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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态特点
’

戴 国 梁

�东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

提 要 本文根据 ��的一�� 郎年四个航次调查的定量资料
,

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的

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和生物量及栖息密度的分布进行叙述和讨论
。

调查结果 � 棘皮动物 的 生

物量居首位
,

多毛类在调查区广为分布的类群
,

并占有较大的数量
。

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的分布

极不均匀
,

高生物量和高栖息密度的分布趋势基本相似
,

两者都在调查区的北部
。

� 月生物量

最高
,

平均为 � �
,

盯� 广澎 � � 月最低
,

平均为 ��
甲

� � � ��
, 。

� 月栖息密度最高
,

平均为 ��
�

� 个 ,

� 名� � 月最低
,

平均为 ��
�

� 个厂�
� 。

同时
,

还叙述甲壳类的豆形短眼蟹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的季

节变化
。

关键词 长江口及邻近水域
,

底栖动物
,

生态特点

长江 口
、

杭州湾是我国重要的河口 区域
,

既受长江
、

钱塘江冲淡水的影响
,

又受苏北沿

岸流和台湾暖流的影响
,

是咸淡水交汇的区域
,

形成错综复杂的河 口 环境
。

环境因子变化

很大
,

其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均受海水温度
、

盐度剧烈变化和沉积物颗粒组成

及其沉积速率的影响很大
。

近年来
,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侧重于河 口的调查
,

国内也引起重

视
,

如黄河 口
、

长江 口
、

珠江 口等都进行了综合调查
。

长江年径流量为 � � � � 亿立方米
,

年输沙量为 �
�

�� 亿吨
。

巨量的径流在河 口扩散
,

给

东海盐度分布以很大影响
,

长江带来的大量泥沙在长江 日沉积
。

同时
,

长江的径流还带来

丰富的营养盐类
,

适合于动
、

植物繁殖生长
。

所以
,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是许多经济鱼
、

虾

类特别是大黄鱼
、

小黄鱼
、

绮鱼
、

鳍鱼
、

曼氏无针乌贼
、

海蜚的重要产卵
、

育幼和索饵场所
。

这些经济鱼类多 以底栖动物为食
。

因此
,

调查研究这一水域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

数量分

布及变化特点
,

对水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增
、

养殖等都有很大的意义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范围北纬 即
。

�口一 ��
“

连口
,

东经 � ��
。

。�, 一 �� �
’

� �,
,

共布设 �� 个取样站�图 ��
。

调查自 �� 的 年

� 月
、 �� 月和 �� � � 年 � 月和 � 月

。

定量取样以采泥面积为 �
�

� 平方米的箱式取样器进行的
,

每个测站

连续采泥 � 次
,

合并为一个样品
。

采集的泥样经过网目为 � 毫米的不锈钢套筛进行冲洗
。

生物样品均按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 第八篇生物调查的方法处理

。

根据定量资料
,

对底栖动物

的种类组成
、

数量分布及季节变化等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多毛类标本由孙道元副研究员鉴定
,

部分贝类标本由江锦祥副研究员鉴定
,

朱江兴同志参加工作
,

在此一并

致谢
。

收稿年月
� � ��� 年 �。月 � 同年�朗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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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 拉州湾 �� 长江河 � 区
,

�� 长江口 北部

一 � 一 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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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长江 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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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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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底栖动物种类组成特点及主要种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调查共得采泥样品 � �� 个
,

经鉴定底栖动物有 ��� 种
,
�

其中腔肠动物 � 种 � 占 �
,

�终 �
,

多毛类 � � 种 � 占��
�

� � �
,

软体动物 �� 种 � 占 ��
�

�那 �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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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动物 �� 种 �占 � �
�

�形 �
,

棘皮动物 � 种 �占 �
�

�形 �和鱼类 � 种 �占 �
�

�终�
。

尚有 � 种蜷

虫和 � 种纽形动物待鉴定
。

� �� 种底栖动物中
,

有 �� 种在调查区域分布较为广泛
,

数量较大
,

出现频率较高
,

如

棘皮动物的滩栖阳遂足
、

甲壳类的豆形短眼蟹
、

多毛类的长吻沙蚕
、

栉毛蛰龙介
、

不倒翁虫

等列在表 �
。

表 �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主要种名录

� �� �
� � � �� � � � 二�加� � 详�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汀 叨� � � �明
� � � � �� � � �

出出 现 频 率率

��� 月月 明明 �月月 � � 月月

����� ��� 十十

����� 十十 十十

十十十 ��� 十十

十十十 ��� ���

十十十 ��� ���

����� 十十 ���

����� ��� ���

十十十 十十 ���

十十十 干干 ���

����� 十十 十十

����� ��� 十十

����� ��� ���

����� 十十 ���

十十十 十十 十十

������� 十十

������� 午午

另外一些种数量都比较大
,

但分布范围有一定的局限
,

如乌嚎脆蛤 �肠
巴介乙�� 哪 尹耐份

从乙沁 �仅分布在调查区的北部水域 �� �  
、
� �� 站 �

。

本调查 区因受长江带来的泥沙沉积和河 口水文等条件的影响
,

所 以底栖动物的种类

分布和栖息密度也不相 同
,

根据环境条件和底栖动物分布特点
,

以四大区进行分析
。

�
�

杭州湾 包括 � 卜� ��
,

共 �� 站
。

杭州湾水浅流急
,

底部沉积物一经波浪和潮夕

等动力作用就立即翻起
,

造成水体混浊
,

透明度很低
。

杭州湾还具有低盐特性 ��� 一�� 编 �
,

底质为泥质粉砂
�

浮泥较厚
。

底栖动物种类贫泛
,

数量小
。

常见的有多毛类的不倒翁虫
、

背绍�虫 ��� �伽
�时舫云乙� 才。� 店�。。。�

、

全刺沙蚕 �从
�名。。。� 耐九。� � 劣妙�而 �

,

软体动物的焦河篮

蛤 �凡云� , �� 。站二她 “如玩协�
,

甲壳类的日本浪漂水虱 �戊卿玩。� ,’� 夕、
。哪枯�

、

安氏长臂

虾 ��� �伽饥抓
� 。。 , 面 �时 �

,

棘皮动物的日本鳞缘蛇尾和其它的嶙虫 �石菇�痴石淞 即
甲

� 等
。

�
�

长江河 口 区 包括 � �一� �
、

� ��一� �� 等 � 站
,

位于长江口 门至 �� 一工� 米等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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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

水体较浅
,

是细粒物质的主要堆积场所
,

浮泥较厚
。

盐度变化幅度较大为�一18 编之

间
,

底层盐度平均为19
.
4荡

。

底栖动物种类较贫乏
,

数量较小
。

常见有多毛类的线沙蚕
、

长

叶索沙蚕
、

全刺沙蚕
、

银白双扇虫 (及夕勿c分似;娜
a
哪。)

,

软体动物的小荚蜂<战“四。 。毓奋

,
a )

、

竹蛀(5
01。。 s

p

.

)
、

凸镜蛤「Do
珑。‘a (几

aco:
帅

。
) 夕么乙6

a习
,

棘皮动物的滩栖阳遂足等
。

3

.

长江 口南部 包括 A 15一A 17
、

A
23

一A 2 8
、

A 3 连一A 39
、

A 4
5-.

A 5 o 等 21 站
,

水深在

10 一50 米
。

本区盐度小于北部
,

底层盐度平均为 29
·

5 筋
。

底质为细沙
、

软泥
、

粘土
。

底栖

动物种类明显增多
,

数量也较大
。

常见的有多毛类的不倒翁虫
、

异单指虫
、

边鳃拟刺虫

(及加拯
‘
邝s脚侃钻化

九心入衣之ta )
、

栉毛蛰龙介
、

长叶素沙蚕
、

单蛰虫
、

线沙蚕
,

软体动物的彩

虹明樱蛤
、

金星蝶铰蛤
、

竹蛙
、

波罗囊螺(及亡哪a b。甄“二廊)
,

棘皮动物的日本鳞缘蛇尾
、

滩

栖阳遂足
、

棘刺锚参和鱼类的鳗虾虎鱼(甄
。戒成de s o p

.
)等

。

甲壳类在本区没有采到
。

4

.

