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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附近海域植物性浮游生物初步調查研究

邦秀笙lJ陽�
曰

the

文

InPhytoplanktononPrelimi�ry Study

Liu

of Taiwan

by

VVen-young Tseng and Sheu-ban

Surrounding VV aters

本省四面環誨 , 為瞭解海洋奧秘 , 作海洋探測及開發廣大海祥資源 , 進一步去判斷優良觀場 , 而實施
海洋調畫工作。黑潮 (Kuroshuio Current) 流經本省海域

, 其抵台灣南端時分出一支流通過巴士海峽 ,

有分為二 : 其一間流入南中國海 ; 另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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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台灣西南方海域通過台灣海峽北
N
V

上 , 在台灣北方與黑潮主流會合 , 經
琉球群島北上自本。黑潮支流有季節

性變化 , 大體於春夏之時是向北流 ,

秋冬季時東北季風關係 F 則為向南流

( 圖一 ) 。本文就根摟黑潮揉測第八

航次所踩得之植物性浮游生物標本所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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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步整理分析而成。筆者對於台大

海洋研究所朱所長之給于機會 , 鼓勵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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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導 , 以及楊研艦全體官兵 , 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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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浮游生物分層採集各站分佈圍

糕本之採 J奈與整 5里方法

固自

標本係實施分層揉集 , 除 1 、 2 兩站外 , 其餘諸操集站係使用改良式浮游生物曾民 0 型關閉式分層揉

集網 ( 如圖三 ) 。探集網口徑30cm , 網長度 1m' 擱布 XX17 , 網目 O.O78mm , 係設計作為揉集植物
性釋當生物或小型動物性浮游生物而用者

, 第 1 和第 2 站係用改良式漠森民 (Hansen Net) 定量揉集網

, 摘目與0 型網相間 , 閃於第 3 站作業時風浪太大
, 此網 ( 當民自製於美國夏大 ) 被踩海水之鋼繩割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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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入太平洋海中 , 以致第 3,4 和 5 等諸站無資料。第 4 站起至第40 站則完全使用
O 型網揉集。踩集站與航線如聞所示。據集時搜A 層10m 一表面 ",]3 層 20m-l0

m'C 層30m-20m,D 層Sam-30m' E 層 100m-SOm' F 層 200m- 100, G
.層 300m- 200m 等水層實施 , 並量其綱纜傾斜角以按正其真正深度 , 據集後樣
品馬上以 S% 中性福爾馬林被固定之。若水深不到 300 公尺者則由底部揉至接近

於其上層之水域之水層為止 , 例如水深只有 75 公尺時
, 則操A.B.C. 和D 後再 4寄鋼繩放下至接近海底之 75

公尺深處 , 再接上至 50 公尺深處而關閉網。計算時再

依實際摸得之水往計算。網的拉速量以每秒一公尺之

速度拉上 , 定數室中分﹒析及資料整理係傲植物性浮游
生物之定性及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採用漢遜法 (

HENSEN) 個體數測定法及沉澱量法。漢遜法是由

所揉集到標本放入 Stempel Pipette 容器中 f 如圖四
) 讀出總體積後加以振盪使生物標本在容器中均句分

佈 , 再由中央的Stempel Pipette!1& 入一定量 ( 0.1

ee- O.see) 在活塞和玻璃壁間空隙將此定量分別滴

入破璃井上覆以蓋殼丹並加塗以指甲油封定之 , 然後圓三
置於高倍顯徵鏡下觀察, 並分別計數不同種類數目 , 再子乘以該容器中總水量之
倍數 , �p 求得總數為原數 , 用原數÷揉集並分別水控的容積 IW 得每立方去尺海水

曹氏0 型關閉式中含有植物性浮游生物細胞。沉澱量法是將所探集標本經福馬林被固定裝入有刻
分層踩集網

度玻璃試管﹒使用離心器以每分鐘3,000- 5,000 轉速 , 旋轉20-30 分鐘使生物

況澱後讀出刻度試管之量為總沉澱量再求出平均每 1m3 海水中有多少 ee 況澱壘。定性分析是先經筆者作

顆徵照相後再參考以山路 (1965) , 小久保 (19S7 和 1961 ) , 元田 (195 旬 , 田宮等 (1967 ) 和Dauis
(1954 ) 等有關海洋植物性浮游生物之分類當與國等 , 而加以修正而成 ,

。

Stempel Pip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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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整理結果整理結果分兩大部份一為定性整理共發現有三大類屬 73 種類分佈於台灣附近海墳 ; 另一為量

的分佈分水平與垂直兩種分析 , 畫畫介紹各種之整理結果如下 :

結王軍最主L
.iE.

植物性浮游子生物定性分析研究I.
海洋植物性浮游生物 (Phytoplankton) 分佈範圍廣泛 , 自表層水域至二百公尺水深以內皆為生存繁

殖地帶 , 繁殖數量至為廳犬 , 但受各種環境因素目光、水溫營養糧類等條件支配 , 因植物性浮游生物靠目
光和養分在水中行先合作用合成有機物以生長生存 6CO2 + 6H2 0 日光能→CG H12 06 + 602' 再由 Ce2 T V.lJ.2 v

葉能體 6

H12 06 轉化變成澱輯或其他有機物。水溫影響植物性浮游生物繁殖 ' 其各有喜好溫度不同
, 在一年之中也

有季節性變化 , 植物性浮游生物為了適應浮游生活故皆具特殊構造有著減輕體重特殊物質 , 例如體內油滴
和氣泊 , 或生附肢 , 髮肢 , 絲帶針刺 , 分泌膠質物等增加與海水摩擦抵說力。植物性浮游生物繁殖以分裂
法和胞子生成法三種 , 有孤立生活亦有群體生活者 , 大致可將本省附近海域植物性浮游生物歸額為三大餌
_..矽藻、藍潭、鞭藻。誰介紹各大頓中由抽樣機查後發現的各種類的分顯情形, 簡述如下 :

要頁

單細胞讓頓中以矽海種顯最多 , 約有一萬多種 , 其分類依其細胞構遁分二目 :

/ ＼。委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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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心目 : (Order 1. Centrales)

外形有圓形 , 多角形 , 不揖則形 , 缺少縱溝 , 細胞橫切面一股為圓形或精圓形。
Melosira 屬

Melosire nummuloides (Dillwyn) AGARDH ( 圖四 )

