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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厘清防城港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特征,本研究采用点样线法(Point
 

Intercept
 

Tran-
sect,PIT)和样方法于2020年10月对防城港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群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海域造礁

石珊瑚群落分布区面积62.1
 

hm2,根据珊瑚分布的位置,可将其划分3个分布区,其中分布区二面积最大,为

54.8
 

hm2,分布区一和三的面积则分别为2.8,4.5
 

hm2。鉴定出白龙半岛共有造礁石珊瑚5科8属12种,其
中斯氏伯孔珊瑚(Bernardpora

 

stutchburyi)和多孔同星珊瑚(Plesiastrea
 

versipora)为区域优势种;造礁石珊

瑚形态主要为表覆状和块状,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6.6%,平均珊瑚密度为2.12
 

ind./m2,平均个体大小为

170.14
 

cm2。珊瑚白化率相对较低,平均为0.43%。防城港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分布面积小,群落种类

单一,覆盖度相对较低,尚不成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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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地球上多样性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珊
瑚礁具有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平衡、保护

海岸线 不 被 侵 蚀 及 减 缓 温 室 效 应 等 重 要 生 态 功

能[1,2],具有广泛的经济价值[3]。然而,受长期的气

候变化,如高海表温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海洋酸化和人类活动(过度捕捞、过度旅游开

发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珊瑚礁的生长发育正面临

着极大的威胁,全球珊瑚礁正处于不断退化之中。

  我国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南海岛礁、海南岛和台湾

岛沿岸以及华南大陆沿岸地区[4],其中华南地区造礁

石珊瑚能形成珊瑚礁的仅有广西涠洲岛和广东徐闻,
其他地区如广东大亚湾和福建东山的造礁石珊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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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珊瑚礁,只能称之为造礁石珊瑚群落[5]。另

外,华南地区沿岸的珊瑚礁面积较海南岛和南海诸岛

的都要小,纬度相对高造成的冬季低温是其重要的限

制因素[5]。防城港白龙半岛珊瑚礁分布区正处于珊

瑚礁和造礁珊瑚群落的分界线上,白龙半岛以北的珊

瑚分布区皆为造礁石珊瑚群落,以南为珊瑚礁分布

区。另外,防城港白龙半岛造礁石珊瑚群落位于中国

珊瑚分布区和越南分布区的分界线[6,7],地理位置

特殊。

  近年来,学者对南海诸岛[810]、海南岛[1117]和华

南沿岸[1828]造礁石珊瑚群落进行了广泛研究,而关于

广西防城港的造礁石珊瑚群落却鲜有报道。因此,本
研究通过调查防城港白龙半岛海域的造礁石珊瑚群

落,了解其空间分布特征及现状。

1 材料与方法

1.1 站位布设

  2020年10月初对白龙半岛海域进行珊瑚礁生

态调查研究,共布设12条垂直岸线的剖面,34个站

位,包括定量调查站位9个,定性调查站位25个(图

1);其中浅水区(<5
 

m)站位10个,中等水深区(5-
10

 

m)站位21个,深水区(>10
 

m)站位3个。

图1 白龙半岛海域调查站位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ion
 

stations
 

in
 

Bailong
 

Peninsula
 

waters
1.2 方法

  每个站位由作业人员先进行水下巡查,如发现有

造礁石珊瑚分布则进行定量调查,如未发现造礁石珊

瑚分布则进行定性调查。

  定量调查采用样线法:沿岸线平行方向在珊瑚分

布区域布设50
 

m的调查样线,沿样线拍摄录像和珊

瑚特写照片;在样线两侧拍摄补充量样方(25
 

cm×
25

 

cm)照片,每条样线不少于20个样方照片,统计每

个样方内小于5
 

cm珊瑚个体数量。为研究造礁石珊

瑚的密度和个体大小,分别在 BL5、BL6、BL12 和

BL24站位布设调查样方(2
 

m×2
 

m),拍摄样方内每

个带有刻度的珊瑚特写照片。定性调查为拍摄站位

底质录像。

  室内分析采用点样线法(Point
 

Intercept
 

Tran-
sect,PIT),即将50

 

