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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尺度底栖生态系中贝类群落对 

柴油污染效应的初步研究 

A PRELIM INARY STUDY oN THE RESPoNSE oF 

M oLLUSC CoM M UNITY To DIESEL PoLLUTIoNS 

USING M ESoC0SM  BENTHIC ECoSYSTEM 

唐森铭 庄栋法 

巨大“ -其中油类污染是一十主要的污染源。由于石油(包括柴油)愕染对生物影响的结果受复杂的海洋环境 

因子左右，室内实验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对底栖生态系进行油污模拟研究也较困难，有关现场的实 

验数据缺乏“ 本实验使用中尺度底栖生态系在模拟的生态环境下对菲律宾蛤仔群落的柴油污染效应作了初 

步研究．讨论了底质油污对蛤仔群落的潜在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装置建于厦 门海洋三所东区濒海的大池内，实验池 由5十长、宽和高分别为 2，1和 0．5m的水泥池 

和排水掏组成 ，总面积 7．5m。。整十装置建于海区高潮线 下 ，海水通过管道可直接出入实验池(图 1) 

围 1 实验 池平面 简 图 

斗 ；进术趾，一 捧术方向．=；捧术 口 

F ．1 The horizontal sketch of experimental tanks 

~ inlet一 — zd~seharge direction，j ；ou r1tt 

实验底质取自厦门杳林湾马峦潮间带蛤仔养殖 

埕。底 质为中粗泥抄．褐色或黑褐色。底质 内除菲律宾 

蛤仔外，还有其他软体动物和多毛类动物。据分析，这 
一 带受杏林工业区、马峦湾污染源的影响，底栖生物群 

落结构 已受到污染的轻微扰动∞．取用底质时，在现场 

用铁锨切块 ，取约 16cm 厚的底质照原样装入塑料盆， 

运 回实验池。底质 在弛内正常的潮汐作用下驯化 6个 

星期后于 1991年 7月 24日开始实验 ，8月 6日结柬 。 

陈放底质的塑料盆高 19cm-塑料盆装样后底质表 

面积 0．22m ，高 16cm。盆底钻有多十 0．3cm直径的孔 

以利于积水排出．实验共用 2o十塑斟盆，分 5组，每组 

随机放置 4十装有底质的盆样．安排如图L。每一承泥 

弛设为一单位 -A组，对照 }B、C、D、E组分别蒲加浓度为 5-25，125，625mg／dm 的 0号柴油．添加柴油后将水 

体搅拌均匀，16h后再将污水排出，此后换入新鲜海承。 

实验期问改 自然纳排水为人工纳排承，新鲜海水取 自实验池外贮水池 每 日在低潮时排干污水 ，添加新 

水。海水浸设底 质样 ，保持水深 45cm，平均滞留时间 20h．实验期间海水水温 27．5—3o℃。 

自投放柴油的第二天开始每间隔 4天取样一次．取样时把整十盆样提 出弛外，挖取盆内垒部底质 ，使用淘 

*国家自然科学基盘资助顶目 资助号：3897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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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法分离动物样品。分检时 ，弃 除底质 中早 已死亡的十体(灰壳或壳 内已充实淤泥)．检出的活贝和新近死亡 

十体用 4O 酒精 固定进实验室鉴定计数。菲律宾蛤仔用滤纸吸千体表和软体表面的水分 ，称取湿重。丈中十 

体重指软体和壳体重的总和，死亡个体仅取壳重，同时测量蛤仔的壳长与壳宽。蛤仔十体的重量与壳长比简 

称为 R。 

由于每 日排放污水 ·实验仅对底质中的油含量进行测定 。底质样取 自各盆底质表层 ．音并后成综合样。泥 

样经碱解、提纯浓缩·由萤光分光光度计测定油含量 ．结果换算为每公斤千重底质的含油量 。有关测定方法见 

文献 E43。实验也对底表细菌生物量．叶绿紊含量及多毛类 生物等的变化进行 了观测，有关结果将另文发表。 

本文仅对贝类的油枵效应进行讨论 。 

2 结果和讨论 

2．1 底质内动物种类和数量 

据取样分析 ，从蛤埋被搬移到模拟池中的软体动物有 1O多种。菲律宾蛤仔为蛤埕的主要养殖对象 ，数量 

占绝 对优 势 ．在 一 样盆 中最多检 出 96个．舍 436十 菲 律 宾蛤仔 的平 均十体 壳高 ×壳长 为 u．78× 

2e，OOmm。此外 ．纵带滩牺螺 (Batillaria zonalis)也为底表的主要生物，困其活动能力较强 ．实验期间多数爬到 

盆外 ．在盆内取到的仅有少数 。实验朔间在各样盆中检 出的贝类动物种类和数量列在表 1。 

表 1 盆样内软体动物群落主要种类和密度 
Table | The rosin~pecles-nd ils dens|~ in mo1． 

fuse community in egperimelltll trayi 

序号 

N0． 

种 名 

Species ～ 

名 

(十 ／盆 ) 