长江 n 北部 包括 A g
、

A l o

、

A 1
8--

A 2 2

、

A 2 9
一
A 3 3

、

A 4 于A 4 4 等 x7 站
。

该区水深

较大约 」
.
0一30 米

。

盐度变化幅度比杭州湾小为 理一5编
,

底层盐度平均为 31
·

9 偏
。

底质

为细砂
、

粉沙质泥
,

含有较多的贝壳碎片
。

环境比较稳定
,

底栖动物种类繁多
,

数量大
。

多

毛类除长江 口南部的种类外
,

还有长吻沙蚕
、

后指虫
、

异足索沙蚕 (L 幼、乙再c。、犷。耘 h。‘。卜

妙
。
而 )

、

巢沙蚕(D 落
。尹a亡犷a o e a 夕。乙店ta o a )强鳞虫 (旧公he

o o乙叩衍 扣夕。外化
。
)
、

欧文虫 (0。 , 。协

扣
s
ifo 恤礼)

、

杯卿虫(sc 乡夕入o, ”“。 即
,

)

、

日本臭海蛹 (介咧俪
a户夕。耐ca )

、

滑指矶沙蚕

(E 。耐邝 憾、而ca )等
,

是多毛类大量的分布区域
。

软体动物有蛤咧
、

彩虹明樱蛤
、

金星蝶铰

蛤
、

双带蛤科的(几
e。九 lat a)

、

乌嚎脆蛤
、

习见织纹螺 (八飞名‘a而琳 d二乙b耐。)
、

白带笋螺

(几“b句面“”二介对)
、

斧蛤捌(河
口以” 面乙砧句‘a)

,

甲壳动物有豆形短眼蟹 (x
。饥。夕入才阮-

艺, 。s 夕‘, 二o t入。 , o 么dos)
、

日本关公蟹(刀。而夕夕
。
j
a 夕。。‘ea )

、

细整虾 (及州 。动“a 夕。
c石止‘s ) ,

棘

皮动物有 日本鳞缘蛇尾
、

滩栖阳遂足
,

鱼类有孔虾虎鱼 (介”
a二

ch
。二 。夕伽a)

、

鳗虾虎鱼

(Ta
。而而山。 s p

.

)
、

五眼斑鲜 (Ps 、d
。杭, 石二 卿耐 。户诸ha 城。)

。

豆形短眼蟹和滩栖阳遂

足在本区栖息密度高达 103。个/m
,

( A 切 站 )和 630 个/m
,

( A g 站)
。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分布特点
:
自长江 口门(西部)向外海(东部)明显地增

多
。

甲壳类主要分布在长江 口北部水域
,

棘皮动物的分布长江 口北部大于南部
,

多毛类在

全区有较大的分布
。

( 二) 底栖动物数量组成和分布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物量和栖息密度还是比较高的
,

各月生物量在10
.
09

一23
.
27 9/。

,

之间(表 2)
,

栖息密度在 20
.
1一84

.
8 个/m

,

之间 (表 3)
,

低于黄河口及其

表 2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物t 组成(单位:克/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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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组成(单位:个/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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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水域
〔‘J 。

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的分布规律大体一致
,

从河 口往外海逐渐增加
,

由于受长

江径流及不同沉积物特点的影响
,

各区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差别较大
,

高生物量区和高栖

息密度区都在调查区的北部水域(图 2一5)
。

在长江口及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的生物量组成中
,

最占优势的类群是棘皮动物
,

各月生

物量都比较高
,

11 月份最高为 8
,

66
9

/
功

, ,

占总生物量的 39环
,

2 月份最低为 1
。

5 短/扩
,

占总生物量的 15 形
。

多毛类种类繁多
,

生物量较高而稳定
,

在总生物量组成中居第二
,

再

次是甲壳类
,

最低的是软体动物
,

各月生物量在 0
·

93 一3
·

9
7

9

/
。

,

之间
。

长江 口及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物量组成中起主要作用的种有多毛类的长吻沙蚕
、

单

蛰虫
、

不倒翁虫
、

栉毛蛰龙介
、

岩虫
、

异单指虫
、

软体动物的金星蝶铰蛤
、

彩虹明樱蛤
、

乌嚎

爪2 1
’

E
1 2

2
1

2
3

.

门32
‘

3 0

,

N

图3 19 82 年 11 月底栖动物生物量(g厂。
盆

) 分布

F褚
.
3 T he d i咖场ut i

o n o f bio二a 。。 o f b e n 七玩。
( g / m

,

)
i

n
N

o v
.

