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卷第 2 期

2∞6 年 4 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H.NAL OF SHANGHAI FlSHEH.IES UNIVEH.SITY 

文章编号∞4 - 7271 (2006)02 - 0169 - 04 

长江口九段沙湿地底栖动物群落研究

张玉平由文辉焦俊鹏2

(1 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上海 2侧62;

2. 上海水产大学海洋学院，上海 2删90)

Vol. 15 , No.2 

Apr.， 2∞6 

摘 要:九段沙是长江口现代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新生沙沙1'1 0 于 2∞2 年 5 月 1 月和 2∞3 年 II 月分三次上岛，

调查了岛上的底栖动物资源，分析了底栖动物群蓓的种类组成、动态特征以及湿地生境变化与底栖动物群落

结构空间格局变化的相互关系 O 结果表明，大型底栖动物 27 种，主要由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组成。上沙的优

势种为宁波泥蟹(l加'plax n!ngpeonsis Shen) 、谭氏泥蟹(Il叩lω 由c/w叩，8i ) 、彩虹明樱蛤 (Moerella irù扣scens) 、光滑

狭口螺( 5lenolhyrα glabra)等;中沙优势种为i罩氏泥蟹( Jl;rplax 由c/w叩且)、光滑狭口螺( 5tenothyra glabm) ; 下沙

优势种为谭氏泥蟹( Ilyrplax 白c/wmpsi) 、彩虹明樱蛤( Moerella 归如cens) 、天津厚蟹( Helice trWens tien幻UleTlS臼)、纠 1，

拟沼螺(A. 归iericea) 、光滑狭口蝶、( 5lenolhyra glα1mα)等。从光滩以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到海三棱藤草( 5cirplls 

ma巾7ueter ) 、草草带( 5ci厅?liS‘同时ler) 以蟹类、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发展到芦苇带( Phra.阴阳 allstralω以蟹类

为主的群落，趋势是生物多样性增高，群落结构趋于复杂，表现出明显的演替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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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acrozoobenthic community of Jiuduansha 
wet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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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uduansha is a new shoal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Zoobenthic cornm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stuarine ecosystem , which determined many significant ecological processes in the estuarine 

ecosystem. From 2002 to 2003 , we arrived at Jiuduansha three times.ηle macrozoobenthos were investigated , and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 density and biomass were studied and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7 species of macrozoobenthos on the tidal flat wetland of Jiuduansha. Mollusc and 

she!lfish were the important species. 币le dominant species on Shangsha shoal were Hyoplax ningpeonsis Shen 、

刀:yrplax desc归叫}si and Ste1Wthyrα glabra. The dominant species on Zhongsha shoal were Jlyrplαx deschampsi and 

Ste1Wthyra glahra . The dominant species on Xiasha shoal were Jlyrplax descharr飞psi , Moerella iridescens Helice tridens 

tientsinen:时 ， A . latericeαand Ste1Wthyrα glabra . 1n the Jiuduansha shoal ,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in 

community stmcture and diversity of zoobenthos from saline algae zone , Scirpus mariqueter zone to ree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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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 along elevational gradient of tidal flat , which reflecled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zoobenthic conununit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difference of its tolerance to environmental faclOl百. Space ecological pattem 0 1' diversity also 

reflected the succession of zoonbenthic community of lhe new Jiuduansha shoal in time. 

Key words: Yanglze estuarγ; Jiuduansha; wetland; zoobenthos 

九段沙是长江口第三代新生沙岛，由上沙、中沙和下沙三部分组成，位置在 31 006'20" - 31 0 14'∞飞东

经 121 053'06" - 122004'30'\ 东西长 18 km，南北宽约 13 km，九段沙总面积为 39096 hnl ，占长江口沙洲岛

屿j显地总面积的 22.4%[IJ 0 九段沙形成时间较短，正处于演替初级阶段，其生物的出现和演替规律具

有独特性，是进行生态系统演替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理想、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携带大量的泥沙

堆积子长江口附近，使九段沙得以迅速淤长，沿河口纵向梯度上不断淤积、扩大。另一方面，沿高程梯

度，从低潮滩到高潮滩，随生境的不同，生物群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目前恒地生物群落的空间排列格局

能够清楚地看出各个演替阶段[2]O

l 研究方法

采样共 3 次，时间分别为 2002 年 5 月、2∞2 年 8 月以及 2003 年 11 月 O

按植被标志将九段沙湿地划分为高潮滩(大潮高潮位以上，芦苇群落为主)、中潮滩(大潮高潮位至

小潮高潮位，海三棱藤草群落或藤草群落)、低潮滩(小潮高潮位至大潮低潮位，藻类为主)。在各沙洲

不同的植被类型及光滩中取样，样方为 0.5 mxO.5 m，样点以 GPS 跟踪记录，先计数表面的生物种类和

数量，然后取样方 0.25 m x 0.25 m 的地下部分 30 cm，所采泥样置于 120 目筛网内用水淘洗，获取大型底

栖动物标本，动物标本临时用 10%福尔马林固定，带回室内后，立即分类计数，按常规方法检出底栖动

物种类，计量个体数，然后用吸水纸吸干表面固定液称重，计算栖息密度和生物量[3J

分析底栖动物群落的种类组成、动态特征以及湿地生境变化与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空间格局变化的

