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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1 9 88 年 9 月一 1 98 9年 1 月在大亚湾潮间带采集底栖动物标本
,
经分类研究发

现
,
共有 54 7 种

,

其中藻类 91 种
,

多毛类 1 20 种
,

软体动物 2” 种
,
甲壳动物 83 种

,

棘皮动物

19 种
,

其他动物 25 种
。

研究表明
,

其区系性质以热带亚热带暖水种占多数
,

有许多热带种发

展成优势种
。

在水平分布上
,

岩石相种数(3 1 6 )> 沙滩种数(2 2 2 ) > 红树林泥滩(, l); 在垂直分

布上
,

中潮区种数(3 9 8 )> 低潮区(2 2 1) > 高潮区(3 6 )
。

种类组成与分布特性主要与底质类型
、

潮汐
、

潮流及水温等环境要素相关
。

关键词 潮间带底栖生物 种类 大亚湾

为了评价大亚湾核电站投产后
,

热废水对大亚湾生态
、

水产资源及海洋环境的影响
,

受法国电力公司 (E D F ) 委托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于 1 9 8 6 年 12 月一 1 9 8 9 年 9

月对整个大亚湾海域重点在核电站冷却水进出口区域进行了海洋生态调查
,

旨在确定核

电站运行前的生态零点
,

为保护水产资源和冷却水系统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

1 自然环境

大亚湾位于 2 2 “3 0
’

一5 0
’

N
, 1 1 4 “ 3 0

,

一 5 0
‘
E I’ed

,

年均气温 2 2℃
,

属南亚热带气候
。

海

域面积约 6 o ok m , ,

海岸线曲折
,

长约 92 k m
。

三面环 山
,

有淡澳河
、

金竹江等十几条短小

的季节性小溪流人湾内
,

表层年均水温 22
.

9℃
,

年均盐度为 32
.

70
,

是
,

一个高盐性海湾
。

属不正规半 日混合潮
,

一天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
,

存在 日潮不等现象
。

平均潮差

为 lm
,

最大潮差在 2
.

0一2
.

5m 之间
,

湾顶潮差大于湾 口
。

平均潮位具明显的年变程
,

冬半

年潮位高于夏半年
,

以 10 月前后为最高 ; 6 , 7 月最低
。

潮间带滩面较窄
,

海岸主要是基岩
、

沙和砾质 ; 少数为泥质和红树林海岸
。

潮间带底

质以岩相
、

沙滩
、

砾石滩和沙石滩为主
,

少量为粉砂质粘土和泥滩
。

2 材料与方法

根据大亚湾核电站第 2 年海洋生态零点调查的潮间带生物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

按照

法国电力公司第 2 年海洋生态零点调查大纲要求
‘, , 1 9 8 8 年 9一 10 月和 1 98 8 年 12 月一

1 9 8 9 年 l 月(分别代表秋
、

冬季)对潮间带 20 条断面 (图 l) 进行生物取样
。

其中岩石相

1 1 条 (A IR ,

A ZR
,

A 3 R ,
A 4 R ,

A 6 R , A 7 R
,

A SR ,
A g R ,

A lo R 和 B IR , B g R )
、

沙

滩 s 条 (A Z S , A 3 s , A 4M
,

A SS , A 6 S ,
A 1 0 s , B ZS , B SS ) 和红树林泥滩 l 条 (B 7M )

o

*
法国电力公司委托项目

。

李淑卿
、

李翔和厦门水产学院陈昌生协助部分工作
,
谨此一并志谢

。

收稿 日期 : 19 90 年 1 1月3 0 日
.

接受日期 : 19 9 3 年 , 月3 0 日
。

l)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19 8 8 ,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海洋生态零点调查规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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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断面布设 5 个站位
:
高潮区 l 个

,

1 t4
0

29 3 5 4 0 45
’

E

中潮区 3 个
,

低潮区 1 个
。

每站用 2 5 x 2 5(
em

Z

) 定

量框取样 2一8 次
,

易敲碎的牡砺和藤壶等计

数后刮取标本 ;藻类估算覆盖面积 ;一些密度

峨 较小的种可取 , x 5( m
2

) 面积计数 ; 泥沙样

、\

B I R

0

. 红树林泥滩

. 沙滩

▲ 岩石岸

图 1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断面

F 19
.