1 9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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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蛤
,

甲壳类的豆形短眼蟹
,

棘皮动物的 日本鳞缘蛇尾
、

滩栖阳遂足
、

棘刺锚参和鱼类的鳗

虾虎鱼
、

孔虾虎鱼等
。

其中最重要的是滩栖阳遂足和豆形短眼蟹
,

如豆形短眼蟹在 1982

年 n 月份平均生物量达 32
.
72留m

,
( 按出现站数平均

,

以下同 )
,

最高的站高达 122
.
459/

m
全

( 1 9 8 2 年 n 月
,

第 A 19 站)
。

滩栖阳遂足在 1982 年 n 月平均生物量为 46
.
5 19 /二

, ,

最高的站高达 31 4
.
35 9/。

,
( 1

98
2 年 n 月

,

第 A g 站 )
。

长江 口及邻近水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 8月份最高为 84
.
8 个/m

, ,
2 月份最低为 20

.
1

个/。
, ,

明显低于黄河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的最低月份 (8 月份为 304
.
4 个

/In
,

) 川
。

在栖息密度组成中最 占优势的群体是多毛类
,

其栖息密度 8 月份最高为 25
.
3个

/m
, ,

最低是 2 月份为 9
.
5 个/。

, 。

棘皮动物居第二
,

甲壳动物居第三
,

软体动物居第四
。

1 2 1

’

E 1
2 2 1 2 3

“

可32
’

3 O

.

N

图 4 均82 年 8 月底栖动物栖息密度(个了时)分布
r ig
.
4 T五e d互。tr ib ut io n o f d 叭。i七y o f b en th o 。( i nd

.

/心) i
n A ug

.
1982



期 戴国梁
: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态特点

长江 口及邻近水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组成情况与黄河 口及邻近水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组

成差异很大
,

长江 口 以多毛类为主
,

黄河 口 则以软体动物为主
。

在生物量组成中
,

长江 口

以棘皮动物为主
,

黄河 口则 以软体动物为主
「。

弋

由于调查区直接受到长江
、

钱塘汀径流影响
,

底栖动物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的分布极不

均匀
。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长汀 口及邻近水域的资源
,

按四个区分述如下
:

1
.
杭州湾 杭州湾是调查区内生物量最低的水域

,

其生物量年平均为 1
.
14 9 /。

, ,
2

月份最高为 3
·

01 9
/ m

, ,

8 月份最低为 。
.
23 幻。

恶 ,

大部份站的生物量在 1留m
“

以下
,

组成

本区生物量的主要类群是多毛类和软体动物
。

本区栖息密度在四个区中是最低的一个
,

平

均栖息密度为 2
.
6 个/m

, ,

8 月份最高为 3
.
9 个/m

, ,
5 月份最低仅 1

.
5 个/。

, ,

栖息密度组

图 5 飞9 82 年 11 月底栖动物栖息密度(个/m
泣
)分布

r ig
.
6 Th

e dioti比ut ion of den越ty o f b e二比 。。
( i
o d

.

/ m
留

)
i
n

N
o v

,

1 9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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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查区各水域底栖动物生物t 组成(单位:克/米
孟
)

T 的l
e 4 T he bi帅留

s

~
P韶ition of in

ve日t ig at 且。

re gion in 狱1 w at
e“ (U

n lt: g /m
,

)

水水 域域 年 月月 总才妞物量量 多毛类类 软体动物物 甲壳类类 棘皮动物物 鱼类类 其它它

杭杭州湾湾 1982
.
888 0 .2333 0

。

1 333 000 O

‘

能能 0.的的 000 O ‘

0
111

]]]]] 9

82

。

1 111 1

。

0 111 0 1 333 0

.

6 555 0

.

2222

000 000 O
o111

11111 9 朋
,

222 3

.

0 111 0

,

〔旧旧 000 000 0
。

1 444 000 2

.

7 999

11111 9 8 3

。

666 0

.

3 111 0

.

l eee 000
0

。

0 111 000 000 0

甲

1 555

长长江河口 区区 19咫
。

888 5

.

6 333 0

.

0 333 0

.

1 777 000 5

.

4 333 000 000

]]]]] 9 8 2 1 111 1

‘

9 222 0

.

0444

1

。

舫舫 000 0
甲

0 ]]] 000 0

.

0 111

11111 9 E 习
。

222 2

,

阳阳 2
.
它999 0

.
4 777 000 000 000 0

。

0
444

11111 9 8 3

。

555 3

.

7 777 0

.

0 111 000 000 3

.

沁沁 000 OOO

长长江口南部部 1982
.
888 O

‘

妇妇 1
。

6 666 1

.

