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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海動物性浮游生物量的勞佈-I
The Quantitative Distribntion of Macrozooplankton

in the Surrounding Waters of Taiwan-II

1966-1667

曾 陽又

Wen-young Tse.ng

本報為1965 年秋季到 1966 年春季昕作畫灣近海動物性浮游生物量的分佈研究的繼續。是從 1966 年秋季

到 1967 年春季繼續作同樣的試驗調查
, 試料的探集與處理方法與第一報相同。皆用北太平洋標準網課集 20

0 公尺以 t 動物性浮游生物 , 桶的規格等曾有簡單之說明 , 試料的定量與定性分析處理F 法也有說明。北
太平洋標準網是導作動物性浮游生物探集為主的 , 分為50 公尺到表面 ,]J ∞公尺到 50 公尺 7150 公尺到1∞

公尺和200 公尺到 150 公尺等四次探集、 ' 作為浮游生物種梯採集之研究。其結果除作動鞠性浮游生物的生物
量 (Bomass) 的研l 定外 , 並作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量的垂直分佈 , 及晝夜間與光照強度 (Lightinten

sity) 的分佈情形和璟境因素一水溫、鹽度、溶氧量及酸鹼度等的關係 F 作為浮游生物棲習與分佈之檢討。

試特之採祭典整理才法

且還第一報相同 , 本文從略。

整理結果
1

1966 年秋季生物量之甜定因設備的關係沒有做 F 到1967 年春季才繼贖做浮游生物生鞠量的測定
, 測定

的結果如園一研示 : 最聾富區在北部金山西北方海境之第39 站 , 平均每千立方米海水含有 587 克的生物濕

重量。其次在澎湖附近之第 34 站含有 563 克。這兩個地方是生物量最茂密的區壩。其次為鹽富臣
, 大部份

分佈在臺灣海峽中北部 , 與南部。第35-37 站每千立方米海水舍生物量263-475 克 , 南部地方值春、鵲鷺
學西南方海壤 , 除第31 站且外 , 從前到油站之生物量平均每千立方米海水中含 244-312 克 , 亦為相當豐富
之生物量區。浮游生物生物量之鹽富區在聾灣東部較少 9 除與那國島北方第 5 站興能島東方第16 站外 , 其
餘皆為密區成貧區。畫灣東岸儷太平洋黑潮主流之流過區 F 生物量大都含量不高 , 平均每于立方米海水中
含 1ω克生物量左右。此結果不同於.1966 年春害加噩灣東部黑潮主流區內浮游生輯之分佈情形。

從胡66 和 1967 年春季畫灣近海水文之分佈圖比較 ( 第一報酬-5 和第二報昕一05) 中 , 很顯然的黑潮
在1966 年春季在畫灣近誨的分佈比較撞雄

, 畫縛東部為黑潮高溫昕籠罩的地區 , 噩灣西部及臺灣海峽方面
亦偏水溫較高區 , 而盧灣北部之水文構道更是接雜 , 又囡北方強大冷水團侵到畫灣北-部之故。在四67 年

春 , 水文之分佈情形較為簡單 , 一般溫度亦較 1966 年為低 , 盡灣吽部之水文構造也較為單純 , 臺灣海峽
方面之水溫較1前6 年第恆。總而言之 , 1966 年1967 年春季之水文分佈比較中發現 , 1966 年之分佈較撞雄 ,

研且生物大體集中在畫灣東部 , 東北和北部等永文援雜區 , 在1967 年春時浮游生物則密集分佈在畫海北部

戲及臺灣海峽中北部、矗灣西南方等海績 , 壺 � 東岸之太平洋區生物之含量較少。浮游生鞠個體量之分佈

在1966 年秋夫 ( 圖 2)
'I 高響度區即分佈於盧灣北部與東北部及華 l彎本島東南方海戚 : 第一站平均每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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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海 7k 含浮游生物之個體數高單位 1 隻生街個體 ; 東北面第四站平均每立方米海水舍生物個體 1612 隻 ; 在
聾灣西南方海塌的黑潮支流蛾也是 k 升流的區戚 , 浮游生物含量也很高 , 如第29 站平均每立方米海水含
1954 覺之生鞠個體。盡灣近海表面水直在26 �C 到 29 �

C ( 圖6-5) , 臺灣海峽中部之衰水溫皆在27
�C 左

右 , 生物之含量很少 ,
伊j 如澎湖附近的第30 站、 33 站和 35 站等研合生物體量平均每立方米海水在第街站只

含368 簣 , 第3.'3 站只含167 雙浮游生物之生物個哩。
!

