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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核电站附近水域岩相潮间带生物群落 

ROCKY INTERTIDAL COM M UNITY AR0UND 

NUCLEAR 

为了评价大亚湾核 电站冷却水 

＆f 
力公司(EDF)委 

托，自1986年 l2月至 1989年 9月+对大亚湾海域进行丁海洋生态谓查。内容包括水文、水化、地质、地貌和海 

洋生物等十多十项目。本文着重分析大亚湾核电站附近水域岩相潮间带生物群落结构的特点，旨在确定核电 

站投产前该水域潮间带生物群落的背景数据 ．为该湾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 自然环境 。 

大亚湾位于北纬 22。30'mSO ，东经 114 30 mSO 间，属南亚热带气候。海域面积约 600kin。，岸线长约 

92km。三面环山，无大河注入 ．年均表层盐度为 弛．70 是一十高盐性海湾 。 

潮汐特征属不正规半日潮，一天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存在 日潮不等现象。平均潮差为lm．最大潮差 

在 2．0—2．5m 间 潮间带滩面较窄 ．岸相主要为基岩海岸、沙、砾质海岸．少数为泥质和红树海岸。潮问带的底 

质以岩相、抄滩、砾石滩和抄石滩为主 ．少量为粉沙质粘土和泥滩。 

2 材料与方法 

本文 系根据大亚诲 核电站附近水域岩相潮伺带生物调查报告整理而成。该谓查 于 1988年 9、10月和 

1988年 l2至 1989年 1月(分别代表秋、冬季节)对岩相 11条断面(图 1)进行生物取样．每断面在高潮区(I) 

布设 1十站 }中潮区(I)3十站}低潮区(I)l十站。每站用 25×2Scm定量框取样 2欢．同时对各潮 区进行定 

性取样和观察 

样断 面 
Fig 1 Sampling t ts of rockv intertid0．[ 

benthos amund nuclear power station． 

Daya Bay 

(Nanoscs rm4 LN 

29．30lc，底盐 3O．58—31．65． 
● 

隐蔽型群落的一十重要特征为僧帽牡蛎(Saccostrea c 

cullata)，变 化 短 齿蛤 (Brachidontes varlaln'lis)及 小 相手 基 

)mlnutura)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相反 ．藻类的种敦和生物量则较少 。 

本文千 1991年 l2月 z日收到 ．修改精于 1992年 l1月 8日收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李荣冠等 ：大亚湾水电站附近水域岩相潮间带生物群落 381 

高潮区：滨螺一白脊藤壶 (Bala~s(B．)albico*tatu*)带。奉 
一  区的代表种粒结节滨螺 (Nodilittorina granulari)和塔结节滨 

螺 (Ⅳ．pyramidalis)，二者在冬季的生物量分另 为 7．60g／m 和 

9．60g／m。I栖息密度为 104个／m 和 56个／m 粒结节滨螺 的 

一  栖息密度较高。白脊藤壶在该区下层和中潮区上层形成了一 

条宽约 35cm的垂直分布带，秋冬两季其生物量达 14o．44g／m 

图2 隐藏、半隐蔽和开敞型群落结构相似性 和 11 6·78s／m I栖息密度高达 1164十／m 和 904十／m ，数量 

树妆嗣 以秋季较大 ．另有习见种白条地藤壶(Euraphia withersi)。 

Fi 2 I~ndrog of⋯Lm]l y of hel 中 潮 区：僧 帽 牡 蛎一变 化 短 齿 蛤一小 相 手 蟹一囊 藻 

．semiexp。sed and e p∞ed ( 枷  wn sinuoaa)带 。该区的主要优势种僧帽牡蛎垂直分 

community s cture 布约 lOOcm。除分布带的边缘较稀疏外．大都重叠生长，厚者达 

20era。秋季，其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别高达 4846．42g／m 和 1109十／m ，冬季高达 4484．44g／m 和 1204个／ 

