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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j基岩 泥砂J潮 端  
名 称 

基 岩 耗砂J期 海 港 

名 称 l赫 质潮l下 码头!殖场0 质硎下 间带l带 间带l带 码头 
_ 

水螅婀 28-内耕盘管虫 上 + 

C1a5s HydroZOa H ydroid~s ^fjf 

7-粗棍螅 29．毕美盘管虫 上 + 

C口 Y r fsa + Hydro ⋯ leg4 J 

8．棍螅(未定种) 30·原盘首虫 + + 

Co ryn~ 0p． ^ H ydroides ril ● 

9-嵴状镶螅 3l-盘营虫 + 

Z F0j 4I口 ^ H ydr口ides oroegica 

lO．细营真枝蝗 32-龙舟虫 + + 

drndrl piI1 rf + + 3~rputa rrmiculJrls 

ll·多枝真枝螅 33．龙舟虫(未定种) 上 + 

Eud driu r m 上 $~rpula sP
．  

I2．腔哈钟螅 34-有孔右旋虫 + 上 

Har~laub~lla gf!口|i 4 + Drxiospfra ~oraminosus 

13·曲臁薮枝蟪 35-被绕右旋虫 + + 

Obell #i _ 4l。 上 + Dcxio~pira ；p_till。m 

l4．双叉薮枝螅 36．日本右旋虫 + + 

ob~lla dif̂ ofoma + Dcxio~pira nipponlca 

l ．卫状 桧叶螅 厩壳纲 

，fⅣ gria ， c I + Cla*s Bi ah i4 

．广 口小接叶螅 37-胎贝 上 上 + 

f，Iular~ll4 卅 rrf fJ M y； l rdglis 

l7．海筒蟪 3B-厚壳赔贝 + 上 

T ario 擀|ti#| + M ytit~t 00r#|t#| 

18．克氏殖 口螅 39．偏砸蛤 + 

Go 口lhyrc~~~tar~i 山 Modiotus modio ̈l 

19．筒状黄螅 40．带蝻顶蛄 上 + 

C1ytla ~yiindrica + 十 M odlotus 0卅 ““ 

2O，艾氏荽螅 4】 长偏顶蛄 

C“r|j4 cdward*i 上 M odiotus ~1o P I ‘ 

21．约氏美螅 42·凸壳肌皓 上 

Clytia i0hn rI。ni + 上 M ut‘ l tnh0 ●i 

珊瑚虫纲 ”．黑养麦蛤 

Cla●s AnthoZOa Vignudula air．SO 

22．绿海羹 ¨-绢安乐贝 上 
Antho91eura mldori + 0f f口 f，口̂ ili； 

23-黄薄薨 4；．栉孔赢贝 + 

A Ihop~ru r4 xanwkogr4佛卅j Cklamy~farr~i 

2{-太平洋倒花海葵 46．嵌条扇贝 + 

An；hoptcu r pa*ifica + P" l柙 albicans 

2s-纵条矶海薹 47-辅江琥 + 

Halipla#tfit t-‘ii口 + lrina pf in 口 

． 艾氏星虫海葵 4B-中国不等蛤 + 上 

Edward~ia culoid~j A^omia f̂ inem if 

27-海仙^掌 ‘9-盾形单筋蛤 上 

C0 j●rla habcreri M onia m ㈣̂ 』口 

多毛舸 0．长牡蛎 + + 

Cla s s Poly~hae c4 ● C，口“。，IT~O giga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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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名 称 I 趣 潮 海港 海水 基岩 诧砂 潮 海港 下 养 名 称 崭 质翮 下 蒂 带 带 码头 殖场 间带 间带 带 码头 
il．近 江牡 蛎 + 73．扇形管 孔苔 虫 十 + 

