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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涂生物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的调查
` “ `

盐城海涂资源调查课题 组
(盐城工学院

,

盐城
,

2 2 4 0 0 3 )

摘 要 调查发现盐城海涂生物 资源丰富
,

种 类繁多
,

蕴藏量 大
。

其中潮间带底栖动物就有

1 00 余种
,

泥螺
、

文 蛤
、

四角哈州
、

青蛤 的生物总量均在万
p

屯以上
,

托 氏虫昌螺
、

海豆 芽
、

沙蚕
、

大

竹蟋等的资源量也非常丰富 ; 高等植物 10 余种
,

芦苇
、

大 米草
、

互花米草等资源量丰富
。

生物

资源的 开发利 用主 要为滩涂采捕
、

滩涂养殖和 产品加工茶方 面
。

关键词 生物 资源 开发利 用 盐城海涂

分类号 5 74

盐城位于黄海之滨
,

海岸线北起响水灌河口
,

南至东台新港闸
,

标准岸线长度 为 5 8 2 k m
,

约 占

全省岸线的 60 % ; 沿海滩涂面积 4 6 万 h m
之

(其中
:

潮上 带 17 万 h m
Z ,

潮 间带 16 万 h m
Z ,

辐射 沙洲

1 2
.

7 万 h m
,

)
,

分别占全国
、

全省滩涂面积的 14 %

和 7 。%
,

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 资源
、

水产资源和

海盐资源
。

了解盐城海涂的海洋生物种类组成
、

资

源量及开发利用的现状
,

可为建设
“

海上苏东
”
和

“

海上盐城
”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江苏省 1 9 80 一

1 9 8 2 年 曾对全省的海岸带 和海涂 资源做过综合

调查
,

陆续汇编过一些重要资料
。

近年来
,

随着对

海涂开发利用力度的加大
、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及

人们对海产品需求 的增加
,

海涂的海洋生物资源

也有了很大变化
。

本次共调查了盐城市及其下属

的东 台
、

大丰
、

射阳
、

滨海
、

啊水 5 县 (市 )与海洋
、

滩涂
、

水产养殖
、

水产品加工等有关的 22 个单位

并对潮间带生物进行了定性取样
,

主要调查项 目

为盐城海涂的 自然环境
、

潮间带高等植物和底栖

生物种类
、

沿 海水产养殖及海产品现状等
,

历时

s o d ( 1 9 98
.

9
.

2 2一 1 9 9 8
.

1 1
.

1 2 )
。

本文是在上述调

查的基础上
,

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完成的
。

盐城海涂的自然环境

地貌

盐城海涂包括近 33 万 h m
Z

的海岸带滩涂 与

12
.

7 万 h m
Z

的岸外沙洲
。

海岸带滩涂属粉砂淤质

海岸类型
,

又可分为侵蚀型和淤积型
,

射阳河 口 以

北为前者
,

以南为后者
,

滩涂 比较宽阔
,

分布着种

类繁多的动植物
。

在总面积 1 2
.

7 万 h m
,

的岸外

沙洲中
,

位于东台市外侧的东沙滩面积最大
,

低潮

时最大露滩面积近 7 万 h m
Z ,

占岸外沙洲总面积

的 5 7
.

4 %
。

东沙滩 目前还是一个孤立的沙洲
,

整

个滩面均为潮间带
,

滩面上几乎没有高等植物
,

但

却分布着丰富的底栖生物群落
。

1
.

2 海岸带滩涂的分带

盐城海涂比较宽阔
,

坡度较小
,

按其沉积
、

地

貌
、

动力及发育演化特征等
,

自陆向海可分为四个

带
:

草滩
、

高潮位盐篙泥滩
、

中潮位泥一粉砂混合

滩及低潮位粉砂滩
。

草滩位于大潮位以上
,

一年 中仅被风暴潮淹

没 1一 2 次
,

主要为陆上环境
; 高潮位盐篙泥滩位

于平均高潮位至大潮高潮位
; 中潮位泥一粉砂混

合滩位于平均高潮位至小潮高潮位
,

是滩涂淤积

最显著的部分
; 低潮为粉砂滩 位于小潮高潮位至

大潮低潮位
。

草滩与高潮位泥滩位于平均高潮位

以上
,

适宜围垦
。

泥沙混合滩及粉砂滩经常受潮水

作用
,

滩面生物种类较 多
、

资源量大
,

是海涂水产

资源主要的分布带
,

可发展水产养殖
。

收稿日期
:

1 9 9 8 一 1 2 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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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文状况

盐城近海坡度较小
、

水深较浅
,

近岸水温受气

温和陆地 影响较大
,

季节变化 明显
,

而盐度季节

变化不明显
。

月平均最低温度出现在 2 月
,

以射阳河 口为

界
,

其南部表层最低温度为 4
.

g C
,

底层为 5
.

