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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粒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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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粒径谱研究很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４ 月、７ 月、１０ 月在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获得的大型和

小型底栖动物数据，构建了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以期为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保护和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主要研

究结果如下： （１）高桥红树林湿地生物量粒径谱基本为 ３ 峰模式。 第一峰在－２ 粒级，主要由线虫构成；第二峰在 ４—１２ 粒级，
主要由寡毛类、多毛类和小个体甲壳类构成；第三峰在 １３—２２ 粒级，主要由大个体腹足类、双壳类和甲壳类构成。 （２）木榄、桐
花树和无瓣海桑生境在 ０—４ 粒级之间出现一个明显的波谷，这个波谷介于线虫和寡毛类之间，是大型与小型底栖动物粒级交

汇区。 （３）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大于 － １，截距为 １６． ５３３—１８． １５０。 桐花树 （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和无瓣海桑（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生境的截距、最小粒级的生物量（ＢＭＳ）高于木榄（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ｇｙｍｎｏｒｒｈｉｚａ）和盐地鼠

尾粟（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ｓ）生境，说明桐花树和无瓣海桑生境的底栖动物生产力水平较木榄和盐地鼠尾粟生境的高；秋季的截

距、ＢＭＳ 较其他季节高，说明秋季的底栖动物生产力水平较其他季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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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谱理论的引入为底栖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与经典的依靠分类阶元进行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的描述相比，粒径谱方法可以不依赖分类学知识，避免因分类鉴定不准确而引起的计算误差、更易于操作［１］。
随着人们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认识的加深以及对生态系统准确检测的需要，粒径谱理论的应用领域

将更加广泛。
我国对于生物量粒径谱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早研究的是浮游生物，之后结合东海和黄海生态系统

动力学开展了底栖生物粒径谱的研究［２］。 华尔等［３］ 构建了东中国海浅水海域（包括了东海、黄海和渤海）站
位底栖动物粒径谱，结果表明：研究海域的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呈现双峰模式，分别是小型底栖动物和大型

底栖动物；沉积物中的叶绿素 ａ 以及中值粒径对生物量粒径谱有着重要的影响。 邓可等［４］ 和王睿照等［５］ 利

用南黄海典型站位的底栖动物粒径谱计算了底栖动物群落的平均次级生产力和耗氧量。 张青田等［６］ 通过构

建底栖动物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方式比较了渤海湾、东海、黄海和黄河口的生产量。 上述的研究均是基于

潮下带底栖动物进行的，关于潮间带底栖动物粒径谱的研究，仅查阅到厦门大学的 ３ 篇硕士论文研究了潮间

带红树林湿地的底栖动物粒径谱［７⁃９］。 本研究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４ 月、７ 月、１０ 月在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四种

植物生境获得的大型和小型底栖动物数据，构建了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以期开创我

国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粒径谱研究，为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保护和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广东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境内，面积 ２．０３ 万公顷，是我国现存红树林面积最大的一

个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７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地处我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东、南、西面海

岸滩涂带，是北部湾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其中有林面积 １２３７５ 公顷，宜林滩涂 ７６２５ 公顷， 是中国最

有代表性的红树林生态类型。 受热带海洋气候的影响，沿海滩涂上分布着较大面积的红树林植被，其中红树

植物有 １２ 科、１６ 属、１７ 种，是除海南岛外我国红树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 湛江红树林保护区作为我国现存

红树林面积最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广东西南部海岸天然红树林沼泽湿地类型的最好范例，在抗御台风暴

潮、减缓潮水流速、保持水土、控制堤岸侵蚀、吸收转化污染物、净化海水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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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采样时间和站位设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冬季）、４ 月（春季）、７ 月（夏季）、１０ 月（秋季），在广东湛江高桥红树林区进行四个季度

底栖动物生态调查。 共布设木榄、桐花树、无瓣海桑和盐地鼠尾粟 ４ 种植物生境（图 １），前三种为红树植物，
后一种为禾本科植物。

图 １　 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取样站示意图（引自蔡立哲等，２０１２）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Ｇａｏｑｉａ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３　 取样及样品处理

１．３．１　 小型底栖动物

采用由注射器改造的内径为 ２．９ ｃｍ 的采样管取样，取样深度为 ９ ｃｍ。 并用 ５％的中性海水甲醛溶液固

定，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处理。 用内径为 ０．５ ｍｍ 和 ０．０４２ ｍｍ 孔径的网筛筛选，Ｌｕｄｏｘ ＴＭ溶液离心三次，取上清

