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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口水域夏、秋季浮游动物数量时空分布特征

高倩，徐兆礼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海洋与河口渔业重点开放实验室，上海 200090）

摘要： 依据2007年6月和9月瓯江口水域浮游动物调查资料，研究了瓯江口水域夏季与秋季浮游动物总丰度和总生物量的

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优势种组成特点，同时探讨了浮游动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及其优势种对总丰度的贡献率。结果表明，

两个季节优势种具有明显更替现象，夏季（6月）主要优势种为背针胸刺水蚤（Centropages dorsispinatus）、太平洋纺锤水蚤

（Acartia pacifica）和肥胖箭虫（Sagitta enflata）；秋季（9月）主要优势种是针刺拟哲水蚤（Paracalanus aculeatus）、太平洋纺锤水

蚤和强额拟哲水蚤（Paracalanus crassirostris）。夏季和秋季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分别为82.05 mg·m-3 和649.10 mg·m-3， 丰度分

别为47.0 ind·m-3 和298.3 ind·m-3。就水平分布而言，生物量与丰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现调查水域北部高于南部的特点。

就季节变化而言， 秋季浮游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夏季。瓯江径流的季节变化、瓯江南口和北口冲淡水势力差异、

台湾暖流和浙闽沿岸流势力的强弱是影响瓯江口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通过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表

明，温度和盐度是影响浮游动物丰度季节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盐度是决定浮游动物丰度水平变化的关键因子。瓯江口水

域浮游动物丰度的变化来源于主要优势种丰度的变化对总丰度的回归贡献。[中国水产科学，2009，16（3）：37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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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口位于浙江省南部，北邻乐清湾，南接飞云

江口。该区水深0～ 30 m，总面积约792 km2，散布着

103个大小岛屿，岛屿岸线蜿蜒曲折，总长达333.45 

km，形成众多的天然港岙海湾和岬角。该区多浅滩，

加上瓯江带来丰富的营养盐，因此形成了特有的河

口浮游生物群落。

河口水深一般较浅，由于受到潮汐、径流和人为

干扰的作用，物质循环较快，具有相对较高生产力 [1]。

国际上有关河口浮游动物的研究一直是热点， 例如

Laprise和 Dodson[2] 研究了环境变异对St. Lawrence河

口浮游动物分布的影响，Li 等 [3] 对珠江口中型浮游动

物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Lopes[4] 研究了Guarau 河口

的浮游动物分布特征，Mouny 和Dauvin[5] 发现影响法

国Seine河口浮游动物水平分布的主要因素为盐度，

Shahidul Islam 等 [6] 发现日本Chikugo河口的低盐区和

高盐区分布着完全不同的浮游动物群落。中国以往

有关河口浮游动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江口、九龙江

口和珠江口等水域 [3， 7-9]。瓯江口是东海第二大渔场-

温台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众多鱼类的产卵场

和索饵场，然而有关其浮游动物的研究尚属空白。

本研究选取瓯江口及其邻近的水域作为研究水

体，分析该水域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和丰度特征的季

节变动、优势种组成，同时探讨浮游动物与环境因子

的关系，为瓯江口水域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

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区域和方法

2007年6月20-26日和9月6-12日在温州瓯江

口水域布设26个站位（图1）。浮游动物样品采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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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I型浮游生物网，自海底至海面垂直拖拽获得。

浮游动物采集方法及标本处理等均按《海洋调查规

范》[10] 进行。所获标本均经5%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带

回实验室进行称重、分类鉴定和统计。（生物量为湿

重，单位为mg·m-3 ；个体丰度单位为ind·m-3。）

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将瓯江口灵霓大堤和洞头

群岛南侧的1-7号站称为南部水域，北侧的8-19号站

为北部水域，群岛外侧20-26号站为外部水域。此外，

本研究瓯江口水域，6月处于春夏之交，9月处于夏秋之

交，为了便于叙述方面简称6月为夏季，9月为秋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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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瓯江口站位图 
 为采样站位.