I C ;

北部表层最低温度为 4
.

4 C
,

底层为 4
.

S C
。

月平

均最高温 度出现在 8 月
,

南北水域表层分别为

2 7
.

4 C 和 2 6
.

S C
,

底层分别为 26
.

O C 和 24
.

Z C
。

平均年温差
,

南部表层为 22
.

s c
,

底层为 20
·

g C ;

北部表层为 22
.

4 C
,

底层为 19
.

7 C
。

月平均盐度变化范围在 29
.

53 一 32
.

24 之间
,

枯水期 ( 12 ~ 2 月 )盐度较高
,

汛期 (5 ~ 8 月 )
,

盐度

较低
。

盐城近海潮汐大多数为正规半 日潮
,

少数为

不正规半 日潮
:

潮差在 1 ~ 4 m 之间
,

大部分区域

小于 Z m
,

只有弦港 附近潮差较大
,

平均可达 3m

以上
。

近岸海浪 85 %的波高低于 l m
,

仅有 5 %的

波高可达 Z m ;
由岸向海坡高迅速增大

,

至水深 15

一 Z o m 附近有三大浪区
,

中心位置分别位于废黄

河 口
、

射阳河口和掠港以东
,

最大波高可达 g m 以

上
。

2 主要生物种类
、

资源量及分布

盐城海涂属于粉砂淤泥质岸滩
,

生物种类较

多
、

资源量大
。

据有关资料
,

在这段岸滩中海洋底

栖动物就约有 1 00 余种
,

高等植物 10 余种
。

东沙

滩虽然高等植物极少
,

仅数株盐篙分布
,

但底栖动

物 却有 42 种之多
,

而且有些种类 资源量相 当丰

富
。

下面列 出盐城海涂 (包括东沙滩 )主要的动
、

植

物种名录
:

2
.

1 动物 (主要为潮间带底栖无脊椎动物 )

腔肠动物门 ( e o e一e n t e r a t a )

中胚花筒媳 uT b u l a r i a m e s e m占, g a n r人e m u m

海仙人掌 C a v e ,
一

n u l a , ia h a b e ,二 r i

绿海葵 S
a g a ,了ia z e u c o l e ,: a

v
e r r i u

紫海笔 V i槽
u

z
a r i a g u s t a v i a n a

艾氏海葵 召 d w 。 一瓦 d a 。 : 户
.

环节动物门 ( A n n e l i d a )

巢沙蚕 D i o
P

a t ,二 n e a
P

o z i t a ,` a
D

e l le
C h i a

i
e

长吻沙 蚕 G勺
,c e , a

动 i r o r i Iz u
k

a

细弱吻沙蚕 G
.

eT
,: u i , H a r t m

a n

拟突齿沙蚕 P
a ,

·

a l e o ,: , : a t e : u s c h a k o v i C h l
e b o v i s e

h
e t W

u

翔鹰啮吻沙蚕 N
e户,: z人。

, , 。 a
z以

。 ,、 i e , : 5 1:
H

a r t m
a n

啮吻沙蚕 N sP
.

躁索沙蚕 L u , n b ,
一

i d o ,: e ,、 : 5 1, ,沪 a r ; e , 2 , C l
a p a r e

d
e

索沙蚕 L sP
.

安 氏竹节蚕 B u e
匀

』。 , e , : 。 a , : , Za ,:己a ze ;
S

o u n t h
e r n

双齿围沙蚕 P e ,
一

i , Ze ,
一

e z , a i b之t h ; t e , 2 , : 、 G r u
b

e

欧努菲虫 o
n

uP h行 、 .P

沙烛 A ,二 ,: i e o l a ` ,
一

i s r a r a S t l m p s o
m

软体动物门 ( M
o 一u s e a

)

红条毛肤石 鳖 A c a , Z t人 o c h : t o , : ,
一

幼
, z /` , , e a t u 、 L ; s e h k e

泥蜡 A ,二 a g ,
一

a n o s a L in n a e u s

毛蛇 A
.

