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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泥样调查所获底栖动物一般为体形较小2活动能力较弱的种类2往往是一些底层鱼类和虾类等良好的天然饵料>
珠江口海域渔业资源丰富2是中国南海区的主要渔场之一2因此2对该海域饵料底栖动物进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通过

5===年 =月和 !###年 "月分别对珠江口底栖生物进行的两个航次的采泥样调查2分别鉴定出底栖动物 58种和 !5种2
共 计 9!种>底栖动物的优势种2秋季为光滑河篮蛤 CDEFGDHDIJKLFLFMNOP6QRSTU;6VW#79A@;2春季为光滑河篮蛤6VW

#7"X";和欧文虫 YZM[OF\KP\DIGOP]̂00̂%_R‘â6VW#75!#;>平均个体数量和生物量2春季为 8=57@RST7bc!和 !X7@db

c!2秋季为 A87#RST7bc!和 @7"dbc!:而在各类群生物中2软体动物占绝大部分2其次为多毛类2其它各类群所占比例都

不足 8e>生物多样性f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的分布均呈由北向南增加的趋势>另外2与近 !#‘中的历史资料相比2珠江口底

栖动物个体数量变化不大2除 !###年春季较高为 8=57@RST7bc!外2其变化范围在 @!7"B5!ARST7bc!之间>春季生物量

除 5==5年较高为 !@7#dbc!外2变化不是很大2大约 5#dbc!:但秋季生物量呈明显下降趋势25=A#年为 9#75dbc!25==#
年为 !@7Adbc!25===年秋季急剧下降至 @7"dbc!>此外2从底栖动物各大类群的百分组成变化情况来看2一般以软体动

物 个 体 数 量6!!7@eBA97!e;和 生 物 量68@7=eBA!78e;都 最 高:多 毛 类 的 个 体 数 量 百 分 组 成 占 第 二 位2其 范 围 是

597"eB8!79e:其它各类群的百分组成除个别时候所占比例较大外2一般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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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底栖生物是海洋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生物食物链结构中的重要环节/对海洋生态系物

质循环Z能量流动有着积极作用[底栖生物的调查研究普遍采用采泥和拖网两种取样手段进行取样/按常

规分析方法/由采泥器获得的标本进行定量分析/拖网所获标本用于定性分析[事实上/这两种取样手段所

获资料是代表两种不同生态类群的底栖生物[从泥样中分选出的标本/大部分都属体形较小/活动能力较

弱的种类/往往是一些底层鱼类和虾类等良好的天然饵料=而拖网所获标本中绝大部分是体形较大而有较

强活动能力的类群/且多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种类/为重要的捕捞对象[
珠江口海域位于广东省海岸中段/呈喇叭形/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南海区的主要渔场之一/因此/饵

料底栖生物生态状况与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有密切关系[本文仅以珠江口采泥样中所获底栖动物种类进

行分析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来源

图 ’ 珠江口底栖生物调查站位示意图

])3,’ _̂6%50.18&421.8@)*32%1%)&*2

’;;;年 ;月和 "<<<年 $月在珠江口分别进行了 "
个航次的底 栖 动 物 调 查/共 设 调 查 站 位 ’$个/见 图 ’[
其 中后一航次只进行了前 ’’个站位的调查[按照‘海

洋调查规范ab’c用大洋 :<型采泥器U张口面积 <#<:."V
取 泥 样/每 个 站 位 取 样 "份/泥 样 经 孔 径 为 ’..套 筛

现场冲洗/生 物 样 品 用 :H的 福 尔 马 林 溶 液 固 定/带 回

实 验室分类鉴定Z计数并称重U湿重V[如取到的泥样/
过 筛 冲 洗 后 未 发 现 标 本/则 该 站 位 生 物 数 量 和 生 物 量

都以d<e计[

\#f 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以下公式对调查海域底栖动物群落

的有关参数进行了统计分析[

U’V优势度 ghUij-kVlj
式中/ij 第 j种的个体数量/lj 该种在各站位中

出现频率/k 总个体数量[

U"V̂01**&*Dm61C69多样性指数

nohpq
r

jh’
sj@&3"sj

式中/sj 第 j种生物所占该站位总个体数量的比

率/t 总种数[

f 结果与讨论

f#\ 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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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航次调查所获标本经鉴定共 !"科 #!种$其中秋季%&’’’年 ’月(有 &#科 &)种$春季%!***年 +
月(有 &"科 !&种,

