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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在金门岛红树林湿地设置 ２ 个断面 ４ 个采样站位进行沉积物样品采集，
对小型底栖动物的类群组成，海洋线虫群落的优势属、优势种和摄食类型等方面进行研究。 结果表

明：共鉴定出 １０ 个小型底栖动物类群，包括海洋线虫、桡足类、寡毛类、多毛类、涡虫、有孔虫、腹足

类、涟虫、双壳类和缓步类；其中海洋线虫为最优势类群，占小型底栖动物总数的 ９３．９３％。 共鉴定

出海洋线虫 ５１ 种或分类实体，隶属于 ４ 目 １５ 科 ３１ 属。 建功屿断面 ＪＨ 站位鉴定出 １１ 属 １６ 种，其
优势属（数量百分比≥５％）为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Ｖｉｓｃｏｓｉａ、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Ａｎｏｐｌｏｓｔｏｍａ，优势种为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ｕｎｇｕｌａ、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Ａｎｏ⁃
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ｐａｐａ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 ＪＭ 站位鉴定出 ２３ 属 ３５ 种，其优势属为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Ｖｉｓｃｏ⁃
ｓｉａ、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优势种为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ｓｐ． １、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 １、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 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ＪＬ 站位鉴定出 １８ 属 ３０ 种，其优势属为 Ｄａｐｔｏｎｅ⁃
ｍａ、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优势种为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ｑｕａｔｔｕｏｒ、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ｅｔｉｈｙａｌｏｃｅｌｌａ、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 １、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古宁头断面 ＧＨ 站位鉴定出 ２１ 属 ３５ 种，
其优势属为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Ｖｉｓｃｏｓｉａ、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优势种为 Ｄａｐ⁃
ｔｏｎｅｍａ ａｑｕａｔｔｕｏｒ、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ｅｔｉｈｙａｌｏｃｅｌｌａ、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
１、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从群落结构来言，４ 个采样站位仅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为共有优势属，其他无共有优

势种。 从摄食类型来看，除建功屿断面中潮位的海洋线虫群落以 ２Ａ 型为主以外，在其他 ３ 个采样

站位均以 １Ｂ 型为优势，故本研究海洋线虫以非选择性沉积食性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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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底栖动物是一类数量多，分布广、生活周期

短的后生动物，分选时能透过 ５００ μｍ 孔径的套筛而

被 ４２ μｍ 孔径的套筛所截留，是一类评估海岸湿地中

海洋沉积环境质量状况的重要指示生物［１］。 海洋线

虫是小型底栖动物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泛的类群，
通常占小型底栖动物数量的 ６０％以上［２⁃３］，是沿海红

树林湿地底栖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红树

林碎屑食物链中，海洋线虫不仅是消费者，还在分解

矿化有机碎屑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４⁃５］。
金门岛地处厦门湾内，面积为 １２４ ｋｍ２，俯瞰形同

哑铃。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在古宁头西北海域设立了中国

鲎保护区，保证了鲎幼体在潮间带的孵化率和成长

率［６⁃７］。 小型底栖动物是海洋碎屑食物链重要的中间

环节，而海洋线虫作为其优势类群［８］，为中国鲎提供

了丰富的饵料资源［９⁃１０］。 迄今为止，金门红树林湿地

底栖动物及其环境因子的研究暂无相关报道。 ２０２３
年，本研究在金门岛发现了 Ｐａｒｏｄｏｎｔｏｐｈｏｒａ 属的 １ 新

种［１１］。 本研究对金门岛海洋线虫群落，特别是优势

属和摄食类型进行相关分析，以期为金门岛红树林湿

地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提供数据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站位设置与野外采样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在金门岛设置两个采样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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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包括建功屿断面（２４°２５′１２″Ｎ—２４°２５′３８．２８″Ｎ，
１１８°１８′３． ２４″ Ｅ—１１８° １８′３８． ５２″ Ｅ） 和古宁头断面

（２４°２９′９．２４″Ｎ，１１８°１８′１５．８４″Ｅ）。 建功屿断面根据

高、中、低潮位位设置 Ｈ、Ｍ 和 Ｌ ３ 个站位，分别记为

ＪＨ（２４° ２５′３８． ２８″Ｎ，１１８° １８′３８． ５２″Ｅ）、 ＪＭ（２４° ２５′
３７．２″Ｎ，１１８°１８′３４．９２″Ｅ）、ＪＬ（２４°２５′１２″Ｎ，１１８°１８′
３．２４″Ｅ）；古宁头断面仅在高潮位仅设置 １ 个站位，
记为 ＧＨ（２４°２９′９．２４″Ｎ，１１８°１８′１５．８４″Ｅ）。 每个站