薑粵東部之太平洋區域在 1966 年秋天 , 浮游生物之分佈情形較為復雜 , 其最高密度區在花遵東南方的
幫助站 , 平均每立方米海水含有"1288 費生物體 , 綠島和畫東闊的第1 甚站平均每立方米海水亦商會卸的堡的
生物禮。其餘如靠近鳴驚難之第 26 站及西表島附近之第 8 站等舍生物量亦聾 , 每立方米海水內有'922- 的8

雙浮游生鞠值。在聖灣東岸之海戚 , 除了以上前述諸揉集站外 , 其餘之大部借海填浮游生物之分佈情形平
均每站每立方米海水給含有的。雙生物個體左右。一般情形在還區識有因超度和緯度而有昕變化 , 也說是
說經度增加和緯度減少浮游生物也說逐漸減少 , 凡之 , 則愈增加。但有一倒外即在嶼那國島附近之第 6 站

, 平均每立方米海水中只有1'7 雙生物體 , 為全海域最少浮游生物個體暈站。
若依 1.966 年秋季主胡量分佈之情形而膏 , 1966 年秋天之產量遠較1965 年為高。再從水溫的變化看 ,

1965 年在畫 i彎東岸方面海按比較接雜 , 但在臺灣海峽之變化且較為單純。 1966 年秋天水文之變化貝 IJ 在太平

祥方面較簡純而在臺灣海峽方面則較為復雜。浮游生鞠個體組成在1966 年秋天是扭蟑螂類昕佔之百分率較

高 , 約為總操集量百分之70-80 克右 , 最少含量控3'7 站只有百分之缸 , 最高含量在第 7 站 ,
接胸類佔百分

之88 。其次是其他雖頰 , 在畫 i彎南端海壩昕佔之百分率相當高 , 伊j 如
,
第32 站中其他雜類 {占總採巢量百分

之路 , 第22 站及17 站各佔糖、數百分之27 -23 , 平-均約在百分之5,..,,10 左右。其他毛頓頓、甲殼類、水母類

、皮囊頓等研佔百分率相當低,
而均句 , 平均約佔總量的百分之 1,..,,14 左右。

1967 年春天動物性浮游生樹個體量分佈的情形 , 與秋季稍有不同〈聞 3) 。﹒浮游生物個體量之分佈其

最高密度區是在畫灣 Jt 部、東北部和畫灣東南方海蛾以及西南方海 j裁。最高帶度區是在與那國島北方之第
5 站 , 平均每立方米海水會動弱性浮游生物個體高達3096 雯 ,

為畫灣近海浮游生物最高密度區 , 第二密度
區是在臺灣東南海壤之第 25 站 , 平均每立方米海水含27'74 質生物體 , 第三高密度區是在聾灣北部金山西北
方之第39 站 , 平均每立方米海水含有2748 雙動物性浮游生物。在畫灣西南方海戚 , 是黑湖進入臺灣海峽之
最前蟻 , 也是湧升流區域 , 其第28 站和 30 站皆含有多量浮游生物哩 , 每立方米海水中含有"24 ∞雙左右 , 其
它從第 24 站起一直到第32 站 , 芋,均每立方米海水含有 1500 雙生物體以 !亡 , 為浮游生物之密度區。從 33 站到
36 站亦含有生物體在 1∞0 斐故 I-: ' 但在臺灣海峽 �t 方之第36 站到第38 站含量則較少 , 聖灣東部太平洋區 ,
即花連以東及噩東以束之海場為主物暈較少罷 , 平均約在500,..,,1 ∞0 隻生物體左右。

196'7 年春聾灣近海表面水祖之分佈情形 , 字E聾灣東北部、東部較為復雜 , 水溫平均在.22
� C ,..,,24 � C 左

右。浮游生物個體量的分佈約和生鞠量差不多 , 最稍帶之分佈區在臺灣海峽 it 部、西南和東南部海戚。最
少區域約在臺灣海峽之北部、中北部和畫河東岸太平洋區 ;戚之中部。比較油66 年春天之浮游生物個體分佈

