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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 年 " 月"春季#和 #% 月"秋季#!分别在浙江温州%台州%宁波和舟山各选取 $ 个

站点!在其岛礁区潮间带采集贝类样品!调查贝类的种类和数量分布特征!共鉴定出贝类 $:

种!隶属 ! 纲%## 目%#: 科%$$ 属$ 春季!高生物量分布于 A 号站位""<<7## N?G

$

#!高密度分

布于 !号站位"#";7:= IMR?G

$

#!低生物量和低密度皆分布于 # 号站位"!#7<: N?G

$

%!:7<$ IMR?

G

$

#&秋季!高生物量和高密度皆分布于 A 号站位"$%:7A$ N?G

$

%<!7%% IMR?G

$

#!低生物量和低

密度也分布于 # 号站位"$:7<$ N?G

$

%!A7<# IMR?G

$

#$ 采用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相结合作为贝

类优势种衡量指标的方法得出!优势种有疣荔枝螺%青蚶%条纹隔贻贝和渔舟譙螺$ 贝类季节

变化显著!春季生物量和密度大于秋季$ 通过气温%水温%海流等环境因子的分析得出!随春季

水温回升!大量的贝类由潮下带来到潮间带!故春季密度分布很高!但受水温下降%被捕食和自

然死亡等因素影响!秋季则趋于明显回落!且 A 号站位"南麂列岛#由于是国家自然保护区!其

贝类生物量和栖息密度明显高于其它站位!其优势种的优势壳高"壳长#组在各个站位中也相

对较高$ # 号站位主要由于过度采捕!其贝类资源衰退严重$

关键词! 岛礁区& 贝类& 种类& 分布

中图分类号! k<;A7A& 0<!$7:&&&&&&&文献标识码',

&&进入本世纪以来!渔业资源状况发生了很大

变化!浙江沿岸岛礁区的贝类资源状况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 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外来农民人口

大量涌入浙江沿海地区!一些本地和外地民众长

期扎根沿海地区!以挖取岛礁区的经济贝类为谋

生之道!常年的滥采乱挖!导致浙江沿岸岛礁区的

重要经济贝类资源严重衰退!有的区域已经枯竭!

甚至偏远岛礁区的重要经济贝类资源也日趋严重

衰退+ 从生态角度而言!岛礁区的贝类主食微型

底栖和浮游生物!是生态系统物质良性循环(能量

良性流动的重要环节!其资源的衰退必然影响海

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另外!资源的衰退也加速其

种质资源衰退!进而对种质资源库造成严重的破

坏!对其物种生存和繁衍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对浙江省沿岸海域贝类资源的研究及报道不

多!高爱根等)#*对浙江三门湾贝类分布特征做了

研究!还对南麂列岛邻近海域贝类生态分布进行

了初步研究)$*

+ 杨俊毅等)!*对台州列岛海域的

贝类作了统计分析!其结果为数量季节变化显著!

且与海流(沉积物等环境因子密切相关+ 王一农

等)"*对浙江温岭石塘沿海岛屿岩相潮间带贝类

资源的种类组成(生态特点(群落特征进行了分

析+ 尤仲杰等);*综述了浙江沿岸的贝类资源和

增养殖的概况!并就贝类增养殖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改进的对策和措施+ 但是!有关浙江沿岸海

域岛礁区贝类已有近十年未见有系统的调查研究

和相关报道+ 因此!系统地开展资源调查十分重

要且迫在眉睫+ 为揭示其贝类的资源现状!本论

文试图对浙江沿岸岛礁区贝类资源进行调查研

究!通过此研究以期评估其资源分布现状和变化

特征!并提出重要经济贝类资源开发(保护和管理

的科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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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材料

包括样品袋(标签纸(解剖剪(镊子(铁铲(样

方框(无水酒精(游标卡尺"精度 %7%$ GG#(电子

天平"12+̀ @/+̀ B@##%%C型!精度 %7%# N#等!

以及采集到的样品+

!"$#方法

采样方法&&在 $%%< 年 " 月"春#和 #% 月

"秋#!于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和舟山沿岸岛礁区

海域各选取 $ 个采样点!采样站位设置见图 #+ A

个站点及其编号从北到南依次为秀山"# 号#(小乌

石塘"$号#(象山港"! 号#(宁海"" 号#(三门";

号#(石塘":号#(洞头"=号#(南麂列岛"A号#+

图 !#采样站位

C/>"!#+B53,796/<> 34,4/2<3

&&采样依据1海洋调查规范2 C̀?D#$=:!7: 9

$%%= 中的第 :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在各站点的

高(中(低三个潮带每隔 ; G设置一个采样样方!

