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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05 年 7 月 10 月在北太平洋 150 0 E - 158。坷 'E 、42 0 34'N -46 025'N 进行秋刀鱼资源探捕所获

得的浮游动物样本资料的分析、鉴定，在 15 个站点的海洋浮游动物样本中，测得甲壳纲的挠足类、端足类、糠

虾类、磷虾类，毛颗类、腔肠动物以及被~动物等的代表种。其中挠足类占绝对优势，隶属于 I 目 4 科 5 属 8

种 O 总、浮游生物量分布范围为 136 - 1 848 mglm' ，均值为 865.6 mgl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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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s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in Pacific saury 
( Cololabis saira) fishing ground of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n summer 

ZHU Qing-che吨， MA Wei-gang , LIU Hao , XIA Hl日， LIU Yu 

(Marine College ol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lX , Shanghα200090 ， China) 

Abstract: Zooplankton , the animal form of plankton , small floating or weakly swimming animals that are 

transported with the water currents , includes protozoa , small crustaceans , jellyfish and worms. Zooplankton 

feed on phytoplankton , making them the second link in the marine food chain. Zooplankton then are eaten by 

krill , fish and larger crustaceans. The investigation fishing of Pacific saurγ ( Cololαbis sα~rα) resources was 

carried out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50 0 E -158 0 56'E ,42 0 34'N -46 0 25'N)from July to October , 2005. 

Based on the sample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zooplankton samples , we have obtained representative 

species of Copepoda , Amphipoda , Mysidacea , Euphausiacea of Crustacea , Chaetognatha , Coelentera and 

Tunicata in the zooplankton samples among 15 sites. Copepoda were dominant absolutely , member of one 

order , four families , five clams and eight species. The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range of zooplankton is 

136 - 1 848 mg/m3 , the average value is 865.6 mg/m3
. 

Key words: zooplankton j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j the NOlth Pacific Ocean j Cololabis sα~rαfishing ground 

浮游动物是一种随海流漂浮的动物，其游泳能力甚弱，在食物链中占着重要位置，它是肉食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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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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j 。北太平洋是秋刀鱼主要

温场之一，年产量在 45 万吨左右 2Jo 秋刀鱼主要以甲壳纲为食，如挠足类、端足类等，有关北太平洋浮

游动物的研究国外学者已有报道L3\ 我国对于秋刀鱼渔场开发利用开始于 2003 年，时间较短，因而

对于秋刀鱼渔场浮游生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根据 2005 年 7 月一 10 月在北太平洋 150 0 E -158 0 56' 

E 、4r34'N -46 025'N 秋刀鱼渔业资源探捕调查所获得的浮游动物资料，对秋刀鱼渔场浮游动物生态特

征及与渔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西北太平洋秋刀鱼生产和寻找中心渔场提供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样本资料系于 2005 年 7 -10 月"沪渔 910" 探捕船在西北太平洋 150 0 E - 158 0 56'E 、 42 0 34'N -

46 025'N进行秋刀鱼资源探捕所获得的，共计 15 个站点。浮游动物样本采集按照"海洋调查规范"进

行。用标准浮游动物采集大网(网口内径 80 cm ， GG36 筛绢) ，进行定性和定量调查，分别调查秋刀鱼渔

场海域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尤其是优势种群的状况[7]O 本次调查的站点是根据设定探捕

站点，每隔几个站点调查一次，同时结合秋刀鱼属于中上层鱼类，栖息、水深比较浅，因此采集的深度设为

150 mo 

2 结果

2.1 浮游动物类群

调查水域 15 个站点的浮游动物生物量分布范

围为 136 - 1 848 mgl旷，均值为 865.6 mg/m3 0 各
站点的浮游动物种类、生物量及其平面分布图分别

见图 l 、图 2。从各站点海洋浮游生物样本中测得有

甲壳纲的挠足类、端足类、糠虾类、磷虾类，毛顿类、

腔肠动物以及被囊动物等的代表种。其中挠足类占

绝对优势，隶属于 l 目 4 科 5 属 8 种。同时结合秋

刀鱼渔场主要分布于黑潮水域、亲潮水域、混合水域

一带， 8 - 10 J 测得浮游动物主要分为暖水水域类型

(如中华哲水蚤 Cαlanω su旧旧)、冷水水域类型(如

布氏真哲水蚤 E山alanus bungoides) 和过渡水域类

型(如百陶箭虫 Sagitta bedoti) 0 其中暖水性又可分

为暖水性沿岸种和暖水性外海种。

2.2 主要浮游动物生物量分布

对所采集的浮游动物进行分析鉴定后，发现甲

壳类动物占绝对优势，其次是毛顿类。两者各站点

生物量分布见表 1 0 

3 讨论

3.1 浮游动物与海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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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Dis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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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与游泳生物在生态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浮游动物没有发达的运动器官，它是随波漂浮

