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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澜港的附着生物
‘

黄宗国 蔡尔西 蔡如星
‘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清澜港是海南岛东北部靠热带的河口 港
.

水域狭长
,

沿岸椰林密布
,

文昌河 流 入 港

内
,

港口朝南
,

面临南海开阔水域
,

港外两岸珊瑚成礁
.

月平均水温大多在 20
O

C 以 上
,

波动在 18
.

6一 29
.

7
“

C 之间
,

年温差 1 1
.

I
O

C
.

盐度受河水影响较大
,

月平均波动在 9
.

9一

3 1
.

6编之间
,

最低可降到 工一 2 编
.

自 1 9 6 7 年 7 月至 19 6 8 年 8 月
,

在港内浮码头进行周年
、

逐季及逐月挂梅试验
,
试板

垂直置于水面下 2 米
,

离底 1
.

5 米处
.

各月
、

季及年板均采 用 14 0 毫 米 x 80 毫 米 及 2 00

毫米
X 2 00 毫米的杉木板军涂沥青的碳钢各 2 块

.

文中定量数据采用 4 块板的平均 值
.

此

外
,

还在港外 1 号浮标上进行一次挂板 (1 9 6 7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
,

目的是 为 了 和

港内挂板进行比较
.

同时
,

分别在港 内两个浮标 及港外一个浮标进行附着生物定量取样
,

并观察了从港 内至港外 7 个浮标体侧和水线层的附着生物
,

特别着重观察茗荷儿的分布规

律
.

从回收的 75 块试板及 17 次浮标附着生物定量取样中
,

共得 64 0 号标本
.

一
、

码头试板附着生物

(一 ) 种类

共荻得 3 5 种动物
,

异形琉拍苔虫 (E lo c tr a a n o o a la )
、

网纹藤壶 (B Ola n u : r e tie u la tu s)

和圆盖石灰虫 (S Phae ro Po m at 二 。记m ￡en s:’: ) 出现次数得多
、

数量也较大
.

也外
,

还 有 多

种苔醉虫
、

牡蛔
、

蔽枝媳等习见种类 (表 1 )
.

表 l 清澜港附着生物名录

AIg a e

E e 才o e a r P “5 sPP
.

P o l夕s iPh o n ‘a s p
.

E ”te r o 川 o r Ph a sP
.

SP0 n g ia

H a lie lo ”a sP
.

C o !e n te rt a

水云

多管藻

浒苔

苏绵

N e Phth e a s p
.

H ie k s o ”e lla s p
.

A ”诊ho P le u r a sp
.

O b e l‘a sP
.

L夕 to c a r P u s s p
.

C a ”落P。”“Ia r ‘a sp
.

H a lo c o r d少 Ie s p
.

海鸡头

厚丛柳珊瑚

侧花海葵

蔽枝媳

羽媳

钟媳

笔媳

本文 1080 年 0 月 26 日收到
.

,
多毛类承吴启泉鉴定

.

二 现在杭州大学工作
.



2 1 6 海 洋 学 报 4 卷

表 l (续)

T “6 “la r 玄a sP
.

E e t a Pro e ta

l
,
人夕la e te lla e o lla )℃‘

S e hf二o P o r 盯lla u 了忍ic o r ll之‘

B u a u la e a lif
o r o i‘ a

B
.

r王e r iti尹孟a

百l口c 才r a a 儿o tn o la

几了e 俐 b r a 夕‘ip o r a s p p
.

A e a n th o d 亡‘ia t“be r e l‘l“t a

A d e o 护一a s p
.

C
a
6
口 r e a b o r v i

协 0 ”O P 心“ 阴 r刃丁! c “l “‘

A e a , Zt人o d e s fa ‘a 口a r tif

A n n el讨ae
-

洲 e r e 衍 s pp
.

.

P o r ￡n e r‘e s e o lt‘f
e r q 。叮

H 乒r ” . o th o e s p
.

￡。r a te zza sp
.

筒媳

议宜吞蛋 豁

独角裂孔苔虫

加州草苔虫

总合草苔虫

异形琉拍苔虫

膜孔苔虫

尖突棘膜苔虫

角葺虫

细椽形苔虫

内纱帐苔虫

齿舌棘膜苔虫

P te r 东a sP
.

尸助岭ia u 汗招行
几_

~ 、
厂

一 厂 , ‘
. .

