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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厦门疆淘间帝蛇尾粪有 12种，聿属 5目5科属。混滩，沙泥滩的优势种是洼氧倍棘 蛇 尾(Am埘l — 

o~|us d pres s)和 印痘倍 棘蛇尾 (Amp l s m ess“s)J沙滩 优势 种是滩栖 滩 阳遥 足(Amph一 

“r ~adi~ola)，岩石滩优势种是 中华蜒蛇尾 (0坤 ion盯 is血‘bia sin蹦s )。藕坷 帝四种底质的蛇尾 

类 皴量太小 依捷是 ；讫滩 ，抄 谣滩，岩 石滩和 沙滩．各底 质之 间群落 种类组 成 的相 似系 皴均小于 50 。 

群落的多样性丹析表明t岩石滩的蛇尾粪比其它底质的蛇尾粪更为多样化．各种的十体皴盏较小，种类 

丰虞 较高。 

厦门港濑丽带高{lI带无蛇尾类分布。泥滩中潮带第二层(I，)蛇尾粪密度较其它层 高j沙 据 滩，抄 

滩蛇尾类密度从中潮带第一层{Ii)至低潮帝第一层(I1)逐渐增高I岩石滩在中期带第 三 层(I 3) 下 

才 有蛇尾粪 分布。 

混滩蛇尾粪有季节空瞢现象。洼鞭倍棘蛇尾有春，夏，秋为优势种，冬季几乎消先，被印痘倍棘蛇 

尾 取而代 之。抄 滩蛇尾娄 在豆 ，秋季皴 量为军。 沙 程滩和 岩石滩 的蛇 尾娄 没有 明显 的季节 交替 ，它们 的 

群鞯在时间变化上较稳定。 

洼囊倍棘蛇尾和印痕倍棘蛇尾的分布格式为集群分布。 

关■珥t{lI闯带，蛇尾粪动铀．群落生蠢a 

蛇尾类动物从潮间带到深海均有分布，它是底栖经济鱼类的饵料之一 ⋯ 。张凤瀛 等 对 

我国蛇尾类的种类和分布作过研究 。 于潮间带蛇尾类动物群落生态的研究，我 国至 

今尚未见专题报道。我们进行这项研究，不仅为海洋底栖鱼类的饵料分析和海洋环境保护等 

提供有关资料，而且可充实我国海洋底牺至物学和海洋生态学的教学内容。 

● 
一

、 厦门港潮间带潮带 、￡⋯  ⋯ ■●'’l_ ⋯●’ 

的划分和取样地点 

厦门港的潮汐是有规则的半 日潮，同时 

具有日潮不等的特征 ，与胶州湾潮 汐 类 

型一样 。根据大小潮涨 落 水 面 高 度 和 

生物的自然分布，可把厦门港潮 间 划 分 带 

为三个潮带的七个潮层 三个潮 带 即 高 潮 

带(I) 中潮带(Ⅱ)和低潮带(Ⅲ)。高潮带 

和低潮带各分二层，FJf渐带分三层(目 1) 
{ 

率文于 I8阴年 4月24日II!【到。 

图 1 厦 门厦其 附近 潮问带 潮汐范 围 

Fig．1 The ranges 013．1ittoral ide of 

Xj men And its vi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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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材料~：1981年 1月~1983年 1月取 自胡里炮台前面的沙滩(c)、厦门大 学前面沙泥 