邱邱 000 2
.
即即 3

。

1 000
0

.

7
000

11111 9 8 2

。

1 111 2 5

,

0 555
4

甲

7 宁宁 O
甲

8444

0

.

8444

夕
.
印印 2.良良 习

.
2 666

11111 9 8 3
,

222 2 0

甲

8 666 3

.

如如 l 。

I nnn
000

2

‘

8 111 5

。

汉汉 7
.1吐吐

111119 8 3
.
555 6

.
2 666 2

。

] 888 1

.

所所 O
。

0111
1

‘

3888

0

.

印印 0
甲

6 ]]]

长长江 口北部部 1日8 2
.
888 11 9

。

8888
1 9

.

3 333 2 1

。

1
333 3 9

.

乳乳 93
.
5555 1

.
砧砧 4

。

8 111

]]]]] 9 8 2

。

1 111

62

。

倪倪 6
.
DSSS 3

.
7666 11.眨眨 27

.
6555 2

.
印印 I介

.
3 888

111119 8 3
.
222 1 0

.
8 555 4

。

oooo

2

.

4 000 1

.

麟麟 2
.
DOOO 000 0

.
0111

11111983
.
555 44

。

9222

1 1

,

的的 2
,

朋朋 4
,

召ggg 豁
.
筋筋 000 1 。

2999

成中主要类群是多毛类(见表 4一5)
。

2

.

长江河口 区 长江 口门附近水域
,

受长江径流和沉积物的迅速沉积的影响
,

浮泥

很厚
,

生物量很低
,

年平均为 3
·

53 9
/ m

. ,

比杭州湾稍高一些
。

有一些站生物量在 l酬m
.
以

下
,

组成本区生物量 的主要类群是棘皮动物
、

软体动物和多 毛类
。

本区栖息密度也是很低
的

,

平均栖息密度为 在
.
7 个/m

, ,

栖息密度组成以多毛类为主
,

还有棘皮动物和软体动物
。

3

.

长江口南部 本区生物量 比较高
,

年平均为 15
.
35 9/ m

, ,

n 月份最高为 25
.
05酬

m
, ,

5 月份最低为 6
‘

26
9

/ m

, 。

组成本区生物量的主要类群是棘皮动物
、

多毛类和鱼类
。

本区栖息密度也比较高
,

平均为 40
.
1 个/。气是长江河 口 区和杭州湾的 15 倍和 8

.
5 倍

。

栖

息密度组成中主要类群是多毛类和棘皮动物
。

其中多毛类的异单指虫在 A 35 和 A 47 站

的栖息密度分别高达 170 个/m
,

和 115 个/二
,

( 1 9 8 2

.

1 1
)

。

4

.

长江 D 北部 本区生物量是 四个区最高的一个
,

年平均高达 59
.
37 9 /m

, ,

8 月份
最高为 119

.
6 89 /m

, ,
2 月份最低为 10

.
85 9 /m

, 。

组成本区生物量的主要类群是棘皮动物

和甲壳类
,

棘皮动物生物量在 5 月和 n 月分别 占本区生物量的 55 终和 45形
,

甲壳类的生

物量在 8 月 占本区生物量的 33拓
。

本区栖息密度也最高
,

平均为 170
.
1 个/m

, ,

是长江河

口 区
、

杭州湾
、

长江 口南部的 65
、

3 6

、

4 倍
。

8 月份最高为 438
.2 个/二

, ,
2 月份最低为 37

.
3

个/m
, 。

组成本区栖息密度的主要类群是甲壳类和多毛类
,

其中甲壳类的豆形短眼蟹 在

人 4 0 站栖息密度高达 1032 个/m
, 。

长江口北部沉积速率较 低
,

环 境 较 为 稳 定
。

正 妞



期 戴国梁: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态特点

表 5 调查区各水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组成(单位:个/米
全

)

T
a
b l

e
5 T h

e
d
en

‘It v c

om
po
‘It 主on

o f b e n th o s in v e st 主幼ti
on

re gion ln 幼1 w aters (U n lt
: In d

·

m

一 ,

)

水水 域域 年 月月 总栖息密度度 多毛类类 软体动物物 甲壳类类 棘皮动物物 鱼类类 其 它它

杭杭州湾湾 1982
.
888 3

.
999 2

.
777 000 0

‘

444 0

‘

444 000 0

‘

444

11111 9

82

甲

l ]]] 2

。

777 1

.