Grinl 口 ，r⋯  ㈨ 1 ， T*b tipora f4bftlari 

2．大连湾 牡蝙 十 十 + + ¨ ．三崎 管孔 苔虫 ● 十 

Grassol r●4 dlienwh ncnsis Tubulipora misa~ien sit 

3．猫JI【牡蛎 + 75．蝶瞢虫(未定种) + 

Graj 口，f 。 ptstigrij Lichenopora sP． 

¨ ．巨 蛞属 + 十 裸 唇纲 

CTtl 口 ， 口． Clas 8 Gymn0l a ca 

55．密 鳞牡蛎 + 76．覆瓦 鲍克 苔虫 + 

O r 口 dens~lamellosa Bow~rb 4 imbric~ta 

． 东方缝栖蛤 十 十 77．聚台软苔虫 + 

H iatella oricnsaIi D potyum 

57．鼓斑棱蛤 + 78．膜孔苔虫(未定种) + 

TrapexiRm liras_m M ‘ b 口 ipor~ sP
． 

甲壳婀 79．膜 L苕虫(未定种) 十 

Cl● C u0t4ce4 jWF b Ⅲ Ⅲipo 口 sp
．  

5B．茗荷 + + 80．网纱帐苕虫 + 

Lepat口̂ 4 i~era Go~opeum i 卅 

59．梭蟹扳茗荷 十 B1．美丽琥珀苔虫 + 

0ctola smlt  ̂ Rni ’ Eltc|r4 tenttla 

6D．东方小胰壶 + + B2·长钩菩虫(未定种) + 

Gktkamalwt cAallcngcrl C~slorcphut sp
．  

61．白脊壤壹 + 
-  

+ B3．西方三胞苔虫 + + 

口口j_ dlblcos~4 Tri tari~ 0ecide I口“， 

62．救藤壶 + + 84·粗胞苔虫(未定种) + 

BalanRs arapkitri；~amphlsri~~ s‘ po ctil4|iI sP
． 

¨·致密尊壶 + + + + 85．美鹭松菩虫 + 

口●j川 ，im pDr isus Caber~ fⅢ  

“．糊斑壤壹 + + 86·环毁筛孔莒虫 + 
Balaxut~irre _ Cribritl f口 ● I 

．冕尊壹 + + + 87．多室草苔虫 + 

Bala~Rs ulfgi~05H$ neritina 

“·高峰尊壹 + + 8B．加州草萏虫 + 

BalanR：_I∞●r?llis Bagul call／0 r ，if口 

6，．尖吻麒壹 + + 89·阔 口隐槽菩虫 + 

Balaas#r口“r_， l C y， Df_ pallasian# 

6日．高脊尊壶 + + 90．马氏斑孔菩虫 十 

Bala~as~rits t l F~nes~㈣ tin 4 ti 

69．缺划藤壶 十 + + 91．纤毛拟小孔萏虫 + 

口_lam~-#frt口口 _， M icroport1ta eiliard 

捷唇婀 92．东方拟小孔苔虫 + + 

ClasI Stenolaeeaat- icropotell口 orientalls 

rO．象牙克神苔虫 + + 95．卵圆选苔虫 + 十 

Crisis 5 Ⅲ -d~usi f口 Oa 口r 4 ‘ 6o~oidea 

，1·颏克神苔虫 + 十 9{·颈形仿卫胞苔虫 + 

Crisi~ Fr jj P^，}口c{|t}i P。 4 ~ollaris 

r2．镖亮营孔苔虫 + + 95．独角裂孔苔虫 + 

T_5_j ，。r● p~l~k ra “  0potell㈨  D rhis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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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1 