位只采集一个混合样。 选择底质类型相对一致、无
扰动的地点进行沉积物样品的采集，采样深度为 ０～
５ ｃｍ。 样品封装前倒入 ５％的福尔马林摇匀固定，
然后常温保存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采样均在白骨

壤红树林区进行。

图 １　 采样站点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２　 样品处理

小型底栖动物室内分选及海洋线虫的制片方法

见文献 ［１２⁃１３］。 将野外采集获得的泥样放入由

５００ μｍ 与 ４２ μｍ 孔径网筛组成的套筛内， 用过滤

后的自来水冲洗，直至透过套筛的水流清澈。 将截

留下的样品，用 Ｌｕｄｏｘ⁃ＴＭ 硅胶溶液（密度为 １． １５
ｇ ／ ｍＬ） 转 入 离 心 管， 以 ４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转 速 离 心

１０ ｍｉｎ，重复两次，提取上清液。 利用解剖镜（Ｎｉ⁃
ｋｏｎ ＳＭＺ８００）进行类群鉴定，利用微分干涉显微镜

（Ｎｉｋｏｎ ＥＣＬＩ⁃ＰＳＥ⁃８０ｉ）进行海洋线虫的鉴定，鉴定

主要参照文献［１３⁃１４］和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ｍｙｓ． ｕｇｅｎｔ． ｂｅ ／
数据库上的文献。

根据海洋线虫口腔类型和摄食方式，将其划分

为 ４ 个功能类群（摄食类型） ［１５⁃１６］，即：选择性沉积

食性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ｆｅｅｄｅｒｓ，１Ａ 型）；非选择性

沉积食性者（ｎ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ｆｅｅｄｅｒｓ，１Ｂ 型）；刮
食者或底上硅藻食性者（ ｅｐｉｇｒｏｗｔｈ ｆｅｅｄｅｒｓ，２Ａ 型）；
捕食者 ／杂食者（ｏｍｎｉｖｏｒｅｓ ／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２Ｂ 型）。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小型底栖动物类群组成

研究区小型底栖动物类群组成及占比见表 １。
２ 个断面共发现 １０ 个小型底栖动物类群，包括海洋

线虫、桡足类、寡毛类、多毛类、涡虫、有孔虫、腹足

类、涟虫、双壳类和缓步类。 海洋线虫为最优势类

群，占小型底栖动物总数的 ９３．９３％，其次桡足类占

５．３１％，其他类群占 ０．７５％。 腹足类仅在建功屿断

面 ＪＨ、ＪＬ 站位出现，占 ０．１０％；缓步类仅在建功屿

ＪＭ 站位出现，占 ０．０２％；有孔虫、涟虫和双壳类仅在

古宁头断面 ＧＨ 站位出现，占 ０．０５％。 从不同站位

小型底栖动物类群数来看，古宁头 ＧＨ 站位小型底

栖动物类群数最多，而建功屿 ＪＬ 站位最少。 海洋线

虫在建功屿 ＪＭ 站位占比最高，达 ９６．０３％；其次为建

功屿 ＪＬ 站位和古宁头 ＧＨ 站位；在建功屿 ＪＨ 站位

占比最低（８８．７４％）。

表 １　 金门红树林湿地各采样站位小型底栖动物类群占比

Ｔａｂ．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ｌ ｔａｘａ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ｉｎ Ｊｉｎｍ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类群
占比 ／ ％

建功屿（ＪＨ） 建功屿（ＪＭ） 建功屿（ＪＬ） 古宁头（ＧＨ） 平均

海洋线虫（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８８．７４ ９６．０３ ９５．６０ ９５．３６ ９３．９３

桡足类（Ｃｏｐｅｐｏｄａ） １１．１６ ２．４５ ３．６４ ４．０１ ５．３１

寡毛类（Ｏｌｉｇｏｃｈａｅｔａ） ０ １．０７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３３

多毛类（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ａ）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１９

涡虫（Ｔｕｒｂｅｌｌａｒｉａ） ０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４４ ０．１９

其他类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５ ０．０４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４　　 · 应 用 海 洋 学 学 报 ４２ 卷