S
u b c ,

一

e , , a z a L is e
h k

e

文蛤 M
e ,二 t ,

,

i二 , , , e ,
一

e t ,
一

i二 L i n n a e u s

青蛤 几
c z i , : a 、 s n e , 25 1: G m

e
li

n

四角蛤州 八岔口 c r r a v e ,: e ,

lfO
, , n ; 、 R e e v e

西施舌 M
.

A , : t i g u a t e
S p e n g le r

日本镜蛤 D o s i n i a , aP
o ,: : c a

R
e e v e

红明樱蛤 入了口 e 7二 l la ,
一

u t i la D u n
k

e r

扁角蛤 A n g u z u , c o

mP
,二 55 15、 i , n u , R e e v e

鸭嘴蛤 L以 er 二 l :
sP

.

兰蛤 p o t a , ,` o e o ,
一

b u l a
sP

.

菲律 宾 蛤 仔 R u d i t aP
e s 户方111户户 I , Za , u , 、 八

.

八己a , n : 。 t

R
e e v e

大竹蛙 S o z e n g ,
,

a ,:己i , D u n k e r

长竹蛙 5
.

g o u z己1 2:
C

o n r a
d

缴蜂 5 2 , Zo n o a c u l a c o n s t ,
,

ic a t e L a
rn

a r c
k

薄夹蛙 S i l i 7 u 。 户u z c人e zz a o u n
k

e r

僧帽牡骊 O s r ,
一

e a 。 u e u la r a
(港 口

、

码头的岩石 上 )

近江牡砺 0
.

,
·

z v “ l a ,
一

i、 G
o u ld

泥螺 B u l l a c r a 亡 x a ,二 r a P h il ip p i

扁玉螺 N
e o e八 r a d i为

, n a R o d l n g

纵带滩栖螺 B a r i l l a , i a 二 o , z a z i , B r u g u l e r e

红螺 R a
P

a , : a s
P

.

纵肋织纹螺 N
a s 、 a r i u 、 v a ,

一

i c ; j e ,
一

u 、 A
.

A d
a

m
s

红带织纹螺 N
.

S u c c i n c t u , A
.

A d
a

m
s

托 氏鲍螺 U
, , , b o ,: i u z n r人。 , n a s i C r o s s e

笋螺 了
’

e ,
·

e b , a s P I

笋螺 T
.

s
八

笋螺 T
.

sP
3

中华拟蟹手螺 C e ,
·

i t入介
a s i n e ,: 5 1: P h i z

l p p i

伶融框螺 O l iv a 阴 u s r e l in a L a
m

a r e
k

中间拟滨螺 L ; t r o ,
一

i ,:

oP
s i s i n t e ,

一

, , ` e d , a
P h i l: p p i

(港 口
、

码头的岩石上 )

短滨螺 L ; t r o ,
一 ; n a b;

,

v i o u l P h il ip p :

(港 口
、

码头的岩石上 )

滨螺 L
.

、 .P

(港 口
、

码头的岩石上 )

节肢动物门 ( A r t h r o p o d a
)

日本对虾 p e ,: a e u s , a户。 , Zi c u , B a t e

豆形拳蟹 p 人心
】

,二 P i s u m d
e H a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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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斑虎头蟹 O八 l人夕 i a m a m , n iz z a , , , F a
b

r ic iu s

虫寻 hC
a
勺 bdl

*
功

.

三庆梭子蟹 P
o ,了 u n u * t ,、 t u b e ,二 u l a t : ` : M ; e r s

红线黎明蟹 刀
a t u r a 户l a , , ;户 e ,

F
a

b
r i e i u s

宽身大眼蟹 M
a c ,

·

叻人r人a zm 。 * 己Z z a r a r u 、 己。 H a a n

日本大眼蟹 M
.

j a户。 ,: : c “ 、
d

e H a a n

弧边招潮蟹 U
: `: a 。

,
c u a t a 己。

H
a a n

锯腿泥蟹 场
·
o户z a 二 “ e ,: t ; , n e ,

一

。 , a s h
e n

寄居蟹 尸 a g u ,
一

aI 功
.

关公蟹 尸。 ,
一

a
d o7

一

IP eP 劝
.

中华绒赘蟹 E
,
一

; o c h e i ,
一

、 ; ; : e n s i :
H M il

n e 一
E dw a r

d
s

狭额绒赘蟹 E
.