細胞楠圓形乃至球型 , 在分裂前圓筒形 , 細胞與細胞之間以膠質粘著組成群體 , 本
種細胞壁厚 , 分佈很廣沿岸性 , 日本近海在本省北部及西
部海域出現。

Stephan opyxis 屬

Stephana ρyxispalmeriana (GREVILLE)

Grunow (圖六 )

本種細胞圓盤狀 , 直徑 150 μ ; 上下殼交接處可見一帳
直線 , 細胞間隙有許多棘狀絲連成群體為長闡筒形 , 細胞
網目六角形 , 此種為沿岸暖水流域產之 , 產量不多 , 黑潮
流壤皆有分佈本省西北部海場出現。

Skeletonema 屬

Skeletonema eostaum (GREVILLE) CLEVE

( 圖六 )

細胞精圓形或圓筒形通常細胞是群體結合 , 細胞間釀
由細長絲帶連接形戲狹長群體 , 本種沿岸性分佈廣潤黑潮
流壤皆分佈 ' 本省附近海域皆出現。 ~

ι

國四 Melosira
Nuinmtt!oides

團主 Stephanopyxis
palmerianiz

Detonula 屬

Detonula Conferraneea(CLE

VEE) GRAN ( 圖七 )

細胞圓筒形 , 有平行排列之橫紋
, 細胞與細胞間有許多棘連組成長的
群體

,
蓋殼面平坦圓形有明顯棘及中

心點 , 本種為沿鼎性產量不多 , 日本
近海產之本省西部 ; 北部海填皆出現

。
。

Gossleriella 屬

Gossleriella tr 。但iea SCHUT

T( 闡入 )

細胞扁平圓盤狀 , 直徑 100 μ ;

細胞周圍有許多放射狀突出棘針長但

不齊 , 聽針長約5旬 , 競則排列 , 本
種為暖海域浮游佳 , 黑潮流域沿岸產
之 , 產量不多本省附近海域皆出現。

Planktoniella 屬

Planktoniella Sol(W ALLIGH

)SCHUTT ( 圖十 )
圍六 Skeletonema

細胞團盤狀細胞全體直徑約 150 eostatum

μ細胞中心文有一a團盤直徑約50 戶
, 細胞中心部是網狀細紋 , 向周圍有放射狀續蝶排列整齊 , 本種遠洋佳

:u.ot.
τ

圖 -c l)etonula eonferra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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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於暖海識產之 , 本省南部 , 北部海城出現。

閏八 GO$$leriella tropica

CO$cinodi$cu$ 屬

Coscinodi$cu$ angu$tt 一Lineatu$ A. SCHMIDT ( 圖十 )

細胞星圖盤狀 , 細胞直徑 6旬 , 網目六角形 , 排列成蟑巢狀周韓有小棘 ' 的四個較大棘及許多小棘
,

本種沿岸性 , 產量少 , 在本省北部海域出現。
CO$cinodi$cu$ asteromphalu$ EHRENBERG ( 圖十一 )

細胞圓盤狀 , 中央部凹入 , 周緣凸出 , 自細胞中心向周圍故射狀線慷構成細小轍密網目 , 本種分佈廣
泣 , 寒熱帶海擴均產 , 本省北部海域也有出現。

圍丸 Planktonilla sol

國十 CO$cinodi$cu$ anguete-tineatu$ 圖十一 CO$cinodi$cu$ a$teromphalu$

Leptocylindru$ 屬

Leptocylindru$ danicu$ CLE VE ( 圖十二 )

細胞長圓筒形直徑約 5 μ細胞長約為寬之三倍
, 細胞

平直 , 細胞細胞間密著連成群體時稍顯彎曲 , 細胞內葉綠 -

粒很多 , 本種沿岸性分佈各大洋 , 在本省東北部海域出現

立 ,

:..: 蠱 :1 笠�

a
立主企
圖+=



GuiTiardia 屬

Guinardia flaccida(CASTRACANE)H. PERAGALLO

〈圖十三 )

細胞圓筒形體型比 Leptoi:y lindrus danicus 較大
, 直徑2旬 , 細

胞長度約為寬度三倍 , 有單獨存在或細胞密接成群體 , 細胞交接處稍現
凹入 , 本種分佈暖 ;It 域為沿擇性黑潮流城量聾

, 本省北部海域也出現。
Lauderia 厲

Lauderia glacialis (GRUNOW) GRAN ( 圍十四 )

細胞鐘圓筒形 , 直徑約 70 戶 , 來種有單獨存在及由細小原生質絲連
成群體 , 沿岸住量稀分佈黑潮流域本省北部海域出現。

Climacodium 屬

Climacodium frauenfeldiaonum GRUNOW ( 圖十五 )

細胞平直 , 連結一起成帶狀群體殼環面成長E 字形 ? 輩殼面狹小成

長捕國形 , 兩端突起 , 本種外洋性 , 分佈曰 :本近海黑潮流域在本省北部

海填出現。

Euocam ρza 屬

Euocompia Cornu!a (CLEVE) GRUNOW ( 圖十六〉

細胞蓋殼面兩端突起 , 細胞間隙很大 , 接近
圓形連成群體有稍凹λ , 細胞有許多開顯列平行
輾條 , 本種沿岸性 , 量不多分佈日本近悔 ,

黑潮

流域也在本省北部海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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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Guinardia flac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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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ampia

Hemidliscus 屬

Hemidiscus cuneiformi.s W ALLGH ( 圖十七〉

細胞蓋殼面彎曲弧度很大星圓殼 , 分裂前是半球形倍數放夫可君出殼面之影刻紋 , 腹面平直 , 本種外
洋性分佈日本近海 , 黑潮暖海嘴在本省北部海擴出現。

Hemiau/us 屬

Hemiau/us hauckii GRUNOW ( 圖十入〉

本種有單獨存在或組成連鎖狀群體
, 其細胞側面觀之星四角形在其陪角處有四個突出平行長棘 9 先端

尖細。和另外細胞結合成群體 , 分佈日本近海 , 沿岸性暖海擴黑潮流域 , 本省東北部海域出現。
Hemiaulvs membanaceus CLEVE ( 圖十九〉

cornuta

團+ 六Climacodiumgraul

frauen feldianum

間十主Lauderia glacialis回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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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十八
Biddulphia 厲