　 　 本次金门岛小型底栖动物调查研究结果与厦门

浔江湾小型底栖生物的研究结果较一致，浔江湾海

洋线虫为最优势类群，占比为 ８９．２８％，其次为底栖

桡足类，占比为 ２．７６％［１７］。 海洋线虫占绝对优势，
小型底栖动物为 １０ 个类群这一结果，也与厦门同安

湾下潭尾红树林（人工林）、泉州洛阳江口红树林、
广西防城港东湾红树林的调查结果相似［１８⁃２０］。
２．２　 海洋线虫优势属（种）

本次调查共鉴定海洋线虫 ５１ 种，隶属于 ４ 目 １５
科 ３１ 属。 其中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为最优势属，占 ３９．８０％（表
２）；占比大于 ５％的优势属依次为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１１．０２％）、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９．６２％）、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９．５４％）和 Ｍｅｔａ⁃
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７．５８％）。 ４ 个采样站位中，仅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为共有优势属， 且在建功屿 ＪＬ 站位占比最高

（７２．６１％），在 ＪＨ、ＪＭ 站位占比相近，不超过 ２０％；
在古宁头 ＧＨ 站位占比为 ５１．３４％。 Ａｎｏ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仅

在建功屿 ＪＨ 站位为优势属，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仅在建

功屿 ＪＭ 站位为优势属，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仅在古宁头 ＧＨ
站位为优势属。 比较 ２ 个断面的高潮位站位（ ＪＨ、
ＧＨ）站位，发现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Ｖｉｓｃｏｓｉａ、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和 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为共有优势属。

表 ２　 金门红树林湿地海洋线虫优势属及其占比

Ｔａｂ． 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ｍ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优势属
占比 ／ ％

建功屿（ＪＨ） 建功屿（ＪＭ） 建功屿（ＪＬ） 古宁头（ＧＨ）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２１．５８ ９．２３ — ７．４２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１９．５２ １４．５８ — ７．１２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１８．８４ １５．７７ ７２．６１ ５１．３４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１６．１０ ８．９３ １０．８３ —

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７．１９ — — ８．９０

Ａｎｏ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５．８２ — — —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 ２７．９８ — —

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 — — ６．５３

总计 ８９．０５ ７６．４９ ８３．４４ ８１．３１

　 　 注：“—”表示该采样站位该属占比小于 ５％。

　 　 ４ 个站位中，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ｑｕａｔｔｕｏｒ 的占比最高

（１４．７８％），占比大于 ５％的优势种依次为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１２．７４％）、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１０．９５％）、Ｄｏｒｙ⁃
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９．５４％）、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７．９７％）、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ｕｎｇｕｌａ （７． ４３％） 和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ｓｐ． １
（７．３５％），见表 ３。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仅在 ２ 个断

面高潮位站位为优势种，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和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ｓｐ．１仅在建功屿 ＪＭ 站位为优势种，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仅在建功屿 ＪＨ 站位为优势种，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 在建功屿 ３ 个站位为优势种，Ａｎｏ⁃
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ｐａｐａ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 仅在建功屿 ＪＨ 站位为优

势种。
４ 个采样站位共有优势属仅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但无共

有优势种。 表明各站位之间海洋线虫群落结构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各站位所对

应的沉积物类型有关。 比较 ２ 个断面的高潮位站位

发现，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和 Ｐａｒａｓ⁃
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为共有优势属，而共有优势种仅 Ｐｔｙ⁃
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 １ 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 １；此外，古宁头 ＧＨ
站位不论在属还是种的水平上，其多样性都远超建

功屿 ＪＨ 站位。 由于缺乏相关环境因子的研究，２ 个

断面高潮位站位海洋线虫群落差异原因尚不明确。

表 ３　 金门红树林湿地海洋线虫优势种及其占比

Ｔａｂ． 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ｍ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优势种
占比 ／ ％

建功屿（ＪＨ） 建功屿（ＪＭ） 建功屿（ＪＬ） 古宁头（ＧＨ）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２１．５８ — —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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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优势种
占比 ／ ％

建功屿（ＪＨ） 建功屿（ＪＭ） 建功屿（ＪＬ） 古宁头（ＧＨ）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 ５．０６ — —

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 — — ５．６４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 １９．５２ １４．５８ — ６．８２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 １６．１０ ８．９３ １０．８３ —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 ７．７４ ３３．７６ ６．２３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ｑｕａｔｔｕｏｒ — — １７．２０ ３３．５３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ｕｎｇｕｌａ １１．９９ — １２．７４ —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ｅｔｉｈｙａｌｏｃｅｌｌａ — — ７．３２ ７．４２

