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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黄茅海底质沉积样品中的介形类生态类型进行研究,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研

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内出现的介形类可划分为4种生态类型,总体表现为以近岸广盐型分子占主导

地位,优势度极高;浅海多盐-真盐型分子次之;而广海真盐型和淡水-微盐型分子丰度很低。根据

黄茅海河口湾的水体条件,可大致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亚环境区,各区内的介形类生态类型组成也

存在较大差别,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介形类分布受海水盐度控制最大,其次为水动力条

件。在水体盐度小、水动力条件强的河流入海口及其影响区域,介形类丰度小,且生态类型单一;

而在黄茅海河口湾南部海域,由于海水底层盐度全年在15‰以上,水动力条件适宜,介形类丰度总

体较高,生态类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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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study,theecologicaltypesofostracodinbottomsedimentsofHuangmaohaies-

tuarywereanalyzedtodiscusstheir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Theresultsshowedthat

theostracodcouldbedividedintofourecologicaltypesinthestudyarea.Thedominant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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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isthecoastaleuryhalinetype,followedbythemarinepolyeuhalinetype.Besides,theabun-

danceofthemarineeuhalinetypeandthefreshwaterslightlybrackishtypeareverylow.Accord-

ingtothewaterconditionsofHuangmaohaiestuary,thestudyareacouldbedividedinto5sub-

environmentalareas,andthecompositionoftheecologicaltypesofostracodineachareaisalso

quitedifferent,showingthedifferent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Theresultsshowedthat

thedistributionofostracodismainlycontrolledbythesalinityofseawater,followedbythehy-

drodynamiccondition.Intheestuariesofriverwithlowsalinityandstronghydrodynamiccondi-

tions,theabundanceofostracodislowandtheecologicaltypeissingle.Buttheareainthesouth-

ernestuaryisdifferentwhichshowsthehigherabundanceandmoreecologicaltypesofostracod

becauseofthebottomsalinityofseawaterisabove15‰allyearandthehydrodynamicconditions

aresuitable.

Keywords:PearlRiverEstuary,HuangmaohaiEstuary,Ostracod,Ecologicaltypes,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微体动物介形类是生存环境范围较广的甲壳

动物,常可见于海水、半咸水和淡水环境。介形类

因其能敏感地反映水体盐度、温度、水动力条件、底

质等环境参数[1],在地质学尤其是在分析海陆交互

的河口地区环境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此,

微体动物中除了有孔虫继续被充分研究和利用外,

基于微体动物介形类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探讨河口

地带环境变化的手段之一。

近年来对珠江口地区介形类微体动物的研究

前人已有涉及[2-12],主要集中在伶仃洋海域表层沉

积物或者三角洲钻孔样品。吴洁等[13]利用黄茅海

有孔虫和介形类的去趋势对应分析,对控制微体动

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本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黄茅海的底质沉积样品中的介形类

进行进一步分析,主要侧重于介形类生态类型及其

空间分布特征。底质沉积样品取样站位如图1所

示,具体取样和样品处理过程参见文献[13],盐度

参见文献[14]。

1 研究区概况

珠江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河口系统,汇集西

江、北江和东江等河网水系后,通过珠江口独特的

8个口门入海[15]。珠江口发育有2个喇叭形河口

湾,分别为东部的伶仃洋和西部的黄茅海,其中黄

茅海湾顶端有虎跳门和崖门2个口门汇入,伶仃洋

有4个口门(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汇入,而磨刀

图1 研究区底质样品采样位置

门和鸡啼门直接注入南海[16]。

黄茅海河口湾三面环山,呈 NNW-SSE走向,

海域面积约543km2[15]。该海域内岛屿众多,通过

岛屿峡口与南海相连[17],滩与槽交错,西滩、东滩、

拦门沙浅滩的水深均在5m以下,北部主槽、大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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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和荷包岛之间的中口深槽的水深基本大于5m,

形成 了 黄 茅 海 海 域 “三 滩 两 槽”的 水 底 地 形

格局[15,18]。

黄茅海河口湾属于潮流作用优势型河口,其潮

汐为不 规 则 半 日 潮 性 质,潮 差 由 湾 口 向 湾 顶 递

减[19-22],并具有“东进西出”的近岸水流格局[23]。

由于受到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河口地区的降

雨量和径流量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导致河口湾海域

海水的盐度值也具有显著的季节性波动[24]。黄方

等[14]研究显示,黄茅海河口湾水体盐度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变化,枯水期海水上涌,湾顶口门处盐度可

