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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潮间带生物量分布的研究
,

是水产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以往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
,

通常是分开

几个岸段进行
,

所得的结论都是针对某个岸段的
。

但就不同岸段潮间带生物量分布而言
,

应是某些共同因素所

形成的结果
。

因此
,

对不同岸段潮间带生物量分布作系统的综合分析
,

找出共同的影响因素
,

在水产科学理论

研究和实践中
,

都有其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

一
、

资 料 与 方 法

本文原始数据来 自广东省 (包括现海南省 )海岸潮间带生物资源调查报告
,

18 个样品分属珠江口
、

粤西及

海南岛三个岸段 (表1 )
。

对于表 1中数据
,

我们以多毛类
、

单壳类
、

双壳类
、

甲壳类
、

棘皮类
、

藻类等 6类生物量为变量 (依次记作变量

X
, ,

X Z ,

… …
,
X 6 )

,

运用多元统计学的因子分析方法「关则 良
,

1 9 9 3 ]
,

借助微机 S A S 系统 ( S t a t is t ie a l A n a ly s is

Sys et m )中的 S A S / S T A T 软件 (高惠漩等
,

1 9 9 3) 作统计分析
。

S A S 系统部分输出结果如表 2
、

表 3和表 4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从表 2可以看出前 4个因子的累计比例值为。
.

9 1 0 4 ( ) 85 % )
,

故选取 4个公共因子
,

依次记作 y l
、

y Z 、 y 3

和 y
; 。

1
.

第一公共因子 (种群因子 )

在生物群落组成中
,

生物本身的种群因素对其生物量的分布起很大作用
。

潮间带生物量是指潮间带中某

种 (类 )生物在单位面积上的重量
,

通常以 g / m Z

表示
。

可见生物体本身的结构
,

种群的年龄结构
、

生物的繁殖能

力
、

寿命以及生物对某种特定环境的适应
、

生存能力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生物量的分布
。

收稿日期
:

1 9 9 3一 0 9一 13
。

( l )高惠漩等
,

1 99 3
。

S A S 系统使用手册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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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 8 个样品的生物t 分布 (单位
:g / 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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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系数矩阵 R i(
,

」)的特征值及比例值

T a b l e 2 E ig e n v a l u e s a n d P r o P o r t io n o f e o r r e la ti o n m a t r i x

特征值 ( C H ) 比例值 ( L H ) 累计比例值

2
.

3 6 7 4 0
.

3 9 5 0 0 3 9 50

4 5 0 9 0
.

2 4 2 1 0
.

6 3 7 0

0
.

9 6 6 8 0
.

1 6 1 3 0
.

7 9 8 3

0
.

6 7 1 7 0
.

1 1 2 1 0
.

9 1 0 4

0
.

4 9 7 1 0
.

0 8 2 9 0
.

9 9 3 3

0
.

0 4 0 2 0
.

0 0 6 7 1
.

0 0 0 0

表 3 载荷矩阵及共同度

T a b l e 3 F a e t o r l o a d i n g m a t r i x a n d c o m m u n a l i t y

变量 y 2 y 3 h 1 2

0
.

3 6 1 6 0
.

0 8 1 3 0
.

0 3 0 0 0
.

5 2 5 5 0
.

8 4 3 8

0
.

0 6 1 9 0
。

5 8 8 6 0
.

0 4 9 7 0
.

0 5 3 3 0
.

8 8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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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8 2 9

0
.

8 9 2 7

0
.

0 8 5 0 0
.

12 1 3 0
.

1 0 9 4 0
.

94 8 6

0
.

0 5 1 1 0
.

0 7 5 5 0
.

4 4 1 3 0
.

95 6 4

一d月qXX

0
.

1 1 3 0

0
.

1 1 2 0

0
.

0 1 6 1 0
.

9 7 6 3 0
、

0 3 1 4 0
.

9 9 8 9

0
.

7 3 8 8 0
.

0 9 5 1 0
.

1 9 3 7 0
.