1 B io lo g ie a l s a m Plin g t r a n s e e t io n in

i n t e r tid a l z o n e in D a ya B a y

用孔径为 lm m 的套筛淘洗
。

同时对各潮区

进行定性取样和观察
。

标本按照 《海洋调查

规范》处理
l

、

根据大亚湾潮汐 资 料
,

综 合 v ai Han

(1 8 9 1) 和 s teph o n s o n
(1 9 4 9 ) 原则

,

将潮间

带划分为高
、

中
、

低 3 个垂直带
。

3 结果与讨论

3. 1 种类组成 调查所得生 物 经 初步鉴

定 有 , 47 种
,

其 中藻类 91 种
,

多毛类 12 0

种
,

软体动物 2 09 种
,

甲壳动物 83 种
,

棘皮动

物 19 种
,

其他动物 2乡种
。

软体动物
、

多毛

类
、

藻类和 甲壳动物占总种数的 91
.

9 5多
,

构

成潮间带生物的 4 个主要类群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区系性质分为下列 4 组 (张 玺 等
,

1 96 3 ; 1 9 5 9 )
。

3
.

L I 东海和南海热带亚热带暖水种 这是大亚湾潮间带生物的主要组成者
,

多为该

海域的主要种或习见种
。

藻类有
,

乳节藻 (G
a la x a “r a o blo o g a , a

)
、

鸡毛菜 (尸
t。; 口。z。J i。

t e , “15)
、

冻沙菜 (H 夕户
, e a ia Po , ic a

)
、

海门冬 (A
s户a r a g o 户: 15 t a : ifo r o is)

、

垫形皮丝藻

(P
e r m o , e m a p “ , in a , a

)
、

树状团扇藻 (p
a d in a a r b o r e s c e n s

)
、

鹅肠菜 (E
, J a r a c h御

去i, g 人a m ia e
)

、

网球藻 (D ic t yo s户ha o r ia e a , e r , o s a
) ; 动物有

,

青蜡(B
a r

b a ‘ia o ir e s c e n s
)

、

短石蜂 (L i‘h o 夕h a c o r ‘a
)

、

翡翠贻贝 (p
o r , a , ir id i,

)
、

条纹隔贻贝 (s
己夕, fje r , ir g a -

t“ :
)
、

草毒海菊蛤 (s户
。 , d夕l。 : jr a g 。。)

、

杂色鲍 (H
a lio , 15 J io e r : ic o lo r

)
、

龟甲蛾

(C
e lla o a z e s ; 。J i , a r ia )

、

笠贝 (A
c m a e a s , r o , g ia n a

)
、

鸟爪拟帽贝 (p
a t ello id a s a c c ha -

, i , 。 l。n
)

、

星状帽贝 (P
a t e lla s : e llafo r o i: )

、

斑马蹄螺 (T
r o e h u s

(T
.

) m 。c 二l。t o s
)

、

塔

形马蹄螺 (T
.

(T
e c ; “s

) P夕r a m is)
、

肋蝎螺 (U m b o n i“m c o s ; a , 。 m )
、

红底星螺(A
s , r a e a

h a e m a t r a g a
)

、

节蝶螺 (T
u r b o a r , ic 二 la 了。 s

)
、

齿纹蜒螺 (N
e r i, a

(R it e n a
) 夕0 1岔11)

、

塔

结节滨螺 (N
o j iliz : o r i , a P夕r a m i己a li : )

、

短拟沼螺 (A
ss im i, e a b r e o ic “la )

、

复瓦小蛇

螺 (S
o r Pu lo r b is im b r ic a ‘a

)
、

平轴螺 (p la , a x is s u lc a ‘。 s
)
、

沈滩栖螺 佃
a t illa r ia

b o r o ii)
、

沟纹笋光螺 (了
e r o b r a lia , “Ic a ta )

、

双带循桑堪螺 (CI夕Pe o m o r “了 b ifa 了c ia t 。:
)

、

特氏循桑根螺 (C
.

t r a illi)
、

中华拟蟹守螺 (C
e r i, h id e a sin e n s is)

