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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苍南泥相潮间带春末底栖动物生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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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2003 年 6 月对鳌江口南侧苍南县 3 条泥相潮间带断面的调查分析,鉴定出潮间

带底栖动物 74 种, 其中多毛类 8 种, 软体动物 24 种, 甲壳动物 26 种,棘皮动物 1 种, 其他类

动物 15 种。平均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别为 103. 74 g/ m2 , 667 个/ m2 ,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

可占总生物量的 72%和 15% , 断面数量平面分布为巴曹> 白沙> 海城, 垂直分布中潮区>

高潮区> 低潮区,多样性指数 H 值北侧白沙断面( 1. 82)大于南侧巴曹断面( 1. 61) ,均匀度 J

值中间海城断面为最大( 0. 72) ,调查区域北端鳌江淡水注入和南端外侧琵琶山阻挡, 海流及

潮汐的作用影响不一,致使该区潮间带动物种类和数量在南北断面间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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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采样区域位于浙江鳌江口南侧龙港至巴曹潮间

带滩涂,在该区设白沙、海城和巴曹 3 条断面(图 1) ,

每条断面设置 6 个测站(高潮区 1 个、中潮区 3 个、低

潮区 2 个)。于 2003年 6 月当地大潮期间进行采样,

定量样框为 0. 25 m  0. 25 m, 每站随机采样 4 次。

高潮区上层为堤坝,堤下有些区域长有大米草。先拾

取框内滩面上的生物, 再挖至 30 cm 深底泥, 用 0. 5

mm 孔径筛子筛选,分选出底内生物; 定性样品在各测

站周围广泛采集, 所获样品用 5%福尔马林溶液现场

图 1 苍南泥相潮间带断面

Fig. 1 s ect ions of mu ddy intert idal

zone in Cangnan

固定带回实验室分析鉴定,室内样品称质量、计算和

资料分析整理均按国家海洋调查规范进行[1] 。

各生态学参数分别依如下公式计算:

多样性指数( H )采用 Shannonv W eaver公式:

H = - !
S

i= 1
( N i / N ) ln(N i/ N )

均匀度( J )采用 P ielou公式 : J= H / lnS

2 结果

2. 1 种类组成与分布

2. 1. 1 种类组成

3 条泥相潮间带断面已鉴定出底栖动物 74 种,

其中多毛类动物 8 种, 软体动物 24 种, 甲壳动物 26

种, 棘皮动物 1 种,其他类动物 15 种。本区泥相潮间

带底栖动物中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种类约占总种数

68% , 其他各类群所占比例较少。

2. 1. 2 种类分布

3 条断面的潮间带种类分布呈一定差异,巴曹断

面种类最为丰富( 53 种) ;其次为白沙断面( 34 种) ; 海

城断面种类分布最少( 31 种)。3 条断面中各类群的

种类也不尽相同,除多毛类种类海城断面略多于巴曹

断面外, 其余各类群的种类数巴曹断面均占明显优势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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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苍南泥相潮间带各断面种类分布

Tab. 1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muddy intertidal zone in

Cangnan

断面 多毛类
软体

动物

甲壳

动物

棘皮

动物
其他类 合计

白沙 4 14 9 7 34

海城 7 12 10 2 31

巴曹 6 19 16 1 11 53

结合 3 条断面的种类出现频率及数量分布,该区

潮间带的主要分布种有: 真齿沙蚕 ( N er eis neonean

thes )、双鳃内卷齿蚕( Aglaophamus dibranchis )、无

疣卷齿沙蚕 ( I nermonep hty s inermis )、不倒翁虫

( S ternasp is s cutata )、绯拟沼螺 ( A ssiminea later i

cea)、珠带拟蟹守螺( Cer ithidea cingulata )、红带织

纹螺( N assar ius ( Zeux is ) succinctus )、西络织纹螺

( N assar ius(Zeux is) s iquij or ensis )、婆罗囊螺( Retusa

( Coelo phys is) boenensi)、泥螺( Bullacta ex arata)、泥

蚶(T egil lar ca granosa)、彩虹明樱蛤 ( Moer ella ir i

des cens )、缢蛏 ( Sinonov acula cons tr icta )、光滑篮蛤

( Potamocor bula laevis )、剖刀鸭嘴蛤( L aternula( L. )

