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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底栖生物学发展回顾与展望* 

张均龙  史本泽  赵  峰  徐奎栋①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生物分类与系统演化实验室, 青岛  266071) 

摘要    海洋底栖生物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底层生态系统的能量

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海洋底栖生物学起步较晚, 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 已取得许多研究进展和成果, 但目前学科发展仍存在很多不足。总体而言, 

我国海洋底栖生物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和分散, 仍为相对弱势的一个学科, 亟需一个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来整合业内的研究力量和资源, 促进我国底栖生物学的研究与发展。

本文综合分析了大型底栖生物、小型底栖生物和微型底栖生物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并就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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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底层环境是继海洋水体之后 , 地

球上的第二大生物栖息地 , 是海洋中生物多

样性 为丰富的生态类型 , 其生态功能极为

重要。但是人类对这一广阔生物栖息地的了

解甚少, 甚至不如对月球表面了解得多(Gray 

and Elliott, 2009)。海洋底栖生物占据海底这

一 广 袤 的 生境 , 从 潮 间带 到 深 海 均有 分 布 , 

已知的海洋无脊椎动物中 90%为底栖生物。

海洋底栖生物(benthos)是生活在海洋底表或

沉 积 物 中 的 各 种 生 物 , 包 括 底 栖 动 物

(zoobenthos)、底栖植物(phytobenthos)和底栖

微生物(benthic microorganisms)。底栖动物根

据其生态类型可分为底上动物(epifauna)、底

内动物 (infauna)和底游动物 (nektobenthos 或

hyperbenthos)。底上动物主要是指在底表移

动生活或附着或固着在岩石、贝壳或植物等

基物上的底栖动物 ; 底内动物是指埋栖于泥

沙或在底内穴居、钻孔的底栖动物 ; 底游动

物 包 括 栖 息 于 底 层 的 鱼 类 和 活 动 能 力 较 强

的无脊椎动物。海洋底栖植物主要指在海洋

底栖的绿藻、褐藻、红藻等大型海藻 , 有时

也包括底栖硅藻等微型生物。底栖微生物通常

是指个体微小的原核或真核的单细胞自养或

异养微型生物, 主要包括细菌、真菌、原生动

物和微藻。底栖生物根据其大小(图 1 见文后彩

图), 又可分为微型底栖生物(microbenthos)、小

型 底 栖 生 物 (meiobenthos) 和 大 型 底 栖 生 物

(macrobent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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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底栖生物过筛分选获得的各粒级组成示意图

(见书后彩图 15) 
Fig.1  Diagram showing major benthos groups sorted 

by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fraction 
 
大型底栖动物(macrofauna)通常是指能被

0.5mm 孔径网筛截留的底栖动物, 其主要类

群包括刺胞动物(Cnidaria)、多毛类环节动物

(Annelida)、软体动物 (Mollusca)、甲壳动物

(Crustacea)及棘皮动物(Echinodermata), 此外

还包括常见的海绵(Porifera)、苔藓虫(Bryozoa)、

星虫(Sipuncula)、螠虫(Echiura)、纽虫(Nemertea)

和底栖鱼类等。 

小型底栖生物又称小型底栖动物(meiofauna), 

是 指 分 选 时 可 通 过 0.5mm 网 筛 , 但 被

0.042mm 网筛蓄留的动物 , 深海生态研究中

采 用 0.031mm 作 为 小 型 底 栖 生 物 的 下 限

(Giere, 2009)。小型底栖生物是底栖环境中数

量 为优势的后生动物类群 , 包含暂时性和

永久性小型底栖生物, 至少有 22 个门类包含

小 型 底 栖 生 物 的 分 类 阶 元 , 其 中 动 吻 动 物

(Kinorhyncha)、颚咽动物(Gnathostomulida)、

缓 步 动 物 (Tardigrada)和 有 甲 动 物 (Cingulata)

等门类是小型底栖生物特有的。线虫(Nematoda)

通常是丰度上 占优势的类群, 其次是以猛水

蚤(Harpacticoida)为主的底栖桡足类(Copepods) 