、

普通蟹守螺 (c
o r i

-

, h i。。 , e r th iu m )
、

蛋白乳玉螺 (p
o lyn ic e : a lb u o e n

)
、

粒神螺 (A p o lo o o lio a : 口 r : “ b。
-

s , 。 s
)

、

红螺 (R
a 户a n a b o z o a r

)
、

珠母核果螺 (D
r 。户a m a r g a r it ic o la

)
、

镶珠核果螺

(D
.

m “ 5 1, a
)

、

粒核果螺 (D
·

g r a n o la , a
)

、

蜗敌荔枝螺 (T h a is g r a j a ; a
)
、

枣红眼球贝

1 ) 国家海洋局
, 1 9 7 6 , 海洋调查规范

,

第 , 分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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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o s a r ia he l, 0 1。)
、

杂色牙螺 (c
。zo m 西。11。 , 。r : i‘口lo r

)
、

圆点笔螺(M i, r a s c “ t“ la t a
)

、

石磺 (o
。‘人ij iu m , e , ; “ c “ z。 t“ m )

、

网纹藤壶 归
。z。 n “ :

(刀
.

)
r e t ic o za ; 。s

)
、

刺藤壶 (B
.

(M
e g a b a la。 。s

)
, o lc a o o

)
、

白条地藤壶 (石
“ r a 户n ia 留 it he r , i)

、

龟足 (p
o llic印

e s o it。
-

lla )
、

中国宣 (T
a c 人yp ze o s t r ij e n , a to s

)
、

锯缘青蟹 (s
c yzza s o r r a t a

)
、

光滑异装蟹

(H
e t e r o 户a o o 户e g la b r a

)
、

长腕和尚蟹 (M ic t夕r is 10 , g ic a r 户“ s
)
、

角眼切腹蟹 (T m e t hy
-

Po c o e lis c e r a to Ph o r a
)
、

清白招潮 (U
c a

(C
elu c a

) la c t e a
)
、

斑点相手蟹 (S
e : a r m a

(p
a r a s e : a r o a

) 户i
c t “m )

、

沙氏辐蛇尾 (o 户人i
a c t is s a r ig , y i)

、

小刺蛇尾 (o 户h io t hr ix

, x ig o a
)
、

皱柄海鞘 (s tyela 户lic a z a
) 等

。

优势种为小珊瑚藻 (C
o r a lli, a 户ilu lije r a

)
、

铁丁菜 (Ish ig e o
及

a m “ r a i)
、

享氏马尾藻 (S
a r g a : ; “m h e , 5 10 留 ia n “m )

、

瓦氏马尾藻

(5
.

o a c h o llia , 。m ) 和棘刺牡蝠 (s
a c ‘o : : ; 。。 。‘无i, a 多a

)
、

敦氏猿头蛤 (C ha m a J “ , 天。r )
、

日本花棘石肇 (L io lo 户h“ r a ja 户o o ic a
)

、

银 口 凹螺 (Ch lo r o : to , a a r g y r o s t o m a
)

、

黑凹

螺 (C
.

o ig e r r im a
)

、

小翼拟蟹守螺 (C
e r i; h ij e a m ic r o 户t e r a

)
、

胆形织纹螺 (N
a s s a r i二s

, h e r : i‘e s
)

、

日本笠藤壶 (T
e t r a c li了a ja 户o n ic a

)
、

鳞笠藤壶 (T
.

s叮。 a m o s a s今u a m o s a
)

、

扁

平珠网海胆 (A
r a c h i, o id o s 户la c e o t a

)
、

紫海胆 (A
n th o c i了a r is c r a ss i印i, a

)
。

3. L 2 广温广分布种 为潮间带不同生境中的主要 种 或 习 见 种
。

主 要 有 团 紫菜

(p
o r 户h夕r a s“ b o r b ic “la t a

)
、

小石花菜 (G
e li了i“ m J io a r ic a : 。m )

、

海萝 (G lo io 户。ltis

f, r c a t a
) 和利波巢沙蚕 (D io p a t r a , e a p o lit a n a

)
、

岩 虫 (M
a r p hys a s a n g “ i, e a

)
、

裸体

方格星虫 (S IP“ , c “ l“ s , u d u s
)

、

带偏顶蛤 (M
o d io l“s

(M
.

