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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北 海 大 冠 沙 白 骨 壤 树 上 大 型

固 着 动 物 的 数 量 及 其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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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共 本文研究了广西 北 海大冠 沙 白骨镶树上大型 固 粉动物的种类组 成
、

数t 分布特点

及其对 植物体的危害
。

结果表明
,

大冠 沙 白骨坡群落中的大型 固粉生物有 10 种
,

分属 3

门 弓纲 6 科
,

其 中在白骨城植株上 的主要种类 为白条小膝立
、

潮间燕立
、

相牡场和燕葬

亥蛤 4 种
。

危容程度最大 的是 白条小麟金
,

其湿: 生物t 占总湿盆生物 t 的百 分比高达

移 3肠一 10 。沁
.

受容程 度最大 的舞向海林带的枝和叶
,

其动物生 物 t 于盆 与植物生物 t

干 盆的比值 (a/ )P 可达 30
.

拍 x 10一 ’

和 30
.

43 x 10 一 就整个红 树林 区而 官
,

危容怪度

为向海林带 ( 21
.

6s x 10一 ) > 中间林带 ( 7
.

ss x 10一 , ) > 向陆林带 ( 0
.

0 1 x 10一 )
.

同

一林带的植株受害程度为较低树层的大于较高树层的
.

密度和生物 t 的分布也与此相类

似
。

美 . 询 红 树林 固 , 动物 白骨城群落 动物危害

固粉动 物是影响红 树植物生 长发育和群 落扩展 的盆要 因素
.

这方 面的论述散 见 于许多文

献 之中`卜 幻 ,

但从数 t 上 探讨 固粉动物 危害程度 的研 究却未 见 报道
.

本文 从固粉 动物 密度
、

生

物 t 及 动植物生物 t 的 比值方 面 讨论红 树林上 固粉 动物 的危 害程度
,

为进 一 步的深入 研 究提

供方 法和基础数据
。

1 样地概述

北海大冠 沙 ( 21
.

2 6
, N ,

109
0

14
, E ) 的红 树林 面积 约 6 7hm

, ,

生 长的红树植 物有 3 科
、

5 属
、

5 种
,

建群种为 马鞭草科 的 白骨壤 ( 加众姆 . : 她 。““ )
。

该 白骨壤群 落平均林 龄约 3a0
,

树高
1

.

4m ,

生长密度 68 株 / I OOm , ,

叶面 积指数 2
.

。,

郁 闭度 0
.

94
.

林地 土壤 由陆缘 向海缘分 别为

各 淤 泥 质
、

沙泥质和 沙质土
,

土 城有机 质含 t 0
.

34 %~ 1
.

“ %
.

潮 汐为全 日潮
,

平均 潮差 2
.

36 m
,

最大 潮差 5
.

36m
.

2 材料与方法

1992 年 3 月
,

在大冠 沙红 树林 的向海林带
、

中 间林带 和 向陆林带 各设 立一个 I Om X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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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样 方
,

用 平均标 准木 法 〔5 ,在每 个 样 方 中各 砍伐一 棵具代表 性 的 白骨壤标准木
,

进行 固 着动物

的 数量测 定
。

固着 动 物 的数量 测 定采 用 分层 取样调 查 法 〔幻 。

以 30 c m 为 单位 把标准 木 从 茎 基部 开 始 向

上 分层
,

然后 从各 层 中随机抽 取样本来分 别测 定植物 和 固 着 动物的生物 量
,

以此 为依据推 算

整 株植物 的 固 着生物量
。

具体 步骤如下
:

(1) 测量各 树层 固 着动物 的附着厚度 和 附着 面 积 ; 称

量 各树 层 植物 与 固着 动物 的总 湿 重 ; (2) 从各 树层 随机取 样
,

称量 植物与 固着 动物的 湿重
,

用

计 数器分 别统 计各样本 固着 动物 的个体 数并鉴 定种类 ; (3) 把 各样本上 的 固着动物 全 部剥 离
,

称 量去 除 固 着动物后 的植 物重 量
,

以 算 出 固着 动物的湿 重 ; ( 4) 用 H Y M 一 1 型 活体 叶 面积 仪

测 植 物 的样 叶面 积
,

乘 2 后 即 为 叶表 面 积
。

逐 一 测量 样茎和 样 枝的长度 ( 石 ) 和 直 径 (D ` )
,

则

样茎 和样 枝的表 面 积 s ~ 〔刃历 /
,

〕
·

刃刀̀ /
:

瓜

物茎
、

枝
、

叶上 固着 动物 的个 体数
、

湿 重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种类组 成与分 布特点

3
·

l
·

1 种类 组成

白骨壤群 落 中的 固 着动物 共有 10 种
,

; (5) 由以上 所 得 数据
,

求 算出各树层 及 整 株植

密度 (个 / m ,
) 和 生 物量 ( g / m ,

)
。

分 属 3 门 4 纲 6 科 (详见 名录 )
,

其 中主 要 的种类

是 白条 小 藤壶 ( ` 舰加二 a坛; 而 t衍蕊 )
、

潮 间藤 壶 伍。之口肥
; “枷物 )

、

褶 牡 砺 ( o st , ae 协。细 l。 ) 和 黑 荞

麦蛤 (凡卯面 ld 。加 a at )
。

而 其余 的种类 不 仅数量极 少
,

而 且 它 们 的生 物量也很 小
,

本文 忽略不

计
。

从 生 物量 配置 上 看
,

各林带均 以 白条小 藤壶 的生物量 ( 湿 重
,

下 同 ) 占绝对 优势
,

白条

小 藤壶的 生物量 占总 生 物量 的 70 % 以 上 (表 1 )
。

在不 同 林带 的种类生物 量百 分 比组 成 中
,

向

海林带 白条小藤壶 ( 72
.

3% ) > 黑 荞麦蛤 ( 12
.

7 % )
、

褶 牡砺 ( 12
.

4 % ) > 潮 间藤 壶 (2
.

6% ) ;

中 间林 带 白条小藤壶 ( 83
.

6% ) > 黑 荞 麦蛤 (8
.

6% ) > 褶 牡砺 (5
.

2% ) > 潮间藤 壶 (2
.

6% ) ;

向陆林 带 的 固着 动物仅发现 有 白条小藤壶 一 种
。

aT b肠 1 5 讲泪. n u 由 加 r of a

att
e址 n g a n 如”. h fo u

dn on A。

~
: 她 诩

,

,
s at 成 a rd t r ee i n D a

glt
a
sn h a ,

决ht a i

.

耐 th e红 目。 m . ” (F r 翻由 w e gl h t ) c o m p 阅 i t l o .n

N o
.

o f A t at eh in g iB o r o a 3 s S p e c i es

Si et

—
s ceP ies

a r e a (% ) (s / m
Z

) 以
.

叨沥 , “ 刀
.

2枷
, z钻 犷

.

。 加 a at 0
.

, 11喇
二 al

Sae w 肚 d 4 7 0 90
.

9 8 7 2
.

3 2
.

6 12
.

7 12
.

4

M ldd le 4 50 31
.

94 83
.

6 2
.

6 5
.

2 8
.

6

L a n d w ar d l ( 1 0
.

06 10 0
.

0 0 D O

3
.

1
.

2 分 布特 点

不 同林 带 的植 株上
,

固着动物 的种类不 同
。

在 向海林带 和 中间林 带
,

四个 种类均 有 出 现
,

而 在 向陆 林带
,

则 只 有 白条小藤 壶 的幼虫 分布
。

白条 小 藤壶 是 优 势种
,

在每 一 林带 的植株 上

均有 分 布
。

向海林 带和 中间林 带的每一 树 层 的各 种器 官上 均 有 白条 小 藤壶 分 布
,

且 数 量上 占

绝对 优 势 ; 向陆林 带的植株在 120c m 以 上 的各层 的 叶柄上 也有 白条小藤壶 (幼虫 ) 分布 ; 褶

牡砺和 黑荞麦 蛤在 向海林 带和 中间林带的茎
、

枝交叉 处 出现 频 率较大
,

但数量 比 白条 小藤壶

要 少得 多 ; 潮间 藤壶 则 仅在 向海林带 和 中间林 带见 有 分布
,

且 数量较少
。

各种类 出现 频率 的

大小顺 序 为 白条 小藤壶 > 黑 荞麦蛤 > 褶牡蜘 > 潮 间 藤 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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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 林带 的植株
,

在不 同 的树 层
,

固着 动物的种 类也 不同
。

固着 动物 的分布存在着垂 直

分化 现 象
,

这与各种 固 着动物对千 燥环 境 的忍 受力 和 固 着 的稳 定性有关
。

藤壶 对 干燥 环 境的

忍 受 力较强
,

且 固 着稳定性较好
,

所 以其分 布范 围较 广
,

可以 分布到 较 高树 层 的枝 叶上 ; 牡

蜘 对 干 燥环 境的 忍 受力 较差
,

则主 要 分布在 较低的树 层 上 ; 黑 荞麦 蛤的 固着 稳定性较 差
,

一

般集 中分布 于 茎
、

枝的交叉 处
.