(McIntyre, 1969; Coull, 1999)。 

微型底栖生物是指生活于沉积物表面和

底内的所有单细胞原核和真核微型生物 , 包

括光合自养和异养(含混合营养)的类群。按个

体大小划分, 微型底栖生物涵盖粒径 0.2~2μm

的微微型、2~20μm 的微型和>20μm 的微小型

底栖生物 ; 按功能类群划分 , 微型底栖生物

包括底栖原核微生物、真核微藻及原生动物等 

(类彦立和徐奎栋, 2011; 徐奎栋, 2011)。此外, 

低等真菌及营寄生生活的毫微微型(<0.2μm)

病毒也是微型底栖生物的组成部分 , 还是海

洋底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 

1  底栖生物的生态功能 

底栖生物对底层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

物质循环过程, 如营养物的循环, 污染物质的

分解、扩散和掩埋, 以及次级生产力等有重要

作 用 (Snelgrove, 1998; Ellingsen and Gray, 

2002; 李新正, 2011)。微型底栖生物、小型底

栖生物和大型底栖生物各司其职 , 构成了完

整的海洋底栖生物食物网(图 2), 并完成海洋

底层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因此, 对底

栖生物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海洋底层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了解。 

不同种类底栖生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

及对污染等不利因素的耐受力和敏感程度不

同, 海洋大型底栖生物生活史较长、活动性差, 

而微型和小型底栖生物的生活周期较短、繁殖

力强, 根据这些特点, 利用底栖生物的种群结

构、优势种类、数量等参量可以确切反映水体

和底层环境的质量状况。底栖生物在环境污染

监测中通常被用作环境变化的指示生物。 

通常 , 大型底栖生物因其具有较大的经

济意义而更受关注。大型底栖生物中许多种类

是水产养殖和捕捞的对象 , 有些是经济鱼虾

蟹的天然饵料 ,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 多数

大型底栖生物长期生活在底表或底层沉积物

中, 具有区域性强、迁移能力弱等特点, 对于

环境污染及变化通常少有回避能力 , 其群落

破坏后的重建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Snelgrove, 

1998; Ellingsen and Gray, 2002; 李新正, 2011)。

小型底栖生物作为微型底栖生物和大型底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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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洋底栖生物食物网示意图 (仿自徐奎栋, 2011)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benthic food web (from Xu, 2011) 

 
生物的中间桥梁, 在整个底栖生态系统中的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小型底栖生物主要摄食沉积环境中的有机

碎屑和细菌、硅藻、纤毛虫等微型生物, 调节

微型生物的生产过程; 同时, 又是大型底栖生

物的重要食物, 是许多经济鱼类、虾类和贝类

等幼体的重要饵料, 其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这些

重要经济类群的数量(Coull, 1999; 张志南等, 

2004)。微型底栖生物数量极为庞大, 在生态系

统的初级生产、有机质利用及营养物质循环中

起着基础作用, 是底栖微食物网中初级生产力

向高营养级转换的枢纽 (徐奎栋, 2011)。 

2  海洋底栖生物学研究简史 

2.1  国际研究进展 

海洋生态学开始于 18 世纪初英国的海洋

生物学家零星的底栖生物调查。19 世纪, 西欧

各国相继进行多次大范围的海洋生物调查。20

世纪初 , 海洋大型底栖生物的研究主要包括

对群落组成及其稳定性和多样性、群落演替、

能量转换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在此期间, 国

际上才开始出现对小型底栖生物的系统研究, 

比大型底栖生物的研究晚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Higgins and Thiel, 1988)。这些对小型底栖生

物的研究主要还处于发现和分类鉴定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后, 大型底栖生物进入定量研究、

生物群落及生物多样性研究阶段 , 并通过对

底栖生物群落进行长期调查以进行环境监测, 

小型底栖生物也进入系统分类学加速发展和

群落定性描述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初, 人们

才普遍使用大型底栖动物区系、物种的出现、

丰度、生物量等来评价海洋生物环境状况。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提出了有关底栖生物的种种

假说 , 各类假说的验证成为研究的主要驱动

力, 实验生态学和生物海洋学迅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 底栖生物研究的时空尺度已经扩大

