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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潮滩底栖微型藻类现存量

和初级生产力
‘

宁修仁 刘子琳 蔡星 明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

杭州 3 1 0 0 12)

摘 要 作者于 19 92 年 2
、

5
、

6
、

8 和 10 月在象山港湖头渡
,

5 月和 6 月在大佳河

(港顶部)
、

西沪港 (港 中部 )和横 山(近港 口 区 )4 条断面潮滩进行 了底栖微型藻现存

生物量和初级生产力的观测研 究
.

结果表明
,

潮滩表层 叶绿素
a
浓度分布具有明显

的空间区域性和时间变异性特征
.

港顶部 的浓度高于港中部和近港 口 区 ; 滩 面表层

的平均 叶绿素
a 浓度

,

5 月 [ (10
.

3 6 士 5
.

0 5 )拜g / g 湿重 ]高于 6 月 [ (2
.

9 4 士 1
.

2 1 )拜g / g

湿重 ]
.

由于光 的限制
,

沉积物 中的叶绿素
a 主要分布在表层 0 一 1 。m

,

随深度的增加

浓度下 降
,

但其降解产物
—

脱镁 叶绿素的浓度却增大
.

松 软
、

平整
、

稳定 的滩面有

利于底栖微 型藻类的生长
,

5
、

6 月潮滩表层平均初级生产力为(45
.

1 士 4 6
.

8) m g / (m Z

·

h) (C )
.

湖头渡潮滩叶绿素
a
浓度以夏季最高

,

春
、

秋季次之
,

冬季最低 ;初级生产力

仍 以夏季最高
,

春
、

冬季较低
,

秋季最低
.

关键词 叶绿素
a 初级 生产力 潮滩 底栖微 型藻 象山港

1 引言

底栖微型藻类是潮滩生境中的主要初级生产者
,

是港湾有机物的另一重要来源
,

是杂食性

鱼类和双壳类软体动物 的重要饵料
.

自60 年代起
,

国外海洋生态学家就十分重视潮滩底栖微

型藻现存生物量和初级生产力的调查研究汇
‘一 9 〕

.

但迄今国内未见这方面的报道
.

占象山港港

区面积约三分之一的潮滩生长着大量微小型藻类
,

是贝类
、

甲壳类和鱼类养殖的理想场所
.

开

展潮滩叶绿素
a 浓度和初级生产力的观测研究

,

为评估象山港资源生态容量
、

水产增养殖业的

合理布局和资源与环境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也为我国海湾生态系研究填补一项新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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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8
一

02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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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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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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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
3 9 8 0 1 1 )

.

第一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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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修仁
,

男
,

58 岁
,

研究员
,

现主要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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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潮滩底栖微型藻类现存量和初级生产力

2 材料与方法

2
.

1 采样

1 992 年 5 月 14 一 20 日
,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
,

在大佳河
、

西沪港
、

湖头渡和横山 4 条断面

潮滩进行了叶绿素
a 浓度和初级生产力的现场观测

.

湖头渡潮滩增加夏 (8 月 9 日 )
、

秋 (10 月

13 日)和冬季 (2 月 28 日)的观测 (图 1 )
.

在各潮滩断面的高
、

中和低潮区采样
.

测定叶绿素
a

浓度的泥样用玻璃管垂直取 0 一 20
c m 深的平行柱状样 3 份

.

避光带回实验室立即分割处理
.

测定底栖微型藻类的碳固定速率的泥样用玻璃管垂直取 0 一 6 。m 深的柱状样 5 份
,

其中两管

避光带回实验室测定其表层的叶绿素
a 和脱镁叶绿素的浓度

,

另三管 (一黑二 白)用于光合作

用速率的培养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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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

大佳河

象山港潮滩采样断面

B
.

西沪港 C
.

湖头渡 D
.

横山

2
.

2 样品分析

叶绿素
a 浓度测定采用荧光法

.

2 月泥样以 。一 1 c m
、

1 一 5 Cm
、

5 一 1 0 。m 和 1 0 一 2 0 。m 的

间隔切断
,

5
、

8 和 1 0 月以 。一 5 c m
,

5 一 10 。m 和 ro一 2 0 c m 的间隔切断
.

各段泥样混匀后分

别称取部分样 品
,

加 90 % 丙酮研磨
,

经萃取
、

离心
、

定容
,

在 T ur ne
r 一

D es ig n s
10 型荧光计上测

定
.

依照海洋调查规范(GB
12 7 6 3

.