)
c o m Pt “s

)
、

中国绿螂

(G la “ c o o y a c h i, e , 5 15 )
、

大竹蛙 (S
o ze , g r a , J is)

、

杂色蛤仔 (R
“J it a p 。, , a r io g a 才a )

、

鸭嘴蛤 (L
a t e r n “la (L

.

)
a n a t io a

)
、

红条毛肤石鳖 (A
c a o t ho ‘h it 口n ; “占; 口11, 。。 t“ ;

)
、

嫁

蛾 (C
e lla , a t o r e二 m a

)
、

史氏背尖贝 (N
o t o 。 ‘。 。。 : c h r e , c及i)

、

单齿螺 (M
o , 口d o o t a

la bio )
、

粒结节滨螺 (N
o d ilit t o r in a g r a n “la r i ,

)
、

短滨螺 (L it t o r in a b r e o ic , la
)

、

粗糙

滨螺 (L
.

s c a b r a
)
、

黑口滨螺 (L
.

m ela , o : t o m a
)
、

古氏滩栖螺 (B
a t izla r ia c “。‘。9 1)

、

珠带拟蟹守螺 (C
e r

it h id 君a c in g o la t a
)

、

红树拟蟹守螺 (C
.

r h iz o Ph o r a r u m )
、

拟紫口 玉

螺 (N
a t ic a 夕a , t人o s t o m o ij e s

)
、

脉红螺 (及
a 夕a n a , e , o s a

)
、

沈荔枝螺 (T h a is c la , ig e r a
)
、

黄口荔枝螺 (T
.

lo t e o st o 仍a
)

、

双带核螺 (p yr e , e b ic io c t a
)

、

中华笔螺 (M it r a c h in e -

。5 15 )
、

甲虫螺 (C
a n t ha r 二 5 c e c ille i)

、

秀丽织纹螺 (N
a s s a r i“ : J o a lb a z “s

)
、

日本菊花

螺 (S IPh o n a r ia ja Po n ic a
)

、

白脊藤壶 (B
a la n u s

(B
.

)
a lb ic o s t a ‘。 :

)
、

海嶂螂 (L ig ia

e x o t ic a
)

、

四齿矶蟹 (p
o g e , , ia g u a j r i己e n s

)
、

弧边招潮 (U
c a

(D
elt 二 c a

)
a r c u a 多a )

、

日本大眼蟹 (M
a c r o 户h th a lm “s

(M
a r e o t is) ja Po o ic “ s

)
、

淡 水泥蟹 (1 1夕
o la 罗 ; a n s“ ie

-

, 5 15
)

、

长足长方蟹 (M
e t a Pla x 10 , g iPe s

)
、

刺冠海胆 (D ia d e m a s e to s“m )
。

优势种为

黑荞麦蛤 (X
e , o , t r o b。 ; a t r a t a

)
、

僧帽牡蜗 (S
a c c o : t r e a c “ c , lla z a

)
、

锈凹螺 (C hlo r o -

: to m a r , s t ic a
)

、

奥莱彩螺 (Clit h o , o , a la , ie n sis)
、

纵带滩栖螺 (B
a t illa r ia : o n alis)

等
。

3. L 3 黄海
、

渤海和东海暖温带种 有的也是习见种
,

但多不为优势 种
。

如 络 紫 菜

(p
o r 户h夕r a c r is户a t a

)
、

石花菜 (‘
。lij io m a m a n sii)

、

鹿角海萝 (G zo io 户e zt is , 。n a x
)

、

小杉藻 (G ig a r t io a i, te r m o d ia
)

、

羊栖菜 (S
a r g a s s“ m fu sifo r m e

)
、

半叶马尾藻 (5
.

h em iPhyllu m )
、

礁膜 (M
o n o s t r o m a , it i己“ m )

、

砺菜 (U I, a c o o g lo b a t a
)

、

孔石药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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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e r : , s a
)

、

刺松藻 (c
o j i“ m fr a g ile

) 和真齿沙蚕 (N
a m a lyc a s t is , e o , e a n , h o s

)
、

短拟

帽贝 (p
a te llo id a 户yg m a e a

)
、

渔舟蜒螺 (N
e r it a

(T h el犷o s tyla )
a lb ic illa )等

。

3
.