bos chas ina)、长指近方蟹( H emigrap sus long itar sis )、

锯眼泥蟹( I ly op lax ser rata)、绒毛细足蟹( Raphido

pus ciliatus )、日本大眼蟹 ( Macro phthalmus ( Mar eo

tis ) j ap onicus )、豆形拳蟹(Phily ra p isum)、纵沟纽虫

( L ienus f uscovir id is)、红狠虾虎鱼( Odontambly opus

rubicundus )、弹涂鱼 ( Per iophthalmus cantonensis )、

中华须鳗(Cir r himuraena chi nensis )等。

经济种类约有 20 多种, 主要为真齿沙蚕、长吻沙

蚕(Gly cera chir or i )、异足索沙蚕 ( L umbr iner is het

er op od a)、珠带拟蟹守螺、红带织纹螺、西络织纹螺、

泥螺、泥蚶、江户明樱蛤(Moer ell a j edoens is )、彩虹明

樱蛤、薄荚蛏 ( S iliqua pulchella )、小荚蛏 ( S iliqua

minima)、缢蛏、光滑篮蛤、剖刀鸭嘴蛤、长指近方蟹、

锯眼泥蟹、绒毛细足蟹、日本大眼蟹、红狠虾虎鱼、弹

涂鱼、龙头鱼、双线舌鳎(Cynog lossus ( A r elia) bilin

eatus)和中华须鳗等。

2. 2 数量组成与分布

2. 2. 1 数量组成

3条泥相潮间带断面平均生物量 103. 74 g/ m2 ,

平均栖息密度 667 个/ m2。生物量组成中软体动物

最高, 约占滩涂总生物量的 72% , 其次是甲壳动物 ,

约占 15% ,其它各类群的生物量相对较低, 3 者约占

13%。栖息密度也以软体动物为最大,约占滩涂生物

总栖息密度的 79% , 甲壳动物仍居第 2, 约占 10% ,

多毛类位居第 3, 约占 8% , 其它 2 类密度相对较低,

约占 3% (表 2)。

表 2 苍南泥相潮间带生物数量组成

Tab. 2 The biomass composition of muddy intertidal zone in

Cangnan

生物类群 生物种类
生物量

( g/ m2)

栖息密度

(个/ m 2)

多毛类 8 7. 08 51

软体动物 24 75. 03 530

甲壳动物 26 15. 23 65

棘皮动物 1 4. 72 2

其他类 15 1. 68 20

合计 74 103. 74 667

2. 2. 2 数量平面分布

3 条泥相潮间带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布差异较

大, 生物量分布中, 位于最南侧的巴曹断面为最高

( 176. 36 g / m2 ) , 其次是北侧靠近龙港的白沙断面

( 102. 44 g/ m2) ,而位于 2 者之间的海城断面其生物

量分布较低( 32. 43 g/ m2 )。断面的栖息密度分布与

生物量分布趋势相似, 巴曹断面密度最大, 其次是白

沙断面, 海城断面为最低(表 3)。

表 3 苍南泥相潮间带断面生物数量分布

Tab. 3 The biomass distribution of muddy intertidal zone in

Cangnan

断面 生物量( g/ m2 ) 栖息密度(个/ m 2)

