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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自 1991年 4月至 1993年 1月对深圳福田红树林中底栖大型动物的空间分带及髓污的可能影 

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该红树林湿地中主要出现的底栖动物为拟招螺科，黑螺科，汇螺科．沙蟹科． 

方蟹科和弹涂鱼科种娄。红树区内底栖动物从高潮位到低潮位 可分为 2十群落分布带 ：亮泽拟沼螺带 ；扭 

黑螺一褶痕相手蟹带：弧边招潮一印尼拟蟹守螺_轰9毁拭稆螺带，群落的分带可能主要由潮位线，食物适应 

性 及底质结构圆索决定 林前泥滩底牺动物种类多样性最大 -生物量最高 ；林内动物群落则表现出．畦种类 

多样性 ，高种群十体数的特点 群落总栖息密度的变 化基本上 由较体动物所主导 生活污水捧灌对红树林 

中底栖大型动物的影响不明显，仅在排污口端引起步数污承动物种类的出现噩群落 生物量轻微的升高 

关键词 ： 空间分带 底牺大型础物，灌污影响，红树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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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pril 1 991 to January 1993，spati~ zonation of benthm maerofauna and pos— 

sible effects of~wage discharge on it in Futian mangroves~hrere studied It showed that，the 

dominant species of fauna in this swamp were from the families of A~imineidae，M elanidae． 

Potamididae，Ocypodidae．Grapsidae and Periophthalmidae．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om— 

t 香港科技大学科学基盒资助项 目。广东省科学基盒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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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ty along the m angrove swamp wa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faunal zones：the Assiminea nitg 

da zone，the Melancddes sp． S 口r懈d icata zone and the Uca arcuata—Cerlthidea diad一 

riensis—Assiminea sculpta zo ne．The faunal zo nation might be determined by tidal leve1．avail 

ability of food and sediment structure．Benthic fauna in the frontal nmdflat of mangroves was 

most diverse and had the maximum values of biom ass，but the fauna within mangroves dis— 

played a characteristic of low species diversity and high population counts．The change tenden— 

cy in total density of the community was dominated by molluscs．Impact oft benthic macrofau 

na in mangrove swamp of discharge of municipal sewage discharge was not significant，al 

though some saprobic species emerged and  the total biomass in the area closed to the water 

front increased slightly． 

Key words： spatial zo nation．benthic macrofauna，effects of~wage discharge，man 

groves- 

红树林 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空间分带现象是明显的，Morton认为动物群落的分 

带可能主要由底质结构 ．盐度体系及潮汐模型所决定： 。底栖动物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 

热带红树林区的垂直分带特征已有报道 。 ．但在我国亚热带地区这方面的研究尚少。 

动物群落空间分带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 

理解红树林内底栖动物的生态分布规律及其与 

红树林系统的密切关系 。深圳福田自然保护 

区是国家级红树林 鸟类重 点保护区之一，其红 

树林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情况已见报道 。但 

林下底栖大型动物的空间分带状 况尚未作研 

究 本文在初步证实了福田区红树林动物种类 

组成的基础上，对大型底栖动物在红树区中的 

种类空间分带特征、生物量、栖息密度以及多样 

性指数的垂直变化情况作 研究。最后还简要 

探讨了污灌对红树区中底栖动物的可能影响， 

以便为红树林生态系统及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提供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图 1 深圳福田红树区底栖大型动物采样 的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ampfing skes of bem hk． 

macrofauna in Futhn rnangrove swamp，Shenzhen 

所有样品取自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沙嘴 

村段两块发育类似的红树林断面 A和 B(见图 1) A 和 B断面均与岸边垂直，彼此相距 

I50m，各 自宽 10m．离岸长 I8Om，距岸 170m以内为林区，以外为泥滩。每个断面共 6 

个取样点，沿与岸段垂直方 向布设，分别为 5 nl、20 m、60 m、100 m、140 nl、I80 m．取样时 

间分别为 1991年 4月，I 992年 4、7、10月，l993年 1月．共 5次 

每次的野外取样时间选在退潮期 间。样品采用 0．25 m。的取样框进行采样，每个站平 

行取样 2次 。取样方法为先计数框内泥面上的动物 ，再挖底质至 30 cm拆 ，用网孔最小为 1 

lTlm的复合式筛筛洗，分离出其 中的全部埋栖生物。样本用 7j 的酒精 海水液保存 ，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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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进行分类 鉴定、计数和称重 同时．还对各样点底质的 电导率、总有机碳、总磷、总凯 

