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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岛潮间带软体动物群落分布特征

周时强 黄凌风 郭 丰 郑怀平

厦门大学海洋系 !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江苏盐城工学院海洋工程系

提要 福建海岛潮间带软体动物共鉴定 种 隶属于 纲 科 属 ∀应用群落系数 !等

级聚类分析和极坐标排序研究软体动物群落分布 ∀结果表明 软体动物群落可分为 种类型

即河口型群落 ! 近岸港湾型群落和开阔海域型群落 ∀群落分布与海岛所处地理位置及其生境

类型密切相关 盐度和水动力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

关键词 潮间带 软体动物 分布 福建海岛

福建省海岛资源综合调查资助项目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福建沿海岛屿 !岛礁星罗棋布 约计 多个

仅次于浙江省 分布于北纬 β χ∗ β χ之间的中

国东南沿海 处中 !南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 ∀海岛所

域铀钍沉积特征和年代研究 ∀北京 海洋出版社 ∀ ∀

∗

刘 韶 !温孝胜 !余克服等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19 ∗

温孝胜 !刘 韶 !张惠玲等 ∀热带海洋 16

∗

罗又郎 !冯伟文 !林怀兆 ∀见 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

考察队编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一 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陈绍谋 !吴必豪 !王贤觉等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第

四纪沉积地质学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

刘广山 !黄奕普 ∀辐射防护通讯 18 ∗

陈清朝 !陈森强 !郭忠信 ∀中国大百科全书 大气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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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地理环境有河口 !港湾 !近岸和远岸等多种类型 潮

间带有岩石 !沙滩和泥滩等多种底质生态相 ∀潮间带

软体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由于地处台湾海峡 历史的

原因 长期以来海岛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调查研究受

到很大制约 有的尚属空白 ≈ ∀为此研究福建海岛潮

间带软体动物群落分布 可为软体动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及其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根据5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6和5福建

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技术细则6 作者于 ∗ 年

对福建大嵛山岛 !西洋岛 !三都岛 !粗芦岛 !琅歧岛 !平

潭岛群 !江阴岛 !南日岛 !湄洲岛 !紫泥岛和东山岛共

个海岛潮间带 种主要底质类型共布设 个断面

个站位进行 个季节的周年调查 其中紫泥岛缺

少岩石区 ∀采用 的群落系数公式 ϑ= Χ/ (α

β) ,其中 α !β分别为两样地的种类数 , Χ为两样地共

有种类数 , 计算群落系数矩阵 ∀采用均值联结法

° 聚类分析和极坐标排序 ° 分析 较详细

研究软体动物群落的分布特征 ∀

结果与讨论

2 1 种类组成

福建海岛潮间带软体动物共鉴定 种 隶属于

纲 科 属 ∀其中瓣鳃类 种 腹足类 种 !