1
.

4 南海热带种 如甸枝马尾藻 (S
a r g a s , 。 m p o ly c ys t “ m )

,

豆荚钳蛤 (1
5 0 9 , o m o ,

le g “m e n
)

、

咬齿牡蜗 (S
a c c o s t r e a o o r d a x

)
、

加夫蛤 (G
afr a r iu m Pe c t io a t u 。)

、

曲畸

心蛤 (A
, o m a lo c a r d ia fle x “o , a

)
、

盘氏隙蛾 (H
e , it o o a Pa , hi)

、

大马蹄螺 (T
r o c 人, ,

(
,

.

)
, 宕10 , ic “ s

)
、

镶珠隐螺 (C la , c u lu s , a r g a r it a r iu s
)

、

镶边海豚螺(A
, g a r ia la e in ia ; a

)
、

尖角马蹄螺 (T
; o c hu :

(了
.

)
c o n 二s

)
、

肋蜒螺 (N
e r iz a

(R i , e , a
)

c o s z a t a
)
、

玛瑙蜒螺

(N
.

a c丹a ; i , a
)

、

波纹蜒螺 (N
.

, , 己a t a
)

、

锦蜒螺 (N
.

(A m Ph io e r i , a
) Po lit a

)
、

多色彩

螺 (c lit人。 , 5 0 留e r b ia , u s
)
、

笠帆螺 (C
a lyPt r a e a m o r b id a

)
、

卵黄宝贝 (CyPr a e a

(L yn c i , a
)

。 i , e ll“ :
)
、

肉色宝贝 (C
.

(L
.

)
c a r , e o la )

、

图纹缓贝 (M
a“ r it ia m a户户a

)
、

黄揭绿亚 贝 (L
o r ia i, a b ella )

、

嵌线螺 (C夕, a z i。。 Pile a r 。
)
、

暗唇核果螺 (D
r “P a

m a r g i, a , r a
)

、

多角荔枝螺 (T 方
a i : h i户户o c a : : a n u m )

、

刺荔枝螺 (T
.

e c hi, a u la t a
)

、

白斑

荔枝螺 (T
.

, “了0 2户人i)
、

褐棘螺 (C入i
c o r e u : b r u 。 , e o s

)
、

火红土产螺 (p is a o ia 19 , e a
)

、

美丽唇螺 (E
, 9 1 , a 户。Ic人r a

)
、

花冠芋螺 (C
o 。。, c o r o , a tu s

)
、

织锦芋螺 (C
.

t e x , 11。)
、

中华小藤壶 (e h th a m a l。 : : in e , 5 15 )
、

白纹方蟹 (C
r a p s u : a lb o li, e a t o s

)
、

棕环海参

(万
0 2口 t入。 ; ia fu : c o c in 。r e

)
、

秘密角峰巢珊瑚 (F
a o it 。s a香J it a

)
、

朴素扁脑珊瑚 (尸z
a -

砂君夕r a r 。: , ic a
)
。

有些种类也可发展成为优势种如
,

鳞构拿蛤 (A
, o m a lo d is e , : s宁, a -

m o s a
)
、

霜鹿角珊瑚 (A
c r o Po , a Pr o i, o s a

)
、

中华蔷薇珊瑚 (M
o 。 , iPo r a 5 1, e n e sis ) 等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区系的复杂性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所制约
。

从以上区

系分析中可看出
,

热带亚热带暖水种为主要成分
,

其次是广温广分布种
。

大亚湾的潮波主

要是太平洋潮波经巴士海峡传人南海后由湾 口传人的
,

由于南海外海水的作用
,

年均水温

高达 22
.

90 ℃
,

故热带
、

亚热带区系成分更强
,

如鳞构拿蛤甚至成为优势种
。

秋
、

冬季受粤

东沿岸流影响
,

低温低盐水在湾内环流作用下进人湾内
,

使冬季水温降至 巧
.