氏氮、氨氮作了采样分析。详细的方法参照国家海洋局《海洋污染调查暂行规范≥(1979)。 

群落的种类 丰度指数和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的引用分别参 照 Margalef 和 

Shannon& Weaver 。 

2 结果 

福 田区红树林湿地共有大型底栖动物 84种．隶属于 7门 9纲 46科 65属；红树林中主 

要出现了 31种底栖动物(名录另文列出)，优势种类 为拟沼螺科，黑螺科 ，汇螺科 ，沙蟹 

科，方蟹科和弹涂鱼科的动物。研究区红树林底质的总有机碳、总磷、总凯氏氮和氨氮基本 

沿站位向海边的延伸而下降(表 1)。电导率除在 100～140 m较高外 ，其总的变化趋势还是 

随断面向海边的延伸丽下降。底质除 180 m泥滩站位为泥沙质外 ，林内各点均为泥质或泥 

／磷屑类型。 

表 1 福田红树林沼泽断面中底质类型与底质分析平均值 (1991．9~1992 1 1) 

Table 1 Sediment type and the average values[rum September 1991 to November 1992 

0f Cond．，TOC·1 ·TKN and NIt4一N in the sediment along Fat~n mangrove swamp 

红树林断面中丰度最大的底栖动物是拟黑螺(Melanoa'des sp．)。其次为亮泽拟沼螺(As 

siminea nitida)，刻纹拟沼螺(Assiminea sc~dpta)，印尼拟蟹守螺(Cerlthidea djadjariensis)，褶 

痕相手蟹(Sesar．~ icata)，弧边招潮(Uca arcuata)等。动物种类在不同高程的潮间带 内分 

带是明显的 (见图 2)。近海面端的林前滩涂主要分布有印尼拟蟹守螺，刻纹拟沼螺，弧边 

招潮蟹，锯脚泥蟹 (1lyoplax dentimerosa)，弹涂鱼(Periophtholmus cantonensis)，青 弹涂鱼 

(Scartelaos viridis)以及多毛类腺刺沙蚕(Nereis gland~incta) 林带中间部分分布有拟黑螺， 

紫游螺(Dostia violacea)，光滑狭口螺(Stenothyra glabra)。林带近岸段栖息的主要种类则是 

亮泽拟沼螺，拟黑螺，褶痕相手蟹和无齿相手蟹(Sesarma dehaani)。有些种类如亮泽拟沼 

螺，刻纹拟沼螺则为全断面分布的。 

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在 180 m样点出现最高值 ，其中蟹类和其他类的增高是最明显的 

(图 3)。从样点 5～100 m，各类生物量有升高趋势，但在样点 140 m大多出现下降。动物 

栖息密度的垂直变化主要由软体动物中少数优势种类极端丰度的个体数的变化所主导的。 

由图4可见底栖动物总栖息密度值几乎与软体动物的密度值吻合，随着优势种类拟黑螺、 

亮泽拟沼螺分布的个体数的减少 ，近海端软体动物及总量栖息密度即显著下降，但甲壳动 

物 ，弹涂鱼，多毛类等则上升 由表 1及以上图还可知动物群落生物量、栖息密度的垂直变 

化与底质中 TOC、总磷、总凯氏氨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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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I r1) 

