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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主要无脊椎动物资源

及其群聚多样性特征
*

吴 耀 泉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提 要 于 1 9 8 4 年 4一 11 月在莱州湾水域进行资源调查
。

分析表明
,
主要 22 种虾

、

蟹

和头足类的捕获量为 3 7 2 4 0 0 尾
, 8 84 3 k g ; 动物种类多样性 H

`

值为 1
.

80 一 2
.

36
。

其中春季

( 5月 ) H
`

值较高
,
为 2

.

3 6 ; 夏季 ( 8 月 )的为 1 8 9 : 秋季 ( 1 1 月 )的仅为 1
.

8 0
。

显示种类多样

性为中等偏低
,

种类群聚结构较简单
。
这 3 个季度月的种类多样性等值线分布趋势是

,

莱州湾

中部和黄河 口北侧的 H
’

值
,
一般高子邻近水域

。

关键词 无脊推动物 群聚多样性

莱州湾是我国北方海区的重要渔场之一
。

为了发展渔业生产
,

在 80 年代相继进行了

渤海渔业资源的调查 (邓景耀等
, 1 9 8 8 ;孙道元等

, 1 9 8 9 ; 吴耀泉等
, 1 9 9 0 )

。

本文根据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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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莱州湾拖网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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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

吴耀泉
,

收稿日期 : 1 9 9 4 年 6月 2 日 ,

接受 日期 : 一9 94 年 1 -

口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 查。 ,

较 为

全面地对莱州湾水域主要无脊椎动物资

源及其群聚的多样性进行分析研究
。

为

了解莱州湾的无脊稚动物种类多样性动

态
,

以及对监测本渔场资源利用程度
,

提

供重要的基准数据
。

1 材料与方法

于 1 9 84 年 4一 n 月在莱州湾 共 设

拖网站位 41 个
,

其中包括海岸带 24 个

站位 (图 l )
。

使用 1 85 H P 双船底层拖

网
,

每月上旬拖网一次
,

每站拖网 1 110

所有渔获物均作现场分类
,

称量和计数
。

调查时各站测定温度
、

盐度和水深及底

质类型
。

采 用 S h a n n o n一W e a v e r
( S h a n n o n

e t a l :
,

19 4 9 ) 种类多样 性 指 数 ( H
’

)
,

( 1 9 7 5 ) 种类均度指数 ( )J 和种类优势度指

男 , 出生于 1 9 3 , 年 10 月
, 副研究员

。

月 3 0 日
。

l)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1 98 6 ,

山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第三调查区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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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
2

)等计算群聚结构 (林双淡等
, 1 9 5 4 ;费鸿年等

, ` 9 8 ` )
。

即 : 二H
’

一 一艺
p 、 `o ; Z p ` ,

式中
, : 为样品中的种类总数 ; 尸`

为第 ; 种的尾数与样品中总尾数的比值
(朴

2 结果与讨论

.2 1 资源状况 对逐月调查所得样品鉴定表明
,

无脊椎动物共 59 种
。

其中
,

甲壳类最

多
,

共 25 种 ( 占 4 .2 4外 ) ;软体动物 21 种 ( 占 35
`

6外) ; 棘皮动物仅 5 种 ( 占 .8 5务) ; 其它 8

种 ( 占 13
.

5务 )
。

动物种类除少数为冷温性种如褐虾外
,

大部分是分布于近岸浅水区的暖

温性广温广盐种
。

调查表明
, ” 种动物总捕获量为 4 7 7 5 00 尾

、
9 2 97 k g 。

而主要 22 种虾蟹和头足类的

捕获量达 37 2 4 00 尾
,

共 8 84 3 kg
。

其中
,

数量居首的口虾姑总获尾数高达 142 176 尾 (占

3 8
.

18 外 )
。

其次
,
日本枪乌贼和火枪乌贼达 9 0 2 3 4 尾 (占 2 4

.

2 3外 )
,

梭子蟹达 5 2 8 5 0 尾

( 占 1 4
.

19多)
。

其它如中国对虾
、

鹰爪虾
、

褐虾和脊尾褐虾的尾数也很高
。

见表 l 。

表 1 主要无脊椎动物的捕获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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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 22 种无脊椎动物各月平均网获尾数来看
,

出现 2 个高峰月
,

即 6 月的 1 7 68 尾 /

( 网
·

h ) 和 8 月的 1 7 31 尾 / (网
·

h )
。

其中
, 口 虾姑和梭子蟹在 8 月的平均网获尾数最

高
,

分别为 ” 8 尾 / (网
·

h )和 55 0 尾 / (网
·

h ) ; 日本枪乌贼和火枪乌贼在 6 月达 75 2 尾 /

( 网
·

h )
。

而中国对虾和鹰叭虾却在 9 月平均网获尾数
,

分别高达 140 尾 (/ 网
·

h )和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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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网
·

h )
。

这基本说明
,

调查水域无脊稚动物资源较丰富
,

但其结构简单
,

以大型游泳

动物为主导
。

.2 2 动物群聚多样性特征

.2 .2 1 4 个指数值的季节变化 按 22 种主要无脊椎动物的总尾数来分析群聚 多 样 性

的结果表明
,

春季 ( , 月 ) H’ 值最高
,

为 2
.

