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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草一双齿围沙蚕相关性初探 

PRELIM INARY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 EEN SPARTINA ANGLICA C
．
E．HUBBARD 

AND PER NEREIS AIBUHITENSIS GRUBE 

酾  逛 V ∞四·f} 
我国广阔的海滩上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漂，多毛类环节动物一一双齿围沙蚕就是其中之～。它们不 但 

是近诲、何口的鱼虾等的天然优质食料，而且也是娱乐业垂钓的重要钓饵，成为江、浙等省沿海地区 出 口 

创汇的一大资源。 

经大量调垂资料发现，在海滩盐沼一大米草滩上双齿围沙蚕的数量一般比光滩高数倍至敦十倍，而且个 

体大小也有显著差异。这一海滩生态系统中特定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即植物(大米草)与动物CR齿围沙蚕) 

之问是否直接存在摄食关系抑或其它原因，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报道。 

在海滩上主要营底栖生活的双齿围沙蚕一般食取藻类和一些有机碎屑，要直接区分它的摄食成分 尚 有 

不少困难，而相当直观的稳定性碳同位素方浩无疑对海滩盐沼和河口生态系统中复杂的食物链研究是个 有 

力的工具 【1] 国外已有不少学者用此方法进行食性或食物链方面的研究 。 

车文主要采用稳定性碳同位素方法，即以6̈ C值作为该方法的一个重要标记，用于对食物组成和能量 

转移进行定量估计。6| c值属于光台作用途径的一种功能，即决定t C 耗尽的主要因素是光台作用途径。 

这就使得CI和c。植物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模式值。前者为一28‰，后者为一12．5‰ ]。河口悬浮物、底牺 

和浮游臻的 c值介于C3和C‘ 管束植物之间(～16．2一 一26．2 )ul。本试验区恰好只有C‘植物的大米 

草单一群藩，海难上除有一些藻类外别无其它c·或 植物相干扰。因此，这磐本实验采用该方珐来检验双 

齿囤沙蚕与大米草之间是否存在摄食关系提供了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还就大米草滩和光滩作为双齿 囤沙 

蚕两个毗邻的不同生境条件作了分析比较，试图进一步揭示大米草与双齿围沙蚕之同的相蓑性。进 而 寻找 

一 条既不固挖掘沙蚕而毁环了大米草场，又能使沙蚕得到适度的栗挖，使这两种资潦都能得到保 护 和发展 

的台理途径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二、材科和方法 

1．材辩的准备 

植物材料大米草和底栖藻类[以盘苔(Blidi．ngia m~n．ima Kylin)为主]于1088年l0月份采自江苏启 东黄 

海滩，取大米草垒草，用水冲1冼再用去离子水冼-->'60℃烘干÷用植株粉碎机粉碎÷过60且，草粉装瓶待测。 

藻类样品先用水搅拌÷离心÷沉淀，然后再用重液(碘化钾和碘氢酸混台液)悬浮÷离心÷沉淀。充分 除 去 

泥涉，悬浮液再抽滤冲洗多次，最后得藻暂供测试 动物样品双齿匿沙蚕于1989年6月分射从大米草 雌 和 

毗邻光滩上挖取两种供试洋。保持新鲜拦体带回实验室。先用水冲洗，再用10 HCI洗击其它附着物，最 

后用去离子水洗净÷6O℃烘干÷研钵磨碎，过6o且筛再装瓶待测 

2．爿祥方法(封警法) 

(1)将上述准备的各样品 Ecuo(2g)封八优质玻璃管内，抽真空÷加热跨气(100℃)÷封管。(2)把封管 

奉 文于 1990年 8月 22日收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I 

1期 蒋福兴等：大米草一双齿围沙蚕祀关性初探 85 

放在550℃下反应15h (3)将反应后柏营按^真空系统，击碎放出气体，在液氮下吸收CO 和水，描去杂质 

气体。 (4)在干冰冷液下把 CO 和水及其它杂质分离 co 吸收到样品管内÷送质谱室进行同位素分析。质 

谱分析用MAT 251或250质谱双进样号接收法坝l 。 

三、结 果和分析 

1．样品的6 c值 

由质谱仪测得各样品的z c／ c的比值，再拱据公式； 

。 3c 。 =c c ； 一t：×t。。。‰cl r 6 
得出各样品相应的6̈ c值(实验值)(公式中PDB 是国蒜普遍采用的标准 样 品__ 一种 碳 酸 盐)。又 按 照 