液置于解剖镜下分选，制作永久封片。 小型底栖动物在显微镜下测量每个生物体的体长（Ｌ，单位 ｍｍ） 和最

大体宽（Ｗ， 单位 ｍｍ） ， 并由公式 Ｖ ＝ Ｃ×Ｌ×Ｗ２， 计算出各个类群个体的体积（Ｖ ， 单位 ｎｌ） 。 式中， 系数 Ｃ
依类群而不同［１０］。 体积（ｎＬ） 到湿重生物量（μｇ）的换算系数为 １．１３， 湿重生物量到干重乘以系数 ０．２５［１１］。
１．３．２ 大型底栖动物

采用 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 样框、挖深 ３０ ｃｍ，经 ０．５ ｍｍ 孔径网筛分选后，用 ５％的中性海水甲醛溶液固定后带回

实验室。 用琥红染色后，在解剖镜下挑选并分类计数。 动物标本经吸水纸吸去体表水分后， 用感量为 ０．１ ｍｇ
的电子分析天平称重（湿重），再按湿重∶干重＝ ５∶１ 换算为干重［２］。
１．３．３　 底栖动物粒径谱绘制

本文构建了两种类型的生物粒径谱，生物量粒径谱和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作图及数据统

计。 生物量粒径谱（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ＢＳＳ）以 ｌｏｇ２转换的个体干重生物量（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μｇ ｄｗｔ ｉｎｄ－１）为横坐

标划分粒级，以 ｌｏｇ２转换的单位面积（ｍ２）上对应粒级的干重生物量（μｇ ｄｗｔ ｍ－２）为纵坐标，绘制生物量粒径

谱。 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ＮＢＳＳ）以 ｌｏｇ２ 转换的个体干重生物量（μｇ ｄｗｔ
ｉｎｄ－１）划分粒级，作为横坐标；每个粒级上单位面积（ｍ２） 总的干重生物量（Ｂｉｏｍａｓｓ，μｇ ｄｗｔ ｍ－２）除以该粒级

上个体干重的变化幅度（μｇ），也经 ｌｏｇ２转化后，作为纵坐标［１２］。 对这些点作回归直线，得到正态化粒径谱，同
时得到斜率 ａ 和截距 ｂ。 在绘制正态化粒径谱的过程中，包含－２ 至 １４ 共 １７ 个粒级，不包括粒级大于 １４ 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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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

２　 结果

２．１　 湛江高桥 ４ 种植物生境的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根据湛江高桥 ４ 种植物生境的底栖动物数据构建了生物量粒径谱图形，发现谱型均呈现不规则的锯齿状（图
２）。 ４ 种植物生境在－２ 粒级上都拥有较高的生物量，主要由海洋线虫构成。 木榄、桐花树和无瓣海桑生境在 ０—４
粒级之间出现一个明显的波谷，这是由于在线虫和寡毛类之间只有少量的小型底栖动物动吻类和海蟎类。 盐地鼠

尾粟生境在 ０—４粒级之间没有出现波谷，而在 ４ 粒级出现波谷，这是由于盐地鼠尾粟生境的寡毛类动物栖息密度

很低。 桐花树生境的粒级可以达到 ２２，是由于在该生境采集到个体很大的红树蚬（Ｇｅｌｏｉｎａ ｃｏａｘａｎｓ）。

图 ２　 高桥红树林湿地不同生境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Ｆｉｇ． 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Ｇａｏｑｉａ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２　 湛江高桥不同季节的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各季节的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图形基本相似（图 ３），即出现 ３ 个峰，第一峰在－２ 粒级，主要由线虫构

成；第二峰在 ４—１２ 粒级，主要由寡毛类、多毛类和小个体甲壳类构成；第三峰在 １３—２２ 粒级，主要由大个体

腹足类、双壳类和甲壳类构成。 此外，在－２—４ 粒级之间出现一个明显的波谷，与红树林（木榄、桐花树和无瓣

海桑）生境的底栖动物粒径谱图形相似。
２．３　 湛江高桥不同植物生境的底栖动物正态化粒径谱

分别对四种植物生境的底栖动物构建了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图形及回归直线（图 ４），所有回归结果具有