43 ℃
,

一些暖

温种分布于此
。

舟山与大亚湾潮间带生物按区系同属印度
一

西太平洋区
,

但大亚湾潮间带

生物组成较复杂
。

该区系中主要分布于南海的热带种在舟山不曾出现
,

即便有也不能发

展成为优势种
。

同样
,

大多数温带区系成分也进不了大亚湾
,

如胶州湾潮间带的优势种东

方小藤壶 (Ch , ha m a l。 : ‘ha ll。。g 。r i)
、

鼠尾藻 (S
a r g 。 ; : “。 t hu m b 。r g ii)

、

蓝蛤(A lo id i:

sp
·

) 和滩栖蛇 尾 (才m 户几i“ r a o a 了ic o za ) 在大亚湾也未曾出现
。

3. 2 种类分布与季节变化

3. 2. 1 种类水平分布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
,

在 3 种生态相中以岩石相的种数最多 (31 6

种 )
,

沙滩次之(2 22 种)
,

红树林泥滩最少(51 种 )
。

在岩石相
,

软体动物居首位
,

藻类居第

二位 ;在沙滩和红树林泥滩相中均系多毛类占第 1 位
,

软体动物占第 2 位
。

不同生态相中

各类群的分配见图 2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的种数
、

种类组成和分布与底质类型息息相关
。

岩石相生物主要

由固着生物 (各种藻类
,

牡蜗
,

藤壶等)
、

吸着生物 (笠贝
、

嫁蛾
、

蜒螺
、

滨螺
、

荔枝螺
、

马蹄螺
、

石磺等 )
、

钻孔生物 (短石怪 )和自由活动的种 (端足类
、

蟹类
、

海嶂螂等)组成
。

主要种和 习

见种有
,

海萝
、

铁丁菜
、

垫形皮丝藻
、

半叶马尾藻
、

瓦氏马尾藻
、

小珊瑚藻
,

僧帽牡砺
、

棘刺牡

蜗
、

异短齿蛤 (B
r a e hid o n t e s o a r ia bilis)

、

敦氏猿头蛤
、

青蜡
、

粒结节滨螺
、

渔舟蜒螺
、

齿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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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
其他棘庆甲�邪软体多毛藻类

刃
卜

今二心式矶�
‘

�;�
.

�八八.’.品乙勺梦�

n�门�OU�b

禽象

矛邸耘
红树林

渭唱一嶙

⋯⋯⋯⋯⋯⋯⋯⋯
图 2 3 种生态相中各类群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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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蜒螺
、

银口 凹螺
、

锈凹螺
、

单齿螺
、

平轴螺
、

日本菊花螺
、

龟足
、

白脊藤壶
、

日本笠藤壶
、

鳞

笠藤壶
、

小相手蟹 ( N a n o : 。s a r m a
(N

.

) m i , “ t“ m ) 等组成
。

在沙滩和红树林泥滩相中
,

主要由底埋动物
,

管栖
、

穴居动物及 自由活动的种类组成
。

两生态相间除少数种类交替出现外
,

种类组成同样有所不同
。

沙滩相的主要种和 习见种

有
,

尖头锤稚虫( A o , id e s o x ye e Pha la
)

、

软沈沙蚕 ( T 夕10 。 。r e i s b o g o夕a , le s夜yi )
、

紫藤

斧蛤 (。
o o a x

( C h io n
)

s o m ig r a n o s u s t r o 户ic u s
)

、

曲奇心蛤
、

凸加夫蛤 (D o n a x z 口m i J
-

“ m )
、

加尖蛤
、

肋蝠螺
、

古 氏滩栖螺
、

珠带拟蟹守螺
、

长腕和尚蟹
、

扁平珠网海胆等
。

鳞构拿

蛤
、

纵带滩栖螺和奥莱彩螺等为该相的优势种
。

红树林泥滩相的主要种和 习见种有
,

六肾拟无吻端 ( p a r a 一 a r n 夕h。 c h it e 人e x 口r 。 , a z。)
、

丝异须虫 ( 月
e t e r o m a : t “5 fi lifo r m i :

)
、

达维革囊星虫 ( Ph a s c o lo s o m a d , n o i c h i )
、

拟安

氏方格星虫 ( 5 1户“ n c o l“ s a , g a so id o s
)

