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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 要 '／f2-z 
当齿围沙蚕 rinPre拈 n n“口(Savigny)是一种以沉积有机物 为食的底栖当毛娄，通 常栖 居于 

期间带中或上区，辊有蔼砂和石头蚺底质中．太瓤时，底质年露在空气的时向绮为 5--11h．作者遗越对 

青岛鲁迅盛 园跗近一十沙一砾石滩的多j蕈围抄蓦种群的周年罚壹，推算了它的产量，对该韩群 的 年 龄 蛆 

戚，啦量变化规律，繁殖期等生志特点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该种群繁 殖期从 s月延续到 8月 5月， 

6月． 7月为繁殖高蜂． 各月丹密度的奎犯范围在66--367D条／mz之间，平均为836条／m0。月平均生舒 

量12．4rng／m 至18680．6~g／m 之阿，平均值为 6882．6mg／m ．生产量推算时，依虫律长虞不同分为 

2D组．分剐计算每组虫俸在相邻 取样甸月的生长增量．1980年 3月到198D年 2月的产 量为B5．,~g／m ·a． 

周转率 (P／B)为1．62． 

关_埘：
．竺 ’ 苎．! 圈曲蚕Per 。 拈 “ 。‘s叫 “y’，辫  圈糯  

多齿围沙蚕是热带一温带潮间带的广布种。在我国沿岸，它的分布区北到辽东湾，南至海南 

岛⋯ 。它以有机沉积物为食，是沿岸底栖群落的常见种。由于它是鱼虾喜食的饵料 动 物， 

在食物网的物质传递和能量流动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对此也作过多方 面 的研 

究 ，我国海洋底栖生物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有关种群年龄结构、数量变化规律 和繁 

殖情况的报道很少，本文通过对青岛一多齿围沙蚕种群的周年逐月定量调查，着重推算 了该种 

群的生产量，希望对我国海洋底栖动物群落次级生产力研究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 材料与方法 

标本采于青岛鲁迅公园附近一沙滩。该处表面为一层约10cm厚的砂，其中混 有 石 块， 

多齿围沙蚕多栖居于其中，再往下是泥砂。为了确定多齿围沙蚕自然种群开始繁殖的月份， 

本研究开始在1989年 1月初进行定性采样，直到 3月底，才发现少量剐从浮游期转变为底}酉 

生活的幼体。为运算方便，选择 1989年 3月至1990年 2月进行周年定量调查。定量采集时， 

随机在潮问带的低、中，高潮带布设各8个点，使用直径10cm的柱状采样管，采挖 深度 为 

15cm。选用筛孔 1 F／]m和300~m的筛子作为套筛。样品不经固定直接过筛，对不能通过筛孔 

1 mm的虫子，直接在 肉眼观察下挑取}留在两筛之间的虫子则在1O倍解剖镜下挑取。虫子 

挑出后放于等渗的MgCl 溶液中麻醉过夜，第二天测量其长度。 

选取不同大小的成、幼体8O条，分别测量其长度，于60~C下烘干后称得千重，然后放在 

马福炉中于600~C下烧，得到灰重。把千重减去灰重即为去灰千重 (AFDW)，也就是有机物 

量。找出体长和重量的关系式后，其余虫子的重量就可从长度换算过来。 

生产量换算时，先把虫子依不同长度分成2O组，用Cassie 的概率纸方法区分 开每月样 

此文在整理袭据和写作过程中得到辟木明，何 文- 刘 聃和制共安同志的帮助，青岛海洋大学李永棋教授． 中韩院 

悔洋研究所橱纪明研究员对初稿提出宝贵意觅，在此袁示衷心巷谢· 

奉文于168o年1z月24日收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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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多齿国沙蚕的年龄群，然后根据下面传统的次级生产力计算公式Crisp 推算生产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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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是在t时刻存活的个数．AW是重量的增母。 

二、结 果 

f．繁殖期，年龄群白勺区分及种群数量变动 · 

根据样品中多齿围沙蚕<0．55era 幼体出现的时间，我们推断它在青岛附近的繁殖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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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开始，一直延续到 8月底。条件适宜，水温23—_z8℃时，多齿围沙蚕从受精卵发育到 