秋季调查所获标本中多毛类和软体动物都有 )科 -种$甲壳类 !科 !种$棘皮动物 &科 &种,春季调查

则获多毛类 "科 &*种$软体动物 #科 +种$甲壳类 #科 #种$棘皮动物 !科 !种$肠腔动物和扁形动物都为

&科 &种$表 &中列出了主要种类的出现数量和出现频率,
表 . 主要底栖动物个体出现数量%/012(和出现频率%3(

45678. 9:;<=<;>57:>?68@A%/012(5:;BCC>@@8:C8D@8E

F>8:CG%3(BDHI8?5<:68:HI<C5:<?57A

种名

JKLMNOPQMR/MP

秋季 STUTL0 春季 VQW/0X

数量

Y01/Z/1TK[
K\T01K0RM

出现频率

]RRTWWM0RM
OWM̂TM0R_

数量

Y01/Z/1TK[
K\T01K0RM

出现频率

]RRTWWM0RM
OWM̂TM0R_

多毛类 ‘N[_RaKMUM
白色吻沙蚕b ! ’
异足索沙蚕c - &"
弦毛内卷齿蚕d ) ’
小头虫e # &+
丝异须虫f ) !& &! #-
欧文虫g ) h &h+ +)
软体动物 iN[[TPRK
光滑河篮蛤j ’! )* +!& h#
焦河篮蛤k ! h h &"
大河蚬l ! h
甲壳动物 mWTPUKRMK0
蜾蠃蜚no &- #-
新尖额蟹np ! h
棘皮动物 qRa/0N1MWLKUK
洼颚倍棘蛇尾nr ! ’
腔肠动物 mNM[M0UMWKUK
棘海鳃ns & ’

b tuvwxyz zu{z| c }~!{y"w#$xy"% &x’xy#(#)z| d

*+uz#(&z!~%uvy#w&zx’z|e ,z("’xuuzwz("’z’z|f -x’xy#.

!z%’~%/"u"/#y!"%|g 01x$"z/~%"/#y!"%|j 2#’z!#w#y{~uz

uzx3"%|k2#’z!#w#y{~uz~%’~uz’z|l,#y{"w~uz!z4"!z|no

,#y#(&"~~!PQ2|np5x#y&v$w&#(uz4PQ2|nr *!(&"#(u~%)x.

(yx%%~%|ns2’xy#x")x%PQ2

秋6春两季都出现的种类有 +种$占出现种类数

的 &!2)3$这 些 种 类 是 光 滑 河 篮 蛤 2#’z!#w#y{~uz

uzx3"%%7/01P($欧文虫01x$"z/~%"/#y!"%8M[[Mma/.

K9M$丝 异 须 虫 -x’xy#!z%’~%/"u"/#y!"%%m[KQKWM1M(
和 焦河篮蛤 2#’z!#w#y{~uz~%’~uz’z%:MMZM(,关于

生物达到优势度的标准$有学者以黄6东海浮游动物

为例$认为 ;<*=*!的为优势种$而在热带海区以 ;
<*=*&)的为优势种>!?,珠江口地处亚热带区$应介

于两者之间为宜$但 考 虑 到 底 栖 动 物 样 本 的 离 散 性

较大$优势度可略降低$本文以;<*=*&的为珠江口

底 栖动物 的 优 势 种,因 此$珠 江 口 底 栖 动 物 的 优 势

种$秋 季 为 光 滑 河 篮 蛤%;@*=#"h($春 季 为 光 滑 河

篮蛤%;@*=+-+(和欧文虫%;@*=&!*(,其余 "h=)3
的种类在秋6春季出现的情况有所变化$但都不占优

势,可见$虽然春季出现的种类多于秋季$但调查海

域优势种类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A=A 底栖动物的种类分布

在 秋 季 进 行 调 查 的 航 次 中 没 有 采 获 标 本 的 是

&6#6+和 &+号 站 位$"号 站 出 现 种 类 最 多$为 -种$
其次为 &*号站$有 +种$其它站位出现种类为 &B#
种,春季没有生物出现的只有 !号站$"号站出现种

类最多$有 ’种$其次为 h号站$有 h种$&*号站有 )
种$其它站出现 &B+种%表 !(,由此可见$珠江口海

域底栖动物出现的种类数由北向南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且增加的种类主要是多毛类,另外还可看出$多

毛类主要分布在偏 南 海 域$软 体 动 物 和 甲 壳 类 则 分

布范围较 广$从 北 部 到 南 部 海 域 都 有 分 布|此 外$春

季各主要类群生物在各站位中的分布范围比秋季也

都有所增加,

A=C 底栖动物的数量组成与分布

秋6春 季 底 栖 动 物 个 体 数 量 的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是 *B+-*/012DL!和 *B!"-*/012DL!$平 均 值 分 别 为