Ａｎｏ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ｐａｐａ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 ５．８２ — — —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ｓｐ．１ — ２７．９８ — —

总计 ７５．０１ ６４．２９ ８１．８５ ６５．８９

　 　 注：“—”表示该采样站位该种占比小于 ５％。

　 　 前人对福建 ５ 片红树林湿地海洋线虫的调查中

发 现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ａ、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Ｔｅｒ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ｉａ、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和 Ｄｉ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为

优势属［２１］；洛阳江口红树林湿地中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ｉａ、Ｐａ⁃
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Ａｄｏｎｃｈｏｌａｉｍｕｓ、 Ｐａｒｏｄｏｎｔｏｐｈｏｒａ、 Ｔｅｒ⁃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ｉａ 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为优势属［２０］；海坛岛长江澳沙

滩中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也为优势属［１］。 这

与本研究结果有一定的相似性。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不仅在粉砂质泥为主的沉积环境中为优势

属，在沙滩中也具有较高的占比。 Ａｌ⁃Ｓｏｆｙａｎｉ 等认为

每个特定的栖息地海洋线虫没有特定的优势属［２２］，
也就意味着海洋线虫的分布模式可能不会受到不同

生境的影响。 邹朝中在厦门岛附近发现了 Ｄｏｒｙ⁃
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属的一新种，但在形态上与本研究所发现

的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 不同，因此认为其是同一属内

的不同种［２３］。
Ｃｏｂｂ 于 １９２０ 年建立了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２４］。 目

前，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在 ｎｅｍｙｓ 数据库中共记录有 ２２８ 种，
其中有效种 １４５ 种，疑问种 ２５ 种，拼写或分类错误

５８ 种。 该属分类地位尚不清楚，易与 Ｔｈｅｒｉｓｔｕｓ Ｂａｓ⁃
ｔｉａｎ， １８６５［２５］、 Ｐａｒａｍｏｎｏｈｙｓｔｅｒａ Ｓｔｅｉｎｅｒ， １９１６［２６］、
Ｐｒｏｍ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ａ Ｗｉｅｓｅｒ， １９５６［２７］、 Ｐａｒａｇｎｏｍｏｘｙａｌａ
Ｊｉａｎｇ ＆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５［２８］ 等属混淆。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中

有 ４１ 种从 Ｔｈｅｒｉｓｔｕｓ 转移而来。 本研究在金门岛红

树林湿地发现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的 ６ 个种，其中仅有 ２
种发现雌性，未能给出种名，另外 ４ 种已确定种名。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具有机质污染指示作用，该属的

线虫对有机质污染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其丰度和

优势度会随环境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加［２９⁃３０］。
其相对丰度大于 １０％ 即表示生态质量状况较差或

差［３０⁃３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在本研究中占绝对优势，总
占比为 ３９．８０％。 在建功屿断面 ＪＬ 站位，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的个体数量占比超过 ７０％，而在 ＪＨ、ＪＭ 站位占比

均不足 ２０％，表明建功屿断面 ＪＨ 站位沉积物有机

质污染可能较严重，原因有待考究。 另外，建功屿

ＪＨ 站位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属占比较古宁头断面 ＧＨ 站位

低，表明后者受有机质污染可能更严重。 总体而言，
金门建功屿和古宁头红树林湿地可能面临严峻的有

机质污染威胁，生态质量状况较差［６］。
２．３　 海洋线虫的摄食类型

本研究中，海洋线虫群落以非选择性沉积食性

者（１Ｂ 型）占优，有 １８ 种，其次刮食者或底上硅藻食

性者（２Ａ 型）和捕食者 ／杂食者（２Ｂ 型）分别有 １２
种和 １１ 种，选择性沉积食性者（１Ａ 型）１０ 种。 表明

１Ｂ 型在研究区域占绝对优势，２Ａ 型 ２Ｂ 型居中，１Ａ
型为最少。 从摄食类型在该站位摄食类群的占比看

（表 ４），４ 个站位中除建功屿 ＪＭ 站位以 ２Ａ 型为主，
其他 ３ 个采样站位皆以 １Ｂ 型占绝对优势；且 １Ｂ 型

在建功屿 ＪＬ 站位占比最为突出（８５．３５％）。
海洋线虫几乎能利用周围环境中所有的营养

源，如细菌、有机碎屑、微藻、真菌、微型底栖生物和

其他小型底栖动物［３２］。 海洋线虫摄食类型与所处

的沉积物类型密不可分，其摄食类型的变化反映了

沉积物中线虫食物来源的不同，反映了沉积物中有

机物存在形式的不同［３３］。 Ｔｉｅｔｊｅｎ 也认为， 食物的

可获得性与沉积物类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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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ｕｙｅｎ 在越南 Ｃａｎ Ｇｉｏ 红树林湿地发现海洋线虫摄

