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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红树林区底栖生物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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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水产养殖幕，厦门集美 361021) 

摘要 ：分析了福建柑岸红树林区底栖生物的群落结构、区幕特点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从 8十断面著采集到 278种底栖 

生物，其中藻类 11种．多毛类 47种，贝类 72种．甲壳类 88种 t棘皮动物 n 种一鱼类 27种 ，其他类 22种。其优势种和习见 

种多为广温广布种和亚热带暖水性种类 。短尾类和贝类为优势类群。平均总生物量为 33 74g,／m~。平均栖息密度为 136十 

／m。。生物种类的丰度及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海水的平均盐度呈正相关，与红材林的发育状况则呈负相关。其栖息密度与 

红材韩的发育状况成正比。 

关■调 ：红树林{底栖生物I群落结构 区系特点 

The ecology of benthos in Fujian mangrove swamps 
ZHANG Ya—Zhi，CHEN Can—Zhong．W ANG Yuan Yuan，CHEN Pin—Jian，YANG Rui— 

long (Aquacalt~ Departm~t．Fisheries College，Jimei Vniv,wrsity·Xiamen 361081．China) 

Abstract}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the characters of fau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distribution and inhabiting environments of the be nthic fauna in the mangrove regions along the 

coast of Fujian duringOctober，1984 andMay·1985．Amongthetotal 278 species，wefound algae with 11 

species，Polychaeta with 47 species，Mollusca 72 species，Crustacea 88 species，Echinoderma ta l1 species， 

fishes 27 species，and other animal groups 22 spe cies．The dominant and common species are mainly the eu— 

rythermic and eurytopic spedes and also the subtropical warmwater species．Brachyura crabs and Mollusca 

are n1aior animal groups．The averages of the biomass and the densities of the benthic fauna in aI1 8 sections 

are 33．74g／m and 136ind／m respectively．the species abundance and po lymorphism in the community ore 

positively corehted to the r／lean salinity of the sea water，but are negatively interret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grove．The density of the benthic animals are po sitively co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 

gr0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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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生态系是热带，亚热带河口特有的生态类型，也是世界上高生产力的生态系之一口] 关于红树 

林区底栖生物生态，国外已见印度西太平洋区【 、马来亚 ]、澳大利亚西部 ，昆士兰 和新南威尔士 等 

地的研究结果。国内对福建九龙江口Ct~~3、广东大亚湾 及深圳福田湾 等地红树林区底牺生物生态也已 

有报道 。但整个福建红树林 区的底栖生物生态研究则未见报道 。本文对福建沿岸河 口8十红树林 区的群落 

结构和特点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等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该生态类型的生态学研究，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及红树林 生态系的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根据 1984年 lo月和 1985年5月福建省海岸带和海馀生物资源综合调查期间对福建省沿岸河口 

8个红树林 区底牺生物生态调查资料整理 而成 。取样断面布设见图 1。定量样品用 50era×50era 的定量框 

采集 ，每个断面设 6～7个取样站 ，每个取样站采 2个样方。除定量样品外，还分别采集定性样品，以补充定 

量采集时采不到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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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用 7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环境 因子的调查与生物取样同时进行 。 