闡時 , 在1�7 年浮游生輯之生產量較 1 揭6 年為寓。海洋構造 , 水組分佈情形在1966 年春較復雜 ,1967 年春

天之海洋妝況較簡單。個體葷的組成情形以接 !即類昕佔百分率為最高 , 約佔總量百分之 90 -70 , 其中最高
量是在第18 站 , 佔總量百分之前 , 最少量是在臺灣海峽志第 38 站 , 只佔百分之35 。其他雜類為第二位 , 平
ι均佔總量百分之20, 以第38 站昕佔之比例為最高 ( 44% ) , 第 3 站和第18 站只佔總量百分之 7 。皮囊類為

第三位平均佔總量百分之 5,..,,10, 最高量是在第26 站 ( 42%) , 最少是在18 站 , 只 {占百分之 1 , 其次為甲
殼類 , 其平均在總量的百分之3,..,,6, 最高在第12 站有百分之 11. 最少百分之 2 。毛頭動物平均在百分之2,.."

金 , 最高在27 站有百分之 9 , 最少百分之 1 �
71< 母類含量最少 , 平均在百分之 1,..,,2, 最高是在第28 佑佔總

量百分之 3 , 沒發現水母類的採集站很多 ,
{7IJ 如第 8 站和 22 站。

浮游生輯之垂直分佈在 1966 年秋季大致與1965 年秋季分佈的情形相同 ( 圍 4} , 第 3 站之採集是在白

天 , 浮游生輯之分佈 J2-tlOO,..,,150 公尺閱水場為最多 , 其次是表面到50 公尺處 , 最少是在150,..,,2 ∞公尺深處

。第4 站是在偕晚課摸 , 大部分浮游生物是在表面50 公尺以 t 及1∞ ,..,,150 公尺間水戚 , 50,..,,1J ω公尺聞及
150-2 ∞公尺間分佈則較少而均句。第 8 站是在俏麗探巢 , 浮游生物聚集在表面 50 公尺以 .r. , 其它1∞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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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其它150-200 公尺根本沒有浮游生物的發現。第 5 站在夜間揉巢 , 亦分 {布在50 公尺以 1:' 第 6 站和尺
以下第 7 站是在清晨採集及午夜探集 , 生物量甚是稀少。從璟琨因素之影智者 ( 圖 6-1) , 200 公尺跟上

海洋之構造甚為單純 , 也就是說由薑灣北部延伸到畫灣東北部這一條斜線 , 水文之變化在'200 公尺以上為
20 � C 故土之水圈 , 其間水溫和鹽度等等溫 , 鹽總之分佈甚為緩和 , 在這區域 , 璟境的變化相當簡單。鹽皮
研代表之7.1< 塊分佈 , 在第39 站到第 3 為泠低鹽水塊。第 3 站自後 , 由第 4 站到第 8 站為高溫高鹽度黑潮主
灑區 , 含溶解氧量在,4.0-4.5mI/L 以上 , 第 7: 站之環境比較復雜 , 鹽度在34.5 鬼。以 J: ' 溶解氧量在 4.5
mIlL 左右而形成一個高氧地區 '7.1< 溫也在25 度以 .1: �

花連尼l東有 5 個踩集站是從第 8 到第12 站。浮游生物量之垂直分佈較 1965 年秋季的分佈情形為復雜其

其中以第 7 站量最聾。第10 站是在儕晚探集 , 浮游生物燕集在1ω企尺到 150 公尺間 , 表面50 公尺以 1:' 為
次 , 最少是在50-11 ∞公尺。第11 站在夜晚探巢 , 浮游生物也聽集在 1ω �150 公尺間 , 表面50 公尺以 k 為
其次 ,50-100 公尺及150-2 ∞公尺量最少。第 8 站在清晨採集 , 浮游生物大致聚集在 50 公尺尼LI: 之表層
海域 ,50 公尺下漸少 , 第2 站靠近才E撞在 i持農操巢 , 浮游生物聚集表面 50 公尺以 I: , 50 公尺 J2J. 下很少 , 在
150-2 仰公尺量其次。第 9 站在白天揉棠 , 浮游生銜聚集在100-150 公尺及50 公尺以 k 表面水壤 , 其它水
城量很少。花運以東水文的分佈情形見圖 6-2 , 7.1< 文變化較第一條線更為均句 '7.1< 溫亦在 20