5—1O毛节的幼体，然后改变生活方式，从在水体中浮游转入底栖生活约需 7 d⋯ 。1989年 

1月29日及 2月25日进行定量采集的样品中，也没发现嘲从水中沉落到沙滩的(<O．55era)幼 

体，而在 3月29日所采的样品中剐出现了少量的幼体。这表明该多齿国沙蚕种群1988的年繁 

殖期井始于 3月22日前后。 5月、 6月、 7月 3个月，刚沉落幼体的密度最大，平均为1555 

条／m ， 8月 18日的样品中，<0．55cm 幼体的密度显著减少， 9月以后的样品中再也见不 

到这样的幼体。镀明显，该种群的繁殖期在8月下旬结束(图1)。 

从繁殖季节的初期(3月)起，在高，中、低潮带的24个站位进行定量采集，由于 9，10 

月份 以及以后的采样中，都没在低潮带的样品中发现多齿围沙蚕(图 2)。又因为 9月以前出 

现的这些幼体重量很小，在推算生产量时，忽略了低潮带 8个站位这些幼体对种群年产量的 

贡献，而仅采用中、高潮带站位的数据，所得的结论也只适台l于中，高潮带的情况。 

从长度一频率分布图，大体可以看出虫体依长度在 3月、4月、5月部分成3个不同的群， 

而6月至次年 2月剐只有两群。用概率纸方法 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处理，得 到 了各月样品 

中3群个体的数量。从图 3可以看出，多齿围沙蚕的 3个年龄群中，1989年 3月至 8月出生 

的0龄群在整个种群的总个体数中所占份量最大，平均密度达15l9条Im ，尤其是在繁殖盛 

期 5月、 6月、 7月，密度高达3110条／m ，繁殖期过后，个体数量迅速减少，11月后这种 

减少的趋势缓慢下来，曲线趋向平缓。1988年出生的 1龄群的平均密度为 417条／m ，除 8 

月份有蜂值外，整个密度曲线的趋向是逐渐减少的。1987年出生的 2龄群的密度比 0龄群 、 

1龄群也小，平均密度只有165条Im ， 5月份后， 2龄的个体在样品中消失(图 3、表 1)。 

由于整个种群的繁殖期一直延续到 8月底，而 5月以后又没发现 2龄个体，故 5月 后繁殖 

的个体肯定为 1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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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氐相带 和 中，高{秭带 多齿匿抄霍 密度 的月变化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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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齿围抄 蚕各 峙群的十体 密度盈 平均 重量变 钫情 况 

A 密度 ，Bl平 均 去灰干 重 

F ．3 Density and average AFDW  in diferent 

age groups P．nun~a． 

AI dertsity|Bl averag eAFDW 

条件变化不大，青岛鲁迅公甲附近的这一多齿围沙蚕种群将在3—8月繁殖，次年成熟并能 
产生后代，少数个体能活两年半。这种沙蚕的寿命不超过24—29个月 

2．平均重量、生物量、生产量和周转辜 

从3— 8月，0龄群新生的幼体密度虽然很大，但由于它们的平均重量小，在整个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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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多齿置涉蚕产量推算步骤 

Table 1 production estimation ~rooedTJZes in P．nuntia 

H 嘏 景 敦 平 均长 度 

Number／ (man) 

Date m M ean 

length 

=F~JAFDW  △ △埔 的 平均 Ⅳ．△ 生蜘 量 

(mg) 

M ean 

AFDⅣ  

(Ⅳ' (mgAFDWfm )(mgAFDW／m‘) 

Mean"：number Biomm~ 

between monthes 

0量群 (o) 

o Year group 

s／29／89 9 8．25 9．t246 0．1246 59 

4／22 1942 8．64 0．1口14 0．06680 67l 

6 9 2926 10．62 O．3581 9．1667 l986 

2／19 2 730 12．50 0．253 3 —0．0048 2829 

7，19 2B 3 15．46 1．9060 O．622 7 3202 

S／18 l688 27．40 3．7402 2．7342 2631 

口，15 1042 30．12 4．202B 0．66624 13l5 

19／16 893 25．74 6．9145 I．71I5 968 

l2／16 695 4 3．99 10．181 7 4．1672 70t 

2／26，90 496 48．94 1 3．5969 2．4l52 566 

P =∑N ·△W = 1 7384．8761 B =S5 54．5182 

1萤 群 (844) 