Biddulphia mobitiensis BAILEY ( 圖二十〉
細胞蓋設茁棘狀突起 , 由對角斜向外側伸出 , 三條較鈕 , 二蝶較長棘在細胞中閻部 , 葦殼面星楠圓形, 細胞有單獨生存在及連成群體者 , 本種沿岸浮游佳 , 日本近海沿岸暖水城產之 , 本省北部海城亦出現。

Ditylum 厲

Ditylu"Yl brightwellii (WEST) GRUNOW ( 圖二十一〉

本種單獨生活 , 殼環面雖為圍筒狀蓋殼面則為稜鏡訣 , 稜角鈍圓位三角形 ,
細胞中心中空 , 和細胞壁之間及有稍凹邊三角形區劃分開中間帶 , 殼環面周圍生

有細刺毛 , 本種沿岸性 , 量稀
分佈曰 :本近海 , 本省東北部海
域出現。

Hemiaulus hauckii 團十九 Hemiaulus membranaceus

⋯
�J. ;W!/:�ι

/.; �.-:-.;t �r ＼

聞工+ Biddu!phiamob:l:ensis 圍=+- Dityl�m brightwel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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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lum sol GRUNOW ( 闡二十二 )

本種亦單獨生活 , 與 Ditylum brightu:ellii 相缸
, 唯本種蓋殼面周韓波狀不生刺毛。分佈暖海城自

本近海黑潮流域量稀。在本省北部海填出現。

Carethran 屬

Carethro� pe:agicum BRUN ( 園二十三)

細胞圓筒形 , 直徑30 μ蓋殼面半球狀膨出
, 上下兩殼生有冠狀刺毛 , 體內葉線粒多 , 本種暖海域 , 外

洋性 ,
曰 :本近海黑潮流壩量稀在本省東北部海擴出現。

圖二十二 Ditylum sol 國二+ 三 Carethron pelagicum

Rhizos.aenia 屬

Rhizasal.enia stalter/afhii H. PERAGALLO
( 圖二十四 )

細胞圓筒形細胞密接連成群體時星弧狀彎曲 , 在細
胞密接處有小突起 , 細胞直徑20 μ

, 長度 80 μ細胞

中葉線粒很多本種沿擇性分佈日本近海在本省北部

東部海域出現。

RI:izasa!etii"a ca'lcaraTJis M. SCHOL7'ZE
( 圍二十五 )

細胞捧狀圓筒形 , 直徑20u 長度約 15 肉 , 單
獨或由細胞連成群體 , 細胞成傾斜之密接 , 細胞先
端斜錐部細小棘狀突起 , 似爪狀彎曲 , 本種暖海性

, 分佈各大洋 , 日本近海 , 是黑潮流域指標種在本
省北部海戚出現。

=+ 四面 Rhizasalemia stalterfathii = 十五團 Rhizasalenia calcaravis

Rhizasalenia rabusta NORMAN ( 圖二十七〉

細胞圓筒形 , 較大者直徑可達 300 μ長達 Imm 細胞成S 狀彎曲 , 通常單獨存在 , 兩端傾斜 , 斜錐都
有許參蹤糗通達末端 , 本種分佈暖海域各大洋日本近海黑潮流域產之 , 量諦 , 在本省北部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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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solenia alta BRIGHT-

WELL ( 圖二十七 )

細胞為棒狀園筒形 , 兩端傾斜延
長成斜錐狀 , 先端稍彎曲 , 細胞壁薄
細胞內葉綠粒多 , 本種溫帶外洋性 ,

日本近海 , 黑潮流域 , 在本省北部東
部海戚出現。

Bacteriastrum 屬

Bacteriastrum Varians LA V-
DER ( 圖二十入〉

細胞園筒形 , 細胞長度比寬幅大
, 兩末端刺毛粗大螺旋狀稍彎曲 , 中
間刺毛 10-14 個細小放射肪射出 , 在
分歧處設狀彎曲 , 本種廣溫性分佈各
大洋暖水城沿岸流域 , 本省東部及北
部海域麗之。

4

圖二十六 Rhizosolenia robus!a 圖二十七 Rhizosolenni a

圖二+ 八 Bacteriastrum varians

圖= 十九 Bacteriastrur1't hyalinum

Bacteriastrum hya!inum

LAULER ( 圖二十九 )

細胞圓筒形 , 通常細跑長度
約與寬度相等或稍起一些中間尋羽

毛多 , 7-25 個細髮狀射出後分

歧為二細胞間隙狹小 , 末端刺毛
如傘狀蓋下 , 有 12-25 個本種沿

岸性黑潮流域量多
, 本省四周附

近海域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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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astrum delica'ulum ( 圈三十〉
細胞細長圓筒形刺毛較少 6 -12 , 群體平

宜 , 末端刺比中間刺毛稍粗大有 7-10 個
,
同

樣均向群體內側彎曲 "'i' 如傘狀蓋下 , 本種溫帶
外洋性 , 黑潮流戚量多 , 在本省東北部迫現。

Chae'oceros 屬
叉分二亞屬。 Phaeoceros 亞屬及

正方'alochaefe 亞厲 , Phaeoceros 亞屬 :
Chaetoceros at/anticus. V. neapolitana

(SCHRODER) HUSTEDT (圖三十一〉

細胞畏方形在四角部東 j 毛突出 , 如j 毛長弧

狀彎曲 , 刺毛在基部與另一細胞基部交叉連成
群體

, 細胞間隙直長 , 本種為暖水性 , 日本近
海黑潮流域普遍出現

, 是黑潮指標種 , 本省東
北部出現。

Chaetoceros Per

urianus BRIGHTW
ELL.( 圖三十二 )

:<$: 種常單獨存在 ,
體星四方形 , 上殼蓋凸
出 , 下殼較平坦 , 東j 毛
租硬 , 有明顯之棘 , 上
殼刺毛由中心附近急劇
彎曲 , 向後方散出 , 下
殼刺在下緣基部伸出 ,
本種外洋性量稀分佈黑
潮流域日本近海本省北
部海域出現。

Chaetoceros
Coarctatus LAUDER

(闡三十三 )

