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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海区无柄蔓足类的分布
*

严文侠 董 钮 王华接 严 涛 严 岩 梁冠和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州 , 1 0 3 0 1 )

提 要 于 1 9 8 6一 l ” 1年在南海北部对 16 个海洋结构物上的无柄蔓足类水平 分 布
、

垂直分布和个体大小进行调查
。

研究表明
,
所采集到的标本隶属于无柄蔓足类的 3 科 7 属 19

种
,

其中藤壶科 5 属 16 种
,

笠藤壶科 1 属 2 种和小藤壶科 l 属 1 种
。
共有 17 种无柄蔓足类分

布在珠江 口东南海区 ;而琼东海区仅发现 2 种 ;琼东南海区有 8种 ;莺歌海海区 11 种和北部湾

海区 10 种
。

纵肋巨藤壶
、

美丽藤壶和珠江藤壶为珠江口东南海区特有种
。

研究无柄蔓足类在

南海北部近海海区的分布及其与海流的关系
,

不仅有助于深人了解该类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生

态特点
,
也为海洋石油平台的设计及污损生物的防除提供参数

。

关键词 南海北部 海洋结构 无柄蔓足类 分布

任先秋等 ( 1 9 7 8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
,

综合论述了无柄蔓足类在我国沿岸的分布
。

黄

宗国等 ( 1 9 8 2 )则通过调查琼州海峡及雷州半岛沿岸航标的污损生物
,

认为钟巨藤壶是群

落唯一优势种
,

并以之作为外海浮标污损生物的标志
。

但在离岸几十海里甚至上百海里

的陆架区 (近海海区 )
,

无柄蔓足类分布的实际状况尚未见报道
。
基于多年实地调查研究

结果
,

本文阐述了南海北部无柄蔓足类的种类
、

分布状况及其与海流的关系
,

以期为海洋

石油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于 1 9 8 6一 1 9 91 年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在南

海北部的珠江口 东南
、

琼东
、

琼东南
、

莺歌海和北部湾等海区投放 12 个浮标
,

在其上悬挂

生物试板
,

研究一周年内无柄蔓足类的种类组成和数量变化 ;另外
,

还调查了 3 个 M a r e x

水文浮标及其锚旋系统和 l 座固定式生产平台上的污损生物
。

在南海北部布设或调查的浮标及结构物站位见 图 1。 其中珠江口东南部投放浮标 4

个 ( 2 1一 2 3 ,

A 3 )
,

并调查 M a r e x 水文浮标 2 个 ( z M I ,

Z M 3 ) ; 琼东 (W I ) 和琼东南

( J Z ) 各设浮标站 1 个 ;莺歌海浮标站 3 个 ( Y l一 Y 3) 和 M a r e x
水文浮标站 l 个 ( Y M I ) ;

北部湾则有 3 个浮标站 ( 1B 一 B 3 ) 和固定式生产平台 l 座 (澜 10 一 3 A 平台
,

下简称 为

w
e i 1 --0 3 A )

。

表 l 列出各站位的水深
、

离岸距离和投放
、

回收 (或调查 ) 日期
。

取样和计

量方法按近海污损生物的调查方法 (严文侠等
,

1 9 9 4 )进行
。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南海东部石油公司
、

南海西部石油公 司资助项目
,
; 8 7 1 8 0 4 号

。

严文侠
, 男 , 出生于 1 9 3 4 年

8 月
,

研究员
。

广州 海上安全监督局 B
一

33 航标船
、

广州海 难救捞局潜水队帮助采集污损生物样品 ;刘瑞玉研究员
、

崔玉巧研

究员
、

蔡如星教授和任先秋副研究员审阅原稿并 提出宝贵意见
,

谨此一并志谢
。

收稿日期 : 1 9 9 2 年 , 月 25 日 , 接受 日期 : 19 9 4 年 11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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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s t a t i o n s i n t }l e n o r t h e r n p a r t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s e a

1 南海北部各站位的水深
、

离岸距离
、

投放和回收日期

T a b
.