6 一 91 )[
‘”〕的计算公式

,

以体积与重量之 比计算出泥样中的

叶绿素
a 和脱镁叶绿素浓度

.

与光合作用速率观测同步采集的泥样
,

切取上层 0 一 0
.

5 。m
,

称其重量
,

混匀后测定其叶

绿素
a 浓度

.

并烘干经萃取的沉积物
,

称其干重
.

初级生产力观测
,

在不同潮区采得的泥样均被插入中潮区的潮滩上
,

向各管加入一定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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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的现场间隙水
,

并分别加入 370 k B q N a

H1
4 CO 3

溶液
,

在 自然光照下培养 Z h 后切割柱状表

层泥样
,

称其重量
,

混匀后称取部分样品于闪烁瓶中
,

加入闪烁液后进行 p 计数
,

初级生产力按

照海洋调查规范(邵 1 2 7 6 3
.

6 一 9 1 )[‘0 ]计算
.

3 结果

3
.

1 沉积物中叶绿紊
a
浓度

5 月各断面表层平均 叶绿素
a
浓度以大佳河最高【(21

.

72 士 7
.

8 9 )拜g / g 湿重 (以下简称

滩/ g )]
,

其他 3 条断面要低得多且相接近 (表 1)
.

各断面不同潮区的平均值
,

高
、

低潮区分别为

(1 2
.

4 士 1 3
.

0 7 )和 (1 1
.

3 2 士 5
.

3 9 )拌g / g
,

中潮 区均值为 (5
.

2 9 土 5
.

5 6 )拜g / 9
.

6 月表层浓度远低

于 5 月
,

且从港底 向湾 口逐渐降低
,

仍以大佳河断面最高〔(4
.

16 士 1
.

48 )滩/ g 」
,

西沪港断面次

之
,

湖头渡断面最低 (表 1 )
.

表 1 1 , , 2 年象山港潮滩表层叶绿紊 a 浓度

5 月 6 月

潮滩

——
(拜g / g ) (m g / m2 ) (拌g / g ) (雌/ m Z )

平均值

(户g / g ) (吨/ m Z )

大佳河

西沪港

湖头渡

横山

平均值

2 1
.

7 2 士7
.

8 9 2 0 6
.

7 士8 6
.

7 4
.

16 土 1
,

4 8 3 9
.

1 士 1 5
.

4 1 2
.

9 4 士 4
.

6 7 1 2 2
.

9 士 5 0
,

9

6
.

8 6 土 1
.

5 4 7 4
.

6 士 1 1
.

3 3
.

0 2 士 1
.

17 3 0 9 土 1 2
.

0 4
.

9 4 士 1
.

3 3 52
.

8 士 10
.

3

6
.

10 士4
.

6 4 5 1
.

6 士 3 8
.

4 2
.

6 7 土 0
.

4 8 2 9
.

0 士 4
.

7 4
.

39 土 2
.

5 5 4 0
.

3 士2 1 0

6
.

7 7 士 3
.

7 6 6 4
.

8 士 3 8
.

5 1
.

9 2 土 0
.

60 1 9
.

8 士 5
.

0 4
.

3 5 土2
.

0 4 2
.

3 士 2 0
.

0

10
.

3 6 士8
.

0 8 9 9
.

4 士 14
.

9 2
.

9 4 土 1
.

2 1 2 9
.

7 上 7
.

9 6
.

6 5 士5 1 4 6 4
.

6 士 3 9
.

3

5 月和 6 月 4 断面不同潮区沉积物中的叶绿素
a
浓度垂直分布示于图 2

.

由图 2 可见
,

潮

滩叶绿素
a
浓度以表层最高

,

随沉积深度的增加其浓度降低
,

至 10 一 20
。m 的深层

,

浓度大多

低于 0
.

5 拌g / g
,

在西沪港和横山潮滩的高潮区
,

该层的浓度接近于零
.

湖头渡潮滩 8 月叶绿素
a
浓度居首位

,

均值为 (15
.

2 6 土9
.

0 8 ) 拜岁9
.

低潮区表层出现最大

值 (5
.

52 拌g / g )
,

高潮区的浓度也较高 (2
.

86 拌g / g ) ;5 月和 10 月均值较接近
,

分别为(6
.

10 士

4
.

6 4 ) 拌g / g 和 (6
.

5 9 士 5
.

1 6 ) 拼g / g
,

6 月浓度最低〔(2
.

6 7 土 0
.

4 8 ) 拌g / g ]
,

2 月中潮区表层为

4
.