滩(B)、鼓浪屿大德记泥滩(A)和岩石滩 (D)四个断面。由于不同底质和建筑物的分布，A、 

断面仅有四个潮层(Ⅱ 一 Ⅲ-)。C、D断面有六个潮层(I-一 Ⅲ-)。各居取样四点，每点 面 

积为25×25(厘米)。，即l／l 6米 。以4、 7、10和 1月的定量取样分别代表春 、夏、被、冬 

个四季度蛇尾类的栖息密度(个／米 。)和生物量(克／米 )。 

二、结 果 

1．种类组成及其数量变化 调查期间共采获蛇尾娄 12种(表 1)，隶 属 于 3目5科 7 

属。泥滩、沙泥滩帮沙滩均是 5种，岩石滩为 6种。洼颚倍棘蛇尾在四种底质均有分布，是 

记滩、沙泥滩蛇尾类的优势种，但它在沙滩和岩石滩分布很少，仅夏、秋季在 低 潮 带 才出 

现。印痕倍棘蛇尾也是泥滩、沙泥滩蛇尾类的优势种。滩栖阳遂足主要分布 于 沙 滩
、 沙 泥 

较。中华蜒蛇尾是岩石滩的优势种。 

四个断面蛇尾类的年平均密度和年平均生物量依次均是 A>B>D>c(表 2)。 

2．垂直分布 厦门港潮间带高潮带无蛇尾类分布。泥滩中潮带第二层(Ⅱ：)蛇尾粪分布 

较多。沙滩、沙泥滩蛇尾类随稍层降低而密度增高。岩石滩在 Ⅱ。层以下才有蛇尾类分布(图 

2)。洼颗倍棘蛇尾和印鹿倍棘蛇尾分别在泥滩的Ⅲ 层和 Ⅱz层分布较多(图2A)，而在沙泥滩 

衰 1 理门港期向带蛇鼍奏动秭名晕曩分布 

Table 1． The habitats of Ophimr~ns o‘ 

intertidal帅 ne In X／amen Harboar． 

种 名 湛津 蔼掉 抄滩I石砾剃 

睦毳精棘蛇尾 (Amphf— ’ 
Dp s d印 r韶s“s) 

印瘟倍棘蛇尾 (Amph$- 
口 ni伽 tFre拈 s) 

光滑倍棘蛇尾 (AmpM— 
D口lⅡ{laev~s) 

细魔阳进足 ‘AmphSura 
ro uts) 

丹 垃阻建足 (Am pM ura ” 
div口 c 0) 

雄格期莲足 《Amp~tiura 
vedteola) 

异常 盘 棘蛇 娄 (Ophiocn 
etllus ĉ 0m口Zns) 

掌蔓蛇尾 (Trichaat盯 

patm玎~rtt$) 

棘蔓蛇尾 (Trich口耵er ’ 

∞ ê m ) 

中华蜒 蛇尾(OphfcHetteis 十” 

dubio$in肼 s) 

H奉片 蛇尾 (O i0p如Hs ’ 

j叩 0HcH cus) 

棒板蛇 滩 (Ophion．~aza t 

c0c删 ic0) 

注： 有，叶t 多 ， ”t 优 势种 

寰 2 各新面蛇■爨的卑平均密度和生相量 

Table 2· The yearly average density 

and biomass of Opbturans 0n four types 

of bottoms 

洼辑樯棘蛇尾 『12．7 

印痕 樯痹 蛇尾 16．B 

滩栖 阳遴 足 

舍 计 

6 8 

{36 3 

3B
． I l 1．B5 

47 l 1． O 

l6．2 I 1．5O 

滩牺 阳 进足 4
．
9 0 D9 C 

合计 4．9 0．99 

中华 蜒蛇尾 9．3 5 T．T 0．B9 57．6 

分歧阳 进足 e．e 37．3 e．18 33．3 
n 其它 o

．
B 5．o 0．05 4．2 

台计 16．】 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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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随潮层降低密度增高(图2B)。滩栖阳遂足 

在沙泥滩随潮层降低而密度减小，在沙滩则 

随潮层降低而密度增高。 

3．季节变化 泥滩蛇尾类密度的季节 

变化大小是：夏>秋>春呈冬。洼颚倍棘蛇 

尾在春、夏、秋季为优势种，冬季几乎消失， 

被印痕倍棘蛇尾取而 代 之 (图3A)。沙泥滩 

蛇尾类密度的季节变 化 大 小 是：冬>夏> 

秋>春。印痕倍棘蛇尾是冬季的优势种，其 

它季度洼颚倍棘蛇尾、印痕倍棘蛇尾和滩栖 

阳遂足三种的密度相 差 较 小(图3B)。夏， 

秋季沙滩蛇尾类 密度为0(图3c 。岩石滩蛇 

尾类密度的季节变化大小是：夏>春>冬> 

秋。中华蜒蛇尾各季的密度基本上代表了岩 

石滩蛇尾类密度的季节变化(图3D)。 

四种底质蛇尾类生物量的季节变化与密 

度的季节变化基本上一致(图4)。但沙泥滩蛇 

尾类生 物 量 的 季节变 化是：冬>春>秋> 

A ” L ． Il|
．

。  

I 

圉 2 四种底质蛇尾类的垂直 分布(年平均密度) 