食类型以 １Ｂ 型为优势，其次为 １Ａ 型［３５］。 杨培培

等在漳江口、九龙江口和凤林等红树林湿地发现海

洋线虫均以 １Ｂ 型占主导，而在洛阳江口和湾坞红

树林湿地中以 ２Ｂ 和 ２Ａ 型为优，１Ａ 型为最少［２１］。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金门红树林有机质含

量较高，海洋线虫主要以腐烂的有机碎屑为食。

表 ４　 金门红树林湿地海洋线虫的摄食类型及其占比

Ｔａｂ． ４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ｍ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摄食类型
占比％

建功屿（ＪＨ） 建功屿（ＪＭ） 建功屿（ＪＬ） 古宁头（ＧＨ）

１Ｂ ４５．５５ ３７．８０ ８５．３５ ５９．３５

２Ａ ２１．５８ ４２．８５ ３．５０ １６．３２

２Ｂ ３０．８２ １８．４５ ８．６０ ２１．０７

１Ａ ２．０５ ０．８９ ２．５５ ３．２６

３　 结论

本次金门岛红树林湿地小型底栖动物研究中发

现小型底栖动物共 １０ 个类群，海洋线虫占绝对优势

（９３．９３％）。 共鉴定出海洋线虫 ４ 目 １５ 科 ３１ 属 ５１
种，其中优势属（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和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
ｍａｄｏｒａ；优势种为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２、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１、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３ 和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ｓｐ．１。 ４ 个站位中

共发现 １０ 个共有种，分别为：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１、Ｄａｐ⁃
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 ２、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 ３、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ｐ． ４、Ｐｔｙ⁃
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Ｓａ⁃
ｂａｔｉｅｒｉａ ｓｐ．１、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ｓｐ．４ 和 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ｓｐ．３。 摄食类型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 １Ｂ＞２Ａ＞２Ｂ＞
１Ａ。

参考文献：
［１］ 　 陈玉珍， 郭玉清， 刘爱原． 福建海坛岛长江澳沙滩自由生活海洋线虫群落研究［Ｊ］ ．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７）： ２ ５７３⁃２ ５８２．

ＣＨＥＮ Ｙ Ｚ， ＧＵＯ Ｙ Ｑ， ＬＩＵ Ａ 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ｏｎ ｓａｎｄｙ ｂ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ｏ （Ｈａｉ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９， ３９（７）： ２ ５７３⁃２ ５８２．

［２］ 　 ＨＥＩＰ Ｃ， ＶＩＮＣＸ Ｍ， ＶＲＡＮＫＥＮ 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Ｊ］ ．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５， ２３： ３９９⁃４８９．
［３］ 　 王玥， 郭玉清． 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保护区自由生活海洋线虫联体线虫属（Ｃｏｍｅｓｏｍａ）两个新记录种［ Ｊ］ ． 应用海洋学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２

（１）： ７⁃１５．
ＷＡＮＧ Ｙ， ＧＵＯ Ｙ Ｑ． Ｔｗｏ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Ｃｏｍｅｓｏｍａ）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ｈａｉ Ｂａｙ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ｅｉｈａｉ，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３， ４２（１）： ７⁃１５．

［４］ 　 ＧＵＯ Ｙ Ｑ， ＣＨＡＮＧ Ｙ， ＹＡＮＧ Ｐ Ｐ． Ｔｗｏ ｎｅｗ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ｅｓｏｍａｔ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
ｎａ［Ｊ］ ． Ａｃｔａ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８， ３７（１０）： １６１⁃１６７．

［５］ 　 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Ｒ Ｖ， ＬＵＮＤＱＵＩＳＴ Ｃ Ｊ， ＰＩＬＤＩＴＣＨ Ｃ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ｔ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ｄｅｔｒｉ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４６０： ８０⁃８８．

［６］ 　 翁朝红， 谢仰杰， 肖志群， 等． 福建及中国其他沿岸海域中国鲎资源分布现状调查［Ｊ］ ． 动物学杂志， ２０１２， ４７（３）： ４０⁃４８．
ＷＥＮＧ Ｚ Ｈ， ＸＩＥ Ｙ Ｊ， ＸＩＡＯ Ｚ Ｑ，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ａｂ （Ｔａｃｈｙｐｌｅｕｓ ｔｒ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ａｓｔ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７（３）： ４０⁃４８．