1 L i s t I n v e s t i g a t l o o s t a t i o n s
i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P a r t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S e a

表成

站号 婪
离岸距离
( n m i l e )

布设 日期 回收 日期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

Z l

Z 2

Z 3

Z M I

Z M 3

A 3

W l

J 2

y l

Y 2

Y M I

Y 3

B l

B 2

B 3

W
e i 10

一
3 A

2 7

7 1

9 5

1 15

3 2 ,

3斗5

1 4 0

1 0 5

斗5

7 8

10 5

8 6

2 9

3 3

1 5

3 8

离大鹏湾 8
.

5

离香港 3 8
·

7

离香港 6 1
·

7

离广东沿岸 80

离广东沿岸 1 1 5 ,
东沙群岛 60

离广东沿岸 1 2 2 , 东沙群岛 63

离海南岛 68 ,
广东沿岸 128

离海南岛 2 3

离海南岛 16

离海南岛 2 9
·

4

离海南岛 37

离海南岛 51

离广西沿岸 3 4
.

,

离雷州半岛 40 , 海南岛 42

离雷州半岛 3
·

6

离广西沿岸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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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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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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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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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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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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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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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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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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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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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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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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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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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在南海北部海区 6 1个海洋结构物上
,

共采集到无柄蔓足类 3 科 7属 ” 种
,

见表 2
。

表 2

T a b
.

2 L i s t o f

南海北部无柄蔓足类名录

b a l a n o m o r P h a c o l l e c t e d i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P a r t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S e a

藤壶科

巨藤壶属

钟巨藤壶

刺巨藤壶

红 巨藤壶

纵肋巨藤壶

藤壶属

网纹藤壶

糊斑藤壶

泥藤壶

块斑藤壶

三角藤壶

美丽藤壶

珠江藤壶

星藤壶属

高峰星藤壶

薄壳星藤壶

坚藤壶属

集群坚藤壶

玲珑坚藤壶

龟藤壶属

薄壳龟藤壶

B a l a n i d a e

M 君g a b a l a 月 “ `

材
.

t i n t i ” ” a b u l u 解 不f” t f刀 ” a b “ l “ 拼

M
.

粉 0 I c a ” o

M
.

r o ` a

M
.

z e b r a

B a l a ” “ `

B
.

r ` z i c “ l a t “ `

B
.

B
.

` J r r 口 t封 万

“ 119 1刀。 ` u s

B
.

P o 君 c i l o t h 亡 c a

B
.

: r i g o n “ s

B
.

P “ I c h e l l u `

B
.

z h u 夕i a ” g e , , 15

C 人i r o ” a

C
.

a 协 a r y l l i丁

C
.

r亡月 u i s

S o l i d o b a l a n u s

5
.

s o c i a l i 了

5
.

c i l矛a t “ s

C h e l o ” i b f a

C
.

户 a r u l a

笠藤壶科

笠藤壶属

鳞笠藤壶

蓝笠藤壶

T e t r a c l i t i d a e

T e 多r a c l i t a

T
.

了宁“ a m o 了 a s q u a 房 o s a

T
.

c o e r u l e ` c e n 了

小藤壶科

小藤壶属

中华小藤壶

C h t h a m a l i d a e

C h t人a 仍 a l u 了

C
.

` i ” e ” 5 15

.2 1 无柄蔓足类的水平分布

无柄蔓足类在南海北部水平分布

状况见表 3。

在珠江口东南海 区

除薄壳龟藤壶和玲珑坚 藤 壶外
,

其他 17 种藤壶都有 分 布
。

网纹

藤壶在 2 1 站附着密度相 当 大
,

而 30 海里外的 2 2 站密度 大 大

降低
。

美丽藤壶和珠江藤壶两新

种的模式标本
,

就是在 2 3 浮标

站发现的 (任先秋
, 19 8 9 )