Fig．2 The vertical di~ribatlon of Oph；．urans 

on four typ％ of bottoms(The ~earl~ 

average dens／t~ 

夏(图4B)，与密度的季节变化有所不同。这与印痕倍棘蛇尾的个体较小有关。由于出现了新 

生的幼小个体，夏季印痕倍棘蛇尾密度较大而生物量较小。 

4．洼哪 倍棘蛇尾和印痕倍棘蛇尾的分布格式 春季泥滩低潮带l3个定量取 样 点 采 获 

的洼颚倍棘蛇尾个数，冬季沙泥滩低潮带16个定量职样点采获 的 印 痕 倍 棘 蛇 尾 个 数，用 

Possion分布法检验其种群内分布格式。若种群分布指数s。／x等于 I，种群随机分布}s ，x> 

1，种群集群分布，s z／x< 1，种群均匀分布。检验得出：洼颚倍棘蛇尾在泥滩低潮 带、印 

密度(十／米2) 

。0 J 

20 

i0 

A 

一 洼嚣琶棘 暖曩中华蜒蛇尾 
豳 印 l 固 升垃阳遴足 
固 雌牺m避足 r--1其它 

B 

C 

D 

春夏秋冬 
A 屉滩 主嚣 棼繁 誊暑 

季 

田 四种底质蛇尾饕密崖的季节变化 

Fig． 3 The seasoeal change 0f density 0f 

Ophiarans 0n four types of bottoms． 

A 混 滩 B沙 视滩
季 节

c沙滩 D岩石滩 

目 4 四种庙质蛇尾龚生柳量的季节变化 

Fig．4 The seasonal change of Ophluroid 

b／oma~ on four types bot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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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两种蛇思在低潮区的种群分布格式 检验 

Table 5 Distribution paltexns ot popu]ations ot two 0phiurans 0n low intertidal zone 

诖 颚 倍 辣 蛇 尾 印 痘 倍 棘 蛇 尾 

个体敦∽)I额度(，)l 结 果 个体数(x)l 虞(，) 结 果 

一

=[，{ —x))0 一。。 一 =[，∽ 一引 )。 

N一1 ⋯ ／ N=_ 
3 =1 B

． 22 > 1 

s慷 『√ ～． 。 6。： ／：三二：0
．
37 

一

s{度 一1．0 ～ N一 
。  

6i ⋯  
=  ～

．
s 

l>tI 2，0．0 5=3．43 

=x=23 =，=N 整异显 著，集 群分布 >l1 0 s=3．29 

∑x=34 N = f 差 异显著 ，集 群 分布 
= 1 3 = 1 B 

疲倍棘蛇尾在沙泥滩低潮带均是集群分布(表 3)。 

三、讨 论 

1．厦门港潮问带蛇尾类的数量特点 潮间带蛇尾类在不同的底质其优势种不同。如泥 

滩为洼颞倍棘蛇尾，沙混滩为洼颤倍棘蛇尾和印痕倍棘蛇尾，沙滩为滩栖阳遂足，岩石滩为 

中华蜒蛇尾。 

潮间带蛇尾类在不同的底质，其数量有较大差值。若 以沙滩蛇尾类年平均密度为 I，则 

泥滩、沙泥滩、岩石滩和沙滩的年平均密度比值为：1T．7：7．2：3．3：1 年平均生物量 此 值 

为：9．6：4．8：1．2：I。泥滩蛇尾类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是沙滩蛇尾类年平均密度和生 物 量 

