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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氏胸刺水蚤在黄海的生态特点 

武 文 魁 
(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 2660D3) 

摘要 墨氏胸刺水蚤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 36。N以北，4月份出现第一个高峰，是主要交配期，雄性 

多于雌性，雌体带精荚的数量最多。第二 个高峰期是 7月份，雌雄比例趋于平衡，冷水团和温度的变化 

是主要环境因素，垂直移动也受交配、繁殖 习性所制约。 

墨氏胸刺水蚤 (Centropazes memurrichi) 

是中型挠足粪，主要分布在黄 、渤海。在其繁殖 

季节成为忧势种。作者根据 1 985—1 986年黄海 

调查中，搜集的 4个季节、8个航次的数量统计 

资料(调查站数见表 1)，重点繁殖月份的资料， 

对兵数量的平面分布和季节变化，昼夜垂直移 

动、繁殖特点、性比例和支配比比率等以及和温 

衰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观察 ， 文为研究结果 

的报告。 

(一)墨氏胸刺水蚤的数量分布和 季 节 变 

化 墨氏胸 刺水蚤的地理特点：在黄海的数量 

分布特点是，由南向北递增 ，黄海北部 (36。N 

以北)的数量高于黄海南部 (36。N以南)，水温 

的变化是影响墨氏胸刺水蚤分布和季节变化的 

主要因素。由于受水温的影响，季节变化非常 

显著，春季 (3月)当表层水温平均值 7 4oC时 

开始繁殖，数量逐渐增多，4月份出现第一个高 

峰期，最高站的数量超过 250个／米 ，密集中心 

裹 1 调童范盟籼站羲 

日 删 谰直范圈 诵查站 敦 计数十数 

l985．3 33 ～ 3；。30 N ．1 Z1。30 一 l2‘。30，E 3B 29D5 

l9 B5．4 、 36。～ 3B。N ． 1 zl。一 l2‘ D E 34 lZlZ3 

19B5．6 36。～ 39 N． 1 Z1 一 l Ẑ 30，E 37 2064 

l gS5．7 32。-- 39。N． 121。30 一 l25。E 57 Z023 

l ；．9 3；。30 一  。N ．n 1 一 124。30 E 9 l69 

l985．1 O 32。～ 3；。N l Z0 30 一 l Z4。3O E 52 D 

l985．1 2 32。30 一 3B。30 N ． 1ZZ 一 l 2‘。3D E 4Z 352 

l986．3 32。30 一 35。N． 1Zl。 0 -- 125。E 35 3058 

i986．4 36 N 北，l z{。E 以东 4Q ，～ J8060 

分布在山东半岛附近渤海海峡以外海区(图1)， 

第二个高峰期是在夏季 7月份，表层水温平均 

值 25 67℃，数量明显比春季少 ，夏末秋初 (9 

月)水温 2 2 40~C，数量出现低谷期，1 0月份水 

温 19．57~C，没有出现，l2 月份 (表 2)水温 

$s1℃ 数量 比 9月份稍高。 

(=)墨氏胸刺水蚤的昼夜垂 直 移 动 墨 

氏胸刺水蚤垂直移动的特点是傍晚上升，黎明 

下降，午夜达表层，午后集中在中层(图 2)。 

墨氏胸刺水蚤的垂直移动，傍晚 l8：00— 

22：O0时栖息在底层，20：O0时部分上升到 表 

层，午夜 24：O0时大部分上升到表层，底层有一 

小部分，午夜后 0z：O0时全部浮游在表层 ，2小 

时以后，凌晨 04：0D—D6：0D时全部下降到底 

‘唐启 住采集标本表示盛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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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承丑平均位 

图 l 墨氏胸刺 水蚤高峰期 月)数量分布 

日 期 表屡(屯) 10米(屯) 底层(屯) 裹一靡甚水温差(屯： 

l985．3 7．40 7．38 7．30 O．1 

【985．4 7．30 6．80 ．70 1．6O 

22．19 20．87 8．14 ¨ ．0 

【985．7 2 ．67 2‘．47 12．3 13．32 

22．40 22．6 12．30 1O．10 

I98 5．1O ¨ ． 7 19．9 15．50 4．07 

l'8 ．12 8．81 9．23 9．44 — 1．13 

I986．3 B．2 7．60 7．59 0．66 

L986． 7．86 7．80 ．＆0 2．O6 

层，上午 1O：00一l2：O0时开始上升到中层，午 

后 14：00一l6：O0时主要集中在中层 ，主要集聚 

时间是：傍晚、午夜、黎明是接近 2小时，上午、 

午后 2—6小时，垂直移动和聚集的时间除受水 

温和摄食的影响以外，从携带的精荚数量看，表 

层、中层最多，交配主要是在表层和中层 (匪 

3)。 除受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的影响 差别 以 

外，另外垂直移动是受交配和产卵繁殖习性的 

制约。 

(三)墨氏胸刺水蚤的雌雄比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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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墨氏胸刺水蚤的垂直移动 l9B2年 8月 16日一17日，3B。N3 E (吴蕴芳提供贲料) 