几。酬南
。丫介酬旧痴

H ia te lla
fl

a e c id a

S Ph e ”‘a c o r e a ”ic a

I r u s m 坛tis

N a t ‘c a sp
.

R a 户a n a sP

C h a 川 a d “n 丙e r ‘

谬

Cr u s ta c e a

M
e g a ba l。”“s t

M
.

刀。Ie 。”o

M
.

乞 e b r a

珍珠贝

习!了翠贻贝

豆荚钳蛤

东方钻岩蛤

(海螂)

温和 翘鳞头蛤

(螺 )

红螺

敦氏猿朱蛤

.

t fr考t‘n n a 右“lu 水

ty P落印

万夕廿卜。、d e‘

奋z
e , a o s

“沁汤份‘夕
,

、

S Ph a e , o P o 阴 a 才“ ‘
「

阴￡。川 ie彻“

Pla tyhelm in the s

S r夕lo e 八“5 s p
.

Mo llu sc a

O s t r e a fo lfu ” :

O ‘玄r e a ‘东护丢‘产孟s 云‘

0
.

Plie a 考“la

0 r iu “Ia r fs

及几。尹71fa e h in e 护谬5 1 5

几Io d io lu s b a r b a t u 谷

M
.

小‘了c a lfe 苦

M“ s e “I“5 sP
.

M
.

s e ”ha ”5 1叮

沙蚕
,

独齿围沙蚕

鳞诊蚕
‘

(首栖沙蚕)

美丽盘管虽

白盘管虫
_

圆盖石灰虫

厚涡虫

薄片牡蜘

中华牡蜗

褶壮蝎

近江牡蜘

中华不等蛤
二

巳偏顶蛤

义氏偏顶蛤

肌蛤

凸壳肌蛤

脚la 妞‘5 r o t‘e u la t o s ;
-

B
·
a “ p h‘t r ‘t e a m 户人it个te

.

B
.

e ir r a t“s

B
.

a I6￡e o s ta t“s
’

C hir o ”a a 南 a r夕 1115
·

C. te nu is ;

L ‘p as 卯邓八子
er “

’

C o ”e ho 过e r 切 a a “r 云落“川

C o r o P 人玄“m sP
.

E r ic h广h o ”宕u s sP
.

P o d o e云r u s s p
.

C a P r e lla e q u ‘11吞r a

A IPh a e “5 ja P o , :‘e a

尸沉山
。 sP

·

N a n o s e s a r m a g o r d o n a e

Pye n o g o n ida

工e c 夕th o r h夕n e h u s 欣19 亡。d o ,
/ ‘

A sc idla e ea

S t夕 e !a s P
.

B o t ry ll“5 sP
.

钟巨藤壶

束d巨藤壶

纵助巨藤壶
「

网纹藤壶

纹啦
糊斑藤壶

’

台脊藤壶

高峰星燕壶
J

薄壳星藤壶
_

’

鹅茗荷 扮 吮

,

耳条茗菏

螺赢蜚

管钩虾

细足钩虾

长鳃蛛

日木鼓虾

瓷蟹

戈氏小相手蟹

希氏瓶吻海蜘蛛

海鞘

菊海鞘

苔鲜虫和圆盖石灰虫的大量出现
,

是这里附着生物种类组成的主要特点
.

(二) 附 , 季节

全年各月均有生物附着
,

下半年各月份的附着量比土半年大
.

各种生物附着高峰期出

现时间不一致
.

水媳类主要在春
、

冬月份
, 6 至 8 月份无附着 ; 藤壶

、

双壳类
、

龙介虫以

及大多数苔鲜虫则以夏
、

秋季各月份附着量最大
,

这 与大陆沿岸的港劝十分相似 “ 一 ‘’
清澜

港水温年较差较小
,

全年各月水温多在动物临界附着水温之上
,

而附着期却出现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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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现象
,

这同盐度的波动较大有关
·

图 1 表明主要种类的附着季节及全 年 的 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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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 清澜港内主要附着生物的附着季节 (196 了
.

9一 19 洲
.

8 )

1
.

o b e f￡a : p
.

蔽枝媳
;

2
.

M e m b r a n ‘p o r a s p p
.

膜孔苔虫
;

3
·

E le e tr a a o o 二 a la
异形唬拍苔虫

;

4
·

B “夕“Ia n e r ‘tio a
总合草苔虫

:

5
·

S户h a e r o 户。 , : a t“ s 拼‘a 川 io n s ‘s 圆盖石灰虫
:

6
.