�C J2J..J:' 鹽

度在34.60 話。左右 , 璟壞因素的變化甚為單純。
臺東以東亦有 6 個採巢站 , 從此 '":-'19 站 , 浮游生物垂直分佈情形以近聾東、花邂闊的第 14 站最富 , 第

14 站探集在夜晚揉巢 , 大部分浮游生物聚呆在150 公尺到表面之水域 ,2 ∞公尺處幾做生物發現。其次為清
晨探集之第15 站昕有浮游生物發現在表面50 公尺凶 k 之 7.k 域 ,50 公尺以土量很少。第16 、 17. 站在白天探巢

, 生物含量很少。第 IS 、 19 站都在夜晚探巢 , 生樹置之分佈大都在表面50 公尺之 7.1< 域 , 其它50 公尺以下量
很少。如圈6-3 研示 , 本海峨之海洋構造 , 在200 公尺以 t 之水擴大都籠罩在 20�25 度尼U: 之高溫地帶 ,
氧之含量亦在4.' 。左右 , 鹽皮之合暈 �; 尚在34.50 鳥'。以 t: ' 1965 年秋季畫東以東總之浮游生物分佈情形比較

時 , 顯然 1966 年秋之產量較 1965 年之產量為 i高。

從 22-26 站為鵝鷺正在東南方之課祟線 ,
沿此總之浮游生物 , 含量最高在25 站 , 也是大部份浮游生物聚集

在50 公尺尼U: 及1∞ -150 公尺之水嶼 ,26 站為其次大部的分佈在1∞ -150 企尺的地方 , 第Z4 站含量亦多 ,
浮游生物太都聚集在1∞ -150 公尺聞之水 ;風 .50 公尺到表面水塌。其次為第 23 站 , 浮當生物集中在50 公尺以
土之水壤 , 第22 站亦相間 , 進兩站在 100 公尺跟上無浮游生物發現。本區水文之縱斷解剖圖甚是單純 , 水
溫大都在20

�C 立t I: , 鹽度為于分之34.50, 含氧量較低在4.5 且下 , 本區為黑潮通過畫灣南部之第一要衝
但大部的浮游生物量靠垃噩灣南端鵡嚮路附j丘之海壩 , 是為讀升流之區域 , 在鵝鷺雞西南方海蛾之前 -29
站含浮游生物亦甚聾 , 此三站浮游生街之分佈大都集中在表面 1∞ -50 公尺的地方 , 尤其28 站全部浮游生.
物集中在50 公尺斟上之加域 ,21" 站亦集中 ;在50 公尺臥 k 之水塌 , 本區蛾亦為黑潮通過畫灣南端邁入畫灣海
可俠之第一要衛, 亦為湧升流之區 j哉 , 為 ,

浮游生物最高生產量區。從 30,..;,35 站 , 即噩灣西南端 , 臺灣海峽最
南端至� 湖北部附近之海填浮游生物之生產量亦甚為鹽宮。如圖 , 在道些.站申浮游生物立分佈大部份在10
0 公尺到表面之水戚 , 其中且第35 站 50 公尺以 1:7.1< 域浮游生輯之量最聾 , 平均每立方米海水含1,650 隻浮游
、生物, 其中百分之60 為揖闢緝。其次為34 站 , 浮游生街含量每平方米海水 1,135 雙浮游生物鹽 , 含量亦在

60 惜以 1:0 第32 站浮游生物體大都集中在150 企尺至2∞公尺之水域無韓即類 , 夭部按其他浮游生物之雜頡
M、數皮囊類 , 第3U 古生物體集中在1ω-150 公尺間 , 其中撓胸頓佔百分之40, 其他類較多 , 表面-50 公
尺偏其次。30 站浮游生物集中在100 公尺尼U: 之水攘 , 尤其50 公尺一表面最多 , '1 ∞ --2 ∞公尺無生物之發
現。31 站 -29 站為臺灣海峽北部之底棲攏場 , 浮游生物在第36 站 , 集中在50 公尺以土:7l< 壩。 � 站亦為50 公
尺以 t 之水域 ,38 站亦在 50 企尺以 k 之水塌。 39 站則均句分佈1ω公尺一表面。在噩灣海映北部的道四站

