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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研究

李军!季相星!姜玲!姜毅
"连云港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2连云港2111%%$$

摘2要!1%$W 年 $% 月和 $$ 月调查了海州湾潮间带 Q#51 个断面的大型底栖动物"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 1( 种"其中 Q断面

发现 $( 种"5断面 1' 种%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总平均丰度为 $ /(% ;V1 "总平均生物量 $4W&$$ <*;1 $ Q#51 断面的丰度

生物量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 1 个断面底质类型不同造成的$ 潮间带 b>@..G. VS,9.9A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 1&(%"波动为

1&00 ]'&0W"其沉积物环境存在轻度有机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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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潮间带生态环境复杂多变"生物资源丰富"是
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底质相对疏松的泥砂
质滩涂"常适合于较多经济物种的养殖"其产量在
海产品中常占相当大的份额$ 海州湾位于中国黄
海中南部"为典型的开敞式海湾"呈新月形"是砂
质 V岩石海岸和泥质海岸的交汇地带$ 近年来"国
内学者已对渤海湾#黄河口#长江口等典型的潮间
带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 V/ . "但对砂质#岩石和泥
质交汇地带的海州湾潮间带却鲜见报道

- 4 V( . $ 现
于 1%$W 年 $%($$ 月调查分析海州湾潮间带大型
底栖动物的丰度#生物量及生物多样性"以期为该
海域潮间带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
$&$2站位设置

在海州湾潮间带共设置 1 个断面"Q断面为典
型的砂质潮间带"5断面为泥质潮间带$ 在每个断
面上分别按高潮带#中潮带和低潮带依次设置 ' 个
站位"共计 ) 个站位"见图 $$

图 >?海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调查站位

$&12分析方法
使用 \[b 定位"在潮位适合的时候到设置的

站点处进行采样$ 采用 1W J;l1W J;取样框随机
取样" 每 次 取 ' 个 平 行 样$ 取 样 后 当 场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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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的网筛进行筛选"将筛选后所留物装入塑
料瓶中"加等体积 $%j甲醛溶液固定后"置于常温
保存$

实验室内使用 %&W ;;网筛进行样品分选后"
解剖镜下进行样品种类鉴定及计数$ 样品的采集#
保存#计数和称量均按照+海洋调查规范,和+海洋
监测规范,进行 - $% V$ $ . $
$&'2数据处理

优势种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 #̀#&#.D9PGH
9̀L@E,K9#;?GAE@.J9' -$ 1 .

进 行 确 定$ 计 算 公 式
如下!

#̀#T&M Y4' VW
式中!M (((每种的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百

分比%
4(((每种的丰度占总丰度的百分比%
W(((该种出现的频率$

生物多样性采用 b>@..G. VS,9.9A多样性指
数 & Q1' -$ ' . # O@A<@L9H丰 富 度 指 数 & ? ' -$ 0 .

及

[,9LGBf-均匀度指数&01' -$ W .
进行分析$ 公式如下!

Q1 TU%
D

$T$
,$LG<1,$%01 TQ1ILG<1D %? T&D U

$' ILG<14$
式中!,$(((第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

比值%
4(((总个体数%
D(((总种数$

@?结果分析
1&$2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组成

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 1( 种"分属于 W 个
门类"各门类种数及所占比例见图 1$ 其中 Q断面
共发现 $( 种"包括多毛类 $$ 种"甲壳动物 0 种"软
体动物 1 种"纽行动物及腕足动物各 $ 种%5断面
共发现 1' 种"包括多毛类 $$ 种"甲壳动物 W 种"软
体动物 W 种"纽形动物及腕足动物各 $ 种$

表 $ 分列出了各断面相对重要性指数&#̀#'前
W 位的种$ 由表 $ 可见"$% 种生物中包括多毛类 W
种和软体动物 0 种"说明这 1 种生物类群在调查潮
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中有着重要作用$ Q#5
两断面优势种差别较大"#̀#前 W 位没有相同的种
类%Q断面以多毛类为主"而 5断面软体动物的优
势较明显"特别是中国绿螂 &P8-7$"("(2$2'的优势
度远高于其他种类$