白骨壤群落 中固着 动物 的这种垂 直分 化现 象
,

是 自然群 落结

构 的重 要特征
。

w h i t t ker ( 197 7 年 ) 指 出
,

群落 一 个种 与其 它种 相关的位 置
,

就是该种 的生态

小生境
。

种的进 化趋势促使 生态 小生 境不同
,

从而 减 弱了 种 间竟 争〔” 。

红 树 植物上 不 同种类 固

着动物分 布于 不 同的高度 和 不 同 的器 官 上
,

是种 在垂 直 范 甲内生 态 小生 境 分化的标 志
。

这种
分化的结 果

,

有 和行 固 着动物 更充分 的利用 空 间和 资源
。

T . b l e 2 H e lg h t 助 d cr o

物 功略 o f 月砂 . c . 泥 . 细 砌
,

侧 翻
n 如dr t r ee nI D . 叫a n 曲 a ,

决 功 a i a n d l 肠 h . 加妞 t

多l te Sat n
da

rd tr ee So l l yt pe T r e e
he i g h t (cm ) o

o w n s让e ( em : )

S ae w ar d 1 M u d 92 58 00

M id id e 2 Sa n d y lao m 102 85 00

L盆 n d w 盯d aS
n d 292 00

.

2 固 , 动物 的 数 t 特 征

就整 个大冠 沙红 树 林区 而 言
,

固 着 动物 密度 的大小变 化趋势 为向海林带 ( 1287 4N o
.

/ m ,
)

> 中间林带 ( 2 55 8N o
.

/m
,
) > 向陆林带 ( I N o

.

/ m ,
) ; 生物量 的大 小变化趋 势亦 是如此

,

向海

林带 ( 139s/ m
2
) > 中间林 带 (3 9

.

59 / m ’
) > 向陆林 带 ( < 0

.

1刁 m ,
)

。

同一 林带 的不同树层 中
,

种的密度和 生物 量一 般 都是较低树 层的大 于 较高树层 的 (表 3 )
,

如向海林 带 中
,

生物 量为 0

~ 3c0 m 层 ( 2 98
.

4 9 / m Z
) > 3 0~ 6c0 m 层 ( 93

.

45 / m Z) ) 60一 只o e m 层 ( 2 5
.

59 / m ’
) ; 密度 为 0~

30e m 层 ( 1 7 5 6 4N o
.

/ m
Z
) ) 30 一 60e m 层 ( 1331 6N o

.

/ m
Z
) > 60~ 9 0e m 层 ( 7 7 60N o

.

/ m
Z
)

。

介 b le 3 B 10 m创.1 a n d d卿幻 妙 of . 创. c h加 . . 川扣 . 坛 加 u n d o n 月秒

~
细

~ 别
. 加目山 dr eetr 肠 .D gu

. n hs . ,

B d h 扭l

rT ee l a y e t

( c 们比 )

B l o mass (9
.

FW / m , ) eD
n 城yt ( No

.

/m
Z

)

Sea w a r d M l d d l e L a n d w 鱿 d s 比 w 留d M id d l e L a n d w ar d

0~ 3 0 2 98
.

4 58
.

8 0 175 64 39 4 1 0

30~ 60 9 3
.

4 41
.

5 0 133 16 33 30 0

60~ 90 2 5
.

5 10
.

7 0 7 76 0 1 7 37 0

90~ 12 0 10
.

9 < 0 1 12 24 5

12 0~ 150
/

< 0
.

1 1

15 0~ 18 0 < 0
.

1 1

18 0~ 2 05 < 0
.

1 1

Mea n 139
.

1 30
.

5 < 0
.

1 128 74 2 558 1

土 SD 土 14 2
.

1 士 23
.

8 士 49 08 士 128 6 士 2

就 同一 林带 同一 树 层 的不 同器 官而 言
,

则 因林 带不 同各有 差 异 ( 图 l
,

2)
。

向海林 带的生

物 量和密度均 为枝 > 茎> 叶
,

生物量 最大 的部位 是 0~ 30 c m 层 的枝
,

为 55 0
.

7 9 /耐
,

密度最大

的部位是 30 一 60c m 层的枝
,

为 390 l l N o
.

/耐 ; 中间林带 的生物量 和 密度均 为茎> 枝 > 叶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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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t最大 的部 位是 30 ~60 c m的 茎
,

为 31 8
.

39 / 耐
,

密 度 最 大 的 部 位是 30 ~ 6c0 m 的 茎
,

为
46994 N .o / m

, ,

这 也 是整个群 落 中密度最大 的部位 ; 向 陆林带 由于 数量极 小
,

仅在 叶上 有 白条

小藤壶的幼 虫分布
,

无法 比 较
。

同一 林 带相同器 官在 不同树 层 上 的生物盘和 密度
,

比 较紊乱
,

不具 有较明显 的规律 性
。

_

_ _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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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固着 动物对 植物体 的危 害

这里 以 固 着动物 生物量干 重 与植 物生物 量干重 的 比值 ( a/ p ) 来讨 论 固 着动物 对植物 体的

危 害程 度
。

由表 4 可知
,

固 着动物 对植物体 的危 害程 度是 向海林 带 (2 1
.

