋犺狅犿狔狊犻狊ｓｐ． ＋ －

　黄海刺糠犃犮犪狀狋犺狅犿狔狊犻狊犎狑犪狀犺犪犾犲狀狊犻狊犐犻 ＋ －

　莹虾犔狌犮犻犳犲狉ｓｐ． ＋ －

　短尾类蚤状幼虫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ｌａｒｖ ＋ ＋

　糠虾类幼体 Ｍｙｓｉｄａｃｅａｌａｒｖ ＋ ＋

　磷虾类幼体Ｅｕｐｈａｕｓｉａｃｅａｌａｒｖａ ＋ ＋

　短尾类大眼幼虫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ｌａｒｖａ ＋ ＋

　磁蟹幼虫Ｐｏｒｃｅｌｌａｎａｌａｒｖａ ＋ ＋

　长尾类幼虫 Ｍａｃｒｕｒａｌａｒ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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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所占比例

２００２年

６—９月

２００３年

７—８月

　口足类幼虫Ａｌｉｍａｌａｒｖａ ＋ ＋

　藤壶无节幼虫Ｂａｌａｎｕｓｌａｒｖａ ＋ ＋

毛颚动物门ＣＨＡ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Ａ ５％ ３％

　强壮箭虫犛犪犵犻狋狋犪犮狉犪狊狊犪 ＋ ＋

　海龙箭虫犛犪犵犻狋狋犪狀犪犵犪犲 ＋ －

环节动物门ＡＮＮＥＬＩＤＡ ２％ ３％

　多毛类幼体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ａ ＋ ＋

　软体动物门 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５％

　腹足类幼虫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 ＋ －

　双壳类幼虫Ｃｙｐｈｏｎａｕｔｅｓ ＋ －

棘皮动物门ＥＣＨＩＮＯＤＥＲＭＡＴＡ ５％ ６％

　长腕幼虫Ｏｐｈｉｏｐｌｕｔｅｕｓ ＋ ＋

　羽腕幼虫Ａｓｔｒｏｐｅｃｔｅｎ － ＋

　海蛇尾幼虫Ｏｐｈｉｏｐｌｕｔｅｕｓ ＋ －

脊索动物门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７％ ９％

　住囊虫犗犻犽狅狆犾犲狌狉犪ｓｐ． ＋ ＋

　仔鱼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 ＋ ＋

　鱼卵ｆｉｓｈｅｇｇ ＋ ＋

　　注：“＋”表示有生物检出；“－”表示生物未检出．

２２　浮游动物的种类结构变化

从２００２年夏季到２００３年夏季，浮山湾海域

浮游动物的种类结构发生了变化。在２００３年夏

季调查中，发现一些在２００２年夏季调查中未记

录到的浮游动物物种，如墨氏胸剌水蚤 （犆犲狀

狋狉狅狆犪犵犲狊 犿犮犿狌狉狉犻犮犺犻）、纺 缍 水 蚤 （犃犮犪狉狋犻犪

ｓｐ．）、蜾赢蜚 （犆狅狉狅狆犺犻狌犿ｓｐ．）、黑褐新糠虾

（犖犲狅犿狔狊犻狊犪狑犪狋狊犮犺犲狀狊犻狊）和羽腕幼虫 （Ａｓｔｒ

ｏｐｅｃｔｅｎＬａｒｖａ）等。而２００２年夏季调查中某些

曾出现的浮游动物物种，在２００３年夏季调查中

却没有记录到，如介形类 （犗狊狋狉犪犮狅犱犪ｓｐ．）、钝

简角水蚤 （犘狅狀狋犲犾犾狅狆狊犻狊狔犪犿犪犱犪犲）、海蛇尾幼

虫 （Ｏｐｈｉｏｐｌｕｔｅｕｓｌａｒｖａ）和大眼剑水蚤 （犆狅狉狔

犮犪犲狌狊ｓｐ．）等。还有一些浮游动物物种保持稳

定，在２００２年夏季和２００３年夏季调查中都记录

到，如中华哲水蚤 （犆犪犾犪狀狌狊狊犻狀犻犮狌狊）、真剌唇

角水蚤 （犔犪犫犻犱狅犮犲狉犪犲狌犮犺犪犮狋犪）、双剌唇角水蚤

（犔犪犫犻犱狅犮犲狉犪犫犻狆犻狀狀犪狋犪）、太 平 洋 纺 缍 水 蚤

（犃犮犪狉狋犻犪狆犪犮犻犳犻犮犪）、小拟哲水蚤 （犘犪狉犪犮犪犾犪狀狌狊

狆犪狉狏狌狊）和强壮箭虫 （犛犪犵犻狋狋犪犮狉犪狊狊犪）等。

２３　浮游动物的分布特征

通过２００２年夏季和２００３年夏季对浮山湾海

域的观测调查发现，该湾浮游动物的分布呈现

以下的特征：① 属近岸、近海分布的低盐、暖

温带和亚热带种类；② 常见物种占优，如太平

洋纺缍水蚤、小拟哲水蚤、中华哲水蚤、莹虾、

真剌唇角水蚤和强壮箭虫等。

３　讨论

３１　浮游动物的种类结构

通过２００２年６—９月及２００３年７—８月对浮

山湾海域的调查结果来看，夏季浮山湾海域浮

游动物种类结构比较稳定，节肢动物门的浮游

动物种类数量占绝对优势，部分浮游动物种类

结构发生着缓慢的变化。

３２　与其他海域调查结果的比较

沿着胶州湾、浮山湾、南黄海、东海的海

域，展示随着区域的不同浮游动物种类结构的

变化。

选取２００４年１—１２月在胶州湾进行为期１

年的逐月浮游动物调查中６－９月的调查数

据［４］、２００１年 ５ 月 １６—２３ 日在南黄海海域

（３３°～３７°Ｎ，１１９°～１２４°Ｅ）进行的夏季浮游动

物调查数据［５］、１９９９ 年 ６—８ 月在东海海域

（２３°３０′～３３°００′Ｎ，１１８°３０′～１２８°００′Ｅ）进行的

夏季浮游动物调查数据［６］和１９８１年２—１１月陈

亚瞿等［７］对黄海南部及东海 （２８°００′～３４°００′Ｎ、

１２１°００′～１２７°００′Ｅ）中小型浮游桡足类优势种

的时空分布进行的调查数据与２００２年６—９月和

２００３年７—８月在浮山湾海域的观测调查结果进

行比较，分析不同海域浮游动物种类结构的

变化。

３２１　与浮山湾共有的浮游动物种类

将浮山湾、胶州湾、南黄海和东海４个海

域在上述调查期间发现或未出现的浮游动物种

类列于表２。从表２可见，在调查期间，以上４

个海域均发现的共有浮游动物物种有１６种。在

浮山湾、南黄海和东海海域调查记录到的，而

在胶州湾海域调查未记录到的浮游动物种类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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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浮山湾和胶州湾海域调查记录到的，而