到全球, 并以年际和 10 年际的时间系列为重

点, 联系全球变化, 特别是以气候异常和人类

活动的影响为切入点 , 通过现场观测和受控

试验相结合 , 探讨底栖生物的功能响应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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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受到学者的重视。随着生态调查范围的扩大, 

多元统计技术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 海洋底

栖生物群落的研究已由定性描述发展到了定

量解析阶段。底栖群落生态学的研究在经历了

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后 , 逐步由单纯的野

外观测和描述转入实验生态、对系统演化的考

虑及污染和扰动对群落结构的影响评价。 

目前 , 海洋底栖生物多样性主要的进展

和趋势如下 : ①从局域尺度和区域尺度到全

球尺度的海洋底栖生物多样性格局及其控制

机制已取得明显进展。②现场观测和受控实验

相结合 , 探讨底栖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异常和

人类扰动的响应是另一个热点。③底栖生物在

大的时间尺度下发生变化的相关因素也备受

关注。特别是近些年来, 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

变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改变 , 外部因素对种

群和群落的影响更受关注。④随着深海探测技

术的成熟和应用 ,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涉及

深海和极端生境的底栖生物生态研究 , 包括

揭示新物种和新生命现象、探讨其生物地理学

特点、评估底栖生物在区域和全球海域的生物

多样性。⑤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系统发育分析和

遗传多样性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 对底栖生

物各类群的系统发育地位和关系进行了重新

审视, 获得了新的认识。⑥国际合作的全球化

和新技术应用的大趋势。 

2.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底栖生物研究起步较晚 , 经过数十

年的发展, 已取得许多研究进展和成果, 但目

前学科发展仍存在很多不足。刘瑞玉(1990)、

李 新 正 (2011) 、 张 志 南 等 (2004) 及 徐 奎 栋 

(2011)分别对大型、小型和微型底栖生物研究

的进展做过详细综述, 在此不做详细赘述, 仅

简要回顾其发展历史并介绍重要进展。 

2.2.1  大型底栖生物研究进展     

我国首次海洋生物调查从 1935~1936 年

“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的调查开始 , 先后

发表四期采集报告及食用软体动物报告(张玺, 

1935; 张玺和相里矩 , 1936; 张玺和马绣同 , 

1936, 1949)。我国海洋底栖生态学的研究起步

较晚, 是以 1956 年中苏黄海、东海和海南岛

潮间带生态学开始的 , 俄罗斯学者古丽亚诺

娃 (1958)和我国底栖生态学奠基人刘瑞玉等

对黄海潮间带的大型底栖生物进行了研究。

1957 年 , 我国第一艘海洋综合调查船“金星

号”开始服役, 展开了全国海洋多学科的综合

调查 , 即全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 (1958~1960

年)(刘瑞玉和徐凤山, 1963)。中越北部湾海洋

综合调查研究也获得了多学科资料和标本 , 

填补了学科领域的空白(1959~1960 年 , 1962

年)。我国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调查底栖

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资料并开展分类工作 , 从

而对各海区大型底栖动物区系的特点有了基

本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通过开展国际合作, 

我国的大型底栖生物学的研究取得很大发展。

将底栖生物群落与沉积类型相联系 , 进行定

性 定 量 的 描 述 , 并 进 行 东 海 大 陆 架 调 查

(1978~1979 年)、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

调查(1980~1986 年)。Liu 等(1983)、刘瑞玉等

(1986)研究了黄、东海大型底栖动物的生态特

点, 并对黄东海底栖生物区系进行了划分, 讨

论了底栖生物与温度、盐度、海流及沉积物的

关系。唐质灿和徐凤山(1978)、江锦祥等(1985)

对东海大陆架底栖生物的数量分布和群落进

行了研究。Boesch 等 (1986) 讨论了东海大陆

架底栖生物在沉积过程中的作用。后来, 还在

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进行了长江三峡工程对

河口生物学和渔业资源影响的调查(刘瑞玉等, 

1987) 、 中 国 海 岛 资 源 综 合 调 查 (1990~1994

年)、中韩黄海及其附近水域的调查(刘瑞玉等, 

1996)、126 大陆架专项调查(1997~2000 年)、

东黄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1999~2004 年)、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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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专项(即 908 专项调查, 2004~2009 年) 和