圖三十 -; Chaetoceros atlantic

細胞圓筒形 , 細胞密接
連成長群體細中間刺毛和宋
端刺毛同樣向下彎曲 , 宋端
刺毛粗大彎曲棘顯明可見 ,
通常本種有附著織毛虫中一
種 Vorticell oceonica 寄生
為其特徵 , 本種外洋性分佈
很廣 , 日本附近海擴黑潮流
域產量豐是黑潮指標種。本
省北部海域出現。

Hyalochaete 亞屬 :
Chaetoceros lorenzia

nus GRUNOW (圍三十四 )

群體細胞平直 , 細胞殼
環面長方形 , 細胞間隙大星
捕圓形或長區形近乎六角形
二端散闊 , 細胞葉線粒犬 ,
盤妝 , 本種暖海墳沿岸性分
佈黑潮流域在本省東部海域
出現。

園主+ Bacteriastrum de/icaiulum

國E+= Chaetoceros Peruvianus

團主+E
Coarct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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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etoceros lorenzianu.�﹒圖 .E.+ 四

72

圖三十三Chaetoeeros Chaetoceros 之放大圈
圈�,

圍三十六)

群體平草 , 通常很鈕 , 細胞間隙狹小 , 刺毛分成二種一種較祖
大 , 成直角各向上下彎曲 , 另一種細小 , 星U 字形散開 , 本種為熱
帶外洋性 , 分佈黑潮域 , 在本省東北部出現。恤

Chaetoceros affinis LAUDER (圖三十六 )

群體平直
, 蓋殼面長精圓形 , 細胞間隙缺楠圓形 , 中間凹入 ,

中間刺毛比較細小兩端刺毛粗大有棘狀環節 , 星U 字形散開 , 本種
沿岸性 , 分佈廣泛黑潮流域產量多 ,

是黑潮暖流指標種 , 在本省附
近海誠皆出現。 (a) (b) (c)

Chaeloceros diversus

Chaetoceros curvisetus CLEVE
( 圈三十七〉

細胞平直方形 , 群體成部狀彎曲 ,
細胞間隙捕圓形 ,

狹殼環面觀之剩毛由

細胞間隙直射散出 , 本種分佈廣暖海盤
, 日本海黑潮流域產量豐 , 本省北部海
城出現。

圖三十五

II

富
(c) 如l 毛(b) 群體廣殼環面(a)Chaetoceros affinis)圖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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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十七 a) 抉殼環面的蓋殼面
Chaetoceros curvisetus

北部海域出現。

Nitzschia longissima(BR

EBISSON) RALFS 圖 ( 四十 )

本種亦單獨存在 , 不形成群
體 , 中央部份訪捶形 , 但本種兩
端作直線延長 , 有時星S 狀彎曲

, 本種為沿岸性 , 分佈溫帶海域
日本近海 , 本省北部海域出現。

Thalassionema 屬

Thalassionema nitzschio

ipes GRUNOW (圖四十一〉

細胞殼環面細長棒狀
, 捧狀

a細胞平直兩端同樣鈍國有很多小

棘細胞之一端結合成星狀形Z 字

形群體分佈世界各大洋大量出現
, 在日本近梅 , 在本省東部海域
亦出現。

回函+i\

可有

c) 廣殼環面

!
間
刷
刷
丘
地
兩
心
1,
看

,sn
帕

mmmhRW

團 =.+ 丸

口羽狀目 (Order ]I Penna

tae)

形狀大部左右對稱 , 細胞擴
切面成替狀 , 紡鍾形 , 舟形 , 有
縱溝。有時也有不對稱形狀。

Nitzschia 屬

Nitzschia Seriata

CLEVE (圖三十九〉

細胞細長接針獸 , 中5年較寬
, 兩端尖銳 , 大部份以群體出現
, 細胞細胞間在兩端尖銳相鄰細
胞密接

, 本種沿岸性分佈廣泛日
本近海內灣分量出現 , 本省東部
北部海域出現。

Nitzschia closteri.um

(EHRENBERG)" SMITH

( 圖三十九〉

本種為單獨存在 , 不形成群
體 , 體成紡鍾形稍弧狀彎曲 , 中
央較寬厚 , 兩端細小棒狀 , 本種
為沿岸性分佈日本近海在本省東

f佇嘿單詞,

1

圓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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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細胞壁邊上有許多小棘 , 本種暖海性分佈三大洋 , 日本近海在本省東北部亦出現。
Asteri onella 屬

Aslerionella japonica CLEVE (崗四十四 )

細胞星放射狀群體有時連成一環圈 , 細胞是棒狀基部膨大 , 尾部漸制 l小
, 細胞草都殼間上可謂出薄線

蝶
, 本種溫帶沿岸性日本近海產之 , 在本省東北部亦出現。

圓圓+- 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

Fragilaria 屬

Fragilariacylin drusGRUNOW ( 圖四十四 )

細胞殼環面長方形 , 大部份結合群體細胞壁有整齊排列線傑盧
縱溝非常挾 , 日本北海道近海產之在本省附近城皆出現。

Campy lodiscus 屬

團由十= Thalassiothrix frauenfeldii

圖四十三 Asterionella japonica

.
a

'
-司-ζ-士于一-一一一一-一-ζ-.

Campylodiscus ralfsii

SMITH (圈四十五 )

細胞蓋殼面目盤狀直徑約 60

μ盤宙星鞍狀彎曲 , 殼面中央有
一蝶空白縱線快長紡鍾形自縱線

有放射狀線條至邊緣 , 在細胞邊
緣有楠圓形小的肥厚部。本種分 .
佈廣泛沿岸性溫帶海城在本省東

部北部海城出現。

Compylodiscus ralfsii擅自+ 五

眉目十四 Fragilaria cylind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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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urosigma 屬

Pleurosigma normanii

RALFS ( 聞四十六〉

細胞蓋殼面齣捶形星 S 狀彎曲 ,
兩端大約銳丹形 , 縱溝順著蓋殼面中
間縱走有小的中心結節 , 本種暖海性
分佈太平洋熱帶海域在本省附近海域

出現。

Navicula 屬 Navicula sp

( 圖四十七 )