m样带按照间隔10
 

cm 划分为

500个点,统计所有造礁石珊瑚(大于2
 

cm)出现的刻

度点数量,该数量除以500,即为该样带造礁石珊瑚

覆盖度,单位以%计,并记录珊瑚的种类。统计样方

内每个珊瑚的数量、长度和宽度,珊瑚数量除以面积

即为珊瑚的密度。根据珊瑚白化程度的不同,将其分

为完全白化和部分白化。相对白化率=(站位白化珊

瑚覆盖度/站位珊瑚总覆盖度)×100%。造礁石珊瑚

种类鉴定参照《中国动物志:腔肠动物门
 

珊瑚虫纲
 

石 珊 瑚 目
 

造 礁 石 珊 瑚》[29] 和 《Corals
 

of
 

the
 

World》[30],造礁石珊瑚分类标准依据《中国造礁石珊

瑚分类厘定》[31]。

2 结果与分析

2.1 造礁石珊瑚分布

  本研究布设的34个站位中,有11个站位发现有

造礁石珊瑚分布,主要集中在3个分布区(图2)。其

中分布区一的范围最小,长370
 

m,宽100
 

m,面积约

2.8
 

hm2,分布区二的范围最大,长度1
 

420
 

m,宽420
 

m,面积约54.8
 

hm2,分布区三长265
 

m,宽200
 

m,
面积约 4.5

 

hm2,3 个分布区的 合 计 面 积 约 62.1
 

hm2。

图2 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的分布及其密度

  Fig.2 Distribution
 

and
 

density
 

of
 

reefbuilding
 

corals
 

in
 

Bailong
 

Peninsula
 

waters
2.2 造礁石珊瑚种类

2.2.1 造礁石珊瑚种类数量

  共鉴定出造礁石珊瑚5科8属12种,以裸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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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科(Meruliniidae)居多(6种),占所有种类数量的

50%。各站位造礁石珊瑚数量分布不均,平均为4
种。其中BL6站位和BL12站位的造礁石珊瑚种类

最多,分别为7种和8种,其余站位珊瑚种类数量均

在5种以下(图3),可见该海域造礁石珊瑚的分布呈

现小范围集中分布的特点。由于BL7站位没有发现

造礁石珊瑚分布,故不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图3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种类数

Fig.3 Species
 

number
 

of
  

reefbuilding
 

corals
 

at
 

each
 

station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于2008年、2015年、2018
年(G)、2020年,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于2018
年(Z)分别对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进行调查研

究(表1),发现该海域共记录有造礁石珊瑚5科9属

22种(含2个未定种),其中标准盘星珊瑚(Dipsas-
traea

 

speciosa)、多孔同星珊瑚(Plesiastrea
 

versipo-
ra)和盾形陀螺珊瑚(Turbinaria

 

peltata)在5次调

查中均有发现。5次调查的造礁石珊瑚的种类数都

在10种左右,处于一个种类数量较低的水平,而邻近

海域的涠洲岛珊瑚礁区可发现造礁石珊瑚10科23
属41种[18],广东徐闻珊瑚礁区12科46种[32],大亚

湾为54种[23]。
表1 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种类变化

Table
 

1 Variations
 

of
 

reefbuilding
  

coral
 

species
 

in
 

Bailong
 

Peninsula
 

waters

年份
Year

种类数量Species
 

number

科
Genus

属
Family

种
Species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s

2008 5 6 10 [33]

2015 4 5 9 [34]

2018
 

(Z) 4 7 10 [35]

2018
 

(G) 4 5 11 [36]

2020 5 8 12 [37]

  与以往的调查结果对比得知,该海域造礁石珊瑚

的种类数量在2008-2015年期间有所减少,但自

2015年至本研究期间,其种类数量呈现逐步上升的

趋势。另外,本研究共发现3种新纪录的造礁石珊

瑚,分别为小角孔珊瑚(Goniopora
 

minor)、五边角蜂

巢珊 瑚 (Favites
 

pentagona)和 海 孔 角 蜂 巢 珊 瑚

(Favites
 

halicora)。繁 锦 蔷 薇 珊 瑚 (Montipora
 

efflorescens)仅在2015年以前的研究中有发现,标
准盘星珊瑚、多孔同星珊瑚和盾形陀螺珊瑚在5次研

究中均有发现。白龙半岛海域5次调查造礁石珊瑚

名录见表2。
表2 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名录

Table
 

2 List
 

of
  

reefbuilding
 

coral
 

species
 

in
 

Bailong
 

Peninsula
 

waters

科
Genus

属
Family

种
Species 2008 2015 2018(Z) 2018(G)