［７］ 　 陈章波， 陈昭伦， 杨明哲， 等． 鲎的保护与族群恢复之研究［Ｊ］ ． 福建环境， ２００３， ２０（４）： ３２⁃３４．
ＣＨＥＮ Ｚ Ｂ， ＣＨＥＮ Ｚ Ｌ， ＹＡＮＧ Ｍ Ｚ，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ａｂ［Ｊ］ ． Ｆｕｊｉ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２０
（４）： ３２⁃３４．

［８］ 　 王彦国． 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小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Ｄ］． 厦门： 厦门大学， ２００８．
ＷＡＮＧ Ｙ 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Ｄ］． Ｘｉａｍｅ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８．

［９］ 　 蔡立哲， 陈昕韡， 傅素晶， 等． 厦门鳄鱼屿潮间带中国鲎的种群动态与底栖环境［Ｊ］ ． 湿地科学与管理， ２０２１， １７（１）： １４⁃１８．
ＣＡＩ Ｌ Ｚ， ＣＨＥＮ Ｘ Ｗ， ＦＵ Ｓ Ｊ， ｅｔ 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ｃｈｙｐｌｅｕｓ ｔｒ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ｅｙｕ ｉｓｌｅｔ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Ｊ］ ．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１７（１）： １４⁃１８．

［１０］ 　 李国强， 叶伟鹏， 余怀勇， 等． 平潭岛中国鲎保护区沙质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Ｊ］ ． 海洋环境科学， ２０１７， ３６（２）： １７９⁃１８５．
ＬＩ Ｇ Ｑ， ＹＥ Ｗ Ｐ， ＹＵ Ｈ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ｆａｕｎａ ｏｎ ｓａｎｄｙ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ａｂ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



３ 期 肖月平，等：金门岛红树林湿地海洋线虫群落结构的初步探究 ·４０７　　 ·

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３６（２）： １７９⁃１８５．
［１１］ 　 ＸＩＡＯ Ｙ Ｐ， ＧＵＯ Ｙ Ｑ． Ｔｗｏ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ｎｅ ｋｎｏｗｎ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ｘｏｎｏｌａｉｍ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ｉｗａｎ［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３， ６０： １⁃１３．
［１２］ 　 ＳＯＭＥＲＦＩＥＬＤ Ｐ，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Ｒ．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ａｎｕａｌ［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９⁃１６．
［１３］ 　 ＰＬＡＴＴ Ｈ Ｍ，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Ｒ．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ｐａｒｔ ＩＩ．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ｉｄａ． Ｓｙｎｏｐ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ａｕｎａ Ｎｏ． ３８［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８．
［１４］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Ｒ， ＰＬＡＴＴ Ｈ Ｍ， ＳＯＭＥＲＦＩＥＬＤ Ｐ．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Ｍ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ｉｄａ． Ｓｙｎｏｐ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ａｕｎａ Ｎｏ． ５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８．
［１５］ 　 ＷＩＥＳＥＲ Ｗ．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Ｂｕｚｚａｒｄｓ Ｂａｙ ＩＩ． Ｔｈｅ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ｌ［Ｊ］ ．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６０， ５（２）： １２１⁃１３７．
［１６］ 　 ＷＩＥＳＥＲ Ｗ． Ｄｉ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Ｍｕｎｄｈｈｌｅｎｇｅｓｔａｌｔ， Ｅｒｎｈｒｕｎｇｓｗｅｉｓｅ ｕｎｄ Ｖｏｒｋｏｍｍｅｎ ｂｅｉ ｆｒｅｉｌｅｂｅｎｄｅｎ ｍａｒｉｎｅｎ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ｎ： ｅｉｎｅ ｋｏｌｏｇｉｓｃｈ⁃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Ｊ］ ． Ａｒｋｉｖ ｆｏｒ Ｚｏｏｌｏｇｉ， １９５３， ４： ４３９⁃４８４．
［１７］ 　 方少华， 吕小梅， 张跃平． 厦门浔江湾小型底栖生物数量分布及生态意义［Ｊ］ ． 台湾海峡， ２０００， １９（４）： ４７４⁃４７７．

ＦＡＮＧ Ｓ Ｈ， ＬÜ Ｘ Ｍ， ＺＨＡＮＧ Ｙ 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ｉｏｂｅｔｈｏ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Ｘｕ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ｙ， Ｘｉａｍｅｎ［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２０００， １９（４）： ４７４⁃４７７．