。

现证实

美丽藤壶广泛分布于 Z M I ,

Z M 3 ,

A 3 站 (表 3 ) ; 珠江藤壶也偶尔出

现在 A 3 站
。

纵肋巨藤壶
、

蓝笠

藤壶和美丽藤壶的分布区域大致

相同
。

位于琼东海区 W l 站 的藤

壶种类和数量均很少
,

在一周年

的挂板试验中
,

只发现刺巨藤壶

和块斑藤壶两个种类
。

在琼东南
、

莺歌海和北部湾

三海区
,

除 Y Z 站出现玲珑坚藤
’

壶和集群坚藤壶外
,

其他种类的

分布状况基本相似
。

.2 2 无柄蔓足类的垂直分布

各站位无柄蔓足类分布状况见表

4。

可以看出
,

纵肋巨藤壶
、

泥藤

壶
、

珠江藤壶
、

鳞笠藤壶
、

蓝笠藤壶和 中华小藤壶是表层栖息的种类 ;钟巨藤壶
、

刺巨藤壶
、

三角藤壶
、

薄壳龟藤壶等还能在水下 30 一 40 m 处生存 ;红巨藤壶
、

美丽藤壶可分布到 s o m

水深处
。

港湾和沿岸带常见的糊斑藤壶和 网纹藤壶在近 海 海 区可从 表 层一直 分 布 到

60 m 甚至 75 m 水层
。

块斑藤壶
、

高峰星藤壶和薄壳星藤壶垂直分布的范围最广
,

从表层

至 105 m 深处均可生存
。

而且深层附着密度往往高于表层
。
此外

,

在 7 8 m 和 95 m 水层还

发现了集群坚藤壶
,

而玲珑坚藤壶标本只在 7 8m 水层处被采集到
。

.2 3 无柄蔓足类的个体大小 对无柄蔓足类样品的最大个体测量结果见表 5 。

可见
,

在

各调查站位
,

如有钟巨藤壶
、

刺巨藤壶和纵肋巨藤壶等种类存在
,

其个体均较大
,

最大个体

的峰吻径 ) 6
.

0 0 o m
,

侧径 ) 4
.

7 0c m ; 高峰星藤壶和红巨藤壶次之
,

峰吻径
、

侧径约在 .4 00

“ m
。

在珠 江口 东南海区发现的美丽藤壶最大个体的峰吻径为 2
.

0 c0 m
、

侧径为 2
.

1c5 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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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海北部海区无柄蔓足类的水平分布

Ta b
.

3 Ho ri o z n tai l ds t ri bu ti o no
f Ba lo a nm o r P hai n t he o n r t he r n pa r to f t he Sou t hCi h naSe a

海海 区区 珠江 口东南南 琼东东琼东东 莺歌海海 北部湾湾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站站号号 Z lll Z 222 Z333 ZMIII ZM333 A333 W lll JY 222 lllY 333 Y 222Y MIII B lll B 222 B333 We i 1 0
一
3 AAA

种种种 钟巨藤壶壶 +++ +++十十 十十 +++ +++ +++ +++十十 +++十十 十十 +++ +++ +++ +++

类类类 刺巨藤壶壶 十十十 +++ +++ +++ +++ +++十十 +++ +++十十 十十 +++ +++十十 +++

红红红巨藤壶壶 十十十 十十 十十 +++ +++++ 十十 +++ +++++ 十十 十十 +++ 十十 +++

纵纵纵肋巨藤壶壶 +++++ +++ +++++ 十十十 十十 十十 +++++ +++ 十十 +++ +++ +++

网网网纹藤壶壶 十十十 +++ +++++ +++++ 十十 +++十十十 十十 +++ +++ +++ +++

糊糊糊斑藤壶壶 十十十 十十十十 十十十 +++十十 +++++++ 十十 +++ +++ +++

泥泥泥藤壶壶 十十十十十十 +++++ 十十 十十 +++++++++ 十十 十十 +++

块块块斑藤壶壶 +++++++++++ 十十十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

三三三角藤壶壶 +++++++++++++++++++ +++++++++++++++

美美美丽藤壶壶 +++++++++++++++++++ +++++++++++++++

珠珠珠江藤壶壶 +++++++++++++++++++++++++++++++++

高高高峰星藤壶壶 +++++++++++++++++++++++++++++++++

薄薄薄壳星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集集集群坚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玲玲玲珑坚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薄薄薄壳龟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鳞鳞鳞笠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蓝蓝蓝笠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中中中华小藤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峰板高为 l
.