相互关系，进而探讨底栖动物与湿地演替的关系。

2 结果及分析

2.1 种类组成与分布

3 次采样共检出大型底栖动物 27 种，其中软体动物为 9 种，占 33.3% ，甲壳动物为 8 种，占 29.6% ，

多毛类物为 3 种，占 1 1. 1 %，水生昆虫 4 种，占 14.8% ，其他元脊椎动物为 3 种，占 1 1. 1%0

上沙、中沙、下沙的底栖动物种类数分别为 21 种、 14 利1 、 11 种，种类组成见表 10 _t沙出现的底栖动

物种类最多，占总数的 77.8% ，中沙出现的底栖动物占总数的 51.9% ，次于上沙，下沙最少，只占总数的

40.7% 0 分析可知，九段沙底栖动物主要是由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组成。上沙的优势种为宁波泥蟹

( Hyo，ψ'Plα创x 阳

( 5t化enotl印η叨7机叩aα glαωbraαω) 等;仁叶中十扣l沙优势种为谭氏泥蟹u岛J々yψl阳创 des町ch阳αm叩'PS沉ωLο) 、光滑狭口!螺l螺紧 (5加t印阳阳e衍en刚1材Ly.昕y扩raα glαabraαι) ;下沙

优势种为犀氏泥蟹 (1，肋l抄加y严r!ρμ】Jlαωx deschαI叩si) 、彩虹明樱蛤 (Moerella iridescens) 、天津厚蟹 (Helice tridens 

tientsinensis )、生11=拟沼螺 (A. later归α) 、7't f'骨狭口螺 ( 5tenothy'α glαbra )等。 t.沙中，软体动物比例最多，为

42.99毛，其次为甲壳动物，占 19% ，多毛类 I~I 14.3% ，水生昆虫占 19% ，其他类 4.8%; 中沙以甲壳动物比

例最高，为 50% ，~.二L次为软体动物，占 35.7% ，多毛类 7.1% ，其他类占 7.1% ，水生昆虫兀 ;Tì沙同中沙情

况类似， fl'壳动物居多，为 45.59毛，软体动物占 18.2% ，多毛类为 27.3% ，其他类占 91%[45l o 

2.2 现存量

比较较~ 2却00但2 {年|仁二 的 |队附从均列1 次 D加调古司J;在布有tl街t改凶f芳尘却主主纣IJ出!

分川为 l口36.8盼9 gν1m2 丰和和|川16们70.7刊8 个/nmd1J2 ，J且品止{低民均 J川山|川'1 .1:现见 r在巨 '1 1 沙'分〉别;川川l川J:)为'./9叨7.4崎9 g/m2 丰和川 332.50 个/ImdNJ2;沛8 J月1 份， 1肮点



2 月j 张玉平等:长江口九段沙湿地!自栖动物群落研究 171 

栖动物的生物量最高为 234.47 gl时，出现在上沙，栖息密度最高为 1 322.67 个1m2 ， 出现在中沙，生物量

和栖息密度的最低值均出现在下沙，分别为 34.13 g/m2 和 474.13 个Im2 (表 2)0

表 1 上沙、中沙和下沙种类组成变化表

Tab. 1 The speciescomposition of zoobenthos among various stations of Jiuduansha 

L 沙 "1" 沙 下沙
种类

2仅)2年 5 月 2α)2年 8 月 2∞3 年 11 ) 1 2002 "1'- 5 JJ 2002 年 8 月 2∞3 年 11 n 2∞2 年 5 月 2∞2 付一 8)1 2∞3 年 11 月

软i丰功物 9 5 3 5 3 6 2 2 2 

11' 壳动物 4 4 7 3 5 2 2 

多毛类 3 。 O 3 O 。

水生昆虫 4 。 O 。 O 。

其他 。 。

合i-I 21 11 5 14 7 9 11 5 6 

表 2 底栖动物现存量变化表

Tab.2 Standing-crops of zoobenthos in Jiuduansha 

利l类
Llét、 "1-'沙 下沙

5 )1 8 月 平均{i[ 5 )1 8 )'1 平均值 5 月 8 月 平均{~[

，+物母 (g) 136.89 234 .47 185.68 97.49 154.67 126.08 114.93 34.13 74.53 

密!戈(个1m') 670.78 1 113.14 89 1. 96 332.50 1 322.67 827.585 502.0 474.67 488.335 

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均为上沙>中沙>下沙。上沙的底栖动物的生物量最大，主要是因为上沙的软

体动物腹足类数量较多的缘故;而 8 月份中沙的底栖动物栖息密度最高，主要是因为小型的甲壳类大量

繁殖所致;下沙的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远远低于上沙和中沙，主要因为下沙形成时间晚，时常被

潮水淹没，底栖动物生存的环境不稳定，所以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一直不高。

2.3 底栖动物群落生态序列特征

底栖动物的分布与温地植被带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植被带的特征，可以将整个九段沙温

