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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沿海滨螺科的生态学研究 

尤 仲 杰 
(渐 江 水 产 学 院) 

摘要 本文报道了浙江沿海滨螺科动物的水平、垂直分布及其数量的季节变化。粗糙{阻滨螺嗣结 

节滨螺分别仅分布于象山谐内和外侧岛屿，中间拟滨螺偏于内湾和大陆沿岸分布；短缕螺和粒结节滨螺 

广布于内湾、器岸和内外晒岛屿。此外，还对比讨论了我国南北沿海滨螺的分 布、环境因子对滨螺分布 

的影响。 

滨螺科是潮间带生物群落中的主要组成成 

员，是岩相高潮带最具代表性的种类，对环境压 

力的抵抗力很强 。它们在潮闯带的生态平衡 

和能量流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它具有较 

大的生态学意义。迄今为止，国内过去只在潮 

间带生态研究中涉及，专题研究甚少。自1 98 3-- 

1987年，作者在浙江沿海贝类区系和潮阐带贝 

类生态学研究中作了专门观察，获得了一些生 

态学资料。本文拟就滨螺科的种类组成、分布、 

数量的季节变化及与环境关系等 特 点 怍一 报 

道，旨为浙江梧海潮间带生态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

、 研 究 方 法 

在浙江梧海分别选取沿岸内湾的象山港内 

的横码、近外海性岛峥朱家尖、外海性岛屿的黄 

兴、鱼山 南几山为代表性断面，在 I 98 3年至 

I987年问，以每年的 I、4、7和 1 0月分别代表 

冬、春、夏、秋季进行季度采集。 此外，在三门湾 

内、金塘、岱山、普陀山、六横、西轩、下大陈、大 

麦屿、清江等地作了零星定量采集；在其他沿海 

各地作了定性采集。觅图 I。 

定量样品用 25×25(cM) 的定量框采集。 

按各地的潮汐参数进行潮带、亚带划分、每亚带 

设站，每站取 3—5个样品，样本—律用 7％中 

性福尔马林液固定，扭力天平称重 ，换算成每平 

方术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 

二 、 结 果 

(一)种类组成和水平分布 浙江沿 海 滨 

螺科共 5种： 短滨螺 (Li~torina brevicuIa)、 

粒结节滨螺 (Nodili*~orina granularis)、结节 

滨螺 (Ⅳ．vilis)、中间拟滨螺(Littoraria inter· 

media)、粗糙拟滨螺 (L．scabra)，它们的分 

布见表 t。 

粗糙拟滨螺目前仅发现于 象 山港 内的 吉 

奇，且数量很少，其他地点没有采到。 

中闻捌滨螺一般分布在内湾、沿岸和近外 

海岛屿。如：象山港内的横码春季高潮带第一 

鞋带的栖息密窿达 694个／米。，但个体很小，全 

年没有发现过壳高超过 0．7厘米 以上 的个 体； 

金塘的沥港岩岸高潮带的栖息密襄为 680个／ 

米 ，朱家尖西岸的盐场排淡沟渠上的栖息密度 

达 600余，卜／米 ，而东岸高潮带扭蜻 高只有 36 

个，米 在外侧海域岛屿岩岸，只有在淡水流 

过周围零星发现，如：拽们在鱼山岛曾采到过 

一 个标本；在黄兴、大陈、南几山等岛屿也只采 

到十余个标本。 

结节滨螺只分布在外侧海域岛屿。如：枸 

杞、嵊山、浪岗山、青浜、苗子湖、鱼山、下大陈、 

南几山等地，在黄兴岛上也只有零星发现，以南 

‘奉文承蒙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林光宇先生审阅，提 出宝 

贵意见，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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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l 新江描 海地形图驶采粜地点 

几山的牺息密度和生物量最大，达 896个／米 、 

6I．60克／米 。 

短滨螺和粒结节滨螺广泛分布于内湾、沿 

岸和内外侧岛屿，是高潮带群落的优势种，但生 

活在内湾(如：象山港、三门湾)的个体很小，密 

度较大，故生物量不大；而生活在外侧岛屿(如： 

鱼山、南几山)的个体较大，密度相对较稀。 

(=)垂直分布 滨螺类具有明显 地 垂直 

分布分化现象，种的垂直分布与潮位线有密切 

关系，分带明显。粗糙拟滨螺只分布于高潮带 

第二亚带。中间拟滨螺在象山港从高潮带到中 

潮带的第一亚带均有分布，以高潮带第一亚带 

最丰富(栖息密度为 2352个 ，米 ，生物量 37．76 

克，米。，春季)；朱家尖、鱼山、下大陈、南几山等 

地则仅分布于高潮带第一亚带 ；在南几山可以 

分布 有淡水流过的高潮线以上 1--1．5米处。 

结节滨螺仅分布于高潮带和潮上带，以高潮绂 

附近最丰富。粒结节滨螺从高潮带至中瀚带第 
一 亚带均有分布，在鱼山岛的中潮带没有发现； 

不论是内湾还是内外侧岛屿均以高潮带第一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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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l 新江君海滨簟科生宣分布蕞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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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最丰富，随着高度下降，密度和生物量均减 