o c Zm ;而最大的珠江藤壶个体
,

其峰吻径为 2
.

o oc m
、

侧径为 1
.

9 c5 m
、

峰板高为

1
.

0 5 c m
o

在北部湾建成已达 , 年多的 w e i 1 0一 3 A 固定式生产平台上
,

记录到钟巨藤壶 (空

壳 )
,

其峰吻径为 6
.

10c m
、

侧径为 6
.

00 o m
、

峰板高为 6
.

50 o m ;高峰星藤壶 (空壳 )
,

其峰吻径

为 6
.

0 c0 m
、

侧径为 ,
.

8 c0 m
、

峰板高为 6
.

00 o m ;网纹藤壶
、

块斑藤壶和三角藤壶
,

其最大个体

的峰吻径分别为 3
.

10 , 2
.

30
, 2

.

80 o m
,

侧径分别为 2
.

80
,

2
.

20
, 2

.

4c0 m ,

峰板高分别为 2
.

0 0 ,

1
.

80 和 1
.

3 0c m
。

上述个体都显著大于任先秋等 ( 1 9 7 5) 报道的同种个体
。

3 讨论与结语

1 9 8 6一 1 9 91 年调查结果证实
,

广泛分布于南海北部沿岸的网纹藤壶
,

在珠江口 东南

海区的 1z 站和北部湾的 B 3 站
,

附着密度相当大 ( > 1 0 0 0/ m
,

)
,

是一年生长期的污损

生物群落优势种之一
。

但是
,

离岸 61
.

7 海里以远的珠江口 东南各浮标站 ( 3z
,

A 3 等站 )
,

却没有该种类出现 ;反之
,

在珠江口 东南海区的 3z
, z M I , z M 3 , A 3 等浮标站上广泛分布

的纵肋巨藤壶
、

美丽藤壶在离岸较近的 1z 和 2 2 站都未见到
。

根据周年的调查资料
,

琼

东海区 w l 浮标站的藤壶种类和附着密度都比较少
,

仅发现块斑 藤 壶和刺巨藤壶两个

种
,

附着密度都不超过 巧 个 /
。 m

, ` , 。 上述分布状况
,

可能与南 海北部的海流状况和藤壶幼

虫发育时间有关
。

l) 严文侠等
, 1 9 9 1 ,

南海北部近海海区污损生物和平台钢腐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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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b
.

5

表 S南海北部海区无拆
M

x a i m u m In d iv d i u al s oB f al an o mr oP h a

南海北部海区无柄蔓足类最大个体尺寸
in t hn r e ot h r enP art oft h e S o ut h h C in a S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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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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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东南海区
,

春季出现 自东向西的沿岸流
,

而夏季是东北向流
,

秋季西北西流
,

冬

季则为西南西流
1) 。
在这些海流影响下

,

粤东沿岸的种类
,

其幼虫在春季可能会被带到 2 2

和 2 3 站等海区
,

2 2 站上网纹藤壶的附着即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夏季虽有东北向流
,

但由

于珠江口 东南海区浮标站距离海南岛约为 2 00 海里
,

而藤壶从第一期无节幼虫到金星幼

虫附着时间仅 7一 1 0 d (庞景梁等
, 198 0 )

