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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功能群方法对长江口南岸潮滩底栖动物与河口环境梯度和生境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根据底栖动物的取食类

型M运动能力和摄食机制进行了功能群的划分B共鉴别出 OO种底栖动物2并将其划分为 "O种功能群类型2均表现出沿长

江口南岸河口梯度的逐渐变化的分布格局B底栖动物物种数和功能群类型数主要表现出与河口盐度梯度呈正相关的动

物地理分布格局B沿着河口梯度2不同的采样断面2优势功能群不同B在河口下游2功能群类型多样化2各种食性类型M不

同运动能力及各种摄食机制的功能群皆有8而生境较单一的河口上游和受污染较严重的断面2功能群类型较少B沿着河

口梯度2最显著的变化是固着生活和以触手摄食的功能群的迅速消失B底栖动物功能群多样性是对河口环境梯度和生境

质量的综合反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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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2在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时2生态学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生物的非系统分类的分

析上[群落生态学家正在试图把生物类群划分为具有共同功能特征W功能群X或利用相同资源基础W种团X
的类群2他们以生态学而不是以纯粹的分类学标准为基础2这有助于在生态学研究中简化群落内物种之间

的关系2因此使得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在研究工作中减小\5][国际地圈H生物圈计划W:̂D_X的核心项目‘全球

变 化和陆地生态系统a研究Ŵ %’;$%E/$,7($,#>(++()!+"$%S.’)1)!(=2̂ E>SX采用了以生物本身的功能

来划分分类群的概念2作为其运作计划的基本部分2并且指出可以通过把物种归并为有限的几个功能群来

了解生态系统的基本动态\4][
把群落划分成具有共同功能特征的功能群是生态学研究中简化群落结构和功能的较好分析方法2这

些功能类群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是各生物类群反应的综合表征\V][在反映生态系统变化的生物指标体系中2
功能群能够提供群落对干扰反应的广泛和预测性的理解[这些类群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比个体及种群的反

应更为重要b综合性更强2因此2功能群反应可以作为推测生态系统健康受损时种群压力指标的基础\326][
由于功能群的划分是以生态功能为基础2因此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2尤其是功能的损害2都会明显地反映

在功能群的类型及其组成上[在决定生态过程方面2功能群组成及其多样性常常表现出更明显的作用\c][
国外学者对功能群方法在群落结构分析中的利用进行过一些研究[植物方面主要是根据生活型b根系

深度b氮利用率等作为功能群划分的依据2对北极苔原b温带半干旱地区以及非洲的稀树草原进行了植物

功能群的研究\deU][在动物方面2功能群方法的利用使得对各大陆的潮间带和淡水无脊椎动物\5T255]b植食

性昆虫\54]b爬行类\5V]等群落结构进行比较更为容易[B,#(+)(,研究了蚂蚁功能群对生境干扰的响应并且

将其作为植被恢复的不同阶段的指标\6][_’)(1评价了功能群方法在软底沉积物群落分析中的应用\53]2他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功能类群内部和功能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河口底栖动物群落的分析方面2功能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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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为了探索功能群这一方法在底栖动物群落变化分析中的应用"本文研究了沿长江口南岸潮滩的底栖

动物功能群的分布格局及其变化!这一基础可以用来检验功能群方法在评价自然环境梯度及其变化对群

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的应用价值!

# 研究区域

#$# 样地调查

本研究区域位于长江口南岸"从浏河口到东海 %号堤"全长约 &’’()!本区域除了盐度梯度外"局部水

动力*沉积条件也存在着差异!此区域多年平均潮差 +,-’./$+’)"潮汐性质属非正规半日浅海潮"是长江

口淡水和盐水的交汇带!本区域潮流进入滩涂流速较小"平均为 ’$’0.’$12)34"滩地潮流含沙量平均为

&$-1(53)/!本区域为长江径流入海扩散和长江口南槽与杭州湾北岸两股水体涨潮分流*落潮合流共同作

用 下的潮滩地貌形态"潮滩地貌分带明显!在小潮高潮位附近出现海三棱 草6789:;<=>?:9@<ABA:C"向上

逐 渐 连 成 片 状D小 潮 高 潮 位 以 下 是 光 泥 滩6藻 类 盐 渍 带CD大 潮 高 潮 位 以 上 分 布 有 以 芦 苇6EF:?G>9BA=

8H>><I9=C为主的植被!潮滩的高程愈高"泥沙颗粒愈细"分选性愈差!愈向河口下游"潮滩宽度愈大!近年

来"本区域潮滩受人类围垦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河口上游更为明显!此外"由于生活和工业排污"局部

地段的潮滩已受到严重污染!