Pinder(1987)等人意见 ⋯ ，由于消费者体内对 。C有较大的同化和保留，因此它的期望值应在所消费的植 

物6-jc的实验值上再加一个附加值(1‰)。由此本实验结果见表 】。 

衰 1 各祥品的6。 cf ( SD， ：3) 

rlbIe 1 hi 3C Values(mea~ SD based OD three observaeion=)for the plants· Nereids 

6 3CpDB (‰) 

t测验 ： 4 

D勰 habn t 潦  ； Algae 。 6麓 美 f|·a．a； 2．7764 
草 滩 期望值 实验值 t：一 ．065B 

—  2．24± 0．15 一  

虽partina pIant~ion 一l1．24±0．15 —15．27±0．I1 P<0．05 

光 津 f f：一1．2044 
一  『一18．49±0．4 — I7．49±0．47 — 1 ．14±0．I8 

由表 1可见，大米草的6̈ c为一12．24士0．15‰，非常接近于 c 植物的模式值 (一12．5‰)，哪盘藻为 

主的腐栖藻的6̈ C值 (一l8．49士0．47‰)也落在河口悬浮物 底牺和浮游藻的 6t e值范国内 (一16．2一 

一 26．2‰)。分别采自草滩和光滩的双齿圉沙蚕的6l c实验值各自为一15．27士0．1l‰和 一l 7．14士o．18‰。 

辊据Haines(1979)和Pinder(1987)等人的观点 ，在动物组织里的6 c值和它们的食物6 1 c值基本一 

致或与c̈ cI植物混和纽分的6̈ c值呈线性关系。而光滩上沙蚕样品的6I c值 (一17．14 4-0．18‰)正好与 

藻类的6- c期望值相差无几 fP>0．25)。从而可得出光滩上的双齿围沙蚕基本上仅 以藻类为食料。莛点恰 

好也与郑佩五等用经典方法对双齿围沙蚕消化道食物组成分析相～致 I 。来自大米草滩的双齿围 沙蚕 其 

6 c值为一15．27±0．11 ，比光滩上的将近增加了2‰的值。这说明栖息在大米草滩上的沙蚕6 c值已 

向c 植物大米草的6̈ c值发生偏移。但经f测验，两者之间尚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这一结果，一方面 

说 明双齿 围沙蚕摄食了部分大米草成分(主要为它的有机碎屑或碎片)，才使它的 6t c值升高，但又并非以 

．植物为主要食源，因为它们之间的6̈ C存在显著性差异。 

假设沙蚕的食物来源_=叉为藻类和大米草。设摄取大米 草的生物量为x ，摄食藻类的生物量为 。根 

据Pinder等 16 对某一样地动物组织 的混合6̈ C值的计算公式。 

川  一 (c3植物的生物量)(c3植物的61 c)+(c．植物的生物量)(c．植物的61 3c) 
C3植物的生物量 +Ct植物的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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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解得 x=35．5％ Y=64．4B％，从这计算结 

果，即可推测在大米草滩上的双齿围抄蚕，摄食 大米 

草量的可能性为 1／3左右。其余 2／3的食潦来 自藻 

类。 

与此同时我们还从大米草滩上采得的活体 双齿围 

沙蚕进行解剖，取出消化道在显微 镜 下 (10x 10)观 

察。发现沙蚕消化道内有类似大米草维营束鞘 的组织 

(参见照片)。从而也可直接佐证双齿围涉垂能 摄 食部 

分大米草为食料。 

由禽性分析证实了双齿围沙蚕和大米草之间存在 

一 定的摄食关系。下面就相邻的两个样地 (草滩和光 

滩)沙蚕 的数量、基质 的越透性、有机质含 量诸方面 

作一分折比较，进一步阐明大米草和沙 蚕 的相 互 关 

系。 

2．簟 和椭 上曩鸯■沙叠囊量l匕较 

我们在宿东黄海滩试验区期间带上部的 大米草滩 

和光滩上C同一高程)随机取样，进行了全年性的沙蚕 

数量调查 结果见表2 

图 1 双齿 圉抄蚕精 化道 内古曲 

(示大米草 首柬帕，70 x) 

Fig．1 Them ater~ldsin alimentary 

c如 al of Per~erei$口ib" ite s招 Gm be 

(Shaw vascular bundle sheath of 

Spartina D fcD C．E．Hwbt~rd) 

‘ 囊 2 簟雄和光■上取青一涉叠囊量的l匕较 

Table COS~ IItisoR of individuals 8rid body weinhts Of N~eids betweeR Spar~lna 

plantation and J~Lr／em fists of the upper IntettIdml 2oⅡe 

不同生艟 双 鸯 圉 抄 叠 

Di￡Eer Per／aBz~．s l1 3 。 T 。 8 。 口 。 1D 12 箭 (月 habitat D∞幽tens☆ 

十 傩 蠹 量 
Numbe 2e8 160 2eO 228 252 让 32 288 180 22O 

大米草 一 采／In’) 