Fig. 1　Sampling location of the Oujiang Estuary
 means sampling spot.

1.2　数据处理

优势种确定采用以下公式：优势度Y=
ni

N
·fi，

式中，ni 为第 i种浮游动物的丰度，fi 是该种在各站

位中出现的频率，N为总丰度。取浮游动物优势度

Y≥0.02的种为本研究优势种 [12]。优势种更替率为两

个季节不同的优势种数与总优势种数之比。优势种

种群聚集强度测度采用丛生指标（Index of clumping）

表示 I= S2

x ， 式中，x为某物种的平均丰度，S2 为方差。

I是估计各种群空间格局非随机程度的统计量。当S2 

>x，即I为正值时说明种群空间格局非随机程度较大，

即有一定的聚集。正值数值越大，其聚集强度越高 [13]。

浮游动物丰度变化的动力分析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分析优势种对浮游动物总丰度的影响，在计算中

以浮游动物总丰度为因变量，各优势种丰度为自变量；

二是分析环境因子对浮游动物丰度变化的影响，在计

算中用同步观测到的表层（t0）和底层（tb）水温及表层

（S0）和底层 （Sb）盐度4个因子作自变量，以浮游动物总

丰度为因变量。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考Christensen[14]。

2　结果与分析

2.1　瓯江口水域的环境特征

瓯江口水域温度的区域差异较小，且符合正态

分布，而季节差异明显大于区域差异。6月的表温为

（27.4±0.9） ℃，底温为（26.4±0.9） ℃。9月的表温为

（28.7±1.4） ℃，底温为（28.3±1.0） ℃。两季节温度具

显著差异（表温：F=17.06，P<0.001 ；底温：F=49.27，

P<0.001）。调查水域的盐度变化范围较大，呈现从河

口向外海水域，表层与底层盐度逐渐增加的趋势（图

2）。经方差分析后，6月各水域盐度具显著性差异（表

层：F=16.80，P<0.00 1 ；底层：F=11.81，P<0.00 1）， 9月

各个水域盐度具显著差异（表层：F=7.77，P<0.01 ； 底

层：F=4.9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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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瓯江口盐度、浮游动物生物量和丰度的季节变化
Tab. 1　Seasonal variation of salinity， biomass and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in the Oujiang Estuary

参数
Parameter

6月 June 9月Sept.

南部水域
Southern

北部水域
Northern

外部水域
Outer

全区
Total

南部水域
Southern

北部水域
Northern

外部水域
Outer

全区
Total

表层盐度SS 29.5 22.9 29.3 25.09 26.2 20.6 31.4 24.2 

底层盐度BS 29.8 26.9 30.8 27.87 27.0 25.0 31.6 26.9 

生物量/（mg·m-3）
Biomass 79.74 85.86 73.25 81.97 264.80 378.94 166.25 307.25

丰度/（ind·m-3） 
Abundance 30.00 54.19 50.30 47.01 154.96 392.65 234.87 298.31

Note：SS indicates surface salinity；BS indicates botlom salinity.

洞头岛
Dongtou Island

120.7° 120.9° 121.1° 121.3°E
N

28.0°

27.9°

27.8°

27.7°

27.6°

25

20 大门岛
Damen Island

灵昆岛
Lingkun Island

温州市
Wenzhou

霓屿岛
Niyu Island

120.7° 120.9° 121.1° 121.3°E

温州市
Wenzhou

洞头岛
Dongtou Island

灵昆岛
Lingkun Island

大门岛
Damen Island

霓屿岛
Niyu Island

15

30

25

20

15

30

25

20

30

30

25

10

33

25

25

25

25

25

25

20

30
30

30
30

30

33

6月  June 9月  Sept

图2　瓯江口盐度平面分布图

实线表示表层盐度；虚线表示底层盐度.

Fig. 2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alinity in the Oujiang Estuary
 Solid lines indicate surface salinity； dotted lines indicate bottom salinity.