在南黄海和东海海域调查未记录到的浮游动物

种类有６种。

表２　与浮山湾所共有的浮游动物

种类 浮山湾 胶州湾 南黄海 东海

中华哲水蚤犆犪犾犪狀狌狊狊犻狀犻犮狌狊 ＋ ＋ ＋ ＋

背针胸刺水蚤

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犱狅狉狊犻狊狆犻狀犪狋狌狊
＋ ＋ ＋ ＋

真剌唇角水蚤

犔犪犫犻犱狅犮犲狉犪犲狌犮犺犪犮狋犪
＋ ＋ ＋ ＋

钳形歪水蚤

犜狅狉狋犪狀狌狊犳狅狉犮犻狆犪狋狌狊
＋ ＋ ＋ ＋

太平洋纺缍水蚤

犃犮犪狉狋犻犪狆犪犮犻犳犻犮犪
＋ ＋ ＋ ＋

小拟哲水蚤

犘犪狉犪犮犪犾犪狀狌狊狆犪狉狏狌狊
＋ ＋ ＋ ＋

近缘大眼剑水蚤

犆狅狉狔犮犪犲狌狊犪犳犳犻狀犻狊
＋ ＋ ＋ ＋

强壮箭虫犛犪犵犻狋狋犪犮狉犪狊狊犪 ＋ ＋ ＋ ＋

拟长脚
$

犘犪狉犪狋犺犲犿犻狊狋狅犵犪狌犱犻犮犺犪狌犱犻
＋ ＋ ＋ ＋

鸟喙尖头水蚤

犘犲狀犻犾犻犪犪狏犻狉狅狊狋狉犻狊
＋ ＋ ＋ ＋

刺糠虾犃犮犪狀狋犺狅犿狔狊犻狊ｓｐ． ＋ ＋ ＋ ＋

磷虾类幼体Ｅｕｐｈａｕｓｉａｃｅａｌａｒｖａ ＋ ＋ ＋ ＋

糠虾类幼体 Ｍｙｓｉｄａｃｅａｌａｒｖａ ＋ ＋ ＋ ＋

长腹剑水蚤犗犻狋犺狅狀犪ｓｐ． ＋ ＋ ＋ ＋

住囊虫犗犻犽狅狆犾犲狌狉犪ｓｐ． ＋ ＋ ＋ ＋

双剌纺缍水蚤犃犮犪狉狋犻犪犫犻犳犻犾狅狊犪 ＋ ＋ ＋ ＋

墨氏胸剌水蚤

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犿犮犿狌狉狉犻犮犺犻
＋ － ＋ ＋

莹虾犔狌犮犻犳犲狉ｓｐ． ＋ － ＋ ＋

双剌唇角水蚤

犔犪犫犻犱狅犮犲狉犪犫犻狆犻狀狀犪狋犪
＋ ＋ － －

汤氏长足水蚤

犆犪犾犪狀狅狆犻犪狋犺狅犿狆狊狅狀犻
＋ ＋ － －

剌尾歪水蚤

犜狅狉狋犪狀狌狊狊狆犻犿犻犮犪狌犱犪狋狌狊
＋ ＋ － －

瘦尾胸刺水蚤

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狋犲狀狌犻狉犲犿犻狊
＋ ＋ － －

海龙箭虫犛犪犵犻狋狋犪狀犪犵犪犲 ＋ ＋ － －

麦杆虫犆犪狆狉犲犾犾犪ｓｐ． ＋ ＋ － －

３２２　浮山湾没有的浮游动物种类

有４６种浮游动物种类 （表３）在浮山湾没

有，但在胶州湾、南黄海、东海的海域存在。

其中：有１２种浮游动物种类是在胶州湾有，而

浮山湾没有；有３４种浮游动物种类是在南黄海