图 @?各门类种数及所占比例

表 >?相对重要性指数##̀#$前 W 位的种

中文名 拉丁文名 #̀#

Q 智利巢沙蚕 Z$&@*)%* -7$+$("2$2 04&(/
断 中阿曼吉虫 =%'*"?$* $")(%'(?$* 0/&$/
面 浅古铜吻沙蚕 P+:-(%* 23<*("(* 01&W0

光滑河篮蛤 ,&)*'&-&%<3+* +*(#$2 '/&1%
光滑狭口螺 D)("&)7:%* 1+*<*% 1$&(W

5 中国绿螂 P+*3-&':* -7$"("(2$2 $'0&$'
断 强壮藻钩虾 ='@$)7&(#*+$)* '%&/4
面 多齿围沙蚕 ,(%$"(%($2"3")$* '%&//

双壳类幼体 R$#*+#$* 1$&W1
中蚓虫 A(?$&'*2)32-?& $0&%1

1&12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
1&1&$2丰度

表 1 列出了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度$ 由
表 1 可见"大型底栖动物总平均丰度为 $ /(% ;V1$
丰度的波动范围较大&')4 ]W 044 ;V1'"这主要是
由于 Q#5两断面的丰度差异较大造成的"Q断面
的平均丰度为 W%/ ;V1"5断面的平均丰度为
' %/1 ;V1$造成 Q#5两断面丰度差异较大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底质类型的不同$ Q断面为砂质潮间
带"除高潮带 Q$ 含少量泥外"中潮带 Q1 和低潮带
Q' 均为砂质底质$ 5断面为泥质潮间带"除高潮
带 5$ 含少量粗砂外"中潮带 51 和低潮带 5' 均
为泥质底质$ 泥质潮间带有机质含量丰富"砂质
潮间带有机质含量低"造成了 Q#51 断面的丰度
差异$
1&1&12生物量

表 ' 列出了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
由表 ' 可见"此次调查大型底栖动物的总平均生物
量为 $4W&$$ <*;1"范围为 %&'( ])%4&/$ <*;1$ 生
物量的波动范围也较大"Q#51 个断面生物量差异
较大"Q断面的平均生物量为 $&W4 <*;1"5断面的
平均生物量为 ')4&)0 <*;1$ Q断面丰度较低且未
发现大个体的生物"导致其生物量也较低$ 5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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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了 大 量 的 大 个 体 生 物" 如 多 齿 围 沙 蚕
&,8"3")$*'#绒毛近方蟹&Q('$1%*@232@("$-$++*)32'
等"特别是高潮带 5$ 及中潮带 51 均发现了大量
的中国绿螂&P8-7$"("(2$2"高潮带 0('&%4 <*;1"中
潮带 '/)&1% <*;1 '$ Q断面低潮带生物量最高"
其次为高潮带"而中潮带最低$ 5断面生物量由高
潮带至低潮带逐渐降低$

表 @?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丰度 ;V1

大型底

栖动物
Q$ Q1 Q' Q断面 5$ 51 5' 5断面 总平均

多毛类 '1% $/) '40 1(' 1 %04 (/) 004 $ $W/ /1W
软体动物 )0 $) )0 04 $ 1() 0)0 4% )$' ''$
甲壳类 $)% $/) )0 $'' $ )() ((1 0)0 $ %W$ W(1
其他 )0 % '1 '1 004 $(1 $$1 1W$ $0$
总和 )%4 ')4 W00 W%/ W 044 1 )10 $ $%0 ' %/1 $ /(%

表 A?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 <*;1

大型底栖动物 Q$ Q1 Q' Q断面 5$ 51 5' 5断面 总平均

多毛类 %&)' %&%4 $&)1 %&/4 $%'&(1 )4&$% 'W&0% )(&$0 '0&()
软体动物 %&%/ %&$4 $&(2 %&/1 0('&') '/)&1/ %&%/ 14(&(% $0W&'$
甲壳类 %&%/ %&$1 %&%' %&%/ $%&$1 W&4' $%&1$ 4&/1 0&'(
其他 %&%1 %22 %&%$ %&%$ $&'% %&(% %&0' %&44 %&00
总和 %&/( %&'( '&W) $&W4 )%4&/$ 0W$&$% 0)&$$ ')4&)0 $4W&$$

