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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从北往南的顺序，综合分析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污损性无柄茧足类的种类组成、分布状况和季

节变化等特点 。污损性元柄茧足类在中国沿海主要有 34 种，其中纹藤壶 （Balanu.s am户hitrite am phitrite ） 、网纹

藤壶 （B. reticulatus ） 、糊斑藤壶 （B. cirratus ） 、三角藤壶 （B. trigonus ） 、泥藤壶 （B. uliginosus ） 、钟巨藤壶

(M egabalanus tintinnab哑地Lum tintinnabulum ） 、高峰星藤壶 （Chirona amaryllis ） 、自条地藤壶 （Eura户hia withersi) 

等种类均是沿海污损生物群落的优势种．纹藤壶在北方的渤海、黄海海区是主要的致污种类，网纹藤壶则在

东海和南海沿岸海区占绝对优势。 由北往南随着纬度的降低，污损性元柄茧足类的附着期明显延长，甚至出

现全年均可附着的现象，而且其种类数量也有所增加 。 海水盐度和离岸距离也是影响污损性无柄蔓足类分布

的关键因素 ．

关键词：污损生物无柄茧足类种类分布

中图法分类号 ： Xl7,Q958 .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7378(2010)01-0067 07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uling acorn barnacles in Bohai Sea, Yellow Sea,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 ina Sea,including species composition,distribution,and seasonal variation 

are stated in this paper. Thirty-four species of fouling acorn barnacles were found in Chinese 

waters. The dominant species are BaLanus amρhitrite am户hitrite, B. reticulates, B. cirratus, B. 

trigonus, B . uLiginosus, M egabaLanus tintinnabuLum tintinnabulum, Chirona amaryllis, and 

Euraρhia withersi. The acorn barnacle B. am户hitrite am户hitrite is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costal 

waters of Bohai Sea and Yellow Sea. However, the predominant species of acorn barnacles is B. 
reticuLatu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The settlement period of fou ling acorn 

barnacles is usually in summer and autumn. Due to the decrease of latitude from north to south , 

the settlement period of fouling extends even to the whole year. The species numbers of fouling 

acorn barnacles also increased . Moreover, the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and distance to 

shore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ouling acorn barn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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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柄蔓足类（藤壶）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是沿

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成群附着于海岸岩

石、堤坝码头、舰船浮标 、海水管道、平台设施、养殖

设备及其它海洋动植物体上，对人类涉海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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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极大危害，为污损生物防除的重点对象。中国海

域辽阔，海岸线长，沿海环境多样，污损性无辆蔓足

类种类组成复杂，分布广泛。了解和掌握无柄蔓足类

的种类组成、分布规律等生态特点对污损生物防除

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研究

人员从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及化学等领域对无柄蔓

足类的生活史、附着特性和生态特点及胶粘物特性

等方面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I～4] 0 本文根据以往

文献资料，按照从北往南的顺序，综合分析我国渤

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的种类组

成、分布状况和季节变化等特点，以期为进一步的生

态学研究奠定基础，并为促进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的

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参考。

1 中国沿海j亏损性无柄蔓足类种类分布和

附着状况

我国渤海 、黄海、东海和南海 4 大海区沿海的污

损性无柄蔓足类种类分布如表 l 所示 。

1. 1 渤海的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渤海是我国内诲，也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中

部海区和渤海海峡组成，总面积约 7. 7 × l04 km2 ，平

均水深 18m 。 该海区共出现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7 种

（见表 1 ），其中主要种类为纹藤壶 （Balanus

am户hitrite am户hitrite ） 、致密藤壶（B. im户r(Yl)isus ） 和

泥藤壶（B. uliginosus )C川口。

在辽东湾的扇贝养殖区，自脊藤壶 （B.

albicostatus ） 是对水产养殖影响最大的污损性无柄

蔓足类问；在大连的金州湾，纹藤壶则是污损生物群

落中的优势种之一，此外常见的种类还有高峰星藤

壶 （Chirona amaγyllis ） 和糊斑藤壶 （Balanus

cirratus) [GJ 。在生物附着量方面，9 月份的藤壶湿重

可达 487 g/m2 ，而 3 月份则几乎没有藤壶附着［吨。在

离岸较远的海上石油平台，纹藤壶和致密藤壶仅偶

尔出现【7]