每个潮带共设 ! W; 个样方!样方由 ;%% GGZ;%%

GG的粗钢丝制成+ 采集到的样品用无水酒精保

存!封装在样品袋中+

实验方法&&在实验室进行种类鉴定(计数+

种类鉴定参照中国海洋贝类图鉴):*

!生物学测量

和称重用游标卡尺(电子天平!参照王忠明等)=*

(

张素萍):*的方法!其中测量的指标包括壳高(壳

宽(壳口高(壳口宽(体螺层高(螺旋部等+ 最后计

算得出单位面积的个体数和生物量!以及平均壳

高"壳长#和优势壳高"壳长#+

数据处理方法&&运用 2lSE6软件进行样品

组成计算!以0QbE[软件绘制站位图+

$&结果

$"!#种类组成与分布

种类组成&&经鉴定!A 个站点岛礁区贝类春

秋两季共 $:种!隶属 !纲(##目(#:科($$属): 9#%*

!

其中腹足纲 A科 #" 种(双壳纲 " 科 A 种(掘足纲 "

科 "种+ 腹足纲种类较多的为马蹄螺科!共 ! 种!

骨螺科(譙螺科(帽贝科和蝾螺科各为 $ 种!其它各

科为 #种'双壳纲种类较多的为蚶科和贻贝科!皆

为 !种!其它科都只有 # 种'掘足纲每科均只有 #

种+ 以广温广布种为主!贝类种类组成见表 #+

种类分布&&A 个站点岛礁区的贝类种类分

布不均匀!其种类数都少于 #; 种+ 种数分布较多

的是 A 号站位!即以贝(藻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

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南麂列岛!春季可达 #$ 种!秋

季可达 #" 种!依次占调查所得总种数的":7#;T(

;=7:<T'" 号站位种类最少!春季 ; 种!秋季仅见

! 种!依次占总种数的 #<7$!T(##7;"T!与前者

相差甚大+ 其它站位贝类一般为 : W#% 种+

依据贝类种类出现频率及数量)#*

!贝类主要

分布种有疣荔枝螺"C'"$*&/"A$>,#" jQ\̂E[#(条纹

隔贻贝 " 1,H($0,#A$#>"(5*#( 渔舟譙螺 " -,#$("

"/.$&$//" -IMMHEQ\#( 齿 纹 譙 螺 " -,#$(" )+/3$$

*ES6QJ#( 锈凹螺 " 7'/+#+*(+%" #5*($&" #( 青蚶

"P"#."($" +./$D5"("#等'出现的主要经济种有齿

纹譙螺(疣荔枝螺(条纹隔贻贝(青蚶(近江牡蛎

"7#"**+*(#," "#$"=,2*$*#( 单 齿 螺 " G+2+3+2("

/".$+#(角蝾螺 "C5#.+ &+#25(5*056HMRE[#(锈凹

螺(黄口荔枝螺"C'"$*/5(,+*(+%"#+

$"$#数量组成与分布

数量组成&&A 个站位春季平均生物量为

#;:7#; N?G

$

!其中腹足纲为 ##%7:= N?G

$

!约占总

生物量的 =%7A=T'双壳纲为 ""7== N?G

$

!占

$A7:=T+ 秋季平均生物量为 AA7%" N?G

$

!其中

腹足纲为 ;A7:! N?G

$

!约占总生物量的 ::7:%T'

双壳纲为 $A7"% N?G

$

!占 !$7$:T+ 春季平均密

度为 A!7"= IMR?G

$

!其中腹足纲为 :<7$A IMR?G

$

!

约占总密度的 A!7%%T'双壳纲为 #!7A# IMR?G

$

!