正在进行中的中国近海水母暴发的关键过程、

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等。 

其中 , 对黄海大型底栖生态研究相对较

多, 刘瑞玉(1990)、李新正(2011)对黄海的海

洋大型底栖生态学进行了综述。张均龙等对比

了 50 年间黄海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变化, 结

果显示, 黄海软体动物多样性降低, 群落受到

了较为严重的干扰 , 群落结构发生了较大变

化, 冷水种种群萎缩衰退, 分布范围缩小, 有

的甚至已经枯竭, 暖水性种类分布范围北移, 

从东海扩布到了黄海南部 ; 黄海软体动物在

近 50 年中在向小型化和种数减少趋势发展, 

现在的种类以生长周期短、个体小、数量多的

物种为主(Zhang et al., 2016a, 2016b)。 

另外, 对渤海(吴耀泉和张宝林, 1990; 孙

道元和刘银城, 1991; 于子山等, 2001; 韩洁

等, 2004; Zhou et al., 2007)、长江口(孙道元等, 

1992; 李宝泉等, 2007; 章飞军等, 2007; Meng 

et al., 2007; 刘录三等, 2008; Liu and Zheng, 

2010)、胶州湾(刘瑞玉, 1992; 李新正等, 2005, 

2006; 于海燕等, 2006)、福建和浙江沿海(李荣

冠和江锦祥, 1989; 鲍毅新等, 2006; 寿鹿等, 

2009; 赵永强等 , 2009)等地的底栖生物资源

的调查也较多 , 并研究了影响海洋底栖生物

分布的生态因子 , 为进一步研究底栖生态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重要参考。 

2.2.2  小型底栖生物研究进展     

我国小型底栖生物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

历史较短。陆鼎恒(1934)记述了黄海山东半岛

北岸的动吻类新种是我国关于海洋小型底栖

生物 早的报道, 但此后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报道。20 世纪 70 年代末

和 80 年代初, 在开放政策和学者外出访问及

国际合作引入的推动下 , 包括“中美”(1985~ 

1987 年), “中英”(1995~1997 年、1998~2000 年), 

“中法” (2004~2006 年)和“中日” (1997~2006

年)等国际联合调查, 我国的小型底栖生物研

究取得了快速发展  (张志南等 , 2004; 黄勇 , 

2005)。在张志南教授的带领下, 我国的小型

底栖生物研究从黄渤海域的潮间带、养虾池和

浅海陆架开始, 逐步扩展到其他海域, 并在分

类学、多样性和生态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较为显著的进展。 

渤海是我国陆架区海域小型底栖生物生

态系统研究的开端 , 也是我国目前研究较为

全面系统的海域。此后, 研究涉及了渤海的小

型底栖生物的类群组成、丰度、生物量、生产

量、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等, 对渤

海的小型底栖生物生态学及线虫和底栖桡足

类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

研究(张志南等, 1989, 1993; 张志南, 2000; 慕

芳红等, 2001a, 2001b; Guo et al., 2001a, 2001b, 

2002; 郭玉清等, 2002, 2003; Hua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0)。 

黄海的小型底栖生物生态学研究是迄今

为止所有海域中 多的。黄海的小型底栖生物

生态学研究始于钱国珍等 (1992)对青岛湾潮

间带有机质污染区的调查 ; 之后在青岛潮间

带的砂质、泥砂质和泥质沉积物中陆续开展了

大量研究(张志南等 , 1993; 范士亮等 , 2006, 

2011; Du et al., 2009; 杜永芬等, 2011; 华尔等, 

2012), 而黄海其他沿海地区潮间带则鲜有研

究 报 道 ; 此 外 , 张 志 南 等 (1993) 和 张 艳 等

(2005)还对潮间带的附生于海藻上的小型底

栖生物进行了研究。黄海潮下带的小型底栖生

物研究始于张志南等(2001)对胶州湾的调查 , 

之后在黄海陆架区展开了一些研究(林岿璇等, 

2004; 张志南和周红, 2004; 黄勇, 2005; 刘晓

收, 2005; 黄勇和张志南, 2007; 吴绍渊和慕

芳红, 2009;张艳, 2009; 吴秀芹等, 2010; 王家

栋等, 2011;于婷婷和徐奎栋, 2013), 这些研究

丰富了对黄海潮下带 , 尤其是陆架区小型底

栖生物类群组成和数量分布的认识 , 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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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其动态和功能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资料。 