777 0

,

444 0

,

444 DDD 000 0

.

222

11111 9 8 3

‘

222 2

。

111 0

.

444 000 000 0

,

444 000 1

,

333

11111 邻3
.
555 1

.
石石 0

.
888 000 0

.
222 000 000 0

甲

444

长长江河 口 区区 1982
。

888 1 0

.

000 石
.
777 2

.
999 000 1

.
444 000 OOO

11111 9 8 2
。

1 111 5

甲

000 1

,

444 2

.

111 000 0

.

777 000 0

.

777

11111 9 8 3

甲

222 3

.

666 2

.

111 0

.

777 000 000 000 0

.

777

11111 朋3
.
555 2

.
999 1

.
444 000 000 1

。

444 000 000

长长江口南部部 1982
甲

888 3 5

.

777 1 7

.

555 3

.

888 000 1 0

,

999 0

.

666 3

.

111

11111 瓣2
.
1]]] 60

‘

777 3 9

,

333 4

甲

111 0

。

777 1 习
。

888 0

.

222 2

,

666

11111
9 8 3

。

222 3 5

‘

555 2 0

.

777 4

.

888 000 6

.

999 0

.

石石 3
。

111

11111 9 8 习
。

555 2 8

.

石石 1 5
。

666 8

.

333 0

.

555 5

,

000 0

,

666 8

.

888

长长江口北部部 1982
,

888 4 3 5

.

333 1 1 3

.

666 9 2

.

777 1

38

.

222 滩
,

555 2

,

777
1 8

.

666

11111

98

2

.

1 通通 12 3 444 趾
。

666 8

.

111

40

.

999

4B

.

]]] 0

.

333 4

。

444

IIIII 娜3
‘

222 3 ?

.

888 I B

。

777 6

.

000 6

.

777 9

‘

777 000 1

。

777

11111 习8 8
.
555 邓

.
777 朋

。

OOO 3

.

333 皿
.
777 肪

。

OOO 000 5

.

777

B
oe

o

ch
等 (19 86)所述

“

由于在沉积物一水界面处
,

生物悬浮物在颗粒物质通量中占优势
,

因而有很少量的有机质会被掩埋
,

底栖生物种群会再集中在沉积物一水界面处摄食
,

它们

专门捕食界面处和界面以下所沉下的有机物质
” 。

所以
,

在长江 口北部水域底栖动物群落

中
,

棘皮动物的滩栖阳遂足
、

甲壳类的豆形短眼蟹
、

软体动物的乌嚎脆蛤等种类有较大的

分布
。

同时多毛类的生物量在本区比较稳定
,

对底质起上下扰动的作用
。

又为营滤食性的

类群的营养物质的更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因此长江口 北部成为调查区内底栖动物丰富

的海域
。

从上述可知
,

长江口一杭州湾一带水域底栖动物生物量很低
,

一般在 sg/ m
,

以下
,

而

且分布极不均匀
,

显然是 由于长江冲淡水所含大量泥沙在这里迅速沉积
,

浮泥很厚
,

限制

了底栖动物的生存和发展
,

这是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数量分布的另一个显著特

点
。

( 三) 底栖动物数量的季节变化

长江 口及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的季节变化不是十分明显的
,

但各季
.
间都有一定的差异

,

生物量最高是夏季(8 月 )
,

平均为 23
.
27 盯m

, , 第二是秋季 (11 月 )
,

平均为 22
.
26 9/m

, , 第三是春季 (5 月 )
,

平均为 12
·

08 留m
穷
;最低是冬季 (2 月 )

,

平均为

10
·

。9 9 /二
.。
从栖息密度来看

,

最高的是夏季
,

平均为 84
.
8 个/m

要 ,

秋季平均 为 47
.
9个/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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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二
,

春季平均为 27 .3个/m
含

居第三
,

最低的是冬季平均为 2。
,

1 个/m
Z。
从表 2一3 可 以

看出
,

除了多毛类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各季间差异不大
,

其它类群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各

季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

如棘皮动物生物量最高是秋季为 8
.
66 9/ m

恶 ,

最低是冬 季 为

1
.
549 /。

, ,

栖息密度夏季 最高为 巧
.
6 个/。

, ,

冬季最低为 4
.
2 个/m

, 。

软体动物生物量和

栖息密度夏季最高分别为 3
.
盯留m

,

和 16
.
7 个/m

, ,

冬季最低分别为 。
·

93
9

/
m

活

和 2
.
7

个/m
, 。

其中乌咏脆蛤夏季在 A 29 站大量出现 (470 个/m
,

)
,

其它季节均未采到
。

季节变

贫势璐辣�令
·

日
。

J

�,
.
任
·

嗯浑州梦

巧吕2
、

8
I t 飞9 83

、

2 5
‘年

、

月)