白沙 102. 44 818

海城 32. 43 267

巴曹 176. 36 917

平均 103. 74 667

2. 2. 3 数量垂直分布

表 4、表 5 为该区泥相潮间带底栖动物数量垂直

分布, 表中可见,泥相潮间带底栖动物生物量垂直分

布中潮区( 145. 65 g/ m2) > 高潮区( 90. 59 g/ m2 ) > 低

潮区( 47. 46 g / m2 ) ; 栖息密度垂直分布趋势与生物量

相同, 即为中潮区( 941 个/ m2 ) > 高潮区 ( 693 个/ m2 )

> 低潮区( 154 个/ 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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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苍南泥相潮间带各断面生物量垂直分布

Tab.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enthos of di fferent tidal areas

断面

生物量( g/ m2 )

高潮区
H2

中潮区
M1 M 2 M 3

低潮区
L1 L2

白沙 19. 88 22. 9 111. 85 315. 13 116. 33 28. 55

海城 69. 1 87. 78 17. 44 4. 08 8. 16 8. 00

巴曹 182. 78 438. 38 252. 2 61. 13 54. 16 69. 52

平均 90. 59 183. 02 127. 16 126. 78 59. 55 35. 36

潮区平均 90. 54 145. 65 47. 46

表 5 苍南泥相潮间带各断面密度垂直分布

Tab. 5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enthos of di fferent tidal areas

断面

密度 (个/ m 2)

高潮区
H2

中潮区
M1 M 2 M 3

低潮区
L1 L2

白沙 224 114 1 112 2 736 448 276

海城 752 464 200 72 72 40

巴曹 1 102 2 070 1 884 360 80 8

平均 693 883 1 065 1056 200 108

潮区平均 693 941 154

2. 3 断面多样性统计

经 3 条泥相潮间带断面的生态学参数统计(表

6) ,结果显示: H 在 1. 61~ 1. 81 之间, 白沙断面> 海

城断面> 巴曹断面; J 范围为 0. 63~ 0. 72, 海城断面

> 巴曹断面> 白沙断面。由此表明,在多样性指数较

高的白沙断面,优势种数量分布明显,种间分布不太

均匀,而其它 2 条断面种类间分布相对均匀 ,表明生

物结构较前者稳定。

表 6 各断面生态学参数

Tab. 6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 Cangnan

断面 H J

白沙 1. 82 0. 63

海城 1. 71 0. 72

巴曹 1. 61 0. 66

3 讨论

3. 1 种类数量分布与生境关系

调查区内滩涂宽阔, 一般都有 2 km 以上, 其中

南端的巴曹断面低潮可退至琵琶山外, 长度约有 3~

4 km,在北侧白沙断面和南侧巴曹断面的高潮区下

层, 有大片大米草。调查发现, 该区泥相潮间带底栖

动物数量分布最大种类为光滑篮蛤, 但在不同断面,

海流、潮汐及河流影响不一, 常反映出断面间生物种

类、数量分布呈一定差异[2 ] 。白沙断面彩虹明樱蛤

数量明显多于其它 2条断面,并在中潮区下层拦网中

有大量幼蟹, 这可能与鳌江冲淡水注入以及春末潮间

带区域适合于较多幼体繁衍生长有关。相比之下,海

城断面海流作用明显, 海浪冲刷激烈, 反映出的种类

和数量也明显少于其它断面,但与白沙断面较相似之

处为中潮区中层以上分布着较多数量的真齿沙蚕,由

于该种类经济价值较高, 所到之处, 都见村民挖捕。

与以上断面相比,巴曹断面右侧为琵琶山, 滩涂大多

已承包, 以缢蛏养殖为主, 该断面底栖动物种类和数

量分布相对丰富,其中珠带拟蟹守螺、棘刺锚参数量

明显多于其它断面。由此表明,在左侧有鳌江的白沙

断面和右侧有山阻挡的巴曹断面,由于前者受淡水注

入的影响和后者受海流、风浪作用相对较小, 致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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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和巴曹 2 条潮间带断面的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明