2.2　浮游动物总生物量分布特征 

如图3所示，6月，调查水域浮游动物总生物量高

峰呈现斑块分布，其最高峰出现在洞头岛东北部偏

外海的24号站位，为187.50 mg·m-3，主要由肥胖箭虫

（Sagitta enflata）、箭虫幼体、磷虾幼体、真刺水蚤幼体

等构成。此外，位于西南部水域的2、3号站由于大量

出现中华假磷虾（Pseudeuphausia sinica），生物量较高。

同年9月，总生物量则是呈现大门岛北部水域的高丰

度中心的格局，同时在大门岛和洞头岛之间存在一个

低丰度中心，并呈现向外海生物量增加的趋势。其

中最高的为15号站，生物量高达3 235.00 mg·m-3，主

要由长额刺糠虾（Acanthomysis longirostris）、箭虫幼体、

糠虾幼体和真刺唇角水蚤（Labidocera euchaeta）构成。

成对 t检验表明，9月各个站位的生物量大于6月各相

应站位生物量（t= 22.39，P＜0.01）。

2.3　浮游动物总丰度分布特征

如图4所示，6月，调查水域总丰度高峰出现在北部

大门岛邻近水域，其中13号站的总丰度为 115.00 ind·m-3，

主要有背针胸刺水蚤（Centropages dorsispinatus）、太平

洋纺锤水蚤（Acartia pacifica）、箭虫幼体和真刺唇角水

蚤构成； 16号站位的总丰度为122.63 ind·m-3，主要由

真刺唇角水蚤、背针胸刺水蚤、箭虫幼体和针刺拟哲

水蚤（Paracalanus aculeatus）构成。9月，总丰度的分

布格局与总生物量一致，高丰度中心出现在15号站，

其种类主要由长额刺糠虾、针刺拟哲水蚤、强额拟哲

水蚤（Paracalanus crassirostris）等构成。成对 t检验表

明，9月各站位的总丰度大于6月相应各站位总丰度

（t = 23.7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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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瓯江口水域优势种及其占总丰度的百分比

6月，调查水域主要优势种为背针胸刺水蚤、太

平洋纺锤水蚤和肥胖箭虫，此外，浮游幼体类的箭虫

幼体、磷虾幼体和真刺水蚤幼体的丰度均较高。9月，

就丰度而言，主要优势种为针刺拟哲水蚤和太平洋纺

锤水蚤，这两个物种的丰度百分比为31.07%（表2）。

2.5　瓯江口不同水域的优势种及其聚集特征

表3显示，6月，各个水域优势种较少，均为3～ 4

种。仅肥胖箭虫为3个水域共有的优势种，其丰度

在外部水域丰度最高，其次为南部水域，此外在南部

水域肥胖箭虫呈现明显的聚集。而箭虫幼体在北

部水域的丰度高达7.65 ind·m-3，并呈现明显的聚集

（I=2.92）。背针胸刺水蚤为北部水域和外部水域共有

优势种，其丰度和聚集系数在北部水域达最大。此

外，真刺水蚤幼体在北部水域丰度高达6.57 ind·m-3。

如表 4 所示，9月，外部水域优势种数（11种）明

显高于南、北部水域。3个水域共有的优势种为针

刺拟哲水蚤、太平洋纺锤水蚤和强额拟哲水蚤，这3

个种在北部水域丰度达最高，具较高聚集系数。齿

形海萤（Cypridina dentata）为外部水域和南部水域

共有优势种。长额刺糠虾在北部水域丰度较高，呈

现明显聚集现象。此外，真刺水蚤幼体和箭虫幼体

也在调查水域大量出现，这两类幼体在北部水域大

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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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zooplanktonic biomass in the Oujiang Estuary  