在渤海湾，泥藤壶是海中平台污损生物群落中

的优势种［7 .叭而在沿岸码头，致密藤壶则是最主要

的污损生物种类之一，泥藤壶也较为常见。致密藤壶

的附着期为 5 ～ 9 月份，其中在 6 ～ 8 月份，其附着

量可占总生物 附着量的 58 . 8 % ，附着密度高达

27237 个 ／ 米2［础。

在莱州湾，位于其东侧的龙口港，水域开阔，盐

度较高，纹藤壶是其污损生物群落中的优势种，占总

生物附着量的 59. 4 % ； 泥藤壶偶尔出现，且附着量

极少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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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中部海区，紫贻贝（M ytilus edulis ） 是海

洋油气平台污损生物群落的优势种类，也是主要的

致厚种，污损性无柄蔓足类中的纹藤壶 、泥藤壶和致

密藤壶仅偶有出现，且附着量极少［7］。

在渤海海峡，污损性无柄蔓足类是致密藤壶和

纹藤壶，其中在蓬莱港前者的附着期为 6 ～ 10 月

份，后者则为 8 ～ 10 月份口的。在海峡中部的舵矶岛，

污损性无柄茧足类仅偶尔出现［ 11 ] 0 

1.2 黄海的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黄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架浅诲，东濒朝鲜半

岛，西临山东半岛和苏北平原，北面辽东半岛，南接

东悔，总面积约 3.8 × l05km2 ，平均水深约 44m 。污

损性无柄蔓足类共有 6种（见表 1），主要种类为纹藤

壶、致密藤壶、泥藤壶和糊斑藤壶［12～ 17]

辽东半岛东南的大连湾，纹藤壶是最主要的污

损生物优势种类，其附着期为 5 ～ 10 月份，其中 8 月

份附着量最大，可达 7124. 5g/m 2 ；缺刻藤壶 （Balanus

crenatus ） 的附着高峰期在 5～6 月份，其中 6 月份的

附着量可达 705. 3 g/m2 ；东方小藤壶 （Chthamalus

challengeri ） 仅偶有出现［12］。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旅

顺港，常见的污损性无柄茧足类为纹藤壶［ 1 3］。

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的烟台港，污损性无柄蔓

足类优势种是纹藤壶和致密藤壶，其中前者从 6 月

份开始少量附着，至 11 月份则完全停止附着. '9 月

份达到附着高峰期，附着密度达 38156 个／米2 ；后者

的附着期则为 5～ 11 月份， 6 月份上旬为第一次附

着高峰期，附着密度为 21919 个／米z，第二个附着高

峰期在 8 月份，附着密度达 82606 个／米2[ 14 )

胶州湾内的青岛港，纹藤壶是污损生物的优势

种，泥藤壶和糊斑藤壶则为主要种类。泥藤壶附着期

为 6～ 10 月份，其中 6、 7 月份为主要附着期；纹藤壶

在 6～ 11 月份期间均有附着，附着高峰期在 8 月份，

生物附着量可达 1379 . 6 g/m2 ；糊斑藤壶的附着期

为 6～9 月份［1 5］。

在连云港，污损性元柄蔓足类不多，只发现糊斑

藤壶和泥藤壶，而且附着量也很少，这可能与调查站

点水流不畅有关［ 1 6］。

在黄海最南端的吕四洋海域，泥藤壶是污损生

物群落的主要优势种之一，其次为糊斑藤壶。泥藤壶

附着期在 6～ 10 月份，其中 7 月份是附着高峰期，生

物附着量达到 4675 . 0 g/m2 ，附着密度则达 31100

个／米2 ；在一周年的污损生物群落中，泥藤壶占绝对

优势，其湿重可达 39780 . 0 g/ m 2[ 1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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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生物名录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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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壶科（Balanidae) 

纹藤壶（ Balaflus am户hitrite 
am phitrite ) 

网纹藤壶（ B. reticulatus) 

糊斑赚业（ B. cirr，础，s)

三角藤壶（ B. tri gonus) 

致密盖章聋（ β. im pruuisus) 

臼 fH事壶（ B. albi，ι·ostatus) 

缺；m膝壶（ B. cre11atu.s) 

象牙且事 ;;ii,: ( B. ebu.meus) 

块斑牒’蓝（ β．户。ecilotheca)

泥j酶盒（ B. uligiriosus ]

美丽且事迹（ β．卢ulchellus)

珠江目在壶（ B. zlwjia,.gensis) 

和l巨赚壶（ M egabalam,s volcano) 

钟巨藤壶（ M. lintilmabulum 
tinti,mabulum) 
纵肋巨藤壶（ M.1i111i,mabulum 
zebra) 
红巨晦壶（ M. rosa) 

i!IK事壶科（Archaeobalanidae)

高峰l呈藤亟（ Cl町ο阳 amaryllis)

薄元县磁盘（ C. tenuis) 

玲珑坚麟壶 （Solid，伽Lanus 
ciliatu.,) 