盖慑境 ．右侧证 

圈 j 墨氏胸 剜术 蚤精 荚附 着部位 图 

墨氏胸刺水蚤繁殖的高蜂期，主要是在春季 4 

月份，其次是在夏季 7月份。根据春季 l985、 

l986年 (3、4月份)高峰期的资料，雄体的数量 

都是多于雌体，保证了雌体的交配机会和得到 

精荚。 3月份雄体的比例 占 66．2为，雌体 占 

33 8％ ，4月份 雌雄数量 的差异 比 3月份减少 ， 

雌体数量增加，占40％，雄体数量减少为 6O％ 

(表 3)。 夏季 7月份是墨氏胸刺水蚤繁殖的第 

二高峰期，数量明显比春季 4月份少，性比趋于 

平衡，雌体数量略高于雄体，雌体占 50 4弼，雄 

体占 49．6，刍，墨氏胸刺水蚤性比的差异除了和 

交配有关系外，是否是由于雄体的数量减少，影 

响到雌体的繁殖，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性比的差异与温度有密切关系，春季 4月 

扮 (1 985年)，表～底层的温窿差 1．60℃，l986 

年 2．06℃，6、7月份表、中层的温度升高很多， 

表一底层的温差增大，6月份表 一 底 层相 差 

¨．05℃，7月份相差 I3．32℃。随着表一底层温 

差的增大雄性的数量减少，春季 4月份表一底 

层的温差最小 1 60℃，雄性的数量多于雌性的 

数量。6—7月份表层温度的增高，表一底层温 

衰 3 雌雄十体数 

日期 雌 作 十数 雄 体 个数 计 数总十体 数 

l985．3 t3t B ．1 07 2825 

19B5．‘ 5267 6811 t2078 

l9B5．6 1210 8 54 2064 

t985．7 824 1199 2023 

|986．j 90 20gi 2蜘 6 

19 B6．‘ 15285 32416 }7701 

度的差异增大时，雄性的数量减少。 

(四)墨氏胸刺水蚤雌体携带辅荚 的 比 率 

墨氏胸刘水蚤雌体携带精荚是交配的标志，精 

荚的形状呈细长管状(图 3)，长度超过雌体尾 

肢末端，雌体生殖孔常仅附着～个精镁 ，在观察 

的样品中，仅发现一尾附着两个精荚，精荚是绕 

生殖孔一圈，精荚有皱褶状的薄片膜沾连在一 

起，墨氏胸刺水蚤随着春季数量的增加，开始交 

配，出现雌体携带精荚。1 985年 3月，其数量 

为总个体数的 3．1％，1986年 3月为 6．3弼，春 

季 4月份是墨氏胸刺水蚤的数量高峰期，雌依 

数量增加，带精荚个数的数量逐渐增多，1985 

年 4月占 6．7％，1 986年 4月占 20．8％，夏季 

7月雌雄个体数约相等，雄体数量的减少可能 

与交配后死亡有关，雌体携带精荚的比率最高， 

平均是 30．8％ (图 {)。 

带精荚个体，4月份分布较广而普遍，l 985 

年 4月份出现带精荚雌体的站约 占总 站数 的 

61．8％，1986年 4月份高达 9I_2 ，夏季 7月 

份分布比较集中于少数站(图 5)，占 27 2％，春 

季 3月份 (1985年)是 3．2弼，1986年是 9．7嘭。 

墨氏胸刺水蚤从带精荚雌体比率出现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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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 4 I 98 5年 ‘月墨匠l惘刺水蚤精燕数量(％)拘逐 日(时)盔北(括号内为取样时间) 

图 5 1985年 6—7月墨氏胸刺水蚤辅荚数量(％)的逐 日(时)变化(括号内为取样时间) 