潮区按瓦扬 (Vailiam，1891)的原则划分。 

用Shann。n—weaver的多样性指数公式H 一一∑ ·l。g。A‘M rgalet的丰度指数公式d—rs -- I} 

pi。I。u的均匀度指数公式JJ． 、和McNaught。n的优势度公式D 一盟 分析群落的种类多样性 

用Whiftaker和Fa banks的群聚系数公式∞一三干；干 分析群落的相似性 

图 1 福建红树林 区底栖生物取样断面分布 

Fig．1 Location ot the sampling sites of benthc~s in 

the~ ngrove regions along 加ast of fttjian 

2 结果与讨论 

2．1 种类组成 

从 8个断面采集的标本 ，经鉴定共有底栖生物 278 

种．鉴定到种的有 204种。其中甲壳类种类最多，共 88 

种．占 3I．7 ，以尤 氏裸赢 蜚(Corophium uenoi)、双 陷 

鼓虾 (̂ heus bisindsus)、模糊新 短眼蟹 (Neoxenoph— 

thalmus obscu~us)、弧边招 潮(Uca d )、清 白招 潮 

( ．1actaus)、日本大 眼蟹 (Macrophthalmus japonicus)、 

宁 波泥 蟹 ( 叩 口z ningpuensis)、淡 水 泥 蟹 ( ．tan— 

suiensis)、天津 厚蟹 (Helice tientsinensis)、长 足长方蟹 

(Metaplax longipes)为 主要优 势种 软体 动物 居第 2 

位，共 72种，占 25．9 ，主要优势种包括匙蛤 (Theora 

lata)、缢 蛏 (Sinonovacula consttT'cla)、河蚬 (Corbicula 

umina)、粗糙滨螺 (gitta~'na sca~ua)、短拟沼螺 ( ，- 

simiuea brevicula)、珠 带 拟 蟹 守 螺 (Cerithidea 

cingulata)、西格织纹螺(Nassarius siquinjorensis)等。多 

毛 类居 第 3位 ，共 47种．占 16．9 ．以拟 突齿 沙 蚕 

(Paraleonnates uschakovi)、双 齿 围 沙 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齿吻沙蚕 (Nephtys sp．)、相似异须虫(Heteromastus sirailis)、不倒翁虫(Sternaspis scutata)等 

占优势 。鱼类 27种 ．9．7 ，以弹涂鱼(Pe~'ophthalmus cantanensis)、短吻栉虾虎鱼 (Ctenogobius breoirostris) 

数量较多 棘皮动物 11种，占 3．9 ，无 明显优势的种类 藻类 13种．占 4．7 。其他类 20种，占 7．2 ，可 

口革囊星虫(Phascotosoma esculema)；~4：要优势种 。优势类群的组成与九龙江 口。 、深圳福 田Ⅲ 红树林区 

相似。各断面生物类群的种类数见表 1 

寰 1 备断面J|牺生*的种羹组虚(种类散) 

Table 1 Comoesttien of species of beⅡth幛 It e．ch sectI蛆 (Number of species) 

田螺 

自水 

东甲 

启渚 

浔浦 

贞庵 

浮宫 

竹塔 

14 

31 

15 

24 

28 

31 

8 

12 

22 

26 

l8 

26 

31 

27 

19 

27 

4 

7 

6 

10 

5 

6 

6 

l1 

62 

93 

56 

82 

83 

104 

42 

74 

2．2 区系特征 

福建红树林区底栖动物的区系具 明显的亚热带性 质，多数属于亚热带暖水性种类和广温性、广盐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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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 已鉴定到种的 204种中．暖水性种类响 107种 ，占 52 5 。但其中成为优势种的种类不多。广温性种 

类 76种．占 37．3 ．其中多数种类是福建红树l林互约优势种和 习见种。温带性种类仅 21种．占 10．3 。其 

中除相似异须虫和巢沙蚕等少数几种较常 见，并有 一定数量外 ．多数种类仅在个别断面出现 ，数量也很少 。 

2．3 数量组成及其分布 

福建红树林区底栖生物的年 总平均生物量 为 船．74g／m ．平均栖息密度为 136个／m =生物量组成 中， 

以甲壳类居首位 ．为 11．82glm ．占 35．0 ．软件动物其次 ，为 7．】lg／m ．占 21．1 ，多毛类最低 ，仅 3．1 9g／ 

tTJ ．占 9．4 。栖息密度仍 甲壳娄最高 ，为 5个／m ．占 5 5．2 ，软体动物其次 ，为 25个／m ，占 18．4 ．棘 

皮动物是低 ，仅 0．6个／m。．占 0 4 ．见图 2。 

8个调查断面中t生物量以竹塔断面最高，达 69．1g／m ，后莆其次，为 51．3g／m ，浮宫最低 ，仅 7．48g／ 

tTJ 。栖息密度仍以竹塔最高，达 362十／m ，白求其次．勾 146十／m ，东甲最低 ．仅 57个／m (图 3)。 

÷ 

隹 
面  

盟 

图 2 福建红树林区底牺生韧各类群的生物量和柄 由度 

Fig 2 Biomass and density o each group 0 the Ⅻ  

grove regions along coast of Fujian 

40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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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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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3 福建红树林区各断面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 

Fig 3 ~omass and density of tee benthos at each sec 

tion along Fujian mangrove swamp 

潮区的平均生物量以低潮区最高 ，为 36．5g／m ．高潮区最低，为 29．17g／m {平均栖息密度 中潮区最 

高 ．为 157个／m ．高潮区最低 ，为 98个／ m =各生物类群的平均生物量 ，高潮区以甲壳类最高 ．中潮区和低 

潮区分别以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为主，平均栖 息密度则 3个潮区均以甲壳类最高 (表 2)。 