低，它可以生活在高潮线以上 3—4米处 。 短 

滨螺的垂直分布比粒结节滨螺稍低一个 亚 带， 
一 般可以延伸至中潮带第二亚带，在象山港横 

码断面的第三亚带和接近低潮带处也有零星发 

现，它们以高潮带第二亚带最丰富，向上向下均 

呈递减趋势。 

(三)数量分布 表 2是几个主要断面滨 

螺的数量垂直分布情况，从中可见：象山港内 

横码断面虽然栖息密度很高，但个体却很小，中 

间拟滨螺、拉结节滨螺的壳高范围均在 2— 毫 

米之间，极少有大个体出现，故生物量低。这 

可能与港内柬质浑浊、饵料生物贫乏有关。金 

塘高潮带栖息密度 816个／米 、生物量 46．4O 

克／米 ；朱家尖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均较高；普 

陀山高潮带栖息密度为 1150个／米 、生物量 

74．47克／米 ；黄兴岛高潮带栖息密度 805个／ 

米 、生物量 96．89克／米 从内湾到外海，示有 

栖息密度减少，生物个体增大、生物量增加的趋 

势。 

从南北外侧岛屿比较来看，以南几山高潮 

带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为最高，下大陈的生物 

量为 1 07．11克／米 (甲午岩)，黄兴高于鱼山的 

生物量和栖息密度。 看不出明显地规律 性 分 

布。其中短滨螺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南北变化 

不大，但粒结节滨螺和结节滨螺在南几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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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主要箭面磷一霹瞢t量的垂童舟布 

地 点 象山港内 朱 家关 黄 鱼山 南几山 

＼ f值 个，米 克，米 个，米’ 克，米 个／米 点，米’ 个，米 克，米 十，采 克，米 ＼  

高 I ll40．9 33． tl5 ．0 87．74 BI B．0 96． 3 52．3 76．93 ’5 86．3 l16．74 

潮 2 l 8．4 37．52 682．B 71．34 792．D 96．9 264．2 56．63 901．9 I 65 
带 平均 l344

．
7 3 ．43 9l8．9 79．5 4 805．0 9 6．B9 30B．3 66．7B I 244．1 lt 2．70 

1 266．6 10．” 137．7 23．D6 2D8．0 2 7．30 l1．5 3．2 5 62．2 l 3．‘9 

中 2 8D．D 5．28 4．D D．60 i 8．0 2．08 3．4 I．6D 8．0 0．B7 
搠 
蒂 3 7．9 0．1 B ——r f — — _- 一r —— 

平均 l1 8．2 4．50 47．2 7．89 7 5．3 9．79 5．0 1．62 23 4 4．B! 