生 ■ 量 
Blc~nsss 31．1{ eO．12 74．口e l6 ．28 5．T2 {O，le l3．48 61． 8 55．48 1lO．06 

(西，m’) 

十 体 量 量 
NunU)翩 8 B 8 2O 4l O 4 l 40 O 

光 (4~／mD 
B日rren 

n咖  生 蕾 量 
BiOm越g 1．52 14．56 2．O 5．g6 8．52 0 J．2 O．eO 24．96 O 

(g／m’) 

从表 2可看出，大米草滩上沙蚕的数量与生物量远远高于光滩上的量，一般高达数十倍之多。这 结 果 

与童远瑞等 ⋯在该地区调查得出大米草区比光滩的双齿匿沙蚕高50多倍的结果基本一致。当地群众也已认 

识到这个规律，通常均集中在大米草滩上轮番捕挖沙蚕出售 有时使大片草滩毁于一旦 

5：簟簟和老■■■性比较 

由于大米草的发达根和根茎纵横交错于潮滩基质中，一方面空气容易由地上茎叶的通气组织输送到 根 

部，再 由根郭『口]外扩散使根部四局造成好氧的环境。同时盘根错结的根系能抗衡潮水或 雨 水 的 冲 则、淋 

洗·能始终保持好这通气的环境、另一方面逐年话死腐烂的部分根组织除增加基质的有机质外，同时 对 土 

壤团粒结构的形成起到积极阿作用。据分折⋯ ，大米草濉0—20cm土层中大于0．25~rfl的团粒达29．4 I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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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地仅有1．7 ，它的土体基本均为成土母质的单粒状态，显而男见草滩基质松软，通气的环境，给主要营 

钻洞穴居的双齿围沙蚕带来非常有利的生存环境。棺反裸露的光滩 土雨后极易板结、闭气严重，不利于沙 

蚕的生存。 

4．簟滩和光滩 有机质豆撒生物数量比较 

海滩上栽种大米草后一般比邻近光滩的有机质含量逐年有所增加 I。从本课题试验区渐间带上部样地 

的分析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详见表 3)。 

囊 5 簟滩和光滩(同膏程)有机质含量比较( ) 

Table 5 CompariSon of organic m atter contents betw een Spartlna plantation 

and barren fiats of the upper intertidal zone 

大米 草滩 

sf日r血 a 
pIautation 

兜 滩 
Barren fiats 0·44 0·56 0．54 0．56 0．53 0．B9 i．O0 0．44 0．53 0．54 

，o．0 5=2．262 =10 t=2．B- p<o．05 

从表 3的结果可看出，大米草滩有机质含量与光滩有显著性差 异 (p<0．05)。由于有机质增加，随之 

而来微生物和其它异养生物 电会相应增多，从表4可见 ⋯ 。，大米草滩土中的细菌数量要比光滩高数 十 到 

数百倍。微生物数量的增加，加快了大米草残体的分解，转化，也改善了大米草碎屑的营养 价 值 ⋯ I。这 

些同样对沙蚕的栖息环境带来有利的条件。 

寰 4 簟滩和光滩的徽生杆数量比较(细菌个数／克干土)【 o I 

Table 4 Numbers of microbes in compax4son wlth thole in Spartina 

plantation to barren flail,Rudong County，lianga u Province 

细 茸 总 教 I 5月份May 

Total numbers of bacteria l 口月份sept． 

otoba~er 9 o Io Az { 月伢se p1． 1 ．8×1 } B．1× ‘ 

四，小 结 

用稳定性碳同位素方苦进行食性分析，证实了双齿围沙蚕可 将大米草作为部分食源， 对比双曲围 沙 

蚕在草滩和光滩的不同生境条件，可H看出大米草为沙蚕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基质通透性良好等许多 有 

利条件。沙蚕生长在大米草滩上，它们的排泌物增加了草滩有机质。沙蚕的漏孔直接开在滩面上，同样增 

加了大米草恨基的通气性。因此大米草和沙蚕之间较多的显示出互 利 互惠的关系。由此作者联想到在大米 

草滩上挖掘沙蚕，可H采取分片分段的方法，以 3— 5年为一周期，进行轮 流 捕挖的办法。这样一方面可 

使鲥挖破坏了的大米草经过 3～ 5年的 休养生息 (严重破坏地段应聂时补种)得到恢复更新，另外多年兰 

夤的大米草浩，经挖掘翻功基质将交得更 桩软和通气。园而更适宜沙蚕在 此环境中牺皇，同时电防止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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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草长得过密而衰退。这确实是一条既保证沙蚕资辑得到遁度、持久的利 用， 能防j卜大米草滩澧受破坏 

乃至毁灭厄运 的两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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