細胞單獨存在 , 殼環面線狀 , 細
胞蓋殼面紡鍾形 ,

中央較寬大兩端較

小成尖銳狀 , 中軸不清 , 中心結節細
小在本省北前海域出現。

要頁/ ＼
。海

-".兔子
-=- Pleurosigma normanii

本省附近海域所產藍藻可分為三屬 Z

Trichodesmium 屬 :
HTrichodesmium erythraeum EHRENBERG (圖四十A)

細胞群體聚集行浮游生活 , 細胞平直 , 組胞間隙互相平行 , 細胞長度比寬度起兩端約較細小 , 本種暖
海佳 , 分佈極廣主要產在各大洋熱帶海域 , 日本近海及黑潮流域。本省附近海域皆有出現。
仁}Trichodesmium thiebauti GaMONT (間四十九〉

群體長度約 2mm 細胞長度比寬度長 , 末端細胞位截斷狀 , 亦群體聚集行浮游生活 , 普通成東狀群體, 本種為暖海性分佈在三大洋暖流海域 , 黑潮流域本省東部海區產量豐富。
Pelagothrix 屬

個:pelagothrix clevei SCHMIDT (圖五十)

本種藍藻其群體星平直圓住狀稍有彎曲 , 群體二端不似他種顯得細小 , 先端星間形 ,
當群體聚集時則

星紡鍾形分佈廣泛在太平洋熱

帶海域均產本省附近海擴盛產

圓圓+ 六

屬

制Katagnymene :pelagic

LEMMERMANN
(圖五十一 )

本種藍藻按一層纖維質膜

包圍著 , 藻體平車的 , 但群體
則稍彎曲 , 群體長約 Imm'

本種量不多 ,
在暖海域及黑潮

流擴均有分佈。在本省北部海

城偶有見之。

Katagnymene

。

空

間五+
Pelagc-

thrix

clevei

Katagnymene pelagic團軍+-Trichodesnzium thiebauti圓圓+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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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elia
intercellularis

Katagnymene spzralis

向、
�

團軍+.=.

圖五十二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盼Katagnymene spira lis LEMMERMANN (圖五十二〉

本種有時亦被織維質接包圍 , 海體是彎曲螺旋狀 ,
群體

長約 2mrn 細胞末端旱帽狀圓形
, 本種產量不多 , 暖海按及

黑潮流域均有分佈。在本省北部海域出現。

Richelia 屬

例 Richelia intercellu2aris.SCHMIDT ( 圖五十三)

本藻普遍有 7:- 20 細胞組成群 , 由似球形細胞連接而成
, 兩端圓球狀 , 群體有平直或稍彎曲 , 寄生在挂藻中 , 本種
暖海性 , 黑潮流域沿岸分佈之。本種量稀在本省北部海域出
現。

76'

教/ ＼
7J

:.1:

'.'-'
主L

﹒

"
、鞭

鞭 i讓大部分帶有二傑鞭毛 , 其中一根縱鞭毛伸展體後芳 , 另一慷橫講中之水平鞭毛墨純狀 , 約異將鞭
藻分為二大類 :

裸帶類 (Gymnodi noidae) 及緣帶

類 (Peridinioidae)

棵帶類 :
Gymnodinium simplex

LOHMANN: ( 圖五十五〉

本種形態簡單體長 15u 有水平橫溝

和直線深縱溝 , 中央有該 , 缺鞭毛 , 分
佈沿岸性日本近海產量少 , 本省東北部
海域出現。

緣帶類 :
Ornithocercus steinii MARRAY國五十回Gymnodinium simplex 國五十五Ornithocercus steinii

& WHITTING (闡五十六 )

體側君去圈球形
, 橫溝邊轉突起成大講斗狀 , 翼緣成圓形隆起 , 中央分出許多細跟到邊緣 , 末端部突

起生有多數小球狀物
, 分佈暖海域外洋性 , 三大洋均產在本省西部海域出現。

Ceratocoys horrida STEIN (圖五十六 )

本種體幅較大 , 體表有長棘展開似翼一樣 , 向各方面伸出 , 形成角棘一樣 , 本種外洋性分佈暖海域 ,

黑潮流城沿蟬 , 本省北
部流域出現。

Pyrophacus

horologicum STEIN

(闡五十七 )

本種體星球形盤面

狀 , 殼面鎧坡上有中心
向周圍劃出徵細線繞在

扁平橫溝可見 2 故重合

鐘盤獄物 , 分佈廣泛外
徉性 , 各大洋均產本有
北部流域出現。。可

pyirophacus, horologlcum圖五十七Ceratocorys horrida國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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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ocystis lunula SCHUTT (圈六十 )

體星半月形 , 二端向內彎曲細胞內原生質在體之中央部分 ,
約異可

見
, 本種有時可見數個遊走胞子。分佈二暖海城外洋性 , 日本近海黑潮

流戚沿岸本省東部海域出現。
Dinophysis homunculus

STEIN ( 圖五十九〉

個體有時單獨出現時兩者連接
, 體墨手指狀 , 體後端有角狀突起
一個 , 體內細胞六角形 , 本種暖海
性各大洋均有分佈 ,

太平洋日本近閻王+ 八
海沿岸在本省北部海城出現。

Peridiniumdepressum BAILEY (圖六十〉

體內橫溝不成螺旋狀後角中空 , 左右兩角棘長度寬度約異相等體型題
屆五十九 Dinophysis homunculus 小木種分佈三大洋

, 日本近海 , 本省附近海填出現。
Peridinium pedunculatum SCHOTT (圖六十一 )

體星菱形帶丹球狀 , 橫溝上方及下部有起小突起角棘 , 中間橫溝環帶明顯 , 本種分體暖海攘外洋佳 ,
文牟洋 , 日本近海 , 本省西部北董海誠出現。電

pyrocystis lUTzula

Peridinium oceanicum

VANHOFFEN (圖六十二 )

體星棉圓形 , 上錐頂部及
下錐底部有畏的突起角棘 , 體
後角棘比前角棘稍鐘 , 體內具
、出細胞按 p 本種大量分佈太平

洋日本沿岸在本省周園附近海

敢出現。

國六+ Peridinium depressum 圖六;-- Peridinium plduncuZatam

/
Peridinium sPhaeT-icum 圖 ( 六十三 )