J 研究方法

J$# 样地调查

在 长江口南岸设置 %个采样断面6图 &C!每个断面分别在高*中*低潮带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调

查"每个断面取 &0个样方!样方面积为 +1K)L+1K)L+’K)!用铁锹挖取底质!底质用 &))孔目套筛进

行淘洗"获取大型底栖动物标本!标本处理和分析均按M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N第七篇

O岸带生物调查方法P进行!

图 & 长江口南岸底栖动物采样断面分布图

QR5,& STUV4WKX4YZ4U)[\RV5]YŶWVX_Y4RVX_W4Y‘X_ ÛV(YZX_Wa_UV5bRUV5W4X‘UTc

6de浏河口Dfe高东Dge合庆Dae朝阳Dhe滨海Di1e东海 j堤Di%e东海 %堤C

J$J 功能群的划分

底栖动物功能群是具有相同生态功能的一组底栖动物物种!本研究考虑了kWUT4YV和lY4WV̂WT5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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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同时结合了 &’()*’+,和 -(.’/0%以及 1/234560,5/77的划分依据!"8%"9$%选择以下 :个标准来进行河

口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划分;<"=食性类型><?=运动能力><:=摄食方法@确定了 #种主要的食性类型%即;食

悬浮物者A表层碎屑取食者A掘穴取食碎屑者A肉食者和植食者@这些类群中的每一种可能属于 :种不同运

动能力中的一种%即;运动A半运动<在摄食点之间运动%但摄食时固着不动=A固着@这 :种类型又根据摄食

方法不同进行划分;用颚摄食A用触手摄食及除前述二者之外的其它摄食机制@于是%根据食性类型A运动

能力和摄食方法进行所有类群的可能组合%在本研究中%所鉴别的各种底栖动物代表着 "#种不同的功能

群<表 "=@
表 B 长江口南岸潮滩湿地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划分及其代表性物种

CDEFGB HFDIIJKJLDMJNONKPNNEGOMQJLKROLMJNODFSTNRUINKMQGMJVDFKFDMWGMFDOVDOVMQGJTTGUTGIGOMDMJXGIUGLJGIJOMQG

INRMQEDOYNKMQGHQDOSZJDOSGIMRDT[
功能群

&(6)\256’+
]/5(̂

描述 _‘0)/2̂\256
<a/5̂*2)]/5(̂ .5b2+2\c7‘‘,26]’̂ ’̂/’\(0=

种类 d̂‘)2‘0

ef- 运动以颚食肉者 -’g‘,.5b2+‘)’/62h5/‘ 脊尾白虾 ijklmnmopkqmrsqstmuvm
efw 运动食肉者 f5b2+‘)’/62h5/‘ 纽虫 xoporysqs]‘6z0̂z
e_- 半运动以颚食肉者 -’g‘,0‘.2{.5b2+‘)’/62h5/‘ 光背节鞭水虱 |}qsvkyomnmo~svkr!mns!
&f- 运动以颚食悬浮物者 -’g‘,.5b2+‘0(0̂‘602h5/‘ 涟虫 "kvkyrsm0̂z
&fw 运动食悬浮物者 f5b2+‘0(0̂‘602h5/‘ 钩虾 #mppmru!0̂z
&_w 半运动食悬浮物者 d‘.2{.5b2+‘0(0̂‘602h5/‘ 河蚬 $kr%stunm&nupsqom
&dw 固着食悬浮物者 d‘002+‘0(0̂‘602h5/‘ 泥藤壶 "mnmqu!uns’sqk!u!
&da 固着以触手食悬浮物者 a‘6\’)(+’\‘0‘002+‘0(0̂‘602h5/‘ 水螅虫 (}vrk)km
df- 运动表层以颚食碎屑者 -’g‘,.5b2+‘0(/7’)‘,‘\/2\2h5/‘ 豆形拳蟹 *+sn}rmls!up
dfw 运动表层食碎屑者 f5b2+‘0(/7’)‘,‘\/2\2h5/‘ 霍甫水丝蚓 ,spqkvrsnu!+k&&pos!yors
dda 固着表层以触手食碎屑者 a‘6\’)(+’\‘0‘002+‘0(/7’)‘,‘\/2\2h5/‘ 旋鳃虫 |lsrk%rmqt+u!0̂z
d_w 半运动表层食碎屑者 d‘.2{.5b2+‘0(/7’)‘,‘\/2\2h5/‘ 泥螺 "unnmtymojmrmym
4f- 运动表层下以颚食碎屑者 -’g‘,.5b2+‘0(b0(/7’)‘,‘\/2\2h5/‘ 天津厚蟹 (onstoyrsvoq!ysoqy!sqoq!s!
4fw 半运动表层下食碎屑者 a‘6\’)(+’\‘0‘.2{.5b2+‘0(b0(/7’)‘,‘\/2\2h5/‘ 丝异须虫 (oyorkpm!yu!&sns&krp20
-_w 半运动植食者 d‘.2{.5b2+‘*‘/bh5/‘ 光滑狭口螺 |yoqky+}rm’nm%rm