占 #:7;;T+ 秋季平均密度为 :!7%; IMR?G

$

!其中

腹足纲为 "<7$< IMR?G

$

!约占总密度的 =A7#=T'

!(($



## 期 邹&莉!等$浙江省沿岸岛礁区贝类种类组成与分布特征 &&

双壳纲为 #!7!! IMR?G

$

!占 $#7#;T+

表 !#] 个站点种类组成及其出现潮带

+,-"!#T950/53027923/4/2<,<=B,-/4,4/<4B5/<4514/=,6D2<53,45/>B434,4/2<3

序号

M57

种名

\]ESIE\

季节\EH\5M

春季

\][IMN

秋季

HQ Q̂GM

分布潮带 RI\̂[IeQ ÊR IM Ê[̂IRH6J5ME

高潮带

VINV ÎRE

J5ME

中潮带

G5RE[ĤÊIRE

J5ME

低潮带

65LIM Ê[̂IRH6

J5ME

# 齿纹譙螺 -,#$(" )+/3$$*ES6QJ

+ + ! !

$ 条纹隔贻贝 1,H($0,#A$#>"(5*"hIENGHMM#

+ + ! !

! 疣荔枝螺 C'"$*&/"A$>,#" jQ\̂E[

+ + ! !

" 嫁? 7,//"2" (+#,5%""*EE8E#

+ + !

; 史氏背尖贝 -$HH+2"&%," *&'#,2&=$$"-I\SVUE#

+ + !

: 红条毛肤石鳖 L&"2('+&'$(+2 #5.#+/$2,"(5*"-I\SVUE#

+ + ! !

= 短滨螺!$((+#$2" .#,A$&5/""@VI6I]]I#

+ !

A 青蚶P"#."($" +./$D5"(""h55R#

+ + ! ! !

< 渔舟譙螺-,#$(" "/.$&$//" -IMMHEQ\

+ + ! ! !

#% 粒花冠小月螺!52,//" &+#+2"(" N[HMQ6ĤE" G̀E6IM#

+ + ! ! !

## 近江牡蛎7#"**+*(#," "#$"=,2*$*"hHUIKH#

+ !

#$ 斗嫁?7,//"2" >#"("" 5̀Q6R#

+ + !

#! 函馆挫石鳖?*&'2+&'$(+2 '"=+3",2*$*"@I6\e[K#

+ ! !

#" 单齿螺G+2+3+2(" /".$+"-IMMHEQ\#

+ + ! ! !

#; 紫贻贝G)($/5*>"//+H#+A$2&$"/$*-HGH[SU

+ !

#: 角蝾螺 C5#.+ &+#25(5*056HMRE[

+ + !

#= 锈凹螺7'/+#+*(+%" #5*($&"" G̀E6IM#

+ + ! ! !

#A 黄口荔枝螺 C'"$*/5(,+*(+%""156̂EM#

+ + ! !

#< 粒蝌蚪螺 F)#$25%2"("(+#"*5RIMN#

+ ! ! !

$% 单一丽口螺 7"//$+*(+%" 52$&5%">QMUE[#

+ ! ! !

$# 偏顶蛤 G+3$+/5*%+3$+/5*"-IMMHEQ\#

+ !

$$

琉球花棘石鳖 L&"2('+H/,5#" /++&'++"2"

"C[5RE[I] p05LE[eK#

+ ! !

$! 布纹蚶 P"#."($" 3,&5**"(""05LE[eK#

+ ! !

$" 毛蚶 1&"H'"#&" =">+*'$%,2*$*"D5UQMHNH#

+

$; 日本宽板石鳖 4/"&$H'+#,//" M"H+2$&"">H66#

+ !

$: 异纹心蛤 7"#3$(" A"#,>"(" C[QNQIE[E

+ !

注$%

+

&表示该种类在对应季节出现!%

!

&表示该种类在对应潮带出现+

+5 Ê\$%

+

&IMRISĤE\̂VĤ V̂E\]ESIE\5SSQ[\IM V̂ES5[[E\]5MRIMN \EH\5M!%

!