裹 2 祖t红树林区废栖生物軎婪群生物量(g／m )和栖息密廑(ind／m。)的垂直分布 

Table 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iomass and density of each group of benlh~ in 

the nmngrove a删 along coast of ffujlan 

潮区 薛生物量 总密度 

T0t8} T0ta1 

Tid 
bi㈣ ss densitY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粪 棘皮动物 其他粪 

Polychaeta M ollusca Crustacea EcEinodermata Others 

生枷量 密度 生物量 密度 生物量 密度 生物量 密度 生物量 密度 

Biomass Density Biomass Density Biomass Density Biomass D~nsRy Biomass Density 

福建红附林区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和栖 息密度均 低7： 期调查福建垒省软相潮闭带底栖生物生物量和 

栖息密度的平均值 ，在全省各种类型的软相潮间带 中也是最低的(见表 3)。红树林区沉积物 H：S含量较高． 

且伴随着缺氧．土壤酸化 ．很 多在非虹树林区的靳相潮间带 中能jE常生活的种类．尤其是底内生活的种类 

不能生存于红树林区的底 质中 ．口 能是造成红树柿K底栖 生拘 物量较低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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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种类的垂直分布 

高潮区 共出现 102种 ，其中有 7O种 向下可 

分布至中潮区。甲壳类种类最 多，46种 ，软体动物 

和多毛类分别有 32种和 l4种 ，其余类群均在 5种 

以下。投有 出现棘皮动物。可 口革囊星虫、宁波泥 

蟹 、淡水泥蟹、弧边招潮、日本大眼蟹是高潮区的主 

要优势种，在福建红树林区广琵分布 ，往往决定着 

高潮区的群落性质 。此外 ，光辉招潮在贞庵、珠带拟 

蟹守螺在 白水、短拟沼螺在浔浦 、双齿围沙蚕在东 

甲的高潮区也占有很大比例。 

899 

衰 3 福t 省不同娄型 软相囊问带鹿牺生袖生物量 (g／ 

m )和密度(ind／m。) 

TaMe 3 Bioma．ss and density of ~ nthos In different 

typea of tidaJ 7A~ne of soft ha ttom along coest of F lan 

中潮区 种类明显增多 ，共 出现 199种．其 中 98种仅分布在该潮区，本区以软体动物和 甲壳类种类最 

多，分别为 61种和 6O种、多毛类 36种 、鱼类 l8种、藻类 9种 、棘皮动物 6种．其余类群均不超过 3种 。上述 

在高潮区占优势的种类也是本潮区的主要优势种 。 

低潮区 共出现 92种 t其中 57种 向上可分布到 中潮区。软体动物种类最多，28种 ，甲壳类 20种，多毛 

类 17种 ，鱼类 10种 ，棘皮动物 8种 。很步出现各断面共有的优势种 ，主要优势种有模糊新短眼蟹 、匙蛤、孔 

虾虎鱼(竹塔断面)、不倒翁虫、淡水泥蟹 、珠带拟蟹守螺(白水断面)、宁波泥蟹 、尤氏棵赢蜚(田螺断面)、和 

彩拟蟹守螺(东甲断面)等。 

2．5 底牺生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5．1 种类分布与盐度的关系 盐度是影响红树林区底牺生物最主要的因子之一 。根据 8十调查断面的 

盐度分布情况 ，大体上可分为半咸水(盐度<16)、低盐水(1 7～25)和中盐水(>25)3种类型 (表 4)。 

衰 4 福t红树#区备斯西主蔓环境特征 

TaMe 4 MMnly characteristic ofⅡ vir0Ⅱmenb of m蚰gr0ve r~lmLs along co_n of FujI蚰 

田螺、浮宫、竹塔 3十断面盐度均低于 16．生物种类较少．且很多为典型的河 口低盐种 ，如疣沙蚕(Tyl 

orrAynchus heterochaetus)、相似异须虫、刀明樱蛤、寡鳃齿吻抄蚕(Nephtys oligobranchia)、淡水泥蟹 、台湾 

泥蟹 (1lyoplaxformosensis)、双齿相手蟹等．未出现棘皮动物。白水、东甲、后渚和浔浦断面盐度较上述 3断 

面高(17~25)，其底栖生物种类组成也较上述 3断面复杂．除了半咸水 断面的一些种类仍能在此分布外， 

还 出现一些广盐种．如卡氏无疣齿蚕(Inermonephtys gallardi)、中锐吻抄蚕(Glycera邶“ )、不倒翁虫、可 

口革囊星虫、匙蛤、缢蛏、短拟沼螺、珠带拟蟹守螺等。贞阉为中盐断面，平均盐度为 26．72，种类组成最复 

杂 ．共 出现 104种，众多近岸广盐种均 能在此生息繁衍。最 显著特点是出现了多种半咸水断面所投有的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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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动物。如滩栖阳逐足(Amphiura vadicola)洼腭倍棘蛇尾(Amphioplus depressus)和薄倍棘蛇尾(A．praes— 

