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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摘 要

 。年。月一 。年名月
,

在南海海南岛琅呀湾
’ ‘ , ’ ‘

乒 进行 附

着生物和钻孔生物研究
,

用衫木板及塑料板在固定码头侧面逐月
、

逐季和年进行

挂板

着重研究该湾附着生物和钻孔生物的群落结构
、

附着季节和数量 的 变 动规

律

将该湾附着生物和钻孔生物的生态特点与中国沿岸 多个港清及部分外国港

湾进行了比较

年以来
,

已经对中国沿岸朋多个港湾进行了附着生物 和钻孔生物挂板研究  

年 月一  !年 月
,

也在琅呀湾进行一 周年的挂 板
,

从比较生态学的角度
,

研究 了这里

附着生物和钻孔生物的生态特点

琅呀湾是海南 岛南端的开阔港湾 ,
, ’ 尹 ,

既属外海性的 岛 屿 港湾

又是处在亚热带和热带的过渡海域 海域具有高温高盐的特点 全年各月月 平 均 水 温在
“,

·

一 “
·

‘℃之间 月平均瘫
在

’

“一 ‘之间 水质清澈
,

透明度高达 一 米
·

挂板点设在湾 内突堤式固定码头
,

该码头位于湾内比较隐蔽的位置
,

这里的水流极为微

弱
,

两组试板分别挂在码头左右两侧
,

即向浪面和背浪面
·

各组板都分为表层和底层
,

每层

设月板和季板
,

底层板还增设半年板和年板 逐月逐季更换板 共回收和计样 块底板及

块表层板 文中表层板的数据是二块板的平均值 底层板的数据是四块板的平均值

一
、

附着生物

一 种类

从 号标本中分离出 种藻类和 种动物 表 展示了种类名录及其出现 频 率 实

木文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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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现次数/试板数)
.
长棘盘管虫

、

缘齿牡砺
、

高耸隆胞苔虫
、

美媳和条浒苔的出 现 频

率都大于30 肠
.
这五种不但出现的次数多

,

而且数量也大
,

是琅呀湾附着生物群落的优势

种
.

护呜

( 早 ) 附. 攀节

,

全年各月份都有生物
, _

附着盛季和执季的区分并不太明显
.
许多种类虽然全年各月份

都会附着或可能附着
,

但在试板上的附着呈现了断续现象
;.还有些种类

,

如浒 苟和 美 媳

蝙35

等,
附着盛期是 3 一 5 月 (图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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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琅呀湾主要附着生物的出现季节 (1979年 9 月一1980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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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傲,

各月份底层月板所出现的生物种数不太 多
,

覆盖面积和湿重都比较小
,

而且 12 个月
·

之

间的差别也不悬殊
·

如表 2 所示
,

各月份出现的种数最多不超过’6种
,

量少也 不 少 于 5
种
.
覆盖面积最大不超过24 呱

,

最少也达3
.
3肠

,

全年12 个月的月平均湿重仅玩.0 克/米
, ,

波

动在 1
.
6一38

.4克/米
“ ,

月平均湿重大小之伺的相差仅24倍
‘

在总湿童中
,

水瘩占42
.2肠

,

管栖多毛类及苔鲜虫 分别 占l仑
.
8肠及 14

.6肠
.

四个季度板所出现的种类比较多
,

但覆盖面积和湿重都不大
‘

总平均混重 为 61
.
7克/

米
, ,

其中管栖多毛类 占42
.
2肠

,

双壳类和苔醉虫分别占28
.4肠和 11

.9肠
.

二组 半年至一年的试板
,

种类虽然不太多
,

但奢盖面积和湿重都比月板及季板大
.
三

组平均湿重为376
.
2克/米

: ,

其中双壳类占51
.
1肠

,

苔鲜虫和管栖多毛类分别 占 22
.3肠及

27
.
2肠 (表 2 )

.