&IMRISĤE\̂VĤ V̂E\]ESIE\5SSQ[\IM V̂ES5[[E\]5MRIMN ÎRH6J5ME7

&&数量分布&&春季高生物量区主要分布在国

家海洋自然保护区 A 号站位!其生物量可达

"<<7## N?G

$

!生物量分布较高的种类主要为锈凹

螺(条纹隔贻贝(疣荔枝螺等种类"图 $#+ 低生物

量区是 # 号站位!生物量仅为 !#7<: N?G

$

+ 其它

站位生物量在 ;$7A: W#:$7<= N?G

$

+

春季高密度区位于 ! 号站位!其密度可达

#";7:= IMR?G

$

!其中渔舟譙螺(疣荔枝螺和齿纹

譙螺占该季 A%7$AT'另一个密度相对较高的区

域是 A 号站位!其密度为 ##!7;" IMR?G

$

+ 其它站

位在 !:7<$ WAA7<$ IMR?G

$

"图 !#+

秋季高生物量区仍为 A 号站位!其生物量可

达 $%:7A$ N?G

$

!生物量分布较高的种类主要为

锈凹螺(条纹隔贻贝(疣荔枝螺等种类+ 低生物量

区是 # 号站位!生物量仅为 $:7<$ N?G

$

+ 其它站

位生物量在 !"7%" W#%A7;" N?G

$

"图 "#+

秋季平均密度高密度区位于 A 号站位!其密

度可达 <!7%% IMR?G

$

"锈凹螺(条纹隔贻贝(疣荔

枝螺占该季 A:7="T#'另一个密度相对较高的站

位是 $ 号站位!其密度为 A%7A: IMR?G

$

+ 其它站

位在 !A7<# W::7#! IMR?G

$

"图 ;#+

$"%#优势种壳高$壳长%组成分析

由表 $ 可知!各优势种在不同季节(不同站位

其优势壳高"壳长#组不同!春季的各优势种在各

站位的平均壳高"壳长#(优势壳高"壳长#均大于

秋季+ A 号站位各优势种平均壳高"壳长#(优势

壳高"壳长#组较高!其次为 = 号和 ; 号站位'# 号

站位最低'其它站位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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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春季贝类生物量分布

C/>"$#K/27,33287266;353/<391/<>

图 %#春季贝类密度分布

C/>"%#&5<3/4@ 287266;353/<391/<>

图 )#秋季贝类生物量分布

C/>")#K/27,33287266;353/<,;4;7<

图 *#秋季贝类密度分布

C/>"*#&5<3/4@ 287266;353/<,;4;7<

表 $#优势种壳高$壳长%组成

+,-"$#+B5B5/>B4$65<>4B% 027923/4/2<28=27/<,<43950/53

季节

\EH\5M

优势种

R5GIMHM^

\]ESIE\

站位

\̂ĤI5M

最小壳高

"壳长!GG#

GIM7\VE66

VEINV "̂6EMN V̂#

最大壳高

"壳长!GG#

GHl7\VE66

VEINV "̂6EMN V̂#

平均壳高

"壳长!GG#

H8E[HNE\VE66

VEINV "̂6EMN V̂#

优势壳高

"壳长!GG#

R5GIMHM \̂VE66

VEINV "̂6EMN V̂#

S5G]5\ÎI5M

所占百

分比"T#

]E[SEM 5̂b

H66N[5Q]

春季

\][IMN

疣荔枝螺

C;&/"A$>,#"

# #$7#: $#7<A #=7"# f$7$" #"7%% W#A7%% :=7A:

$ ##7:! !"7;A $%7A" f!7#! #A7%% W$$7%% ;A7!=

! ##7!% $!7=# #<7=! f$7A$ #:7%% W$$7%% =!7;#

" #$7#< !%7#! #<7:# f$7$= #A7%% W$$7%% :!7#A

; #:7"" $A7=A $$7%$ f$7:; $%7%% W$"7%% ;=7#"

: ##7<: $;7=% #<7:# f$7"= #:7%% W$%7%% ;;7<;

= ##7<A $!7A" #=7A$ f$7A! #"7%% W$%7%% ::7!:

A #=7!% !;7<: $$7=: f!7## $%7%% W$:7%% ::7"%

青蚶

P;+./$D5"("

# #<7"< $!7=! $#7;! f#7== #A7%% W$$7%% =;7%%

" #$7;% !"7<; $$7=< f"7%= $%7%% W$:7%% ;=7"<

; #=7#$ !$7:% $"7;A f!7A$ $$7%% W$A7%% ;"7A"

= #!7;$ $:7A" $$7<A f"7$; #A7%% W$"7%% :$7;%

条纹隔贻贝

1;A$#>"(5*

# #$7=< #A7"$ #:7!% f$7;! #;7%% W$%7%% :%7%%

$ #=7%# $=7;% $;7<# f"7!< $%7%% W!%7%% =;7%%

: #A7=" !#7=A $=7<< f$7"= $%7%% W!%7%% ;A7A$

= #A7"$ "#7%" $A7A; f"7=$ $;7%% W!;7%% =<7$"