I year group 

s／2口／89 6g5 662．24 

4／22 696 ．56．8 7 

6／2o 447 49．49 

66116 397 49．5o 

7116 447 53．166 

8／Is 1042 54．21 

9／16 149 62．2 3 

i6／16 49 B6．0o 

I2／l5 248 71．●口 

2129196 99 63．24 

12．97s4 

17．3847 

14．02 30 

29．9750 

25．5159 

26．7288 

— 0．2295 

4．4982 

— 2．2B1 7 

0．6659S 

7．6129 

4．2I29 

7．6l29 

— 3．8日59 

6．1849 12．3648 

28．1SI8 199．5440 

330．9849 1048．8̈  

一 1 3．5809 9664．B610 

2082． 1l7 2595．10" 

l62．1427 6940．9B45 

739．78i9 4485．9036 

1553．e2B8 53 ．B329 

5269．e102 7O邛 ．5855 

2924．2762 6749．192I 

P／R=4．8099 

— 4 7．49664 9205．863 3 

2844．6281 10255．23l3 

— 1750．12466 32B1．66229 

256S．4日7 76 1．8307 

一 l152．4l80 7748．082S 

4lB．42B 3 186680．935I 

4534．710S 3799．B6口4 

418．2282 14766．6722 

1l12．7990 9244．3928 

— 971．47663 2S14．1720 

P，B=1．e0 30 

2龄群 (298) 

2 Year group 

2／29／ss 248 76．19 49．6439 15．2603 27．8 4436．1928 12S2 I·06649 

4／22 99 82．49 54．8708 5．2269 1 4 908．0828 6447．2216 

5，20 149 1O0．82 65．3362 ●0．4944 124 5025．1 82 3 14201．16 Jl 

6，19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P=t0 372．4090 B=10656．5259 P／B一2．6 73 8 

的生物量中仅占4％。 9月、10月份以后， o龄群个体增长较快，虽然数量也比前个月明显 

少，但生物量却在增加。1龄群个体的平均去藏干重为22．57mg，为0龄群个体平均去灰干 

重(3．97mg)的5．68倍， 2龄群个体的平均去灰干重达66．63mg为 1龄个体的2．95倍。 

0龄、 l龄、 2龄群个体的月平均生物鼍见表 1， 0龄群个体占总生物量的 24．41 ， 

1龄群占53．64 ， 2龄群占21．96％。 

年生产童是 0龄、l龄、2龄群个体生产量的总和，因为幼休在低潮带沉落后不久就消 

失，这些幼体的平均重量很少(表 1)，它们对种群生物量的贡献很小，故产量推算只取中、 

高潮带的16个站，把各月采到的虫体分开，逐一测量它们的体长，通过下面的关系式把体长 

转化成去灰干重： 

logl口W =2．7471ogl 0L一3．524 ( =80， r：0．9700) 

● 

豢 

C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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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去灰干重(rag)，L为虫体长度(mm)， 为做长度一重量拟合时所用虫体的数 目，r为 

相关系数。 

生产量推算的具体步骤列于裘 I， 0龄、 l龄、 2龄群的产量分别为 17．385g／m ·a、 

7．837g／m。·a和l0．372g／m ．a。这 3个龄群中，0龄群的平均生物量和十体的平均 重量最 

小，可产量最大，占年总产量(35．594g／m ·a)的48．84 ， 1龄和 2龄群的年产量分别占总 

产量的22．O2 和29．14 

各年龄的周转率(P／B)分别为4．89(0龄群)、1．00(1龄群)、0．97(2龄群)。整个种群的 

周转率的估算用 Allen(1971)的办法，把各龄群的周转率用其平均生物量加权。t989年 3月 

至199O年 2月的周转率为1．62。 

三、讨 论 

1．生活史特点 

从调查结果看，幼体在繁殖期同时分布于低、中、高潮带，但在 9月、lO月份以后的样品 

中，分布在低潮带的幼体巳消失。由此可以肯定，在低潮带有某种不利于多齿围沙蚕生长的 

生态因子存在，Kemp 在对 F“20n“s “cr0n Ⅱ的研究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现象，但是， 

他测定了低、中、高潮带若干物理和生物因子，并束发现有什么差异。有一种推测是多齿围 

沙蚕每天需要有一定量的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而低潮带的暴露时间不够长。但Yoshida⋯ 在 

室内培养多齿围沙蚕时，虫体浸没水中，并不需要摸拟野外潮水变化。就否定了上述这种推 

测。我们初步认为造成这种分布模式的可能性有2种：幼体被分布在低潮带的其它动物扑食 

或排斥}由于底质不台适，幼体死亡或逃离。 

有关多齿围沙蚕的繁殖期，调查结果是 3月底到8月底，对应的水温分别为 7℃和24℃。 

Yosbida 报道的大坂湾多齿围沙蚕的繁殖季节 为4— 8月，与结论较接近，但对 应 的 水 

温高些(18—28℃)J谷进进等 报道浙江舟 山的多齿围沙蚕繁殖季节是 6— 8月，对 应 的 

水温比Yoshida的报道还高(2O一29℃)。舟山在青岛的南面，它的平均水温较高，日照量也 

较多，如果没有种内生理、生态特性分化的话，多齿围沙蚕在舟 山的繁殖期应开始得比青岛 

早，而结束得晚些。谷进进等 没有列 出具体的观察手段和可供比较的虫体参数， 因此 就 

只能作一推测。 

多齿围沙蚕繁殖时，雌雄个体浮起午海面，排精放卵。条件合适时，从受精卵发育到底 

栖幼虫约需 l周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进些幼虫营浮游生活，它们的主动浮泳能力较弱，可 