m ，且可见压在底层的牡蛎大都窒息死亡。变化短齿蛤附于牡蛎的间隙，其生物量较僧帽牡蛎低 ，秋冬季分别 

为 226．79g／m 和945．80g／m ．但栖息密度却相近，秋冬季分别为 1458十／m 和 980个／m 。囊藻为该群落的 

特征种，只在隐蔽或半隐蔽型群落 中出现。在冬季 ，其生物量达 79．87g／m 。习见种还有细毛背鳞虫(~sp／dons-- 

tenuiseto~5)、青蚶 (Barbatia vierscens)、平轴螺(Planaxis~lcatus)、粒花冠小月螺(Lunella coronatagranu— 

tara)小相手蟹和皱瘤海鞘(Styela icata)等，该区种类繁多。 、 

低潮区：敷 氏猿头蛤(Chama dunkeri 一复瓦小蛇螺 (Serputorbis irabmYata)一网纹藤壶(Balanus(B．)reticu— 

latu )．皱瘤海鞘带。教氏骥头蛤为本区的代表种，在数量上占较大的优势。秋季生物量高达 2332．33g／m ，栖 

息密度为 152个／m ，且分 布较均匀。复瓦小蛇螺成块状分布 ，秋季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 别为 L28 24g／m 

和 32个／m：．诫区中栖息密度最大者数网纹藤壶(384个／m )，分散区内各处．其他习见种还有 ：觫管枝四星虫 

(De drostora 砌 “um)．马 氏珠母贝 (Pinaada mar*end)、璩母果螺 (Drupa margariticola)、马 氏毛粒蟹 

(Pilumnopeus makiana)、囊皮瓜参 (Stolus sacellus)和皱癌海鞘等 

隐蔽型群落 由 88种种数组成 ，平均生物量为 2624．04g／m ，平均栖息密度为 2258个／m ．特征种僧帽牡 

蛎 、敦 氏猿头蛤、自脊藤壶、阿纹藤壶 、皱瘤海鞘和囊藻均为背浪种 ，一般仅分布在较隐蔽的水域 。 

3．2半隐蔽型群落 

该群落所处断面的地理位置受风浪和潮流 的髟响较前者大．底质 的岩性 由岩礁及岩块组成 t底层水温 

18．6O 29．39．c，底盐在 30．O7—31．80问。 

该群落的重要特征为有隐蔽型群落中出现的种类、囊藻、敦氏骥头蛤 有开敲型群落中出现的种类：如马 

尾藻和鳞笠藤壶等，但这些种类的数量大多较隐蔽和开敞型群落中同种的数量为低。 

高潮区：滨螺一海蟑螂(Ligia ewotica)带。该区的代表种有粒结节滨螺和塔结节滨螺 二者秋季的生物量分 

另 为 13．76g／m 和 12．88g／m ．冬季为 14．96g／m 和 6．40g／m ，两季的生物量以粒结节滨螺为高。习见种有 

海蟑螂和龟足(Potlicepes mitella)。 

中潮区；鳞笠藤壶(Tetrach'ta squamosa ．)一耩刺牡蛎(Sacco*trea echinata)一囊藻带 。本 区的代表种鳞笠藤 

壶占绝对优势 ，其秋冬两季的生物量分别为 1549．87g／tO 和 695．47g／m ．栖息密度为 219个／m 和 88／m ，数 

量以秋季较冬季为高，主要分布在该区的中、下层。另一优势种棘刺牡蛎．冬季的生物量也高选 704．46g／m ， 

与鳞笠藤壶成交叉分布 冬季，囊藻在中层可形成一条宽约 lm的狭长分布带，个体大者直径达 25cm，生物量 

有 163 63g／m。．覆盖面积 在 25 30 闻。习见种还有小石花桌 (Gelidum dt'varicatum)变化 短齿蛤、嫁螗  

(Cella月 加 ma)粒核果螺(Drupa gran“ 口)、小相手蟹和囊皮瓜参(Stolus sacetlus)等 

低潮区：马尾藻一敦氏猿头蛤带。代表种半叶马尾 藻(Sargassum hemiphsdlum)和享氏马尾藻 (s． 

hensloxoianum)为优势种。其中，冬季半叶马尾藻的生物量为 562．40g／m 占该区平均生物量的 49．70 ，覆盖 