tans)。 

2．5．2 物种多样性与盐度的关 系 从表 5可以看 出．福建省红树林区底栖生物群落的物种 多样性指教、 

种类丰度、均匀度等参数与海水平均盐度大致呈正相关 贞庵断面盐度最高，平均为 26．72，多样性指数和 

种类丰度也最高，分别选 4．27和 9．22，均匀度也较高，为 0．71；竹塔和浮宫 2断面为半咸水性质 ，其多样性 

指数最低，分别仅为2．37和2．00 贞庵断面与浮宫断面指数值相差2．1 3倍，变化幅度较大。浮宫的种类丰 

度和均匀度也是各断面中最低的。与此相反，种类优势度则与海水平均盐度大致呈负相关 贞庵断面种类 

优势度为0．31，而浮宫可达0．78，相差 2．25倍。反映出随着盐度的降低，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下降，种类优势 

度提 高．群落结构趋向简单。 

衰 5 福t红树#区底麓生物■落的多样性指教 

Tmble 5 Diversity Index 0f beatblc~ommaaity ia man~reve areltS alon8~e~st of FuJian 

0 3 

一  

— 』=-] l 

『 门 
后褚 东 甲 田螺 白求 

浔哺 贞鹰 官 竹培 

固 4 福建红封林区各断面生物的系统聚类 

Fig 4 Systematic group of benthos at each section 

along Fuji~n mangrove swamp 

2．5．3 群落种类组成相似性 与盐 度的关 系 由于同 

是红树林区，底质类型基本相 同，各断面的群落相似性 

变化不★ ，多数断面群聚系数在 0．15～0．24之间。其 

中，海水盐度值相近的断面其群落相似性提高，如 田螺 

一 浮宫同为半成水断面 ，东甲一后渚及浔浦一束甲均 为低 

盐水断面，其群聚系数均为0．24，而浮宫一贞庵二断面， 

虽 同在九龙江 ISI，地理位置 较靠近 ，但盐度差异较大 ． 

分别为 14．33和 26．72，其 群落相似性 也不高，群聚 系 

数仅 O．14：白水一浮宫断面盐度差别也较大．群聚系数 

仅 0．10。各断面群落相似性见图 4。 

2．s．4 底栖 生物栖息密度与红树林 的关 系 福建红 

树林区红树的发育和分布情况差异很大 (表 4)．这种差 

异与红树林区底栖 生物的栖 息密度关 系密切 ，呈正相 

关趋势。竹塔、白水二断面红树发育 良好 ．树高林密 ，高、中潮区均有红树分布，其底质有机质含量丰富，底 

栖生物的栖息密度在 8十断面中分别居第 1和第 2位 ．分别达 365十／m 和 146十／m 。而浮宫、东甲二断 

面红树林因人为因素，林稀树小，有的地方仅存板状根块，其底栖生物栖息密度最底，分别仅为 67十／m。和 

57个／m 。其余 4断面红树发育状况舟于上述二者之间．其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变动于 1∞～130个／m 之间。 

2．5．s 物种多样性与红树林的美系 从表 4和表 5可以看出，福建红树林区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红树林 

的发育状况呈负相关。竹塔、白水两个红树发育良好的断面，其物种多样性明显低于除浮宫“外的其余各 

断面．种类丰度和均匀度也类似这种情况 而种类优势度相反，明显高于浮宫以外的其余断面。呈现出红树 

林茂密的断面高栖息密度低物种多样性的特点。 

红树林群落是 一种特殊类型的河 口群落 ．是锯缘青蟹、可口革囊星虫、双齿围沙蚕 、弹涂鱼等经济种类 

栖息繁衍的良好生境。同时 ，大量红树落叶分解、淋溶产生的高含量有机质，对提高河 口生态系的营养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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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初级生产力和次级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此外 ，红树林可以减缓海浪对海岸，尤其是堤岸的冲刷和侵 

蚀．加速泥沙沉积，起到护堤、造陆的作用 ” 。因此，应大力提倡保护和营造红树林，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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