峰时间观察，交尾时间主要是在午夜，午后和早 

晨，牺息水层是在表层和中层，通常是一天有三 

个高峰；白天、黑夜各出现一个高峰，从逐 月的 

精荚比看，1 985年 6月 27—7月 1日，午夜 

23：55时 ，高峰期 54％，7月2日早晨 05：30时 

为 56．3为，午后 12：30时为 5 9．3％，l0和 11 

日，午夜 00：40时精荚比率最高，分别是 64．3％ 

和 7l 3％。 

墨氏胸刺水蚤交配时与温度的影响有密}Jj 

关系，在繁殖季节，由于黄海底层冷水团的影 

响，表、中层和底层温度差较大 ，直接影响到 

墨氏胸刺水蚤的昼夜垂直移动和交配的生态特 

点。 l 985年 4月，三个高峰时的表层平均温度 

分别是 8．2、9．6、9．7℃，比调查范围各站表层平 

均温度值 7：3~0高，1985年 6、7月份，高峰 

期比 4月水温高，高峰 期 温 度 范 围是 2O．7— 

23．1oC，超过这个温度范围时，带精荚 的比 率 

下降，6月份温度范强接近调查时表层平均值 

22．19~(3，7月份温度低于调查时 表层 平 均值 

25．6 7~G。 一 

从墨氏胸刺水蚤密臬中心站所铡的体长数 

{直看，春季 4、5且份，体长大于夏 季 6、7月份， 

特别是 7月份的样品最小，与繁殖生长有密切 

关系(表 4)，小的原因是由于 7月份的样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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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4 墨氏胸刺木蚤的平均体长(单位：毫来) 

q卿 站号 雌平均体长 雄平均体长 

i 985．6．29 e094 0．57 。

。

0,

． 

56

6 l985．7．10 6662 0．5l 

l985．7．t1 4294 0．53 

l9B6．̂ ．1i B694 O．60 

19B6．5．2 4594 O．56 

新繁殖的世代，是夏季高温成熟的类型。 

(五)结束语 墨氏胸剂水蚤主要 分 布 在 

黄海北部 36。N 以北，密集中心是在渤海海湾 

以外，和山东半岛以北。 4月份出现第一个高 

峰裴，雄牲多于雌性，第二个高峰期是 7月份， 

雌雄比例趋于平衡。墨氏淘刺水蚤的精荚呈细 

长管状，主要交配时间是在 4月份，带精荚的数 

量最多。墨氏啉削承蚤的交配是栖息存簌层和 

中层。墨 氏胸 刺水蚤 盼昼 夜垂直移动特 点是受 

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的影响。黄海北部冷水围 

平[I温度的变化是影响墨氏脚刺水蚤的主要环境 

条件，另外主要的原因是受交配和产卵繁殖习 

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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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软体动物调查初报 

高 翔 
(山东省临沂教育学院，临衍 276003) 

摘要 自 I 985年以来，笔者带领学生对该地区十三个县(市)的软体动物进行了 步调查，共栗获 

标本 ‘o0。余号，经鉴定隶属于 9科 l 9属 26种。调雀表明：该地区软体动物种类多、数量大、生在分布 

广，可以作为开发利用的一大 自然 资源。 

为了促进临沂地区的经济发展，佳野生动 

物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自 】985年，我们对 

该地区十三个县(市)盼软体动物资源进行了初 

步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 r： 

(一)寓然掇况 临沂地区位于山 东 省 东 

南部，东濒黄海、南邻江苏省，地跨东经 1】7。24 r 

— ll9~39 ，北纬 3 4。22 一36。22 总面积 21 099 

平方公里。 西北部为山地丘陵一即沂蒙山区， 

占垒地区的 6O％，有费县 、平 邑、蒙羁弓、沂 南 、沂 

水、沂源等县；东南部为平原 ，占全地区的40％， 

有I瞄沂、苍山、郯城、临沐等县市。 主要河流为 

沂河和非河，大小支流 16000余条．窜塘遍布， 

水资源 丰富 。 

该地区属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 ，气温比 

较适 中，年平均气温在 1 2-- 1 4℃之间。降雨量 大 

致在 65D一820毫米之间，多雨年份可达 1098 4 

一 】616 7毫 米。 平均 湿度 在 63m72％ 之间 ，由 

东南向西北递减。 

(二)软件动物的种类组成及分布 

1．种类组成 几年来，我们 共 采获 标 本 

1000泉号，经分析鉴定有腹足纲 7科 1l属 14 

种，瓣鳃纲 2科 8属 】2种，共计 9科 19属 26 

种(见表 1)。 

2．生态分布 (见表 1) 从表中看出，该地 

区的沂蒙山区和平原地区分布的软体动物种类 

本盅 罩蒙中科院动物断刘月樊先生指导性酲 山 ☆ 毽 

教育学院毛乾盛先生协助鉴定标丰，本院 84一B7美学 

员帮助采集怀本，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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