多板类 种 !头足类 种和掘足类 种 ∀种数以瓣鳃

类和腹足类占绝对优势 ∀软体动物是福建海岛潮间带

生物种类最多的类群 占总种数的 ∀它们广泛

分布于各海岛 ∀表 记录各海岛软体动物种数 最南

部的东山岛种类最多 达 种 ∀种类较多的还有远

岸岛如平潭 !南日和近岸突出部海岛如湄洲岛 ∀位于

九龙江口很上游区的紫泥岛种类最少 仅 种 ∀

2 2 种类分布聚类分析

以群落系数矩阵为背景数据 采用均值联结法

° 作聚类谱系图 图 ∀图中各海岛的软体动

物群落的种类组成以不同程度的相似关系按均值法

关联起来 ∀分别于 ≥ 和 ≥

处作群落系数水平等级线 和 ∀

从图 可清楚看出 级水平聚类结果

个群落样本群分成 组 ∀ 组包括的群落样本及其

所在海岛有平潭 !东山 !南日和湄洲 ∀本组由广盐性和

高盐性种类组成 一些高盐种和喜浪种的出现是本组

种类组成的特点 ∀高盐种如条纹隔贻贝 Σεπτιφερϖιρ2

γατυσ ! 密鳞牡蛎 Οσρτεα δενσελαµελλοσα ! 双带核螺

Πψρενε βιχινχτα !星状帽贝 Πατελλαστελλαεφορµισ 等 ∀喜

浪的种类如棘刺牡蛎 Σαχοστρεα εχηινατα !敦氏猿头蛤

Χηαµα δυνκερι !草莓海菊蛤 Σπονδψλυσ φραγυµ 等 ∀

组包括三都 !江阴 !大嵛山和西洋 ∀本组种类组成以广

盐种为主 尚有为数不多偏低盐或偏高盐种类 ∀常见

的广盐种很多 如黑荞麦蛤 Ξενοστροβυσ ατρατυσ !僧帽

牡蛎 Σαχχοστρεα χυευλλατα ! 史氏背尖贝 Νοτοαχµα

σχηρενχκι !粒结节滨螺 Νοδιλιττορινα γρανυλαρισ !蛎敌

荔枝螺 Τηαισ γραδατα !红条毛肤石鳖 Αχατηοχηιτον

ρυβρολινεατυσ 等 ∀≤组包括粗芦 !琅歧 由广盐和低盐种

组成 ∀以河口低盐种的出现为特征 如近江牡蛎

Οστρεα ριϖυλαρια !短拟沼螺 Ασσιµινεα βρεϖιχυλα !紫游

螺 Νεριτινα ϖιολαχεα !玛瑙蜒螺 Νεριτα αχηατινα 等 ∀ ⁄

组仅有紫泥群落样本 都是典型的河口低盐性种类如

图 福建海岛潮间带软体动物群落种类组成聚类谱系

ƒ ⁄ ∏

∏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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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拟沼螺 Ασσιµινεαλατεριχεα !光滑狭口螺 Στενοτηψρα