}基岩 I泥砂 潮 海港 海水 l堇岩 f泥砂 期 海港』海爿： 
名 称 朝 质粥 下 养 名 称 期 质港 下 I养 

间带 间带 带 码头 殖场 间带 闻带 带 码头1殖场 
J 

，6·柯氏分胞菩虫 十 104．青岛菊海鞘 十 + 

Cff potin4 0 axii Botryi ：singtaocasis 

卯 ·透 明小 分胸 萏虫 + + JD5．柄 海 鞲 十 + 4- 

C~llepor~lla hyalina 4 ~laca 

98·太平洋网孔苔虫 十 1D6．冠瘤海鞘 + 十 

昆f r‘ 。， pacifi 口 Sfytla canopmtJ 

无铰捆 l07．柄海鞘(未定种) + 上 

Cl5#； I卫aftjcuh l4 s{yil● sP
．  

，，·鸭嘴薄豆芽 十 108·玻璃海鞲 十 十 + 

Li~gula Ⅲ l ̂ a ~ion4 int “ nalit 

100·亚氏海豆芽 十 109·膜海鞘(未定种) 十 

Linggla adam Didrm ap
．  

有铰纲 “D．乳突皮海鞘 + 十 

Cla Bs Ar~icu14ta jlf0tgula martial rⅢ fJ 

101-酸 浆贝 上 111．紫 拟菊 海鞘 + 十 

丁#rcbTat ta 。，ranic~ O ryitoidcs iol口 ， 

帚虫捆 112．西门登拟菊海鞘 十 
Ch s Phoroaidea Botrylloid~s sinsadsnsls 

102-毽形帚虫 + l13·长纹海鞘 + 

Pkoronis im_i ／ls~idla langi“r ●l- 

海鞘纲 114·米氏，J、叶鞘 + 

Clas~ Ascidiscea Lepto~llnum 埘fll_I-， 

103-癌扶菊晦鞘 ’ + I15．龟诲鞘(未定种) + + 

Botryllg~tubcratws Chelyosoma Ip
． 

1 分析与讨论 

1．1 烟台地处暖温带，但受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影响很大。烟台沿海水温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该海区夏季水温高，冬季永温很低。低温限制 

了许多喜温性固着动物的分布，暖水种明显少 

于南黄海与东海。但许多来自日本海与颚霍次 

克海的寒温带冷水性常见种却可以在这里很好 

地生长与繁殖，寒温带种明显多于南黄海与东 

海。通过调查发现，烟台沿岸浅海分布的固着 

动物计 I3纲 20目 58科 75属 II 种，基本上 

以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系的广温性常见种为主。如 

克氏殖 口螅、糊斑藤壶、东方小藤壶、太平洋网 

孔苔虫、西方三胞苔虫、玻璃海鞘、茗荷、密鳞牡 

蛎、近江牡蛎、猫爪牡蛎、凸壳肌蛤等。 
一

部分固着动物属于寒温带冷 水 性 常 见 

种 ，如贻贝、致密藤壶、柄海鞘、环纹筛孔苔虫 

等。在夏季．烟台沿海也有少数几种暖水广布 

种得以生长与繁殖 ，如华美盘管虫、纹藤壶等。 

这些暖水广布种也是我国南方许多港湾的污损 

生物。 

1．2 烟台沿海分布的固着动物 中有一 些 种 类 

在我国仅见于黄渤海区，至今在东海、南海未见 

有报告，如海筒螅、日本螺旋虫、大连湾牡蛎 、东 

方缝栖蛤、纲安秋、缺刻藤壶、高脊藤壶，致密藤 

壶、尖吻藤壶、柄海鞘等。 

l·3 烟台梧海固着动物主要分布于海港码 头， 

岩石潮间带及潮下带，泥沙质潮间带的固着动 

物在种类及数量上都较少，而砂质嘲间带则几 

乎无固着动物分布。 

1．4 烟台沿海的固着动物群落的组成在 不 同 

生境中是有变化的。海港码头内固着动物群落 

的优势种为：纹藤壶、柄海鞘、乳突皮海鞘、海 

筒螅、加州草苔虫、华美盘管虫、贻贝、致密藤壶 

等。基岩潮间带内固着动物群落的优势种为： 

日本矶海端、贻贝、黑葬麦蛤、牡蛎、白脊蘸壶、 

东方小藤壶、内刺盘管虫、绿海葵、密鳞牡蜗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琵砂质潮间带内固着动物群落的优势种为：黄 