1&'2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
表 0 列出了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由表 0 可见"调查潮间带种数平均值为 $1&1 种"波
动范围为 / ]$W 种%Q1 平均值 1&(%"波动范围
1&'0 ]'&0W%01 平均值 %&4/"波动范围 %&)4 ]
$&%%%? 平均值 $&$%"波动范围 %&/% ]$&W$$ Q#5
两断面多样性相差不大"5断面发现的种数略多于
Q断面"多样性略高于 Q断面$ Q1能够较好地指
示沉积物环境有机质污染状况

-$) V$/. "调查潮间带

Q1 平均值为 1&(%") 个调查站位中有 ' 个站位
Q1 p'"认为调查潮间带的沉积物环境存在着轻度
的有机质污染"但并不严重$

表 L?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多样性

指数
种数 D b>@..G. VS,9.9A

指数 Q1 均匀度 01 丰富度 ?

Q$ $W '&0W $&%% $&W$
Q1 / 1&'0 %&)4 %&/%
Q' ( 1&00 %&/$ %&44

Q断面 $( 1&/0 %&4% $&%'
5$ $W '&%W %&(0 $&$'
51 $' 1&4/ %&4( $&%)
5' $0 '&10 $&%% $&1(

5断面 1' '&%) %&(0 $&$)
总平均 $1&1 1&(% %&4/ $&$%

A?讨论
表 W 为该次调查与其他海域潮间带大型底栖

动物调查结果的对比$ 由表 W 可见"调查发现的种

类数最少"Q1仅次于福建海坛海峡潮间带"丰度仅
次于烟台潮间带"生物量仅次于黄河三角洲和烟台
潮间带$

表 W?与其他海域潮间带调查结果比对

采样

地点

采样

时间
种类

丰度 *
;V1

生物量*
&<0;V1 '

Q1 参考

文献

环渤海 1%%4 V%( /) ')/&0 $%%&( $&'1 -$.
黄河三角洲 1%$% '' )(1&' )W4&( $&4W -1.
烟台 1%%((1%$% $$$ 1 %'0&0 $(4&( $&(( -'.

江苏中南部 1%$' V%W($$ )' )W&$W (0&1$ $&/4 -0.
长江口 1%$1 V%(($1 '/ W%&%) $'&'' $&)4 -W.

福建海坛海峡 1%%W(1%%) 114 W/$&W $1&$0 '&01 -).
该研究 1%$W V$%($$ 1( $ /(% $4W&$$ 1&(% 该研究

22

调查发现的种类较少可能是由于调查的点位

和次数都比较少造成的$ 如环渤海调查共发现 /)
种"但其调查点位多"实际波动范围为 1 ]1' 种"烟
台潮间带共发现 $$$ 种"但其调查次数多"实际波
动范围为 ' ]') 种$ 文章进行了 1 个断面的一次
调查"未来还需多断面多次数的调查才能更好地反
映海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虽然发现的种类较少"但丰度及生物量并不
低"这主要是由 5断面的高丰度高生物量造成的$
对比 Q#51 个断面"5断面的丰度是 Q断面的 )
倍"生物量是 Q断面的 1'' 倍$ 造成 Q#5两个断
面丰度生物量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底质类型的

不同$ 同其他几个潮间带相比"海州湾潮间带 Q1
较高"仅次于福建海坛海峡潮间带"说明海州湾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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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带沉积物环境要优于除福建海坛海峡外的其他

几个潮间带"但也存在着轻度的有机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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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表 @?回收率测定结果

样品
样品中硫质量测定值*;<
加标前 加标后

加标量*;<回收率*j

$ 1&'' 0&($ 1&// ('&$
1 1&'W W&%% 1&// (W&/
' 1&01 0&(4 1&// (1&0
0 1&'1 W&1$ 1&// $%0&'
W 1&0( W&%'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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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结语
利用植物样品与艾士卡试剂混合灼烧"将植物

中的硫转化成硫酸盐"用离子色谱法测定硫酸根"
再根据硫酸根的含量换算获得植物的含硫量$ 经
验证"这种检测植物中含硫量方法的检出限#精密
度#回收率各项指标均能满足测定要求"并能快速
准确地实现植物中含硫量的测定"适用于大批量植
物样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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