、

棘管枝口 星虫 ( D o n d r o s: o m 二 m s Pi n 二10 5 )
、

蛤则 ( M a c t r a sp
·

)
、

角蛤 ( A n g o l“ 5 s p
·

)
、

雪蛤 ( C h io n e sP
·

)
、

刀明樱蛤 ( M o e r 。lla

‘ul ; 。 ;
)

、

中国绿螂
、

黑口滨螺
、

红树拟蟹守螺
、

圆球鼓窗蟹
、

弧边招潮
、

淡水泥蟹
、

锚海参

( p r a ‘a n 及yr a s p
·

) 等
。

小翼拟蟹守螺为该相的主要优势种
。

颤
高潮区

{{{{{

低潮区
其他棘皮甲壳软体毛多藻类

中潮区

图 3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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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各潮区各类群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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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相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沙滩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红树林泥滩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图 4 3 种生态相各潮区各类群种数比较

F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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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种类垂直分布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的垂直分布主要受潮汐因素的影响
。

种的垂

直分布与潮汐的关系非常明显 (图 3 )
,

中潮区 (3 98 种)> 低潮区 (2 2 1 种 )> 高潮区 (36

种)
。 3 种生态相种数都是中潮区最多

,

除红树林泥滩高潮区种数大于低潮区外
,

其他

都是低潮区> 高潮区 (图劝
。

大亚湾潮间带高
、

中
、

低 3 个潮区种类组成均以软体动物居

首位
。

在高潮区
,

甲壳动物占第 2 位 ; 中
、

低潮区
,

多毛类占第 2 位
,

依次为藻类和甲壳动

物
。

软体动物
、

多毛类
、

藻类和 甲壳动物构成了大亚湾潮间带生物的 4 个主要类群
。 3 种

生态相中种类的垂直分布又不尽相同
,

岩石相
、

沙滩和红树林泥滩相
,

高潮区均以软体动

物居首位
。

在岩石相和沙滩相
,

中
、

低潮区软体动物 占第 1 位
。

红树林泥滩
,

在中潮区多毛

类占第 l 位 ;在低潮区
,

软体动物占第一位
。

高潮区种数少在于该地带受潮水淹没的时间较短
,

暴露的时间较长
,

受烈 日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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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响较大
,

环境因素不稳定不利于生物的生存
,

因而生活在这儿的是少数较耐干燥的

种
。

每种生物都有其分布的临界高度和范围
,

滨螺生活在高潮区
,

白脊藤壶和龟足可以延

伸至中潮区上界 ;囊藻
、

铁丁菜和僧帽牡砺
、

蜒螺
、

日本笠藤壶和鳞笠藤壶等只局限于中潮

区 ; 而大马蹄螺
、

节蝶螺和霜鹿角珊瑚等
,

则几乎只能生长在低潮区以下水界 ;海嶂螂
、

蟹

类和菊花螺等则可在整个潮区自由活动
。

3. 2 3 种类季节变化 3 种生态相的种数季节变化是秋季 > 冬季 (图 匀
。

冬季
,

岩石

相中的藻类种数虽有所增加
,

但因瘤荔枝螺
、

白斑荔枝螺
、

大马蹄螺
、

节蝶螺和图纹缓贝等

热带种从低潮区向浅水区下移
,

又使种数大减
。

冬季种数减少的另一原因则是某些一年

旧旧旧
入其他棘皮甲壳软体毛多藻类·

⋯.
乙
·,-,.’�六.’丫?,.’梦..卜、州喇州训肖爪队曰巨曰民

厂卜扮拼价拼州4|叫

40

攀柔

象
着

翔洲妙汀一秋

i:::价林能�成一队比

岩石相 沙滩 红树林泥滩

图 , 3 种生态相各类群种数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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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种类成体至冬季即自然

死亡
,

如鸭嘴蛤等
。

种类

的季节变化
,

实际上反映

出种类与气温和 水温变化

的关系
。

冬季
,

粤东沿岸流

限制了热带种的分布
,

本

区虽有许多热带种
,

但多

不能发展成优势种
。

夏季
,

南海外来水同样阻止 了暖

温种的进一步发展
,

使该

水域暖温种 明 显 比黄 渤

海
、

舟山潮间带少
。

尽管各

类群种数的季节变化不尽

他其皮棘甲壳体软多毛藻加 类80

拓禽

介一秋

图 6

S e a s o n a l

潮间带各类群种数的季节变化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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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