")=*/01=DL!和 )’&=h/01=DL!|生 物 量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 *B)*=)XDL!和 *B")="XDL!$平 均 值 分 别 为

h=+XDL!和 &!=hXDL!%表 #(,可见$虽然春季的平均个体数量比秋季增加了 h倍$但平均生物量增加的并

不多,个体数量的大量增加主要是光滑河篮蛤和欧文虫的大量增加所致$又因光滑河篮蛤的体形明显小于

秋季$故而生物量的增加并不显著,
从数量的分布来看$秋6春季底栖动物的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即中东部海域的 )6-

和 "号站位显著高于其它站位$西部海域的 +6h6’和 &&号站位较低$虎门口附近及以北海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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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底 栖 动 物 个 体 数 量"#$%&’()*和 生 物 量"+’

()*的分布情况

,-./0! 123452.64278 7928:2;2:6-/-.68:-8<0

"#$%=’()*-8:.27>-33"+’()*79.084?73

站 号

@A(BC#$+
D#EFD

秋季 GHEH($ 春季 @BI#$+

个体数量

J$%#K#%HAC
ALH$%A$MF

生物量

N#O(ADD

个体数量

J$%#K#%HAC
ALH$%A$MF

生物量

N#O(ADD

P Q Q )Q )&Q
) )Q P&Q Q Q
R Q Q SQ )&Q
S Q Q )RQ R&)
T SUQ )T&T )VUQ VT&V
U )QQ V&Q PQTQ V&P
W PQ P&Q RTQ W&P
V RSQ TQ&T PUXQ )T&)
X RQ )&S PPQ P&X
PQ UQ T&X )QQ R&U
PP )Q Q&T TQ P&X
P) )Q S&S Y Y
PR RQ S&) Y Y
PS Q Q Y Y

平均值

GKFIA+F
VT&Q W&S TXP&W P)&W

表 Z 各站位底栖动物种类数的分布"秋季’春季*

,-./0Z 123452.642787986>.0579.084?733[0<203284?0

3->[/28\32403"AHEH($’DBI#$+*

采样站位 @A(BC#$+D#EFD
P ) R S T U W V X PQPPP)PRPS

多毛类] Q’PQ’RR’WP’))’R)’)P’
软体动物^ Q’P Q’PQ’RR’)P’PQ’))’PP’P)’QQ’PP’ )’
甲壳动物_ P’Q Q’P P’) Q’PQ’P
棘皮动物‘ P’P Q’P
其它类群a Q’)
总计 @H( Q’PP’QQ’PQ’SR’)P’SP’WU’X)’RS’T)’S)’ )’

]bOCcMdAFEFê fOCCHDMAe_gIHDEAMFA$e‘hMd#$O%FI(AEAe

aiEdFI+IOHB

与 PXVQ年 秋 季jPXVP年 春 季 珠 江 口 海 岸 带 和 海 涂 资

源 综 合 调 查 和 PXXQ年 秋 季jPXXP年 春 季 珠 江 口 海 岛 资 源

综 合调查的底栖生物调查资料kRlSm进行了比较分析"表 S*l
可 看 出l)QA来l珠 江 口 底 栖 动 物 的 个 体 数 量 变 化 不 大l除

)QQQ年春季个 体 数 量 较 高 外"TXP&W#$%=’()*l秋j春 季 个

体数量较稳定l其范围在 W)&SnP)V#$%&’()之间o秋季生

物量呈下降趋势l由 PXVQ年的 RQ&P+’()略降至 PXXQ年的

)W&V+’()l尤 其 是 近 PQA来 生 物 量 下 降 的 更 为 明 显l到

PXXX年秋季已经降为 W&S+’()e春季的生物量除 PXXP年较

高为 )W&Q+’()外l变化不是很大l维持在略大于 PQ+’()

的水平o
从表中还可看出l)QA来l底栖动物各大生物类群中l除 PXVQ年秋季个体数量百分组成中多毛类最高

为 T)&Rpl其次是软体动物为 ))&Wp外l其它年份春j秋季都是以软体动物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百分组成最

高o个体数量百分组成占第 )位的lPXXQ年秋季为甲壳动物外l其它年份则是多毛类e生物量百分组成占第

)位的lPXVP年春季jPXXX年秋季和 )QQQ年春季为多毛类lPXVQ年和 PXXQ年秋季则为棘皮动物lPXXP年

春季为其它类群o
表 q Zr-来珠江口底栖动物各生物类群的数量组成百分比变化情况"pl秋季’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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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JEF(