达15‰;丰水期受径流下泄影响,黄茅海湾内北部

盐度较低。受黄茅海河口湾水流“东进西出”的影

响,湾内的等盐度线整体呈 NE-SW 走向。研究发

现,黄茅海河口湾北部主槽的表层沉积物中砂含量

最高,其次为东口,中口深槽含砂量中等,拦门沙浅

滩次之,河口湾东西两侧的浅滩砂含量最低,表明

该地区不同水域水动力条件具有明显的差异[13]。

根据珠江口黄茅海海域盐度、水深、水动力环

境等方面的差异,可大致将该海域划分为5个亚环

境区(图1)。①Ⅰ区位于河口湾顶,河流入湾处,沿

主槽水深10m以上,主要受径流作用影响,水动力

较强,枯季盐度小于15‰,洪季底层水盐度小于

1‰。②Ⅱ区位于河口湾北部,拦门沙浅滩以北,枯

季底层盐度15‰~25‰、洪季底层盐度小于3‰,受

径流影响强于潮流作用,沿主槽水动力条件仍很

强,水深5~10m,东滩和西滩水深1~3m。③Ⅲ
区位于拦门沙浅滩海域,潮流上溯流与径流下泄流

作用的交汇区,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水深3m,两

侧浅滩水深略浅,枯季底层盐度25‰~27‰,洪季

底层盐度3‰~15‰。④Ⅳ区大致位于大襟岛—大

杧岛一线以南,黄茅海湾口的南部海域,主要受潮

流作用影响,枯季底层盐度26‰~30‰,洪季底层

盐度15‰~25‰,水深5~10m,近岛屿和陆地处

水深较浅。⑤Ⅴ区位于黄茅海湾东口,水深通常大

于10m,潮水上溯流占优势,且水动力条件较强,枯

季底层盐度大于30‰,洪季底层盐度大于25‰。

2 黄茅海介形类生态类型

研究区底质沉积中共鉴定出介形类16属20种,

其中 Neomonoceratinadelicata、Sinocytherideaim-

pressa和Bicornucytherebisanensis这3个属种占比

均大于17%,属于优势属种,其余属种优势度较低,

各属种占比均小于6%,部分属种仅零星出现,各属

种相对含量见表1。Liu等[25]曾对珠江口地区第四

纪介形类的生态类型进行分类,本研究亦采用此分

类方法进行划分和讨论。

受黄茅海河口湾多变环境的影响,该地区的介

形类总体表现为以近岸广盐型分子占主导地位,优

势度极高;浅海多盐-真盐型分子次之;而广海真

盐型和淡水-微盐型分子丰度很低。

(1)近岸广盐型:该类型的介形类可适应盐度

2‰至真盐,甚至高盐条件,盐度范围最广,多生存

于小于20m水深的沿岸水域,是黄茅海河口湾最

为丰富的介形类。共发现5种,其壳体可占总数的

54.92%。其中丰度最高的属种是 Neomonoceratina
delica和Sinocytherideaimpressa。仅此2个种的壳

体就占这一类型的99%以上。此外,还零星出现Bi-

corncythereleizhouensis、Neomonoceratinadong-
taiensis、Leptocythereventriclivosa 等属种。

(2)浅海多盐-真盐型:这一类型介形类能适

应相对较广的盐度范围,多分布于多盐至真盐条

件、水深20~50m的海域,仅少数有时可出现在沿

岸水域中。浅海多盐-真盐型介形类在黄茅海河口

湾中的丰度仅次于近岸广盐型,共发现10种,占介形

类壳体总数的39.41%。主要属种包括Bicorncythere
bisanensis、Alocopocytherekendengensis、Sinocythere

sinensis、Neosinocythereelongata、Pistocythereisbra-

dyformis、Keijellahodgii和Loxoconchaocellata。其

他丰度较低的属种有 Munseyellapupilla、Hemi-

cytheruracuneata和Hemicytherurabiannularis等。

(3)广海真盐型:该介形类类型主要是在正常

盐度的大陆架开阔海域,在河口地区其丰度和分异

度通常都很低。广海真盐型的介形类在黄茅海河

口湾发 现4种,壳 体 仅 占 总 数 的3.22%。其 中

Stigmatocytherebona较为常见,其他属种仅零星出

现,包 括 Stigmatocythererosemani、Cytheropteron
miurense和Paracytheroisangusta等。

(4)淡水-微盐型:也可称为陆相型,多生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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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环境,偶在微盐水条件也可出现。该类型在黄