體星卵圓形 , 上端有三個角刺比較題
小 , 下端具有 3 個角刺細胞中構溝稍可君

出 , 本種分佈太平洋岸在本省北部海域出
現。

Ceratium gracile (GOURRET)

JO RGENSEN ( 圖六十四 )

本種體型略犬 , 有頂端及左右兩條角
棘 ' 左右兩角棘彎曲

, 且左角棘稍長一點
, 體後緣星圓形 , 本種分佈暖海域 , 外洋
性 , 日本近海 , 在本省西北部海蛾亦出現
。

圍六;-= Peridinium
Oceanicum

國 、十三 Peridinium
sphaericumCeratium bucephaZum (CLEVE)

CLEVE (圖六十五 )

本種體後緝稍星團形 , 橫溝區分體上下部分闕 , 頂端及左右角棘皆具錯齒狀頂端棘異畏。本種為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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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分佈太平洋 , 日本近海 , 在本省附近周圍海誠皆出現。

國六十四 Ceratium gracile 圖六+ 五 Ceratium bucephalum

Ceratium arcuatum (GOURRET) P A VILLARD (圈六十六〉

本種頂端角韓細長 , 體後緣星圓形 , 左右兩角棘較起且分開略彎曲 , 暖海按分佈各大洋 , 量不多 , 本
省北部海蛾出現。

Ceratium sumatranum (KARSTEN) JORGENSEN (圖六十七 )

體型時小 , 常群體出現 , 左邊角棘成直角屈曲 , 在橫溝處裂口本種海城外洋性分佈黑潮流擴沿岸 , 在
本省東部海按亦出現。

圓六+ 先 Ceratium arcuatum

Ceratium vultur CLEVE (闡六十八 )

本種一般體型很小 , 常群體出現時 2-10 個群體皆有左右二角棘急劇直角屈曲
, 頂角棘細長。分佈暖

海城外撐住量少 , 日本近海 , 本省東部海域亦出現。

圓六+ 七 Ceratium Sumatr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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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tium extensum

(GOURRET) CLEVE (國

六十九 )

體型顯得平直 , 橫溝區在
體之中央部份 , 起小右後角已
退化廣泛 , 分佈暖海攘外洋性
太平洋黑潮流域本省北部海面

出現。

Ceratium furca (

EHRENBERG) DUJARPIN

(園七十)

體內橫溝分隔成上下二部

份 , 其上端漸漸狹小成為角陳
下半部二個後角棘先端尖銳 ,
右棘比左長轍 , 本種分佈廣泛
暖海性 , 日本近誨 , 本省東北
部海域出現。

Ceratium candelabrum

(EHRENBERG) STEIN (

國七十一〉

體型稍大肥窟 , 單獨或群

台灣附近海棋植物性浮游生導初步調查研究

國六+ 八 Ceratium vultur

回六十九
Ceratiw

vaxtenswv
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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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eratium furca

體皆有 , 頂端上棘略小 , 下棘幾乎平行
右角棘比在角據文位小 , 橫溝顯明 , 本
種外洋性黑潮流域 , 日本沿岸 , 產之本
省北部亦出現。

Ceratium gravidum GOURRET

(圖七十二 )

本種體型較大 , 上端成楠圓形狀 ,
頂端沒有角棘 , 下方二棘在方比右方長

, 積溝部份比較寬廣。本種分佈暖海壞
外洋性鹽潮流壤。在本省北部海域亦出

現。

Ceratium gravida m V. angsu-

tum JORGENSN (圖七十三 )

本種與上種相蝕 , 上端成圓球形在
橫溝部份比前種稍狹小 , 本種分佈暖海
域分佈各大洋鹽潮流域

, 在本省東部海
城亦出現。

國-1:+- Ceratium candelabrum



80

圖七+= Ceratium gravidul1L

約 2,00OCells/m8 左右 , 是植物
性浮游生物中矽藻在本省附近海域

分佈量最高違 9,0 00-60,0 OOCel

“/m8( 間七十七〉種類多地域 ,

以 Chaetocero 量最多
, Rhizosole

n 旬 , Bacteriastrum Thalassiot

hrix 次之 , 矽藻以 1.2 兩站分佈10

一20 公尺之間最多 ,36 、 37 、 38 站

CSK 第 8 航次揉集由 1 到40 站 ( 其中 3.4.

5. 站因網失落而致資料缺 ) 分佈本省附近海壤
, 植物性浮游生物個體組成總生物量 , 量以34

站最多 ,32 站其次 , 皆達 100,000 Cells/m8

以上 , 以23 站最少 , 只 150Cel1s/m8 , 其他
站皆約在 5,000- 100,OOOCells/m8 之間 ( 圖

七十四和七十六 ) 。況澱量以38 站最多 (0.31

cc/m3 ) 而23 站 ( 0,005cc/m3) 最少 ( 圖七

十五 ) 。

強對其分成五個區加以說明如下 :
工區 : 此區包括入個揉集站 ( 1 、 2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24 �yN 。一 26 �N 。

之 124
� E- 126oE 間 , 分散于本省西北部海域 , 個體組成量以 38

站較鹽 , 其次為 36 站皆在50,000 Cells/m8 以上最少個體組成量40 站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圖七+ 'E..Cerati um
gravidium

GOURRET
angustuim

$0,0 。

$,00 。

。,00 。

$0 。

IZ"" 咱 H 也

Cell.in.3

團 t 十四

w
且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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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浮游子生物定量分

析研究

仇人
幢呵 II 陣副坦白扭扭扭訂扭扭扭 311 扭扭 M 扭扭前 "3I� 。

Stotlon

植物性浮游生物路站總量分佈

以表面。一10 公尺之間為多 , 藍藻
在此地區分佈量不多 ( 闡七十λ ) , 主要 1:), Trichodesmium 為主 , 分佈表面-10 公尺之閱 ( 2 、 35 、 36

、 37 、 38,39 站〉鞭藻則以38 、 39 、 40 站分佈較多 ( 圖七十九 ) , 以 Ceratium 及Peradrium 為主
, 本區

主要在10-20 公尺居多
, 其他層次次第減少。

"/I ﹒'