L学 t o g ,: a z人。 、
R

a t h b u n

锯缘青蟹 S勺
,

l l a : e ,
一

,二 t 。 F o r s
k

a -

双扇股窗蟹 S 。
妒 i , n e ,二 b

, r。 , ,

l7P
a ,: 。

S h e n

股窗蟹 5
.

SP
.

强壮紧拙蟹 L a , z i b, u 、 v a l id u *
d

e H a a n

沈氏厚蟹 H
e

l i c 。 t ,
一

i d e , 2、 Sh
e n i S a k a i

布纹藤壶 B a la ,: u s o , ,沪人 ,一,
,

; ze

白脊藤壶 召
,

a l b , c o s t a r u 、
(港 口

、

码头的岩石上 )

腕足动物门 ( B r a e h i o p o d a
)

海豆芽 L ; 7 : g u lo a ,: a z i ,: a B r u g u ie r e

棘皮动物门 ( E c h i n o d e r
m

a t a
)

滩栖阳隧足 A , ,

沪人; n , a ,
一

a J
, c o z a M a t s u m o t o

海老鼠 P a ,二 c a u d i n a 。 h i l e , 25 ; , V
.

M
a r e n z e ll e r

海地 瓜 八 c a u d ; ,: a , n o z P
a d ; o i j e s

S
e

m p e r

海 胆 T e , n , :

妒 l e u 7
一

u s
功

.

脊椎动物门 ( v e r t e石ar t。 )

弹涂鱼 P e r l o p h t h
a

l m u s C a n t o n e n s e S O s k e c k

2
.

2 植物 (主要为常见的高等植物 )

芦苇 P h ,二 g ; n 。 t e 、 a u s t ,
一

a z: 、

盐篙 S u a e d a 、 a l s a

碱篙 5
.

g z a u c a

盐角草 S a l ; e o , , , ; 二 。 u ,
一

吵
e a

大穗结缕草 Z印
, s ; 。 , n a c ,二 s z a c

勺
s

拂子茅 C a z a , , , a g ,
一。 、 z : 、 。

P
; g ;eo

,

大米草 S户a , l , , , a a , : g e z , c a

互花米草 5
.

SP
.

糙叶苔 C a ,
一

e二 s 〔
、

a 占,
一

if 乙z i a

白茅 ]
,

,lP
e , a t a 。

,

l ; ,:
d

r s c a v a r
.

m
a zo r

璋茅 A e l u ,

oP
o s l : t t o ,二 21: 、 a r

.

s i n e n s , s

中华补血草 五 , , ,: o , : i u 。 : , , 二 e ,: s : s

束尾草 P 人a c e l u ,
,

u 、 l a t ;

j
o l i u s

罗布麻 助
。 。

,、 , , , 2` v e , , t u 。 , L : n n

2
.