6 5 拌g / g
,

0
.

5 一 2
.

0 。m 层
、

2
.

0 一 5
.

0 。m 层和 5
.

0 一 1 0
.

0 c m 层 的浓度依次降低
,

分别为

1
.

7 1
、

0
.

2 5 和 0
.

1 9 拌g / 9
.

3
.

2 初级生产力

5 月和 6 月高
、

中和低潮区沉积物表层初级生产力 (PP )均值为(4
.

8 士 4
.

8 )拼g / (g
·

h) (C )
,

即单位面积生产力 为 (45
.

1 土 46
.

8) m g /( 扩
·

h )(C )
,

超过同期水体浮游植物的碳固定能力

[ 3 7
.

0 m g / (衬
·

h )] (e )[ ‘4 ]
.

高
、

中
、

低潮区分别为 5
.

2 一 15
.

5 m g / (时
·

h)(e )
,

9
.

4 一 4 5
.

5 m g /

(m2
·

h )(e )
,

1 3
.

6 一 14 7
.

2 m g / (m2
·

h)(e )
.

各潮区的初级生产力示于图 3
.

由图 3 可见
,

5 月高生产力出现在横山低潮区【147
.

2 m g /

(扩
·

h) (C) ]
.

次高值位于大佳河潮滩高
、

低潮区〔分别为 1 18
.

5 和 95
.

3 m g /( 衬
·

h) (C) 〕
.

该

断面平均生产力居 4 潮滩之首〔(76
.

6 土 53
.

7) m g /( 时
·

h) (C) 〕
.

湖头渡潮滩高潮区为 5
.

23

m g / (扩
·

h )(e )
,

低潮区高达 7 0
.

3 m g / (衬
·

h )(e )
,

断面均值为 (2 9
.

2 士 3 5
.

7 3 ) 呢/ (扩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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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cm 1 5
.

3 7 1 6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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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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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
�t一
0

, .且,‘
, .1

大河佳西沪港

8 3 0 9 2 1

n甘尸、�on甘,‘节l,‘

湖头渡

5 月
高潮区

5月
中潮区

5 月

低潮区

51020
横山

2 3 4 5 2 3 4 5 2 3 4 5

叶绿素
a
浓度 /林g

·

g
一‘

深度 / e m

叶绿素
a
浓度 /林g

·

g
一,

叶绿素
a
浓度 /林9. 9

一 ,

n产」

大

{1 10

;
, ,

丁2 0

n��、�002,
.1

2

湖头渡

6 月
高潮区

6 月
中潮区

6 月
低潮区

2 3 4 5 2 3 4 5 2 3 4 5

叶绿素
a
浓度 /“伊g

一 ,
叶绿素

a
浓度 /卜9. 9

一‘
叶绿素

a
浓度 /林9. 9 一 ,

图 2 象山港潮滩叶绿素
a

浓度 (拌以g )的垂直分布

西沪港断面生产力较低【( 10
.

45 土 2
.

80)

表 2

m g / (澎
·

h ) ( C ) ] (表 z )
.

象山港潮滩初级生产力

潮滩
PP / 拌g

·

g 一 1
·

h
一 1 尸P / m g

·

m 一 2
·

h
一 1 尸P / mg

·

m 一 2
·

d
一 1

同化数/ rng
·

mg
一 ‘

·

h
一 ’

5 月 6 月 5 月 6 月 5 月 6 月 5 月 6 月5 月 6 月 5 月 6 月 5 月 6 月 5 月 6 月

大佳河

西沪港

湖头渡

横山

平均值

8
.

5 士 6
.

0

1
.

0 士 0
.

2

3
.

4 士4
.

2

7
.

1 士5
.

9

5
.

0 士 3
.

4

3
.

7 士 3
.

7

N D

7 6
.

6 士 5 3
.

7

10
.

5 土 2
.

8

5
.

6 士7
.

6

4
.

4 士2
.

9

4
.

6 土 1
.

0

2 9
.

2 土3 5
.

7

7 0
.

8 士6 7
.

3

4 6
.

8 士 3 2
.

1

3 4
.

1 士3 6
.

7

N D

5 8
.

6 士7 8
.

4

3 5
.

6 士 2 1
.

9

4 2
.

8 士 13
.

7

9 1 9 士 6 4 3

1 2 5 士3 4

3 5 0 士 4 2 9

8 49 土 1 14 2

5 6 1 士 3 8 5

4 2 6 土 4 5 8

N D

7 3 2 士9 8 0

4 4 5 士2 74

5 3 5 士 1 7 1

0
.

