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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寨港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生态与滩涂养殖容量的研究

潮间带表层底栖动物数量的初步研究

黄 勃 张 本 陆健健 欧宗东 邢增祥

海南大学水产系 海口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研究所 上海

提要 于 年 ∗ 月 对东寨港红树林区潮间带表层大型底栖动物进行调查 初步分析

了东寨港红树林区潮间带表层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 !密度等生态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 东寨

港红树林区潮间带表层大型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栖息密度为 个 以

期为合理开发与保护东寨港红树林区底栖生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东寨港 红树林区 潮间带 底栖动物

红树林生态系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之

一 初级生产量可达 ∗ # 其中尤以十足

甲壳类更为突出 ≈ ∀研究红树林区潮间带大型底栖动

物种类组成 !数量分布等生态特点 可以了解这些动

物与红树林的关系 以便为红树林区滩涂生态系的保

护 !开发 !利用及其周边地区养殖容量的估算 提供相

应的科学依据 ∀

红树林生态系是潮间带 种生态类型之一 ∀大型

底栖动物是红树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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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寨港红树林区潮间带表层大型底栖动物调查断面分布

ƒ ×

≠ 黄勃等 ∀东寨港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初步

描述 海洋科学 待刊 ∀

该生态系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中积极的消费者和转移

者 ≈ ∀养殖容量的估算主要建立在对底栖动物生态的

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如澳洲 2 湾 !

加拿大 ∏ ∏ 湾 !日本等的养殖容量的估算 ∀近

几年来 红树林生态系的研究倍受重视 国内已有关

于红树林底栖动物的文献资料报道 主要是对其他红

树林区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分布 !生态 !有机物含量

等方面的报道 至今未发现有国内对海南东寨港红树

林区大型底栖动物生态的文献报道 ∀东寨港红树林区

是我国红树种类最多 面积最大的红树林分布区 ∀本

文初步分析了东寨港红树林区潮间带表层大型底栖

动物的生物量 !密度等生态特点 为合理开发东寨港

红树林区底栖动物资源和为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及保护区的管理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 ∀本文报道初步

结果 ∀

材料与方法

于 年 ∗ 月 在东寨港对红树林区潮间带

表层大型底栖动物进行调查 琼山东寨港地理位置位

于 β χ β χ∞ 样品取自东寨港自然保护区塔

市 ! 演丰及和北港岛之间的区域 ∀自北至南共分为

个断面 每个断面按潮间带设 ∗ 个取样站点 共

个站点 ∀每站点用 ≅ 定量框取样 次

同时进行了各潮区和红树林区邻近泥滩生物的定性

取样和观察 以补充定量采集时所采不到的种类 图

∀取样方法是先计数取样框内泥面上的动物 然后

挖底质 深 用底层网孔最小为 的复合筛筛

洗 共筛洗 次 每次分离出其中的全部埋栖动物 分装

入标本瓶内 贴上标签 ∀样品用 的中性福尔马林

液固定 带回实验室再进行分类鉴定 !计数和称重 ∀

结果

东寨港潮间带表层底栖动物组成复杂 数量丰

富 属于高生产力海域 ∀根据采样定量样品的鉴定 分

析结果 底栖动物样品的平均生物量为

栖息密度为 个 其种类组成包括软体动物 !

甲壳动物 !多毛类 !鱼类及其他动物 ≠ 表 ∀

软体动物

腹足类以汇螺科和黑螺科的种类最丰富 ∀双壳

类以帘蛤科 !牡蛎科和蚶科的种类最丰富 ∀

甲壳动物

蟹类以梭子蟹科和方蟹科为绝大多数 其他类

别还有虾类等 ∀

其他动物

主要以鱼类和多毛类为主 ∀鱼类最具代表特征

的类群为弹涂鱼 ∀多毛类较常见的为沙蚕科 ∀组成中

占优势的类群是软体动物门的腹足类 其平均生物量

为 占总生物量的 ∀其次为甲壳动

物的蟹类 平均生物量为 占总生物量的

∀其他类群生物量均较低 ∀各类群的生物量中

软体动物的腹足类居首位 甲壳动物的虾类最低 ∀

红树林潮间带表层底栖生物的平均栖息密度 其

多毛类为 个 软体动物的腹足类为 个

双壳类为 个 甲壳动物的蟹类为 个

虾类和鱼类都为 个 ∀栖息密度同样以软体动

物的腹足类占第 位 虾类和鱼类栖息密度比较低 ∀

在总共 个站点取样中 其中以第 断面的第

站点的样品生物量最高 为 以第 断

面的第 站点的样品生物量最低 为 ∀

讨论

生物量的分布数据是估计水域生产力 预测资源

量所必需的基本资料 ∀东寨港的底栖生物量为

表 为各海区总生物量平均值及其组成 ∀东寨

港的取样本次为 左右以上的潮间带表层生物

以下未计算在内 所以生物量比实际情况低 ∀从表

可见东寨港的平均生物量 比各海区

的生物量都高 且软体动物最占优势 汇螺科 !梭子蟹

科和黑螺科的种类最丰富 ∀这些动物繁殖期长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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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潮间带表层底栖动物生物量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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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海区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及其组成 单位

Ταβ .2  Τηε αϖεραγε βιοµασ οφ µαχροβεντηοσιν Χηινεσεσεασ

海区 总生物量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类 其他

东寨港   

深圳福田≈  

大亚湾≈   

东海内陆架≈    

东海外陆架≈     

南黄海≈   

北黄海≈   

渤海≈  

胶州湾≈

快 种群补充迅速 具有较高的饵料价值和食用价

值 ∀甲壳动物有食用蟹类锯缘青蟹 红树林也是锯缘

青蟹的重要生产地 ∀红树林对于海洋渔业的意义不仅

在于红树林海区本身就是良好的渔场 更重要的是它

作为虾蟹繁殖地和育苗场对海洋生产潜力的巨大贡

献 ≈ ∀所以东寨港红树林区有高生产力 资源丰富 可

以合理利用和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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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对虾病毒病先后在台湾 !泰国 !中

国 !日本及印度等地区和国家暴发流行 ∀虽然在病原 !

病症 !传播途径 !药物及养殖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已取

得了一定进展 但对虾病毒病仍未得到根本控制 ∀病

原性微生物侵入生物体内能否引起疾病的传染流行

取决于病原致病力和机体抗病力以及环境因素的共

同作用 ∀迄今为止 不管对人类病毒还是动 !植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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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过对虾池内主要环境因子与对虾病毒病相关关系的研究 发现虾池内化学需氧量

≤ ⁄ 太高是诱发对虾病毒病暴发流行的主要环境因子之一 ∀利用多级 ≥型净化池可以大幅
度消除水体中的 ≤ ⁄ 有效预防对虾病毒病的暴发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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