6月  June

N

28.0°

27.9°

27.8°

27.7°

27.6°

120.7° 120.9° 121.1° 121.3°E

大门岛
Damen Island

灵昆岛
Lingkun Island

温州市
Wenzhou 洞头岛

Dongtou Island

霓屿岛
Niyu Island

10
0

10
0

50

50

50

20

20
20

30

30

30

50

40

40

40

30

40

10 20 30 40 50 100 125 ind·m-3

9月  Sept

120.7° 120.9° 121.1° 121.3°E

大门岛
Damen Island

灵昆岛
Lingkun Island

温州市
Wenzhou 洞头岛

Dongtou Island

霓屿岛
Niyu Island

100

250

50

50
0

10
00

100

100

50

250

250
500

20 50 100 250 500 1000 2500 ind·m-3

图4　瓯江口水域浮游动物总丰度平面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zooplanktonic abundance in the Oujiang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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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瓯江口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的优势度（Y）及其丰度百分比（A）
Tab. 2　Dominance （Y） and proportion （A）of dominant species in total abundance in the Oujiang Estuary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2007年6月June 2007 2007年9月Sep. 2007

Y A/% Y A/%
　针刺拟哲水蚤 Paracalanus aculeatus 　- 　- 0.16 17.03
　太平洋纺锤水蚤 Acartia pacifica 0.06 8.57 0.13 14.04
　背针胸刺水蚤Centropages dorsispinatus 0.11 12.43 - -
　肥胖箭虫 Sagitta enflata 0.07 8.68 - -
　强额拟哲水蚤 Paracalanus crassirostris - - 0.07 7.42
　真刺唇角水蚤Labidocera euchaeta 0.04 7.3 - -
　长额刺糠虾 Acanthomysis longirostris - - 0.04 18.84
　中华假磷虾Pseudeuphausia sinica 0.03 3.69 - -
　中华哲水蚤Calanus sinicus 0.02 2.73 - -
　亚强真哲水蚤Eucalanus subcrassus - - 0.02 2.51
　精致真刺水蚤Euchaeta concinna - - 0.02 2.07

注： “-”表示未出现或者不是某一季节的优势种. 

Note： “-” indicates the species was not presented， or not the dominant species. 

表3　6月不同水域优势种的优势度（Y）、平均丰度（x）及其聚集特征（I）
Tab. 3　Dominance （Y），abundance（x） and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I）of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different

zones of the Oujiang Estuary during June

　　   种名  Species
北部水域 Northern 南部水域Southern 外部水域Outer

Y x I Y x I Y x I
　肥胖箭虫Sagitta enflata 0.03 2.03 0.30 0.13 5.26 15.87 0.16 7.86 1.72
　背针胸刺水蚤Centropages dorsispinatus 0.19 10.22 8.49 - - - 0.03 1.27 -0.36
　中华假磷虾Pseudeuphausia sinica - - - 0.12 4.20 2.10 - - -
　真刺唇角水蚤Labidocera euchaeta 0.11 6.18 22.84 - - - - - -
　精致真刺水蚤Euchaeta concinna - - - 0.03 1.41 0.92 - - -
　太平洋纺锤水蚤 Acartia pacifica 0.12 7.04 7.57 - - - - - -
　中华哲水蚤Calanus sinicus - - - - - - 0.08 3.81 1.87

注： “-”表示未出现或者不是某一季节的优势种. 

Note： “-” indicates the species was not presented， or not the dominant species. 

表4　9月不同水域优势种的优势度（Y）、平均丰度（x）及其聚集特征（I）
Tab. 4　Dominance （Y），abundance（x） and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I）of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different

