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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秋刀鱼渔场浮游植物生态特征的初步研究 

吴永辉 

(福建霞浦水产科技推广站，福建355100) 

摘要：根据 2004年 7月一 9月“国际903”号在北太平洋 150。E～158。56’E、42。34’N～46。25’N进行秋刀鱼资源探 

捕所获得的浮游植物样本资料的分析、鉴定，在 l5个站点的海洋浮游植物样本中，共发现浮游植物 17种，分别 

隶属于硅藻门和甲藻门。浮游植物生物量为 8—1 320 mr,／m ，均值为 432．5 mr,／m ，变化幅度大，分布不均匀。 

分析认为水温、盐度是影响调查海域浮游植物的种类及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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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Study on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Phytoplankton in Pacific Saury 

(Cololabis saira)Fishing Ground in the North Pacific 

WU Yong—hui 

(Fujian Xiapu Fisheries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Fujian 355100，Chian)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fishing of Pacific saury(c0f0 saira)resources was carried out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150。E～158。56’E、42。34’N～46。25’N)from July to September，2004．Based on 
the sample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phytoplankton，we got seventeen phytoplankton species in all， 

belonging to BaciUariophyta and Pyrrophyta，respectively．The biomass of phytoplankton was 8～1 320 

mg／m ．with average value 432．5 mr,／m ．Analysis showed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were main envi- 

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phytoplankton in the investig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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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ing~ound 

海洋浮游植物生物量与生产力是海洋生态系 

食物网的结构与功能的基础环节，是供养其摄食 

者——浮游动物的物质基础，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海区鱼、虾、贝等经济渔业资源的变动。在全球 

每年约 1．4×10̈ kg初净生产中海洋浮游植物提 

供了其中的40％  ̈ 。 

北太平洋是秋刀鱼主要渔场之一，有关北太平 

洋浮游植物的研究国外学者已有报道，如黑潮区浮 

游硅藻及甲藻的研究 j，尤其日本学者Shiro Fu— 

jioka等分析了靠近日本海域的黑潮水团，并用浮 

游植物作为指示种。但由于我国对于秋刀鱼渔场 

开发利用从 2003年才开始，时间较短，因而对于秋 

刀鱼渔场生态环境和渔场的形成研究较少。对于 

与秋刀鱼渔场关系密切的渔场初级及次级生产力 

的研究，国内尚属空白。本文根据 2004年7月-_9 

月在北太平洋 150。E～158。56’E、42。34’N～46。25’N 

秋刀鱼渔业资源探捕调查所获得的浮游植物资料， 

研究分析了其种类组成及生物量分布特征，为进一 

步掌握秋刀鱼渔场初级生产力、水团变化及发展我 

国秋刀鱼渔业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及分析 

样本资料系于 2004年 7月__9月“国际 903 

号”探捕船在西北太平洋 150。E～158。56’E、42。34’N～ 

46。25’N进行秋刀鱼资源探捕所获得的，布设l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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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图1)。浮游植物样本采集按照“海洋调查规 

范”进行。采集工具为所规定的小型浮游生物网 

(网口直径为 37 cm，面积 0．1 nl ，网身全长 270 

cm，筛绢网目为173个／cm，孔径76 m)，进行定 

性和定量调查。本次调查的站点是根据实际探捕 

站点，平均 2个站点调查一次，同时结合秋刀鱼属 

于中上层鱼类，栖息水深比较浅的特性，采集的深 

度设为50 m。室内样本分析按海洋生物的调查研 

究方法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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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站点位置 

Fig．1 Position of sites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根据对调查水域的 l5个站点浮游植物样品分 

析，共发现浮游植物 2门 l2属，有 17个代表种。 

其中隶属甲藻类的有 2属 4种，隶属于硅藻类有 

l0属 l3种。各站点出现的浮游植物种数及其分 

布见图2与表 1。 

图2 不同测站浮游植物种多样性图 

Fig．2 Diversity in different stations 

表 1 各站点浮游植物种类分布 

Table 1 Phytoplankton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sites 

种类 Species 站点 Si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从表 1可见，调查区域内，浮游硅藻种类明显 

多于甲藻类，在l3种硅藻中，以圆筛藻目中的辐射 

圆筛藻、中肋骨条藻、豪猪环毛藻、透明辐杆藻，根 

管藻目中的细长翼根管藻和密联角毛藻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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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分布较为广泛，而甲藻类不仅出现种类少，分 

布也比较分散。 

2．2 生物量分布 

图2系调查区内8个测站浮游植物生物量测 

定结果，从图3中可见浮游植物生物量为8～1 320 

mg／m ，均值为 432．5 mg／m 。其中以 157。44’E、 

46。02’N站点最高达 1 320 mg／m ，并以硅藻类的 

圆筛藻、骨条藻为主要组成；其次是 155。58’E、 

42。34’N与 157。43’E、45。08’N站点，生物量分别为 

1 060 mg／m 和 1 040 mg／m ，以硅藻类的骨条藻、 

透明辐杆藻与角毛藻为优势种类；最低的生物量出 

现在 155。58’E、42。34’N与 156。07’E、44。14’N调查 

站点，该站点几乎无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全为水 

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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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站点浮游植物生物量 

Fig．3 Phytoplankton biomass in different sites 

3 讨论 

3．1 浮游植物与水温、盐度的关系 

水温、盐度等海洋理化特性是影响和抑止海洋 

浮游生物数量波动和分布的重要因素。在本次浮 

游生物调查期间，海洋浮游植物主要为甲藻类和硅 

藻类，这两类浮游植物在各个调查站点均有分布， 

并以沿岸性种类居多，此外还有角毛藻、根管藻，这 

3种硅藻均为广温、广盐性种或暖水外海种。程家 

骅，黄洪亮。。。。在研究北太平洋柔鱼渔场环境特征 

时鉴定出西部渔场以聚生角毛藻、长海毛藻等为主 

要优势种，而中部、东部渔场则以大洋脆杆藻、细弱 

海链藻等为主要优势种。刘东艳等⋯ 在琉球群岛 

及其邻近海域对浮游甲藻进行调查时发现调查区 

甲藻的群落结构随站位的变化而变动，甲藻的多样 

性指数、物种丰度以及均匀度都与站点的水文有密 

切关系。而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受暖水团影响，地 

处亚北极(40。N～60。N)活动范围内的浮游植物分 

布水域有偏西、偏北的趋势。这与实测水温、盐度 

(10c【=～15 c【=，33‰ ～34％e)的平面分布相似。 

3．2 浮游植物与秋刀鱼渔业的关系 

调查期间，鉴定出的诸多浮游硅藻类都是海洋 

动物的直接或间接饵料，虽然有害渔业的根管藻也 

有发现，但在调查海域出现频率不多，不至于繁殖 

太盛而影响渔业。秋刀鱼属中上层冷水性洄游鱼 

类，形成秋刀鱼渔场的主要海况条件，则取决于亲 

潮冷水、黑潮暖水以及津轻海峡进入太平洋的海流 

分布，而海流所携带的海水，其温度、盐度、营养盐 

类和饵料生物也各不相同。因此，黑潮暖流和亲潮 

寒流的强弱，饵料生物的盛寡，都直接影响秋刀鱼 

中心渔场的位置、渔期的迟早与持续时间的长短， 

也直接影响秋刀鱼的索饵洄游路线与繁殖场所。 

而秋刀鱼的生物学特性 ，特别是秋刀鱼的生长速度 

与性成熟的迟早也决定了秋刀鱼的渔场和渔期。 

总而言之，综观各种因素，作好汛期海况与渔况的 

综合分析，更有利于掌握中心渔场和提高渔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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