个体数量百分组成

J$%#K#%HACALH$%A$MFMO(BOD#E#O$

生物量百分组成

N#O(ADDMO(BOD#E#O$
PXVQ’PXVP PXXQ’PXXP PXXX’)QQQ PXVQ’PXVP PXXQ’PXXP PXXX’)QQQ

多毛类 bOCcMdAFEF T)&R’ PW&W’PW&S PR&S’RQ&X R&V’RP&R R&W’)&S PS&U’)Q&X
软体动物 fOCCHDMA ))&W’ SX&W’SW&) VR&)’UT&) V)&T’TW&X U)&X’TX&U WV&U’WS&R

甲壳动物 gIHDEAMFA$ P&T’ )P&Q’PT&P )&T’)&W T&T’PQ&W W&Q’W&Q P&X’)&S
棘皮动物 hMd#$O%FI(AEA Q&W’ X&S’PS&P Q&V’Q&T V&P’ )T&T’X&U S&X’Q&X

其它类群 iEdFI+IOHB Q&R’ )&)’U&) ’Q&T Q&P’ Q&X’)P&T ’P&P
个体数量"#$%&’()*和生物量

"+’()*的平均值 GKFIA+F
P)V’PQP W)&S’XU&U VT&Q’TXP&W RQ&P’PQ&W )W&V’)W&Q W&S’P)&V

另外l从底栖动物各大类群的百分组成年际变化来看l春j秋季的多毛类和软体动物个体数量及甲壳

动物生物量百分组成年际变化都较稳定l尤其是软体动物生物量的百分组成的年际变化最为稳定o其它各

大类群底栖动物的百分组成年际变化则波动较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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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变化

珠江口底栖动物的多样性分布情况见表 $%秋&春两季 ’&(和 )号站位多样性指数均为 *+’*和 ’’号

站均,’+而其它站位各季节多样性指数变化较大%从空间分布上看+多样性由北向南增大+且多样性增加

的站位春季比秋季有所扩大%
表 - 底栖动物的多样性分布情况

./012- 34567408649:9;049<=4>27546?

多样性指数

@ABCDAEFGHAIJ

站号 KLMNOAPQHILIABPH

秋季 RSISMP 春季 KNGA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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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Y+’) $+U+Z
,’ Z+’*+’’+’( T+V+Y+’*+’’

[ 小结

\’]两 个 航 次 底 栖 动 物 调 查 共 获 标 本 )(种+

(***年 T月 春 季 调 查 出 现 的 种 数 为 (’种+多 于

’YYY年 Y月秋季出现的种数\’$种]+增加的种类主

要为多毛类+且各主要类群分布范围也有所扩大%两

个季节出现的主要 优 势 种 变 化 不 大+主 要 为 光 滑 河

篮蛤&欧文虫%底栖动物出现种类数和多样性的空间

分布均呈由北向南增加的趋势%

\(]春季 底 栖 动 物 的 个 体 数 量 和 生 物 量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Y’"VAPD̂_M(和 (U"VQ_M(+均 高 于 秋 季 的

Z$"*APD̂_M(和 V"TQ_M(%各主要类群底栖动物中+软体动物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所占比重最大+秋季分别

占到 Z)"(‘和 VZ"U‘+春季分别为 U$"(‘和 VT"Z‘+其次为多毛类+秋季分别占到 ’)"T‘和 ’T"U‘+春季

分别为 )*"Y‘和 (*"Y‘+其它的皆不足 $‘%秋&春季底栖动物的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的空间分布均为中东

部海域a西部海域a虎门口附近及以北海域%

\)]与以往历史资料相比+(*年来+珠江口底栖动物的个体数量变化不大+除 (***年春季个体数量较

高 外\$Y’"VAPD"_M(]+其范围在 V("TW’(ZAPD"_M(之间b春季的生物量除 ’YY’年较高为 (V"*Q_M(外+
变化也不是很大+维持在略大于 ’*Q_M(的水平+但秋季的生物量呈下降趋势+由 ’YZ*年的 )*"’Q_M(略降

至 ’YY*年的 (V"ZQ_M(+尤其是近十年来生物量下降的更为明显+到 ’YYY年秋季已经降为 V"TQ_M(%

\T]从底栖动物各大生物类群的数量百分组成及其年际变化来看+一般以软体动物个体数量和生物量

百分组成最高+个体数量百分组成占第二位+一般是多毛类%此外+多毛类和软体动物个体数量及甲壳动物

生物量百分组成年际变化都较稳定+尤其是软体动物生物量的百分组成的年际变化最为稳定+其它各大类

群底栖动物的百分组成年际变化则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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