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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年胶州湾红岛海域生物的初步研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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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根据 2 0 0 3 年 10 月底 和 n 中旬对红 岛海域的大 面积调 查资料

,

对该 海城 的底栖生物现

状进行 了初步研究
。

调 查结果表明
,

远 岸海城底栖生物样品的多样性指数低 于 3
。

生物种 间

个体数分布 比较均 匀
,

优势种不 明显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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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生物是海洋食物链中的关键的 一环
,

是许

多种的仔鱼
、

幼鱼
、

及底层鱼类 的重 要饵料来源川
。

掌握底栖生物群落的变化 和种群的动态变化对 于生

态环境的保护
,

以及合理开发 和利用海洋生 物资源

有 重要 的意义 [l]
。

胶州湾位 于 山东半岛的西南部
,

界 于 3 5
0

3 8
‘

一

3 6
0
1 8

‘
N

,

1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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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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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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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之间
,

是半封闭式的天

然海湾
。

由于其周围海域环境和地理位置优越
,

周边

工业发展迅速
,

旅游 和城市开 发力度逐年加大
,

人类

活动对胶州 湾生态环境的影响 日益 加剧
,

湾内外 的

生物种类
、

群落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急剧 的变化
。

该地

区底栖生物组成复杂
,

种类丰富
,

同时湾内有许多有

经济价值的底栖生物
,

例如
,

菲律宾蛤仔已有半个多

世纪的捕捞历史
,

最高的年捕捞量可达十几万吨
。

目

前
,

这些有经济价值的底栖生物资源 已经受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
。

红岛海域是重 要 的渔业水域
,

而且这里 的开发

以海洋为特色
,

因此做好环境现状调查十分重要
。

作

者通过 2 0 0 3 年 10 一 n 月对 红岛大面积海域进行的

调查取样
,

研究该海域的底栖生物的种类
,

分布
,

以及

优势种类
,

为该地 区底栖生物资源 的合理开发 和持

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1
.

1 调查项 目

本次主要调查 了底栖生物分布及优势种类
。

1
.

2 调查站位与调查时 间

调查站位见图 1
,

共 17 个站位
。

1 2 0
0
15

,

1 2 0
0
2 0

‘

E

叼夺

N
.

ZL
o
g的红 岛、 l.s

气
.

,矛
.

汾3.6匀
.q q

、
.

”
.一匕O

.

”

厂
胶 州 湾 扩唯

图 1 调查站位

F ig
.

2 T he s k e t eh m a p o f in v e s t ig a t io n s ta t io n

对底栖生物进行小潮一个潮水的监测
,

调查分别

于 2 0 0 3 年 1 0 月 3 1 日(大潮 )和 2 0 0 3 年 1 1 月 1 5 日

(小潮 )乘城阳海洋渔业局的渔政轮采样
。

1
.

3 调查方 法

海 域生 物 因子 的采集
、

贮存
、

运 输和预 处 理按

G B1 7 3 7 8
.

6
一
1 9 9 8《海洋监测规范户〕所规定的方法进

行
。

1
.

4 评价方 法

根据各监测站位底栖生物的生物密度
,

分别对样

品的多样性指数
、

均匀度
、

丰度
、

优势度等进行统计学

评价 分析
,

计算 公式采 用 香农 一 韦弗 (S han no n--

W
ea v e r)多样性指数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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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海水增养殖 区监测技术规程 》提供的生 物

多样性指数评价标准
,

即 H
‘

值在 3一4 为清洁区域
,
2

~ 3 为轻度污染
,
1一 2 为中度污染

,

< 1 为重污染
,

来

衡量调查海域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状况
。

2 调查结果

2
.

1 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共采集底栖样品 n 个
,

其中 1 # 、

2 “
、

4书
、

8 特
、

9 #
、

16
#
站位未采到样品

。

调 查海域共获底

栖生物 30 种
,

且全部为底栖动物
.

隶属 于纽形
、

环

节
、

软体
、

节肢
、

棘皮和脊椎等 6 个动物门
。

环节动物

中多毛类出现的种类数最多
,

共 16 种
,

占底栖生物总

裹 1 底栖生物种类

T ab
.

1 T a b le of 拍n ds o r be n thos

只凳塑单髦

种类数的 5 6
.

33 环 ;软体动物次之
,

共出现 7 种
,

占底

栖生 物种类数的 23
.

33 % ; 甲壳类共 出现 4 种
,

占

1 3
.

33 % ;纽形
、

棘皮动物和鱼类各 1 种
,

分别占3
.

3 %

(表 1)
。

1 9 9 8 年李新正
、

于海燕等报道共获得底栖动

物 19 5 种
,

其中多毛类 79 种 (占 40
.

51 % )
,

软体动物

3 9 种 (占 20
.

0 0 % )
,

甲壳类 5 2 种(占 2 6
.

6 7 隔 )
,

棘皮

动物 8 种 (占 4
.

1 0 % )
,

其他 1 7 种 (占 5
.

7 2 % ) [3 ]
。

调

查海域的常见种 (出现频率在 50 % 以上者 )为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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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物量组成与分布

调查海域底栖生物 生物量变化范 围在 0
.

16 一

1 4 7
.

7 8 9 / m
Z
之间

,

平均为 2 3
.

4 9 / m
Z 。

生物量组成

以多毛类
、

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占优势
,

其他类群占比

例较小见表 2
。

多毛类生物量变化范围在 。一 2
.

92 9 / m
Z
之间

,

平均为 0
.

71 9 / m
Z
占底栖生物 总 生物量的 3

.

0 %
。

该类群生物量平面分布较均匀
,

以 17
#
站位最大

。

软体动物生物量变化范围在 。一 29
.

6 9 / m
,
之

间
,

平 均为 5
.

08 9 / m
Z

占底栖 生 物 总 生 物量 的

2 1
.

7 %
,

以 1 0 #
、

1 7 粉站位相对较大
。

甲壳类生物量变化范围在 。~ 146
.

02 9 / m
,

之

间
,

平均为 13
.

31 9 / m
Z
占底 栖生 物 总 生 物量 的

5 6
.

9 %
,

以调查海域的 3拐站位生物量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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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底栖生物t 组成及分布

T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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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m Z )

组成

(% )

生物量

(g / m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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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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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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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2 3
.

40 13
.

3 1

2
.

3 群落特征 数分析
,

多样性指数较低的原因
,

主要与出现的种类

从调查海域底栖生物样品各参数值分析统计结 较少
,

样品 的丰度值较低相关
。

由于各站的均匀度值

果 (表 3) 来看
,

本次调查远岸海域底栖生物样品的多 较高
,

优势度较低
,

表明调查海域底栖生物种间个体

样性指数低于 3 (仅有 5 号站为 3
.

3 8)
,

生物群落呈非 数分布比较均匀
,

优势种不明显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健康状态
。

从样品的丰度
、

均匀度值和优势度特征指 因 目前尚不清楚
。

衰 3 底栖生物群落特征参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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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本次调查远岸海域底栖生物样品的多样性指数

低于 3 ,

生 物群落呈非健康状态
。

据李新 正等报道

1 9 9 8年胶州湾物种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3
.

50
,

而 1 9 9 9

年物种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3
.

33 川
。

由此可看出多样

性指数有下降的趋势
。

调查海域底栖生物种类较少
,

种间个体数分布比较均匀
,

优势种不明显
,

造成这种

现象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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