海葵、鸭嘴海豆芽、海仙人掌、凸壳肌蛤等。海 

水养殖场则在不同的养殖场内有很大变化，海 

带养殖场内以玻璃海鞘为优势种，玻璃海鞘固 

着于海带叶面及海带养殖筏上；栉孔扇贝与嵌 

条扇贝养殖场内以内刺盘管虫、有孔右旋虫、玻 

璃海鞘为优势种，主要固着于扇贝壳表面。潮 

下带由于受条件限制，未能作优势种调查。 

1．5 烟台沿海固着动物中有一些是重 要 的 海 

水养殖对象，如长牡蛎、贻贝、栉孔扇贝、大连湾 

牡蛎等，在进行人工与半人工养殖及增殖时，可 

以根据其固着生活的特性，创造适宜的固着基 

底，如投放岩石及其它固体废料，以增加其固着 

机会，达到增产 目的。多毛类，海鞘类、水螅虫 

类、苔藓虫类、东方缝栖蛤等则可固着于海水养 

殖设施及养殖对象身体表面，对海水养殖业造 

成损害。茗荷及藤壶类在码头、浮标水下仪表、 

海底电缆、海底管道等水工建筑与水下设施上 

固着，可造成相当严重危害；另外，茗荷及藤壶 

类也大量固着于舰船底部，使航速下降，船身表 

面油漆剥落，大大降低舰船使用率。因此 要根 

据这些固着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物学特性 ，找 

出减少或防止危害发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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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 11．6％；1 2个侧腹腺的占 63条为 81．B2徭； 

13个侧腹腺的 占5条为 6．49徭)，排列对称或 

不对称，这种差异可能为个体差异，园我们观察 

的标本数量大 ，且虫龄各异，但无论虫龄如何， 

其中间列腹腺索的起止部位，腹腺突出于体表 

的特征都与中华下弯吸虫相一致。我们这次研 

究结果丰富了中华下弯吸虫生活史中幼虫阶段 

的资料，进一步肯定了该种的独立性。 

3．2 在本次试验中我们共 压 片 检 查 赤 豆 螺 

1957个，其中阳性螺 118个 ，感染率为 6．03，刍， 

另外 ，在同一地区还检查了小土蠕，琥珀螺和耳 

萝 螺，但均未找到 3个眼点的尾蚴，说明赤豆 

螺才是中华下弯吸虫的适宜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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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ush．A ．O land J．M ．Kinsella．A ll&tuf~definitive 

hol c[or c0f4lr· is io~#stomi Martin． 1956 (T1"e— 

m~ttoda：Notocoty1id·c)With noce自on expetlmental 

host specifl~ity and intr4。P~cilia vAziAtion．，．Pd· 

rasitot．1972，st(I)：BI3— 845． 

5 Odeaiag K．Physldae and Planorbidae sls w lite 

in den Lebenszykler einl~erinlsahet- N otocotylidae 

(T remgtodst：Paramphlstomid·e)z．PⅢ f " ．1966， 

27：210-- 239． 

6 M artili W ．E．The life ‘yale of C~larro f 口  ̂“0ni 

fi-sp-(Trematods： Noto~otylidae) Trans．／liner 

jlficFos．Soc． 1956．7g：117m 128． 

7 Rohde K．and F．O．Lee．1967 Lire ay~le of C口l 

stop打 indi~o Srlvss cm ．1935 (Tremgtoda~Noto- 

~otylidae)z．Parasite ．1967，29：I37—148． 

B Ysm aguti S·Syno1~sis of digeflatic ctem ~todes ot 

vci-teb'ZlltC s．Kelgaku Pub．Tokyo．1971．}0；一 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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