。

'"
o'2'789 由

"
也艸悶婦作 18 帽 21 22 23242$ .. 272829 站到 3233} ‘ 3$36 訂單8394 。

$'.11 ﹒

'
、

國七十五 植物性浮游生物各站況澱量分佈

芷本區包括 6 、 7 、 8 、 9 、

10 、 11 、 12 站分散在東部海域 ,

23 �N一25 �N , 121 �E- 124 � E)

本區個體組成量以10 、 12 站居多 ,

皆在 30,000Cells/m8 以上 , 9 、

11 站次之 , 7 站最少只 6,000 Cel

ls/m3 , 植物性浮游生物中鞭藻分
佈較普遍 , 幾乎每站皆出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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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tium 為主 , 矽藻分佈量在 100 Cells/m3

- 2,OOOCeZls/m3 之間 ,

2,OOOCells/m3 矽藻以Chaetoeeros 為主 , Cl-

imaeodium 次之 , 藍藻以 Triehodesmium 為

主 , 其垂直分佈均句 , 矽藻大部分佈在 10m-

。藍藻 ( 閏七十λ )

1 。一12 站表面。一10 公尺分佈最多 , 次以2 。一

30 公尺間量較多 , 以下次第減少 , 鞭藻 8 、 11

。、 12 站垂直分佈均下降 ( 圖七十九 )

E 區 : 本區包括14 、 15 、 16 、 17 、 18 、 19

121 � E 一 124 � E ) 個體

組成量在 4,OOO-50,OOOCellsJm2 之間
, 沉澱

站 ( 22 �N-23 �N ,

@@.
量在 0.O3ee--0.l0eeJnz 之間

,
第 15 站況澱量

會文陽﹒劉秀邦

約以11 站居多
'Z3" .2'"一τ宗京1IN

m@

明
@

122 ﹒

'Z'
﹒.'9.E

( 圖七十七〕SOm 之間 ,8 b

"8\
eer@

最高 , 0.10ec/m3 , 總浮游生物量也最多 , 但'Z�.,Z3.121' OIg. E

。

, 6,OOOCells/m3 大部是Chaetoceros 和Rhiz-

osoZenia 次之 , 藍藻量以 15 站為最高 ( 圖七十八 ) , 約 400,OOOCells/m3 以 Trichodesmium 為主 , 鞭藻
類則以 19 站量最多 ( 圖七十九 ) , 約 I,OOOCellsjm3 估本省附近海城各站最高量鞭藻分佈 , 以 Ceratium

和Peridium 為主
, 植物性浮游生物分佈情形

浮游植樹中矽藻以14 站為最多 ( 園七十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
悟。﹒

'Z'. IZ2" 阻3. 'a�.

26'

間X抽扭曲揖
""

. .
Cellsm ♂

13"

9

r

8

a.
.
冒
�
�
瑥

‘
且,'

,
﹒
旬

,ll,lll-

z.1

r i

IZ2"

植物性浮游生物量分佈

也 l ﹒

'Z'"

國七十束

矽藻主要是以10 公尺一20 公尺均步
, 20-30 企

尺之間次之 , 藍藻分佈則以表面。一JO 公尺為

主 d 。一20 公尺之間次之 , 鞭藻亦是以表面。
一10 公尺之衰層為主 , 以下次第減少。
』祖區 : 本區包括 21 、 22 、 23 、 24 、 25 、 26

(21 �N-22 。
、 27 、 28 、 29 站南部附近海域 ,

1200E- 120OE 之間 ) 本區個體組成暈N'
, 除21 、 22 、 23 站稍低外 , 其他均為 8,000 一

80,OOOCells/m3 之間 , 矽藻 J;J.Chaetoreros 為

主 ( 圖七十七 ) Rhizosolemia 次之 , Nitzsh 旬 ,

"1;1

直
開

Bacterastium 和Cose 切 odiseus 再次之 , 藍藻
類以29 站 ( 圖七十 /\) 個體組成量最高 , 約

01121.
1'Z3.'ZI. IZZO

矽藻類垂車分佈圖七十七

IIg.£270 ,OOOCells/m3 J;J. Triehodesmz.um 為主 ,

其次為27 站 50,OOOCellsfm3 次立 , 鞭藻亦以
208429 站 ( 圖七十九〉個體組成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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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m3 以Ceratium 為主 , 本區垂直分佈矽
i2�. ,2".

罩-
時∞。目。∞
-ι
'

CeIl,Jn'i5

122 ﹒

藻分佈在表面 -10 公尺之間 ,25 、 26 、 29 站居

多 , 在lO-20m 之間
, 2,1 站及27 站藍藻表面~

10m 之間 , 以29 站最多 28 站次之 , 分佈在10-

20m 之間 ,25 、 26 、 27 、 28 站居多在 20-30m

時間
‘

12.1"

毛岸?

則 24 、 27 站為多 , 其他層次次第減少 , 鞭藻大

部在表面。 - 100 公尺之間分佈均勻。

V 區 : 本區包括30 、 31 、 32 、 33 、 34 站〈

21 �N-24 �

N' 119 � E- 120 � E) 本區在本省

之西部附近海壤
, 植物性個體組成量在 15,000

一16,000Cells/m3 之間 , 沉澱量在 0.075-

0.158cc/m3 之間 , 浮游生物個體組成量以 34

��l
甘卡 l f

l

'

4'1

i-r 站最高 , 說澱量以30 站最多 , 本區矽藻組成量

約 2 月 00- 8,500Cells/m3 之間 ( 圖七十七 ),.
阻4123.

12。!lg.r

' 種類以 Thalassiothn 缸 , Chaetocero 名 Ba
鞭藻類垂直分佈屆七十九

12'.
124.

彈-圓圓
IOC 抽

a

122"窩噩噩�.�.�.•n
。

a

12'.

Nm

占
叫

llp!11!-b-

b

山
作
陪-F

|
扭l

a

.E.F『

ElEt

‘.
4.