茅海河口湾地区仅发现Candona 属的1种分子,丰

度低,其壳体仅占总数的2.45%。

表1 珠江口黄茅海底质沉积中的介形类各属种相对含量及生态类型占比

生态类型 属种名称 含量/% 生态类型所占比例/%

近岸广盐型

Neomonoceratinadelicata 29.82

Sinocytherideaimpressa 25.02

Bicorncythereleizhouensis 0.06

Neomonoceratinadongtaiensis 0.02

Leptocythereventriclivosa <0.01

54.92

浅海多盐-真盐型

Bicorncytherebisanensis 17.02

Alocopocytherekendengensis 5.44

Sinocytheresinensis 4.70

Neosinocythereelongata 4.67

Pistocythereisbradyformis 3.38

Keijellahodgii 1.83

Loxoconchaocellata 1.62

Munseyellapupilla 0.48

Hemicytheruracuneata 0.23

Hemicytherurabiannularis 0.03

39.41

广海真盐型

Stigmatocytherebona 2.95

Stigmatocythererosemani 0.26

Cytheropteronmiurense <0.01

Paracytheroisangusta <0.01

3.22

淡水-微盐型 Candona 2.45 2.45

3 讨论

珠江口表层沉积物中微体生物的空间分布可

受水体盐度、水动力条件和水深的控制[11,13]。由于

受潮汐作用和径流作用的双重影响,不同位置的水

体条件变化大,导致介形类丰度、生态类型组成变

化大(图2和图3)。

(1)Ⅰ区:大多数样品中不含任何微体生物,仅

少数样品见零星近岸广盐型介形类壳体,丰度小于

50枚/100g,且仅出现Sinocytherideaimpressa 和

Neomonoceratinadelicata2个属种。由于该区域

水动力很强[11],生物难以生存和保存,包括介形类。

此外,受径流汇入的影响,该区域内底层水体盐度

非常低(洪季底层水盐度小于1‰),也不利于介形

类生存。

(2)Ⅱ区:介形类丰度一般在150枚/100g以

下,且壳体多为浅海多盐-真盐型小个体。受径流

下泄作用外围的影响,该区域水动力仍然较强,且

盐度较低(洪季底层盐度小于3‰),介形类仍较难

生存。

(3)Ⅲ区:介形类丰度变化大(250~1500枚/100g),

北部一般低于500枚/100g,东侧受大杧岛影响,水

动力较弱,丰度增加可达1000枚/100g以上。枯

季受海洋影响显著,洪季仍受下泄淡水影响,盐度

变化较大(3‰~25‰),适应力强的类型才能生存,

区域内以浅海多盐-真盐型分子占主导,多数站位

占50%,有的甚至达100%。浅海多盐-真盐型分

子中 Keijellahodgii 比较丰富,有的样品中可达

33%,该种虽属分布范围较广的浅海多盐-真盐型

分子,但多分布于较浅水域。其次优势类型为近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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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盐型,总体占45%左右。此外还偶见海相分子。

(4)Ⅳ区:该区域盐度全年大于15‰,水动力条

件中等,因此该区域是介形类最为丰富的区域,介

形类丰度多为1000~5000枚/100g,局部站位大

于5000枚/100g。近岸广盐型多在50%以下;浅海

多盐-真盐型分子减少,而广海真盐型分子比例增

加。受黄茅海“东进西出”的影响,在黄茅海河口湾

西口海域盐度整体较东口低,且由于离岸较近,近

岸广盐型占优势。

(5)Ⅴ区:该区域内介形类丰度仅为中等,生态

类型仍以近岸广盐型和浅海多盐-真盐型为主,但

近岸广盐型相较其他水域略低,广海真盐型分子总

体占比将近10%,部分站位可达34%。主要是因此

处为黄茅海海湾东口,潮水常年从此处灌入黄茅海

河口湾内,水动力条件较强,致使介形类丰度不高。

同时,因该区域外侧为开阔海域,水体底层盐度常

年大于28‰,广海真盐型分子得以发育。

图2 介形类不同生态类型分布及各样品中所占比例

吴洁等[13]利用去趋势对应分析,认为盐度和沉

积物含砂量(可代表水动力条件)是影响黄茅海地

图3 各亚环境分区内介形类不同生态类型所占比例

区介形类分布的主因。通过本次对介形类生态环

境分布特征和分布环境的探讨,印证黄茅海河口湾

介形类分布受海水盐度控制最大,其次为水动力条

件。在水体盐度小、水动力条件强的河流入海口及

其影响区域,介形类丰度小,且生态类型单一;而随

着盐度由北往南升高,水动力条件逐渐适宜,介形

类的丰度逐渐增加,生态类型更加丰富,在黄茅海

河口湾南部海域,由于海水底层盐度全年在15‰以

上,水动力条件适宜,介形类丰度和生态类型均达

到最多。

4 结语

受黄茅海河口湾多变环境的影响,该地区底质

沉积样品中出现的16属20种介形类可分为4种生

态类型,总体表现为以近岸广盐型分子占主导地

位,优势度极高;浅海多盐-真盐型分子次之;而广

海真盐型和淡水-微盐型分子丰度很低。根据黄

茅海口湾的水体条件可大致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亚

环境区,各区内的介形类生态类型组成也存在较大

差别,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显示介形

类分布受海水盐度控制最大,其次为水动力条件。

在水体盐度小、水动力条件强的河流入海口及其影

响区域,介形类丰度小,且生态类型单一;而在黄茅

海河口湾南部海域,由于海水底层盐度全年在15‰
以上,水动力条件适宜,介形类丰度总体较高,生态

类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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