4 士0
.

3

0
.

1 士 0
.

1

0
.

6 士 0
.

3

1
.

1 士 0
.

2

0
.

5 上 0
.

4

0
.

8 士 0
.

3

N D

2
.

1 士2
.

3

2
.

3 土 1
.

5

1
.

6 士 0
.

8

, ND 表示无数据
.



海洋学报 21 卷

尸P/ m g
·

g
一l. h

一 l

;,助乌侧说
川
麟晰古

丫于;日
·

助日\叫气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大佳河潮滩 横山潮滩

PP/ m g
·

g
一 l

·

h
一 l

叫.

吵仙乌侧说
”
麟古浙

甲于N
.

任山日\叫气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湖头渡潮滩

高潮区 低潮区中潮区

西沪港潮滩

丫助
.

助之侧说
川
桃浙古

6 月

勺勺勺

h,丫
r

、9lesesesesesesesesesesLP
工r�nU工、��U

nU0nUC
�rJO

刃」

丫书甲日
·

如日
、

叹叭

区叨阴凶网四网因囚潮高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大佳河潮滩

尸尸角1 9
·

g
一l. h

一l

中潮区 低潮区

湖头渡潮滩

尸尸/ m g
·

m 一2
·

h
一 l

PP/ ’m g
·

g
一l

·

h
一 l

叶绿素
a
浓度 /”9. 9

一‘

丫,的乌侧瓷
目
瑕晰古

___

蔚蔚七
---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横 山潮滩

图 3 象山港潮滩初级生产力

6 月湖头渡低潮区出现最高值【14 9
.

0 m g / ( m Z
·

h ) (C) 〕;大佳河潮滩高潮区生产力仍较高

〔76
.

3 m g / ( m Z
·

h) (C) ]
.

低值位于湖头渡和大佳河中潮区及横 山高潮区
,

其值为 10 m g / (m Z
·

h )左右
.

各潮滩平均生产力
,

大佳河和横山 5 月比 6 月高一倍
,

而湖头渡 6 月 比 5 月高一倍

多
.

湖头渡潮滩 8 月低潮区表层生物量高 (叶绿素
a
浓度为 25

.

48 拼g / g )
,

光强适宜
,

生产力为

4 10
.

3 m g / (衬
·

h ) ( e )
.

6 月生产力居第二
,

低潮区出现 1 4 9
.

0 m g / (时
·

h ) ( e )的高值
.

5 月低

潮区生产力为 70
.

3 m g /( 扩
·

h) (C)
,

断面均值为 29
.

2 m g /( 澎
·

h ) (C)
.

10 月生产力低
,

均值

仅 15
.

1 m g /( 时
·

h) (C)
.

2 月仅有中潮区的观测资料
,

不宜与其他季 节 比较
,

仅从中潮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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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

其生产力还是较高的 (表 3)

表 3 1 , , 2 年象山港湖头渡潮滩叶绿素
a

浓度和初级生产力的季节变化

月份
叶绿素

a

浓

度 /阳
·

g 一 1

4
.

2 4

6
.

10 土 4
.

6 4

2
.

6 7 士 0
.

4 8

1 5
.

2 6 士 9
.

0 8

6
.

5 9 土 5
.

16

6
.

9 9 士 4
.

8 7

叶绿素
a

浓

度 / m g’ m
一 2

尸P /滩
·

尸尸/ m g
·

m
一 2

·

h
-

尸P / 拜g
·

尸尸/ m g’ 同化数/ rng
·

g 一 1
·

h
- g 一 1

·

d
-

m
一 2

·

d
-

m g 一 1
.

h
一 1

4 2
.

3 9

5 1
.

5 9 士 3 8
.

4 0 3
.

4 士 4
.

2

3 2
.

6

2 9
.

2 士 3 5
.

7

5 8
.

6 士 7 8
.

4

19 8
.

8 士 18 6
.

9

15
.

1 士 14
.

9

7 6
.

1 士 7 5
.

4

4 1 士 5 0 3 5 0 士 4 2 9

2 9
.

0 1 士 4
.

7 2 5
.

6 士7
.

7 7 1 土 9 6 7 3 2 士 9 8 0

14 6
.

5 6 士 9 6
.

8 2 3
.

2 土2 3
.

6 3 0 2 士 3 0 8 2 5 8 4 士 2 4 3 1

l 0

平均值

5 6
.