zones of the Oujiang Estuary during September

　　　　　　种名
　　　　　  Species

北部水域 Northern 南部水域Southern 外部水域Outer

Y x I Y x I Y x I
　针刺拟哲水蚤Paracalanus aculeatus 0.17 71.96 126.63 0.18 27.64 8.56 0.10 24.00 7.55
　太平洋纺锤水蚤 Acartia pacifica 0.14 62.73 230.35 0.14 22.03 19.61 0.05 11.27 2.17
　强额拟哲水蚤Paracalanus crassirostris 0.08 30.17 55.33 0.09 16.43 8.14 0.03 7.61 4.72
　齿形海萤Cypridina dentata - - - 0.03 5.91 3.23 0.02 5.57 0.76
　真刺唇角水蚤Labidocera euchaeta - - - 0.02 5.98 14.69 - - -
　长额刺糠虾 Acanthomysis longirostris 0.09 98.67 2974.74 - - - - - -
　背针胸刺水蚤Centropages dorsispinatus 0.02 8.90 12.53 - - - - - -
　亚强真哲水蚤Eucalanus subcrassus - - - - - - 0.08 17.90 4.30
　精致真刺水蚤Euchaeta concinna - - - - - - 0.06 13.69 10.51
　双生水母Diphyes chamissonis - - - - - - 0.06 12.96 11.70
　宽尾刺糠虾 Acanthomysis laticauda - - - - - - 0.04 10.51 9.45
　中华假磷虾Pseudeuphausia sinica - - - - - - 0.03 7.07 1.84
　气囊水母Physophora hydrostatica - - - - - - 0.03 8.47 3.81
　肥胖箭虫Sagitta enflata - - - - - - 0.02 5.99 6.22

注： “-”表示未出现或者不是某一季节的优势种. 

Note： “-” indicates the species was not presented， or not the dominant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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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口各不同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存在明显季

节更替。南部水域，夏秋季优势种几乎全部更替，夏

季主要优势种为肥胖箭虫和中华假磷虾，秋季则为

针刺拟哲水蚤。北部水域夏秋季优势种的更替率最

低仅为71.4%，夏季主要优势种为背针胸刺水蚤，秋

季则为针刺拟哲水蚤和太平洋纺锤水蚤。外部水域

优势种季节更替率为92.3%，夏季主要优势种为肥胖

箭虫，秋季优势种数量明显增加，主要优势种有针刺

拟哲水蚤和亚强真哲水蚤（Eucalanus subcrassus）等。

总之，瓯江口各水域优势种组成以桡足类为主，并呈

现明显季节更替。

2.6　温度与盐度对浮游动物总丰度的影响

如表5所示，6月，总丰度与温度、盐度无显著关

系； 9月，浮游动物总丰度则是呈现与表层盐度正相

关，底层盐度负相关的线性关系。就6月和9月而言，

总丰度的变化与温度与盐度密切相关。

表5　温度与盐度对总丰度（N）的线性回归分析
Tab. 5　Linear regression among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abundance（N）

季节Season 方程 Equation n R2 F

6月 June 　　　-- -- -- 0.54

9月 Sept. 　　　N= 13 - 45.8 S0 + 48.9 Sb 26 0.64 19.34**

全部 Total 　　　N= - 2458 + 32.4 t0 - 27.7 S0+ 46.7 tb + 39.7 Sb 52 0.54 13.58**

注：“ ** ”-- P < 0.01.