的儿．7和9．6倍 。 

蛇尾类在潮问带高潮带没有分布。蛇尾类密度有随潮层降低而增高的趋势，如沙泥滩和 

沙滩蛇尾类的垂直分布有这种规律(图2B、图2C)。但泥滩和岩石潍蛇尾类的密度分别 在 Ⅱ： 

层和 Ⅱ 层较 高 (图2A 图2D)，这与鱼类捕食有关。郑重等 ⋯ 报道： 厦门附近几种经济底 

栖鱼类的饵料组成中，蛇尾类占的比较很大，尤其是1 2月份，蛇尾类是黄花鱼的主要食料。 

由此可见，由于低潮带被水淹没时间较长，鱼类常到岸边摄食，从而影响了蛇尾类在低潮带 

的密度。 

2．蛇尾类群落与底质的关系 应用wh f1a和Fajrbanks(1958)群落系数计算公式 ： 

E= ％ 

d、b分别为A、B底质的种数，e为A、B底质共有种的数量，E为群落相似系数。计算得出： 

泥滩(A)与沙泥滩(B)、沙泥滩(B)与沙滩(c)的群落相似性最高，均 为 4 2．9 ， 余各底质 

间的群落相似件均小于2j 表(4)。由此珂见，厦门潮问带四种底质蛇尾类的种 数 比 较 接 

近，泥滩 、沙泥滩和沙滩均是 5种，岩石滩 6种，但各底质群落的种类组成相差较大，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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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均小于5 0％，说明蛇尾类群落组成与底 

质的关系较为暂切 四种底质蛇尾类数量的 

显著差异，也说明了蛇尾类数量与底质密切 

相关 

3．群落种类组成的多样性 群落的多 

样性指数H ，均匀度 J 和种类丰度SR，能 

数值化地反映群落的结构 。 

厦门港潮间带四种底质的蛇尾类群落多 

袭 4 四种虐质群藩均棺似性 

~able 4 The sim ilarity of Ophfuroid 

comm unity 0n four types of botto~  

l A l B l C l D 

I — l啦。f t I z B I 
42．9 l 一 』42． i 10．o 

C I 11．1 }42．9 一 I 22．9 
o l 。} 。．。 。l 一 

样性指数 H，，均匀度 J 值和种类丰度SR值除了夏季沙泥滩>岩石滩>泥滩>沙滩外，均姓 

岩石滩>沙泥滩>泥滩>沙滩(表 5) 说明岩石滩蛇尾动物的种类比其它底质的蛇尾更为多 

样化，各种的个体数相差较小，种类丰度较高 泥滩和沙泥滩种数相同，但沙泥滩的蛇尾类 

总个体数由洼颚倍棘蛇尾、印痕倍棘蛇尾和滩栖阳遂足三种的个体数组成，泥滩则仅由前两 

者组成，所以沙泥滩的H 、J 和 SR值大于泥滩的 H 、J 和SR值 沙滩的H 、J 和SR值 

均为 0，其原因；一是夏、秋季沙滩蛇尾数量为 0，二是滩栖阳遂足的数量几乎代表了沙滩 

蛇尾类的总数量。 

泥滩的 H 和J 值，均以夏季较高，春季较低，而SR值变化不大，说明夏季泥滩蛇尾种 

类较多样化，各种类的个体数相差较小，但种类丰度较稳定。这与泥滩蛇尾类的季节变化‘结 

果 3)是一致的。沙泥滩、岩石滩 的 H 、J 和sR值 的季节变化均不明显，说明它们的 群 落 

在时间变化上较稳定。 

袭 5 四种虐质和各季度蛇置类群藩H 、J和 SR幢比较 

Table．5 I-／ ，J and SR of OPhiuroid community on four types of bottoms and seasons． 

春 亘l秋l冬 春l夏 秋l冬 春l旦l秋l冬 ‘～～．．．
一  

泥 罐 

沙 铌 滩 

沙 滩 

岩 石 濉 

参 考 文 越 

[1]周 捕生 ，郑 重 ，1 048，厦 门海 产童用 鱼类童科 丹析， 厦 门水产学报 ．1(1)I 1— 7。 

[2]张凤曩 廖玉尊，195B，袭且的蛇尾，生物学通报，11月号，16--22。 

[3】张风矗、廖玉麝，是宝恃．1962．中且的蔓蛇昆粪，动物学报，14,62—64·(增刊)o 

[4] 张埽曩 等， 1964， 中国袖物 图潜 ，棘皮 动暂 门。第 10 3-- 1 37页，科 学 出版 杜。 

[5]福建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暂研究室、厦大生物 系海洋生 物 教 研 室，1960．厦门爱其附近潮间带生意调查．厦门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7【3)l 7 — 95。 

