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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峽冬季表層浮游生物況激量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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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由本所海憲號試驗船峭的年向 2 日至仰年仰自丘 , 質施台灣冬季:烏拉調查時同時利
用北京平洋標擎網採集浮游生物而得之資料

, 經過整理分析之結果 , 俾作漁場、漁況之參考

本文承木所生物系會主任之策劃與指導
, 以及王船長和海憲號全體同仁之協助摸集

, 讀特此感謝。

二、試付之採 4吾與些理方法

北太平洋標準網 (Norpae net) 之網口繫有一流量計 (Flow meter) .供測監通過網口之海水壘

, 口徑4Sem' 長 180em .網目為GGS4 號之篩捐
. gpO.33 公塵 , 是一種開放式網 (Opening net) 。據

接時是以 O.S-lm/see 之速度在海水表層
( 約 O. S-lm 深處〉作200m 長之水平採斃

, 將所得之浮游生物

用 5% 中性福馬林被固定後
, 帶間實驗室中整理。

整理方法 ( 臂 . 1967) 係先將各站之浮游生物置於況報量器中
, 經過二十四小時的沉頂

,
後

, 從況澱君在

中讀得全水位所含浮游生物之總玩灘量值
, 再局丸茂 (1965) 方法換算或每一立方去尺海水中有多少 ee 之

淨況澱量 (Setting Volumes) .作為浮游生物量之研究。

本篇已刊登於中國水霞周刊第二五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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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e distribution of plankton settling volumes Ccc/l00m8)

in the Taiwan Strai ts December 2.1973- January 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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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料皆擇自台灣海峽鳥魚酒游漁區域
, 共有17 個揉集站 ( 圖一 ) , 總整理後 , 發現各站之浮的了生

物沈腎量分佈 , 以第 7 站為最多 , 平均 1 立方公尺海水有 0.16cc 之沈 ? 量
, 表面水為 20.40.C

' 其次為

第16 站
,
有戶 .06cc/m3 , 表面水溫 24.20.C

' 其他各站如第
1,2,10 站 ; 其每立方公尺屯吋景 :均為 0.006

cc/m3 , 表面水溫各為 19.70'C 、 20.80'C 和 24.50'C, 還有第 4,6,8,14, 各站 , 為 0 J}37-0.0Hcc/ 血置

, 而水溫 � 19.70.C-23.60'C. 其有朵夫部疇。 .OB-0.OI4cc/m3 。最少者為第 15 站
, 只有 o. 的008cc/m3

, 水溫 23.90'C 。

浮游生物之分布與鳥魚祖游位置很難找出有何關係
,
據會 (1937a. b) 調查研究台灣游峽鱷魚場浮 JI'"

生物之分佈如組成時雖發現鱷魚與銷管魚祥等之出現直接與浮游生物有著密切之關係 '
蓋因此兩種海生動

物皆大都以植物或動物 M: 浮游生物為主要攝食物的關係 (Wimpenny,1969) 。但鳥魚性喜游於水之下屑

, 並以小底棲生物為食 ( 大島 . 1921) 。然從本資料中發現與會 (1970) 所作台嚮海峽各季表面浮游生物

之分佈有著相同的結果 : 即台灣海峽在新竹以土一般浮游生物之生物最為全海峽之冠
, 此原因可能為在冬

季時節寒冷的中國沿岸海〈朱
, 1963) 南流在此海域與赤黑潮交流 ( 在台灣海峽者〉相權合之結果而產生

高初級生產量 (Primary Productiom) (Raymo 肘 ,1963) 的關係而成為一北部之良好底棲漁場
( 林

. 1954) 。鳥魚興動物性浮游生物為海洋中最初之消費者 (Primary Consumer) 均以植物性浮游生物

為覓食對象 (Hiatt, 1944) , 是故鳥魚除了產卵悶聚積游來 ;有台商外 , 是否與水 iKl 等環境因素﹒或浮游

生物之生產量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有待今後更近一步之調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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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ι

Plankton settling volumes were determinated for the Taiwan strai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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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are collected with the Norpac net,' which is 45 cm in mouth diameter, 180 cm

in side length of filtering part of GG 54 bolting silk with 0.33 mm aperature,

and with a flow meter hanging at the middle of the mouth, surface tow of about

o. 后-1m depth, at about 200 m in distance.

The average resuJ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lankton at 17 sampling stations in

tjle present paper was around 0.02-0.10 cc/m3 of plankton settling volumes. Among

these, station 吹 was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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