36
,

显示调查水域群聚多样性较高
。

这是由于 ,

月随水温升至 13
.

5℃ 左右
,

虾蟹和头足类亲体集群产卵场所引起的
。

此时
, d 值

、

J 值和
D

:

值分别为 1
.

1 0 , 0
.

5 8 , 0
.

6 0 ,

说明种类丰度一般
,

均度适中
,

优势种褐虾和脊尾褐虾及口

虾姑的优势度尚可
。

进人夏季 ( 8 月 )
,

H’ 值偏低
,

为 1
.

8 9 ; d值 ( 1
.

04 )和 J 值 ( 0
.

48 )变化不

大 ; D
Z

值却升至 0
.

7 8。

因部分产卵亲体如两种褐虾相继消失
,

种类群聚结构趋 简 单
。

然

而
,

寿命较长
、

数量又大的常年定居种类 口虾姑和梭子蟹的优势度就显得突出
。

至秋季

( 1 1 月 )
,

H
’

值低
,

为 1
.

8 0 ; J 值 ( 1
.

0 8 )和 J 值 ( 0
.

4 5 )与夏季相近 ; 仅 D :

值高达 0
.

8 5 。

说

明该水域 11 月水温下降至 14
.

, ℃ 左右
,

当年新生的中国对虾
、

鹰爪虾
、

无针乌贼进人越

冬徊游
。

同时
,

还受渔业捕捞生产影响
,

种类多样性明显降低乙 但口 虾姑和梭子蟹的优势

度仍较高
。

这反映莱州湾水域 无脊椎动物群聚结构的特点是
,

种类多样性居中
,

种类丰度

和均度一般
。

而口 虾姑和梭子蟹的优势度非常突出
,

这与其资源量高有关
。

.2 .2 2 多样性等值线的分布 调查水域 3 个季度月的多样性等值线分布 (图 2 ) 表 明
,

春季 ( 5 月 )
,

41 个调查站的 H’ 值为 0
.

24 一 2
.

“ ,

平均值为 1
.

47
。

其分布趋势是莱州湾中

部及黄河口 北侧 H’ 值较高
,

为 2一 2
.

5 ,

显示该水域集结的动物种类群聚性比较高 ( 8一 11

种 )
。

而莱州湾沿岸带 H’ 值偏低
,

为 0
.

5一 1
.

0 ,

种类群聚性较差
,

为 5一 7 种 (图 Z a
)
。

夏季 ( 8 月 )
,

41 个调查站的 H’ 值为 0
.

20 一 2 .0 5
,

平均值为 1
.

28
。

其分布状态与春季

有所差异
,

黄河 口两侧沿岸带 H’ 值为 2
.

0 ,

其它水域的 H’ 值为 。
.

,一 1
.

。。

靠近河口 一带

的种类群聚性 尚好 ( 8一 12 种 )
,

这与其繁殖幼体群 习惯于河口附近徊游索饵有关 (图 Zb )
。

秋季 ( n 月 )
,

41 个调查站的 H’ 值为 .0 05 一 2
.

24
,

平均值为 1
.

3。

仅莱州湾口 局部水

域的 H’ 值达 2
.

0 ,

而大部水域的 H’ 值在 1
.

0一 1
.

5 。

这说明秋季大部水域的种类群聚性差
,

动物栖息密度下降
。

其群体趋向深水区 (图 2。 )
。

118 “ 30
`

! 19 。 12 0 0 1一8 0 30
’

119 。

12 0 0 11 8
0

30 ’ 119 “ 叹20
“

E

图 2

F 19
.

2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莱州湾动物种类多样性等值线分布

i s o p l e t h s 0 1 t h e s p e e ie s d i v e r s i t y i n t h e L a i z h o u B a y

a
.

5 月 ; b
.

8 月 ; ` .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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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以看出
,

莱州湾中部和黄河口 北侧动物种类多样性的 H
`

值
,

一般高于邻近

水域
。

这恰好与莱州湾渔场的中心位置基本吻合
。

3 结语

对调查资料的研究表明
, 1 9 8 4 年 4一 n 月莱州湾水域 22 种主要无脊椎动物的捕获

量
,

为 3 72 4 00 尾
、

8 8 4 3 k go 调查水域主要无脊椎动物种类多样性 H’ 值
,

以春季 ( 5 月)较

高
,

为 2
.

36 ;夏季 ( 8 月 )和秋季 ( 11 月 )
,

各为 1
.

89 和 1
.

80
。

显示该水域种类多样性中等偏

低
,

种类群聚结构较简单
。

种类优势度 D
:

值显得高
,

为 0
.

6一 0
.

8 5
,

这与常年定居的口 虾

姑和梭子蟹资源丰厚有关
。
对 3 个季度月的种类多样性等值线分布的分析表明

,

莱州湾

中部和黄河 口北侧的 H’ 值
,

一般高于邻近水域
。

这与莱州湾渔场的中心位置基本 相 吻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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