[6] 范振 罔j，潮间 带生态 学研 究介绍 ，海洋 科学 ，1978．(3)：25一蜘 。 

[7]蔡尔西等。1980。杭州博北岸弼间带生态学研究 I，欹相底栖动材群藉调查·海洋学报，2 c4)l 1 22-- 131。 

[8] 李冠 目，多样 性指 数 的应 用，海 洋科学 ，198l，t．2)t 4-- 8。 

[9]Koehlcr．R．，1 22，Oph]ura~s。f the Philippine Sea and Adjacent W aters．Bu ．U S．Nat．Mus．． 

1 00(5)；1— 48 6． 1 03 p]s． 

[1 Matsum。t。 I-I，，1 91 T，A monograph of Japanese 0phiaroide~a，arranged According to a new CaAS~[L— 
CAL~OB．,lou,r．Col ege． Sci．， I，̈p． Un ．Tokyo．38(2)II-- 4o8，100 ±igs．，7pls- 

阳 ∞ 嘶 

0  

0  0  0  

¨ 们 虬 

0 J !  

t  0  6  
1  

0  

O  0  0  

6  8  
7  0  B  

0  

1  

6  5  

Ⅲm。 0 0 0 1 8 0 1  0 O 0 1 

』 0 !  

” “ 

0 

0  0  0  

盯 叫 

0  

i  

¨ 豫 ∞ 

0 

i  

●  ●  ●  

J 0 

0  1  0  

i  

!  

0  

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生 态 学 报 10卷 

[1i)M=tsmmoto H．．1931，Report oI the Biologietd Surrey of Mutes Bay．3B OphiuroideR of the Mutes 

BIr 卫nd vicinities．Sa1．Rep． 七“ Imp．U V．set"．4 B／e1．．16(3)l 331-- 344． 

【IS3 Mindi D ．．1a&e，MArine benthle eommunitles of the Tj e- ln．A~tto~．Zoot． 3apart．，19‘2O)t 

136-- 148． 

[1 Miyadi D．，1940，Marine benthic communities of the Osalka-wan． 1our．0，Oceanography，12(2)t 

371-- 385． 

[143 Miy~di D．．1941．Ecological survey of the benthos of the Agowan．Annot．Zoo1． Japan．，20(3)： 

1sD-- 1B0． 

[1 M∞re H ．B．，106S．Marine E,eolog~-．New York，Iohn W iley =ad Seas， INC．，58=lSS-- 1 D1． 

C0MMUNITY EC0L0GY OF OPHIUROID ANIMAL ON 

INTERTIDAL ZONE IN XIAMEN HARBOUR 

Li
．

Foxue Cat Lizhe Wang Xiong~in 

<Department 0，Oceanography．Xiamen Un~versity) 

Twelve species el Ophiuroid intertidal zone in Xiamen Harbour are identified， 

which belong to 7 genera，5 families，and 3 ordels．Am研 ioplus depress'us，Amphf— 

optus impress'us。Am ra vadicota and ophionereis dubia sinensis are dominant 

species on muddy beach，sand—muddy beach，sandy beach and reeky shore，resprecti- 

vely．Among four types of intertidal bottoms，the quantity of Ophiuroid is the largest 

on muddy beach，the second on sand muddy beach，the third on rocky shore and the 

smaliesi on sandy beaeh． The simslar coefficients of Ophiuroid community compost- 

lion among bottoms arc found all 1ess than 5O％ ．Analysis of community diversity 

shows that Ophiurans on rocky shore is moee various， evener and richer than those 

on other bottoms． 

There has been no distribution of Ophiuroid found at high tidal zone in Xiamen 

Harbour． The density of Ophiuroid is denser at hoHzon than at other horizons o11． 

muddy beach． The density of Ophituoid increases downwards ：From horizon to on 

sandy beaeh and sand muddy beach． Ophiuroid appears beneath horizon on rocky 

shore onty． 

There is a seasonal replace for Ophiuroid species on muddY beach． Amphioptus 

deprcssus is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and disappeazs in 

winter．Amphioplus impressus replaces A．dcpressus to become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winter． The quantity of Ophiuroid on sand beach is zero in summer and autum~． 

There is no marked seasonal replace of Ophiuroid species on sand—muddy and rocky 

shoee．Their community is stable in spite of the seasonal change．The distribution 

口atterns of Amphiopius depressus and A． impressus are both aggregated． 

Key wo rd,=；Ophiuroid animal，intertidal zone，Xiamen 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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