0 : tr e o s p p
.

牡蜗
;

7
.

B a la n 。 : r e t‘c o la t“s 网纹 一揍能
.

(三 ) 数最

如表 2 所示
,

各种试板附着生物的种数
、

覆盖面积和湿重均不大
.

月板附着生物的覆

盖而积都不超过 8仓%
,

大多在 50 %以下
,

月附着湿重都不超过 50 0 克/ 平方米
.

全年月平

均湿重仪 1 30 克 / 平方米
,

湿重的百分 组 成 是
:

藤 壶 66
.

1 %
,

苔 鲜 虫 2上仑%
,

盘 管 虫

4
.

0 %
,

牡蝠 2
.

3 %
.

四个季度附着湿重大小依次是秋
、

夏
、

冬
、

春
; 四个季度平均湿 重

,

牡蜘占 35
.

3 %
,

藤壶占 30
.

7 %
,

苔鲜虫占 25
.

9 %
,

龙介虫类占 7
.

5 %
.

在港外 1 号浮标仅浸海一个半月 (坤67
‘

7
·

1 5一 9. 1) 的试板上
,

钟巨藤 壶 (M印ab
u -

la n , ; : tin tin n ab u lu m tin tin n a b讨。。 ) 覆盖试板表面达 1 0 0 %
,

重叠 j对着三层
,

厚度 2 7 毫 米
,

密度 1 7 5 0 0 个/ 平方米
,

湿重 1 9 2 5 0 克 / 平方米 (占总湿重 99
.

2% )
.

此外
,

还附着鹅茗荷

(乙ep as 朋se r
l’’j er a)

、

网纹藤壶
、

蔽枝媳 (O加l她 。p
。

) 和管 钩 虾 (E rj’ch 才ho 爪。
、 : p

.

) 等

4 种
.

港内同期间的夏季板 (6 一8 月)
,

虽然挂板时间比港外长一倍
,

但总湿重仅为 港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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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O

农 2 清澜港底层试板附着生物数量及其组成 (1 96 7
.

9一 19 6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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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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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1 2一2

年9一8

8
.

7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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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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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3
.

5

2 8
.

8

5 1 2

4 3
.

2

7 4
.

7

79
.

7

3 4
.

7

40
.

1

4 3
.

9

9 3
.

0

3 8
.

8

18
.

7

3
.

8

4 8
.

1

1 06
.

9

06 ‘6

2 1
.

8

70
.

2

2 63 1

6 4 7
.

7

1 8 4 6
.

3

4 4 9

种数一103810了5了681n8了ID101212

12 6 0
.

2 1 7 5 5
.

5

浮标附着生物

(一 ) 港内浮标

如表 3 所示
,

本浮标在水中一年
,

附着生物的数量并 不 大
.

在水线层
,

水云 ( E ct 。-

ca rP 淞
, p p

.

) 覆盖面积较大
,

此外
,

还有为数不多的 白脊藤壶 (Ba la 朋
: al 厉co

s ta tus ) 和网

纹藤壶等 7 种
.

浮标侧面主要附着生物是网纹藤壶
,

还有较多的独角裂 孔 苔 虫 (S ch i“
-

Po r e lla u 。‘e o r n ‘s )
、

膜孔苔虫 (M
e m bra o iP o r a s p p

.

)
、

凸壳肌蛤
‘

(M
u s ou lu s , e o ha fs fa ) 和牡

蜗 ( O : tr e a : io u la r‘s ,
0

.

p l‘e a tu la )
.

底部和尾外侧仍以网纹藤壶为主
,

但牡蝠 ( o
.

r iv u la -

ris
,

Os tr ea ,

PP
.

)
、

海葵和肌蛤 (Mus cu 扭: , p
.

) 较侧面为多
.

尾管内的附着生 物 与 上 述

部位类似
,

也以网纹藤壶为主
,

密度达 3 55 0 个/ 米
“,

然而 半数以上是死亡的个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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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清澜港内浮标附着生物 (10 6 2
.

6一1 9 6 8
.

6 )

只 公泣一二上各

种

湿

重

(千克/米
“
)

网 纹 藤 壶

白 脊 藤 壶

牡 蜘

水 云

其 他

1
.