与东海的海域共有，但在浮山湾与胶州湾没有。

表３　浮山湾没有的浮游动物种类

种类 浮山湾 胶州湾 南黄海 东海

夜光虫犖狅犮狋犻犾狌犮犪 － ＋ － －

捷氏歪水蚤犜狅狉狋犪狀狌狊犱犲狉犼狌犵犻狀犻 － ＋ － －

额拟哲水蚤

犘犪狉犪犮犪犾犪狀狌狊犮狉犪狊狊犻狉狅狊狋狉犻狊
－ ＋ － －

瘦尾简角水蚤

犘狅狀狋犲犾犾狅狆狊犻狊狋犲狀狌犻犮犪狌犱犪
－ ＋ － －

克氏 纺 锤 水 蚤 犃犮犪狉狋犻犪犮犾犪狌狊犻

犌犻犲狊犫狉犲犮犺狋
－ ＋ － －

肥胖三角蟤犈狏犪犱狀犲狋犲狉犵犲狊狋犻狀犪 － ＋ － －

细螯虾犔犲狆狋狅犮犺犲犾犪犵狉犪犮犻犾犻狊

犛狋犻犿狆狊狅狀
－ ＋ － －

灰头猛水蚤犆犾狔狋犲犿狀犲狊狋狉犪ｓｐ． － ＋ － －

长额刺糠虾

犃犮犪狀狋犺狅犿狔狊犻狊犾狅狀犵犻狉狅狊狋狉犻狊
－ ＋ － －

东方新糠虾

犖犲狅犿狔狊犻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犾狊犾犻
－ ＋ － －

拟长腹剑水蚤犗犻狋犺狅狀犪狊犻犿犻犾犻狊 － ＋ － ＋

涟虫犆狌犿犪犮犲犪ｓｐ． － ＋ － －

细角新哲水蚤

犖犲狅犮犪犾犪狀狌狊狋犲狀狌犻犮狅狉狀犻狊
－ － ＋ ＋

微剌哲水蚤

犆犪狀狋犺狅犮犪犾犪狀狌狊狆犪狌狆犲狉
－ － ＋ ＋

小哲水蚤犖犪狀狀狅犮犪犾犪狀狌狊犿犻狀狅狉 － － ＋ ＋

普通波水蚤犝狀犱犻狀狌犾犪狏狌犾犵犪狉犻狊 － － ＋ ＋

达氏波水蚤犝狀犱犻狀狌犾犪犱犪狉狑犻狀犻犻 － － ＋ ＋

伪细真哲水蚤

犈狌犮犪犾犪狀狌狊狆狊犲狌犱犪狋狋犲狀狌犪狋狌狊
－ － ＋ ＋

强真哲水蚤犈狌犮犪犾犪狀狌狊犮狉犪狊狊狌狊 － － ＋ ＋

亚强真哲水蚤

犈狌犮犪犾犪狀狌狊狊狌犫犮狉犪狊狊狌狊
－ － ＋ ＋

狭额真哲水蚤

犈狌犮犪犾犪狀狌狊狊狌犫狋犲狀狌犻狊
－ － ＋ ＋

角锚哲水蚤

犚犺犻狀犮犪犾犪狀狌狊犮狅狉狀狌狋狌狊
－ － ＋ ＋

针刺拟哲水蚤

犘犪狉犪犮犪犾犪狀狌狊犪犮狌犾犲犪狋狌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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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浮山湾 胶州湾 南黄海 东海