,

因此海南岛沿岸种类不会对 2 3 等浮标站造成

影响 ;秋季在西北西流的作用下
,

很可能将东沙群岛的藤壶幼虫在其附着或死亡之前传到

调查海区
,

因而广泛存在于 3Z
,

Z M I ,

Z M 3 , A 3 等浮标站的纵肋巨藤壶和美丽藤壶有可能

来源于东沙群岛
。

在琼东海区
, 9一 4月的海流是西南流向

,

由于此海域的 W I 站距广东沿岸 12 8海里
,

因而沿岸种类对该站影响不大 ;而 ,一 8月海流的流向是东北
,

这股海流虽可能会将海南岛

东南沿岸种类带到这一海区
,

但由于距离远 (离琼东南沿岸 100 多海里 )
,

藤壶又是一类幼

虫发育期比较短的生物
,

故也不会成为群落的优势种
。

W l 站位于中水道一号航标的东

南 76 海里处
,

按潮流资料计算
,

琼州海峡航标区域的潮流也不可能携带藤壶幼虫直接影

响该站 2) 。

因此
,

粤西和海南岛东北部沿岸的种类不易被带到 w l 站 ;一年调查结果 (无

柄蔓足类仅有两个种类出现
,

附着密度不超过 巧 个 /m
,

)也证实了这一点
。

l) 严文侠等
, 19 , 8 ,

南海石油开发区海洋污损生物和平台钢腐蚀调查报告
。

z) 严文侠等
, 19 , 1 , 南海北部近海海区污损生物和平台钢腐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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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石灰质外壳的无柄蔓足类
,

对海洋结构会造成较大的动力载荷
,

故已引起平台设计

人 员的重视
。 可是南海近海无柄蔓足类的分布状况

、

个体大小
、

生长速率
、

寿命等生物学

问题研究得比较少
,

显然不适应南海北部近海油气田开发的需要
,

因此
,

开展外海无柄蔓

足类生物学研究
,

积累有关数据
,

既服务于海洋石油工业
,

又丰富了该领域的科学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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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t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S e a d u r i n g 1 9 8 6一 19 9 1
.

S e v e n g e n e r a a n d 3 f a m i l i e s w e r e

c o l l e e t e d i n t h e s e a r e a s
.

A m o n g t h e 1 9 s P e c i e s i d e n t i f i e d
,

16 s P e c i e s ,

5 g e n e r a b e -

l o n g t o t h e f a m i l y B a l a n i d a e ,

2 s p e c i e s ,

1 g e n u s t o T e t r a c l i t i d a e , a n d 1 s P e c i e s ,

l

g e n u s t o C h t h a m a l i d a e
.

E x e e p t f o r S o l i d o b a l a n u s c i l i a t u : a n d C h e l o ” i b i a P a 了u l a ,

1 7

s p e c i e s w e r e e o l l e e t e d i n t h e s o u t h e a s t o f t h e Z h u ii a n g R i v e r
M

o辫t h
.

M e君a b a l口n o s

z e 吞r a ,

丑a l a , u s 户u l c h e l l“ , a n d 丑 a l a , u s z h “ 少i a , g 。。 : 15 w e r e n o t 飞o u n d i n t h e a r e a s

o u t o f t h e s o u t h e a s t o f t h e Z h u
ii

a n g R i v e r M o u t h
.

o n l y 2 s p e c i e s w e r e f o u n d i n

Q i o n g d o n g
.

E i g h t s p e c i e s w e r e f o u n d i n t h e S o u t h e r n Q i o n g d o n g
,

1 1 s P e c i e s i n

Y i n g g e h a i a n d 10 s p e c i e s i n B e i b u B a y
.

T h e s o u r e e o f B a l a n o m o r p h a i n t h e o f f s h o r e

a r e a s a n d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s e v e r a l f a c t o r s , s u e h a s c u r r e 几 t s a n d t h e d i s t a n c e f r o m

s h o r e , o n t h e i r d i s t r ib u t i o n s a r e d i s e u s s e d
.

K e y w o r d s N o r t h e r n p a r t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S e a

B a l a n o m o r P h a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f s h o r e s t r u e t u r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