0 5

0
.

1 0

10
.

00 4
.

5 0 4
.

0 5

3
.

1 3 2
.

6 8 9
.

2 1

0 5 4

0
.

0 5 0
.

4 1

6
.

2 5

5
.

0 0

0
,

4 3 0
.

4 9 匕
(二 ) 港外浮标

‘ ,

如表 4 所示
,

本浮标在水中 9 个月
,

其水下 匆
.

, 米
2

的面积上
,

附着生物总 湿 重 高

达 3的
.

9 公斤
.

水线层几乎无藻类生长
,

仅少量钟巨藤壶和刺巨藤壶
.

浮标侧面仁底部和

尾外侧的附着生物大同小异弓
’

优势种为钟巨藤贰
‘、

在其壳上大量附着有网纹藤壶
、

管钧虾

(C or oP h:’触扣
一,

Er 涌th on 俪 叩 .) 和几种牡砺
一
钟巨藤壶平均密度 1 2” 个/ 平方 米

、

网纹藤壶密度 1 23 3 个/ 平方米
、

牡螃密度 奶。个/ 平方米
‘

尾管内以牡妨 (oe tre a
fo l佃m ,

表 4 清澜港外浮标附着生物 (1习“
.

9一玲69
.

6)

水
1

线

4
体

、

侧

!
底 部

⋯
尾 侧

{
尾 , 内

,且n一”臼
J.‘n‘口U口Unll�n�

O甘止�

种 数

覆盖面积 (多)

厚 度 (毫 米)

总湿重 (千克/米
2

) 9
.

2 5 9
.

6 1

钟 巨 藤 壶

delJ 巨 藤壶

网 纹 藤 壶

高峰星藤壶

牡 蜘

水 媳

水 云

其 他

7
.

5 4 2
.

3 4

l
0

.

12

3
.

8 6 2
.

0 0

3
.

8 8

各

0
.

12

0
.

2 1 0
。

2 6

4
.

3 8 4
.

74

0
、

2 6 < 0
.

0 1

O甘左�‘任nd

0
.

30

(千克/米
“
)

0
.

1 3 0
.

0 6 0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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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s l’s, 氏tr ea : p p
·

) 和钟巨藤壶为最多
.

放置在 B 米深砂底上的沉块表面有
一

大 量 的

片状苔醉虫
一

括动心oP or ell
。

‘

印
. ,

磷而bra 耐孙or
。 。

pp
. ,

蓄掩蔚滋 g杯丫
一 ,

覆盖面积 达物 % ;
-

此外
,

尚有高峰星藤壶
、

缘齿牡砺
、

海鸡头
、

复海鞘
、

石花虫
、

厚丛柳珊 瑚 等 1 1 种
.

水

面下 10 米长的锚链上主要附着有钟巨藤壶和高峰星藤壶
.

三
、

附着生物的分布

(一 ) 码头试板附粉生物的时间差异

清澜港为河 口港
,

地处狭窄的湾内
,

永浇不流畅
,

盐度波动大
,

附着生物月
、

年变化

都比较大
.

例如
, 1 9 7 7 年 7 月 16 日的挂板与同年 8 月

,

1 白的挂板差 别很大
,

前者附着大

量网纹藤壶
, 后着则几乎没有该种动物附着

,
厂

而是大量附着圆盖石灰虫
,

这 与该年 8 月 1

日的暴雨造成盐摩急剧下降有关
: 同时

,

在不同月份和群季的试板上
,

也发现附着的种类

和数量都有很大差别
,

几种优鲤种卯旦交置期断断续续
.

_

而在大陆沿岸水流畅通的水减
,

同

一种附着生物附着期的延续规律性很明显
,

特别是优势种
,

往往连续几个月大量附着
‘’ 一 J ’ .

表 5 表明
,

两个年度同一个月份附着生物的附着数量差异很大
.

璐曲雄淞罐髯二生 物总

湿重是 1邻 , 年总湿重的
_

乙 6 倍 , 但是 玲 67 年附着动物的覆盖面积又大 于 1 96 8 年
,

一

这 是

由于不同年份附羞的种炎不同的结界
·

如藤壶
、

石灰卑和片状苔醉虫在不同年份的奉异葵
很明显

.

石灰虫在”盯 年的密度是 1叙93 灯平方米
,

而 19 6 ; 年同耳份的产
一

块试饵上拳
没有发现此种生物附着

.