, 最高含量是在第 � 站 , 浮油生輯之組成自蟑螂類最多僑總宜70,% 左右。
1967 年春季浮游生物 , 在畫灣近海之垂直分佈情形較1966 年軟季之分佈情形3萬皇宮 , 在畫灣北部、東北

部這一條線 , 由第 3 站到第 8 站浮游生物之垂直分佈最多 , 是尼l第 5 站之生翰量靄鹽宮 , 第 5 站在夜間探
集 , 浮游生物集中在兩個水域 ,



150

z

台灣省水 � 試驗研試驗報告

這雨水域的全蠱的每立方米海水含浮前生樹在1450 1550 隻左右 , 為全海攝之最高密度臣。 1ω公尺 150

公尺以及150 200 公尺深水壩含聾甚蝕小 , 道兩個徹少量的水層 , 大部份是毛頓頓接息的地方。第 4 操巢
站是在白天舉行 , 最高生物量在150 公尺 2∞公尺及50 公尺到表面之水娥 , 分佈浮游生物最潰 , 這兩個水
刷搗胸頓生物含量最高 , 棄他頓合聲紗 , 但在50 公尺 150 公尺之蹦蹦蹦之發現 , 大部份為其
他類、皮囊類以及毛額頭。第 3 站在白天探集 , 第 6 站在夜晚採鑼 , 第 7 站清清晨採接第 8 站自天探集 ,
這幾個站生物量分佈幾乎均句 , 第 3 站浮游生蜴聚集在50 公尺以 I-: ' 第 6 站 E∞公尺封表面 , 第 7 站50 企

只一表面及E∞公尺 150 企尺之水攝浮游生物量較多 , 第 8 站在 J.50 公尺 50 公尺之中間水壤 , 浮游生物
量較多 , 其它50 公尺到表面為其次E∞公尺眼下到2∞公尺無浮游生物之發現如關7-1 。遣一條線中水文分

佈大體為無潮通過台灣北部之要衝 ,. 水溫在15
�

C 斟上鹽度約千分之34.50 左右 , 含氧量4. t'i , 水瓶之垂直
變化且第3 5站較復雜 , 浮游生物也在第3 5站為茂密區。

花連 Q). 東有 6 個操集站 , 第 8 12 站 , 其中 Q). 第 9 與第10 站之表面50 公尺垃U: 生物量最多 , 道兩次皆
在夜晚與儕晚操集 ,50 公尺Qt 下生鞠量很少 , 第 8 與12 站在夜晚課集 , 浮游生物量亦臥 10:> 公尺以 k 到表

面為較體區 , 還兩站在 1∞公尺以下到 2∞公尺無浮游生輯之發現 , 第11 站為夜晚躁集生街量由表面向20
0公尺深處漸增 , 最多是在 150 2ω公尺深生物量最多 , 而這個最多區如蟑螂類之鞏現大部為其他頓、皮
護頓和月二i 骰類等。由個7-2 之永文分佈情形較上一線均句而簡單 ! 200 公尺以 b.l< 戚皆為20 � C 和 25 �C水跑

線昕籠罩 , 鹽鹿為千分之 34. 駒 , 含氧約4.5 左右。

臺東尼 l 東有 6 個課集站 , 其中間16 站和 14 站量較鹽 .14 站位於噩東與蘭嶼之中央 , 是在消晨採集 ,
浮游

生鞠分佈於50 公尺到表面之海蛾由 50 公尺砍下 Jtl2 ω公尺漸增 , 在150 公尺 2∞深處浮游生物畫畫其次
,
無

搗胸頓之發現 , 百分之九十九鶴其他雜額以及少部街皮囊額等。 15 站和 1β站白天採巢 , 生樹量之分佈在15'