与渤海和黄海相比 , 东海海域的小型底

栖生物研究仍然偏少 , 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

滩涂虾池和红树林等潮间带(蔡立哲和李复雪, 

1998; 蔡立哲等, 2000a; 郭玉清, 2008; 郭玉

清和叶兆弘 , 2008)、台湾海峡  (蔡立哲等 , 

2000b, 2001; 方少华等, 2000)和长江口及其

邻近海域(Fleeger et al., 1986; 华尔等, 2005; 

Hua et al., 2006, 2009; 王小谷等, 2010; 于婷

婷和徐奎栋, 2013; 史本泽等, 2015), 涉及小

型底栖动物的丰度、生物量及粒径谱等。迄今

为止, 我国对该海域的研究偏少, 缺乏季节和

年际变化的资料 , 对其数量分布及变动尚缺

乏足够的认识。 

总体上 , 南海的开始 晚 , 也是目前小

型底栖生物研究 少的海域 , 且已有研究主

要 集 中 于 香 港 沿 岸 (Zhou, 2001; Liu et al., 

2008, 2009, 2011a, 2011b; Zhou and Zhang, 
2008)、北部湾(蔡立哲等 , 2000b; 王彦国等 , 

2011; Cai et al., 2012)和南海北部陆架海域(杜

永芬等 , 2010), 而关于大陆坡及深海海域则

尚无研究资料。 

2.2.3  微型底栖生物研究进展     

相较于大型和小型底栖生物 , 微型底栖

生物的个体微小、多样性更高、功能更复杂, 

且大部分底栖微型生物个体脆弱 , 不易从沉

积物中提取和培养, 研究极为欠缺。类彦立和

徐奎栋编制完成的《海洋微型底栖生物调查规

范》(HY/T 140—2011)填补了现行《海洋调查

规范》(GB/T 12763.6—2007)中尚缺的微型底

栖生物部分。该规范为微型底栖生物各类群的

定量提取与定性分析提供了技术方案 , 提出

了用于海洋微型底栖生物分析的 Ludox-QPS

法 (Xu et al., 2010), 该方法可以同时定量及

定性分析海洋底栖微型生物多样性 , 尤其是

底栖原生动物和真核微藻的多样性。Xu 等

(2010)和 Du 等(2009)通过测试不同类型的沉

积物发现 , 该方法对原生动物和真核微藻的

提取率可达 97%以上。 

以此为基础 , 开展了潮间带和近海的微

型底栖生物研究 , 揭示了黄海近岸潮间带和

陆架海区的微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特点。在黄

海陆架海区共鉴定底栖纤毛虫等近 200 种, 发

现前口纲纤毛虫为该海区 为优势的类群 , 

功能群上以肉食性纤毛虫占优势 , 不同于黄

海近岸潮间带以藻食性为主的功能群构成(孟

昭翠和徐奎栋, 2013; 周百灵等, 2015)。从微

型底栖生物垂直分布来看 , 底栖原生动物垂

直分层明显, 80%左右的丰度和生物量由表层

0~2 cm 贡献 (Meng et al., 2012), 底栖真核微

藻和小型鞭毛虫同样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层分

布 ; 而粒级较小的底栖微型生物 , 如底栖细

菌、微型鞭毛虫则分层不明显 (Meng et al., 

2011)。总体上, 黄海微型底栖生物现存量十

分庞大, 单位体积内的底栖细菌、底栖微藻和

底栖原生动物的现存量高出水体中相应类群

2~3 个数量级(Meng et al., 2011)。在同一海域, 

底栖细菌和底栖原生动物在生产量和新陈代

谢率上明显高于小型底栖生物。黄海单位面积

沉 积 物 中 各 微 型 生 物 类 群 的 总 生 物 量 和 约

100m 深的水体相当, 数量如此丰富无疑联系

着功能上的巨大作用 (徐奎栋, 2011)。 

海洋微型底栖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侧重

于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结构与分子多样性 , 而

生境多样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显著的进展体

现在原核微生物的分子多样性 , 以及真核微

藻的物种多样性, 而底栖原生动物则因采样、

保存及分类鉴定等诸多限制而研究滞后。随着

我国海洋微型底栖生物行业标准的发布实施, 

越来越多的海洋调查和研究开始关注这些个

体微小、数量和生物量巨大的类群的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功能 , 以及其在底栖生态系统和底

栖-浮游耦合中的作用。 

3  展望 

我国自海洋普查至今的数十年间 ,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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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生物的研发力量已在国内绝大多数涉海

单位发展起来 , 并逐渐在海洋的生物生态调

查、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环境监测等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然而, 总体来讲, 海洋底栖生物

学在我国仍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学科 , 研究力

量相对薄弱和分散 , 研究人员间缺少必要的

交流和沟通 , 尤其缺乏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即将成立的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洋底栖生