2020

样线
PIT

样方
Quadrat

 

method

鹿角珊瑚科
Acroporidae

蔷薇珊瑚属
Montipora

膨胀蔷薇珊瑚
M.turgescens √ √ √

繁锦蔷薇珊瑚
M.efflorescens √ √

滨珊瑚科
Poritidae

滨珊瑚属
Porites

澄黄滨珊瑚
P.lutea √ √ √

伯孔珊瑚属
Bernardpora

斯氏伯孔珊瑚
B.stutchburyi √ √ √

角孔珊瑚属
Goniopora

小角孔珊瑚
G.minor √

扁平角孔珊瑚
G.planulata √

裸肋珊瑚科
Meruliniidae

盘星珊瑚属
Dipsastraea

黄癣盘星珊瑚
D.favu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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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Continued

 

table
 

2

科
Genus

属
Family

种
Species 2008 2015 2018(Z) 2018(G)

2020

样线
PIT

样方
Quadrat

 

method

标准盘星珊瑚
D.speciosa √ √ √ √ √ √

翘齿盘星珊瑚
D

 

matthaii √ √ √

圆纹盘星珊瑚
D.pallida √ √ √ √

角蜂巢珊瑚属
Favites

秘密角蜂巢珊瑚
F.abdita √ √

板叶角蜂巢珊瑚
F.complanata √ √ √

五边角蜂巢珊瑚
F.pentagona √

海孔角蜂巢珊瑚
F.halicora √

刺星珊瑚属
Cyphastrea

锯齿刺星珊瑚
C.serailia √ √

同星珊瑚科
Plesiastreidae

同星珊瑚属
Plesiastrea

多孔同星珊瑚
P.versipora √ √ √ √ √ √

曲同星珊瑚
P.curta √

木珊瑚科
Dendrophylliidae

陀螺珊瑚属
Turbinaria

盾形陀螺珊瑚
T.peltata √ √ √ √ √

复叶陀螺珊瑚
T.frondens √ √ √

未定种1
Undefined

 

species
 

1 √

未定种2
Undefined

 

species
 

2 √

2.2.2 优势种

  斯氏伯孔珊瑚(Bernardpora
 

stutchburyi)和多

孔同星珊瑚为本次优势度最高的种类,其优势度分别

为0.34和0.22,其次为海孔角蜂巢珊瑚和圆纹盘星

珊瑚(Dipsastraea
 

pallida),优势度均为0.02,其余

珊瑚优势度均低于0.02。此外,斯氏伯孔珊瑚在整

个调查海域出现的频率也最高,为87.50%(表3)。

2.3 活珊瑚覆盖度

2.3.1 各站位活珊瑚覆盖度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度为6.6%,其中

BL12站位的造礁石珊瑚覆盖度最高,其次为BL6站

位,其余站位的珊瑚覆盖度均在10%以下(图4),可
见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主要集中在分布区二。

表3 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优势种和优势度

Table
 

3 Dominant
 

species
 

and
 

dominance
 

of
  

reefbuilding
 

cor-
als

 

in
 

Bailong
 

Peninsula
 

waters

种名
Species

优势度
Dominance

覆盖度
Coverage
(%)

频率
Frequency
(%)

斯氏伯孔珊瑚
Bernardpora

 

stutch
buryi

0.34 2.55 87.50

多孔同星珊瑚
Plesiastrea

 

versipora 0.22 2.28 62.50

海孔角蜂巢珊瑚
Favites

 

halicora 0.02 0.25 50.00

圆纹盘星珊瑚
Dipsastraea

 

pallida 0.02 0.2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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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站位活珊瑚覆盖度