A #<7"$ ";7<A !!7:! f:7$= !%7%% W";7%% =#7%A

渔舟譙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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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季节

\EH\5M

优势种

R5GIMHM^

\]ESIE\

站位

\̂ĤI5M

最小壳高

"壳长!GG#

GIM7\VE66

VEINV "̂6EMN V̂#

最大壳高

"壳长!GG#

GHl7\VE66

VEINV "̂6EMN V̂#

平均壳高

"壳长!GG#

H8E[HNE\VE66

VEINV "̂6EMN V̂#

优势壳高

"壳长!GG#

R5GIMHM \̂VE66

VEINV "̂6EMN V̂#

S5G]5\ÎI5M

所占百

分比"T#

]E[SEM 5̂b

H66N[5Q]

秋季

HQ Q̂GM

疣荔枝螺

C;&/"A$>,#"

# ##7<" $$7A% #=7<= f$7;; #:7%% W$%7%% :%7%%

$ #!7"" $"7:$ #<7!A f#7=! #A7%% W$%7%% ;$7:A

! #;7:" $!7:A #<7=" f$7:# #:7%% W$%7%% ::7::

" ##7$A $!7:% #<7%" f#7AA #:7%% W$%7%% =%7:A

: ##7!: $!7A% #:7A$ f$7;" #"7%% W#A7%% :%7!$

= ##7!% $:7#$ #=7"" f$7;A #"7%% W#A7%% :$7;%

A #;7;A !!7#$ $#7$! f!7=< #A7%% W$"7%% :%7%%

青蚶

P;+./$D5"("

$ #:7!$ !#7%A $$7"= f!7<$ $%7%% W$:7%% ;;7;;

! #"7:A !%7#% $!7;" f!7<< #A7%% W$:7%% :#7<#

" #"7#% !=7#$ $!7;! f"7": $%7%% W$:7%% ;;7""

: #:7:$ !"7"% $:7%# f;7=$ $$7%% W$:7%% ;%7%%

= #A7#% $=7$: $#7A" f$7== #A7%% W$$7%% ::7::

A #"7!" $=7!" $"7A; f;7!= $"7%% W$A7%% :$7;%

条纹隔贻贝

1;A$#>"(5*

$ #:7$$ !!7$% $$7"< f!7<% #;7%% W$;7%% =%7A"

: #"7<$ !!7!A $"7#< f;7#< #;7%% W$;7%% =#7"$

= $!7=$ !"7%% $=7"" f!7!= $%7%% W!%7%% A=7;%

A #=7A: "A7!A !#7;% f:7=: $;7%% W"%7%% :=7$=

渔舟譙螺

-;"/.$&$//"

# A7<: #$7A$ ##7!% f%7A: #%7%% W#$7%% =#7#:

! A7<" #;7A% #$7;" f#7!" ##7%% W#"7%% =!7;=

" ##7<A #<7#: #"7!A f$7!! #!7%% W#;7%% ;=7#"

= #!7#: #:7;A #;7:# f#7#" #!7%% W#;7%% :!7:!