物学分会, 将整合业内的研究力量和资源, 建

立一个底栖生物学科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 推

动海洋底栖生物学科的繁荣发展 , 为国家海

洋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与保

障, 促进我国底栖生物学的发展。 

在全国各涉海单位的推动及海洋科学工

作者的积极努力下 , 已基本掌握了我国海域

和河口主要底栖动物类群的种类、分布、资源

利用情况 , 以及主要的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

特点。但仍存在几个方面需要加强。 

(1)加强分类学研究 , 开展对尚未进行编

目类群的分类研究 , 尤其是对稀有类群和分

类难度较大优势类群的分类研究 , 海洋底栖

生物的分类研究依然任重道远。当前基于形态

学特征的分类鉴定仍然是国际间分类学研究

的主流, 每年大量的新种、新属甚至新科被发

现和描述。然而, 仅仅基于形态学特征已不能

满足对目前分类研究的要求 , 因此将分子生

物学等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到海洋底栖生物分

类学和系统学研究已势在必行。 

(2)之前研究大多涉及底栖动物多样性、

次级生产力和群落结构及其变化的动态分析, 

但主要停留在对数据的观测及现象的描述 , 

缺乏深入、系统的生态学分析和机理的探究, 

亟待展开深入的生态学和多样性研究 , 全面

理解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的运行机制。 

(3)需加强时间序列的数据资料积累和新

技术手段的应用, 以及对国际前沿的跟踪, 拓

展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 , 增强底栖生物研究

的广度和深度。另外, 现代研究应将微微型的

细菌、微藻、微型动物、小型底栖动物及大型

底栖动物组成的底栖食物网视为一个结构完

整的复合体而进行研究。 

(4)加强对尚未探知的生境 , 尤其是深海

(如海山、热液、冷泉、深渊等)底栖生物的研

究, 将中国的底栖生物学研究从近岸向远洋、

从浅海向深海拓展, 并使其在全球海洋底栖生

物的生物多样性和地理分布研究中占有一席

之地。 

海洋底栖生物无论是在生物多样性还是

生态功能方面 , 均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一较为薄弱领域的

研究, 研究其生物多样性构成、分布与变动及

驱动变化的因子 , 将有助于加深对海洋生物

多样性整体的认识 , 为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及全球碳的源汇等重大问题的解析提供

新的视角。 

 
致谢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成立的中国海洋

与湖沼学会海洋底栖生物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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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bentho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marine ecosystem, serving vital functions in 

energy flow and material cycling of marine bottom environment.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studies on 

Marine Benthology in China have achieved major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weaknesses in many 

research fields. In general, research activities on Marine Benthology in China are fragmented and deficient. 

It is in urgent need of establishing a specialized society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exchange ideas, and 

integrate and share research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we put forward proposals 

for future study and elaborate the function of the society in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rine Benthology. 

Key words    benthos;  Marine Benthology Branch of Chinese Society for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ecology;  taxonomy;  biod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