取食类型;&%食悬浮物者>d%表层碎屑取食者>4%掘穴食碎屑者>e%食肉者>-%植食者z运动能力;f%运动>_%半运

动>d%固着z取食习性;-%以颚取食>a以触手取食>w%其它取食机制z功能群的代码由 :个字母组成%依次是取食类型A运

动程度和摄食方法z&‘‘,26]\ĉ‘;&%0(0̂‘602567‘‘,‘/>d%0(/7’)‘,‘\/2\2h5/‘>4%b(//5g26],‘\/2\2h5/‘>e%)’/62h5/‘>

-%*‘/b2h5/‘z_‘]/‘‘57.5b2+2\c;f%.5b2+‘>_%0‘.2{.5b2+‘>d%0‘002+‘z&55,]’\*‘/26]\‘)*62.(‘;-%/’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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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采样断面底栖动物的门类组成

&2]z? 0*c+(. )5. 5̂02\25657155b‘6\*5026‘’)*

\/’60‘)\

2 结果与分析

23B 沿河口梯度的物种组成及分布

调 查 中%在 长 江 口 南 岸 共 获 大 型 底 栖 无 脊 椎 动 物

##种%隶属 4门A5纲A?5科<表 ?=@其中%甲壳动物 ?#
种%占 4#34#6>软体动物 ":种%占 ?:3846>多毛类 "?
种%占 ?"37#6>寡 毛 类 ?种%占 :3846>其 它 :种%占

#34#6@分别对每个断面的底栖动物门类组成进行分

析%发现与整个河口潮滩系统一样%均以软体动物和甲

壳动物占优势<图 ?=@
沿 着 长 江 口 南 岸 的 纵 向 空 间 梯 度%底 栖 动 物 的 种

类 数 随 着 离 河 口 口 门 距 离 的 增 加 而 发 生 变 化%种 类 多

样性最高处位于口门附近的东海 9号堤<表 ?=@在所调

9#8?"?期 袁兴中等;长江口底栖动物功能群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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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 !!种底栖动物中"有 #$种栖息于口门附近"有 %种发现于离口门约 &’’()*且在盐度很低的河口上

游+ 仅 有 #种 在 所 调 查 区 域 的 全 程 皆 有 分 布"即 河 蚬,-./01234564371895:*光 滑 狭 口 螺,;<98.<=>/5

?450/5:*谭氏泥蟹,@4>/A45BC9D2=57AD1:和无齿相手蟹,;9D5/75C9=558:+对每个断面的底栖动物种类组

成进行分析"发现沿河口梯度每一门类动物的物种数多少的分布基本上呈现出与底栖动物总种数分布一

致的格局"即在物种总数多的断面"每一门类动物所包含的物种数也多"尤其是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更为

明显+
表 E 长江口南岸沿河口梯度环境因子及底栖动物种类数

FGHIJE KLMNOPLQJLRGISGTRPOUGLVUWJTNJULXQHJOPSYPPHJLRZPUGIPL[RZJJURXGONLJ[OGVNJLRNLRZJUPXRZHGL\PSRZJ

]ZGL[̂NGL[JURXGO_
采样断面

‘abcdefgd
位置

hifbgjic

代号

kile

潮滩宽度,):
mjlgnio
gjlbpopbg

每断面物种数

qrefjedrea
gabcdefg

沿河口梯度的环境因子

sctjaic)ecgbpobfgiadbpicugneedgvbajceuabljecg
盐度,w:
qbpjcjgx

粒度,y:
zbagjfpeljb)egea

有机质含量,{:
|aubcjf)bggea

r}

浏河口 h !’’ % ’~’! #~’" ’~#" "~%#
高东 # $’’ &% ’~’% #~&# ’~#$ "~!!
合庆 } &’’’ && ’~$% %~%" ’~!$ "~##
朝阳 k %!’’ $" ’~"’ !~$$ &~$$ $~!’
滨海 & #’’’ $! &~"’ !~’’ &~’# $~%’
东海 !堤 ’! !’’’ %# #~&’ !~%% &~%& $~%’
东海 "堤 ’" !’’’ #$ !~#’ !~%! ’~"$ $~#$