Fig.4 Living
 

coral
 

coverage
 

at
 

each
 

station

2.3.2 各珊瑚属覆盖度

  此次共鉴定造礁石珊瑚属7属,其中伯孔珊瑚属

和同星珊瑚属的覆盖度最高,远超过其他珊瑚属

(图5)。

图5 各珊瑚属覆盖度

Fig.5 Coverage
 

of
 

each
 

coral
 

genus

2.4 造礁石珊瑚密度

2.4.1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密度

  白龙半岛海域各站位造礁石珊瑚平均密度为

2.12
 

ind./m2,珊瑚密度最大的是BL6站位和BL12
站位,在所有站位珊瑚密度中占据绝对优势(图6)。
该海域造礁石珊瑚密度分布详见图2。

  总体来看,白龙半岛海域以个体大小为0-10
 

cm和10-30
 

cm 的造礁石珊瑚为主,个体大小为

30-50
 

cm和>50
 

cm的造礁石珊瑚则相对较少。4
个站位均发现有0-10

 

cm个体大小的造礁石珊瑚,
其在BL6站位中的密度最大;个体大小为10-30

 

cm
的造礁石珊瑚在除BL24站位外均有发现,其密度最

高的站位为BL12;个体大小为30-50
 

cm和>50
 

cm
的造礁石珊瑚仅在BL12站位有发现(图7)。

图6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平均密度

Fig.6 Density
 

of
 

reefbuilding
 

corals
 

at
 

each
 

station

图7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等级密度

Fig.7 Density
 

of
 

reefbuilding
 

coral
 

grades
 

at
 

each
 

station

  白龙半岛海域的造礁石珊瑚个体大小占比最大

的为 0-10
 

cm(43.73%),其 次 为 10-30
 

cm
(50.02%),个体大小为30-50

 

cm
 

(4.69%)和>50
 

cm
 

(1.56%)的占比较少。

2.4.2 各珊瑚属的密度

  白龙半岛海域内各珊瑚属的平均密度为0.64
 

ind./m2,其中密度最大的是伯孔珊瑚属,约为同星

珊瑚属和盘星珊瑚属的3倍,是蔷薇珊瑚属的17倍,
是绝对优势的类群(图8)。

  在各珊瑚属中,造礁石珊瑚个体大小以10-30
 

cm为主,其次为0-10
 

cm。伯孔珊瑚属中,个体大

小为10-30
 

cm 的密度最大,30-50
 

cm 的密度最

小;盘星珊瑚属中各等级大小的珊瑚密度则相差不

大。在同星珊瑚属中只发现有个体大小为0-10
 

cm
和10-30

 

cm的造礁石珊瑚,蔷薇珊瑚属只有个体大

小为0-10
 

cm的造礁石珊瑚(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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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各珊瑚属的密度

Fig.8 Density
 

of
 

each
 

coral
 

genus

图9 各珊瑚属等级密度

Fig.9 Density
 

of
 

each
 

coral
 

genus
 

grades

2.4.3 不同形状造礁石珊瑚的密度

  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形态为表覆状和块状,
平均密度为1.06

 

ind./m2。在表覆状珊瑚中,主要

为0-10
 

cm和10-30
 

cm个体大小的造礁石珊瑚,
两者密度相近,个体大小为30-50

 

cm和>50
 

cm的

密度则较低。在块状造礁石珊瑚中,以个体大小为

10-30
 

cm的为主(0.33
 

ind./m2),没有发现个体大

小为 30-50
 

cm 和 >50
 

cm 的 造 礁 石 珊 瑚

(图10,11)。

2.5 造礁石珊瑚个体大小

2.5.1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的个体大小

  白龙半岛海域中BL12站位的珊瑚平均个体大

小最大,各站位造礁石珊瑚平均个体大小为170.14
 

cm2(图12)。

图10 不同形状造礁石珊瑚的密度

Fig.10 Density
 

of
 

reefbuilding
 

coral
 

of
 

different
 

shape

图11 不同形状造礁石珊瑚等级密度

  Fig.11 Density
 

of
 

reefbuilding
 

coral
 

grades
 

in
 

different
 

shape

图12 各站位珊瑚平均个体大小

Fig.12 Average
 

individual
 

size
 

of
 

coral
  

at
 

each
 

station

2.5.2 各珊瑚属的个体大小

  各珊瑚属的平均个体大小为162.07
 

cm2,平均

个体大小最大的为同星珊瑚属,为330
 

cm2,约为伯

孔珊瑚属和盘星珊瑚属的2倍,最小的为蔷薇珊瑚

属,仅29.93
 

cm2(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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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各珊瑚属平均个体大小