8 1 4 6

翻O加匕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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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正交因子得分

T a l b e4 o r tho g o na l f a e to r s c o r e

样本

0
.

7 6 4 3 3
.

0 6 7 8 0
.

4 4 5 8 2
.

4 7 28

一0
.

29 9 1 一0
.

7 9 25 1
.

6 4 2 5 一0
.

6 7 1 9

0 0 6 6 5 一0
.

6 1 6 3
一0

.

50 5 2 一0
.

7 6 89

0
.

0 3 29 0
.

1 1 8 5 一0
.

3 6 1 5 一0
.

54 4 5

0
.

9 7 9 8 1
.

4 1 1 2 0
.

2 80 6 1
.

6 4 4 7

一 0
.

3 7 0 8 一0
.

0 3 4 5 一0
.

4 3 0 4 0
.

3 3 6 3

一0
.

50 3 3 一1
.

6 27 6 一0
.

4 53 9 一0
.

9 3 3 5

8

9

1 0

1 1

一0
.

3 24 5 一0
.

521 9 一0
.

1 51 5 0
.

4 9 7 6

0
.

0 1 8 2 0
.

1 1 2 8 3
.

3 5 24 0
.

0 1 9 2

一0
.

9 3 1 5 1
.

1 7 1 3 0
.

0 0 6 3 0
.

4 29 0

一0
.

4 1 3 5 一0
.

6 4 7 5 一 0
.

20 3 8 0
.

4 1 8 8

1 2

1 3

一0
.

4 9 4 5 0
.

0 3 9 8 0
.

4 7 4 2 0
.

4 3 6 5

0
.

4 7 7 8 0
.

4 3 2 2 0
.

3 9 0 0 0
.

26 9 0

1 4

1 5

一 0
.

4 50 8 一1
.

1 6 2 5 一0
.

9 1 5 5 一0
.

4 1 4 9

一0
.

4 9 4 8 一1
.

3 3 2 5 一0
.

54 4 0 一1
.

0 1 7 2

1 6

1 7

3
.

5 8 84

1
.

4 3 8 5

一0
.

0 9 5 2 一 0
.

0 20 9 1
.

4 0 4 8

1
.

1 6 2 8 0
.

2 89 5 0
.

9 83 8

一0
.

0 6 8 2 0
.

1 9 84 一 0
.

6 50 0 2
.

3 0 9 4

从表3可以看出
,

该因子在甲壳类和双壳类两个变量上有最大载荷
,

即这两类生物的生物量对该因子的依

赖程度大
。

在这两类生物中
,

双壳类具有较重的石灰质外壳
,

甲壳类中的蟹类也具有重量较大的甲壳
,

这种形

态结构无疑对生物量产生极大的影响
。

而且这两类生物繁殖能力都较强
,

同是多年生种类 〔张 奎和齐钟彦
,

1 96 。 ]
。

该因子在藻类生物量上的载荷最小
,

说明藻类生物量对该因子的依赖性最小
,

这与藻类的形态结构和

种群年龄结构有关
。

因为在潮间带分布的海藻种类多属小型海藻
,

个体较小
,

而且基本上为一年生种类
。

从正交因子得分情况看 (表 4 )
,

该因子在第 16 号样品上得分最高
,

其次是第 17 号样品
。

这两个样品都分布

在珠江 口海岸的潮间带
。

珠江 口海岸由于受珠江 口逸流的强烈影响
,

盐度低
,

而且周年变化大
,

但珠江口海区

水中营养盐含量高
,

浮游生物繁殖旺盛
,

水中有机碎屑丰富
,

底质多为泥质或泥沙质
,

这种生态环境十分适合

于广盐性
、

低盐性的底栖种类生长发育
,

并且这些种类多属滤食性生物
,

如双壳类和蟹类等〔沈嘉瑞和刘瑞士
,

1 9 6 3 ]
。

2
.