就整个趋势来看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种数以秋季多于冬季 (图 6 )
。

3. 3 种类组成与分布同环境因子的关系 大亚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
,

构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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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海域潮间带生物特有的生物区系
。

岩石相中潮区
,

隐蔽型海岸 (A 3R ) 以僧帽牡砺为

优势种 ;开敞型海岸 (A 7 R ) 则以日本笠藤壶
、

鳞笠藤壶为优势种 ;半开敞海岸 (B g R ) 是

既有牡蝠又有藤壶的过渡类型
。

冬季
,

在隐蔽型海岸 (A 3 R ) 的中潮区囊藻占优势 ; 在半

隐蔽型海岸 (B g R ) 其覆盖面积明显减少
,

只有零星镶嵌分布 ; 在开敞型海岸则根本消

失
。

固着在中潮区下界和低潮区的马尾藻
,

在开敞型海岸极为茂盛 ;在隐蔽型海岸几乎消

失
。

沙滩也有类似的情形
,

隐蔽型海岸的中潮区
,

纵带滩栖螺
、

奥莱彩螺栖息密度和生

物量极大 ; 开敞型海岸几乎见不到其踪迹
。

由于开敞海岸受风浪潮流冲击大
,

底质不稳

定
,

粒径偏大且组分高
,

因而有机质含量较低不利于食沉生物而利于滤食生活的紫藤斧

蛤
。

笠藤壶和马尾藻都是喜浪的生物种
,

笠藤壶可以在激浪冲击过程中进行正常的摄食
,

因而一般生活在开敞型海岸
。

囊藻受风浪的冲击容易破损
,

只适合在隐蔽海岸中生长
。

st ephe ns o n
等 (1 9斗9 )也曾指 出

,

由于浪花的作用
,

海岸开敞程度的增加可使潮间带的滨

螺分布向高潮区延伸 ; 海岸的隐蔽程度增加又可使笠藤壶分布带和数量显著减少
。

大亚

湾潮间带生物种的水平分布反映出底质类型的影响
,

种的垂直分布则反映出潮汐的影响
,

种类的季节变化却反映了温度的影响
。

而在同一生态相中
,

开敞型海岸
、

半开敞型海岸与

隐蔽型海岸之间种类组成的差异又表现出潮流的影响
。

隐蔽
、

半隐蔽和开敞型海岸间
,

除了生物的种类组成不同外
,

在种数上三者也存在着

差异
。

岩石相隐蔽型海岸的种数 (88 种 )> 开敞型海岸 (平均 “ 种)> 半隐蔽型海岸 (平

均 46 种) ;沙滩生态相中
,

隐蔽海岸的种数 (63 一 87 种)> 开敞海岸 (8一 23 种)
。

由此可

见
,

无论岩石相或沙滩相均以隐蔽海岸的种数多于开敞海岸
。

4 结语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已鉴定有 5 47 种
,

与中国沿海其他海区比较
,

种数较多
。

胶州湾潮

间带生物 23 0 种 < 舟山潮间带生物 3 76 种< 厦门潮间带生物 4 01 种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

5 4 7 种(范振刚
, 2 9 8 1 , 1 9 8 5 ; 福建省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

, 1 9 6 0 ;蔡如星等
, 19 9 0 )

。

这说明
,

随纬度减小而增加的生物种数分布规律
,

在该湾得到进一步证实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与舟 山
、

厦门潮间带生物同属印度
一

西太平洋区区系
,

其重要的特

点是暖水种获得大量发展
,

且出现 了更多的热带种
,

有的种尚可发展成为优势种
。

固着在

低潮区附近的纯热带种霜鹿角珊瑚和蔷薇珊瑚
,

虽不能形成珊瑚礁
,

但其有一定的覆盖面

积
。

大亚湾潮间带生物种数的水平分布
,

岩石相 > 沙滩 > 红树林泥滩 ;垂直分布
,

中潮区

> 低潮区 > 高潮区
。

种类组成和分布与环境因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
,

在大亚湾潮间带

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底质类型
、

水温度
、

潮汐和潮流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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