地划分为 3 个生态序列:即光滩、藤草 海三棱藤草带、芦苇带。对 3 个带底栖动物种类数、栖息密度

和生物量对比分析，发现其存在着明显的变化(表 3) 。

表 3 不同生境中底栖动物种类数、栖息密度以及生物量的对比

Tab.3 The comparison ofφ叫es number , density and biomass of z∞>benthos in various habitats 

潮滩7寅待什;- 中l'类数 栖息密度(个1m2 ) "1::物茧 (glnl)

t~l- ~~l刊; 13 130.67 154.67 

蔚吼一扩fic-'.梭蔚 I~ff ;市 21 613.3 115.96 

光江!I 9 213 .3 60.44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种类数以藤草带为最高，为 21 种，芦苇带为 19 ，光滩最低，仅有 9 和/， 0 栖息

密度也以藤草带为最高，为 613.3 个1m2; 其次为光滩的 213.3 个1m2 ; 芦苇带为最低， 130.7 个1m2 0 生

物量以芦苇咐为最高 ， 154.7 g/m2 ; 其次为蔚草带 115.96 g/m2 ; 光滩 60 .4 gI盯120

3 讨论

3.1 沿河 u纵向梯度的变化规律

Y{-fY"J 1 1 纵 [{'J梯皮，底俐L9J 物表现.'1\ IYj~lt" (I~ 可-; !"I 'j 二十年态恪 )fU" I~沙fl :l I ;j" IY'j I-j~)戊战早， 1r'(:?:再发展川!"I 'j较

长， I)~I此底俐功物的种类数，俐忠、密度和1/ 1:.物址在 3 个沙洲1'/'I，i/ij ， IMI二!.1'U"'， 21引 i;; ,/, ,f{{I: --,.!1:þ Ll:..1~ (1甘到J

虫， ~S~lijj 1"，沙L'. f{> 川 ~fìl{'J lí;Ji! 1=. / I 二态 ilìf1寺， I"， i沙代表了儿段沙Ml也 üìr拌 (I~ ，'，'，~级阶段" '/'Y:少 'j U少相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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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间稍晚，底栖动物的各项数据均低于上沙，但是由于中沙分布着广阔的藤草和海三棱藤草，加之

生境复杂，所以其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只是略低于上沙，中沙代表了九段沙田地演替的中级阶段。下沙则

完全不同于上沙和中沙，其形成时间较晚，高潮时大部分被海水淹没，种类数最少，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也

最低，代表了九段沙湿地演替的初级阶段。

3.2 沿潮滩高程梯度的变化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九段沙底栖动物群落的演替逐渐进行，其在时间仁的演替可以反映在空间分布

上，沿j朝滩高程梯度，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生态系列格局。

光滩包括低潮带和中潮带下部，此带滩涂海水淹没时间民，盐度高，一般不存在高等植被。底栖动

物种类数最少，生物量最低，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主要以软体动物和多毛类为主，如彩虹明樱蛤( Moerellα 

iridescens )、疵吻沙蚕( Tylorrhynchω heterochaetω) 、夹杂带丝蚓( Lu时时山 sp. )等。

海三棱藤草带包括中潮带中、上部和高潮带下部，此带海水覆盖时间较短，盐度下降，主要由大面

积的藤草和海三棱藤草组成，生境复杂，为底栖动物的存在提供了较好的栖息环境。底栖动物种类数

最多，存在大量的软体动物如光滑狭口螺( Sterwthyrα glabra )等和甲壳动物如宁波泥蟹( Hyoplax 

ningpeonsis Shen) 、谭氏泥蟹( Ilyrplαx deschαmpsi)等，出现了密度的最高峰。

芦苇带包括高潮带上部和j朝上带，此带盐度较低，在芦苇群落之间，伴生有其它高等植物种类。与

海三棱藤草带相比，底栖动物种类数有所降低，主要以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为主。但是底栖动物个体较

大，单体的重量增加，因此生物量最高。芦苇带的沉积物中，存在一些蜻蜓目、捻翅目、辅翅目等昆虫幼

虫，已经具有了陆生群落的初级特征，显示了向陆生群落演变的趋势。

从光j难以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到海三棱藤草、藤草带以蟹类、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发展到芦苇

带以蟹类为主的群落，趋势是生物多样性增高，群落结构趋于复杂，表现出明显的演替序列[7] 。

3.3 干扰因素对底栖动物群落演替的影响

九段沙成陆较晚，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对九段沙温地生境干扰最大的就是筑堤促淤，这种影响是通

过改变湿地生境中多种环境因子造成的，如高程、水动力因素以及泥沙沉积等多方面。围堤内滩涂受潮

水浸泡减少，滩涂很快趋向陆生化，导致湿地盐沼植被的演替加快，植被密度和生物量都会大幅度增加，

与之适应的是，底栖动物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也会增加。由于围堤对潮流的限制，水动力发生改变，沉

积速率加快，沉积物的特性(粒度、粘度、有机质含量等)也发生了改变，沉积环境趋向非稳定状态，原来

栖息于表层的底栖动物的生活环境遭受破坏，生存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围堤外整个生境中，物种数就会

减少，多样性降低，演替有衰退趋势[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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