"bfl

f-f

?
心 ,"

藻大部在表面。 - 100 公尺之間分佈。

a命討

浮游生物分動物性浮游生物
, 與植物性浮

游生物等兩大類
, 為海洋中的基礎生物 , 海洋

生產或海洋牧場的優劣基於浮游生物發生量的

3'多寡為依撮
, 牧場如在1964 年 Reid 研究太平

詳洋流的福環 , 磷酸鹽額和動物性浮游生物之

王子佈時, 發現動物性浮游生物分佈最鹽富區是
21

自
T
』

EEW

中南美洲赤道附近之海域
, 此海城為世界最大

藍藻類垂直分佈國七+ 八
121

119'E

報場。動韌性浮游生物主要是以植物性浮游生

物為覓食對象
, 動物性浮游生物豐富區亦是環

攬、營養和食物優良區
, 也就是植物性浮游生

cteriastrum 和Detomila 最多 , Coscindiscus

次之 , 藍藻分佈量 ( 圖七十入〉在本省附近海城中最高海區 (10,000- 160,000 之間 ) t.A Trichodesmium

為主 , 鞭藻 ( 圖七十九 ) 在本區分佈均句 80- 184Cells/m3 之間
, 1:-JCeratium 較多 Peridium 次之 , 垂

直分佈 ' 矽藻大部分在表面。 -10 公尺之間
, 10- 100 公尺之間之均句垂直下降

, 藍藻除30 站以 10-30 去

尺之間居多外
, 其他各站皆以表面 0-10 公尺

最多 , 在表面 0-50 公尺之間為其分佈範園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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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臨� 一
訓。 >WZ 羽
。仁立
亡3

指標物 (Benson,1959; Bold,1970; Cushm-

姐 ,1970 ) 。當然浮游生物更因為在近海和大

祥的發生量多寡有所不同更可作為航行的重要
4

參考 , 因之浮游生物在海洋裹的重要可見其一
妞 , 我國於1964 年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所組成之黑潮探測

, 啟發了我國對海洋的開發與認識 , 不過對於浮
游生物的探討 , 只限於動物方面的工作較多 , 廖 ,1968,1959; 唐 ,1959,1970 ; 余和李 ,1959,1970; 曾 ,1966,

1967,1968,1969,1970) , 而植物性浮游生物

也F

圖入十 。 -10 公尺水層植物性浮游生物量分佈

則甚少 ( 張 ,1968 ) 。作者蓋於植物性浮游生

物的重要性與漁場 , 海洋之關係 ' 特於1968 年

4 、 5 月間 , 從事大規模跨集 , 從表面一直到
分層揉集至水下 300m 處 , 經過將近兩年 , 整
理工作才告一股落 , 始完成本初步報告 , 原因
是植物性浮游生物個體太細小 , 本所儀器尚未

' 基礎分析工作人員健全 ( 沒有顛倒顯微鏡 )

尚甚缺乏 , 以致拖延時日較長。
在40 個採集站中 , 一般發現在台灣海峽、

澎湖以北的地方的水域 , 植物性浮游生物量較
多 , 種類且較為少 , 在台灣東南方離岸較遠的
21-23 諸揉集站則含量少 , 可能係由於受太平
洋漂海以及黑潮暖流 , 和離岸較遠關係所影響

, 一般在台灣東部太平洋探梅區平均含植物性

物茂盛之場所。在 Hardy (1965) 所著海洋 (

The Open Sea) 一書 , 提起浮游生物與漁業
之關係甚密切 , 是其它海洋生物 , 尤是魚類等
生物之主要食物 , 而且是最好好漁場之指示物
架 , 例如「背水」為祖額最好的漁場 , r 玉水
」為經類之優良漁場 ( 相 J111948) , r 雜草水
」 (Weedy water) , 或稱荷蘭人的煙草汁

(Dutehma's Batey Juice) (H 訂dy.1965

) 是飛魚類 ( Skipper) 最好的漁場 , 因為
當漁船作業時可發一層紅棕色的水塔 , 網由海
中起來時 , 網也變成紅綜色 , 是飛魚群良好的
覓食所。同時浮游生物與海流的連動也有密切

的關係 , 故亦為洋流循環。氣象和地質等重要
戶,

霆,

10-20 公尺* 層植物性浮游生物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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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E

山 F

圓λ+= 20-30 公尺水層植物性浮游生物量分佈

第 18 期

浮游生較為普遍 , 即含量較台灣海峽海擴含量
略低 , 在本省北部及西部海域 , 植物性浮游生
物分佈一般來講較其他海域為鹽 , 原因是在北
部黑潮主流與臺灣海峽北部黑潮支流在此會舍

之故 ( 朱 ,1963;CSKReport No.4; 曾等1971

〉岸流流入此海域的緣故
, 加以讀升流在此區

域發生的關係 F 故在澎湖近海一帶 , 高雄到東
港間 , 也同樣的植物性浮游生物是不但聾富而
且種類亦較為繁多。

當然植物性浮游生物之分佈受著海城營養

摳 , 光照強度 (Light Intensity) 和水裸的

變化而變異 , 然而一般植物性浮游生物之棲息
大都以表面20 公尺為多〈圖八十~ 入十五 ) , 其
次為 20--30 公尺之間

, 以下則次第減少。矽藻
' 在本省北部分佈量最鹽

, 主要生存繁殖在表層
到水深50 公尺間

, 鞭海類在本省東部海城分佈
量最聾 , 主要棲息於表層到水深 100 公尺之間。

由以上矽藻類和報藻類的分佈情形君來
, Wimpenny(1966) 和 Raymon (1967) 商人所述 , 矽藻

類屬於冷水塊的生物 , 鞭藻類屬於暖水境的指
示物完全相符合

, 也可以說在台灣東岸太平洋
區 , 主要因暖水黑潮可經過的關係 ' 大部份樓
息著暖水種的鞭藻類

, 而台灣海峽北部與周北
都為較冷的沿岸求以及大陸沿岸流所侵襲冷水電

、換的水域 , 也就含高量的矽藻類。
植物性浮游生物量的分佈可影響海津喪第

1 和第 2 消費的聚集 , 直接或間接的也會影響一
魚類的棲息

, 祖游和覓食的場所 , 是一種很好
的漁場的指示物

, 本文係初次調畫台灣近海植
物性浮游生物之報告

, 係用隨機踩攘的方法採
集和整理

, 故錯誤和偏差乃在既難免 , 有待爾
後繼續實施據集後做更詳盡之揉討之必要

, 以

竟全功 , 供國內外業者之參考。

"9'E

圓λ -tE 30 一50 公尺水層植物性浮游生物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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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λ十五 100 一 200 公尺水屑植暫住浮游生物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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