68 x l o一 2
) > 中间林

带 ( 7
.

88 X 1 0一 ’
) > 向陆林 带 ( 0

.

01 x 10一 2
)

。

在受害最 严重 的 向海 林带 中
,

同 一 植株 的不 同器官 的受害 程度 不 同
:

叶 ( 18
.

50 x l o一 ’
) >

枝 〔18
.

30 X 10 一 , ) > 茎 (8
.

92 x 1 o 一 , )
,

同一 器官受 害程 度最大的 高度是茎
: o一 3 0c m 层 的茎

·

( 8
.

9 2 x 10 一 2 )
,

枝
: 30~ 60C m 层 的枝 ( 3 0

.

49 X 10
一 2

)
,

叶
:

0~ 30C m 层的 叶 ( 30
.

4 3 x 10一 ,
)

。

不 同树层 的受 害程 度也有很 大差 异
,

受 害程 度最大 的 树层为 30 一 6 0c m 层
,

a/ p 值为 25
.

56 x

1 0一 2 。

固 着动物大 量地 固 着在 植 株 的叶
、

枝和 茎 的表面 上
,

平均 固 着面 积达 70 % 以 上 r 表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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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树层 竟然 高达 1 00沁
,

使得 植物体 的光 合作用 和 呼 吸作 用严 重受阻
,

直至 枯 萎
、

死 亡
。

中间林 带 的植 株受 害程 度也 比较 严重
,

同 一 植 株不 同器 官 的受 害程 度 大 小顺 序 为
:

枝

( 15
·

59 火 10
一 ’

) > 叶 (4
.

64 X 10 一 ,
) > 茎 (3

.

10 x 10一 ,
)

,

同一 器 官 受害程 度最 大的 高度是茎 :

3 0一 6 0e m 层 的茎 ( 3
.

47 x 10一 ,
)

,

枝
: 90~ z 20e m 层的 枝 ( 2 8

.

5 7 x 10
一 ’

)
,

叶
:

30一 6o e m 层的

叶 (5
.

42 x l o一 ,
)

。

受 害程 度最大 的树层 为 30 ~ 6c0 m 层
,

`

a / p 值为 12
.

29 x l o一 ’。

该 林带 的平

均固着面 积为 50 %
。

向陆 林带的植 株
,

由于树林 的机械 阻 水 作用 和 固着 动物受 干燥环 境的影 响
,

受 害 程度极

其轻微
.

固着在 向陆林带植株 上 的
,

仅有 白条小藤壶 的幼虫
,

尚未发育成成 体
。

其 受 害程度

最大部位 12 0~ 150 e m 层 的 叶的 a / p 值 仅 为 0
.

08 x 10一 ’。

固着动物对 不 同林带植 株的危 害程 度不 同
,

是造成 整个群 落的树 高和 冠 幅呈现 出 由陆缘

向海缘递 减的原 因 之 一
。

固 着动物对红 树 植物 的危害是营造 海岸 红树林 觅待 解决的 关键间 题之 一调查 结果表 明
,

对红树林 危害面 积 最大
、

危害程 度最 高的种 类是藤壶
。

由于 固 着动物的危 害
,

许 多红 树植物

个 体 生 长 不 良
,

部 分枝条枯 萎
,

甚 至 整株 死 亡
。

因此 有必要进 一 步开展 红 树植物 上 固粉动物

的生 态学
、

生理 学
、

固着机 制和 危 害途 径 等方面 的研究
,

以寻 求其防治措 施
.

T的1. 4 Ra助 of M . m . . 成 . 创. 比加 9 . n

加 a1 拍 p 】a n t

T r e e 场 y e r

( c m ) S t e m B ra n eh L ea f T o 场 1 5扭 m B r a n
hc L ea f T o 恤 l Ste m B r a nhc l刀时 T o 恤 l

0~ 30 8
.

92 4
.

28 3 0
.

4 3 17
.

07 2
.

95 18
.

3 9 4
.

0 1 4
.

76 0

3 0~ 60 30
.

49 13
.

68 25
.

56 3
.

47 21
.

9 7 5
.

42 12
.

29 0 0

60~ 90 20
.

18 11
.

45 13
.

12 4
.

89 4
.

5 5 4
.

73 0

9 0~ 12 0 28
,

5 7 2
.

15 7
.

46

12 0~ 15 0

0
.

02

0
。

08

150~ 18 0

180~ 20 5

< 0
.

0 1

0
。

0 1

0

0

0

0
。

01

0
、

03

< 0
.

0 1

< 0
.

0 1

T o ta l 8
.

9 2 18
.

30 18
.

50 2 1
.

68 3
.

10 15
.

59 4
.

64 7
.

88 0 0 0
.

02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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