11:!.ff丰坚藤量（S. socialis) 

盖在头串！J藤壶 （Armatobalanus
cepa) 

小藤壶科（Chthamalidae)

东方小赚壶（ Ch1hamalus 
challeT1geri) 

中华小藤壶（ C. siT1eT1sis) 

马71川、E章程（ C. malayensis) 

白条地旅宠（ Eura户hia withersi) 

Jfi形华小藤壶（ Chinochthamalus 
scutPLLiJ or川s)

中国四极小且在壶
( Tetrachthamalus sinensis) 

笠藤强科（Tetraclitidae)

鳞笠且事宜r°E ( Tetraclita squanwsa 
squamosa) 

日本笠ni壶（ T.ja仰nica)

蓝笠藤壶（ T. coerule守ce，乱。

中华小笠滕壶（ Tetraclitella 
chi11e1tSis) 

臼方孔藤壶（ Tessero户。ra alba) 

鲸磁盘科（Coronol.idae)

龟藤壶（ Ch,,Lo11ibia testudi,zaria ) 

薄究龟藤壶（ c. 问·tula) + + 

纹藤壶 （BaLanus γeticulatus ） 、纹藤壶、三角藤壶 （B.

trigonus ） 、泥藤壶和高峰星藤壶［18～叫。

在长江口水域，泥藤壶是主要的优势种，附着季

节为 6～ 10 月份，其中 7、 8 月份的附着密度可达

东海的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东海北起长江口北岸，南至广东南澳岛，总面积

约 7 . 7 × 105km2 ，平均水深 370m。该海区共出现污

损性无柄蔓足类 18 种（见表 1），其中主要种类为网

1. 3 . 

ChaoXing



70 

400 个／米2；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加，三角藤壶和钟巨

藤壶（Megabalanus tintinnabulum tintinnabulum） 也

偶尔出现［I础。

在舟山群岛，蝶山海域较为开阔，优势种为红巨

藤壶（M. rosa ） 和三角藤壶，其次为泥藤壶；而在长

涂港、定海港和牛辄港，泥藤壶则为主要优势种［I叭

在构祀水域，优势种主要是三角藤壶［叫。 污损性无

柄蔓足类的附着期主要在 6～1 0 月份［19 , 20）。

在浙江南部，石浦港的污损生物群落中的泥藤

壶是主要优势种，其附着期为 6～10 月份，附着高峰

期在 7 月份［15） ；而在水域开阔的洞头岛沿岸海域，

糊斑藤壶、泥藤壶和网纹藤壶为常见种类，偶尔也有

三角藤壶出现［2 1, 22］ ；至于远离大陆的南鹿岛，三角

藤壶则占压倒优势，此外网纹藤壶和钟巨藤壶也较

为常见。其中三角藤壶的附着期为 5～10 月份，网纹

藤壶为 6～9 月份，钟巨藤壶则在 7～9 月份［23 , 24 ］。

在福建北部沿海，污损性无柄蔓足类主要是泥

藤壶和网纹藤壶，糊斑藤壶和三角藤壶则为常见种

类，白条地藤壶 （Eura户hia witheγsi） 仅偶有出现。其

中泥藤壶的附着期为 5～ 10 月份，附着高峰期在 6

月份；网纹藤壶则为 6～ 10 月份，高峰期为 7～8 月
份［9 , 25～叫。

在台湾海峡福建沿岸海域，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的优势种主要是网纹藤壶、泥藤壶和三角藤壶，常见

种类则为糊斑藤壶和纹藤壶，白脊藤壶则多分布在

高潮区 。其中网纹藤壶附着期主要在 5～12 月份，泥

藤壶则为 4～12 月份［28～叫。 泉州湾因受陆上径流影

响极大，泥藤壶在污损生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凶。

在台湾西南部的大鹏湾，污损性无柄蔓足类只

有网纹藤壶偶尔出现；而在台湾岛东北部的八斗子

港，纹藤壶则是污损生物群落的优势种，偶见种为高

峰星藤壶［34)

1,4 南海的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南海纵跨热带与亚热带，自然环境复杂，水温较

高，总面积 3. 5 × l06k时，平均水深 1212m。该海区

共有污损性无柄蔓足类 28 种（见表 1），其中网纹藤

壶、纹藤壶、糊斑藤壶、三角藤壶、钟巨藤壶、刺巨藤

壶 （Megabalanus volcano ） 和高峰星藤壶为主要种

类［3川口］。

在粤东的汕头港，污损性元柄蔓足类以泥藤壶

和网纹藤壶为优势种，白脊藤壶和白条地藤壶则较

为常见，而三角藤壶、钟巨藤壶和高峰星藤壶等为偶

见种 。在陆地径流的影响下，泥藤壶主要分布在西部

的鲍江出口处，而靠近湾口的盐度较高处则以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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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壶为主［35～37)