强额拟哲水蚤

犘犪狉犪犮犪犾犪狀狌狊犮狉犪狊狊犻狉狅狊狋狉犻狊
－ － ＋ ＋

波氏袖水蚤犆犺犻狉犻犱犻狌狊狆狅狆狆犲犻 － － ＋ ＋

海洋真刺水蚤犈狌犮犺犪犲狋犪犿犪狉犻狀犪 － － ＋ ＋

精致真刺水蚤犈狌犮犺犪犲狋犪犮狅狀犮犻狀狀犪 － － ＋ ＋

平滑真刺水蚤犈狌犮犺犪犲狋犪狆犾犪狀犪 － － ＋ ＋

芦氏拟真刺水蚤

犘犪狉犲狌犮犺犪犲狋犪狉狌狊狊犲犾犾犻
－ － ＋ ＋

丹氏厚壳水蚤犛犮狅犾犲犮犻狋犺狉犻狓犱犪狀犪犲 － － ＋ ＋

缘齿厚壳水蚤

犛犮狅犾犲犮犻狋犺狉犻狓狀犻犮狅犫犪狉犻犮犪
－ － ＋ ＋

长刺小厚壳水蚤

犛犮狅犾犲犮犻狋犺狉犻犮犲犾犾犪犾狅狀犵犻狊狆犻狀狅狊犪
－ － ＋ ＋

叉胸刺水蚤

犆犲狀狋狉狅狆犪犵犲狊犳狌狉犮犪狋狌狊
－ － ＋ ＋

厚指平头水蚤

犆犪狀犱犪犮犻犪狆犪犮犺狔犱犪犮狋狔犾犪
－ － ＋ ＋

小纺锤水蚤犃犮犪狉狋犻犪狀犲犵犾犻犵犲狀狊 － － ＋ ＋

伪长腹剑水蚤犗犻狋犺狅狀犪犳犪犾犾犪狓 － － ＋ ＋

丽隆剑水蚤犗狀犮犪犲犪狏犲狀狌狊狋犪 － － ＋ ＋

美丽大眼剑水蚤

犆狅狉狔犮犪犲狌狊狊狆犲犮犻狅狊狌狊
－ － ＋ ＋

中华假磷虾

犘狊犲狌犱犲狌狆犺犪狌狊犻犪狊犻狀犻犮犪
－ － ＋ ＋

长额磷虾犈狌狆犺犪狌狊犻犪犱犻狅犿犲犱犲犪犲 － － ＋ ＋

太平洋磷虾犈狌狆犺犪狌狊犻犪狆犪犮犻犳犻犮犪 － － ＋ ＋

细螯虾

犔犲狆狋狅犮犺犲犾犪犵狉犪犮犻犾犻狊
－ － ＋ ＋

海龙箭虫犛犪犵犻狋狋犪狀犪犵犪犲 － － ＋ ＋

等刺隆剑水蚤

犗狀犮犪犲犪犿犲犱犻狋犲狉狉犪狀犲犪
－ － ＋ ＋

挪威小毛猛水蚤

犕犻犮狉狅狊犲狋犲犾犾犪狀狅狉狏犲犵犻犮犪
－ － ＋ ＋

瘦长毛猛水蚤犛犲狋犲犾犾犪犵狉犪犮犻犾犻狊 － － ＋ ＋

３２３　浮山湾独有的浮游动物种类

如表２所示，浮山湾海域与其他３个海域共

有的浮游动物种类有１６种。而浮山湾独有的浮

游动物种类共有１７种 （表４）。浮山湾共有的和

独有的浮游动物种类数量基本接近，说明在一

定的海域浮游动物种类的共有和独有基本保持

平衡。

表４　浮山湾独有的浮游动物种类

种类 浮山湾 胶州湾 南黄海 东海

歪水蚤犜狅狉狋犪狀狌狊ｓｐ． ＋ － － －

钝简角水蚤

犘狅狀狋犲犾犾狅狆狊犻狊狔犪犿犪犱犪犲
＋ － － －

介形类犗狊狋狉犪犮狅犱犪ｓｐ． ＋ － － －

钩虾犌犪犿犿犪狉犻犱犲犪 ＋ － － －

蜾赢蜚犆狅狉狅狆犺犻狌犿ｓｐ． ＋ － － －

短尾类蚤状幼虫犅狉犪犮犺狔狌狉犪ｌａｒｖａ ＋ － － －

短尾类大眼幼虫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ｌａｒｖａ ＋ － － －

磁蟹幼虫Ｐｏｒｃｅｌｌａｎａｌａｒｖａ ＋ － － －

长尾类幼虫 Ｍａｃｒｕｒａｌａｒｖａ ＋ － － －

口足类幼虫Ａｌｉｍａｌａｒｖａ ＋ － － －

多毛类幼体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ａｌａｒｖａ ＋ － － －

腹足类幼虫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ｌａｒｖａ ＋ － － －

双壳类幼虫Ｃｙｐｈｏｎａｕｔｅｓｌａｒｖａ ＋ － － －

长腕幼虫Ｏｐｈｉｏｐｌｕｔｅｕｓｌａｒｖａ ＋ － － －

羽腕幼虫Ａｓｔｒｏｐｅｃｔｅｎ ＋ － － －

海蛇尾幼虫Ｏｐｈｉｏｐｌｕｔｅｕｓｌａｒｖａ ＋ － － －

藤壶无节幼虫Ｂａｌａｎｕｓｌａｒｖａ ＋ － － －

４　结论

通过２００２年６－９月及２００３年７－８月在浮

山湾海域夏季的调查，初步建立了浮山湾海域

浮游动物物种结构雏形。研究表明该海域的浮

游动物种类结构比较稳定，节肢动物门的浮游

动物种类占所调查记录到的浮游动物种类的

７６％～７９％。该海湾浮游动物属近岸、近海、

低盐、暖温带的常见种类。从２００２年的夏季到

２００３年的夏季浮游动物物种结构发生着微妙的

变化，有些物种产生了，有些物种消失了，有

些物种保持稳定，这说明浮游动物种类结构不

是每年夏季都一样的，这种变化也许是缓慢的。

浮山湾海域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与胶州湾、

南黄海、东海海域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进行比