Fig.13 Average
 

individual
 

size
 

of
 

each
 

genus

2.5.3 不同形态造礁石珊瑚的个体大小

  白龙半岛海域中仅有表覆状和块状珊瑚,前者的

平均个体大小要高于后者,整体平均大小为170.66
 

cm2,该区域造礁石珊瑚个体整体较小,且形态单一

(图14)。

图14 不同形状造礁石珊瑚平均个体大小

  Fig.14 Average
 

individual
 

size
 

of
 

reefbuilding
 

coral
 

of
 

different
 

shape

2.6 造礁石珊瑚白化及死亡率

  研究发现部分站位出现了珊瑚白化,但白化率均

相对较低,在0-1.8%,平均为0.43%。其中BL12
站位的珊瑚白化率最高,为1.8%,其次为BL6站位

(1.4%)。BL5、BL11、BL16、BL33、BL34站位未发

现珊瑚白化。此外,BL24站位出现的珊瑚白化为珊

瑚完全白化;而BL6站位和BL12站位的部分白化占

比更高(图15)。

  另外,所有站位造礁石珊瑚的相对白化率整体处

于较低水平,在0-53.85%,区域平均为16.8%。其

中,BL6和BL12站位的相对白化率较高,均超过了

50%,其次为BL24站位,相对白化率为29.41%。其

余站位未发现造礁石珊瑚白化(图15)。

图15 各站位造礁石珊瑚白化率

Fig.15 Bleaching
 

rate
 

of
 

reefbuilding
 

coral
 

at
 

each
 

station

3 讨论

3.1 温度对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影响

  珊瑚能够较好生长的温度是20-28℃,年最低

月平均温度18℃被认为是珊瑚礁分布的界限[5]。历

史资料表明,白龙半岛(1969-1984年)的月平均水

温在14.7-30.1℃,其中温度高于30℃的月份为7,

8月,温度低于17℃的月份为1,2月,而与白龙半岛

最近的涠洲岛月平均温度除了 12 月 - 次年 2 月

(1964-1994年)高于白龙半岛外,其余月份相差不

大。同时,两地的月平均SST(1997-2006年)值相

差不大,涠洲岛为24.0℃,白龙半岛为23.7℃。夏季

涠洲岛水温升高快,最高SST值为30.5℃,极端月最

高温35.0℃;白龙半岛由于受到大陆径流的影响,最
高SST值为29.6℃,极端月最高温为33.6℃,冬季

白龙半岛SST值要低于涠洲岛,前者极端月低温

9.4℃,后者为12.3℃[38,39]。因此,白龙半岛的活珊

瑚覆盖度比涠洲岛的(9.8%[18])相对较低。与相距

更远的徐闻和海南岛比,白龙半岛的年平均温度也相

对较 低,徐 闻 平 均 海 表 水 温 为 25℃[40],夏 季 为

29.7-30℃[41,42],造礁石珊瑚覆盖度在14.66%-
28.51%

 [32];海南三亚鹿回头最高平均海表温度为

29.8℃[43],造礁石珊瑚的平均覆盖度基本保持在

20%左右[44]。因此,冬季低温应该是限制白龙半岛

海域造礁石珊瑚种类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但是极端的

夏季高温也会造成该海域珊瑚的热白化。

3.2 悬浮物对造礁石珊瑚种类和形态的影响

  研究表明珊瑚礁对悬浮物的耐受值在3.3-20
 

mg/L,边缘珊瑚礁的耐受值相对较高,在40-260
 

mg/L[45]。尽管沿岸珊瑚礁对高浓度悬浮物的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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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很好的适应能力,但也仅限于10
 