对取出的各盆中的贝类种类数进行 了统计 (表 

2)．由于盐的面积较小 ．各盆底质不髓包容所有的种 

类 ，各盆 内出现贝类种类有交叉 。但从数据看 ，尽管 

表 2 盆样中软体动物种娄数 
Table 2 Numb~s。f mollusc●pH●档 observed 

in tray sampI但 

存在油污荆量和时间序列的差别 ，对照组和污染组 

之间种类数不存在 明显的差别 ，可知短期油污尚未 

对群落的种类数扮成影响 。实验 中．死亡贝类 多为菲 

律宾蛤仔，总死亡率为 18．3 ．野生贝类死亡很少，总死亡率 L'5 。这很可能与野生种类对油污的环境有较 

强 的适应力 ．而移植(种苗由外地购来)的蛤仔对油污较为敏感有关。 

2、2 菲律宾蛤仔种群的重量变化 

菲律宾蛤仔是贝类群落中的主要种群，它在油污条件下的种群变动对蛤仔群落的组成和结构将有很大 

影响 。固个别盆 中蛤仔的数量悬殊．各盆种类还出现互不包容理象 ．很难从群落结构的角度直接评价它的油 

愕效应．但用蛤仔种群的重量壳长比 )来描述却可以反映油愕带来的影响。图 2a是以各处理组为单位的R 

平均值与底质油愕的对数剂量单位的相关图。图中说明．R与油樗的对数剂量单位呈报强的负相关 (r； 

一 0、984)．注意到图上各点为各组所有十体的值 的平均 (A．n；125}B，”；115，C． ；135}D，”；185．E．H； 

100)．困此它在总体上反晚了菲律宾蛤仔种群 R与油污水平 的关系．即底 质柴油污染导致降低 了种群 的重 

量。实际上 R值是种群在樗染压力下十体死亡和个体消瘦的总度量．它直接与种群 的死亡率有关 (图 2．b)并 

包含了消瘦带来的影响。应该说 ，它 比死亡率对种群个悻的描述更为具体 。W|ddows∞使用赌见长成的大小描 

述油污的影响 ．证 明了油污对贴贝生长存在负效应。Gray“ 也指出在污染环境下 ．优势种的大小糟于小型。从 

这一点上 ．油污染降低底栖生物种群的生物量的效应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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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墨2-( A／~＼ 
圈 3 各洁中见类存 活比睫时问的变化(对腻泡为 100，6) 圈 4 各泡底蘑中油古量的变化 

●一B池．0一C洁，▲一D洁，△一E池 ●一一A，0一一B，▲一一c．▲一一D，×一一E 

g．3 Change in ratio of the~urvlval to the control Jn oil Fig．4 Changes in diesel oDnt~ntl Jn sediments of e 

treated tanks to~ mrols霄i|h time perlmental tanks 

●一tank b，0一tank c一▲--tank d．△～tank e ●一一A．0一一B．▲一一D，×一一E - 

从图3可见，B和c组的存活率比多在90％以上，相对稳定．显示实验期间低剂量柴油(5，25ms／din )污 l 

染损害不大。从图上看不到两组的存活比存在差别，D组的存活率在前期类似于 B、C两组，但在 9天后存活 

率仅为对照组的 66 ，出现明显效应。在高剂量的 E组 ．效应出现时间提早 ．存活比在弟 4天后即明显降低， ● 

而后维持在 7o 左右．高剂量的柴油污染显然缩短了软体动物的存活时间．图上表明，不同剂量的油污表现 

为不 同的时问效应．出现效应的时间差．但低剂量柴油污染的存活比投有 明显的趋势 ，固实验时问短，它的油 

污效应在短期内暂还无法确定，但根据以上观察，低剂量污染组也可毖出现麦发性的死亡，如果这样，那么损 

害的后果根值得注意，因此进行低剂量长期效应的研究尤为必要。 

底质含油量的变化(图 4)说明，底质中的油含量固水体交换而逐渐 降低 ，高剂量污染组(E)污染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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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2星期后即降到对照组的水平。D组次之．由于动物致死不髓油污水平降低而缓解．存在滞后现象，柴 

油对贝类群落的毒性除了与剂量大小有关外．还与时间有关。本实验说明，在海洋环境中．尽管存在着强大的 

稀释 因素 ．底质油污染对贝类 生物的影响仍不可低估 ．许多海洋石油枵染导致潮间带生态系经数年难 以恢 

复．其甄因在于潜在的影响必旁i通过时间得以表现。 

文中动物种名由江锦祥教授和李荣冠同志协助鉴定，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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