较，发现随着区域的不同浮游 （下转至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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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完善海洋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

４６１　加快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是海洋

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重点

　　要开展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生态补偿和减排

降污试点工作，重视陆海污染综合防治和生态

建设，完善海洋灾害、突发性事件预警预报系

统和应急反应机制，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进行环评，尤其是要对布

局密集、规模庞大的炼油、化工、钢铁、火电

项目进行科学论证，以确保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项目选址要进行科学论证，制定严格的涉

海产业准入标准，严禁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在

临港地区落户，对污染排放经整治后仍达不到

标准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加强海洋环境监测系

统的建设，重点实施入海河口、临海直排口、

深海排放口以及港口区、养殖污水排放口等区

域污染物的在线监测，建成省、市、县三级入

海河口及直排口在线监测系统。实施海洋监测

结果报告制度，及时发布海洋环境质量报告。

４６２　滩涂资源科学开发机制是合理有序利用

滩涂资源的关键

　　要建立滩涂围垦红线制度，对滩涂围垦规

划和滩涂围垦项目进行严格的海洋生态环境影

响评估。明确海洋、环保、海事、水利、林业、

交通等各涉海部门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的职

责，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共享。建立江

苏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涉海环境、海洋赤潮、风暴潮、海洋重大

污损事故的监测观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有

效监视监测海洋生态环境，建立海洋生态损害

补偿机制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

（上接第８５页）动物种类结构也发生变化。结

果表明：① 有１６种浮游动物种类共同存在于４

个海域，有７１种浮游动物种类分别存在于不同

的海域中。② 近岸、近海的海湾，由于海湾的

不同，其浮游动物种类也不同，如浮山湾与胶

州湾有１４种浮游动物不同。③ 近岸、近海的海

湾与较远的海域进行对比，其浮游动物种类更

加的不同，如浮山湾和胶州湾与南黄海和东海

的海域比较，共有４１种浮游动物不同。④ 浮山

湾共有的 （１６种）和独有的 （１７种）浮游动物

种类数量基本接近，说明在一定海域浮游动物

种类的共有和独有基本保持平衡。

通过对东海、南黄海、胶州湾、浮山湾海

域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从南

到北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框架。研究认为，海

域的不同，一定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共有浮游动

物种类；不同的浮游动物种类数量随着不同的

海域面积的扩大，而随之增加；不同的海域均

有与其他海域共同的和独有的物种存在；在同

一个海域共有的物种和自己独有的物种数量基

本保持平衡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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