图 6

F 立g

豆形短眼蟹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6 Th e 日ea 如nal eh3ng e in biom 合s s a u d

d e n s i七y o f X ‘邓。夕h 云ha 王哪
”s 夕蓄””o 云h ‘了。坛d e吕

化最明显的是 甲壳类中的豆形短眼蟹 《图

6)
。

豆形短眼蟹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在 甲壳

类中 占绝对优势
,

占甲壳类总生物量和栖

息密度的 81
.
1% 和 95

.
7那

。

豆眼短眼蟹是

一种栖息于砂底内的滤食性小蟹
,

由于不
·

能适应过低的盐度和多变的温度条件
,

很

少出现于近岸带
,

主要分布在长江 口北部
·

水域的细砂底质 区 (北 纬 31
。

以 北)
,

以

A 40
、

A 肠 和 A 19 站最为密集
,

在 A 40 站

栖息密度高达 1030 个/m
要

(
1 9

82

.

8 )

。

年平

均生物量达 20
.
58 留m

“ ,

年平均栖息密度

为 11 5
.
5 个/m

穷 。

生物量和栖息密度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
,

秋季( 11 月)生物量最高
,

平
-

均为 32
·

72
9

/ 。
, 。其次是夏季 (8 月 )

,

平均
-

为 26
.
239/山

穷
; 第三是秋季 (5 月 )

,

平均

为 17
.
609 / m

,
; 最低的是冬季 (2 月 )

,

平

均为 5
.
76 9 /m

, ,

秋季的生物量是冬 季 的

5
.
9 倍

。

栖息密度 以夏季最高
,

平均为 230

个/m
,

; 其次是秋季 , 平均为 127 个/m
, ;

第

三是春季
,

平均为 80 个/m
,

; 最低的也是冬季
,

乎均为 25 个/m
, ,

夏季的栖息密度是冬季
-

的 9
.
2 倍

。

春末夏初
,

豆形短眼蟹已开始繁殖
,

8 月份采到的标本幼蟹很多
,

11 月份采到

的标本大部份 已长成到接近成体的大小
,

生物量明显升高
。

这种小蟹是大黄鱼
、

小黄鱼
,

带鱼
、

海鳗
、

宽体舌鳗等经济鱼类的重要捕食对象之一
。

在夏末大黄鱼有大量摄食豆形短
’

眼蟹的现象(其重量 占胃含物总量的 89 %
、

出现颇率为 65
.
7% )团

。

因此
,

对于这种小蟹

与经济鱼类摄食的关系以及生物学特性
,

颇有必要的进一步研究
。

由上所述可 以看出
一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

数量分布和季节变化

有明显的特点
。

在四个区的 比较下
,

长江 口北部水域底栖动物数量分布特点与经济鱼
、

虾

类的活动特点有一定的相关
,

所 以长江口 北部是颇有开发利用前景的水域
。

结 语

1.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物量年平均为 16
.
93 9 /m

, ,

年平均栖息密 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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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个/m
, 。

夏季生物量最高
,

平均为 23
·

2 了g / m
. ,

冬季最低
,

平均为 10
·

09
9

/
m

异。

2

.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种类组成比较复杂
,

经鉴定有 123 种
,

其中
:
腔肠动

物 4 种
,

多毛类 “ 种
,

软体动物 25 种
,

甲壳类 16 种
,

棘皮动物 9 种和鱼类 4 种
。

3

.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分布特点
,

自长江 日 门(西部)向海洋(东部 )明显地

增多
。

由于受长江
、

钱塘江冲淡水的影响
,

生物量分布极不均匀
,

高生物量区和高栖息密

度区都在长江 n 北部水域
。

4

.

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域底栖动物生物量组成特点
,

棘皮动物居首位
,

多毛类居第二
,

同时多毛类是广为分布的类群
。

5

.

长江 口北部沉积速率较低
,

环境较为稳定
,

底栖动物种类繁多
,

生物量和栖息密度

都高
,

是有开发利用前景的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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