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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湾珠带拟蟹守螺夏季种群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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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对温州乐清市雁荡镇西门码头、西门岛红树林、南岳镇、岐头、大门岛百花庙滩涂 )
个样点的珠带拟蟹守螺（!%*#1"#2%(3&#,,+ 4#$/),+1+）种群密度进行调查，分别采用 +,-./0 幂法则、12,/ 聚集格

局回归分析法及 3/04546, 指数公式计算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珠带拟蟹守螺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理论上

属于聚集型负二项分布。其种群在中潮区的分布量最大，而高潮区又大于低潮区。珠带拟蟹守螺是一

种对环境污染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滩涂生境如有污染就会直接反映在其种群密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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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数量的时空动态是种群生态学的研

究核心，在潮间带种群生态学的研究中有助于

了解潮间带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及影响［% ’ &］。珠

带拟蟹守螺（!%*#1"#2%(3&#,,+ 4#$/),+1+）主要分布

于我国南北沿海和日本沿海泥沙滩或沙泥滩的

潮间带，为腐食性贝类［$］。珠带拟蟹守螺因其

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常被沿海居民食用；然而，

珠带拟蟹守螺常与泥螺（@),,+41+ %A+*+1+）、彩虹

明 樱 蛤（ B(%*%,,+ #*#2%&4%$& ）、泥 蚶（ C*4+
/*+$(&+）、缢蛏（ <#$($(;+4),+ 4($&1*#41+）等经济贝

类竞争食饵与空间，是滩涂养殖贝类的主要敌

害之一。

有关珠带拟蟹守螺生物学和生态学方面的

研究工作并不深入，於宏等研究了宁波三山滩

涂珠带拟蟹守螺种群的年龄组成与生长［)］；其

他仅见分类、形态和分布的简要描述［;］。本文

旨在探讨乐清湾珠带拟蟹守螺种群的数量组成

及分布格局，以期为控制种群密度与持续利用

提供基础资料。

= 自然概况与调查方法

=>= 自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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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光、风等因素使高潮区蒸发量加大，盐度

升高。大量的蒸发使土壤变硬，水分减少，珠带

拟蟹守螺在其上爬行变得困难，也不适合珠带

拟蟹守螺生活。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潮区，泥沙

质性质的土壤含水量多，营养丰富，而且环境稳

定，正适合珠带拟蟹守螺生长。聚类分析的结

果也表明：!" 个采样站珠带拟蟹守螺种群基本

按照潮区聚类，除个别外，珠带拟蟹守螺的种群

在相应的潮区中距离更近。这也提示，决定珠

带拟蟹守螺种群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不同潮区

特有的环境性质。

!"# 人类活动及环境对珠带拟蟹守螺种群的

影响 虽然潮区是影响珠带拟蟹守螺种群分布

的最主要因素，但人类活动及其他因素也对其

分布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南岳和西门岛红树林

两样点的珠带拟蟹守螺密度，高潮区大于中潮

区，这与两个样点所处的环境有关。西门岛红

树林位于西门岛北部，是中国红树林最北分布

地［#］。该处的红树林主要位于中潮区，在红树

林区的底内，由于可口革囊星虫等一些种类的

高密集分布限制了其他物种的栖息空间，故在

红树林中潮区珠带拟蟹守螺的种群密度较低。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在红树林生长发育较好的

底内底栖动物的种类多样性指数低、生物量高；

红树林区周缘的底栖动物种类多样性指数高、

生物量低，底栖动物物种与红树林发育状况呈

负相关，底栖动物生物量与红树林分布和发育

状况则呈正相关［!$ % !&］。南岳样点是一个底部

宽不足 ’$$ ( 的狭滩，坡度较大，但高中低潮区

界限明显。高潮区长有大片的盐生禾本科植

物。与该滩涂不远处有一个泥沙散装码头，来

往的船只搅动海水，使浪潮加剧。再加上狭滩

呈喇叭形，口大底小，当潮水推进时，越到里面，

与两边接触越剧烈，浪越大，因此中潮区和低潮

区受到影响较大。

西门码头低潮区也有少量珠带拟蟹守螺分

布。这是由于西门码头一带滩涂，泥沙中营养

物质丰富，黏度大，即便是在低潮区，受海水冲

刷，泥的性质还是能够保证珠带拟蟹守螺生存。

珠带拟蟹守螺是一种对环境污染非常敏感

的指示生物，滩涂生境如有污染就会直接反映

在其种群密度上。本次调查的 " 个样点虽然均

离养殖场较远，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靠近西门码头采样点是一片滩涂养殖场，

渔民投放农药以杀死与经济贝类竞争饵料的其

他螺类，这些农药有的是速杀的，有的则是慢性

的，会在螺体内慢慢积累。虽然调查样点的珠

带拟蟹守螺不是直接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但从

养殖场渗透过来的化肥和农药还是会影响到珠

带拟蟹守螺的种群密度。南岳采样点，在滩涂

的边上有一废弃储油场，储油罐内已经没有油，

但残留的重油从罐里流出污染了滩涂。受影响

最大的是中潮区和低潮区。同时，附近泥沙散

装码头来往船只泄漏的机油也会污染滩涂。表

现在这 ’ 个断面上珠带拟蟹守螺的种群密度也

偏小，分 别 是（)*’" + !*&&）个,(’ 和（-*"$ +
!*’.）个,(’，低于大门岛白花庙和岐头 ’ 个断

面的（!!*!) + ’*$!）个,(’ 和（#*"$ + !*"/）个,(’

（表 !）。

西门码头珠带拟蟹守螺受到污染较严重，

反映在个体生物量上相对于其他样点也偏小，

仅为（&*)’ + !*.)）0,(’。这证明，污染不但能够

影响珠带拟蟹守螺的种群密度，而且对个体生

物量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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