站都集中在50 公尺臥 k 之水績 , 其它的公尺以干生物量少。 16 站分佈於150 2∞公尺深處為最多 ,50 企尺

到表耳其次 , 中間水層少。 17 站夜間採集 , 百分之前尼{I-: 之浮游生物集 �50 企尺到表面* 層 ,50 公尺且下

生物最甚少。第18 站之前有浮游生物皆集中在自 0公尺到表面水域 ,200 公尺以下無浮游生物之發現 , 本海
區之水文除14 頁tl15 站較復雜外 , 其他諸站水文之分佈甚均句。

,
鳴驚為東南方海域之採集線共有 6 課集站 , 從21�26 站浮游生物垂直分佈情形亦以接近輯鷺難之第 26

站產量最富 , 浮游生物之分佈大部分聚集在 150 200 公尺聞之水塌 , 其次為表面50 公尺以 t " 50-150 公

尺間量屆少。 23 站 -25 站均在午夜探集 , 生物量之分佈大部批50 公尺 k之表面 7.1< 域 ,23 站成1ω 150 企尺

問含量最多 , 其它 7.1< 層之浮游生物量較少。 21 22 站皆在白天課集 , 浮游生物在22 站聚集在表面50 公尺故

土 , 其它浮游生物分佈情形較均句而少 .21 站浮游生物大部均句分佈在 150 公尺到表面之海域 .150 公尺 20

0 公尺浮游生物甚少。 1966 年秋浮游生物在鵲鷺鼻東南方水誼之分佈情形遺較1965 年秋浮游生物之分佈量較

多 , 水溫在此期之分佈情形圖6-4 水溫之分佈情形其均句 ml-: 一蝶鶴圖6-3 踐相同 ,* 溫之分佈變化亦籠

罩在高溫和高鹽之7.k 棋中。從第 3-26 站在此區蛾也就是華灣東岸太平洋深海區為黑潮主流區。浮游生物
之垂直變化情形 , 大概嵐清晨和夜晚期間分佈在表面50 公尺Qt 土之水 ;鼠 , 白天則分佈均句在50 公尺以r 到
2ω公尺深闊的水塌。浮游生物主組成亦以樟胸類最多 , 其次毛頭類、即殼頓 , 其它類亦多 , 最少為水母
顫。

在鵝嚮鼻西南方海面的 27 29 站融為黑潮流入畫灣海峽之先裝帶 , 浮游生物在1966 年秋之垂直分佈倩

影與1965 年之分佈情形街點不悶 , 即回66 年之含量較 1965 年為寓。此一區域受噩灣西南方附近湧升流的影

響 , 浮游生物凰" 站為最高 28 站為其次 ,27 站較少。 29 站在夜晚課蹺 , 浮游生物大部聚集在 100 公尺 150

企尺之水攘 , 其次在50 公尺以 .. I-: 之表層水壩
, 50 公尺 11∞企尺和自0 公尺 2 ∞公尺之含量較少。 50 公尺

1!ω公尺完全為申殼之幼體 , 在150 公尺以下則雖都是其它類和皮囊類。 28 與27 站皆在白天探集 , �8 站浮

游生物則集聚在較深的 150 公尺 -2 ∞公尺 , 大部份能胸類分佈於表面 10\) 公尺尼t r.Jtl 表面之水城其次 , 最少 -

1 ∞公尺斗150 公尺 , 此區無樟胸之冒產現 , 只有皮囊頓與申殼類等。 27 站浮游生物之分佈間表面最多 , 漸向
下而減少 ,150 公尺 �200 公尺浪費現任何生物的存在。從 30 站開始直到35 站為臺灣海峽南海域。的站為夜

故 ;在站 , 浮游生物在50 公尺 QtJ: 較豐富 ,50 企尺且下最削較均句而少。但站在清晨採巢 , 浮

第16 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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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尺以 J:7.k 城1∞公尺QL 下較少 ,I50 公尺 200 公尺最少。第 32 站輯有一次採集 , 浮游生物多在表面50

企尺以 J:) 是白天探集。 33 站亦在白天採攘 , 浮游生物聚集在50 公尺以 k 之水域。但站沒有躁集。 35 站也

在白天採集 , 浮游生物亦聚集在50 公尺到表面之水域。從36 站直到臺灣海峽最 :It 之第一站 , 為聖 J彎海峽之

中北部是噩灣 f良好的底接漁場 , 浮游生物之生產量甚寓 , 其中以第一站之生物量最高 , 在50 公尺以 k 之水

塌 , 浮游生物之量高達每立方來海水含浮游生物1980 雙 , 其中百分之前以 t 是樟類 , 胸其次為接近淚水附
近之第38 站和接近畫中附近之第36 站 , 第四為第3'7 站其量較少。