着。因此，它的平面分布是被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海流方向与强度的季节变化而在不断的变迁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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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海域范围内，海洋浮游动物以暖水种偏多。除帕氏真哲水蚤、小基齿哲水蚤、布氏真哲水蚤、

加州布民真哲水蚤、太平洋哲水蚤外，还有温带、亚热带以及暖水外海种的重叠分布，如中华哲水蚤、鼻

锚哲水蚤、海洋真刺水蚤等种类，尤其是 7 月中旬，暖温带种的中华哲水蚤还出现在 44 0 N( →般不超过

42 0 N) ，这与调查范围以南海域水温偏高也是相似的。此外，暖水浅海种的代表种百陶箭虫最北也分布

到 46 0N( 通常为 45 0N) ，显然，暖水浮游动物的偏北分布可能与黑潮暖流的强势有关O

表 1 主要浮游动物名录

Tab.l The main kinds of zooplankton 

甲壳纲 Crustacea

挠足亚纲 Copepoda

哲水蚤目 Calanoida

哲水蚤科 Calanidae

哲水蚤属 CalanlM

太平洋哲水蚤 Calan旧 pacificω:

中华哲水蚤 Cαlan旧 SLnLCUS

伪哲水蚤科 Pseudoca\anidae

基齿水蚤属 Clα旧ocalan山

小基齿哲水蚤 ClαlMOCαlan山 mLno

真刺水蚤科 Euchaetidae

真刺水蚤属 Euchαeta

海洋真刺水蚤 Euchaeta marin 

真哲水蚤科 Eucalanidae

锚哲水蚤属 Rhi町αlan旧

鼻锚哲水蚤 Rhμ怕u町lCαalαan阳μ旧s cωorn阳川u山4

真哲水蚤属 E町αalα四u阳

帕氏真哲水蚤 Eucalan山 pαrkoides

布氏真哲水蚤 EucalanlM bungoides 

加州布氏真哲水蚤 E. b. californiclM 

软甲亚纲 Malacostraca

端足目 Amphipoda

蚓亚目 Hyperiidea

蚁科 Hyperaiidae

长脚蚁属 Themisto

细长脚且成 Themisto gra口lipes

糠虾目 Mysidacea

糠虾亚目 Mysidea

糠虾科 Mysidae

新糠虾属 Neomysis Czerniavsky 

日本新糠虾 Neomysis jαpomcα 

磷虾目 Euphausiacea

磷虾科 Euphausiidae

磷虾属 Euphα旧阳

太平洋磷虾 E叩阳山wp町ifica

3.2 浮游动物与浮游植物

" 腔肠动物 Coelentera
水媳水母纲 Hydromedusae

花水母目 Anthomedusae

棍熄水母科 Coηnidae

长管水母属 Sarsia

日本长管水母 5αrsia nipponicα 

软水母目Leptomedusae

真瘤水母科 Eutimidae

真瘤水母属 Eutima

八恋水母 E山mα ge，喀'gen川bωαu町r口t 

真瘤水母 E山mα lev白由v山J

和平水母科 Eirenida配e 

和平水母属 Eirene Eschscho /tz 

锡兰和平水母 Eirene ceylonensis 

管水母目 Siphonophora

双生水母科 Diphyidae

五角水母属 Muggiaea

五角水母 Muggiαea atlant町α

浅室水母属 Lensia

拟细线室水母 Lensia subtiloides 

硬水母目 Trachymedusae

怪水母科 Geryonia

小舌水母属 Lir叩e

四叶小舌水母 Liriope tetr，αphyUα 

毛顿类 Chaetognatha

矢虫纲 Sagittoidea

箭虫科 Sagittidae

箭虫属 SαgLltα

百陶箭虫 Sαgitta bedoti 

肥胖箭虫 5αgitta enflαtα 

经典食物链理论认为硅藻一挠足类一鱼类"是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主要途

径[11 -1幻，硅藻的生物量将直接决定海洋次级生产力以及渔业资源量的大小。因此长期以来，硅藻一直

被认为是占海洋浮游动物主体地位的挠足类生长繁殖的主要食物来源，对于挠足类的种群补充和发展

具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本次调查测得秋刀鱼渔场海洋浮游植物主要为甲藻类和硅藻类，浮游动物主

要以甲壳纲挠足类为主，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藻类-梅足类-秋刀鱼"这种能量流动模式，为今后准确

的预测秋刀鱼渔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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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站点浮游动物生物量

Tab. 2 zooplankton biomass of different sites (mglm3
) 