m以内的水深

环境[46]。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2020年对

白龙半岛海域进行季度性悬浮物的研究中发现,悬浮

物浓度相对较高,约为19.3-38.4
 

mg/L。长时间超

悬浮物浓度阈值,可能会对珊瑚的发育造成严重威

胁[47]。有研究表明,块状珊瑚具有很高的悬浮物耐

受性,例如角孔珊瑚属能够主动扫除沉积物,在高沉

积速率的环境下能够存活[48];标准盘星珊瑚能够在

含沙20
 

mg·cm-2·d-1 的悬浮物浓度下存活4个

月[49];澄黄滨珊瑚(Porites
 

lutea)在浊度286
 

mg/L
的环境中4个月后25%局部死亡,22个月后又恢

复[50]。根据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实测数

据,珊瑚分布区短时间会出现超过近200
 

mg/L高

值,另外,白龙半岛造礁石珊瑚均在10
 

m以内水深,
且多为块状珊瑚,表明该海域的造礁石珊瑚种类对高

浓度的悬浮物具有较高的耐受性。

3.3 人为因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

  白龙半岛包含白浪滩、怪石滩、白沙湾等多个旅

游景点,人类活动频繁,加之游客频繁出海打鱼、过度

捕捞及不停抛锚,加剧了对造礁石珊瑚的破坏。白龙

半岛与最近的涠洲岛珊瑚礁分布区直线距离102.6
 

km,考虑到幼虫浮游周期、寿命长短和活力强弱,白
龙半岛造礁石珊瑚的繁殖方式更倾向于依赖自身幼

体的补充[51],但该区域环境悬浮物浓度过高,不利于

珊瑚幼虫的附着,致使其造礁石珊瑚群落结构单一,
覆盖度相对较低。

4 结论

  通过对防城港白龙半岛海域造礁石珊瑚的系统

研究,鉴定出造礁石珊瑚5科8属12种,其主要分布

于3个不同的区块,珊瑚形态主要为块状和表覆状。
此外本研究没有发现造礁石珊瑚补充量,且有少部分

造礁石珊瑚出现白化。白龙半岛珊瑚分布面积小,种
类单一,覆盖度较低,未能成礁。其中,冬季相对低温

可能是导致该区域珊瑚群落结构单一的主要原因,而
相对较高的悬浮物浓度可能限制了珊瑚形态。此外,
白龙半岛珊瑚分布的区域靠近旅游景点,游客众多且

载客拖网捕鱼事件频发,也是造成珊瑚发育缓慢的主

导因素。因此,开展科学保护和加大治理力度,对该

区域造礁石珊瑚的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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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fbuilding
 

Cor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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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ong
 

Peninsula,Fangchenggang

LIN
 

Mingqing1,LI
 

Yinqiang2,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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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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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efbuilding
 

coral
 

communities
 

in
 

Bailong
 

Pen-
insula,Fangchenggang,in

 

this
 

study
 

the
 

Point
 

Intercept
 

Transect
 

(
 

PIT
 

)
 

and
 

quadrat
 

method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efbuilding
 

coral
 

communities
 

in
 

Bailong
 

Peninsula,Fangchenggang
 

in
 

October
 

2020.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reefbuilding
 

coral
 

community
 

was
 

62.1
 

hm2.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corals,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stribution
 

areas,of
 

which
 

the
 

distribution
 

area
 

Ⅱ
 

was
 

the
 

largest,which
 

was
 

54.8
 

hm2,and
 

distribution
 

area
 

Ⅰ
 

and
 

Ⅲ
 

were
 

2.8
  

and
 

4.5
 

hm2,respectively.Through
 

identification,

there
 

were
 

5
 

families,8
 

genera
 

and
 

12
 

species
 

of
 

reef
 

corals
 

in
 

Bailong
 

Peninsula.Among
 

them,Bernardpora
 

stutchburyi
 

and
 

Plesiastrea
 

versipora
 

were
 

the
 

regional
 

dominant
 

species.The
 

morphology
 

of
 

reefbuilding
 

corals
 

was
 

mainly
 

encrusting
 

and
 

massive.The
 

average
 

coverage
 

of
 

live
 

corals
 

was
 

6.6%,the
 

average
 

coral
 

density
 

was
 

2.12
 

ind./m2,and
 

the
 

average
 

individual
 

size
 

was
 

170.14
 

cm2.The
 

coral
 

bleaching
 

rate
 

was
 

rela-
tively

 

low,with
 

an
 

average
 

of
 

0.43%.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reefbuilding
 

corals
 

in
 

Bailong
 

Peninsula
 

of
 

Fangchenggang
 

is
 

small,the
 

community
 

type
 

is
 

single,and
 

the
 

coverage
 

is
 

relatively
 

low,and
 

forming
 

coral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reefs.
Key

 

words:Beibu
 

Gulf,Bailong
 

Peninsula,coral
 

assemblage,spatial
 

distribution,commun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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