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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象山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研究》对象是山港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连续
调查与变化趋势分析，重点是沿象山港电厂建设运行后海洋环境的趋势性变化，全面分析和掌握自然
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和海洋产业发展对港湾海洋生态结构和环境质量的影响，避免因海洋开发造
成的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创建港湾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修复模式。
《象山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研究》汇集了3年来6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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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2.3 讨论　　6.2.3.1 象山港浮游桡足类种类组成及优势种的季节分布　　1）浮游桡足类种类组成
特点　　本次调查分析鉴定了定性和定量样品的浮游桡足类种类，定性样品用水平拖网采集，代表的
是海水表层的浮游桡足类，而定量样品则是垂直立体采集，代表断面水层的浮游桡足类。
两种不同的采样方式代表不同水层的浮游桡足类的分布特点，这也使记录浮游桡足的种类及优势种有
所不同，定性样品中记录的种类数往往多于定量样品。
　　从所记录的桡足类种类上来看，2007年冬、春季海区浮游桡足类种类数分别为4种和11种，夏、秋
季为18种和14种；2008年冬、春季海区浮游桡足类种类数分别为11种和13种，夏、秋季为26种和16种
；2009年冬、春季海区浮游桡足类种类数分别为8种和13种，因此调查期间全年各季节中浮游桡足类种
类具有“冬春季较少，夏秋季相对较多”的特点，夏季种类最多，冬季种类最少，符合东海区的一般
规律。
　　①定性样品不同季节浮游桡足类优势种组成特点　　从冬季的优势种来看，2007年冬季的主要优
势种为墨氏胸刺水蚤，占总数的73％。
2008年和2009年的主要优势种均为墨氏胸刺水蚤和瘦尾胸刺水蚤，两者分别占2008年冬季浮游桡足类
总数的26％和29％，占2009年冬季浮游桡足类总数的28％和25％。
从中可以看出墨氏胸刺水蚤为冬季特有的优势种，在3年中所占的数量比例均位于首位。
　　从春季的优势种来看，2007年春季优势种为针刺拟哲水蚤和中华哲水蚤，占总数的31％和18％。
2008年和2009年的优势种均为墨氏胸刺水蚤和瘦尾胸刺水蚤，两者分别占2008年春季总数的31％和18％
，占2009年春季总数的29％和35％。
因此，这3年冬季的优势种也往往在春季时仍大量存在成为优势种。
这种情形在夏、秋季节也同样存在。
　　调查显示，针刺拟哲水蚤和长腹剑水蚤是2007年夏季时的优势种，分别占总数的25％和26％
，2008年的优势种则为太平洋纺锤水蚤，占总数的56％。
至秋季时，优势种仍与夏季相同，仅所占总数的百分比有所变化，即夏季的优势种往往在秋季时继续
大量存在。
这也是生物群落演变跟不上季节变化的一种正常现象。
　　②定量样品不同季节浮游桡足类优势种组成特点　　2007年，冬季浮游桡足类的优势种仍是墨氏
胸刺水蚤，在春季时适温性较广的中华哲水蚤‘旺发成为最主要的优势种，占50％以上。
此时，仍存在较多数量的墨氏胸刺水蚤，这与定性样品的记录结果有所不同。
细巧华哲水蚤成为夏、秋两季的优势种，百分比分别为24.00％和25.50％。
而针刺拟哲水蚤则只是秋季一个季节的优势种，与定性样品相比，其在象山港海域浮游桡足类中的贡
献率有所下降。
　　2008年，冬季浮游桡足类的优势种为瘦尾胸刺水蚤，也大量出现于春季并成为春季的优势种。
春季的另一种优势种为墨氏胸刺水蚤，为42.72％。
长腹剑水蚤属为夏季优势种，占46.9％。
秋季的优势种为小拟哲水蚤，占到43.4％（见表6.27）。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象山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

编辑推荐

《象山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研究》对象山港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连续调查与
变化趋势分析，重点是沿象山港电厂建设运行后海洋环境的趋势性变化，全面分析和掌握自然环境条
件、社会经济结构和海洋产业发展对港湾海洋生态结构和环境质量的影响，避免因海洋开发造成的海
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创建港湾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修复模式。
    本书汇集了3年来6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成果，全书由焦海峰粗统稿，尤仲杰最终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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