結 論

1966 年 9 10 月秋季昕探浮游生物及1967 年4 月 -5 月春季昕採之浮游集生物綜合其結果如下

: 生物置在1967 年春較1966 年春偏高。臺灣海峽生物量較多 , 尤其是臺灣海峽北部之第39 站和噩灣海

峽中部也站為最高密度區。盡灣東部海蛾之太 1JS. 洋區生物蠶較少。臺灣海峽水場之水盟約在 26 � 28 �C

左右 , 分佈甚為簡單而創一 , 東部 7.k 文變化較復雜。浮游生物個體量則臥凹的年秋較四65 年秋之產量為高
, 還可能由於歸66 年表面 7.k 溫較植雜

, 而1965 年表面水溫較為單純劃一的路故。浮游生物個體量亦在聖灣

海峽最北部之第 1 站和噩灣西南部海域之第29 站和第28 站為最多。臺灣海峽中央部最少 , 噩灣東部尼l 第 1
、 14 、 8 和 26 諸站為最多 , 其餘海域生產量很少 , 最少為第 6 站。在'1967 年秋 , 個體量之分佈以臺灣東南
北、東北部為最高密度區 ; 盡灣海峽中部、北部較少 , 在南部較多 ; 蓋灣東部及太平洋、西南、區 , 黑潮
通過之中部浮游生物之生產量甚少 , 在此區之水文變化較1966 年接雜。浮游生物之個體組成情形大約在春

季和秋季差不多 , 都以擴胸浮游動物類之含量最鹽 , 高達70% 80 佑。其他類 { 占1% 44%,; 第三為皮囊、

申殼、毛額等頓 , 平均占 1 于當 15 彤 , 最少為7.k 母類 , 平均只有 15 屆 2% , 沒發現水母類之採集站甚多 p

浮游生物之階鵑分佈在血66 年歌與1967 年春昕採集結果大致相同。不過在1掰7年春天 , 臺灣近海浮游生物
之產量較 1906 年春窩。綜合各探集線和各操集站之晝夜揉集結果 , 發現浮游生樹在 1966 年秋在夜晚撮集時

大部分都接習於表面 50 公尺以 t 之水塌 , 其次於1∞公尺 50 公尺之水層若是清晨操集時則亦以50 公尺以

土水塌為鹽富臣 ,50 公尺 150 公尺為其次。白天揉集時浮游生物密集在 50 公尺 150 公尺處。儕晚探集

之浮游生物亦密集在50 公尺眩 J: 表層水壤。同樣在1.967 年春採集結果 , 發現浮游生鞠密集表層的衣序採集
, 以夜晚部0公尺以 .r. 表面採集到的浮游生物量最多 , 其次為白天 , 第三講清晨 , 第四為儕晚 ; 在夜晚中
, 臥在50 公尺以 .r. 探集之浮游生鞠量最聾 , 其次為50 公尺 1J∞公尺處 ,1 ∞公尺� 下則漸識 ; 在白天探集

浮游則以50 企尺 11∞企尺處為最鹽宮 , 表層和 1∞公尺 150 公尺處為其次 ,150 公尺 250 公尺處探集到鹽

富的生物的機會也很多 ; 清晨採樂時最多在50 公尺以 .r. , 其次為50 公尺 -1 ∞公尺 , 及1∞公尺 -150 公尺

1150 公尺敢于生物量很少 , 偕晚揉集發現在50 公尺以上量最多。以 -1: 可星星閱衰工和表 TI, 綜合浮游生物量

之組成量的結果發現樟關時類浮游動物最多棲息的地方從表層漸向深水減 , 也就是說浮游性樟胸大都分佈
區在150 公尺到表面 1150 公尺以下較少。相反的 , 其他雜類的浮游生物在表面發現較少 , 在較深層發現較
多。例如11961 年春的第U 站在 2∞企尺處避現的完全是其他雜類的浮游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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