2 5 士 4 4
.

4 2 1
.

8 士 1
.

8 2 1 士 2 1 18 1 士 17 9

7 0
.

8 8 士 4 6
.

6 1 8
.

6 士 8
.

8 1 0 9 士 1 3 0 9 6 2 士 1 1 0 6

1
.

0

0
.

6 士0
.

3

2
.

1 士 2
.

3

1
.

5 土 0
.

6

0
.

3 土 0
.

1

1
.

2 士 0
.

9

4 讨论

潮滩叶绿素
a 浓度表征滩涂光能 自养生物的现存生物量

.

滩面既有大型海藻的 固着 生

长
,

又有游离或附着的微型藻类 (硅藻
、

鞭毛藻和蓝绿藻等)的生存与繁衍
.

随着滩涂表面的平

整
、

凹陷和稳定程度而表现 出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不均匀性
.

我们在现场采样观测过程中
,

注

重沉积物的完整性
,

一般选择滩面 比较平整
,

少受底栖生物扰动的地方取样
,

使观测点的小生

境更具代表性
.

从象山港潮滩叶绿素
a
浓度垂直分布来看

,

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

0 一 0
.

5 。m

层光强足
,

叶绿素
a
浓度高

.

随着沉积深度增加
,

光强迅速减弱并趋于零
,

叶绿素
a
浓度也接

近于零
,

而降解产物
—

脱镁叶绿素浓度在 20
。m 以浅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

e a d e e 和 H e g e m a n [ 4 ]在 D u te h w
a d d e n

海潮滩观测 的结果显示
,

滩面 。一 1 。m 层的叶绿素

a
浓度约占 0 一 10 。m 层浓度的 25 %

.

5 月大佳河
、

西沪港和横山潮滩 9 个观测点的数据表

明
,

象山港 0 一 1 c m 层的叶绿素
a
浓度约占 0 一 1 0 。m 层浓度的 5 0 %

,

比 D u te h w
a d d e n

海高一

倍
.

这可能与后者潮滩为沙质底
,

粒度粗
、

空 隙度较大
,

不易保持
“

肥质
”

有关
,

又因其透气性

好
,

光能透入较深底质层次
,

有助于 自养生物的生长
,

因而
,

0 一 1 。m 层的叶绿素
a 浓度所占比

重较低
.

象山港潮滩均为泥质或泥 一沙质
,

底泥肥沃
,

有利于微型藻大量生长繁衍
,

使 0 一 1 。m

层的叶绿素
a
浓度较高

.

泥质底较为致密
,

光难以透入深层
,

使 1 。m 层以下的微型藻类生存

困难或无法繁衍
,

叶绿素
a
浓度显著下降

,

尤其在 10 一 20
。m 层

,

其浓度降至很低 (见图 2 )
.

为了与初级生产力表达方式一致
,

本文中叶绿素
a
浓度以 拌g / g (湿重泥 )或以 m g / 澎 表

达
.

国外学者大多以 滩/ g (干重泥 )表达 [4, “一川
,

这可克服滩面泥样含水量的不同而引起的差

异
.

一般来说
,

沙底质含水量少
,

泥底质含水量多
,

高潮区底质硬度高
,

含水量少
,

中
、

低潮区底

质松软
,

含水量多
.

象山港潮滩 4 断面湿重与干重泥样中叶绿素
a
浓度比率约为 50 %

,

若以单

位面积(m Z )中的叶绿素
a 浓度或初级生产力表达

,

则不受干湿重比率的影响
.

象山港潮滩表层有较高生物量 (平均 叶绿素
a
浓度为 45

.

05 m g /衬 )
,

碳固定能力较强
.

在现场观测加样后培养 0
.

5 h
,

即可看到培养管内沉积物表面不断有气泡溢出
,

说明底栖微型

藻类的光合释氧
.

根据沉积物粒度大小和底栖微型藻类丰度及其他颗粒有机物的含量
,

可知

光合层一般在潮滩表面至 2 一 5 m m 深度〔4 ]
,

因此使用 0
.

5 。m 以浅的泥样进行测定已足够
.

象山港为半日潮港湾
,

潮差在 2 84 一 374
c m 之间〔

‘2〕
.

随着潮水的涨落
,

各个潮 区接受阳

光辐照的时间长短不一
,

高低潮间有数小时之差
,

由于高潮 区的 日照时间最长
,

因而叶绿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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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和初级生产力也较中
、

低潮区为高
.