γλαβαρ !石磺 Ονχηιδιυµ ϖερρυχυλατυµ 等 此外少数适

低盐的淡水种类如河蚬 Χορβιχυλα φλυµινεα 等也很常

见 ∀

种类组成是群落重要的基本特征 它不

仅决定或主导群落的性质特点 而且也凸显群落与生

境之间密切的生态关系 ≈
≥ × 与

≥ 年和 与 年等

著名学者在他们的专著中均有详细描述 ∀海岛潮间带

软体动物群落种类组成与环境的生态关系通过聚类

分析也清楚显示出来 ∀ 组包括的海岛是一类地处开

阔海域的海岛 如南日岛远离陆岸 孤悬于台湾海峡

之中 平潭 !东山和湄洲位于陆岸突出部或开敞海湾

湾口 ∀风浪扰动较强 盐度较高 !变幅较小 ∗

是这组海岛共同的环境特点 因此高盐种和喜

浪的种类的出现成为群落种类组成的重要特征 ∀此

外 闽南东山岛由于受南海水系影响 闽中平潭岛群

由于地处台湾海峡北部 黑潮暖流沿台湾东部北上后

分出一支流即台湾暖流冲入闽浙浅海 平潭海域冬季

受其影响 为此 不少暖水性强的种类亦侵入东山和

平潭海岛 如渔舟蜒螺 Νεριτα αβιχυλατα ! 狄氏斧蛤

Χηιον δψσονι 等 ∀上述两岛虽相距近 度纬度 但它

们却以最高的相似程度首先聚合 ∀聚合于 组的海岛

三都 !江阴 !大嵛山和西洋岛均为近岸港湾的海岛 风

浪扰动较小 通常易受陆域因子如季节性沿岸水等的

影响 盐度变幅较大 ∗ 因此广盐性种

类成为本组群落种类组成的主体 ∀≤组的粗芦和琅歧

岛同处闽江口下游区 盐度偏低且变幅大 ∗

河口性的低盐种是本组群落种类组成的特

征 ∀ ⁄组仅有地处九龙江口上游的紫泥岛 盐度最低

平均 变幅很大 ∗ ∀群落种类组成以

河口低盐种为主导 少数淡水种亦扩布加入本组群落 ∀

群落系数 级水平的聚类结果可以看

出 聚合组 和 进一步聚合成更大的新群 ∞组 表

明处开阔海域的海岛与近岸 !港湾的海岛 其潮间带

软体动物群落种类组成相对于河口类型的海岛较相

似 ∀河口区由于两类不同水文性质的水体交汇 理化

环境复杂多变 ∀因此 ≤组中的粗芦和琅歧两岛虽然同

处闽江口 南北隔水相望 两个群落却以较低的种类

相似系数水平聚合 ⁄组的紫泥岛亦属河口型海岛

因地处河口很上游区 且因该岛属于河口冲积沙洲发

育的海岛 无岩石相潮间带 缺失岩相调查断面 因

此 紫泥岛与其他各海岛的群落种类组成的相似程度

均很低 在聚类谱系图中 它是最后关联的群落样本∀

2 3 排序分析

根据相异系数对称矩阵 应用 ° 排序技术 作出

群落样本排序图 图 ∀计算样本间的排序间距并与

对应的相异值求出的相关系数 ρ 排序

可被确认 ∀从排序图中呈现的不同程度分离的点阵可

以看出 个群落样本可划为 群 即 群有平潭 !

东山 !南日和湄洲 群有三都 !江阴 !大嵛山和西洋

≤群有粗芦和琅歧 ⁄群只有紫泥 ∀其中又以 群与

群较相近 可合并为新群 ∀⁄群与其他群相对疏远 ∀排

序进一步印证了聚类分析的结果 ∀

图 福建海岛潮间带软体动物群落极点坐标排序 °

ƒ × ∏ ∏

ƒ∏

结语

聚类分析和排序结果 福建海岛潮间带软体动物

群落可分为 个类型 开阔海域群落 分布于地处远

岸或近岸凸出部 !开阔部的海岛 近岸港湾群落

分布于近岸或港湾水域的海岛 河口群落 分布于

河口区海岛 ∀群落种类组成与海岛所处地理位置密切

相关 ∀盐度和风浪扰动是影响群落种类组成特征的重

要因子 ∀软体动物种类分布与生境的生态关系可为海

岛潮间带软体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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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抑酸功效研究

万瑞香 隋忠国 曹 玉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药剂科

提要 实验测定了壳聚糖对人工胃酸的抑制作用 并与对照药品进行了对照实验 ∀证实壳

聚糖确对人工胃酸有明显的升高 作用 并首次给出了壳聚糖的酸当量 即壳聚糖的浓度为

∗ 时 其平均酸当量为 ≈ 这对开发新型的天然抗胃酸药有重要的价

值 ∀

关键词 抑酸作用 壳聚糖 海洋生物资源

据王爱琴等 年 胡继飞 年 范瑞泉等

年 胡清基 年 ° 等 年 2

∏ ≠
≈ !× ∏ ≥ 等 年报道 壳聚糖的开发

利用已经成为最近 来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

主要热点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然界中存在的甲壳素量

是巨大的 且在多个领域特别是在医药保健领域具有

多种功用 ∀甲壳素脱乙酰基后形成的壳聚糖在医学上

有多种临床功效 所以作为功能食品的壳聚糖已有大

量应用 ∀由于壳聚糖溶于稀酸 使稀酸 升高 借助

于壳聚糖的这一特性 作者对壳聚糖抑制人工胃酸的

功效进行了系统的实验 确立了壳聚糖的酸当量值

并对抑酸机制进行了探讨 这将为壳聚糖开发成为消

化溃疡病人抑酸的天然制剂提供基础 ∀

材料与方法

壳聚糖 用市售对虾食后的皮经脱钙和脱

蛋白质后 获得的甲壳素用 脱乙酯基后制得

其特性为含 ≤ 脱乙

酰度 黏度 ° # 粒度 目 ∀

人工胃酸 取 ≤ 用二次水稀

∞÷° ∞≥≥

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