显多于海流、风浪作用大的海城断面。

3. 2 与底质的关系

底栖动物分布与栖息地环境密切, 调查区域的

底质为较丰富的有机质软泥, 随城镇化建设快速发

展,大量有机营养成分排入海域, 随春末光照时间的

增加,滩面底栖硅藻生长茂盛,这为潮间带底栖动物

良好生长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此外,由于浙南的泥

滩平缓,滩面宽度都达千米以上, 涨落潮缓慢,在空气

中暴露时间明显少于浙江其它的岩礁或沙滩, 即使

退潮时滩面仍可保持较大的湿度, 因此, 有一些底栖

动物在不同潮区均有分布,呈镶嵌式分布特征[ 2] 。

3. 3 与邻近潮间带比较

本区泥相潮间带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与浙江海

岛春季( 4~ 5 月)泥滩调查比较, 本区种类约占浙江

海岛泥滩种类( 319 种 ) [ 3] 的 23%和浙江南部海岛泥

滩种类( 218 种) [ 3] 的 40% , 本区生物量比浙江海岛泥

滩平均值( 44. 17 g/ m2 ) [ 4] 高 2. 3 倍和浙南泥滩( 36.

45 g/ m2 ) [4] 高 2. 8 倍,栖息密度也明显比浙江海岛泥

滩平均值( 128. 21 个/ m2)大 5. 2 倍和浙南泥滩 ( 186.

00 个/ m2 )大 3. 6倍; 与浙江其它区域同类底质比较,

本区种类较三门湾 6 月泥滩( 14~ 25 种) [5] 、杭州湾 6

月泥滩( 39 种) [6] 、象山港 6 月( 18~ 29 种) [ 5] 多; 生物

量较杭州湾 6 月泥滩( 24. 76 g / m2 ) [ 7] 高、较象山港 6

月( 170. 14 g/ m2 )和三门湾( 295. 47 g / m2 ) [8] 低,栖息

密度则低于象山港 6 月( 814 个/ m2 )、三门湾 6 月( 1

092 个/ m2 ) ,高于杭州湾 6 月泥滩( 428 个/ m2 )。由

于本次调查为春末初夏结果, 故反映的是该时段底

栖动物分布情况。

3. 4 底栖动物与环境的关系

底栖动物由于生活在底表层, 其生活环境比水

域生物稳定, 当外部环境变化时他们通常会起敏感

反映,致使种群结构发生变化。如范振钢[ 9]通过青岛

胶州湾沧口潮间带调查和比较研究, 发现该区因长

期受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由 1975 年的 14 种优势种

生物降至 1981 年的 1 种优势种, 表明工业废水长期

排放对附近潮间带生物影响甚大。对于底栖生物评

价海域环境污染状况已有一些报道[10, 11] , 但对于一

些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量较大的区域,定期跟踪调

查研究进行甚少,为此, 在沿海工程项目前期的本底

环境调查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为日后比对提供基本资

料, 而且可通过工程前后的底栖生物种群结构变化来

评价该海域受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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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repor ts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n the benthos at muddy bott om in t hr ee sections

along the south side of the estuar y o f t he Aojiang River, Cangnan County in June, 2003. Seventy four spec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w hich, 8 species are polychaetes, 24 species ar e mo llusks, 26 species are crust aceans,

one is echinodermate, and other 15 species belong to other g roups. T he average biomass and densit y are 103.

74 g / m2 and 667 ind/ m2 r espectiv ely . M ollusks and crustaceans occupied 72% and 15% of the to tal biomass r e

spect ively. The values o f vert ical changes o f biomass and div ersity are as fo llow s: the mid t ide ar ea > the

high tide area> the low t ide area. The highest v alue of H appears at Baisha, w hile the lowest appear s at Ba

cao. The highest value o f J appear s at H aicheng . The differences of species and amount betw een nor th and

sout h sections at the investig ation ar ea are caused by the co act ion of the Aojiang River, sea cur rent and tide.

(本文编辑: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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