(~E 沿河口梯度的密度和生物量

长江口南岸潮滩底栖动物的平均密度为 "’!~!$jcl))*$"平均生物量为 #&~!"u,湿重:))*$+沿着

长 江口南岸的纵向空间梯度"底栖动物的密度变化较大"峰值出现在合庆,图 %:"乃 因 合 庆 断 面 邻 近 排 污

口"较耐污染的寡毛类密度很高所致+从朝阳到东海 "号堤"沿河口梯度"底栖动物密度呈递增趋势"表现

出了与盐度梯度的一致关系+底栖动物生物量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河口纵向空间梯度格局"其峰值出现在浏

河口"主要是因为浏河口的河蚬密度很高"河蚬壳部的重量大地增加了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图 %:+

图 % 各采样断面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与盐度的关系

+ju,% -epbgjicdnjr.eg/eeclecdjgxbcl.ji)bddio0ii.ecgnid/jgndbpjcjgxjcebfngabcdefg

(~( 沿河口梯度功能群的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根据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划分标准"在长江口南岸"共划分出 &!种底栖动物功能群+其中摄食悬浮物的

功能群有 !类"以表层沉积物为食的功能群 !类"掘穴摄食的功能群 $类"肉食性功能群 %类"植食性功能

群 &类,图 #:+
从东海 "号堤到浏河口"功能群类型数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河口梯度格局,图 !:+沿着河口纵向梯

度"从东海 "号堤的 &!种不同的功能群"逐渐减少到浏河口的 !种功能群+有 %种功能群类型在调查区域

的全程都有分布"即 +’1*}’1和 &23+有 $种功能群仅分布于盐度较大的断面,东海 "号堤:"即 +q1和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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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 采 样 断 面 以 食 性 为 基 础 的 底 栖 动 物 功 能 群 类

型数

"#$%! &’()*+,-.,,)*/01#2 -’/20#,/34$+,’56

32,+7#/$0,-**7#/$085*#/*3210+3/6*20

沿 河 口 梯 度9不 同 的 采 样 断 面 优 势 功 能 群 各 有 差

别9反映了河口环境梯度和潮滩生境的变化:";<是浏

河 口 断 面 的 优 势 功 能 群9它 们 占 该 断 面 底 栖 动 物 密 度

和生物量的 =>?@=A和 BC?D>A:这一类群的密度在整

个长江口南岸都较高9但从浏河口到东海 C号堤9向着

河口下游9生物量却急速下降:高东断面的优势功能群

是 ";<和 E;<9它 们 占 密 度 和 生 物 量 的 F>?GDA和

!F?@>A:HI<和 JI<是合庆断面的优势功能群9它

们 占密度和生物量 的 G>?F!A和 FC?DFA:E;<KJIL
和 MIL是朝阳断面的优势功能群9它们占密度和生物

量的 FD?N>A和 !G?FDA:滨 海 断 面 的 优 势 功 能 群 是

JI<和 E;<9它 们 占 密 度 和 生 物 量 的 !>?=@A和

=@?FGA:"I<KJILKH;<和 E;<是东海 =号堤断面

图 = 各采样断面底栖动物的物种数K功能群类型数与盐度的关系

"#$%= O*430#,/61#5)*0P**/01*/’()*+,-.,,)*/01#265*2#*63/7-’/20#,/34$+,’5P#01634#/#08#/*3210+3/6*20
的优势功能群9它们占密度和生物量的 @G?B=A和 =>?FGA:东海 C号堤断面的优势功能群是 "I<KJILK

H;<和 E;<9它们占密度和生物量的 @F?=>A和 !B?N@A:

