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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的测定
流式细胞测定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中原绿球藻、聚球藻和微微型真核藻类细胞数量的流式细

胞测定法。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中上述3个主要类群细胞数量的流式细胞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3 术语和定义

GB/T12763.6—2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浮游生物 plankton
缺乏发达的运动器官,没有或仅有微弱的运动能力,悬浮在水层中,常随水流移动的生物。
注:改写GB/T12763.6—2007,定义3.9。

3.2 
微微型浮游生物 picoplankton
粒径范围在0.2μm~2μm的浮游生物。
注1:微微型浮游生物不是一个严格的生物学概念,而是一个生态学概念。

注2:改写GB/T12763.6—2007,定义3.9。

3.3 
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 photosyntheticpicoplankton
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微微型浮游生物。
注: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又包括自养和异养两种类型,以自养型的占绝对优势。自养型的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由

三个主要类群组成:原绿球藻、聚球藻和微微型真核藻类。异养型的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主要为不产氧光合细

菌(anoxygenicphototrophicbacteria,APB)。

3.4 
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spp.;Pro.
蓝细菌(Cyanobacteria)中的一属,为原核生物,粒径一般为0.6μm左右,其主要特征色素为二乙烯

基叶绿素(DiVinyl-Chlorophyll,DVChl)。

3.5 
聚球藻 Synechococcusspp.;Syn.
蓝细菌中的一属,为原核生物,粒径一般为1μm左右,除了含有叶绿素a(Chlorophylla)外,其主

1

GB/T30737—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