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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南设得兰群岛邻近水域表层微小型 

浮游藻类的分布特征。 

DISTRIBUT10N CHARACTERISTICS 0F PLANKT0NIC 

NAN0一AND M ICR0ALGAE IN ADJACENT SURFACE W ATERS 

0FF THE S0UTH SHETLAND ISLANDS，ANTARCTICA 

蒜獬  王钮  · 8 
微小型藻类是南极磷虾及其它小型或较大型海洋动物的直接或间接饵料 ，是海洋生物生产力的基础，在 

海洋生态系和食物链 中起着重要作用，微小型浮游藻类的研究，将为我国开发南极磷虾资源和 了解南大洋 自 

然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Uribe tKoczynska和 Ligowski fBrandini和 Kutner等学者曾对南设得兰 

群岛北部及邻近水域的浮游植物(主要是浮游硅藻类)的分类和分布做过研究。本文根据我国第三次南极考 

察(1986--1987)期间，在南设得兰群岛邻近海域采集的衷屡微小型浮游藻类样品(图 1)，分析研 究了其种类 

组成 、数量分布、群落结构的生态特点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等。 

1 结 果 

1．1 微小型浮游藻类的种类组成及其生态类型 

本次共鉴定了南设得兰群岛邻近海域表层的微小 

型藻类 4门 4l属 93种、变种和变型 ，其中硅藻门27属 

55种 5变种 4变型 (占 68．8 )．甲藻门 7属 20种(占 

21．5 )．兰藻 门 5属 7种(占 7．5 )和金藻门 2届 2 

种 (占 2．2 )。 

根据生态性质，这些种类可划分为 2大类型：一类 

为浮游性种(海水广温广布性种约占 9．7 ，南极沿岸 

广 布 种 约 占 25 8 ，海 水 冷 水 近 岸 习 见 种 约 占 

21．5 ．海水近岸偶见种约占 14 0 ．南极特有种约占 

6．5 )j另 一 类 型 为 附 着 性 种 c近 岸 广 布 种 约 占 

16．1 ，近 岸 习 见 种 约 占 3．2 ．南 极 特 有 种 约 占 

3．2 ) 

1．2 主要微小型j孚游藻类的细胞丰度 

m  

L 一 —  

} ~ 20 ： 一  
图 1 采样 站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s~mpllng stations 

南设得兰群岛邻近衷屡水域微小型浮游藻类 以角刺藻届 (ĉn r0 )的种数为最多，共有 13种 ，平均细 

胞丰度为 26．87×10 个／m。，占总丰度的 54．65 ，其 中占优势的有德费兰角刺藻(c．de~qa drY)．扭链角刺 

藻(c．torti 埘 )和小型角刺藻(c glea )占总丰度的49．9 ，其它优势种见表1 o 

1．3 微小型浮游藻类 丰度的分布 

· 国 家 自然科学 基金 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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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设得兰群岛邻近表层水域微小型浮游藻类平均细胞丰度为 4g．19×10 十／m (表 2)．其密集区分布在 

南设得兰群岛沿岸的欺骗岛至克拉伦斯岛以南的一带水域 t峰值在 18号站为 467．5×10 个／m ，往东北方向 

微小型浮游藻类密度显著下降，象岛和克拉伦斯岛东北海域的 1、2、3和 7号站．微小型浮游藻类丰度最小(小 

于 10×10‘个／m )。其它站的微小型藻类分布较均匀．绸胞丰度均在lo×lO --5o×lO 十／m 范围内(图2)。 

表 1 主要微小型_厚游藻类的细胞丰度 
Table 1 The cell abandance of main species of 

planktonic J~tltno-8nd m icroaigae 

主要种类 平 均细胞 丰度 百分 比 出现期 事 

(×l cë s，m0) ( ) ( ) 