图 > 各采样断面底栖动物平均每个功能群的物种数

"#$%> Q1*(*3//’()*+,-.,,)*/01#265*2#*6-,’/7

P#01#/*321-’/20#,/34$+,’5#/*3210+3/6*20

在沿河口梯度的不同采样断面9每一功能群内所包含的物种数量也有明显差异:从长江口南岸都有分

布 的 F种 功 能 群 ";<KE;<和 JIL来 看9从 东 海 C号 堤 到 朝 阳9";<各 有 !个 物 种9而 合 庆 到 浏 河 口9

";<各 含 D个 物 种R东 海 C号 堤 的 E;<包 含 !个 物 种9而 浏 河 口 的 E;<仅 有 @个 物 种R东 海 C号 堤 的

JIL包含 >个物种9而浏河口的 JIL仅有 F个物种:进一步分析每一功能群的平均物种数量9发现从东海

C号堤到浏河口9沿河口梯度到河口上游9每一功能群内的平均物种数量也下降S图 >T:功能群内的物种最

大多样性出现在东海 C号堤断面9每一功能群内平均物种数为 @?BNR而浏河口断面每一功能群内的平均物

种数最小9为 D?BN9
沿 着 河 口 梯 度9每 一 主 要 区 域 的 功 能 群 分 布 及 其

变化9可以看出这样的格局S图 CT:功能群类型最多样

化的当属东海 C号堤断面9各种食性类型K不同运动能

力 及 各 种 摄 食 机 制 的 功 能 群 皆 有R而 生 境 较 单 一 的 浏

河口9功能群类型较少9缺乏食肉和摄食表层碎屑的功

能群:沿着河口梯度9最显著的变化是固着生活和以触

手摄食的功能 群 的 迅 速 消 失:"H<S如 泥 藤 壶 UVWVXYZ

YW[\[X]ZYZK近 江 牡 蛎 _̂VZZ]Z‘_aV_[bYWV_[ZTKcdeS如 旋

鳃虫 df[_]g_VXhiYZ65%T从滨海往河口上游就消失了:
j 讨论

j?k 河口环境因子对群落组成及功能群的影响

G=N@D@期 袁兴中等l长江口底栖动物功能群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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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采样断面底栖动物功能群分布的变化

"#$%! &’()’*+$(,-.#/01#230#,+,-0’(4,2(+0’#)

-3+)0#,+*5$1,36/-,3+.#+(*)’01*+/()0

国外研究表明7大的地理尺度的物种 分 布 与 温 度

有 关7如 不 同 温 度 带 的 河 口 底 栖 动 物 物 种 数 会 有 明 显

的差异8而一个河口内较大尺度9通常指河口尺度:;<=7

;>?;>>@AB的底栖动物物种分布则主要取决于河口自

然 生 境 的 性 质7如 盐 度C沉 积 物 类 型 和 深 度:;D=7等 等8

E,+0*$+*等 研 究 了 德 克 萨 斯 F3()(/湾 的 沉 积 物 组

成C盐 度 梯 度 与 底 栖 动 物 的 关 系7发 现 高 盐 度 区 域7大

型 底 栖 动 物 的 密 度 更 高7物 种 多 样 性 与 盐 度 呈 正 相

关:G>=H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和多样性与底质盐度C孔穴

水盐度亦正相关8
对 沿 长 江 口 河 口 梯 度 的 底 栖 动 物 物 种 数 与 盐 度C

沉积物粒度C有机质含量C6I值等进行回归分析7发现

沿河口梯度底栖动物物种数与盐度的相关性最好9JK

>LDG7MN>L>;7OK;GPB8表明盐度梯度是决定长江口

河 口 系 统 大 尺 度 生 境 底 栖 动 物 分 布 格 局 的 主 导 因 子7
河 口 底 栖 动 物 的 分 布 趋 势 是 随 着 盐 度 的 增 高 而 增 多8
底栖动物的物种数随着从海水上升流进入低盐度水域

而典型地减少7这是河口底栖动物分布的一个生态规律8盐度对底栖动物的影响是由生物本身的生态特

性所决定7即一定生态类型的物种对盐度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8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分布也是

各个物种对沉积物特征C潮间带位置等因子的综合反应8
本研究表明7从浏河口到东海 !号堤7底栖动物物种数和个体密度沿着河口梯度从上游到下游呈升高

的趋势7底栖动物群落表现出明显的与河口盐度梯度有关的动物地理格局7但是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并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变化8与物种数分布格局相应7本研究也表明了功能群分布与盐度梯度呈正相关9JK>LDQ7M
N>L>;7OK;GPB8沿着河口梯度7从河口上游到下游7功能群类型数逐渐增加7每一功能群内的平均物种数

也逐渐增加8

RLS 功能群沿河口梯度变化的原因

底栖动物功能群多样性是对河口环境梯度和生境质量的综合反映8从浏河口到东海 !号堤7一方面7
盐 度逐渐升高H另一方面7潮滩宽度增大9表 GB7浏河口的潮滩宽度仅有 T>>?P>>A7而东海 !号堤的潮滩