寰 3 浙江话海岩岸高潮带演蟪妻群落密度爰生物■的荤节变化 

地 点 

春 夏 转 皋 

个，米 克，米 个，来 克，米 十 ，必 克f米 十 克 ，米 

审闻拟滨 螺 5 2．0 l 2．62 I2B0．0 2D．28 74．D 1．9O 1 92．0 5 3{ 

象山港内 粒结节演螺 3l 3．6 l 2．72 680．0 2B．32 238．0 11 8 64．0 3．2 3 

短淀蠕 688．0 1 B．7l 504．0 B．40 540．0 lt．I 3l 3．D lD． 3 

台 计 I 53．6 44．0 l 464．D 7．O0 8 0．0 24．67 569．0 1 9．10 

中间拟 窿螺 4．D 0．2B 18．0 1．90 4．0 D．60 B．0 0．56 

l09．6 1，．O5 ¨O．O 3．BO 12B0，0 79．6O 朱家安 

34．64 2．D ．73 192．0 23．56 520．0 6 ．96 

粒结节滨螺 1016．0 72． B 

短滨螺 284．0 

台 计 l5D4．0 107．4D 179．6 2D．68 336．0 ；7．96 l8D8．0 146．t 2 

粒结 节淀螺 102．0 lB．1 7 112．0 23．DB 111．0 2D．46 401．7 30．80 

鱼 山 短绽螺 404．0 87．D4 41．0 l3． 8 l 1．0 41．78 207．2 42．02 

结节滨螺 O O 4．O 0．32 2̂ ．0 2．" 1B．6 t S9 

台计 506．D l D5．2l 157．D 36．9B 2B6．0 64 l 627．5 ¨ 71 

粒结节缕螺 560．O 52 24 54．D 67．0B }如 ．5 45．00 l476．0 97．02 

短傧螺 176．0 39． 9 204．O 25．3D ll7．3 I 9． 8 2 D2．0 2 ．24 南几山 

结 节演螺 1 2．O 9．39 2l4．D l8．5 B 256．7 1 9．52 456．D 5D．9{ 

台计 8B8．O l01．02 ll72．O l10．96 64．5 8 ． q 2l 34．0 t5j．2n 

物量和栖息密度大大高于其他各采样地，这样 

就造成了南几山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明显高于 

其他各地，这可能是由于南几山饵料海藻异常 

丰富，大大超过浙江沿海其他岛屿、沿岸的缘 

故。 Menge(1 98 )“ 认为海藻的多样性会使 

滨螺类的生物量大为增加。可见与食物有着密 

切关系。 

(四)季节变化 表 3为四个主要断面生 

物量和栖息密度的季节变化，从中可 以 看出： 

象I 港内高潮带韵生物量和栖息密度以春季为 

高，秋、冬季为低；朱隶尖和鱼山变化规律基本 

相同，以冬、春为高，秋、夏为低 ；南几山以冬、夏 

为高，春、秋为低。 

三、 讨 论 

(一)关千滨螺的垂直分布 

Conaell(1975) 指出：生物在潮间带的 

分布区域，上限取决于该种生物对各种物理环 

境条件的耐受能力，下限取决于种间的空间竞 

争和该种生物抵抗敌害生物捕食的能力。摈螵 

类由于对环境压力的抵抗力较强，而与其他生 

物竞争的能力低，故一般都分布在高潮带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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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北方沿海的大连 、胶州湾 ，短 滨 螺 

