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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海三棱藨草带生长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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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年4—11月对长江口崇明东滩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了定位

调查研究。每月1次采用样方法对大型底栖动物和植被进行同步取样；在鉴定、计数和生物量（干重）测定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样性测度以及聚类、排序等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长季内海三棱藨草带大型底栖动物

的多度和生物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月间存在一定波动变化，9月份多度最高，平均为1 536 ind/m2，10月

份生物量（干重）最高，平均为21.60 g/m2；不同月份优势类群组成、多度及生物量特征存在明显差异，瓣鳃

类仅在部分时段表现出优势特征。物种数整体呈V字型变化特征，在8月份达到最低值。由于种间个体数量分布的

变化滞后于整体物种数的变化，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的峰谷变化滞后于物种数变

化，即物种数在5月份达到最低，而多样性及均匀度指数在6月份达到最小值。海三棱藨草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
月间变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水文（包括水动力条件）以及植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时期主导因
子或者不同因子协同作用不同。它们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多度变化，进而改变整体生物量和多
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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