第二公共因子 (底部综合因子 )

底部的结构情况对生物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
。

泥质
、

泥沙底或沙泥底
、

沙质
、

岩礁
、

珊瑚礁等不同结构的底

质
,

其分布的生物种类及优势种都有所不同
。

从表 3可看出
,

该因子在藻类的生物量上有最大载荷
,

其次是多毛

类的生物量
,

可见这两类生物对该因子的依赖性较大
。

藻类属植物
,

在潮间带采集到的藻类多属固着生活的种类
,

所以首先要求潮间带有一定数量的固着基
,

而

且底质较稳定
。

象珠江口海岸
,

由于受珠江透流的影响
,

其底变化大
,

多是泥质或泥沙质
,

因此水的透明度小
,

对藻类的固着和光合作用不利
,

不但种类少而且生物量低
。

但对于受河流影响小
,

水质透明度大
,

岩礁或珊瑚

礁为主的底质结构的海南岛海区
,

则较适宜藻类的生长
,

种类多
,

生物量大 [李伟新等
,

1 9 8 4 ]
,

这点可以从正交

因子得分情况得到证实
。

从表 1可知
,

该因子在第 1号样品上得分最高
,

该样品属海南岛岸段
,

底质是岩礁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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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高的样品均属岩礁或珊瑚礁或砾石
,

这种类型 的底质结构
,

适宜藻类固着生长
,

而且对于单壳类来说也较

理想
。

单壳类 (主要是螺类 )运动性较强
,

移动范围大
,

多以舔食藻类或底栖硅藻为生
,

而且喜栖于较隐蔽的岩

缝或石缝中
,

这些生活特性决定了单壳类对底质也有较高的要求
,

以利于移动和取食
、

栖息等
。

因此
,

该因子在

单壳类生物量上也有较大的载荷
。

3
.

第三公共因子 (地理因子 )

这次海岸调查
,

从珠江口到海南岛跨度大
,

从 l o so E 至 1 1 3 oE
,

北纬 1 8o N 至 2 2 oN
,

地理位置不同
,

而且处于

热带与亚热带交汇处
。

珠江 口属亚热带
,

粤西地处热带和南亚热带
,

而海南岛则属热带
,

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

对生物的种类分布同样有明显影响
,

从而影响到生物量的分布
。

该因子在棘皮类生物量上有最大载荷
,

说明棘

皮类生物量受地理因子的影响最大
。

4
.

第四公共因子 (潮汛因子 )

潮间带是指最大高潮线和最大低潮线之间的水气交换的区域
,

因此
,

生长于潮间带的生物必受到潮汛因

子的影响
。

纵观该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
,

差别不十分显著
,

这说明在潮间带生存的多毛类
、

单壳类
、

双壳类
、

甲壳类
、

棘皮类及藻类的生物量分布都与潮汛因子有关
,

但这种相关性差别不大
。

5
.

特定因子

从变量共同度的统计意义可知
,

除公共因子对于各变量的总方差作出很大贡献外
,

还有一定剩余方差存

在
,

这表明影响潮间带生物量的因素除以上 四个公共因子外
,

还有各 自不同的特定因子的影响
。

这不难理解
,

因为样品是随机取 自潮间带的某些点
,

而生物是活的
,

有的甚至移动性很大
,

有的钻入较深的底部 (如多毛类

的一些种类 )
,

有的在不同季节其生物量变化很大
。

例如
,

藻类中的许多较大型种类
,

往往在 3至 4月间成熟放散

抱子
,

当其繁殖季节过后很快流失
。

因此在繁殖季节前后采集所获得的信息差别相当大
,

从而影响到藻类生物

量的分布
。

相比之下
,

藻类受特定因子的影响就比其他的大
,

这与各变量共同度的大小是相符的 (表 3)
。

三
、

简 短 的 结 语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
,

影响不同海岸潮间带生物量分布的共同因素是
:

种群因子
、

底部综合因子
、

地理因子

和潮汛因子
。

用这四个因子我们不仅可以解释潮间带生物量的分布
,

而且可以根据不同海岸的种群结构
、

底部

结构
、

地理位置
、

潮汛情况等因素
,

来综合分析其生物量的分布情况
,

作为开发利用时的理论指导和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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