表2 琅呀湾底层板附着生物的数量 (1铆9年9月一19别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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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呀湾附着生物和钻孔生物的初步研究

上述表明
,

随着挂板时何的延长
,

‘

附着生物的湿重逐渐递增
‘
季板的湿重 为 月 板 的

6.2倍
,

半年板及年板的平均湿重为季板的6
.
1倍
.
在各类试板中

,

湿重的类别组成也有很

大差别
,

月
、

季
、

年板三种板
,

居湿重比例之冠者分别为水媳
、

管栖多毛类
‘

双壳类
.
同

时
,

这三类生物都分别 占总湿重的一半左右
.
这种 比例的差别

,

是 由于三大类别生长期的

长短各异
,

即生长期长者
,

在长期试板中占的比例大
;
也是琅呀湾附着生物群落的发展

、

演替或更迭在数最上的反映‘
-

表层试板所出现的藻类种类少
,

覆盖面积和湿重在不同组别的试板上相差很大
.
总的趋

势是月板比季板的数量大
,

在月板中
,

尤以 8 月和 4 月的数量最大
·

在四个季度板中
,

春

季的数量远远大于其他季节
,

这 与相应月份
、

的附着量是相吻合的夏 条浒苔的盛衰决定了藻

类总湿重的大小 (表 3 )
·

表3 琅呀湾表层板藻类的数量

(107。年牙月一1950年s月)

经二
、

钻孔生物

对37 块杉木试板 ( 2 x 8 x l4 厘米)
,

首 先检查了表面的蛀木水虱
,

然后 纵 剖 成 二

半
,

检查船蛆等钻孔生物
.
结果表明

,

这里的钻孔生物破坏极为严重
,

特别是从试板表面

进行破坏的蛀木水虱的数鼻之多尤为引人注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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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现 7 种
,

即甲壳动物的蛀木水虱 (Li 协。rt’a 八g。川阴)
; 船 蛆 类 的 蹄艳 船 蛆

(T oredo 二a 广a e o fa o a )
、

船蛆 (T
.
, a v a l f

s
)

、 ‘

狭氏 船蛆 (T
.
di州衫叮动, ‘)

、

稻称 节

恺船蛆 (B。衍a ca
r伽a t。) 和密节恺船蛆 (B

.
sa 对们

; 海笋类的 马特 海 笋 (M a
r渗宫‘伍

s扮玄“公a )
.

蛀木水虱在表层板和底层板上都有
,

而且每个月都出现
.
在月板上的密度和破坏面积

都不大一放置三个月的季度板的破坏面积高达40 一85 肠
,

放置半年以上的三组试板其表面

几乎全被钻蚀呈海绵状 (表 4 )
。 - . -

船蛆钻进木材的内部
,

每个月都出现
,

但 12月至 2 月 板的数量比校少
.
月板的破坏面

积都不超过 8 肠
.
季板的破坏面积都在 15 肠以上

,

其中
,

许多组板被硕坏皇蜂窝状
.
船蛆

数量的大小
,

除受非生物因子影响外
,

附着生物及蛀木水虱在表层的蟹盖或者破坏
,

对它

有很大的干扰
,

表 4 琅呀湾钻孔生物的密度及钻蚀面积 (密度
: x 10 “

孔/ m
“ ,

面积
:
纵剖面孔洞面积乘 2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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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海笋仅在下半年板 ( 9 一2 月) 发现
,

密度比较 大
,

而且都是幼体
.

三
、

讨论与结论

一 琅呀湾是属岛屿的天然港湾
,

’

又是处在热带边缘
.
港湾高温高盐

,

挂板地点的水流不

流畅
.
上述的地 理位置及环境条件

,

决定或影响到附着生物的种类
、

数量和附着季节
.
附

着生物的特点是
,

种类多
,

附着量甚少
,

全年各月份都有生物附着
,

附着强度 虽然有 季节

变化
,

但不如大陆沿岸明显
.

(一) 种类

本实验所得的71 种生物中
,

绝大多数是暖水高盐和沿岸带广分布种
.
优势种长棘盘管

虫扩 多耸隆胞苔虫
、

缘齿牡妨
,

都是热带
、

亚热带暖水种
,

这 些种类在长江口 以北沿岸没

有
,

主要分布在广东沿岸或海南岛以南海区
。

美丽盘管虫
、

总合章苔虫和纹藤壶虽然也在

琅琦湾的试板上出现
,

但数量甚少
,

这些种是中国南北沿岸和世界许多海区的主要附着生

物 〔‘’ ,

其中有些种类在旅顺港 ”
、

连云港 ”
、

东山湾
〔‘’和香港海域的数量非常 大

,

三 种
,都是海南岛南部至西沙海域船底污损生物的优势种

,

钟巨藤壶 (M ega bal
a二
:
痴枷

。
砧以

。。而材
””a 加坛。) 极大量附着在清澜港外

〔“,
及琼

州海峡的浮标上
,

是外海高盐热带种
,

琅呀湾的试验点位于湾内
,

所以没有这种
.
同样

,

外海漂浮性的附着生物有柄蔓足类
‘

( 如L eP as
a ns er :’j er a) 在这次试验也未曾发现

.
长 江

口
、 r

甭江口和珠江 口“ 一”的淡水附着生物
,

因为盐度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分布到这里
,

就是

一 些低盐种
,

如泥藤壶 (B心an us uI l’g 认
。胡s)