［１８］ 　 邹明明， 朱慧兰， 郭玉清． 广西防城港东湾红树林湿地春季小型底栖动物丰度与生物量［Ｊ］ ．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２０， ３９（６）： １ ８２３⁃１ ８２９．
ＺＯＵ Ｍ Ｍ， ＺＨＵ Ｈ Ｌ， ＧＵＯ Ｙ Ｑ．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ｎｇｗａ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３９（６）： １ ８２３⁃１ ８２９．

［１９］ 　 陈昕韡， 李想， 曾佳丽， 等． 厦门同安湾下潭尾人工红树林湿地小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 Ｊ］ ． 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５６
（３）： ３５１⁃３５８．
ＣＨＥＮ Ｘ Ｗ， ＬＩ Ｘ， ＺＥＮＧ Ｊ Ｌ， ｅｔ ａｌ．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ｘｉａｔａｎｗｅｉ ｏｆ Ｔｏｎｇ’ａｎ Ｂａｙ， Ｘｉａｍｅ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５６（３）： ３５１⁃３５８．

［２０］ 　 常瑜， 郭玉清． 福建洛阳江口红树林小型底栖动物的研究［Ｊ］ ． 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１９（１）： ７⁃１２．
ＣＨＡＮＧ Ｙ， ＧＵＯ Ｙ 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ｏｆ Ｌｕｏ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ｍ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１９（１）： ７⁃１２．

［２１］ 　 杨培培， 常瑜， 郭玉清， 等． 福建省红树林湿地海洋线虫的优势属及摄食类型［Ｊ］ ． 海洋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１（１２）： ９０⁃１０２．
ＹＡＮＧ Ｐ Ｐ， ＣＨＡＮＧ Ｙ， ＧＵＯ Ｙ Ｑ， ｅｔ 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Ｈａｉｙａｎｇ Ｘｕｅｂａｏ， ２０１９， ４１（１２）： ９０⁃１０２．

［２２］ 　 ＡＬ⁃ＳＯＦＹＡＮＩ Ａ， ＥＬ⁃ＳＨＥＲＢＩＮＹ Ｍ． Ｍｅｉｏｂｅｎｔｈｉ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ｙ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Ｊ］ ．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８， ４７（４）： ３５９⁃３７５．

［２３］ 　 邹朝中． 厦门岛附近自由生活海洋线虫的研究： 联体线虫科的变异毛咽线虫和异毛联体线虫新种［Ｊ］ ． 台湾海峡， ２００１， ２０（１）： ４８⁃５３．
ＺＯＵ Ｃ Ｚ．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ｒｅ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ｎｅａｒ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ｅｓｏｍａｔｉｄａ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２００１， ２０（１）： ４８⁃５３．

［２４］ 　 ＣＯＢＢ Ｎ Ａ．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ｎｅｗ ｎｅｍａｓ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１００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Ｊ］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０， ９： ２１７⁃３４３．
［２５］ 　 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 Ｃ． ＩＩ．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ｕｉｌｌｕｌｉｄａｅ， ｏｒ ｆｒｅｅ ｎｅｍａｔｏｉ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００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５， ２５（２）： ７３⁃１８４．
［２６］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Ｇ． Ｆｒｅｉｌｅｂｅｎｄ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ｒ ｂａｒｅｎｔｓｓｅｅ［Ｊ］ ． Ｚｏ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１９１６， ３９： ５１１⁃６６４．
［２７］ 　 ＷＩＥＳＥＲ Ｗ．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ＩＩ． Ａｘｏｎｏｌａｉｍｏ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Ｍｏｈｙｓｔｅｒｏｉｄｅａ［Ｍ］． Ｃｈｉｌｅ： Ｌｕｎ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ｔｓ Ａｒｓｓｋｒｉｆｔ， １９５６．
［２８］ 　 ＪＩＡＮＧ Ｗ Ｊ， ＨＵＡＮＧ Ｙ． Ｐａｒａｇｎｏｍｏｘｙａｌａ ｇｅｎ． ｎｏｖ． （Ｘｙａｌｉｄａｅ， Ｍ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ｉｄａ，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 ． Ｚｏｏｔａｘａ， ２０１５， ４ ０３９

（３）： ４６７⁃４７４．
［２９］ 　 华尔， 崔春燕， 徐华林， 等． 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自由生活海洋线虫群落特征研究［Ｊ］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 ５０