显著意义（Ｐ＜０．０５）。 四种植物生境的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都大于－１（表 １），即随着生物个体的增大，
粒级上的生物量也随之增大。 四种植物生境的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斜率范围在－０．９６９６—－０．８３８８，斜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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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四个季节的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Ｆｉｇ． 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Ｇａｏｑｉａ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大的是盐地鼠尾粟生境，最小的是木榄生境；截距范围

在 １６．９６３—１８．０７８，截距最大的是无瓣海桑生境，最小

的是木榄。
２．４　 湛江高桥不同季节的底栖动物正态化粒径谱

分别对四个季节的底栖动物构建了正态化生物量

粒径谱图形及回归直线，所有回归结果具有显著意义

（Ｐ＜０．０５）。 构建的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都大于

－１。 四个季节的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斜率范围在

－０．９１５２—－０．７６２５，斜率最大的是冬季，最小的是春季；
截距范围在 １６．５３３—１８．１５０，截距最大的是秋季，最小

的则为春季。 位于个体生物量最小对数粒级的为线虫，
其生物量明显影响着粒径谱的斜率（图 ５）。

图 ４　 高桥红树林湿地不同生境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Ｆｉｇ． 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Ｇａｏｑｉａ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３　 讨论

３．１　 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特点

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有 ２ 个特点。 （１）木榄、桐花树和无棒海桑生境在 ０—４ 粒

级之间出现一个明显的波谷。 （２）出现了 ３ 峰模式。 但是，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的 ３ 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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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四个季节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Ｆｉｇ． ５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式与黄河口邻近海域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３ 峰模式［１］ 不同，前者第一峰在－２ 粒级，后者第一峰在－３—－１
粒级，均由自由生活海洋线虫构成［１］，由此推测，红树林湿地自由生活海洋线虫个体比潮下带的自由生活线

虫个体大。 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的第二峰和第三峰也与黄河口邻近海域底栖动物生物量

粒径谱第二峰和第三峰的粒级范围不同，证实了潮间带底栖动物群落组成与潮下带底栖动物群落组成明显

差异。

表 １　 高桥红树林湿地底栖动物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参数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Ｇａｏｑｉａ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生境 ／ 季节 Ｈａｂｉｔａｔ ／ Ｓｅａｓｏｎ 回归系数 Ｒ２ 斜率 Ｓｌｏｐｅ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最小粒级生物量 ＢＭＳ

木榄 ０．５６３６ －０．９６９６ １６．９６３ ０．５８３２

桐花树 ０．５７００ －０．９１６２ １７．８９４ ０．７３６０

盐地鼠尾粟 ０．６０４７ －０．８３８８ １７．４６９ ０．２１０９

无瓣海桑 ０．５８６１ －０．９６０２ １８．０７８ ０．７３７０

冬季 ０．４１１８ －０．７６２５ １７．４１３ ０．５００２

春季 ０．５１３５ －０．９１５２ １６．５３３ ０．５８２１

夏季 ０．５５２１ －０．９０１０ １６．７３１ ０．４８７８

秋季 ０．６３１９ －０．８３９８ １８．１５０ ０．６７７０

　 　 ＢＭＳ（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是指该站位粒径谱中最小粒级的生物量

Ｓｃｈｗｉｎｇｈａｍｅｒ 对加拿大芬迪湾和大西洋沿岸内湾的底栖生物群落构建的粒径谱图形显示，小型和大型底

栖动物分别形成波峰，通常成为双峰模式，并在交汇处形成波谷［１３］。 黄河口邻近海域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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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级 １—８ 是除海洋线虫意外的其他小型底栖动物类群和一些小个体大型底栖动物，且在它们的交汇处（粒级

１—３）形成波谷［１］。 而 Ｄｒａｇｓ 和 Ｄｕｐｌｉｓｅａ 的研究结果显示，生物量粒径谱结果并不服从双峰模式，并且也没有

明显的大型－小型底栖动物波谷的出现［１４， １５］。 本研究中，小型与大型底栖动物交汇区（粒级 ０—４）也形成波

谷。 Ｍａｒｉｎａ 等认为波峰、波谷的出现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现象，主要是取决于特殊物种的存在，不能简单的归于

底质粒径和栖息环境的差异［１６］。 本研究中，波峰所对应的粒级上出现的动物一般具有高的栖息密度的特点，
例如，在无瓣海桑生境中，由于宽身闭口蟹（Ｃｌｅｉｓｔｏｓｔｏｍａ 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拥有高的栖息密度，使其在粒级 １３ 处形成