在珠江口邻近海域，污损性无柄蔓足类优势种

为网纹藤壶、 三 角藤壶，此外还有鳞笠藤壶
(Tetraclita squamosa squamosa） 、糊斑藤壶、中华小藤

5J¥. (Chthamalus sinensis） 、白条地藤壶、白脊藤壶、纹

藤壶、高峰星藤壶、块斑藤壶 （Balanus 户oecilotheca)

和日本笠藤壶 （Tetrailita japonica ） 等种类出现 。 其

中网纹藤壶、糊斑藤壶和中华小藤壶几乎全年都有

附着， 5～8 月份则是污损性元柄蔓足类附着的高峰
期［38～46]

在珠江口东南近海海区，网纹藤壶只在离岸较

近水域占绝对优势，钟巨藤壶和高峰星藤壶则是常

见种类；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加，污损性元柄茧足类的

种类和数量均显著减少，有柄蔓足类等则逐渐成为

污损生物群落的优势种［47）。

在粤西，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的绝对优势种是网

纹藤壶和钟巨藤壶，其次为刺巨藤壶、日本笠藤壶和

三角藤壶，白条地藤壶仅偶有出现［48～叫。 在湛江港

内，网纹藤壶在污损生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且全年

都有附着，其附着高峰期在春季的 4 月份和秋季的

9～11 月份【5 1 ］。 钟巨藤壶在琼州海峡污损生物群落

中占绝对优势，而在雷州半岛沿岸湾内，优势种基本

上是网纹藤壶；此外，雷州半岛沿岸水域污损性无柄

蔓足类也以钟巨藤壶为优势种，鳞笠藤壶、蓝笠藤壶

(Tetraclita coerulescens ） 、刺巨藤壶和高峰星藤壶等

种类则较为常见［47,52）。

在广西北海及邻近海域，港内污损性无柄蔓足

类的优势种是网纹藤壶和糊斑藤壶，其中网纹藤壶

的附着量占绝对优势，且全年都有附着，而糊斑藤壶

的附着期则为 4～12 月份，两者的附着高峰期均为

6～8 月份［53,54］。 而在离岛屿和大陆较远的近海海

域，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的优势种主要是网纹藤壶，其

次是块斑藤壶和高峰星藤壶［叫。

在海南岛沿岸水域，网纹藤壶和钟巨藤壶是污

损性无柄蔓足类的主要优势种类，三角藤壶、中华小

藤壶、糊斑藤壶、刺巨藤壶、高峰星藤壶等则为常见

种胆，55～57］。 然而，在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和琅琦湾，

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的数量远少于其它海区，在污损

生物群落中不占优势［ 1 5,58］。 在海南岛周边离岸较远

的近海水域，常见的污损性元柄蔓足类主要有网纹

藤壶、高峰星藤壶、块斑藤壶和钟巨藤壶；此外，随着

离岸距离的增加，无柄蔓足类的种类及数量均有所

下降，其中在琼东近海海区仅有块斑藤壶和刺巨藤

壶两个种类出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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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沙群岛海域，污损性蔓足类主要有网纹藤