能随水漂流到数公里以外。青岛鲁迅公园这一多齿围沙蚕种群的幼体来源现在还不很清楚， 

究竟有多少幼体是本种群成体的后代，有多少来 自别的种群，如果是本种的其它种群向这一 

种群输送幼体的话，这些种群在什么地方，幼体到达该处后是被某种理化因子影响而沉落， 

还是被动地降落到底质表面，这些也将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2．产量和周转率 

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用来估算包括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在内的次级生产力的方法，主 

要有两大娄：第 l类是所谓群体动态平衡法，第 2娄是生理学方法。使用第 2类方法时，要 

考虑不同年龄动物代谢强度的不同，又要注意同龄动物代谢强度的季节性变化，在实验室内 

得到的数据往往不符合野外的情况，本文采用第 l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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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 庭槽多毛类的周转率 

Table 2 Turnover 8a|e in bentb|c po]yehaeles 

种 名 

⋯ 一 里竺 
Ampharete口 圩frons 
d．口∞ fi o船  

PecCinar~a perborea 

P．∞甜0r n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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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rlor~plo pfn 口t口 

TerebeⅡ{des stroemi 

ⅣP曲 thys inci~  

Nerels戚versic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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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底栖动物的生产量，首先要区分出 

年龄群。如果不把年龄群分开，当种群得到 

幼体补充量与死亡量相等时，整个种群的数 

目、平均重量都看不出变化，生产量就易被 

误认为等于零。对于身体上带有生长轮或生 

长纹的动物如双壳类，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壳 

上的生长轮纹得知它们的年龄、生长情况。 

1970年Kirkegaard ’首先发现 多毛类齿吻 

沙蚕的角质片上也带有生长轮纹，通过观察 

这些生长轮纹可确定年龄，计算产量 。 

当年爵群不能通过生长纹分开时，推算产量 

就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知道每一 

个大小级的密度、平均重量和特 有 的 生 长 

率，Help和Herman” (1979)给出了使用 

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但由于这种方法涉及 

到互相关函数，计算的中间过程看起来不直 

接， 以后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不多。通过对野 

外多齿围沙蚕的周年采样观察，掌握了幼体 

出现的时间，结合Crisp 的方法，首先把 

3个龄群分开，然后分别计算了 3个龄群 

的产量。 0龄、 1龄、 2龄群的产量分别为 

17．3 85g／m a、 7．8s7g／m ·a和 lo．372 

g／m a。该种群向群落输入的总产量为35．6 

g／m a。 

进行周转率的计算，可以使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间能够在同一基础上比较其 产 量 的 大 

小，表 2列举了各种底栖多毛类巳发表的周转率值资料。不同种群所得的嗣转率比较接近。 

有一些则差别较大，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于采样方法不同造成的，较小的值 可能是低估了年 

幼个体对总标量的贡献 ” 。 

由于周转率有相对 的稳定性，可通过周转率估算生产量 但由于低温、缓慢的生长率和 

变化着的捕食率都可使周转率下降。做这种换算时还需考虑到环境条件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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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DUCT10N OF PERINEREIS NUⅣ丁lJA 

(SAVIGNY)AT A QINGDAO BEACH 

W u Bao-Ling Qiu Jian—Wen 

(First Institute o，Oceanography，SOA， g 0) 

A Perinereis nuntia (Polychaeta：Nereidae)population inhabiting a cobble— 

sand beach in Qingdao has been studied over one year to estimate its produc— 

tion．Tllis population reproduces from M arch to August with a peak in M ay， 

June and July．Total numbers vary between 49 and 3670 individuals／m ． 

Total standing stock(Ash—free dry weight)ties between 12．4 to 18680．6mg／m ， 

with a mean of 6632．0mg／m ． 

Production was calculated by determinating the we]gh~-spe cific growth·- 

rate of the 20 size—classes jn each of the 3 year grsups．Production (AFDW ) 

in the year Mar．，l989～Feb．，1990 was equal to 35．59 g／m ．P 1B ratio was 

eq ual to 1．62． 

Key word s：production， polychaeta．Perinereis， P ：B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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