一波峰；在盐地鼠尾粟生境中，由于蜾蠃蜚（Ｃｒｏｐｈｉｕｍ ｓｐ．）拥有高的栖息密度，使其在粒级 ７ 处形成一波峰。
由此而知，特殊物种的存在对生物量粒径谱图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是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栖息环境

的差异（例如有机质含量 、溶解氧浓度、底质粒径等因素），才产生了各生境中物种、优势种的差异。 此外，各
季节的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图形相似，说明了季节的差异对粒径谱结构的影响并不大。
３．２　 高桥红树林湿地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参数的生态特征

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中有几个参数：Ｒ２、斜率、截距、ＢＭＳ，便于生态系统之间的比较。 Ｓｐｒｕｌｅｓ 等提议用

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和截距作为水生生态系统结构的定量指标［１２］。 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能够

用来描述生态系统中生物量的变化趋势。 当斜率为－１，生物量不随生物个体的变化而变化；当斜率大于－１，
生物量随着生物个体的增大而增加；当斜率小于－１，生物量随着生物个体的增大反而减小。 湛江高桥红树林

湿地不同植物生境、不同季节的底栖动物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都大于－１，说明生物量随着生物个体的

增大而增加。 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截距可用来描述生态系统的特征，反映生产力的水平，截距的差异反映

了不同生态系统营养循环、利用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截距值大，生产力水平也高；截距值小，生产力水平

低［１７］。 然而，Ｒｉｃｅ 等认为描述正态化粒径谱利用中值粒级高度要比利用斜率更为理想，因为中值粒级高度能

够消除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中斜率与截距经验关系所产生的影响［１８，１９］。 此外，最小粒级的生物量（ＢＭＳ）同
样能够描述生态系统的特征。 ＢＭＳ 越高，斜率值越小，生产力水平越高（截距值越大）。 对湛江高桥不同植物

生境、不同季节的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截距、ＢＭＳ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桐花树和无瓣海桑生境的截距、
ＢＭＳ 高于木榄和盐地鼠尾粟生境，这说明桐花树和无瓣海桑生境的生产力水平较高，与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

产力的研究一致［２０］；秋季的截距、ＢＭＳ 高于其他季节，这说明秋季的生产力水平较高，这与大型底栖动物次级

生产力的研究结果不一致［２０］，推测是由于在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计算公式中，双壳类的红树蚬等大个体

生物对次级生产力起重大影响作用，而正态化粒级谱则去除了粒级大于 １４ 的生物。
在利文斯顿岛（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开展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物量粒径谱的研究中，Ｓａｌｉｎａｓ 发现沿水深

的梯度，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的斜率有所变化，在水深小于 １００ 米的站位，斜率大于－１（ａ ＝ －０．７６），截距值为

７．７９，正态化生物量粒径谱曲线比较平缓［２１］。 王睿照等研究南黄海典型站位的斜率 ａ 大于－１，截距为 １３．６—
１４．４［２］，而邓可等研究南黄海典型站位的斜率大于－１，截距 １３．２０２—１４．８０７［４］。 林秀春对湄洲湾贝类养殖滩

涂的底栖动物进行相关研究，正态化粒径谱的斜率大于－１，截距为 １３．１４１—１７．５４２［３］。 周细平对同安湾人工

种植红树林底栖动物进行了研究，斜率大于－１，截距为 １３．３８２—２０．６０８［８］。 曹婧对漳江口红树林底栖动物进

行了研究，斜率大于－１，截距为 １３．９９２—１６．４９４［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湛江高桥红树林湿地各植物生境的斜率

大于－１，截距为 １６．９６３—１８．０７８，与其他红树林湿地的结果接近。 从红树林湿地与潮下带底栖动物正态化生

物量粒径谱的斜率和截距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红树林湿地或潮下带，斜率均大于－１；截距红树林湿地略高

于潮下带，体现了红树林湿地高生产力的特点。
目前，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的相关研究不多，且各研究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生物量计算方法不

同、粒级划分依据不同等。 这就使得与底栖动物生物量粒径谱相关的各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 也阻碍了生物

量粒径谱成为有效的指示方法［３］。 因此，制定统一的基础研究方法以增强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显得十分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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