壶、纹藤壶、钟巨藤壶和三角藤壶，其中纹藤壶主要

分布在中潮区，其附着期为 7 月份至翌年 1 月份，附

着高峰期在冬季，估计夏季的高温和台风对其繁殖

和附着有着抑制性影响［59,60］。

2 中国沿海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生态特点

我国沿海的污损性无柄蔓足类主要有 34 种，纹

藤壶、网纹藤壶、糊斑藤壶、三角藤壶、泥藤壶、钟巨

藤壶、高峰星藤壶、白条地藤壶、鳞笠藤壶、日本笠藤

壶等种类是沿海各港湾、码头或浮标上污损生物群

落的优势种 。 东方小藤壶、致密藤壶、象牙藤壶

(Balanus eburneus ） 和缺刻藤壶等种类仅分布于黄

海、渤海；而网纹藤壶、三角藤壶、鳞笠藤壶、红巨藤

壶和钟巨藤壶等则只出现在长江口以南海域的污损

生物群落中 。

纹藤壶是世界性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广布种，在

我国各个海区均有分布，尤其是黄海、渤海的金州

湾、龙口港、大连湾、烟台港、蓬莱港和青岛港等港湾

的污损生物优势种；而在浙江南部的洞头岛以南水

域，网纹藤壶则为主要的污损生物种类，且在污损生
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域

的三角藤壶是我国东海、南海污损生物群落中的主

要种类，且常出现重叠附着的现象。作为典型的河口

代表种，泥藤壶是低盐海域的主要致污种类，在受陆

地淡水径流影响较大的黄河口、吕四洋、长江口、闽

江口和汕头港等处附着量很大。 白脊藤壶和糊斑藤

壶广泛分布于我国沿岸各海区，是污损生物群落的

重要组成种类。属于热带高盐种的钟巨藤壶，适于生

活在水流畅通、海域开阔的外诲，仅出现在东海和南

海的污损生物群落中，尤其在琼州海峡浮标上大量

附着 。

在附着季节方面，渤海和黄海的污损性元柄蔓

足类的附着期一般在夏秋两季，藤壶在东海的附着

期虽然也主要在夏秋季，但是明显要比黄海、渤海的

长得多，而在南诲，污损性无柄蔓足类全年都有附

着 。 由此可以看出，从北到南，随着海水温度的升高，

藤壶的附着期在不断延长，而且种类也有所增加 。如

网纹藤壶在浙南的南鹿岛海域附着期一般为 6～9

月份，随着纬度降低，水温升高，其附着期不断增加，

到于南海北部的大亚湾、湛江、北部湾等海域，其附

着期已经可以覆盖全年了 。

除水温因素外，海水盐度也是影响无柄蔓足类

分布的关键因素。一些低盐种类，如泥藤壶和自脊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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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的河口等咸淡水交汇水域；

而三角藤壶、红巨藤壶、钟巨藤壶、日本笠藤壶等高

盐种类则只分布于海水盐度较高的区域。

此外，离岸距离也对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的分布

产生重要影响，如网纹藤壶虽然在华南沿海污损生

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但是在南海北部近海水域，其

数量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加而显著减少。

3 结束语

总的来看，我国沿海污损性无柄蔓足类的种类

组成和附着状况存在着差异，在考虑海洋设施的污

损生物防除途径时，要综合考虑水温、盐度和离岸距

离等因素的影响，针对各海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

施 。 污损性无辆蔓足类往往是大型附着种类的先驱

者，在污损生物群落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替

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了解和掌握特定海区污损性

无柄蔓足类的生态特点，将有助于更好的阐明该海

区污损生物群落的演替发展规律。 目前，污损生物挂

板调查的时间多为一周年，最多也不超过两年；虽然

也对浸海时间较长的海洋设施污损生物群落进行调

查，但是这些工作的系统性、连续性均有很大的局限

性，不能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 。若要揭示污损性无柄

蔓足类在污损生物群落中的演替变化规律及其作

用，必须长期开展定时定点的观测研究。 此外，位于

高温高盐热带海域的南海诸岛水域，目前只在西沙

群岛开展了调查研究，其它海域的相关调查工作仍

是空 白 。 因此，下一阶段的工作除了进行补充调查

外，还应着重对具有代表性的海域开展深入研究，探

讨污损性无柄蔓足类与生物群落中其它种类的相互

关系，构建污损生物生态数学模型，以期更好地为海

洋生态学的发展积累数据资料，并为海洋污损生物

防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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黠菌具有建立高效运输网络能力

和菌是介于动、植物之间的一种微生物，形态各异，具有向食物聚集的特性，如采食物处于分散状态，和

菌就会在食物之间形成管道，通过管道输送养分。

日本的科研人员在一个 A4 纸大小，与日本关东地区形状相同的容器内培养和菌。和菌和最大块的食物

被放在容器内模拟东京中心的位直，而其他，小块食物则被分散放直在容器内模拟关东地区 36 个主妥车站的

位直上。和菌首先在周围迅速形成细密网络，随着网络向四周扩散，网络从出发中心向外逐渐由细密变清晰，

1～2 天后，在容器内整个“关东地区”便呈现出清晰的“铁路网”。 虽然私菌每次形成的网络并不相同，但是这

些网络有着共同的特点：经常用的管道会越来越发达，而不用的管道会逐渐消失；最终网络的总长度达到尽

可能短；确保在某处中断时有其他路径可以绕行。利用和菌不喜光的特性，用光照射筷拟一些在实际铁道施

工困难的地方，结采季占菌都形成了最为经济的网络。在实验中还出现过与现实的关东地区铁路网基本相同的

网络。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都菌网络在总长度、运输效率、应对事故能力等方面，都可以与实际的铁路网相匹

敌甚至做得更优秀，他们希望将来的城际铁路网络、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中能够发挥和菌的这种

能力 。

（据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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