由于港内水域真光层深度一般在 3 一 4 m 左右
,

因而
,

即使在高平潮时
,

低潮区潮滩表面仍能接受阳光的透入
.

5 一 6 月潮滩表面微型藻类的 日光合

作用时间按 12 h 计算是比较客观的
,

这样港 内 5 月潮滩底栖藻类的平均初级生产力为 560

m g /( 衬
·

d) (C)
,

6 月为 53 5 m g /( 时
·

d) (c )
,

与国外学者的观测结果相近 (表 4)
.

表 4 象山港潮滩叶绿素 a 和初级生产力与其他海湾的比较

海 湾 底质类型

沙质

混合底质

沙质

沙 一泥

泥质

叶绿素
a
浓度 / rng

·

m
一 Z

PP / mg
·

m
一

2. h
一 1

资料来源

D a n ish W
a
dd

e n
海 (5 5

’

N )

5 N E U S A (4 1
O

N )

Mad 略
a s e a r (13

0

5 )

荷兰 W
a d de n

海(5 3
’

N )

英格兰西南 RL 河 口 (5 0o N )

面
g z

an d W
a d d e n

海(5 3
’

N )

美国 E劝155
湾 (3 4

O

N )

E m s 一 D o Ua rd 河口 (5 3
‘

N )

L 川g e b e
an 渴湖 (3 3

o

N )

象山港 (2 9
.

S
O

N )

泥质

泥质

沙
一
沙泥质

泥质

10 0

3 9

10 0

3 0 一 8 0
份

3一 1 3
份

18 5 一 3 8 5

3 3 一 18 4

0 一 3 2 2

16 一 3 0 7

2 5 一 3 0 0

8 一 3 1

9

5 0 一 1 0 0

5 一 1 1 5

0 一 7 5

2 6 一 5 9

3 7

1 7 一 7 0

4 5 士 2 3

G r ea t v e d (19 6 2 ) [川

M a r s hal l等 (一9 7 1 )〔2 ]

p la n te 一 C u n y (1 9 7 5 )〔3 ]

C a d e e 和 H 昭e

rna
n (19 7 4 ) [4〕

Jo in t (19 7 5 ) [‘]

C ad e e 和 H 吧e m a n (1 9 7 7 )〔5 ]

R iz n yk(19 7 5 ) [3 ]

Col ijin 和 Jo n g e (19 5 4 ) [8 ]

F ie ld in g 等(19 5 5 ) [9〕

本文

二
单位为 拜g / g 干泥

.

6 月潮滩叶绿素
a 浓度和初级生产力均较 5 月低

,

这与 6 月多阴雨天气
,

底栖微型藻类的

生产受光的限制有关
.

象山港顶部潮滩叶绿素
a
浓度和 初级生产力普遍较港中部和 口部为

高
,

这与顶部水体较为稳定
,

有利于悬浮体沉降
,

使光透射率提高有关
.

象山港水域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为 16 2 9 /( 扩
·

。

)[
3〕

,

低于潮滩底栖微型藻类的初级生产

力
.

这主要与生物 量的高低有关
,

因为潮滩单位面积 叶绿素
a 浓度比水域高数倍

.

Fi el d ing

等 [9] 在 Lan ge ba an 渴湖的观测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

浮游植物生产力为 12 3 岁(衬
·

a )
,

底栖微型

藻类生产力为 1 71 9 /( 衬
·

a )
.

他们认为
,

La ng eb aa n
渴湖春

、

夏季的底栖藻类初级生产力总是

超过浮游植物生产力
.

c ad
e。和 H eg e m an 〔5〕及 co liji

n 和 Jon ge [8] 的结果也表明
,

底栖微型藻类

的生产力往往超过位于其上方水体中的浮游植物生产力
.

5 小结

5
.

1 象山港潮滩表层叶绿素
a
浓度分布具明显的空间区域性

,

港顶部的浓度高于港中部和近

港 口 区
,

高潮 区的浓度高于低潮区和中潮区
.

5 月的叶绿素
a 浓度高于 6 月

,

这均与光照有关
.

5
.

2 受光的限制
,

潮滩沉积物中的叶绿素
a 浓度主要分布在表层

,

随沉积物深度的增加
,

叶绿

素
a
浓度逐渐下降

,

脱镁叶绿素浓度逐渐增大
.

5
.

3 松软
、

平整
、

稳定的潮滩滩面有利于底栖微型藻类的生长和繁衍
,

港区潮滩单位面积初级

生产力超过单位面积水体的浮游植物碳固定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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