3 主要优势种的分布及资源量

( 1) 文蛤 盐城沿海五县市的海涂均有分布
,

一般栖息在高潮区 的下部一低潮 区
,

以中潮区最

为密集
。

资源总量在万吨以上
,

仅弦港镇年采捕量

就高于 3 0 0 o t
。

( 2) 四角蛤州 主要分布在东台
、

大丰
、

射阳

3 县 (市 )的粉砂淤泥质岸段
,

一般栖息于高潮区

下部一 中潮区
,

低潮区数量较少
。

资源总量较大
,

仅东沙滩就有 7 3 0 0 0 t
。

( 3) 青蛤 主要分布在东台
、

大丰
、

射 阳 3 县

(市 ) 的粘土质泥滩和泥质的粉砂滩中
,

滨海
、

响水

的侵蚀型岸滩中很少分布
。

资源总量少于文蛤
、

四

角蛤咧和泥螺
。

(4 )泥螺 分布最广
,

盐城沿海 5 县 (市 )含泥

量较大的中潮区和低潮区均有分布
。

资源总量超

过万 t
,

弦港镇 1 9 9 7 年 的采捕量 3 36 t
,

而东沙滩

约有 1 4 0 0 0 t ·

( 5) 托氏唱螺 分布较广
,

盐城海涂的中
、

下

潮区均有分布
,

以中潮区最多
。

资源总量超过万
t ,

仅东沙滩就蕴藏 70 0 0t
。

( 6) 沙蚕 盐城海涂均有分布
,

特别是大米草

生长区密度最大
。

资源量以滨海
、

响水最多
,

1 9 9 7

年滨海采捕量约 1 0t
。

( 7) 海豆芽 东沙滩的中
、

低潮区分布最 多
,

资源量为 2 6 0 0t 左右
。

( 8) 日本大眼蟹
、

宽身大眼蟹 盐城海涂的滩

面上均有分 布
,

主要栖息于 中潮区和高潮 区的下

部
,

低潮区数量较少
,

资源量较大
。

此外
,

扁玉螺
、

统蛙
、

大竹蛙等经济价值较高

的软体动物在低潮区也均有分布
,

资源量较大
。

潮间带植物的种类单一
,

常大面积的成片生

长
,

形成不同的群落
,

如盐篙群落
、

大米草群落
、

芦

苇群落等
。

3 海涂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海涂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可分为滩涂经济

种类的采捕
、

滩涂养殖及产品加工等
。

调查发现
,

滩涂采捕的生物种类主要为贝类
、

甲壳类和多毛类
,

目前 己采捕的贝类有
:

文蛤
、

青

蛤
、

四角蛤俐
、

泥螺
、

托 氏蝎 螺
、

溢蛙
、

大竹蛙
、

扁

玉螺
、

红螺等
。

其中文蛤
、

青蛤
、

四角蛤咧
、

泥螺的

采捕量最大
。

如
:

东台弦港镇统计
: 1 9 9 7 年 贝类采

捕量为 8 6 0 5 t
,

其中泥螺达 3 3 6 o t ; 1 9 9 8 年 l ~ 8 月

四 角蛤捌的采捕量 已超过 4 0 0 0t ;
射阳水 产局统

计
,

1 9 9 8 年 1一 10 月的贝类采捕量为 15 4 l t
。

也发

现 由于过度的捕捞而造成的部分种类的资源量下

降的现象
,

如文蛤采捕量最大年份曾超过 1 万 t
,

而近年 来只能采捕到 1 0 0 0t
,

大竹蛙采捕量最大

年份曾达到 150 t ,

现在较少
;
响水县 1 9 9 7 年贝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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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捕量为 1 1 87 t
。

甲壳类主要为日本大眼蟹
、

宽身

大眼蟹
、

锯腿泥蟹
。

多毛类主要 为沙蚕
。

滩涂养殖主要有 贝类护养
、

围养及鱼
、

虾
、

蟹
、

藻的养殖
。

长期 以来
,

滩涂 贝类的采捕 由于管理力

度不够
,

造成资源严重的下降
。

近年来
,

通过大面

积的护养
、

围养
,

贝类产量有所上升
。

同时
,

护养种

类
、

护养面积也在增加增大
。

东台掠港镇 1 9 9 6 年

开始对泥螺进行护养
,

现 己发展到对青蛤
、

文蛤
、

四 角 蛤 咧 等种 类 的 护 养
,

1 9 9 7 年 护 养 产 量 达

5 8 0 0t ;大丰市斗龙渔业乡 1 9 98 年贝类护养
、

围养

面积分别达 3 5 0 0 h m
2

和 1 0 Oh m
Z ;
射 阳县 贝类护

养
、

围养面积约 6 7 0 0 h m
之 ,

其中文蛤的护养产量达

6 9 6 6 t
。

水产养殖种类主要有河蟹
、

对虾
、

罗氏沼虾
、

青虾
、

文蛤
、

鳗鱼
、

妒鱼
、

鱼苗鱼
、

银螂
、

沙蚕
、

紫菜等
。

目前
,

对虾养殖面积小
、

投资少
;
鳗鱼养殖基本全

无 ;
但青虾

、

罗氏沼虾的养殖发展很快
; 沙蚕养殖

年产量达 20 t 以上 ;
紫菜养殖在射阳

、

滨海
、

响水 3

县面积均在 “
.

h7 m
Z

以上
。

全市水产养殖总面积

达 4 3 0 0 h m
Z 。

产品加工主要有醉螺
、

醉蟹
、

烤鳗
、

冰冻对虾
、

小包装紫菜
、

鱼粉
、

贝壳粉
、

甲壳粉等
,

尤其是醉螺

的加工最为普遍
。

目前即将投产的滨海紫菜养殖

加工基地
,

大丰整肢龙虾 出口深加工生产线
,

东台

年产 l o o ot 的海产食品生产线将为盐城海产品加

工带来突破
。

课题组成 员
:

周仁 才 谢庆 良 徐进 崔钢

郑怀平 胡忻 吴金华

本文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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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怀平 胡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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