!&讨论

%"!#贝类分布特征

调查表明!A 个站点岛礁区春季贝类密度分布

较高!秋季则出现回落+ 分析认为!春季由于气温上

升!潮间带水温开始回升!许多贝类为寻求适宜的栖

息环境由潮下带来到潮间带!从而出现春季贝类的

高密度分布!有的站位接近 #;%7%% IMR?G

$

+ 但至秋

季贝类密度出现回落!仅在 <;7%% IMR?G

$以下!较春

季降幅达 !:7:=T+ 这一结果与三门湾(南麂列岛(

台州列岛贝类季节分布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9!*

+

南麂列岛岛礁区贝类 #"种!少于高爱根等)$*在

#<<A年调查南麂列岛海域的研究结果""$ 种#'而

春(秋两季平均生物量为 !;$7<= N?G

$

!平均栖息密

度为 #%!7$! IMR?G

$

!均高于高爱根等)$*的研究结果

""7"% N?G

$

!;=7$: IMR?G

$

#+ 这说明附近海域的贝

类种数比潮间带多!但资源密度低!这可能与大多数

贝类栖息于潮间带和潮下带的习性有关)##*

+

三门岛礁区贝类 #% 种!少于 $%%$ 年研究得

出的 !# 种'春季平均生物量为 ###7!: N?G

$

!高于

$%%$ 年的调查研究结果 "!7;; N?G

$

#!密度为

AA7<$ IMR?G

$

!低于 $%%$ 年的研究结果 "<=7%%

IMR?G

$

#

)#*

+ 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具体的调查采样

地点不同有关+

石塘岛礁区贝类 A 种!少于 #<<< 年对其沿海

岛屿潮间带贝类的调查结果"!! 种#

)"*

+ 其主要原

因可能与具体的调查采样点不同有关+

%"$#贝类优势种分析

衡量潮间带生物优势种的指标通常有生物

量)#$ 9#!*

(栖息密度)#" 9#:*或生物量和栖息密度)#=*

综合指标+ 由本次调查和分析发现!有些种类生物

量很大!但栖息密度较低"如紫贻贝#!反之!有些种

类生物量很低!但栖息密度较大"如嫁?#!主要是

这些种类的个体大小和重量不同所致+ 一般地!栖

息密度高的种类!往往个体较小(重量较轻'而生物

量较大的种类!往往个体较大!重量也较大!栖息密

度却较低+ 据资料可知!潮间带生物的栖息密度和

生物量没有决定性相关关系!仅与种类有关)#A*

+

因此!本文采用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相结合的综合指

标作为优势种的衡量指标!即选定生物量大于 :7%"

N?G

$

!栖息密度大于 "7=! IMR?G

$的种类为优势种+

由此综合指标判断!本文研究可得优势种有 " 种!

即疣荔枝螺(青蚶(条纹隔贻贝和渔舟譙螺+

根据优势种壳高"壳长#组成分析可知!各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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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优势种的优势壳高"壳长#组成具有明显的季

节变化!春季优势壳高"壳长#大于秋季!这种变

化趋势可能与春季贝类开始繁殖!秋季大量贝类

都还是幼体有关'另外!可能与人类采集(被捕食

等因素有关+ 同时!A 号站位各优势种的优势壳

高"壳长#组在各个站位中相对较高!而 # 号站位

相对较低!其它站位不同优势种优势壳高"壳长#

情况不同!这可能与当时当地的环境状况(受保护

程度有关+ 而且邻近 A 号站位的 ; 号和 = 号站位

各优势种的平均壳高"壳长#(优势壳高"壳长#相

对较高!可能是由于 A 号站位的贝类在繁殖期间

浮游幼虫受海流的影响浮游至邻近的各站位+

%"%#各站位贝类资源比较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可得!A 号站位于以贝类(藻类

等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南麂列

岛!远离大陆!受陆源污染影响小!且受到很好的

保护!相对于其它站位不仅贝类种类丰富!且生物

量也明显高于其它站位+ 这种现象与台湾暖流和

江浙沿岸流的强弱有关!南麂列岛地处典型的亚

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每年春(夏季节完全受台

湾暖流控制!而秋(冬季节则受与黄海沿岸流接壤

的江浙沿岸流的影响!但沿岸水系较弱!因而适宜

的环境使更多的贝类能在此生长(繁殖)#<*

+

其它站位由于本地和外地民众的滥采乱挖!

致使其贝类资源严重衰退!从而生物种类少!生物

量低!其中 # 号站位最为明显+ 而岩礁区的贝类

主食微型底栖和浮游生物!是生态系统物质良性

循环(能量良性流动的重要环节!其资源的衰退必

然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因此保护贝类资源

并制订科学的管理措施及加强有效管理非常迫切

且十分必要+

%")#贝类保护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量日益

增多!而浙江省岛礁区潮间带贝类分布不均匀!其

中南麂列岛岩相潮间带种类丰富!个体较大!几乎

没人采集!各物种资源丰富!有效地保护了海洋物

种种质资源库!这为海洋贝类等的种群繁衍扩散!

以及群落的稳定提供了有利保障+ 而在其它站位

贝类种类较少!个体小!资源匮乏!建议有关部门对

浙江省岛礁区贝类的生物多样性现状予以关注!借

鉴南麂列岛的成功经验!在适当的沿岸岛礁区增加

划定保护区!以保护其种质资源库+ 另外!建议对

已衰退的重要经济贝类进行资源增殖!以修复贝类

资源匮乏的生态区+ 通过保护和增殖的措施!保护

其物种多样性!以期实现贝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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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NE[RQÊ5 ElSE\\I8ESĤS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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