面积有 35％一lO 。敦氏猿头蛤成零星分布 ，冬季的生物量也达到 336．148／m。。其他习见种尚有鹅肠菜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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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achne bin amiae)、小石花菜、银 口凹螺 (Chloroscoma argyrostorna)黑 口凹螺(c．n errima)和平板刺蛇尾 

(Placophiotjrix plana)等 

3．3 开敞型群落 

该群落所处断面的地理位置完全暴露，正面受风浪潮流的直接冲击 底质的岩性由石英、沙岩、泥岩砾 

石、花岗岩和太山碎屑组成．底层水温 l8—29．39℃，底盐在 30．08— 31．69问。 

群落的特征之一 ，种类多由固着性强、喜浪的种组成 ，如 日本笠藤壶 (Tetraclita如ponica)、鳞笠藤壹和马 

尾藻等。 

高潮区：滨螺一龟足带 代表种为塔结节摈螺和粒结节摈螺 冬季．塔结节滨螺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别为 · 

9．84g／m 和 552十 m ，粒结节滨螺分别为 13．60g／m 和 264十 m ．显见塔结节摈螺的栖息密度较高 龟足成 

丛簇分布 ．太多固着在缝隙中 习见种有海蟑螂 

中潮区 日本笠藤壶一鳞笠藤壶一小石花菜带。代表种 日本笠藤壶和鳞笠藤壶为主要优 势种。冬季，二者的 

生物量分别高达 2048．278／m 和 3088．74g／m ，栖息密度为 371十／m。和 437十／m ，远比半隐蔽型群落高得 

多。在 日本笠藤壶和鳞笠藤壶上 尚附着一定数量的小十体中华小藤壶(Chthamalus 删咖)，且形成一条约 

1．5m 的分布带 。紧接着的是鹿角海罗(Glotpeltistenax)和小石花菜分布带 冬季 ，小石花菜的生物量 为 

67．2耗／m 。习见种还有 ：铁丁菜(1shige okamurae)、嫁豆喊、粒棱果螺(Drupagranudata)、银 口删螺、黑口凹螺、 

日本花棘石鳖(Liolophura ponica)、咬齿牡蛎(Saccostrea mordax)和马 氏毛粒蟹等 ． 

值得强调的是该区优势种可因底质岩性的不同有所变动 如断面A2R、A4R和AgR的优势种均被铁丁 

菜、嫁豆喊所取代 ，日本笠l藤壶和鳞笠藤壶很步甚至捎失 

低潮区：马尾募·小珊瑚募(Orallina pilulifera)带 ．该 区种类组成一十重要特点为藻类种教多 ．生物量大， 

覆盖面积多达 7o 一80 冬季，半叶马尾募生物量高达 3502．4og／m ，复盖面积为 80 一90 ，成为最主要 

的优势种 其次有裂叶马尾募(s．siliquastrttm)、享 氏马尾募和瓦氏马尾藻(s．vachellianum)。在上层与 中潮区 

下层交界处 ，小珊瑚募尚可 形成一条宽约 30--50~m 的分布带。其它的习见种有大马蹄螺 (Trothu ( ．) 

mt'loticus n~awimus)、阿纹绶 贝(Mauritia arabica)、银 口凹螺 、节蝾螺(Turbo art~ulatus)、紫海胆(Anthocidaris 

crassispina)、霜鹿角珊瑚 (Acropora pranesa)和蜂巢珊瑚 (Favia sp．)等 

该类群落的种类组成最多 时达 92种 ．其平均生物量为 2944．85~／m ．平均栖息密度为 898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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