M era~c4d e sp 

图 2 红树医大型底栖动物沿断面种类和丰度构空间分带 

Fig．2 Spe tia]zonafion of benthic tr~crot'autm in species 

and abundance along the secdon of mangrove swamp 

譬i 

l

1 

髫 

一总的一凳篱 甲壳类一其它 

图 3 红 树区大 型厩 栖动物 平均 生物 量沿断 面的变化 

Fig 3 The changes ean bo⋯ ess of Benthic 

tT1acr。 um along the section of mangrove swamp 

动物 群落的 Shannon—Wiener多样性 

指数基本沿断面高程下降而升高．尤其在 

林 前样点 180 m的增高是明显的(除软 体 

动物外)(见图 5)，其他动物(弹涂鱼，多 

毛类等)则仅在 180 m样点明显出现。甲 

壳动物 软体动物的多样性变化较为复杂。 

总鬯 一 教体动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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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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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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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红树区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沿断面的变化 

n 4 The changes in m∞ densities benth~macl~fauna along the sec~on of mangrove swamp 

动物群落的种类丰度指数经计算表 明，其结果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 

自1991年 10月开始每周 60m 的生活污水(COD 122．46mg／l，BOD 55．99rag／1)对 

断面 A连续排灌 16个月，结果表 明生活污水对处理断面动物群落总的或各组分的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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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f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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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红树区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沿睁：面的变化 

Fig 5 The changes Di diversity indexes of benthic 

fauna a]ong the s~tion。f n~ngrove~wamp 

和栖息密度与对照(断面 B)相 比均未造成显著 

影 响 (P>0．05)，基本群落结构也 未发生变 

化 。同时，对林内底栖动物的空间分带 的影 

响也是不明显的。出现的轻微影响可能是 ：(1) 

在排污端(O一6O m)出现少量污水性动物种类 ， 

如颤蚓 (Tubifex sp．)．臭海 蛹(TraT,~ia sp．)； 

(2)生物量在这一样段稍有增高 

3 讨论 

红树林中大型底栖动物的空间分带现象是 

长期生态适应的结果 ，其机理可能由几个主要 

因素所决定。潮位线与树栖动物种类垂直分带 

之间存在的相关关 系已有报道证实 。．同样 

潮位线对红树林下底栖动物的分带也具有限制 

作用 。。福田区红树林断面从高潮位到低潮位动物种类的分带现象比较明显地反映出从淡 

水种类到海水种类的过渡，可能说明了这种影响。食物适应性和底质颗粒大小是另外两个 

决定底栖动物分带的主要因素 -。 

研究区林内有机物质含量丰富(见表 1)，丰富的有机碎屑是许多底栖动物的食料 ，对 
一 些适应性较强的优势种类如褶痕相手蟹．拟黑螺的分布来说可能成了决定性 囤素；因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作者认为底质有机物含量也是决定红树林底栖动物分带的重要因素 

之一。而对于招潮蟹的分布．底质结构特点则起 了主导限制作用0 。根据调查结果综台而 

论，本研究区红树林断面按优势种类和限制 因素的特点，基本可划分为 3个动物群落分布 

带：亮泽拟沼螺带 ，拟黑螺 褶痕相手蟹带 ，弧边招潮 印尼拟蟹守螺一刻纹拟褶螺带。 

McCormick发现林带前沿区具有最大的底栖动物多样性⋯ ，本研究在这方面表现出类 

似的结果，同时底栖动物生物量至此也达到最高 。林前泥沙质底质较为疏松和 易于钻洞， 

适宜于多毛类、双壳类 及某些蟹类、弹涂鱼的底质内(洞栖)生活。林 内泥滩高有机碎屑 

含量和深厚的淤泥将引起底质缺氧、高浓度 H S 和氨的产生 (表 1)。这种环境严重地限 

制了底栖动物的生存．但一些适应于这种环境的优势种类如拟黑螺、亮泽拟沼螺 的种群则 

得以极端的发展．最终使林 内底栖动物群落表现出低种类多样性 、高种群个体数的特 点， 

这与九龙江口红树区的动物群落特点雷 同 。 

McLusky曾研究石化油类废水排放对泥滩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排放 口的 

最近处仅出现寡毛类和 Hydrobia ulvae ，而在中度污染带则表现出高的总生物量和动物 

种类丰度。生活污水对红树林断面的排灌引起了类似的轻微影响，但对整个断面的群落结 

构、生物量、栖息密度则无明显影响 ，这 可能归固于高生产力、高能流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对 

纯粹的生活污水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 及生活污水对底栖动物的低毒性所造成的 

+ 待发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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