藩费 兰南刺 
ch et⋯ deftan． l1 6l 23．6l l4．29 

扭链 南利 ‘ 、： 
_ 

~'haetoceros “} 8·85 l8 00 32 l4 

纤细 楔形 
&~cmophora gracigi* 6l 9 3 7 100 

小型 刺 8 29 42
． 86 2hnt t 0⋯ gl “Ⅱ 。8 

短小菱形 _ 

Nitzschia “ d 3．77 7 67 96 43 

长形环 毛蕞 
Corethro~crio hIt⋯  2 58 5 4Z 96 43 

巴克 氏菱 形蕞 5 09 85 71 
Nit=schm barklcyi 2‘5。 

霁根管蕞 2 88 57 l4 1
。 4l 

滴西 甲蕞 

G a●"⋯  krhr - l 2。 Z 43 85．7l 

南极j睾链 
。 89 l 81 39 29 

撵 氏菱形 藻 l 52 64
． 29 。 75 

卡 氏菱 形 0 72 1
． 46 35 71 

弓卵形原多甲 【 机 1．13 39．Z9 

总 计 T．tM 88．50 

田 z 傲小型浮辨 类总丰度的分布(×IO一十，m ) 

Fig 2 Distrlbution of the total cell abunda~ e 

planktonic⋯ o—and mtc~oalgae in the sudace 

t rs 

表 2 各门微小型浮游藻类的细胞丰度 
Table 2 The incAin cell abtm dance of planktonic 

m o—and m lcroalgae of each Phlyum ia 

the  sof ace waters 

平 均细胞 丰蛊 
种类 Mean eel】 百舟比 出现鞭事 

Ph am abundance Percentage 

( ) ( ) (
×lOScells／m ) 

硅 J丁 46
． 37 94 27 100 BG

acillariophyt日 

甲 f1 2
． 53 5 14 100 

Py~ophyta 

盘 J丁 0 0Z 0
． 03 7 14 Eh

ry~ophyta 

蓝 f1 0 27 0
． 56 46 ‘3 C

yanophyt~ 

总 计 Total 49 19 

1．4 微小型浮游藻类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南设得兰群岛邻近表层水域微小型浮蝣藻类丰度在 4．L×10 一467 5×10 个／m ，其密度集区分布在欺 

骗岛至克拉伦斯岛以南的(27、25、23、18、13和 8号站)一带水域 ．其中峰值在 l8号站(467．5×10 十／m )，固 

微小型浮游藻类的大量繁殖 ．消耗水中大量营养盐 ，使得 N、P浓度下降，而氧饱和度却高达 116．7 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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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在象 岛和克拉佗斯岛东北的 ?、1、3和 2号站 ，微小型 浮辩藻类较贫乏，N、P含量高 ，氧含量低，饱和度为 

84．3 (表 3)。其它站微小型浮游藻类的分布较均匀 环境参数也较均匀。将微小型浮游藻类丰度分别同硅酸 

盐、硝酸盐、磷酸盐、温度、盐度进行二元线性回归，经检验表明。微小型浮游藻类丰度( )与硅酸盐浓度b)成 

显著的正相关(圈 3)。方程为：y 一66．79+3．40x(n~28．r=0．603， <0．001)，而与其它几十因子无相关 

性 ． 

衰 3 高低值区微小型浮游藻类丰度与环境园子 
fabIe 3 The abundance of planktonic aano-and 

microalgae and env~onmentai factors in 

the m~xim a[and m inimal abundance rt— 

gtous 

高值区 低值区 

项 目 陌he maximal The mi al 

hbund㈣ regions abundance B
em  

‘(27，25．23，18．13， 

8) (7．1．3，2) 

蔫粪丰虚 

Algae abundance 1 52 7 

(×10 0cells m ) 

永 温 Temperature 
(℃ ) 0．38 0．52 

盐 度 SalOnity 33．踮6 34．009 

碑 酸盐 

PhosDha 1．46 1．88 

(~mol／dm ) 

硝酸盐 

NiT．rate l0．O0 14．49 

(gmol／dm ) 

