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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质环境对浙江衢山岛潮间带大型底栖

动物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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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 年 )! 月对岱山衢山岛的岩礁、泥滩和泥沙滩三种不同底质环境的潮间带生物进行了调查，

以了解底质环境对其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底质类型潮间带分布的底栖动物种类数量不同，岩礁

分布 !% 种、泥滩分布 )# 种、泥沙滩分布 )* 种。不同底质的底栖动物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布呈显著差

异，且均为岩礁断面 + 泥滩断面 + 泥沙滩断面。不同底质潮间带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也不相同，其中

,-.//0/1234/35 指数、643708 均匀度和 9.5:.73; 种类丰度的变化为泥滩断面 + 泥沙滩断面 + 岩礁断面，而

,4<=>0/优势度则表现为泥滩断面 ? 泥沙滩断面 ? 岩礁断面。对三种不同底质类型的潮间带动物分布

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底质环境决定着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及数量的分布特征，从而揭示了潮间带底

质环境是影响底栖动物分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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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类型，处在

陆地与海洋的过渡地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

物资源，并且受到海洋与陆地两大生态系统的

影响，因而水温、光照、波浪、潮汐、盐度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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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和人为干扰都直接影响着潮间带的生物群



落，使潮间带的生态类型极具代表性［!，"］。研究

者普遍认为，底栖动物群落能很好地反映周围

海域的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底栖动物取食浮游

生物、底栖藻类和有机碎屑等，本身又被其他鱼

类和鸟类所取食，因此底栖动物的资源量分布

直接影响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潮间

带底栖动物的生态学研究一直倍受关注。早期

工作主要集中在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定性

研究［%，&］，近来研究则主要针对大型底栖动物群

落的定量及其种群生态学研究［"，’，(］。国外研究

发现影响底栖动物的环境因子很多，主要有底

质、植被、温度和盐度等［) * !"］。国内关于底质环

境对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影响的报道主要集中

在胶州湾沿岸潮间带区域［!#，!$］，但对于浙江沿

岸区域则未见报道。我们对岱山县衢山岛的不

同底质环境（岩礁、泥滩、泥沙滩）进行了潮间带

断面采样，以了解底质环境对潮间带大型底栖

动物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地概况与取样方法 衢山岛位于岱

山县北部，是舟山市三个经济大岛镇之一，地处

长江三角洲东部沿海，位于我国南北航运通道

和长江交汇区域，距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

水港区仅 !% 海里，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冬暖夏凉，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

!&+",；极端最高气温 #(+&,；极端最低气温

- &+’,。潮汐为非正规半日浅海潮。

图 ! 衢山岛潮间带采样断面示意图

#$%&! ’()*+$,% -./0$1,- 12 $,0.30$4(+ 51,. $, 67-8(, 9-+(,4
!示采样点 ./0123 456789:; 709:<

潮间带生物调查于 "==% 年 !" 月进行，按

照不同底质环境共设 # 条断面（>! 为泥滩、>"
为岩礁、># 为泥沙滩）（图 !）。于当地大潮汐期

间进行采样。每条断面分高潮、中潮、低潮区进

行野外定性和定量样品采集，定量样品采样框

为 "% ?6 @ "% ?6，每层随机进行 $ * ( 个样方采

集；定性样品在每层广泛采集。所获样品用体

积分数为 %A的福尔马林溶液现场固定，带回

实验室分析鉴定。室内样品的称重、计算和资

料分析整理均按国家海洋调查规范进行。

!": 数据处理 根据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

的特点及取样数据，选择以下计算公式进行数

据及结果的分析：B5C;582D 种类丰度 ! E（ ! -

!）F8:"；./5::0:GH92:2C 指 数 #I E - " $%

8:$% ；J9280K 均匀度指数 & E（ - " $% 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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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量和密度 不同底质断面的生物量

和栖息密度分布见表 !。由表 ! 可见，生物量

岩礁断面 " 泥滩断面 " 泥沙滩断面，而栖息密

度的分布与生物量分布的趋势相同，也为岩礁

断面 " 泥滩断面 " 泥沙滩断面。以底质为因子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底质的潮间带大

型底栖动物生物量和密度差异显著。其中生物

量的差异水平显著，密度的差异水平达到极

显著。

表 ! 不同底质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和密度

#$%&’ ! ()*+$,, $-. .’-,)/0 *1 +$23*4%’-/5*, )- .)11’3’-/ ,’.)+’-/$30 )-/’3/).$& 6*-’

#$ 泥滩断面

%&’ ()*+,-.
#! 岩礁断面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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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样性指数 不同底质潮间带断面的多

样性 指 数 见 表 1，其 中 2J6..-.KL),.)7 指 数、

M,)3-& 均匀度、和 %67463)5 种类丰度的变化趋势

一致，均为泥滩断面 " 泥沙滩断面 " 岩礁断面，

而 2,9N(-. 优势度指数则相反，为泥滩断面 I
泥沙滩断面 I 岩礁断面。

表 7 不同底质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

#$%&’ 7 8)9’3,)/0 )-.)2’, *1 +$23*4%’-/5*, )-
.)11’3’-/ ,’.)+’-/$30 )-/’3/).$& 6*-’

#$ 泥滩断面

%&’ ()*+,-.
#! 岩礁断面

/-*0 ()*+,-.
#1 泥沙滩断面

2,3+ ()*+,-.

2J6..-.KL),.)7
指数 #O

!<@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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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A !<@=）

$<C= >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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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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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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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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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A $<DB）

2,9N(-.
优势度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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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讨 论

7": 底质环境对大型底栖动物分布的影响

海洋环境与陆地环境一样，也包括不同的基质，

如岩石、砾石、沙、泥沙等。不同的底质环境虽

然不是决定生物分布的惟一因子，但显然能够

影响到海洋生物的分布［$?］。首先，底质环境能

影响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分布的种类，岩石底

质适合营固着生活的种类分布［$@］，如本次调查

中的软体动物牡蛎和甲壳动物藤壶。除了营固

着生活的种类外，爬行和滑行的种类也是岩礁

底质分布的重要种类，如滨螺和一些蟹类。而

泥滩和泥沙滩底质则适合穴居和底埋的一些种

类分布［$B］，如多毛类和棘皮动物，以及软体动

物中的蛤和蛏等，另外泥滩和泥沙滩底质还适

合一些爬行的种类分布，如一些蟹类等。其次，

底质环境能影响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和

栖息密度的分布，而这些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

布的差异与其分布的种类是密切相关的。如岩

礁海岸常能见到固着生活的藤壶和牡蛎等种

类，这些动物常集群分布［$C］，并形成岩礁海岸

特有的生物分布带，因而在小范围的空间内常

聚集了大量的底栖动物，致使单位面积内生物

量和栖息密度达到相当大的水平。以泥为主的

底质环境，由于自身底质松软，并随涨、落潮影

响将丰富的有机质带入底表，适应于较多底栖

动物在此栖息，因此泥滩中大型底栖动物的生

物量和密度高于泥沙滩。

此外，底质环境还影响着潮间带大型底栖

动物的多样性指数。物种组成的多少及每个物

种个体的数量是衡量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基础，

故多样性指数并非单指物种数量的多寡，各个

物种间的均匀程度也是衡量多样性的重要因

素［$;］。如前所述，岩礁上分布的种类常喜集群

分布，因此在定量取样时，其优势种的优势程度

通常较高，导致取样过程中均匀性低，因此多样

性最低。而泥滩则由于有机质丰富，生境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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