、

鲍枝媳
.
(
Bo
u
ga i’n tn’Ili

a
sP
.
)

「”在这里 也

未发现
.
琅呀湾面临外海

,

沿岸降雨虽然可 以使盐度降低到 30 汤 以下
,

但仅是短暂的
,

所

以低盐种不能在此长期生存
.

(二) 附. 攀节
_

琅呀湾全年各月都有生物附着
,

各种生物在各月份的附着有断续现象
.
在附着生物附

着 期的三种类型四种形式中
「”

,

琅呀湾隶属于第 2 种类型
,

即全年各月附着
,

但各月的数

量不一样
.

浒苔等藻类和美媳等水媳类的附着高峰在 3 月至 5 月
,

这和大陆沿岸亚热带水域是很

类似的
,

因为高水温的夏天对它们的附着和生长不利
.

在温带和亚热带海域
,

高温的月份 ( 6 一9 月 )
,

是多数有石灰质外壳 的 附 着 生物

的附着高峰“” ’,

也是多数港湾附着生物的附着旺季
.
琅好湾则不然

,

这里全年各月的月

平均水温都很高 (大于 22 ℃)
,

同时又没有藤壶等的大量附着
,

因而也就不存在高温月份

的旺季
.
许多热带海港

,

雨季到来时则盐度 明显下降
,

抑制了许多附着生物的附着
.
如印

O 李传燕等
,

旅顺港附着生物生态研究
.

约李传燕等
,

连云潜的附着生物与钻孔生物生春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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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M
anga】。 re 港

、

B
o

m b y 港
〔“ ’,

西非的F re 时
。
w n 港

‘’ ” ’

及申国的清格港
‘万 飞 ,

雨季 期 间

盐度大幅度下降
,

没有或者很少有附着生物附着
,

但是在早季的附着密度则非常大
.
琅呀湾

并没有由于降雨而大幅度降低盐度
,

也就没有由此而引起生物附着密度下降或停止附着
.

上述表明
,

水温和盐度的波动
,

对琅呀湾附着生物的影响远远不如大陆沿岸的港口那

么明显
.
此外

,

南海的台风和风浪将直接影响到附着生物幼夹的分庸 F 这可龄是导歌附着

期断断续续的原因之一

二
(三) 附. ,

这里附着生物的附着量小
,

各月份之间的差别也不悬殊
,

放板时间长
,

附着量相应增

加
.
附着量小的直接原因是和种类的组成有关

,

即一些大型的
、

有石灰质奏卜壳的种类没有

在这里出现 ; 同时
,

试验点位于内湾近岸
,

水流不畅通
,

这不但影响羹鱿
~
种类熬分布

,

也大

大不利于附着生物的附着和生 长
.
这种情况在福建东山湾最为踢显

、

在溥卿霭蔽处附着生

物的月平均湿重仅为湾口 水流畅通处的 l /36
.
5‘么’

.

( 四) 与其他潜浦比较

与海南岛的其他港湾相比
,

琅呀湾的附着生物类似于愉林港卜“
”‘

面不同于清
:
瀚落肆’

和洋浦港
【‘ ” ’

.

清 澜港处在文昌河口
,

附着季节受至粗因河廿径流降肇暴度的影响;
尸

洋 浦 港

附着生物的附着量比较大
,

中国沿岸的29 个港湾
,

以夏季试板的附着生物湿重为准
,

将其附着鬓物的蓄柑强度
尸

分

为很大 (15 千克/米
,

以上) 至很小 (小于 。
,

6 千克/米
2) 五级

,

其中
,

有 角
一

个港 口属于 很

小的级别
{” .琅呀湾夏季附着生物的得重仅0

.
盼千克/米

’ ,

是
一

极小中鞋彝编鱿味的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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