宽度达到了 P>>>?!>>>A8潮滩宽度的增大7使得潮间带底栖动物的栖息空间增加8由于潮滩海三棱 草

带宽度的迅速增加9浏河口仅局部地段残存小块海三棱 草7而东海 !号堤的海三棱 草带则可达到 G>>>

?U>>>A宽B7生境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7加上初级生产量的增加7使得潮滩生态系统食物网结构复杂化7
功能群类型多样化8因而7表现出从浏河口到东海 !号堤断面7沿着河口梯度7底栖动物功能群类型逐渐增

加的趋势8但是7这一分布格局也受到了生境遭人为干扰的影响7主要表现在合庆断面7临近排污口7滩面

污染较为严重7其功能群类型仅有 P种8
沿着河口纵向梯度7每一功能群内的平均物种数量从外部区域向河口上游降低8这些低的功能群多样

性强调河口上游潮滩断面底栖动物区系的衰弱状况7认为河口上游较大的物理障碍及人类干扰是降低底

栖动物多样性的最直接原因8
各采样断面的优势功能群也较好地反映了各自的生境特点8浏河口以 "VW占优势7组成 "VW的主要

物种是河蚬7属于淡水种7这与该处的沉积物盐度较低有关8XEW和 YEW是合庆断面的优势功能群7组成

XEW的主要物种是霍甫水丝蚓9Z[\O]̂J[_‘ab]cc\d[aedJ[B和带丝蚓9Z‘\fJ[g‘_‘a/6%B7组成 YEW的主要

物种是小头虫9hij[ed__igij[eieiB7这些都是典型的污染指示种7表明这一断面已受到较严重的环境污染8
为什么在长江口南岸的上游7缺乏固着和以触手摄食的功能群k对于这种现象7目前尚无明确的答案8

初步认为7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因子波动的影响7具触手的动物运动缓慢或者

>P>G 生 态 学 报 GG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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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着生活!它们难以存活在环境因子波动较大的地方"河口上游比之于河口下游!自然环境因子#如盐度$
溶氧等%的季节性波动较大!而且长江口上游人类干扰强度很大"这些功能群类型都是对环境干扰非常敏

感的类群"而那些运动能力强的功能群类型!在环境干扰的胁迫下!可以从生境衰退的区域迁移出去!并且

当环境条件改善后又能返回利用新的沉积物资源&’()"而具触手的动物运动缓慢或者固着生活!它们不能存

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此外!在河口上游!缺乏食肉和取食表层碎屑的动物!说明了营养源的减少以及食物链

的简单化"

*+, 功能群方法在底栖动物群落变化评价中的应用

在长江口南岸!沿河口环境梯度产生了从盐度较高的口门附近的断面到寡盐性的河口上游!潮滩底栖

动物区系的纵向梯度变化"只有很少几个常见物种在全部河口梯度都存在!故难以对这些区域的底栖动物

群落进行直接比较"功能群方法的应用表明!功能群类型及各功能群物种组成的逐渐变化是对一些关键功

能的反应!如摄食模式和运动能力-功能群总数量的变化格局代表了对主要群落参数的综合反映"因此!底

栖动物功能特征的应用不仅提供了对群落关键参数的全面认识!而且促进了对生态系统过程的深入了解"
功能群分析也说明了环境异质性的重要性&’’)!与河口上游潮滩区域较低的生境复杂性所导致的功能

下降相比!从口门附近的潮滩到河口上游潮滩!功能群类型数的梯度减少也出现了不规则之处!原因是局

部水动力$沉积物特征的变化!以及环境的人为干扰"本研究表明!在长江口南岸!基本的群落参数#如种类

丰度格局%反映在了群落的功能组成中!把物种多样性浓缩进功能群组成中!有助于鉴别存在于复杂的群

落变化下的生态学关系!复杂的群落变化又被记录在了复杂的环境梯度中"
需要指出的是!应用功能群方法的基础在于对底栖动物生物学知识的深入了解!并与功能生物多样性

联系起来"./0123强调指出!为了达到对生物群落及其多样性的深入认识!需要了解结构#如物种组成%和

功能之间的联系&’4)"本研究仅仅是对功能群的初步探索!着重在对河口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基础性分析"现

有的功能群类型的划分还没有包括繁殖对策和生活史对策等功能特征!这也是底栖动物功能群研究的进

一步发展方向"尽管如此!对于河口软底质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功能模型构建来讲!功能群方法仍是一个

较好的选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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