硅 酸盐 

licate 37 01 3l 26 

(~mol／dm ) 

氧饱和虚 0。 1I5 7 84 3 

大磷 虾 

Euph~usla superhba 22 19O 

(ind／kin ) 

： }．． 

2 讨论与结论 

2．1 车次在南设得兰群岛邻近表层水域 中，也 出现 

上些主要以附着性生活为主的种类，约占总种数的 

226 。这些种类是 由冰雪与浮冰融化或水流输送 所 

带来的．一般仅分布于水体浅表层 

南设得兰群岛邻近表层水域出现的 93种微小型 

浮j婷藻类 中，硅藻粘 占 75．42 ．优势 种为德费兰 角 

刺藻 -扭 链 角 藻 和 小型 角 刺 藻 ．它 们 占 总 丰度 的 

49．9 -但它 们的出现颍率仅为 l4 --43 ，主要分布于近岸区 F随水流移动分布于水体表层的纤细楔形藻 

和柑岸广布性的短小菱形藻，长形环毛藻和巴克氏菱形藻占总丰度的27．37 ，出现频率达 86 一l0o ． 

2．2 微小型浮j婷藻类分布与水流和营养物浓度关系密切 。别林斯高晋海水进入海蛱后柑着南设得兰群岛南 

岸 (海峡内中海盆北部海域)朝东北流动，主要受影响的测站有 27、25和 23号 站。另林斯高晋海海水对海峡南 

部的影响较弱，海峡南部主要受到通过南授海峡进入海峡内的威德尔海海水的影响。微小型浮蝣藻类密集 区 

分布在欺骗岛至克拉伦斯岛以南一带水域(27、2S、23、18、l3和 8号站)，这密集区的分布趋势与别林斯高晋 

海水的流 向基本 一致 t并且微小型浮蝣藻类数量由27号站(145．7010 个／m )随着该水流(顺 27 25 l3 8 

号站)的减弱而逐渐减少。在此 ，德费兰角刺藻、扭链角刺藻和小型角刺藻的数量也有随此海流减弱(顺 27— 

25川 3—8号站)而减步的趋势 ，由此可见．这三种角刺藻可以作为别林斯高晋海水的指示种。 

18号站微小型浮游类丰度为晟高，这是由于 l8号站还受到南设得兰群岛的别林斯高晋海水和巍过布兰 

斯菲尔德海峡 扩散的威德尔海海水的影响 ，在此形成水田相对 比较稳定 ，由于海蛱低硅水阻挡形成丁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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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不 同的流 系承 团的相互 顶 托，导 致该海 区深层 水抬 升 的可能 并使硅 含 量 明显增 高 (硅 酸盐 含 量达 

91．25~mol／dm )，相 反．象 岛和克拉伦斯 岛东北 水域微小型 浮游藻类的数 量较贫乏 ，硅酸 盐含 量也较低 

(31 26~mol／dm’)(表 3)。据 Jacques“ 报道硅藻吸收硅的半饱和常数( )是在 12--22~mo]／dm。范围内t硅藻 

最大生长率时期需吸收硅酸盐维度 50~mol／dm 。本调查海域营养盐一般尚未降至限制微小型浮游藻类繁殖 

的程度 ．但某些区域营养盐的大最减少对微小型浮游藻类的盛衰是有一定影响的 。通过一元线性回归表明， 

微 小型浮游藻类 丰度与硅酸浓度成显著正相关(，一O．603)． 

2．3 微小型浮游藻类是大磷虾等浮游动物的主要饵料。在微小型浮游藻类丰富的南设得兰群岛近岸水域大 

磷 虾数量 相对较少 (22ind／km )．而在微小型浮游藻类贫 乏的象 岛东北 水域 则 出现高密 集的大磷 虾群 

(1 90ind．／km )(表 3j。因此 ，也可认 为这一区域微小型浮游藻类丰度的分布还与大磷虾等浮游动物的密集分 

布和摄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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