甲壳类
毛顿类

站点 挠足亚纲 软甲亚纲 总计

生物量 占总生物量比例 生物量 占总生物量比例 生物量 占总生物量比例

260 74.9 39 11. 2 48 13.8 347 

2 180 87.4 。 。 26 12.6 206 

3 92 71. 9 12 9.4 24 18.8 128 

4 8 100 O 8 

5 18 52.9 5 14.7 11 32.4 34 

6 140 95.2 2 1. 4 5 3.4 147 

7 144 75.4 。 。 47 24.6 191 

8 160 64.3 18 7.2 71 28.5 249 

9 596 85.3 51 7.3 52 7.4 699 

10 124 50.6 12 4.9 109 44.5 245 

11 140 69 2 61 30 203 

12 8 100 8 

13 4 100 4 

14 12 100 12 

15 20 29.4 48 70.6 68 

3.3 浮游动物分布与秋刀鱼渔场

海洋浮游生物是海洋生态系统初级、次级生产力，是许多重要经济鱼类的饵料，在海洋生态系统的

食物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调查探捕期间，对不同体长组的秋刀鱼的胃含物样品进行了剖析，经测定摄食率为 26% ，其余的胃

内残留物均不超过其容量的1/3 ，所摄食的种类经鉴定有挠足类、端足类、箭虫类以及糠虾类等，出现频

率为 53% 0 分析表明秋刀鱼摄食强度不大，食物组成以甲壳动物为主。

秋刀鱼属中上层冷水性泪游鱼类。形成秋刀鱼渔场的主要海况条件主要取决于亲潮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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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

相同。因此，黑潮暖流和亲潮寒流的强弱，对秋刀鱼中心渔场的位置、渔期的时间与持续时间有很大的

影响。调查期间，秋刀鱼产量偏低、偏北，可能与亲潮寒流的弱势有关。这点可以从水样中没有发现日

本海冷水团指示种秀箭虫(Sagitta elegα旧)以及冷水种马绍尔哲水蚤(CαJαnω marshallae) 得到证实。

秋刀鱼渔场的形成机制或中心渔场的形成与亲潮冷水、黑潮暖水以及沿岸海流、外海水系的交汇关

系密切，尤其是亲潮和黑潮的动向以及饵料生物的丰富会直接影响到秋刀鱼的索饵泪游路线与繁殖场

所。而秋刀鱼的生物学特性，特别是性成熟的迟早也决定了秋刀鱼的渔场和渔期。

浮游动物样本由杨德康先生帮助鉴定，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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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水产大学重点学科概况

一一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

~巳 t可

上海水产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前身追溯为吴淤水产学校水产制造科，创建于 1912 年。 95 年来，兢兢业

业服务于我国水产、食品领域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学科承袭水大传统，重点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食品安

全与品质控制学、食品生物技术等研究领域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科研水平位居国内领先地位，为我国食品工业

的繁荣和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于 2005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建设特色学科，而其中的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

研究方向于 1998 年已被批准为农业部重点学科，并于同年获得上海市世界银行贷款一百门重点学科建设的资 4
助。 2003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使学校成为目前上海市唯一一所拥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下二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本学科拥有二个重点实验室、五个中心和一个研究所。二个重点实验室分别为化学中心实验室、食品工程

实验室。五个中心分别为农业部冷库及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日合作水产品加工利用研究中心、

食品学院富煌巢湖三珍食品研究开发中心、天然制剂生物活性研究中心、上海水产大学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其

中，农业部冷库及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授权于农业部，是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计量认

证和法定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上海水产大学食品安全研究中心是上海水产大学与上海市食品研究所共肖

建的紧密型合作的研究机构，成为上海市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以及国内领先、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奇

心。一个研究所即海洋生物制药研究所。同时，学科携手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光明学院"和守

"现代食品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努力搭建服务于上海地方经济的"产学研"平台。

学科学术梯队趋于合理化、年轻化，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团队。目前，学科拥

有正式在校研究人员 25 人(教授 14 人、副教授 8 人) ，其中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23 人，教师中具博士学

位者达 70% 。外聘讲座教授、客座教授 20 人。拥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梯队人员 l 人，被推选为食品安

全、农产品加工和海洋技术类国家 863 专家库专家 5 人。同时，近几年来共有 9 人次入选上海市"曙光"、"浦江"

和"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 1 人获得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 1 人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1 人获上海市育才奖。 主

通过重点学科的建设，学科科研能力不断增强，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在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8 项，号

省部级项目 25 项，横向项目 31 项，其他与国内外合作项目达 50 多项，科研经费达到上千万元。其中，为上海城

市发展提供基础、技术支撑的项目很有特色，如"世博会特供食品质量与安全保障体系食品安全战略研究中、

心"等。经过建设，学科发表科研论文 200 余篇( SCI 、 EI 共 20 余篇) ，出版专著 8 部，申报并获专利 10 余项，承办

并主持国内外学术研讨会 10 余场，<食品加工学》被列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上海是全国重要的食品研发、加工、集散和消费基地，也是国际性农产品加工和集散中心，食品产业是上海

都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在上海食品科技提升、专业?

人才培养等方面展现出了绚丽的色彩，并将在确保上海市安全、健康、质优、方便、丰富、保健的食品研发，以及 v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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