3　讨论

3.1　瓯江口浮游动物丰度、生物量分布及其季节变

化特征

就浮游动物丰度而言，夏季（6月），高丰度水域

主要分布于北部水域的大门岛邻近水域以及洞头岛

以东的外侧水域。总生物量亦呈现向外海增大的趋

势，但是部分水域呈现斑块状分布。生物量与丰度

分布的差异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6月

调查水域出现大量幼体，如真刺水蚤幼体，在丰度较

高的情况下，可能对应的生物量也不高；另一方面，

南部水域出现大量中华假磷虾，因此其丰度相对不

高情况下，生物量较高（图2、3、表3）。秋季（9月），浮

游动物高丰度中心位于大门岛以北水域，此外，外侧

水域浮游动物丰度也较高。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分布

格局与总丰度的基本一致，但是在西南部水域出现

了一个高生物量中心，这主要是由长额刺糠虾大量

出现造成。秋季的生物量和丰度均显著高于夏季，

但是两个季节丰度的最高峰均出现在大门岛邻近或

者以北接近乐清湾的水域。

浮游动物总丰度和生物量的水平分布和季节变

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主要是浮游动物

变动与优势种的变动密切相关，外因则主要是温度、

盐度以及水团变化。

3.2　总丰度变化与优势种的关系

浮游动物丰度，主要由优势种丰度变化来决定。

表2显示，夏季，背针胸刺水蚤和肥胖箭虫为主要优

势种，根据其贡献率可知，其丰度变化决定了该季节

浮游动物总丰度的变化。此外，优势种还包括太平

洋纺锤水蚤、真刺唇角水蚤和中华假磷虾。秋季，针

刺拟哲水蚤和太平洋纺锤水蚤的丰度变化主要决定

了浮游动物总丰度；其次为强额拟哲水蚤和长额刺

糠虾，真刺唇角水蚤和亚强真哲水蚤也是较重要的

物种。上述研究表明，夏秋季决定浮游动物总丰度

的优势种存在明显差异，夏季主要为背针胸刺水蚤，

而秋季则主要为针刺拟哲水蚤。瓯江口浮游动物总

丰度的变化动力来自主要优势种对总丰度的影响，

这与优势种的生态适应有关。

3.3　不同水域优势种差异及其与水团关系

由于瓯江口灵昆岛以南的南口筑有潜坝，因此

逐年淤积，南口不是瓯江径流下泻的主要通道，瓯江

径流主要从灵昆岛以北的北口外泻 [15]。加上东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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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湾暖流的高温高盐水为灵霓大堤阻挡，也就形

成了南部水域盐度明显高于北部水域的特征（图2，

表1）。在瓯江口海域，东南有来自台湾暖流的高温高

盐水；东北有来自浙江沿海的浙闽沿岸水；西部有来

自瓯江北口的淡水径流 [11，16]。由于有灵霓大堤和岛

屿阻挡，南部和东部高温高盐水难以进入北部岛群

间水域，因此在瓯江北口外存在着一个巨大冲淡水

水团（图2）。

6月，由于各个水域受不同水团控制，优势种差别

明显。不同优势种都有其适应的水域，以肥胖箭虫为

代表的外海种 [17]，主要分布在台湾暖流、江浙沿岸流

和冲淡水交汇偏暖水侧的水域（表3）。 背针胸刺水

蚤则是一个为咸淡水适应的低盐高温种 [18]，主要分布

在北部水域，尤其是冲淡水和外海水交汇的冲淡水

一侧（表3）。该种在北部水域呈现明显聚集。此外，

南部水域明显受到台湾暖流影响，大量出现盐度适应

较高的精致真刺水蚤（Euchaeta concinna）（表3）。

9月，与夏季相比，优势种发生明显更替，主要的

优势种为针刺拟哲水蚤、太平洋纺锤水蚤和强额拟

哲水蚤等高温适应的近岸种，这些都是东海近岸重

要的优势种，这说明该水域明显受到沿岸流影响，尤

其是在北部水域，这些优势种丰度高，且呈现明显聚

集。以亚强真哲水蚤和齿形海萤为代表的外海种 [19]，

主要分布在瓯江冲淡水、浙闽沿岸流和台湾暖流交

汇偏暖水一侧（表4）。因此，外部水域明显受台湾暖

流和江浙沿岸流控制，而南部水域则主要受江浙沿

岸流和径流控制，同时台湾暖流也有一定影响。北

部水域则是主要受瓯江冲淡水和江浙沿岸流影响。 

总之，瓯江径流的季节变化、瓯江南口和北口冲

淡水势力差异、台湾暖流和江浙沿岸流势力的强弱

是影响瓯江口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区域差异的主要

原因。

3.4　瓯江口总丰度变化与温、盐度关系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对瓯江口浮游动物丰度变化