从谶上带至低潮带第一亚带均有分布；而在浙 

江沿海、其分布下限在三门湾、象山港可达中 

嗣带第三亚带，其他地区只达中潮带第二亚带。 

Barne s(I 982) 报道中间拟滨螺的垂 直 分 布 

上限在高潮线以上，其下限～直可以延伸到大 

潮低潮线附近。 而在我国的胶州湾和 浙 江 沿 

海，其下限只能达到中潮带第一亚带，不再向下 

延伸 '。]。结节滨螺在福建的东山。 和浙江沿海 

均分布于潮上带至高潮带 第 二 亚带，但 在 厦 

门 可达中谶带。 粒结节滨螺在北方沿海只分 

布到高潮带 ，而浙江沿海和福建东山 可延 

伸到中潮带第一亚带。 

从浙江沿海本身来看，象 山港、三门湾等内 

湾地区两种主要滨螺的分布下限比沿海岛屿为 

低，这可能同湾内风浪小、高潮带铝料生物贫 

乏、生物种类组成简单、敌害生物少有关 ，从而 

5l起下移。 

在外侧岛屿的同一地点，在四种滨螺共存 

的情况下，垂直分带较明显，从上到下顺序为： 

中间拟滨螺、结节滨螺、粒结节滨螺和短滨螺， 

它们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垂直交替分布现象 

突出。 

(=)环境因子对滨螺分布的影响 

盐度是影响滨螺类水平分布的主要 因子。 

中间拟滨螺主要分布于盐度 28％ 以内的内湾、 

梧岸和近外海岛屿，在外海岛屿只有在淡水流 

迳的地方零星发现。 结节滨螺仅分布 于 盐 度 

30弛 以上的外海岛屿。 从种群密度高低来衡 

量，粒结节滨螺似乎更适应于沿岸和内湾生活， 

如：象山港内粒结节滨螺的栖息密度大大超过 

短滨螺，这可能与该种个体小更能适应环境有 

关。 

对高温和干燥的耐受能力是潮间带生物最 

重要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对生活在潮间带最高 

处的滨螺类，对高温和干燥的耐受力强弱直接 

影响到它们的生存。 Daxies(1969)认为潮间 

带生物分布的高度决定于水的损失速率和有机 

体再次被潮水淹没而重新获得失去水分所需时 

间两者之间的关系。 Brown(1960)研究了六 

种潮间带腹足类的垂直分布与耐干燥能力的关 

系，结果发现滨螺的失水速率最低，它的生存时 

间最长 。加之它们能分泌粘膜封住壳口，隔 

绝与外界之联系，来渡夏和越冬，故它们可以 

分布到潮间带的最高处而不致于长期干燥而死 

亡。 Lewis(1 964)“ 认为潮间带生物在高温 

时具有一定的温度调节能力，它们的体温一般 

低于环境温度，这是蒸发致冷所致。滨螺类是 

否具有此能力尚无报道。 

波浪猛烈和不规则地冲刷直接地以物理力 

作用于岩礁表面生活的生物。在开放性的外侧 

岛屿，短滨螺和粒结节滨螺的分布高度往往高 

于内湾和沿岸。且滨螺类对潮汐的溅落有明显 

的节律性，在涨潮来临时从岩缝中爬出，退嗣后 

又隐入其中，活动高峰与高潮期相吻合。 

滨螺类外套膜内壁丰富的微血管形成的裙 

襞，能使其在干露时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氧气，也 

是对高潮带恶劣环境适应的特化。 

(三)粒结节滨螺和短滨螺的竞争 

Grinnell(1904)~ 指出： 两个相同食性 

的物种不可能长期在同一地区在个体数上达到 

平衡。短滨螺和粒结节滨螺在期间带的分布也 

证 明了这 一点。 

从结构上看 ，粒结节滨螺个体较短滨螺小， 

壳质较薄，活动能力也相对较弱，故该种需要的 

食物和得到的能量均较低，对敌害生物侵袭的 

抗抵能力也差，种间的空间和食物竞争迫使其 

向环境条件恶劣的高潮带，甚至潮上带发展，长 

期的适应，使得该种群得到了充分的扩大。短 

滨螺因有较厚的贝壳，活动能力也较强，故它们 

向潮间带的电潮带扩展，但是，随着潮带降低。 

动物种类增加，如： 日本菊花螺 (Siphonaria 

aponica)、嫁蛾 (Cellana goreuma)、史 氏背 

尖贝 (Notoacmea schrenc~i)等的食性均与其 

相同，食物和空间竞争更为激烈，且潮带越低， 

敌害生物种类也越多，限制了其群落的扩展，密 

度很低。故种群主要在高潮带的第二亚带得到 

发展，形成了粒结节滨螺和短滨螺的两个主要 

垂直分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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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盘并殖吸虫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察 

胡 文 茨 周 世 祜 
(广西医学院寄生虫学 教研室) 

摘要 异盘并殖吸虫后尾蚴在扫描电镜下，体表布满单生体棘，其形状、大小、排列在各部位均有差 

异。口、瞧吸盘上及体末端均具感觉乳突 口、腹 吸盘上均可见 2圈感觉乳麦，前者外圈 8一i0个，内圈 

4—6个；后者外圈、内圈各 6个 腹吸盘周边体壁上无感觉乳麦 虫体的晦觉乳突上常有 l一3个小突 

起 。 

异 盘 并殖 吸 虫 (Paragonimus heterotreo 

mus)是并殖吸虫中的重要致病虫种，分布于广 

西、云南、老挝、泰国等地B“ 。 目前国内对各种 

并殖吸虫成虫的扫描电镜观察报道日渐增 多， 

但对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察至今仅有卫氏并殖 

吸虫 、三平正并殖吸虫m、大平并殖吸虫 及 

怡乐村并殖吸虫 ；国外也仅有卫氏并殖吸虫、 

宫崎并殖吸虫 ，秘鲁并殖吸虫 及墨西哥并殖 

吸虫“ o我们已经对异盘并殖吸虫的成虫作了 

扫描电镜观察 ，但其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 察 

未见报道，为了进一步了解后尾蚴的超微结构 

特点，我们对其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 

材 料 和 方 法 

异盘并殖吸虫囊蚴是从那坡县百南乡的弯 

肢溪蟹 (Potamort llexum)分离出，经猪胆汁脱 

囊后，将所获的后尾蚴以 0．2弼胰蛋白酶、生理 

盐水先后清洗数次 ，然后置 2．5％ 戊二醛固定， 

0．1 M磷酸缓冲液清洗，各级酒精脱水，再经醋 

酸异戊酯置换 ，=氧化碳临界点干燥，于真空涂 

嗅仪内喷金，最后送入 曰立 JSM一300型扫描电 

镜进行观察。 

结 果 

虫体呈椭圆形或长椭圆形，背腹扁平，两端 

钝圆。测量 2条，平均大小为 l 52×90,am。体 

表具横行皱摺，全身背面及腹面布满单生体棘。 

踱吸盘大于口吸盘 ，口吸盘平均大小为 1 8．3× 

20．1／．~ln，腹吸盘为 22×25．1 m (图 1)。 

体棘 体棘由皮层伸出，尖端朝虫体后部 

方向倾斜。口吸盘上及附近的体棘较短小 ，呈 

短锥形(图 2、6)o体前部、口腹吸盘之问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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