（９）： ４６⁃６３．
ＨＵＡ Ｅ， ＣＵＩ Ｃ Ｙ， ＸＵ Ｈ Ｌ，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Ｆｕｔｉａ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Ｊ］ ． Ｐｅｒｉ⁃
ｏｄｉｃ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５０（９）： ４６⁃６３．

［３０］ 　 ＢＩＡＮＣＨＥＬＬＩ Ｓ， ＢＵＳＣＨＩ Ｅ， ＤＡＮＯＶＡＲＯ Ｒ， ｅｔ ａ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８， ９５： ２７０⁃２８７．

［３１］ 　 ＭＯＲＥＮＯ Ｍ， ＳＥＭＰＲＵＣＣＩ Ｆ， ＶＥＺＺＵＬＬＩ 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１， １１（２）： ３２８⁃３３６．

［３２］ 　 杜永芬， 高抒，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Ｒ Ｍ， 等． 海岸带湿地自由生活海洋线虫的生态功能研究进展［Ｊ］ ． 科学通报， ２０１４， ５９（３１）： ３ ０４３⁃３ ０６０．
ＤＵ Ｙ Ｆ， ＧＡＯ Ｓ，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Ｒ Ｍ，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４， ５９（３１）： ３ ０４３⁃３ ０６０．

［３３］ 　 ＭＯＥＮＳ Ｔ， ＶＩＮＣＸ 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９９７， ７７（１）： ２１１⁃２２７．

［３４］ 　 ＴＩＥＴＪＥＮ Ｊ 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７， ４３（２）： １２３⁃
１３６．

［３５］ 　 ＮＧＵＹＥＮ Ｄ 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 Ｇｉｏ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ａｓ ｂｉ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Ｄ］． Ｇｈｅｎｔ： Ｇｈ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９．



·４０８　　 · 应 用 海 洋 学 学 报 ４２ 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ｍ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ＸＩＡＯ Ｙｕｅｐｉｎｇ， ＧＵＯ Ｙｕｑｉｎｇ∗， ＳＨＩＨ Ｙｉｊｉ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ｉｍ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ｕｐ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Ｊｉｎ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０ ｍｅｉｏｆａｕ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ｃｏｐｅｐｏｄａ， ｏｌｉｇｏｃｈａｅｔａ， 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ａ， ｔｕｒｂｅｌｌａｒｉａ， ｆｏｒａｍｉｎｉｆｅｒａ， 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 ｃｕｍａｃｅａ， ｂｉ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ｔａｒｄｉｇｒａｄａ． 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９３．９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１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ｏｒ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３１ ｇｅｎｅｒａ， １５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４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ｉｔｅ ＪＨ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１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１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 ≥５％） ｗｅｒｅ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Ａｎｏ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ｕｎｇｕｌａ，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 Ａｎｏｐｌｏｓｔｏｍａ
ｐａｐａ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 Ｔｈｅｎ， ａｔ ｓｉｔｅ ＪＭ， ２３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２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５％） ｗｅｒｅ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ｄｏｒａ ｓｐ．１，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ｓｐ．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
ｍｅｌｌ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ｔ ｓｉｔｅ ＪＬ， １８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３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５％） ｗｅｒｅ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ａｎｄ 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ｏｐ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ｑｕａｔｔｕｏｒ，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ｅｔｉｈｙａｌｏ⁃
ｃｅｌｌａ，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ｉｔｅ ＧＨ ｏｆ Ｇｕｎｉｎｇｔ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１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３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ｅｒ⁃
ｃｅｎｔａｇｅ ≥５％） ｗｅｒｅ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Ｐａ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ｌａｉｍｕｓ，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ａｑｕａｔｔｕｏｒ，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ｓｅｔｉｈｙａｌｏｃｅｌｌａ， Ｖｉｓｃｏｓｉａ ｓｐ．１，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ｂａｉｈａｉｊｉａｏｅｎ⁃
ｓｉｓ， Ｐｔｙｃｈｏｌａｉｍｅｌｌｕｓ ｓｐ．１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ｏｐｈ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ｌｙ Ｄａｐｔｏｎｅｍａ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ｕｓ ａｔ ａｌｌ 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ｔ ｓ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ｙｐｅ ２Ａ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１Ｂ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ｍｏｓ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ｅｅ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Ｊｉｎｍｅｎ Ｉｓ⁃
ｌａｎｄ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９７２．２０２２０１０２００１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ｙｕｑｉｎｇ＠ 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责任编辑：肖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