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筛选，结果表明夏季，总丰度

和温、盐度关系不显著。秋季，总丰度的变化与表盐

和底盐显著线性相关。瓯江口秋季总丰度高分布区

位于垂直盐度变化明显水域（图2、图4），该水域表层

盐度低，而底层盐度较高，同时构成该水域的主要优

势种为长额刺糠虾和针刺拟哲水蚤等沿岸种，可以

推测这是秋季，总丰度表层盐度负相关，底层盐度正

相关的原因。此外，以亚强真哲水蚤为代表的外海

种则是主要分布于交汇水团偏暖的水域，这可能总

丰度与底层盐度正相关有着密切关系。

从夏季到秋季，浮游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均明

显增加。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由于优

势种发生明显更替，夏季主要优势种背针胸刺水蚤、

太平洋纺锤水蚤等， 秋季，主要优势种更替为针刺拟

哲水蚤、强额拟哲水蚤等；其二，温度的升高有利于

浮游动物增加，以太平洋纺锤水蚤为例，该种为两个

季节共有的优势种，其秋季的丰度明显高于夏季（表

3、表4）。表层与底层温和总丰度的正相关恰好证明

了这一点（表5）。

总之，温度与盐度是浮游动物丰度季节变化的

重要因素，其中盐度是决定浮游动物丰度水平变化

的关键因子。

3.5　瓯江口浮游动物和渔场的关系

瓯江口水域是中国重要渔场温台渔场的主要组

成部分，这一水域包含了丰富的浮游动物资源。有

文献表明，该水域是众多经济鱼类和虾蟹类的产卵

场和育幼场 [20-25]。6月，丰富的浮游动物资源包括大

量浮游幼体为众多的仔稚鱼和幼鱼提供了丰富的饵

料资源。以大门岛邻近水域周围为例，夏季，该水域

浮游动物丰度很高，包括背针胸刺水蚤、太平洋纺锤

水蚤、箭虫幼体、真刺唇角水蚤等，这些不同规格的

浮游动物，为仔鱼提供了丰富的饵料，因此该高峰恰

好与仔鱼的数量高峰重叠 [21]。此外，本调查水域也

是经济鱼类白姑鱼（Argyrosomus argentatus）的育幼

场，夏季，调查水域大量出现白姑鱼的幼体，而秋季，

各种鱼类幼体数量均降低 [20]。因此，可以推测调查

水域夏季的鱼类对浮游动物的下行控制效应可能强

于秋季。总之，瓯江口水域浮游动物饵料资源丰度，

是白姑鱼、凤鲚（Coilia mystus）等经济鱼类良好的产

卵场、育幼场或索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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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pattern of zooplankton in the Oujiang Estuary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GAO Qian， XU Zhao-li 

 （Key and Open Laboratory of Marine and Estuary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ies Sciences， Shanghai 2000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zooplankton samples from stations in the Oujiang Estuary during June and September 2007，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zooplankton in the area were 

studied，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zooplankton were discussed. Then the 

dominant species of each season was identified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bundance of these dominant species to total 

abundanc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an obvious succession of dominant species. Centropages dorsispinatus， 

Acartia pacifica and Sagitta enflata were the primary dominant species in summer （June）， however， Paracalanus 

aculeatus， Acartia pacifica and Paracalanus crassirostris were the major dominant species in autumn （September）. The 

average biomass of zooplankton was 82.05 mg·m-3 in summer， and 649.1 mg· m-3 in autumn. Moreover， the abundance 

were 47.00 ind·m-3 in summer and 298.30 ind·m-3 in autumn. Both the biomass and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were 

higher in northern water than those in southern water. In additi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biomass and abundance 

were similar. The regional variations of dominant speci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seasonal change of runoff， the split 

ratio between north branch and south branch， the strength of Taiwan warm current and the Zhemin coastal current. 

Moreov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we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seasonal changes of zooplanktonic 

abundance， particular the salinity which is the key factor to affect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In short， the dynamics of the abundance of total zooplankton is attributed to the changes of dominant 

species.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2009，16（3）：37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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