两个年度的附着生物相差如此之大
,

显然与不同年份薄度的旗动
大有密切的关系

·

例如
:

查阅本港口五个年度名月份的盐宾资料
,

1

历年月
_

平均盐度该势在
1 3

.

8一 27
.

8 %
0

之间
,

最高达 33
.

9编
,

最低仅 1
.

1蝙
.

盐度的变化引起附着生物种类
、

数量

和附羞季节的改变
,

是许多热带
产

近岸资白附着生物的普遍观窦
:

_

_
如

_

印l复l自乒不攫
:

_
‘
_

登格
、

洛
尔港旧码头

、

柯钦港等
「。一 6 ’

西非及南非的弗里敦
、

塔科腊迪
、

拉各 斯
、

桌 港
「J

’
‘ 门 ,

都

有类似的情况
.

农 5 清啊港内两个年壕月月份试板附着生物的左异
. , ,

一
,

. 口 . 尸. , 甲 ~ . , 间 . . . 叫. . 护~ , . . 门. 为, , . . , , , , . 曰尸. . 网. . . , . .口 一
,
工昌奋耘扁‘

数 量
1舫7年 1 9 68年

001�UnU月n
.

⋯
1生二性n幼nU尸舀nQn”n

省.二

q‘民口

J性

n‘勺八自“一n几n,五OJn舀心td‘一匀方‘J性O仙nJ

24眺

毛全

_

总覆盖面积 ( % )

总湿重 (克 /米
“

)
‘

二

藤壶密度 (个/米
“

)

石灰虫密度 (个/米
络
)

苔鲜虫覆盖面积 (多)

(二 ) 港内外附普生物比较

码头挂板 (港内) 和浮标钱板 (港外) 券明
,

附着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很大差异
.

港

内附着生物湿重小
,

一

而港外则很大洞一斯间
,

港内外湿重相羞达
,

30 多倍
, 一

就种类而论
刁

-



2 期 黄宗国等
:

清澜港的附着生物

港外以钟巨藤壶占绝对压倒优势
,

港内则以异形珑拍苔虫
、

等为主
,

但其数量远不如港外的钟巨藤壶大
.

2 2 1

圆盖石灰虫
、

网纹藤壶和牡砺

于港

凳户雄葬翼集靛默鉴坪翌篡粼臀暮馨羹嚣黔鹜瞬泰少景菜警誊
浮标的水线层和体侧附着一定数量两外律牲时着蛋物一

鹅茗荷 (Le Pas 二se 可er a)
,

位

于港口 的 4 号浮标偶尔也可见到鹅茗荷的附着
,

而港内的 5 号至 7 号浮标则完全见不到此

种生物附着
.

1 号至 7 号浮标相距尽 4一5 海里
·

而附着李物之间的差异如此明显气最丰要原因是盐

度
,

流速截然不 同
.

福建东山湾内外
,

广东广州湾内外的附着生物的分布也有类似的特点
.

四
、

结 论

1
‘

清润港位于近热带侮域
,

港内受到小河淡水的影响
,

附着生物的种类不多i 湿重和

覆盖面积 也很小一 主要种类是异形唬地苔虫
、

圆盖石灰虫和网纹藤壶
‘

全年各月都有注物

附着
,

但各个种类的附着期都有明显的季节性
. , ‘ ’

一

2
.

港外附着生物的湿重特别大
,

以钟巨藤壶占绝对压倒优势
.

大洋性的附着生物
一

鹅茗荷
,

在港外也被发现
. ; 二 -

一 ’ -
、

一
‘

一

3
.

港内外附着生物的种类
、

数量差异悬殊
.

主要是由于港内盐度诚动很丸
; 、

直接受大

陆降雨影响
,

而港外主要是外海水
.

同时 ,
港内水流不流畅

, ,
‘

处在隐蔽的湾内、
也是影响

生物的附着与生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一
- , ·

一 “

“4
.

清澜港的附着生物的温重很小
,

这和海岛南端的榆林港曰样
,

但种类组成有差别
,

因为两个港都位于湾内隐蔽处
,

但榆林港受淡水影响小
「’

,
‘

·

‘, .

海南岛西部的洋浦港附着

生物的湿重远远大于清澜港
,

主要是由于洋浦 港的网纹藤壶大量附着和生长的结果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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